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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实验用最小变化法测量音乐速度差别感受阈限。采用两段速度分别为" J H# 和" J %"# 的标准音乐材料

（教堂歌曲《K:1L806 M/1’=》和贝多芬《M 大调小步舞曲》，N8O8 格式），用 P8012= 9-(=Q1O "##H 进行编辑，每一段标准

音乐有 %# 段速度渐变的对比刺激（渐变节拍分别为 " 和 +），用 R80O-S> N=O81 T21?=/ %% 播放器播放标准音乐和对比

音乐，让被试判断两者的速度有无差异。结果表明，对速度差别的感受阈限随着标准音乐材料的速度增加而提高，

差异显著，验证了费希纳G韦伯定律；同时对人们生活，作曲家创作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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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音乐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表现形式，它包含音高、

音程关系、音色、节奏、速度和声等多方面元素［%］。

对音乐速度的感受，对于大多人来讲是很普遍的，它

不像描述音程关系和和声那样需要很多专业知识。

作为一种基本音乐能力的体现，对音乐速度的感受

是可操作的，且具有应用价值；与此同时，音乐智力

对人的心理健康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速度是音乐节奏的一个因素。音乐节奏有两个

特征：快慢和强弱。平静的和悲伤的音乐一般节奏

较缓慢，而激动的和愉悦的音乐一般节奏较快；另

一方面，平静的和愉悦的音乐节奏感较弱，而悲伤

的和激动的则较强［%］。所以，音乐的节奏特征对情

绪表达起着重要的作用［D］。速度和节奏有着相似的

功能。能够区分音乐速度，就能够从不同的速度去

体会不同的情绪。对听辨两段音乐之间速度的异

同，可以判定人对音乐速度差别阈限的感受程度，从

而可以从“ 速度”的角度评价人的音乐能力；同时，

对作曲技能和音乐的教学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同时，对音乐速度的差别感受，还很有可能跟乐曲本

身的速度有关［%］。因为，速度较慢的曲子给人一种

深远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会延长人们对时间和空间

的感受，对其变化的差异感觉也更为显著。因为有

了对时间的“延长”，任何一种微妙的变化都有可能

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可以推断，人们对本身就比

较慢的曲子的速度感受差别更明显。

此外，音乐速度的差别感觉对专业训练的演奏

者或歌唱者意义重大［%］。同样一部作品，不同人的

理解不一样。要如何用恰当的速度去演奏作品，对

于演奏者或歌唱家这个第二创作者来说就非常重

要。处理的不同会导致表达作品的不同，也就反映

了理解上的偏差，或者可以体现出演奏者或歌唱家

本身的人格特点。有研究表明［I］，对于相同和声的

片段，不同速度的呈现方式对专业训练和非专业训

练的被试有很大差异。同时有研究指出［*］，快速和

音量大的乐曲片段对专业人士的训练效果显著，并

且速度和响度之间存在交互作用。所以，对速度差

别感觉的测量，从各方面来说都具有研究价值。

但是，现在并没有相关文献对音乐速度差别阈

限进行测定。本实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该研究

领域的空白。由于学习音乐的人和没有学习过音乐

的人，对速度差别的感知不一样，本研究考查的是非

音乐专业的学生对音乐速度差别阈限的感受程度。

% 实验方法

%) % 被试

选取 D# 名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 年龄 "# U ""
岁），均未受过专业音乐知识或技能训练。

%) " 实验材料

选取两段材料作为标准音乐材料（ 如图 %、"），

作为两组实验。分别为教堂 歌 曲《K:1L806 M/1’=
（奇异盛典）》和贝多芬《M 大调小步舞曲》的片段。

运用 P8012= 9-(=Q1O "##H 软件对音乐进行编辑。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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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 长度为 " 小节，标准速度为以四分音符节拍标

准的 #$ 拍 % &’(（" ) #$）；材料 * 长度为 " 小节，标

准速度为 !*$ 拍 % &’(（" ) !*$）。关于对这两段材

料的选择，在讨论部分还将作进一步说明。

图 !+ 材料 !：,&-.’(/ 01-23 片断（" ) #$）

图 *+ 材料 *：0 大调小步舞曲片断 % 贝多芬（" ) !*$）

对比材料每组 !$ 段（共 *$ 段材料）。所采用的

乐谱文件相同，速度不同。第一组速度从" ) 4$ 开

始，每段乐句速度逐渐增加 * 拍，直到增加到" ) 5$
为止。第二组速度从" ) !$$ 开始，每段乐句速度

逐渐增加 6 拍，直到" ) !6$ 为止。

!7 8 实验设计

采用最小变化法测量被试的音乐速度差别阈限

值。让被试分别从最快和最慢开始听两段音乐材

料，采用 ,99, 的方法。每个被试要做 6 组实验，每

次用“先呈现标准材料，再呈现对比材料”的方法让

被试辨别，直到听出没有速度差异，并且开始向相反

方向转变为止。

!7 6 实验步骤

!）向被试说明，需要报告两段音乐的速度是否

一样。让被试在安静的环境中，戴上耳机，开始正式

实验。

*）先呈现材料 ! 的标准音乐（" ) #$）；然后呈

现材料 ! 对比音乐（" ) 4$），让被试判断，比较刺

激是否和标准刺激的速度一样；然后再呈现第二组

标准音乐及对比音乐（" ) #$；" ) 4*），以此类推，

让被试报告出“速度相等”以及“速度变快了”（递增

系列）。

8）休息片刻，再呈现材料 ! 的一组刺激（" )
#$；" ) 5$），让被试报告；然后第二组（" ) #$；"
) ##），其余步骤同上，记录报告结果（递减系列）。

6）再让被试休息片刻，用步骤 * 至 8 的方法和

顺序呈现材料 ! 的各组刺激，记录报告结果。交替

重复递增和递减系列共 6 组，记录每组成绩。

"）采用同样的方法记录材料 * 的数据。

* 数据分析

根据用最小变化法计算差别感受阈限的计算公

式，求得被试的音乐速度差别感受阈限（如表 !）。

表 !+ 对音乐速度差别阈限感受统计表

" ) #$ " ) !*$

平均数 *7 "$ "7 $$

标准差 $7 #6 *7 6"

从表中看出来，对于 #$ 拍 % &’( 的乐曲，感觉差

别阈限为 *7 "；而快的曲目，感觉阈限也会随之增

高。进一步将材料 ! 和材料 * 的数据作相关样本非

参检验分析，发现不同速度的差别感受阈限的差异

显著（!（:" ) *5）) ; *# $<，$ ) $# $85，$ = $7 $"）。

8 讨论和展望

87 ! 讨论

!）由数据结果可以知道，在速度为" ) #$ 的时

候，差别感受阈限为 *7 "；在" ) !*$ 的时候，阈限为

"。说明人对不同速度的感觉灵敏程度不相同，判断

的准确性也有差异（" ) !*$ 时，标准差为 *7 6"，比

" ) #$ 时显著地多）。

*）对不同标准刺激速度的感觉，慢速的差别感

觉明显地比快速的小（ $ ) $7 $!#）。这正如同前文

所假设的一样，也如同费希纳 ; 韦伯定律中提到的，

基础刺激越大，最小可觉差越大。根据韦伯定律算

得在" ) #$ 时，% ) $7 $8!；" ) !*$ 时，% ) $7 $6*，是

否符合韦伯定律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有人怀疑为什么在做" ) !*$ 的时候，增加的

速度用 6。其实，笔者给其中一部分被试作了前测。

同样用速率为 * 的变化时，被试几乎不能感受出变

化差异。所以，选择速率变化为 6，被试才在快速的

音乐中感受出明显差异。但是，这样的增长关系是

否呈现对数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因为这次的实

验时间紧迫，被试量不足，而且材料也不丰富。

根据注意加工资源的设想，笔者这样推测：在较

慢的音乐材料中，对音乐的每一个信息的加工是充

分的、完整的、留有时间余地的。在有了细微的速度

变化时，人们能够明显地察觉到不同的感受所加工

的音乐信息的差异；然而在快速的材料中，对音乐的

各个信息加工没有那么充分，特别是越快的音乐材

料，所能体验到里面的信息就越少，更多地是从整体

层面去体会音乐，而并不是从音乐写作层面的细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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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去体验，这样在有速度变化差异的时候，人们

的认知加工系统会忽略这种微小的细节，即从主体

感受加工的资源占用了对速度加工的资源，所以觉

察不到更多的速度变化细节，使得对速度差别的感

觉阈限提高。但是这只是一种假设，对音乐速度感

受差别的考察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于实验刺激的选用，笔者做了一部分限

制。因为实验材料比较少，所以尽可能地选取除了

速度以外其他音乐属性相类似的音乐材料。本次实

验中的两段标准刺激材料均用 "#$ 合成，模仿钢琴

音色。旋律节奏都选用了 ! % & 拍，其主调都选用了

’ 大调（ 调式相同），音域广度相似，和声呈现方法

相同（ 均为 ()*)(，即主和弦)属和弦)主和弦）。这

样，尽可能多地排除了音乐其他属性对人的感觉认

知的差异影响，从而控制变量，仅仅是考察”速度”

层面。因为音乐不同属性给人的主观感受不同，正

如用二胡和钢琴演奏《 二泉映月》，给人带来的主观

感受是不相同的，关于这些条件是否会对速度差别

感受有影响，还需进一步研究。

!+ , 展望

本次实验，探讨了音乐速度感觉差别阈限，在实

际生活中有一定意义。

首先，对于不同速度来说，给人的情绪体验是不

一样的。这样，即使是同一首曲调的曲子，在用不同

速度演奏出来的时候就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很明

显的例子就是贝多芬《 致爱丽斯》，在用迅雷搜索中

一般都能搜到两个版本：一个是纯钢琴版，速度轻快

流畅；另一个是加了伴奏的钢琴版，速度缓慢悠长。

很多人在听了这两段音乐之后的主观描述是不同

的。普遍反映认为，前者给人一种源源不断、滚滚向

前、络绎不绝的感受；而后者却是哀婉、凄凉的感受。

其次，对不同速度体验出不同情感的人，能对音

乐的理解有更深层次的认识。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音

乐中产生不同的情绪［.］。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选择

不同速度的音乐来充实生活，这样对身心健康有一

定的好处。

最后，这类研究对创作音乐具有指导意义。一

个作曲家，选用怎样的速度来展现曲子的内涵，怎样

充分表达自己的心声，怎样让听众感受到这种心声，

都需要反复思量曲子该采用的速度。因为，不同速

度的情感体验是不一样的，而听众在显著地感受到

这种变化的时候，会不会体验到作者内心的情感变

化，对于一个作曲家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演奏者在

作为“第二创作者”的时候，考虑速度的处理也是非

常重要的。因为，演奏者要表达曲子的意思，要尽可

能地体验出作者想要表达的；但是，一千个读者就有

一千个哈姆雷特，在进行二度创作，要在表达曲子本

身的时候表达出自己独特的思想。这样才是“ 我”

所演奏的曲子，而不是单纯的“ 试谱”。其中，速度

的选择就很重要。比如，王建民《 第三二胡狂想曲》

的第一段，表明了速度符号是“ 活跃的柔板”［/］，那

么这到底该如何去表达。两个版本（ 邓建栋和严洁

敏）的速度处理就有微微的差别。前者稍慢，大家

看到一个温柔可爱的女孩子的柔美身体；后者稍快，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俏皮活泼的男孩子的舞蹈。所

以，在速度上的差异也能体现出不同演奏者的风格。

现在对音乐以及音乐能力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起

步，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对音乐的研究一定会越来

越丰富。从对音乐速度的感觉差别阈限研究可以推

广到很多领域，相信研究的内容会更出色，更有实践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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