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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新解之——

晨钟暮鼓
○  吴硕贤

查“新华成语词典”可知，“晨钟暮

鼓”这一成语通常有三个含义，一是指佛寺

清晨撞钟，傍晚击鼓，用以报时；二指时间

之推移；三则比喻可以使人警觉的言语。

本文想借“晨钟暮鼓”这一成语，来

谈一个有关声景观的话题。声景观，简称声

景，英文单词是“Soundscape”,意指声音意义

上的风景。通常我们谈风景，论景观，都是

从视觉意义上而言之，殊不知，景观除了视

觉所及的景色外，听觉意义上的景观也很重

要。声景观这一概念，虽然是由加拿大音乐

家Sharfer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正式提出的，但

从大量文献资料可知，我国古人对声景观是

十分重视的。在中国古代诗词歌赋和成语典

故中，涉及声景观的例子比比皆是，俯拾即

是。“晨钟暮鼓”就是一个典型的描写古代

佛寺声景观的成语。此外，如“姑苏城外寒

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小楼一夜听春

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廿四桥明月夜，

玉人何处教吹箫？”以及“长安一片月，万

户捣衣声”等，都是描述声景的著名诗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诗经》这部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中，已有大量篇幅描述

了各种自然与社会的声景。据笔者统计，在

《诗经》的风、雅、颂共计305篇中，描述各

种声景的诗篇多达86篇，占28%之多。其中

不仅有描写鸟唱虫鸣、风雨泉流等各种自然

声景的诗篇，如“关关睢鸠，在河之洲”, 

“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鹤

鸣于九皋，声闻于野”，“喓喓草虫，趯趯

阜螽”及“殷其靁，在南山之阳”、“习习

谷风，以阴以雨”、“觱沸槛泉”等；还有

大量篇幅描写了如音乐声和伐木、营建、农

事等生产生活之声景，如：“鼓钟钦钦，鼓

瑟鼓琴，笙磬同音”、“坎坎伐檀”、“筑

之登登，削屡冯冯”及“获之挃挃，积之栗

栗”等诗句。《诗经》创造了大量象声词，

如“关关”、“呦呦”、“喈喈”、“坎

坎”、“简简”、“哕哕”、“嘒嘒”、“将

将”、“丁丁”、“钦钦”、“喓喓”、“挃

挃”等，来生动地描述各种声响。许多这类词

汇又转化为描述各类事物性质和场景的形容

词。由此足见古人对于声景之重视。

在中国古典园林中，有不少景点是以

声景为主题的，有的则直接以声景来命名

景点。如杭州西湖十景中，就有“柳浪闻

莺”、“南屏晚钟”、“曲院风荷”等声

音景点。在苏州古典园林中，也有“留听

阁”、“听雨轩”“听松风处”等声景观。

承德避暑山庄更有“万壑松风”、“松鹤清

樾”、“远近琴声”、“风泉清听”、“暖

流喧波”、“莺啭乔木”及“玉琴轩”等多

处声音风景。这些，雄辩地说明古人对声景

的重视。

“晨钟暮鼓”是古代城乡典型的声景之

一。钟与鼓，尤其是镛钟贲鼓，由于其口径

大，质量重，故能发出低频声，且具有足够

强的低频声能。这些低频声波不易被空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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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调到最后跟读者调查表一起
或读者调查表弄上来

读者反馈表

亲爱的读者朋友，您好！

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阅读《水木清华》杂志。希望您协助我

们完成以下的问卷调查，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不断

改进，为您提供更加丰富、精彩的内容。谢谢！

1. 您阅读了总第34期《水木清华》杂志的多少内容

□几乎全部  □大部分  □一半  □一少半  □很少一部分

2. 您对《水木清华》的总体印象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3. 您对本刊设计及印刷的整体印象

□很好  □好  □一般  □不喜欢

4. 您对本刊各栏目文章的满意度

动态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特稿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封面人物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观点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人物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终身学习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文化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招生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专栏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5. 本期您最喜欢的栏目/文章是：

6. 您在杂志内容、设计、印刷等方面的其他意见或建议：

姓名              入学年份        系别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                  

E-mail                            

通讯地址                                   邮编            

问卷填好后请寄回编辑部：北京市海淀区清华科技园创新大

厦A座1210，邮编：100084  或传真至010-62797336，或

发邮件至txl@tsinghua.org.cn参与问卷调查。

介质所吸收，而导致迅速衰减，因之

能传播遥远。因此，钟鼓不仅作为乐

器编入乐队，还常被作为报时和传达

信息的工具。不仅古代中国如此，其

它国家亦如此。在中世纪之欧洲，教

堂钟声作为报时之信号，也构成典型

的城乡声景观。

古人对声景的重视，给我们以

重要的启示，说明人类在长期进化过

程中，与自然和谐共处，与动植物为

友为侣，已习惯于鸟唱虫鸣、风声雨

响等自然界各种声音。这些声音对于

他们而言，不啻于天籁之音，不可或

缺。因此，人类对于这些自然声景的

需要，以及人类对于自己所发明的各

种音乐声景的欣赏，已成为根深蒂固

的固有需要。因此，声景观无疑是人

居环境固有的要素之一而不容忽视。

可惜当今不少规划师和建筑师，并不

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在进行人居

环境规划设计时，往往只着重于视

觉环境的营造，而忽视了声音环境

的营造。加之随着工业与交通技术

的发展、人口的激增和城市化进程的

加速，使我们的环境充斥着噪声。我

们的人居声环境真可谓乏善可陈。许

多如同“晨钟暮鼓”等历史上宜人的

声景已与我们渐行渐远，甚至不复存

在。因此，保护这些宝贵的声景资

源，在人居环境规划与设计中，注意

营造怡人悦耳的声景，是摆在我们面

前十分重大的课题之一，值得我们认

真研究。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建筑

技术科学专家，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建筑与环境声

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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