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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听觉注意是当前多媒体时代一种非常重要的基础认知能力，也是语音识别和音乐聆听等功能的核心。本研究

结合积极情绪扩展构建理论，梳理和分析音乐情绪对听觉注意加工的影响，主要发现：（1）积极的音乐情

绪可以扩大注意加工的范围，促进思维的灵活性，并且对负性信息的抑制普遍降低；（2）积极的音乐情绪

被唤醒时，个体听觉注意加工的方式普遍是自下而上的，其表现为注意更加分散。未来研究一方面可以关注

音乐情绪对不同人格特质个体的听觉注意加工的区别，另一方面可以关注不同音乐情绪效价对听觉注意影响

在脑区反应的差异，在助力音乐心理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推进音乐在心理健康、认知加工甚至人工智能领

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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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社会，音乐无处不在，聆听音乐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其中最受关注的是音乐的情绪价值。

音乐不仅能传递不同的情绪情感，更能通过不同音响特征的组合唤醒听众自身的情绪情感，并通过注意

调节、记忆唤醒、认知灵活性甚至通过促进激素分泌改善听众的生理和心理反应。

注意调节是音乐发挥情绪价值的基础环节。在聆听音乐的过程中，音乐的节奏、旋律、和声等动态

要素吸引着听众的注意，从而使人们深入体验音乐所传达的情绪与感觉，同时，音乐诱发的情绪状态也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注意加工的过程。现有的研究多关注情绪对视空间注意的影响，探讨了积极情绪和消

极情绪对认知影响的差异，但对情绪如何影响听觉通道的注意加工的研究较少。本文旨在从音乐情绪对

注意范围、注意抑制和注意加工方式三个方面进行深入讨论，在助于基础理论的完善的同时也提供一定

的思考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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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音乐对听觉注意的影响

2.1  音乐诱发情绪与注意

当前，情绪与注意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大科学问题，一是情绪对注意的影响，二是注意训练对情绪

的调节作用。前者还可以再细分为情绪性刺激的注意偏向和个体情绪状态对注意的影响这两个主题［1］。

在探讨个体情绪对注意的影响时，研究者普遍采用了非音乐性的情绪诱导手段，如观看情感图片或电影，

以及自我产生的情绪诱导（如心理想象）等。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音乐已被证实是一种有效的情绪诱导

方法，但关于音乐情绪对听觉注意的具体影响却鲜有研究。

有调查报告显示，人们在驾驶汽车时最喜欢的娱乐活动就是听音乐。音乐的成分复杂，它是在特定

的句法规则下由节奏、速度、和声、调式等基本特征组成的。有研究显示，在被试驾驶汽车时播放三种

不同节奏（慢、中和快节奏）的音乐，随着音乐节奏的加快，交通违规（例如撞车、闯红灯和开错车道）

的数量增加。同时，音乐通过基本特征的组合传达着特定的情感，比如慢节奏、不和谐的和声和小调音

乐制造了悲伤的感觉，而快节奏、和谐的和声、大调音乐唤醒积极的情绪。有研究关于音乐情绪效价对

注意的影响，结果显示快乐的音乐最容易分散司机的注意［2］。

2.2  积极情绪扩展构建理论

关于情绪对注意的影响，已有不少理论作为研究基础。其中，情绪—认知相互作用模型提出，情绪

为认知加工过程提供关键信息。根据情绪即信息模型，处于积极情绪状态的个体倾向于依赖一般知识结

构，而处于消极情绪状态的个体则更聚焦于具体细节并依赖外部信息。在情绪即信息模型框架下，通过

让被试回想消极或者积极的记忆。然后让他们完成绘画或者完成整体—局部注意任务，结果发现与消极

情绪状态相比，积极情绪会产生依赖于探索性整体的偏向。但是在积极情绪状态和中性状态的注意范围

没有差异［3］。

音乐诱发的情绪究竟会对注意有什么影响，可以从积极情绪扩展构建理论中找到理论依据。在积极

情绪扩展建构理论中，积极情绪本身被认为具有拓展作用，它激发个体更多的创造性思维，增强个体的

探索兴趣，并积累更多的个体资源［4］。支持这一模型的研究发现，积极情绪在分类、异常词汇联想、

社交分类和记忆细节的回忆中都扩展了认知加工。在这些研究中，诱发情绪的方法常常是通过给被试礼

物、观看搞笑电影、回忆美好的事情或者记住积极的生活事件来影响个体的积极情绪。把积极情绪扩展

建构理论作为理论支撑使用音乐作为诱发情绪的方法的研究较少，有研究发现与中性情绪状态相比，由

音乐诱发的积极情绪扩展了视觉空间注意的加工［5］。

3  音乐情绪体验对注意加工的影响

3.1  音乐情绪体验的定义

音乐情绪研究中两种核心的加工类型分别是音乐情绪知觉和音乐情绪体验。音乐情绪知觉实质上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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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听者对音乐隐含情绪的识别和觉察，这种情绪知觉无需以听者自身感受为前提。而音乐情绪体验指

的是音乐唤起听者的某一情绪，在沉浸于音乐诱发的情绪中时，听者也可能无法明确识别音乐所表达的

情绪［6］。

在众多诱发情绪的刺激材料中，音乐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显著优势的听觉刺激材料。音乐作为一种丰

富情感表达的载体，不仅包含多样的情绪信息，而且能够被人们准确地识别，进而引发个体强烈的情绪

体验。此外，音乐诱发的情绪更为积极具体、强度更强、持续时间更长，且增加了诱发积极和消极情绪

在强度上相等的可能性，并且音乐诱发的一些特殊情绪（如颤栗）很难通过其他方式诱发。因此，音乐

已成为一种较常用的情绪诱发材料，使得相关测量结果变得有意义［7］。

3.2  音乐情绪对听觉注意范围的影响

注意范围又叫注意广度，是指在同一时间内一个人能平行加工的注意对象的数量。积极情绪扩展构

建理论认为积极的个体情绪状态会扩大注意力范围，而消极的个体情绪状态会限制注意力范围［8］。早

期关于情绪对注意范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视觉空间注意范围，行为研究显示，人在观看积极内容的图片

时，会更灵活地把注意力从上一个视觉刺激分配到下一个视觉刺激［9］，在处理面部情绪刺激时，眼睛

注视方向会影响注意力来源的分配，表明情感刺激也能吸引视觉注意力［10］。在积极情绪状态下，注意

范围扩大还会加强对被忽视文本材料的内隐学习［11］。虽然在积极情绪状态下，注意分配可以促使更加

灵活的反应，但也可能表现为更大程度的注意分散。眼球追踪数据显示，与消极情绪诱导相比，积极情

绪诱导下的被试会更久和更频繁地注视那些有趣但与任务不相关的图片［12］。同时，还有研究者发现，

在被试接受积极情绪诱导后完成 Eriksen 侧翼任务，被试忽视与任务无关的刺激的能力较弱［13］。

整体—局部视觉性加工范式的研究发现，处于积极情绪体验的个体更偏向于注意整体结构［14］，这

个模型同样支持积极情绪扩大注意范围这一结论，积极情绪意味着一种稳定的舒适的环境，因此会鼓励

个体的注意和认知更加灵活。从视听跨通道的整体—局部范式来看，有人研究双耳节拍频率差异对注意

分散与集中的影响，结果显示，双耳节拍频率差异越大，视觉注意范围会更集中［15］。

从音乐诱发的个体情绪状态对听觉注意的影响来看，同样支持积极情绪扩展构建理论。普特基宁

（Putkinen）等人的研究补充了以往关于情绪对听觉注意影响的研究缺失，发现即使是不熟悉的器乐也

可以通过对情绪的影响拓宽听觉注意的范围［16］。还有研究显示，诱发了积极情绪的被试在视听 Oddball

范式中更容易被异常声音分散注意力［17］。这些研究都表明，积极情绪会促使注意的范围更广并且变得

更加灵活，但前提是需要过滤掉无关的信息。

3.3  音乐情绪对听觉注意抑制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情绪与注意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开始关注个体情绪状态对情绪信息抑制的影响。早期

通过情绪负启动任务（negative affective priming，NAP）研究发现，与中性情绪相比，产生负性情绪的被

试能够成功抑制情绪信息，呈现出正常的情绪负启动现象。之后又有研究发现，与中性情绪的被试相比，

产生正性情绪的被试对情绪信息的抑制性功能（降低 NAP 效应）全面下降，如诱发正性情绪后，被试在

抑郁量表、愤怒量表，以及紧张量表上的分数都显著下降［18］。这说明即使处于负性刺激环境中，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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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下的被试同样能够敏锐察觉到正性刺激，与他们更偏向关注正性刺激的结论相一致。

进一步研究也表明，处于积极情绪下的个体更倾向于注意正性刺激，而处于消极情绪下的个体更倾

向于注意负性刺激［19］。这就意味着面对不同性质的情绪刺激，正性情绪下的人们很难对正性刺激产生

抑制，负性情绪下的人们很难对负性刺激产生抑制。另外，处于正性情绪的被试，在抑郁量表、愤怒量表，

以及紧张等负性量表上的得分明显下降，这就意味着正性情绪下的被试也可以注意到负性刺激，这表明

积极情绪下的人们更倾向于关注正性刺激。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个体在特定情绪

状态下倾向于关注与该情绪状态相一致的信息。［20］。

对比不同年龄段人群来看，积极的反应可能是老年人情绪调节的一种潜在策略。随着年龄增长导致

认知能力衰退，在有限的时间内，老年人可能会为了保持积极的情绪状态优先处理积极刺激而不是消极

刺激。已有许多研究证明了这个观点，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需要更少的认知资源来有效地降低负面情

绪状态，老年人倾向于将他们的视觉注意力从负面刺激上转移开，在控制注视方向时，老年人在调节由

视觉场景引起的不愉快情绪方面不如年轻人成功［21］。

3.4  音乐情绪对听觉注意加工方式的影响

在早期注意选择的研究中，人的注意机制通常被分为两类，一类是自下而上的无意识注意，它由

外界刺激驱动，注意被不寻常或突发的信息所吸引，比如一个音调的开始、一幅图像的出现或一个盘

子砸在地板上，都会不由自主地受到关注，产生自发的注意捕捉。近期关于听觉注意的研究发现，意

外的声音会分散注意力，因为它们违反了认知系统的预测，而不在于声音刺激本身不常见［22］。另一

类是自上而下的有意识注意，这一类注意是指具有预定目的并依赖于特定任务的注意。它使人类能够

有意识地、主动地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个物体上［23］。例如，在一个场景中选择一个特定的特征，或在

很多干扰选项中寻找一个目标，正是有自上而下的注意，人才能在一个不同感官信息输入的环境中有

意识地侧重和抑制。

而从情绪对认知加工的方式的影响来看，当个体处于积极情绪时，通常倾向于关注整体。他们会对

外界整体作出积极评价，并进行自上而下的信息加工方式。相反，当个体处于消极情绪时，注意的特点

通常更关注局部，进行自下而上的信息加工方式［24］。另外一些理论和实证研究进一步指出，情绪唤醒

度高的个体往往会抑制自上而下加工而表现出自下而上加工，这与信息资源的有限性密切相关［25］。

从相关事件电位（ERP）和神经影像学的证据来看，相比于积极情绪，在消极情绪和中性情绪条件下，

要求被试忽略的声音通道出现的新奇声音引起了 N1 与 MMN 减弱。MMN 失匹配负波是听觉事件相关电

位的重要成分，它存在于大脑前额以及中央分布的负波成分，是标准刺激和变异刺激所诱发的神经响应

之间的差异波［26］。研究者将 N1 与 MMN 的减少归因于对非注意通道听觉信息的注意资源分配得到了更

有效控制。而快乐情绪状态下的被试出现 N1 与 MMN 的增大，表明积极情绪降低了听觉注意的选择性，

并允许分配更多的资源来处理不被关注的通道声音信息。P3a 被认为是一个非自愿的、自下而上的注意

力捕捉的标志，P3b 相对于 P3a 延迟出现，通常被认为反映了对任务相关刺激自上而下的注意力资源分

配或参与，对 P3a 与 P3b 的检测结果显示，积极情绪状态下被试对非注意通道的声音 P3a 增大，而对注

意通道的目标声音的 P3b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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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展望

4.1  个体差异导致情绪体验不同

研究个体情绪状态对注意加工特性的影响，一般都是通过不同手段（如利用声音、视频、图片等材料）

诱发正常被试产生不同的情绪状态，以探讨不同情绪状态下个体的注意加工特点。不同个体之间，相同

材料诱发的情绪可能会有所不同，不同性别、年龄、人格的个体对情绪性材料的处理有差异，有情感障碍、

忧郁、焦虑的个体情绪状态也与正常个体不同。有研究显示，患有情感障碍（如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个

体可能会与自上而下的注意力控制缺陷有关［27］。

从动机层面看，个体情绪体验反映了目标实现或未实现的程度（以及相关的奖励或惩罚的获得与避

免），也可以在早期阶段，例如在计划行动期间预期实现或未能实现目标［28］。对目标动机的强度影响

个体情绪体验，从而影响着注意的加工。从脑区局部病变层面看，有研究者对大脑某一区域（如顶叶皮层）

有病变的患者进行研究。已知顶叶病变会产生注意力缺陷，但在侧翼任务中，顶叶皮层受损的被试还是

会情绪性刺激（通常是带有情绪的面部图片）产生注意［29］。因此，当我们进行个体情绪状态对注意影

响的研究时，不仅要从情绪效价的差异研究，还要考虑个体因素。

4.2  积极情绪扩展构建理论待完善

个体情绪状态对注意的影响可简要概况为，积极情绪更多关注整体，会使注意范围扩大、更加分散、

注意转换更加灵活。相对应地，消极情绪似乎会导致注意范围变窄，促进注意力高度集中。然而，尽管

有一些研究支持这一观点，但其他研究对比了消极情绪和中性情绪下执行功能任务的表现，发现消极情

绪对认知控制的影响很小［30］。甚至还有一些研究表明，与积极情绪的影响相似，消极情绪的被试也会

在眨眼实验中表现出更灵活的注意转移以及更高程度的注意分散［31］。还有研究从注意的双重机制探讨

个体情绪状态在连续回忆任务中对听觉注意的影响，结果显示个体情绪状态只影响自下而上的注意，而

不影响自上而下的注意［32］。

从音乐情绪体验对听觉注意的影响来看，可以借助音乐的享乐理论（Hedonic Contingency Theory）

为扩展构建理论进行补充。音乐如何唤起快乐和奖励的问题是当前音乐研究的热门话题，有很长一段时

间，音乐享乐理论试图解释人们为什么会被音乐感动，并且着重关注聆听悲伤音乐的愉悦体验。理论主

要从三个方面来解释人为什么会在聆听音乐时会产生幸福感，一是从音乐声学特征的客观描述；二是对

可能调节情绪的因素描述——包括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三是听者聆听音乐时的心理与生理相关反应的

连续描述和实时描述［33］。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当使用音乐作为诱发情绪的方法时，由于音乐材料的选择、

被试的心理生理状态的不同，悲伤的音乐也会对个体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其结果同样可以验证积极情

绪扩展构建理论。

4.3  对积极情绪概念界定的差异

有学者对积极情绪这一概念做出了三种不同的区分［34］，第一种是个体主观愉悦的情绪，它强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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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愉悦感受是情绪体验的关键。这里的主观愉悦可以描述为一个人身体和精神资源足以完成手头的任务。

在这种定义下的实验结果通常发现，诱导出积极情绪下的被试通常比消极情绪下的被试任务完成得更好

（比如有更好的记忆力、更多的创造性思维），并在任务执行过程中表现出更平静的生理反应。

第二种是接近动机（Approach Motivation），这个概念的理论框架建立在神经系统科学区分与接近倾

向和欲望取向相关的脑活动与回避和抑制的证据。接近动机补充了一些主观上感觉不愉快的情绪状态（如

愤怒），以及许多感觉愉快的情绪状态。接近动机的强度因积极的情绪状态而产生差异，实验诱发的高

接近愉快状态（如兴奋）表现出注意的集中和注意范围变窄，这与低接近积极情绪（如娱乐）产生的效

应不同。

第三种积极情绪强调环境中的机会和回报，是对外部环境在多大程度上为我们提供实现目标的机会

的评估，而不是主观感觉或动机方向。在实验假设中，人不断评估环境中积极的（令人满意的）和消极的（令

人不满意的）元素，每一次进行“积极的”和“消极的”的评估会导致一系列连贯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因此，

在这些理论中，积极情绪的功能是促进复杂的适应性反应，以增强进化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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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Music Emotion on Auditory Attention 
Processing

Chen Xixi1,2 Liu Ying1,2

1. School of Music,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2. Chinese Institute of Music Mental Health, Chongqing

Abstract: Auditory atten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basic cognitive ability in the current multimedia 
era, and it is also the core of speech recognition and music listening functions. Based on the extended 
construction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 this study combed and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music emotion 
on auditory attention processing. The main findings were: (1) Positive music emotion can expand the 
scope of attention processing, promote the flexibility of thinking, and generally reduce the inhibition of 
negative information; (2) When positive musical emotions are aroused, the processing mode of individual 
auditory attention is generally bottom-up, which is manifested as more dispersed attention. Future studies 
can focus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usic emotion and auditory attention processing of individuals 
with different personality trait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differences in brain responses of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music emotion titers on auditory attention on the other hand,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usic in the fields of mental health, cognitive processing and ev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ile assisting 
the research on the basic theory of music psychology.
Key words: Auditory attention; Music emotion; Positive emo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