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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音乐特征相似度的音乐演变研究

◎卢洵琦
摘要：为分析艺术家与流派对音乐演变的影响，本研究利用音乐特征来量化艺术家的相似度，并结合艺术家之间的关

系网络特点，识别出乡村音乐在 1950 年发生重大飞跃，并通过层次聚类与欧式距离计算出流派内外相似度以及其动态变化。

研究结果表明喜剧流派与其他流派之间相似度低，是独立性非常高的流派，流行 / 摇滚占据了长达 42 年的主流地位，内部

相似度较低的电子乐更容易发生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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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演变与人类的历史文化息息相

关，并广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仅就现代

流行音乐而论，它的历史长期备受争议，

社会学家和音乐史学家等相关专业人士的

见解虽具有丰富的音乐知识和主观的审美

判断，但缺乏客观科学依据的支撑。值得

注意的是，存在少数学者使用一个数字化

音乐语料库量化研究单个流派中音乐多样

性和差异的演变。但此类研究通常只能取

一小段表型复杂的音乐进行比较，且研究

年代跨度较小，涉及流派种类有限。

为进一步客观地研究音乐变化进程，

本文借助前人已计算出的音乐特征数据，

以过去九十年里来自 16 种流派的音乐艺

术家为研究对象，将艺术家音乐特点与人

声特征的相似度作为量化他们影响力的依

据，并结合艺术家的定向关系网络特点，

识别出了音乐变革中具有重要影响者。通

过层次聚类，计算每种流派音乐特征的代

表性数值，得出音乐演变中流派内外的影

响关系与动态变化。

一、音乐演变中的艺术家影响力

音乐艺术家不仅会对新艺术家造成影

响，也会间接导致音乐流派的重大转变。

（一）艺术家相似度

本文选取可舞性、能量、效价、节奏、

响度、模式、调、声学、器乐性、活泼性

和言语性作为参数，使用皮尔逊相关系数

来计算艺术家之间的相似性，从而量化影

响者对某个追随者的音乐影响力。针对

有多个追随者的艺术家，结合时间跨度使

用公式（1），得出艺术家的影响力总数

Power。

　　　　　　　　　　　　　　（  1）

（二）艺术家的关系影响网络

为可视化 5854 位影响者与其追随者

的定向关系，本文通过在 Neo4j 数据库中

绘制关系网络，并得出两点发现：（1）

影响力越大的影响者会位于网络的较中心

或较为密集位置；（2）流派不同或者年

代不同的影响者会位于图中的不同区域，

流派差别越大，节点距离越远，但不同流

派间没 有明显的界限线。

（三）重要变革者的识别 

通过结合关系子网特点与艺术家影响

力大小，本文识别出了乡村音乐变化的主

要影响者。如图 1 所示，该流派在 1950

年之前的新增影响者和新增追随者较少。

图 1　1930—2000 年乡村音乐影响人数

图 2    　1950 年乡村音乐流派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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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其新增追随者与总追随者的数量

达到顶峰，其中来自摇滚流派的追随者占

61%。从网络呈现的趋势来看，乡村音乐

和摇滚音乐的显著融合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 

经 计 算 1950 至 1960 年 内 艺 术 家 的

影 响 力， 排 名 前 两 位 为 约  翰 尼· 卡 什

（Johnny Cash）与汉克·威廉姆斯（Hank 

Williams）。如图 2 所示，他们都位于子

网络的中心，与 1.2 节得到的结论（1）相

映证。图 2 中约翰尼·卡什绝大多数追随

者来自乡村音乐与摇滚流派。因此，可以

确认他是 20 世纪 50 年代乡村音乐和摇滚

音乐融合的重要贡献者之一。

二、音乐演变中的流派影响力

动态变化中的流派影响力可以体现在

流派内外的相似性。

（一） 流派内外的相似度

本文首先对各流派内部进行层次聚

类，使用肘部法确定各个流派的最佳分类

数。接着，利用流派内的聚类中心的加权

算法求出聚类中心的重心来代表这一流派

的音乐特征。最后，将流派内部各个聚类

中心到重心的距离 Dis 总和作为流派内相

似度的衡量，若 Dis 越大，则表示流派内

相似度越低，最终计算结果如下：

分析图 3 中各个流派内部的 Dis 可以

发现民谣内部相似度极高，电子乐内部相

似度最低。不同音乐流派内部的相似度差

异较大，可以说明的是，内部相似度低的

音乐流派更容易发生变革，而内部相似度

高的流派比如乡村音乐、新世纪和国际流

派的音乐风格更加集中和稳定。

针对流派间的影响关系，本文绘制的

矩阵图表示16个流派间重心坐标的距离。

热图颜色越深，表示两个流派的重心越远，

相似度越低。

如图 4 所示，喜剧流派与其他 15 种

流派的音乐特征距离均远，说明它是一种

独立性非常高的流派。轻音乐则与其他流

派（除喜剧流派）差别较小，其与爵士乐

的距离仅有 1.01，说明它和爵士乐的特性

十分相似。

（二） 年度代表性流派 

在音乐演变的每个阶段都有最具影

响力的流派。为确定流派影响力随时间

图 3 各流派内部的 Dis

图 4 流派间重心  坐标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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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本文对每年的音乐特征均值做归

一化，使其和求得的流派重心处于同一

坐标空间，选取 1921 年至 2017 年中距

离当年均值的重心最小的流派作为当年

的音乐代表流派。如图 5 所示，1924 年

的年度音乐是爵士乐，随着时代发展，

主流音乐变为蓝调，而后转为人声，在

1972 年至 2014 年，流行 / 摇滚作为主流

音乐占据了长达 42 年。

三、结语

该模型具有很好的可延展性，可将新

艺术家输入定向网络，通过分析音乐特征

预测他是否具有成为一个变革者的潜力。

网络中的现象可用于解释外部因素的作

用，对于跨学科研究具有高度可视化性。

数据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但在使用分

层聚类处理数据时不能很好地处理离散

变量，因此后续研究者可用迭代聚类算

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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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921 年至 2017 年主流音乐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