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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摇滚音乐进入鼎盛发展时期，本

文通过电影等资料对这一时期英国摇滚乐进行介绍，阐述了英国摇滚

的发展路程和创作特色。摇滚乐作为当今一种任何音乐形式都无可比

拟的“另类”音乐，对青少年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在欧美以及亚洲等

国家和地区引起如此强大的社会震撼力，给整个世界的青少年都带来

了一场音乐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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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乐作为当今一种任何音乐形式都无可比拟的“另类”音

乐，对青少年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在欧美以及亚洲等国家和地区

引起如此强大的社会震撼力，给整个世界的青少年都带来了一场

音乐革命。不可否认的是，摇滚乐以其特有的音乐特征和文化能

量，以激荡奔放的形象在世界流行乐坛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革命的时代，是历史上 为迷人的

一个时代，充斥着反战，民权，性解放，女权主义，黑人权

益，同性恋权益。在音乐领域中，这是一个以摇滚为标志的年

代，有着吱吱作响的黑胶唱片，听起来略显模糊的低保真单声

道，纯粹的嘶哑的嗓音……六十年代摇滚乐，如同泛黄的老照

片，沉淀着当年的激情。这一时期也有着所有音乐人奉为上帝

的甲壳虫乐队。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英美两国的年轻人，很少

不与他们的歌声发生联系。可以说他们的歌声影响了一代人的

艺术品味、服装发式、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这个时代的年轻

人是“垮掉的一代”，但他们的精神比四，五十年代更简单明

朗，积极向上。

英国摇滚乐的兴起完全是受美国摇滚乐传播的影响。二十世

纪五十年代初期，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对于二战后在美国

本土盛行起来的摇滚乐保持谨慎的观望态度。英国政府秉持着保

守的姿态，对当时美国摇滚乐的传入以及宣传进行了限制。在这

一时期，英国政府在主流思想上控制了各个知名的大广播公司。

例如BBC（英国广播公司）等。这些广播电台在上个世纪五十年

代初期仍然在制作的节目中播放传统的流行音乐，乡村布鲁斯，

爵士乐等一系列被大众认可的主流音乐节目。英国人在当时已经

形成了在这种音乐熏陶下的生活氛围。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英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军队广播

电台和当地的一些小型广播电台开始播放和宣传美国摇滚乐，这

时便出现了一批与古板政府格格不入的音乐人，他们热爱摇滚，

用实际行动影响并且联合了整整一代人。2009年上映的电影《海

盗电台》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社会文化现象。尽管1966年是英国摇

滚的鼎盛时期，但BBC每天只播放不到45分钟的流行摇滚乐。幸

运的是海盗电台把锚抛在了北海，全天24小时播放摇滚和流行歌

曲。同时，有两千五百万，将尽一半的不列颠人口每天收听海盗

电台。每当夜晚来临，无数年轻人就会躺到床上，将收音机放到

枕头下面，然后打开它听那些他们从未在其他地方听过的，充满

着奇幻色彩的音乐。他们躲避着家长的目光，感受着心灵的自由

享受。这可能是当时那一代人拥有的相同的回忆。在电影中，那

艘停泊在北海的开阔的公海海域上，随着波涛起伏的船，里面住

着一群自我意识极其强烈的有思想的DJ，他们靠24小时不停播放

的摇滚乐呼吸、生存，同时带动了全英国的年轻人，他们无论种

族、信仰，都热衷于海盗电台的音乐。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

用摇滚乐搅乱制度体系、颠覆传统，这些被称为“海盗”的违法

电台向为数众多且非常热心的听众介绍了很多像“甲壳虫”、

“滚石”这种对于音乐界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乐队，同时还有

包括吉他之神吉米•亨德里克斯，英国乐坛的常青树达丝蒂•斯普

林菲尔德，迷幻女生贾尼斯•乔普林，和灵歌之后艾瑞莎•弗兰克

林在内的非常有传奇色彩的独唱歌手。

从1964开始一直到六十年代末，英国摇滚音乐飞速发展，并

且开始光顾摇滚故土——美国，各路英国摇滚风席卷而来，他们

的演出在美国各大城市引起轰动。这股强烈的气势铺天盖地地涌

入了美国的市场，冲击了美国摇滚乐的舞台。在这个时期，发挥

了重要影响的乐队有“滚石”“奇想”“动物”等。当然，影响

力 大的是“甲壳虫”乐队，一支被称为“ 伟大的”乐队。英

国摇滚乐队纷至沓来，造就了成千上万的乐迷，他们为能够欣赏

到具有新颖奇特风格的摇滚乐而激动不已，美国的这一代年轻人

被英国乐手不同凡响的表演所征服。

随着社会的发展，英国摇滚音乐也逐渐吸收了各方面的特

色，慢慢发展成为世界摇滚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分流，到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britpop，即英伦摇滚。这一类别的

摇滚音乐继承了继甲壳虫乐队时代以来的吉他流行风格，同时又

吸收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晚期的田园风格，中速音乐，七十年代

的迷幻音乐风格，朋克风格和新浪潮音乐，以及另类的吉他曲

风。从音乐内容上来看，britpop大多演唱相同时代英国青年们

自己的生活，音乐风格以颓废、黯淡为主，一直持续到本世纪，

都依然风靡英国。我们从近年流行的英国电视剧《SKINS》（皮

囊）就可以看出，英伦摇滚是英国青少年发泄内心情感、抒发对

学校，社会之感慨的重要渠道。尽管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

期，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音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并一举

成为音乐界的翘楚，但这些音乐仍保持着对英国经典摇滚音乐风

格的继承，由此可见，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英国摇滚音乐对

后世产生了重大并且深远的影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摇滚音乐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印记，

对热爱摇滚的嬉皮士们，是一段 美好的时光。人们通过摇滚乐

来释放内心的激情，通过摇滚乐来完成心中的梦想，而摇滚音乐

也一直在那个年代的意识巅峰散发着自由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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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短促的和弦结束整个乐章。         

三、结束语

由于贝多芬身患疾病，才使得他对人生、对社会具有更为深

刻的认识，从而使他的音乐艺术产生深刻的艺术作用。贝多芬是

第一个意识到“音乐是艺术”的作曲家，因此无论他在作曲还是

在演奏，都把音乐看作是“神圣”的事情，这也是他的座右铭。

贝多芬将自己不幸的生活体验及年轻时所获得的音乐知识、良好

音乐环境中成长的过程、各方面的修养、法国大革命的洗礼、启

蒙运动的实践活动、疾风怒涛般的文化运动统统的结合在一起，

变成了让人们深深感动的音乐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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