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  

第五单元 音乐之都———维也纳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音乐之都———维也纳是奥地利的首都。奥地利位于欧洲的中部,蓝色的多

瑙河和雄伟的阿尔卑斯山横贯全境,是一个有着众多名胜古迹,风景秀丽的国

家。勤劳智慧的人民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培育了绚丽的艺术之花。奥地利以

“音乐之国”闻名世界,这里诞生和培育了许许多多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从海顿、莫
扎特、舒伯特到施特劳斯父子等,为丰富世界音乐文化宝库做出了巨大贡献。

本单元通过“漫步维也纳”“不朽的旋律”的呈现,让学生认识、了解音乐之都

维也纳,培养其热爱古典音乐、高雅音乐的兴趣。

(二)内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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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

《小夜曲》(弦乐四重奏)

《鳟鱼》(童声合唱)

歌曲 《顽皮的杜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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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 《欢乐颂》

欣赏 《拉德茨基进行曲》(管弦乐)

(三)教学目标

1.从学生了解音乐之都———维也纳入手,欣赏、学习一些古典音乐作品,激
发学生喜欢高雅音乐的热情和兴趣。

2.了解奥地利的风俗、历史和文化,尤其是其音乐文化在世界音乐中的影

响及做出的贡献。

3.音乐是无国界的,是人类的共同语言。“金色大厅传友谊”对沟通各国人

民的心灵,促进各国的音乐交流,架起人民友谊之桥,这些意义与功能是任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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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姐妹艺术都不可企及的。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欣赏《小夜曲》(弦乐四重奏)

  小夜曲
 

Serenade[英] 18世纪时,将介于组曲和交响曲之间的多乐章套曲

型的重奏曲称为“小夜曲”。19世纪的小夜曲分声乐和器乐两类:(1)声乐小夜

曲指传统祝贺性乐曲,抒情性爱情主题的乐曲和浪漫主义时代所特有的诗与歌

相结合的艺术歌曲;(2)器乐曲指旋律歌唱型的篇幅不大的独奏、重奏或小合奏

曲。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用吉他伴奏的小夜曲在民间生活中非常流行。因此,器

乐小夜曲也往往带有模仿拨弦乐器(吉他)分解和弦式的伴奏音型。小夜曲大多

篇章不大,结构小巧,旋律优美,速度缓慢,风格优雅,极富浪漫的爱情色彩。
这首乐曲是作曲家约瑟夫·海顿在1771年写成。当时,小夜曲这种形式在

民间很受欢迎,可是,在此以前的作曲家写室内乐都有固定的格式。海顿打破常

规,把小夜曲作为其中抒情的第二乐章,这在当时来说,的确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结果是成功的。当人们听完这部四重奏之后,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乐章。他

们甚至习惯地称《大调弦乐四重奏》为《小夜曲弦乐四重奏》。两个多世纪后的

今天,海顿的这首小夜曲仍然是音乐会上经常演奏的曲目之一,甚至不少人还以

为这是海顿为弦乐写的一首小品。

这首小夜曲为带变奏的二部曲式, 拍,行板。第一部分为A、B两段。在

A段里,开门见山地把柔美、活泼的第一主题交由第一小提琴呈现给听众。其他

三个声部用拨弦模仿吉他为之伴奏,这是典型的小夜曲风格。由于旋律的美妙,
它一下子就把听众吸引住了。

B段用了些大跳和临时变音记号,明显地让人感觉到转到大调上去了,但
从调号上看,乐曲并没有转调,这一段曲调是非常清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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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反复一遍以后进入乐曲的第二部分。A段是主题的变奏,跳跃性

强。后半部分旋律里,还巧妙地用了许多装饰音,使这一段显得活泼而富于

生气:

B段旋律比较平稳,充满着幸福感:

渐慢之后接尾声。尾声也是从第一部分主题发展来的,好似对爱的追求,终
于获得圆满的结果。

海顿(1732-1809) 奥地利作曲家,在1732年3月31日生于南奥地利近

匈牙利边境的罗劳村。父亲是马车工匠,母亲是厨师。他们都爱好音乐,父亲常

在家里唱些听来的民间歌曲。海顿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当地的民间歌舞给

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他的创作同多民族的奥地利民间音乐保持紧密的联

系,其基础就是从小奠定下来的。
同巴赫一样,海顿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音乐教育,他真正的学校就是生活本

身和工作实践。8岁起就在多瑙河畔的海茵堡教堂和维也纳的圣斯蒂芬教堂童

声合唱队唱歌,通过演唱的曲目,熟悉了过去的奥地利、尼德兰和意大利作曲家

的许多复调风格的作品;18岁因变声而被解雇,为了生活,他积极参加各种街头

演奏、家庭四重奏晚会,更加密切地接触维也纳的世俗音乐,并孜孜不倦地埋头

创作,刻苦钻研以丰富自己的知识;1759年起,有30年以上的时间在封建贵族

府邸中服役,根据主人的命令,创作各种各样的作品,包括餐后的音乐演奏曲,娱

宾的歌剧,祝贺诞辰的声乐大曲,家用礼拜堂弥撒乐等。海顿的生活和创作道

路,是18世纪封建专制制度下许多作曲家共同经历的道路,同时也是18世纪欧

洲音乐生活的典型写照。

18世纪欧洲以启蒙运动为标志的一切进步文学艺术活动,都带有反封建的

共同趋向,那时的启蒙者“对农奴制度及其在经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一切产物

满怀着强烈的仇恨”,他们对教会、僧侣主义、封建的君主专制进行猛烈的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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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乐方面,18世纪下半叶,随着启蒙思想的发展,出现了旨在摆脱教会束缚的

世俗社会音乐生活,如在教堂外活动的管弦乐队组织和家庭的重奏音乐会。这

种音乐生活的重大转变,迫使复调写法让位给主调和声写法,弥撒乐、受难乐等

教会音乐主要体裁让位给交响乐和四重奏。在捷克和德国出现的所谓“曼海姆

乐派”的作曲家,对交响乐的发展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确立交响乐的古典风格

却是维也纳古典乐派作曲家———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
海顿的创作遍及音乐的各种体裁和形式,包括嬉游曲、序曲、各种乐器的协

奏曲、钢琴曲、歌剧、清唱剧等,但是海顿最大的功绩却在于他的交响曲和四重奏

创作。从18世纪50年代末到90年代的近40年间,海顿写出的交响曲已经确

知的就有104部,但实际上还远远不止此数。他早期的交响曲,基本上没有超出

一般生活娱乐的范围,同当时多半是舞曲性的组曲或室内乐曲实质上没有什么

区别,其中很多作品大同小异,内容也比较空洞无物,甚至可以说还比他的前辈

曼海姆作曲家的交响曲逊色。但他从80年代开始创作的交响曲时,就显示出力

图摆脱贵族宫廷音乐文化影响,进而体现更广泛的市民阶层思想感情的变革,并

逐渐使其作品具有了比较深刻的戏剧性内容。海顿交响曲的最高成就是他在

90年代两次到英国旅居时应约而创作的12部“伦敦”交响曲。
海顿的交响曲很早就定型为四个乐章,他使交响曲的四个乐章结合在统一

的构思之中,同时又分别体现生活的各个方面。他的交响曲的第一乐章采用奏

鸣曲形式,最富有戏剧性内容,乐章开始时通常有一段对比性的缓慢而庄严的引

子,但乐章的两个主题只有调性上的变化,其素材和形象还是很相似的。第二乐

章按惯例为慢速,是内心抒情的体验。第三乐章叫“小步舞曲”,但在很大程度上

与故作风雅的宫廷小步舞曲有所不同,时常具有农村舞曲的性质。最后一个乐

章往往是民间风俗性画面的写照。他的交响曲用类似现在的双管编制乐队演

奏,但在木管乐器中,单簧管还很少用;铜管乐器也只用两个法国号和两个小号,
而且它们在乐队中起的作用也不大。海顿的一些成熟的交响曲,特别是后期的

作品,把交响乐改造为一种具有比较丰富的生活内容和相当完善的艺术形式的

古典范型。在维也纳古典乐派中,他和莫扎特奠定了古典交响乐的体裁,但只是

从贝多芬开始,深刻的戏剧性斗争和胜利的结论才在交响曲中第一次得到真正

的体现。
海顿在晚年(1802年间)写的一封信上曾经谈到他自己对音乐的看法:“在

这个世界上,快乐而满足的人真是寥寥无几,人们到处为痛苦和忧虑所逼迫,也

许你的作品有时可能成为一股清泉,使那些满怀忧虑和百事劳心的人能够从中

得到一时的安宁和憩息。”从这一点出发,他的音乐充满鲜明的形象,具有乐观、
朝气和幽默的特征,是描绘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画面。他不像莫扎特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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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同古老的封建世界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同封建大主教毅然决裂。海顿虽然

对长期当奴隶感到痛苦,对听命作曲感到束缚,但是他却能安于仆役的身份,每

天饭前、饭后在客厅里等着主人的吩咐———他像这样几十年困在匈牙利公爵埃

斯提哈齐的府邸之中。他对18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那时遍及全欧的

革命热情是不理解的,他那即使是后期最成功的交响曲,同当时欧洲的革命运动

仍然没有什么联系。1809年5月31日,海顿在维也纳逝世。因为战争的关系,
他的葬礼无法隆重举行,送葬的只有十来个人。

(二)欣赏《鳟鱼》(童声合唱)

《鳟鱼》这支歌,是舒伯特于1817年夏天写成的,那时,他才20岁。歌词取

材于诗人舒巴尔特的一首浪漫诗。
舒巴尔特在晚年曾任斯图加特歌剧院经理。但是在此以前,由于政治上的

原因,他曾被关进监狱。那时,他写了许多诗,表达了他对自由的向往。据说在

《鳟鱼》这首诗中,他把当时的统治者比做渔夫,搅浑清亮的河水,企图让小鱼上

钩;把群众比做小鳟鱼,果然在浑水中受骗上当。该歌曲还表达了他对这种情况

的不满和愤慨。由于舒伯特把它写成了抒情歌曲,有的人把它误解为表现男人

设下圈套,诱骗纯洁的姑娘等。
《鳟鱼》这首歌开始有六小节前奏,曲调活泼、轻快:

这个曲调也作为歌曲出现后的伴奏,形象地描绘了潺潺流水以及鳟鱼在河

水里遨游的情景。
接下去是歌声,富于戏剧性。两段词用同一曲调,中间有一个小间奏。第一

段叙述鳟鱼天真活泼地在水中嬉游,第二段描写渔夫正在思忖如何引鱼上钩。
再经过一个小过门就进入这首歌曲的第三段。它转到小调上,情绪有些暗淡,描
写渔夫等得不耐烦的心绪。

歌曲接着又转回到前面的曲调上,表达渔夫看到鱼儿受骗上钩的激动心情。
尾奏与前奏及过门是一样的。

关于《鳟鱼》这支歌的创作情况,据说是这样的:
爱好音乐的听众都知道,舒伯特一生都比较贫困,过着“波希米亚式”(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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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豪放不羁的艺术家)的生活。他对环境不满,也向往自由,但是又摆脱不了贫

困。当时,像他这样的青年艺术家是不少的。当舒伯特得到一些教学报酬或稿

费时,就和友人们接饭馆或咖啡馆吃喝一顿,没钱时,就靠友人们周济度日。《鳟
鱼》这首歌曲,是他看到舒巴尔特的诗以后,深有感触而很快写出来的。

1819年,也就是舒伯特写完《鳟鱼》这首歌曲两年以后,他将《鳟鱼》的曲调

运用在他的《大调钢琴五重奏》里。从此,这支曲子更加名扬世界了,人们称它

为《“鳟鱼”五重奏》。

附谱:

鳟 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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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伯特(1797-1828) 奥地利作曲家弗兰兹·舒伯特在1797年1月31日

生于维也纳近郊一个中等市民家庭,他的祖父是农村工匠,父亲是学校老师。童

年时代,舒伯特已经从家庭音乐生活中学会了演奏风琴、钢琴和小提琴,也掌握

了基本的作曲方法和合唱艺术。11岁(1808年)起,他进入免费的神学校读书。
在学校里,他参加学生乐队———拉第二小提琴,当乐队首席,有时候还担任指挥,
从而使他熟悉了维也纳古典乐派作曲家的许多著名作品,大大地扩展了他的艺

术视野;之后,他从13岁便开始了紧张的创作活动,写出了包括《第一交响曲》在

内的许多作品。1813年,16岁的舒伯特离开神学校后,为了免去入伍服役,便服

从父亲的旨意和安排,在他父亲工作的学校里任助理老师。在1814-1817这几

年间,舒伯特虽然劳累于教课工作,但他在创作活动方面依然焕发着无尽活力,
他的《第四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以及一些著名的歌曲,如《纺车旁的马尔加

丽塔》《魔王》《流浪者》《鳟鱼》和《死神与少女》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从

1818年起,舒伯特毅然辞去教学职务,毕其全力于音乐创作。这期间,由于父亲

反对而闹过不和;由于没有固定收入,他曾到匈牙利旅行演奏,在贵族埃斯提哈

齐家担任过家庭音乐老师,但还是穷愁潦倒,尝尽了痛苦酸辛。精神的困顿和肉

体的疲乏,使这位有才华的作曲家在31岁正是精力旺盛之年便去逝了(1828年

11月19日)。人们根据他的意愿,把他埋在他所崇拜的贝多芬的坟墓近旁。
舒伯特比贝多芬年幼,大约有15个年头的时间,他们两个人同住在维也纳,

各自从事自己的音乐创作。1827年,贝多芬曾对舒伯特的一些歌曲有过好评,
还表示希望多看看这位青年作曲家的作品;而舒伯特,当他终于克服那腼腆之

情,决心去见这位伟大作曲家时,贝多芬却已不在人世了。不过,尽管这两位作

曲家在这样长的时间内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但他们两个人却分明属于不同的时

代。贝多芬生活在法国大革命的时代,他的音乐充满着革命的激情和哲理的深

度,即使在反动复辟时期,他也依然保持着那不妥协的革命英雄精神。而舒伯特

生活在反动的“维也纳会议”时期,这时候,像贝多芬那样一直保持着对自由的忠

诚,继续发出革命的轰鸣般的音乐的人,只能为少数人所理解和接受。在封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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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势力猖獗的环境中,公民的主题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很自然地为普通人的个

人生活和命运的主题所代替;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同市侩式的鄙陋和庸俗的冲

突,把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理想寄托于另一个幻想的世界,以及对大自然和异

国情调的追求,成为艺术创作的基本主题,这也就是音乐的浪漫主义。高尔基曾

把19世纪欧洲全部文学归结为一个典型,即同社会对立的一个叛逆的青年人或

愤世嫉俗的资产阶级浪子。在音乐方面,从舒伯特和韦伯开始的浪漫主义的典

型也是这样。
舒伯特生活在表面上歌舞升平的维也纳,他对当时奥地利反动政府竭力支

持的那种肤浅而平庸的娱乐艺术持反对态度。但是,他的音乐也离不开维也纳

音乐生活中所特有的那些范型,它像当时在咖啡馆和公园里演奏的圆舞曲和喜

剧那样,都是维也纳城市文化的产物。舒伯特的音乐也歌颂和诗化那种平庸的

市民日常生活,像所有浪漫主义作曲家一样,他的创作是存在着矛盾的。不过,
他在维也纳主要是在青年艺术家的圈子里生活的,在梅特涅专制统治的条件下,
文化艺术界人士进行活动的小饭馆,是传播进步思想的唯一场所;在这种友谊的

聚会中,他们不但研究各自的创作,也议论被严禁谈论的政治斗争和哲学问题,
因此时常受到密探的监视。舒伯特的歌曲和器乐小品,有不少是在这样的条件

下直接产生,并广泛流传在维也纳和整个奥地利的民主阶层。正是这样,他成熟

的作品,不但根源于多民族聚居的维也纳的民间创作,而且也涉及更广泛的主

题,往往带有悲剧的特性和热切的反抗精神。他在1823和1827年完成的两套

组歌《美丽的磨坊姑娘》和《冬日的旅程》,具有自传的性质,抒发了他个人的许多

感情体验———对充斥着市侩气息和庸俗趣味的生活格格不入,因而远离家乡到

处流浪;向大自然倾诉自己的忧伤,甚至想从死亡中去寻求平静和解脱。舒伯特

塑造的这样一个孤独的流浪者形象,在人民生活和大自然的生动背景上,概括地

反映了奥地利那些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和他们对当时社会的

感受。舒伯特创造的这个音乐典型,是19世纪(特别是上半叶)欧洲浪漫主义音

乐所共有的。
舒伯特是一位多产作曲家,他的作品约有1500首,遍及所有的音乐体裁和

形式。在他的创作中,单是独唱歌曲就有600多首,而且在他生前已有很多流传

开来。因此,人们常常不十分确切地称舒伯特为“歌曲作曲家”。其实,他的器乐

创作,不管是钢琴小品或者是乐队作品,都不乏其优秀范例。他的交响曲,特别是

他的《未完成交响曲》和《大调交响曲》,创造出了19世纪抒情交响曲的新范型,
但是在他生前却不曾演奏过,其中有些甚至给埋没了几十年之久才被后人发现。

舒伯特和韦伯都是19世纪欧洲第一辈浪漫主义作曲家,都是浪漫乐派的奠

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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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歌曲《顽皮的杜鹃》

这是由六个乐句组成的单乐段体,大调,旋律简洁、节奏统一、形象鲜明。
第二乐句完全重复第一乐句,第五乐句完全重复第三乐句,第六乐句完全重复第

四乐句,再稍加扩充后结束。全曲由杜鹃鸣叫声“ ”贯通。演唱中,每句结尾

的“ ”应根据内容,进行强弱的变化,从而使歌曲形象表现得更加鲜明。

(四)歌曲《欢乐颂》

《欢乐颂》是贝多芬《d小调第九(合唱)交响曲》第四乐章里的合唱部分,也
是这部交响曲里最重要的段落。它是依据德国著名诗人席勒的同名诗歌写成

的,反映了贝多芬那个时代人们所幻想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亿万人民拥抱起

来”的乌托邦思想。
把合唱用在交响作品里,对贝多芬来说,这不是第一次。早在15年前,他在

《合唱幻想曲》里,就大胆地做过尝试。贝多芬说过:“这是和《合唱幻想曲》类似

的体裁,不过规模更大一些罢了。”
贝多芬的《d小调第九(合唱)交响曲》,是他全部创作思想“从黑暗到光明、

从痛苦到欢乐、从斗争到胜利”的总结。第四乐章分三个部分,《欢乐颂》是它的

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里,原来有段宣叙调的唱词,开始是说:“不,这会使我们

想起过去的痛苦。今天是胜利的日子,应该用歌舞来庆祝。”接下去,乐队先后三

次分别演奏第一、第二和第三乐章的音乐主题或主题动机。但贝多芬都不甚满

意。当木管乐器演奏《欢乐颂》主题动机时,他立即说:“啊,这才是我所需要的!”
但是,它演奏的只是《欢乐颂》的雏形,还没有成熟。后来,贝多芬把用人声演唱

的宣叙调删掉了,改成用低音弦乐器来提问,效果也很好。而且由于前面没有出

现人声,当第二部分出现人声时,就更加吸引人了。
经过乐队“酝酿”之后,出现男中音独唱:
“哦,朋友! 何必总是这一套老调,不如让我们歌唱一些更动听、更快乐的

吧。”于是,他首先唱出了《欢乐颂》的第一段歌词,然后合唱加以重复。一些歌集

上作为歌曲刊登的,仅仅是合唱的前一部分。在这之后,还有十几个变奏。有的

是进行曲风格,有的是赋格曲。当进行到第十变奏时,出现了一段圣咏式的颂歌

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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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两个主题交织在一起。《欢乐颂》主题在高音声部,圣咏式主题在低音

声部。
在这之后,是用《欢乐颂》主题写成的一段富于变化、演唱技巧很难的四重

唱。合唱部分之后,是这个乐章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它在速度上突然

转成急板,营造出了宏伟的气势。全曲在欢呼胜利的热烈气氛中结束。
贝多芬的《d小调第九(合唱)交响曲》如此感人,与第四乐章《欢乐颂》合唱

大有关系。一次,巴枯宁在德累斯顿听瓦格纳指挥演奏贝多芬的《d小调第九

(合唱)交响曲》之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说:“假如有一天,世界上发生了大

火,所有乐谱都将焚毁,我们将不惜生命危险,一定去抢救这部交响曲。”瓦格纳

也认为:“贝多芬的这部交响曲,达到了交响曲艺术的顶峰,没有人可以超过它。”
贝多芬(1770-1827) 德国作曲家,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在1770年

12月16日生于莱茵河畔离法国国境不远的小城市波恩,他的祖父是波恩宫廷

乐队的乐长,父亲是合唱队的歌手。贝多芬的父亲因急于想把他培养成为第二

个莫扎特,从小就逼着他学习钢琴和小提琴,12岁时他已经能够自如地演奏,而

且还担任了管风琴师聂费(1748-1798)的助手。他早年的音乐老师中,只有聂

费使年轻的贝多芬真正扩大了艺术的视野并了解到巴赫父子的一些优秀钢琴作

品。此外,聂费还设法引导他到维也纳求教于莫扎特。他在维也纳先后跟莫扎

特、海顿、阿尔勃列希兹贝格(1736-1809)和萨利耶里等人学习,为时虽然很短,
但给这些老师的印象很深。莫扎特听过他演奏之后,就预言有朝一日贝多芬将

震动全世界;海顿也一下子就察觉到贝多芬那与众不同的独立性格和见解。
贝多芬很早便开始过劳动生活,他有很多职务,又要为不少学生教授音乐

课,但他还是孜孜不倦地自学———自修古文,阅读历史文献和文艺作品(包括普

路塔赫、荷马、莎士比亚、莱辛、莫里哀、席勒和歌德的著作),同时还研究哲学,有

一个时期还在波恩大学旁听过哲学系的课。他在波恩时结识了知识分子勃莱宁

一家,在同勃莱宁的密切交往中,还接触到当时许多著名的教授、作家和音乐家,
接触到“狂飙运动”的思潮。他的民主思想在法国大革命前几年已近成熟,但在

革命年代中成长尤为迅速;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进步的思想给他很多启

发,从而奠定了他的人文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深信人类平等,追求正义和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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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憎恨封建专制的压迫。维也纳古典乐派的这三位著名作曲家的生活年代

虽然相当接近,但是贝多芬同莫扎特和海顿显然并不属于同一个时代。海顿一

生备受凌辱,虽偶尔也被激怒过,但他总是逆来顺受,音乐同斗争也是永远绝缘

的;莫扎特精神上遭受的苦难并不比海顿少,虽然他敢于反抗,宁愿贫困而不能

忍受大主教的侮辱,但在他的音乐中,在那充满阳光和青春活力的欢乐的背后,
往往还是可以感觉得到一种痛苦、忧郁和伤感的情绪;只有贝多芬,他不但愤怒

地反对封建制度的专制,而且还用他的音乐号召人们为人类的自由和幸福而

斗争。
贝多芬在波恩时期(1782-1792)的创作,大都是一些小型的钢琴曲、重奏曲

和歌曲等,这一时期可以说他还只是处于创作的准备阶段———为了密切地观察

和研究生活中的伟大变革,为了总结18世纪的音乐成果并运用它来反映那急剧

变化的现实,为了选择适合于他的个性特征的新手法,所有这些都需要花费时间

和精力去进行紧张地探索。他在维也纳最初10年(1792-1802)的创作,比较著

名的只有《悲怆》《月光》和《克罗采》奏鸣曲及《第三钢琴协奏曲》等。在这期间,
他对社会与政治诸问题又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已能意识到他努力探寻的目标,从

此他的创作进入了成熟时期,即他的创作的“英雄年代”(1803-1812)。
贝多芬在完成了紧张的创作探索并找到了他以前仅仅只是远远窥见的目标

之后,便焕发出巨大的工作热情,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作品———《第三交响曲》至

《第八交响曲》《第四交响曲》至《第五钢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黎明》和《热

情》钢琴奏鸣曲、歌剧《菲德里奥》、悲剧《埃格蒙特》的配乐。他这一时期的创作,
以《第三交响曲》(英雄)为开端,决定了这一时期的创作的总的特性:以英勇斗争

的思想作为这些作品总的构思,反映了英雄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作品充满了对

人的理性和力量的炽烈信心,阐明了生活的目的和达到这一目的的道路。这些

作品都可以归入世界艺术文化的伟大成果之列。
贝多芬在维也纳的后一阶段,由于欧洲正经历着严重的政治反动时期,即梅

特涅的反动统治特别猖獗的时期,因而他的创作也暂时呈现颓势(1813-1817)。
他在这时候创作的一部分作品,虽然在“维也纳会议”中曾经轰动一时,内容却很

空洞贫乏。从1818年起,在贝多芬一生的最后10年当中,他又创作了一些很有

独创性的作品,包括一些钢琴奏鸣曲和弦乐四重奏、《庄严弥撒乐》等,还有一部

总结了他一生的创作活动的《第九交响曲》。
贝多芬晚年的生活十分困难。《第九交响曲》的演出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

功,引起了听众如狂的欢乐,人们5次以雷鸣般的掌声对他表示敬意,但是这次

成功实际上没有给贝多芬艰难的物质生活状况带来丝毫的改变;早在1816年他

的耳朵已经失聪,后来他的健康情况又显著恶化,再加上他的侄儿给他无穷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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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麻烦和折磨,1827年3月26日他在维也纳辞世。死时没有一个亲人在他身

旁,但是在同月29日下葬时却引发了群众性的一个大浪潮,所有学校全部停课

表示哀悼,有两万群众护送着他的棺柩,他的墓碑上铭刻着奥地利诗人格利尔巴

采(1791-1872)的题词:“……当你站在他的灵柩跟前的时候,笼罩着你的并不

是志颓气丧,而是一种崇高的感情;我们只有对他这样一个人才可以说:他完成

了伟大的事业……”
贝多芬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伟大作曲家之一,他的创作集中体现了他那巨人

般的性格,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进步思想,它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形象可以用“通

过苦难———走向欢乐;通过斗争———走向胜利”加以概括。他的作品,从简单的

歌曲到最复杂的交响曲,都同民间音乐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因此,他的作品既

壮丽宏伟又极朴实鲜明;它的音乐既内容丰富,同时又易于为听众所理解和接

受。他音乐中那种无比新颖而有深意的内容,都体现他改革并扩大了一些曲式

结构原有的容量和深度:他的《小提琴协奏曲》《第四交响曲》和《第五钢琴协奏

曲》,实际上是交响曲与协奏曲的美妙结合,它使协奏曲这种体裁进入到一个新

的历史发展阶段;他的交响曲的奏鸣曲形式快板乐章具备空前宏伟的规模,例

如,他的《第三交响曲》(英雄)的第一乐章,比莫扎特篇幅最长的《第四十一交响

曲》(朱必特)的第一乐章,几乎长了一倍;他的《第九交响曲》的最后乐章引进了

合唱,这也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恩格斯在论述18世纪末德国状况时,曾评价贝多芬为德国音乐最兴盛时期

的代表者,认为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

精神,他还把贝多芬的作品视作革命英雄主义艺术的典范,并说贝多芬的《第五

交响曲》和《第三交响曲》是他最喜爱的作品。贝多芬也是列宁最喜爱的作曲家

之一。列宁的朋友和党内同志、钢琴家依坦莎,每次应列宁之邀在钢琴前坐下来

之后,用不着问他,就开始弹奏贝多芬的作品,列宁一听到贝多芬的音乐就会容

光焕发起来。他的《热情》和《悲怆》奏鸣曲,列宁不知道听过多少遍;贝多芬许多

作品中的英勇斗争和强烈的感情表现,也是列宁非常珍视的。贝多芬的音乐集

中体现了他那个时代广大人民群众的痛苦和欢乐、斗争和胜利,因此它过去总是

那样激励着人们,鼓舞着人们的斗志,即使在现在人们对它仍感到亲切。
邓映易(1920-2004) 女高音歌唱家、音乐教育家、著名歌曲译配家。祖籍

湖南湘乡,1920年9月生于北京长辛店。1938年至1943年就读于辅仁大学,其

间,在燕京大学专修音乐与宗教哲学。1945年入上海国立音专,师从苏石林和

沙格温诺夫夫人学习声乐。先后在上海音工团、中央乐团、中央歌舞团任职。

1963年调至山西大学教授声乐。1957年开始译配外国歌曲,其后数十年间,她

将贝多芬、舒伯特、舒曼的作品和近现代的几百首歌曲译配、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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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欣赏《拉德茨基进行曲》(管弦乐)

施特劳斯家族是19世纪奥地利维也纳有名的音乐世家。但我们现在一般

提到作曲家施特劳斯父子,是指老约翰·施特劳斯(1804-1849)和他的三个儿

子———小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约瑟夫·施特劳斯(1827-1870)和爱

德华·施特劳斯(1835-1916)。这里的“老”字和“小”字是后人加的。因为父子

两人都叫约翰,为了区别他们,只好在名字前面加了“老”“小”两个字。
老约翰·施特劳斯于1804年3月14日出生在维也纳。他的祖父叫沃尔

夫,是匈牙利人,原来住在利俄波耳德斯塔德,也在多瑙河沿岸,离维也纳不算太

远。他的父亲叫弗朗茨,会拉小提琴,后来,他们全家迁居到维也纳。老约

翰·施特劳斯受父亲影响,从小学习小提琴,后来师从维也纳歌剧院提琴手伊格

拉兹·冯·惠利。1817年以后,他在米夏爱尔·潘佩领导的流行舞蹈乐队里拉

中提琴。1819年,他又到约瑟夫·兰纳的维也纳圆舞曲乐队里拉琴,有时担任

指挥。1825年,他和玛丽亚·安娜·施特赖姆结了婚,生了三个儿子,这时,他
离开了兰纳,自己组了一个乐队,并为乐队写了不少乐曲。1849年9月25日,老
约翰·施特劳斯在维也纳逝世,享年45岁。

老约翰·施特劳斯一生写过150多首圆舞曲,几十首波尔卡和进行曲。但

他的最大功绩是他和作曲家约瑟夫·兰纳共同奠定了维也纳圆舞曲的基础。在

他们之前,圆舞曲比较慢,一小节里的三拍时值是一样的;而维也纳圆舞曲,第二

拍和第三拍经常拖长一点儿,速度一般用的是小快板。从结构上讲,维也纳圆舞

曲比一般圆舞曲复杂一些,它由序奏、三至五首小圆舞曲和尾声组成,而每首小

圆舞曲又有两个旋律,它们还带反复,形成单二部曲式或单三部曲式。乐曲表达

内容也比较深刻,因此,老约翰·施特劳斯被人们称为“圆舞曲之父”。
老约翰·施特劳斯虽然写了上百首圆舞曲,数十首波尔卡舞曲和进行曲,但

是在他的作品里,影响最大、流行最广莫过于《拉德茨基进行曲》了。这首乐曲是

老约翰·施特劳斯于1848年创作的,编为作品228号。
这首乐曲由我国中央民族乐团的音乐家们改编成民乐合奏,并在维也纳“金

色大厅”演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民乐正式登上,并立足于在世界上

享有崇高威望的“金色舞台”。
约瑟夫·冯·拉德茨基(1766-1858) 奥地利的一位伯爵。他从1787年

开始,参加了奥地利“卫国战争”。起初,在威尔斯预备役军官校里任教官,他制

定的“军官训练制度”在欧洲享有盛名。“自由战争”爆发后,他任军队总参谋长。
从1815年到1831年,他在威登约克、隆马等地任骑兵总司令。拉德茨基积极维

护奥地利帝国殖民统治,曾率领军队侵略邻国意大利,并在意大利北部任总督多



114  

音
乐
教
学
参
考
书
 
七
年
级
上
册

年。从德、奥出版的历史书上看,拉德茨基被视为英雄式的人物;而在被侵略的

意大利人民看来,他是一个侵略者。
在拉德茨基为奥地利帝国屡立战功的年代里,受到皇家贵族的尊敬,但他的

军功也蒙蔽了一部分群众。老约翰·施特劳斯写这支曲子,正是表达了这种感

情,但是,由于拉德茨基后来领兵侵略邻国,所以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对这支颂扬

他的曲子并不感兴趣,包括他的几个儿子,也是这样的态度。
后来,由于这支曲子曲调十分动听,具有英雄的性格,演出时能获得较好的

剧场效果,人们也就渐渐地忘记了拉德茨基那段不光彩的历史,而单纯从艺术的

角度,喜欢起这支曲子来。
这支曲子是大调,用复三部曲式写成。它有两个主题:第一主题用带装饰

音的八分音符写成,带有战马奔腾的节奏感,描写出了拉德茨基骑在马上威武的

形象。

第二主题转为大调,情绪比较活泼,大跳较多。演奏时,加上了钹和三角

铁,描写出了拉德茨基骑马慢步奔跑,检阅部队的形象,既轻松,又威严:

经过一段发展,然后段再现。
《拉德茨基进行曲》由于能取得较好的演出效果,一些乐团总喜欢把它作为

返场节目,像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都是这样做的。

三、教学建议

本单元的内容建议用3~4课时完成。

(一)漫步维也纳

1.引导学生欣赏本单元提供的优美图片,从视觉美中导入音乐审美。

2.欣赏《小夜曲》时可引导学生注意乐曲描绘的夜色下大地充满了生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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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优美而活泼的旋律能使我们感到清新环境中的快乐。老师可介绍“小夜

曲”相关知识,并举例说明4件乐器在乐曲进行中所起到的相互陪衬,共同完成

形象塑造的作用。

3.歌曲《鳟鱼》,可先让学生讨论歌曲叙述了什么故事,有什么寓意,然后由

老师正面讲述歌曲背景。歌曲引人入胜,十分诙谐有趣,曲调在既口语化又具有

特色的旋律性中,具有较浓的讽刺意味。可要求学生哼唱出第一段旋律。

4.歌曲《顽皮的杜鹃》着重在杜鹃的“顽皮”和通过“ ”绘声绘色的音乐

塑造上,歌曲每一句末都有“ ”,主题集中,十分形象,学唱和演唱时,这两拍

要唱得轻巧、跳跃,发音要清脆。但这点不应由老师去讲述,而应由学生自己发

现,老师可通过“作者用了些什么音乐手段去表现顽皮的杜鹃?”的讨论去求得

解决。

(二)不朽的旋律

1.歌曲《欢乐颂》是一首欢乐而饱满,气势浩大的作品。学生学唱时,难点

在三度对位式的和声与音量上。鉴于此,对歌曲做了简化处理,在教材上只呈现

了两个声部,从而降低了演唱的难度。演唱时,喉头放松,气息饱满,才能达到表

现歌曲的效果。可在唱会歌曲后,插入欣赏《第九交响乐》第四乐章,这个乐章有

多声部的不同形式的演唱,气势宏伟,学生在受其感染后,回过头来再唱三部合

唱,会得到很多在演唱情绪上的启示,从而更好地表现歌曲歌唱的主题。请学生

谈自己的感受。

2.欣赏《拉德茨基进行曲》(管弦乐),应首先简介乐曲背景和表现内容,也
可介绍和欣赏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中的这首乐曲。这首乐曲是每年的维也纳新年

音乐会必演曲目,并且是全场观众与乐队互动,共同来表现的,每到此时,音乐会

都会掀起一个高潮。

3.本单元学习结束时通过听音乐片段来分辨演奏形式及乐器。除《小夜

曲》(弦乐四重奏)《拉德茨基进行曲》(管弦乐)外,老师还可以自选音乐片段让学

生听辨。

四、课例

欣赏课《永恒的圣殿———金色的维也纳》

(一)教学课题

  《永恒的圣殿———金色的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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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通过观看短片,学生们课后了解,交流维也纳的地理位置、政治、经济、音乐

发展的状况。

2.技能目标

能通过音乐和画面简单地分析其所表现出来的音乐特征。

3.发展目标

通过编创活动,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

4.情感目标

改变同学们对古典音乐的看法,增强同学对古典音乐的兴趣,提高欣赏音乐

的能力。

(三)教学过程

1.新课导入,创设情景

以收到请柬来展开话题。

2.课例展示,人文历史介绍

展示维也纳建筑、风景及其新年音乐会相关图片。

3.欣赏与探究

(运用视觉图像教学法、讨论法等引导学生对音乐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的

认识)
(1)播放《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片段。

①请说出这首乐曲的作曲家,并谈谈你对他的了解。

②体会乐曲的情绪、速度、力度(小组讨论)。

③介绍贝多芬———生平介绍、作品介绍(课件)。

④学生演唱《欢乐颂》
(2)金色的维也纳。

①配合画面介绍近几年指挥家们在金色大厅的演出情况。

②老师演奏乐曲,学生思考它是什么乐曲,感受这首乐曲的速度、情绪、力度

上分别有什么表现。

③介绍圆舞曲之父老约翰·施特劳斯创作的《拉德斯基进行曲》。

④欣赏2002年亚洲指挥家小泽征尔在新年音乐会上与乐手们的精彩演出。

⑤学生演唱主题(学生做手势并哼唱)。

4.能力拓展

(通过音乐知识抢答和展示中国音乐人在世界音乐舞台的演出,深化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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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体验,提升情趣目标。)
(1)考考你。
老师:考考同学们对维也纳地理位置、作曲家、乐曲的了解。
(2)精彩回顾:2003年,我国著名歌唱家宋祖英在金色大厅演出实况。
(3)探究。
老师:同学们,你们想去参加新年音乐会吗?
学生:(略)。
老师:谈谈你对今天欣赏的乐曲有什么感想。
大屏幕:艺术节准备之旅。
准备参加新年音乐会的节目展示(略)。

5.总结

(龚丽琳)

五、补充资料

中央民族乐团简介

  中央民族乐团1960年创建于北京,是目前规模最大、编制最完整、水平最高

的国家级民族乐团。乐团创始人为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著名作曲家李焕

之先生和著名声乐教育家唐荣枚先生。乐团现任团长为席强先生。
乐团由民族管弦乐队、民歌合唱队、艺术创作室等部门组成。乐团以弘扬中

国传统民族音乐为宗旨,收集和整理了一大批优秀的民族音乐作品,为发展中国

文化精神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毛泽东、周恩来、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

观看乐团的演出。
乐团还涌现出了秦鹏章、王铁锤、张藜、刘文金、姜嘉锵、胡炳旭、阎惠昌等著

名音乐家,并拥有一大批在国内、国际大赛中获奖的优秀青年民族音乐人才,如
宋飞、曾昭斌、吴玉霞等。

国内外著名音乐家严良坤、韩中杰、马友友、鲍惠荞、陈澄雄、三木稔、朴范薰

等都曾与乐团合作演出。
建团50多年来,乐团的演出遍及全国各地,还曾应邀到美国、苏联、英国、法

国、日本、韩国、朝鲜、新加坡、香港、澳门、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访问演出,受到国内

外听众的高度赞扬。乐团曾荣获第六届和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最高荣誉

金奖。

1993年与日本音乐集团、韩国国立国乐管弦乐团共同创建了亚洲乐团,以



118  

音
乐
教
学
参
考
书
 
七
年
级
上
册

促进亚洲民族音乐的创作和交流。

1995年春节,首创了具有浓郁中国民族特色的“新春音乐会”,获得广泛赞誉。
从1997年起“新春音乐会”由文化部主办,江泽民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出席音

乐会。此后,一年一度的“新春音乐会”,成为每年春节期间的民族音乐盛会。

独奏、重奏等演奏形式的相关常识

乐器的演奏形式较多,常见的有独奏、齐奏、合奏、伴奏、助奏、重奏等。
(1)独奏:指一个人演奏一种乐器的演奏形式。为丰富音乐表现力,偶尔可

用其他乐器或乐队来伴奏。
(2)齐奏:指至少由三个以上的同类乐器演奏同一旋律的演奏形式。不同类

的乐器演奏相同的旋律,也属齐奏范畴。
(3)合奏:多种乐器演奏多声部的演奏形式,如弦乐合奏、管乐合奏、民族管

弦乐合奏及西洋管弦乐合奏等。
(4)伴奏:为声乐或器乐的演唱演奏烘托气氛,增强艺术感染力的演奏形式。

使用单件乐器或多件乐器均可。
(5)助奏:指伴奏时,以演奏副旋律的附加声部来渲染情感的表达,增强音乐

魅力的演奏形式。
(6)重奏:两个以上的声部,每一个声部只用一件乐器的演奏形式。根据声

部或演奏人数还可以分为二重奏、三重奏、四重奏等。因为各声部有相对的独立

性,演奏者间的融合、默契显得十分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