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浪漫主义时期的
音乐大师

——韦伯、门德尔松



浪漫主义时期整体艺术风格

①旋律具有个性化、情感性、长短不一，气
息宽广流畅，起伏跌宕，个人因素比较多。

②节奏个性化，增加了重音、节拍变化、混
合节拍、舞蹈性节奏的使用，具有民族特色。

③和声调式方面，频繁转调，扩展和声语汇，
将和声推向极致。

④音响方面：由于乐器的改良，炫技性是浪
漫主义的特点，加大管弦乐队的配置，铜管
乐、打击乐的运用丰富了交响乐的音响，扩
大了其戏剧性、交响性。



回顾舒伯特

 奥地利作曲家，被后人誉为“艺术歌曲之王”。

 代表作品：

 艺术歌曲：共600多首。《鳟鱼》、《魔王》、
《美丽的磨坊女》、《冬之旅》、《天鹅之恋》等。

 钢琴作品：包括奏鸣曲、圆舞曲、即兴曲等。如
《音乐瞬间》、《流浪者幻想曲》等。

 交响曲：《第八“未完成”交响曲》《第九交响曲
“伟大”》，这是舒伯特最具个性的作品，也是浪
漫派风格的代表作。

 室内乐：钢琴五重奏《鳟鱼》、钢琴四重奏《死神
和少女》等。



认识韦伯

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德国作曲家、
钢琴家、指挥家，1786—1826年，诞生在奥
汀堡一个旅行剧团领班人的家庭。他的父亲
是业余小提琴家，母亲是歌唱家。韦伯自幼
学习音乐，从小就随父母到各地旅行演出，
这使他对音乐、戏剧非常熟悉，对他音乐才
能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韦伯的音乐经历

韦伯十岁开始学习钢琴和作曲，十二岁时，
他已有六首小赋格曲出版。十四岁，他创作
的歌剧《森林女郎》上演。1804年，韦伯在
布磊斯劳市任指挥。1806年至1810年，又在
卡尔斯鲁尔和斯图加特宫廷任职。从1813年
起，韦伯在布拉格歌剧院任指挥。1817年，
他来到德磊斯顿，在德意志歌剧院担任常任
指挥。1826年，韦伯应伦敦柯文特花园剧院
创作歌剧《奥布朗》，并带病赴英都筹备歌
剧上演。



他作风严谨，成就卓越，不仅是一位热爱祖
国的作曲家、指挥家和杰出的钢琴家，而且
还是一位社会活动价。由于生活的困苦，韦
伯积劳成疾，于1826年6月5日病逝于伦敦。



韦伯的音乐创作

韦伯是德国浪漫派音乐的先行者。在他仅仅
四十年的生涯中，创作了歌剧、合唱、歌曲、
交响音乐、室内乐、钢琴曲等许多作品。他
的钢琴曲《邀舞》，以及他根据德国诗人柯
尔奈的诗集写作的爱国歌曲集《诗琴与宝
剑》，都是韦伯作品中深受欢迎、流传甚广
的有名作品。



在韦伯的歌剧作品中，《自由射手》、《奥
布朗》和《优兰蒂》最为著名。《自由射手》
以民同神话传说为题材，是韦伯歌剧中的代
表作，曾被赞誉为德国的第一部民族歌剧。
韦伯多才多艺，他不但作曲，而且创作小说。
他的音乐评论，为德国民族歌剧和浪漫派音
乐的兴起，宣传了进步的美学观点。



作品欣赏

《邀舞》

韦伯的钢琴小品《邀舞》（作品六十五号）
又名《华丽圆舞曲》，作于1819年。乐曲具
有圆舞曲的风格，细腻的描绘了19世纪欧洲
上层社会舞会中男女宾客双双入舞的场面和
神态。



 1841年经柏辽兹改编为管弦乐曲后，华丽的
配器使音乐形象和情节更加生动、鲜明。
1896年指挥家温佳纳又进行了一次改编，
1911年舞蹈家佛金根据此曲配以舞蹈，改编
为舞剧《玫瑰之幽灵》。



作品分析

 降D大调，3/4拍，回旋曲式。由引子和三个
大段落以及尾声连缀而成，第一段主题多次
出现，具有明显的回旋曲式特点。



 引子，中速，由低音区和高音区两个不同性
格的“对话”旋律组成。低音区旋律每一句
都停留在不稳定音上，象征着男宾的问话、
征询、邀请女宾跳舞的语调。



 高音区旋律则代表了女方略带羞涩的回答



 经过简短的重复，男宾一再的邀请和女宾由羞涩到
点头同意，乐曲显得更加热情，最后两个旋律重叠
成复调形式，似乎是双方交谈的融洽，携手步入舞
池。



 第一段，活泼的快板，由四个旋律片段组成

旋律一：是本曲最主要的主题，回旋曲的主
要部分，热情洋溢，刚健有力，表现了跳舞
者的那种兴奋和激动。



旋律二：音乐优美活泼，象征着女宾舞姿的
婀娜



旋律三、四：生动的表现了舞者在场地上尽
情的跳舞，表现舞者在飞快的旋转。



第二段，带再现的复三部曲式。在旋律、节
奏、力度上与前面音乐的情趣形成鲜明的对
比，表现舞者双方融洽亲密的神情。

第三段，速度情趣更加欢快，进行了频繁的
转调，与前面抒情温和的音乐形成强烈的对
比。

尾声，又出现了引子中男女对话的音乐，仿
佛是男方将女方礼貌的送回座席，相互致谢
道别，音乐最终在甜美和谐的气氛中结束。



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原为歌剧《仲夏
夜之梦》的第五幕前奏曲，这部门德尔松17

岁时完成的作品，最初是他为莎士比亚的同
名戏剧而作的一首四手联弹的钢琴序曲，因
其美妙的幻想和浪漫的情趣而得到世人的喜
爱，后来作曲家将它改编成了乐队作品。按
照西方传统，一对新人步入教堂的时候要演
奏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



认识门德尔松

门德尔松，作曲家、指挥家、钢琴家、音乐
活动家，犹太人，被后人誉为“浪漫主义时
期的风景大师”，他是19世纪欧洲重要的浪
漫派作曲家之一，在世界音乐史上具有十分
显赫的地位。



 1809年，门德尔松出生在德国汉堡，祖父是
一个具有资产阶级启蒙主义思想的哲学家，
父亲是一位银行家，母亲是一位具有高度音
乐修养的人。他4岁开始随母亲学习钢琴，后
来又到正规的音乐学校学习，由于超众的音
乐才能，门德尔松9岁已能登台举行钢琴独奏
音乐会。与此同时，他的创作才能也开始先
露出来，17岁写下了管弦乐序曲《仲夏夜之
梦序曲》。这是一部具有高超写作技巧和完
美艺术性的杰作，并成为门德尔松一生最著
名的代表作之一。舒曼认为门德尔松是19世
纪“最有修养的艺术家”。



门德尔松在莱比锡定居后，在他的影响下，
莱比锡成为德国第一个大音乐中心。他最杰
出的的事业是1843年创办了德国第一所音乐
学院——莱比锡音乐学院。以他为中心的莱
比锡乐派对19世纪德国音乐生活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

门德尔松的一生虽然幸福美满，但却十分短
暂。因大量的工作和繁重的事务而操劳过度，
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日益恶化。1847年，他接
到姐姐不幸病故的消息，精神受到沉重打击，
于同年11月4日长辞人世，终年38岁。



门德尔松的创作
 门德尔松一生交游广泛。曾和歌德、韦伯、罗西尼、
柏辽兹、肖邦、瓦格纳、帕格尼尼等接触，并对他
的创作有很重要的影响。门德尔松是一位十分幸运
的作曲家，一生过着相对舒适的生活，他在世的时
候就已经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他不像贝多芬、舒伯
特那样一生和贫困作斗争，而是在平静愉快的坏境
中度过了一生。因此他的作品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和
恬静的情感，轻松愉快，优美如歌。主要作品有五
部交响曲，其中以第三《苏格兰》、第四《意大利》
最著名；有七部序曲，以《仲夏夜之梦》及《芬格
尔的洞窟》最为著名，还有《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以及大量的钢琴、大提琴等器乐作品。他还独创了
“无言歌”这种钢琴曲体裁。



门德尔松很崇拜巴赫、贝多芬，自己也具备
古典艺术的深厚修养，这是他在创作的时候
尊重传统，力求严谨协调，清新典雅的古典
风格，讲求安详、节制、严整、适度与高雅。
同时，浪漫主义时代的生活环境也影响到门
德尔松的创作。他用音乐来抒发自己对大自
然、文学、诗歌、历史的内心体验。所以说，
门德尔松的作品，融合了古典音乐的形式与
浪漫主义音乐的风格，及带有古典主义作品
的严谨逻辑性，又带有浪漫主义作品的幻想
性格。



代表作品

（一）交响曲，五部，代表作：《意大利交
响曲》《苏格兰交响曲》

（二）无言歌，门德尔松首创了小型钢琴曲
体裁《无言歌》，共48首小曲，每一首都很
精练，形象生动，优雅动人。体现了浪漫主
义时期对器乐音乐声乐化的追求。代表作：
《春之歌》《威尼斯船歌》



（三）标题性序曲，这是门德尔松最富创作
型的体裁，与贝多芬为戏剧配乐所写的序曲
不同，这与舞台艺术无关，是专门为音乐会
独立演奏而创作的管弦乐曲，也叫音乐会序
曲，采用单乐章奏鸣曲式结构。门德尔松共
创作了七首标题性序曲，多数作品与文学名
著相关。代表作：《仲夏夜之梦序曲》、
《赫布里群岛》



《仲夏夜之梦序曲》

作品介绍

《仲夏夜之梦》是英国诗人莎士比亚1595年
创作的一部喜剧，取材于民间传说。剧情大
意：古时候雅典有一种风俗，父亲有权决定
女儿的婚事，并且还有一条法律规定，若是
女儿拒绝父亲的决定，父亲可以依法将她处
死。



有一个雅典居民，到统治者狄西奥士公爵面
前控诉其女儿海美亚，说她拒绝给她挑选的
丈夫，而爱上另一个青年莱桑德。公爵判决
海美亚到修道院度过余生。海美亚和情人决
定夜晚在森林里相会。但森林里住满了精灵，
海美亚二人备受精灵捉弄，引起种种笑话。
第二天公爵来森林打猎，碰上这对情侣，对
他们的遭遇深表同情，自动撤回先前的判决，
并给他们安排了一场婚礼。剧本假托虚幻的
梦境，宣扬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肯定了生
活的乐观态度。



《仲夏夜之梦序曲》就是门德尔松凭借这部
喜剧的灵感进行创作的，作品散发了浓郁的
青春气息，充满了诗情美感。俄罗斯作曲家
柴可夫斯基很欣赏这部序曲，曾写道：“这
部美妙的作品的艺术命运是多么奇怪啊，它
是出自一位17岁的学生之手……我想当《仲
夏夜之梦》的音乐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一定
给人以惊人的印象，因为它的新奇和充满灵
感的诗意都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关于题材

在这之前，莫扎特、贝多芬等作曲家的序曲
都是作为歌剧、戏剧演出的前奏而构思创作
的，但《仲夏夜之梦序曲》却不是莎士比亚
同名喜剧的配乐或前奏曲，而是第一部独立
的、专门为管弦乐队演奏的序曲。门德尔松
是音乐会标题序曲的创始者。



作品分析

门德尔松用丰富的想象、优美抒情的风格和
精练流畅的笔触，描绘了夏季月明之夜和迷
人的森林中的神奇生活。带有神秘气氛的夜
景，形成序曲诗意般的音乐背景，使序曲笼
罩上一层幻想和仙境的色彩。



引子，由木管乐器奏出四个缓慢、安详的和
弦，在长时间的延长音中逐渐消失。

呈示部主部第一主题，e小调，2/2拍，是贯
穿全曲的主要主题，轻盈灵巧，由小提琴用
跳弓奏出。时而急速旋转，时而被突然出现
的引子和弦切断，造成幻觉般的活泼气氛，
非常形象的描绘了森林中的仙王和仙后率领
一群小精灵在快乐的轮舞中无忧无虑的欢快
起舞。



主部第二主题，E大调，2/2拍，以突然的强
奏出现。它是一个揭示仙王仙后的主题，音
乐庄严明快。与引子和第一主题形成鲜明对
比，它的出现，音乐气氛豁然开朗。



呈示部副部，柔美的爱情主题，平稳下行。
在发展过程中，木管、铜管的跳跃音型的加
入，突出了乐曲谐谑的风趣。



呈示部结束部，出现了欢快的舞蹈性的新主
题。



发展部，作曲家把第一主题做了多次调性变
换，以时隐时现的手法，进一步刻画了虚幻
神奇的境界。

再现部，由引子开始，在主调上再现了主部
第一主题、副部爱情主题、结束不的舞蹈性
主题。重新回到优美圆满之中。

尾声，爱情主题得到进一步发展，音乐达到
了戏剧性的高潮。主部第一主题的出现，先
后呼应。引子的四个和弦再次响起，把人们
带入虚幻莫测的意境中，给人完美统一的音
响。



《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作
于1838～1844年间，于1845年首次上演。

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中，这一首是最为
著名的，与德国作曲家贝多芬、俄罗斯作曲
家柴科夫斯基、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的D大
调小提琴协奏曲并称为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
曲。



整部作品充满了柔美的浪漫情绪和均匀齐整
的形式美，小提琴的处理手法精妙绝伦，旋
律优美，技巧华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不仅是门德尔松最杰出的作品，也是德国浪
漫乐派诞生以来，最美丽的小提琴代表作。
有人甚至认为这部作品是小提琴协奏曲的
“压卷之作”。



作品分析

全曲由三个乐章构成，乐章之间不中断地连
续演奏，这在当时算是新的手法，作曲者可
能意在防止具有浪漫氛围的快速流动被切断；
而各乐章却各自独立，体现了门德尔松以古
典派传统为基础，并灌入新时代气息的典型
作风。



第一乐章：热情的甚快板，e小调，2/2拍，
是整部作品最著名的乐章。第一主题是一个
充满幸福，又荡漾着忧愁的优美旋律。这一
乐章非常出名，以至于一提到门德尔松，人
们便会联想到这个主题。同时，这一乐章的
华采乐段也体现了小提琴演奏的高超技巧。



第二乐章，行板，D大调，6/8拍， 这是一个
抒情的而且富有门德尔松韵味的极其醇美的
乐章。显得有些多愁善感，像一首幽静的多
情诗。

第三乐章，以奏鸣曲式写成，音乐进行急速、
形象鲜明，色彩清澈富有变化。



门德尔松的贡献

 1、确立了一种新的音乐体裁：音乐会序曲。

 2、建立了德国第一所音乐学院——莱比锡音
乐学院。

 3、发现了巴赫的价值。



作业：

《邀舞》、《仲夏夜之梦》任选一首进行作
品介绍与分析。要求：1200字以上，打印版，
首页题目下方写上名字、班级、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