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启浪漫主义音乐之旅

——舒伯特



进入浪漫主义时期（1790-1910年）

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建筑



浪漫主义风格的绘画



3、西方音乐史上，用“浪漫主义”这个词
来概括19世纪前后这一百多年的音乐发展
史。1790-1910.

在这个时期，用过分的、无拘无束的感情
宣泄代替了古典主义时期的理智与节制。
追求自由和崇尚个人主义成为这个时期的
时代精神。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是强调
“人”和他的本性。



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更注重感情和形象
的表现，相对来说看轻形式和结构方面的
考虑。主题悠长而不均匀，相比较古典乐
派，音乐更富有想象力，节奏更自由随性，
更加不稳定，并且，与巴洛克与古典派的
感情控制相反，浪漫主义的情感变化非常
大。音乐的变换也更加不可预料，以体现
非理性为主。



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家注意抒发个人的情
感和内心世界，自我崇拜、自我肯定、自
我宣泄。这一时期，各国的艺术家都很注
重民族性，在自己的创作中表现本民族的
历史传说、自然风光，并大量运用民间歌
曲、舞曲的音调、节奏，形成具有本民族
特点的音乐语汇。在这个时期，作曲家和
演奏家为了给听众某种刺激和振动，极力
发挥炫技表演，甚至相互争夺听众，因而
产生了大量的富丽堂皇、炫技性的作品，
这也成为浪漫主义时期音乐的一个突出现
象。

代表人物：舒伯特、肖邦、舒曼等。



浪漫主义时期整体音乐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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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响爱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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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击乐的运用丰富的交响乐的音响，扩大了其戏剧
性、交响性。



认识舒伯特



生平

舒伯特（F.P.Schubert 1797─1828），奥
地利作曲家，于1797年1月31日出生在维也
纳贫困的小学校长家庭。他从小学习钢琴
和小提琴，十一岁被帝国小教堂唱诗班录
取，并住进神学院，成为该校乐队小提琴
手，同时还担任指挥，这使他有机会接触
维也纳古典乐派一些著名作曲家的名作，
为他的音乐创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他1813

年为该乐队创作了《第一交响曲》，同年
因变声离开神学院。



舒伯特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到父亲所在的学校里
担任助理教师，同时继续创作。三年的服务期满
之后，由于他抛弃了感到烦恼的教师职业，引起
父亲的愤怒与他断绝了关系。于是，舒伯特在极
度穷困下，以私人授课来度日，开始了独立的音
乐生涯。1822年，与父亲关系和好，回到家中，

但在两年之后又独自迁到维也纳过着清苦的音乐
创作生涯。虽然他创作了数目惊人的优秀作品，
但得不到当时社会的承认，最后在贫病交迫中，
于1828年逝世，年仅三十一岁。他被人们崇敬地
安葬在贝多芬墓旁。



创作

1814年10月19日为歌德的诗《纺车旁的格
丽卿》谱曲，舒伯特的这第一部歌曲杰作，
打开了他创作灵感的闸门。仅1815年一年，
舒伯特就写了144首歌曲，其中10月的一天
就写了8首歌曲。除歌曲外，他还创作了1

部交响曲，2部弥撒曲和其它作品。



 舒伯特的创作生涯虽然很短暂，却给后人
留下了大量的音乐财富，600多首委婉动听
的艺术歌曲，为世界音乐宝库增添了耀眼
的光辉，在音乐史上被誉为“歌曲之王”。
另有18部歌剧、歌唱剧和配剧音乐，10部
交响曲，19首弦乐四重奏，22首钢琴奏鸣
曲，4首小提琴奏鸣曲以及许多其它作品。



代表作品

 艺术歌曲：《鳟鱼》、《魔王》、《美丽的磨
坊女》、《冬之旅》、《天鹅之恋》等。后三
部是声乐套曲。在这600多首艺术歌曲中，歌词
大部分都选自于歌德、席勒的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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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赏析——《第八 “未完成” 交响
曲》
作品介绍：舒伯特一生一共创作过十三部交响曲，
但因他生前是一位社会地位很低的作曲家，有很
多作品在他生前都没有出版、流传或演奏。因此
至今流传于世的只有八首。在舒伯特作品编号中，
列为《第八交响曲（b小调）》的《未完成交响

曲》是浪漫主义交响曲的开拓作品，被称为“断
臂维纳斯”。

创作于1822年，舒伯特将它作为完成了的作品献

给奥地利格拉茨市的音乐协会，以表示对协会授
给他荣誉会员证书的谢意。人们在他死后的1865

年，才发现了交响曲的总谱，因为它只有两个乐
章，所以被称为“未完成”。



虽然，按照古典交响曲的范式，仅有第一
乐章的快板，加上个第二乐章的慢板，是
不能算“完成”的，但舒伯特打破传统，
两个乐章交响曲的创作构思已充实完整、
自成一体，显示出绝无仅有的艺术魅力 。



《第八交响曲》音乐风格

《第八交响曲》的音乐从整体上来看，表
现的是暗淡、犹豫而又有某种内在的渴望，
甚至是热情的，这些复杂的、相互交织在
一起的音乐情绪构成了这部作品的整体的
风格。音乐旋律富有抒情性，和声细腻，
乐队色彩感新颖，是这部交响曲的特点，
同时也是浪漫主义音乐的特点所在。



分析作品

 第一乐章，悲剧性的，有奋起的意念，有
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乐曲是在悲痛的挣扎
中，在绝望中结束的。奏鸣曲式，b小调，
3/4拍，适中的快板。



引子主题虽短，但在整个乐章中起了很重
要的作用，旋律色彩暗淡，低沉肃穆，明
确地揭示出乐章小调的性质，在整个乐章
中站核心地位，是展开部和尾声中的主要
音乐素材：



主部主题由双簧管和单簧管同时演奏，具
有抒发情感的歌曲性质，它宽广、悠长，
小调的性质，加上一直处于波动不安的伴
奏音型，使旋律显得抑郁、哀怨。



 副部的结构要比主部大。副部转入G大调，
旋律优美而富于歌唱性。具有歌谣般的曲
调、淳朴的和声、明亮的大调色彩，展示
了憧憬美好的愉快情绪。



展开部是以引子的动机，作为戏剧性发展
的基本因素，这个小动机的原型、倒影、
扩充及在一系列调性上的发展，构成交响
曲典型的展开部那种紧张的气势和力度，
它的内在潜力被发挥得十分充分。



 再现部完整地重现了呈示部的音乐。

 结尾又完整地再现了引子部分，不仅使
乐曲前后呼应达到完美的统一，并使乐曲
的思想内容表达的更明确集中。



第二乐章是对美好生活的描述，或理解为
精疲力竭地挣扎之后的喘息和投身到大自
然的休息。曲式上属于没有展开部的变体
奏鸣曲式结构，以富于诗意和田园风的抒
情性见胜，而且不拘泥于曲式的规范，在
大小调的交替转换上引人入胜。形成一个
安祥、宁静、遐想、幻梦的气氛。



从《未完成交响曲》这个具体的作品，可
以明显地感到舒伯特的创作追求感情和幻
想，他继承古典交响曲的传统形式，但他
更着力于个人主观情感的抒发，舒伯特力
图用自己纯真的音乐艺术，建造一个幻想
的王国，以热爱生命与大自然，钟情于艺
术和爱情的理想世界，取代那令他感到孤
独、寂寞、痛苦、压抑的人生。



他的交响曲虽不具备贝多芬式的气魄和广
阔天地，但他并不乏自己独有的戏剧性，
音乐中那突然爆发的热情，以及它瞬息间
的变换与消失，既有激奋，又有幽怨。舒
伯特的音乐同时给人们带来了亲切、温暖
而又深沉的情感。



作品内涵

这部具有鲜明抒情风格的套曲，富有深刻
的哲理性和强烈的戏剧性，反映了当时在
奥地利反动统治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的郁闷、悲愤和对光明幸福的热切期望。
故事结局虽然是不幸的，但整个套曲情绪
却是明朗、抒情的，表达作者对自己的命
运和社会现实的不满但却对生活仍抱有幻
想、充满希望。



《鳟鱼钢琴五重奏》（第四乐章）

作品介绍

《鳟鱼五重奏》是在1819年创作出的，
“歌曲之王”舒伯特在1817年创作了著名
的艺术歌曲《鳟鱼》。他在以后创作的《A

大调钢琴五重奏》的第四乐章即是根据歌
曲《鳟鱼》写成的变奏曲，故又被称为
《鳟鱼钢琴五重奏》。



此五重奏采用了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
倍大提琴各一只及钢琴一架的乐器编制，
与习惯的五重奏不同，去掉了第二小提琴，
增加了倍大提琴。另外，一般室内乐的重
奏多为四乐章的奏鸣套曲形式，而《鳟鱼
五重奏》不循惯例，共有五个乐章。以第
四乐章最为著名。



作品内容

在原作的歌曲中，作者先以愉快的心情，
生动描绘了清澈小溪中快活游动的鳟鱼的
可爱形象；而后，鳟鱼被猎人捕获，作者
深为不满。作者用分节歌的叙事方式表达
了他对鳟鱼的命运无限同情与惋惜的心情，
揭示了歌词深刻的寓意：善良与单纯往往
要被虚伪与邪恶所害。



分析作品

《鳟鱼钢琴五重奏》的第四乐章其主题为D

大调、行板。由小提琴奏出主旋律，乐曲
明朗轻快，描绘了小鳟鱼在清澈的水中无
忧无虑地游动。



第一变奏：主题在钢琴高音区上八度重复
进行，银色清澈透明悦耳，进一步的描绘
了鳟鱼欢快地在水中游戏的情景。

第二变奏：主题移到中提琴上演奏、大提
琴以同样的节奏演奏着副旋律，似是描绘
了自傲鳟鱼在水中游动地另一番情景。



第三变奏：主题移在大提琴和倍大提琴上
出现，使音调变得沉重，音乐变得激烈，
使人震惊。

第四变奏：主题由大调变为小调，并在节
奏上进行了很大的变动，似有哀痛的情绪。
音调在不同的声部中交替，贯穿始终。



第五变奏：主题是大提琴奏出，调性转到
了降B为主音，调式在大小调之间游动，这
是作者对小鳟鱼悲惨遭遇的同情和忧伤。

结束段：主题在小提琴和中提琴上重新出
现，音乐完全恢复了乐曲开始时的那种明
快、清澈、透明的音乐形象，表现了欢畅
的情绪。苦难压迫是短暂的，美好的日子
终究要来临。



《摇篮曲》

从它写出来那天起，直到今天还被世界各
国的母亲们和歌唱家们传唱着。



创作经历
 那时的舒伯特生活很贫苦。有一天晚上，他没有吃

饭，饿着肚子在街上徘徊，希望能碰见一个熟人，借点钱
好充饥。但好久也没有碰到熟人。这时他走到一家豪华的
酒店门前，他走了进去，在一张桌子前坐下，他忽然发现
饭桌上有一张旧报纸，舒伯特就拿起翻看着。他见上面有
一首小诗：“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妈妈双手轻轻
摇着你，……”这首朴素、动人的诗，打动了作曲家的心
灵，他眼前出现了慈爱的母亲的形象。是呀，在那宁静的
夜晚，母亲轻轻地拍着孩子，哼唱着摇篮曲，银色的月光
透过窗子照在母子的身上，这是多么美好的生活呀……，
舒伯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
拿出一支铅笔，一面哼唱着，一面急速地谱写着。

舒伯特写好后，把歌曲交给了饭店的老板，老板虽
然不懂音乐，但觉得这首曲子那么好听，那么优美，便给
了舒伯特一盆土豆烧牛肉。



 舒伯特在贫困中，以美好的心灵为母亲
和孩子们写下了这首甜美的歌曲，这首
《摇篮曲》很快在世界各地传唱开了。



舒伯特《小夜曲》

 是舒伯特短促的一生中最后完成的独唱艺术
歌曲之一，也是舒伯特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

 此曲采用德国诗人莱尔斯塔勃的诗篇谱写成。
作为西洋乐曲体裁之一的”小夜曲”， 都以爱情
为题材，这首《小夜曲》也不例外。

 小夜曲产生于欧洲十七、十八世纪，原为男人

夜晚向心上人求爱所唱的歌曲，常用吉他或曼陀
林伴奏。古今中外有不少作曲家都写过小夜曲，
据说以舒伯特的这一首流传最广。



作业

 《鳟鱼》、《第八“未完成”交响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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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