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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58/2021_2022__E6_88_90_E

8_80_83_E4_B8_93_E5_c66_158444.htm 音乐赏析： 1.民乐《二

泉映月》 《二泉映月》是华彦钧（小名阿炳）最杰出的二胡

代表作。这首乐曲原为道教的唢呐曲，具有浓郁的宗教音乐

风格。20世纪30年代末，华彦钧在街头流浪卖艺中，经过反

复演奏、加工、创作，引入了苏南一带的山歌、小调、江南

丝竹、苏南吹打、滩簧腔甚至广东音乐《三潭印月》的音调

。它从最初不定型的片段到完整结构，经历了久远的年代才

得以形成，华彦钧称之为“依心曲”或“自来腔”。1950年

夏，著名音乐史学家杨荫浏等人在民间音乐的“抢救”性采

风中，为其录制了钢丝录音，并与华彦钧先生商榷，定名为

《二泉映月》。作品的旋律委婉流畅、跌宕起伏、意境深邃

。作者运用二胡上5 个把位的宽广音域演奏，配合苍劲的运

弓处理，流露出如泣如诉、如悲似怒的情调及对光明和理想

境界的憧憬，表现了一个经历旧中国生活坎坷和磨难的流浪

艺人的感受和倔强不屈的性格，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2.

民乐《江河水》来源：www.examda.com 《江河水》中国民间

乐曲，源于东北辽南鼓吹乐笙曲的同名曲牌。初为双管独奏

，后被移植改编成二胡独奏，成为一首脍炙人口的二胡名曲

。乐曲演绎了一个凄凉悲切的故事：某地有一对恩爱夫妻，

丈夫服劳役离乡而去，忽遭不测死于外城。妻子闻讯，如雷

轰顶，在当时与丈夫依依惜别的江边，面对着滔滔河水嚎啕

痛哭、悲愤欲绝，诉之泣之，遥相祭奠⋯⋯乐曲第一段由四

个乐句组成，开始部分速度缓慢，旋律起伏，凄凉悲切。逐



渐节奏顿挫，变化重复，表现出悲愤的情绪。中段音调平稳

，好似在苦苦思索遭受苦难的原因。经改编后全曲更加激越

悲愤，缠绵悱恻，如泣如诉，感染力极强。此曲音乐形象深

刻动人，扣人心弦，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闵慧芬的二胡

演奏被小泽征尔评价为：“即使在休止符时，也有情感！”

3.民乐《十面埋伏》 《十面埋伏》又名《淮阴平楚》，原为

琵琶名曲，隋代秦汉子作，历史上实无其人。明末清初王猷

定说：“当其两军决战时，声动天地，瓦屋若飞之，有怨而

难明者为楚歌声；凄而壮者为项王悲歌慷慨之声；别姬声；

陷大泽有追骑声；至乌江有项王自刎声、余骑蹂践项王声。

使闻者始而奋，既而非，终而涕泪之无从也，其感人如此”

。这些描写与《十面埋伏》的音乐意境极为近似，可能即为

《十面》之前身。琵琶曲分为两个大类，即文曲与武曲。主

要是按照精神气质上的区别来划分的，类似阳刚之美与阴柔

之美之分。《十面》属于武曲代表性作品。曲子戏剧性和写

实性兼而有之，表现了刘邦和项羽大战前的准备、激烈的战

争场面和战争的结局。乐曲极尽琵琶揉、挑、推、扫等技巧

，淋漓尽致地描写了战争场面。它是中国千百年来流传最广

的音乐作品之一。 4.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梁祝》小提琴

协奏曲是陈钢与何占豪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时的作品，作

于1958年冬，翌年5月首演获得好评，首演由俞丽拿担任小提

琴独奏。题材是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梁祝》，以越剧中的

曲调为素材，综合采用交响乐与我国民间戏曲音乐表现手法

，依照剧情发展精心构思布局，采用奏鸣曲式结构，单乐章

，以“草桥结拜”英台抗婚“坟前化蝶”为主要内容。祝英

台在被迎娶过门途中，停在梁山伯坟前哭灵，小提琴以凄厉



声调哭出：梁兄呀！碎奏、断奏哀痛欲绝旋律，有哭声，有

跪行，其中还有些回忆片段。渐渐的泪眼开了，哭声歇了，

心意已决，在悲愤低音锣声中，纵身投入突然爆开坟墓中自

尽，音乐同时推向最高潮。乐曲的最终部分是再现部“化蝶

”，在轻盈飘逸的弦乐衬托下，爱情主题再现，梁山伯与祝

英台从坟墓中化为一对蝴蝶，在花间欢娱自由飞舞，永不分

离。 5.民歌《茉莉花》 《茉莉花》，中国汉族民歌，产生于

明末清初，流传东北地区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小调歌曲，距今

有300年历史。《茉莉花》曾在1768年被英国作曲家卢梭收入

他编的《音乐辞典》中，还流传到日本、朝鲜、美国等国，

成为中国民歌的代表作品之一。《茉莉花》的曲调婉转、流

畅、细腻、柔美、淳朴。曲式由四个乐句构成单部曲式；调

式为调式。现代版《茉莉花》是作曲家何仿在20世纪50年代

根据江苏民歌《茉莉花》改编创作的，是目前流传最广的《

茉莉花》。歌词描述了一位姑娘想摘茉莉花，又担心受责骂

，被人取笑，又怕伤了茉莉花等的心理活动，表现了一个天

真可爱纯洁的美好形象，生动而又含蓄地表达了人们对真、

善、美的向往和追求。它不仅是民歌宝库中的一笔珍贵的遗

产，而且成为中华民族新的代表性作品。 6.贝多芬《C小调第

五交响曲》 这首交响曲是18世纪德国音乐家贝多芬最为著名

的作品之一。1808年在维也纳首演。《命运》名字的由来是

一个趣谈这首曲子以四个强有力音符“镪镪镪镪”开头，“

就象是命运在敲门一般”，这就是后来之所以如此命名的原

因。乐曲严肃深刻的主题、缜密细腻的展开形式与“欢乐自

苦恼而来”的具有戏剧化色彩的感情表现形式完美结合，形

成了贝多芬最负盛名的交响曲。这是部可称为“前无古人后



无来者”的中外音乐史的经典作品。本曲声望之高，演出之

多，可谓交响曲之冠。贝多芬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开头，便

写下一句引人深思的警语：“命运在敲门”，从而被引用为

本交响曲具有吸引力的标题。作品的主题贯穿全曲，使人感

受到一种无可言喻的感动和震撼，体现了作者一生与命运搏

斗的思想，“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他不能使我完全屈服”

，这是一首英雄意志战胜宿命论，光明战胜黑暗的壮丽凯歌

。整部作品精练，简洁，完整，统一，气势恢弘。恩格斯曾

盛赞这部作品为最杰出的音乐作品。 7.吉奥阿基诺。罗西尼

《序曲》 《威廉。退尔》是德国伟大的诗人和戏剧作家席勒

的最后一部重要剧作，这部作品以十三世纪瑞士农民团结起

来反抗奥地利暴政的故事为题材，歌颂了瑞士人民反抗异族

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斗争精神。意大利音乐家罗西尼

根据这部作品写成，成为其代表作，体现了其艺术的最高峰

。剧序曲比歌剧本身更有名，是音乐会上经常演出的节目之

一。 这首序曲共分四个乐章，连续演奏，是罕见的分乐章歌

剧序曲。第一乐章富有诗意，出色地描绘了深居的宁静和大

自然的美景；第二乐章是暴风雨场面的描写，天空乌云密布

，雷鸣电闪，体现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第三乐章描写暴

风雨过后，一片清新的田园景色，阿尔卑斯山在暴风雨后又

恢复了原来的恬静，英国管奏出的是一个美妙非凡的牧歌风

旋律。第四乐章，号角的合奏响起，是一首充满光和热的进

行曲，为听众普遍钟爱。乐章开始时的军号声是进军的号召

，随后的主题是瑞士军队的写照；音乐充满了罕有的热情和

英勇刚毅的精神。罗西尼把意大利喜歌剧和正歌剧的体裁创

作推向了一个新高峰。他采用现实主义的笔触，借助民族音



乐的因素，创作出洋溢着生活欢乐、智慧的乐曲。 8.柴科夫

斯基《如歌的行板》 《如歌的行板》，是俄罗斯大作曲家柴

科夫斯基《D大调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而《D大调弦乐四

重奏》也正因有这个杰出的乐章，受到世人特别的钟爱。《

如歌的行板》的主题，是1869年夏，柴科夫斯基在乌克兰卡

蒙卡村他妹妹家的庄园旅居时，从一个当地的泥水匠处听来

的，是一首小亚细亚的民谣。全曲由两个主题交替反复而成

。第一主题就是前述的那首优雅的民谣曲调，虽由二拍与三

拍混合作成，但毫无雕琢的痕迹。在幽静的切分过门后，引

出第二主题，这一曲调的感情较为激昂，钢琴伴奏以固执的

同一音型连续，却并不给人以单调的感觉。此后又回到高八

度的第一主题，又反复第二主题，但存在变化。 乐曲的结尾

是第一主题的片断，有如痛苦的啜泣。本曲曾使俄国大文豪

列夫。托尔斯泰老泪纵横。柴科夫斯基一直对此深感自豪。

有人甚至认为本曲就是柴科夫斯基的“代名词”。 9.约翰。

施特劳斯《蓝色多瑙河》 约翰。施特劳斯，奥地利作曲家。

其父被称为老约翰。施特劳斯，他被称为小约翰。施特劳斯

。老约翰。斯特劳斯也是位作曲家（最著名作品为《拉德斯

基进行曲》），曾写过150余首圆舞曲，被誉为“圆舞曲之父

”。 小约翰。施特劳斯一生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圆舞曲，

因而被誉为“圆舞曲之王”。小约翰。施特劳斯最著名的作

品是《蓝色多瑙河》。奥地利境内的多瑙河景色像一幅幅迷

人的油画。每当春暖花开时，阿尔卑斯山山头积雪未消，山

下是一片苍翠的丛林。乐曲序奏好似黎明的曙光拨开河面上

的薄雾，唤醒了沉睡的大地。在这背景的衬托下，展开了抒

情明朗的旋律，轻松活泼的节奏，以及和主旋律相互呼应的



顿音，充满了欢快的情绪，使人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已经来到

了多瑙河。之后，经过作者对旋律起伏的层层推进，情绪愈

加爽朗活泼，朝气蓬勃，最后结束在热烈欢腾的气氛中。施

特劳斯完成了奥地利民间艺术形式深化和发展的过程，使圆

舞曲成为比较成熟的音乐形式，其作品还有《春之声》等。

《蓝色多瑙河》被誉为“奥地利第二国歌”。 10.德沃夏克

《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 德沃夏克，捷克著名音乐

家。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德沃夏克创作最繁荣的时期。

捷克的民族解放运动教育了他，使他认识到：“一个艺术家

也有他自己的祖国，他应该坚定地忠于祖国，热爱祖国！

”1892年秋至1895年春，德沃夏克应邀到美国纽约音乐学院

教学，但他始终怀念着自己的祖国。在他创作的作品中，特

别是在《e小调第九交响曲》(《新世界交响曲》) 等作品中，

深刻地反映了他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思念。《新世界》交响

曲，作品的构思所涉及的是作者的祖国和个人的生活体验对

祖国的思念和人民命运的关切，以及作者对病故的父亲和初

恋女友的哀悼，所有这些复杂的感情在这里交织在一起。德

沃夏克非常珍爱他的这部作品，他说：“每当演奏这部作品

时，我总是十分激动，对她的价值我从不怀疑。” 第一乐章

颇为宏大，主题与相继的主部快板部分有极其微妙的关系，

担负一种连贯全曲的特殊任务，可称为全曲精神的中心旋律

。乐章的主部主题贯穿了全曲的四个乐章。德沃夏克当时背

井离乡，乡愁蕴积，故而引用了他少年时期耳熟能详的民俗

歌曲特质，以遣思乡念国的情怀。乐章中另一段优美的旋律

透露出浓浓的乡愁,恰是作者这种心情的体现。 第二乐章是整

部交响曲中最为有名的乐章，经常被提出来单独演奏，其浓



烈的乡愁之情，是他身处他乡对祖国无限眷恋之情的体现。

第三乐章谐谑曲悠长而婉转，是典型的捷克民间音乐风格。

第四乐章奏鸣曲式，气势宏大而雄伟，交织成一股感情的洪

流，抒发了作者想象中和家人聚首时的欢乐情景，形成辉煌

的结尾。既威武而雄壮，又柔美而抒情的旋律，使《自新大

陆交响曲》被认为是世界性的作品，德沃夏克被视为世界的

艺术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