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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扎特(1756-1791) 

  莫扎特是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1756 年莫扎特出生在一位宫廷乐师的家
庭。3 岁起显露音乐才能，4 岁跟父亲学习钢琴，5 岁作曲，6 岁又随父亲学小提琴，8 岁创作了一批
奏鸣曲和交响曲，11 岁写了第 1 部歌剧。1762 年起其父亲安排去欧洲各国宫廷表演。莫扎特的早期
创作基本都是在其父母带他到欧洲各国巡回演出中的创作习作，这期间他广采各家之所长，锻炼了
极强的适应各种创作的能力。在莫扎特的早期创作，主要受 J.C.巴赫创作的影响。1782 年起莫扎特
的创作开始进入成熟期，1782 年 8 月，他创作了《后宫诱逃》，然后与康斯坦策·韦伯结婚。这段
期间他创作了大量最有光彩，也最具他特色的作品。在维也纳宫廷担任乐师期间，他创作了大量为
宫廷服务的舞曲、嬉游曲、小夜曲。他在和迪特斯多夫、海顿一起拉的弦乐四重奏中担任中提琴手，
创作了非常重要的《海顿四重奏》。1788 年后是莫扎特创作的晚期，这一阶段是他创作的巅峰时期，
比如最后的三部交响曲，歌剧《女人心》与《魔笛》等。 

  莫扎特一生共创作 600 多首作品，对各类音乐体裁的创作都能轻松自如。他的创作特色，其一
是靠其天才而体现出的优秀的即兴性；其二是他的音乐中所体现出来的即兴的单纯的美。其三是非
凡的平衡能力，莫扎特的长处是善于在丰富的音乐灵感的表现中自然的达到出色的平衡。其四是他
把宫廷艺术的优雅发展到顶峰，他的音乐根植于萨尔茨堡和维也纳文化之中，是最单纯、最自然、
最优雅、最宁静的音乐。在莫扎特的音乐中，他创作的歌剧丰富了德国歌剧的形式，也推动了其他
形式发展。 

莫扎特《后宫诱逃》 
 《后宫诱逃》，3 幕 21 曲，作于 1781-1782，首演于维也纳布尔格剧院。不论从纯粹音乐或从歌剧
角度来看，《后宫诱逃》都是莫扎特的第一部喜剧杰作。他的剧本已超越歌唱剧的范围，显露出启
蒙时代与人文主义的特征。莫扎特的音乐结构突破新局，音乐本身就是戏剧的情节。由咏叹调与重
唱推展开的故事，也在音乐之中表现出来。剧中人物不再是一种类型，而是带有情感与个性的角色。
他们是情人、仆人、守卫与国王，个个都是真正鲜活的人物。 

  在这部歌剧中洋溢着青春之美，这是莫扎特青年时代的纪念碑。原因是在此剧首演后不久的 8
月 4 日，他便和相爱的康斯坦丝结婚。也就是说，谱写此剧的时期，是莫扎特短暂生涯中最幸福的
时代。他挣脱残暴的大主教的控制，在自由之都维也纳定居后，这位青年作曲家获得康斯坦丝的爱，
而这个幸福的心情也反映在这部作品中。因为这部歌剧的女主角，也叫康斯坦丝。故事发生在 1600
年左右的东方，西班牙贵族贝尔蒙特准备从土耳其国王帕夏的后宫救出爱人康斯坦丝。同样沦为俘
虏的前仆人布隆德以及布隆德的男友彼德利奥从旁协助。后宫守卫奥斯明识破他们的逃亡计划，要
求将他们处死，但国王帕夏反而释放他们给了他们自由。莫扎特把舞台放在土耳其这个东方国度，
是当时的时尚。他充分发挥这种题材的趣味，谱出活生生的喜剧。特别是强调出警卫奥斯明这角色，
以及颇具效果地使用三角铁、铜钹和短笛等，很成功地酝酿出土耳其式的异国趣味。又如花腔的咏
叹调、彼德利奥和布隆德的组合中所显示的意大利音乐与演戏的要素，以及第三幕收场处所见的法
国喜歌剧的要素等，都是莫扎特把当时歌唱剧样式巧妙地运用的结果，同时还创造出他独特的音乐
格调。 

 



莫扎特《双钢琴协奏曲》 
   《双钢琴协奏曲》即《第十钢琴协奏曲》，降 E大调，作于 1779 年初，为双钢琴而作。莫扎特最
喜爱的乐器是小提琴和钢琴，创作了为数众多的作品，足见他对协奏曲这一题材十分钟爱。这首作
品是莫扎特 27 首钢琴协奏曲里唯一一首为两架钢琴而作的协奏曲，这部作品构思大胆，陈述严谨，
节奏强劲有力，旋律富于歌唱性，结构完美并富于逻辑性，尤其是两架钢琴与管弦乐队竞奏之平衡
展现出来的美感，表现出莫扎特独有的音乐特质，充分体现了莫扎特出神入化的音乐形象机器丰富
深刻的思想内容。 
 整首作品共三个乐章： 
1.快板，降 E 大调，奏鸣曲式。 
2.行板，降 B 大调，中间穿插 c 小调插入句的三段体。 
 3.回旋曲，快板，降 E大调。 

 
柴可夫斯基《B 小调第六交响曲 悲怆》 
 这首交响曲正如标题所示，强烈地表现出“悲怆”的情绪，这点也就构成本曲的特色。柴可夫

斯基音乐的特征，如旋律的优美，形式的均衡，管弦乐法的精巧等优点，都在本曲中得到深刻的印
证，因此本曲不仅是柴科夫斯基作品中最著名、最杰出的乐曲之一，也是古今交响曲中一流的精品。 
 本曲虽属于标题音乐，是作曲家以自己一生的痛苦经历和悲观情绪为基调，但决不是针对某一

特定事件或某一段特定的感情描写，而是是以抽象手法表现人类共同具有的悲怆情绪，况且“悲怆”
在俄语中更多地含有“多情的”、“缠绵”的意思——这也就更好解释了为什么第一乐章的第二主
题和、第二乐章的第一主题和第三乐章会相对明快甚至于狂欢。柴可夫斯基在这首交响曲写就之后
曾经说道，他心里早已有了标题，但不想说，之后当他亲耳听到了自己的音乐时，不住赞叹道：“多
么美！多么悲怆！”作曲家的弟弟正想给这首曲子拟个题目，听到这话，便鼓励柴可夫斯基在谱上
写下“悲怆”。因此本曲不应视为纯粹的标题音乐，而是对于生命历程复杂的刻画。 
    全曲共分为四个乐章： 
第一乐章 慢板，转不很快的快板，b 小调，4/4 拍子,奏鸣曲形式。序奏为慢板，低音提琴以空

虚的重音作为引子，由低音大管演奏出呻吟般的旋律，其他乐器则如叹息般地继续。乐曲自开始就
笼罩在一种烦躁不安的阴沉气氛中。主部的第一主题快速而富节奏感地奏出，给人以苦恼不安和焦
燥的印象。之后乐曲的速度旋即转成行板，第二主题哀愁而美丽，有如暂时抛却苦恼而沉入幻想中
一般。本乐章终结部十分柔美、温和，旋律在平静的伴奏下伸展，形成谜一样的结尾。 
第二乐章 温柔的快板，D大调，5/4 拍子，三段体结构。自始自终一贯单纯的色彩，其构想似

乎来自俄罗斯民谣。5/4 拍子的分配方式为， 各小节的前半部分为二拍，后半部分为三拍，形成了
不安定而又稍快的音乐，全乐章呈现出昏暗、低迷的状态。主部的主要旋律在乐曲开头由大提琴呈
示，具有舞蹈般的节奏，却又荡漾着一丝不安的空虚感。中段为 b 小调，主旋律在定音鼓的单调节
奏下奏出。 
第三乐章 甚活泼的快板，G大调，4/4 拍子,谐谑曲与进行曲混合而无发展部的奏鸣曲式。这一乐

章的主要内容反映了人们四处奔忙、积极生活的景象，有人认为这一乐章体现出作者对过去的回忆。
本乐章第一主题为谐谑曲，具有意大利南部的民族舞蹈音乐塔兰泰拉舞曲的风格，轻快、活泼,与前
两个乐章的主题形成对比。 
第四乐章 终曲，哀伤的慢板，b 小调，3/4 拍，自由的三段体。 本乐章的主题极为沉郁、晦暗

（一般交响曲的终曲都是最为快速、壮丽的乐章，而本交响曲正相反，充分强调了“悲怆”的主题），
悲伤的旋律在两声圆号的衬托下显得更加凄凉片段。本乐章在无限凄寂当中结束。这一乐章正如本
交响曲的标题，描写人生的哀伤、悲叹和苦恼，凄怨感人，有深沉的悲怆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