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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春秋时期的孔子主张将“六艺”列为学校教育的科目，体现了德、智、体、美相结合

的思想。在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认为，人们对艺术作品耳濡目染，便会“浸润心灵”，

培养起对美的爱好，使心灵“美化”。亚里士多德认为，美育可以起“净化”心灵的作

用。今天，我们面对着一个日新月异的信息化时代，加强素质教育，提高艺术修养，更是

当今大学生不可缺少的一门“必修课”。

为了贯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各普通高等学校开设了公共艺术课

程。为了满足这一教学需求，我们编写了《艺术鉴赏》教材。本教材共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音乐鉴赏，第二部分——美术鉴赏，第三部分——工艺美术鉴赏，第四部

分——广告鉴赏，第五部分——电影鉴赏。通过对艺术作品的赏析，学习艺术理论，树立

正确的审美观念，培养高雅的审美品位，提高人文素养及艺术欣赏水平。此书既可作为普

通高等学校音乐审美教育的教材，亦可作为非艺术专业的大学生及艺术爱好者提高其鉴赏

水平的自学读物。

本教材具体分工如下：第一部分音乐鉴赏由闫飞撰稿；第二部分美术鉴赏第一讲至

第六讲由吴志恩撰稿，第七讲和第八讲由王丽丹撰稿；第三部分工艺美术鉴赏由袁剑侠撰

稿；第四部分广告鉴赏由刘红艳撰稿；第五部分电影鉴赏由王秋兰撰稿。

由于时间仓促，篇幅所限，作品的选择上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请艺术界、教育界同行

及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修订提高。河南美术出版社为此书的出版发行付出了辛勤

的劳动，我们在此谨表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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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音乐鉴赏

第一讲  序  曲
    

第一节  概  述
    

序曲（Overture）指歌剧、清唱剧、舞剧、其他戏剧作品和声乐、器乐套曲的开场音

乐。早期没有固定的形式。17世纪末，开始出现两种不同范型的序曲——法国序曲和意

大利序曲。前者是法国民族歌剧的奠基者吕里（Lully，1632—1687）所创立的复调风格

的序曲，包括“慢板、快板、慢板”三个部分。后者是意大利作曲家A．斯卡拉蒂（A．

Scarlatti，1660—1725）创立的主调风格的序曲，包括“快板、慢板、快板”三个部分。

这两种歌剧序曲同歌剧内容没有多少联系。序曲成为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始于18世纪下半

叶，德国作曲家格鲁克（Gluck，1714—1787）进行歌剧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序曲应该

起到暗示剧情和引导听众进入戏剧的作用。其后的多数作曲家创作歌剧时都采纳了这一原

则。古典主义时期的歌剧序曲为单乐章，多用奏鸣曲式。19世纪浪漫主义作曲家，把序曲

发展为一种独立的标题性管弦乐曲——音乐会序曲，这种序曲并不从属于戏剧作品，往往

带有标题。音乐会序曲是交响诗的前身。戏剧序曲也可以单独在音乐会上演奏。过去的许

多歌剧现在已很少演出，但它们的序曲却至今流传不衰。

第二节  作品欣赏

  一、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序曲

【作者简介】  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

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1756年1月27日生于萨尔茨堡，1791年12月5日卒于维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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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莫扎特的父亲是一位宫廷乐师，是莫扎特的音乐启蒙老

师。6岁的莫扎特在父亲的带领下到慕尼黑、维也纳、普雷

斯堡巡回演出并获得成功。之后又到德国、比利时、法国、

英国、荷兰、意大利等国做为期10年的旅行演出，均获成

功。旅行演出使他有机会接触意大利歌剧、法国歌剧、德国

的器乐等欧洲当时最优秀的音乐艺术，还结识了一些作曲家

并向他们学习作曲技术。1773年莫扎特任萨尔茨堡大主教宫廷

乐师。任职期间，又进行了两年的旅行演出。1781年，莫扎特

无法忍受主教对他的种种侮辱，愤而辞职，从此迁居维也纳，

以自由作曲家的身份度过了最后也是创作上最为重要的10年。

莫扎特在维也纳与音乐家海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从海顿那里得到了室内乐、交响

乐创作方面的许多教益。

莫扎特是奥地利历史上第一个有勇气和决心摆脱宫廷和教会，维护个人尊严的作曲

家。但他一生饱受生活磨难，死后被葬在维也纳贫民公墓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莫扎特短暂的一生写出了大量的音乐作品。他的主要创作领域是歌剧，共22部。其中

以《费加罗的婚礼》《唐璜》和《魔笛》最具代表性。莫扎特写了约50部交响曲，其中最

优秀的是《第39交响曲》《第40交响曲》《第41交响曲》。他的创作涉及各种音乐体裁。

他的音乐风格具有诚挚、细腻、通俗、优雅、轻灵、流丽的特征。大都充满了乐观主义的

情绪，反映了上升时期的德奥资产阶级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在他的后期作品中，也出现

了悲剧性风格，对社会矛盾的反映更趋深刻。 

【欣赏提示】  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取材于当时在奥地利因结局是第三等级战胜贵

族而被禁演的法国作家博玛舍（1732—1799）的同名话剧，歌剧脚本由意大利诗人达·彭

特（1749—1838）改编，1786年由莫扎特亲自指挥首演于维也纳。剧情：阿玛维瓦伯爵的

男仆费加罗要与伯爵夫人罗西娜的侍女苏姗娜结婚了，但性情浪漫的伯爵正在追求苏姗

娜，故对费加罗的婚事百般阻挠。费加罗与苏姗娜联合伯爵夫人一起对付伯爵。最后，苏

姗娜与伯爵夫人定计，由苏姗娜写信约伯爵夜晚到后花园私会，届时，由伯爵夫人假扮苏

姗娜前去赴约，当面揭穿伯爵的丑行。因这一计谋事前未告诉费加罗，所以引起了一系列

误会，出现了一些紧张而热闹的场面。伯爵终于在众人面前出了丑，向夫人下跪赔罪。费

加罗与苏姗娜结为幸福的一对。    

《费加罗的婚礼》序曲旋律优美、明快，在总的风格及情绪方面与剧情有着深刻的联

系。序曲没有表现对立的戏剧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而是从总体方面去营造喜剧气氛。序

曲采用了歌剧序曲常用的省略展开部的奏鸣曲式。呈示部的主部和副部各有两个主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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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第一主题带有明朗、幽默的色彩：

主部的第二主题是一个快活、旋律很美的急板，体现出全部的抒情、喜剧风格：

连接部的音乐进一步渲染了热烈欢快的情绪：

副部的第一个主题勾勒出了费加罗聪明、机智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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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部的第二个主题象征费加罗为了捍卫自己的婚姻幸福而表现出来的执著精神：

呈示部的结尾音乐轻快、活泼，表情细腻，使我们联想起少女苏姗娜的形象：

序曲的再现部在主调上重复呈示部的各个主题，最后在辉煌的号角声中结束。

二、李焕之：《春节序曲》

【作者简介】李焕之是我国著名作曲家。1919年1月2日出生于香港。原籍福建省晋

江县。1936年进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萧友梅

（1884—1940，中国著名音乐教育家、作曲家）。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在厦门、香港从事创作。1938年8月赴

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结业后留校任教并主

编《歌曲月刊》《民族音乐》，同时继续在高级班师从冼

星海（1905—1945，中国著名作曲家）学习作曲和指挥。

1943年后参加延安秧歌运动。1946年至1948年在晋察冀根

据地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任音乐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历任中央音乐学院音工团团长、中央歌舞团艺

术委员会主任、中央民族乐团团长。1979年任中国音乐家

协会副主席和《音乐创作》杂志主编。1981年作为中国音

乐家首席代表参加亚洲作曲家大会及音乐节，作了题为《当代中国音乐创作概述》的报

告。1985年任中国音协主席。主要作品有群众歌曲《民主建国进行曲》《社会主义好》

《把青春献给新长征》等；民歌合唱《生产忙》《茶山谣》《八月桂花遍地开》等；管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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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春节组曲》；第一交响曲《英雄海岛》；古筝协奏曲《汩罗江幻想曲》；电影音乐

《暴风骤雨》等三部。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合唱、钢琴伴奏与管弦乐总谱的编配者。

他在指挥、理论著述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曾多次指挥大合唱《黄河》、歌剧《白毛女》

的演出。著有《作曲教程》《怎样学习作曲》《音乐创作散论》《民族民间音乐散论》

等。

【欣赏提示】《春节序曲》是李焕之作于1956年的《春节组曲》的第一乐章。组曲共

由四个乐章组成：（1）序曲——大秧歌；（2）情歌；（3）盘歌；（4）灯会。音乐以陕

北秧歌和民歌为素材，写得欢腾热烈、情趣盎然、风格浓郁、通俗易懂，首演于1956年第

一届全国音乐周，中央乐团管弦乐队演奏。该组曲曾先后被几位音乐家改编为民族管弦乐

曲。《春节组曲》的第一乐章集中体现了我国人民在传统节日里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的形

象和欢天喜地、热情洋溢的情绪，因而最为流行。香港和东南亚地区，以及许多来华演出

的外国乐团亦经常单独演奏。

《春节序曲》的结构是复三部曲式。开始为前奏，由两段音乐构成。

第一段是乐队全奏，速度快，力度强，气氛热烈：

第二段音乐采用木管乐器或弦乐同乐队全奏相呼应的手法，强弱、起伏的变化使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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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泼有趣：

复三部曲式的第一大部分包含五小段音乐。第一小段音乐由长笛和单簧管主奏，双簧

管奏对位旋律。音乐柔和、明快，与前奏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小段音乐从前奏派生而来，节奏铿锵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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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小段音乐是第一小段音乐的装饰性变奏，音乐欢快流畅：

第四小段音乐采用了第二小段音乐的主题，音乐粗犷豪放：

第五小段音乐采用了第三小段音乐的旋律，由乐队全奏，气氛愈加热烈。

第二大部分的旋律采用了陕北秧歌调《二月里来打过春》的曲调，先后由双簧、大提

琴、弦乐主奏，音乐优美动人：

第三大部分是第一大部分的变化再现。音乐速度越来越快、力度越来越强，高潮部分

突出了民族打击乐器，使节日气氛更加浓郁，乐曲在欢腾的锣鼓声中结束。

【课外欣赏与思考题】

课外欣赏：

1．贝多芬《埃格蒙特》序曲。

2．吕其明《红旗颂》。

思考题：

1．你是如何欣赏音乐的?

2．现代优秀序曲作品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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