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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２１世纪，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是一个知识创新的时

代。这就向我们青少年朋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树

立终生学习的信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跟得上时代，才不至于

在竞争中被淘汰。

人经历生命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求知的过程。作为

学生，求知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读书。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

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可以治愚；读书，可以明智；读书，可

以使人增长知识；读书，可以使人增长才干；读书，可以使人高

尚；读书，可以使人升华。读一本好书，就犹如经历了一次生

命的洗涤，就犹如进行了一次灵魂的净化。

青少年是人生的起步阶段，也正是读书的大好时光。青

少年从小培养成读书的习惯，对以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乃至

人的一生的理想和追求都会受益无穷。可是，书海浩瀚，穷一

生之力也不可能读完。因此，青少年应该学会有选择性地去

读，万不可随便拿起一本书就乱读一气。同时，现在市场上的

各种书目层出不穷，且质量和内容都良莠不齐。在这种情况



下，青少年的选择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接触到思想混乱或不健

康的书籍。所以，在对待眼花缭乱的各类书籍时，青少年一定

要慎重选择，小心辨别。

《学海导航》丛书也正是应广大读者的需要而产生的。本

套丛书融合了古今中外最优秀的作品，是一部优秀的百科全

书。本套丛书编写思维缜密，结构严谨，注重学习方法的培

养，注重在学习的过程中教育人启迪人，是你迷茫时指点迷津

的益友。希望这套丛书的问世能够切实解决读者朋友们遇到

的种种难题，真正起到导航的作用，让读者在心灵享受的同

时，获得真正的人生感悟。

一个人自呱呱坠地之日起，就开始了人生的旅程。在漫

长的人生之路中，每个人都会背着装有人生信条的行囊前行。

人生信条不同，生活方式也会不同。如果没有了自信，行程中

就会多走不少弯路；如果没有了勤奋，征途上就会遭受失败的

打击；如果没有了友谊，旅程中就会出现孤独的困扰；如果没

有了健康，路途上就会经受病痛的折磨……

青少年在成长的岁月中，面对社会的喧哗和骚动，面对生

活的诱惑和困难，面对学校和社会的差距，难免会感到无所适

从，不懂得在自己的人生行囊中放置什么，舍弃什么。本书就

的为了能让青少年在复杂的社会中学习一些切实可行的道理

和方法，少走弯路，避免不必要的失败。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书书书

１　　　　

曲篇

　　１．１８１２序曲　／３
　　２．幻想即兴曲　／５
　　３．维也纳森林故事　／７
　　４．幽默曲　／１０
　　５．彩云追月　／１２
　　６．Ｇ弦之歌　／１４
　　７．摇篮曲　／１６
　　８．斗牛士之歌　／１８
　　９．二泉映月　／２０
　　１０．星星索　／２２
　　１１．春之声圆舞曲　／２４
　　１２．英雄交响曲　／２６
　　１３．兰色多瑙河舞曲　／２８
　　１４．春之歌　／３０



２　　　　

　　１５．英雄波兰舞曲　／３２
　　１６．军队进行曲　／３４
　　１７．春江花月夜　／３６
　　１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３８
　　１９．十面埋伏　／４１
　　２０．月光曲　／４３
　　２１．行星组曲（霍斯特）　／４６
　　２２．重归苏莲托　／４９
　　２３．命运交响曲　／５２
　　２４．梅花三弄　／５６
　　２５．梦幻曲　／５９
　　２６．棕发少女　／６１
　　２７．金银圆舞曲　／６３
　　２８．土耳其进行曲　／６５
　　２９．欢乐颂　／６８
　　３０．钟　／７０
　　３１．钢琴协奏曲２号　／７２
　　３２．水上音乐　／７５



３　　　　

　　３３．天鹅　／７７
　　３４．自新大陆　／７９
　　３５．天鹅湖　／８１
　　３６．沉思曲　／８４
　　３７．致爱丽丝　／８６
　　３８．威廉退尔序曲　／８８
　　３９．流浪者之歌　／９０
　　４０．威风堂堂进行曲　／９３
　　４１．海顿小夜曲　／９５
　　４２．溜冰圆舞曲　／９７
　　４３．少女的祈祷　／１００
　　４４．皇帝圆舞曲　／１０２
　　４５．结婚进行曲　／１０４
歌篇

　　４６．随风飘荡Ｂｌｏｗ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Ｗｉｎｄ　／１１１
　　４７．当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Ｊｕｓｔ　Ｗｈｅｎ　Ｉ

Ｎｅｅｄｅｄ　Ｙｏｕ　Ｍｏｓｔ　／１１５

　　４８．旧金山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１１９



４　　　　

　　４９．花儿都到哪里去了？Ｗｈｅｒｅ　Ｈａｖｅ　Ａｌｌ　Ｔｈｅ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Ｇｏｎｅ．　／１２３

　　５０．地球之歌Ｅａｒｔｈ　Ｓｏｎｇ　／１２８
　　５１．天堂中的另一天Ａｎｏｔｈｅｒ　Ｄａｙ　ｉｎ　Ｐａｒａｄｉｓｅ　／１３４
　　５２．卡萨布兰卡Ｃａｓａｂｌａｎｃａ　／１３９
　　５３．美女与野兽Ｂｅａｕｔｙ　Ａｎｄ　Ｂｅａｓｔ　／１４３
　　５４．我心永恒 Ｍｙ　Ｈｅａｒｔ　Ｗｉｌｌ　Ｇｏ　Ｏｎ　／１４７
　　５５．说你，就我Ｓａｙ　Ｙｏｕ　Ｓａｙ　Ｍｅ　／１５１
　　５６．老橡树上的黄丝带Ｔｉｅ　Ａ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ｂｂｏｎ

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Ｏｌｄ　Ｏａｋ　Ｔｒｅｅ　／１５６

　　５７．风中之烛Ｃａｎｄ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ｉｎｄ　／１６１
　　５８．友谊天长地久Ａｕｌｄ　Ｌａｎｇ　Ｓｙｎｅ　／１６７
　　５９．斯卡布罗集市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Ｆａｉｒ　／１７２
　　６０．加州旅馆 Ｈｏｔｅｌ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１７６
　　６１．寂静之声Ｓｏｕｎｄ　Ｏｆ　Ｓｉｌｅｎｃｅ　／１８４
　　６２．昨日重现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Ｏｎｃｅ　Ｍｏｒｅ　／１９０
　　６３．此情可待Ｒｉｇｈｔ　Ｈｅｒｅ　Ｗａｉｔｉｎｇ　／１９６



书书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３　　　　
１８１２序曲

《１８１２序曲》创作于１８８０年，是柴可夫斯基受老师之邀
而为在１８１２年卫国战争中被焚毁的莫斯科救主基督大教堂
的重新落成而作。这里我们应当了解一下１８１２年俄罗斯卫
国战争，因为柴可夫斯基的这首《１８１２序曲》就是通过音乐而
仔细的描述了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全部历程。

１８１２年，拿破仑率领６０万大军入侵俄国，企图在短时间
内歼灭俄军，占领莫斯科，并迫使俄国投降。战争开始时，拿
破仑军队在数量占优势的情况下，俄军不得不逐步撤退，法国
迫近莫斯科，俄军司令库图佐夫采取坚壁清野，烧毁粮草的战
略，并撤退居民，率军暂时撤离莫斯科。拿破仑在占领莫斯科
一个月后，仍无法迫使俄国投降，反而令自己孤军陷入重围，

于是下令撤离莫斯科。撤退途中，拿破仑军队不能适应俄国
严酷的冬天，加上饥饿和俄军的反击，终致溃败。拿破仑入侵
俄国时多达６０万的部队大部分被歼灭，最后只剩下不足万人
逃出俄国国境。

乐曲回到开始部分，木管和铜管音乐加入演奏，宣告胜利
的教堂钟声响起，一片欢庆胜利的场面。这时，俄罗斯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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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越来越强，乐曲中加入胜利的炮声，在教堂的钟声和隆隆
的炮声中全曲结束。

柴科夫斯基１８６３—１８６５年在彼得堡音乐学院师从

Ａ．鲁宾斯坦，１８６６年到莫斯科Ｎ．鲁宾斯坦领导的新办音
乐学院中任和声教授，在学校创作了他的早期作品《第一
交响曲》。但因被认为追随西方音乐风格而不是真正的民
族乐派，在１８７４—１８７５年创作了《第一钢琴协奏曲》之后，
才开始获得世界范围的影响真正走向世界。

柴科夫斯基的音乐以抒情性的美丽旋律与强烈的情
感渲泄的结合而见长，他吸收意大利歌剧、法国芭蕾、德国
交响曲的创作特色，使其作品色彩异常丰富，但因情感因
素太多地带入创作，又使曲式结构往往不那私完美，常被
情绪冲动而阻断。从这个意义说，他的音乐又往往是最感
人的音乐。柴科夫斯基最优秀的作品为第四、第五和第六

３首交响曲、３部芭蕾音乐、《第一钢琴协奏曲》、《小提琴协
奏曲》、《弦乐小夜曲》。

柴科夫斯基是一位值得世人纪念的音乐家。



５　　　　
幻想即兴曲

幻想即兴曲是１８３４年，萧邦２４岁时的作品，但不知道为

何原故，这一首幻想即兴曲不曾发表过，在他去世过后才从乐
谱夹中发现这首题赠艾斯特男爵的作品，到了１８５５年萧邦的

弟子范塔加入了“幻想”两字，当作萧邦遗作出版。

全曲由２／２拍子热列快板的开始，先是四小节Ｅ大调的
分解和弦的序奏，随后进入了起伏很大的主题，有如澎湃汹涌

的浪潮，中段由最缓板进入到如歌的中板上，此时曲调转为升

Ｃ大调４／４拍子，曲调温婉幽雅，好像在倾诉着青春的回忆不
久又回到开头部份，但以急板奏出，洋溢着抒情般的悲凄感，

最後把中段甜蜜的回头后，形成了余音缭绕的尾奏此曲难未

在萧邦生前发表，但今天已成为音乐爱好者最喜好的作品之

一在一般的演奏会上也常听到这首钢琴曲。

肖邦是波兰钢琴家，作曲家。１８１０年生于波兰华沙附



６　　　　

近。他六岁开始学钢琴，曾在华沙音乐学院学习。１８３１年
肖邦侨居巴黎，从事作曲、演奏、教学，在此期间，他与匈牙
利作曲家李斯特，法国文学家乔治·桑和海涅等人来往密
切。其作品深受祖国民族独立运动的影响，因此，具有极
深刻的民族性．思想性和崇高的革命内容。在肖邦的创作
中始终以描述波兰人民的生活和英雄气概为主题，作品大
多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波兰人民对自由的渴望。他
善于创作钢琴曲，一生创作了２００余首钢琴曲。其中有波
兰舞曲、玛祖卡舞曲、练习曲、叙事曲、协奏曲等。另外，肖
邦还写有声乐、室内乐曲２０余首，肖邦的钢琴乐曲创作对
钢琴艺术和波兰民族音乐的发展均有巨大的影响。



７　　　　
维也纳森林故事

《维也纳森林的故事》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继圆舞曲《蓝
色的多瑙河》之后的又一部杰作。完成于１８６８年，同年６月

１９日初演于维也纳，并由作者亲自指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的郊区有一片美丽的森林，它离城市不远，历来吸引着千千万
万的游人。这片森林也是许多居住在维也纳的大作曲家们经
常光顾的地方，森林的美景常常激起他们的灵感。约翰·施
特劳斯是地道的维也纳人，《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就是他献给
故乡的赞歌。

这首乐曲由序奏、五个圆舞曲和尾声构成，其结构属于典
型的维也纳圆舞曲式。乐曲的开始是一段很长的序奏。两支
圆号的旋律描绘了优美动人的风景，双簧管和单簧管吹出抒
情流畅的曲调，像是牧人的牧歌和角笛。钟声的响起，使音乐
增加了很多光彩。然后，大提琴缓缓奏出第一圆舞曲的主题
动机，作为全曲的引子。大提琴浑厚的音调、圆号美丽的牧歌
和长笛玲珑的装饰音节，构成了一幅极美妙的且色彩斑斓的
音画，十分优雅动人。齐特尔琴的加入更增添了浓厚的奥地
利民族色彩，这种特色型乐器拨奏出这首圆舞曲中最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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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旋律。轻柔而华美，仿佛晨曦透过浓雾照进维也纳森林，

还伴随着鸟儿们婉转的鸣叫。

小约翰·施特劳斯（Ｊｏｈａｎｎ　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８２５—１８９９年）
奥地利作曲家。施特劳斯是家族前后五位圆舞曲作曲家
中的佼佼者。因其父名亦为约翰·施特劳斯，人们称他为
小约翰·施特劳斯。小约翰自幼酷爱音乐，虽遭到父亲的
反对．但在母亲的帮助下偷学小提琴、钢琴和作曲。１８４４
年秋天，由于一次指挥演出的成功，小约翰组织了自己的
乐队。１８４４年他１９岁时，正式登台首演他创作的作品《寓
意短诗圆舞曲》及其他三首舞曲，而《寓意短诗圆舞曲》在
“再来一个”的喝采声中，竟连续重奏了１９遍，获得巨大成
功，打响了第一炮。１８４９年其父病逝，他又将父亲的乐队
与之合并在一起，多次去奥地利、波兰、德国和俄罗斯各地
旅行演出，使维也纳圆舞曲风靡全欧洲，他的圆舞曲独具
特色，旋律酣畅，柔美动听，节奏自由，生机盎然，是每年维
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主要曲目。他因此被人们誉为“圆舞曲
之王”。１８９９年６月３日，这位著名的“圆舞曲之王”因患
肺炎逝世于维也纳。维也纳人民为他举行了据说有１０万
人参加的盛大葬礼。他的遗体被安放在维也纳公墓里，在
勃拉姆斯墓的旁边，舒伯特墓的对面。他的作品除《蓝色
多瑙河》以外，还有维也纳森林的故事、维也纳糖果、艺术
家的生涯、皇帝圆舞曲、春之声圆舞曲等维也纳圆舞曲及
其他舞曲共４００余首。此外，他还作有《雷鸣电闪》等１２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