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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就行，成为一个练琴的机器。可是，却忽视了孩子的自我性，

忽视了他的自由发展性，忽视了人的本质。音乐审美教育本应该

以它 特殊 直接的功能去唤醒人的美感，但往往变成了奴化教

育，使人接触到音乐后，则对它只有害怕。我们的教育出现了问

题，根源就是没有站在每个人的视觉去看待音乐，忽视了以人为

本的教育观。音乐审美教育应当抓住人 自然的， 放松的感

觉，去体会音乐所带来的美感，

结语

多元化的世界多元化的音乐，音乐审美教育培养的是人的创

新能力、感受美的能力，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发展人的个性，

释放人的自由。改变传统教育方式，注入新生思维，把“模具”

式的“产品”拓展为五彩斑斓的，独树一帜的新时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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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c”即“古典的”一词源于拉丁文，原指“典范

的”，也就是奉古希腊古罗马为典范并加以模仿。“古典的”一

词一直都被视为杰出的、卓越的代名词。18世纪到19世纪初被称

为钢琴艺术的“古典主义”时期，是西方音乐历史发展到高峰的

一个重要阶段，对后来钢琴艺术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这一时期

的音乐深受古代艺术风格的影响，巴洛克时期繁复花俏的音乐风

格被舍弃，取而代之的是音乐的明快简洁。作曲家在创作时 注

重的是自然平衡的原则，追求客观的美感。海顿和莫扎特的是这

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的音乐强调风格的高雅，给予人们乐观

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

一、生活背景

作为古典主义时期的作曲家，海顿和莫扎特的音乐在和声、

织体、曲式乃至作品所反映的明朗乐观的情绪都符合这一时期的

共同特点。然而，由于二者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的不同以及个人

天性的差异，他们在音乐风格上也必然会存在差异。

在德奥强大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下，处于仆人地位的海顿

只能依附于宫廷贵族。他的音乐只能迎合封建贵族的艺术口味，

而且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并演奏出来。不过，海顿却能将幽

默、自然和典雅融合在一起，给人以闲适的感觉。

与海顿在创作上的局限性相反，莫扎特更为自由和独立。他

摆脱了封建贵族的束缚，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自由作曲家，但也因

此陷入了经济来源不稳的颠沛境地。由于自由、民主的意识逐渐

在人们心中逐渐觉醒，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莫扎特的思想意识也

始独立，音乐语言特点出个性化发展的特征：细腻、优美、风

格明朗，具有强烈的古典主义色彩和超然于物外的特点。

二、音乐风格

海顿和莫扎特分别在交响曲、弦乐四重奏和歌剧、协奏曲、

奏鸣曲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古典风格的形成做出了伟大

的贡献。本文以交响曲和奏鸣曲为例，对二者的音乐风格做简要

介绍。

（一）交响曲

海顿被誉为“交响曲之父”，有一百多首交响曲流传后世。

这些曲子充满着乐观主义的精神和蓬勃的朝气，显示出极其丰富

的音乐内容。他的作品具有正规的古典交响曲套曲样式，而且每

个乐章都有其性格特点。海顿对古典交响乐 突出的贡献是完

善了套曲的 后一个乐章。早期交响曲的第三乐章小步舞曲往往

太多松弛均衡，即便是添加了第四乐章，多数也是带吉格舞曲风

格，远远不能带来末乐章的满足感。为此，海顿创造性地利用了

快板或急板，采用奏鸣曲式或回旋曲式，抑或是二者的结合。

莫扎特从8岁就 始交响曲的创作，其一生总共完成了50部

交响曲。莫扎特四乐章套曲形式与海顿差别不大，但是他加强了

奏鸣曲式第一乐章两个主题的对比，兼具感情的深度和戏剧性的

发展。莫扎特交响曲的乐队编制较为精简，有时候甚至不用双

簧管或单簧管。这样的编排使得他的音乐显得格外纯净、透明、

富有表情。 令后世称奇的是，他的 后三部交响曲(K.543、 

K.550和K.551)从 始创作到完成仅仅用了6个礼拜的时间，却具

有迥然不同的音乐性格。

（二）奏鸣曲

海顿一生创作了49首钢琴奏鸣曲，而这一时期（1760-1794

年）恰好是键盘乐器由古钢琴向现代钢琴逐渐转变的时期。他对

前古典主义时期流传下来的奏鸣曲式加以继承并发展，形成了较

为成熟的曲式结构。为了将奏鸣曲式更好地运用在钢琴作品，

海顿编写了大量的键盘奏鸣曲，这些无疑对后来的莫扎特、贝多

芬等作曲家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海顿的奏鸣曲致力于纯正的

表情，透露出一种朴实的热情，有别于莫扎特钢琴作品中的歌唱

性。海顿早期的奏鸣曲大部分都分为三个乐章，带有组曲的特

征。而为了给封建贵族提供娱乐性，他的作品往往还带有嬉游曲

的风格。到了中期，奏鸣曲的风格日渐成熟，这也与当时的社会

环境息息相关。但是的欧洲社会动荡不安，特别是德国的“狂飙

运动”对海顿影响 深。在提倡个性解放和创作自由的大环境

下，海顿顺应社会需求，进行了大量创新。他的奏鸣曲主题带有

大量的民间因素，呈现出宣叙性的音调和悲壮的气氛。在海顿创

作的晚期，古典主义的成熟风格已经完全确立，乐曲的演奏技巧

已经相当丰富，而在布局和结构方面也获得了和声和对位因素的

相对平衡。

莫扎特在钢琴奏鸣曲曲式的发展上又有了长足的进步，具有

更为丰富的音乐形象——在一首奏鸣曲中有多个角色，而且每个

角色都给予细腻的刻画。他的音乐被称为“阳光的音乐”，更富

于歌唱性。莫扎特的作品都是为当时的古钢琴所作，特别是一种

叫“维也纳式击弦机”的古钢琴。这种钢琴的特点是机件灵活，

琴键触感又浅又轻，音量不大但音色清晰透明。可以说，莫扎特

在钢琴技巧的运用上比海顿更为现代。我们在对莫扎特奏鸣曲中

的连音、跳音、装饰音等的触键方法及声音的要求，要弹出古钢

琴的那种“颗粒”清脆的效果。

总结

作为维也纳古典乐派同时代的作曲家，海顿和莫扎特创作

了许多经久不衰的作品，对古典风格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

古典主义时期的海顿和莫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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