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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了实现艺术硕士考生“高分突破”的需要编写的。
众所周知，艺术硕士全国联考的国家分数线一般是85分。
但是，有不少考生并不清楚，这只是最低线。
每年都有很多学校在国家线之上提高要求，要求考生必须考过100分的也是屡见不鲜。
而且，有大量的院校将全国联考的分数按照不同的权重计入复试，直接影响最后的录取。
从近几年的考试看，全国联考成绩在考生最终录取中的作用已经不仅仅是能否获得复试资格，它对于
考生的最终录取有着异乎寻常的决定性意义。
    从2005年以来，艺术硕士全国联考的“超纲题”逐年增加，涉及面也越来越宽。
国家考试大纲和目前已经出版的教材，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考试的需要。
实际上，艺术硕士全国联考考核的是考生的艺术学基础知识，重点是考生的艺术素养，国家的考试大
纲仅仅是一个框架，所以，全面扩展考生的艺术学基础知识容量势在必行。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术硕士全国联考高分突破 艺术学>>

作者简介

　　王树良，艺术学博士，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编出版《艺术硕士
入学资格考试复习指导》、《文艺常识》、《人人必备的艺术常识》、《艺术硕士入学考试考点精编
》、《艺术学基础知识》等艺术硕士考试辅导用书，在艺术硕士入学资格考试培训领域已有数万人次
培训经验。
　　张玉花，艺术学博士，主编出版《艺术硕士入学资格考试复习指导》、《文艺常识》、《人人必
备的艺术常识》、《艺术硕士入学考试考点精编》、《艺术学基础知识》等艺术硕士考试辅导用书，
担任多家著名艺术硕士考试培训机构主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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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8.简述古典乐派的艺术特征和主要代表人物　　答题要点：　　西方音乐中的“古典乐派”的概
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意义。
广义的古典乐派从巴赫、亨德尔算起，包括前古典乐派、维也纳古典乐派。
狭义的古典乐派特指海顿、莫扎特、前期的贝多芬这三个人。
我们一般所说的古典乐派是指后者——维也纳古典乐派。
　　维也纳古典乐派的起止时间是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
这个时期正值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时期。
　　古典乐派音乐的基本特征　　（1）人文主义的情感内容。
思想上尊重人权、反对神权、反对君权神授的观点，热爱生活、肯定生活，热爱自然、反对等级制度
，提倡人人平等，提倡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等。
　　（2）个性解放的艺术追求。
原来依附于宫廷的属于第三等级的音乐家，为摆脱“仆人”的地位，成为自由独立的艺术家，进行着
不懈的努力和斗争。
他们逐渐走向整个社会，面向日常生活的题材，转向以纯粹世俗的器乐为主的领域，把早期为封建贵
族服务的娱乐性音乐，提高到具有深刻的抒情性和戏剧性，能够反映社会生活，表现民主爱国思想的
艺术。
他们的个性解放不仅表现在作品的内容方面，也表现在艺术上的个人独创性方面。
海顿以生活性、风俗性见长；莫扎特以心理刻画、伦理道德以及感情真切抒情为突出；而贝多芬则以
英雄性、戏剧性、思想性开拓乐坛新风。
　　（3）音乐语言的理性化表达。
崇尚理性，重视规范化，要求风雅。
在艺术上，表现为讲究内容与形式的平衡协调、思想明确、音乐语言清晰、音乐结构完整而严谨，理
智制约感情，强调分寸感、适度感，始终保持着理智所能允许的程度。
高尚、审慎与节制，侧重于形式、技巧的表现。
他们追求自由、平等、博爱，认为这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真理，将感情的表达蕴涵在完美、均衡的形式
之中。
　　（4）以第三等级为对象的大众化。
主要对象是城市居民、知识分子。
（第一等级：教权。
第二等级：皇权、贵族。
第三等级：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及城市平民。
）他们提倡“四海之内皆兄弟”式的音乐语言。
　　古典乐派的代表作曲家及代表作品　　古典主义时期只有半个世纪左右，影响却非常大。
“维也纳古典乐派”三位音乐巨匠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是古典主义时期音乐的代表人物。
古典主义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交响曲、奏鸣曲和室内乐等，这些都是主调化风格的、大型的多乐章器
乐套曲体裁。
莫扎特的歌剧和海顿的清唱剧是古典主义声乐的巅峰作品。
海顿、莫扎特的音乐代表着古典主义最典型的风格样式，音乐风格庄重高雅，充满世俗生活的欢娱。
贝多芬时期音乐风格开始转变，向浪漫主义音乐风格过渡。
　　（5）曲式。
　　曲式，指乐曲的结构形式。
曲调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各种段落。
根据这些段落形成的规律性，而找出具有共性的格式便是曲式。
乐段通常由两个乐句或四个乐句构成。
由两个各有四小节（或八小节）的乐句组成的“乐段”（专称为“方整性的乐段”）在器乐曲中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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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其特点是平衡、匀称感强。
一首乐曲仅由一个乐段构成的称“一部曲式”。
　　（6）调式。
　　若干高低不同的乐音，围绕某一有稳定感的中心音，按一定的音程关系组织在一起，成为一个有
机的体系，称为调式。
调式是人类在长期的音乐实践中创立的乐音组织结构形式。
调式是按音阶形成排列的，包括大调与小调两种音阶。
无论是大调还是小调，第一个音都是最有权威、地位最稳定的，被称为主音或中心音。
比它次要些的，是由主音向上数五度的“属音”，还有从主音向上数四度的“下属音”（称作下属是
因为若从主音向下方向数，它位于下方五度上）。
属音和下属音就如同主音的两个大臣，对主音起到支持的作用，剩下的那几个音则处于更加次要的地
位。
　　（7）调性。
　　所谓调性，就是调式类别与主音高度的总称。
如以C为主音的大调式叫大调；以a为主音的小调式叫a小调；以G为主音的调式叫徵调式等。
现代音乐常采用多调性，多调性（包括双调性）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一种新的调性类型，是传统调性
的一种特殊变体。
它的每一个调性层次大都建立在传统调性的基础上，或具有传统调性的某些特点（如自然调式），或
具有明确的中心音等。
但它又是调性思维复合化的表现，产生复杂的和声效果。
重叠的调性之间关系愈远，则音响愈尖锐。
由于多调性是源自传统而又打破传统的一种特殊手法，为许多现代作曲家所常用。
7.简述巴洛克音乐的艺术成就　　答题要点：　　1600一1750年，西方音乐进人巴洛克时期，复调音乐
达到巅峰，主调音乐正在兴起。
歌剧、清唱剧、康塔塔等声乐体裁是巴洛克风格的标志。
歌剧产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经过蒙特威尔第以及众多作曲家的努力，于18世纪前后发展成型。
巴洛克音乐的另一个重大成就是器乐的空前发展。
重要体裁有奏鸣曲、协奏曲、组曲等，提琴作为主导乐器取代了文艺复兴弹拨乐器的地位；管风琴、
古钢琴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协奏曲以弦乐为中心，伴以键盘乐器“数字低音”的合奏，科莱里、维瓦尔第是这一时期弦乐艺术最
杰出的代表。
键盘乐领域，德国的管风琴和法国的古钢琴最为著名。
法国古钢琴学派大师库泊兰的音乐特点是典雅高贵，装饰细腻，体现了音乐上的“洛可可”风格。
巴洛克晚期，音乐转向德奥。
晚期巴洛克音乐代表人物是德国作曲家J.S.巴赫和亨曲、小夜曲、船歌、摇篮曲、牧歌、即兴曲、音乐
瞬间、无词歌、谐谑曲、幽默曲、前奏曲、练习曲、叙事曲，以至大型的单乐章体裁，如随想曲、狂
想曲、序曲、交响诗等等，无不带上极强的感情色彩、个性特征，登上思想性、技巧性、艺术性统一
的新境地。
　　（3）在我国，群众歌曲、表演唱、联唱、组歌、大会唱、秧歌剧、新歌剧等体裁蓬勃发展，独
树一帜。
　　（4）体裁一经形成便有很强的稳定性，这稳定性包括艺术表现上的特征和一定范围，也包括某
种时代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特征及一定范围。
所以对音乐体裁的了解和把握，是欣赏音乐、理解音乐的又一重要通道。
6.简述音乐的艺术语言和主要表现手段　　答题要点：　　音乐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段非常丰富，主
要包括旋律、节奏、和声、复调、曲式、调式、调性等。
最主要的是前三者，旋律堪称音乐的灵魂，节奏体现出音乐的时间感，和声体现出音乐的空间感。
　　（1）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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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律俗称曲调。
它是由一系列高低、长短和强弱不同的乐音按照一定的节奏、节拍以至调式、调性关系等组成的音的
线条。
旋律是塑造音乐形象最主要的手段，旋律的不同走向可以表现特定的内容和情感。
旋律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它可以表现出音乐的内容、风格、体裁，甚至还可以体现出音乐的民族
特色和地域特征。
　　（2）节奏。
　　节奏是音乐最基本的表现手段，系指长短相同或不同的音，按一定规律组织起来，它是旋律的骨
干，也是乐曲结构的主要因素，它能够使旋律具有鲜明的表情意义和性格特征，从而将音乐形象塑造
得更加生动。
　　（3）和声。
　　和声是音乐最基本的表现手段之一，它指的是多声部音乐按照一定关系构成重叠复合的音响现象
，使音乐具有结构感、色彩感和立体感。
当我们欣赏音乐时，尤其是在欣赏气势磅礴的交响乐或大合唱时，不同的音乐交织进行，不同的乐器
同时奏响，它们和谐而又千变万化，这就是和声的力量。
　　（4）复调。
　　复调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若干旋律在进行过程中，组成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这种多声部音乐就
称为复调音乐。
复调音乐中声部的组合形式有两种：对比复调和模仿复调。
对比复调指同时组合的各个声部，其旋律与节奏各具特色，声部对比鲜明；模仿复调指同一旋律在各
个声部中先后出现，并在相同或不同的高度中，按一定的间隔，依次对前一声部进行有规则的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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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按照最新考试大纲编写：强化提高，突破百分，直指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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