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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圆舞曲艺术》引领您进入圆舞曲艺术的天地之中遨游、驰骋，在圆舞曲的艺术殿堂里浏览、徜徉。
    近两个世纪前应运而生的圆舞曲已成为音乐艺术中的奇葩，为世界亿万人民所喜爱。
《圆舞曲艺术》是欣赏圆舞曲的一本通俗的鉴赏读物，将世界有代表性的作曲家所作的著名圆舞曲介
绍给读者，指引您从圆舞曲艺术宝库中获取身心愉悦的审美价值，有助于音乐艺术鉴赏力的提高。
    本书阐述了圆舞曲如何从民间舞曲演变、发展成“社交圆舞曲”、“音乐会圆舞曲”，并逐渐被广
泛应用于大型音乐体裁(如歌剧、舞剧、交响曲等)创作之中；如何伴随着品位较低俗的“圆舞”的提
高发展而成为品位高雅的、雅俗共赏的，既应用于社交又登上音乐会大雅之堂的艺术品种。
    本书对遐迩闻名的兰纳、施特劳斯父子、齐雷尔、瓦乐德推费尔、伊万诺维奇、罗萨斯、莱哈尔、
韦伯、舒伯特、柴可夫斯基、肖邦、西贝柳斯、斯克里亚宾、卡塞拉、杜朗、拉威尔、约纳森、古诺
、柏辽兹、哈恰图良、普罗科菲耶夫等世界级音乐大师创作的圆舞曲进行了概括的提示，并在“圆舞
曲在中国”一章中，简约地回顾了圆舞曲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全书附有较丰富的谱例(简、线谱对照)，以供读者欣赏、参考和自娱。
    本书为艺术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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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凤岐，1940年7月生于北京。
河北香河人。
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专业音乐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1957年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1959年升入中央音乐学院本科，1965年毕业后任北京海淀区文化馆
干事（期间作有大量歌曲，并兼任第三师范学校音乐班作曲课教师）。
    
　　1978年任人民音乐出版社第五编辑室（辞书）编辑。
     
　　1984年调入中央音乐学院，任图书馆常务副馆长，1987年任音乐研究所音乐教育学研究室副主任
、院吏编辑部主任；1989年一2000年任科研处处长兼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以及“中央音乐学
院丛书”副主编、马思聪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
现任《音乐百科全书》编辑部主任。
曾任《中国音乐词典》（1984）责任编辑、《中国音乐词典·续编》（1992）编委、《学生音乐词典
》副主编、《中国历代文化艺术名人大辞典》编委兼音乐分支主编（1994），《中央音乐学院院史》
（1949—1990）副主编等。
     
　　编撰出版有《简明音乐小词典》（2005年出版，2006年第二次印刷），并为《中国音乐词典》、
《音乐百科词典》等多部辞书撰写释文近百万字。
著作有：《世界音乐简史》（2001年出版，2002年第三次印刷）、《歌剧艺术欣赏》（1996）、《圆
舞曲艺术欣赏》（1996）、《现代音乐鉴赏》（1999）、《中央音乐学院史》（2000）；论文《当代
中国音乐理论批评》、《青主评传》、《王光祈评传》。
与人合作有《他不是小溪，是大海——德国音乐家巴赫的生平与创作》、《我的目的是使人高尚起来
——亨德尔的生平与创作》、《中央音乐学院史》（1990—2000）。
与人合译有《环境音乐美学》。
创作歌曲有《记遗言》（陈毅诗）、《昆明湖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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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1.圆舞曲的确立与发展  2.圆舞曲的基本特征  3.圆舞曲欣赏提示一  社交圆舞曲——维也纳圆舞曲 
1.维也纳圆舞曲的奠基者之一——兰纳    （1）《新维也纳连得勒圆舞曲》    （2）《巴登画卷圆舞曲》
   （3）《宫廷圆舞曲》    （4）《浪漫的人圆舞曲》    （5）《申布伦人圆舞曲》  2.“圆舞曲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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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瑙河圆舞曲》     （2）《春之声圆舞曲》    （3）《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    （4）《皇帝圆舞曲
》    （5）《艺术家圆舞曲》    （6）《加速度圆舞曲》    （7）《欢乐的人生圆舞曲》    （8）《如同在
家圆舞曲》    （9）《啊！
美丽的五月圆舞曲》    （10）《爱之歌圆舞曲？
    （11）《晨刊圆舞曲》    （12）《深情圆舞曲》    （13）《维也纳糖果圆舞曲》    （14）《美酒、女
人与歌圆舞曲》    （15）《蝙蝠圆舞曲》    （16）《吻》    （17）《维也纳气质圆舞曲》    （18）《南
国玫瑰圆舞曲》  4.最后的维也纳宫廷舞会乐长——卉雷尔    （1）《维也纳少女圆舞曲》    （2）《维
也纳市民圆舞曲》  5.法国圆舞曲之王——瓦尔德推费尔    （1）《溜冰圆舞曲》    （2）《女学生圆舞
曲》    （3）《西班牙圆舞曲》    （4）《我的梦圆舞曲》    （5）《紫罗兰——春之子圆舞曲》  6.伊瓦
诺维奇的圆舞曲    （1）《多瑙河之波圆舞曲》    （2）《卡门·西尔瓦圆舞曲》  7.罗萨斯的《乘风破
浪圆舞曲》  8.莱哈尔的圆舞曲    （1）《金与银圆舞曲》    （2）《卢森堡圆舞曲》    （3）《风流寡妇
圆舞曲》  9.约瑟夫·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圆舞曲的舒伯特”    （1）《奥地利村燕圆舞曲》    （2
）《天体音乐圆舞曲》    （3）《我的人生充满爱与喜悦》二  音乐会圆舞曲  1.韦伯的《邀舞》——音
乐会圆舞曲的奠基之作  2.“歌曲之王”舒伯特的圆舞曲    （1）《降A大调圆舞曲》    （2）《A大调圆
舞曲》    （3）《b小调圆舞曲》  3.柴科夫斯基的圆舞曲    （1）《降E大调圆舞曲》    （2）《娜达圆舞
曲》    （3）《感伤圆舞曲》    （4）（（C大调弦乐小夜曲》中的圆舞曲  4.肖邦的圆舞曲    （1）《华
丽大圆舞曲》    （2）《小狗圆舞曲》    （3）《告别圆舞曲》    （4）《a小调圆舞曲》    （5）《升c小
调圆舞曲》  5.西贝柳斯的圆舞曲    （1）《悲伤圆舞曲》    （2）《小圆舞曲》  6.勃拉姆斯的钢琴四手
联弹《圆舞曲》  7.斯克里亚宾的《华尔兹风》  8.卡塞拉的《自然音阶（白键上）圆舞曲》  9.杜朗的《
降E大调圆舞曲》  10.拉威尔的两首音乐会圆舞曲    （1）《高雅而感伤的圆舞曲》    （2）《舞蹈诗圆
舞曲》  11.约纳森的《杜鹃圆舞曲》  12.里亚朵夫的钢琴小品《八音盒》  13.达尔戈梅日斯基的钢琴小
品《八音盒圆舞曲》  14.德里戈——奥尔的小提琴小品《火花圆舞曲》  15.圣·桑的交响诗《死之舞》 
16.德利勃的管弦乐曲《徐缓的圆舞曲》  17.庞塞的吉他曲《圆舞曲》  18.李斯特的《第—梅菲斯特圆舞
曲》  19.肖斯塔科维奇的钢琴小品《多情圆舞曲》  20.格里埃尔的钢琴曲《圆舞曲》  21.波罗夫斯基的
钢琴小品《圆舞曲》  22.波尔蒂尼的两首钢琴小品    （1）《玩偶圆舞曲》    （2）《圆舞曲——小夜曲
》  23.格林卡的管弦乐曲《幻想圆舞曲》  24.格里格的钢琴曲《圆舞曲》  25.安德森的管弦乐曲《跳圆
舞的小猫》三  歌剧、舞剧、戏剧配乐、交响曲中的圆舞曲  1.舞剧《胡桃夹子》中的圆舞曲（柴科夫
斯基）    （1）《花之圆舞曲》    （2）《雪片圆舞曲》    （3）《结束前圆舞曲》  2.舞剧《天鹅湖》中
的圆舞曲（柴科夫斯基）  3.舞剧《睡美人》中的圆舞曲（柴科夫斯基）  4.舞剧《葛蓓莉娅》中的《斯
瓦尼尔达圆舞曲》（德利勃）  5.舞剧《海盗》中的《纳伊拉圆舞曲》（德利勃）  6.戏剧《假面舞会》
中的圆舞曲（哈恰图良）  7.歌剧《玫瑰骑士》中的圆舞曲（理查·施特劳斯）  8.歌剧《浮士德》中的
《浮士德圆舞曲》（古诺）  9.交响曲《幻想交响曲》中的圆舞曲（柏辽兹）  10.戏剧康塔塔《浮士德
的劫罚》圆舞曲——《精灵之舞》（柏辽兹）  11.舞剧《灰姑娘》中的《灰姑娘圆舞曲》（普罗科菲
耶夫）  12.《e小调第五交响曲》中的圆舞曲（柴科夫斯基）  13.芭蕾舞剧《彼得鲁什卡》中的圆舞曲
（斯特拉文斯基）  14.舞台剧《士兵的故事》中的圆舞曲（斯特拉文斯基）四  声乐圆舞曲  1.歌曲《柔
情圆舞曲》（阿尔狄梯）  2.歌曲《莫斯科圆舞曲》（勃兰切尔）  3.歌曲《学校圆舞曲》（杜那耶夫斯
基）  4.女声独唱曲《月光圆舞曲》（杜那耶夫斯基）  5.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咏叹调——《朱
丽叶圆舞曲》（古诺）五  圆舞曲在中国  1.管弦乐曲《青年圆舞曲》（杜鸣心）  2.吹奏乐《友谊圆舞
曲》（魏群）  3.女声独唱曲《晚会圆舞曲》（巩志伟）  4.歌曲《青年友谊圆舞曲》（天戈）  5.歌曲《
夏夜圆舞曲》（姚思源）  6.歌曲《昆明湖上》（王凤岐）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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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社交圆舞曲——维也纳圆舞曲　　所胃“社交舞曲”，是与舞台上表演的舞蹈、宗教性的舞蹈
、民间舞蹈等的舞蹈音乐相对而言的，一种带有社交性的舞蹈音乐，是用于为社会上的人们在交际往
来时所跳舞蹈的伴奏音乐。
原先社交舞会盛行在宫廷或贵族社会，19世纪初由于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在城市中兴起了众多商业
性的舞厅，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进行交际往来的场所，也为广大的市民提供了娱乐消遣的场地。
舞蹈的场地可大可小，人数可多可少，并无一定的成规或限制。
　　现代具有代表性的社交舞蹈音乐有圆舞曲、探戈舞曲、狐步舞曲（快步舞）、慢狐步舞曲、恰恰
舞曲、桑巴舞曲等，其中以圆舞曲最为大众化，特别是维也纳圆舞曲的出现与发展，促使圆舞曲走向
世界，在世界各地赢得广大群众的喜爱。
　　举世喜爱的圆舞曲发展至今，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前面已讲过，圆舞源自农村的一种民间舞蹈。
起初，为这种“圆舞”伴奏的音乐的形式比较短小、朴素，在舞会上伴舞时只不过将其反复演奏而已
。
到了19世纪初，兰纳首先将若干首小圆舞曲连缀在一起并在一头一尾加上前奏和尾声（很像我国的曲
牌体器乐音乐），而且前奏和尾声在节奏、形式上可不拘泥于圆舞曲的典型特点，由曲作者自由加以
处理（往往加大篇幅），这样就使圆舞曲的结构无形中扩大了许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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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丛书”共30余册，涵盖了人类创造的各个艺术领域，包括美术、音乐、戏剧、舞蹈、建筑
等各个门类和品种，共收图片几千幅，音乐曲谱近干首，文字近千万。
把遐迩闻名、干百年来流传的艺术精品，呈现给广大艺术爱好者，让读者大众在美的世界里和艺术殿
堂里徜徉、遨游，在赏析中获得最大的愉悦和美的享受。
该丛书可读性、知识性、观赏性、趣味性贯穿全书，是名副其实的大众艺术的读物。
 本书为该系列丛书之“圆舞曲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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