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老师 “谈”音乐 
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特色及作品特点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钢琴音乐发展经历了四个主要时期:巴洛克风格时期

(1600～1750),古典主义风格时期(1750～1830),浪漫主义风格时期(1825～1890或

1900),印象主义风格及 20世纪现代音乐风格时期(1900～). 从这四个主要时期来

看,由于作曲家的时代背景、音乐思想观念、追求的目标、作曲技法等有很大不同,

因此也就使各个流派形成各自的特有风格.  

             浪漫主義始於十八世紀的英國文學，從巴黎與德國開始發展。音樂史上，這

個名詞是指約在 1790年至 1910年之間，繼古典主義之後的音樂形式。革命後的巴

黎，新的歌劇形式開始流行，這股風潮開始往外擴展；在德國，浪漫主義出現在霍

夫曼的小說、韋伯的歌劇和舒伯特的藝術歌曲中。浪漫主義帶來更多、更為寬鬆的

音樂形式，包括交響詩、各類形式的鋼琴樂作品（例如夜曲等）、藝術歌曲和歌劇

等.在這個時期，受人注目的不只是作曲家，演奏家的地位提昇，鋼琴家如蕭邦、

李斯特，小提琴像是帕格尼尼等，在歐洲各地都受到歡迎。  

浪漫樂派時期的音樂特色: 

1.標題音樂的確立： 所謂「標題音樂」，是指作曲家為了藉由音樂來描寫某一個

故事或者是某一種情景的氣氛，於是他就應用描寫式的旋律或節奏，甚至是模仿真

實聲音的擬音效果，來 具體表示出樂曲內容的音樂。所以標題音樂有標題外，作

曲者通常也會附上說明樂曲內容的文字、好讓聆賞者可以清楚地知道作曲者的創作

意圖。 



2.交響詩的產生：運用標題音樂的概念所譜作的樂曲，而樂曲的形式是由匈牙利鋼

琴家兼作曲家李斯特首創，「交響詩既然是標題音樂的一種，它的目的自然也是在

描述事物，它可以陳述一個故事、描繪一個景緻，或者是表達出作曲者對於某件事

物的感想。 

3.民族主義與音樂的結合：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民族主義興起，歐洲各國的作曲家們

紛紛往自己民族的傳統素材中找尋作曲的靈感，所譜寫的音樂因為都其有民族特色，

因此便形成了所謂的"國民樂派"。 

浪漫時期古典音樂，想像與幻想所佔的地位，比古典時期重視的平衡、形式、品味

更為重要，同時也帶來了更多、更為寬鬆的音樂形式，包括交響詩、各類形式的鋼

琴樂作品、藝術歌曲和歌劇等。在這個時期，受人注目的不只是作曲家，演奏家的

地位提昇，鋼琴家如蕭邦、李斯特，小提琴像是帕格尼尼等，在歐洲各地都受到歡 

迎。浪漫時期的音樂風格大致如下：  

1.弦律方面：樂句已非固定的四或八小節模式，而且樂句的長度都有相當大彈性。  

2.節奏方面：節奏多樣化且複雜。為能製造出高潮迭起的效果，運用不規則的節奏；

樂曲的速度並不保持一定，作曲家在新的樂段出現時，可重新標示速度。  

3.和聲方面：和聲成為音樂呈現最為重要的一部份，大、小調調性的感覺雖然存在，

但是因為經常的轉調而被淡化。  

4.結構方面：雖然曲式仍被採用，但是在浪漫主義思潮的鼓動之下，曲式多已脫離



了原有的結構，而也有作曲家開始為作品加註標題，更有不少新的樂曲名稱出現。

例如敘事曲、詼諧曲、交響詩、幻想曲、即興曲、藝術歌曲等。 

◆古典 vs.浪漫時期音樂風格 

  古典時期 浪漫時期 

弦律 樂句工整 樂句長度富彈性 

節奏 速度穩定變化少 多樣化且複雜 

和聲 單純嚴謹 因經常的轉調而被淡化 

組織 曲式確立，單純的絕對音樂 曲式多脫離原有結構，表現獨特個

性、靈感和情緒 

  

在浪漫主义时期的鋼琴音樂領域里，产生了大量傑出的作品，並且對於其他题材的

音樂，乃至整個音樂創作的歷史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这些充滿獨創性的作品中

常富有寬廣如歌、感人至深的旋律，和聲色彩豐富而極具表現力，節奏生動，並常

與欧洲各国的民間音樂、舞蹈有著密切的連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