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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美妙的音乐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据说音乐诞生于语言之前。在人们还没有形成共同的语言之前,就已经开始

用音乐表达自己的情绪、感情。高兴时,他们手舞足蹈;伤心时,他们垂首无语,步
履沉重。音乐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回到家里静静地欣赏

一两段轻音乐,会使自己紧绷一天的神经放松。由于音乐对人的情绪有缓解作

用,对皮肤的衰老有延缓作用等等,所以现在音乐学院已经有了“音乐治疗”这一

专业,一些懂音乐的商家也知道用节奏缓慢的音乐来延缓顾客的脚步。曾有实验

证明,对着产奶的母牛,每天放1小时的古典音乐,产奶量会陡增30%。
总之,现代人的生活中每时每刻都被音乐浸染着,从音乐中得到快乐,在音乐

中宣泄自己,从而得到抚慰。
此单元主题以“音乐真美妙,能强又能弱,能高又能低,能快又能慢……”道出

音乐的无穷变化和丰富多彩;以“音乐真美妙,有的让你深思,有的使你舒坦,有的

引你欢笑……”引出音乐的神奇作用。
整个单元有两个二级标题:“小小音符真神奇”“音乐带我去飞翔”。第一个二

级标题下面第一首歌曲名字就叫《音符》,教科书给出了两段情绪不同的音乐让学

生进行情感体验,感受音乐的神奇;紧接着让学生演唱《神奇的音符》。第二个二

级标题下的作品是紧紧围绕着“快乐”二字进行编排的,欣赏《单簧管波尔卡》,演
唱《音乐在空中回荡》,再欣赏童声合唱《致音乐》和小提琴独奏《梦幻曲》。整个单

元的安排从体验音乐入手,到从音乐中得到快乐,欣赏美的音乐,最后在美妙的音

乐中飞翔。整个知识内容、结构呈上升势态,一步步加深对音乐的理解、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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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容结构

美
妙
的
音
乐

—

—

小
小
音
符
真
神
奇

—
— 欣赏《音符》(童声合唱)

— 唱歌《神奇的音符》

—

音
乐
带
我
去
飞
翔

—

— 欣赏《单簧管波尔卡》(单簧管独奏)

— 唱歌《音乐在空中回荡》

— 欣赏《致音乐》(童声合唱)

— 欣赏《梦幻曲》(小提琴独奏)

(三)教学目标

1.通过演唱歌曲和感受音乐片段,激发学生学习音乐和探索神奇音乐的兴趣。

2.通过欣赏,帮助学生记住音乐主题片段,并学会区分不同的主题表现的不同

情绪。

3.培养学生感受同一音乐主题,用不同乐器演奏的不同效果和音色特点。

4.通过演唱、欣赏,培养学生的音乐创造能力。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欣赏《音符》(童声合唱)

歌曲为大调式, 拍,带变化再现的三段体结构。这是一首饶有情趣的合唱歌

曲,曲作者将不同节奏、不同旋律用不同声部巧妙、有机地融合在合唱中,既具艺

术性又具实用性。歌曲的第1~28小节(前奏除外)节奏疏密有致,唱词、唱名交

替出现,作曲家在此处对拍点和吐字有相当高的要求。第29~38小节是一个过

渡句,出现了拍内切分和十六分音符,使音乐听起来清晰、明朗、活泼又具有弹性。
第39~62小节,声部层次起伏较大,两个声部形成呼应势态,衔接自然。之后小

节是主题的再现,只是在力度上有所加强。最后在极具稳定性的主音上结束

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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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谱:

音  符
(童声合唱)

  

吴苏宁  词

秋 里  曲

张文纲 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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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唱歌《神奇的音符》

《神奇的音符》是一首大调式, 拍,一段体结构的歌曲。歌曲速度稍快,具

有明朗的色彩、轻快的节奏、跳动的旋律。情绪较活泼。
歌 曲 采 用 了 一 个 较 长 的 前 奏,共 13 小 节。在 前 奏 中 反 复 呈 现 了

“ ”的节奏型,这也是整首歌曲所运用的一个典型节奏组

合。在前奏中作者将歌曲的乐思减缩呈现,表明了鲜明的歌曲风格。
歌曲的主体部分由四个乐句构成,每个乐句4小节。第一、二乐句采用了完

全相同的节奏排列。旋律围绕Ⅰ级、Ⅱ级和弦分解音展开,旋律逐渐向上推进。
切分节奏和八分休止符的巧妙运用,给我们呈现了欢快活泼的情绪。

在第三乐句中,节奏突然拉宽,三个连续的保持音的使用以及旋律六度的跳

进将歌曲的情绪推向第一个高潮。在第三、四乐句中,旋律音区逐渐升高,演唱力

度逐渐增强,从节奏、旋律两个音乐要素上使歌曲的色彩发生了变化。旋律终止

在主音上,给人终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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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个乐句结束后,作者加入了一个8小节的间奏。同前奏一样,间奏是歌

曲乐思的浓缩。

间奏后,作者加入了两个补充乐句,使得欢快活泼的情绪有效地延续。两个

补充乐句均重复了第四乐句的前两小节来发展后续的乐思。

歌曲为两段歌词的分节歌,在演唱第二段歌词后,作者加入了一个较长的结

束乐句。结束乐句最后采用了三个长音,其中最后一个长音为7拍,使歌曲的意

境得以延伸。

歌曲的歌词欢快活泼,运用了简单通俗的语言,贴近生活,以学生的语气诉说

音符的奇妙。这个乐曲第一、二乐段前两个乐句以及第六、七乐句都归韵到“i”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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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乐句归韵到“ou”上,第四、五乐句归韵到“u”,归韵很统一,给人一种规整的

感觉。

(三)欣赏《单簧管波尔卡》(单簧管独奏)

这是一首波兰民间乐曲,以单簧管独奏形式广泛流行而得名。

乐曲采用 大调, 拍。一开始呈示的主部主题(主题一),先运用主和弦上

行的琶音进行开始,后以属七和弦下行的琶音进行结束,其中频繁使用的轻巧的

颤音和富有弹性的吐音奏法,使乐曲充满了活泼的情绪。

主题一:

 

这一主题反复之后,乐曲又呈现出新的主题(主题二)。朴实明朗的旋律使乐

曲情绪更为高涨。

主题二:

 

再现主部主题(主题一)后呈示的主题(主题三),旋律舒展流畅,具有较强的

抒情性和歌唱性,与前面出现过的主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主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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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唱歌《音乐在空中回荡》

这是一首美国歌曲,此曲为 大调, 拍,一段体结构。歌曲旋律优美,表现

了人们对音乐的喜爱之情。

歌曲由四个乐句构成。第一、二乐句为完全相同的乐句,采用了弱起小节,第

三、四乐句为变化重复的乐句。

第一、二乐句旋律围绕主和弦展开,节奏舒展,重复的旋律强调了歌曲叙述式

的发展方式。

第三、四乐句为两个相似乐句,因为词曲对应的原因,节奏稍有变化。乐句的

旋律围绕Ⅳ级和弦音展开,一开始出现的连续的四度、六度跳跃给人跌宕起伏、空

旷回荡之感。渐强、减弱的力度变化,给人由远到近,又由近到远的感觉,让人回

味无穷。

整首歌曲中速,稍快,朗朗上口的歌词让我们感受到音乐在空中回荡,耳边那

美妙的歌声,让身边的一切都变得那么美好。歌词归韵在“ɑnɡ”上,这样的押韵方

式让歌曲易于演唱。

(五)欣赏《致音乐》(童声合唱)

《致音乐》是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德奥艺术歌曲中的经典

曲目之一。舒伯特在1817年根据瑞典籍诗人肖倍尔的诗创作了这首歌曲。这首

歌曲清新优美,表现了一种积极向上和乐观的生活态度。

这首歌有两段歌词。第一段是诉说着音乐给作者的生活带来了希望,暂时忘

却了现实生活中的痛苦;第二段细腻地表现了音乐的美妙。这两段歌词表达了作

者豁达、乐观的心态。作者用他特有的创作技巧将《致音乐》提升到了另一个高

度,从他的歌曲中我们丝毫感受不到晦涩和痛苦,他表达出来的情感是积极向上

的,可见当时社会的黑暗没有影响他对艺术和生活的热爱。他的音乐创作没有受

到诗歌体裁的束缚,反而他的音乐更烘托出诗情画意的意境,表达了他对生活的

喜爱,对大自然的由衷赞美。歌曲抒发的是一种对音乐的崇敬与感激之情。

歌曲为 大调, 拍。旋律优美而简单,淳朴而深情,流畅自然。多用小音

程进行,少有大跳音程;伴奏简练活跃,前奏两小节后引入歌唱部分,使得伴奏与

歌声更加柔和、连贯。歌曲简朴、纯净的内容使听众容易理解,安静的音乐效果也

使得这首歌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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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谱:

致 音 乐
(童声独唱)

      [奥地利]肖倍尔   词

      [奥地利]舒伯特   曲
[美国]路易斯·维克多·萨尔 编合唱

          邓映易  译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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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欣赏《梦幻曲》(小提琴独奏)

《梦幻曲》是钢琴套曲《童年情景》中的第7首,作于1838年。整部套曲由13
首小曲组成,依次是:《异国和异国的人们》《奇异的故事》《捉迷藏》《孩子的请求》
《心满意足》《重大事件》《梦幻曲》《在壁炉旁》《木马骑士》《过分认真》《惊吓》《孩子

入睡》《诗人的话》。《梦幻曲》常被单独演奏,并改编为小提琴、大提琴、竖琴、长
笛、吉他独奏曲以及管弦乐曲、无伴奏合唱曲等。这部套曲创作的动机可以在作

者给他的妻子克拉拉的信中看到:“由于回忆起你的童年时代,我在维也纳写下了

这个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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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幻曲》为F大调, 拍,用单主题的三段体写成。乐曲的主题旋律由4小节

上行后逐渐下行的音调构成。整个旋律起伏匀称,节奏平稳,徐缓如歌,渗透着宁

静的冥想与深思的色彩。

第二乐段在第一乐段的基调上,做了调性转变的处理:由F大调转g小调,再
转B大调,再转d小调。这种特殊处理,从听觉上使人感觉新奇,旋律也随着调性

转换逐步上行,给人一种冉冉升起之感。

 

第三乐段是第一乐段的变化再现,结束前(倒数第3小节)的“”有任意延长

记号,使音乐弱了下来、慢了下来,好似梦中的飘带。美丽的梦随着音乐缓缓终

止,让我们回味久远。

 

舒曼(1810-1856) 柴可夫斯基曾说过:“舒曼的音乐给我们开辟了新音乐

形式的广大世界,他拨动了音乐先驱者所没有接触过的心弦。”
舒曼是19世纪上半叶德国式和法国式相结合的浪漫主义音乐的杰出代表,

又是一位抒情诗人。这位浪漫主义的宠儿,于1810年6月8日生于茨维格小城,
小城离德累斯顿只有100千米。

舒曼天性喜爱音乐,父亲为他请了一位优秀的钢琴教师,教他弹钢琴,盼望孩

子将来能成为一名卓越的钢琴家。
舒曼7岁开始创作,其天分不亚于莫扎特。9岁开始广泛地欣赏名家的演奏,

立志成为音乐家。他刻苦钻研钢琴艺术,试图创作戏剧和小说。他10岁时,从私

塾小学毕业,协助父亲管理书店,有机会博览群书,扩大知识视野。有一天,他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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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的书店里,发现了一份管弦乐的总谱,他爱不释手,认真钻研。这份总谱刺激

了他创作的欲望,由此创作了一部由两把小提琴、两只长笛、一支小号、两支圆号配

置的管弦乐曲,并由儿童小乐队试演了这部作品,得到父亲的赞赏。

1822年他中学毕业,遵照母亲意愿,在莱比锡大学攻读法律,他也喜爱哲学和

剑术。有一次,他看到舒伯特的歌谱,激动得热泪盈眶。舒伯特感人至深的歌曲,
拨动了他的心弦,他立下誓言将来要成为舒伯特那样的音乐家。于是他模仿舒伯

特,手持拜伦的诗作即兴创作。

1835年,他同门德尔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为他们俩乐风相近,人们称他

们是德国浪漫主义音乐的双璧。

1844年他赴俄罗斯演出,回国后,因精神病复发,在德累斯顿治疗养病。

1854年2月27日傍晚,他难以忍受病痛的折磨,飞身跳入莱茵河以结束自己

的生命,后被渔夫们救出,送进波恩的精神病院治疗。两年后病情恶化,1856年7
月29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附谱:

梦 幻 曲
(小提琴独奏)

 [德国]舒 曼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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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建议

本单元建议用3~4课时完成。

(一)小小音符真神奇

1.欣赏《音符》。
(1)欣赏这首歌曲时,应认真聆听此曲的和声进行、声部交替、咬字吐字、节奏

变化。
(2)欣赏一至两遍之后,可让学生演唱其中一个主题。
(3)这是一首富有情趣的合唱曲,也可作练习声曲用。通过练唱此歌曲,对学

生的音准、节拍、节奏、吐字、发音气息控制等方面的训练有极好的效果。

2.唱歌《神奇的音符》。
(1)《神奇的音符》是一首欢快活泼、具有律动感歌曲,适合采用稍快的速度进

行演唱,演唱时,一个乐句换一次气。
(2)歌曲中多次出现了带休止的前八后十六节奏,学生演唱时可能比较困难,

老师可让学生单独练习。
(3)歌曲虽然需要表现欢快活泼的情绪,但是要求气息连贯,声音要有跳跃

感,需要采用声断气连的演唱技巧进行演唱。
(4)演唱时还要注意顿音、保持音和重音的唱法。

(二)音乐带我去飞翔

1.欣赏《单簧管波尔卡》。
(1)《单簧管波尔卡》是一首深受人们喜爱的单簧管独奏曲。欣赏时,应着重

感受和体验乐曲轻松活泼、诙谐的情趣。
(2)乐曲中轻巧的颤音和富有弹性的吐音奏法,使乐曲充满了活泼的情绪。

欣赏乐曲同时应结合颤音的学习,使学生加深对颤音的了解,从理论与听觉上,巩
固颤音这一知识点。

(3)在教学时,老师需要播放音乐,在听得不够清楚的地方可结合多媒体进行

展示,帮助学生聆听内容。

2.唱歌《音乐在空中回荡》。
(1)《音乐在空中回荡》是一首美国歌曲,歌曲旋律优美,表现了人们对音乐的

喜爱之情。演唱时应注意歌曲情绪的表达。
(2)歌曲情绪轻松、旋律悠扬连贯,中速稍快,在演唱时需要用连贯的声音

演唱。
(3)歌曲中多次出现力度记号和渐强、减弱符号,这些都是学生以前接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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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一定的了解。老师应要求学生结合自己的感情对歌曲进行强弱变化。

3.欣赏《致音乐》。
(1)歌曲短小,音乐主题简洁,音乐形象鲜明,表达了人们对音乐的喜爱之情。
(2)欣赏时,老师可结合歌词和音乐旋律展开教学,帮助学生理解歌曲内涵,

感受歌曲所表达的情感,从而引起学生的共鸣。
(3)教学时,还可以结合不同版本的《致音乐》一起欣赏,唱一唱主题旋律。

4.欣赏《梦幻曲》。
(1)《梦幻曲》选自舒曼钢琴套曲《童年》中的第7首,后被改编成大提琴、二

胡、小提琴独奏曲等,教学时,可对比欣赏,感受不同乐器、不同演奏形式带来的不

同感受。
(2)乐曲速度较慢,乐句划分明确。欣赏时,老师可以从乐曲节奏入手,让学

生边看谱子边听辨不同节奏型,从而更好地理解乐曲。

(3)乐曲中出现的力度记号,“c→d→f→c→d→f→c→b”,有一定起

伏变化,给人朦胧、幽静的感觉。欣赏时应加以关注,充分地感受体验。

四、课例

音乐综合课《音乐带我去飞翔》

(一)教学思路

根据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理念,结合本单元主题“美妙的音乐”,从音乐基本

表现要素的角度出发,引导学生感受旋律线、力度的表现作用并加以表现,帮助学

生对简单的曲式结构产生浅显的印象;由歌曲过渡到聆听《梦幻曲》,按照学段内

容标准的要求,熟悉主题音乐,同时感受小提琴音色和旋律线的变化,引发学生的

联想,抒发自己对乐曲的感受。一系列实践活动有效地促进学生音乐审美能力的

形成与发展,在此过程中,学生有交流、互启、碰撞与激励,将激发学生对音乐的美

好感情,也为学生情感宣泄创造了机会。

(二)教学内容

感受与鉴赏 表  现 创  造 音乐与相关文化

聆听《梦幻曲》与《音乐在空

中回荡》

演唱《音乐在空中回

荡》

用各种方式表现旋律

线的变化
———

(三)教学目标

1.感受《音乐在空中回荡》的热情奔放与《梦幻曲》的宁静,引导学生对音乐产

生美好的向往和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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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带力度变化的演唱表现《音乐在空中回荡》的欢快与激情,体会旋律线的

变化及曲式结构;聆听《梦幻曲》,熟悉其主题音乐,从小提琴音色和旋律上感受其

意境。

3.熟悉并巩固弱起小节,运用力度变化表现歌曲。

(四)教学重、难点

1.用带力度变化的演唱表现《音乐在空中回荡》的欢快与激情,体会力度与旋

律的关系,感受其曲式结构;感受《梦幻曲》的意境,熟悉其主题音乐,体会小提琴

的音色。

2.体会并表现旋律线变化。

(五)教学准备

钢琴、多媒体教学设备。

(六)教学过程

1.《音乐在空中回荡》

(1)复习《单簧管波尔卡》,播放《单簧管波尔卡》主题一、主题三。

老师:这是什么乐曲? (学生回答)美好的音乐犹在空中回荡,美好的音乐伴

随我们每时、每刻,它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印象? (学生回答)那么下面这段音乐又

体现了什么情绪感受?
(2)弹奏歌曲《音乐在空中回荡》旋律,然后请学生谈谈对音乐的情绪感受。

展示遮住歌词的大歌单。

老师:让我们再来听一下它有几个乐句? (再次弹奏旋律,请学生说说有几个

乐句)这四个乐句中哪两句相同? 哪两句相似? (重复弹奏旋律,学生边听边唱边

观察大歌单,并说一说)

老师:一、二乐句相同,三、四乐句相似。观察第一、二乐句的第一个小节,有
什么发现? (弹奏第一、二乐句,引导学生发现弱起小节,提示学生在哼唱中注意

强弱)第三、四乐句是什么原因使它们相似? (弹奏第三、四乐句,要求学生观察谱

子并哼唱,说出它们的第2小节节奏有变化,第4小节尾音不同)你们能用起伏的

线条表示这四个乐句的旋律变化吗? (请学生标注四个乐句的旋律线)旋律线的

起伏还可以用什么方式表示? (请学生说说,老师弹奏旋律,学生边哼唱边表示旋

律的起伏)

老师:相同的音乐能给人不同的感受,让耳朵来告诉我们吧! (弹奏两遍旋

律,第一遍没有力度变化,第二遍有力度变化)感觉怎么样? 哪一种更悦耳? 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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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是哪些地方有变化? 你们能把它指出来吗? (引导学生感受旋律线与力度变

化的关系)你们能用“lu”唱出力度的变化吗? 让我们来试一试。(弹奏旋律,学生

进行模唱,在此强调“ ”与“ ”的音准,可以反复练习几次)
(3)播放歌曲《音乐在空中回荡》,同时在大歌单上展示歌词。

老师:音乐加入歌词和没有歌词时有什么不一样? (学生说一说。老师弹奏

旋律,学生视唱歌词)有觉得困难的地方吗? (学生说一说。练习倒数第3小节一

音多字处)让我们在美妙的音乐中轻轻吟唱吧! (老师弹奏旋律,学生唱歌词)

老师:歌曲给我们的感觉如此热情奔放,你们怎样将它演绎得更激情、更动人

呢? (学生说一说、唱一唱,启发学生将力度变化加入其中)

同学们可以分成三组,分别演唱其中一段歌词,比比哪一组唱得更能打动听

众。(学生分为三组,讨论并练习有感情地和有力度变化地演唱,指导学生加入适

当的表演动作,如:挥手、摇头等,集体接唱歌曲)

2.《梦幻曲》

老师:音乐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语言,往往更能表现人类丰富的内心世界,实现

着思想和情感的表现与交流。当你们听到它,会情不自禁地俯身聆听,走进音乐

营造的美妙世界,进行自己特殊的音乐漫游。(播放《梦幻曲》,请学生说一说乐曲

的情绪和听乐曲后的感想)

老师:这是德国作曲家舒曼所写的钢琴套曲《童年情景》中的第7首《梦幻

曲》。《童年情景》以简练的手法、逼真的心理描写,刻画出儿童的各种心理活动。

通过音乐使人回忆起童年生活的情景。舒曼曾对夫人克拉拉说:“由于回忆起了

你的童年时代,我在维也纳写下了这个作品。”让我们来感受《梦幻曲》那温柔优美

的梦幻境界。(播放《梦幻曲》,学生聆听,老师带领学生跟随音乐哼唱或晃动身

体)

老师:它是用什么乐器演奏的? (请学生说一说,老师介绍小提琴)让我们来

听听小提琴特有的音色。(播放《梦幻曲》主题音乐片段)小提琴的音色给人什么

感觉? 请你们用简单的词语来描述它。

老师:大家观察每一乐句的起始小节有什么特别之处? 它和《音乐在空中回

荡》的起始小节相同吗? 这个弱起在这里能给人什么感觉? 有什么作用? (请学

生说一说,将《梦幻曲》的起始小节弹奏为强拍,学生听辨、模唱、比较)同样是弱起

小节开始,同样是 拍子,为什么《音乐在空中回荡》和《梦幻曲》会带给我们不同

的情绪波动,引发我们不一样的联想呢? (请学生说一说,从速度变化上和旋律起

伏上进行分析)《梦幻曲》的旋律起伏像什么? 它的旋律起伏和《音乐在空中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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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怎么样? (老师弹奏两段音乐,让学生哼唱比较,并用身体的律动来表现)

老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而这首《梦幻曲》使我们沉浸其中,让我们再次走

进舒曼的梦,走进《梦幻曲》,去漫游那充满幻想的音乐世界。(播放《梦幻曲》,学
生可用哼唱或简单的动作表现自己的感受)

3.小结

老师:只要你们善于观察聆听,你们会发现美妙的音乐无处不在,它带给你们

的是无穷无尽的想象,是不能言表的享受,让音乐伴着你、伴着我、伴着他去飞翔。
(谢彬艺)

五、补充资料

舒曼与克拉拉的故事

毕铭华

你是我的心和灵魂,
你是这样善良和纯真,
你是我的一切———甜蜜。
痛苦的泪水和欢乐的生命……
这是德国著名的大音乐家罗伯特·舒曼结婚时赠其爱妻克拉拉·维克的礼

物。为何在新婚之际舒曼会赠送这样使人满怀伤感的诗句呢?
罗伯特·舒曼6岁开始作曲,没有老师的指导。11岁已经能写合唱曲和管弦

乐曲。17岁给自己写的诗篇配上音乐。不久,师从德列·维克学钢琴。正是德

列·维克说服了他的母亲,从而使舒曼开始了他的音乐家的生涯。在师从维克的

五六年中,舒曼与先生的女儿克拉拉·维克一起弹奏四手联弹,一起到郊外闲游,
又常常一起去商店,最后产生了互相信赖的感情。

德列·维克对舒曼的才能是赞不绝口的,他在给舒曼母亲的信中写道:“本着

你儿子罗伯特的幻想和才能,我负责把他教成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但是维

克不愿把女儿嫁给舒曼,原因是他太穷,而当时克拉拉已是著名钢琴家。只要克

拉拉一出嫁,他便会丧失那著名钢琴家的经理人的荣耀和有利的位置,而且也不

能分享她的光荣和高额的收入了。他认为他女儿的一辈子都该感谢他,在他的心

里,女儿的个人幸福是不存在的。为了要使克拉拉脱离舒曼,他赶忙把她又带往

外国演出去了。
但是维克的嫌贫爱富反而更使克拉拉对舒曼的爱情忠贞不渝。克拉拉在准

备去法国巴黎演出时就带着舒曼的作品,维克感到万分愤怒,一定要她把这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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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从箱子里拿出去,且不等回答,就粗暴地从克拉拉的手中把谱子抢去,扔到墙角

里。勇敢的克拉拉坚持一定要带走,如不然,她就不去巴黎。维克只好让步了。
虽然克拉拉已到了结婚之年,但是当时的法律规定女儿结婚要取得父亲的同

意,维克仍然坚持不同意。舒曼和克拉拉这一对年轻人逼迫无奈,只好诉之法庭。
维克在无可奈何的怨恨中故意加以拖延,捏造一些充满卑污的诽谤,存心要拆开

舒曼和克拉拉。世界音乐史上唯一的一对音乐家夫妇好事多磨,终成眷属,于是

舒曼就写了上面这首诗送给克拉拉。

梦 幻 曲

  
[德国]舒 曼  曲

   冰 河 填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