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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浪漫主义音乐精神的预言者贝多芬、浪漫主义时期的艺术歌曲创作、浪漫主义时期的交响乐创作
、浪漫主义音乐作品分析与鉴赏、贝多芬的主要作品分析与鉴赏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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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浪漫主义音乐的产生、发展及其艺术特征　　浪漫主义音乐是继维也纳古典乐派之后
于19世纪初至19世纪末叶在欧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重要音乐流派。
浪漫主义音乐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法国大革命失败后，1815年全欧洲的封建势力复辟，以及随后兴起的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运动是产生
浪漫主义音乐的历史土壤。
作为维也纳古典乐派最后一位伟大作曲家的贝多芬，是通向浪漫主义音乐的历史桥梁，在他的后期创
作中已显露出浪漫主义音乐的一些特征。
浪漫主义音乐初期的代表人物是德、奥的舒伯特和韦伯。
19世纪30至40年代，随着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运动的高涨，浪漫主义音乐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为此
作出突出贡献的作曲家有德国的门德尔松、舒曼、瓦格纳，法国的柏辽兹，波兰的肖邦，匈牙利的李
斯特。
19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欧洲民主运动的低落，浪漫主义音乐也开始走向衰落，到19世纪70至80年代
逐渐走向解体，这一过程最明显地表现在瓦格纳的晚期歌剧的创作中。
浪漫主义音乐的鼎盛时期虽然已经过去，但它的直接影响一直持续到19世纪后半叶的许多作曲家如理
夏德·施特劳斯、马勒的创作中，故也有人称这些作曲家为“晚期浪漫派”。
　　不像古典主义作曲家对未来充满着乐观和自信，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家既对封建统治下的黑暗社
会现实极为不满，又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幻想建立的理想的社会制度感到失望，因而看不到社会
的出路和发展，普遍产生失落、不满、苦闷等情绪。
为了摆脱生活的苦闷，寻求精神的解脱，他们沉醉于个人情感的主观体验，寄情于遥远的过去和大自
然，揭示社会的冷酷和艺术家在社会中感到的孤独，而把爱情美化。
创作内容的这些变化，使浪漫主义音乐产生了许多新的艺术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为：个人主观感
情的表现得到了深刻的揭示和加强，这正如浪漫主义音乐家李斯特所说的“音乐是最纯的感情火焰”
。
在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作品中，作曲家内心的激情得到了深刻、强烈甚至是夸张的揭示。
他们的音乐所表现的主人公常常是充满了想象、憧憬、渴望的带有明显自传性的人物。
由于个人的美好理想与黑暗现实无法调和，他们常常到大自然、宗教中去寻找安宁与和谐，在这个幻
想的世界和精神寄托的世界里寻找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得到的东西。
因此大自然和宗教对浪漫主义的音乐家们来说有了更为深刻的体验和表现含义。
浪漫主义音乐家重视民族、民间音乐，并不断从中吸取滋养，使他们的创作具有一定的民族特色。
浪漫主义音乐的特点还表现为提倡音乐的标题性，主张“艺术综合”（音乐与诗歌、戏剧等艺术的结
合）等。
在他们看来任何一门单独的艺术门类即使再完美也是有缺陷的，完美的艺术形式是不同的艺术门类相
结合的产物。
此外在音乐的体裁和形式上，浪漫主义作曲家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和创造。
他们创造了名目繁多的诸如即兴曲、练习曲、夜曲、叙事曲、前奏曲、幻想曲、谐谑曲、无词歌等单
乐章的器乐曲和大量的抒情艺术歌曲，以及由一系列的器乐或声乐小品组成的器乐或声乐套曲（如钢
琴套曲、声乐套曲等），同时还创立了不同于传统的体现浪漫主义美学思想的多乐章的标题交响曲和
单乐章的交响诗。
在音乐表现的手法上，新的自由舒展、连绵起伏的旋律在音乐作品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并广泛地被
运用到器乐音乐（包括交响乐）中。
而节奏的运用更加复杂和多样，使得音乐更具活力。
特别是在和声语言上，不协和和弦及半音和声的运用，使音乐的表现力更为扩大和丰富。
上述浪漫主义音乐的这些特点，主要反映在浪漫主义时期的艺术歌曲、钢琴小品、交响乐和歌剧的创
作中。
　　复习思考题：　　1.浪漫主义音乐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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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浪漫主义音乐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是什么？
　　3.浪漫主义音乐遵循了哪些音乐美学上的主张？
　　4.浪漫主义音乐在艺术上有哪些主要特点？
　　第一节　浪漫主义音乐精神的预言者贝多芬　　贝多芬与海顿、莫扎特虽然同是维也纳古典乐派
的代表，但贝多芬是属于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作曲家。
就他们创作的本质而言，贝多芬的音乐更深刻地体现了一种新世纪的时代精神。
　　一、生平与创作经历　　1770年12月16日，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生于德国
莱茵河畔的波恩城。
贝多芬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当地的选帝侯马克斯·弗雷德里奇的宫廷歌手，母亲马德雷娜·莱姆是埃伦
布莱特施坦因伯爵的厨师。
贝多芬的幼年是在非常不幸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的父亲由于急于要把他培养成“第二个莫扎特”，在
他4　　岁起就迫使他长时间地练习钢琴和小提琴，贝多芬的音乐天分就是在这样一个沉闷的家庭气
氛中发展起来的。
贝多芬在8岁的时候已能较好地演奏这两件乐器，11岁时，他在宫廷或教堂里演奏管风琴或古钢琴，同
时开始跟涅菲（C.Neefe）学习作曲。
涅菲富有远见地预言贝多芬将是音乐史上的“第二个莫扎特”。
1787年，贝多芬去维也纳向莫扎特学习，莫扎特在听了示意贝多芬演奏的一个主题后激动地对在场的
人说：“注意他（指贝多芬），有一天他将震惊全世界”。
然而贝多芬没有能继续跟莫扎特学习下去，原因是在接到母亲病情加重的消息后很快地返回了波恩。
由于贝多芬的父亲酗酒成性，对家庭的生活不负责任，贝多芬很小就承担起养活家庭的重任。
母亲的去世更使得家庭的生活陷于贫困状态。
贝多芬的早年可以说饱尝了生活的艰辛。
同年冬季，在挚友F.韦格勒的推荐下，贝多芬在波恩富有名望的贵族遗孀布罗宁家当音乐教师，布罗
宁夫人后来一直是贝多芬的终身朋友。
在布罗宁家中，他接触到了许多富有新的思想的人物，接受了许多新思想及席勒、歌德的富有“狂飙
突进”精神的文学作品。
1789年，贝多芬到波恩大学听哲学、历史课，进一步受到了启蒙运动的深刻影响。
这时期创作的康塔塔《悼念约瑟夫二世大合唱》及《谁是自由人》等作品，反映出贝多芬受启蒙思想
影响的哲学追求。
1792年，欣赏贝多芬才华的华尔斯坦伯爵，送贝多芬到维也纳进一步学习。
从此后，他就定居在这座城市。
　　在维也纳的初期，贝多芬先后跟海顿、阿尔布雷希茨贝格、萨列里和申克学习，并以钢琴家的身
份出入贵族的宫廷。
在维也纳，贝多芬过着一种自由、自尊的艺术家的生活。
不像前辈的音乐家海顿、莫扎特等人，贝多芬并不依附于某个宫廷或贵族，而是依靠自己的音乐能力
，同时获得几个爱好音乐艺术的贵族的慷慨资助。
在贝多芬的部分钢琴奏鸣曲、交响曲等作品中，留下了贝多芬将这些作品题献给他的这些赞助者的名
字。
他们有李希诺夫斯基亲王、洛布科维兹亲王、拉祖莫夫斯基亲王等。
皇帝的兄弟、大公爵鲁道夫也成了贝多芬的学生和朋友。
他们不仅为贝多芬提供住处，也为贝多芬的学习和生活付出了大笔的款项。
有时贝多芬也受到新生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资助，受惠于音乐会生活和音乐出版业的发展。
他曾这样写道：“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有六七个出版者，如果我愿意的话，还可能有更多的出版者。
不会有讨价还价，我定价，他们付钱。
”然而贝多芬与这些贵族的交往，在人格上始终是独立的。
贝多芬不仅坚持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权利，也迫使对方把他当作平等人来对待。
他说：“与贵族们在一起是好的，但首先要让他们尊重你。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方浪漫主义音乐分析与鉴赏>>

”在拿破仑发动侵略战争期间，当李希诺夫斯基坚持要贝多芬为那些法国军官演奏时，贝多芬在狂怒
中奔出宫廷，砸碎了他存放的一尊李希诺夫斯基的雕像，并写信给这位亲王说：“亲王，你之所以为
你，是由于偶然的出身。
我之所以为我，是因为我自己的努力。
亲王过去有的是，将来还会有无数个，而贝多芬只有一个。
”贝多芬甚至表现出对这些贵族的轻蔑，他常常称这些人为“高贵的乌合之众”，认为“世界上没有
什么事物比大人物更渺小的了”。
1795年后，贝多芬开始举办公开音乐会，去欧洲的一些地方旅行演出和创作。
从1798年开始，他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创作上。
然而正在他的事业开始腾飞的关键时刻，贝多芬发现自己不可治愈的耳疾迅速恶化，并且将要导致听
觉的完全丧失。
这致命的打击几乎将他的精神彻底击溃。
1802年贝多芬在维也纳郊外的避暑胜地海利根斯塔特，写下了著名的“海利根斯塔特遗嘱”。
然而崇高的艺术追求和与命运的抗争精神留下了贝多芬，使他最终战胜了危机：“来日无多，我将结
束我的生命。
只有艺术才能挽留我。
啊，在我把我觉得应该创作的都创作出来之前，似乎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
⋯⋯我决心不受任何阻碍的影响，我怕和谁比试自己的力量呢？
如果可能，尽管在生活的某些时刻我将成为上帝创造物中最不幸的一个，我将和我的命运对抗。
⋯⋯我将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会让我屈服。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贝多芬写下了充满欢乐精神的《第二交响曲》。
自1803年起，贝多芬进入了其一生中最为旺盛的创作时期，或者说进入了他音乐创作的英雄年代。
这一时期的作品充满了对人的力量、人的权利、人的理性的肯定以及为了崇高的目标所经历的不屈不
挠的斗争精神。
音乐中所表现的是“时代需要的精神健壮的人物”，他们“已不是少年维特，而是埃格蒙特；不是调
皮的苏珊娜，而是勇敢的列奥诺拉；不是机智的费加罗，而是革命斗争的英雄。
”此时的贝多芬在维也纳的名望颇高，人们都以认识贝多芬为荣。
拿仑的弟弟热西姆·拿破仑，当时是德国威斯特法利亚的国王，曾出高价聘请贝多芬，但维也纳人最
终挽留住了贝多芬。
　　自1812年起，贝多芬的创作一度出现了停顿。
1816年后贝多芬的听觉已完全丧失并过着隐居的生活。
来访者只能与他进行笔谈，他的性格也变得郁闷、暴躁和多疑。
许多资料认为这是贝多芬生活与创作的危机时期，但实际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
此时的贝多芬一方面收集了许多民歌，另一方面也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回顾与总结。
1817年后他恢复了创作，写下了一生中最后的一批作品。
晚期的创作在风格上有了较大的变化，如作品中的主观因素被加强，音乐中更多地充满了内在的刻画
，忧郁和徘徊的因素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不像中期的作品充满了势不可挡的英雄气概。
表现手法上如曲式比较自由，复调的运用有所增加。
1826年他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天气中乘敞篷马车出行，引起了肺炎和水肿，做了几次手术也未能见效。
1827年3月26日下午，贝多芬逝世于维也纳。
　　二、作品与创作分期　　贝多芬的全部音乐主要包括9部交响曲、32首钢琴奏鸣曲、一部歌剧、2
首弥撒曲、11首序曲、5部钢琴协奏曲、1首小提琴协奏曲、16首弦乐四重奏和9首小提琴奏鸣曲等。
从数量上看，贝多芬比他的前两位伟大作曲家海顿和莫扎特的创作有所减少，但贝多芬的作品从内容
到形式更为复杂和宏大，更富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和意义。
不像莫扎特往往很轻松就能完成一部作品的创作，贝多芬要完成一部作品的创作，往往会付出巨大的
精神代价。
　　从风格上来看，贝多芬的音乐创作明显经历了三个时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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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2年以前，是贝多芬创作的早期。
这段时期的创作明显地还有海顿、莫扎特音乐的一些影响，但同时更多地反映出他本人的创作个性。
音乐史上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击力的撞击在《第二交响曲》和部分钢琴奏鸣曲等作品中迸发出来。
这一时期创作的音乐作品主要有：《C大调第一交响曲》、《D大调第二交响曲》；《C大调第一钢琴
协奏曲》、《降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在创作的10首钢琴奏鸣曲中较为重要的作品有：《c小调奏
鸣曲》（悲怆）、《升c小调奏鸣曲》（月光）、《d小调奏鸣曲》（暴风雨）等。
1803-1813年是贝多芬创作的成熟时期，此期间贝多芬的创作特征得以明显的确立。
主要作品有：《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降B大调第四交响曲》、《c小调第五交响曲》（
命运）、《F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A大调第七交响曲》、《F大调第八交响曲》；《c小调第
三钢琴协奏曲》、《G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歌剧《费德里
奥》；管弦乐序曲《埃格蒙特》、《科里奥兰》等；6首钢琴奏鸣曲，它们之中最为著名的是《f小调
奏鸣曲》（热情）、《C大调奏鸣曲》（黎明）等；F大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春天》、A大调《克
莱策》；三首献给拉祖莫夫斯基的四重　　奏：降E大调《竖琴四重奏》、f小调《庄严四重奏》等。
其主要特征是时代英雄斗争的主题和英雄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在这些作品中。
1816-1827年是贝多芬创作的晚期。
主要作品有《d小调第九交响曲》（合唱）、《D大调庄严弥撒》、《升c小调四重奏》及最后5首钢琴
奏鸣曲（第28-32首）等。
　　三、创作特征　　在贝多芬的全部音乐中，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和人生观是其创作的核　　
心。
这突出地体现在他强烈地要求自由、平等和博爱。
对于贝多芬来说爱自由胜弟情义看做是自己为之奋斗的最终理想；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中他感到在实
现这一理想的人生道路上充满了艰辛和痛苦，而他则坚信“我们这些具有无限精神的有限的人，就是
为了痛苦和欢乐而生的，而最优秀的人物是通过痛苦才得到欢乐”这样一条哲理信念。
正是这些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精神追求，为贝多芬的音乐语言开辟了表现的新天地。
贝多芬的创作涉及交响曲、钢琴奏鸣曲、歌剧、协奏曲、序曲、各类重奏、弥撒曲等音乐的体裁和形
式。
在这些体裁的创作中，一个最突出的风格特点就是新的交响性思维和表现手段，而这一点更多地体现
在他的交响曲和钢琴奏鸣曲的创作中。
贝多芬首先打破以往套曲的相对机械的程式关系，使主要音乐形象在充满戏剧性矛盾的冲突中、贯穿
发展中展开。
对比是贝多芬音乐的另一大特点，这不仅表现在乐章和乐章之间、主题与主题之间的对比并置，更重
要地表现在音乐的性格、形象之间的对比并置和冲突。
贝多芬音乐中的这种戏剧性发展要求，也促使他对原有奏鸣曲式特别是它的展开部和尾声进行扩展，
而这使得套曲结构具有新的表现规模。
　　四、钢琴奏鸣曲与交响乐创作　　与被称为钢琴音乐“旧约全书”的巴赫的《十二平均律》相对
应，贝多芬的32首钢琴奏鸣曲被称之为钢琴音乐的“新约全书”。
与维也纳古典乐派海顿、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相比，贝多芬的这32首钢琴奏鸣曲有很大的创新。
它们形成了贝多芬音乐特殊的思维方式：对比、连贯和统一。
从音乐的性格上看它们可分为以下几类：　　（1）英雄性、戏剧性。
这类作品占的比例较重，包括第1首Op.2、第5首Op.10-1、第8首Op.13（悲怆）、第14首Op.27-2（月光
）、第23首Op.57（热情）。
这些钢琴奏鸣曲都是悲壮激昂、热情洋溢的作品，多用小调式。
不像海顿的钢琴奏鸣曲中的主题直接来源于民间，这些作品中的音乐主题都充满了贝多芬式的英雄气
概和戏剧性。
对比的因素不仅鲜明地出现在主、副部主题之间（第1首），而且出现在主部主题本身（第5首）和引
子本身之中（第8首）。
它们具有强烈的潜在发展的戏剧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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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性、戏剧性的典型之作是第23首，整部作品不仅构思严密，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对比，而且象征着
命运的主题动机贯穿、推动着全曲的发展。
（2）抒情性、田园性。
这类作品反映出贝多芬精神生活的另一方面，即对大自然的感受。
主要作品包括第2首Op.2-2、第15首Op.28（田园）、第21首Op.53（黎明）等。
（3）舞蹈性。
这类作品的基本节奏或主题，常常出自于贝多芬对民间舞蹈音乐的艺术处理或加工。
音乐中的狂欢性质，与贝多芬表现人民群众的盛大场面、酒神式的精神密不可分（贝多芬的“酒神精
神”，参见第二章第一节）。
主要作品有第六首Op.10-2、第16首Op.31-1、第22首Op.54等。
从《第二钢琴奏鸣曲》开始，传统钢琴奏鸣曲的基本样式得以发展和变化。
这主要表现在用更加富于动力性的谐谑曲代替了小步舞曲；早、中期奏鸣曲的三乐章结构，根据表现
的需要常常被扩展为四个乐章；不同性质的乐章组合更为自由，如第13首和第14首，第一乐章是“幻
想性的慢板”，而重头的快板奏鸣曲式被安排在第三乐章中。
第28-32首奏鸣曲在风格上有了较大的变化。
一种哲学式的内在主观性，成为表现的主要特征。
结构上更为自由，情感的细腻和音色的变化较为突出。
以第30首Op.109为例，第一乐章很难看出是奏鸣曲式，音乐的发展常使人感到思路不连贯。
而第三乐章“非常歌唱性、富于内心感情的”表现方式，就“好像是贝多芬自己对自己说话”（罗曼
·罗兰语）。
我们在浪漫主义作曲家舒曼的钢琴作品中，可以进一步看到这一手法的全面运用。
　　贝多芬的9部交响曲，在他的器乐音乐中占有主导地位。
贝多芬的交响乐的创作，较之他的钢琴奏鸣曲要晚，但钢琴奏鸣曲的一些思维创作方式，如对比和扩
展，被进一步运用到交响乐的创作中。
　　分别于1800年、1802年创作的第一、第二交响曲，是最接近海顿和莫扎特交响曲风格的。
特别是《第一交响曲》，无论是在乐队的规模还是在作品的结构上，都留有维也纳古典乐派典雅、清
新的艺术特征及组曲风格的特点。
《第二交响曲》的第四乐章，也靠近传统的交响风格。
然而这两部交响曲也蕴含着一种内在的发展潜力，一些创作手法使当时的人们耳目一新，如《第一交
响曲》的开始于离调的D／S和弦，段与段之间的开放性特征被加强等。
《第二交响曲》开始摆脱了《第一交响曲》中乐观、健康的青春气质，具有了贝多芬式的英雄气概。
第一乐章的规模不但被扩大，尾声中还出现了第二展开部。
此时的贝多芬已开始突破海顿、莫扎特交响中以弦乐为主奏的室内性风格，加强了铜管乐器在乐队中
的运用。
第一乐章还出现了一种豪迈的进行曲音调。
从《第二交响曲》开始，贝多芬在第三乐章中去掉了典雅、优美的小步舞曲，代之以富有粗犷、动力
的谐谑曲。
标志着贝多芬的交响乐创作从内容到形式上的一次重大飞跃的是他1803年创作的《第三交响曲》（英
雄）。
这部作品原是题献给贝多芬心目中的英雄拿破仑的，拿破仑称帝后，贝多芬以“为纪念一位伟人而作
的英雄交响曲”的题词出版。
《英雄交响曲》的出现，是西方音乐史乃至文化史上前所未有的突破。
从内容上来说，歌颂为争取自由、平等、博爱的崇高理想而英勇斗争的具有社会政治意义的时代英雄
被首次反映在交响曲这一体裁形式中，它的出现，标志着西方音乐史上音乐内容的一移革命。
不仅如此，它也标志着贝多芬音乐中新的创作倾向的开始。
此后，以革命英雄斗争为主题的音乐形象贯穿在贝多芬的创作中。
从形式上看，新的表现内容促使贝多芬打破以往奏鸣交响套曲中相对机械呈示的关系及表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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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贝多芬加强了音乐的戏剧性，使主要音乐形象在戏剧性冲突中得到贯穿发展。
其次他扩展了奏鸣曲式的各个部分，特别是它的展开部和尾声。
展开部成为他表现英雄斗争的重要战场，而尾声也不是简单的收束，已成为第二展开部和英雄走向胜
利的高潮和结局。
再次贝多芬以法国革命时期悼念英雄的《葬礼进行曲》替代了传统的慢板乐章，用活泼、欢快，富有
斗争精神的谐谑曲替代了传统的宫廷小步舞曲，这样一来奏鸣交响套曲的形式结构在贝多芬手中具有
了崭新的面目。
贝多芬在《英雄交响曲》中所作的上述革新，使奏鸣交响套曲这一体裁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贝多芬另一部反映革命英雄斗争主题的重要交响曲，是他1808年创作的《命运交响曲》。
作品以“通过斗争，获得胜利”这样一种哲理思想来表现英雄与命运的抗争精神，以及最终获得胜利
的豪迈气质。
作品的结构布局也是以这种哲理进行的框架来安排戏剧性情节的发展过程。
在表现手法上，《命运交响曲》是贝多芬交响曲中最精炼、简洁的作品。
第四、第六交响曲是表现英雄生活的另一侧面——对大自然的感受，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
《第六交响曲》（田园）是贝多芬唯一一部亲自为整部作品及各乐章加标题的交响曲，它由5个乐章
组成。
各乐章的标题分别是：1.到达乡村时的愉快感受；2.溪边景色；3.乡民欢乐的集会；4.暴风雨；5.牧歌
，暴风雨后愉快和感激的心情。
然而这部以表现自然为主的作品，不是一幅描绘自然的山水画，它着重抒发的是人在大自然中的精神
状态和内心感受。
贝多芬说：“《田园交响曲》——不是图画，而是表现人们在乡村引起的快感，或乡村生活的某些乐
趣。
”是“情感的表现多于声音的描绘”。
“任何有乡村经验的人，无标题也能知道作者表达的内容。
”1812年同一年完成的《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除复调、变奏特征的《第七交响曲》的第
二乐章具有深沉、悲哀的气氛外，始终洋溢着一种蓬勃向上的乐观气质。
《第七交响曲》中鲜明的舞蹈节奏、宏大的铜管音响，与作曲家表现人民群众盛大的欢庆场面密切相
关。
而《第八交响曲》的创作手法简练、结构紧凑，被称之为是贝多芬“小型化”的交响曲。
1824年创作的《第九交响曲》，是贝多芬交响乐创作的顶峰，也是其晚期创作风格的代表作。
在这部作品中，贝多芬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自己一生中为之奋斗、执著追求的美好理想——全人类
的自由和解放、胜利和欢乐、团结和友爱。
内容的表现使席勒的诗句，《欢乐颂》更为明朗化。
然而它们完全代表着贝多芬自己的哲学精神，因为“这些诗句并不足以代表贝多芬心目中的奇想”（
马勒语）。
贝多芬为表现这一宏伟的蓝图，在结构的安排和手法的使用上是非常独具匠心的。
前三个乐章的结构布局：风雨动荡的激烈世界，与命运的继续抗争，英雄一生的哲理沉思，都为最后
乐章的出现作了铺垫，或者说它们都自然逻辑地导向第四乐章。
整部交响曲的发展和第四乐章“欢乐颂”的主题在乐队和声乐的不同声部组合的多次变奏出现，最后
都在高亢的合唱声中达到高潮。
　　贝多芬的交响乐创作是交响乐创作历史上的里程碑，它对后世的影响无论在音乐创作的观念上，
还是在具体创作手法的运用上都是极其深远的。
正如保罗·朗格所指出的：“器乐在整个19世纪余下的时间的发展都是在他（指贝多芬）的符咒之下
，但是没有一个音乐领域的真正灵魂不是归功于贝多芬。
”贝多芬的交响乐创作中标题性的创作原则、音乐传递人类的痛苦与欢乐、现实与美好的理想、愿望
等哲理和思想内容，以及他的交响曲中所表现出的体裁之间的综合、主题的象征意义、不同性质曲式
之间的灵活运用等艺术特征，直接预示、启发了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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