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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聚焦  



  ◆19世纪初期，世界文学艺术风格以浪漫主

义为主，诞生了许多著名的文学艺术家，创作出

了众多具有时代性的文学艺术作品。这一时期的

文学艺术作品紧密结会社会变革，一方面歌颂了

民主和自由，热情鼓励人们为争取自由、幸福和

解放而斗争；另一方面则以美好的理想和憧憬从

侧面彻底检视和抨击了当时的社会。 

    ◆19世纪初期许多著名的音乐作品和美术作

品表现出了浪漫主义色彩。 

学习聚焦 



史事速览  



  19世纪上半叶，在剧烈的变革与动荡中，启蒙思想家的
社会理想与现实产生强烈反差。 

★人类文明的引擎——棉纺织业的技术创新 

工业革命的扩展 

法国大革命 浪漫主义之父——卢梭 



史事速览 

一、心灵的激荡 



史事速览 
一、心灵的激荡 

   1．背景 

    (1)工业革命扩展。 

    (2)法国革命推动民族、民主运动。 

    (3)社会现实与理想强烈反差。 

   2．特点 

      对社会现状强烈不满、强调抒发个

人情感、积极追寻理想世界。 

 

 



  浪漫主义文学在英、法两国成就最高。 

★工业革命时代的浪漫情怀—浪漫主义文学 

雨果 普希金 

拜伦 雪莱 济慈 

海涅 霍夫曼 



史事速览 
一、心灵的激荡 

   1．背景 

   2．特点 

   3．概况： 

     (1)在、法成就最高。 

     (2)英国：拜伦、雪莱和济慈。 

     (3)法国：雨果。 

     (4)俄国：普希金。 

     (5)德国：霍夫曼、海涅。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方面，乔治•

戈登•拜伦（1788—1824年）是其杰出代表。 

★工业革命时代的浪漫情怀—浪漫主义文学 

雪 

拜伦 《唐璜》插图 



  维克多•雨果（1802—1885年）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

代表人物，给人类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学遗产。 

★工业革命时代的浪漫情怀—浪漫主义文学 

雨果 



     一群作家现在要求回复淳朴和自然主义；他们

较少地注意人是理性的动物，更多地注意人的本能

和感情……自然界不再被认为是一架冷冰冰的、自

动的机械。它被看做美丽、崇高和魅力的具体体现

而受到人们崇拜，或者被看做给人们提供保护和慰

藉的源泉而受到人们亲切的尊敬……卑贱的牧羊人

和农民在文学中受到了早已应得的地位。 

——《世界文明史》 

史料解读 

    结合材料分析，浪漫主义文学呈现怎样的特点？ 

   浪漫主义更加注重人的本能和感情；通过作品反映人们对现实社会的不

满；并注重对普通人的歌颂，对弱者和受压迫者表示巨大的同情。 



     鲁迅在回忆20世纪初期的情形时说：

“有人说拜伦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

觉得这话很有几分真。就自己而论，也

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 

史料解读 

    当时爱国青年为什么爱读拜伦的作品？ 

    拜伦的作品充满追求自由和解放的浪漫主义精神，契合了20世纪初中华

民族努力实现独立、民主与自由的时代主题，因而为爱国青年所喜爱。 



概念解读 

浪漫主义文学 

    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于19世纪初，是第一次工业革

命及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时代的产物，是在人们对

启蒙运动“理性王国”的失望，对资产阶级革命中的

“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幻灭和对资本主义社会

秩序不满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浪漫主义文学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

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

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以

英国和法国成就最高，代表人物分别是拜伦和雨果。 



史事速览 

二、浪漫乐章 



史事速览 
二、浪漫乐章 

  1．特点 

    (1)思想：富有诗意，注重情感

的表达，充满幻想。 

    (2)地区：德国和奥地利是浪漫

主义音乐的摇篮。   



  贝多芬（1770—1827年）是音乐史上一个承前启后式的
人物，既将古典音乐推向新的高峰，又开创了浪漫主义音乐
的先河。 

★工业革命时代的浪漫情怀—浪漫主义音乐 

从古典到浪漫的贝多芬 



  舒伯特更多地流露出诗人般的气质，因而也更具浪漫主
义的特色。他一生作品甚丰，仅艺术歌曲就有643首，被誉
为“歌曲之王”。 

★工业革命时代的浪漫情怀—浪漫主义音乐 

歌曲之王舒伯特 



  小约翰•施特劳斯一生则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圆舞曲

，如《蓝色多瑙河》、《春之声圆舞曲》、《维也纳森林的
故事》等，因而被誉为“圆舞曲之王”。 

★工业革命时代的浪漫情怀—浪漫主义音乐 

圆舞曲之王施特劳斯 



  舒曼是浪漫主义音乐全盛时期德国的代表人物，他创作
的乐曲无一不散发着诗歌般的韵味，将音乐的浪漫主义发挥
得淋漓尽致。 

★工业革命时代的浪漫情怀—浪漫主义音乐 

全盛时期的代表舒曼 



史事速览 
二、浪漫乐章 

  1．特点 

  2．代表人物 

    (1)从古典到浪漫的贝多芬。 

    (2)歌曲之王舒伯特。 

    (3)圆舞曲之王施特劳斯。 

    (4)全盛时期代表舒曼。   



     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改变了社会的等级秩序，

贝多芬真切地感到，自由将照亮一切，他将其融入

自己的创作之中。他的第三交响曲即《英雄交响曲》

突破了古典模式，最早是献给拿破仑的，但在此之

际，英雄决定自己改称皇帝，失望之下，作曲家撕

下了第一页的题献。 

——《西方音乐史话》(海南出版社) 

史料解读 

    贝多芬在音乐方面有哪些突出成就？从史料中可

以看到他什么样的内心世界？ 

    是连接古典主义音乐和浪漫主义音乐的桥梁。他有强烈的资产阶级民主

精神，追求自由和真、善、美，所以，他绝对不能容忍拿破仑称帝。 



疑难解析 

浪漫主义音乐的特征 

    (1)表现个人的感性和主观的意念，即突出个人的感受。浪

漫乐派写自己，形成了自传式的音乐。 

    (2)音乐作品风格多样化。 

    (3)音乐内容的表现手段也是多样的，如交响曲、圆舞曲、

歌剧等，采用自由的形式，表现浪漫主义精神。 



史事速览 

三、向着自由前进 



史事速览 
三、向着自由前进 

   1．开端 

  法国画家籍里柯以《梅杜萨之筏》

发表了浪漫主义的宣言。 

  2．高峰 

  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以其《自由引

导人民》等作品将浪漫主义绘画艺术推

向了高峰，他被称为“浪漫主义的狮子

”。 



  法国画家籍里柯(1791-1824年)以其轰动整个法国的
《梅杜萨之筏》发表了浪漫主义的宣言。 

★工业革命时代的浪漫情怀—浪漫主义美术 

籍里柯 
浪漫主义宣言 



学习思考  

  《梅杜萨之筏》采用了怎样的创作

手法？这一手法有何特点？ 

     手法：浪漫主义。 

    特点：注重感情表现，注重画面的

完整和统一，不拘泥于局部和细节的过

分描绘和刻画；强调色彩的作用，使得

画面丰富多彩，辉煌瑰丽。 



  法国画家维克多•欧仁•德拉克洛瓦(1789—1863年)的

《自由引导人民》等作品将浪漫主义绘画艺术推向了高峰。 

★工业革命时代的浪漫情怀—浪漫主义美术 

德拉克洛瓦 
浪漫主义高峰 



疑难解析   



疑难解析 
   浪漫主义美术出现的社会背景和基本

特点 

    (1)社会背景：法国大革命失败以后波旁王

朝复辟时期，人们对启蒙运动宣扬的理性王国越

来越感到失望，一些知识分子感到苦闷，他们反

对权威、传统和古典模式，从而产生了浪漫主义

美术。 

    (2)基本特点：提倡注重艺术家的主观性和

自我表现，以民族奋斗的历史事件和壮美的自然

为素材，抒发对理想世界的追求，以瑰丽的想象、

夸张的手法塑造形象，表现激烈奔放的感情。 



    根据以上材料以及本课中所学的知识，简要分析一下浪漫主义文学

艺术产生的背景以及这一时期浪漫主义作品在欧洲大量出现的原因。 

  19世纪上半叶，世界在剧烈的变革与震荡中向前发展。欧洲的社会现

实并不像启蒙思想家描述得那样美好，人们对现实普遍不满，憧憬美好的

未来，这种情绪反映到文学艺术领域，便产生了浪漫主义文学和艺术，大

量浪漫主义作品纷纷涌现。 



史论形成   



史论形成 

工业革命时代的浪漫情怀 

  19世纪初期，在对“理想王国”深感失望的背景下，浪漫主义

文学产生了，它在政治上反对封建制度，在创作风格上刻意塑造特

点鲜明的人物形象，英国的拜伦、法国的雨果等是杰出代表。 

  浪漫主义音乐富有诗意，注重情感的表达。德国、奥地利是浪

漫主义音乐的摇篮。贝多芬、舒伯特等音乐家的作品个性鲜明。 

  法国画家籍里柯的《梅杜萨之筏》和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

人民》是浪漫主义绘画的著名代表作，德拉克洛瓦被称为“浪漫主

义的狮子”。 



谢谢！祝你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