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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劉韋志： “Monument II: Falling”—  
 給弦樂四重奏﹙世界首演﹚

Wei-Chih Liu: “Monument II: Falling” for String Quartet (World Premiere) 

謝宗仁：《絮語》給古琴與弦樂四重奏﹙世界首演﹚

Tsung-Jen Hsieh: “Whisper” for Guqin and String Quartet 
    (World Premiere) 

陳宜貞：《異境交織》 
 給尺八與弦樂四重奏﹙世界首演﹚

Yi-Chen Chen: “Strange Lands, Intertwined”  for Shakuhachi and  
  String Quartet (World Premiere) 

中場休息 Intermission

德佛札克：第十號降 E大調弦樂四重奏
A. Dvořák: String Quartet No.10 in E-flat Major 

春秋樂集音樂總監  
Spring Autumn Music, Music Director

謝宛臻  Wan-Chen Hsieh

曾獲 2004年德國第七屆「韓德爾國際雙簧管比賽」首獎，為獲得此獎項的第一位
亞洲人。 於 2008年以首張專輯「謝宛臻 OBOE新美聲」獲第十九屆金曲獎最佳古
典音樂專輯獎，並於同屆金曲獎以另一張專輯「越界嬉遊」獲最佳跨界音樂專輯入
圍，2009年再度以新專輯「韓德爾 無盡藏」獲得金曲獎最佳古典音樂專輯入圍。

德國Mitteldeutsche Zeitung形容宛臻的演出「⋯⋯當她在演奏時仿佛就像變了
個人，全然地投入，充滿激情，炫目耀眼，毫無瑕疵⋯⋯」、「她的精湛技巧展現在
每個音符、每個休止符的配置，也在今晚呈現了這首當代作品 (H.Stockhausen: In 

Freundschaft)巨大的情感張力。」

日本「唱片藝術」雜誌評論她的錄音「⋯⋯謝宛臻的演奏不單只是展現華麗的技
巧，同時也忠實懇切地詮釋出每個音符，散發出純真率直的晴朗⋯⋯」、「⋯⋯與其
說被雙簧管以及鋼琴的精湛技巧所壓倒，不如說令人回憶起往日美好時光，不禁
在安詳的音樂中嘆息。」

宛臻在學時期曾獲全國音樂比賽雙簧管青少年組第一名、台北市交主辦之協奏曲
比賽首獎、及奇美文化基金會之藝術人才獎學金，亦二度獲選為中正文化中心「樂
壇新秀」。2006年以特優獎 (mit Auszeichnung)完成柏林藝術大學雙簧管「國家最高
演奏文憑 (Konzertexamen)」學位，並受邀於各地獨奏演出，如Halle的韓德爾音樂
節、歷史超過百年的萊比錫巴赫音樂節，及德國音樂院節 (Deutscher Musikschultag)

在柏林市政廳的演出等，演出曲目多為巴洛克時期及當代經典作品。

宛臻亦常受邀與國內外樂團合作演出，曾於 2011年 10月間，與指揮林望傑及NSO

世界首演作曲家楊聰賢的作品《失落之歌》雙簧管協奏曲，亦曾與中德廣播交響樂
團 (mdr)、Schöneberg室內樂團、柏林 Adlershof室內樂團、國家交響樂團 (NSO)、台
北市交 (TSO)、高雄市交、台北愛樂青年管弦樂團、幼獅管樂團、北藝大管弦樂團、
北藝大現代樂團，與師大附中交響樂團等合作演出協奏曲。此外，宛臻曾於 2000

至 2004年間擔任德國新波茲坦室內樂團固定成員，於 2003年 6月隨該團在前德
國總統Rau座前演出，並由電視轉播。此外，她曾多次與 ensemble affettuoso berlin、
新柏林室內樂團、柏林現代歌劇院、Schöneberg室內樂團、西貝流士交響樂團及青
年歐洲愛樂在歐洲各國巡迴，並擔任馬德堡劇院及前波茲坦愛樂交響樂團之客席
英國管。亦於 2009至 2014年間，受小提琴家胡乃元之邀，參與 Taiwan Connection 

Festival的多場演出，擔任 TC樂團雙簧管首席及室內樂巡迴。

除了參與各類型的演出，宛臻自 2009年起擔任邱再興文教基金會音樂總監，製作
「春秋樂集」定期公演及「C.I.M.親子音樂會」。自 2006年至今，任教於國立台北藝
術大學音樂系與研究所及師大附中音樂班。並於 2014年起，受邀擔任德國「Mönnig 

Oboe 150 AM系列」音樂家，及應柏林樂器製造商 LF之邀，於 2014年的新加坡
Woodwind Festival擔任大師班講座及國際比賽評審。

臺灣高雄市人，民族音樂學碩士。現為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兼任講師，
教授古琴、嗩吶演奏。曾任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臺灣豫劇團嗩吶演奏兼音樂組副組
長，並擔 戲曲音樂配器工作（2010–2015）。畢業於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
研究所理論組。2009受樂興之時管弦樂團之邀，與著名指揮家江靖波先生於國家
音樂廳首演作曲家陳樹熙先生之古琴協奏曲《琅琊行》。

2011年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邀請，和多位青年演奏家與中國音樂學
系民族管弦樂團錄製著名作曲家盧亮輝先生之作品《喜怒哀樂》，並由該校出版發
行。該專輯榮獲 2012年金曲獎。2011年以古琴演奏與著名攝影家安世中及著名作
曲家王恆合作錄製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記錄片《水石》，並於 2012年由太管處出
版發行。

2013年受普音文化有限公司之邀，與指揮家鄭立彬先生指揮臺北愛樂交響樂團及
台北愛樂合唱團，於佛陀紀念館大覺堂首演並錄製，作曲家蔡介誠先生之古琴交
響詩作品《剎海呈上僧》。2014年於國家音樂廳演奏廳，以自藏元代古琴參與「太古
遺音」音樂會演奏《沉思的旋律》。

朱育賢  Yu-Hsien Chu
古琴  Guqin

臺灣南投人，畢業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民族音
樂學研究所碩士。主修中國竹笛，曾師事海內外多位名家；現隨日本尺八大師宮田
耕八朗學習尺八，並曾同臺演出。2011年，以演奏尺八古曲《鹿の遠音》入圍NHK邦
樂選秀會合格，該錄音透過廣播於日本全國放送，為臺灣第一位獲得此殊榮的尺
八演奏家；同年與南藝大日本箏‧尺八樂團錄製的專輯「春之海」入圍傳統暨藝術
音樂金曲獎最佳傳統音樂詮釋獎。近年曾赴奧地利、西班牙、日本、香港、中國大
陸等地演出，皆獲好評。曾與「臺灣國樂團」首席客席指揮閻惠昌指揮合作演出陳
明志給尺八、笛和薩摩琵琶的協奏曲《聽風的歌》；亦與名指揮家瞿春泉合作演出
笛子協奏曲《旋舞女》；亦曾與國際尺八演奏家 John Neptune、柿堺香、福田輝久同
臺演出。

除熱衷於傳統日本尺八音樂的演奏藝術外，同時還參與現代音樂的演出，探索傳
統與現代音樂結合的可能性。目前為「華之和音」團長、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中國音
樂學系兼任講師。

紐約市立大學博士，曼哈頓音樂學院碩士，二次獲選至小提琴泰斗帕爾曼 Itzhak 

Perlman 的 Master Class 表演；並贏得紐約著名經紀公司 Artists International Co.舉
辦的 Young Artists Concert Series「Special Presentation Award」，於紐約卡內基音樂
廳 Weill Recital Hall 舉行個人的小提琴首演。

曾返國受著名小提琴家胡乃元先生之邀，在國家劇院所舉辦的“胡乃元以樂會
友” 節目中，與胡乃元先生及四位中外著名音樂家，表演布拉姆斯降B大調弦樂
六重奏。曾與小提琴家林昭亮先生、大提琴家 Mr. Gary Hoffman、日本名指揮家 Mr. 

Heiichiro Ohyama，以及 Eroica Trio 同台演出。

曾參加台北愛樂室內管絃樂團至波蘭、捷克及匈牙利表演。受邀至美國紐約市
Bloomingdale School of Music 與日籍鋼琴家多紗於里小姐演出整場法國作曲家作
品。且再度獲邀至美國北卡羅萊內洲 Eastern Music Festival 擔任正式老師及開幕
演出。目前任教台南大學、國立嘉義大學等。

林佳霖  Bonnie Lin
小提琴  Violin

劉穎蓉  Ying-Jung Liu
尺八  Shakuhachi

德國小提琴最高獨奏家文憑（SolistischeAusbildung）及奧地利室內樂最高演奏文
憑（Postgraduale）。在台灣曾師事楊仁傑與方永信老師，赴歐洲留學期間先後受
Gehard Schulz（阿班貝爾格四重奏成員）、EszterHaffner、 Rainer Kussmaul（前柏林
愛樂首席）與Winfried Rademacher等教授的指導。

曾在維也納組創維也納太平洋青年樂團，於 2009年獲選為兩廳院樂壇新秀，2011

年回臺灣後與好友共同成立演藝團體“VIO提琴樂集”並加入“對位室內樂團”。秉
持著對音樂的熱愛，除了致力獨奏與室內樂之演出，也積極於小提琴及室內樂的
教學。目前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中山大學、屏東教育大學與臺南應用科技大學及
南部各級學校音樂班。

張群  Chun Chang
小提琴  Violin

旅法的傑出青年中提琴家林倢伃小姐，為臺灣臺南人。
旅法期間，獲得 2007年法國青年中提琴家大賽首獎

(Concours National des jeunes altistes)，並入圍德國慕尼黑 (ARD) 國際中提琴大賽、
德國柏林 Max Rostal 國際大賽等重要賽事。演出經驗豐富，足跡遍及各大音樂廳，
如巴黎歌劇院、巴士底歌劇院、 Salle Pleyel 、巴黎聖母院、法國音樂中心 (cite de la 

musique)等等。

林倢伃畢業於國立巴黎高等音樂學院中提琴碩士班 (CNSM de Paris)，在校期間
成績優異，並於畢業音樂會中獲得滿分「評審一致通過極優異獎」(très bien à 

l’unanimité)。師事法國著名中提琴家傑拉德．考斯 (Gerard Causse) 及慕尼黑大賽首
獎得主安托萬．塔梅斯提 (Antoine Tamestit)，室內樂師事 Itamar Golan、Marc Coppey 

和 Michel Strauss。

林倢伃在臺灣的求學養成於臺南市永福國小、大成國中音樂班、國立臺南藝術大
學。中提琴由張乃月老師啟蒙，曾師事王麗雯、林佳霖老師。在臺南藝術大學求學
時曾連續獲得兩次行天宮音樂菁英獎青少年組首獎及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青少年組
第一名。

林倢伃  Chieh-Yu Lin
中提琴  Viola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大提琴演奏博士，紐約曼尼
斯音樂院大提琴演奏碩士。曾就讀高雄中學音樂班，保

送進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留美期間師承Bernard Greenhouse, Bion Tsang、
Paul Tobias等多位大提琴名師，追隨 Phyllis Young, Gilda Barston 鑽研大提琴教學
法，並跟隨Orion String Quartet, Miro Quartet、Ying Quartet等著名室內樂團指導。

演奏深受大提琴泰斗 Bernard Greenhouse (Beaux Arts Trio創始團員、各大國際比賽
主審、Casals 和 Feuermann 之嫡傳弟子 )之青睞，讚譽其為“充滿生命力、溫暖的大
提琴家 ...非凡的藝術家”，並成為大師最後一位入室弟子，Greenhouse更慷慨出借
珍愛的Stradivarius (Countess of Stainlein) 大提琴供其多次在音樂會中使用。

旅美期間榮獲多項殊榮， 演出足跡遍及歐、亞、美、非世界各地，獲得Alexander 

& Buono國際弦樂大賽二獎，畢業論文Carlo Graziani, His Life & Work 獲得“最傑出
演講音樂會”，論文之摘選獲刊於美國著名的 STRINGS雜誌。曾與小提琴家Brian 

Lewis、中提琴家黃心芸、Roger Myers、鋼琴家Caleb Harris，Noreen Cassidy-Polera  

等合作演出。亦受邀於得獎的藝術電影Artois the Goat原聲帶中擔任獨奏大提琴
手。回國後致力於音樂之推廣，組創雅歌室內樂坊、VIO提琴樂集。

目前任教於交通大學音研所、高雄師範大學音樂系、東吳大學音樂系、中山大學音
樂系等學校。

現任教於國立交通大學音研所、高雄師範大學音樂系、屏東教育大學音樂系。

侯柔安  Jou-An Hou
大提琴  Cello



春秋樂集

「邱再興文教基金會」是企業家邱再興先生邀集企業界、文化界與法律界
人士共同創辦，為具體行動支持文化創作的成功例證。創辦人繼業公司
董事長邱再興原為對藝術愛好的收藏家，素來喜愛音樂、美術等藝術活
動。與多年好友馬水龍有感於國內金錢遊戲瀰漫，社會價值失衡，如能
加強藝術教育推廣，將對社會文化的提昇有所助益。在此前提下「春秋樂
集」應運而生。

「邱再興文教基金會」從民國 80年 (1991) 4月起，以發表音樂創作作品的
型態，為國內作曲家們提供舞台，每年春、秋兩季舉辦「春秋樂集」系列
作品發表會。春天代表了活力、衝勁、欣欣向榮，秋天代表表成熟、豐
碩與收成，因此「春季」是以 40歲以下的年輕作曲家、「秋季」則以 40

歲以上的資深作曲家為邀約對象。而編制以室內樂為主，逐年邀請優秀
的作曲家，在創作園地裡辛勤的耕耘，展現精緻的創作成果。

經過 10年的經營深耕，所結的音樂果實豐碩甜美。但是時代的巨輪不停
地轉動，思考與沉澱是為了轉型後的再創發。2010年春季重新啟動後的
「春秋樂集」除了秉持初衷，為優秀國人作曲家提供創作發表的平台之
外，也傳承古典的原貌：音樂會的上半場發表邀約及委創作品，下半場
為西方古典弦樂四重奏。發表作品更加入東方傳統樂器，以『SQ+』的理
念將創新與古意相融合，朝更多樣的音樂形態進行深度探索。且將策劃
一系列巡迴演出，將美好的音樂推廣至台灣各地。

藝術創作力的活躍與否，決定一個國家文化素質的高低。巴赫、海頓、
莫扎特、貝多芬等西方偉大作曲家，以畢生精力奉獻音樂創作，其作品
經由眾多演奏家、音樂學者、樂評及聽眾的參與互動，歷經時間長流的
淘洗與琢磨，煥發出珍珠般的光澤，呈現了文化風貌的璀璨與人文智慧
的不朽。

「春秋樂集」歷經多年的實踐已累積了豐富多樣的音樂素材，也以這些作
品見證了國內高度的藝術水準。期能繼續協助培育藝術家、推動社會藝
文風氣，進而促進國際間藝術文化的交流，為這片土地的文藝復興貢獻
心力。

財團法人邱再興文教基金會第十屆董事名單

邱再興‧ 施振榮‧ 洪敏弘‧ 林曼麗‧ 林大生‧ 高智裕‧ 王世榕‧ 廖學興  

張麗華‧ 邱君強‧ 陳永賢‧ 安郁茜‧ 賴德和

財團法人邱再興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邱君強

出生於臺灣彰化，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班，主修作
曲，曾師事施孟玟老師、賴德和教授與潘皇龍教授。2008年獲教育部
留學獎學金至德國科隆音樂學院就讀，作曲師事 Johannes Schöllhorn教
授，獲得最高藝術家文憑 (Konzertexamen)。完成學業後，目前任教於國
立臺東大學音樂系。其作品多次獲得國內外獎項，也得到許多委託創作
的機會。

陳宜貞，美國馬里蘭大學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理論作曲博
士，現為國立嘉義大學音樂學系專任助理教授，並兼任教於國立臺北藝
術大學音樂系。

畢業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師承陳茂萱教授。後赴美深造，於密西
根大學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攻讀碩士學位，作曲師承 Bright 

Sheng（盛宗亮）與 Susan Botti，並跟隨 Evan Chambers與 Eric Santos 學
習電腦音樂。在校期間積極與學生藝術家合作，創作結合互動性媒體裝
置、雕塑、現代詩、服裝 設計與電腦音樂；同時向 Sean Duggan、Philip 

Bush 兩位教授學習鋼琴，鑽研現代作品詮釋，曾為多位作曲家首演作
品。爾後獲頒美國馬里蘭大學全額獎助學金，於該校攻讀博士學位，師
承 Lawrence Moss與Robert Gibson。在美期間，管絃樂作品《Labyrinth》於
Walsum作曲比賽中獲獎，並參與如 Philip Glass、 Samuel Adler、Michael 

Tilson Thomas、Paul Chihara、Robert Morris、John Zorn 等大師班。 返國後
投身教學工作，並持續積極創作，與打擊樂家吳思珊所合作之《闇夜迷
走》入圍第八屆台新藝術獎，作品《石鼓歌》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創作
補助。曾於美國電子音樂學會年會 (SEAMUS)、國際電腦音樂與音訊技術
研討會 (WOCMAT)、臺北國際現代音樂節、亞洲作曲家聯盟 (ACL)音樂臺
北等音樂節 發表作品。

謝宗仁：《絮語》 
給古琴與弦樂四重奏﹙世界首演﹚ 

Tsung-Jen Hsieh: “Whisper”  
for Guqin and String Quartet (World Premiere) 

陳宜貞：《異境交織》 
給尺八與弦樂四重奏﹙世界首演﹚
Yi-Chen Chen: “Strange Lands, 
Intertwined” for Shakuhachi and String 
Quartet (World Premiere)

德佛札克：第十號降E大調弦樂四重奏
A. Dvořák: String Quartet No.10 in E-flat Major 

雖然在就讀北藝大的期間，沒有直接成為馬水龍老師的主修學生，但畢
業後，每次接到老師的電話，電話那頭他總是不斷叮嚀：要寫音樂，不要
寫音效！我總想我在老師心目中是不是只是一位音效的製造者？

本曲以古琴三種主要的音色（演奏法），各形成三個樂章的主要樂思，第
一樂章以泛音、第二樂章以按音、第三樂章以散音（空弦）為主，再搭以
弦樂四重奏的相對變化，來展現古琴與弦樂四重奏的組合。願用此作品
來懷念馬水龍老師，以及他在音樂上的種種提醒。

《異境交織》是為尺八與弦樂四重奏所寫，此曲企圖結合東西方不同之語
法，描繪作曲家心中所幻想之超現實異境。尺八之節奏較具流動性，而
弦樂四重奏之節奏相對單純化，並運用多種延伸演奏技巧以強化弦樂四
重奏與尺八之間音響層面之對比。

本曲共分為四個樂章，各樂章之標題分別為 :

I. 不透明的雨
II. 缺角的星體
III. 下雪的沙漠
IV. 搖擺的鳥居

最後，特別感謝馬水龍老師在此曲創作初期所給予之鼓勵及提點。

劉韋志：“Monument II: Falling”

給弦樂四重奏﹙世界首演﹚
Wei-Chih Liu: “Monument II: Falling”  
for String Quartet (World Premiere)

出生於臺灣花蓮。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系作曲碩士和東吳大學音樂系
作曲學士。作曲先後師事陳州麗、嚴福榮、羅白華（Christopher Roberts）、
張玉樹與洪崇焜等老師。

曾由臺灣的傳統暨藝術金曲獎、兩廳院新點子樂展、國家交響樂團、臺
灣國樂團、朱宗慶打擊樂團、采風樂坊、十方樂集、捌號會所、臺北愛
樂室內樂團、臺灣現代音樂協會室內樂團、雙溪樂集和臺中現代樂集，
以及國外的柏林新音樂合奏團KNM Berlin（德國）、艾利亞三Alea III（美
國）、維也納國際文化平台 International Cultural-iKultur（奧地利）、新加
坡華樂團（新加坡）、鼎藝團（新加坡）、香港兒童合唱團（香港）、一
舖清唱（香港）和臺灣線上圖書館（美國）等單位委託作曲、編曲或演出
作品。

曾獲 2015年美國第 31屆艾利亞三Alea III國際作曲大賽亞軍、2015年新加
坡國際華樂作曲大賽亞軍、2015年第二屆新加坡作彈會─國際作曲大賽
亞軍、2012年臺灣采風樂坊絲竹作曲大賽冠軍、2012年新樂‧星躍─國立
臺灣交響樂團音樂創作競賽佳作、2011臺灣音樂中心國際作曲獎、2009

臺灣采風─五行作曲獎以及臺灣第十一、十二與十三屆台新藝術獎提名。

德弗札克從音樂院畢業後在史麥塔納 (Bed ich Smetana, 1824–84)的推薦下
進入布拉格國民劇院的樂團擔任中提琴手，但蟄伏多年，他的創作生涯
卻始終沒有進展。三十三歲時，他毅然擺脫德國浪漫主義音樂的影響，
重新在波西米亞傳統中找回自己，終於申請到奧地利文化部提供的國家
獎學金。評審之一的布拉姆斯 (Johannes Brahms, 1833–97)對德弗札克大
為激賞，將他推薦給柏林的出版商西姆洛克 (Fritz Simrock)，先後協助他
出版了《摩拉維亞二重奏》(Moravian Duets for Soprano, Alto and Piano, Op. 

32, 1876）和第一組給雙鋼琴的《斯拉夫舞曲》(Slavonic Dances, Op. 46, 

1878)。這兩部作品因帶有濃郁的斯拉夫色彩而受到大眾喜愛，出版商於
是要求德弗札克繼續創作類似風格的作品。因此，斯拉夫色彩很快地便
成為德弗札克音樂風格的標籤，更在他創作生涯中成為強大的推進力，
讓他持續在國際樂壇上綻放光芒。1878年底，小提琴家貝克 (Jean Becker, 

1833–84)趁勢向作曲家請託，為其所屬的Florentine四重奏也寫一部具有
斯拉夫風味的作品。德弗札克花了四個多月伏案埋首，於隔年春天完成
新作，以「第十號」弦樂四重奏出版。此作於同年七月由姚阿幸四重奏
(Joseph Joachim, 1831-1907)在柏林一場私人音樂會中發表，直到十一月才
於馬格德堡正式首演。 

小提琴是德弗札克從小就接觸的樂器，求學期間他轉拉中提琴，在大型管
弦樂團和小型室內樂組合中累積了相當豐富的演奏經驗。室內樂形式的
作品，特別是弦樂，在德弗札克的創作中別有一番天地，各各精彩，想必
他對弦樂器的性格和演奏技巧有獨到深刻的領會。他寫過十四首弦樂四
重奏，從學生時期的第一號 (Op. 1, 1861)到第十四號 (Op. 106, 1896)前後橫
跨三十餘年。別稱《斯拉夫》的第十號弦樂四重奏雖遠不如第十二號《美
國》(Op. 96, B.179 American, 1893)來得膾炙人口，但若想一窺作曲家斯拉
夫時期的音樂堂奧，第十號弦樂四重奏絕對是最佳媒介之一。它有質樸
率真的民謠風旋律和渾然天成的舞曲律動，和聲色彩明亮單純，音樂中
帶有斯拉夫民族的自在與率性，輕盈中還帶點感傷。樂音流淌間，斯拉
夫風情盡收眼底。不過，這部作品的旋律魅力可是德弗札克獨有的。出
版商西姆洛克曾說：「德弗札克的旋律彷彿是他隨手從衣袖裡抽出來的。」
巧手一揮即行雲流水，讓人聽來自在又暢快。

第一樂章：從容的快板 (Allegro non troppo)

大提琴輕聲揚起為全曲揭開序幕，第一小提琴隨即奏出抒情的第一主題。
這個主題不久後便被拆解成二個部份：從主和弦展開的五音動機主掌旋
律的發展；主題末的四音動機則為此樂章提供積極的節奏動力。兩個動
機彼此應和，從抒情樂段一起轉向舞曲式的跳躍性格，預示第二主題的到

2015年，我在網路上瀏覽到，一名男子被伊斯蘭國成員以同性戀為罪名，
從高樓上丟下的照片，促使我創作這首樂曲；而作為此一悲劇的「紀念」，
音樂裡持續且躁動的節奏型態、重複出現的音形和粗暴的聲響，皆是對
人類文明中的殘酷以及愚昧等循環之反映。

來。進入發展部時，樂曲並未依慣例轉入屬調，而是以半音級進的方式直
接跳到遠系的E小調。第一主題為發展部的主要素材，曾以增值的手法化
身成聖詠旋律（音值拉長旋律變慢）在游移不定的調性中製造驚喜。再現
部直接進入第二主題。第一主題僅以片斷動機低調隱身於伴奏中，更突顯
了第二主題在此樂段的主導性。就主題和調性的處理而言，這個奏鳴曲式
多處悖離傳統，但換個角度來看，其實被賦予了更大的包容性。德弗札克
顯然是從斯拉夫音樂中得到自在的力量，而讓這個奏鳴曲式有了嶄新的
樣貌。

第二樂：悲歌 (Dumka: Andante con moto- Vivace)

Dumka原是一種以古斯拉夫史詩為靈感的傳統民謠，它以悲歌和敘事詩二
種不同性格的形式串連而成，用來唱誦對故人的緬懷。十九世紀末被古典
作曲家用在創作上，便成為在快慢、悲喜、輕重兩種對比情緒間迅速轉換的
三段式器樂曲。德弗札克可說是將此民謠形式運用在古典音樂上並充分發
揮創意的代表人物。他寫過不少「悲歌」形式的樂章，放在鋼琴三重奏、鋼
琴五重奏、弦樂六重奏等作品中。Dumka作為主段，以哀婉的慢板小調旋
律來表現，與它對比的銜接樂段則是歡悅跳躍的波希米亞舞曲 (Furiant)。
此舞曲的特色在於它的交叉節奏，即在三拍舞曲中不時嵌入二拍節奏而形
成hemiola，不時為音樂注入更多動感與活力。主、中段都以同樣的三音動機
（D-G-D）開場，但展開的內容卻大異其趣，唯一不變的是音符間滿溢的斯
拉夫風情。

第三樂章：浪漫曲─流暢的行板 (Romanza: Andante con moto)

高、低音提琴以單純的三和弦遙相呼應，接續的休止符恰如其分地將餘音
凝結，從樂章一開始就營造出不同以往的沈靜氣息。音樂緩緩流動，分解的
主和弦向下延展，在到達主音前一陣躊躇而盤繞。此樂章的形式相當自由，
八小節長的開場主題中已孕育出兩個重要的片斷動機（下行和弦、盤繞的迴
音）。這兩個動機將和第二主題持續交錯，在反覆和變奏中慢慢將音樂推向
高潮。豐富的半音變化和頻繁的大小調轉換是典型的浪漫主義表現。德弗
札克在此以不同的色調暫時抹去斯拉夫色彩，再度向德國浪漫主義靠攏。

第四樂章：終章─很快的快板 (Finale: Allegro assai)

此樂章為自由的輪旋曲式，由三個快速的波希米亞二拍舞曲Skocna串連而
成。奔放的旋律和靈動的節奏是純然的斯拉夫音樂風格，而錯綜複雜的對
位法則是德國式的，表現作曲家創作內涵的另一面。主題樂段是由跳躍的
十六分音符與典型的波希米亞舞曲節奏串成的旋律。B段在振奮有力的八
度齊奏中展開，單純的對位旋律在踏步的節奏中顯得俏皮逗趣。C段舞曲的
節奏較為緩和，也最具歌唱性，因此在起承轉合間被賦予更大的彈性，對位
法也在此得到充分的發揮。兩段副題在情緒和速度上都和主段形成對比。
整個樂章充滿動感，歡樂洋溢。

曾士珍 撰文（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鋼琴演奏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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