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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者 小提琴／盧佳君（耶魯大學音樂碩士）

小提琴／許淑婷（印第安那大學小提琴演奏博士）

中提琴／徐曉虹（羅格斯大學音樂博士）

大提琴／陳昱翰（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大提琴演奏員）

五度音弦樂四重奏

《波希米亞的浪漫微語》
頂尖組合  浪漫優雅

精湛演繹  典雅動人

波希米亞的愛與愁　流轉在弓弦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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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解說 撰文　蔡永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博士

海頓：D大調第六十四號弦樂四重奏，

作品76-5
第一樂章　快板

第二樂章　如歌似地最緩板，憂愁的

第三樂章　小步舞曲

第四樂章　急板

楊納傑克：第一號弦樂四重奏《克羅采奏鳴曲》

第一樂章　較快的慢板

第二樂章　加快

第三樂章　加快－甚快板－行板

第四樂章　加快的慢板，速度轉快

 J. Haydn：String Quartet No.64 in D major,
 Op.76 No.5, Hob III:79
 I. Allegro

 II. Largo cantabile e mesto

 III. Menuetto

 IV. Finale: Presto

L. Janacek: String Quartet No.1, Kreutzer Sonata
 I. Adagio - Con moto

 II. Con moto

 III. Con moto - Vivo - Andante

 IV. Con moto（Adagio）- Più mosso

德弗札克：F大調第十二號弦樂四重奏《美國》，

作品96
第一樂章　不太快的快板

第二樂章　緩板

第三樂章　生動的快板

第四樂章　終曲：不太快的快板

A. Dvorak: String Quartet No.12 in F major,
Op.96, American
I. Allegro ma non troppo

II. Lento

III. Molto vivace

IV. Finale: Vivace ma non trop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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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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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盧佳君
（耶魯大學音樂碩士）

中提琴／徐曉虹
（羅格斯大學音樂博士）

五度音弦樂四重奏

五 度 音 弦 樂 四 重 奏 於 2 0 0 5年 由 小 提 琴 盧 佳 君 成

立，目前成員為小提琴家許淑婷、中提琴家徐曉虹

與大提琴家陳昱翰。

該團取名為五度音弦樂四重奏，為四個樂器彼此間

音高為五度之差，而五度音又為自然泛音中的音

程，因此讓四把弦樂器的音色由高而低渾然天成。

五度音的原文為”�e Perfect Fi�h”，其中Perfect可

翻譯為完全或完美，本團更以此自許，期望能在音

樂上達到至善至美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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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許淑婷
（印第安那大學小提琴演奏博士）

大提琴／陳昱翰
（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大提琴演奏員）

海頓：D大調第六十四號弦樂四重奏，作品76-5

奧地利作曲家海頓是古典時期音樂發展的領軍人物。他因創作了

一百多首交響曲，被稱為「交響曲之父」，但他在弦樂四重奏的

發展上，也扮演關鍵角色。在海頓之前已有許多樂曲是以四把弦

樂器拉奏，一般被視為「 嬉遊曲 」 ， 屬於在宮廷裡宴會的娛樂音

樂。在音樂結構上，通常為高音部樂器演奏旋律，下方樂器伴奏。

海頓則改以「弦樂四重奏」稱呼這類作品。雖然第一小提琴仍為

主導聲部，但其餘三樂器的重要性也大幅提升。聲部之間的對等

關係，讓弦樂四重奏很快成為室內樂種類裡，最嚴肅亦最具有菁

英色彩的一個領域。

海頓在創作弦樂四重奏時，常常以六首為一組，完成於1979年間

的op.76也不例外。這一套作品 ，亦是作曲家最後一套以六首為一

組的弦樂四重奏，因此別具意義。第64號弦樂四重奏，屬本套作

品的第五首，為D大調。作品由四樂章組成。不同於當時弦樂四

重奏首樂章多半謹守奏鳴曲式，這部作品的第一樂章則呈現出自

由大膽的形式。樂章分成四大段落：前三大段落為稍快板；最後

一段則為快板。稍快板部份似一奏鳴曲式的變形。樂章開始由第

一小提琴帶出主旋律，具有西西里舞曲的韻律。該旋律加花變奏

後，進展到第二段。本段裡，主題旋律開始在不同聲部遊走，並

且頻繁轉調，具有發展部特色；第三段裡，主題回歸至第一小提

琴，比起第一段較為精簡，卻持續改變加花；第四段速度轉快，

作曲家將主題前一小節獨立出來，像是一段篇幅較長的尾聲，將

聽眾引領至雀躍的終點。

第二樂章「緩板」呈三段式：第一段開始，即由第一小提琴演奏

具有上行分解和絃的主題，在重複與模仿間，帶至e小調的第二

段。第三段一開始如較簡短的第一段，但最後卻出人意表地，結

束在以附點音型鋪陳出的精巧情緒裡。經過D大調的小步舞曲樂

章，終樂章由兩大素材構成：一為樂章開始四部弦樂齊奏出的弱

起拍；二則為其後帶出的「短短長」動機。兩者交錯，讓作品結

束在熱情洋溢的氣氛中。

楊納傑克：第一號弦樂四重奏《克羅采奏鳴曲》

捷克作曲家楊納傑克，與十九世紀末至廿世紀初東歐地區許多作

曲家一樣，都受到國民樂派的思潮影響，採用民俗元素創作。因

鐵幕之阻隔，讓他的名聲遲至廿世紀末才漸漸地傳出祖國，即使

充滿大膽的和聲處理，仍很快地受到西方世界的矚目與喜愛。

關於這部創作於1923年的弦樂四重奏，作曲家曾在寫給紅粉知己

史托絲洛娃的信裡提到：「我想像一位婦人，受盡折磨而被打擊

至死，就如俄國作家托爾斯泰在他的《克羅采奏鳴曲》中所描繪

的那一位。」而作品的四個樂章，也似乎反映出了這個故事。第

一樂章開始，第一小提琴與中提琴演奏出上行接下行的音型，有

如乞憐。這個音型，也在整部作品中扮演重要角色。樂章由不同

速度與主題的段落串接而成，猶如女主角波動的心境。第二樂章

裡，嬌俏的主題傳達戀愛中的喜悅，但沈重的結尾卻像在預告悲

劇的來臨。第三樂章裡，特殊奏法所造成的音響，描繪出丈夫的

嫉妒與憤怒，也有妻子的懼怕。這些情緒擠壓至終樂章的謀殺場

景，只見第一樂章的乞憐音型滲透各處，甚至成為結尾的重心，

由此也可以看到楊納傑克對女主角的深刻同情。

德弗札克：F大調第十二號弦樂四重奏《美國》，

作品96

捷克作曲家德弗札克為肉舖之子，憑努力成為捷克的知名作曲

家，並以獨特的民族風格，在歐洲各地奠定聲譽。1891年，時任

布拉格音樂院教授的他，應邀前往美國紐約主持「新音樂院」。

他帶著民族樂派的創作經驗，矢志為美國找到自己的聲音。在這

一段期間他大量創作，而最知名者，除了第九號交響曲「來自新

世界」，就屬這首弦樂四重奏。

1892年九月，德弗札克抵達美國履新，雖然工作順利，但思鄉情

切。當時他的秘書為一小提琴家，同樣來自捷克，便介紹作曲家

可到他在美國的家鄉斯啤爾維勒一訪。1893年六月，德弗札克帶

著家人來到這個愛荷華州裡的捷克人聚居地，一解思鄉之苦，亦

飽覽靜謐的美國田園風光，期間順利完成這部作品。作曲家原先

並未賦予這部作品標題，因作品大量採用五聲音階旋律，經當時

聽眾理解為黑人靈歌風格，因此亦獲得「尼格羅」等別稱。直至

廿世紀中期，黑人地位平等，「尼格羅」一詞因其貶義亦不再被

使用，才漸漸被「美國的」來取代。

作品由四個樂章組成。第一樂章為「不太快的快板」，採F大

調。兩小節的簡短導奏，由兩部小提琴的震音構織出如潺潺水流

的背景，中提琴帶出第一主題，之後再交給第一小提琴重述。這

個主題前段為爬升的音型，後段則有附點與強音的安排，具有鮮

明的性格。第二主題則到A大調上，第一小提琴帶出民謠般的抒

情主題，並在四小節樂句後，自我加花重述。發展部裡主要使用

第一主題的素材，尤其是主題後半段的節奏型態，拉升音樂整體

的動態。發展部後端尚有一模仿段落，賦格主題似新加入，但亦

可視為是從第一主題中間所抽出。經過工整的再現後，作曲家以

漸強的力道結束樂章。

第二樂章緩板為d小調。兩小節的前奏後，小提琴帶出悠揚的第

一主題，之後則由大提琴以其高音域拉奏，充滿張力。亦正是這

個主題，吸引不少聽眾關注，它是否出自黑人靈歌或北美原住民

的民謠曲調。但就目前跡證顯示，此旋律應為作曲家所原創。除

了第一主題外，德弗札克還安排數個音型，與第一主題對位或讓

旋律短暫變異，使音樂綿長卻不落於單調重複。作曲家在填充聲

部亦別具心裁，尤其中段的中提琴，在後半拍演奏三十二分音符

重複音型，除了塑造推進力，也賦予了田園般的聲響圖景。

第三樂章「生動的快板」構築在經變化的詼諧曲式上。詼諧曲段

落為F大調，常可聽到小提琴模仿讓作曲家困擾不已的猩紅比藍

雀之鳴叫。中間段落則由f小調開始游移，主旋律為詼諧曲段落主

題的增值，並以多樣的節奏型態伴奏。終樂章為迴旋曲。疊句主

題亦似由第一樂章第一主題擷取而來。其中亦穿插抒情與聖詠風

格的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