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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解說曲目解說   撰文｜蔡永凱╱東海大學音樂系專任助理教授撰文｜蔡永凱╱東海大學音樂系專任助理教授

演出曲目 演出曲目  

貝多芬：G大調第十號小提琴奏鳴曲，作品96貝多芬：G大調第十號小提琴奏鳴曲，作品96
第一樂章　中庸的快板第一樂章　中庸的快板

第二樂章　具表現力的慢板第二樂章　具表現力的慢板

第三樂章　詼諧曲：快板－中段第三樂章　詼諧曲：快板－中段

第四樂章　不那麼快的稍快板第四樂章　不那麼快的稍快板

L. v. Beethoven: Violin Sonata No.10 in G major, op. 96L. v. Beethoven: Violin Sonata No.10 in G major, op. 96
I. Allegro moderatoI. Allegro moderato
II. Adagio espressivoII. Adagio espressivo
III. Scherzo: Allegro - TrioIII. Scherzo: Allegro - Trio
IV. Poco allegrettoIV. Poco allegretto

拉威爾：G大調第二號小提琴與鋼琴奏鳴曲拉威爾：G大調第二號小提琴與鋼琴奏鳴曲

第一樂章　稍快板第一樂章　稍快板

第二樂章　藍調. 中板第二樂章　藍調. 中板
第三樂章　常動曲. 快板第三樂章　常動曲. 快板

M. Ravel: Sonata for Violin and Piano No. 2 in G majorM. Ravel: Sonata for Violin and Piano No. 2 in G major
I. AllegrettoI. Allegretto
II. Blues. ModeratoII. Blues. Moderato
III. Perpetuum mobile. AllegroIII. Perpetuum mobile. Allegro

中場休息中場休息 IntermissionIntermission

恩斯特：《夏日最後的玫瑰》變奏曲恩斯特：《夏日最後的玫瑰》變奏曲 H. W. Ernst: Variations on H. W. Ernst: Variations on The Last Rose of SummerThe Last Rose of Summer

舒伯特：C大調小提琴與鋼琴幻想曲，作品934舒伯特：C大調小提琴與鋼琴幻想曲，作品934
第一樂章　非常行板第一樂章　非常行板

第二樂章　稍快板第二樂章　稍快板

第三樂章　小行板第三樂章　小行板

第四樂章　活潑的快板－稍快板－急板第四樂章　活潑的快板－稍快板－急板

R. Schubert: Fantasy for Violin and Piano in C major, D. 934R. Schubert: Fantasy for Violin and Piano in C major, D. 934
I. Andante moltoI. Andante molto
II. AllegrettoII. Allegretto
III. AndantinoIII. Andantino
IV. Allegro vivace - Allegretto - PrestoIV. Allegro vivace - Allegretto - Presto

貝多芬：G大調第十號小提琴奏鳴曲，作品96貝多芬：G大調第十號小提琴奏鳴曲，作品96
貝多芬畢生譜寫了十首「給鋼琴與小提琴的奏鳴曲」，貝多芬畢生譜寫了十首「給鋼琴與小提琴的奏鳴曲」，

其中第十首創作於1812年，與第七號、第八號交響曲同其中第十首創作於1812年，與第七號、第八號交響曲同
年。作品完成後於同年12月29日在羅伯克維茲親王府邸年。作品完成後於同年12月29日在羅伯克維茲親王府邸
首演，由貝多芬最忠誠的學生及贊助者魯道夫大公擔任，首演，由貝多芬最忠誠的學生及贊助者魯道夫大公擔任，

小提琴則來自法國的羅德（Pierre Rode），根據當時紀小提琴則來自法國的羅德（Pierre Rode），根據當時紀
錄，鋼琴表現遠優於小提琴，而作品最後也題獻給魯道夫錄，鋼琴表現遠優於小提琴，而作品最後也題獻給魯道夫

大公。大公。

作品由四樂章組成。第一樂章「中庸的快板」為G大調，作品由四樂章組成。第一樂章「中庸的快板」為G大調，
由小提琴和鋼琴間的模仿對話開始，讓此奏鳴曲式的「第由小提琴和鋼琴間的模仿對話開始，讓此奏鳴曲式的「第

歌，貝多芬將小提琴音域安排在鋼琴左右手間，製造出特歌，貝多芬將小提琴音域安排在鋼琴左右手間，製造出特

別的厚度。「中間段落」則因兩樂器間常見反向，以「擴別的厚度。「中間段落」則因兩樂器間常見反向，以「擴

充」對比前段的「擠壓」。第四樂章「不那麼快的稍快充」對比前段的「擠壓」。第四樂章「不那麼快的稍快

板」以一甜美清新的旋律譜寫出六段變奏，最後回到主題板」以一甜美清新的旋律譜寫出六段變奏，最後回到主題

結束。貝多芬曾向魯道夫大公表示：「我們喜歡在終樂章結束。貝多芬曾向魯道夫大公表示：「我們喜歡在終樂章

安排奔跑的樂句，但羅德並不同意，讓我有些為難。」輕安排奔跑的樂句，但羅德並不同意，讓我有些為難。」輕

鬆寫意的結尾顯然係為配合羅德所特別訂製，卻讓這套作鬆寫意的結尾顯然係為配合羅德所特別訂製，卻讓這套作

品在頭尾樂章的情感上更能彼此呼應。品在頭尾樂章的情感上更能彼此呼應。

拉威爾：G大調第二號小提琴與鋼琴奏鳴曲拉威爾：G大調第二號小提琴與鋼琴奏鳴曲
拉威爾在學生時期就曾為小提琴與鋼琴寫作一部奏鳴曲，拉威爾在學生時期就曾為小提琴與鋼琴寫作一部奏鳴曲，

即使這部作品在作曲家生前並未出版，卻也導致他在即使這部作品在作曲家生前並未出版，卻也導致他在

1923至1927年間所譜寫的G大調小提琴及鋼琴奏鳴曲被1923至1927年間所譜寫的G大調小提琴及鋼琴奏鳴曲被
稱為「第二號」。雖然「奏鳴曲」曾被視為德奧作曲家的稱為「第二號」。雖然「奏鳴曲」曾被視為德奧作曲家的

特長，但經歷了十九世紀末至廿世紀的國族覺醒後，拉威特長，但經歷了十九世紀末至廿世紀的國族覺醒後，拉威

爾的作品展現出法國樂壇對奏鳴曲的摸索已見成果，其融爾的作品展現出法國樂壇對奏鳴曲的摸索已見成果，其融

合古今的豐富性，甚至回頭影響德奧作曲家。在這部作品合古今的豐富性，甚至回頭影響德奧作曲家。在這部作品

的三個樂章裡，拉威爾並未試圖「融合」兩樂器，反而凸的三個樂章裡，拉威爾並未試圖「融合」兩樂器，反而凸

顯了兩者間的距離。第一樂章「稍快板」為全曲中最長顯了兩者間的距離。第一樂章「稍快板」為全曲中最長

者，由數個主題組成，包括樂章初由小提琴演奏的下行旋者，由數個主題組成，包括樂章初由小提琴演奏的下行旋

律、鋼琴低音如鈴鼓般的敲擊、鋼琴右手的同向級進和弦律、鋼琴低音如鈴鼓般的敲擊、鋼琴右手的同向級進和弦

等。最令人詫異的是，樂章尾端以開頭旋律構成的三聲部等。最令人詫異的是，樂章尾端以開頭旋律構成的三聲部

模仿結尾，近似賦格的處理卻僅由鋼琴完成，小提琴在高模仿結尾，近似賦格的處理卻僅由鋼琴完成，小提琴在高

音拉奏長音。標題為〈藍調〉的第二樂章「中板」由小提音拉奏長音。標題為〈藍調〉的第二樂章「中板」由小提

琴模仿斑鳩琴與薩氏管的聲響，相當引人入勝。需特別注琴模仿斑鳩琴與薩氏管的聲響，相當引人入勝。需特別注

意的是，這部作品係在拉威爾訪美前一年就已首演，由意的是，這部作品係在拉威爾訪美前一年就已首演，由

此亦可理解拉威爾在美國時曾表示：「雖然我曾吸收這個此亦可理解拉威爾在美國時曾表示：「雖然我曾吸收這個

流行的音樂類型，但我堅持相信，我所寫的音樂應是法流行的音樂類型，但我堅持相信，我所寫的音樂應是法

國的、拉威爾的音樂。其民族形式其實只是建築材料。」國的、拉威爾的音樂。其民族形式其實只是建築材料。」

第三樂章「快板」標題為〈無窮動〉，為法國音樂家所擅第三樂章「快板」標題為〈無窮動〉，為法國音樂家所擅

長。開頭主題明顯取自第一樂章。樂章結合炫技與舞曲節長。開頭主題明顯取自第一樂章。樂章結合炫技與舞曲節

奏，既工整又令人血脈賁張。這部作品係由作曲家友人奏，既工整又令人血脈賁張。這部作品係由作曲家友人

小提琴家莫杭惹（Hélène Jourdan-Morange）委託，小提琴家莫杭惹（Hélène Jourdan-Morange）委託，
1927年5月時由羅馬尼亞小提琴家安奈斯科與作曲家於巴1927年5月時由羅馬尼亞小提琴家安奈斯科與作曲家於巴
黎首演。黎首演。

 ◎主辦單位保留演出異動權

恩斯特：《夏日最後的玫瑰》變奏曲恩斯特：《夏日最後的玫瑰》變奏曲

英國地區存在著舊曲填新詞的傳統，甚至吸引文學巨擘英國地區存在著舊曲填新詞的傳統，甚至吸引文學巨擘

投入，例如活躍於十九世紀上半葉的愛爾蘭詩人摩爾投入，例如活躍於十九世紀上半葉的愛爾蘭詩人摩爾

（Thomas Moore）就曾出版《愛爾蘭旋律》，集結了他（Thomas Moore）就曾出版《愛爾蘭旋律》，集結了他
為知名歌謠譜寫的新詞，包括〈夏日最後的玫瑰〉。摩爾為知名歌謠譜寫的新詞，包括〈夏日最後的玫瑰〉。摩爾

在詩中將玫瑰比喻為青春、友誼，感嘆歲月凋零、自己形在詩中將玫瑰比喻為青春、友誼，感嘆歲月凋零、自己形

單影隻，相當能搭配原旋律中時而高昂、時而低迴交替的單影隻，相當能搭配原旋律中時而高昂、時而低迴交替的

情感，因此特別受到歡迎。除貝多芬外，十九世紀的小提情感，因此特別受到歡迎。除貝多芬外，十九世紀的小提

琴炫技名家恩斯特也曾改編此曲。他《六首多聲部練習琴炫技名家恩斯特也曾改編此曲。他《六首多聲部練習

曲》中的第六首，即採〈最後的玫瑰〉譜寫四段變奏，並曲》中的第六首，即採〈最後的玫瑰〉譜寫四段變奏，並

一主題」不僅具有旋律、和聲特色，也包括聲部的互動模一主題」不僅具有旋律、和聲特色，也包括聲部的互動模

式。第二主題使用平行音程和附點製造號角聲型，音樂比式。第二主題使用平行音程和附點製造號角聲型，音樂比

起隱然透露出連得勒舞曲韻律的第一主題更富流動性。第起隱然透露出連得勒舞曲韻律的第一主題更富流動性。第

二樂章「具表現力的慢板」下移至降E大調，樂章大致呈二樂章「具表現力的慢板」下移至降E大調，樂章大致呈
ABA'架構。樂章初由鋼琴帶出虔敬的旋律，是為A段主ABA'架構。樂章初由鋼琴帶出虔敬的旋律，是為A段主
題，再由小提琴重述並加花。B段裡由鋼琴的連續震音襯題，再由小提琴重述並加花。B段裡由鋼琴的連續震音襯
托出小提琴寬音域旋律，更添激情。至A'段時換鋼琴與小托出小提琴寬音域旋律，更添激情。至A'段時換鋼琴與小
提琴調換，且逐漸在鋼琴上出現更多裝飾音，拉開與第一提琴調換，且逐漸在鋼琴上出現更多裝飾音，拉開與第一

段的距離之同時，也醞釀著動態再不經休息地進入第三樂段的距離之同時，也醞釀著動態再不經休息地進入第三樂

章詼諧曲。詼諧曲樂章為快板。「詼諧曲段」似樸拙的民章詼諧曲。詼諧曲樂章為快板。「詼諧曲段」似樸拙的民

添加一導奏起始。恩斯特在變奏中大量運用雙音、泛音、添加一導奏起始。恩斯特在變奏中大量運用雙音、泛音、

撥弦等帕格尼尼元素，同時也開發了新的技法，承先啟後撥弦等帕格尼尼元素，同時也開發了新的技法，承先啟後

的同時亦成為小提琴展技名曲。的同時亦成為小提琴展技名曲。◎

主辦

單位保留演出異動權

舒伯特：C大調小提琴與鋼琴幻想曲，作品934舒伯特：C大調小提琴與鋼琴幻想曲，作品934
舒伯特兩部小提琴經典皆受到被譽為「波希米亞帕格尼尼」舒伯特兩部小提琴經典皆受到被譽為「波希米亞帕格尼尼」

的斯拉維克（ Josef Slawik）所啟發，其中C大調幻想曲創的斯拉維克（ Josef Slawik）所啟發，其中C大調幻想曲創
作於1827年12月，1828年首演。雖然標題為「幻想曲」，作於1827年12月，1828年首演。雖然標題為「幻想曲」，
但作曲家仍為其設計近似四樂章奏鳴曲的結構，且通過首尾但作曲家仍為其設計近似四樂章奏鳴曲的結構，且通過首尾

相扣以為創新。第一段落「非常行板」以鋼琴的顫音營造氛相扣以為創新。第一段落「非常行板」以鋼琴的顫音營造氛

圍，小提琴則奏出猶如無盡延續的旋律，無法馬上讓人掌圍，小提琴則奏出猶如無盡延續的旋律，無法馬上讓人掌

握節拍、樂句。第二段「稍快板」為帶有諷刺意味的歌舞。握節拍、樂句。第二段「稍快板」為帶有諷刺意味的歌舞。

小提琴與鋼琴像是對話，也像是彼此挑釁。第三段「小行小提琴與鋼琴像是對話，也像是彼此挑釁。第三段「小行

板」主題取自舒伯特採呂克特詩所作的藝術歌曲〈接受我的板」主題取自舒伯特採呂克特詩所作的藝術歌曲〈接受我的

問候〉（Sei mir gegrüsst），再展開四段變奏，每段漸趨華問候〉（Sei mir gegrüsst），再展開四段變奏，每段漸趨華
麗，讓人窺見舒伯特較不為人知的炫技傾向。在第四變奏結麗，讓人窺見舒伯特較不為人知的炫技傾向。在第四變奏結

束時，曲首的音場突然回復，唯小提琴比第一段更低八度，束時，曲首的音場突然回復，唯小提琴比第一段更低八度，

在壯闊的音場中，舒伯特轉至擅長的民謠歌舞，從「活潑的在壯闊的音場中，舒伯特轉至擅長的民謠歌舞，從「活潑的

快板」至「稍快板」再到「急板」歡快作結。快板」至「稍快板」再到「急板」歡快作結。主辦單

 ◎主辦單位保留演出異動權 ◎主辦單位保留演出異動權

小提琴｜小提琴｜林以信林以信

林以信（ Joseph Lin）是一位傑出的華裔小提琴家，出生於美國紐約，林以信（ Joseph Lin）是一位傑出的華裔小提琴家，出生於美國紐約，
父母親皆來自台灣。1996年獲得美國「藝術家協會」國際比賽首獎，同父母親皆來自台灣。1996年獲得美國「藝術家協會」國際比賽首獎，同
年更獲頒美國政府「總統藝術學者」獎。1999年獲選國際音樂大獎，年更獲頒美國政府「總統藝術學者」獎。1999年獲選國際音樂大獎，
2000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哈佛大學，2001年贏得紐西蘭麥克希爾國2000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哈佛大學，2001年贏得紐西蘭麥克希爾國
際小提琴大賽首獎。2002年前往中國展開他的文化探索，並於2004年際小提琴大賽首獎。2002年前往中國展開他的文化探索，並於2004年
申請到傅爾博萊特基金會獎學金，前往北京中國音樂學院學習中國音樂。申請到傅爾博萊特基金會獎學金，前往北京中國音樂學院學習中國音樂。

林以信為福爾摩沙四重奏的創始團員，2006年更帶領福爾摩沙四重奏贏林以信為福爾摩沙四重奏的創始團員，2006年更帶領福爾摩沙四重奏贏
得英國倫敦國際弦樂四重奏比賽首獎及阿瑪迪斯獎。2011年他獲選為茱得英國倫敦國際弦樂四重奏比賽首獎及阿瑪迪斯獎。2011年他獲選為茱
莉亞弦樂四重奏的第一小提琴，並任教於茱莉亞音樂院；為了能有多一莉亞弦樂四重奏的第一小提琴，並任教於茱莉亞音樂院；為了能有多一

點時間陪伴家人，他於2018年辭去茱莉亞弦樂四重奏的職位，但仍繼續點時間陪伴家人，他於2018年辭去茱莉亞弦樂四重奏的職位，但仍繼續
擔任茱莉亞音樂院的教職，教授小提琴及室內樂。擔任茱莉亞音樂院的教職，教授小提琴及室內樂。

林以信曾與波士頓交響樂團、東京愛樂管弦樂團、新日本愛樂管弦樂林以信曾與波士頓交響樂團、東京愛樂管弦樂團、新日本愛樂管弦樂

團、烏克蘭國家愛樂管弦樂團等知名各國交響樂團合作演出。除此之團、烏克蘭國家愛樂管弦樂團等知名各國交響樂團合作演出。除此之

外，也經常應邀參加萬寶路室內樂音樂節、西雅圖室內樂音樂節等各大外，也經常應邀參加萬寶路室內樂音樂節、西雅圖室內樂音樂節等各大

國際音樂節。林以信的錄音作品包括與鋼琴家班傑明．勒布合作錄製的國際音樂節。林以信的錄音作品包括與鋼琴家班傑明．勒布合作錄製的

康格爾德及布梭尼作品專輯、與鋼琴家歐莉翁．威斯錄製的德布西、法康格爾德及布梭尼作品專輯、與鋼琴家歐莉翁．威斯錄製的德布西、法

朗克及米堯作品，以及巴哈與易沙意的全部無伴奏作品。朗克及米堯作品，以及巴哈與易沙意的全部無伴奏作品。

鋼琴｜鋼琴｜黃海倫黃海倫

黃海倫在日本出生，父母皆為台灣人。1985年舉家遷至美國定居並於兩黃海倫在日本出生，父母皆為台灣人。1985年舉家遷至美國定居並於兩
年後開始學習鋼琴。1994年，她在紐約愛樂管弦樂團評選下，獲林肯中年後開始學習鋼琴。1994年，她在紐約愛樂管弦樂團評選下，獲林肯中
心頒贈Martin E.Segal獎，該獎專為優秀青年音樂家而設。1995年，她心頒贈Martin E.Segal獎，該獎專為優秀青年音樂家而設。1995年，她
獲頒著名的艾佛瑞．費雪事業獎最年輕的得主。獲頒著名的艾佛瑞．費雪事業獎最年輕的得主。

在贏得青年音樂家比賽後，受到大師庫特．馬舒（Kurt Masur）賞識，在贏得青年音樂家比賽後，受到大師庫特．馬舒（Kurt Masur）賞識，
獲得與紐約管弦樂團演出及錄音合同，並開始受到樂壇的矚目。被譽為擁獲得與紐約管弦樂團演出及錄音合同，並開始受到樂壇的矚目。被譽為擁

有完美的技巧和敏銳的表現力，作為獨奏家及室內樂演奏家的黃海倫擁有有完美的技巧和敏銳的表現力，作為獨奏家及室內樂演奏家的黃海倫擁有

多元的職業生涯，與樂團合作演出的豐富經驗。與她合作過的樂團有紐約多元的職業生涯，與樂團合作演出的豐富經驗。與她合作過的樂團有紐約

愛樂管弦樂團、辛辛那提交響樂團、柏林愛樂管弦樂團、法國國家管弦樂愛樂管弦樂團、辛辛那提交響樂團、柏林愛樂管弦樂團、法國國家管弦樂

團、倫敦愛樂管弦樂團、以色列愛樂管弦樂團、韓國 KBS交響樂團等。團、倫敦愛樂管弦樂團、以色列愛樂管弦樂團、韓國 KBS交響樂團等。

黃海倫曾與紐約愛樂管弦樂團合作錄製貝多芬《第一號鋼琴協奏曲》、黃海倫曾與紐約愛樂管弦樂團合作錄製貝多芬《第一號鋼琴協奏曲》、

莫札特鋼琴協奏曲 K.488和K.467、孟德爾頌《第一號鋼琴協奏曲》和莫札特鋼琴協奏曲 K.488和K.467、孟德爾頌《第一號鋼琴協奏曲》和
蕭士塔高維契《第二號鋼琴協奏曲》，由Teldec唱片公司發行，贏得樂界蕭士塔高維契《第二號鋼琴協奏曲》，由Teldec唱片公司發行，贏得樂界
眾多佳評。最近一次與小提琴家林昭亮合作錄製Georg Tintner的作品，眾多佳評。最近一次與小提琴家林昭亮合作錄製Georg Tintner的作品，
由Naxos唱片公司發行。以及也有與林昭亮，大提琴家倪海葉錄製周龍由Naxos唱片公司發行。以及也有與林昭亮，大提琴家倪海葉錄製周龍
的作品，由Delos唱片公司發行。黃海倫曾在美國公共廣播電視的節目的作品，由Delos唱片公司發行。黃海倫曾在美國公共廣播電視的節目

“Evening at Pops”與波士頓大眾管弦樂團合作演出，此音樂會並且在“Evening at Pops”與波士頓大眾管弦樂團合作演出，此音樂會並且在
波多黎各的卡薩斯音樂節上，以同步連線方式播出。波多黎各的卡薩斯音樂節上，以同步連線方式播出。

場地租借洽詢場地租借洽詢
請上迷誠品請上迷誠品
meet.eslite.commeet.esli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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