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琴弦上的歌-游文逸小提琴獨奏會 

Singing On The Strings. 

一首歌的"詞"界定它的意涵，"曲"則左右聽者的情緒。這場"琴絃上的歌"音樂會

在曲目的選擇，作品或取材於歌曲，或改編自歌劇，或由詩句得到靈感。作曲

家由小提琴技巧上的可能性，以樂曲情緒上的鋪陳激發聽者對標題或歌詞意涵

上的聯想和感受。這種想法源自於浪漫主義的標題音樂，因此曲目都是十九世

紀中期之後的作品。 

1. 雨之歌  

G大調小提琴奏鳴曲，作品 78號 

布拉姆斯 

         第一樂章,    有節制而活潑的急板 

         第二樂章,    慢板 

         第三樂章,    非常溫和的快板 

2. 愛之歌 

蘇克 (1874-1935)/ 柯契安 (1883-1950) 改編 

---------------------------中場休息----------------------------- 

3. "乞丐與蕩婦"組曲 

海菲茲 (1901-1987),由葛希文(1898-1937)的歌劇改編 

夏日時分/女人只是一時的 

我的男人離世往生了 

不見得是這麼回事 

貝絲, 妳是我的女人了 

以藍調的速度-船即將啟程前往紐約 

4. 冬之歌，作品 15號 

易莎夷 

5. 序奏與塔倫泰拉舞曲，作品 43號 

薩拉沙堤 



 

曲目解說: 

1.G大調小提琴奏鳴曲，作品 78號： 

布拉姆斯 

 

第一樂章，不太快的甚快板 

第二樂章，慢板 

第三樂章，中庸的快板 

 

1879年，布拉姆斯在奧地利南部避暑聖地沃爾塔湖畔的ㄧ個小鎮完成了他的 G

大調第一首小提琴奏鳴曲，作品 78號。其實在此之前他已經嘗試譜寫了幾首小

提琴奏鳴曲，但是都不滿意。其中之一的 a 小調奏鳴曲甚至還獲得舒曼賞視，

鼓勵將其出版。但是愛惜羽毛的他最後仍然毀棄先前完成包括這首在內的三首

小提琴奏鳴曲。不過，1853他與舒曼和迪特里希，ㄧ人ㄧ樂章為小提琴家姚阿

幸的共同創作的 F-A-E奏鳴曲裏，布拉姆斯所作的恢諧曲樂章仍然是現今音樂

會中經常出現的的曲目，也從而能看出他在二十歲時的創作裡流露出貝多芬的

曲風。 

他在 1853年遇到提携他的舒曼之前，常常替匈牙利小提琴家艾德. 瑞梅尼伴

奏，合作演出。之後又結識小提琴家姚阿幸成為他的摯友。在姚阿幸為小提琴

技巧提供意見參考之下，布拉姆斯在 1879年完成了繼貝多芬，孟德爾頌之後最

經典的 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 77號。緊接著完成這首被稱爲"雨之歌"的 G

大調小提琴奏鳴曲，作品 78號。 

這首奏鳴曲標題的由來是因爲布拉姆斯取材於他自己早先創作的藝術歌曲，作

品 59之 3 "雨之歌" 和作品 59之 4 "餘韻"來做為終樂章起頭的主題，貫串旋律

的伴奏琶音十六分音符滴滴答答的結奏就如同雨滴ㄧ般。事實上第一，第二樂

章的樂思題材都跟這兩首歌曲有關。 

第一樂章小提琴起頭的節奏就聽得出來和雨之歌的關聯，在充滿明朗溫和近似

牧歌的 6/4拍不過份快的甚快板主題展開。鋼琴以和絃溫柔地伴奏小提琴上綿

綿無盡的旋律。鋼琴和提琴在樂曲進行中角色經常對調相互襯托。結構裡有兩

段抒情的主題和疾風驟雨似的發展部。整個樂章洋溢著溫暖的氣氛。第二樂章

降 E大調 2/4拍子的慢板是得自雨之歌裡 D大調中段的歌詞的靈感。大意是："

像是在杯子般的花瓣，涓滴流下之處，靈魂順暢地呼吸，如同花朵陶醉於芳

香，沉溺在天堂的露水之中。每一滴雨的顫動逐漸靜止，深入到每一下的心

跳，而造物神聖的網，穿透我隱密的生命"。鋼琴以一個個三度和六度的和絃，

如同聖詠般高貴地營造出布拉姆斯特出的莊嚴曲風，而提琴隨後以疑惑的半音

變化音型應對。當樂曲像花朵般漸漸地綻放時，陰暗憂鬱的 b小調主題慢慢地

蘊釀，漸漸地急迫，而一度讓人感覺苦楚。陰影過去之後溫暖的主題重現帶來"



靈魂順暢地呼吸"的聯想。鋼琴的流動地和絃和提琴的雙音共舞，難以言喻地迷

人。尾聲中，半音變化音型一度神秘地曇花一現。但終於在聖詠的結尾裡"讓顫

動逐漸靜止"。終樂章為 4/4拍，中庸快板的輪旋曲。起頭的節奏，旋律，及和

聲，與"雨之歌"的主歌部份完全相同。由歌曲的升 f小調移至 g小調，拍值減

半。歌曲的詞是德國詩人克勞斯. 郭特的詩。大意是："下吧，雨，下吧，喚醒

我的夢；夢𥚃的童年，溼透的沙子上冒出泡沫！燥熱的酷暑被清新的涼風緩

和；蒼白的葉子滴下露水，而田裡的作物被染綠"。第一樂章和第二樂章的主題

前後出現貫串其中。樂曲最終轉回初始的 G大調，親切感人又帶有憧憬地結

束。 

克拉拉. 舒曼在寫給布拉姆斯信中表達對這個樂章的喜愛："我願這支曲子伴我

渡過今生的旅程，直到來世"。1896年克拉拉. 舒曼去世，布拉姆斯就在追悼音

樂會上演奏此曲，但他在悲傷之際無力奏完。此曲於 1879年 11月 8日，由布

拉姆斯本人和小提琴家姚阿幸首演並題獻給他。 

 

2.愛之歌，作品 7號之 1: 

蘇克 (1874-1935)/ 柯契安 (1883-1950) 改編 

 

不太慢的慢板 

 

捷克作曲家蘇克 (1874-1935) 是德弗札克在布拉格音樂院任教時，最得意的門

生之一。蘇克由同名約瑟夫的父親啟蒙，學習管風琴，鋼琴，和小提琴。之後

又隨好幾位作曲家學習音樂理論和室內樂寫作。在 1885和 1892年之間在布拉

格音樂院與德弗札克學習作曲，並且與班內維茲學習小提琴。除了受到德弗札

克的賞識，也贏到他女兒奧蒂莉的芳心，成為德弗札克的女婿。蘇克除了作曲

之外，也是波西米亞絃樂四重奏的第二提琴手(1891-1933)，和布拉格音樂院的

作曲老師(1922-1935)。 

 

蘇克為絃樂器寫過不少室內樂作品，也爲小提琴和鋼琴寫了四首小品 (作品第

17，1900年) 以及一首小步舞曲 (1919年)，還有一首為小提琴和管絃樂團的 g 

小調幻想曲 (作品第 24，1903年)。愛之歌卻不是為小提琴而寫，而是在他在

十七歲到十九歲之間為鋼琴創作六首小品，作品第七號之中的第一首。這時蘇

克寫作的風格仍深受德弗札克的影響。同期的名作還包括十八歲時(1892年)所

作絃樂小夜曲，作品第六號。愛之歌因爲廣受喜愛，被後人改編成數個不同樂

器組合的版本。小提琴的版本是由捷克小提琴家和教育家亞洛斯拉夫. 柯契安

改編。柯契安最出名的學生在 2011年去世，是另一個同名約瑟夫的著名小提琴

家蘇克，他就是作曲家蘇克的孫子。 

 

愛之歌全曲為三段式。在含蓄的降 D大調上，羞澀的第一主題被伴奏的和絃帶

引進來。在變化和絃的轉折之下將主題提高了一個八度，滿腔熱切的情緒霎時

找到宣洩的出口。但音域隨及降低，馬上收斂了情緒。在減七和絃輕柔的引導



之下，欲言又止地結束了第一段。作曲家以 4個小節的過門委婉地轉到較爲明

朗的 F大調，慢慢地舖陳。埋藏於內的情感終於忍不住，情不自禁地流露於

外，吶喊出來。營造出第二段的高潮。F大調中段結束之際，作曲家又巧妙的

將曲子由 A大調轉回再現部的降 D大調的第一主題。而這次深刻的感情就不再

保留。最後，眷戀依偎的尾聲讓人在腦海中迴蕩著一份溫柔的餘韻。 

 

3. "乞丐與蕩婦"組曲 

海菲茲改編自葛希文 

 

夏日時分/女人只是一時的 

我的男人離世往生了 

不見得是這麽一回事兒 

貝絲，妳是我的女人了 

以藍調的速度 

 

二十世紀初期美國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當屬喬治.葛希文。1898年出生於紐約的

布魯克林區，雙親是來自俄國的猶太移民。本名雅各.葛希文。他在郭德馬克和

柯維爾門下受過正統作曲的訓練。不過自幼在猶太劇院區長大的背景，十五歲

起為了生計開始譜寫流行歌曲。葛希文作品裡流行音樂的語彙技法特別名顯，

尤其是爵士樂。我們從他的名作"藍色狂想曲"，"一個在巴黎的美國人"一窺端

倪。他與兄長艾拉合作，一個譜曲一個填詞，創作出許多流行歌曲和百老匯樂

劇，是一位古典與流行音樂雙棲的作曲家。此外，他也非常嚮往法國音樂的曲

風。成名之後還欲拜法國音樂教育家娜狄雅. 勃蘭潔和作曲家拉威爾門下學習

作曲。但他們都自覺不見得能為葛希文在曲風上帶來正面的影響而婉拒。拉威

爾對他說：你已經是一流的葛希文了，何必再當二流的拉威爾呢？ 

雖然肇因於童年時一位朋友的小提琴表演的影響，讓葛希文步入音樂之途。他

卻幾乎沒替小提琴譜寫作品。只留下 1925為小提琴和鋼琴所寫，名為"短篇故

事"的六首小品。倒是他在 1921年曾經寫過一支曲子，歌名叫 "米夏, 亞夏, 托

夏, 沙夏."。歌詞描述當時俄國小提琴名家奧爾，門下弟子稱霸樂壇的光景。其

中的"亞夏"是他的好友，小提琴家海菲茲。葛希文與這位二十世紀最出名的小

提琴家年紀只差三歲，同為俄裔的猶太人。海菲茲和葛希文的母親出生地相

同，在俄屬波蘭的維爾紐斯(現今立陶宛的首都)。海菲茲曾向葛希文提起，希

望替他寫一首小提琴協奏曲。可惜葛希文還未動筆，就在三十九歲時因爲腦

瘤，英年早逝。葛希文去世之後，海菲茲改編了兩件他的作品成為小提琴的小

品。其中之一就是取材自歌劇"乞丐與蕩婦"的組曲。 

創作於 1935年的歌劇"乞丐與蕩婦"裡採用了古典樂曲形式，如賦格和帕薩加利

亞；包含二十世紀的技巧，如十二音，複調式和音列；有著一般歌劇的手法，



如宣敘調，主導動機等等；但和聲及旋律語彙卻是不折不扣的來自美國黑人音

樂。劇本取材自都波斯. 黑沃得的同名小說，被葛希文自己歸類為"民俗歌劇"。

故事發生在南卡羅萊納州的查爾斯登城貧窮的黑人社區"鯰魚庒"。瘸腿乞丐波

基與碼頭工人的女人貝絲之間愛情故事。海菲茲拮取了其中六首著名歌曲。第

一首就是第一幕第一景，女配角克拉拉所唱的催眠曲，著名的"夏日時分"。苦

中作樂，自我安慰的歌詞道出："夏天的時分，討生活很容易的; 魚兒多到躍出

水面，收成的棉花堆的老高; 你老爸有錢，老媽長的正典；兒啊乖，你不用哭

"。緊接著克拉拉的先生傑克將嬰兒抱過來接著唱 "女人只是一時的"，歌詞也

相當有意思："你將展開人生的旅程，老爸要奉勸一些話；女人會生你，愛你，

為你送終；不過，女人就只是一時的，這是真的；最早時是你媽給你取名字，

接著她把你綁在圍裙邊照顧，後來你會一直挨她罵，一直等到你的女人來把你

接管過去爲止；因爲女人就是一時的，這是真的..."。接下來的故事是，碼頭工

人克勞恩賭博輸錢不認帳，反而將贏錢的羅賓殺了。於是第三首曲子"我的男人

離世往生了"是第一幕第二景，羅賓妻子賽琳娜在喪禮上的詠歎調。第四首"不

見得是這麼一回事兒"是第二幕第二景，毒販史博汀. 萊夫嘲諷聖經章節故事，

大衛擊敗巨人，約拿被鯨魚吞下肚...等等的真實性。第五首 "貝斯，妳是我的

女人了"在第二幕第一景。波基與貝絲男女對唱的情歌。組曲的最後一首 "以藍

調的速度" 在第三幕第二景。史博汀.萊夫在波基被警察帶走之後，聳恿貝絲跟

他遠走高飛去紐約。     

海菲茲經常以"乞丐與蕩婦"組曲之中的單曲，特別是"不見得是這麼一回事兒"

或"貝絲，妳是我的女人了"作為演奏會安可曲。"乞丐與蕩婦"組曲也是海菲茲

在 1945年第一次以立體聲技術灌製錄音曲目之一，由英國的笛卡唱片公司發

行。 

 

4.冬之歌，作品 15號： 

易莎夷 

 

不太慢的中板-放緩-稍加活力-非常激動的-稍為放慢-慢-稍慢 

 

比利時小提琴家易莎夷是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繼薩拉莎替之後最受歡迎的

小提琴家。1858年出生於比利時東邊的城市,列日。自幼由其父啟蒙後受教於魯

道夫. 馬薩，維尼奧夫斯基，及魏歐當。1883年移居法國巴黎之後，致力於推

動法國室內樂之復興，成為法國曲風最佳的銓釋者。小提琴樂曲中幾首膾炙人

口的代表作都提獻給他，包括法朗克送給他做為結婚禮物的 A大調小提琴奏鳴

曲(1886), 德布西的絃樂四重奏(1893), 以及蕭頌的"詩"(1896)。 

易莎夷除了他輝煌的小提琴演奏生涯之外，同時也指揮樂團(1898應邀紐約愛

樂,以及 1918-1922之間辛辛那提管絃樂團）以及作曲。最出名的作品當屬晚年

為獨奏小提琴而作的六首奏鳴曲(1924)。但在更早之時，1883年他結識了匈牙

利鋼琴巨擘李斯特。受到李斯特從 1850年代起創作的交響詩形式的啟迪，易莎

夷從 1893起著手嘗試譜寫將獨奏絃樂器和管絃樂團合為ㄧ體的交響詩。在他的



概念中，他並不要以音符平鋪直敘地形容一段情節或故事，而是由聲音喚起聽

眾心中的一幅幅的具象或一份份情緒上的感受，擺脫既有的奏鳴曲式形式上的

束縛。他這種形式的第一首作品"哀悼的詩"發表於 1896 年，只比蕭頌提獻給他

的"詩"早數個月而已。 

"冬之歌"出版於 1902年，首演於 1904年，為同形式作品中的第三首。雖然在

創作的時間上被認為是易莎夷小提琴演奏生涯最燦爛輝煌的時期(1895-1912), 

但是由於意莎夷長期以來在上臺表演之前與緊張的情緒對抗，加上他右手持弓

過緊的習慣，終於在 1899年在巴黎有ㄧ次的音樂會中右手痙攣，演出被迫中

斷。從此之後就他的右手就ㄧ直為肌腱炎所苦，再加上他自年輕時便有糖尿病

的病史，讓他極度地失去自信。"冬之歌"充份反映出他此時憂鬱哀傷的心境。

其標題的由來是易莎夷有ㄧ回讀到ㄧ篇以瓦隆文(比利時南部，法語區的一種方

言) 創作的詩"冬日的回憶"。在這 68行篇幅的詩中，他對第九行到第十ㄧ行，

以及第三十一，三十二行的詞句特別有感觸，詞句為：飄雪無盡，是怨懟，是

啜泣...; 凜冽的風呼嘯，屋邊的雪高高地堆起...; 我似乎聽見潺潺流水穿透冰層

之下的歌聲...。詩意與此曲在情感和上十分吻合，因此命名為"冬之歌"。 

此曲為 b小調，3/8拍子，為自由的三段式。全曲在緩慢而哀傷的旋律中流露出

法國印象派和聲的技法。在表情速度和拍號不斷地變換，速度不知不覺地變

快，營造出中段結束之前激憤的高潮。再現部回到初始的題材，慢慢將情緒帶

入荒涼悲傷的慢板，以小提琴的泛音和歎息似的和聲收尾。此曲於 1902年出

版，1904年 11月 3日由小提琴家艾德華. 德露和易莎夷音樂會管絃樂團在布魯

塞爾首演，題獻給他的夫人虂薏. 勃德。 

 

5.序奏與塔倫泰拉舞曲，作品 43號 

薩拉沙堤 

 

中板- 塔倫泰拉，急速的快板 

 

十九世紀後半期，小提琴巨匠薩拉莎替以他精湛的技巧和琴音婉約優雅的演奏

風格，自成一格地突破了德奧派的姚阿幸和維尼奧夫斯基以及奧爾所屬的俄國

派所主宰小提琴演奏舞台的局面。 

1844年出生於西班牙北部古城潘洛拉的薩拉莎替，自幼受身為樂師的父親啟

蒙。八歲獲得獎學金入馬德里音樂院學習，十歲獲西班牙伊莎貝爾皇后賜贈名

貴的史特拉地瓦里小提琴。十二歲赴巴黎音樂院與亞拉習琴，在修習不到一年

之內便獲頒第一獎。他繼續留在音樂院學習樂理，直到十五歲完成正規的訓

練。1876在維也納首演的成功正式確定了他的地位，之後數十年他的演奏縱橫

樂壇，聞名遐爾。小說作家柯南. 道爾曾敘述在他筆下的名偵探夏洛克. 福爾摩

斯前往聆賞薩拉莎替的演奏。作曲家們也為他譜寫樂曲。流傳至今最出名的幾

首當屬聖賞的序奏與輪旋曲，拉羅的西班牙交響曲，布魯赫的蘇格蘭幻想曲，



以及維尼奧夫斯基的 d小調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他是留聲技術問市之後，第

ㄧ位留下演奏錄音的小提琴家。 

薩拉莎替為突顯自己的演奏技巧量身譜寫小提琴小品，一共五十四首。前十九

首較不為人知的曲子多取材自歌劇選曲，如古諾的浮世德，維爾第的命運之力

等為主譜寫的幻想曲。第ㄧ首名作要等到他的作品第二十號，流浪者之歌的出

現。這支曲子成為樂迷們提及小提琴時，心中最優先聯想到的音樂。其他的名

作還包括多首以西班牙地方民謠為題材譜寫的小品，以及取材自歌劇卡門的幻

想曲，還有這首序奏與塔倫泰拉舞曲。 

此曲分慢快兩段。快板的塔倫泰拉舞曲源自於意大利南部濱海的塔倫多城的一

種 6/8拍子的舞曲。相傳當地有ㄧ種"狼蛛"。ㄧ旦被被這種蜘蛛咬到毒性發作，

會讓人陷入歇斯底里的狀況。其急救的療法就是跳這種急促的舞曲來排毒。此

曲的序奏由 4/4拍，歌謠似優美的曲調展開後，慢慢地過渡到燦爛快速的塔倫

泰拉舞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