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 48

6.2 「進階節奏」即興⼯作坊 

　　6.2.1  檢視與學員背景相關的⾳樂素材。⾸先，在介紹印度節奏的基本要素之前，我會先準備學

員熟悉的⾳樂素材來切入節奏觀點。例如，以⽬前操作過的兩場針對古典⾳樂學習者＿⾼中⾳樂班

學⽣為例，我先帶領他們觀看⾙多芬第五號鋼琴三 奏《幽靈》之第⼀樂章呈⽰部（27⼩節到34⼩

節）以及、巴爾托克⼩宇宙選曲第126⾸與史特拉玟斯基彼得露⻄卡之長笛樂團片段的演奏。從⾙多

芬的鋼琴三 奏範例中，我們可以看到⼀樣在三四拍拍號上⾯，⼤提琴與⼩提琴在句法上的群組概

念（Grouping）與鋼琴並不相同，⼤提琴與⼩提琴的部分將三四拍拆解為六個八分⾳符，並分為兩

組，每組各別為三個八⾳符，若單看弦樂部分，我們很容易將其視為六八拍的⾳樂。然⽽鋼琴部

份，則為⼀般的三四拍，但是右⼿有⼀個落在第⼆拍的 ⾳，此 ⾳與弦樂的句法分割錯開。將弦

樂句法與鋼琴左⼿分解和弦的群組宏觀⽽之，我們則會看到很明顯的⼆對三複節奏（Poly-

Rhythm）架構。若對這樣的架構有意識地認知，我覺得能夠不僅在⾳樂演奏上精進，更能增進排練

的效能。 

 

⾙多芬第五號鋼琴三 奏《幽靈》之第⼀樂章呈⽰部（27⼩節到3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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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個在⾙多芬這組鋼琴三 奏作品的例⼦則是在再現部的第183⼩節⾄198⼩節，在這邊我

們可以看到鋼琴部份的右⼿在每⼀個四分⾳符中有幾個不⼀樣的細分（Subdivision），像是三連

⾳、⼗六分⾳符、五連⾳、以及六連⾳。儘管鋼琴的左⼿部分為簡單的八分⾳符伴奏⾳型，對於在

這樂段多為長⾳的弦樂演奏者⽽⾔，我認為在室內樂的合奏上，還是需要意識到鋼琴部份的左右⼿

節奏錯置的張⼒。 

 

圖⼆、⾙多芬第五號鋼琴三 奏《幽靈》再現部183⼩節到19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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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第⼆個例⼦，巴爾托克（Bela Bartók, 1881-1945）在鋼琴作品《⼩宇宙》選曲第126⾸〈變

換拍⼦〉（Change of Time），是⼀個經典的變態拍作品，以⼀⼩節為單位做拍好的變換，將變態

拍⼦的特性融入創作中，其中包含⼆四拍、三四拍、三八拍、五八拍以及尾奏的六八拍。我們也可

以觀察到，在這些不斷變換的拍⼦之中，能夠找到⼀個循環，⼀個以⼆四拍、三四拍、三八拍、五

八拍為群組的循環，我在這裡也特別把循環的概念導入，以連接之後印度節奏觀的學習。 

　　 

圖三、巴爾托克⼩宇宙選曲第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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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例⼦是史特拉玟斯基彼得露⻄卡之長笛樂團片段，在觀察前⾯兩個例⼦過後，在此例

上，我會直接請問學⽣能夠找到哪些細分？⼜能夠找到哪幾個複節奏。在數字⼀與數字⼆的樂段

中，我們在三四拍上，就有對應八分⾳符、三連⾳、⼗六分⾳符、以及五連⾳四種細分。⽽在數字

三的樂段中，則有以下幾種複節奏型態，七對三、五對⼆、八對三。並且，我會進⼀步詢問，⼤家

會如何練習這樣的片段？討論過後，先就相對簡單的五對⼆，導入以 ⼩公倍數去拆解的概念展

⽰，然後才是七對三的拆解。八對三則留到 後，因為八對三要先簡化為四對三，才能再以 ⼩公

倍數的⽅式拆解之。 

圖四、史特拉玟斯基彼得露⻄卡之長笛樂團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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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 觀看與印度節奏相關的⾳樂素材。在檢視完三個與學員背景相關的⾳樂範例後，我選擇先

播放兩段或三段印度節奏相關的影片。第⼀個是印度孩童們學習⿎經（Konnakol）的影片，影片中

也包含⾳樂的採譜，讓⼤家先對⼯作坊的內容有⼀個⼤略的認識。也因為這樣的⾳樂之於我們⼀直

以來所學習的⻄⽅⾳樂有著不⼀樣的審美觀，所以我覺得在⼯作坊開始之前能夠展⽰幾個例⼦是必

要的。在印度卡納提克⾳樂中，任何⾳樂家都會使⽤⼀組⾳節來「唱唸」⼀個短語，使其節奏要素

適合該短語。只要在選擇時遵循簡單的「通識」（即在 ⾳部分使⽤強勁的⾳節，在快速段落中使

⽤輕柔的⾳節，並使⽤舌頭和⼝腔的不同部位），⾳樂家完全可以將不同的⾳節應⽤於同⼀個短語

中。這些⾳節被認為是主要卡納提克打擊樂器稱為mridangam所使⽤的所有聲⾳的語⾳化。儘管在

許多⻄⽅⾳樂中使⽤⾳節應⽤於三連⾳、五連⾳等並不罕⾒，但在那之後，使⽤豐富組合的⾳節的

可能性就停⽌了；⽽ 複使⽤「ta ta ta…」或類似的⾳節進⾏節奏短語的吟誦通常是不夠清晰甚⾄

難以讓⼈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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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段影片則是 B C Manjunath展⽰的節奏作品，影片中包含印度節奏中循環的概念

（Tala）。印度的節奏體系稱為塔拉（tala），不同的塔拉有不同的循環週期的節奏形態，循環從

3-128拍不等，週期長的塔拉通常會被分成幾個組來進⾏記憶多種，常⽤的有⼆⼗多種，他們有⾃⼰

的節奏說唱體系。在現代，也可以創造屬於⾃⼰的塔拉。 

　　第三段影片則是 B C Manjunath與Varijashree Venugopal在疫情期間共同展⽰的節奏作品，作

品主要是關於Tirmanas，⼀種特別困難的印度節奏形式的操作與即興。展⽰此影片主要是為了再確

認塔拉（Tala）的循環概念，以及請學員觀察在⾳樂家⿎經的說唱之中，他們使⽤了哪些說唱要素

去展現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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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 印度節奏三要素與⾳節短語練習。看完印度影片之後，我直接切入正題，介紹印

度節奏觀的三要素：TALA（循環）、GATHI（細分）與 JATHI（句法/分句）。循環的概

念，在前⾯的影片例⼦已⼤致展⽰過，⽽代表分句的JATHI會在下⼀段（6.2.3）做解釋。

Gathi 是將節拍細分為⼀定數 的單位，稱為matras的名稱，例如有三個matras單位的

Gathi叫做Tisra，就是⻄⽅⾳樂的三連⾳；⽽有四個matras單位的Gathi叫做Chatusra，就

是⻄⽅⾳樂的四連⾳；五個matras的是Khanda，為五連⾳；七個matras的是Misra，為七

連⾳。每⼀種Ghathi則會有⼀組對應的⾳節，例如代表三連⾳的Tisra之⾳節為 ta-ki-da；

代表四連⾳的Chatusra之⾳節為 ta-ke-di-mi；代表五連⾳的Khanda之⾳節為 ta-ke-di-

na-ton；代表七連⾳的Misra之⾳節為 ta-ki-da-ta-ke-di-mi ⼜或者 ta-ke-di-mi-ta-

ki-da。學習和應⽤印度卡納提克⾳樂中⾳節短語過程中，僅僅使⽤這些⾳節就能夠創造出

許多組合。⼀開始可以依賴固定使⽤某些⾳節，避免過多選擇之下可能產⽣反效果，變成⼀

個障礙⽽不是⼀個有⽤的⼯具，⼜或者，⾳樂家也可以寫出⾳節來練習該節奏短語。⽽

要的是，去內化這些關鍵少數⾳節，並能所有情境中使⽤它們，直到它們逐漸地真正成為個

⼈⾳樂詞彙的⼀部分。然後再增加其他⾳節語彙。如下圖： 

圖五、印度⾳樂⾳節短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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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 複節奏的訓練，關於GATHI與JATHI的組合練習。接下來的部分，是相對比較⽣

硬的練習，為強化學員⾃我與相互之間共同對於⼤拍脈動（Pulse）的感知與⼩拍細分的覺

察（Subdivision）。同時也再次複習之前針對複節奏提到的 ⼩公倍數概念。透過各種組

合練習，也讓學⽣熟悉⾳節短語對應節奏的使⽤，為⼯作坊的第⼆階段進階練習打下基礎，

也在全觀之下對複節奏的處理有⼀個基本的認識。但通常， 戰上，我會視⼯作對象與學習

狀況來調整是否有能⼒做完每⼀種組合的練習。請⾒以下圖表與圖六譜例的說明。 

圖六譜例 ⻄⽅複節奏 印度節奏術語 描述 ⼩公倍數

左例⼀ 三對四 Tisra Jathi 4 在細分為三（三連⾳）上每四個單位作⼀句法 12matras/循環

左例⼆ 三隊五 Tisra Jathi 5 在細分為三（三連⾳）上每五個單位作⼀句法 15matras/循環

左例三 三對七 Tisra Jathi 7 在細分為三（三連⾳）上每七個單位作⼀句法 21matras/循環

左例四 四對三 Chatusra Jathi 3 在細分為四（四連⾳）上每三個單位作⼀句法 12matras/循環

左例五 四對五 Chatusra Jathi 5 在細分為四（四連⾳）上每五個單位作⼀句法 20matras/循環

左例六 四對七 Chatusra Jathi 7 在細分為四（四連⾳）上每七個單位作⼀句法 28matras/循環

左例七 五對三 Khanda Jathi 3 在細分為五（五連⾳）上每三個單位作⼀句法 15matras/循環

左例八 五對四 Khanda Jathi 4 在細分為五（五連⾳）上每四個單位作⼀句法 20matras/循環

右例⼀ 五對七 Khanda Jathi 7 在細分為五（五連⾳）上每七個單位作⼀句法 35matras/循環

右例⼆ 七對三 Misra Jathi 3 在細分為七（七連⾳）上每三個單位作⼀句法 21matras/循環

右例三 七對四 Misra Jathi 4 在細分為七（七連⾳）上每四個單位作⼀句法 28matras/循環

右例四 七對五 Misra Jathi 5 在細分為七（七連⾳）上每五個單位作⼀句法 35matras/循環

右例五 六對四 Tisra2nd Jathi 4 在細分為六（六連⾳）上每四個單位作⼀句法 24matras/2循環

右例六 六對五 Tisra2nd Jathi 5 在細分為六（六連⾳）上每五個單位作⼀句法 30matras/循環

右例七 六對七 Tisra2nd Jathi 7 在細分為六（六連⾳）上每七個單位作⼀句法 42matras/循環



/38 48

　　 

 

Gatis & jathis

!

tisra jathi 4
3

"# " "
3

" "# "
3

" " "#
3

" " "

!

tisra jathi 5
3

"# " "
3

" " "#
3

" " "
3

" "# "
3

" " "

!

tisra jathi 7
3

"# " "
3

" " "
3

" "# "
3

" " "
3

" " "#
3

" " "
3

" " "

!

chatusra jathi 3

"# " " "# " " "# " " "# " "

!

chatusra jathi 5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tusra jathi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handa jathi 3
5

"# " " "# "
5

" "# " " "#
5

" " "# " "

!

khanda jathi 4

5

"# " " " "#
5

" " " "# "
5

" " "# " "
5

" "# " " "

!

khanda jathi 7
5

"# " " " "
5

" " "# " "
5

" " " " "#
5

" " " " "
5

" "# " " "
5

" " " "# "
5

" " " " "

!

misra jathi 3

7

"# " " "# " " "#
7

" " "# " " "# "
7

" "# " " "# " "

!

misra jathi 4
7

"# " " " "# " "
7

" "# " " " "# "
7

" " "# " " " "#
7

" " " "# " " "

!

misra jathi 5

7

"# " " " " "# "
7

" " " "# " " "
7

" "# " " " " "#
7

" " " " "# " "
7

" " "# " " " "

!

tisra 2nd jathi 4
6

"# " " " "# "
6

" " "# " " "
6

"# " " " "# "
6

" " "# " " "

!

tisra 2nd jathi 5
6

"# " " " " "#
6

" " " " "# "
6

" " " "# " "
6

" " "# " " "
6

" "# " " " "

!

tisra 2nd jathi 7
6

"#"""""
6

""#""""
6

"""#"""
6

""""#""
6

"""""#"
6

""""""#
6

""""""

2

圖六、結合細分與句法的複節奏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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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 關於印度⾳階使⽤的選⾳初探。通常⼯作坊進⾏到這裡，透過前段⽣硬的⼀系列

練習，我對於學員的專注⼒與能⼒已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再考 到接下來進度與擁有的⼯作

時間，我通常會於此作⼀個五分鐘的⼩休息。並在休息過後，介入「印度⾳階使⽤的選⾳初

探」來平衡之前⽣硬的練習。在⼯作坊時間充裕的狀況下，我會選⼀段時間，讓學員利⽤⾃

⼰所選定的⾳階，選定塔拉（循環），以「混合句法」（Jathi Bhetham）的⽅式做⼀個⼩

創作，關於這部分的引導，我會在之後的段落介紹；⽽對於⼯作時間有限，對於前段素材掌

握也不⾜的學員組別，我通常在此處僅會做到印度⾳階的視作與視唱，去體會不同選⾳為⾳

階帶來的⾊彩。 印度⾳階組成稱為史瓦拉（Swara)，也就是⻄⽅⾳樂所謂的⾳符，其組成

的七個⾳符稱謂沙、利、加、⾺、帕、達、妳（Sa、Re、Ga、Ma、Pa、Dha、Ni）。 這

和⻄⽅的⾳符（Do、Re、Me、Fa、So、Ra、Si）接近類似但並不相同。通常⻄⽅⾳樂將

⼀個八度分割為12個半⾳⾳程，因為印度的⾳階 多可細分成22個微分⾳程，稱之為書如

替(Suruti)。在以下的範例中的選⾳，則是⻄⽅樂器⼤致可以操作的接近⾳程。 

如上圖，對應著⻄⽅⾳階⾳名Ｃ、Ｄ、Ｅ、Ｆ、Ｇ、Ａ、Ｂ、Ｃ之唱名Dol、Re、Mi、Fa、

Sol、La、Si、Dol，在印度⾳樂的唱名為Sa、Ri、Ga、Ma、Pa、Dha、Ni、Sa。圖中以四

分⾳符（⿊⾊⾳符）標⽰的Ri、Ga、Ma、Dha、Ni是可以⾃由選⾳⽽創作的，只要確保⾳

⾼依次序增⾼即可，也就是若我們在Ri選擇了D#，則Mi的⾳⾼必須要比D#⾼，那Mi只能是

Ｅ。我們也能看到唯⼆不變的⾳⾼是Ｃ與Ｇ，⾳階中 穩定的主⾳與他的第⼆泛⾳屬⾳。在

⼤班課的狀況下，我通常會讓5-6個學⽣⼀組去創作，然後要求他們寫在⿊板上，與⼤家⿑

唱。以下是在清⽔⾼中⾳樂班做⼯作坊的側錄片段。 

圖七、印度⾳階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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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 進階節奏訓練之⼀。在前⾯⼀系列的前置訓練之後，接下來我們即將進入這個⼯

作坊的主要課題，共有三組進階節奏的操作。第⼀組的進階節奏比較簡單，我將學員分作兩

組，對照下圖，也就是以9matras為⼀句的Ａ組，和以10matras為⼀句的Ｂ組。以9matras

為⼀句的Ａ組可拆解為5+4，對應的⾳節短語為Da-Di-Ghi-Na-Tong以及Da-Ga-Di-Mi；

⽽以10matras為⼀句的Ｂ組可拆解為5+2+3，對應的⾳節短語則為Da-Di-Ghi-Na-Tong、

Da-Ga、以及Da-Gi-Te。節拍器在這個練習上，則調整到四分⾳符為47BPM的速度，每

⼀個matra代表的則是⼀個⼗六分⾳符。在這個設計模組上，我們會做兩種變化： 

　　第⼀、每組只在每⼀句的第⼀個⾳節，也就是第⼀個matras拍⼿。如此，兩組在各⾃的第⼀句

同時拍⼿後，各⾃第⼆句的拍⼿會錯開⼀⼩拍（1matras），⽽第三句換錯開兩⼩拍、第四句會錯開

三⼩拍，以此類推，到了第九句已經相互錯開八個⼩拍，也就是說，Ｂ組 後⼀個句（第九句）會

打在Ａ組第九句的 後⼀拍。⽽Ａ組 後第⼗句結束時，也是Ｂ組 後的第九句結束之時，他們會

⼀起結束在新循環的第⼀拍，這個開始與結束的拍點稱作為「Sam」。這樣的練習，讓學⽣必須緊

密地在⼼中抓住每⼀個⼩拍的速度，並維持不管是九⼩拍⼀句或者⼗⼩拍⼀句與節拍器錯置的層

次，同時感受與另⼀組在拍⼿上錯置的對應關係。請看以下是在清⽔⾼中⾳樂班做⼯作坊的側錄片

段。 

圖八、進階節奏練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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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接下來的變化，以9matras為⼀句的Ａ組在第⼀句⼀樣需要打在第⼀個短語⾳節

Da，然後第⼆句時除了要打在第⼀個短語⾳節Da之外，也要打在第⼆個⾳節Di；第三句需

要打在第⼀⾳節Da與第三個⾳節Ghi，以此類推，第四句需要打在第⼀⾳節Da與第四個⾳節

Na，第五句則是打在第⼀⾳節Da與第五個⾳節Tong⋯⋯等等。⽽以10matras為⼀句的Ｂ

組，則是反其道⽽⾏，第⼀句⼀樣打在第⼀個⾳節Da與 後⼀個⾳節Te，第⼆句則打在第

⼀個⾳節Da與倒數第⼆個⾳節Ｇi，以此類推，第三句會打在第⼀個⾳節Da與倒數第三個⾳

節Da。如此，兩組雖然依循著不⼀樣數算拍⼦的⽅式，但是拍⼿的 ⾳完完全全地貼合再

⼀起，訓練學⽣維持細分⼩拍，同時聆聽節拍器⼤拍並感受共同合奏 ⾳。如下圖所⽰，逗

點則為句間的區隔： 

Ａ：●○○○○○○○○’●●○○○○○○○’●○●○○○○○○’●○○●○○○○○’●○○○●○○○○…. 

Ｂ：●○○○○○○○○●’●○○○○○○○●○’●○○○○○○●○○’●○○○○○●○○○’●○○○○…. 

　　6.2.6 進階節奏訓練之⼆。這個部分的節奏設計練習，可以分為兩個⼤段落，第⼀⼤段

由六個不⼀樣的節奏動機組成，每個動機的結尾皆連接著⼀⼩拍的休⽌，Ａ動機是⽤五⼩拍

的短語⾳節（Da-Di-Ghi-Na-Tong）加上⼀個⼀拍的短語⾳節（Dham）以及 後⼀⼩拍

的休⽌，總共七個⼩拍（Matras）；Ｂ動機是⽤四⼩拍的短語⾳節（Da-Ga-Di-Mi）加上

⼀個⼀拍的短語⾳節（Dham）以及 後⼀⼩拍的休⽌，總共六個⼩拍；Ｃ動機是⽤三⼩拍

的短語⾳節（Da-Gi-Te）加上⼀個⼀拍的短語⾳節（Dham）以及 後⼀⼩拍的休⽌，總

共四個⼩拍；以此類推⋯⋯Ｆ動機會僅剩⼀個⼀拍的短語⾳節（Dham）以及 後⼀⼩拍的

休⽌，總共兩個⼩拍。在節奏表格中，第⼀⼤段的左邊、中間以及右邊，都有從動機Ａ到動

機Ｆ的垂直表列。基本上，每⼀個動機在整個第⼀⼤段中都會出現三次。 

　　第⼆⼤段則是由被我稱之為節奏段落的終⽌式的「Mukthay」組成。在印度⾳樂中，通

常接近⼀個段落或者⼀⾸樂曲結尾時，會⼀個有固定的格式，即是 覆⼀個特定的節奏型三

次來標誌著這個段落或者樂曲的完結。⽽這個節奏型通常和樂曲本⾝的 拍錯置，形成複節

奏。這樣的節奏終⽌式在北印系統中被稱作「Tihai」。這個第⼆⼤段的「Mukthay」是⼀

個 簡單的終⽌格式叫做「Sama Mukthay」，我們看到每⼀⾏（每⼀句）中包含著三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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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拍短語⾳節（Da-Di-Ghi-Na-Tong）組成並以⼀⼩拍的休⽌作結的句⼦，這樣的句⼦

複到第三句的 後⼀拍休⽌時，即是⾳樂的終結「Sam」。 

　　在這個練習中，第⼆段的節奏終⽌式的演奏次序是始終不變的。我們透過第⼀段各個動

機次序的 置去製造去與原本節拍器設定的四四拍層次上各種不⼀樣的 ⾳錯置，去訓練學

⽣的節奏感、對於細分⼩拍的感知與維持，以及多層次節奏的聆聽經驗。以下共有⼗種變

化，前⾯八種為第⼀段動機不同的次序 置變化組合，後⾯兩種為細分⼩拍的節奏感紮 建

立後，將多數⾳節變為空拍的變化，節拍器設定在四分⾳符為46-56之間： 

1. 第⼀段落從上到下，由左⾄右。依序從左邊的Ａ1、Ｂ1、Ｃ1到Ｆ1，然後是中間的Ａ2到
Ｆ2，再來是右邊的Ａ3到Ｆ3。 後接第⼆段落的節奏終⽌式。 

2. 第⼀段落從下到上，由左⾄右。依序從左邊的Ｆ1、Ｅ1、Ｄ1到Ａ1，然後是中間的Ｆ2到
Ａ2，再來是右邊的Ｆ3到Ａ3。 後接第⼆段落的節奏終⽌式。 

3. 由左⾄右，左邊從上到下，中間從下到上，右邊從上到下。依序從左邊的Ａ1、Ｂ1、Ｃ1
到Ｆ1，然後是中間的Ｆ2、Ｅ2、Ｄ2到Ａ1，再來是右邊的Ａ3到Ｆ3。 後接第⼆段落
的節奏終⽌式。 

4. 由左⾄右，左邊從下到上，中間從上到下，右邊從下到上。依序從左邊的Ｆ1、Ｅ1、Ｄ1
到Ａ1，然後是中間的Ａ2、Ｂ2、Ｃ2到Ｆ2，再來是右邊的Ｆ3到Ａ3。 後接第⼆段落
的節奏終⽌式。 

圖九、進階節奏練習之⼆



/43 48

5. Ｖ型混合倒Ｖ型，這組合是個挑戰，需要很不錯的⼿眼協調能⼒。我們從Ｖ型線開始，
走A1-F2-A3、B1-E2-B3、C1-D2-C3；再走倒Ｖ型線，Ｄ1-C2-D3、Ｅ1-B2-E3、
Ｆ1-A1-F3。 後接第⼆段落的節奏終⽌式。 

6. ⽜尾型（Gobuchayati），意即每⼀個區塊句法長度，是依序隨邏輯遞減的。Ａ-B-C
（7+6+5）、B-C-D（6+5+4）、C-D-E（5+4+3）、D-E-F（4+3+2）、E-
F(3+2)、F（2）。 後接第⼆段落的節奏終⽌式。 

7. 河⼝型（Srotovahayati）意即每⼀個區塊句法長度，是依序隨邏輯遞增的。F（2）、
F-E（2+3）、Ｆ-E-Ｄ（2+3+4）、E-D-C（3+4+5）、D-C-B（4+5+6）、C-B-A
（5+6+7）。 後接第⼆段落的節奏終⽌式。 

8. 擴充動機（A1+A2)+A3，結合A1A2空間，讓Ａ1的每⼀個⾳節擴充為兩⼩拍，然後A3的
⾳節維持原型。 後接第⼆段落的節奏終⽌式。 

原型A1A2共14⼩拍：Da   Di   Gi   Na  Tong Dham X   Da   Di    Gi   Na  Tong Dham X 
變化A1A2共14⼩拍：Da   -    Di    -     Gi     -     Na   -  Tong  -  Dham  -      X     -   

9. 抽空⾳節：操作如第⼀種變化⾏從上到下，由左⾄右的次序，但只唱唸第⼀個短語⾳節
（Da）與 後⼀個⾳節（Dham）。 後接續第⼆段落的節奏終⽌式也是。 

10. 抽空⾳節：操作如第⼀種變化⾏從上到下，由左⾄右的次序，但只唱唸Tong這個⾳節。
後接續第⼆段落的節奏終⽌式也是。 

　　以下是在清⽔⾼中⾳樂班做⼯作坊的側錄片段，片段中包含三個變化型，分別是第五變

化「Ｖ型混合倒Ｖ型」、第六變化「河⼝型」與第九變化「抽空⾳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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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0 ⼯作坊的 後，為了讓⼤家測驗對節奏感知提升後的應⽤所學，也另外輕鬆⼀下，我選

了三⾸保加利亞⺠謠，讓⼤家透過聆聽經驗尋找出⾳樂的拍號。這三⾸分別是⼗⼀八拍的

Kopanitsa、⼗⼀八拍MakeDONSKO，以上兩⾸⼗⼀拍的作品皆為以⼆⼆三⼆⼆組成， 後是由⼆

⼆三⼆組成的九八拍Isonova Ora，與學員⼀起多次聆聽，找出在多數世界⾳樂律動中很 要的節奏

⾦鑰，通常在這樣的狀況下，會以拉丁⾳樂的術語clave來形容這個節奏的核⼼結構。透過找到這個

核⼼結構clave，例如：⼆⼆三⼆⼆（短短長短短）與⼆⼆三⼆（短短長短）去總結出他的拍號（循

環）。另外，我也會讓⼤家聆賞透過卡納蒂克觀點創作的爵⼠⾳樂作品，我選了旅居紐約的吉他⼿

Miles Okazaki的作品Spiral，⼀樣的旋律藉由不同細分⼩拍，會有截然不同的氛圍，我們也能從節

拍中感受到旋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