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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

年僅 14歲，活躍於國際各大青少年鋼琴賽事的林灝維，是

近年台灣國際能見度最高的鋼琴新星。

林灝維 2004年出生於台北市，6歲開始學琴，畢業自新民

小學，目前就讀台北市中正國中，師事鋼琴家嚴俊傑。9歲

即入圍史坦威青少年國際鋼琴大賽複賽，並於複賽中獲得

優勝，展現其在鋼琴上過人的天賦與才華。2014年起，林灝

維於多項國內外鋼琴比賽屢獲佳績，其中備受矚目的包含

2015年德國葛洛迪安史坦威比賽第一名及波蘭蕭邦青少年

鋼琴大賽優勝、2016年德國埃特林根國際青年鋼琴家大賽

第二名、2017年丹麥奧胡斯國際鋼琴大賽第二名、2018年

美國克里夫蘭國際青少年鋼琴大賽第三名及觀眾獎 ......等，

超齡的表現力與驚人潛力屢屢讓現場評審與聽眾驚嘆。

除了參與各大賽外，林灝維也頻獲國內外邀演，演出協奏曲

及獨奏會，包括 : 2016年 5月受邀於美國紐約卡內基音樂

廳演出、9月受 3E愛樂青年交響樂團邀請，於東吳大學松怡

廳合作演出莫札特《第十二號鋼琴協奏曲》、11月受邀與台

北愛樂青年管弦樂團於第三屆深圳蓮花山草地音樂節演出；

2017年受加拿大亞裔活動協會邀請，遠赴多倫多及溫哥華

舉行二場個人獨奏會，並於「加拿大臺灣文化節」開幕音樂

會上與知名華裔指揮家謝建得率領的溫哥華大都會管弦樂

團合作演出莫札特鋼琴協奏曲；2018年，2月受邀至瑞士第

八屆 NEXT GENERATION音樂節演出，5月於台北國家音

樂廳與台北愛樂青年愛樂管弦樂團合作，壓軸演出拉威爾《G

大調鋼琴協奏曲》。

         

林灝維於 2018年10月在國家音樂廳舉行台灣首場獨奏會；

2019年 3月，將受邀至丹麥奧胡斯，於第五屆奧胡斯國際鋼

琴大賽開幕音樂會演出。

林灝維  

「年幼的身體裡住著一個成熟的靈魂，彷彿上輩子就是音樂家！」

   ─ 倫敦皇家音樂院教授 Christopher Elton

「他對音樂的想像鮮明，對聲音的品質與音色要求甚高，能將音

樂裡所表現的情感處理得極為細緻。」            — 鋼琴家 嚴俊傑

簡

介



海頓     B小調鋼琴奏鳴曲，作品第 16卷第 32首

海頓一生中雖以交響曲、弦樂四重奏等曲種為人所熟知，但

事實上他也留下了 50多首鍵盤奏鳴曲。而這些鍵盤奏鳴曲

絕大多數都是在 1770年代所寫成，除了在 1778年之後所完

成的最後 5首奏鳴曲是專門為鋼琴所創作外，其餘作品幾乎

都是為大鍵琴而寫。也因此，將海頓的鍵盤奏鳴曲稱之為「鋼

琴奏鳴曲」其實是不妥的，較精確的說法仍以「鍵盤奏鳴曲」

或「大鍵琴奏鳴曲」為主。

1776年，海頓將 6首新完成的鍵盤奏鳴曲以作品編號 14共

同出版，而其中這首 B小調奏鳴曲便是 6首曲子中最知名的

一首。在這首奏鳴曲中海頓捨棄了常在他的作品中可見到的

堂皇氣質，反而讓整首樂曲呈現出一種幽靜別緻的氛圍，可

說是海頓作品中十分特別的一首奏鳴曲。

第一樂章開頭以憂鬱的氣質帶入音樂，在流暢的旋律中鋪陳

出輕盈的氣氛。第二樂章優雅的小步舞曲充滿天真的童趣，

中段的音樂具有機敏、俐落的樂風，與主段音樂形成對比，

是典型的小步舞曲架構。來到了終樂章，在熱情的音樂中似

乎能聽到些許年輕貝多芬的音樂語言，但海頓仍以一貫的幽

默在音樂中引入蓄力衝刺的動能，最後讓整首樂曲結束在讓

人意想不到的驚嘆之中。

曲 目 解 說

Program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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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曼   《兒時情景》，作品15

荀白克曾說：「德國歌劇若沒有華格納，那麼將永被義大利

人所統治；浪漫派音樂若沒有舒曼，那德國音樂將止於貝多

芬。」這樣的說法或許稍嫌偏頗，但卻不可否認舒曼在德國

浪漫樂派所佔有的指標性地位。舒曼用文字評論音樂、用音

樂印證理念。在他所創辦的《新音樂雜誌》中，他用精準的

論述評斷了音樂創作的優劣、用獨具的慧眼發掘了無以數計

才華橫溢的音樂家，最後再用自己的音樂告訴我們原來浪漫

文學竟可與音樂作出如此完美無暇的結合，讓音樂引領文

學、讓文學融入音樂。

在舒曼 46歲的生命中，鋼琴始終是他創作生涯中的主軸，

也是讓他愛恨交加的樂器。註定無法成為偉大鋼琴家的舒

曼，用鋼琴丈量音樂發展的無限可能、更用鋼琴灌溉 19世

紀浪漫主義這片沃土。無論是室內樂、交響曲或是藝術歌曲，

都可察覺到用鋼琴思考的軌跡。而舒曼的鋼琴作品更是他浪

漫主義音樂思想的完整體現，在他所有的鋼琴作品中，每一

首曲子都有其意義。縱使是不含任何標題的絕對音樂，照樣

都可在音符、樂句中捕捉到他留給聽眾的謎題與線索。

而在這些作品中，《兒時情景》要算是最為雅俗共賞、老少

咸宜的精緻小品了。在短短 13首小曲中，演奏技巧看似簡

單、音樂內容卻精雕細琢。整部作品乍聽之下似乎僅只是舒

曼為追憶孩提時期的童趣之作，簡單直白；然而隨著聆聽次

數增加，對曲子的了解越見深入，就越發讚嘆舒曼埋藏在每

一個小節的細膩心思與熱切情感。還記得念研究所時期，當

時因為手傷的緣故，曾短暫放下繁重的演奏會曲目，聽從指

導教授的建議複習這套早已在國小時就練過的作品以維持

手感。然而這次的回鍋練習卻讓我越練越感心虛、越練越充

滿困惑，甚且到後來汗流浹背、膽顫心驚。怎麼這些看似單

純的旋律竟如此考究，每一個音都得細細斟酌才可達到基

本的連貫？又怎麼這些再平凡也不過的節奏，在聲部交錯織

體綿密的設計下竟變得如此難以掌控，得抽絲剝繭才能理清

韻律的頭緒？因此《兒時情景》對我來說不再只是閒暇時自

娛娛人的休閒小品，而是一塊打開舒曼音樂大門的敲門磚。

誰說只有《克萊斯勒魂》與《大衛同盟》才是舒曼鋼琴作品

的經典？我想若不從《兒時情景》開始，先別說你懂舒曼。

《兒時情景》是舒曼 28歲那年的創作，那時的他正值人生

谷底。不僅鋼琴家之夢碎，與克拉拉的戀情也看不到未來；

甚至還被自己的恩師、也就是克拉拉之父維克下了最後通

牒，不准他再與克拉拉相見，否則將會遭遇不測。此外，當時

身在維也納開創事業版圖的舒曼同樣處處碰壁，《新音樂雜

誌》在維也納的發行得不到當局批准，維也納處處只聽見歌

舞昇平的華爾茲，貝多芬、舒伯特不再受到喜新厭舊的民眾

青睞。就在這樣落魄無助的時刻，遠方卻傳來克拉拉在德國

公開演奏舒曼作品的消息，這對幾乎已陷入絕望的舒曼來說

如同雪中送炭，讓舒曼燃起無比信心，相信克拉拉永不變心

的誓言。

這時的舒曼又該如何回應克拉拉的真情告白呢？重拾信心

的他提起了筆，一連寫下了十幾首小曲，將每首曲子都賦予

童趣般的標題，最後集結成冊命名為《兒時情景》。這部《兒

時情景》正是舒曼獻給克拉拉的禮物，因為每一首曲子都記

錄著克拉拉 9歲那年初次見到的舒曼之時兩小無猜的純愛

情誼。每一個標題都是舒曼與克拉拉彼此共同的回憶，也是

深埋兩人心中永恆的真愛密碼，舒曼深信克拉拉看到這些小

曲時的會心一笑將會溫暖他的心房，讓他知道他們的愛情終

能修成正果。舒曼，就是這麼一個愛到瘋狂、也浪漫到瘋狂

的藝術家！

德國舒曼研究權威姚阿幸·德拉罕（Joachim Draheim）曾說：

「20歲時彈《兒時情景》，你會感到率真；40歲時彈《兒時

情景》，你會感到溫暖；60歲時彈《兒時情景》，你則會感到

孤獨。」小品音樂能有如此魅力，實在令人折服。

1. 〈異國風土與人民〉

在平緩的三連音伴奏之下，由右手緩緩奏出來自遠方的抒情

旋律。沒有激情、只有安寧，在沉靜夜空下緩步前進，彷彿召

喚著孩子一同來聆聽來自異國的故事。

2. 〈奇異故事〉

跳躍般的附點節奏加上輕巧的裝飾音，再搭配特殊的三拍子

韻律襯托出近似馬祖卡舞曲般的異國曲風。讓音樂增添滑稽

逗趣的色彩。



3. 〈捉迷藏〉

貓捉老鼠般的快速音群奔馳其中，速度無需狂飆，凌波微步

才更見高明。就讓左手與右手在琴鍵上嬉戲吧！

4. 〈孩子的請求〉

每一個樂句的反覆都代表著孩子企盼、懇求的語氣與眼神，

似乎對著你說：「拜託，拜託嘛！」。結束時的尾音像個問號，

留在你我的心底，yes or no ?

5. 〈無比滿足〉

天如人願，懇求奏效後的愉悅讓孩子唱起了歡樂歌謠。低音

聲部的旋律呼應著孩子的歌聲，彷彿大人的聲聲叮嚀，多麼

美妙的親子二重唱啊！

6. 〈驚天大事〉

趾高氣昂、煞有介事！三段體的中段嚴肅卻又略帶呆板，與

前後兩段從天而降的輕快旋律形成奇特的反差。表情嚴肅的

長輩對心不在焉的孩子說教，思緒早飛向九霄雲外，說什麼？

聽不到！

7. 〈夢幻曲〉

舒曼在療養院，拉著來探望他的克拉拉的手，興奮的告訴她：

「親愛的，我又新作了一首曲子，妳快來聽聽看！」說著，便

彈奏了這首 18年前就已寫給克拉拉的世紀名曲。兩天後，舒

曼在療養院逝世，得年 46歲。這首曲子的美，不用我說，你

已知道！

8. 〈在爐邊〉

夢醒，孩子們揉著惺忪的雙眼，靠近溫暖的爐火，依偎在一

起發呆、取暖。沒有熊熊烈火，只有足夠溫暖心房的音樂，甜

而不膩。

9. 〈木馬騎士〉

馬蹄躂躂，孩子騎著木馬奔跑嬉戲，邊用口哨當號角、邊拿

樹枝當長劍。馳騁山坡，我是小霸王！

10. 〈假正經〉

故作姿態的強說愁，多愁善感卻又左顧右盼。深怕把戲被揭

穿，只得用綿延樂句掩飾不安，直到忍俊不住，終於放棄這一

本正經的模樣。

11. 〈驚嚇〉

明明是再抒情也不過的旋律，卻硬被經過半音添上懸疑色

彩。插入句如同精靈捉狹的玩笑，躲在暗處伺機而動。在光

影搖曳下，花前月下成了聊齋誌異。

12. 〈孩子睡了〉

睡吧！孩子！在平緩無波的湖面上，讓小舟成為搖籃，帶你進

入美麗夢境。夢裡有現實世界永遠達不到的美好、有垂手可

得的幸福，還有心想事成的法寶。睡吧！孩子！讓夢中仙境伴

你快快長大！

13. 〈詩人如是說〉

回到現實，兒時回憶如此美好。就像作不完的美夢、唱不完

的美麗歌曲。曲終人散，一切只待再次回到夢中仙境追尋。



蕭邦       升 C小調夜曲，作品 27-1 
               降 D大調夜曲，作品 27-2

眾所周知，夜曲並非由蕭邦所獨創，然而蕭邦卻將夜曲此一

形式極盡所能的發展至頂峰。在將近 30年的創作期中，蕭

邦寫作了 21首夜曲，不僅擴大了夜曲本有的形式與格局，蕭

邦更在夜曲中實驗並發展鋼琴音樂中的新式創作技巧與獨

特語彙，讓夜曲不再只是浪漫樂派初期流傳於沙龍間的情調

音樂，更是具有革命創新精神的珠玉之作。

而作品編號 27的兩首夜曲正是蕭邦發表於 1836年的作品，

同時也是蕭邦生平所出版的第三套夜曲（前兩套夜曲分別為

作品 9與作品15）。在這兩首夜曲中，我們可窺見蕭邦更加

洗練的手法與更為開闊的創作格局。這兩首夜曲分別以升 C

小調與降 D大調所寫成，同音異名的大小調對應更是具備了

調性安排的巧思，同時也顯現了這套作品的整體感。

在第一首升 C小調夜曲中，我們聽見了深沉的憂鬱在左手如

暗潮起伏的伴奏下緩緩流瀉，而在樂曲中段所呈現出的強大

張力更讓整首樂曲充滿了戲劇效果，讓人切身感受到蕭邦的

浪漫與詩意。而降 D大調夜曲則以各種精彩的裝飾句妝點

抒情的旋律線，完全呈現蕭邦將即興演奏的手法置入樂譜的

高明創意，讓音樂不僅靈動雀躍，更是纖細動人，在鋼琴家

目眩神迷的演奏中體會大師的天才。



1. 〈夜蛾〉

這首題獻給文藝記者法格（Léon-Paul Fargue）的樂曲，其

標題意象指的就是報社記者常需要晝伏夜出的特殊工作型

態。拉威爾以「都會裡的流浪夜歸者」一詞形容法格，而夜

蛾標題之取材也是源自於法格隨手寫下的一首詩：「飛蛾笨

拙地飛離破舊的穀倉，停駐在其它樑柱上 ......。」

在這首樂曲中，拉威爾用寫實逼真的手法描繪飛蛾撲火的情

景。音樂中持續不斷的三度半音代表的是閃爍不定的火光，

斷斷續續的旋律則表現出飛蛾倏地出現、卻又轉瞬消逝的難

以捉摸。這首樂曲的表現手法與當年拉威爾名震一時的《噴

泉》有異曲同工之妙，但若仔細比較可發現拉威爾精進作曲

技法，用細膩且精準的快速音群模擬出各式精采的音響效

果，同時也考驗鋼琴家在大量且持續的弱音中展現音色層次

的能力。

令人玩味的是，最後的飛蛾撲火場景，拉威爾並無太多戲劇

性的渲染，取而代之的是輕描淡寫的結尾，如同此事隨時隨

地都在上演般的稀鬆平常。在這首〈夜蛾〉中，拉威爾舉重

若輕，令人拍案叫絕。

2. 〈悲鳥〉

空谷幽鳴，這是拉威爾在這首樂曲中一開頭予人的意象；同

時也是當年的他在楓丹白露森林漫步時所聽到的鳥鳴聲。拉

威爾曾指出，他希望在這首曲子中描繪出「鳥兒在盛夏午後

迷失在黑森林」的景象。而音樂所傳達出的感覺除了一開頭

的鳥鳴動機外，似乎還帶有清風穿葉、眾鳥聞聲齊鳴的意境。

當年拉威爾將這首曲子題獻給鋼琴家好友維涅斯（Ricardo 

Viñes），除了看重他高超的演奏技巧外，同時也影射了維涅

斯孤高桀傲的性格。

3. 〈汪洋孤舟〉

音樂貼切地傳達出標題所呈現的意象，在雙手大跨度琶音的

鋪陳下，拉威爾用單薄、微弱的主題描繪在海上載浮載沉的

小舟。一時間突然轉換的調性象徵著陰晴不定的海象，這會

兒巨浪來襲，那會兒又是風強雨驟。拉威爾將這首樂曲獻給

畫家好友蘇德（Paul Sordes），意欲用聽覺描繪出蘇德畫筆

下茫然無助的一葉扁舟，聽來實在過癮。

4.〈小丑的晨歌〉

這 首 題 獻 給 作 家 卡 佛 克 來 西 （Michel-Dimitri 

Calvocoressi）的樂曲可說是《鏡》組曲最知名的一首曲子。

拉威爾   《鏡》

發表於 1905年的《鏡》組曲可說是拉威爾早期鋼琴作品中

的代表作。當年拉威爾將這套組曲中的 5首曲子分別題獻

給 5名在藝術理念上與他志同道合的好友，並且根據好友的

性格與工作特質特別設計了有趣且傳神的標題音樂，不僅展

現了拉威爾高超的音樂技法，更讓人見識到拉威爾對待好友

幽默與細膩的一面。而取名為《鏡》，其實也就是拉威爾意

圖以音樂為鏡，藉以映照反射出友人個性與形象的深遠意

涵。

若從創作年代觀之，我們會發現拉威爾當年創作這組作品時

正是法國文化界針對所謂的「拉威爾事件」鬧得沸沸揚揚之

時，當時的輿論紛紛就拉威爾五度角逐羅馬大獎皆鎩羽而歸

之事大做文章，為拉威爾爭取到不少社會同情。由於年輕的

拉威爾所代表的正是反學院、反傳統、象徵自由解放的法國

新藝術潮流，而與拉威爾同一陣線的這 5位好友，其身分有

記者、作曲家、音樂家、畫家等，幾乎就是整個法國新生代文

化界的縮影，也因此當拉威爾與這幾位好友組成了赫赫有名

的「阿帕契同盟」（Les Apaches，或譯「不良份子協會」）時，

整個巴黎藝文界為之震撼，一時間各式各樣新興藝文團體隨

之興起，最後竟演變成 20世紀初期法國新文藝浪潮運動的

發軔，這想必是拉威爾當年始料未及的影響與意外吧！

拉威爾在這首曲子中以大量的西班牙音樂作為素材，不僅用

鋼琴表現出吉他與響板的音響效果，同時也仿作了西班牙傳

統歌謠《深沈歌》作為小丑在窗前對著心上人唱出不成調情

歌的滑稽與諷刺。

拉威爾在這首樂曲中為鋼琴設計了各種技巧大觀，甚至還寫

下了艱難的快速同音連奏以及上下行雙指滑音，成功地讓演

奏者用一架鋼琴演出一整幕充滿戲劇張力的小丑戲，從頭到

尾毫無冷場的音樂詮釋也讓這首樂曲成為鋼琴家們在各大

音樂會中競相演出的精采炫技難曲。

5. 〈鐘谷〉

拉威爾用絕妙的聲部錯落寫下了各式鐘響，讓人彷彿置身在

一座由鐘聲建構而成的夢幻莊園。此起彼落的鐘聲相互交

疊，各種不同音階、不同拍節韻律的鐘聲在此竟形成了完美

的和諧，實在令人驚異。拉威爾將這首曲子獻給文學家兼作

曲家德拉志（Maurice Delage），與他分享當年看到德國劇

作家郝柏曼（Gerhardt Hauptmann）在 1896年寫下的劇本

感想。



很多人會將拉威爾這首曲子與德布西著名前奏曲《沉沒的教

堂》相比，認為這是拉威爾仿效德布西《沉沒的教堂》所創

作的樂曲，但事實上〈鐘谷〉比《沉沒的教堂》還早 5年完成。

在 20世紀初期的法國音樂中，德布西與拉威爾原本就是在

創作手法與音樂風格上大異其趣的音樂家，所以將兩人音樂

風格扣在同一樂派帽子下的論述不僅不合適，同時也是不合

理的。

1901年，拉威爾的一首《噴泉》為當時的法國樂壇投下震撼

彈，沒有人能想像一位年僅 26歲的青年作曲家竟能運用如

此卓絕精闢的技法為鋼琴音樂寫下史上最寫實的「水景音

樂」。然而就在五年後，當《鏡》組曲出版之際，拉威爾說：「這

是一套能把我從《噴泉》中解放出來的作品。」何以拉威爾

會就這套組曲做此聲明？因為這是一位對聲音追求永不止

息的偉大音樂家的自我期許。一時的成功不代表永恆，自《噴

泉》之後，拉威爾不斷精進自身作曲技法，將心力投注於開

發鋼琴音色的各種可能，接下來的《鏡》、《夜之加斯巴》、

《庫普蘭之墓》等一系列組曲皆證明了拉威爾的天才與努力

不懈。當年他為《鏡》組曲所寫下的一席話，或許也可以作為

大師一生為創作孜孜不倦的寫照：

「這部由 5首樂曲構成的新作品將會是我音樂創作生涯中的

新里程碑，因為我在和聲運用上發展出了極大的變化，對於

向來熟絡我作品風格的人們來說，可能會感到相當驚訝。」

是的，拉威爾不只時時締造驚奇，他的作品兼具精緻與優雅、

一聽難忘，絕對是古典音樂史上最偉大的聲音魔法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