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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舒曼作品二《蝴蝶》  

 

第一節  樂曲分析  

    本章裡，筆者依照序奏與十二首樂曲中所標示的拍號、調性、

小節和曲式，先以表格呈現，再依照樂曲之段落順序分別以文字說

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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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作品 2 樂曲分析表  

樂曲  調性  拍號  曲式  

序奏  D 大調  3/4 單一樂段  

1 D 大調  3/4 二段體  

2 E b 大調  2/4 含序奏之單一

樂段  

3 f #小調  3/4 三段體  

4 A 大調  3/8 三段體  

5 B b 大調  3/4 三段體  

6 d 小調  3/4 迴旋曲式  

7 f 小調  3/8 含序奏之單一

樂段  

8 c #小調  3/4 含序奏之三段

體曲式  

9 b b 小調  3/8 含序奏之二段

體曲式  

10 C 大調  3/8-3/4 含序奏之三段

體曲式  

11 D 大調  3/4 含序奏的複三

段體  

12 D 大調  3/4-2/4-3/4 三段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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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序奏  

【表 3-2】序曲之結構分析表  

段落  小節數  樂句  調性  

樂段  6 4+2 D 大調  

 

    序奏 :共有六小節，以兩個樂句組成，運用主音 D 音開始，以兩

聲部同音八度上行的音型進行【譜例 3-1】。  

 

【譜例 3-1】R. Schumann:  Papil lons Op.2 Introduzione mm.1-6 

 

 

二、第一首  

 

【表 3-3】第一首樂曲之結構分析表  

段落  小節數  樂句  調性  

A 1-8 4+4 D 大調  

B 9-16 4+4 D 大調  

 

    A 段 (mm.1-8):上聲部旋律由八度音組成，下聲部伴奏以圓舞曲

三拍子的節奏呈現，第 8 小節樂譜上標示反覆記號，樂曲從第 1 小

節開始反覆，至第 8 小節結束後直接進入 B 段【譜例 3-2】。  

    B 段 (mm.9-16):第 9 至 12 小節高音部由八度音以小二度進行

(C-D
b
、B-C、A

＃
-B、G

＃
-A)，第 9 至 10 小節的重音位在弱拍，與第

11 至 12 小節的重音位在強拍之節奏形成對比性，第 13 至 16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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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 A 段 D 大調的旋律，於第 16 小節樂譜上標示反覆記號，從第 9

小節開始反覆此樂段後至第 16 小節結束此曲【譜例 3-2】。  

 

【譜例 3-2】R. Schumann: Papil lons Op.2 No.1 mm.1-16 

 

 

三、第二首  

     

【表 3-4】第二首樂曲之結構分析表  

段落  小節數  樂句  調性  

序奏  1-4 4 E b 大調  

樂段  5-12 4+4 A b 大調  

 

    序奏 (mm.1-4):左右手由快速的十六分音符與相距八度的琶音上

行，再以兩手輪替彈奏八度琶音下行樂句【譜例 3-3】。  

    樂段 (mm.5-12):此段為兩組重覆樂句構成，上聲部樂句第 5 至 8

小節由斷奏與圓滑奏組成，第 9 至 12 小節同前一樂句之素材，伴奏

則以跨越十度的音程與高音旋律交替彈奏，第 12 小節樂譜上標示

D. C.，樂曲由序奏之第 1 小節開始反覆，至此樂段之第 12 小節結

束此曲【譜例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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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3】R. Schumann: Papil lons Op.2 No.2 mm.1-12 

 

    

 

四、第三首  

 

【表 3-5】第三首樂曲之結構分析表  

段落  小節數  樂句  調性  

A 1-8 4+4 f
#
小調  

B 9-16 8 A b 大調  

A 1  17-26 10 f #小調  

 

    A 段 (mm.1-8):此段下聲部以八度音呈現主旋律，第 8 小節樂譜

上標示反覆記號，樂曲由第 1 小節開始反覆至第 8 小節結束後進入

B 段【譜例 3-4】。  

    B 段 (mm.9-16):此段樂曲轉為 A 大調，主旋律改由上聲部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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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聲部為附點二分音符之八度音伴奏，第 16 小節樂譜上標示反覆記

號，樂曲由第 9 小節開始反覆至第 16 小節結束後進入 A 1 段【譜例

3-4】。  

    A 1 段 (mm.17-26) :此段上、下聲部以卡農型態呈現主旋律，最後

主旋律與伴奏皆以級進下行結束此曲【譜例 3-4】。  

 

【譜例 3-4】R. Schumann: Papil lons Op.2 No.3 mm.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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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四首  

    

【表 3-6】第四首樂曲之結構分析表  

段落  小節數  樂句  調性  

A 1-16 8+8 f #小調  

B 17-32 8+8 A b 大調  

A
1
 33-48 8+8 f

#
小調  

 

    A 段 (mm.1-16):此段上聲部由八度音進行，下聲部以和絃音型呈

現，第 16 小節樂譜上標示反覆記號，樂曲由第 1 小節開始反覆至第

16 小節結束後直接進入 B 段【譜例 3-5】。  

    B 段 (mm.17-32) :此段第一樂句 (mm.17-24)之上聲部旋律由四度

上行與切分同音構成，而第二樂句 (mm.25-32)之上聲部則以四度上

行與二度下行組成，此段樂曲與伴奏交錯進行【譜例 3-5】。  

    A 1 段 (mm.33-48) :此段樂曲為 A 段再現【譜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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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譜例 3-5】R. Schumann: Papil lons Op.2 No.4 mm.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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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五首  

     

【表 3-7】第五首樂曲之結構分析表  

段落  小節數  樂句  調性  

A 1-8 4+4 B b 大調  

B 9-18 4+6 B b 大調  

A
1
 19-26 4+4 B

b
大調  

 

    A 段 (mm.1-8):此段於上聲部與下聲部分別呈現如歌般地單旋律

相呼應，中間聲部則以和聲進行【譜例 3-6】。  

    B 段 (mm.9 -18):第 9 至 12 小節將減和絃於三個八度內進行，第

13 至 18 小節旋律皆以級進呈現，較特別地，於第 13 至 14 小節下

聲部伴奏音型，運用波蘭舞曲的節奏
1 4
【譜例 3-7】。  

    A 1 段 (mm.19-26) :此段樂曲為 A 段再現，在旋律部份稍做變化，

第 19 至 20 小節改以八度音呈現，第 25 至 26 小節以反向樂句結束

此曲【譜例 3-7】。  

 

【譜例 3-6】R. Schumann: Papil lons Op.2 No.5 mm.1-8 

 
                                                      

  
1 4
波蘭舞曲之典型節奏為 。  



 17 

【譜例 3-7】R. Schumann: Papil lons Op.2 No.5 mm.9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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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六首  

     

【表 3-8】第六首樂曲之結構分析表  

段落  小節數  樂句  調性  

A 1-6 3+3 d 小調  

B 7-14 4+4 A 大調  

A 1  15-19 3+2 d 小調  

過門  20-24 2+3 d 小調  

C 25-31 2+2+2+2 F 大調  

A 2  32-38 3+3 d 小調  

     

    A 段 (mm.1-6):此段舒曼運用 Hemiola 1 5的手法創作，第 1 小節以

減七和絃開始進行 1 6，第 4 小節之調性轉入 F 大調，上聲部以八度

音級進呈現，第 6 小節結束在 I 級和弦，並且於此小節樂譜上標示

反覆記號，樂曲由第 1 小節開始反覆至第 6 小節後直接進入 B 段【譜

例 3-8】。  

    B 段 (mm.7-14):此段調性轉為 A 大調，上聲部為和絃進行，下聲

部以八度音反向呈現，第 14 小節樂譜上標示反覆記號，樂曲由第 7

小節開始反覆至第 14 小節結束後直接進入 A 1 段【譜例 3-8】。  

    A 1 段 (mm.15-19)與過門樂段 (mm.20-24):  A 1 段之素材同於 A 段；

過門樂段上、下聲部為長音進行，第 20 與 22 小節之伴奏音型採用

波蘭舞曲的節奏，第 24 小節結束於 d 小調 i 級和弦【譜例 3-8】。  

    C 段 (mm.25-31) :此段調性轉至 F 大調，以兩小節為一個樂句，

上聲部每一樂句的第一個和弦以琶音進行，第 26、 28 與 30 小節在

                                                      
  

1 5
三比二，是一種節奏型，例如將原本可以分成兩個附點二分音符的兩小節

分割成三個二分音符。  

  
1 6
林公欽，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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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聲部採用波蘭舞曲的節奏，下聲部伴奏音型呈現三拍子圓舞曲的

韻律【譜例 3-9】。  

    A 2 段 (mm.32-38) :此段同於 A 段【譜例 3-9】。  

 

【譜例 3-8】R. Schumann: Papil lons Op.2 No.6 mm.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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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9】R. Schumann: Papil lons Op.2 No.6 mm.25 -38 

   

 

八、第七首  

     

【表 3-9】第七首樂曲之結構分析表  

段落  小節數  樂句  調性  

序奏  1-8 4+4 f 小調  

樂段  9-24 8+8 A b 大調  

 

    序奏 (mm.1-8):序奏之第一樂句 (mm.1-4)上聲部為主旋律，第二

樂句 (mm.5-8)將第一樂句之主旋律提高八度進行，下聲部和絃則於

正拍上以琶音呈現，第 8 小節樂譜上標示反覆記號，樂曲由第 1 小

節開始反覆至第 8 小節結束後直接進入樂段【譜例 3-10】。  

    樂段 (mm.9-24):此樂段之上聲部單旋律，於每小節第一拍之重

音，構成另一旋律線條，下聲部則由分解和絃組成【譜例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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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10】R. Schumann: Papil lons Op.  2 No.7 mm.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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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第八首  

     

【表 3-10】第八首樂曲之結構分析表  

段落  小節數  樂句  調性  

序奏  1-8 4+4 c #小調  

A 9-16 8 D b 大調  

B 17-24 8 D b 大調  

A 1  25-32 8 D b 大調  

 

    序奏 (mm.1-8):序奏之上聲部採用和絃進行，下聲部由八度音呈

現，此段以兩個小節為一句，每一句由兩個八分音符與五個四分音

符組成，運用舞曲之節奏為基礎，至第 8 小節樂譜上標示反覆記號，

樂曲由第 1 小節開始反覆至第 8 小節結束後直接進入 A 段【譜例

3-11】。  

    A 段 (mm.9-16):此段調性轉入 D b 大調，上聲部延續舞曲之韻律，

下聲部以圓舞曲伴奏型態構成，第 16 小節結束於 V 級和弦，同於

此小節樂譜上標示反覆記號，樂曲由第 9 小節開始反覆至第 16 小節

結束後直接進入 B 段【譜例 3-11】。  

    B 段 (mm.17-24) :此段落之上、下聲部皆以和絃進行與舞曲的節

奏譜成【譜例 3-11】。  

    A 1 段 (mm.25-32) :此段落之旋律音型與舞曲節奏同於 A 段，第 32

小節結束在 D b 大調 I 級和弦，同於此小節樂譜上標示反覆記號，樂

曲由第 17 小節開始反覆至第 32 小節結束此曲【譜例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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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11】R. Schumann: Papil lons Op.  2 No.8 mm.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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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第九首  

     

【表 3-11】第九首樂曲之結構分析表  

段落  小節數  樂句  調性  

序奏  1-8 8 b b 小調  

A 9-24 8+8 D
b
大調  

B 25-40 8+8 e b 小調  -b b 小調  

 

    序奏 (mm.1-8):序奏之上聲部由急促地十六分音符與重音構成之

下行二度音組成 (C b-B b-A b-G b-F)，下聲部節奏帶出舞曲的韻律，第 8

小節樂譜上標示反覆記號，樂曲由第 1 小節開始反覆，至第 8 小節

結束後直接進入 A 段【譜例 3-12】。  

    A 段 (mm.9-24):  此段調性轉入 D b 大調，此段四聲部皆由規律地

八分音符與卡農形式進行，第 9 至 16 小節之音域逐漸攀高，至第

24 小節樂譜上標示反覆記號，樂曲由第 9 小節開始反覆，第 24 小

節結束樂曲後直接進入 B 段【譜例 3-12】。  

    B 段 (mm.25-40) :此段落素材同於 A 段，聲部增加至五聲部，調

性轉為 e b 小調，此段第一樂句 (mm.25-28)與第二樂句 (mm.29-32)為重

複句，第三樂句 (mm.33-40)則引用 A 段第二樂句 (mm.17-24)的前四小

節構成，第 40 小節樂譜上標示反覆記號，樂曲由第 25 小節開始反

覆，至第 40 小節結束此曲【譜例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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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12】R. Schumann: Papil lons Op.  2 No.9 mm.1-24                                   

 

 

 

【譜例 3-13】R. Schumann: Papil lons Op.  2 No.9 mm.25-40 

 

 

 

 

 



 26 

十一、第十首  

 

【表 3-12】第十首樂曲之結構分析表  

段落  小節數  樂句  調性  

序奏  1-16 8+8  C 大調  

過門  17-24 4+4 G 大調  

A 25-40 8+8 C 大調  

B 41-48 4+4 G 大調 -c 小調  

A 1  49-64 8+8 C 大調 -e 小調  

過門  65-69 5 C 大調  

尾奏  70-78 6+3 C 大調  

 

    序奏 (mm.1-16)與過門樂段 (mm.17-24):序奏拍號為三八拍子，第

一樂句 (mm.1-8)以附點節奏為主軸，由上聲部和絃與下聲部八度音

構成，第二樂句 (mm.9-16)以兩小節為一組，模進三次採用八分音符

組成；過門樂段拍號改為三四拍子，調性轉入 G 大調，上聲部和絃

與下聲部八度音以反向進行，第 24 小節樂譜上標示反覆記號，樂曲

由第 17 小節開始反覆，至第 24 小節結束後直接進入 A 段【譜例

3-14】。  

    A 段 (mm.25-40):此段上聲部由單聲部旋律與重音置於弱拍、具

有圓舞曲風格之伴奏所構成，下聲部伴奏以兩小節為一組，將琶音

上、下行呈現，第 40 小節樂譜上標示反覆記號，樂曲由第 17 小節

開始反覆，至第 40 小節結束後直接進入 B 段【譜例 3-15】。  

    B 段 (mm.41-48) :此段第一樂句 (mm.41-44)與第二樂句 (mm.47-48)

為分解和絃模進上行，且於樂句間將 C 大調與 c 小調做調性對比【譜

例 3-16】。  

    A 1 段 (mm.49-64) :此段調性轉入 e 小調，其結構來自 A 段，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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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句 (mm.57-64)將上聲部旋律由單旋律擴張至八度音進行【譜例

3-16】。  

    過門樂段 (mm.65-69)與尾奏 (mm.70-78):  過門樂段第 66 與第 68

小節由圓舞曲節奏呈現，第 69 小節為全休止符附上延長記號，尾奏

之結構同於 A 段，第 78 小節結束在 I 級和弦【譜例 3-17】。  

 

【譜例 3-14】R. Schumann: Papil lons Op.  2 No.10 mm.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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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15】R. Schumann: Papil lons Op.  2 No.10 mm. 25-40 

 

 

【譜例 3-16】R. Schumann: Papil lons Op.  2 No.10 mm.41-64 

 

 

 



 29 

【譜例 3-17】R. Schumann: Papil lons Op.  2 No.10 mm.65-78   

 

 

十二、第十一首  

      

【表 3-13】第十一首樂曲之結構分析表  

段落  小節數  樂句  調性  

序奏  1-3 3 D 大調  

A 4-31 4+4+2+2+2+2+2+2+4+4 D 大調  

B 32-47 4+4+2+2+4 G 大調  

A 1  48-67 2+2+2+2+2+2+4+4 D 大調  

 

    序奏 (mm.1-3):採用波蘭舞曲的節奏上行呈現【譜例 3-18】。  

    A 段 (mm.4-31):此段可分為三小段，由 a 段 (mm.4-11)、 b 段

(mm.12-23)與 a 1 段 (mm.24-31)構成三段體。 a 段將波蘭舞曲節奏、切

分節奏與倚音融入樂曲，第 11 小節樂譜上標示反覆記號，樂曲由第

4 小節開始反覆，至第 11 小節結束後進入 b 段【譜例 3-18】；b 段素

材來自 a 段，第 12 至 15 小節於上聲部與第 16 至 17 小節下聲部加

入十六分音符之音型，第 22 小節有切分節奏於此部份【譜例 3-19】；

a 1 段則重覆 a 段樂曲，第 29 至 30 小節為連續附加倚音進行，至第

31 小節於樂譜上標示反覆記號，樂曲由第 12 小節開始反覆，至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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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節結束後進入 B 段【譜例 3-20】。  

    B 段 (mm.32-47) :此段轉為 G 大調，此段由 c 段 (mm.32-39)與 d

段 (mm.40-47)組成二段體，c 段完全以切分節奏進行【譜例 3-21】，d

段由第 40 至 41 小節之波蘭舞曲的節奏與第 42 至 46 小節之連續附

加倚音進行，第 47 小節結束此段【譜例 3-22】。  

    A 1 段 (mm.48-67) :此段省略 a 段，由 b 段開始至 c 段結束此段落

【譜例 3-23】。  

 

【譜例 3-18】R. Schumann: Papil lons Op.  2 No.11 mm.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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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19】R. Schumann: Papil lons Op.  2 No.11 mm.12-23 

 

 

【譜例 3-20】R. Schumann: Papil lons Op.  2 No.11 mm. 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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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21】R. Schumann: Papil lons Op.  2 No.11 mm.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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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22】R. Schumann: Papil lons Op.  2 No.11 mm.4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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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第十二首  

     

【表 3-14】第十二首樂曲之結構分析表  

段落  小節數  樂句  調性  

A 1-8 4+4 D 大調  

過門  9-16 4+4 D 大調  

A
1
 17-24 4+4 D 大調  

B 25-73 4+4+8+4+4+8+2+2+2 

+2+2+2+2+2+1 

D 大調  

尾奏  74-92 4+4+7+4 D 大調  

 

    A 段 (mm.1-8):此段拍號為三四拍子，以四個小節為一個樂句，

上、下聲部皆以和絃進行，由第 1 小節之附點節奏為動機【譜例

3-18】。  

過門樂段 (mm.9-16)；此段拍號改為二四拍子，以八分音符為架

構，於第 10 與第 14 小節加入十六分音符音型【譜例 3-18】。  

    A 1 段 (mm.17-24):此段拍號改為三四拍子，其結構同於 A 段【譜

例 3-18】。  

    B 段 (mm.25-73):此段第 25 至 46 小節於上聲部引用第一首樂曲

主題，下聲部以圓舞曲伴奏音型與 A 段主題輪替呈現【譜例 3-18】，

第 47 至 56 小節上聲部將第一首樂曲主題改以切分節奏進行，中聲

部維持此樂段之主題旋律，下聲部則維持共 26 個小節之持續 D 音

延長，第 57 至 72 小節將第一首樂曲主題以遞減方式並且搭配共六

次的 A 音呈現，第 73 小節突然頓息【譜例 3-18】。  

    尾奏 (mm.74-92):此段第 74 至 88 小節之上聲部由延長單音呈

現，分別是 D、 F#與 A 音，下聲部則以和絃伴奏進行，第 89 至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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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節將屬和絃以琶音方式重疊後依序遞減，最後結束在 D 大調 I 級

和絃【譜例 3-43】。  

 

【譜例 3-23】R. Schumann: Papil lons Op.  2 No.12 mm.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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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24】R. Schumann: Papil lons Op.  2 No.12 mm.2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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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25】R. Schumann: Papil lons Op.  2 No.12 mm.7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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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演奏詮釋與彈奏技巧  

一、序奏  

(一 )演奏詮釋     

    序奏以中板 (Moderato)的速度與中強 (mf)的音量平均彈奏，第一

樂句 (mm.1-4)第一音 D 音稍為加重力度，以強調主音的重要，第三

小節第一拍按樂譜上之標示，於升 G 音加重音，第二樂句 (mm.5-6)

以弱 (p)的音量及稍許的漸慢結束此序奏，兩個樂句應以流暢的速度

一氣呵成。【譜例 3-1】  

(二 )彈奏技巧  

技巧上需注意雙手音量的平均與整齊，重音的彈奏可稍用手腕    

幫助加強力度。雙手同音八度，應突顯高音部音色之亮度。  

 

二、第一首  

(一 )演奏詮釋   

    A 段 (mm.1-8)樂曲以中等的速度與弱 (p)的音量開始，第一樂句

(mm.1-4)展開活潑的旋律線條，上聲部為八度級進圓滑奏，下聲部

是圓舞曲三拍子的節奏，第二樂句 (mm.5-8)以八度上行音型結束，

音量由弱 (p)漸強至強 ( f)，第 8 小節第二拍 D 音稍加重力度，此小節

樂譜上標示反覆記號，反覆第二遍時，其力度由甚弱 (pp)開始【譜

例 3-2】。  

    B 段 (mm.9-16)力度由弱 (p)開始，第一樂句 (mm.9-12)由第 9 至 10

小節之斷奏按樂譜上標示於第二拍加重力度，第 11 至 12 小節為圓

滑奏，強調每小節第一拍，第二樂句 (mm.13-16)以上行音型且音量

由弱 (p)漸強至強 ( f)，與第一樂句呈現對比性，第 16 小節第二拍稍

加重力度，此小節樂譜上標示反覆記號，反覆第二遍時，其力度由

甚弱 (pp)開始，最後結束此曲【譜例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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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彈奏技巧  

    彈奏時需注意右手八度級進圓滑奏於上聲部指法的運用，將手

腕稍提高、重心向右，以第 3、 4、 5 指銜接樂曲，左手圓舞曲三拍

子的節奏需維持第一拍為強拍，第二、三拍為弱拍的韻律。第 9 至

12 小節需利用手臂力氣彈奏重音部份。  

 

三、第二首  

(一 )演奏詮釋  

    序奏 (mm.1-4)由最急板 (Prest iss imo)的速度與甚強 (ff )的音量開

始，以十六分音符琶音上行與雙手輪替八度下行呈現，第 4 小節按

樂譜標示在下聲部於切分節奏稍加力度【譜例 3-3】。  

    樂段 (mm.5-12)之第一樂句 (mm.5-8)音量由中強 (mf)開始，第二樂

句 (mm.9-12)音量中弱 (mp)呈現。此樂段強調斷奏與圓滑奏之對比，

且旋律與伴奏交替出現，樂曲結束時樂譜上標示從頭再奏 (D.  C.)，

第二次反覆至此樂段第二樂句時將音量以甚弱 (pp)呈現【譜例 3-3】。 

(二 )彈奏技巧      

    為穩定流暢的快速音群，於第二小節第一音稍加重音，且雙手

平均彈奏琶音與八度之十六分音符。  

    第 5 至 12 小節之斷奏，使用短踏板，圓滑奏則採用長踏板，此

部份於雙手交替時需彈奏平均，除了手腕的運用外，應多用手指彈

奏。  

 

四、第三首  

(一 )演奏詮釋  

    A 段 (mm.1-8)樂曲由中等速度與強 ( f)的音量開始，下聲部以八

度呈現主旋律，猶如穿著皮靴，跳出沉重的舞步，第 4 小節與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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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節第一拍於樂譜上各標示突強 (sf)，此段結束時樂譜上標示反覆記

號，樂曲從第 1 小節開始反覆，其力度轉為甚強 (f f)【譜例 3-4】。  

    B 段 (mm.9-16)旋律轉由上聲部進行，於下聲部每一小節三拍長

音，稍作強調其重音記號，第 16 小節樂譜上標示反覆記號，樂曲由

第 9 小節開始，其力度轉為甚強 (ff )【譜例 3-4】。  

    A 1 段 (mm.17-26)力度由甚強 (f f)開始，上、下聲部以對位手法呈

現，第 24 小節在樂譜上於上聲部 F 音標示重音記號，下聲部其力度

由甚強 (f f)漸弱至弱 (p)結束此曲【譜例 3-4】。  

(二 )彈奏技巧  

    彈奏八度音時需運用手腕往下的力量，較容易控制且維持每個

八度音力度是強的音量，當力度轉為甚強 (f f)時，必須在加上手臂力

氣，踏板上則需按和聲變化而更換。   

 

五、第四首  

(一 )演奏詮釋  

    A 段 (mm.1-16)樂曲由急板 (Presto)的速度與弱 (p)的音量開始，第

一樂句 (mm.1-8)由第 1 至 2 小節同音八度力度漸強，於第 3 小節力

度為強 (f )，隨即又漸弱結束此樂句，第二樂句 (mm.9-16)力度由弱 (p)

漸強至強 (f )，結束此段落【譜例 3-5】。  

    B 段 (mm.17-32)為雙手輪替彈奏，此段之切分韻律與 A 段呈現

對比，第一樂句 (mm.17-24)音量由弱 (p)開始，於第 17 小節速度漸快

且音量漸強，接著力度突然轉為甚弱 (pp)結束樂句，第二樂句

(mm.25-32)由甚弱 (pp)開始漸強，以漸慢結束樂句【譜例 3-5】。  

    A 1 段 (mm.33-48)力度由弱 (pp)開始漸強，並於突強與重音記號部

份稍加力度，最後漸強至甚強 (f f)的音量結束此曲【譜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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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彈奏技巧  

    第 1 至 2 小節上聲部同音八度進行需使用手臂推的力量，且手

指貼近琴鍵快速彈奏。  

    第 17 至 32 小節雙手輪替時多運用手指彈奏平均。  

    第 19 至 22 小節上聲部於每一小節第三拍樂譜上標示重音記

號，此段落由於力度維持在弱 (p)的範圍，因此運用手腕輕推即可。 

 

六、第五首  

(一 )演奏詮釋  

    A 段 (mm.1-8)屬於歌唱性且充滿愛意的氣氛，以中強 (mf)的音量

開始，上聲部是詠唱性的主旋律外，下聲部的旋律在樂譜上標示歌

唱 (cantando)，兩聲部旋律同時進行【譜例 3-6】。  

    B 段 (mm.9-18)氣氛轉變，第一樂句 (mm.9-12)於切分節奏上加強

重音與突強 (sf)的音量，第二樂句 (mm.13 -18)如 A 段具有歌唱性的旋

律，其下聲部伴奏由波蘭舞曲的節奏開始呈現，音量逐漸漸強，最

後漸弱結束樂句【譜例 3-7】。  

    A 1 段 (mm.19-26)樂曲於第 19 至 20 小節上聲部由八度音進行主

旋律，下聲部維持呈現歌唱性的旋律，第 23 小節音量轉為甚弱 (pp)，

接著以漸強漸弱呈現琶音上、下行後結束此曲【譜例 3-7】。  

(二 )彈奏技巧  

    A 段將左手重心向左，使下聲部旋律呈現，中間聲部之伴奏輕

推即可。   

    B 段第 9 至 11 小節樂譜上表示重音與突強 (sf)記號，將手臂力

氣向下推出。  

    全曲於制音踏板的運用需按照和聲變化而改變，當力度為甚弱

(pp)時，則踩下弱音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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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六首  

(一 )演奏詮釋  

    A 段 (mm.1-6)以每小節打一拍進行，屬於切分節奏的韻律，樂

曲第一音於弱拍由突強呈現，最後上聲部八度音之力度由強 (f )開始

漸強至 A 音後，第 6 小節樂譜標示反覆記號，樂曲由第 1 小節開始

反覆【譜例 3-8】。  

    B 段 (mm.7-14)力度由甚弱 (pp)開始，將每小節打一拍進行，且

強拍皆落在第一拍【譜例 3-8】。  

    A 1 段 (mm.15-19)同於 A 段詮釋，第 18 小節雙手八度音漸強至 A

音後，以突強力度結束此段【譜例 3-8】。  

    過門樂段 (mm.20-24)上聲部以和絃進行，於其每小節第一拍 D

音皆稍加力度，第 21 小節開始之力度由甚弱 (pp)呈現，而下聲部旋

律 D-B b-A-E-F 需清楚進行【譜例 3-8】。  

    C 段 (mm.25-31)以輕巧方式彈奏，力度以中強 (mf)開始，強拍皆

落在第一拍，此段以兩小節為一句，每一句第一個和絃由琶音進行，

並稍加重力度呈現【譜例 3-9】。  

    A 2 段 (mm.32-38)同於 A 段詮釋，第 36 小節雙手八度音程力度由

甚強 (f f)漸強，最後兩個和絃以重音結束【譜例 3-9】。  

(二 )彈奏技巧  

    A 段運用手腕與手臂力氣呈現突強的音量，並放鬆手腕彈奏快

速的八度音群。  

    彈奏 B 段與 C 段時，將右手重心向右，使上聲部旋律清楚呈。   

    C 段之琶音，在正拍內從下至上迅速彈奏。  

    在標示重音的部份踩下短的制音踏板，而為求音色上的變化，

於樂譜標示甚弱 (pp)的力度，踩下弱音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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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七首  

(一 )演奏詮釋  

    序奏 (mm.1-8)開始於樂譜附上單純、樸實地 (Semplice)表情術

語，樂曲力度以樂譜上標示甚弱 (pp)開始，猶如豎琴彈奏的音響，

將每小節打一拍彈奏，下聲部之每小節第一拍大部份為琶音的進

行，琶音最後一音與上聲部每小節第一音同時落下，第 8 小節琶音

稍以漸慢方式呈現，此小節樂譜上標示反覆記號，樂曲由第 1 小節

開始反覆【譜例 3-10】。  

    樂段 (mm.9-24)以八個小節為一樂句，第一樂句為問句

(mm.9-16)，樂曲以中強 (mf)的力度開始，上聲部旋律為圓滑奏，以

明亮的音色呈現，下聲部則以分解和絃進行，上、下聲部每小節第

一音皆稍加重力度彈奏，第二樂句為答句 (mm.17-24)，踩下淺的弱

音踏板改變音色，其詮釋與第一樂句相同，第 23 至 24 小節稍漸慢

結束此曲【譜例 3-10】。  

(二 )彈奏技巧  

    序奏之琶音進行速度不快，每組琶音皆由下至上清楚彈奏。  

    樂段部份於上聲部旋律以右手第 3、 4、 5 指彈奏，且配合制音

踏板的運用使圓滑奏完整呈現。下聲部伴奏則將手指貼鍵，輕彈平

均，由中弱 (mp)的音量進行。  

    全曲在每小節第一拍踩下長的制音踏板，而序奏部分則再加上

弱音踏板呈現甚弱 (pp)的音量。  

 

九、第八首  

(一 )演奏詮釋  

    序奏 (mm.1-8)以甚強 (f f)的力度開始，運用舞曲的型態，將斷奏

與圓滑奏清楚呈現，第 8 小節樂譜上標示反覆記號，樂曲由第 1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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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開始反覆【譜例 3-11】。  

    A 段 (mm.9-16)圓舞曲在弱 (p)的力度中表現，此段以兩小節為一

組，每組皆由漸強漸弱進行，並強調每小節第一拍的強拍，表現出

三拍子節奏的韻律，第 16 小節稍漸慢後，從第 9 小節開始反覆【譜

例 3-11】。  

    B 段 (mm.17-24)上、下聲部皆以和絃呈現，為銜接 A 段結尾漸

慢的速度，此段樂曲將速度由慢到快進行，接著音量漸強至強 (f )

後，在和絃上稍加重力度並結束此段【譜例 3-11】。  

    A 1 段 (mm.25-32)不同於 A 段之力度與音色，此段保持以強 (f )的

音量呈現，第 31 至 32 小節漸慢後，由第 17 小節開始反覆【譜例

3-11】。  

(二 )彈奏技巧  

    和絃於上聲部將右手重心向右，且使用手腕將圓滑奏之高音旋

律清楚呈現，並運用手臂往下的力氣彈奏力度是甚強 (ff )的和絃與八

度音。      

    A 段於右手重心持續向右，使高音旋律清楚呈現，而圓舞曲三

拍子的伴奏需彈奏第一拍是強拍的韻律。  

    B 段在第 17 至 18 小節之琶音由下至上快速彈奏，不影響樂曲

速度的進行，踏板則隨著和聲變化作改變。  

 

十、第九首  

(一 )演奏詮釋  

    序奏 (mm.1-8)於樂譜上標示最急板 (Prest iss imo)與中強 (mf)的力

度開始，樂曲以每一小節打一拍進行，此段節奏織度相當緊湊，上

聲部音色明亮，樂譜於第 2 至 7 小節第一拍加上重音，詮釋整體的

韻律感，第 8 小節樂譜上標示反覆記號，樂曲由第 1 小節開始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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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12】。  

    A 段 (mm.9-24)力度標示甚弱 (pp)，猶如吉他撥絃般的音色，以

卡農形式進行，旋律線條走向明顯，由低音部往上至高音部，以斷

奏方式呈現，第 24 小節樂譜上標示反覆記號，樂曲由第 9 小節開始

反覆【譜例 3-12】。  

    B 段 (mm.25-40)力度保持在甚弱 (pp)的音響，其詮釋同於 A 段，

並於第 28、 32 與 33 小節稍加力度在重音記號上，在漸強漸弱後，

第 40 小節樂譜上標示反覆記號，樂曲由第 25 小節開始反覆。【譜例

3-13】。  

(二 )彈奏技巧  

    序奏於上聲部以力氣集中指尖、手腕放鬆彈奏快速音群，下聲

部伴奏運用手腕銜接超越八度的分解和絃，此段落的踏板則以每小

節第一拍更換制音踏板。  

    A、B 段以手指輕推且貼琴鍵的方式彈奏，踏板方面，A、B 段

以踩弱音踏板，並於第 28 與第 32 小節之重音的部份，踩下短的制

音踏板加強力度。  

 

十一、第十首  

(一 )演奏詮釋  

    此段序曲開始之韻律、速度、音量與第九首相近，第九首樂曲

結束後立即接至此段落。  

    序奏 (mm.1-16)樂譜上標示活潑地 (Vivo)，樂曲由甚弱 (pp)的力度

開始，其節奏輕快活潑，並於重音記號稍加力度呈現，第 13 至 16

小節以漸強結束此段【譜例 3-14】。  

    過門樂段 (mm.17-24)在樂譜上標示速度轉慢 (Più  lento)，力度轉

由甚強 (f f)開始，樂曲猶如樂團演奏，和絃音響飽滿且厚重，此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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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後兩個和絃上稍加力度呈現，第 24 小節樂譜上標示反覆記號，

樂曲由第 17 小節開始反覆【譜例 3-14】。  

    A 段 (mm.25-40)氣氛轉變，為圓舞曲風格的型態，呈現歌唱性的

旋律，力度由弱 (p)開始，第一樂句 (25 至 32 小節 )是一個問句，第二

樂句 (33 至 40 小節 )，是一個答句，此段上聲部單旋律為長樂句，下

聲部以琶音之進行，維持以輕的音量呈現，並在每小節第三拍皆稍

加力度，第 40 小節樂譜上標示反覆記號，樂曲由第 25 小節開始反

覆【譜例 3-15】。  

    B 段 (mm.41-48)之第一樂句 (41 至 44 小節 )是一個問句，力度以

中強 (mf)進行，此樂句在附點四分音符之 G#、A#與 F#音皆標示重

音，第二樂句 (45 至 48 小節 )是一個答句，力度由甚弱 (pp)開始，最

後漸弱結束【譜例 3-16】。  

    A 1 段 (mm.49-64)回到歌唱性的旋律，第一樂句 (49 至 56 小節 )是

一個問句，力度標示為弱 (p)，上聲部單旋律清楚呈現，下聲部琶音

伴奏以輕的音量呈現，第二樂句 (57 至 64 小節 )是一個答句，力度標

示中強 (mf)，第 59 小節開始之上聲部八度音皆稍加力度呈現，強調

舞曲之韻律，最後漸弱結束【譜例 3-16】。  

    過門樂段 (mm.65-69)由似波蘭舞曲之伴奏形態表現，第 69 小節

戛然而止【譜例 3-17】。  

    尾奏 (mm.70-78)同於 A 段之詮釋，力度轉變為弱 (p)，速度以漸

慢進行，最後漸弱至最弱 (ppp)，結束在延長和絃上【譜例 3-17】。  

(二 )彈奏技巧  

    序奏之兩個樂句皆以一氣呵成彈奏，並於第 2、 4、 16 與 17 小

節的長音上，踩下短的制音踏板。  

    在過門樂段的和聲進行，運用手臂力氣將甚強 (f f)的力度完整呈

現，並隨著和聲變化更換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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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段上聲部將右手重心向右，旋律採用第 3、4、5 指彈圓滑奏，

左手以貼鍵方式平均彈奏分解和絃。  

    B 段樂曲可多運用手腕清楚彈奏重音，且每小節更換一次制音

踏板，並在力度甚弱 (pp)部份踩下弱音踏版。  

    A 1 段之第 59 至 64 小節，右手結合手腕與手臂力氣，使八度音

旋律清楚呈現。  

 

十二、第十一首  

(一 )演奏詮釋  

    序奏 (mm.1-3)以第一音突強 (sf)開始樂曲，力度由中強 (mf)開

始，第二小節和絃以漸快進行，每一拍第一音皆稍加力度呈現，最

後漸弱且漸慢結束此段【譜例 3-18】。  

    A 段 (mm.4-31)分為 a、 b 與 a 1 段。  

    a 段 (mm.4-11)上聲部以輕巧活潑的主旋律呈現波蘭舞曲的節奏

韻律，樂曲以弱 (p)的力度開始進行，且於重音與突強記號上稍加力

度，隨著音型上、下行呈現漸強漸弱，第 11 小節樂譜上標示反覆記

號，由第 4 小節開始反覆，樂曲以強 ( f)的音量彈奏【譜例 3-18】。  

    b 段 (mm.12-23)第一樂句 (mm.12-15)以中強 (mf)的力度開始，第

12 至 14 小節之第三拍，稍加力度於重音記號。第二樂句 (mm.16-19)

由甚弱 (pp)的力度開始，在漸強漸弱後結束此句。第三樂句 (mm.20-23)

力度由強 (f )開始，第 22 小節力度漸強至甚強 (f f)，且於上聲部之八

度音皆以稍加重力度呈現，使切分節奏更為明確，第 23 小節以八度

音上行且漸強後結束樂句【譜例 3-19】。  

    a 1 段 (mm.24-31)力度由中強開始 (mf)，其詮釋同於 A 段，第 29

小節力度由甚弱 (pp)開始漸強，以輕巧活潑地方式彈奏連續倚音，

第 31 小節樂譜上標示反覆記號，從第 12 小節開始反覆【譜例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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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段 (mm.32-47)分為 c、 d 段。  

    c 段 (mm.32-39)之第一樂句 (mm.32-35)於按樂譜上標示將速度轉

慢 (Più  lento)，並且力度由弱 (p)開始，此段以圓滑奏呈現切分節奏，

上下聲部之重音大部份由後半拍呈現交錯之韻律，第二樂句

(mm.36-39)力度以甚弱 (pp)開始，其詮釋同於 c 段【譜例 3-21】。  

    d 段 (mm.40-47)之第一樂句 (mm.40-42)由波蘭舞曲的節奏呈現，

以強 (f )的力度開始，於漸強漸弱後結束樂句。第二樂句 (mm.43-44) 

由弱 (p)的力度開始，倚音以圓滑奏呈現。第三樂句 (mm.44-47)之上

聲部倚音進行與下聲部切分節奏皆以圓滑奏表現，最後以速度漸慢

結束樂句【譜例 3-21】。  

    A 1 段 (mm.48-67)與 A 段相同詮釋，較特別的是，由於第 57 小節

音型改變，下聲部第二拍以稍加重力度呈現【譜例 3-22】。  

(二 )彈奏技巧  

    序奏之波蘭舞曲節奏運用放鬆的手腕與手臂力氣，以一氣呵成

彈奏快速音群。  

    A 段主旋律位在上聲部，彈奏時右手重心偏右，且手腕放鬆使

和聲流暢彈奏，第 14 小節上聲部以指法 32 32 32 32 4323 使圓滑奏

俐落的呈現，第 29 至 30 小節之附加倚音之快速音群需多使用手指

彈奏，其節奏與下聲部之八分音符同時進行，上聲部指法為 54 54 43 

43 43 43 32 32，這部份樂譜上之力度標示甚弱 (pp)，必須踩下弱音

踏板，改變音色上的差異。  

    B 段運用手腕彈奏十度與八度之分解和絃，雙手大拇指以稍加

重力度彈奏，第 42 至 43 小節左手倚音以第 1 與第 5 指使用滑奏的

方式彈奏小二度，其節奏與後半拍同時進行，踏板上則隨和聲變化

更換制音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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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第十二首  

(一 )演奏詮釋  

    A 段 (mm.1-8)、過門樂段 (mm.9-16):  A 段樂曲由強 (f )的力度開

始，樂曲如同管樂器吹奏的音色，第 8 小節樂譜上標示反覆記號，

第二次反覆時於第 7 小節將樂曲稍做漸慢結束。 過門樂段之拍號由

三拍子轉換成二拍子，速度進行同於 A 段，且以弱 (p)的音量開始，

其節奏呈現緊張與慌亂的氛圍【譜例 3-23】。  

    A 1 段 (mm.17-24):此段詮釋同於 A 段，第 23 小節按樂譜上之標

示將速度轉慢 (Più  lento)以預備銜接下一樂句【譜例 3-23】。  

    B 段 (mm.25-73):此段樂曲第 25 小節回到第一首圓舞曲的主題，

以中強 (mf)的力度開始，至第 31 小節上聲部之第一首圓舞曲主題尚

未結束，下聲部將此曲第 1 至 8 小節的旋律交錯進行，並於第 42

至 46 小節在每小節第一拍接稍加力度呈現，第 47 至 72 小節於下聲

部 D 音持續延長，上聲部則以第一首圓舞曲之主題以切分韻律呈

現，並融合第 57 至 73 小節上聲部逐漸消失的主題音與出現六次如

鐘聲之 A 音，其樂句漸弱至甚弱 (pp)，第 73 小節突然頓息【譜例

3-24】。  

    尾奏 (mm.74-92):第 74 至 88 小節由上聲部 D、F #、A 之延長音與

和絃伴奏呈現，力度由弱 (p)至甚弱 (pp)進行，第 89 至 92 小節樂譜

音量標示最弱 (ppp)，將琶音重疊延續後按順序放開，最後三拍以斷

奏結束此曲【譜例 3-25】。   

 (二 )彈奏技巧  

    A 段樂曲利用手臂力氣呈現管樂器吹奏之氣勢。  

    過門樂段以手腕放鬆將八分音符以跳音彈奏。  

    B 段於第 31 小節開始，上、下聲部旋律交錯時需確實清楚掌握

韻律，踏板隨著和聲的改變頻繁更換，第 47 小節踩下延音踏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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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聲部 D 音能持續延長 26 個小節，第 62 至 72 小節共出現六次 A

音，運用手腕彈奏，第 88 至 89 小節的琶音，將手指頭按照順序將

音重疊後，再按順序一個個放開，最後的斷奏將力氣集中於指尖彈

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