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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浪漫時期典型的作曲家 -舒曼，承襲古典樂曲結構，再加上個人

獨特的創作手法，成為浪漫時期之作品典範。舒曼早期作品大多為

鋼琴創作，其風格多變，時為抒情、時為瘋狂、時為歡樂，經由曲

式、旋律、節奏與和聲的整體架構，呈現出舒曼內心的情緒與思想。 

    《蝴蝶》這部作品，其故事中兩位主角性格上的差異，對於舒

曼在樂曲創作上有極大的影響，例如樂曲在音量上有強烈的對比、

樂段間於情緒上有立即的轉變，此種創作風格，似乎隱約顯露出舒

曼的內在性格的分裂
2 3。從一八三一年開始，舒曼經常以「佛洛雷

斯坦」 (Florestan)與「歐賽必斯」 (Eusebius)為筆名，「佛洛雷斯坦」

是大膽衝動、直言善辯的實行家，「歐賽必斯」則是寂寞內省、敏感

妄想的幻想家 2 4，由於受到上述兩種不同性格的人物特徵影響，確

立了舒曼的創作風格，對《蝴蝶》這首作品中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兒時情景》這部作品，是以成人對兒時的回憶為主，將童年

之遊戲內容與內心感受，清楚呈現於樂曲間，且表達不同情緒與韻

律上的對比，依照每首樂曲之標題，在風格與詮釋上，揣摩其心境

與意境的表現，以便將速度、氣氛與音色的變化掌握得宜。  

    兩首樂曲均由十幾首小曲組成，每首小曲皆具備不同之風格，

《蝴蝶》的樂曲篇幅於長度上較不一致，在樂段間的節奏對比性大，

調性的轉換相當頻繁。《兒時情景》的篇幅長度則較規律，每首小曲

大都以單一節奏呈現，並以相關調性做轉調。  

                                                 
  

2 3提姆．道雷著 (Tim Do wley)，《偉大作曲家羣像 -舒曼》，朱健慧譯，第一版，

(台北 :智庫文化，民 84 年 )，頁 44。  

  
2 4轉引述陳玉芸，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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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曲式、旋律與節奏的分析，了解舒曼獨特的作曲技法與音

樂結構，並融合創作背景與風格特色的探討，使筆者在演奏詮釋與

彈奏技巧上，更能掌握樂曲的表現力與說服力。  

    筆者希望藉由本論文之研究，提升自己在《蝴蝶》與《兒時情

景》兩首樂曲上的演奏能力，並印證本論文之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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