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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陣子在英國開唱的台灣歌手張懸因在演出當中展示國旗而引發爭議，有人認為她只是岀於思

鄉情緒而作出的舉動，但是也有人覺得應該讓「音樂歸音樂，政治歸政治」。先不論這句話的邏

輯是否正確，綜觀整個古典音樂史，音樂家的作品卻總是與政治互相掛勾。韓德爾曾經為了與英

國國王重修舊好而寫了《水上音樂》組曲；海頓寫了《皇帝四重奏》來替因戰敗受挫的奧國國王

打氣。看樣子，音樂家們為了生活，不得不向政治低頭，若要說最愛淌政治這灘混水的音樂家，

大概就屬蕭士塔高維奇了。

政治音樂家政治音樂家

迪米特里．蕭士塔高維奇（Dmitri Dmitriyevich Shostakovich）可以說是二十世紀的音樂圈

裡，最有名的「政治音樂家」。這或許與他一生的遭遇有關，他曾經寫出代表俄國的樂曲而受到

國家表揚與資助，但也曾因為創作風格不符合官方胃口遭到兩度譴責和禁演。在蘇聯的日子對他

而言，人生的起起伏伏總是無常。而他的作品當中，幾乎與蘇共之間的互動脫離不了關係，尤其

交響曲更是常常染上非常濃厚的政治色彩。

青年時期的蕭士塔高維奇(照片來源 / yellow的古典部落格)

 

宣揚愛國意識宣揚愛國意識

創作於一九四一年的C大調《第七號交響曲》，因蕭士塔高維奇（以下簡稱為蕭）將樂曲題獻給

自己的出生地列寧格勒，這部作品又被稱為《列寧格勒交響曲》。時逢二次大戰期間，德軍部隊

已經在列寧格勒兵臨城下，整首作品的寫作過程幾乎是在德軍的猛烈砲火攻擊之下完成，可以想

見當時頭頂砲聲隆隆，屈就於昏暗的防空洞內寫作的艱困情景。

整首交響曲共四個樂章，總長度超過一個小時，是蕭所寫過得交響曲當中最長的一首，光是第一

樂章就將近半個小時，敘事鋪陳可見一般。第一樂章採用傳統奏鳴曲式，音樂學者認為描寫的是

德軍步步逼近列寧格勒時的行軍景象，其中透過小軍鼓的固定節奏來表現「侵略」的主題聽來令

人毛骨悚然。第二樂章寫的則是被圍困在城市內的市民心聲。接著是類似歌頌組國開闊山水的第

三樂章，最後是反擊德軍邁向勝利的第四樂章。

  推文推文推文推文  
推薦文章推薦文章

●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

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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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號交響曲列寧格勒》的第四樂章中，最後帶著勝利者的歌頌樂段令人振奮

(影片來源 / Youtube)

《第七號交響曲》因為「政治正確」而受到官方肯定，但是，首演時因為列寧格勒廣播交響樂團

大部分樂手，不是戰死就是已經撤離，只剩下十五位，缺額只能由會演奏的市民遞補，也因此演

出品質打了點折扣，但是對於列寧格勒的市民而言，儘管面臨著子彈、饑荒的威脅，卻是支持他

們打贏這場戰爭的精神糧食。後來此曲被音樂學者拿來與第八號和第九號交響曲做比較，認為這

三部作品的內涵雖然都是描寫戰爭，卻各有不同面貌，如果第七號寫得是戰爭景象，第八號則是

戰爭的黑暗面，第九號更是凸顯戰爭的荒唐。

 

創作自由與官方意識的對抗創作自由與官方意識的對抗

蕭曾經為了回應蘇共「形式主義」的指控而創作第五號交響曲《革命》，試圖以保守的傳統作曲

手法和符合意識型態的標題以保住他的職位，相形之下，上述提過第七號交響曲的創作動機顯然

純粹多了，而且也符合官方的訴求。但是《第九號交響曲》的創作卻被視為是蕭士塔高維奇對於

史達林個人崇拜的對抗，原本蘇聯政府期待此曲成為慶祝二戰勝利的大編制勝利交響曲，但這次

他卻反其道而行，寫出了一首風格輕鬆詼諧的交響曲，使得作曲家後來遭受第二次譴責。再一次

，他又得為了生活繼續創作官方認可的作品。

儘管政治上的打壓使得蕭的創作總是處於一種相互矛盾的狀態，讓人不禁懷疑蕭是不是一個修正

主義路線的奉行者。但隨著他死後的回憶錄《證言》的出版，許多人這才得以了解他所創作的這

些作品真正內涵。他在書中提到「《第七號交響曲》成了我最流行的一首作品。可是一般人卻不

太明瞭這首作品的真正內容，這令我十分傷心……《第七號交響曲》是在戰爭之前就已計畫開始

寫作的，因此它不可能起源於希特勒的進攻。這個「進攻」的主題與希特勒是無關的。我寫作的

時候，是在想著人類的敵人……希特勒是罪魁，這是毫無疑問的，可是，史達林也是。」另外，

他也在書中表明自己的反戰與人道立場，並譴責政治的迫害。這也是他自《第四號交響曲》以後

，所有交響曲的內容，包括第七與第八號。

 

音樂語言　各自解讀音樂語言　各自解讀

蕭獨特的成長背景與政治環境，使得他的作品背後另一層意義不斷得被後世音樂學者當作音樂研

究的重點。而指揮家對於他的音樂也有各種不同看法。美國指揮家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

in）與紐約愛樂演出的《第五號交響曲》，其中第四樂章以近乎瘋狂的速度演奏，卻忽略了總譜

一開始標明的「不太快的快板」（Allegro non troppo），樂評家認為伯恩斯坦做這樣的更動並

不尊重原作，蕭本人也親口表示不喜歡伯恩斯坦這樣的詮釋。但是另一位拉脫維亞籍指揮楊頌斯

（Mariss Jansons）卻指出，蕭的音樂不能夠完全依照譜上的指示演奏。使得樂曲背後所要傳

達的概念又顯得更加樸朔迷離，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這又是他音樂最迷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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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

獲得世界象棋聯合會認證的特級國際大師馬仲
威，他下棋的心路歷程，與對臺灣棋界整體環
境的看法。

恐怖情人　當深愛變成殺害恐怖情人　當深愛變成殺害

近年來，情殺案件頻傳的現象，來自於社交媒
介轉換、媒體的連鎖效應及教育體制的根源，
情感問題是大眾關注且必須學習的議題。

伯恩斯坦指揮紐約愛樂管弦樂團演奏蕭士塔高維奇《第五號交響曲革命》的第四樂章

(影片來源 / Youtube)

 

音樂和政治的交相辯證音樂和政治的交相辯證

表面上看來，蕭的交響曲總是離不開政治目的，但是暗地裡卻又是表達對現實政治的不滿。或許

蕭正是想要透過這一層矛盾來表達他自己的主張，無論是希特勒也好、史達林也罷，在他心中只

有為人民著想的執政者才是永遠的「政治正確」，而政治永遠無法完完全全的控制任何事情，就

算是音樂詮釋的主導權也是，只有真心聆聽者才能領略音樂背後的完整意象。

不管是韓德爾、海頓、蕭士塔高維奇或是張懸，任何一個音樂家都與政治有著密切的關係，但是

音樂家能不能夠脫離政治的框架，勇於透過作品的表達藝術自身的價值，那才是所有藝術家所追

求的最高境界，也唯有如此，音樂才能夠回歸音樂而不是政治的掌控。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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