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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樂曲演奏詮釋  

 

4.1 前奏曲  (Preludio) 

 

E 大調、3/4 拍。原譜雖無速度標示，但一般認為應在快板的速度下演

奏。如常動曲般、於毫無間歇的音樂進行中以光輝燦爛的風格貫穿全曲。

巴赫曾將本樂章改編後用在第二十九號的清唱劇中 (譜例 1)。  

 

譜例 1, 巴赫第二十九號清唱劇 , 序曲  

 

 

不只是巴赫本人對此樂章有偏好，十九世紀的舒曼曾在 1853 年寫了巴

赫小提琴六首無伴奏組曲與奏鳴曲的伴奏，拉赫曼尼諾夫和克萊斯勒亦曾

將本樂章改編為鋼琴獨奏和小提琴與鋼琴的版本。在十九世紀當時的小提

琴演奏家尚未有演奏整組巴赫無伴奏組曲的習慣時，本樂章常常獨立於演

奏會的曲目當中，例如姚阿幸、胡拜、席格蒂等人的演奏會 1，甚至以炫

技超速的方式來演奏。整體而言，明亮的色彩、常動曲的演奏方式及交織

的線條為本樂章的特色。  

 

本曲略可分為兩大段：mm.1~62、mm.63~138，兩段所使用的作曲手

法幾乎相同，只是在不同的調性上作發展。  

   
 

 

1 Joseph Szigeti, Szigeti on The Violin (London: The Camelot Press Ltd.,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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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頭第 1 至 12 小節以很有朝氣與節奏性的旋律開始，巴赫雖然沒有標上

開頭的力度記號，但演奏上多半會使用弓的下半部位以增強力度的表現  

(譜例 2)。m.1 第一拍的圓滑線通常只將前三個十六分音符連起來以避免第

二拍因弓運到上半部而減弱力度  (譜例 3)。m.5 的 p 則是要模仿管風琴搬

動音栓以改變音色的方式將力度由 f 轉為 p (請見譜例 2) 。  

 

譜例 2, 巴赫小提琴無伴奏第三號組曲 , 前奏曲 , 第 1 至 5 小節  

 

 

譜例  3,  巴赫小提琴無伴奏第三號組曲 , 前奏曲 , 第 1 至 3 小節  

 
     

    在以大小聲的輪流奏出主題後，在第 13 至 28 小節使用”bariolage”2 此

種奏法，在相鄰的 EA 弦上演奏以達到將八分音符勾勒出來的效果  (譜例

4)。17 小節之後發展為 EAD 三弦交替演奏  (譜例 5) 。  

 

譜例 4, 巴赫小提琴無伴奏第三號組曲 , 前奏曲 , 第 13 至 15 小節  

 

 

  譜例 5, 巴赫小提琴無伴奏第三號組曲 , 前奏曲 , 第 16 至 18 小節  

 
2  Bariolage[法 ] 色彩奏法。弓弦樂器以相鄰的兩條或三條弦交替運弓演奏，其中一條

弦使用空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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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在第 29 至 42 小節藉由模進的方式轉調，在演奏時通常會如譜例

6 在後半拍上加重力度，以呼應開頭的旋律，相同的作曲手法亦可在巴赫

的 d 小調雙小提琴協奏曲的第三樂章看到  (譜例 7) 。  

 

譜例 6, 巴赫小提琴無伴奏第三號組曲 , 前奏曲 , 第 29 至 31 小節  

 

 

譜例 7, 巴赫 d 小調雙小提琴協奏曲 , 第三樂章 , 第 1 至 3 小節  

 

 

   而自第 43 至 50 小節開始，在巴赫的手稿中並無標示弓法 (譜例 8) 

，但一般會演奏為如譜例 9 以便控制音色的轉換及跨弦。  

 

譜例 8, 巴赫小提琴無伴奏第三號組曲 , 前奏曲 , 第 40 至 48 小節

 
 

譜例 9, 巴赫小提琴無伴奏第三號組曲 , 前奏曲 , 第 43 至 45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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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類似分解和弦的旋律線條在 51 小節之後，開始擴張。第 51 至 62

小節以五度向下循環的方式，由升 c 小調轉到 A 大調，亦進入本樂章的後

段 63 小節之後至 135 小節為前段的發展，作曲手法與前段類似。在 136

小節巴赫後特意加上三個小節的尾奏，使自後段所累積的張力得到解決，

結構也更加完整 (譜例 10）。  

 

譜例  10, 巴赫小提琴無伴奏第三號組曲 , 前奏曲 , 第 135 至 138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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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魯爾舞曲  (Loure) 

 

    Loure 是一種法國舞曲亦是一種器樂曲，盛行於十七世紀晚期及十八

世紀早期。這個字原是指一種在十六、十七世紀間流行於諾曼地地區的風

笛，但是否與舞蹈有關聯則已無可考。不同於其他的廣被大眾所熟知的舞

種，魯爾舞曲是一種講究技巧、慢而優雅且在劇院表演的舞，通常為帶起

拍的 6/4 拍、第一拍通常為附點音符、有較長而不規則的旋律與對位式的

織度。  

 

    巴赫則分別在第五號法國舞曲 (譜例 11)以及本組曲譜寫了魯爾舞曲，

亦是此類舞曲的代表作。  

 

譜例 11, 巴赫第五號法國舞曲 , 魯爾舞曲 , 第 1 至 8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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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舞曲為具有田園風的二段體舞曲，兩段各有反覆。在演奏上，多聲

部的進行則是本曲最需要注意的地方。在巴赫的時代，小提琴的琴面與橋

較平，因此同時演奏兩個聲部是較為容易的。在姚阿幸所編輯的版本中，

則詳細的將雙聲部進行及和弦演奏時的實際音長標示了出來，以提供演奏

者另一種參考 (譜例 12)。  

 

    以第一小節第五拍的 e"e'為例，在下方來自於巴赫的手稿 e"為四分音

符的長度，而上方姚阿幸的版本則直接將 e"寫為八分音符，以表示聲部的

進行方向與樂句的結束。而在實際的演奏上，e"通常不會演奏成四分音符，

使後半拍以 e'為開頭的旋律清楚的表現出來。      

 

譜例  12, 巴赫小提琴無伴奏第三號組曲 , 魯爾舞曲 , 第 1 至 24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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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輪旋曲風的嘉禾舞曲  (Gavotte en Rondeau) 

 

    巴赫總共寫了 26 首嘉禾舞曲，大多為鍵盤樂器所做，如第五號法國舞

曲 (譜例 13)。本樂章是巴赫唯一為小提琴所寫的嘉禾舞曲。在作曲的手法

上，以 2/2 拍記譜，以二分音符為一大拍，樂句以每小節的第二大拍開始，

八個大拍為一樂句 (譜例 13,14)。  

 

譜例 13, 巴赫第五號法國組曲 , 嘉禾舞曲 , 第 1 至 4 小節

 

譜例 14, 巴赫小提琴無伴奏第三號組曲 , 嘉禾舞曲 , 第 1 至 14 小節  

 

 
 

    此曲常被獨立演奏，拉赫曼尼諾夫和克萊斯勒亦曾改編過。本曲以八

小節為主題的旋律共出現五次，在各主題之間插入四段不同風格的插入句。 

 

開頭由第 1 至 4、第 2 至 8 小節兩個具有田園風格的樂句構成。在演

奏上這個段落通常會按照譜上的反覆記號以較弱的力度從頭再演奏一次，

第 8 小節 (譜例 13)的延長記號並不是將音長延長的意思，而是指音樂上的

延續。第 8 至 16 小節是從主題延伸而來的第一段插入句。手稿中的圓滑線，

除了代表弓法之外，也有將音符分組的的功能  (譜例 14)。第 16 至 24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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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主題的再現。  

 

第二段插入句由第 24 小節開始至 40 小節：由四個句子所組成，25 小

節中以兩部同時進行的旋律奏出具有田園氣息的風格，前兩句使用模仿的

手法，第三句為發展和轉調，到了第四句則是以新調 B 大調演奏主題的變

形 (譜例 15)。接著是主題再現的 40 至 48 小節，而為了與第三插入句的風

格有明顯改變，此次的主題再現則會以較短而輕的方式來演奏，在謝霖所

編的版本上，則標 mp 的力度記號 (譜例 16 虛框處 )；而姚阿幸的版本則是

mf  (譜例 17 虛框處 )。另外，在第 34 小節的雙音 (譜例 15)上，手稿出現

了 13 指的指法記號，這在手稿當中是很少見的。  

 

譜例 15, 巴赫小提琴無伴奏第三號組曲 , 嘉禾舞曲 , 第 23 至 43 小節  

 
 

譜例 16, 巴赫小提琴無伴奏第三號組曲 , 嘉禾舞曲 , 第 37 至 42 小節  

 

 

譜例 17, 巴赫小提琴無伴奏第三號組曲 , 嘉禾舞曲 , 第 40 至 48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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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48 小節起，流動的線條為本段的特色，與前後段較輕巧的主題成明

顯的對比。49 小節出現的圓滑線同第一段插入句，具有弓法和音群分組的

意義。本段同時也是全樂章中調性最不穩定的部份，與前後段開朗明亮的

風格有很大的對比 (譜例 18)。在謝霖的版本中，編者加上 dolce 的記號 (譜

例 19 虛框 )；姚阿幸則是標上 p 且以圓滑線帶點的方式來註明 (譜例 20)。  

 

譜例 18, 巴赫小提琴無伴奏第三號組曲 , 嘉禾舞曲 , 第 44 至 51 小節  

 

 

 

譜例 19, 巴赫小提琴無伴奏第三號組曲 , 嘉禾舞曲 , 第 48 至 52 小節  

 

 

 

譜例 20, 巴赫小提琴無伴奏第三號組曲 , 嘉禾舞曲 , 第 47 至 52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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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小節以第二轉位的主和弦 (譜例 21)的主題再現，以增強音樂上的力

度。在演奏上，本次的主題再現會以較強的力度來增加音樂上的張力，使

72 小節之後的插入句達到本樂章的最高點。在手稿上 (譜例 21)雖無特別的

記號，但在姚阿幸 (譜例 22)及謝霖 (譜例 23)的版本則分別標上 mf 的記號。 

 

譜例 21, 巴赫小提琴無伴奏第三號組曲 , 嘉禾舞曲 , 第 64 至 71 小節  

 
 

譜例 22, 巴赫小提琴無伴奏第三號組曲 , 嘉禾舞曲 , 第 63 至 68 小節  

 

 

譜例 23, 巴赫小提琴無伴奏第三號組曲 , 嘉禾舞曲 , 第 64 至 68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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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第 72 至 92 小節為本樂章的最高點，多聲部的和弦和旋律進行，

並將前三段插入句的素材融合使用是本段的特色 (譜例 24)。主旋律的最後

再現出現在第 92 至 100 小節，在手稿中，巴赫並沒有將此段寫出來，而是

以寫上 Dal sengo 來代替  (譜例 25)，通常會以較弱的音量開始及結尾漸弱

而稍慢的方式暗示本樂章的結束。  

 

譜例 24, 巴赫小提琴無伴奏第三號組曲 , 嘉禾舞曲 , 第 72 至 92 小節  

 
 

 

譜例 25, 巴赫小提琴無伴奏第三號組曲 , 嘉禾舞曲 , 第 91 至 92 小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