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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小步舞曲  (Menuet) 

 

    小步舞曲為三拍子的舞曲，大多以兩個小節為一個單位、四個小節為

一句，每一段通常為八小節或八小節以上的樂句組成。本樂章由各自為兩

段體且具對比性格的兩段小步舞曲組成。在演奏上，雖然小步舞曲本身速

度的處理空間很大，但以本組曲而言，比嘉禾舞曲稍快而不快於布雷舞曲

的速度是較為適合的。本組曲中有兩首相連的小步舞曲，在音樂性格上，

以強 -弱 -作為詮釋的基礎。  

 

4.4.1 Menuet I 

 

    開頭的 1 至 8 小節通常會以加上重音的方式拉奏，除了可以表現出舞

曲的性格之外 (譜例 26)，也可避免因雙音而右手奏出過長的四分音符。  

 

譜例 26, 巴赫小提琴無伴奏第三號組曲 , 小步舞曲 I, 第 1 至 3 小節  

 

 
 

    而姚阿幸的版本則提供了在兩聲部進行時，低聲部實際音長的參考 (譜

例 27)。  

譜例 27, 巴赫小提琴無伴奏第三號組曲 , 小步舞曲 I, 第 1 至 8 小節

 

    本段落通常會以 p 的力度從頭反覆一次，四分音符也會相對的以較輕

而短的方式演奏。  



 30

    反覆記號後的第 9 至 34 小節可視為三個小段落： mm.9~18 、

mm.18~26、mm.27~34。第一小段 (mm.9~18)的開頭取材於 mm.1~2，以較

強的力度演奏，12 小節的倚音實際的音長應為四分音符的長度；同時也帶

有轉調的功能 (譜例 28)。第二段 (mm.18~26)則是以八分音符奏出如歌般的

旋律。在手稿中，巴赫特意將每小節的前三個音標上圓滑線，句法上則要

演奏成  (譜例 29)。第三小段 (mm.27~34)前兩小節

以主題的再現開始，以第二小段的變形 (譜例 28)為素材結束。  

 

譜例 28, 巴赫小提琴無伴奏第三號組曲 , 小步舞曲 I, 第 1 至 34 小節

 

 

 

譜例 29, 巴赫小提琴無伴奏第三號組曲 , 小步舞曲 I, 第 29 至 32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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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Menuet II 

     

整段都是以輕而慢的弓速演奏。在演奏整首組曲時，本段接在 Menuet 

I 之後演奏，風格呈現明顯對比，開頭的旋律則模仿風笛持續音的風格 (譜

例 30)；演奏完本曲之後不宜有過長的停頓，以強調布雷舞曲的力度與節

奏性。  

譜例 30, 巴赫小提琴無伴奏第三號組曲 , 小步舞曲 II, 第 1 至 8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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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布雷舞曲  (Bourée) 

 

    巴赫在此曲中特別在譜上標明了強弱記號，此舉在其他的作品之中是

少見的。雖然嘉禾舞曲同為由弱拍開始的 2/2 拍舞曲，但在節奏上，以巴

赫大提琴無伴奏第六號組曲和巴赫第六號法國組曲為例，嘉禾舞曲是由第

二大拍的正拍開始 (譜例 31)，而布雷舞曲則是從第二大拍的後半拍開始 (譜

例 32)。  

 

譜例 31, 巴赫大提琴無伴奏第六號組曲 , 嘉禾舞曲 , 第 1 至 5 小節  

 

 

 

譜例 32, 巴赫第六號法國組曲 , 布雷舞曲 , 第 1 至 4 小節  

 
 

    因此在樂句的處理上，嘉禾舞曲的樂句是直接由弱起拍開始，而布雷

舞曲的樂句是由弱拍後的正拍才開始。J.J.Quantz3 曾在他的”長笛演奏教學

論文”中提到，如果以弦樂器演奏布雷舞曲，要以短弓的方式來演拉奏，因

此所有的四分音符，都需要以斷開的方式來拉奏。   

 

 

  
3Joachim Quantz, Versuch einer Anweisung die Flöte traversiere spielen (Berlin, 1752)，  

English translation by Edward R. Reilly as On Playing the Flute (New York: Schirmer 

Books, 1966), p.291. “ A bouree and rigaudon are executed gaily, and with a short, light 

bow-str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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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樂章可分為兩個大段落，以同樣鮮明而流暢的單旋律貫穿全曲。第

一段為 1 至 16 小節，以兩小節為一小樂句，本曲幾乎沒有太多的節奏變化，

在第五小節之後，巴赫特別標示以大小聲輪流拉奏旋律，來豐富樂曲的音

樂性 (譜例 33)。第 17 小節之後的第二段則是樂章開頭兩小節為轉調後的模

仿，32 小節則回到原調，於主題再現後結束本樂章。其作曲手法以及素材

的運用與小步舞曲 I 很相似。在演奏上，本樂章通常與下一個吉格舞曲接

連演奏，使布雷舞曲明快而活潑的性格能延續至吉格舞曲，另一方面則是

避免因以曲長較短的吉格舞曲作為整首組曲的最終樂章而使整組作品顯得

頭重腳輕。  

 

 

譜例  33, 巴赫小提琴無伴奏第三號組曲 , 布雷舞曲 , 第 1 至 36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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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吉格舞曲 (Gigue) 

 

為兩段式，主要以十六分音符構成輕快的單旋律線條，並由布雷舞曲

延伸而來的明朗愉快風格。本樂章為本組曲中，唯一採用舞曲固定公式的

樂章。單旋律線調、分解和弦及流暢的風格是本樂章的特色。  

 

在開頭的 1 至 16 小節手稿中，巴赫以圓滑線來表示音的方向性，因此

在運弓的分配上，要特別避免因弓速過快而導致圓滑線裡最後的音無弓可

用，而造成音量上突然的變弱和音樂上的中斷。m.6 的 p 和 m.7 的 f 需要

以弓使用長度和拉奏位置的改變將力度變化明顯的表現出來 (譜例 34)。  

 

譜例 34, 巴赫小提琴無伴奏第三號組曲 , 吉格舞曲 , 第 1 至 32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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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則是反覆記號後的 16 至 32 小節，以同於第一段的音型開始，

延續前段明朗的風格，自 mm.25~28 通常會以   的方式演奏，

以較弱的力度及較柔的音色做音樂上的變化 (譜例 35)。  

 

 

譜例 35, 巴赫小提琴無伴奏第三號組曲 , 吉格舞曲 , 第 23 至 28 小節

 
 

 

   在最後一小節的最後向下進行的五個音，則是會加上些微的漸慢和

tenuto，以消化整曲、整個組曲所累積的能量 (譜例 36)。  

 

 

譜例 36, 巴赫小提琴無伴奏第三號組曲 , 吉格舞曲 , 第 29 至 32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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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  論  
 

    巴羅克音樂在演奏詮釋方面的討論，一直是近代音樂學學者所注重的

課題。由於文史資料的缺乏，再加上距離目前的時代已將近三百年，即使

是由繪畫，雕刻等相關作品或是文字記錄所得到的線索，其正確性仍待眾

學者的探究。  

   

    忠實的依照作品的時代精神；或以個人的喜好來詮釋，對於經過十九

世紀浪漫時期講究個人風格及近代講究考據的現代演奏者而言，如何從中

擇一適當的平衡點，則是身為演奏者最大的課題。藉由客觀對於巴羅克的

音樂內涵、巴赫的音樂性格、舞曲、組曲等文獻的了解，再加上以演奏者

個人的詮釋觀點為輔，以略掌握其中的內涵和精神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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