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長號獨奏曲《你可以聽見?!》是一首三個樂章，有鋼琴伴奏的樂曲。

作曲者希望藉由此曲的創作以紀念剛過世的父親，全曲便是述說父親從生

病到過世的心路歷程。曲名《你可以聽見?!》是願作曲者的父親及所有的

聽眾都可以感受樂曲中所要表現的情感意念，同時也為表示無法讓其父親

親自聆賞此曲而感到無限之遺憾。 

 

文字陳述將分為五個部份：前言說明了此曲的創作背景；第二部份為

探討此曲的創作理念與動機；第三部份為探討長號器樂曲在創作素材上的

選擇；第四部份為探討作曲者與演奏者之間角色的相連及矛盾性；最後為

此曲的創作與演奏心得做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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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作理念與動機 

 

長號樂曲往往都是外國人的作品，即使在外來的長號作品中，也只有

少數是由歷代具代表性的作曲家所原創，因此長號演奏者常常演奏著改編

或較當代創作的作品，而在台灣專門為長號所寫的國人作品，更是少之又

少。因此，由台灣長號演奏者自己創作長號演奏曲的這個想法，一直在腦

海中盤旋，而進入本校就讀音樂研究所，得以接觸有關音樂創作的一些觀

念與機會，進而可以完成這首長號演奏曲的創作。 

 

此首作品分為三個樂章，分別為《震驚》、《迷失》與《終得寧靜》，代

表著作曲者不同時期所承受到的不同壓力及心境。 

第一樂章─《震驚》： 

此樂章為一長號類似宣敘調的獨奏樂章，且無任何的鋼琴伴奏部份以

表達內心的訝異、悲痛與吶喊。 

此樂章中有七個延音記號，全部都是停在 E 音上，代表著作曲者不願

相信父親罹患癌症的事實；而長號是一個以降 B 調為基礎調性的樂器，為

何不選擇較舒服的降 E 音呢？因為降 B 音與 E 音的音程相差增四度，且 E

音比降 E 音高半音，所以會產生一種充滿疑慮、不確定、不準確的感覺，

而這種感覺正就是作曲者想要表達的意念之一；此樂章在音量上的表現是

強烈對比式的，希望表現出一會兒傷心哀愁、一會兒憤怒激動的矛盾情緒。 

 

第二樂章─《迷失》： 

此樂章主要為表現作曲者接受父親罹病之後游移不定、情緒低落、鑽

牛角尖、舉足不前的一種自我封閉意念。 

此樂章為E大調，其構想與第一樂章同，想要營造出一種有點呼吸提吊的

感覺，讓聽眾可以感受到寧靜中帶著一種潛在的不安感。整個樂章的鋼琴

左手伴奏只有四個音( E-B-E-B )的頑固音型，配上多以單音的右手曲調做

為前奏，希望藉由被壓扁的線狀音形傳達已被壓抑到快要無法承受的情

緒。長號主旋律一出現便充滿開闊的光芒，豐富的曲調感與長號溫暖音色

的特質，代表著在最低迷的時候仍然對未來抱有無限的寄望。在鋼琴間奏

後，長號將鋼琴前奏時的旋律作一變化，音色與音量又轉回較緊繃、神經

質的樣貌，反映出作曲者的心境。此樂章在音量上的對比就沒有第一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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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般強烈，要表現的意念就如標題般的迷濛與昏沉；鋼琴最後結束在E大

調的七音(升D)上，其具不穩定性的結束又再再顯現出作曲者情緒上的不

安，與對父親病情的擔憂。 

 

第三樂章─《終得寧靜》： 

此樂章分為二個部份，在兩部分的之間有一裝飾樂段(Cadenza)。第一

部份為描述作曲者趕著回家奔喪的同時，又遇到交通堵塞時的焦急的情

緒，而裝飾樂段的部份則是發出最後痛苦不甘的呼喊。第二部份為改編民

間道教音樂〈南無阿彌佗佛〉註 ，描述在經歷一切煎熬過後，再大的苦痛

終究要歸於平息，透露出每個人應該追求自我心靈寧靜的想法。 

 

第一部份(mm. 1-33)： 

此部份為這首樂曲最痛苦激動的一個部份；揮別第二樂章的迷濛，

把所有的痛苦、壓抑、理智全部放到一旁，完全地將內心的不滿宣洩出來；

而此部分的和弦則與第二樂章相反，全部沒有出現一個大三及小三和弦，

也不再有溫暖舒服的音色，其表現的方法是爆裂式的，在音量上也採用完

全的大小聲對比，加上快板的速度，再再地讓人感到交通的擁塞及情緒上

的焦躁不安。 

 

 

 

 

 

 

------------------------- 

註 ：  

 

 

“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 為 民 間 相 傳 趨 吉 避 凶 ， 祈 求 庇 祐 、 助 善 之 祝 語 。  

“ 南 無 ＂ 為 歸 命 的 意 義 ， 是 歸 依 佛 的 教 命 。  
“ 阿 ＂ 字 意 為 沒 有 。 “ 彌 陀 ＂ 二 字 意 為 限 量 。  
“ 佛 ＂ 字 意 為 極 聰 明 人 ； 阿 彌 陀 意 為 一 位 佛 的 名 號 。  
“南無阿彌陀佛＂就是：「敬從那無邊無量智光福壽的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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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飾樂段(mm. 34-47)： 

這是本樂曲第二次長號單獨演奏的部份，不同於第一樂章的訝異與

吶喊，此部份多了一份不甘願與不捨，也為不能陪伴父親走完人生最後一

段路程而暗自悔恨與無限之遺憾。此部份綜合第一及第二樂章的動機，希

望將之前混亂的心境在此作一終結。最後結束於 B 音，對於父親離去的結

果仍然無法難以置信及釋懷。 

 

第二部份(mm. 48-137)： 

改編民間道教音樂，以變奏的方式來表現出追求寧靜的同時，心中

仍不免在情緒上有所起伏。因此除了主旋律外，另外做了四段的變奏，除

了藉由不同的變奏表現手法來呈現起伏不定的心情外，也以“四＂來告訴

自己與聽眾，人死不能復生，不應該再對已過往的事物有任何的不捨及執

著了。此部份終於回歸於長號的基本調性(降 B 大調)，不做任何的轉調及

複雜的和聲變換；變奏的部份則愈來愈單純化，速度也愈來愈趨於舒緩，

最後以鋼琴彈出長號的基礎音(降 B)作為整曲的結束，藉以表達一切需要

回到最初的單純與寧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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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長號在創作素材上的選擇 

 

長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樂器，他是所有管樂器中唯一不使用按鍵來控

制音高的，因此長號是唯一可以利用滑管在同一泛音列中，自由製造滑音

效果的管樂器；而在交響樂團中，也只有長號與小號是藉由向前的喇叭口，

直接把聲音往前推送的樂器，因此這特殊的共鳴效果及明亮的音色，使得

長號在樂團中，扮演著與其他樂器不同效果的鮮明角色；因為長號是藉由

喇叭口將聲音傳送出去，所以發展出各式的 Mute(弱音器)，塞在喇叭口中，

可以將長號原本類似男中音渾厚溫暖的音色，做出許多不同的變化；加上

一些近代發展出來的演奏方法，使得長號器樂曲在素材的選擇及安排上愈

加地豐富起來。 

 

此曲為一標題音樂，在三個樂章上均標示了各個副標題，因此在創作

素材的選擇上，除了希望在音形、節奏上能清楚地傳達要表達的意念，還

融合了長號原有的基本特質及幾種變化演奏方法，來完成此首作品的創作。 

   

以下將由音形、節奏的角度來探討作曲者如何選擇長號的創作素材。 

(1)音形： 

長號是靠嘴唇振動發聲的樂器，所以在音形上的選擇就應避

免過大的音程跳躍，以免造成吹奏者過多的負擔及困擾。例如第

一樂章的第一及第二個音(E-D)，中間只相差一度，是較好吹奏

的，但如果將E音往下移八度(E-D)，音程變成九度，反而造成既

困難吹奏又達不到長號音色應有的明亮效果。第三樂章的第四及

第十三、十四小節藉由雙吐來做快速音群的移動，在此選擇以半

音階的音形來排列，避免造成因為跳躍的音程，使得吹奏者無法

清楚地將每個音完整地振動產生共鳴。 

 

第一樂章以小二度的半音為動機音形，每樂句的開頭與結尾

皆為 E 音，在樂句中多由增減音程變化組合，且音程的距離以不

大跳為原則。第三樂章一部份及裝飾樂段，延續第一樂章的增減

音程音形，但與第一樂章不同之處為：第一樂章每樂句的開頭與

結尾皆為同一音(E)，而第三樂章第一部份及裝飾樂段，在每樂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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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頭與結尾皆持續為保持增減音程的關係。第二樂章有較豐富

的曲調性，在每樂句的結尾皆為一下行音形，以表達嘆息之意；

唯一的例外為樂章結尾的大六度上行，以表達作曲者內心對父親

病情既擔憂又抱持著無限的希望。 

 

(2)節奏： 

長號在本曲中甚少出現比十六分音符更短的節奏，即使在第

一樂章的第六小節及第三樂章的第四十小節中，出現了三十二分

音符，但其裝飾奏的效果更甚於旋律性的表現。因此除非是緩板

樂章或是表達抽象意念的現代音樂，就應避免過度繁複瑣碎的節

奏形態，使長號展現應有溫暖飽滿的音質特色。 

 

第一樂章的節奏素材以弱起拍、先短後長的附點音符與三連

音為主，表達不確定感及內心的訝異。第二樂章以切分音符為節

奏架構，表達內心不知所措、迷惘及擔憂。第三樂章第一部份則

不斷地變換拍號，以及許多的二對三拍子，表達內心的哀痛、憤

怒及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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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曲者與演奏者的角色與關係 

 

同時身為長號演奏者及作曲者的角色，有許多時候在想法及實際操作

上，會遇到一些難以取捨的部份，但也就是因為演奏者在創作時，比較了

解樂器的音響效果，以及知道在樂曲的難易度上該如何搭配樂器的特性，

因此可較容易創作出一首既適合演奏又具有特色的樂曲；但有時也會因為

了解樂器的特質，反而會阻礙開創出更多樂曲可能性及突破性。 

 

此樂曲在創作題材的變化上是屬於較保守的，例如滑音(glissando)、雙

吐(double tongue)、花舌(flutter)、弱音器(mute)的使用，以及搭配鋼琴延音

踏板做共鳴效果….都不是最前衛，嶄新及最耀眼的手法，但身為一長號吹

奏者，希望在這些手法的安排上，可以選擇在最容易及最易於表現的地方，

並加入一些輔助吹奏的技法，讓演出者可以盡情地發揮，以能達到既輕鬆

又完善的效果。例如： 

(1)第一及第三樂章的長號獨奏部份，適時加上延音踏板、大幅度的

抖音，以及將長號號口放在鋼琴全開的共鳴箱內，會使得原本很

平常的吹奏法，藉由鋼琴的共鳴及延音的效果，達到既使長號吹

奏者得以較輕鬆的吹奏，又可使整個樂章顯得豐富、有變化了許

多。 

 

(2)為了表現快速移動的音群而發展出“雙吐＂這個吹奏法，但礙於

長號是一個運用滑管及泛音列來控制音高的樂器，因此常常看似

簡單的音群，在長號吹奏上卻會造成許多技巧上的困難；因此在

第三樂章安排雙吐的地方(m4, mm. 13-14)，便配合了練習雙吐的

方法，設計成讓把位逐一而上(第五至第一把位)或逐一而下(第三

至第七把位)來吹奏，使在雙吐的同時不須再多顧慮到滑管技巧上

的問題，這樣一來既可達成作曲者想要達到的音響效果，同時又

可兼顧演奏者在吹奏時的舒適度。 

 

(3)滑音是長號最容易演奏的特殊演奏法之一，其音由低往高滑，會

有開心、振奮、激動…的音響效果，其音由高往低滑，則會有失

落、沮喪、哀傷的音響效果。此曲在滑音的安排上，依舊遵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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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原則，但在滑音的音域上，做出跨越只可在同一泛音列作滑

音的吹奏手法(mov. 3 mm. 2,7-8,15)，但在音的選擇上，仍希望能

不造成吹奏者在演奏上的困擾；因此雖然跨越同泛音列的範圍，

但在滑管技巧的使用上，依舊選擇的是滑往同一順方向，例如第

三樂章第八小節的滑音，就是由第四把位滑向第一把位，而第九

小節的滑音，則是由第三把位滑至第六把位；這些都不會造成演

奏者在滑音時，因為要滑至某不連貫的把位(例如：從第三把位做

往下滑音，但最後需再把滑管往回拉至第二把位)，而造成滑音的

效果在音與音間有所間斷。因此同時身為作曲者與演奏者，在這

個部分就比較不會產生不必要的困擾了。 

 

(4)花舌在此曲只於二個小節中被使用(mov. 3  mm. 23-24)，其目的

並不是著重於技巧的表現，而是模仿當時身陷擁塞的車陣中，吵

雜喇叭聲四起的情景。吹奏的方法就是最單純的花舌用法，將其

大聲的吹奏出來，這樣效果是最直接及最具張力的。 

 

(5)因為長號為單音樂器，所以在演奏時常常需要他種樂器的協助，

除了在增加音響效果外，還可挪出一些空閒處讓長號有呼吸或換

氣、休息的地方，因此此首以鋼琴伴奏的長號曲，鋼琴的角色就

非常重要了。以第一樂章為例，鋼琴不需彈奏任何一個音，只是

適時地踩住延音踏板或是長號吹奏時將號口放在鋼琴的共鳴箱

內，幫助長號增強音量及共鳴效果，如此一來，整個樂章除了聽

起來豐富了許多，還可使演奏者得以節省不少的氣力，這是一個

作曲者需要為演奏者考量的地方之一。 

 

本曲以敘述一事件的始末心境為主，因此在樂曲的創作時，會以意念

的表達為優先。在此曲中並沒有特別嘗試新的作曲手法及音響效果，因為

身為一演奏者，在此認為情感意念的傳達比純粹技巧性的展現，來的更為

重要。所以這或許是阻礙實驗性樂曲發展的可能性之一，這是同時身為作

曲者與演奏者所要思量與取捨的部份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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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在東方人的觀念中，死亡是比較受忌諱且較少被拿出來做為藝術的創

作主題，尤其是第三樂章的第二部份，更是直接地將民間道教音樂改寫呈

現出來。因此此種創作題材的使用，或許在台灣現今的社會中，仍會受到

兩極化的批判。社會背景的考量是身為演奏者的人們所不需顧慮的，因此

作曲者除了要費心於音樂的編排外，其歷史時空、風土民情…也是其在創

作中所要顧慮得全的。 

 

創作《你可以聽見?!》時，面對青澀的作曲手法以及技巧的不足，常

常會遇到不知如何下筆實踐想法及如何與鋼琴對話的困境，所幸一切都順

利地排除掉其困難之處，將這首曲子逐一完成。在創作此首樂曲的同時，

我的人生正面臨著從未遇到過的困境，也或許因為如此，才能帶給我足夠

的力量來完成這首曲子吧！希望能藉由此曲用最真誠、最直接的音樂來感

動人們，也藉由傳達內心對父親最大的遺憾，可以使人們愈加珍惜身旁全

部所愛的人。  

 

創作與演奏相同，是一條漫長而又艱辛的道路，唯有自己嚐過其苦澀，

才能真正品嚐最後的甘美；在此僅以一個演奏者的身份，感謝所有願意奉

獻心力於創作音樂上的作曲家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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