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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論 

 

  

乍聽《交響曲 1997》之時，樂曲中音樂風格的對比，的確令人耳目一新。

音樂的進行，有現代西方語彙與非現代西方語彙間的對比性，有中國音樂與西方

音樂之間的對比性。這些或長或短或大或小的對比，存在於樂曲中、樂曲與樂曲

間、樂章與樂章間。有人認為這樣的組織過於分崩離析，整體而言會顯得支離破

碎、無一中心主軸，這樣的看法，其實不難被理解。以〈慶典〉為例，曲中拼貼

貝多芬的快樂頌，這一段大家耳熟能詳、可說是西方音樂中最具代表性的旋律，

被安排穿插在一片濃郁的五聲音群氛圍中。我們無法去揣測作曲家的意圖，但這

段旋律在聽覺經驗上，其實顯得相當的突兀。另外〈天〉曲中，茉莉花之前的樂

段與茉莉花樂段，兩者之間也存有風格的差異。在茉莉花旋律出現之前的樂段，

依低音暗示的特性，樂曲傾向落在以 F 音為主，音群使用落在西方 F 大調的結

構音上。雖然這個樂段並不能說是完全的西方調性樂段，但相較茉莉花純粹的五

聲旋律而言，這兩個前後樂段的曲風及使用音是不同風格的。再看茉莉花拼貼樂

段的出現及使用，隨著茉莉花這個中國五聲旋律的出現，伴隨而來的，卻是西方

晚期浪漫風格的氛圍，也形成了一個相當弔詭的情形。在前後樂段間，已經有風

格上的差異，就連茉莉花樂段本身，也充斥著西方與東方之間知覺上的混淆。所

以，「對比」的確存在，也充斥在《交響曲 1997》。 

 

然《交響曲 1997》在聽覺經驗上卻具有持續性─即使音樂進行於不同風格

間的轉換，音樂卻不因曲風的變換而造成停滯的感受。筆者在上述幾個風格迥

異、聽覺經驗詭異的樂段中，對於音樂的發展，卻仍能感到持續，並且會期待樂

曲接下來的發展。若真如評論中所提的無一中心主軸等，則音樂的進行，是否會

讓聽者感到東拼西湊，甚至無法對音樂的進行產生期待，實乃研究此樂曲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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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衷。 

 

因此筆者冀望能夠透過深度的聆聽，及經由分析樂曲音高素材出發，探究

音高素材在曲中的發展、變化，及音高素材的演變是否能成就音樂的持續性。透

過分析可以發現，譚盾在《交響曲 1997》的音高素材，於不同的風格樂段中，

還是有相當大的前後聯繫關係，這也是樂曲在聽覺經驗上能形成持續的原因之

一。除現代西方音樂語彙及非現代西方語彙、東方西方的差異外，整首《交響曲

1997》最大音高素材特性，就是使用了 C、G、D 三音素材及五聲、七聲音群。

或許會有人提出 C、G、D 三音原本就存在五聲音群結構中，五聲音群也又存在

七聲音群結構中，所以分析起來，豈不都歸在七聲音群。但筆者在分析《交響曲

1997》時，主要依據是聽覺經驗中所帶來的感受。C、G、D 三音，在樂曲中的

使用，本身即被獨立出來，具有清晰的三音動機及發展，在聽覺經驗上是如此，

透過實際分析，也可發現三音結構的自行變化。五聲音群及七聲音群，本身即帶

有不一樣的聲響色彩，但由於結構音相似，因此作曲家在曲中經常將兩者混用。

這些音高素材，在《交響曲 1997》中，透過微妙的變化，使聽覺經驗上，逐一

串聯起音樂的進行與發展。因此，音高素材上的慣用，也成為成就音樂持續性的

重要因素之一。 

 

除此之外，其實在節奏、配器、強弱力度等，還有相當多的角度可接續探

討。本文未能完全分析全曲的每一個細部，實在是由於能切入的角度太多，因此

僅就音高素材的使用，作一分析，且多著重在風格變化起伏最大的第一樂章。藉

此說明《交響曲 1997》在音樂發展上的連續性，及聽覺經驗上的持續性，並未

因多變的風格而分崩離析，《交響曲 1997》中的三樂章、樂曲間、甚至是樂段

間，也並未因風格的變異而各自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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