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結   語 

 
舒曼對於音樂中的暗示、聯想與氣氛相當重視，認為音樂的目的在於反應內

在心靈，所以他摒棄古典的舊有形式，用幻想式的性格小品去呈現他的鋼琴語

言。筆者藉由撰寫本篇論文的過程，試圖以文字的方式去表達舒曼的音樂內涵，

從生平透視舒曼敏感的性格，從作品解析舒曼的創作手法，從詮釋把握舒曼的音

樂張力。 
本論文的第一章著重於舒曼鋼琴音樂的背景介紹，第二章則進入作品《狂歡

節》作探討，這首作品的文學性聯想來自尚·保羅的小說《年少氣盛》與《假面

舞會》，所以這 22 首樂曲的標題充滿了許多想像空間，除此之外，在動機設計上，

舒曼在文字上做遊戲，將 Asch 地名轉換為音符，重新排列組合後再加上節奏與

和聲的變化，形成不同風格的主題群，所以第三章針對標題與動機作了細部的分

析。最後的第四章節，是本篇論文的重點，筆者觀察國內論及舒曼作品《狂歡節》

的相關論文中，較少對於演奏詮釋的部分作詳述，所以，在這個章節，筆者藉由

分享演奏過程中的經驗，從速度、力度、觸鍵、踏板等面向去探討，期望能更貼

近舒曼的音樂語言，達成客觀的詮釋。 

從詮釋技巧的角度來看，鋼琴這項樂器的音色與圓滑奏常常是較難突破的關

鍵，從分析到掌握，實是一條漫長的路，前者需要敏銳的聽覺與指尖的觸感，並

且有時要再加上全身的力道去控制，而後者由於鋼琴具有打擊樂器的本質，如果

要發揮歌唱性之特色，必須配合樂句的觀念及放鬆的技巧。至於表達不同的句

法、聲部的層次、速度的拿捏、音色的分野、踏板的運用及樂段之間的情緒對比，

最重要的條件仍是"聽"—任何一個音被彈奏之前、之時以及之後的音響都必須用

聽覺緊緊跟隨，爾後配合自然的呼吸及運作不同的肌肉達到多層次的觸鍵。所

以，擁有細膩的技巧才能傳達詮釋者對作品的見解，這同樣也是演奏成功與否的

極大關鍵之一。 

經由客觀與冷靜的分析，對於每個音符與片段定位，加以揣摩最適切的聲

音，是演奏的基本要素，也是練習存在的必要性。不過，樂器終究是表達的工具，

詮釋必須回到最根本—音樂的本質。鋼琴，是一項全方面的樂器，需要多面向的

技巧與，筆者以此曲作為出發點，藉由這個過程更了解舒曼的寫作風格，也希望

此論文能提供些許不同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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