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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論文所要探討的是柯普蘭（Aaron Copland）在 1947 年為單簧管所寫的協

奏曲，這首不但是具指標性的單簧管作品，也是二十世紀最著名的器樂作品。此

曲技巧上的困難、多變的風格及音色和速度變化幅度大，表現力豐富，因此也是

許多單簧管演奏家音樂會的常見曲目。全曲分為兩個樂章，中間以 Cadenza 連

接。第一樂章是三段體式（Ternary form），為 A—B—A'—coda。第二樂章為自

由的輪旋曲式。此曲不同於傳統的協奏曲三個樂章，在風格中更加入爵士的元

素，可說是融合新古典與爵士風格的作品。 

柯普蘭(1900-1990)是二十世紀前半美國最重要，也最具有影響力的作曲

家。早期的音樂風格有濃厚的爵士和弦和旋律，積極開創代表美國風格的音樂，

而不再是承襲歐洲風格的音樂。他為二十世紀初期現代音樂奠立基礎，被稱譽為

『美國音樂之父』。柯普蘭在西元 1947 年受到爵士單簧管演奏家班尼．固德曼

(Benny Goodman)的委託，替他量身打造這首單簧管協奏曲，這也是他唯一為管

樂所寫的協奏曲。此曲引用柯普蘭在巴西旅遊時所聽到的民族旋律，加入爵士風

格，可以反映出當時的作品都深受爵士的影響，柯普蘭雖然採用爵士要素，但仍

沿襲著古典傳統，在作品中採用古典時期的曲式，以及對位手法的運用。他獨特

的作風，兼含歐洲與美國古今傳統，所以仍將他視為新古典主義者。 

本論文第一部分針對作曲家的生平背景加以分析，並說明當時影響作曲家創

作風格技巧的環境因素。在第二部分針對這首協奏曲的結構作詳細的探討，藉由

動機的發展，以及相同素材的運用和擴展來剖析作品內容，陳述樂章之間銜接的

巧妙之處，以及各樂章的特色，並以此作為詮釋的依據。第三部分則是從各樂章

探討演奏詮釋，包括速度變化的取決、節奏與力度的處理、音樂旋律線條的處理、

和聲織度的處理、曲式結構風格處理、以及單簧管樂器技巧上的處理、這些要素

都是輔助演奏者在詮釋上的重要條件，使演奏者能更深入地詮釋此曲，也更貼近

作品本身意涵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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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柯普蘭單簧管協奏曲 之背景介紹 

 

1.1 柯普蘭的生平介紹
1

阿隆．柯普蘭(Aaron Copland, 1900-1990)是二十世紀前半美國最重要，也最

具有影響力的作曲家(同時也是鋼琴家、指揮家)。1900 年出生於美國紐約布魯克

林區，雙親來自於立陶宛的猶太移民。柯普蘭是家中年齡最小的，他在姊姊羅琳

學習鋼琴的耳濡目染環境下喜歡上音樂，並向他姊姊學習鋼琴。因為居住在紐約

這個文化中心，柯普蘭也接觸到爵士和藍調這些美國特色的音樂，對他後來創作

有深遠的影響。十七歲(1917A.D.)向魯賓．戈爾德馬克(Rubin Goldmark,1872～

1936)學習理論作曲，他傳授柯普蘭和聲、對位，以及他認為音樂最高目標的奏

鳴曲式，但始終對科普蘭想要學習的現代作曲技法保持保守態度，這令柯普蘭感

到些許失望。 

在他二十一歲(1921 A.D.)決心前往巴黎楓丹白露音樂學院，隨名師娜迪亞．

布蘭潔(Nadia Boulanger,1878-1979)學習，布蘭潔講授並介紹許多現代音樂作品給

柯普蘭，並且鼓勵他發展自己的創作個性，使他收穫良多。當時巴黎正值第一次

世界大戰結束，歐洲音樂文化的中心從維也納轉移到巴黎，當地聚集許多著名作

曲家，這個因素也開闊柯普蘭的藝術視野，深深地影響到他日後的創作。在這時

期的學習中，柯普蘭對史特拉汶斯基(Igor Stravinsky,1882-1971)的作品感受最

深，而馬勒(Gustav Mahler ,1860-1911)的管弦樂編制和多聲部音樂也對柯普蘭影

響很大。 

1924 年柯普蘭返回紐約，當時美國出現追求表現『美國文化特色』的浪潮，

因為 1920 年初期，美國嚴肅音樂在民族性呈現上，遠落後美國民間通俗音樂的

發展，因此他提出要建立具備美國特色的民族音樂主張，並全力投身於推動美國

                                                 
1
何平著，柯普蘭：他寫出了美國的音樂，世界文物，台北，民國九十二年，7-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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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2。1928 年柯普蘭在紐約組織『柯普蘭-塞欣斯音樂會』(The Copland-Session 

Concerts)，此音樂會對美國音樂民族樂派以及美國嚴肅音樂的發展有許多貢獻。 

1927 年至 1937 年柯普蘭於紐約新立社會研究學校任教現代音樂，其中講稿

資料都被他整理成《如何欣賞音樂》(What to Listen for in Music)和《我們的新音

樂》(Our New Music)。1932 年墨西哥音樂家查維斯(Carlos Chávez,1899-1978)邀

請柯普蘭到墨西哥訪問，首次接觸墨西哥民間音樂的柯普蘭，被迷人情調和複雜

節奏所吸引，而對他之後創作作品產生極大地影響。1937 年他成為『美國作曲

家聯盟』主席任職到 1945 年，這個組織主要宗旨是保護美國作曲家之作品的表

演權力』。1939 年推動『美國音樂協會』成立。1940 年代晚期，柯普蘭已經被公

認為美國當代重要作曲家，這首『單簧管協奏曲』就是於 1947～48 年特地為單

簧管演奏家固德曼(Benny Goodman,1909-1986)做的。 

另外在柯普蘭的感情世界，1932 年他開始和攝影家克拉夫特(Victor Kraft)旅

行並同居數年，雖然柯普蘭在生活上極為低調謹慎，卻仍不免被視為在感情方面

具同性傾向的作曲家。而後 1937 年柯普蘭生日時結識當時年僅 19 歲的伯恩斯坦

(Leonard Bernstein,1918－1990)，兩人結為藝術盟友也醞釀出微妙的感情。幾年

後柯普蘭教導他作曲，伯恩斯坦不僅在這方面技藝大進，同時也受柯普蘭的鼓勵

朝指揮方向努力，漸漸開始全力發揮他在音樂上的潛力，而且日後還成為詮釋柯

普蘭作品的權威指揮。柯普蘭不但是伯恩斯坦的音樂導師，還不斷為他開發音樂

事業。當柯普蘭晚年停止作曲時，伯恩斯坦則指點他指揮方面，兩人的藝術交流

持續了一生。而兩人同時也對美國音樂有著極大的貢獻，柯普蘭在教育界培育英

才，伯恩斯坦則推動在一般社會大眾的音樂普及化。 

從 1950 年代起，柯普蘭除了創作外，亦從事教育、寫作及演講。1952 年他

把任教期間的講稿編成出版《音樂與想像》(Music and Imagination)，並將書獻

給他哥哥拉爾夫．柯普蘭(Ralph Copland)。這個時期他也開始近二十年的指揮生

涯，直至 1980 年代，他在世界各國指揮超過五十多個交響樂團，在這眾多曲目

                                                 
2 這裡所謂的美國音樂，是指表現出美國民族精神，開創並且發展美國風格的音樂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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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雖然也有安排柯普蘭自己作品，以親身來詮釋自己的風格，但他也指揮超過

八十位作曲家的作品，對於各種風格的作品都樂於嘗試，並且他指揮演奏的錄

音，都成為他的豐富音樂遺產。 

柯普蘭其百分之九十五的作品，皆是在 1972 年之前創作，之後則很少有新

作品產生。在 1970 年代中期，柯普蘭逐漸出現阿茲海默症3(Alzheimer)有短暫記

憶消失的情形，開始常態性的用藥物來控制病情，但仍不見好轉。1990 年他的

好友伯恩斯坦因呼吸衰竭去世，九十歲高齡的他也病重到不能參加告別式，而不

久也因肺炎併發呼吸衰竭而與世長辭於紐約費爾普斯紀念醫院。他所遺留下的遺

產作為『柯普蘭音樂基金會』(Aaron Copland Foundation for Music），而這個基金

會的主要宗旨是『非營利性支持現代音樂與年輕作曲家』，幫助作曲家探索新音

樂的領域。柯普蘭畢生精力都致力於發展美國音樂，培育許多美國音樂家，使美

國音樂獲得鞏固與發展，提升美國在世界音樂文化上的地位，伯恩斯坦尊稱他為

『我們這個時代的佼佼者』。 

 

 

 

 

 

 

 

 

 

 

                                                 
3 阿茲海默症精神科兼神經病理學家Alois Alzheimer在 1907 年於德國描述，並根據他的名字來命

名此一疾病，是為一種智力逐漸喪失的情形，以老化年齡之人較容易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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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柯普蘭的音樂風格 

美國在 1776 年獨立，但早期殖民地色彩濃烈，文化與音樂上都很自然地受

到歐洲主流派的影響，並且不斷接受與吸收外來文化，成為文化與民族熔爐，音

樂上也就發展與融合出許多不同文化風格。民間音樂以黑人靈歌4(spiritual)綜合

非洲傳統音樂與基督教音樂，逐漸發展形成爵士樂最早的元素。西部則產生牛仔

歌5(cowboys songs)，受到歐洲(尤其是英國)民謠風格的影響。直到美國聖詩學者

梅森(Lowell Mason,1792-1872)於 1832 年創立波士頓音樂學院，音樂教育獲得發

展，美國作曲家開始致力於找出屬於美國自己的音樂屬性，而後逐漸有美國音樂

家在創作中運用黑人音樂，有些則探索複雜與不諧和的音響，更有些轉向法國音

樂，創作上與印象派有密切關係。二十世紀初，社會輿論不斷鼓勵美國作曲家創

作具有美國風格作品，同時爵士音樂逐漸興起；而具有美國風格的音樂劇，是在

融合歐洲輕歌劇和喜歌劇的基礎下逐漸發展起來，因此美國音樂上呈現成多元

化，既有受到歐洲傳統音樂影響的『嚴肅音樂』，也有代表美國風格的爵士樂與

音樂劇的『流行音樂』。 

柯普蘭深受當時代背景的影響，他的音樂創作大略可以分成四個時期： 

一、第一時期(1930 年前)： 

這個時期主要是柯普蘭在巴黎學習時受到歐洲現代音樂的影響，例如大量使

用不協和音，這段創作時期萌芽階段，風格並不固定，但主要仍受到四個影響：

(一)作曲家戈爾德馬克的音樂技法：戈爾德馬克重視歐洲古典音樂的創作技法，

所以柯普蘭最早期作品的風格受到義大利歌劇、蕭邦(Frederick Chopin,1810-1849)

鋼琴音樂的影響。(二)法國作曲家布蘭潔現代音樂技法：布蘭潔向柯普蘭介紹大

量現代音樂與創作技法，他也利用暑假到英國與德國、奧國旅遊，接觸許多音樂

家，如魏本(Anton Webern,1883-1945)、亨德密特(Paul Hindemith,1895-1963)等

人，更受到馬勒作品中的對位技法影響。(三)史特拉汶斯基的音樂風格：史特拉

                                                 
4 為爵士樂中的一種曲式，在爵士音樂的演進過程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 
5 產生於西部拓荒時，為牛仔們所哼唱的一種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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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斯基複雜的節奏、狂野不和諧音以及豐富刺激的音響效果；更重要是以藉由吸

收民間音樂，表現出俄羅斯民族精神和音樂風格深深影響柯普蘭。(四)美國爵士

音樂的影響：當時美國爵士音樂興起，柯普蘭亟欲想要創作出『美國音樂』，認

為顯現出美國音樂風格最快途徑，就是運用爵士樂，因此其作品傾向法國音樂與

爵士音樂的綜合體。這時期的代表作品為《戲劇音樂》(Music for the Theater,1925)。 

二、第二時期(1930-1935)： 

這個時期柯普蘭強調創作技巧，樂曲構思重點放在邏輯推理上，因此作品偏

向理論而且較深奧，並想要擺脫爵士音樂的素材侷限，採用不和諧音和抽象序列

音樂6來取代，呈現模糊調性和多種調性風格，節奏上也多為複合節奏或節奏交

替，例如《鋼琴變奏曲》(Piano Variations,1930)，曲式仍採用主題加上變奏的古

典傳統形式，旋律使用大量跳進式風格，想要表現出抽象與序列音樂。另外 1930

年初期，柯普蘭開始接觸左派音樂團體，逐漸關注美國民間音樂，也注意到音樂

和人民生活之間的關係，並想在作品中引用民間音樂來減少與大眾之間的隔閡，

逐漸創作出具有反應社會功能的實用音樂7，雖然這時創作受到部分政治思想的

影響，但也正因為創作思想的改變，使得柯普蘭的創作開始進入一個全新的時期。 

三、第三時期(1936-1950) 

1930 年代中期，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美國經濟蕭條，社會環境變化，

文化藝術也跟著改變，音樂聽眾日益減少，這時柯普蘭意識到應該用最簡單的音

樂語言來表達，不再追求令人難以理解的音樂，因此多以民間音樂為素材，開始

創作大眾化、通俗性與實用性的音樂作品，結合現代音樂技法與民間音樂，表現

出美國民族風格，並且也加強對劇場、電影、舞蹈、學校音樂的影響。這個時期

同時也實現想要寫出『真正的美國音樂』的願望，以《比利小子》(Billy the 

Kid,1938) 、《羅得歐》 (Rodeo,1942) 以及《阿帕拉契之春》 (Appalachian 

Spring,1943-1944)這三齣芭蕾舞劇為代表。而創作大致分為兩類，一種為音樂廳

                                                 
6 西方現代主義音樂樂派之一，亦稱序列主義。它是將音樂的各項要素(稱為參數)事先按數學的

排列組合編成序列﹐再按此規定所創作的音樂。 
7 是指具有廣泛社會功能以及意義，並且有強烈民族風格的音樂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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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而寫是較嚴肅艱深的作品，另一種是具社會功能的『實用音樂』，不僅通俗

性高，同時也具有高度藝術價值，為這時期的創作主體。這首《單簧管協奏曲》

(Clarinet Concerto,1947)就是柯普蘭此時最重要也是產量最多的創作時期產生的。 

四、第四時期(1950-1990) 

1940 年代下半葉，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世界中心逐漸轉移到美國，科技

發展帶動各種激進的藝術潮流，相繼出現電子音樂與實驗音樂，而『反叛性』的

作品也出現在藝術各種領域。柯普蘭也受到這種潮流的影響，開始用十二音列技

法寫作，並說明原因在於：『十二音列使我開始聽到其他作曲方法所聽不到的和

弦』8，於是回歸到嚴肅和理論化，因此被稱為『序列時期』或『現代音樂時期』。

但他仍沒有忘記創作通俗性的作品，所以可以說這個時期是以前各個時期創作的

綜合，並且創造出柯普蘭獨特的風格。代表作品為《內涵》(Connotation,1961-62)。 

從整體柯普蘭創作風格來看，他吸收美國傳統與其他美洲民族音樂，再透過

本身內化再創作，形成『柯普蘭特徵』的民間素材。在旋律上常出現拱形旋律的

特點，或是跳進的旋律為主，表現出空間感，另外亦受到法國作曲家影響，使用

極短的旋律式動機。在和聲上一方面繼承古典傳統和聲，另一方面受新音樂影

響，使用複調性或無調性，或是大小調並行的音響。節奏上受到爵士音樂和史特

拉汶斯基的影響，有複雜的切分音和節奏變化，而這種靈活中帶點搖擺的風格，

更加突顯出美國音樂的精神。在曲式結構上，柯普蘭的作品顯現出段落性的特

點，而較少德奧音樂的對稱性結構，亦是受到法國現代音樂的影響。在配器上，

柯普蘭一向推崇馬勒管弦樂的明亮音響，聲部上避免不必要的重複或加強，強調

是一種明亮、單純的音色表現，同樣在織度上，亦重視明亮而清晰的特色，所以

作品中常有齊奏或輪奏的寫作。 

     柯普蘭對現代音樂不斷地探索，因此他的作品有自己個性的一面，同時也有

美國民族性的一面，而他那些具有『美國精神』的音樂作品造成廣泛且深刻的影

響，他也為美國二十世紀初期現代音樂奠定基礎，被譽為『美國音樂之父』。 
                                                 
8 何平著，柯普蘭和他的音樂世界，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廣東，西元 1998 年，2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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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單簧管協奏曲的創作背景 

1947 年，柯普蘭受到單簧管演奏家班尼．固德曼(Benny Goodman,1909-1986)

的委託，替他量身打造創作這首單簧管協奏曲。固德曼是二十世紀美國傑出的單

簧管演奏家及指揮家，由於他創造節奏快速、即興演奏風格的爵士搖滾樂，而被

尊稱為『搖滾樂之王』。即使固德曼叱吒於爵士樂壇上，但他仍沒有輕忽古典音

樂，晚期後更隨著美國爵士樂手對古典音樂興趣的風潮，曾經委託匈牙利作曲家

巴爾托克(Bela Bartok,1881-1945)創作為小提琴、單簧管、鋼琴的三重奏《對立》

(Contrasts,1938)、德國作曲家亨德密特(Paul Hindemith,1895-1963)的豎笛協奏曲

(Concerto for Clarinet and Orchestra)等。 

柯普蘭在心裡從未想過寫一首單簧管協奏曲，因此當固德曼委託他時，他是

非常熱切地接受，而這首單簧管協奏曲也是柯普蘭唯一為管樂所寫的協奏曲。

1947 年他曾代表美國政府作為文化使者訪問拉丁美洲，因此這首樂曲引用他到

巴西共和國的舊首都里約熱內盧(Rio de Janeiro)旅遊時聽到的民俗旋律，受到拉

丁美洲音樂影響，再加上爵士音樂元素，是特別為固德曼高超的爵士技巧所寫。

柯普蘭這時期的創作風格多以民間音樂為素材，偏向實用性與通俗性。 

現在我們接觸到的版本是不同於 1947 年柯普蘭最初所寫的，寫作時他獨自

完成，並未與固德曼合作，因此後來固德曼曾經請求柯普蘭稍微修改樂譜中的技

巧部分。1950 年固德曼首演這首單簧管協奏曲，這首樂曲不但是具代表性的豎

笛作品，也是二十世紀最著名的器樂作品。 

柯普蘭後來親自將單簧管與弦樂團的版本，改編為單簧管與鋼琴的版本。正

因為是作曲家親自改編，並不會本來是五個聲部，改為十個手指演奏而影響樂曲

的表現力，他仍會將線條中最重要的部分考慮進去。在音色部分，鋼琴音色音質

與弦樂音色並沒有相差甚遠，因此鋼琴改編版本反而較常被演奏，在此筆者就以

單簧管與鋼琴的版本作為以下分析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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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柯普蘭單簧管協奏曲 理論性層面的觀察 

 

2.1 樂曲形式與結構 

協奏曲(Concerto)是由巴洛克時期開始產生，分為兩種形式。一是大協奏曲

(Concerto Grosso) ：由小組獨奏樂器(concertino)和群體管弦樂交替演出，並將它

們和諧地融合在一起，為巴洛克時期最重要的管弦樂形式。另一種是獨奏協奏曲

(Solo Concerto)：由一件獨奏樂器與群體管弦樂演出，獨奏樂器與樂團之間的相

互競爭意味較濃厚，因此逐漸演變成具有展現演奏家技巧的曲種。托瑞里

(Giuseppe Torelli,1658-1709)在協奏曲上發展出合頭曲式9(Ritornello Form)以及樂

章形式快—慢—快。古典時期到浪漫時期，這個時期由於各種樂器的性能改良進

步，器樂演奏技巧提升，作曲家紛紛寫作協奏曲，因此造就西洋音樂史上獨奏協

奏曲產量最豐富的時期。 

二十世紀的協奏曲，逐漸在音調和音樂色彩走出限制，拍子節奏型態變化多

端，在樂曲中產生更多戲劇力。這首單簧管協奏曲，第一樂章是 A—B—A'三段

體式(Ternary form)，第二樂章為輪旋曲式。雖然表面上似乎是傳統的古典形式，

但本質上卻相易於古典協奏曲。相異點在於：不同於傳統的協奏曲三個樂章，全

曲只為兩個樂章，形式是慢—快，中間以 Cadenza 連接，為連續的演奏而中間沒

有停止；沒有使用 Ritornello Form。且最重要的相異處在於，不管是單簧管與樂

團、或與鋼琴的版本中，兩者之間的關係都十分密切，並沒有明顯的分野。在風

格中更加入爵士的元素，可以說是擷取部分古典特徵再揉合爵士風格的作品。 

因此柯普蘭在運用音樂的形式時，並不是完全套用古典形式的規範，不會拘

泥於形式的制式中，而是著重於音樂的整體方向來發展，靈活的運用曲式，配合

創作音樂時的需要，以及他個人獨特的音樂語言，來活化曲式規章，使音樂更加

有生命力。 

                                                 
9 ritornello原來的意思是反覆、覆奏樂節，後指用來銜接段落與段落的固定樂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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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各樂章主題與動機發展 

本節先將樂曲作段落的劃分，再對兩個樂章主題及其動機作詳細的介紹。 

2.2.1 第一樂章 

緩慢而富有表情的(Slowly and expressively) 〈圖表一〉 

這個樂章屬於三段體式 A B A＇(Ternary Form)形式，再接一段 coda。在鋼琴

寧靜地彈出低音十度伴奏音型四小節後，單簧管奏出富有表情的第一主題，這個

主題開始是由級進音型組成，再逐漸包括六度、七度及八度的旋律跳進。第二主

題中，在單簧管與鋼琴的旋律與和聲上，都明顯使用四度和五度的動機，再又回

到第一主題。中間段落 B 段多以變化拍子(3/4、4/4、5/4)來改變韻律。尾聲是結

合 A 和 B 部分，在第一主題和第二主題中徘徊，最後寧靜且漸慢停留延長在 III

級和弦上，並沒有完全終止，並接續進入裝飾奏(cadenza)。 

 

〈圖表一〉第一樂章 段落劃分 

段落 A B A＇ Coda 

小節數 1-21 24-50 51-76 77-94 95-115 

主題 第一主題 第二主題 第一主題 過渡樂段 第一主題  

小節數 1-21 24-35 36-50 51-76 77-94 95-104 105-115

調性 C 大調 ♭B大調 C 大調 ♭E大調 C 大調 ♭E大調 C 大調 

2.2.1.1 主題與動機發展 

 

A 段落： 

樂曲一開始，鋼琴低音連續四小節宣告動機 a 的音型[譜例 2-1]，其結構為

掛留十度音型，而這個動機音型會一直持續從頭至尾貫穿第一樂章，除了 B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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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中間的 15 小節，在此把它稱作為『伴奏音型』，節奏是一加二的組合。M.4 小

節再由單簧管以動機 a＇(下行音型)帶出第一主題[譜例 2-1]。這個主題包括許多

六度、七度與八度的跳進旋律，以及 M.16 和 M.19 兩個十二度的大跳，逐漸擴

大音域，再配合鋼琴也是持續地十度音型，充分表現出高低起伏、忽上忽下廣闊

的空間感。樂句中有許多延續著動機 a 伴奏音型的節奏型態。M.19 鋼琴再重述

第一主題的旋律，到 M.24 小節單簧管接續帶出第二主題。 

 

[譜例 2-1]第一樂章，序奏及第一主題 

 

動機 a＇ 

 

動機 a 

大跳12度音程

 

第二主題區開始，M.24 單簧管使用附點節奏的新動機b，再逐漸發展，且附

點節奏動機同時不斷地出現在單簧管和鋼琴上，顯示它於這個主題的重要性。第

二主題中，單簧管和鋼琴旋律與和聲上大多使用四度、五度音響，所以柯普蘭慣

用的『空間感』手法仍一直持續在樂曲中。另外因為單簧管其實際音高與鋼琴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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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緣故，因此使用臨時記號，這段旋律出現兩個降記號，分別為♭B、♭E，故

主要調性為♭B大調[譜例 2-2]。M.30 小節後又逐漸轉回C大調，為回到第一主題

作預備。M.37 小節單簧管又重述第一主題，這次主題的結尾藉由音符八度轉位、

節奏上的改變，以及顛倒兩組音符的順序手法，同時在鋼琴部分從M.43-48 完全

仿照單簧管的節奏，但感覺相異於開頭第一主題。 

 

[譜例 2-2]第一樂章，第二主題 

動機 b 

 

B 段落： 

B段落轉為♭E大調，速度標示(Somewhat faster) ♩=76 比A段落要快些，且

使用許多變化拍子(3/4、4/4、5/4)，來使韻律上不斷地改變。鋼琴部分保留全曲

貫穿的『伴奏音型』動機a，同時借用第二主題動機b部分素材作上升四度和五度

音程。單簧管部分用相當誇張的旋律線條來對比鋼琴低音級進進行，顯示出此段

落特色[譜例 2-3]。M.61 開始只有鋼琴部分，氣氛上趨於寧靜平和。單簧管部分

M.74-79 是M.65-70 的旋律模進。在調性上逐漸由♭E大調轉回A段落的C大調。

M.77 正式回到A段落，同時柯普蘭標示出“ Tempo I Ọ ”。第一主題幾乎完全重現

於M.81 鋼琴部分，並且和單簧管旋律形成對位，鋼琴演奏 12 個小節後，再由單

簧管完成這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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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 2-3]第一樂章，B 段落過渡樂段 
動機 b 

動機 a 

 

Coda 段落： 

coda 開始是利用 A 和 B 段落結合的概念，當單簧管演奏 A 段落第一主題，

伴奏部分則沿用 B 段落的音型。在單簧管完成這個主題前，又徘徊於第二主題，

利用動機 b 不斷發展[譜例 2-4]，形成連續的上升四度和五度，將情緒推向高點，

再將音域降低八度逐漸趨於緩和寧靜，最後延長停留在 E 音上。 

[譜例 2-4]Coda 部分 
動機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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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 調性與和聲 

 

A 段落： 

A段落開始由鋼琴明確地宣告C大調的I級，但M.2 隨即變成II級，前四小節

重複兩次I級到II級，沒有作調性確認的終止式。單簧管雖然也是由主和絃三音開

始，但後樂句卻沒有明朗的C大調和聲，直到M.10 才有短暫的正格終止。樂句並

沒有完全結束，調性上呈現不穩定，M.15 出現拿波里六和絃(Neapolitan)的和聲

型態，使音色色彩上稍微改變，似乎是為第二主題的♭B大調作準備，到M.18 才

是完全正格終止。進入第二主題區之前，鋼琴再一次重述第一主題，緊接M.24

第二主題清楚確立♭B大調調性，但在M.30 小節臨時降記號逐漸消失，調性開始

轉回，於 5 小節後正格終止回到C大調的第一主題。從M.47 拿波里六和絃再度出

現，單簧管利用連續上升六度和絃將情緒張力提升，進入到B段落的♭E大調。 

 

B 段落： 

B段落開頭從M.51-60 都是♭E大調大三和絃(I、IV、V7級)，色彩顯得明朗許

多。而M.61 開始刪去調號，旋律只剩鋼琴部分，開始一種全新的和絃，與之前♭

E大調做出區隔。且有趣的是這段是採用各個大小調的主和絃作上下行級進，(例

如d小調I級 e小調I級，再到F大調I級)，因此即使沒有調性的確立，聽起來仍然

十分和諧順暢，這種手法不僅能讓B段落的中段明顯成為過渡樂段，又造成新穎

的音響及音色變化。M.68 小節讓我們感覺短暫停留在D大調，其實只是偽造轉

調，因為後來的和絃又同樣呈現各調主和絃上下行級進型態，直到M.77 正式回

到C大調。 

 

A＇段落： 

A＇段落主要是反覆 A 段落的素材，但 M.77-81 比起 A 段落將 C 大調調性

呈現得更加清楚。M.80 鋼琴演奏出完全模仿單簧管第一主題的旋律，而單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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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音階化的低音線條，為音階級進 5-4-3-2-1-7-1 並和鋼琴形成對位[譜例 2-5]。

M.91 單簧管再將鋼琴第一主題的旋律接續完成，重現 M.47 相同旋律，轉至 coda

段落。雖然有些和絃音色上的改變，但整段仍視為 C 大調。 

 

coda 段落： 

coda從M.95 直接明亮地使用♭E大調大三和絃，M.101 使用完全終止，但下

一小節似乎又轉到♭D大調，但又立刻變為C大調。鋼琴左手伴奏音型重現開頭I

級到II級連續四次，單簧管旋律由III級和絃組合而成，於M109、111、113 重複

三次，並隨著音域降低，將結尾氣氛緩和下來，延長於I9的和絃上[譜例 2-5]。 

 

[譜例 2-5]第一樂章結尾部分 

 
I9和絃 2.2.2 裝飾奏〈圖表二〉 

裝飾奏(Cadenza，或稱『華彩樂段』)是指在協奏曲的樂章裡面，一段由獨奏者

來獨奏而無伴奏的過門或樂節，通常出現在樂章中間或末尾處，目的是在讓獨奏

者藉由裝飾奏樂段充分展現演奏技巧，將表演帶入高潮。古典時期大多數作曲家

於曲中不寫裝飾奏，而由獨奏者自由即興創作。但貝多芬認為獨奏者可能為炫技

之效果而演奏出違背作曲家意圖的裝飾奏，因此他的《第五號鋼琴協琴曲》便將

裝飾奏完整寫出。貝多芬開例之後，浪漫時期作曲家則相繼效法。 

這首單簧管協奏曲的裝飾奏，是作為連接兩個樂章的橋段。雖然大部分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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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結構可由前一樂章的素材中追溯，但這個裝飾奏較不尋常，它的功能是作為預

示第二樂章，第二樂章中有四分之三的主題都會先在裝飾中被引用，而相對地這

些主題也提供許多素材在第二樂章使用，尤其爵士的語法在此時成為非常重要的

元素。這個裝飾奏稍長，佔有一頁半的篇幅，觸技上連續 46 小節的運舌而沒有

任何單獨的圓滑線(slur)，柯普蘭特地使用此手法為突顯出固德曼的高超技巧。

下列依裝飾奏的組成素材作段落的劃分。(註：裝飾奏無小節數，但為方便分析，

因此從開頭算為第一小節，共有八十二小節) 

 

〈圖表二〉裝飾奏 段落劃分 

段落 A B   A＇ C 

小節數 1-26 26-35 36-62 62-82 

主要素材 分解和絃 上行級進音階 分解和絃 切分音 

2.2.2.1 動機素材運用 

 

A 段落： 

裝飾奏一開始素材來自於第一主題動機 a＇的下行音型，再加上附點節奏動

機 b，且連續地重複樂句，近似嘆息音型手法，直到 M.6 落在 C 長音上。M.9 從

C 音開始上行分解和絃，標示 Somewhat faster 逐漸加快速度，節奏則換為八分音

符加上切分音，這個新動機 c 的素材將會再度運用於第二樂章[譜例 2-6]。此段

落的特色在每個小節尾音都掛留至下一小節，並且從 M.16 開始於尾音加上重音

(accent)，更充分表現節奏感，使音樂一直都有往前的動力。樂句結構為二加二

形式，最後重複三次樂句後，在 ff 的力度下帶出旋律次頂點 E 音，情緒達到此

段落高潮，頂點”G”音大跳十度及十三度音程，降至極低音 E，準備進入 B 段落。 

16 



[譜例 2-6]裝飾奏，A 段落 Mm1-11 

動機 c 

動機 a 
動機 b 

 

B 段落： 

B 段落增加新的風格，線條多為圓滑奏，在力度記號為弱，與 A 段落使用

運舌、力度較強的感覺作出明顯區別。M.26 的十六分音符動機 d 也是會運用在

第二樂章主題裡[譜例 2-7]。M.29-31 為一個長樂句，後面作一次模進，準備進入

A＇段落。 

 

[譜例 2-7] 裝飾奏，B 段落 Mm25-31 
動機 d 

 

A＇段落： 

開頭標示 a tempo 回復到 A 段落的速度，使用近似 A 段落的素材，樂句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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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動機 c 節奏一再重複。此段落特色同樣在每個小節尾音都掛留至下一小節，

並加上重音，並於 M.40-42 第二拍也加上重音，揉入爵士的風格，使這段更有律

動及強烈節奏感。在一串分解和絃中，仍然能看出些許規則，M.40 後每個樂句

開頭音都是全音下行級進，可以說是運用動機 a ＇的概念[譜例 2-8]。 

 

[譜例 2-8]裝飾奏，A＇段落 Mm36-43 

動機 c 動機 c 

 

C 段落： 

此為裝飾奏最後一個段落，利用動機 e 的素材，不斷地重複再發展，同時作

為第二樂章部分主題的預示[譜例 2-9]。M.72 又回到動機 c，同樣利用重複再發

展的手法，節奏上使用全部短促的八分音符，增加音樂緊湊感，逐漸將音樂推向

裝飾奏中的最高潮”G”音上，又突然降至單簧管最低音域的”D”，充滿戲劇性與

張力，再以十六分音符半音階爬升，並逐漸漸弱，接至第二樂章。 

 

[譜例 2-9]裝飾奏，C 段落 

動機 e 
動機 c 

動機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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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第二樂章 

D－ B－Transition－ －D－Coda』。主題中的部分素材動機已預先於裝飾奏

出現 ，這些素材明顯代表著南、北美通俗音樂的融

 

A B A 

稍快的(Rather fast) 〈圖表二〉 

第二樂章是自由的迴旋曲式，是非常輕快富有節奏性，而且大量使用斷奏的

切分音，主要目的是為了配合弦樂撥奏。樂章大致由 A、B、C、D、X 五個主副

題組成，中間插入過門(Transition)，曲式結構為『A－B－C－A－Transition－C

－ E－ E

，到第二樂章再加以發展擴大

合，其中也包括爵士音樂元素。以下就依主題順序作為段落劃分。

 

〈圖表一〉第二樂章 段落劃分 

主題 C 

小節數 121-175 176-186 187-222  223-238 

小節數 121-145 146-175 176-186 187-195 205-222 223-227 228-238 

調性 G大調 D大調 E 大調 D 大調 C 大調 A 大調 G大調♭ ♭ ♭

 

主題 transition C D E B 

小節 269-296 296-322 323-334 數 239-251 251-268 

小節數 239-251 51-260 260-268 269-296 296-322 323-334 2

調性 ♭D大  ♭D ♭G大調  調 ♭A大調 ♭G大調 大調 F 大調

 

主題 transi o E D ti n Coda 

小節數 335-349 350-378 391-440 441-507

小  344-349 350-360 364-378 391-429節數 335-343 430-440 441-507

調性 ♭C大調 ♭B大 A 大調   調 ♭B大調 大調 A  ♭C大調 C 大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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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1 主 機

 

題 A 段落： 

樂章一 簧管仍持續吹 由裝飾奏連結過來 結尾音”E”，鋼琴

一樂章 奏音型的變 減值為斷奏 。M.1

A 兩 普 樂 許

樂句 短 節 到 琴 象 技

10 sff力度記號，再以音階上下行級進帶到

.146，拍號改為 2/2，因為音符演奏時值是相同的，所以韻律上並無改變，開

A再作一次預告，才引導M.155 單簧管完整出

現主題

                                                

題及動 發展 

主

這個 開始，單 奏 的

則演奏第 動機a伴 型，節奏 八分音符 25 鋼琴

右手預先出現主題 部分旋律並且重複 次。柯 蘭在這個 章加入 多休止

符，使 結構縮 ，更富有 奏感。 M.135 鋼 利用印 派中繪畫 術的點

描繪 的手法來陳述，使用非常強烈的

M

始加入許多重音記號。鋼琴將主題

A，同時在鋼琴右手部分演奏的是主題C旋律，左手則是貫穿全曲的伴奏

音型，不斷以十度音程跳進，直到M.176。[譜例 2-10]。 

 

[譜例 2-10]第二樂章，主題 A 
主題 A 

C 主題

伴奏音型動機 a 

 
10為法國畫家喬治秀拉(1859-1891)所發明，特色在於利用原色小點來創造光深淺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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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B 段落： 

M.176 突然改變拍號， ，頓時節奏韻律

(Tenuto)，

暗示著這是柯普蘭特別在意而安排的[譜例 2-1 。 

 

[譜例 2-11]第二樂章，主題 B 

[譜例 2-12]。 

 

並在鋼琴每小節第一拍和絃加上重音

改變，暗示著混合節拍的感覺。鋼琴以分解和絃近似動機 b 節奏型態的下行跳進

連續四小節後，單簧管才演奏出主題 B，這個主題的動機已在前面旋律中預先出

現過，就是裝飾奏 M.26 的動機 d。由此可見，樂章之間都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

在此處，柯普蘭雖然利用相同動機，但巧妙使用前後樂句八度的轉換，增加樂曲

的趣味性。並且重要的是他在記譜中使用附點四分音符，並加上保持音

1]

動機 d 

 

主題 C 段落： 

樂句直接由主題 B 不間斷銜接到主題 C，在這個部分單簧管與鋼琴利用模

仿與緊接句(stretto)手法，使主題更密集地重現於三個聲部之中

[譜例 2-12]第二樂章，主題 C 主題 C、動機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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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主題 C 曾在裝飾奏動機 C 出現過，此處再度出現。由此可見回應到先

樂章有許多主題都會先在裝飾奏中被引用的說法。M.195 鋼琴左

手出

，

琴跟進，此手法使音樂感覺十分耐人尋味。六小節後，單簧管不斷重複旋律，

發展再重複，鋼琴則再度出現第二樂章開頭的斷奏伴奏音型。 管

音階下行的手法，且開頭音使用全音下行級進，

此手

2-13]第二樂章，Transition 

前筆者曾說第二

現頑固低音，右手仍持續演奏主題 C。M.205 單簧管演奏主題 C 的前半部，

並與鋼琴形成『問與答』式旋律，重複兩次後，單簧管才奏出完整主題 C 旋律

鋼

M.223 小節單簧

休息一段，由鋼琴回到主題 A 段落，五小節後突然轉調，鋼琴繼續獨自演奏主

題 A 旋律，再逐漸從樂句中延伸半音階式級進，進入 M.239 的 Transition。 

 

Transition 段落： 

這個過門仍然是利用主題 A 來作為素材，單簧管將主題 A 重複兩次後，擷

取後樂句部分動機，使用類似半

法在裝飾奏部分也使用過[譜例 2-13]。鋼琴的部分也仍是維持前段落延續過

來的伴奏音型，與 A 段落 M.163 相似，但這部分稍後變化為樂句更短的型態，

我們只能聽到是非常斷續性的伴奏。 

M.251 開始又回到主題 C 段落，鋼琴還是斷續性的伴奏著，直到 M.258 回

復到完整伴奏音型，單簧管旋律則是利用不斷將樂句重複再稍加發展，樂句發展

後再重複。柯普蘭在此曲中常常利用重複再發展的手法，但總是巧妙地使音樂的

感覺依然是不斷往前的。 

 

[譜例

擷取主題 A 部分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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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D 段落： 

M.269 出現主題 D 於鋼琴部分，利用新動機 f 發展。這個段落是一個非常富

有節奏性、有大量切分音的部分，不僅節拍變化頻率高，更因為重音的位置，產

生強烈 5/8 拍的感覺[譜例 2-14]。M.274 單簧管出現在高音域來增加音樂強度，

鋼琴則分為三個聲部，最高聲部與單簧管旋律相同，下兩聲部則繼續彈奏主題

。M.286 小節突然轉變為動機 b，並將動機拆開分別交與鋼琴與單簧管演奏，

在 ff 和 sf 之間，音樂上充滿緊湊感。鋼琴連

 

要的爵士旋律，它是在穩定的節奏

上作和弦分解進行，有上、下行分解，也有上下行交替的分解，為爵士音樂低音

聲部中很常見的一種演奏方式。鋼琴的部分是斷奏四分音符上行級進，配合單簧

管行進貝斯的旋律[譜例 2-15]。到 M.309 單簧管運用動機 C 發展，鋼琴右手旋

律加上裝飾音，使整段音樂充滿爵士輕鬆俏皮的風格。 

D

且音域逐漸升高，力度記號也持續

F續重複六次 大調和絃後，進入下一主題。

 

[譜例 2-14]第二樂章，主題 D 

動機 f 

 

主題 E 段落： 

當柯普蘭完成第一樂章時，他在巴西的里約熱內盧聽到一段流行曲調，這個

旋律衝擊他的想法，於是把它編入這首協奏曲中，因此這個主題 E 又有『巴西主

題』之稱。這個段落 M.296 開始加入相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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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 2-15]第二樂章，主題 E 
巴西主題 

 

主題 B 段落—Transition 段落—主題 E 段落—主題 D 段落： 

B，同樣是利用動機d作為這個段落的發展，回顧到M.176 素

材都是十分相同的

單簧管來演奏 鋼琴的 大調轉為單簧管實際音高是♭G大調)，並且譜上標示為

音的概念，樂譜拍號將 3/4 與 2/4 寫在一起，表示第一小節為 3/4 拍，下一小

次後

M.323 回到主題

，也許我們會認為這樣會使用太多相同素材來延伸，但這就是

柯普蘭巧妙的音樂手法，使音樂聽起來不會單調冗長，而是在相同的素材中讓我

們記憶深刻，但又稍作變化來產生新意。在主題B段落後，緊接一個Transition過

門，這個樂段建構主題E後半段的動機，且不斷地轉調，鋼琴用短促四分音符來

回應單簧管旋律，相同於前一段落M323 的音型。M.350 回到完整的主題E，

Walking bass旋律重現於鋼琴部分，六小節後音域降低八度再重述一次主題，並

將調性逐漸轉到A大調。這裡有個特別之處，柯普蘭特地安排六個降記號調號給

( A

suave(溫和文雅的)，所以很可能”♭G大調”就是柯普蘭心目中的”溫和調”。 

M.368 鋼琴與單簧管的旋律與 M.312 動機相同，只是調性不同，但十分有趣

地是兩個聲部旋律交換，單簧管改為演奏鋼琴 M.312 的旋律。M.373 單簧管在 A

大調再次重述主題 E，鋼琴將原本的斷奏四分音符改為斷奏八分音符加上

Tenuto，樂句感覺更加短促，為下一個段落作準備。M.379 鋼琴運用新動機 f 切

分

節則為 2/4 拍，依照這個規則不斷循環。鋼琴在 A 大調和絃組成的樂句上重複三

，再提高到 C 大調和絃上重複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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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M.391 開始，鋼琴是利用動機 g 以及主題 D 中動機 f 不斷交替，力度記

號達到 fff，逐漸為音樂的高潮作準備。M.412 單簧管演奏主題 D，樂句多為切分

音節奏感，同樣呈現出 5/8 拍的感覺。鋼琴右手和聲多是半音級進和絃，左手則

是八度，且五拍(以八分音符來算)後就出現重音，不斷循環，音樂織度變得厚重。

M.412 單簧管承接鋼琴未完成的主題 D，兩聲部節奏相同，單簧管音域逐漸升

高，以高音域以及重音來增加音樂強度，突然轉為快速十六分音符下行音階，又

立刻往上爬升，使音樂充滿張力以及戲劇性。M.430 與前面 M.286 小節動機相

同，但將原本的八分音符改為十六分音符，結構更為緊湊，音樂充滿侵略性，單

簧管又以半音高音域逐次升高醞釀著，終於到 M.440 爆發音樂的高潮。 

 

Coda 段落： 

Coda段落構思來自於第二樂章的主題。M.441 鋼琴左手出現頑固低音，單簧

管則利用主題C發展、或擷取部分，再發展直到進入下一主題A。M.474 又轉變

到主題C的變型，鋼琴重複半音下行，感覺音樂像雪球般不斷滾動，到M.481 突

然煞住，再度出現動機e的旋律。M.490 單簧管旋律各在高低音域作一次模進，

鋼琴部分使用不協和七度和絃，主奏加上裝飾音的滑行，造成特殊的音響。M.503

單簧管奏出E長音，力度記號為fff，更往上攀升到#G，達到全曲中最高音，突然

陡直落下再落下，極度大跳的手法，使音樂張力發展到最極致，最終以半音階上

行加滑音(gliss)，與鋼琴齊奏於C音，燦爛炫麗地結束全曲[譜例 2-16]。 

[譜例 2-16]第二樂章結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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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演奏上的詮釋探討 

 

加入節拍記號，於譜上各個改變速度之處。開頭

運用。例如在演奏大跳音程、或是漸強漸弱、或

弱時[譜例 2-1]。在 M.61 這段單簧管是處於休息，因此鋼琴有單獨表現的機

會，也可以做出適度的彈性速度。 

另外這個樂章主要是在♩= 69 和♩= 76 這兩個節拍記號速度的變化中交

替。例如為了接到 M.51 的 Somewhat faster(♩= 76)，於 M.45-50 單簧管演奏速度

，並且 M.51 單簧管是長音，鋼琴擁有速度的主導權。M.95

也是同樣的情形。而由♩= 76 要回到♩= 69 時，都會在速度上作一點漸慢。在

段落銜接處，或不同的主題素材出現時，作曲家都會使用音符的增值或減值，讓

我們很容易就區分出樂曲的段落性以及主題動機變化，因此在速度上，演奏者不

需要刻意加速或減速，只要配合音樂線條，自然地接入下個段落的速度即可。 

3.1 第一樂章的部分 

柯普蘭在第一樂章一開始處，標示出表情術語為緩慢而富有表情的(Slowly 

and expressively)，因此音樂是非常平靜和抒情地，優美旋律塑造很寬廣但又柔和

的拱形線條。幾乎所有的樂句大多是長音組成，但又因包含豐富的和聲以及微妙

的速度變化，使整個樂章充滿張力。以下筆者將以速度變化、節奏與力度、音樂

旋律線條和織度、曲式作為詮釋處理的要素，來深入詮釋。 

在速度方面，柯普蘭慎重地

我們所看到的標示是♩= 69，因為速度較慢，加上旋律多是長樂句，單簧管演奏

者應該要有持續力來吹出更長的氣，在呼吸的控制上也要掌握好。要配合音樂的

氣氛，想像寬廣的空間感，但又不能太停滯不前，還是必須要保持線條流動的韻

律。柯普蘭細心地將許多速度表情記號寫入譜中，例如：M.42 和 M.86 的 moving 

forward、M.88 的 hold back 等。因此只要仔細地運用，配合旋律線條，就不難掌

握流動性。另外演奏上使用彈性速度可以讓音樂更具吸引力，也可以使音樂更富

表情，因此在這個樂章中經常會

突

上有稍微往前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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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節奏與力度上，這個樂章是平靜抒情的，因此並沒有用到”>”重音記號，

而是用”--“(Tenuto)來代替，並且有些則是加在弱拍的位置上，主要是為了凸顯重

要的音。Tenuto的奏法，是加上一些推力重力的感覺，會使旋律更加流動，也更

增加節奏的韻律，因此單簧管與鋼琴演奏者都必須特別注意要確實演奏。音樂線

條較長，容易拖拍使音樂停滯不前，可以將三拍子打成一大拍的想法，讓音樂聽

起來似畫圓圈一般，增加流動性。力度的方面，大致都是隨著和聲織度變厚而增

強，薄而減弱，製造出對比性。較特別的是M.101 的”♭E”，為第一樂章中最高音，

卻標示突弱(subito piano)，因此音樂的感覺會好像突然屏住呼吸，讓音樂更富戲

劇性[譜例 3-1]。在此樂章演奏者要特別注意力度上的音色，即使是f也要配合音

樂的 般

此

氣氛，不要有暴烈的音色，詮釋出像詩篇 的感覺。 

 

[譜例 3-1]第一樂章 Coda 部分，Mm99-103 

 

音樂旋律線條和織度的處理上，筆者認為應該仔細觀察主、副旋律和伴奏聲

部的關係。從樂譜來看，有些段落鋼琴右手部分會分成上、下兩聲部，例如在

M.20 時鋼琴的部分，右手上聲部演奏第一主題，有四個聲部的織度出現。每個

聲部都有可能是旋律線，不一定只有單簧管演奏主旋律，因此演奏者要分清楚

主、副旋律，必且格外注意音量上的使用是否適度。 外這個樂章利用短的級進

動機，發展出長的樂句線條，單簧管在演奏時呼吸換氣以及運舌都應該避免把樂

句分開，才不會讓音樂聽起來流於片斷性，要小心處理長樂句的線條，使音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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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氣呵成的呈現出來。在這個樂章的線條特色在於有許多大跳音程，要讓音與音

分重要的。 

與A

先瞭解

結到 段落開頭，感覺起來是一氣呵成[譜例 3-2]。並且由音樂呈現的對比性來

看，

 

之間圓滑地連結著，氣以及手指的運用是十

在曲式結構上，第一樂章為A B A＇加上Coda，一般樂曲B段落極可能設計

段落有對比性，但柯普蘭在此曲中並沒有特別強調這一點，但我認為仍然要

B段落在整體曲式的角色，才不會將詮釋風格混淆。從樂譜中看出，第一

樂章整體性是非常完整的，這個中間B段落雖然轉調到♭E大調上，但在進入B段

落之前的樂句，就已出現臨時記號，且從M.47 以五度或六度作旋律式跳進，連

B

因為鋼琴左手伴奏音型持續的關係，且調性穩定，與前後樂段差異點不大，

因此將B段落劃分為中間樂段，是屬於一個過渡性質的樂段，因此在演奏上不需

要刻意轉換風格，將此段作為一個較長的過門，自然地演奏帶過就好。 

 

[譜例 3-2]第一樂章，A 段落--B 段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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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裝飾奏的部分 

許多文獻資料在提到這首協奏曲的裝飾奏時，大致都敘述它提供一個相當

度上大致是依據銜接第一樂章結尾速度，因為音樂感覺是輕柔如夢一般的，因此

速度可再緩慢一些，非常從容不迫的。A 段落時為 Somewhat faster，速度比前段

稍快，到 M.12 時 Twice as fast 速度要比前段快兩倍，因此在 M.11 的漸快(accel)

要小心地銜接兩個之間的速度。M.19 為 A 段落預備作高潮之處，可以使用彈性

速度來強調。進入 B 段落出現圓滑線條旋律，因此將速度緩和下來，M.29 單簧

管轉為高音域的吟唱式旋律，因此速度可以稍微再慢一些，並且作些許的彈性速

度，來幫助表現出裝飾奏中唯一的優美旋律線條。 

進到 A＇段落速度又回復到 M.12 的速度(兩倍快)，以這個速度一直保持到 C

James 

Camp

大的機會讓獨奏者來展現其非凡的技巧能力；而柯普蘭的用意也是在於能讓固德

曼展現他的單簧管技巧。整個裝飾奏的技巧幾乎都用到運舌，並且大量使用單簧

管的高音域，速度也較快，的確有許多艱深之處，需要演奏者多練習以及揣摩作

曲家要表達出的炫技效果。 

在速度變化方面，柯普蘭並未標上節拍記號，只註明為自由地(freely)，表示

此段裝飾奏的速度由演奏者自行決定，可視個人情況不同而定。在我的看法是速

段落 M.79。這段的彈性速度的使用，筆者聽過幾位單簧管名家，如：

bell、Martin Frost 、Laura Ardan 的錄音，他們的詮釋共同處在於 M.56-57

都作一些彈性速度，推測應該是後四小節力度為了達到 ff 而作準備，此可供演

奏者參考。M.62 也可以稍微漸慢，與 C 段落作劃分。最後在裝飾奏結尾 M.80

半音階標上速度自由 Ad libitum(略寫 ad lib)，單簧管一般奏法是前兩組音群由緩

慢開始，到第三組開始逐漸加快到銜接下一樂章的速度。 

在節奏與力度上，柯普蘭大量使用切分音，且加上重音記號於弱拍的手法，

打破原本拍子輕重關係，此是參考爵士音樂手法而加入的，並且除了保留Tenuto(-)

更加上 accent(>)以及 staccato(▼)來加強整段切分音節奏，呈現一種節奏交錯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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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蘊含豐富的音響，雖然容易使聽眾產生不安全感，卻也是帶來節奏上的另一

種緊湊感。並且柯普蘭巧妙的音樂手法，讓節奏張力呈現緊繃—鬆弛之間，並不

會特別聽起來產生不舒服感，演奏者也要在兩者之間找到平衡。此段裝飾奏力度

維持在 mf 到 ff 之間，除了 B 段落開頭圓滑奏的旋律為 mp 以外，因此要特別作

出對比性。演奏者在詮釋時，應清楚瞭解切分音節奏與重音之間的關係，並且加

入爵士的韻律，就能將裝飾奏的風格表現出來。 

在音樂旋律線條處理與風格上，一開始表情術語標示輕柔地 (softly)、

dreamily(如夢似地)，又使用嘆息音型，所以要特別強調音符間的連線 slur；且在

延長音上註明為短的，因此不要作出有休止的感覺，還是要讓音樂保持往前的流

動性[譜例 2-6]。之後線條是由上下行分解和絃所組成，如熱情生動的宣告式陳

述，相當富有節奏感，與開頭形成強烈對比。B 段落 M.29 是裝飾奏中唯一長線

條樂句，除了使用彈性速度外，音樂的想法則是要將線條處理有如女高音吟唱般

的優美旋律，時而高昂，時而低迴，才有吸引人之處。而後又回到熱情生動的宣

告式動機，此處柯普蘭刻意在時值一拍及一拍以上的後半拍長音加上重音，用意

是想表達出爵士音樂的律動，因此處理上加入些許爵士風格，而不可制式地套用

古典節奏形式，以免流於呆板[譜例 3-3]。C 段落音符時值因為頓音記號使用而

減少，線條幾乎都由大跳音程組成，因此運舌的使用要比前段更加短促、乾淨，

配合重音不規則出現，使音樂呈現侵略、刺穿性的感覺。整段裝飾雖然大多是屬

於節奏性的音樂線條，但細微的音樂韻律還是有所不同，因此演奏者除了突破技

巧上的困難，在音樂處理上也要仔細觀察段落風格之間的差異性而詮釋出來。 

[譜例 3-3]裝飾奏 C 段落 
使用爵士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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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第二樂章的部分 

(Charleston) (boogie woogie)11

 

(Rather fast)

第二樂章中有許多動機素材已在裝飾奏預先出現過，於此處更似枝節般不斷

延展；而在裝飾奏加入的爵士要素，更是充斥於整個樂章，使其充滿爵士搖擺風

格。柯普蘭曾表明他是無意識地將有關南、北美洲通俗音樂的元素融入其中，如：

查理斯頓舞 的節奏、布基烏基 、巴西民間旋律。演

奏者如能瞭解作曲家採用之素材，相信對風格就能詮釋更加貼切。

在速度的取決上，雖然開頭標示為有點快 ，但因為先前裝飾奏結

尾半音階上行已將速度提升許多，因此我認為鋼琴擁有主導權，應把速度穩定下

來，讓樂章前半段速度都維持在♩=126。樂章中常於 2/4、2/2、3/4 切換拍號，

柯普蘭都標明♩=♩，因此韻律並沒有改變，速度上也無影響。到 D 段落 M.269

，速度配合切分音節奏帶有 5/8 拍的感覺，可以多一些

在 Coda 段落 M.481 部分為♩=120，比前段♩=132 還要再慢些，因此速度感覺

好像煞車似的突然變慢；而後鋼琴都是單音，可讓單簧管單獨表現，作一些適度

彈性速度

奏，這些都是屬於較正規演奏的範疇。第二樂章較特殊之處在於

                                                

為少許快些(Trifle faster)

往前的推動力。樂章裡速度最快是 E 段落 M.309 部分，且之後旋律出現相同動

機時，速度雖然都為♩=144，但此段是使用 Walking bass 線條，帶有爵士搖擺感

覺，因此筆者認為近似人小跑步的速度即可，不宜太快，以免失去柯普蘭要求幽

默、放鬆之感覺。另外通常在終曲部分的速度都會比前段來得快，但此首卻反之，

。全曲倒數六小節速度開始漸慢，持續兩個高音域長音後，在半音階上

以迅雷的速度，炫麗地結束全曲。柯普蘭不只在樂曲結構上，就連速度上也是張

力不斷，演奏者在這些速度取決上要作出明顯分別，才能造成戲劇性效果。 

在節奏方面，這個樂章多用八分、十六分音符，即使四分音符也多加上頓音

或重音記號，整體節奏感覺都是快速且短促的，同時也承襲著裝飾奏的切分音節

E 段落巴西主

題帶有明顯的爵士風格，節奏上由許多八分音符與休止符組成，演奏者要小心休

 
11是一種鋼琴演奏藍調節奏的方式，加上以左手進行強烈、重複性類似貝斯的節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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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符的時值，因為爵士音樂風格的關鍵就是在於休止符與音符的巧妙組合關係。

另外看到後半拍起音的音符，只要將其稍稍延後並加上 Tenuto 演奏，就能容易

演奏出爵士音樂中的搖擺感覺(Swing-Feel)。 

在音樂旋律線條處理上，因第二樂章皆是較節奏性的，由許多音階或半音階

旋律以及跳躍音程組成，尤其柯普蘭又將旋律線條拆開後，分別交與單簧管來接

續鋼琴的旋律，因此樂句線條都屬短促，並使音樂產生不穩定的感覺。而裝飾奏

中的分解和絃，也成為此樂章的主要架構一再出現，在整個樂曲旋律安排上，佔

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有時出現於鋼琴右手部分來襯托主旋律，屬於橫向性旋律，

與尖銳高音域短而有力的四分音符縱向性旋律形成強烈對比，因此鋼琴演奏者必

須特別留意此中間聲部，要將其在充滿跳音音響中突顯出來；有時則又獨當一面

成為段落中重要主旋律譜例[3-4]。並且這個分解和絃動機在裝飾奏時，是使用

Tenuto 橫線分開；第二樂章是用短圓滑線連結，兩者為相同動機，卻因柯普蘭使

用手法不同，呈現出截然不同的旋律線條，演奏者要仔細依照樂譜上所示而處理

演奏，才能最貼近作曲家要表達的音樂線條感覺。 

譜例[3-4]第二樂章，主題 A，Mm154-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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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單簧管樂器技巧上的處理 

在這首協奏曲第一樂章中，因為大多是長樂句線條，並且有許多大跳音程在

其中，因為是吹氣樂器的關係，再加上力度記號為 p，演奏者要控制好氣流，不

要太過也不要不及，使音與音之間緊密連結。而演奏大跳音程時，氣流是從腹腔

到口腔整個貫通，可以配合音樂作出調整與變化，再將氣流集中在嘴部，喉嚨放

將扣人心弦的音樂感覺深刻表現出來。 

定的感覺，並且把分解和絃的音響清楚呈現出來。 

第二樂章的部分也格外要注意高音域的音色，切勿因為加重力度使音色變

粗、

鬆，不要因為想小聲而緊咬竹片使其無法振動；要吹奏高音域長音時，則也可利

用右手拇指將單簧管些微推進嘴部，這個動作可以幫助使其容易發音，也可以使

音準到達正確位置。柯普蘭要求第一樂章的感覺是抒情且富有表情地，因此在音

色方面，不要將其吹得太厚實，也不可流於輕浮，必須要配合線條，而拿捏得宜，

先前就提過裝飾奏的技巧艱難，主要是在於分解和絃再加上跳音運舌，因此

氣流要比吹長樂句更加集中，也要以更快的速度送進樂器內。舌頭則有彈性地輕

點簧片尖端；手指觸鍵動作也要敏捷，不要離鍵太遠應該盡量貼鍵。而演奏重音

時也不要太超過，以免因為加重音符使高音域音準不夠高。另外因為裝飾奏多是

節奏性樂句，音型不斷模進重複，演奏起來速度不可以快到失控，仍然要保持穩

音質變扁，應該要將氣流、觸鍵、吐音都充分準備好，然後輕鬆地吹奏，使

音符充滿彈性。樂曲結尾倒數四小節的” #A”是全曲最高音，其是屬於很難吹奏

到正確的音，因此喉嚨要充分打開，並且口腔到達正確的位置，會較容易吹奏出

來，演奏者要多練習這個部分。另外演奏最基本的原則，就是樂譜上的記譜以及

任何表情術語，都要完全仔細地遵照作曲家標示的，例如：slur、tenuto、accent，

以及所有力度記號等，才能詮釋出音樂線條的不同與風格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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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本論文根據理論性的分析，觀察此曲中相似材料的運用和動機的發展、作曲

手法等，並以此作為詮釋此作品的依據。筆者發現柯普蘭受爵士樂單簧管家班

尼．固得曼委託，特別使用爵士音樂；柯普蘭此時期偏向創作通俗、實用性高的

音樂，大量以民間旋律為素材，因此將兩種風格融合在這首協奏曲中。筆者在研

究此作品的過程中，發現以文字方式來論述整個音樂的內涵或各個層面，都是較

為困難的，唯有透過演奏者直接對樂曲的詮釋，才能讓聽眾感受到音樂中表達的

情感或意義。然而在這首樂曲中，仍然有許多值得深入研究的議題，而在此論文

中無法兼顧到的，例如： 

 爵士音樂與古典音樂的差異。這首樂曲採用許多爵士音樂素材，在演奏

上應該以爵士音樂方式來吹奏，但因為作曲家並沒有明顯透露出此訊

息，因此在演奏上是否要將兩者風格差異明顯作出區分，還是融合於曲

中？都是值得演奏者深入研究以及思考的。

 鋼琴演奏技巧的探討。在 後幾年，柯普蘭親自將單簧管與絃樂團

(豎琴以及鋼琴)版本另外再改編成單簧管與鋼琴的版本，也因此在這個

版本中鋼琴有著管弦樂化的色彩、以及變化多端的音樂織度，佔有十分

重要的地位。所以對於鋼琴 例如：多聲部的線條處理，速度的

驗，將樂曲完整地呈現於聽眾。 

1.

 

2. 1947

的技巧，

掌握，也都是需要演奏者多加研究的。 

3. 單簧管與鋼琴的配合與互動。在這首協奏曲中，鋼琴像是代替弦樂團

tutti 的部分，導致各主題旋律會不斷地交替於鋼琴與單簧管之間，因

此在演奏上的句法或是力度以及音色，都是要演奏到近乎相同。兩個人

的默契和情感詮釋的思考，都是需要一再練習以及揣摩的。 

在詮釋的過程中，或許我們無法完全體會或瞭解作曲家創作初衷的意涵，唯

有透過對樂曲結構、素材之間的關連性，以及作曲家創作風格的分析，再加上演

奏者本身的經驗以及情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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