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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曲解說

蕭邦：四首夜曲

• 蕭邦：降 E大調第二號夜曲，作品 9-2

• 蕭邦：升 F大調第五號夜曲，作品 15-2

• 蕭邦：降 E大調第十六號夜曲，作品 55-2

• 蕭邦：E大調第十八號夜曲，作品 62-2

綜觀蕭邦創作，能完整反映其各階段寫作風貌的曲類，大概就屬馬祖卡舞曲與夜曲，各自

橫跨他二十多年的音樂生涯。前者可謂作曲家的心靈世界、神化的舞蹈與波蘭魂；後者也

有發自內心的詠嘆，筆法更強調觸鍵、踏瓣與歌唱，展現蕭邦對音色、旋律、裝飾和聲音

控制的不斷追求。

論及蕭邦的夜曲風格，他首次正式出版的作品 9《三首夜曲》，可謂真正為「蕭邦式夜曲」

寫下定義。第二首堪稱蕭邦最耳熟能詳、也足以名列史上最著名旋律的經典。蕭邦讓右手

完全變成女高音，不只吟詠出優美旋律，更唱千迴百折的花腔。同樣是名曲，作品 15的第

二首則迥然不同，開頭主題華麗繁複的音型充滿細膩的音程組合和半音編寫，從聲樂式裝

飾轉入屬於鋼琴的器樂式裝飾，以色彩和音響表現出另一種對比可能。

1843年寫作的作品 55《兩首夜曲》宛如即興演奏的化身，第二首旋律始終無法預期，不

斷帶來驚喜。蕭邦在此展現神乎其技的對位寫作與和聲變化，聲部各自行走又彼此牽動，

妙不可言。至於蕭邦生前最後一組夜曲，於 1845至 1846年間寫成的作品 62，則完全是

其晚期風格，充滿智性的對位線條與和聲遊戲。第二首第一主題在第一段出現後緊接三次

重述，每次重述都包含先前素材，展現嚴密的音樂內在邏輯。多聲部則主要置於中段開展，

以深沉但瀟灑的情緒轉折令人著迷。



蕭邦：降 b小調第二號鋼琴奏鳴曲《送葬》，作品 35

第一樂章：莊板 - 加倍速度
第二樂章：詼諧曲
第三樂章：葬禮進行曲：慢板
第四樂章：終曲：急板

本曲被冠以「送葬」之名，在於第三樂章是「送葬進行曲」，全曲也以該段素材開展出其

他樂章。許多學者都曾分析，指出全曲四樂章不只皆籠罩於陰暗詭譎的氣氛當中，之間更

有隱藏的對應關係，包括蕭邦如何運用相同動機、音型，透過逆行、反轉等方式開展樂念。

此曲結構設計十分特殊：第一樂章雖採奏鳴曲式，再現部卻未重現第一主題，僅在發展部

尾段稍稍帶回第一主題作暗示。樂章結尾處，蕭邦自降 b小調突然扭轉成降 B大調，但和

聲衝突並未解決，左手八度如達達馬蹄奔向毀滅，予人壯烈的悲劇感。第二樂章承繼第一

樂章未竟的樂思，開頭就運用了強勁的八度音與漸強。傅聰分析此段實為馬祖卡：「就音

樂意義而言，第一樂章已是轟轟烈烈地悲劇結尾，音樂到此已是『同歸於盡』，基本上已

經結束了。但第二樂章接了代表波蘭土地的馬祖卡舞曲，就成為十足波蘭精神的顯現――

雖然同歸於盡，卻是永不妥協，還要繼續反抗！」至於最關鍵的第三樂章，左手是喪鐘繚

繞，右手附點節奏則是葬儀步伐。在中段的甜美追憶後，蕭邦竟讓送葬進行曲重現，這讓

中段成為超現實的心理描寫，宛如導演運鏡切換場景。之後快速短小的第四樂章如墓地鬼

火寒風，調性與結構都曖昧模糊，更有極其大膽的踏瓣設計。全曲構思遠遠超越了蕭邦的

時代，是讓人難忘的音樂里程碑。



德布西：《版畫》，作品 100

第一曲 〈塔〉
第二曲 〈格拉那達之夜〉
第三曲 〈雨中花園〉

德布西從 1901年完成的《為鋼琴的》組曲開始，可說走出新的音樂語彙。他於 1903年完

成，隔年發表的《版畫》，更是全然成熟的代表性經典。《版畫》三曲有不同意象的標題，

帶領聽者遨遊於無限制的時空：〈塔〉有明顯的東方調式與音響，是德布西自巴黎世界博

覽會所聞印尼甘美朗音樂後的心得體會。此曲不只有聲音光影層次，還有空間遠近變化，

聲響設計令人大開眼界。〈格拉那達之夜〉旨在描寫位於南西班牙的安達陸西亞名城。此

地可見伊斯蘭教與天主教遺風巧妙融合，西班牙人與吉普賽人生活互相牽引。德布西運用

阿拉伯調式，配以哈巴奈拉舞曲節奏，並以鋼琴模擬吉他聲響，果然創造出迷人的西班牙

式中東風情。

神遊東方又造訪鄰國，作曲家在〈雨中花園〉回到家鄉。透過不同的樂曲織體，我們聽到

各種不同的雨。到了樂曲中段，烏雲吹捲逐漸起了變化，陽光劃開雨景，天空出現壯麗彩

虹。德布西在此用了「睡吧，小寶寶睡吧，小寶寶快點入睡」（法國家喻戶曉的搖籃曲）

和「我們不會再到森林裡，桂葉已被削去，美麗將去蒐集它們」這兩首民間歌曲，帶來雨

天的各種童年印象，而此曲宛如觸技曲的技巧表現，加上幾乎不用踏瓣的演奏指示，又讓

人想到法國大鍵琴音樂，特別是庫普蘭作品，可謂古雅且意味深長，是寫意妙品，也是寓

情於景的名作。



齊瑪諾夫斯基：《波蘭民謠主題變奏曲》，作品 10

齊瑪諾夫斯基是波蘭在十九世紀後半至二十世紀上半，最出色的作曲家之一。他學承多源，

音樂極有組織，既有德奧風格，也受德布西等人的和聲與俄羅斯民俗音樂影響，加上對於

波蘭音樂和東方學的鑽研，創造出獨樹一幟的音樂語彙。他也是鋼琴好手，為這個樂器譜

出極具特色的表達方式，《波蘭民謠主題變奏曲》就是最好的證明。此曲是作曲家 22歲

完成的創作，可聞蕭邦與史克里亞賓對他的深刻影響。

在以八度音呈現的主題登場前，先是一段簡短前奏。僅僅這兩段，我們已能充分感受齊瑪

諾夫斯基此時的個人風格。接著是十段緊密相連的變奏。前九段是各種不同的三段體結構，

前五段又可說自成篇章。第六段樂曲從憂傷的 b小調轉為甜美的 B大調，第七段更有微妙

的韻律遊戲，考驗鋼琴家左右手演奏不同節奏的能力。第八變奏是 g小調的送葬進行曲，

經過如波浪般的第九段變奏引導，最後來到篇幅恢弘的第十段終曲。此段有齊瑪諾夫斯基

最驚人的神來之筆，充滿強烈的力度對比、豐富開闊的聲響設計、神秘激情的顫音，還有

要以 ｢幽默感 ｣演奏的賦格，本身就是一個世界。全曲以英雄式的凱旋尾奏結束，要求演

奏者展現絕佳技藝。本場音樂會我們可以聽到齊瑪曼對此曲超過三十年的琢磨，也是此曲

所能想見，最鞭辟入裡的詮釋，還請仔細聆賞。



巴赫：c小調第二號組曲，作品 826

第一樂章：交響曲
第二樂章：阿勒曼德舞曲
第三樂章：庫朗舞曲
第四樂章：薩拉邦德舞曲
第五樂章：輪旋曲
第六樂章：奇想曲 

1726年 11月 1日，萊比錫報紙上刊出巴赫新作《鍵盤練習一》（Clavier-Übung I）之第一

號《組曲》的消息，成為日後共六首《組曲》（Partita）的美好序奏。此時巴赫在萊比錫

有穩定工作和傑出名聲，也在這些樂曲表現他作為作曲家和演奏家的雙重自信。「Partita」

是義大利語，本意為「變奏」，到十七世紀才有組曲之意。研究指出，巴赫選用 ｢組曲 ｣

之名乃依循萊比錫的音樂傳統。義大利風格的組曲是各類舞曲的組合，而巴赫的《組曲》

除了義大利風格，更洋溢兼容各派的自由精神，通常以前奏曲開場，緊接以各式風格舞曲，

諸如日耳曼的阿勒曼德舞曲（Allemande）、法國的庫朗舞曲（Courante）、西班牙的薩拉

邦德舞曲（Saraband）與英國的吉格舞曲（Jig）等等，也添用奇想曲（Capriccio）和輪旋

曲（Rondeaux）等等，是迷人有趣的音樂集錦。

寫於 1727年的 c小調組曲，結構上偏向法國式管弦樂或芭蕾組曲。第一首有著盧利歌劇序

曲的風格，以凝重氣氛開場，過渡到徐緩樂段後再以快板作結。接下來按阿勒曼德、庫朗、

薩拉邦德如此傳統順序開展，樂風輕盈自在，薩拉邦德則有悠長深思。之後輪旋曲點燃火

花，終在最後的奇想曲大放煙火，以絢爛技巧寫下精彩句點。全曲以莊嚴肅穆開頭，卻洋

溢活潑動感，是巴赫同類作品中最受歡迎的名作之一，也是作曲家高超寫作技巧與自由心

靈的寫照。



蕭邦：b小調第三號鋼琴奏鳴曲，作品 58

第一樂章：莊嚴的快板
第二樂章：詼諧曲：活潑的快板
第三樂章：緩板
第四樂章：終曲：不太快的急板

蕭邦於 1844年夏天開始寫作第三號奏鳴曲並於隔年出版。同樣是四個樂章，此曲和第二

號卻有很大不同。它具有明確的對稱結構，首尾兩樂章都是奏鳴曲式，第二、三樂章則是

三段式。然而此曲對位手法更為老練，對動機進行正行、逆行、卡農等等處理，讓所有素

材緊密連結，和聲設計和節奏處理也更細膩。相較於第二號的奇詭迷離，第三號雖然也是

小調，卻有明朗樂思與恢弘氣勢，首尾樂章都結束在大調。

樂曲呈現理性之美，也有溫柔抒情，更透過調性轉折帶出心理縱深。比方說第一樂章進入

第二主題時，蕭邦先讓音樂轉入小調，幾經波折後方進入大調，複雜的旋律線條此時化為

單純的歌唱與伴奏，在和聲處理與樂曲織體兩方面皆予人豁然開朗之感。第二樂章前後兩

段皆要求快速洗練的手指功夫，中段調性模糊，卻也預告尾段的強音節奏，同樣是精彩的

結構呼應設計。第三樂章序奏宛如打開幽冥之門，之後先是夜曲風的歌調，接以美到令人

心碎的詠嘆，調性則繼續在模糊光影中游移，增添此處的瑰麗夢幻。第四樂章不只有精心

設計的對位寫作，更在琴鍵上開展英雄式的炫技，招喚出的氣魄與音量在蕭邦作品中皆屬

罕見，結尾技巧更是絢爛奪目。本曲四個樂章分別呈現理性、徬徨、深情、燦爛，格局恢弘、

內容豐富，再一次證明蕭邦的非凡才華，以及他所擁有的過人意志。

本節目樂曲介紹由古典音樂學者焦元溥撰文。



演出者介紹

克里斯提安．齊瑪曼

Bartek Barczyk_BASEL

克里斯提安．齊瑪曼於 18歲時獲得蕭邦國際鋼琴比賽首獎，從此聲名鵲起。他隨後展開世

界級的演奏生涯，與全球最著名的樂團合作，並在國際頂級音樂廳舉行獨奏會。

齊瑪曼出生在音樂世家，家中幾乎每天都有音樂家們聚集在一起演奏室內樂，這段經驗讓

他養成用直觀、自然、日常的方式接觸現場音樂。他在父親的指導下邁出了音樂之路的

第一步，7歲時正式加入時任卡托維茲音樂學院資深講師的安傑伊．亞辛斯基麾下。他在

2015年回到卡托維茲，為新建的音樂廳舉行開幕音樂會。

齊瑪曼曾與許多超卓的音樂家合作，包括基頓．克萊曼、鄭京和、耶胡迪．曼紐因等室內

樂夥伴，以及伯恩斯坦、卡拉揚、小澤徵爾、里卡多．慕提、羅林．馬捷爾、安德烈．普

列文、皮耶．布列茲、祖賓．梅塔及賽門．拉圖爵士等指揮家。2010年蕭邦誕生 200週



年的慶祝活動中，齊瑪曼在其誕辰紀念日上，於倫敦的國際鋼琴系列中舉行了蕭邦生日獨

奏會。2013年，為紀念維托爾德．魯托斯拉夫斯基誕辰 100週年，齊瑪曼在全球多個城市

演奏了魯托斯拉夫斯基為他所作的《鋼琴協奏曲》，其中包括在倫敦的皇家節日音樂廳與

愛樂管絃樂團及艾薩 -佩卡．沙隆年共同演出。近期樂季中的演出包括：與上海交響樂團

合作，由帕佛．賈維擔任指揮，在中國發表首演；與臺北和曼谷的交響樂團共同舉辦音樂會；

與倫敦交響樂團和柏林愛樂樂團合作，由賽門．拉圖擔任指揮，演奏《布拉姆斯第一鋼琴

協奏曲》和《貝多芬第四鋼琴協奏曲》。2017/18樂季他曾與拉圖及倫敦交響樂團持續搭

配，共同在伯恩斯坦誕辰紀念的慶祝活動中演出《焦慮的時代》。

齊瑪曼每次舉行獨奏會，都會將自己的鋼琴運送至會場以進行演出，這個堅持企圖讓觀眾

更能意識到鋼琴的複雜性與功能。他在卡托維茲學得鋼琴製造方面的相關原理後，繼而進

一步與漢堡的史坦威鋼琴製造公司緊密合作，逐步養成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再輔以用他自

己的樂器演奏，有助於把對純粹音樂表現的任何干擾減至最低。

克里斯提安．齊瑪曼與妻子及家人長居瑞士，於此度過他的大半人生。他將時間分別安排

給他的家庭、音樂會演出和室內音樂，而且他每個樂季發表的音樂會維持在 50場以內。

齊瑪曼全心奉獻給他的音樂本業，親自打理相關事務，熱衷音樂廳聲學、最新音響技術和

樂器構造的研究，另亦致力於心理學和電腦科學的學習。在錄音方面他也養成了類似的作

法，每個階段皆親力親為。在與 DeutscheGrammophon公司長期合作的過程中，他的錄音

作品為他贏得多項重要的獎項。他於 1999年錄製了《蕭邦協奏曲》，與他合作的是特地

為此計畫所組成的管絃樂團，隨後原班人馬赴歐美各地巡迴演出，以紀念蕭邦逝世 150週

年。他也曾為波蘭作曲家格拉奇娜．巴切維茨錄製一張室內音樂專輯，以紀念其逝世 100

週年。齊瑪曼近期發行的最新唱片是由他親自在日本製作的舒伯特獨奏奏鳴曲，推出後廣

受好評。  



協力贊助

衛武營節目線上問卷

https://weiwuying.surveycake.com/s/v2p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