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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德弗札克(Antonín Leopold Dvořák,1841-1904)是十九世紀後半民族主義音樂

發展歷程中重要的捷克代表作曲家之ㄧ，擅將波希米亞民謠旋律及捷克舞曲風格

融入作品之中，推動捷克民族音樂可謂不遺餘力。 

本論文探討德弗札克小提琴協奏曲作品 53 之創作背景與風格，針對其段落

區分、和聲應用、主題變化做分析。並將樂曲分析結果作為音樂會上詮釋此曲的

依據，以期能更客觀了解此曲的風格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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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論文主要探討德弗札克 a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五十三。自巴洛克時期

之後，器樂協奏曲的形式成為作曲家創作的主要素材之一，作曲手法多采多姿。

就小提琴協奏曲來說，有的作曲家以產量聞名，例如韋瓦第(Antonio Vivaldi, 

1655-1736)、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帕格尼尼(Nicolo 

Paganini, 1782-1840)；有的作曲家則譜寫一首而成經典，鮮明的個人特色名留千

古，例如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 

1833-1897)、柴科夫斯基(Piotr Ilyich Tchaikovsky, 1840-1893)皆為有名的代表。

此報告研究德弗札克的小提琴協奏曲，也是德弗札克一生中唯一的一首。1879

年布拉姆斯的小提琴協奏曲(Op.77)剛首演完不久，德弗札克便深受此曲的感

動，動筆寫信給當時非常有名、並為布拉姆斯好友的小提琴家姚阿幸(Joseph 

Joachim, 1831-1907)，希望能和他討論自己的小提琴協奏曲。此首小提琴協奏曲

屬於德弗札克創作歷程中的「斯拉夫時期」(1878-91)，與同時期的曲子有著相同

的特性，那就是結合了民歌的靈感。 

    翻閱書籍、查詢有關德弗札克及此小提琴協奏曲的資料後，根據蒐集的資

料了解當時的環境與時代背景；針對德弗札克在曲中特色之討論，如嚴謹的作曲

形式、和聲調性的使用、民歌風格的展現等。藉由分析各個樂章，希望在演奏詮

釋上能更貼近德弗札克譜寫此曲的原意，也期待自己能展開視野，在讀譜或練習

時能啟發更多不同的思考面向。更重要的是培養研究的精神，在往後接觸更多的

小提琴曲時，能學習如何去體會一首作品、兼具理性與感性思考，培養好的研究

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