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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報告針對匈牙利與吉普賽兩種已被世人混淆之文化音樂作探討。筆者

畢業音樂會所演奏的曲目：達普勒《匈牙利田園幻想曲》、巴爾托克《匈牙利農

民組曲》（保羅．阿瑪改編），以匈牙利為名的音樂作品內容卻有極大差異。第一

章到第四章從匈牙利民族性與地緣人文歷史來探究古老農民音樂與外來吉普賽

音樂文化之關連與差異；另外舉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為例再和巴爾托克的研究整

理對照，釐清李斯特與大部分人對匈牙利音樂的誤解。第五章分析《匈牙利農民

組曲》及其創作特色，探討巴爾托克運用農民音樂曲調的寫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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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十九世紀是歐洲浪漫主義音樂的全盛時期，作曲家不斷追求華麗效果，迎合

演奏者的喜好下，產生許多艱難技巧的炫麗長笛作品。二十世紀的開端，在時代

進步傳播方式更多元化的條件下，作曲家們開始致力於各地民族民間音樂的挖掘，

利用原始元素或民間音樂特徵重新創作，同時也樹立自己在大時代中全新風格。 

 

  筆者多年的音樂學習生涯中幾乎以追尋高難度技巧表現為目的，在研究所獨

奏會選曲時參考到兩首以匈牙利為標題的曲目，異國風情有別於過往接觸的旋律

曲風，深深挑起筆者勇於瞭解詮釋的心情。在寫作及練習過程更瞭解到音樂的出

發點來自於人文，從未經加工的匈牙利農民音樂到充滿裝飾的城市吉普賽即興風

格，每種畫面都讓我充滿想像。 

 

  為此，筆者以匈牙利與吉普賽音樂的關連係為基本研究範圍，第一範圍說明

匈牙利民族性與地緣人文歷史；第二範圍則針對以匈牙利為名，卻有吉普賽音樂

特有的語法曲目－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與達普勒的匈牙利田園幻想曲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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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兩者名稱不同且李斯特與大部分人對匈牙利音樂的誤解，筆者在論文核心第

三範圍研究匈牙利農民音樂特色，與巴爾托克對匈牙利音樂的整理釐清。本範圍

所以探討的曲目《匈牙利農民組曲》即為巴爾托克取用農民音樂作為素材所寫的

作品，對照前者兩首匈牙利標題的曲目差別，澄清一般人對於兩種名稱的誤解。

第四範圍是匈牙利農民組曲分析及演奏詮釋探討，也是本論文研究的最終目標；

詮釋是演奏者自我表達最難能可貴的一環，瞭解創作背景與手法、組曲架構、力

度表現方式、表情及速度術語後才能進而有獨具個人靈魂的音樂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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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匈牙利地理文化背景與吉普賽民族 

 

第一節  馬札爾人的匈牙利 

  匈牙利國家的形成起源於九世紀時，東方遊牧民族馬扎爾人為主要種族，從

烏拉山西麓和伏爾加河灣一帶的今巴什基爾這個地方向西遷徙，896 年在多瑙河

盆地定居下來，馬扎爾人的到來結束了這一地區的紛爭。關於匈牙利這個名字據

稱是東方古代的匈奴人，被大漢帝國打敗後流亡至此重新建立自己的部落社會。

當初馬札爾人來到歐洲創建匈牙利的時間，比「歐洲」的形成還要早。嚴格地說，

馬札爾人事實上參與了歐洲的形成。但遺憾的是，自十八世紀以來流行的民族主

義卻常汙衊匈牙利人是「野蠻的入侵者」。現在的匈牙利人絕大多數已經和歐洲

人混血，也已經不再認為他們是亞洲人了。1 

 

  十六世紀時被土耳其軍佔領，國家被分成了三個部分；十七世紀末全境由奧

                                                 
1周力行。《匈牙利史－一個來自亞洲的民族》（台北市：三民書局，2003），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6%89%8E%E5%B0%94%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3%8F%E6%8B%89%E5%B1%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C%8F%E7%88%BE%E5%8A%A0%E6%B2%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4%BB%80%E5%9F%BA%E5%B0%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896%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9A%E7%91%99%E6%B2%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9A%E7%91%99%E6%B2%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88%E5%A5%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B1%89%E5%B8%9D%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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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的哈布士堡王朝 (Habsburg)統治持續兩百年；十九世紀匈牙利與哈布士堡達

成妥協，建立奧匈帝國也是匈牙利的「黃金時代」。第一次大戰奧匈帝國瓦解，

匈牙利終於獨立；二次世界大戰後，匈牙利成為社會主義共產國家，到 1989 年

改革後，才成為今日的匈牙利共和國。 

   

  匈牙利文化對世界的最大影響在音樂，從十八世紀海頓為匈牙利親王工作多

年並參照當地樂風寫入作品，也在十九世紀出了作曲家李斯特；二十世紀巴爾托

克與高大宜的民謠採集運動，更讓古典音樂學界開始重視各地民謠以及民謠所代

表的文化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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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在匈牙利的吉普賽人 

   

  吉普賽人最初住在印度北部，十世纪時開始遷移至世界各地。同個民族却被

稱作不同的名字。學術界出現了兩種推論：一種說法認為西方基督教文化出於對

吉普賽人的歧視，稱呼他們為「賤人」2；另一種解釋是，該群體最早系屬於印

度西北部的低下階層，因此延用賤人一詞。目前雖然對這兩種解釋仍有爭論，但

較通行的看法是，吉普賽人最早是生活在印度西北部、血統屬雅利安人的群體，

其語言則屬印歐語系中的梵文。。而吉普賽人稱自己為羅姆（Rom），在吉普賽

語言中，「羅姆」的原意是「人」 

   

  吉普賽人是一個處於「模糊狀態」的民族。從歷史上看，他們的運動方式和

方向是模糊的、不確定的。從現實來看，他們的語言、習俗乃至人口都是模糊的、

難以涵蓋和界定的。3 

  全世界一共有大約有一千兩百萬個吉普赛人，其中一千萬左右分布在歐洲。

大約十五世紀時居住在大篷車的吉普賽人移居到了歐洲。 

 

                                                 
2法國人稱他們為波希米亞人，西班牙人稱他們為弗拉明戈人，俄羅斯人稱他們為茨岡人，阿爾

巴尼亞人稱他們為埃弗吉特人，伊朗人稱他們為羅里人，希臘人稱他們為阿金加諾人，以希臘語

稱謂「Atsinganoi」(賤人)從語源學解釋吉普賽人 

 
3黎瑞剛。《吉普賽的智慧－生存的渴望與浪漫》（台北市：新潮社，2003），55。 

http://www.baike.com/wiki/%E5%90%89%E6%99%AE%E8%B5%9B
http://www.baike.com/wiki/%E5%8D%B0%E5%BA%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5%B8%8C%E7%B1%B3%E4%BA%9E%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C%97%E6%8B%89%E6%98%8E%E6%88%88%E4%BA%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C%A8%E5%86%88%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F%83%E5%BC%97%E5%90%89%E7%89%B9%E4%BA%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D%97%E9%87%8C%E4%BA%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8%BF%E9%87%91%E5%8A%A0%E8%AF%BA%E4%BA%BA&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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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吉普賽風格的匈牙利樂曲 

 

  吉普賽音樂是各民族藝術與智慧的結晶。歷經數百年的交流融合，吉普賽音

樂匯聚了各型各色的風格，如鄉村歌曲、弗崩克音樂4、歌劇、爵士樂及波爾卡、

華爾滋等古典舞曲。因此很難判定吉普賽音樂有絕對統一的風格。十八世紀吉普

賽樂隊開始在絃樂器和單簧管使用比重大大增加，這種模仿也贏得上流社會的歡

心，從而獲得更多的資助。模仿西歐風格並合著漂泊自由的民族個性，加上即興

奔放傳唱卻韻味不變，即使是吉普賽樂手改良演繹的匈牙利歌曲卻也讓古典大師

海頓、李斯特為之驚艷並啟發靈感運用到日後作品發表。 

   

  匈牙利在十八世紀時是奧匈帝國的附庸，因此當時德奧樂風也在匈牙利根深

蒂固。海頓在艾斯特哈吉府中擔任指揮及常駐作曲家多年，有許多古典時期樂作

都是在匈牙利完成首演。受到在匈牙利流行已久的吉普賽提琴音樂影響，G 大調

鋼琴三重奏第三樂章「吉普賽迴旋曲」就是著名的一例：節奏感強烈、飛快的十

六分音符加上風味十足的裝飾音，粗獷不羈充滿熱情，即是海頓對於吉普賽音樂

                                                 
4Verbunkos，吉普賽人發展出的一種新穎且即興的音樂風格源自於新兵加入軍隊宣誓時，在軍隊

典禮中所使用的音樂表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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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象寫照。 

  5海頓（之後的舒伯特和布拉姆斯也是如此）所使用的素材為一些作品添上

些許匈牙利地方色彩，其來源有二：其一是 所謂的入伍歡送樂弗崩克，這種樂

風是匈牙利古代的舞蹈音樂和流行歌謠的混合；其二是較晚近的吉普賽夏得西舞

曲（csardas）。本章第一節介紹深受吉普賽風格影響的匈牙利樂曲題材「夏得西

舞曲」；第二節是根據夏得西舞曲而作的兩首吉普賽曲風作品－達普勒《匈牙利

田園幻想曲》及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概述，旋律充滿異國風情，兩位音樂家

皆使用當時流行的吉普賽音階，最大特色為第三四音及第六七音為增二度（譜

例？），強化增二度特色並發展為十分華麗的段落，筆者會在章節中再做更詳細

介紹。 

【譜例 1】吉普賽音階 

 

 

 

 

                                                 
5Hamish Milne 著。《偉大作曲家群像－巴爾托克》（台北市：智庫文化，199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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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夏得西舞曲 

 

  夏得西舞曲有一說是源自於十五、六世紀的吉普賽人帶進匈牙利等東歐地區，

再融合十八世紀匈牙利陸軍徵兵者所使用的弗崩克後，成為匈牙利當時代表吉普

賽樂風的新式風格。特色是節奏的快慢變化，節拍多為 2/4 和 4/4，由緩慢的「拉

蘇」(lassu)和活潑的舞蹈「富利斯卡」(friska)兩合而成。夏得西開始時慢而莊嚴，

或者應該說是憂傷。幾個小節後轉變為活潑，偶而也會變得相當快速，最後以眩

惑的旋轉結束，舞步開始為莊嚴的慢步，音樂加快時每對就做一或兩圈的旋轉，

突然與舞伴分開而開始一段的舞中激情。夏得西之所以能舉世無雙係在於其多變

化的特質，是同一個時候很少有人看到不同的舞者跳相同的動作。夏得西由二或

三段組成，而每段都可視為一獨立的舞。 

 

  夏得西舞曲風格在十八世紀海頓作品引用之後，十九世紀則由李斯特在匈牙

利狂想曲發揮得淋漓盡致；民謠採集之父巴爾托克也在 1900 年初在音樂學院求

學時，循著李斯特的影子寫作了「狂想曲」，依舊是仿夏得西舞曲格式且在管絃

樂法上與前人沒有太大差異。6 

  

                                                 
6李哲洋 譯（錫特龍 著）。《巴托克》（台北市：全音樂譜出版社，19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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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達普勒《匈牙利田園幻想曲》及李斯特《匈牙利狂想

曲》概述 

 

一，達普勒：匈牙利田園幻想曲 

  達普勒（Albert Franz Doppler， 1821—1883）是以長笛樂曲聞名的匈牙利作

曲家。1821 年生於蘭堡（Lemberg），大約在 1830 年左右隨著家人移居到匈牙利。

由吹奏雙簧管的父親啟蒙他演奏樂器的技術與技巧。達普勒生前在歌劇與芭蕾等

舞台音樂方面獲得較高評價，也編過幾首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7管弦樂譜。

是一組由李斯特所寫的鋼琴曲目。全組 19 首曲目都是以當時匈牙利民歌音調為

主題，並於 1846-1853 年、1882 年以及 1885 年期間所编寫。其中第 2、5、6、9、

12 及 14 首其後由奥地利音樂家法蘭茲˙達普勒(Franz Doppler)改编以交響樂方式

来演奏。)現在，他的作品最廣為人知的是長笛樂曲。 

  全曲以匈牙利民謠作為主軸，採用起源於馬札爾與吉普賽人的夏得西舞曲風

格作成。作品中使用當時流行的吉普賽式音階，以匈牙利民歌純樸主旋律為素材

再發展成華麗技巧段落，深受當代名家李斯特炫麗作曲方式影響，是十九世紀具

有代表性的技巧性曲目。 

                                                 
7匈牙利狂想曲（匈牙利語：Magyar rapszódiá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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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樂曲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很慢的行板，Ｄ小調，6/8 拍，在樂團序

奏起頭後，由長笛導引出呢喃深沉的主旋律，旋律帶著濃厚的匈牙利田園色彩（譜

例.1），此即為夏得西舞曲形式中的緩慢「拉蘇」；和聲上從第一到第十三小節

樂團序奏持續以Ａ為核心作和絃變化發展及層次堆疊，Ａ音也是第一及第三段落

的第一音；第十四小節長笛主奏由無伴奏 A 音開始，再次強化序奏鋪陳聲響，

長笛旋律線亦是繞 A 為中心音打轉，吟唱般的裝飾奏下樂團以Ｄ小調幾乎只在

樂句結尾作和聲伴奏。中段以同主題旋律一段較富生命力充滿華麗的裝飾奏後，

再次回到原主題，尾段使用吉普賽風格強烈的增二度素材（譜例 4），還有長笛

吹奏上的泛音技法（譜例 3）展現異國風情及空靈感；主奏速度上作更強大的伸

展後與樂團一起由強烈的重音短奏結束。（譜例 3） 

 

【譜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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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 

 

 

 

 

 

 

 

 

 

【譜例 4】吉普賽音階 

 

 

  第二部分：中庸稍快板，Ｄ大調，4/8 拍，在樂團的前奏後長笛演奏較為輕

快的主題旋律，並且以此主題再添加絢麗技巧變奏兩次後，接著短小平和的樂團

間奏，預告了不同面貌的段落即將登場，樂團與長笛輪流奏出優美旋律後結束。

第三部分是熱情的快板，Ｄ小調，2/4 拍開始由樂團以慢速奏出本段主題動機導

引（譜例 5），接著長笛以快板正式登場奏出熱情洋溢的 Friaska 旋律，華麗作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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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技巧發展；接近結尾時轉以中速，最後由長笛演奏快速且燦爛豐富的音群（譜

例 6），與樂團一同亮麗結束全曲。 

 

【譜例 5】 

 

 

 

 

 

 

 

 

【譜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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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 

  出生於匈牙利的李斯特（Franz Liszt，1811－1866）鋼琴作品幾乎都具有高難

度的技巧要求，是一種炫技、也是對高水平演奏的訓練。李斯特對《匈牙利狂想 

曲》的創作帶動十九世紀吉普賽曲風的流行，雖以《匈牙利狂想曲》命名，但其

創作的來源卻不完全是真正的匈牙利民間音樂文化，而是匈牙利境內的吉普賽音

樂風格。樂曲中，此組共十九首鋼琴曲裡蘊含着旺盛的活力，技巧的表達令人眼

花撩亂，即使有來自於匈牙利境內原始民謠旋律，經過重新改編加入超級技巧及

吉普賽風格裝飾與變型後已不見純樸原型，但都採用與夏得西舞曲之類似型式。 

 

  以第十三號匈牙利狂想曲8為例，夏得西舞曲快慢兩段式中的慢板主題，在

近乎呢喃的序奏後充滿著快速音群加花裝飾，與大量和聲加重激動語氣（譜例 7）， 

快板則與薩拉沙蒂（Pablo de Sarasate，1844～1908）的《流浪者之歌》（zigeunerweisen，

又稱吉普賽之歌）主旋律相同。9 

 

 

 

 

 

                                                 
8李哲洋 主編《名曲解說全集 16，獨奏曲 3》（台北市：大陸書店，1997），28 
9李斯特先使用此旋律，不過薩拉沙帝的作品實在太著名了，所以常使人誤以為後者才是原曲 



 

14 

 

【譜例 7】 

 

 

 

 

 

【譜例 8】李斯特所寫的快板第一主題 

 

 

 

 

【譜例 9】快板第一主題所根據的原匈牙利古老風格曲調10 

 

 

 

 

 

 

                                                 
10湖北藝術學院 編（Bela Bartok 著）。《巴托克論文書信選》(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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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10】李斯特所寫的快板第二主題 

 

 

 

【譜例 11】快板第二主題所根據的原匈牙利古老風格曲調 

 

 

 

 

   

 

  在巴托克論文書信選中曾提及，此兩古老曲調可在李斯特《第十三匈牙利狂

想曲》裡找到，但由於裝飾音和吉普賽風格的音型法，使它大大地變形了。李斯

特的旋律裡，特別是在結束部分，顯然脫離了原來農民曲調的形式，他在比上例

低一個三度的音上結束11。快板第一主題根據的古老曲調與李斯特鋼琴曲有相同

節奏但旋律變化已無從追溯，第二主題還略可找到類似旋律走向。 

  本節所討論的達普勒與李斯特兩位出生於匈牙利的音樂家，與下一章節的巴

爾托克都有關聯性，能確定的是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的創作，將吉普賽音樂

                                                 
11同前註。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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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帶入高雅音樂的殿堂，劇院、音樂廳即達官貴族的集會場所，大幅提升吉普

賽音樂的傳播效果，成功讓自己有「匈牙利音樂之父」美名，更讓二十世紀初在

音樂學院學習時的年輕巴爾托克為李斯特所著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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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巴爾托克與匈牙利農民音樂 

   

       第一節 以民族音樂為志業的的巴爾托克 

 

  巴爾托克（Bartók Béla Viktor János, 1881-1945），出生於匈牙利的納吉聖米

克洛斯（今羅馬尼亞境內），他是二十世紀上半段深具影響力創造力最偉大的作

曲家之一。1899 年進入布達佩斯皇家音樂學院學習鋼琴和作曲，日後巴爾托克也

在他的母校布達佩斯音樂院教了二十七年的鋼琴（1907-1934）。 

 

  在 1900 年左右匈牙利興起了一股民族主義之風，但還是無法擺脫德國音樂

的影響。當時年輕的巴爾托克對於華格納、布拉姆斯的作品相當熱衷，更是景仰

李斯特，也曾在公開場合演奏李斯特的『西班牙狂想曲』。巴爾托克在布達佩斯

音樂院學習時期的鋼琴教授是伊斯特凡˙托曼，正是李斯特的學生，從此不難想

像巴爾托克在作曲與音樂認知上一定有相當程度李斯特的影子，在與友人通信時

曾寫道「李斯特是最能跟巴哈、貝多芬及舒伯特相提並論的當代音樂名家」12。

                                                 
12同註 5，25 寫給友人伊米的信：誇讚李斯特是最接近四大家（巴哈、貝多芬、舒伯特、華格納）

的音樂家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88%E7%89%99%E5%88%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9%A6%AC%E5%B0%BC%E4%BA%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5%8D%81%E4%B8%96%E7%B4%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C%E6%9B%B2%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C%E6%9B%B2%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1899%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8%83%E9%81%94%E4%BD%A9%E6%96%AF%E7%9A%87%E5%AE%B6%E9%9F%B3%E6%A8%82%E5%AD%B8%E9%99%A2&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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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特對巴爾托克最實質的影響，應是在 1904 年寫下生涯作品中最有李斯特味

道的『第一號狂想曲』，採用了當時被視為匈牙利民歌代表的夏得西舞曲格式，

曲中使用大量吉普賽小提琴師擅長使用的切分音、滑奏及迴音，慢板部分帶有幻

想曲韻味的旋律13，此時的巴爾托克尚未對民族音樂深入探討，也還未下鄉聽過

真正的匈牙利古老民謠。 

 

  1907 年巴爾托克獲聘音樂學院教授之前，已開始一段時間進行民謠研究工作，

隨著了解越多，更認定了流行吉普賽風格音樂和民族音樂之間的混淆與不同，於

是巴爾托克背著錄音器材，親自下鄉，數次與高大宜一同踏上民謠採集之旅，拜

訪年老農夫並錄下他們哼唱的旋律加以研究。他們採集的範圍除了匈牙利之外，

也到東歐各國，如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土耳其、馬札爾等地，成為農民

音樂的權威。 

 

  巴爾托克與高大宜也在研究上交出了成果，攜手出版第一個作品是《二十首

匈牙利民謠》（Twenty Hugarian Folksongs）在 1906 年出版，雖在出版後不久因乏

人問津而被出版社退回，但仍為巴爾托克在匈牙利音樂研究中一個重要的指標。 

 

 

                                                 
13李哲洋 譯（錫特龍 著）。《巴托克》。（台北市：全音樂譜出版社，19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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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爾托克曾說： 

  我開始游走於匈牙利各個村莊，在那裏我聽到了民歌，這是屬於真正的我 

  們民族的音樂，當時我亟欲做兩件事情，第一是將這樣的民歌帶回，第二 

  是將這些旋律賦予現在的和聲…14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幾年匈牙利政局動盪，匈牙利因「特奈隆條約」

（Treaty of Trianon）的屈辱所產生的怨恨，把盲目的愛國情緒幾乎帶到瘋狂的地

步。對於激進的政治狂熱分子對於巴爾托克在匈牙利境外採集活動與使用羅馬尼

亞素材譜曲的行為強烈抨擊，同時匈牙利當局更是以「不愛國」為由長期迫害他

的朋友高大宜。巴爾托克的論文被說成是「背叛的毒藥」，而高大宜是他「邪惡

的守護神」15。而巴爾托克則是對這類政治爭端看得很透徹，在 1920 年代他以鋼

琴身分遊歷歐洲演奏，在 1927 年與 1928 年前往旅行演奏，也為人生最後五年移

民美國生活作了預告。 

 

 

 

 

 

                                                 
14David Burge, Twentieth-Century Piano Music.(New York: Schirmer Books, 1990.P.74 

 
15
同註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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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匈牙利農民音樂概述 

   

  巴爾托克在作為一位音樂民俗學者後，著實花了幾年時間在調查、分類與分

析，終於能夠追朔匈牙利音樂的起源，也恍然大悟過去深以為正確如李斯特的祖

國音樂概念，原來都是錯誤的。巴爾托克認為自己過去在 1904 年『第一號狂想

曲』的作曲手法其實只是冒牌的吉普賽樂手擅長技法。更曾表示許多人對匈牙利

農民音樂的看法多半是錯誤的，整個匈牙利境內，不論是在匈牙利、斯洛伐克在

或在羅馬尼亞人的農村集會和舞會上演奏音樂的，都是一些吉普賽民族的音樂家

16。流行的吉普賽風格音樂與民間音樂的混淆，在匈牙利和歐洲都是根深蒂固。

作曲家採用 tzigane17定式，從海頓到李斯特都時而有之，這個定式也就當然被視

為道地的匈牙利民族音樂18。巴爾托克在更徹底研究後，很快就發現匈牙利境內

口耳相傳的真正農民音樂和時下流行的「假」民謠音樂之間的差距有多大，結果

其差異還遠比他想像的更大19。 

  

    在他 1943 年在美國哈佛大學講學時，講題《匈牙利新藝術音樂的主要特徵》

20內容中定義過去李斯特、達普勒及華格納所作雖充滿吉普賽風格且命名為匈牙

利舞曲的音樂為『匈牙利都市音樂』，並且評斷這種音樂的短處是風格趨於一般

                                                 
16同註 10，4 
17
http://en.wikipedia.org/wiki/Tzigane, tzigane 又稱茨岡。與 Gypsy 同為吉普賽之意 

18
同註 6，28 

19
同註 6，27 

20
湖北藝術學院 編（Bela Bartok 著）。《巴托克論文書信選》（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3），173-174 

http://en.wikipedia.org/wiki/Tzig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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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感情過於浮誇，表現程度上略嫌複雜： 

   

  東歐尤其是匈牙利的農民音樂材料，絕不是垂手可得也無法輕易瞭解… 

  …和由吉普賽樂對傳播的、存在於李斯特的狂想曲及布拉姆斯的匈牙利 

  舞曲型是中而為當時音樂界所共知的那種匈牙利都市音樂大不相同。匈 

  牙利都市音樂也有它的價值，布拉姆斯，尤其是李斯特也應用的相當成功 

  。然而，當時我們這些年輕作曲家都本能地感到這種風格有其侷限性和短 

    處，不適合當作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以上都顯示欲了解匈牙利音樂前，要先區別吉普賽音樂家演奏的都市風格和

未曾受到外界影響的農民音樂差異。筆者在這一章節將對匈牙利農民音樂進行初

步介紹和特色歸納整理。 

 

 

一、匈牙利農民音樂特色 

 

  巴爾托克自己的論文中提到將匈牙利農民音樂分為三大類：21第一類型是遍

及匈牙利全境的同樣風格古老曲調，特徵是五音音階，再者「朗誦彈性速度」

                                                 
21同註 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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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lando rubato）與「準確速度」（tempo giusto）分得很清楚；第二類型是十九

世紀下半葉流行的新風格曲調，雖然依然使用五聲音階但增加了大小調的調式感，

規模比以前大並且頻繁用到拍子的混合；第三類的曲調受到外國音樂影響含有各

色各樣的旋律，更綜合了第一二類型再加以變化。 

 

 

 （一）音階 

 

1. 五音音階 

 

  在巴爾托克自 1898 年至 1912 年辛勞蒐集的一千五百首匈牙利農民曲調中，

規類為第一類型的古老風格曲調多以五音音階組成。五音音階沒有半音，包含三

個大二度音程與兩個小三度音程（譜例 12），由五度循環產生的最初五音組織

而成。譜例 12 為原形，可從其中一音當起音開始依序循環作變體（譜例 13）22。 

 

【譜例 12】五音音階從Ｃ音開始的宮調式 

 

 

                                                 
22http://en.wikipedia.org/wiki/Pentatonic_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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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13】五音音階 

 

 

 

 

【譜例 14】 

《匈牙利農民組曲》，〈悲歌，第四首〉以 A 為主音的五音音階（宮調式） 

 

 

 

 

2.教會調式 

 

  匈牙利農民音樂中的第二類型－新風格曲調在十九世紀開始盛行，以教會調

式為主（譜例 13），最常出現的是多里安調式(Dorian mode)、伊奧利安調式(Aeolian 

mode)、米索利地安調式(Mixolydian)及大調式音階。
23
多里安調式及伊奧利安調式

的曲調常表現出五聲音階的變化－這也是從古老風格中保留下來的一個特點。 

                                                 
23金經言 譯(巴托克 著)。《匈牙利民歌研究－試論匈牙利農民曲調的體系化》（北京：中央音樂

學院出版社，200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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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15】教會調式 

 

 

 

 

 

【譜例 16】《匈牙利農民組曲》，〈詼諧曲〉，以Ｃ為主音的多里安調式 

 

 

 

 

 

【譜例 17】《匈牙利農民組曲》，〈古老的舞曲，第九首〉，以 Bb 為主音的米

索利第安調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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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節奏和段落結構 

  巴爾托克曾在 1933 年發表的論文提到，24匈牙利農民曲調從不在弱拍上起拍，

因為匈牙利語言的重讀規律規律是每個詞的每一個音階都是重讀，反對用上拍開

始。 

 

曲調中的節奏類型大致分為兩種： 

   

   1. 自由朗誦式（parlando rubato） 

 

  「自由朗誦式」速度無固定拍號，在巴爾托克民謠採集記錄中，此節奏型態

曲調都會在開頭有 Parlando 標示（譜例 16）；出現在作品時則以 Rubato 代表彈

性速度（譜例 17）。 

  自由朗誦式速度曲調旋律的基本節奏為， 隨著歌詞的抑

揚頓挫稍以自由速度變化後，表演者在很多音節延長以示強調或相對縮短，特別

是落在原詞句最後兩個音節上的兩個音會拖長（譜例 16），是一種不變的特點。

除裝飾奏般的即興風格外，旋律走向常為下行三度也是古老風格曲調的顯著特徵。 

 

                                                 
24同註 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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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18】匈牙利民歌研究－試論匈牙利農民曲調的體系化，P.168，第 7b 首 

 

 

 

【譜例 19】《匈牙利農民組曲》，〈悲歌，第三首〉 

 

 

 

2. 準確速度（tempo guisto） 

 

  「準確速度」是按嚴格的速度進行，這類曲調無論是唱或演奏的，通常是為

舞蹈了而伴奏也因此幾乎以舞曲作為基礎。通常運用在 2/4 拍快板樂曲，偶爾「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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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速度」也會以 3/4 拍號呈現，但巴爾托克曾表示25「在嚴格速度中，3/4 拍不能

用於整個旋律，只能與 2/4 拍交替使用（譜例 20），否則必定是源自於西歐的曲

調」。在同樣長度的音符之下，歌詞是順從音樂的。最大的一種特色是其旋律線

具有下降的傾向。即後半段兩句樂句，較前半段兩句樂句音域低（較純粹的原始

型態則低五度）26。 

 

【譜例 20】匈牙利民歌研究－試論匈牙利農民曲調的體系化，P.169，第 11a 首 

（也是詼諧曲原採集曲調） 

 

 

【譜例 21】匈牙利民歌研究－試論匈牙利農民曲調的體系化，P.169，第 13 首 

 

                                                 
25Bela Bartok, Bela Bartok: Studies in Ethnomusicology. Selected and edited by Benjamin Suchoff.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7), 176. 
26
同註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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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22】《匈牙利農民組曲》，〈古老的舞曲，第六首〉 

 

 

 

 

【表 1】農民曲調中的速度類型 

類型 名稱 特色 樂曲類型 

 

自由朗誦式 

彈性速度 

parlando rubato 

 

1.自由彈性 

2.無固定拍號 

3.如同即興地隨歌詞作增減值 

1.慢板樂曲 

2.獨唱聲樂作品 

 

 

準確速度 

 

嚴格速度 

tempo guisto 

 

1.正規嚴謹 

2.固定小節線 

3.節奏單純，短拍與長拍交替變化 

如：

 

1.舞曲 

 

2.二四拍與三四拍

號最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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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巴爾托克《匈牙利農民組曲》樂曲分析與詮釋 

 

  《匈牙利農民組曲》是匈牙利作曲家保羅‧阿曼(Paul Arma)也是巴爾托克的

學生在 1952 年根據巴爾托克 1914-1918 年的鋼琴作品《十五首匈牙利農民歌曲》

(15 Hungarian Peasant Songs)改編給長笛及鋼琴的版本27。鋼琴獨奏原版本與保羅改

編後的長笛版本除了減少一首詼諧曲及配合器樂演出作修改外，樂曲架構大致雷

同。此創作時期的巴爾托克專注於民謠採集工作也因素材激發靈感而產生了音樂

風格變化，開始將民謠改成器樂曲，如鋼琴曲《羅馬尼亞舞曲》、《八首匈牙利

農民歌曲即興曲》和本文探討的《匈牙利農民組曲》原曲皆為巴爾托克使用採集

到的民謠作改編的作品。 

  28巴托克對於民歌的利用，大約可以歸納如下五種方式。第一種是民歌的介

紹，開頭與結束的地方配以中立性的，非常次要性的伴奏。巴托克把這種作法比

擬為「巴赫的聖詠改編」。其次是把民歌移植到其他的樂器上，尤其是鋼琴，配

以豐富的和聲29。第三種是藉民歌，創作其獨有的音樂30。第四種是藉民歌的旋律

                                                 
27

 Bela Bartok-Paul Arma.Suite Paysanne Hongroise. ,Universal Flute Edition 
28
 同註 6，47-48 

29
 『羅馬尼亞的聖誕節之歌』1915 年 

30
 『根據農歌的八闕即興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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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節奏性等要素，自由地利用在其獨有的音樂上，即以民歌風格，作完全新洗

鍊的音樂，稱之為「想像的民俗音樂」。 

  《匈牙利農民組曲》共有十四首曲調依標題分為三部分：＜悲歌＞ (Chants 

Populaires Tristes)、＜詼諧曲＞ (Scherzo)、＜古老的舞曲＞ (Vieilles Danses)。組

曲中有十首曲調是巴爾托克取材自民歌旋律所作，原始曲調可在巴爾托克的著作

中找到31；而＜古老的舞曲＞第四首、第七首、第八首及第九首並無來源記錄，

藉由不同手法及和聲變化將曲中已使用過的民歌旋律延伸發展，即是「想像的民

俗音樂」。 

  本章節依照巴爾托克論文32《民間音樂的記錄與分類方法》中提及民歌旋律

的系統分類方法作為研究途徑：（１）樂句結構；（２）樂節結構；（３）節奏

性質；（４）旋律結構；（５）音域；（６）音階系統；（７）型式及內容；並

對照《匈牙利農民組曲》原曲《十五首匈牙利農民歌曲》之鋼琴譜和李希特

（Sviatoslav Richter）1956 年錄音，瞭解更原始的作曲涵意及演奏手法。 

 

 

 

 

                                                 
31

 同註 23，133 
32
 同註 1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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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巴爾托克《十五首匈牙利農民歌曲》原鋼琴曲與改編後之選曲差異 

 

原鋼琴獨奏曲 改編給長笛與鋼琴版本 

巴爾托克《十五首匈牙利農民歌曲》 保羅‧阿曼《匈牙利農民組曲》 

悲歌：四首 

詼諧曲 (Scherzo) 

敘事曲 (Ballade) 

古老的舞曲：九首 

悲歌：四首 

詼諧曲 (Scherzo) 

──────── 

古老的舞曲：九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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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匈牙利農民組曲》取材自原始民歌曲調與模仿曲調分類整理 

取材自民歌 悲歌 (Chants Populaires Tristes)：第一首 

悲歌 (Chants Populaires Tristes)：第二首 

悲歌 (Chants Populaires Tristes)：第三首 

悲歌 (Chants Populaires Tristes)：第四首 

詼諧曲 (Scherzo) 

古老的舞曲 (Vieilles Danses)：第一首 

古老的舞曲 (Vieilles Danses)：第二首 

古老的舞曲 (Vieilles Danses)：第三首 

古老的舞曲 (Vieilles Danses)：第五首 

古老的舞曲 (Vieilles Danses)：第六首 

 

模仿民歌重新創作 

古老的舞曲 (Vieilles Danses)：第四首 

古老的舞曲 (Vieilles Danses)：第七首 

古老的舞曲 (Vieilles Danses)：第八首 

古老的舞曲 (Vieilles Danses)：第九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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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悲歌 

 

  ＜悲歌＞由四首自由詠歎式的曲調組成，調式皆使用五音音階，以上兩種特

性結合更偏向了匈牙利農民音樂之古老風格。 

 

（一）第一首 

【表４】＜悲歌：第一首＞曲式分析 

標題曲號 悲歌(Chants Populaires Tristes)：第一首 

拍號 2/4 

速度 Rubato 

樂句 兩段式（a+b ,  a+b’） 

音階 五音音階 a-c-d-e-g-a 五音音階 d-f-g-a-c-d 

主音 A D 

音域 d1-d3 

 

旋律節奏 

a 

b 

 



 

34 

 

此曲為（A+A’）兩段體，每段由兩個樂句組成。無固定拍號且在句尾拉

長是相當典型「古老的」匈牙利農民歌曲。樂曲開頭時長笛與鋼琴齊奏一起揭開

整首組曲之序，抖音不宜過度激烈。樂譜上的表情記號，如延長記號﹑持續音及

重音都代表了奏者當以吟唱般語氣詮釋。 

  鋼琴以分解和絃襯著長笛裝飾奏，和聲涵蓋音域寬廣，使得音響上相當豐富。

伴奏聲部最底音由 Bb（mm.1-3）隨著樂句改變進行到 B（mm.4-6），升高半音手

法讓和聲上更具張力（譜例 23b）。主旋律部分第二段時是將第一段提高八度再

現（譜例 23c），長笛吹奏的情緒展現須更濃烈，將重音及語法差別加大。鋼琴

則延續第一段的分解和絃方式伴奏，曲末隨著主奏長音 D 漸弱並將和聲調整回 D 

minor 和絃結束，此和聲也是醞釀下首樂曲的情緒。 

 

【譜例 23a】＜悲歌：第一首＞之民謠原曲 

 

【譜例 23b】＜悲歌：第一首＞mm.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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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23c】＜悲歌：第一首＞mm.13-18 

 

【譜例 23d】＜悲歌：第一首＞mm.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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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首 

 

【表５】＜悲歌：第二首＞曲式分析 

標題曲號 悲歌 (Chants Populaires Tristes)：第二首 

拍號 6/8 

速度 Andante Poco sostenuto 

樂句 兩段式（Intro, A+A’, Coda） 

音階 五音音階 d-f-g-a-c-d 五音音階 f-g-a-c-d 

音域 d1-d3 

旋律節奏 

Intro  

a  

b  

Coda  

  此曲為（A+A’）兩段體，每段由兩個樂句組成。A 段開頭由鋼琴行板速度

低音域導奏，以弱音量帶出沉穩情緒揭開序幕，第九小節改變表情術語（poco 

sostenuto）由長笛和緩吹奏中音域旋律，點舌較為綿延如同朗誦一般。A’段

時旋律主題改由鋼琴彈奏，長笛負責裝飾奏及延長和聲（譜例 24c），長音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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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吹奏時更要注意凸顯漸強漸弱氣流和音準問題。尾段（譜例 24d）速度轉為

更慢，長笛吹奏連串下行三度嘆息音型後歸於平靜，鋼琴安靜地在兩次緩慢迴

音後終止。 

 

【譜例 24a】＜悲歌：第二首＞之民謠原曲 

 

 

 

 

【譜例 24b】＜悲歌：第二首＞mm.1-8 

 

 

 

 

 

【譜例 24c】＜悲歌：第二首＞mm.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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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24d】＜悲歌：第二首＞mm.3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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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首 

 

【表６】＜悲歌：第三首＞曲式分析 

標題曲號 悲歌 (Chants Populaires Tristes)：第三首 

拍號 混和拍號 2/4, 2/4+5/4, 3/4+2/4  

速度 Poco Rubato Sostenuto 

樂句 一段式 

音階 五音音階 e-f#-a-b-c#-e 五音音階 f#-a-b-c#-e-f# 

音域 e1-f#2 

旋律節奏 開頭： 

 

尾句 

 

  此曲為一段體樂曲，拍號變化頻繁，是組曲中唯一無任何前奏或與鋼琴並進

的曲調。長笛以自由朗誦般的旋律開始，鋼琴僅在句尾時加入和聲和補滿空間（譜

例 25b）。本曲最後一音 F#上加了延長記號而非在終止線上停留，是為了下個曲

調第一音相同為 F#作延續鋪陳。演奏時須遵守作曲家在譜上的重音及表情記號，

斷句符號（譜例 25b）也要清楚表達停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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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25a】＜悲歌：第三首＞之民謠原曲 

 

 

 

 

【譜例 25b】＜悲歌：第三首＞mm.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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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首 

 

【表７】＜悲歌：第四首＞曲式分析 

標題曲號 悲歌 (Chants Populaires Tristes)：第四首 

拍號 混和拍號 3/4, 2/4 

速度 Andante 

樂句 兩段式（A , A’） 

音階 五音音階 b-c#-e-f#-a-b 五音音階 a-b-c#-e-f#-a 

音域 e1-f#3 

旋律節奏 a 

 

b 

  此曲為（A+A’）兩段體，主題可分為 a 與 b 素材，不同旋律建立在相同節

奏     之上，且兩次旋律互為反向呼應。主題再現時長笛以同旋律提高八

度演奏（譜例 26c），並加入更絢麗的裝飾音增添吟唱色彩。在原鋼琴版本《十

五首匈牙利農民歌曲》此曲為一段體並無第二次的主題發展，但主旋律是以同音

八度彈奏；筆者推論改編版本是因為符合長笛本質，單音樂器無法呈現鋼琴鍵盤

的多層次音響，改為反覆第二次時提高八度演奏改變聽覺感受，裝飾音加入更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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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管樂器以氣流吟唱的優越性。 

   

 

【譜例 26a】＜悲歌：第四首＞之民謠原曲 

 

 

 

 

 

【譜例 26b】＜悲歌：第四首＞mm1-6 

 

 

 

 

【譜例 26c】＜悲歌：第四首＞mm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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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26d】原曲《十五首匈牙利農民歌曲》鋼琴譜第四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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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詼諧曲 

 

  ＜詼諧曲＞使用了教會調式，和＜悲歌＞古老風格的五音音階有所區隔，也

預告了第三段的風格取向。此曲為四段體，主題出現四次由鋼琴及長笛輪流擔任

主奏（譜例 27c）。戲謔的切分節奏改變重拍位置，裝飾音及震音皆是標題＜詼

諧曲＞的靈魂。主題重複多次但演奏語法不同，隨著作曲家載明速度（Allegro

及 Sostenuto poco rubato）和吐音作不同的彈性變化，皆符合詼諧曲多變的性格 

 

【表８】＜詼諧曲＞曲式分析 

標題曲號 詼諧曲 (Scherzo) 

拍號 2/4 

速度 Allegro 

樂句 四段式（Intro + A+ A1,A2,A3） 

音階 C Dorian 多里安調式 c-d-eb-f-g-a-bb-c 

音域 c1-c3 

主要音型 Intro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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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27a】＜詼諧曲＞之民謠原曲 

 

 

【譜例 27b】＜詼諧曲＞mm1-6 

 

 

【譜例 27c】＜詼諧曲＞mm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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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古老的舞曲 

 
  ＜古老的舞曲＞連接在詼諧曲之後由九首多為熱鬧歡騰的曲調組成，使用調

式包括五音音階和教會音階。每首曲調的編寫仍來自鄉下採集民謠，可從原鋼琴

版本樂譜封底33找到採集來源與歌詞曲調。較特別為第九首沒有具體採集記錄，

僅標示尾奏使用風笛34演奏。此段仍可清楚感覺到巴爾托克利用傳統音樂素材為

核心，以此為基礎用現代技法編寫呈現，卻不失民歌的單純熱情。 

 

  在編寫給長笛與鋼琴的《匈牙利農民組曲》中，＜古老的舞曲＞部分和巴爾

托克所作原鋼琴版本《十五首匈牙利農民歌曲》的主題旋律不變，但主題重複第

二次時保羅‧阿曼為長笛主奏增加許多的炫技變奏，都是原鋼琴曲所沒有的。筆

者認為此作法更成功讓長笛演奏更能呈現多元層次，並且保留匈牙利農民音樂的

樸素，又能在第二次演奏主題時展現長笛在器樂上的優越性能。 

 

   

 

 

 
                                                 
33

 鋼琴譜 
34
 “Melody without words, with coda, performed on bagpi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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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首 

【表 9】＜古老的舞曲：第一首＞曲式分析 

標題曲號 古老的舞曲(Vieilles Danses)：第一首 

拍號 2/4 

速度 Rubato 

樂句 A+ A1,A2,A3 

音階 C Dorian 多里安調式 c-d-eb-f-g-a-bb-c 

主音 C 

音域 a1-C4 

 

主要音型 

a  

 

b  

 

 

  承接了前面的詼諧曲後（譜例 28b），由熱鬧歡騰的鋼琴長笛齊奏旋律開始

《古老的舞曲》（譜例 28c），在鋼琴伴奏部分完全保留巴爾托克原曲記譜，加

入長笛高八度主旋律更帶動舞曲氣氛。總共四次主題出現都有不同面貌出現，第

三次主題變化 A2 段開始將主旋律以大跳八度及雙吐疊音方式變奏，第四次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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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段（譜例 28d）加入更多快速音群如音階及三連因裝飾奏，力度表現上與音高

並進增添刺激感；而這些高難度技巧也都是長笛器樂所擅長的，算是很成功將鋼

琴曲為長笛量身訂做的改編版本。同樣的作曲改編技巧也可在《古老的舞曲》中

多首見到。 

 
【譜例 28a】＜古老的舞曲：第一首＞之民謠原曲 

 
【譜例 28b】＜詼諧曲＞結尾與＜古老的舞曲：第一首＞連接處 

 
【譜例 28c】＜古老的舞曲：第一首＞mm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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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28d】＜古老的舞曲：第一首＞mm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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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首 

【表 10】＜古老的舞曲：第二首＞曲式分析 

標題曲號 古老的舞曲(Vieilles Danses)：第二首 

拍號 2/4 

速度 Allegro 

樂句 A + A’ 

音階 五音音階 bb-c-d-f-g-bb 五音音階 g-bb-c-d-f-g 

主音 Bb G 

音域 g1-g3 

 

主要音型 

a   

b  

 

【譜例 29a】＜古老的舞曲：第二首＞之民謠原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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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29b】＜古老的舞曲：第二首＞mm1-6 

 
 

【譜例 29c】＜古老的舞曲：第二首＞mm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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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第三首及第四首 

【表４】＜古老的舞曲：第三首＞曲式分析 

標題曲號 古老的舞曲(Vieilles Danses)：第三首 

拍號 2/4 

速度 Allegretto 

樂句 A , A’ 

音階 E Dorian 多里安調式 e-f#-g-a-b-c#-d-e 

主音 E 

音域 e2-e3 

 

主要音型 

a  

b  

 

【譜例 30a】＜古老的舞曲：第三首＞之民謠原曲 

 
 

 



 

53 

 

 
【表４】＜古老的舞曲：第四首＞曲式分析 

標題曲號 古老的舞曲(Vieilles Danses)：第四首 

拍號 2/4 

速度 L’istesso tempo 

樂句 兩段式（A , B） 

音階 B Dorian  b- c#-d-e-f#-g-a-b E Dorian  e-f#-g-a-b-c-d-e 

主音 B E 

音域 b2-e3 

 

主要音型 

a  

b  

c  

d 

 

【譜例 30b】＜古老的舞曲：第四首＞之民謠原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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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老的舞曲＞第四首可見到作曲家標示”Quasi trio”類中段（譜例 30c），

意即為第三首與第四首可組合成前、中、後段樂曲。保羅．阿曼改編的長笛版本

第四首 B 段則為第三首 A 段變奏，使用手法如前面出現過的快速大跳音群；在

巴爾托克寫作鋼琴原曲的第四首 B 段則未作變化，直接延用第三首。 

 

【譜例 30c】＜古老的舞曲＞第三首與第四首之段落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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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五首 

【表４】＜古老的舞曲：第五首＞曲式分析 

標題曲號 古老的舞曲(Vieilles Danses)：第五首 

拍號 2/4 

速度 Assai Moderato 

樂句 A+ A1+A2+ Coda 

音階 A Dorian 多里安調式 a-b-c-d-e-f#-g-a 

主音 A 

音域 a1-a3 

 

主要音型 

a  

b  

 此曲為一段體（A,A1,A2），素材簡單總共出現三次，作曲者忠於原採集民

謠（譜例 31a），除了改變音高外全部保留。曲風不同於前面四首舞曲，轉以沉

重的曲調作為緩衝。開頭表情術語載明要演奏者以濃厚強烈語氣演奏，A1 段與

A 段完全相同，筆者在重覆相同題材時選擇以中弱音量來演繹第二次主題出現。

A2 段則是保羅‧阿瑪改寫後才出現為長笛增加的段落，原鋼琴曲僅有 A 段及 A1

段，而在 A2 段不僅以更強力度提高八度演奏外，加碼出現裝飾奏更是為長笛增

加渲染力的方式（譜例 31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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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1a】＜古老的舞曲：第五首＞之民謠原曲 

 
【譜例 31b】＜古老的舞曲：第五首＞mm1-12 與 mm25-36 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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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第六首及第七首 

【表４】＜古老的舞曲：第六首＞曲式分析 

標題曲號 古老的舞曲(Vieilles Danses)：第六首 

拍號 混和拍號 3/4, 2/4 

速度 Allgretto 

樂句 兩段式（A , A’） 

音階 Gypsy scale 吉普賽音階 a-bb-c#-d-e-f-g#-a 

主音 A 

音域 e1-a2 

主要音型 a  

【譜例 32a】＜古老的舞曲：第六首＞之民謠原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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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古老的舞曲：第七首＞曲式分析 

標題曲號 古老的舞曲(Vieilles Danses)：第七首 

拍號 混和拍號 3/4, 2/4 

速度 Poco piu vivo（quasi trio） Allegretto 

樂句 兩段式（A, B） 

音階 C Dorian 多里安調式 c-d-eb-f-g-a-bb-c 

主音 A D 

音域 g1-a2 

 

主要音型 

a  

b  

【譜例 32b】＜古老的舞曲：第七首＞之民謠原曲

 
 

 

 



 

59 

 

  在＜古老的舞曲＞第三、四首可見到相同手法－作曲家標示”Quasi trio”類

中段（譜例 32c），意即在本曲第六首與第七首可組合成前、中、後段樂曲。 

  前、中、後段巧妙安排為弱－強－弱的力度變化，演奏者更應注意力度速度

的差別，快速轉換演奏旋律個性。 

 

【譜例 32c】＜古老的舞曲＞第六首與第七首之段落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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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八首 

【表４】＜古老的舞曲：第八首＞曲式分析 

 

標題曲號 古老的舞曲(Vieilles Danses)：第八首 

拍號 2/4 

速度 Allegro 

樂句 四段式（A+ A1,A2,A3, coda） 

音階 F# Aeolian 伊奧利安調式 f#-g#-a-b-c#-d-e-f# 

主音 F# 

音域 c1-a3 

 

主要音型 

a  

coda 

 

  相同是素材簡單出現多次，作曲者保留原採集民謠旋律的作品（譜例 33a）。

此曲速度 160 為整首組曲中標示最快的一首，作為已近燦爛尾聲的預告。開頭鋼

琴與長笛齊奏，鋼琴多重和聲伴奏加上主奏對於推動感有加乘效果（譜例 33b）。

主題八小節內緊湊安排兩次漸強漸弱考驗演奏者的情緒起伏轉換，A1 段更是將

鋼琴和聲加厚，長笛提高音域讓空間感與厚度皆增，是很成功的聽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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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3a】＜古老的舞曲：第八首＞之民謠原曲 

 
【譜例 33b】＜古老的舞曲：第八首＞mm1-15 

 
 

 

 

 

 

 

 



 

62 

 

（九）第九首 

【表４】＜古老的舞曲：第九首＞曲式分析 

 

標題曲號 古老的舞曲(Vieilles Danses)：第九首 

拍號 2/4 

速度 Allegro Piu vivo Poco meno vivo 

樂句 三段式（A+B+C） 

音階 Bb Mixolydian 多里安調式 bb-c-d-eb-f-g-ab-bb 

主音 Bb 

音域 a1-C4 

 

主要音型 

前奏  

a  

b     c  

d  

e  

f  

c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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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曲以節奏聲響為最主要的表現手段，使用的旋律節奏元素皆相當單純，

更可見到巴爾托克使用擅長的頑固低音節奏，營造出強勁張力展現匈牙利農民舞

蹈氛圍。 

  Bb 和 F 音是貫穿本曲的骨幹音，開頭鋼琴持續頑固節奏並加踏板營造出穩

重的和聲基底，長笛 A1 樂段出現時要以氣流強調正拍音（譜例 34a）。長笛在

A2段重複主題並提高八度，鋼琴以左手十六分音群與右手切分節奏增加緊張感，

形成三方拉鋸（譜例 34b）。B 段速度達到全曲顛峰（譜例 34c），速度加快配

合長笛短小的上行樂句不斷往前推動，伴奏持續相同節奏音型與 F 頑固低音如同

風笛的效果。 

 

【譜例 34a】＜古老的舞曲：第九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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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4b】＜古老的舞曲：第九首＞ 

 
 

 

【譜例 34c】＜古老的舞曲：第九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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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4d】＜古老的舞曲：第九首＞ 

 

 

【譜例 34e】＜古老的舞曲：第九首＞ 

 
  C 段（譜例 34f）鋼琴擔任基底的重要角色，分為三階段改變密度、節奏與

重音方式讓樂曲張力步步達到巔峰。長笛反覆循環兩拍的節奏音型，如同夏得西

雙人舞旋轉意象。直至尾奏縮短為每一拍節奏循環（譜例 34g），更像是匈牙利

民族舞曲35最終急速舞步跳動的畫面。 

                                                 
35匈牙利農民舞蹈特色則為規律的垂直振動，Lippentos(微蹲)，Felfordulos(半轉)與 Alvetos(取代)

等動作，亦含有舞伴緊擁旋轉、女伴在男伴牽手下旋轉，將女伴舉起、拋開等典型中歐東部的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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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4f】＜古老的舞曲：第九首＞

 
【譜例 34g】＜古老的舞曲：第九首＞ 

                                                                                                                                            
蹈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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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杜柏（David Dubal）提出「巴爾托克是二十世紀重要的作曲家及鋼琴家，

他和其他十九世紀的作曲家不同，他擅長運用刺耳的聲響和激烈的節奏，來傳達

一種個性化的表現。36」巴爾托克在此曲保留原始的農民曲調，結構雖平淡但他

運用不同的節奏讓聽眾受到聽覺上的刺激，常保期待的狀態中，匈牙利農民音樂

也因為他的創新手法而變得豐富卻保有原律動韻味；而保羅‧阿瑪為長笛所改編

的版本讓音域增廣，以嘹亮的聲音為原曲增添刺激感也讓器樂技巧發揮到淋漓盡

致。 

 

 

 
                                                 
36吳雅婷（民 100）。巴爾托克的鋼琴音樂語言。《台中教育大學學報：人文藝術類》25(2)：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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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論文探討的三位匈牙利作曲家樂曲，都在其器樂作品創造出不可磨滅的獨

特價值。匈牙利音樂站上世界舞台的開端，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是最重要的

傳播媒介。雖然其內容是匈牙利城市中餐館咖啡館演奏的吉普賽音樂，桀傲不馴

又熱情如火的民族特性全部融入樂曲之中；讓原本單靠口頭傳播的吉普賽音樂成

功靠著樂譜及劇場演奏方式，進入高雅的上層貴族殿堂。李斯特對匈牙利音樂的

錯誤觀念影響同期長笛家達普勒，同樣有著炫技及主題變形作曲風格的達普勒也

將《匈牙利田園幻想曲》融入夏得西舞曲及吉普賽特色。此觀念在後來被巴爾托

克糾正澄清，巴爾托克投入數十年實地考察未經都市影響的匈牙利邊陲地帶，唯

有偏遠農民還保有祖先繼承下來最古老的匈牙利民謠。 

  筆者準備畢業音樂會而接觸到巴爾托克《十五首匈牙利農民組曲》，吹奏時

明顯感到與原熟悉多年的「匈牙利音樂」如達普勒《匈牙利田園幻想曲》風格迥

異；匈牙利民間音樂極具純淨樸實感，情感真摯不矯作依然可訴說愁苦及歡樂，

音樂深具感染力；筆者因此興起研究匈牙利民謠根源和其與吉普賽音樂之關連，

盼能以此研究報告，能帶讀者認識匈牙利音樂文化及觀念上的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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