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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苓瑄        
Ling-Hsuan HUANG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學生

1991年生於桃園縣，畢業於國立師大附中音樂班，現就讀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二年級，主修理論作曲。自小喜歡改編

樂曲與創作活動，並從中找到作曲的興趣，高中求學期間方開始

主修理論作曲，師事錢善華教授至今。期許自己能不斷充實作曲

領域的知識，秉持著原來對作曲的熱忱，積極探索音樂的各個領

域。

♫代表作品

《鏡的變奏》為聲樂室內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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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之歌》樂曲解說 

犁呀，是帶來祝福和營養的使者，

不再是要用我們的痛苦來餵養的農具；

牛呀，是和我們分享甜蜜的朋友，

不再是駕著沉重的軛的奴隸；

今天，在一切都開花和歌唱的日子裡。

此段文字來自詩人楊喚的詩作〈犁〉，寫出犁這個農務工具富正面性的意向，是作曲者寫作此

曲的靈感來源。作曲者想藉由「犁」的意念，投射市井小民樸實善良的形象，描寫充滿生機的農村生

活寫照與社會小人物可愛具活力的一面。

《犁之歌》（The Plow）由「快 - 慢 - 快」三個段落所組成。第一段（第1小節至第88小節）可
再細分為ABA曲式，以五聲音階D-E-G-A-B為主要音高素材，與短小節奏型動機（長-短短）構成A段
落。進入B段落後，加入另一五聲音階素材G-A-C-D-E，兩種音高材料交織使音響更加多變，相較於
A段節奏清晰俐落，B段則較為圓滑，使兩者產生反差。

第二段（第89小節至第141小節）是如吟唱般的抒情段落，取材自兩種臺灣歌謠，分別為閩南歌
謠〈白鷺鷥〉與客家歌謠〈月光光〉；此段採用兩首歌謠中的旋律段落，以五聲音階旋律主體配上西

方調性和聲式的音響，並將兩首歌謠的旋律片段以連接組合等手法編織。

第三段（第142小節至第250小節），以卡農手法開啟此段，各聲部以快速音群旋律依序進入，
是本曲中最活潑輕快的段落。此段選用的音高素材為三組五聲音階，除了在第一段中出現的D-E-G-
A-B與G-A-C-D-E兩組外，另加入一組A-B-D-E-F#。織度上，除了多次出現的四聲部卡農手法外，另
有快速音群的主旋律配以撥弦伴奏，與卡農式樂段交相出現構成此段落。最後尾段於本曲力度音量上

最為強大的齊奏之中，結束此曲。

在楊喚的〈犁〉一詩中，透過擬人化的犁、牛隻與農作物，在其字裡行間是富有生命力、充滿

感情與快樂幸福，令人心生憐愛，此也正是《犁之歌》一曲想要傳達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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