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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古典變流行了－搖擺巴赫！ 

文/黃健欽  賴宜絜 

 
搖擺巴赫教學網http://home.pchome.com.tw/art/cellist1688/index.htm 
 

教學對象 
高中二年級 

 

實施期程 
四週 

 

每週教學進度 
一節 

 

設計動機 
    在新學年的開始，總會問學生除了

課本內容外，還希望老師介紹甚麼樣的

音樂主題，在我的學生中有近約 85﹪的

高中生希望我介紹流行音樂資訊。藝術

與生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如何讓這

些大孩子們學習音樂而不覺得乏味

呢？所以我把古典變流行了－搖擺巴

赫！ 
 

設計理念 
（一）銜接九年一貫課程 

「探索」巴赫、「表現」對位。

「審美」觀點、「理解」古典。「實

踐」群體構思、「應用」多元文化。 

「音樂的學習、如同學習母語

一般」－鈴木。用輕鬆的音樂語調

拉近與孩子的距離，告訴他們西方

古典音樂也有 JAZZ 的一面，擴大

已學習過的國中藝術與人文課

程，延續強化教學效果。 
（二）精緻藝術的形成非單一性的元

素，，因政治經濟、社會價值觀

的的不同，而激盪出音樂文化的

獨特性與個別性。 
（三）人聲是世界上最美的樂器之一，

透過和諧的曲調，正確的音響概

念，為孩子們的音樂素養打下深

厚基礎。 
（四）藝術無國界 
（五）多媒體教學 
 

教學目標 
（一）多元音樂風格吸納、開展世界一

家觀點。 
（二）表達自我想法、融合群體、合作

展現。 
（三）延伸基礎樂理、探究和聲對位奧

秘。 
（四）資訊融入教學、網路學習不設

限。 

http://home.pchome.com.tw/art/cellist1688/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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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架構圖 

 

每週教學進度 

 

主題 單元主題 教學進度 節數 

知
識 

巴羅克樂派 介紹巴羅克樂派，及其代表作曲家巴赫。 

1 樂團介紹 
介紹萊比錫布商大廈管絃樂團及賈克路西耶爵士

三重奏。 

人聲樂器 介紹「人聲樂器」之概念。 

影
片
鑑
賞 

鮑比麥菲林 介紹鮑比麥菲林，欣賞及分析其演唱風格及特色。 

1 國王歌手 介紹國王歌手，欣賞及分析其演唱風格及特色。 

馬友友 介紹馬友友，欣賞及分析其演奏風格及特色。 

探
索
與
表
現 

經典詠唱 歌曲教唱―〈聖母頌〉。 

2 巴赫再現 
解析〈聖母頌〉之作曲手法，說明和聲對位之創

作要領，分組進行基礎對位創作。 

作品發表 各組藉由聲樂演唱方式，呈現小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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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4 節，200 分鐘） 

 
 

 

知
識 

 

1-1. 巴羅克樂派    20' 
配合電腦輔助教材及網路資源，介紹巴羅克（Baroque）樂派，

探索巴赫（Bach）之音樂特色，理解古典音樂之美。 
 

1-2. 樂團介紹    15' 
介紹德意志百年名團萊比錫布商大廈管弦樂團

（Gewandhausorchester Leipzig）及擅長改編巴哈曲目的賈克

路西耶爵士三重奏（The Jacques Loussier Trio）。 
 

 

1-3. 人聲樂器    15' 
介紹「人聲樂器」之概念，認識以人聲擔任樂器伴奏及演唱

聞名的黑人歌手－鮑比麥菲林（Bobby Mc Ferrin）及橫跨英

倫海峽的絕世美聲團體－國王歌手（The King's Singers）。 
  

搖
擺
巴
赫
！ 

我
把
古
典
變
流
行
了 ∣

  

 

影
片
鑑
賞 

2-1. 鮑比麥菲林    20' 

透過影片欣賞人聲的無限可能性。 

 

2-2. 國王歌手     20' 
欣賞合唱及器樂人聲化的表現力，吸納多母音樂風格。 

 
2-3. 馬友友    10' 
欣賞純器樂之演奏，藉由體驗演唱、演奏等不同表演形式的

音樂特質，培養音樂審美能力。 

 

  

理
論
與
表
現 

3-1. 經典詠唱    30' 

歌曲教唱―〈聖母頌〉(Ave Maria)，從演唱角度體驗和聲對

位之美。 

  

 

3-2. 巴赫再現    40' 
團隊合作進行創作活動，從創作角度體驗對位之美。 
 

3-3. 作品發表    30' 
各組藉由聲樂演唱方式，呈現小組作品，實踐群體構思，以

互評方式學習自我表達、相互欣賞及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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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網址 http://home.pchome.com.tw/art/cellist1688/index.htm 

 

教學流程 

 
第一單元    知識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 
教學 
時間 

學習評量 教學資源 

˙認識巴羅克樂

派及其代表作

曲家巴赫，從

音樂中體會巴

羅克時期藝術

文化風格及特

色。 
 
 
 
 
˙認識萊比錫布

商大廈管弦樂

團及賈克路西

耶爵士三重奏 
。 

 

 

 

 

 

 

 

˙瞭解「人聲樂

器」之概念，

認識其知名演

唱者。 

(一) 巴羅克樂派 
介紹巴羅克樂派及其代表作曲家巴赫。 
1. 教師將蒐集的資料製作成網頁，包括

巴羅克樂派之歷史、音樂風格，及巴

赫之生平簡介、作品簡介、音樂風格

等。 
2. 介紹巴羅克樂派。 
3. 介紹作曲家巴赫。 
4. 播放由管絃樂團演奏之巴赫作品「C

大調第一號管絃組曲  BWV1066」。 
 
(二) 樂團介紹 

介紹萊比錫布商大廈管絃樂團及賈克路西

耶爵士三重奏。 
1. 介紹萊比錫布商大廈管絃樂團。 
2. 引導學生想一想，如果你身為一個現代

作曲家，可能會將樂曲改編成哪些風

格。 

3. 播放由賈克路西耶爵士三重奏演奏之

巴赫作品「D 大調第三號管絃組曲    
BWV1068」。 

4. 介紹賈克路西耶爵士三重奏。 

 

(三) 人聲樂器 
介紹「人聲樂器」之概念。 
1. 引導學生想一想，人聲在生活中的應

用。 
2. 介紹「人聲樂器」之概念。 
3. 播放影片「搖擺巴哈」鮑比麥菲林及國

王歌手之演唱選段。 

20 分 

 
 
 
 
 
 
 
 
 
 
15 分 

 
 
 
 
 
 
 
 
 
 
 
15 分 

學習態度 
討論問答 
學習單 

筆記型電

腦、單槍

投影機、

音響、「搖

擺巴哈」

影片 

 

http://home.pchome.com.tw/art/cellist1688/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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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    影片鑑賞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 
教學 
時間 

學習評量 教學資源 

˙體驗真假音吟

唱法及人聲的

無限可能性。 
 
 
 
 
˙體驗合唱及器

樂人聲化的豐

富表現力。 
 
 
 
˙透過欣賞演唱 
、演奏等不同

表演形式，培

養音樂審美能

力。 

(一) 鮑比麥菲林 
1. 介紹「搖擺巴哈」音樂會。 
2. 介紹鮑比麥菲林。 
3. 播放播放影片「搖擺巴哈」鮑比麥菲林

之演唱選段。 
4. 分析鮑比麥菲林之演唱風格及特色。 

 
(二) 國王歌手 

1. 介紹國王歌手。 
2. 播放「搖擺巴哈」影片中國王歌手所改

編巴赫作品之演唱選段。 

3. 分析國王歌手之演唱風格及特色。 

 

(三) 馬友友 
1. 介紹華人大提琴家馬友友。 

2. 播放影片「音樂花園」巴赫大提琴無伴

奏組曲之演奏選段。 
3. 分析馬友友之演奏風格及特色。 

20 分 

 
 
 
 
 
 
20 分 

 
 
 
 
 
10 分 

學習態度 
討論問答 
學習單 

筆記型電

腦、單槍

投影機、

音響、「搖

擺巴哈」

影片 
 
 
 
 
 
 
 
「音樂花

園」影片 

 
 
 
第三單元    理論與表現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 
教學 
時間 

學習評量 教學資源 

˙從歌曲中體會

音樂家所表達

之藝術文化意

涵，進而以演

唱方式表達。 
 
 
 
 
 

(一) 經典詠唱 
歌曲教唱―〈聖母頌〉。 

1. 講述〈聖母頌〉的創作背景及其歌詞所

代表的深層意涵。 

2. 播放影片「搖擺巴哈」鮑比麥菲林帶領

觀眾齊唱〈聖母頌〉片段，引導學生進

入歌曲情境。 

3. 指導學生掌握節奏及音準等音樂基本

要素，熟唱〈聖母頌〉的曲譜。 

4. 依節奏習念歌詞。 

30 分 

 
 
 
 
 
 
 
 
 

學習態度 
演唱能力 
 

筆記型電

腦、單槍

投影機、

音響、「搖

擺巴哈」

影片、〈聖

母頌〉的

曲譜、鋼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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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和聲、對

位之寫作原則 

，從創作中體

驗對位之美。 

 

 

 

 

 

 

 

 

 

 

 

 

 

 

 

 

 

 

˙藉由合唱實踐

群體構思。 

5. 習唱歌詞，指導學生注意音高、節奏準

確、音色優美，且能表達樂曲情感，透

過模唱、接唱、輪唱等方式熟唱本曲。 
 
(二) 巴赫再現 

基礎對位創作。 
1. 解析〈聖母頌〉之作曲手法。 

2. 說明上、下聲部之關係及和聲、對位寫

作原則： 

a. 上、下聲部之關係： 

本課程之創作活動以上聲部為指

定旋律，下聲部為創作旋律。 
b. 音高關係：複習高一已學過之音

程、和絃概念，講解協和音程與不

協和音程之分類。 
c. 節奏關係：一對四、二、一音的寫

作形式。 

3. 教師以樂曲「小星星」為上聲部，根據

樂譜所提供之Ⅰ、Ⅳ、Ⅴ和絃，示範創

作下聲部之對位旋律。 

4. 全班分四組進行創作活動，各組至講台

抽籤，分別以樂曲「小蜜蜂」、「瑪莉的

羊」、「聖誕鈴聲」、「布榖」進行寫作。 

5. 各組自行分部，練習演唱上、下聲部旋

律。 

 

(三) 作品發表 
藉由聲樂演唱方式，呈現小組作品。 
1. 教師說明小組自評互評要點及評分事

項。 

2. 各組輪流上臺演唱作品。 

3. 小組自評互評。 

4. 教師總評。 

 
 
 
 
40 分 

 
 
 
 
 
 
 
 
 
 
 
 
 
 
 
 
 
 
 
 
 
40 分 

 
 
 
 
團隊合作 
創作能力 
 
 
 
 
 
 
 
 
 
 
 
 
 
 
 
 
 
 
 
 
團隊合作 
演唱能力 
口頭報告

自評互評 
 

 

 

 

 

「小蜜蜂 

」、「瑪莉

的羊」、

「聖誕鈴

聲」、「布

榖」的曲

譜 
 
 
 
 
 
 
 
 
 
 
 
 
 
 
 
自評互評

表 

 
 
 
 
 

搖擺巴哈教學網址 http://home.pchome.com.tw/art/cellist1688/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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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什麼是巴羅克(Baroque)？ 

巴羅克這個字原來的意思是指「形狀不規則的珍珠」，我們都知道珍珠是一種精緻美

麗的物品，假如形狀又圓又大，價值會更珍貴，所以「形狀不規則的珍珠」就是指那些比

較次等、便宜的珍珠。但是後來這個字卻慢慢地被引用來形容西方歷史上，大約在西元

1600 至 1750 年間音樂風格精緻、華麗的時代，於是這個時代就被叫做巴羅克時期。這個

時期裡的作曲家和他們寫出來的音樂都被歸類為巴洛克樂派。  

 

  巴羅克時期有什麼重要的歷史？ 

  在西元 1600 至 1750 年間，在西方的歷史上有許多重要的科學發明，例如牛頓在物理學

上發現了萬有引力；英國人發明了蒸氣引擎。而當時的西方政治上，還是君主專制的時代，

國王擁有國家裡最大的權力。中國的歷史則是處在明末清初，正在康熙、雍正、以及乾隆

皇帝的時代，也是清朝最強盛的時期。其實清朝已經是中國最後一個王朝了，所以事實上

巴羅克時期距離現代也並不遠。 

音樂小常識： 

巴羅克樂派也是歐洲從中世紀以來，第一次跨越了時代、地區、以及作曲家的個性，

而開始在音樂上有了共同的樣式與感覺，因此，可以說是西方音樂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

點。 

巴羅克時期流行哪些音樂？---俗樂與聖樂 

到巴羅克時期以前，西方音樂的發展都和宗教有很大的關係，而宗教音樂以合唱為主，

例如在拍子家族裡提到過的葛利果聖歌。不過從巴羅克時代開始，由於樂器的音色與音量

都有許多的進步，所以純演奏的音樂也就越來越多了。例如協奏曲、各種組曲等等，有關

這些曲式，請參考下一個單元曲式迷陣圖的說明。 

簡單來說，可以分成兩大類，一種就是跟宗教有關的音樂，多半以人聲的聲樂合唱為主；

另一種就是在巴羅克開始流行的各種器樂演奏曲，例如協奏曲、組曲等等，這種音樂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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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與宗教的目的無關，所以也被稱為俗樂。 

 

  數字低音是什麼？ 

   數字低音可以說是巴羅克時期作曲家最常使用的一首作曲手法了。簡單的說，數字低

音就是在樂譜的下方，會寫上一些數字，這些數字是有意義的，它是用來告訴演奏家，上

面的「和絃」應該如何進行，具有伴奏的功用。這種記譜方法有一個特點，就是它並不是

真的把所有該演奏的音符都一個不漏的寫出來，而是只寫出和絃的結構，所以作曲家或是

演奏家就會有很多的變化可以做，只要符合數字所指示的原則就可以了。因此巴羅克時期

的音樂常常有許多不同的演出版本，而音樂家們也喜歡做不同的即興演奏來嘗試不同的聲

音。我們來聽聽看下面一首運用數字低音的例子： 

  音樂的排列組合----對位法 

   除了數字低音之外，另一種在巴羅克最盛行的音樂風格，就是複音音樂風格，也就是

一首曲子裡面，幾條旋律同時在進行，有些在高音、有些在中、低音的聲部裡，而且這些

旋律通常是相關、甚至是相同的。而要讓許多旋律同時出現，就需要一些規則來幫助作曲

家創作，否則音樂就容易聽起來有點混亂，這些規則就是對位法。所以，對位法就是規定

兩條以及兩條以上旋律的複音音樂作曲的一種方法。 

假如作曲家很嚴格地完全按照對位法來創作，所寫出來的曲子就叫做「賦格(fugue)」，要

創作這種曲子，只需要有一段簡短的主旋律即可，剩下的部分都是作曲家按照各種對位法

的技巧，把主旋律作各種的處理與變化，然後重疊在一起，就會變成一首聽起來非常豐富、

也非常複雜的賦格曲了。 

資料來源 http://www.prtmusic.com.tw/activity/topic/forkids/kids031.html 台北愛樂廣播電台  

巴羅克的鍵盤樂器以大鍵琴為主，複音音樂與位結構是主要的型態，講求裝飾音及

即興演奏的技巧。這時期為大鍵琴及古鋼琴等鍵盤樂器譜寫的音樂，大多是以組曲的形式

出現，包含一些個別的舞曲，速度和拍子各有變化，但調性始終是統一的。其他鍵盤音樂

形式尚有主題與變奏、帕薩卡牙舞曲、夏康舞曲、創意曲、前奏曲、斌格曲、聖詠前奏曲、

主題模仿曲、幻想曲、觸技曲及協奏曲。 

 巴羅克的音樂特色為: 

1.複音音樂，同時出現一個以上的聲部。 

2.採用大調和小調的調式，而不用老式的教堂調式。 

3.因為大鍵琴和風琴都無法彈出漸強和漸弱，所以力度是階梯式的。 

4.由於鍵盤樂器的影響，節奏更活潑。 

5.普遍使用裝飾音來裝飾旋律，表現出裝飾的藝術。  

在弦律方面 

樂句短巧簡明，多為四小節或八小節的樂句。音樂中的曲調明白而變化豐富。  

在節奏方面 

速度與節奏的變化單純統一。多由明顯易懂的節奏，引領整曲音樂進行。  

在和聲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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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時期的作曲家們，在對位變化中的和聲，仍以大、小調的和弦感為依歸。因而此時

期樂曲，大、小調的感覺很明確。  

在組織方面 

管弦樂曲裡面，特別是當時所謂的協奏曲之中，作曲家們多安排一小獨奏組與一室內管弦

樂團，彼此對比的方式演奏。這種所謂競奏的效果，有著明確的強、弱對立特色，使得音

樂靈活明艷。在樂曲之中，各聲部均模仿著同樣的音樂動機，再把動機以繁複的手法搭配

呈現。 

資料來源 http://freebsd.tspes.tpc.edu.tw/music/classmu.htm  

 

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出生於德國中部的愛森納赫(Eis Enach)。巴赫家族

非常龐大，自十六世紀以來，出現了上百位音樂家。在這樣音樂風氣的薰陶下，促使巴赫

能成為往後的一代音樂大師。  

  巴赫父親乃是當時愛森納赫伯爵的樂師，從小即對巴哈展開嚴格的訓練，十歲喪父後，

巴赫由兄長約翰.克里斯托夫扶養。巴赫十八歲時榮任宮廷樂長，但由於著迷於盧北克風

琴師 Buxtehude 的音樂，請假逾期未歸，於 1705 年被革職。 

  受到打擊的巴赫，重新振作，於 1708 年受聘為威瑪的宮廷樂師。這一待就是九年，巴

赫在這期間完成了他大多數的宗教音樂及管風琴作品，並達到他創作的第一次顛峰。1717

年巴赫前往科騰，由雷奧波德親王聘為宮廷樂長，巴赫在此得以自由創作，六年期間創作

了眾多管弦樂曲與室內樂曲。 

  1723 年，巴赫在雷奧波德親王的讚譽下前往萊比錫擔任聖托瑪斯教堂唱詩班指揮，其

同時也是萊比錫全城教堂的音樂總監。1736 年，巴赫獲得奧古斯都三世頒贈皇家作曲家

的職銜，在這期間，巴赫完成神劇及彌撒曲多首。1748 年巴赫失明，1750 年，巴赫因中

風而逝世，安葬於約翰尼斯教堂的墓地。 

  巴赫不但是當時的管風琴大師，對後世音樂更是有偉大的影響。孟德爾頌於 1844 年創

立萊比錫音樂學院，並積極推廣巴赫的音樂，使的巴赫的音樂更受人矚目，廣為世人讚賞。 

巴赫不但確立「十二平均律」，並使賦格曲達到了極致，後人為紀念其偉大貢獻，

尊為「音樂之父」。巴赫一生作品繁多，除了「十二平均律曲集」、「布蘭登堡協奏曲」、

「郭德堡變奏曲」與眾多賦格曲外，尚有「馬太受難曲」等多部清唱劇遺世。後人為尊敬

巴赫的偉大貢獻，遂以 BWV 冠於其作品編號之前，以茲紀念。 

   巴赫一生都活在路德教派的價值觀中，受教育、成長、謀職、創作，因此他終其一生

追求內省的、精神性的、宗教性的體驗，以音樂和他所信仰的上帝溝通，對於巴赫來說，

他的音樂是種探究真理的過程，而真理，正是他所在追尋，甚至試著以創作榮耀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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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你有沒有信仰，如果無法站在一個信徒的角度來聆聽巴赫，恐怕永遠找不到通往巴赫

內心深處的鑰匙。 

 

弦樂四重奏是由兩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跟一把大提琴所組合而成的，如果在弦樂四

重奏當中加進了一台鋼琴的和聲效果，我們將他稱做為鋼琴五重奏，像是大家都蠻熟悉舒

伯特的鱒魚，就是鋼琴五重奏型式的音樂。簡單介紹了一個人演奏的音樂，包括了獨唱還

有獨奏，到兩個人、三個人、四個人、五個人的演出形式，而五個人的演出形式當中，除

了剛才的四把弦樂器加一台鋼琴之外，還有用木管樂器所組合的五個人的演出團體-木管

五重奏。 

   雖然同樣都是五個人的演出形式，但是和聲上就差別蠻大的！純弦樂的音色，跟純管

樂的音色，其實有很大的差異性，如果將弦樂四重奏的編制擴大，就會變成了弦樂團，弦

樂團是由最少十把弦樂起所組成的演出團體，我們稱之為弦樂團，如果由一群管樂器所組

合的樂團，當然我們就稱做是管樂團。 

 

  管樂團所演奏的是屬於比較剛強的音色，如果我們將之前所介紹一群弦樂器的組合

跟一群管樂團組合，其實這樣的編制，大概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管弦樂團了。這樣依照樂器

的編制來跟大家解釋什麼是管弦樂團，相信大家應該對於管弦樂團有大概的瞭解了。 

大家現在所聽到管弦樂團的音樂，其實是經過樂器的漸漸的改良才形成的和聲，大家有

聽過管弦樂團的前身所演奏出的音樂嗎？由古樂團所演奏的聲音聽起來跟您平常聽到一

定不一樣，整個樂團的音響和聲聽起來讓人的感覺就比較輕一些，一個年紀跟巴赫一樣大

的管弦樂團，其實它的音樂都會帶有一種使命感並且會有一種傳承的意義，就像是我們在

迪化街上所看到的一些老店面，它的所賣的東西可能都是經過了好幾代的傳承，並且保持

一開始每間老店所堅持的的作法與傳統，也就是因為每一間老店裡都會有許多傳奇，也造

就了每間老字號的特色。 

  管弦樂團所演奏的音樂類型包括交響曲、管弦樂曲，而這樣子曲式的音樂與獨奏樂器

曲或是室內樂最大的差異除了曲式的不同之外，就是在演出編制與人數的差異了，隨演出

人數的不同我們也可以從演出時的音響效果聽的出來。  

資料來源 http://www.prtmusic.com.tw/activity/topic/forkids/kids031.html 台北愛樂廣播電台  

搖擺巴哈教學網址 http://home.pchome.com.tw/art/cellist1688/index.htm 

http://home.pchome.com.tw/art/cellist1688/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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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三重奏的演出爵士樂是如賈克．路西耶三重奏（Jacques Loussier Trio）以爵士樂

三重奏的組合形式鼓手 Andre Arpino、貝斯手 Benoit Dunoyer de Segonzac 興的音樂形式，

是除了演奏樂譜上的旋律之外，在加入演奏樂手的即興演奏，綜合而成的就是所謂的爵士

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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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聲演唱〞是音樂藝術中最美妙的，難怪古人云：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絲絃

樂器不及竹管樂器，而竹管樂器又比不上人聲) 

聲樂是藝術和技巧的混合體，即所謂「聲情並茂」，通過〝聲〞與〝情〞的有機組合，歌

唱者才能憑歌聲感動聽眾。〝聲〞與〝情〞是相互促進的，「聲」是「情」的載體；「情」

是「聲」的靈魂。 

  歌唱是演唱者自由表達情感的途徑，永遠懷著一份渴望、希冀，認認真真地唱，通過自

己的身體將藝術內容盡情展現。只要擁有歌唱的熱誠，配合適當的技巧，自能使嗓子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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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流暢地表達音樂，將歌曲的聲音美發揮得淋灕盡致。  

由此可見，演唱者的終極目標是要唱出動人心弦、感人肺腑的歌聲。若歌者不能"以情帶

聲"、"借情動人"，即使歌藝爐火純青，亦能算是一部完美的發聲機器而已。因此，歌唱

的技巧要懂，但最關鍵的還是那份「情」，恕網主大膽說句，不能「從心而唱」的人，根

本不配去歌唱。 資料來源 http://uglyugly.hypermar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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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金格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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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擺巴哈教學網址 http://home.pchome.com.tw/art/cellist1688/index.htm 

http://home.pchome.com.tw/art/cellist1688/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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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金格唱片 

 

 

  

  資料來源 http://www.pts.org.tw/~web02/mayoyo/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版權所有 

這位音樂家真是可愛  

能成就偉大的音樂家確實是有原因的。首次訪問馬友友的記錄，已收入大呂音 樂叢刊「馬

友友」一書。 放眼國際音樂界，馬友友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國音樂家。他才三十二歲， 

http://www.pts.org.tw/~web02/ma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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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譽滿樂壇；他謙虛有禮、幽默風趣；有中國人的謙遜，有美國人的奔

放，也 有法國人的浪漫。 

在他四度返國的此時此刻，記者以幾次訪問他的心得，撰寫 「馬友友

的故事」，將他習琴的過程、生活的態度，以及對音樂的深刻了解，作 

一詳細剖析。 每次採訪馬友友，都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他像一位潛力

無窮的棒球手，你給他一個好球，預料他能打個二壘安打， 他往往來

個不折不扣的全疊打 --- 興奮、刺激，還有些意外。 這樣的爆發力由

他的生活延伸到舞台上，自然產生無可抗拒的舞台魅力。  

 

馬友友祖籍浙江，一九五五年出生于法國巴黎。那時，他的父親馬孝駿博 士和母親盧雅

文女士已在巴黎生活了近二十年，而且已經有一位四歲的女兒馬 

友乘。 友友四歲那年，開始接觸樂器。 馬孝駿博士本身是位絃

樂幼教專家、女兒友乘在他教導之下能拉小提琴， 也能彈鋼琴。 

四歲的小友友覺得姐姐彈得好也拉得好，潛意識裡就不願意和姐

姐學一樣 的樂器。  

有一回在巴黎音樂院，他發現體積最大的低音大提琴，友友主動向父親要 求學「那個」

樂器。 可是，實在找不出有合適小孩拉奏的低音大提琴，友友只好退而求其次的 學了體

積稍小的大提琴，未料這個樂器改變了他的一生。 五歲時，馬友友就能輕鬆的拉三首巴

哈的組曲，天分不高的人，甚至練到 老都拉不好。  

練琴懂竅門  

回憶小時候學琴的經過，友友說：「父親教小孩拉琴很有一套。他知道小孩 子不容易專

心，或者說專心的時間很短。因此，他特別把握小孩子專心的那十 分鐘到十五分鐘。」

他說，父親每天只要他練琴十五分鐘，但必須集中精神， 全心全意的練。這種訓練方式

讓他受用不盡，時至今日，他還是認為：練琴時 間在精不在多，逼孩子練琴絕不可能練

好，只有在練習者有意願要練，而且也 全神貫注練琴時，才可能有好成績。 

   友友並且提到練琴最重要的要素。他說：「你必須不斷問自己問題，再想辦 法回答你

自己的問題，這個過程非常重要。比如，你問自己，為什麼這兒要這 麼拉？你自己回答

自己，因為作曲家當初寫作時，是希望產生這樣的效果。如 此反覆的問，反覆的答；答

不出來者去找相關資料；想不出問題時，也設法去 想，這就是自我鍛鍊最好的方法，也

是我自己練琴這麼多年的心得。  

藉知識尋根  

也許是技巧到了巔峰無法再突破，也許是需要更多的音樂內涵來充實自己， 友友在十六

歲那年進入哈佛大學念人類學。 「其實，我只是怕被音樂學院開除，以後沒飯吃，所以

念念大學，以後還有機 會作別的。」馬友友不改開玩笑的本性。其實，這位背景特殊的

音樂家，一直 對歷史和人類抱著濃厚的興趣。「我很喜歡歷史，我覺得那是一面鏡子。

而且， 因為我自己是中國人，卻又從未在中國的土地生長、生活，因此我對人、對生 活

有很深的好奇，讀人類學可以滿足我在這方面的需求。」  

注重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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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友友說，世界有這麼多人種，這麼多不同的語言，今天他可以以中文和 中國人交談。

了解中國人的生活思想；可以以法文和法國人談話，知道法國的 歷史背景，這其中就蘊

藏著無限的樂趣。 而且，他認為音樂和歷史、哲學、文學、人類學一樣，由不同的角度

看有 不同的解釋：不同的人演奏有不同的風格；這是音樂與其他學術相通之處，也 是音

樂迷人之處。 在哈佛念書時，馬友友也接觸了許多中國古籍，像紅樓夢、西遊記、三國 演

義等，都是他喜歡的。問他最喜歡「紅樓夢」裡的那個人物？他笑嘻嘻的說 「賈寶玉」。

為什麼？「因為有很多女朋友！」說罷他自己就大笑起來。  

 

園藝設計家－ 

茱莉．摩爾．梅瑟薇 Julie Moir Messervy  

導演－ 

凱文．麥克馬洪 Kavin McMahon 

  馬友友與庭園設計師茱麗摩爾梅瑟薇，共同努力在波士頓的市中心廣場，試圖打造一座

具有音樂性質的花園。那兒原是一塊孤伶伶、空蕩蕩、冷冰冰的空間，縮在各式高樓之間，

是否可能在這樣一個欠缺人性關懷的地方灌注些許浪漫氣息？他們憑藉的除了一份夢想

熱情之外，就是巴哈無伴奏大提琴組曲的第一組曲… 

馬友友曾說每次他演奏第一組曲時，心中總是泛起一片湖光水色，彷彿看見一座自然

花園，於是他與庭園設計師茱麗摩爾梅瑟薇，試圖在波士頓市中心廣場打造一座音樂性的

花園。「馬友友的巴哈靈感」節目製作群不只是紙上談兵，他們實際地推動這項計畫，不

但說服波士頓市長，也在波士頓找到一塊土地。然而計畫因為太龐大而失敗，最後改由多

倫多市接手。從整個製作過程中，我們會發現他們本來是寫了一個故事要去完成，最後卻

讓故事自己完成了，這是相當值得玩味的地方。 

 

 

 

搖擺巴哈教學網址 http://home.pchome.com.tw/art/cellist1688/index.htm 

 

http://home.pchome.com.tw/art/cellist1688/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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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華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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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對於聖母的崇拜，自古以來有很多作曲家都曾寫過《聖母頌》。《聖母頌》的歌詞

最早是由羅馬教廷確定的。十九世?以後，逐漸打破了各種清規戒律，成為藝術性較高的

作品。 

1855 年，法國音樂家古諾以巴赫的《平均律鋼琴曲集》第一首的《C 大調前奏曲》作為

伴奏，配上了自己創作的旋律，完成了《聖母頌》這首聲樂曲。兩個不同時代的音樂揉合

在一起，顯得非常的吻合，並?有任何風格差異之感，這在音樂史上是一個奇蹟。  

 《聖母頌》之創作背景 

這是一首音域寬廣的女高音曲，採用天主教的聖母祈禱文做為歌詞。樂曲以寧?，虔誠

的氣氛開始，和諧莊重，這是對聖母的無限崇敬。之後顯示了聖徒們的祈求和希望，他們

想請"聖母用?柔的?手，擦乾我們的眼淚"。接下去出現了全曲中的最高音而達到高潮，但?

即柔和地引出了主題的出現而得到完美的終結，並以一聲"阿門"?結束全曲。樂曲?涵豐

富、感情深遠、簡潔和協而富於表現力，使人聆聽後，感到無限的慰籍。  

創作這?充滿宗教美感的樂曲，只有像古諾這樣的，具有偉大音樂天才與真誠宗教信仰，

《聖母頌》之樂曲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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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仔細探究過巴赫音樂之靈魂的音樂家方能為之。這是一首曲意崇高，旋律优美，跟伴

奏配合得天衣無?的音樂。本曲被認為是音樂家跨年代合作的典範之作。 

 

資料來源http://www.flutefriends.com/Dengjing_doc05.htm長笛愛好者之家 

http://www.hongen.com/art/gdyy/amqbl/ga30701.htm洪恩在線 

搖擺巴哈教學網址 http://home.pchome.com.tw/art/cellist1688/index.htm 

  

跨世紀的聲樂作品〈聖母頌〉，屬於華彩對位的寫作範疇，及一對多音的寫作方式，

古諾根據巴赫所創作的〈C 大調前奏曲〉為下聲部之指定旋律，創作上聲部旋律。 

和聲、對位寫作原則： 

1. 上、下聲部之關係： 

本課程之創作活動以上聲部為指定旋律，下聲部為創作旋律，學生根據教師所發的樂譜

及安排的和絃，進行基礎對位創作。 

2. 音高關係： 

a. 複習高一已學過大三和絃（Ⅰ、Ⅳ、Ⅴ）（見譜例A），以此三個和絃為基礎，運用

和絃音進行創作。 

b. 講解協和音程與不協和音程之分類（見譜例B），協和音程可安排於樂曲中任何地方，

不協和音程則只用於弱拍處，如：二拍子的第二拍，三拍子的第二、三拍，四拍子的第

二、四拍。 

3. 節奏關係： 

說明一對四音（見譜例一）、一對二音（見譜例二）、一對一音（見譜例三）的寫作形

式。 

http://www.hongen.co/�
http://home.pchome.com.tw/art/cellist1688/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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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樂曲「小星星」為上聲部，示範創作下聲部之對位旋律（見下圖譜例四）。 

1. 音高關係：根據樂譜所提供之Ⅰ、Ⅳ、Ⅴ和絃進行創作，注意強拍處不要出現不和諧

音程。 

2. 節奏關係：第一行為一對四的創作範例，第二行為一對二的創作範例，第三行為一對

一的創作範例。 

示範創作  

分組創作 

 

全班分四組進行創作活動，各組至講台抽籤，分別以樂曲「小蜜蜂」（見譜例甲）、「瑪

莉的羊」（見譜例乙）、「聖誕鈴聲」（見譜例丙）、「布榖」（見譜例丁）進行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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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1 

 

班級 __________   座號 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 

∮第一單元  知識∮ 

◎  西方近代音樂風格的確立，巴赫的貢獻與付出，值得我門研究學習。一個時代的音樂

風格，關係整體大眾文化的發展，身為一個高二學生，未來的社會菁英，你想確立什

麼 music style？ ex. Hip Hop、Jazz……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文化的形成，是整體社會意識的精華，從音樂角度來看，巴羅克是如此，那當時（1750 

~ 1830 A.D.）從其他藝術領域，如：美術、建築等，是如何看待個時代呢？想想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每個人都是群體社會中的一個重要元素之一，看完了老師所介紹的管絃樂團與爵士樂

團後，如果你可以，你想在樂團中扮演什麼的角色，如：小提琴手、指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搖擺巴哈教學網址 http://home.pchome.com.tw/art/cellist1688/index.htm 

http://home.pchome.com.tw/art/cellist1688/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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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2 

 

班級 __________   座號 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 

∮第二單元  影片鑑賞∮ 

 

◎  欣賞了不同風格的巴赫作品，一種具有貴族色彩的巴羅克風格，一種融合平民文化的

爵士風格，你有哪些心得？演唱、演奏等不同形式的巴赫作品，你喜歡哪一種類型的

演出方式，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人聲樂器」可說是人類聲音的一項挑戰，在欣賞了鮑比麥菲林及國王歌手的演出後，

試著用你自己的語彙，說明「人聲樂器」是什麼？它帶給你什麼樣的感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除了從理論知識、影片鑑賞及演唱的角度來看巴赫作品外，透過團體合作進行創作活

動，從作曲家的角度來看音樂作品，在此過程中，你感受到、及學習到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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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高中音樂分組演唱自評互評表 [75~99](±2) 
        班 座號：      姓名：            

主題 整體 

表現 個人表現 (±2) 重點記要 
各組上台演唱

時觀賞感想 

 
「小蜜蜂」 

75~9
0 

(  ) 
15(   ) 17(   ) 22(   ) 

 
 

 24(   ) 25(   ) 13(   ) 

1(   ) 21(   ) 14(   ) 12(   ) 

 
「瑪莉的羊」 

75~90 
 

(  ) 

07(   ) 09(   ) 20(   ) 

  23(   ) 19(   ) 14(   ) 

04(   )   

 
「聖誕鈴聲」 

75~90 

(  ) 
01 (   ) 11(   ) 13(   ) 

  14(   ) 27(   ) 10(   ) 

31(   ) 02(   ) 03(   )  

 
「布榖」 

75~90 

(  ) 
06(   ) 10(   ) 12(   ) 

  
06(   ) 08(   ) 21(   ) 

 

 

 

 

搖擺巴哈教學網址 http://home.pchome.com.tw/art/cellist1688/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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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學文、王鳳岐著，民 90，《巴哈：他不是小溪，是大海》，

 
世界文物。 

史提芬諾．卡圖齊/文 博奈─派埃利─柯瑞同工作室、賽鳩與狄蔣波羅．法雷齊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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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媒體資料 
 http://www.prtmusic.com.tw/activity/topic/forkids/kids031.html 
台北愛樂廣播電 

 http://freebsd.tspes.tpc.edu.tw/music/classmu.htm  

 http://uglyugly.hypermart.net/ 

 http://www.pts.org.tw/~web02/mayoyo/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金格唱片「搖擺巴赫」DVD 

 http://www.flutefriends.com/Dengjing_doc05.htm 長笛愛好者之家 

 http://www.hongen.com/art/gdyy/amqbl/ga30701.htm 洪恩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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