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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學生聽進去了嗎？

音樂欣賞課程是放音樂給學生聽，或是介紹樂

曲讓學生認識呢？實際上，音樂欣賞除了指能聆聽

樂曲、熟悉樂曲的相關資料外，更重要的是具備對

樂曲的鑑賞能力，能從樂曲中獲得情緒感受與美的

經驗（Reimer, 1989）。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領域課

程目標中，「審美與理解」、「實踐與應用」便揭

示了音樂欣賞教學之目的，即除了聆聽音樂之外，

更要能探求音樂之美，實踐於生活中。

外顯的音樂能力，如演奏、演唱技巧可透過

反覆練習來提升，並藉由觀察而得知。反之，對音

樂的內在情感回應則無法強求，亦難以觀察。在每

位音樂教師的課堂中，欣賞教學占有一定的比例，

甚至成為教學的主要內容。但其成效為何？學生能

否從這些樂曲中獲得情感的共鳴？能否透過欣賞教

學提升樂曲賞析的能力等，都需要經過教師審慎評

估，否則教學恐流於無效。

筆者在欣賞教學過程中，常見學生對欣賞樂

曲顯得意興闌珊，或對樂曲充耳不聞，探究原因，

也許是樂曲無法引發學生的興趣，也許是脫離了學

生生活經驗，或是超過學生所能理解之程度。經

過多次嘗試，筆者發現〈憂鬱星期天〉（Gloomy 

Sunday〉一曲是少數能讓學生反應熱烈的樂曲。此

曲雖非古典名曲，也未曾在各版本的藝文教科書中

出現，卻因本身具有的懸疑故事性，使筆者在欣賞

教學上得到極大的成效，因此希望藉由這篇文章與

讀者分享。  

傳言不斷的樂曲 —〈憂鬱星期天〉

樂曲背景與相關傳言

1933年，匈牙利作曲家萊索．塞萊什（Rezsô 

Seress, 1899-1968）因和女友分手，心情陷入谷底，

於是創作了〈憂鬱星期天〉（Gloomy Sunday）這

首樂曲來抒發他的心情。原曲為鋼琴曲，後來分別

由匈牙利詩人Laszlo Javor與英國歌手路易斯（S. L. 

Lewis, 1885-1959）填上歌詞，成為可唱的歌曲。

萊索．塞萊什是猶太裔匈牙利人，1899年出

生。沒有受過良好的音樂教育，一生大多在匈牙利

布達佩斯的酒店中為客人演奏鋼琴，二次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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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曾被關進集中營。在創作方面，他曾經寫過許

多匈牙利流行的民歌，但多未流傳至國外，直到創

作〈憂鬱星期天〉一曲，讓他揚名國際。1968年，

69歲的塞萊什因為無法創作出如〈憂鬱星期天〉般

的作品而感到絕望，選擇跳樓自殺。

憂鬱的旋律，配上觸動人心的歌詞，增添了

〈憂鬱星期天〉的吸引力與毀滅力，讓許多聽者無

法由樂曲所傳達的悲傷情緒中跳脫，樂曲出版後，

便相繼出現許多自殺的傳聞，據傳有上百人因為這

首樂曲自殺，但這些傳聞都沒有實際文獻或報導可

以證實，以下列出幾則相關傳聞：

•  1936年，一名布達佩斯的鞋匠在他的寓所內自殺

了，遺書中留下一段〈憂鬱星期天〉的歌詞。

•  比利時的一間酒吧中，當樂隊演奏完〈憂鬱星期

天〉這首樂曲，一位青年大喊「我實在受不了」後

便舉槍自盡。一名女警奉命針對此事進行調查，希

望由〈憂鬱星期天〉一曲中獲得線索，卻也因為此

曲而自殺。

•  美國一名女打字員因為好奇而買了〈憂鬱星期天〉

的唱片回家，第二天人們發現他在家自殺身亡，遺

書中希望用這首樂曲作為他的葬禮曲目。

•  義大利一位音樂家在彈奏這首樂曲後，在樂譜上寫

下「這不是人類所能忍受的曲子，毀掉它吧！」

後，死在鋼琴旁。

•  〈憂鬱星期天〉出名後，作曲家塞萊什寫信向女友

要求復合，沒想到他的女友卻在收到信的第二天服

毒自殺，只留下一張寫著「Gloomy Sunday」的字

卡。

•  1968年，作曲家本人也選擇跳樓自殺，死前懺悔的

說：「我真沒想到這首樂曲會令如此多的人自殺，

讓我的靈魂到另一個世界去接受上帝的懲罰吧！」

這些自殺案件的真假眾說紛紜，有人主張是出

版商為了提升樂曲的知名度而編造的故事，有些人

認為當時正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人民生活在恐懼

中，特別容易受樂曲的影響。也有文章指稱這首樂

曲原是希特勒占領歐洲期間進行的腦波實驗，可使

人產生輕生念頭。也因為這些案件無從考證，更增

添了樂曲的傳奇性與神秘性，大大提升了樂曲的知

名度。

自殺案相繼傳出後，英國BBC電台首先決定

禁播這首樂曲，歐美各國也紛紛仿效。幾個月後，

BBC電台取消禁播，但只播出樂器版。1941年，

由美國著名爵士歌手比莉．哈樂黛（Billie Holiday, 

1915-1959）重新詮釋灌錄此曲，成為最著名的版本。

小說、電影與樂曲版本

德國記者尼克．巴科夫（Nick Barkow, 1928-）

在1988年以樂曲〈憂鬱星期天〉為藍本，創作小說

《Das Lied vom traurigen Sonntag》，中文翻譯版在

2006年出版，書名即為《憂鬱星期天》。1999年，

德國導演洛夫．史巴（Rolf Schubel, 1942-）將這本

小說拍成電影，名為《Ein Lied von Liebe und Tod》，

譯為《狂琴難了》。這部電影內容雖然與〈憂鬱星

期天〉樂曲相關，但主要在描述戰爭時淒美的愛情

故事，因此在本單元中僅簡介這部電影，未讓學生

觀賞。

〈憂鬱星期天〉最初是鋼琴版，後有管弦樂

演奏版本，之後更出現不同語言的歌詞版，包括

匈牙利文、英文、德文、中文等。其中，流傳最廣

的為英文版，先後有數十位歌手演唱過，包括有

爵士樂之王稱號的保羅．懷特曼（Paul Whiteman, 

1890-1967）、爵士女伶比莉．哈樂黛、冰島歌手碧

玉（Björk Guðmundsdóttir, 1965-）、美聲歌手莎拉．

布萊曼（Sarah Brightman,1960-）等。教學者可視音

樂取得的便利性或教學需求，自行選擇。

筆者選用的樂曲有四：無歌詞樂曲的管弦樂演

奏版、比莉．哈樂黛演唱之英文版、莎拉．布萊曼

演唱的英文版以及電影《狂琴難了》中女主角艾莉

卡．瑪洛茲珊（Erika Marozsan, 1972-）演唱的匈牙

利文版。

歌詞

筆者選取匈牙利文與英文版歌詞做介紹，詳見

附錄1。匈牙利文的歌詞大意為在戰爭的摧殘下，生

活已無希望，世界即將終結。而英文版的歌詞則述

說親愛人去世的悲傷，以及想要藉由死亡與其重逢

的意圖。

 〈憂鬱星期天〉到底憂鬱不憂鬱？教學活動設計

設計理念

筆者最初採用這首樂曲作為欣賞曲，是希望透

過樂曲的故事性與懸疑性，引發學生的興趣與注意

力。但在設計教案與準備教學卻覺得十分猶豫與掙

扎，因為顧慮到學生是否能接受這樣的樂曲？心理

上會不會受歌曲影響？會不會只注意故事而忽略了

樂曲的聆聽？這首樂曲的教育性何在⋯⋯等問題，

以下特別針對教學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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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針對學生是否受歌曲影響而心情低落

的問題，筆者認為由於演唱者使用的是英文與匈牙

利文，語言的隔閡使歌詞中暗示效果減低，因此學

生較不會有不當反應或行為。在教學時只播音樂，

不播影片，避免學生受恐怖畫面影響。其次，本單

元強調學生在欣賞樂曲後，能根據自己的感受，運

用批判思考能力，對傳言的真實性作判斷。最後，

再藉由小組討論，讓學生了解歌詞與旋律之間的關

係。

經過這些審慎思考與規劃後，筆者在多個班風

較穩定的班級試教，發現學生反應良好，沒有造成

情緒起伏的問題，獲得學生熱烈回應。因此提出作

為教學者之參考。

    

課程目標 
（一） 暸解歌曲〈憂鬱星期天〉的相關傳聞與創作

動機。

（二） 認識歌曲〈憂鬱星期天〉的作曲者與其生

平。

（三） 仔細聆聽不同版本的〈憂鬱星期天〉，選擇

喜愛的版本給予評論。

（四） 以本身對樂曲的感受與批判思考能力，對於

傳聞的真假做出判斷。

（五）透過討論釐清樂曲中歌詞與旋律的關係。

教學流程

參見頁54之表1「教學流程」。

一首歌，多樣情

憂鬱與否你決定

筆者介紹這首樂曲時，學生不時針對傳言的

可疑之處提出質疑，對於即將要欣賞的樂曲極感

興趣，顯得專注而期待。而在欣賞完樂器演奏版的

〈憂鬱星期天〉後，許多學生認為這是一首悲傷而

憂鬱的歌曲，評論包括這首樂曲帶有憂鬱、淒涼、

黑暗的感覺；感覺歌曲正在哭泣；旋律不斷傳來悲

傷和絕望的聲音；有種無助、孤獨的感覺，聽起來

悶悶的。亦有學生從樂曲中感受到作者的心情，例

如：我覺得作曲家那時候一定很悲傷與痛苦；可以

聽出作曲家的心情空洞與難受。而喜歡樂曲旋律的

學生寫了這樣的評語：淒美的感覺，很好聽；就像

書局裡面播放的音樂，很典雅，而且很優美，我喜

歡！當然，無可避免的，部分學生認為這首樂曲並

無特別之處，或表示聽不懂。較特別的是，筆者在

播放音樂前，並未說明此版本由小提琴擔任主奏，

但每個班級當中，卻都有學生提到小提琴的音色優

美，如：這首曲子用小提琴演奏，讓悲傷的感覺明

顯很多；這首曲子用小提琴拉起來特別好聽。可見

這些學生具有相當的音樂素養與潛能。                     

欣賞完莎拉．布萊曼、比莉．哈樂黛與匈牙

利文演唱的的版本後，較多學生喜歡莎拉．布萊曼

的演唱，原因包括莎拉布萊曼唱的比較能進入歌詞

的意境；她的聲音透明，清亮，有感染力；比較輕

柔，唱出肅穆的心情；有一種懷念過去，活在回憶

中，既甜蜜又悲傷的感覺。而喜歡比莉．哈樂黛演

唱版的學生則表示比莉．哈樂黛唱的比較有感覺；

較能跟樂曲配合；或是因為比較喜歡藍調音樂。只

有極少數學生喜愛匈牙利文演唱版。由此可看出，

學生在欣賞樂曲時，受語言與習慣的影響很大，大

多數學生接受聽得懂得歌詞，或是選擇他們較為熟

悉的音樂風格。

經過多次的樂曲欣賞、討論與分析後，筆者讓

學生自行決定是否相信這些傳聞。討論結果發現，

約六成的學生並不相信這些傳聞，他們認為傳聞過

於誇張，曲子雖然有悲傷的感覺，但不至於造成這

麼多人自殺；很多人聽過都沒自殺，如果會自殺，

應該作曲的人跟演唱的人都自殺了吧；沒那麼嚴重

吧，聽起來就像古典音樂一樣。相反的，認為這些

傳聞是真實的學生表示，歌詞真的很悲傷，會影響

聽的人；有人可能剛失戀，或是有同樣的遭遇，就

會比較激動；也許當時的人生活很困苦，聽到悲傷

的曲子就會被影響。

最後，在歌詞與旋律的關係方面，多數學生表

示在欣賞歌曲時，會仔細聆聽歌詞內容，認為歌詞

與旋律是相互依存、互相輔助的關係，兩者需配合

無間才能成為一首好樂曲。少數學生對與歌曲的喜

愛取決於旋律的是否優美好聽，對歌曲的喜好程度

不受歌詞內容的影響。

無限可能的音樂教育

本單元透過〈憂鬱星期天〉樂曲介紹、賞析

及問題討論，希望能提升學生欣賞音樂的興趣與

素養。課程進行中，筆者可以感受到學生的興趣與

專注，課程結束後，也有學生自行蒐集補充資料繳

交，並不時有其他班級的學生來詢問這首歌曲，因

此，在引起動機方面確實具有成效。而對於整個教

Gloomy Su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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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對象 國中三年級 教學時間 45分鐘

教學資源 PowerPoint簡報、電腦、單槍、螢幕、CD player。

分段能力指標
教學步驟與流程 時間

教學目標

一、引起動機

（一）以神秘的語氣帶出本單元主題。

　　　 教師說明：今天我們要介紹一樁國際音樂奇案，主角是一首名為

〈憂鬱星期天〉（Gloomy Sunday）的樂曲，據說有許多人在聽了
這首樂曲後自殺，所以人們又稱這首曲子為「魔鬼的邀請書」。

　　　 學生反應：覺得難以置信，期待聽到樂曲。

（二）教師提問：有人聽過這首曲子嗎？

　　　 學生反應：極少數學生聽過，但皆不了解樂曲資料。

5’

二、發展活動

（一） 配合PowerPoint簡報（範例見附錄2），以講述懸疑故事的方式，

介紹這則國際音樂奇案的創作背景與發展歷史：

         1.   〈憂鬱星期天〉是1933年，匈牙利作曲家萊索寫給分手女友的

樂曲。

         2.   它曾造成布達佩斯鞋匠、匈牙利青年、女警、美國女打字員、 

義大利音樂家等多人自殺的案件。

         3.   為了避免再造成自殺案，當時歐美電台決定禁播這首歌曲。

         4.   最後，包括作曲家前女友以及作曲家本人都以自殺結束自己的

生命。

（二） 配合Power Point簡報（見附錄2），簡介作曲家生平，包含國籍、

經歷、作品等。

（三） 說明這首樂曲的後續發展，包括出版了以樂曲為藍本所創作之小

說《憂鬱星期天》以及電影《狂琴難了》。

　　　 教師小結：除了以上的這幾個例子之外，與〈憂鬱星期天〉有關

自殺傳言還有很多，但是這些傳言究竟是不是真的，或只是人們

穿鑿附會的說法，就讓我們就來聽聽看這首曲子，是不是真的有

致命吸引力。

（四） 播放〈憂鬱星期天〉樂器演奏版，請學生用心聆聽後寫下感想後

與大家分享。

（五） 播放不同歌詞與不同演唱者所詮釋的〈憂鬱星期天〉，針對歌詞

內容與樂曲進行討論。

         1. 說明匈牙利文歌詞的意義，播放匈牙利文版的樂曲。

         2.    說明英文版歌詞意義，播放比莉哈樂黛與莎拉布萊曼演唱的版

本。

         3.   請學生由上述三個版本中，選擇比較喜愛的版本，寫下原因並

與同學分享。

         4.   問題討論：「聽完〈憂鬱星期天〉後，你相信與它有關的傳聞

嗎？為什麼？」

　　　 教師總結：好，對於這些傳聞有人相信，也有人不相信，只要能

說出合理的解釋，都是正確答案。同時也透過這首曲子讓大家知

道，音樂的具有傳遞情感、感動人心的作用。希望以後同學在聽

曲子的時候，都可以用心的感受每位作曲者所要傳達的情感。

15’

15’

三、綜合活動

（一） 教師提問：「剛剛聽到匈牙利文版和英文版，你覺得歌詞內容有

影響你對曲子的感受嗎？」 

（二） 以小組討論的形式，讓學生找出一首歌曲當中，歌詞與旋律之間

的關係，用一、兩句話來形容，將答案寫在黑板上。

（三） 教師總結學生討論之結果，由老師與班上同學票選出描述最貼切

的組別，給予獎勵。

10’

1.  暸解歌曲〈憂鬱星期天〉

    的相關傳聞與創作動機

2.  認識歌曲〈憂鬱星期天〉

    的作曲者與其生平。

3.  仔細聆聽不同版本的〈憂

鬱星期天〉，選擇喜愛的

版本給予評論。

4.  以本身對樂曲的感受與批

判思考能力，對於傳聞的

真假做出判斷。

1.  透過討論釐清樂曲中歌詞

與旋律的關係。

2-4-5、3-4-9、3-4-11

1.   暸解歌曲〈憂鬱星期天〉

的相關傳聞與創作動機。

表1　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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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活動的設計與實施，筆者認為有幾點需注意的事

項。

首先，學生對樂曲的感受、情緒反應難以預

測，確實有學生表示這首樂曲讓他覺得不舒服，教

師須謹慎處理。其次，並非每位學生都喜歡這首樂

曲，重要的是透過音樂欣賞活動，培養學生對音樂

的喜好與判斷。而教師在歌詞解說時應清楚，並配

合歌曲播放，適時點出歌詞內容，加深學生對歌曲

的理解及感受度。

最後，本單元尚可與其他領域結合，進行延

伸教學，例如配合生命教育，設計珍惜生命，防範

自殺的教學；改變課程實施對象，用於心智較成熟

的高中階段；搭配其他單元的音樂教學，如欣賞比

莉．哈樂黛的演唱，介紹爵士樂的特色；又或是變

化教學的方式，先讓學生聆聽樂曲，發表感想，再

介紹樂曲的背景，以了解學生對音樂的感受是否受

教學者引導的影響。

孩子們的潛能無限，只要用對方式，音樂會成

為孩子們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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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憂鬱星期天〉歌詞

匈牙利文歌詞 中文翻譯

填詞者：Laszlo Javor

憂鬱星期天

秋天到了　樹葉也落下
世上的愛情都死了
風正哭著悲傷的眼淚
我的心不再盼望一個新的春天
我的淚和我的悲傷都是沒意義的
人都是無心，貪心和邪惡的

愛都死去了！

世界已經快要終結了　希望已經毫無意義
城市正被剷平　砲彈碎片製造出音樂
草都被人類的血染紅
街上到處都是死人
我會再禱告一次
人們都是罪人，上帝，人們都會有錯的

世界已經終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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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omy Su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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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匈牙利文歌詞



■ 附錄2〈憂鬱星期天〉自製教
學投影片範例（紀雅真 製）

　　筆者自製18頁的教學用投影片，包含

樂曲歷史與背景簡介，作曲家資料、歌詞

以及電影簡介，擷取幾張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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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歌詞 中文翻譯

填詞者：Sam L. Lew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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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星期天

憂鬱星期天難以成眠
我活在無數的陰影中
白色小花無法把你喚醒
黑色的靈車也不能將你帶走
天使沒有把你送回的念頭
如我想跟你離去，他們會否感到憤怒
憂鬱星期天

憂鬱星期天在陰影中度過
我和我的心決定終結一切
鮮花和禱告將帶來悲傷，我知道
不要哭泣
讓他們知道我笑著離開
死亡不是虛夢
藉此我把你愛撫
靈魂以最後一息為你祝福
憂鬱星期天

做夢，我原來只不過是在做夢
我醒來就會發現你正在我內心深處酣眠
，心愛的人！
親愛的我希望我的夢不會縈繞著你
我的心正在對你說，我曾多麼地渴望你
憂鬱的星期天

二、英文歌詞

1 〈憂鬱星期天〉單元封面
2 〈憂鬱星期天〉傳聞介紹1 
3 〈憂鬱星期天〉傳聞介紹2
4 〈憂鬱星期天〉作曲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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