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一則以朝鮮為主題，在欣賞

俊男美女的演出之際，我們不難

發現其服飾、風俗的不同，這就

是歷史發展與地理環境的重要，

而整個西洋古典音樂的發展也與

此二者密不可分。我們依照西洋

古典音樂的發展順序，可分成六

個樂派：

(一) 中世紀 Middle Ages：西元

500 -1450年

(二) 文藝復興 Renaissance：西元

1450 -1600年

(三) 巴洛克 Baroque：西元1600 -

1750年

(四) 古典樂派 Classic：西元1750 -

1825年

(五) 浪漫樂派 Romantic：西元

1825 -1900年

(六) 現 代 樂 派 Contemporary

Music：西元1900年 - 

雖然每個樂派之後的時間並

非絕對，但也足以提供我們一個

約略的架構，可將重要的人、

事、物依其時間套入，便可知悉

其與音樂發展的交集，甚至明瞭

於大家所熟知的八大藝術，將之

劃分為三大類，即為：表情藝術

(音樂與文學)、造型藝術(繪畫、

雕刻與建築)、綜合藝術(舞蹈、戲

劇與電影)。在以往的師資培訓管

道中，八大藝術至少涵蓋了六項

主修科目，意即需要六位專業老

師來授課。現在九年一貫課程將

之融會成單一科目，無論授課教

師在師資養成過程中的主修科目

為何，均難以完整的呈現課程予

學生。本文將以西洋古典音樂為

主題，探索與其他藝術之關係，

提供音樂教師能以自己的專長為

主軸，擴展藝術與人文的教學視

野，亦可為其他藝術專業教師提

供平行的思考模式。

壹、表情藝術

一、西洋古典音樂簡述

二○○二年暑假中兩檔最受

歡迎的八點檔大戲：尋秦記、明

成皇后，一則以中國秦朝為背

幼稚園的雙語教學、中小學

的九年一貫課程、多元入學方

案、大學的推甄與志願填寫，這

些議題不斷的充斥在報紙及電視

上，大幅的版面，反覆的探討，

教育的重要性及影響性突然躍升

於政治活動與經濟發展之上，不

知身為教師的您對這一連串改革

的認同達到幾個百分比呢？而現

行的九年一貫課程，強調課程的

跨領域統整與大學科教學，授課

範圍不再侷限於課本，相對的教

師專業應當更顯得重要。但是就

新課程中「藝術與人文」領域所

包含之音樂、美術、表演藝術來

看，現職的音樂老師或美術老

師，都面臨了所受的專業訓練難

以負荷現行統整課程的窘境，這

恐怕是教育改革之士在決策前所

始料未及的，也可能是太過一廂

情願以為協同教學是解決跨領域

專業的萬靈丹，而將這些棘手的

問題，留給站在教育第一線的教

師們來自行設法解決。

其實「藝術與人文」就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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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間的相互影響。看到這裡，

您可能會懷疑為何印象樂派、國

民樂派等未列入上述六大樂派

中？事實上有許許多多的樂派由

於在歷史定位中，其影響的時間

較短，故分別融入於「大時期」

中，其中又以「現代樂派」為

著。自十九世紀末開始，政治、

科技、人文的改革，數十倍於從

前，全新的思潮席捲全球，直接

或間接的影響著音樂的曲風，繼

之而起的是交疊出現的樂風，迎

接著現實世界的衝擊，統稱為

「現代樂派」。現代樂派與造型藝

術有著密切的關聯性，後文我們

會再探討。

在眾多古典音樂作曲家中，

最廣為人知及歡迎的，非巴赫(J.

S. Bach, 1685-1750)、莫札特(W.

A. Mozart, 1756-1791)、貝多芬(L.

van Beethoven, 1770-1827)莫屬。

其實無論是十八世紀前期的巴赫

二、文學

音樂與文學能結合成什麼藝

術呢？最直接的答案，一是歌

劇，二是藝術歌曲。歌劇除了吸

收文學為其要素之外，其多樣化

的戲劇要素，也是一大主題，我

們將於綜合藝術再做討論。歌曲

的主要目的在於抒發情感，音樂

究竟只是襯托、或是音樂主導了

詞的意境，不同的樂派有著不同

的看法。文藝復興時期有種只特

別描繪個別的字或名詞的技巧，

我們稱之為「Word Painting」，中

文譯作「文字著色」或「字畫」，

也就是用音樂的音型來描寫詞的

意思。例如「地獄」可能用低音

或下行的音階來表示，「天堂」

則用相反的模式。亦或利用協和

或不協和音響來詮釋「安祥」與

「痛苦」。自此如何能適切的結合

音樂與文學，即是音樂家努力的

目標。

這一切的發展，到了歌曲之

王舒伯特(F. Schubert, 1797-1828)

與其後進舒曼(R. Schumann, 1810-

1856)的手上，更出現了許多令人

耳目一新的創作，他們巧妙的結

合音樂與文學(詩)，十分自然的呈

現出詩的意境。當時的著名詩

人，如：哥德 ( G o e t h e )、席勒

(Schiller)、海涅(Heine)及米勒

(Muller)，提供兩位作曲家創作藝

術歌曲Lieder的根基，無論是個別

存在的藝術歌曲，或主題貫穿的

連篇歌曲Song Cycle，寫景也好，

談境也罷，在在令人身歷其境、

感同身受，可謂音樂與文學結合

的最好例證。

教學活動建議

此單元的教學選擇極多，以

或以《四季》聞名的韋瓦第 (A.

Vivaldi, 1675-1741)，都是大多數

人心中的「早期」作曲家。事實

上他們在樂派的分期中卻都屬於

巴洛克時期的作曲家，相較下，

巴洛克之前的文藝復興時期與中

世紀時期的音樂家就鮮為人知

了。

教學活動建議

以不同樂派為縱軸，聆聽及

介紹代表性的作曲家作品之外，

加入以人文、歷史、地理等史料

及事物探討為橫軸的教學策略，

利用影片輔助教學，增添學生學

習興趣，豐富教學內容。

請學生準備一位作曲家之生

平和作品報告，再與同學共同討

論。

我們將影片分類、推薦如

下：

(一)與時代背景相關的影片

影片名稱 樂派時期 發生地點

《絕代寵妓》 文藝復興 威尼斯

《伊利莎白》 文藝復興 倫敦

《莎翁情史》 巴洛克 倫敦

《路易十四與他的情人》 巴洛克 巴黎

《鐵面人》 巴洛克 巴黎

《烈愛灼身》 巴洛克 巴黎

(二)與作曲家相關的影片

影片名稱 樂派時期 作曲家

《日出時讓悲傷終結》 巴洛克 馬林馬瑞與柯隆貝

《阿瑪迪斯》 古典樂派 莫札特

《永遠的愛人》 古典與浪漫樂派 貝多芬

《春光奏鳴曲》 浪漫樂派 蕭邦與李斯特

(三)與演奏家相關的影片

影片名稱 樂器 音樂家

《無情荒地有琴天》 英國大提琴家 杜普蕾

《鋼琴師》 澳洲鋼琴家 大衛‧赫夫考

《絕代艷姬》 巴洛克聲樂家 法理內利

《顧爾德32部短片》 加拿大鋼琴家 葛蘭‧顧爾德

(四)劇情片

《戰地情人》(曼陀林)、《鋼琴師與她的情人》、《紅色小提琴》、《海上鋼琴師》、
《春風化雨1996》、《死者的學園祭》

(五)卡通片

《名偵探柯南》─鋼琴奏鳴曲、《月光》殺人事件、《幻想曲2000》



自我感觸較深者為佳，也較易發

揮。如果一時沒有印象深刻的曲

目，那麼可以考慮舒伯特和舒曼

的作品。「寫實型」的作品首推

舒伯特的《魔王》，曲中的四個角

色 — 吟唱者、父親、小孩和魔王

由同一人擔綱全程演出，聲聲催

促的馬蹄聲貫穿全曲，其戲劇張

力的直入人心，真箇是大師手

筆，哥德的詞在舒伯特的音樂

中，更顯出適得其所的協調感。

「寫意型」的作品，在直覺上除舒

曼以外，更不做第二人想；唯意

境的體會與情意的感受上，需要

考慮到學生的年齡。其中最經典

的作品要算是海涅的十六首詩

《詩人之戀》，舒曼極其細緻的描

繪出愛情的酸甜苦辣，其導奏、

間奏與尾奏將戀人的期盼、等

待、空嘆娓娓敘來，隨著樂音飄

蕩於空中，和聽眾共享詩篇的共

鳴。亦可請學生選擇一自身最喜

愛的歌曲，並說明其動人之處，

並與同學共享。

貳、造型藝術

由於造型藝術包含繪畫、雕刻

與建築，因此也有人將之稱為「視

覺藝術」。在下表中，你將可以發

現這三者與音樂的高度雷同性。

由表中仍可看出藝術的本質

有殊途同歸的趨向，從你所熟知

的音樂領域擴展到造型藝術品的

賞析，此即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

領域學科統整的涵義。例如，建

築中常被提及的文藝復興，洛可

可(Rococo)和巴洛克式建築與音樂

中「同名」的樂派有否異曲同工

之處，每人的解讀或許不同，但

這不就是跨界賞析。

再談歐美現代美術的眾多派

別中，有許多派別是與現代音樂

相 關 連 的 。 例 如 ： 印 象 派

( I m p r e s s i o n i s m )、象徵派

( S y m b o l i s m ) 、 點 描 派

( P o i n t i l l i s m ) 、 樸 素 派

( P r i m i t i v i s m ) 、 表 現 派

( E x p r e s s i o n i s m )、未來派

(Futurism)、達達派(Dadaism)、超

現實派(Surreal ism)、新即物派

(Neue Sachlichkeit)和 現 實 派

(Versimo-音樂、Neo-Realism-繪

畫)等。看到這麼多的題材可以運

用，您一定希望立刻知道其共通

點在哪裡，但由於這部分並非三

言兩語可以盡述，有機會另闢專

題來討論。

造型藝術與音樂基本要素對照表

線條

色彩

媒材

型式

★溫順的彎曲。

★垂直的線條帶有明顯的角度對比。

★簡單的線條帶有細節的裝飾。

★單色調：由單一色調構成，僅以明

暗對比來做色差。

★複色調：由不同的色調構成，較有

對比或協調的運用空間。

★建築、雕刻：石頭、木頭、金屬、

玻璃、塑膠等。

★繪畫：鉛筆、水彩、油性顏料。

★藝術品組合成的外觀、架構，亦或

繪畫中的構圖。

旋律

織度

(合聲)

媒材

曲式

★級進的旋律線。

★大跳的旋律線。

★旋律中有著裝飾奏。

★單音音樂：僅由單一聲部的旋律組成。

★複音音樂：由兩聲部以上或單一旋律配搭

和聲所組成的。

★合聲：調式、調性、無調性或複調性均使

音樂色彩有截然不同之感。

★聲樂：獨唱、合唱、重唱、人聲加伴奏。

★器樂：獨奏、重奏、合奏、器樂加伴奏。

★音樂所呈現的架構。

造型藝術 音樂

教學活動建議

(一)雕塑：以紙黏土為創作素材，

製作與音樂相關造型的筆筒或

置物盒等，兼具教學意義、實

用性與紀念性，使學生在創作

過程中領略塑型與配色之感。

(見圖1：自製鍵盤筆筒)

(二)建築：從音樂看建築可能是八

大藝術中最難達成的部分，利

用上表來分析其共通性，可讓

學生學習從音樂的角度觀賞建

築，甚至在觀賞建築時，腦中

浮現樂音。

(三)繪畫：早期許多繪畫的主題均

發源自希臘、羅馬神話，教師

可請學生找出畫作，敘述故事

內容。再進一步探討其故事可

否曾用為歌詞或器樂曲之題

材，一併欣賞，如采斯第(M.

Cesti, 1623-1669)的《金蘋果》

和奧芬巴哈(Offenbach, 1819-

1880)的《天堂與地獄》。幾堂

課後，即可反過來播放音樂，

請學生描繪或討論心中意象，

如穆索斯基(M. Mussorgsky,

1 8 3 9 - 1 8 8 1 )的《展覽會之

畫》。

參、綜合藝術

綜合藝術的舞蹈、戲劇、電

影，其作品展現需要許多幕前、

幕後各司其職的專業人員齊心配

合，才能夠展現在你、我眼前。

每個小環節都有一個功不可沒的

螺絲釘默默付出著，每一場完美

的演出背後，都有無盡的汗水與

淚水。

舞蹈種類繁多，難以一一列

舉，但俄國作曲家柴可夫斯基(P.

Tchaikovsky, 1840-1893)的三大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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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舞名作是絕不能錯過的。在

《天鵝湖》、《睡美人》、《胡桃鉗》

三部巨作中，《胡桃鉗》最是老

少咸宜。尤其它快樂的耶誕氣

氛，豐富的各國舞蹈風格，配以

悠揚的樂音，更是另觀賞者在目

不暇給之餘又充滿愉悅。另一為

俄國作曲家史特拉汶斯基 ( I .

Stravinsky, 1882-1971)也有三大名

作：《火鳥》、《春之祭》和《彼

得洛希卡》。前二者洋溢著濃郁的

早期俄國民族風，然而大膽且反

傳統的創新手法，導致一九一三

年巴黎首演大失敗，雖然隔年的

演出已漸漸為觀眾所接受，但即

使百年後的今日，依然給人前衛

的感受。爾後的美國作曲家柯普

蘭(A. Copland, 1900-1990)作品：

《阿帕拉契之春》、《比利小子》

等舞劇，也展現出濃厚的美國民

族風，音樂創作上雖然較為傳

統，但也不失為雋永名作。

接下來討論戲劇，此處我們

將範圍界定在音樂劇(Musical)與

歌劇(Opera)。過去在台灣要欣賞

音樂劇或歌劇並不是一件易事，

演出場地的

缺乏上不難

克服，語言

障礙才是真

正令人卻步

的主因，這

也是二十世

紀 初 的 美

國，百老匯

有十足的條

件來養成音

樂劇的發展

空間 (因為音

樂劇使用英

文 )；即使如

此，音樂劇

與歌劇的賞

析仍是值得一試的。觀眾除了欣

賞整個表演給我們的感受外，歌

者所唱出的每首曲子都是他們將

自身融於角色後的情感抒發，只

要稍稍知曉大意，定能輕易的感

受到樂聲和樂音帶給你的震撼。

現今，台灣更有許多表演團體致

力於本土歌舞劇的演出。在教學

上，您可以借重福茂唱片所出版

的歌劇動畫(Decca, DV-5100)，該

公司曾經將莫札特的《魔笛》、普

契尼(G. Puccini, 1858-1924)的《杜

蘭朵公主》、比才(G. Bizet, 1838-

1875)的《卡門》等六部作品，以

動畫、偶動畫或真人演出電腦處

理畫面的手法，重新詮釋，賦予

不同的風貌，更清新易解。

隨著科技進步而出現的第八

藝術即為電影，電影是個艱深卻

平易近人的藝術。電影不僅故事

本身具有戲劇性，就連運鏡、取

角度、剪接、服裝、道具和配樂

等，樣樣都可謂是為增加戲劇性

而產生的新藝術，正所謂內行人

看門道，外行人看熱鬧，讓我們

以音樂內行人的角度，切入電影

圖1 自製鍵盤筆筒

來探討其共生共存的相依關係

吧！

一部電影中有多少時間是與

音樂共存的呢？答案是五分之四

以上的時間。有很多電影配樂反

客為主地擄獲觀眾的心之例子，

音樂常能將觀眾對戲劇的體認提

升到更高的境界。因此，世界各

國的影展中，音樂一直是一個十

分重要的獎項，歷年來奧斯卡金

像獎得獎的最佳原著音樂，無論

是音樂與電影的契合度，或音樂

本身，都有著極高的評價。一九

八六年的《遠離非洲》、一九八八

年的《末代皇帝》、一九九一年的

《與狼共舞》、一九九四年《辛德

勒的名單》、二千年的《臥虎藏龍》

等片，無一不是經典之作。除此

之外，《幻想曲》或《幻想曲

2000》，更將許多膾炙人口的古典

名曲予以「故事化」，讓許多原本

屬於「絕對音樂」的樂曲，展現

了迥然不同的風貌，如：艾爾加

(E. Elgar, 1857-1934)的《威風凜凜

進行曲》和貝多芬的《第五號交

響曲》。而原本屬於「標題音樂」

的杜卡(P. Dukas, 1865-1935)的

《魔法師的門徒》、史特拉汶斯基

的《火鳥》，也拜電影、動畫科技

之賜，得以活靈活現的展現我們

眼前，難以想像的魔法，透過畫

面一一呈現，生動至極。

教學活動建議

(一)舞蹈：學生先自行找出三拍子

的古典樂曲，兩人一組，學習

華爾滋舞蹈及音樂。

(二)戲劇：指導學生演出改編原著

劇本或自創短劇，選擇適當的

古典樂或流行音樂為背景，配

上道具、服裝，即可成為一齣

簡單的音樂劇。亦可請學生講



述古典歌劇或歌舞劇之故事內

容，作為日後欣賞之基礎。

(三)電影：可帶領學生分享曾經欣

賞過的電影，或教師安排配合

教學主題的影片欣賞，再共同

討論。例如：《阿瑪迪斯》和

《永遠的愛人》就是很好的題

材，透過影片可以領略到兩位

大師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音樂風

格，透過討論，教師可以了解

學生的觀點及學習到的內容。

肆、音樂與生活

音樂與我們的生活是如此的

密不可分，你可能曾在食品罐頭

上發現一個音樂術語變成了產品

名稱(見圖2：“Opus”編號 ─ 巧

克力 )，或在商品包裝上看到一個

音樂符號；亦或曾在飲用咖啡

時，驀然發現杯上這麼寫著：

「詩人說：我可以沒有墨水，但不

能沒有咖啡，蕭邦寧願用鋼琴換

一杯Cafe au Lait；咖啡是黑

鍵，鮮奶是白鍵，一半一半，沒

有比它更美妙的伴奏。」生活中

處處充滿著與古典音樂相關的事

物(相關主題請參閱89年8月《樂

覽》謝斐紋之〈與古典音樂相

遇〉)。就連暢銷中、外各式流行

歌曲，也與古典樂有著「同曲異

工」之妙。您知道哪些古典作曲

家的音樂最常被流行音樂界不知

不覺的借用嗎？您又知道有哪些

流行樂手曾受到古典樂的影響

嗎 ？ 拉 赫 曼 尼 諾 夫 ( S .

Rachmaninoff , 1873-1943)、柴可

夫斯基、貝多芬、巴哈、蕭邦(F.

Chopin, 1810-1849)、莫札特等作

曲家的旋律是流行樂界的最愛；

知名的樂團「披頭四」或藍調歌

手艾莉西亞‧凱斯(Alicia Keyes)

等人都曾借用過古典樂曲。這些

都可以成為教材，讓學生扮演第

一線尖兵，為音樂生活化來個最

徹底的搜索。

伍、結語

隨著時代的進步，我們的教

育思維也不斷的革新，新課程的

推展使教學的分科方式徹底改

變；順應時事的新潮流，在既有

的領域中灌入新的資源。但我們

相信，一個專業的教師不是坐等

別人將自己「專業化」，而是能以

更宏觀的視野來提昇自己的專

業。在這場改革中，無論授課或

受課者都需要時間來消化與適

應。對教師而言，這可能是千、

百次教學的其中一次，對學生而

言，卻是僅有的一次。音樂教育

的變革應可使原有的教學內容更

精采、更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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