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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主要以「音樂札記」此書的讀後心得為主。為提昇音樂素質與涵

養，授課教師選用此書讓同學閱讀、討論、欣賞此書對音樂的評論與看法，

藉此激發同學對音樂的敏感度。利用課餘閒暇時間研讀此書的內容，且蒐

集其他相關資料作多方面的探討與欣賞，後匯整成讀書心得報告，並於課

堂時與教師、同學分享。本文主要是以作者的角度，對音樂的見解與書中

所提及內容作連結，再加上作者對音樂的偏好，說明音樂猶如審美觀，每

個人雖對音樂的感觸、偏好類型都不同，但無絕對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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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音樂家都有自己的音樂哲學，就如同書中提及西貝流士－被樂評家評

論為二十世紀最保守的作曲家，與馬勒精彩的辯論，兩人對交響曲有著不同的看

法。西貝流士著重「深刻的內在邏輯」和「形式的嚴峻」，但馬勒卻認為「音樂

必須和宇宙一樣，包羅萬象」。 

 

我認為音樂的本身就是主觀的，如同每個人都有不同的審美觀道理一樣。每

個人喜歡的音樂類型都不同，有人喜歡古典，有人喜歡爵士，有人則喜歡搖滾。

對於音樂的感受，更是人人都不同。 

 

就拿我自己做例子。我喜歡的音樂類型是偏輕柔的樂器演奏，古典音樂就在

範圍內；我也喜歡新世紀古典音樂，特別是鋼琴演奏，那種輕柔的旋律，好像能

帶走我所有的不愉快與疲憊。每一次聆聽音樂，就像進入音樂的世界裡，漫遊在

音符之中，沉澱心靈。對我來說，音樂是一場很享受的心靈饗宴，而我都會固定

去音樂網站瀏覽最近的音樂資訊，每一年都會送自己一張音樂專輯。 

 

對於音樂的感受，有些是客觀，有些卻非常主觀。在課堂上，老師曾播放古

典音樂給大家欣賞，要大家感受作曲家所要傳達的內容。有時候可以明確感受到

作曲家所要強調的，例如：激昂的、喜樂的、憤怒的、悲傷的，但大部份，每個

人對於音樂的感受都不太一樣，尤其是當音樂有故事作為主題的時候。 

 

當然，音樂也是種很好抒發情緒的管道，有些作曲家將自己當下的情緒、本

身的個性或是當時社會現象，反映在曲子當中；有些作曲家甚至與作家結合，使

單純的曲子成為歌劇，就如鼎鼎大名的奧國劇作家霍夫曼斯塔爾與史特勞斯合作

的四部歌劇，其中以＜玫瑰騎士＞最受歡迎，該劇是以十八世紀的懷舊題材，來

反諷十九世紀維也納貴族的沒落與資產階級的興起。 

 

不論對於音樂的類型、感受如何，不可抹滅的一項事實，那就是「音樂」本

身是一種文化史的紀錄，就和文學、藝術、電影一樣，我同意書中所述，音樂記

錄了當時社會、風俗，不同的是，除音樂之外，其他的都是實體的，都是人類集

體回憶不可或缺的一環。 

 

書中作者提到欣賞音樂的方法就是「聆聽」，不必把音樂當成一種專業知識，

只要當成業餘愛好就夠了，並且音樂就像心靈上的「自我增值」，每天都要留一

點時間聽音樂，把音樂當成日常生活，自然而然，精神生活就會豐富起來。 

 

指揮家與演奏家更是曲子的靈魂。 

我曾經聽過同一首曲子被不同的演奏家所彈奏，詮釋起來竟然有迥然不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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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貌。就拿蕭邦的夜曲作例子，有的演奏家所呈現出的就是輕柔、慵懶之感，充

份表達夜裡所給人浪漫、愜意的情懷；有些演奏家則是將夜裡的特質用憂鬱、孤

寂來替代。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書中提到「貝多芬的晚期風格」。 

「晚期風格」一詞首先出現於德國哲學家阿多諾的一篇論文中，後來經由文

化理論家薩伊德發揚光大，而不見得每位作曲家都有晚期風格。對我來說，比較

讓我感興趣的就是晚期的作品。 

 

當人生到達一定年歲之時，對於生命會有不同的見解與領悟，經由作曲家的

內化、創作，成為一部作品，然而這個作品絕對不是只有形式、內容，背後存在

的哲理更是值得所有聽眾去思考的。也許曲子本身並不吸引人，如同貝多芬晚期

的風格艱澀、乖張，對於初次接觸者而言，是最不好聽的，但是，這很有可能是

由於貝多芬晚年受耳聾之苦；又或許，這就是他對於人生的體悟。 

 

書中還有提到許多指揮家、演奏會…等，雖然我並非都認識，但對於音樂，

我有很多的感觸。 

對於每一位作曲家、指揮家、作品，除了客觀事實描述外，其他都是經由音

樂評論家所加註的見解與看法。我覺得，我們除了要有聆聽的耳朵與心靈外，還

要對音樂有「感覺」，可以試著揣測音樂所要傳達的意境，想像它是一個故事，

而我們是音樂評論家，就如同前面提到「音樂就是日常生活」，我們不只聽音樂，

更要懂得欣賞，而欣賞是主觀的，沒有絕對之分。 

 

我喜愛音樂，特別是單純的樂器演奏，偶爾會聽一些國外合唱團的詩歌專

輯。音樂能使我浸淫在心靈與音樂中，可以暫時安靜、沉澱一整天混亂的思緒，

進入音樂的世界中，隨著旋律的起伏、音樂的風格，能一起感受裡面的故事。它

可以激發創造力，使我的靈感源源不絕；它還有平復、撫慰人心的功效，這就是

為什麼現在盛行音樂療法。 

 

為了培養音樂素養，除了常瀏覽音樂資訊外，還會花時間「聆聽」音樂，或

是趁有空閒時參加音樂會，每一年都送自己一張專輯，希望自己也能像本書作者

一樣，對於音樂的感受是如此強烈、專精並且還有獨特的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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