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聲影《音樂遊戲》
衛武營當代樂團

2025.4.17 Thu. 19:30

演出全長約 95分鐘，含中場休息 15分鐘。
建議 7歲以上觀眾觀賞。

衛武營表演廳

衛武營國際音樂節藝術總監 陳銀淑 ｜ 藝術顧問 馬里斯・戈托尼



演出曲目

尹伊桑：《協奏小品》，給室內樂團（臺灣首演）

貝爾恩德．阿洛伊斯．齊默爾曼：《黃與綠》，給木偶劇的音樂（臺灣首演）

馬丁．史莫卡：《空中的帽子》（亞洲首演）
―搭配播映漢斯．里希特默片《早餐前的幽靈》

中場休息

劉博健：《三月之後》，給小提琴獨奏與室內樂團（世界首演，衛武營委託創作）

馬丁．史莫卡：《幕間音樂》（亞洲首演）
―為雷內．克萊爾默片《幕間節目》創作的配樂



樂曲解說

貝爾恩德．阿洛伊斯．齊默爾曼：《黃與綠》，給木偶劇的音樂
    一、 序曲
    二、 舞孃
    三、 小圓舞曲
    四、 幻境
    五、 進行曲
    六、 終曲

撰文｜徐惟恩（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院副教授；2018年兩廳院駐館藝術家）

《黃與綠》，是德國作曲家齊默爾曼在 1952年給杜塞道夫小酒館 Kom(m)ödchen喜劇
場所創作的木偶劇場音樂組曲，一共分成六段音樂：序曲、舞孃、小圓舞曲、幻境、進
行曲和終曲。作曲家在六段音樂當中，嘗試了不少當時很前衛的元素：融合了表現主義
和超現實主義，利用非傳統的聲音和結構，但融合了傳統管絃樂的創作及前衛技巧，豐
富地反映作曲家的創作能力與想像力，尤其是對於現代音樂創作的探索與實驗精神。在
聲音和結構上的創新運用，也融合了傳統和現代元素。

此作品創作於二戰後的德國，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和文化劇變。整個組曲探討在破碎的社
會中失落、認同和尋找意義的主題。不過，在 70年後的今天，它反而與現代藝術在應
對社會問題時的作用，產生了不約而同的共鳴，特別是在創傷和記憶的情況下，該作品
可以喚起大眾對現代社會的衝突與現狀，產生反思的作用。

齊默爾曼的目標，是創作一部不僅具有娛樂性，而且能夠引發思考和情感反應的作品。
他試圖讓觀眾思考更深層的存在主義問題。而加入的木偶表演，用了另一層媒介，反而
增加了一層抽象，令人對於疏離與交流等情感和關係進行獨特的探索，更加反映生活的
複雜性。他在社會議題上的發聲，影響了不少同為探索相似的身分和存在主義主題的作
曲家。而不少其他領域的藝術家，也因為他對形式和聲音的創新方法，啟發了戲劇音樂
及其他的創作，鼓勵他們嘗試傳統藝術以外的界限。

《黃與綠》不僅僅是一首音樂作品；它是對人類狀況的深刻探索，反映了時代的複雜性，
同時繼續在當代關於藝術和社會的討論中產生共鳴。其創新的風格和主題深度確保了其
在廿世紀重要音樂經典中的地位。



90



  



2023

E A

D G-sharp G C-sharp

12



尹伊桑：《協奏小品》，給室內樂團

撰文｜許珊綺（鋼琴家）

「作曲家不能對他生活的世界無動於衷。人類的苦難、壓迫、不公義……這一切都在我
的思緒中。哪裡有痛苦，哪裡有不公，我就想藉由我的音樂來表達我的看法。」

尹伊桑於 1917年出生於日治時期的朝鮮統營。1935年，他前往日本學習大提琴與作曲。
回國後，他因為參與反日運動而被逮捕。二戰後，朝鮮半島獨立，尹伊桑先後於法國和
德國留學。1967年因 KCIA間諜事件被韓國情報部員綁架回首爾，並以叛國罪被判處死
刑，引起世界譁然。在由史特拉汶斯基與指揮家卡拉揚所組織的請願書以及國際抗議的
壓力下，尹氏被釋放。其後他歸化入德國籍，並自此再未返回祖國。他的音樂以將亞洲
哲學「道家」和韓國傳統音樂融入到當代西方音樂聞名。

這首曲子採用了如標題所示的一種於 17世紀發展的協奏曲形式，其主要的特點在於獨
奏與合奏之間的交替與抗衡。在這個四段的單樂章作品開頭，三個音色層面便以其主要
的音樂形式依序呈現：弦樂的長音與音程滑音、鋼琴（流水般的音群）與打擊所形成的
音橋（ sound bridge），以及木管二重奏呼喚式的動機。我們也聽到這些不同素材如何
在發展中找到它們之間的能量，甚至融合一體。接續的較緩慢中段，單一樂器分別以獨
奏家的身分出現，如同一個裝飾奏段落。

長笛的滑音開啟了生動的第三段，小鼓的出現促成了弦樂與管樂的合體，並在木管的半
音階上行達到了頂點（標示為 ffff！）。然而，這只是暫時的，在僅七小節後，各聲部
又逐漸分離，並在弦樂持續不和諧音程的切分音符中告一段落。

一段平靜的對白帶領我們進入了此曲的最後一段，弦樂的滑音（這次是八度）再度出
現，所有樂器的融合形成了如交響樂團的密度，但這個合奏卻又被擊樂與巴爾托克撥絃
打斷，並很突然地結束此曲。

整曲最大的特點在於其音樂姿態與聲響的不穩定性，即便是單音符，它們也被給予了強
弱浮動或滑音、顫音指示，作曲家這樣描述：「它們正試圖在深淵中尋找停泊的地方。」
或許，這也反映了他自己的人生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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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時間藝術工作室

衛武營節目線上問卷
在地藝文支持夥伴

時間藝術工作室是由一群 21世紀的音樂人，一方面繼承了前人偉大的音樂遺產，一方
面卻又秉持著現代人獨有的創造力所成立的音樂團體。時間藝術工作室的演出，有古
樂、有現代音樂、也不乏古典音樂或是與其他藝術結合的跨界合作。除了推廣當代音
樂，也嘗試通過與不同領域的藝術家合作，探索視覺、空間和聲音之間的關係，創作
靈感來自當地傳統和最新技術的項目。 是最不受拘束的多元化音樂團體！ 

自成立以來，從獨奏、重奏表演，到全舞台音樂劇及多媒體作品，已在眾多國際音樂
節和藝術節上演出。演出足跡遍佈荷蘭、美國、智利、中國、澳門、香港等不同國家
與地區。

https://weiwuying.surveycake.com/s/xNGNO


更多 2025衛武營國際音樂節

衛武營當代樂團：樂舞《美國新章》
4.18 Fri 19:30  表演廳
指揮｜布瑞德．路博曼  /  低音管｜王芃惠  /  衛武營當代樂團

了解更多

《朗基的鋼琴宇宙》
4.19 Sat. 14:30  音樂廳
鋼琴｜戴佐．朗基

了解更多

閉幕音樂會《四種氣質》
4.20 Sun. 14:30  音樂廳
指揮｜簡文彬  /  鋼琴｜戴佐．朗基  /  高雄市交響樂團 

了解更多

https://npacwwy.tw/en01evuua
https://npacwwy.tw/en01CqIzu
https://npacwwy.tw/en01UiQB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