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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卡爾‧奧福 ( Carl Burana , 1895-1982 ) 是 20 世紀著名的德國作曲家，更是

重要的音樂教育家，在他 87 年的音樂生涯中，透過長期的創作實踐與不斷的研

究探索，寫下許多著名的作品，而《布蘭詩歌》( Carmina Burana , 1937 ) 更是他

在音樂創作上一部重要的代表作。這部以中世紀詩歌為題材的大型作品，奧福將

中世紀、巴洛克及二十世紀這三個時空巧妙結合，以簡潔的節奏及特殊的音樂語

言創作出獨特的音樂風格。身為音樂老師的我，卡爾‧奧福這個名字早已十分熟

悉，但對於他的生平和他所處的時空背景，以及所創作的樂曲卻感到陌生，所以

本文將以此作為了解的重點，並試圖探究其作品《布蘭詩歌》。在結構上，本文

共分為四個部份，在第一部份中，本文將對二十世紀的新古典主義加以說明；第

二部份則針對卡爾‧奧福的生平做一介紹；第三部份則以《布蘭詩歌》為例，進

行分析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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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古典主義音樂  
十九世紀，科學的快速進步，電報、電話、錄音器材與無線電的發明，拉近

了東西方國家的距離，也間接增加對各民族間音樂的認識；而鐵路與汽車工業的

突飛猛進，也使經濟快速發展起來。進入二十世紀後，科技與工業持續進步，飛

機、汽車、收錄音機以及電話……等的普遍使用，將人們的生活徹底改變。自然

科學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及量子力學1的研究結果，則改變人們對物質結構的

概念以及對宇宙及世界的認知。而 1914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得許多國家經

歷社會與政治的動盪與不安，也改變了世界政治的權利結構。 
 

西方音樂上，在歷經十九世紀浪漫主義音樂的洗禮，調性、和聲的使用達至

巔峰，社會與科技的發展與改變，也影響音樂家們去思索音樂未來的新方向。隨

著浪漫主義的式微，緊接而來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得新的生活型態及社會價值

漸漸形成，西方的文學、哲學、繪畫、舞蹈及音樂出現許多新的思潮，音樂的發

展也趨於多樣，不同的音樂風格更如春筍般形成。二十世紀初，一些音樂家們對

於晚期浪漫主義那種過分誇大的語言，開始感到厭倦，而印象主義中那種虛幻的

描寫也覺得不合時宜，於是一種不同於前兩者的「新古典主義」音樂風格就此產

生。 
 
「新古典主義」在音樂上通常是指 20 世紀上半葉的一種寫作風格，主要盛

行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約二十年代至五十~六十年代)，是

對後浪漫時期漫無節制的感情誇示及誇張渲染的表現手法、印象主義的虛無飄渺

以及表現主義的矯飾產生反感所形成的新風格。在法國，以薩替（Erik 
Satie,1866-1925）和「法國六人團」(Les Six)為首，喊出回歸簡樸的口號，以對

抗印象樂派，當時這個運動的積極代言人柯克圖(J. Cocteau,1889-1963)在 1918 年

曾說道：「終止那些雲彩、那些海浪、那些男女水神與那些夜間氣息。我們需要

的是一種凡間的日常音樂…⋯…⋯，一種不受個人牽制的、客觀的藝術，能讓聽者神

智清醒的…⋯…⋯，完整的、純粹的、沒有多餘的裝飾。」2；在義大利，布梭尼（Ferruccio 
Benvenuto Busoni,1866-1924）於 1897 年所創作的《喜劇序曲》(Comedy Overture)，
採用了「新古典主義」的作曲手法。他還在 1920 年發表了一封名為《新的古典

主義》(Young Classicism )的公開信，其中提到：「我所理解的新古典主義，就是

掌握、選擇或利用以往經驗的全部結果，以及這些成果所體現的堅實而優美的形

式。」3這封信被視為新古典主義的宣言信，而他的幾部作品也被認為預示新古

典主義的風格；而 1924 年，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1882-1971）在英國雜

誌上也發表了《回到巴赫》的文章，其主要訴求是要把巴赫的作曲手法結合音樂

語言的最新手段，而他在 1920 年創作的舞劇《普爾欽奈拉》(Pulcinella)被視為新

古典主義的標幟。 

 
                                                
1 量子力學是描寫微觀物質的一個物理學理論，與相對論一起被認為是現代物理學的兩大基本支

柱。 
2
 見密赫爾斯 ( Michels, Ulrich )(2006)，《音樂圖驥》( dtv-Atlas Musik，劉岠渭主譯)，〈二十世紀〉

2
 見密赫爾斯 ( Michels, Ulrich )(2006)，《音樂圖驥》( dtv-Atlas Musik，劉岠渭主譯)，〈二十世紀〉

金立群譯。頁 499。 
3 見于潤洋主編(2001)，西方音樂通史：音樂卷(修訂本)。(上海：上海音樂)，頁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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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此之前，一些作曲家的作品已被認為預示了新古典主義風格，他們

將眼光追溯至十八世紀，甚至更早，嘗試用簡潔的曲式，更客觀適當的情感，引

導出二十世紀的新音樂。在 Arnold Whittall 所寫的葛洛夫網路辭典《Grove Music 
Online》的「新古典主義」辭條中，明確指出音樂中新古典主義起源： 

 
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些 20 世紀的作曲家在創作上的一種運動

風格，他們以復興均衡的形式和明顯清晰的主題，回歸較早期風格的過

程，並以此取代後期浪漫主義越來越誇張及複雜混亂的音樂現象。4 

 

當中更提到這些作曲家們並非一味的復古： 

	 

一個新古典主義作曲家極可能在創作上使用擴充的調性語言，甚至

使用無調性方式取代，而非全然回歸或再現古典維也納時期的調性結

構。但「新」(Neo-)這字首通常隱含對古典時期音樂特徵的模仿涵義。

自 1970 年代，後現代主義出現後，新古典主義不只是作為回歸或復古

的意思，而是作為表達對當代多樣性的一種認知。5 

而 Paul Griffiths 在牛津網路音樂辭典《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Music》中對「新古

典主義」的來源，他指出： 

這術語應用於二十世紀音樂，可向前延伸到 1920 年左右。一些作

曲家寫作以 17、18 世紀的曲式及風格的作品，作為對 19 世紀浪漫主義

過度的管弦樂配器的反動。普羅高菲夫(Prokofiev)的《古典交響曲》

(1916-1917)和理查‧．史特勞斯(R.	 Strauss)的歌劇《阿里阿德涅在拿索斯

島》(Ariadne	 auf	 Naxos	 ,1912)都被視為新古典作品，但這個運動真正的

起點，是在史塔溫斯基(Stravinsky)	 的作品中：《普爾欽奈拉》

(Pulcinella,1920)6	 、《俄狄普斯王》(	 Oedipus	 Rex	 ,1927)、綺想曲(Capriccio)…⋯…⋯

等，以及亨德密特(Hindemith)。在英國，雷夫·•佛漢·•威廉斯(Vaughan	 

Williams)於 1925 年創作的作品《學院協奏曲》(Concerto	 Accademico)也

是新古典主義風格；然而因為大多作曲家的仿效對象是巴赫，所以「新

巴洛克」(neo‐baroque)可能是個更精確的描述。7	 

                                                
4 引用並編譯自 Arnold Whittall.“Neo-classicism”. from Grove Music Online. 原文：A movement of 
style in the works of certain 20th-century composers, who,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revived the balanced forms and clearly perceptible thematic processes of earlier styles 
to replace what were, to them, the increasingly exaggerated gestures and formlessness of late 
Romanticism.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the term in all its aspects have been traced by Messing. 
5引用並編譯自 Arnold Whittall.“Neo-classicism”. from Grove Music Online. 原文：Since a 
neo-classicist is more likely to employ some kind of extended tonality, modality or even atonality than 
to reproduce the hierarchically structured tonal system of true (Viennese) Classicism, the prefix ‘neo-’ 
often carries the implication of parody, or distortion, of truly Classical traits. The advent of postmodern 
sensibilities since the 1970s has made it possible to see neo-classicism not as regressive or nostalgic but 
as expressing a distinctly contemporary multiplicity of awareness. 
6
 為芭蕾舞劇，以十八世紀義大利作曲家帕格萊西(Giovanni Pergolesi.,1710-1736)的音樂為基礎，

融會個人的創作風格，重現古典與現代交融的新古典主義復古色彩。 
7 引用並編譯自 Paul Griffiths.“Neo-classicism”. from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Music.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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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Ulrich Michels 的音樂圖驥中指出「新古典主義」的起源： 
 

約在 1920 年出現的新古典主義，是對(晚期)浪漫主義、印象主義和

表現主義，情感唯心藝術觀的玄學以及末日將臨的玄祕迷信的一種反

動。…⋯…⋯…⋯開先河者為薩悌的「陽春音樂」，乾淨、風趣、靈巧。從美

國傳來雜耍劇場與爵士音樂，活潑輕盈，粗樸熱情。歌劇、喜劇與巡迴

戲劇使所有的領域染上流行色彩。科技發展也提供靈感。8 

 

書中另針對新古典主義提出幾個特點：回歸十八世紀、回歸古代、風格多元、形

式主義與結構主義；其中更點出新古典主義取材的廣泛，內容包含了歐洲以外的

音樂與爵士樂。 

 

新古典主義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幾乎不約而同的發生在西方各個地方，作

曲家因其所屬的地域環境及思想的差異，使作品風格相差甚遠。主要的新古典主

義作曲家如下： 

法國：奧乃格 ( Arthur Honegger , 1882 - 1955 ) 、米堯 ( Darius Milhaud , 

1892-1934 )等六人團 ( Les Six ) 為主。 
俄國：史特拉汶斯基 ( Igor Stravinsky , 1882 – 1971 )、普羅可菲夫(Sergey 

Prokofiev, 1891 – 1953 )、蕭士塔高維契 ( Shostakovich , 1906 – 1975 )、齊爾品

( Alexander Tcherepnin , 1899 – 1977 )等。 
義大利：布梭尼 ( Ferruccio Busoni , 1866 – 1924 )、卡瑟拉 ( Alfredo Casella , 

1883 – 1947 )、馬利皮婁 ( Gian Francesco Malipiero , 1882 – 1973 )等。 

德奧：亨德密特 ( Paul Hindemith , 1895 – 1964 )、奧福、懷爾 ( Kurt Weill , 

1900 – 1950 )等。 

東歐：匈牙利的高大宜 ( Zoltán Kodály , 1882 – 1967 )、波蘭的西馬諾夫斯

基 ( Karol Szymanowski , 1883 – 1937 )、捷克的素克 ( Josef Suk, 1874 – 1935 )等。 

英國：布里斯 ( A.Bliss, 1891 – 1975 )、提佩特 ( M. Tippett )等。 

美國：艾伍士 ( Charles Edward Ives , 1874 – 1954 )、瓦瑞斯 ( Edgard Varse , 

1883 – 1965 )、蓋希文 ( George Gershwin , 1898 – 1937 )等。 

 

新古典主義在美學上，反對浪漫主義音樂的標題性、過分主觀及誇張渲染的表現

手法，盡量將注意力集中於音樂本身，以客觀的立場、均衡的曲式、清晰易辨的結構、

明晰的旋律線條及有節制的情感表達來創作。他們主張不具有個人主觀情感的音樂

作品，作品中不以音樂描述景物與故事，更不是宣洩個人情感的媒介，而是表達一種單

純的聲音美學，音樂的標題性不再受到強調。取材方面，幾乎涵蓋整個音樂歷史風格，

包括歐洲以外各民族音樂及爵士樂風格等。技法上，則選擇運用十八世紀或更早期的作

                                                                                                                                       
Term applied to 20th‐cent. mus. trend which developed in the 1920s, when several composers wrote 
works in 17th‐ and 18th‐cent. forms and styles as a reaction against the excessive orchestration of the 
late 19th‐cent. romantics. Prokofiev's Classical Symphony ( 1916 – 17 ) and R. Strauss's Ariadne auf 
Naxos ( 1912 ) can be claimed as neo‐classical, but the movement began in earnest with Stravinsky 
(Capriccio for pf. and wind, pf. conc., Pulcinella, vn. conc., Oedipus Rex, etc.) and Hindemith. In Eng. 
Vaughan Williams's vn. conc. (orig. Concerto Accademico) of 1925 was neo‐classical in style, though, 
because for most composers the model was Bach, neo‐baroque might be a more accurate description. 
8 同註 2，頁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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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技法，如：組曲、大協奏曲、賦格、舞曲……等。配器上則以清晰、透明為訴求，不

像浪漫主義那麼濃郁、厚重。儘管作曲家們將眼光放至浪漫主義之前，但他們還是根據

自己的愛好與性格，結合二十世紀的思想與情感，搭配二十世紀和聲與節奏的新

概念及現代作曲技法，創造出屬於自己風格的音響效果及音樂作品。 
 

 
 
 
 
 

 
 
 
 
 
 
 
 
 
 
 
 
 
 
 
 
 
 
 
 
 
 
 
 
 
 
 
 
 
 
 
 
 
 
 
 
 
 
 



 

 6 

二、卡爾‧奧福的生平  
二十世紀隨著人們生活型態與思想的改變，西方音樂在形式與表現上也呈現

多樣且豐富的樣貌，生長在這樣時空下的奧福，當然也受到影響；此章節將針對

他的生平背景、學習歷程及音樂思維形成作一介紹，以了解他獨特的創作手法及

音樂理念。 
 

(一)1895-1918 音樂養成期 
 

1895 年 7 月 10 日奧福誕生於慕尼黑(Munich)南方的班奈狄克波恩

(Benediktbeuren)9。父親是一名職業軍官，母親則擁有極高的藝術天分；每天傍

晚或晚上，父母經常相約彈琴，家族中總是充滿著濃厚的音樂氣息。幼年時，住

家附近的飯館和酒館的庭院裡，每到夜晚總傳出各種樂音10陪著奧福進入夢鄉，

無形間豐富了他的幼年生活。 
 
年幼的奧福最喜歡聽媽媽彈琴，而他總會在一旁以玩具在地上敲打著拍子；

五歲時，由母親啟蒙鋼琴，並在媽媽協助記譜下，創作了他的第一首搖籃曲。每

年復活節的慶祝活動，他最愛和祖父一起去聖麥可教堂(St. Michael Church)聆聽

拉素士(Roland de Lassus,1532-1594)的懺悔詩歌(penitential psalms)。1905 年，進

入慕尼黑的路易文科中學(Ludwig Gymnasium)就讀，1907 年轉入偉特巴赫科中

學(Wittelsbacher Gymnasium)學習。1909 年，奧福首次接觸大型歌劇：華格納《漂

泊的荷蘭人》(Der fliegende Holländer,1843)，引起他極大的興趣，之後他開始大

量欣賞不同音樂家的作品，特別是華格納的《尼布龍根指環》(Der Ring des 
Nibelungen)和《崔斯坦與伊索德》(Tristan und Isolde)，及理查‧史特勞斯(Richard 
Strauss,1864-1949)的《莎樂美》(Salome)和《艾蕾克塔》(Elektra)，德布西(Claude 
Debussy,1862-1918)的《夜曲》(Noctures)都留給奧福極深刻的印象。當時他最鍾

愛的作曲家是莫札特、舒伯特及布魯克納(Anton Bruckner,1824-1896)；除此之

外，他還常在劇院中欣賞一系列古典作家，如：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莎士比亞……

等人的作品，引發他對戲劇的喜愛，更對後來所從事的音樂創作影響深遠。 
 
1911 年前後，奧福以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及史朵姆(Theodor 

Storm,1817-1888)……等人的詩寫作一些藝術歌曲；同年，在外公資助下，出版

了第一本歌曲集《耶里蘭》(Eliand)，歌詞取自卡爾‧史帝勒(Karl Stieler)的《高

原之歌》(Hochlandlieder)。同年，他還跟奧古斯特海因德(August Haindl)學習和

聲，為次年的音樂院考試作準備；1912 年，奧福考進巴伐利亞音樂院(Bayerische 
Akademie der Tonkunst)，並進入比爾‧瓦布倫(Beer Walbrunn)作曲班學習，但由

於嚴格學院式的教學及傳統教學法無法滿足奧福的學習慾望，他開始尋找其他不

同的音樂語言，包括荀白克(Arnold Schoenberg,1874-1951)及德布西；尤其當他獲

得德布西《夜曲》總譜時，一再研讀並試圖在鋼琴上想像與感受那種新的神奇音

樂。他曾說： 
                                                
9 班奈狄克波恩修道院在中世紀所流傳下來的詩歌，即後來奧福在 1937 年創作《布蘭詩歌》的

題材。 
10 這些美妙的樂音包括了當地民歌、軍歌、手風琴、古老的奇特爾琴(Zither)和各種打擊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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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長時間地沉湎並陶醉於閱讀之中。這就是我苦苦找尋的、始

終在我眼前飄忽不定的音樂，這就是讓我一見如故的音樂，這就是我能

夠表達自己的風格。11 
 
為了瞭解德布西的音樂，奧福還前往民族博物館中尋找對德布西有特殊意義

的東方樂器，正因如此，奧福接觸了許多東方的打擊樂器。1914 年奧福離開學

校，為了精進琴藝，於 1915 年跟隨鋼琴家、作曲家及指揮家赫爾曼‧齊黑爾

(Hermann Zilcher)學習鋼琴；齊黑爾知道奧福對戲劇的狂熱，特別介紹他到慕尼

黑室內劇團(Munich Kammerspiele)幫忙。1917 年在因緣際會下，擔任了劇團樂長

的職務，這個際遇加強了奧福對劇場的概念，也對日後的音樂發展有著重要的影

響。同年 8 月，奧福被徵召入伍加入巴伐利亞第一野戰砲兵團，隨即被派往東部

前線，之後因得了嚴重痢疾，被送回家鄉。離開軍隊後，他相繼在曼海姆國家劇

院(Nationaltheater Mannheim)及達姆市宮廷劇院(Hoftheater in Darmstadt)擔任樂

長職務，於 1919 年回到他的家鄉重新開始中斷許久的創作。 
 
在這段學生時期及音樂養成階段裡，奧福就像一塊大海綿，接觸許多不同時

期的音樂、歌劇與戲劇……等，並研讀許多希臘悲劇及文學家們的作品；特別是

對德布西創作中的新風格有著強烈的愛好。此外，他也受到表現主義藝術家「藍

騎士」(Der Blaue Reiter)畫派影響12，這些對他未來的創作及音樂理念起了一個很

大的作用。 
 
(二)1919-1937 音樂探索期 
 

1919 年，奧福開始致力於創作，並研究早期音樂大師們的作品，特別是 16、

17 世紀的音樂，還長時間研究複音音樂，這對他日後寫作有著不可抹滅的影響。

1921 年，奧福與德國音樂學家庫爾特‧薩赫斯(Curt Sachs,1881-1989)結識，薩爾

斯認為奧福適合戲劇音樂的創作，應朝舞台表演方向發展；在薩赫斯的建議下，

他開始研究蒙台威爾第(Claudio Monteverdi,1567-1643)及其作品。之後兩三年

間，奧福以新的舞台戲劇手法及配器，改編蒙台威爾第三部作品：《奧菲歐》

(L’Orfeo)、《阿莉安娜的悲嘆》(Lamento d’Arianna)、《英格拉特》(Ingrate)中的〈牧

神之舞〉(Tanz der Spröden)。 
 
1924 年，他與桃樂西‧郡特(Dorothee Günther)在慕尼黑創建「郡特學校」

(Güntherschule)，在那裡他們試圖實現對音樂與舞蹈的教育理想。這期間，奧福

發展出「基礎音樂」(Elementare Musik)的概念，並探求音樂、語言、肢體與舞蹈

的結合，他相信節奏能將語言、音樂與舞蹈和諧地結合：敎授節奏很難。人們只

能分拆、分解節奏。節奏並不抽象，節奏是生活本身。節奏產生效果，發揮作用，

是語言、音樂和動作的合力。13
此外，他還在教學中大量使用各種不同的打擊樂

                                                
11見莉洛‧格絲朵芙(1981)，《羅沃爾特音樂家傳記叢書：奧爾夫》(王天若譯)。(北京：人民音樂)，
頁 30。 
12 參見顏綠芬(1995)，〈一位偉大作曲家的畫像〉，《奧福教育年刊》，2。(台北：中華奧福教育協

會)，頁 63。 
13 同註 11，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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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並在與老師們的互動、教材編寫及教育實踐中，建立往後的音樂風格及創作

方向。 
 

1927 年威瑪音樂家西特格爾(Fritz Büchtger,1903-1978)成立「當代音樂協會」

(Vereingung für Zeitgenössische Musik)，在 1929 至 1931 年間，協會總共舉辦四次

音樂節，以發表當時作曲家作品為主，其中也包括奧福的新創作及他改編的作

品，甚至將巴赫的《聖路克受難曲》(St. Luke Passion)以舞台作品形式演出。1931

年奧福接下慕尼黑巴赫協會(Munich Bach- Verein e. V.)的指揮，1933 年指揮了舒茲

(Heinrich Schütz,1585-1672)的《耶穌基督的復活故事》(Historia der Auferstehung Jesu 

Christi)後，因希特勒政權崛起而辭去指揮的職務。 

 

在這段創作摸索期，奧福本著對文藝復興與巴洛克時代音樂風格的喜愛，深

入探索與研究，尤其是蒙台威爾第的歌劇創作。除了研讀作品外，奧福更運用新

的舞台戲劇手法及配器，改編蒙台威爾第的作品，這對他的創作風格以及運用新

的舞台方式呈現音樂有強烈影響。而這時期所興辦的「郡特學校」更間接提供他

在樂曲創作時所需要的音樂素材。 

 

(三)1937-1982 創作成熟期 

 

1937 年 6 月 8 日，《布蘭詩歌》在法蘭克福首演，演出後，奧福回收所有的

創作，並將此作品編號為第一號，正式宣佈了全新創作時代的來臨。這部大型作

品融合了古代希臘戲劇、中世紀詩集、巴伐利亞民謠……等素材，透過簡單清晰

的旋律及豐富的節奏，成為二十世紀最受歡迎的作品之一。從《布蘭詩歌》開始

到晚期的創作，奧福幾乎都以戲劇及舞台作品為主，而奧福所要追求的「完全劇

場」(Gesamkunst)
14
，也趨於完整。而 1942 年的《卡度利詩歌》(Ctulli Burana)及 1953

年的《阿佛第特的勝利》(Trionfo di Afrodite)與先前的《布蘭詩歌》並稱為《勝利

三部曲》(Trionfi)。這些樂曲中，經常可見以古代調式寫成的旋律及簡單有力的

節奏，對於複雜的和聲及對位他並不十分在意。除上述作品外，奧福在 1938 年

及 1942 年分別寫作兩齣童話歌劇：《月亮》(Der Mond,1938)與《聰明的女人》(Die 

Kluge,1942)，也創作了幾部宗教性的合唱曲和宗教劇，以及以古希臘悲劇為題材

的舞台劇……等。 

 

1944 年，「郡特學校」被慕尼黑當地納粹指揮官強行關閉，1945 年校舍在一

次的轟炸襲擊中被炸毀；直到 1948 年巴伐利亞電台邀請奧福製作主持一系列兒

童音樂節目，這才使得奧福的音樂理念有了延續，除了重新修訂教材外，也重新

製造樂器。1950 年第二版的奧福音樂教材出版，成為現在流行最廣的兒童音樂教

材，也奠定了他音樂教育家的地位。 

 

1950-1960 年間，奧福在慕尼黑音樂院擔任高級作曲班指導教授，1961 年他

辭去教職，於薩爾茲堡(Salzburg)創辦正式的「奧福教學法」訓練中心；之後他在

各地進行「奧福教學法」的巡迴演講，推廣自己的教育理念；1972 年，獲頒慕尼

                                                
14 所謂「完全劇場」，即整體的藝術(Gesamkunst)。是一種將節奏、語言、詩句、音樂、舞台、劇

場等元素結合在一起所形成的整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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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大學榮譽博士及國家獎章。1975-1981 年間，奧福親自編輯八冊工作紀實和文

獻《卡爾‧奧福及其作品》(Carl Orff und sein Werk：Dokumentation)，詳實記錄他

的生平、教育理念及作品創作概念。1982 年 3 月 29 日奧福逝世於慕尼黑，結束

了他 87 歲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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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布蘭詩歌 
1937 年，當奧福寫信向出版商提出：「迄今我寫的作品，而遺憾的是你都已

經出版了的，你可以全部銷毀！我的作品全集將從『布蘭詩歌』開始。」15這代

表著奧福成熟的創作時代來臨。本節將針對作品的創作背景、樂曲結構、音樂特

色……等，來探討《布蘭詩歌》震撼人心的簡約之美。 

 

(一)創作背景 

 

中世紀時，德國慕尼黑的修道院修士擁有鹽市管理權及貨幣製造權，使得慕

尼黑成為南德的經濟政治中心，也因此產生了修道院僧侶與世俗權勢利益相互交

雜的特殊文化。當時一批放蕩不羈的學者、浪人與神職人員，因不滿教皇專斷及

教會腐敗，過著浪蕩的生活，並寫作一些諷刺社會、歌頌飲酒、性愛與賭博……

等的詩歌。1803 年，因班奈狄克波恩修道院收歸國有，在修道院圖書館中意外發

現許多詩集與戲劇文本，其中包括一卷中世紀的詩歌手稿，其創作時間大約是

11 至 13 世紀，文字大多以拉丁語寫成，少數以古德文及古法文書寫，內容則可

分為宗教與世俗兩部分。1847 年，一名巴伐利亞學者許梅勒(Johann Andreas 

Schmeller)將這些詩篇編輯成冊，以「布蘭詩歌」
16
為名出版。 

 

1934 年，奧福在一間二手書店意外發現這部詩集，當他打開書的第一頁，看

到巨輪中戴著光環，主宰世界的命運女神其圖像【圖二】與詩句，他便決定要將

詩集中的文字譜成樂曲；他從中選出二十幾首詩歌，作為作品的題材，完成這部

大型作品。1937 年在法蘭克福首演，其特殊的奧福音樂風格立即獲得大家的讚揚。 

 

【圖二】奧福在二手書店發現的《布蘭詩歌》首頁圖像
17
 

 

 
 

                                                
15 同註 12，頁 59。 
16原文“Carmina Burana”的“Carmina”是拉丁文中歌曲之意，“Burana”則是班奈狄克波恩修道

院早期的地名。 
17
 取自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Carmina Burana”, 2011,Web Site: 

http://en.wikipedia.org/wiki/Carmina_Burana，圖像中，齒輪外圍寫著「我將豋基，我登基，我登基

過，我沒有王國」說明了人世間命運的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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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歌詞、題材與樂曲編制 

 

奧福將其分成「初春；在草原上」(Primo Vere ; Uf Dem Anger)、「在酒館」

(In Taberna)及「愛情的宮殿」(Cour D’Amours)三個部份，並以《喔！命運女神》

(O Fortuna)一曲作為第一曲與終曲，前後呼應，代表命運輪圈轉動之概念，所有

生命都無法戰勝命運，擺脫不了命運的捉弄與輪迴。歌詞以拉丁語為主，其中幾

首為中古高地德語和古法語，內容多為歌頌飲酒之樂與男女交歡。 

 

樂曲編制方面，包含不同的聲樂組合及三管編制的管弦樂團，再加上兩台鋼

琴，是一部大型的舞台清唱劇。正式拉丁文曲名：《Carmina Burana: Cantiones 

profanæ cantoribus et choris cantandæ comitantibus instrumentis atque imaginibus 

magicis》(布蘭詩歌：歌手與合唱團和樂器與魔幻影像一起演唱的世俗歌曲)，作

品編制如下： 

 

1.聲樂部分 

‧獨唱： 

女高音、男高音、男中音 

‧合唱： 

由合唱團員組成的小型合唱(男高音 2，男中音，男低音 2) 

大編制的混聲合唱 

小編制的混聲合唱 

童聲(男)合唱 

 

2.器樂部分： 

吹管─ 
3 長笛（第 2,3 長笛兼任短笛）、3 雙簧管（第 3 雙簧管兼任英國管）、3 單簧管（第

2 單簧管兼任高音單簧管，第 3 單簧管兼任低音單簧管）、2 低音管、1 倍低音管、

4 法國號、3 小號、3 長號、低音號 
 
打擊─(5 人) 
定音鼓、2 小鼓、大鼓、三角鐵、鈸（踫鈸及吊鈸）、鐃鈸、棘輪、響板、鈴鼓、

馬鈴、鑼、管鐘、鐘、木琴、3 鐘琴 
 
鍵盤─鋼片琴(celesta)、2 鋼琴 
 
弦樂─ 
第 1 小提琴、第 2 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 
 

值得注意的是，奧福採用不同型態、音色組成的大小合唱團及獨唱豐富樂曲

的色彩；而管弦樂團不僅使用三管編制，並加入兩台鋼琴，且大量使用各種打擊

樂器，製造出宏偉渾厚的音響效果。  

 

整首作品各曲順序、題材與編制搭配如下： 

 

 



 

 12 

各曲順序 各曲名稱 編制 文字 

序─ 

Fortuna Imperatrix Mundi 

命運─世界的女王 

 

1 O Fortuna 

啊！命運 

合唱 拉丁文 

2 Fortune plango vulnera 

痛哭命運帶來的創傷 

合唱 拉丁文 

Ⅰ 

Primo Vere  

初春 

 

 

3 Veris leta facies 

春的笑臉 

小型合唱團 拉丁文 

4 Omnia sol temperat 

陽光普照 

男中音 拉丁文 

5 Ecce gratum 

只喜可盼 

合唱 拉丁文 

Ⅰ 

Uf dem anger 

在草原上 

6 Tanz 

舞蹈 

純器樂  

7 Floret silva 

高貴森林 

合唱 高地德語 

8 Chramer, gip die varwe mir [German] 

商人，請給我脂粉 

女高音和合唱團 高地德語 

9 Reie [German] 

輪旋舞 

Swaz hie gat umbe 

那群轉啊轉的人 

Chume,chum geselle min 

來吧來吧我的愛人 

Swaz hie gat umbe 

那群轉啊轉的人 

純器樂 

 

合唱 

高地德語 

 

 

10 Were diu werlt alle min [German] 

如果全世界都屬於我 

合唱 高地德文 

第二部份─ 

In Taberna 

在酒館 

11 Estuans interius 

滿腔怒火 

男中音 拉丁文 

12 Olim lacus colueram 男高音和只有男高音 拉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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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幾何時也住在湖上 和男低音的合唱團 

13 Ego sum abbas 

我是院長 

男中音和只有男高音

和男低音的合唱團 

拉丁文 

14 In taberna quando sumus 

當我們在酒館時 

男高音和男低音的合

唱團 

拉丁文 

第三部份─ 

Cour d'amours 

愛情的宮殿 

15 Amor volat undique 

愛情處處飛 

女高音和男孩的獨唱 拉丁文 

16 Dies, nox et omnia 

日、夜和一切  

男中音 拉丁文、

古法語 

17 Stetit puella 

姑娘亭亭玉立 

女高音 拉丁文 

18 Circa mea pectora 

在我心中 

男中音和合唱 拉丁文、

高地德語 

19 Si puer cum puellula 

男孩和女孩 

男高音 3，男中音 1，

男低音 2 

拉丁文 

20 Veni, veni, venias  

來，來，來吧 

各聲部 2 人的合唱 拉丁文 

21 In truitina 

我的迷惑懸在天秤 

女高音 拉丁文 

22 Tempus est iocundum 

快樂的時光 

童聲合唱，女高音，

男中音 

拉丁文 

23 Dulcissime 

甜蜜的人 

女高音 拉丁文 

Blanziflor et Helena 

白花嶼海倫 

24 Ave formosissima 

問候你，美麗的女郎 

合唱 拉丁文 

Fortuna Imperatrix Mundi 

命運─世界的女王 

25 O Fortuna 

啊！命運 

合唱 拉丁文 

 

從上面表格可得知，這個作品除了第六曲《舞蹈》為純器樂曲，表現出舞蹈

時的歡樂氣氛外，全部都是聲樂與器樂結合的形式。除第一、二、二十四及最後

一首曲子外，奧福依歌詞內容將作品分成三個部分：「初春；在草原上」、「在

酒館」及「愛情的宮殿」。第一部分共八首曲子，歌詞主要是讚頌春天，萬物欣

欣向榮，年輕男女們開心地期待著春天與愛情到來；第二部分為四首曲子，是三

個部分中曲子最少的，描寫小酒館內，一群人訴說著自己的苦悶與心情，並盡情

享樂、豪飲狂賭的場面；第三部分共九首曲子，歌詞中以十分露骨的方式，表現

出男女間對愛的需求與性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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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音樂特色 

在《布蘭詩歌》中，奧福以「節奏」作為主要手段，簡單的和聲及單純的旋

律為輔，創作出屬於他自己獨特的音樂風格，如同他所說過的：「音樂表現越是

本質、單純，效果也就越直接強烈。」
18
本節將探討作品中，節奏、旋律、曲式、

調性、力度及配器……等創作手法，以暸解其作品的特色。 

 

1.節奏： 

在《布蘭詩歌》25 個段落中，多變的節拍幾乎是所有段落都有的特色，其

中幾個樂曲的節拍變化非常頻繁，以第六曲〈舞蹈〉為例，奧福就運用了二四拍、

三八拍、二八拍、四四拍、六八拍及 12/ 拍……等。這樣的節拍變化看來非常

複雜，但實際音響效果卻十分清晰，且增添了許多趣味。下表為前 25 小節節拍

變化。【表 1】【譜例 1】 

 

【表 1】《布蘭詩歌》第六曲〈舞蹈〉節拍表格 

小節數 1.2 3 4 5 6 

節拍 

 

二四拍 三八拍 二八拍 四四拍 三八拍 

小節數 7 8.9 10 11 12 

節拍 

 

四四拍 三八拍 四四拍 三八拍 四四拍 

小節數 13-15 16 17 18 19 

節拍 

 

三八拍 四四拍 三八拍 四四拍 三八拍 

小節數 20 21 22 23.24 25 

節拍 

 

二八拍 四四拍 二四拍 三八拍 四四拍 

 

【譜例 1】《布蘭詩歌》第六曲〈舞蹈〉1-28 小節 

                                                
18 見百度百科，網址：http://baike.baidu.com/view/364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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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多變的節拍外，奧福還運用不同的重音位置，使節奏產生不同於以往重拍在

第一拍的律動，使得旋律與樂團伴奏間有著不同的節奏律動，以第一曲為例，合

唱團與木管唱出三拍的旋律，鋼琴與弦樂則以兩拍的律動感持續著。如：【譜例

2】。 

 

【譜例 2】《布蘭詩歌》第一曲〈啊！命運〉1-14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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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聲部間簡單節奏所組合出的複合式節奏，也是作品中一大特色，以第 22

曲為例，除了多變的節拍外，加上打擊與鋼琴所組合出的複合式節奏，使音樂增

添豐富性。如：【譜例 3】。 

 

【譜例 3】《布蘭詩歌》第 22 曲〈快樂的時光〉7-17 小節；複合式節奏與鋼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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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音型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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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中，還可以發現奧福常以固定音型作為樂曲伴奏，如第 11 曲，弦樂群在同

一音上，以附點節奏持續著，表現出心中的不安與焦躁。【譜例 4】 

 

【譜例 4】第 11 曲〈滿腔怒火〉，第 1-6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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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曲式 

 

曲式上奧福採用簡單明晰的形式呈現，如：一段體
19
、二段體

20
、三段體

21
…

等。而疊句
22
(refrain)的使用也是特色之一。以第 18 首為例，男中音先以旋律 a 唱

出第一段歌詞，接著合唱團在旋律結尾時以答唱方式唱出前四小節的旋律及歌

詞，之後由合唱團分成兩個分部演唱旋律 b(12 小節)，之後，男中音再度以旋律

a 唱出第二段歌詞，合唱團也以重複的方式進行四小節答唱，最後再由合唱團演

唱相同歌詞的旋律 b。下面以圖表顯示： 

 

旋  律： a+b    a      C     a+b    a     B     a+b      a      B 

  

歌  詞：  A     A     C      B     B     C      D      D     C 

 

小節數： 4+3     4    12     4+3     4    12     4+3      4     12 

  

 

 

 

 

 

 

 

 

 

3. 調性： 

 

在調性上，樂曲許多段落都是採用調式寫成，而樂曲的旋律音幾乎都建立在

自然音階上，較少出現複雜的半音變化
23
，以第 3 曲為例，整首曲子是建立在艾

奧利安調式(Aeolian mode)，樂曲中未出現任一個變化半音【譜例 5】。 

                                                
19 如樂曲第 4 首。 
20 如樂曲第 3、5 首。 
21 如樂曲第 6 首。 
22 如樂曲 8、12、18、22 首。 
23 樂曲第 12、15 首為例外。在這兩首中採用較多半音與變化音。 

A B C C 

男
中
音 

男
中
音 

兩
個
分
部 

男
中
音 

合
唱
團 

兩
個
分
部 

兩
個
分
部 

合
唱
團 

合
唱
團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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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5】第 3 曲第 1-19 小節；艾奧利安調式(Aeolian mode)  

 
 

 
 

4、和聲與旋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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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作品的音樂風格十分多樣，從素歌風格的單音音樂
24
、如聖詠般的讚美

詩
25
、民謠風

26
甚至是浪漫時期歌劇式的風格都有，不過，樂曲的和聲卻很少出現

複雜的使用與組合。在旋律上，奧福以「重複」的方式強化所要表達的意念，在

節奏與旋律上，大量使用重覆的技法，更是作品共通的特點，在他重複的技法下，

我們可以看到他以音量、音色、音高與和聲增加……等配器手法及對唱與答唱
27
的

演唱方式，使作品不因旋律重複而感到枯燥。除了重複技法外，奧福還運用同音

反覆的技法，以第 14 曲為例，以男高音和男低音所組成的合唱團，在整段樂曲

中不斷出現同音重複的手法，在這看似有點平淡的旋律後常緊接著音色、音量及

突然的上下行大跳，使音樂活了起來。【譜例 6】 

 

【譜例 6】第 14 曲〈當我們在酒館時〉，第 1-15 小節 

 
 

 
 

                                                
24 如樂曲第 3、4、16 首。 
25 如樂曲第 24 首。 
26 如樂曲第 8 首，是以古德語為歌詞的民謠風旋律。 
27 如樂曲第 18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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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類似巴洛克時期及蒙台威爾第歌劇中「回聲」的使用，在第七曲可以明顯

看到。【譜例 7】。 

 

【譜例 7】第 7 曲〈高貴森林〉，第 57-65 小節 

 

 
 

5.配器與音色的運用： 

 

從作品的管絃樂配器中，可以看出奧福對打擊樂器的大量使用，包括：鐵琴、

木琴、響板、三角鐵、鈸、大鼓……等 15 件打擊樂器，他運用不同的音色運用

配合節奏的使用，呈現豐富的聲響效果；而三管編制的樂團則製造出宏偉渾厚的

音響效果；特別是奧福將兩台鋼琴加入樂團編制中，甚至在許多樂段中，鋼琴及

樂器群被視為一種製造節奏及聲響的打擊樂器。如：【譜例 8】 

 

【譜例 8】《布蘭詩歌》第 20 曲〈來，來，來吧〉鋼琴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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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聲樂上，奧福除使用不同編制的合唱團以齊唱、重唱、對唱……等方式演

唱，在獨唱的幾個段落中，他還設計以不同演唱方式呈現歌詞內容。以第 12 曲

〈我曾幾何時也住在湖上〉為例，獨唱以假聲男高音
28
的音高加上具有諷刺意味

的方式演唱，使整首樂曲增添不同的趣味。 

 

6.力度： 

                                                
28 譜上並無註明以假聲男高音獨唱，以寫出以男高音演唱，但演唱音域已非一般男高音可勝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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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中，奧福常以類似巴洛克時期階梯式的強弱變化來呈現不同力度的作

法，雖然在個別樂句上，仍有漸強與漸弱的表現，但整體而言，可以看出他以階

梯式的強弱變化表現強烈的戲劇性，最明顯的就屬第一曲的力度變化，如下： 

 

1-4 小節 5-28 小節 29-44 小節 45-60 小節 61-76 小節 77-101 小節 

ff pp pp p f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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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   語  
 

作為人文科學的一支，藝術一直是以多面向的方式呈現在世人眼前，尤其是

多變的二十世紀所反映出的音樂思潮。綜觀卡爾‧奧福的《布蘭詩歌》，我們可

以發現，作品中許多音樂特點與 1920 年代興起的新古典主義不謀而合，包括：

素材的選用、調式的運用、簡單明晰的曲式、均衡對稱的樂句……等。奧福以所

學、所觀、所知、所聞，吸收自古希臘以來的音樂內涵，結合 20 世紀新的作曲

手法和觀念，再加上他對音樂的理念，創作出屬於自己獨特的音樂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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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奧福《布蘭詩歌》中英拉丁文對照29 
 

 
 
 
                                                
29 取自香港管絃樂團 2010 年 7 月 2-3 日公演之布蘭詩歌節目單，網址：

http://download.hkpo.com/files/concert/hse_prog/20100702&03_Carmina_Buran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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