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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UIFNF��5IF�QJBOP�UIFO�UBLFT�PWFS�UIF�UIFNF�BT�UIF�DFMMP�
QSPDFFET�JO�JNJUBUJWF�DPVOUFSQPJOU��5IF�DFMMP�ESJWFT�UIF�QJFDF�

UP�B�DMJNBY�XJUI�UIF�GJSTU�NPUJG�QMBZFE�BO�PDUBWF�BCPWF�UIF�
PSJHJOBM�BOE�FOUFST�UIF�LFZ�PG�#�NBKPS�BT�UIF�NVTJD�SFUVSOT�
UP�DBMNOFTT��5IF�TFDPOE�NPUJG� SFBQQFBST� UIJT� UJNF�XJUI�
DPOTJEFSBCMZ�NPSF�FYQSFTTJWFOFTT�� *U� JT�XPSUI�OPUJOH�UI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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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UXFFO�DFMMP�BOE�QJBOP�UIF�GJSTU�UIFNF�SFBQQFBST�BT�UIF�
QJFDF�SFUVSOT�UP�UIF�JOJUJBM�PTUJOBUP�BOE�EJWFT�JOUP�BO�BCSVQU�
FJHIU�CBS�DPODMVTJPO�
5IF�CFHJOOJOH�PG� UIF� UIJSE�NPWFNFOU� JT�NBSLFE�CZ�BO�
BUNPTQIFSJD�WPJEOFTT��"� MZSJDBM�UIFNF�QMBZFE�CZ�UIF�DFMMP�
JT�BDDPNQBOJFE�CZ�MFBEFO�OPUFT�GSPN�UIF�QJBOP�CFGPSF�U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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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ata for cello and piano in d minor, Op. 40
completed in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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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蘇
聯
作
曲
家
蕭
斯
達
高
維
契
生
於1906

年
，
曾
歷
經
兩
次
世
界
大
戰
、
二
月
革
命
及
十
月

革
命
。
蕭
氏
曾
經
說
過
，
他
的
作
品
有
不
少
取
材

於
當
時
的
社
會
狀
況
及
日
常
生
活
。
其
作
曲
家
生

涯
始
於19
歲
，
當
時
他
憑
着
聖
彼
德
堡
音
樂
學

院
畢
業
作
品
︽
第
一
交
響
曲
︾
一
鳴
驚
人
，
從
而

正
式
擠
身
世
界
樂
壇
。
往
後
的
數
首
交
響
曲
都
充

分
展
現
出
蕭
斯
達
高
維
契
的
前
衞
風
格
，
引
起
當

時
蘇
聯
官
方
的
注
意
。

蕭
斯
達
高
維
契
一
生
雖
多
次
在
蘇
共
政
權
下

獲
獎
，
但
亦
曾
先
後
在1934
年
及1948

年
經

歷
譴
責
和
封
殺
。1934

年
，
蕭
氏
的
第
二
齣
歌

劇
︽
穆
森
斯
克
郡
的
馬
克
白
夫
人
︾
上
演
，
其
題

材
雖
然
敏
感
，
但
仍
屬
官
方
認
可
之
作
。
然
而
史

太
林
觀
賞
完
畢
卻
暴
跳
如
雷
，
批
抨
歌
劇
內
容
不

合
符
﹁
蘇
維
埃
音
樂
﹂
的
標
準
，
官
方
報
章
︽
真

理
報
︾
亦
作
出
抨
擊
，
稱
之
為
﹁
低
俗
、
粗
鄙
、

荒
唐
無
稽
﹂
的
音
樂
。
除
了
作
品
馬
上
被
下
畫
，

蕭
氏
的
其
他
樂
曲
亦
被
禁
演
。
第
二
次
譴
責
始
於

蘇
共
對
藝
術
界
的
整
治
運
動
，
當
時
新
任
文
化
部

長
上
場
後
便
立
馬
干
預
文
化
界
。
他
以
形
式
主
義

的
指
控
對
當
時
多
位
舉
足
輕
重
的
作
曲
家
進
行
批

評
，
蕭
斯
達
高
維
契
便
是
其
中
一
位
遭
到
批
判
的

作
曲
家
。
除
了
作
品
被
禁
演
，
蘇
共
亦
禠
奪
其
音

樂
學
院
的
教
席
、
一
直
享
有
的
國
家
福
利
等
。

︽
D
小
調
大
提
琴
奏
鳴
曲
︾
是
蕭
斯
達
高
維

契
唯
一
一
首
大
提
琴
奏
鳴
曲
。
此
闋
作
品
創
作
於

1934

年
，
是
蕭
氏
早
期
的
作
品
之
一
，
從
音
色
結

構
上
可
看
出
他
當
時
正
處
於
風
格
轉
變
的
過
渡
。

創
作
這
首
樂
曲
的
時
候
，
他
正
處
於
第
一
次
被
譴

責
的
時
期
。
奏
鳴
曲
的
感
情
都
比
以
往
蕭
氏
所
寫

的
室
樂
作
品
較
為
豐
富
，
開
首
的
鋼
琴
琶
音
有
如

漣
漪
般
承
托
着
大
提
琴
的
旋
律
，
帶
出
抒
懷
的
第

一
主
題
。
主
題
交
由
鋼
琴
演
奏
後
，
大
提
琴
隨
即

作
對
位
發
展
。
往
後
大
提
琴
以
高
八
度
奏
出
第
一

主
題
並
推
往
高
潮
，
待
高
潮
平
靜
後
進
入B

大
調
。

第
二
主
題
隨
即
出
現
，
但
這
次
卻
較
為
抒
情
。
有

趣
的
是
，
本
樂
章
的
結
尾
和
︽
第
五
交
響
曲
︾
的

首
樂
章
結
尾
亦
有
幾
分
相
似
。
第
二
樂
章
始
於
有

力
、
急
速
而
又
重
覆
的
第
一
主
題
，
接
着
就
是
泛

音
滑
奏
的
這
一
炫
技
部
分
。
大
提
琴
和
鋼
琴
交
替

數
次
以
後
，
第
一
主
題
重
現
，
樂
曲
又
回
到
第
一

部
，
隨
即
導
入
只
有
八
小
節
的
結
尾
。
第
三
樂
章

以
虛
空
的
氣
氛
開
始
，
大
提
琴
的
主
題
如
歌
般
奏

出
，
接
着
鋼
琴
左
手
彈
奏
出
沉
重
的
音
符
襯
托
大

提
琴
的
旋
律
，
樂
章
最
終
沒
於
弱
音
中
。
終
章
由

鋼
琴
奏
出
彈
跳
般
的
主
題
，
大
提
琴
隨
即
加
入
。

不
久
，
大
提
琴
奏
出
快
速
而
狂
野
的
旋
律
，
再
重

現
出
開
首
的
主
題
。
鋼
琴
忽
然
奏
出
極
快
的
十
六

分
音
符
樂
句
，
大
提
琴
亦
受
之
影
響
帶
出
輪
旋
曲

的
主
題
，
然
後
再
冷
靜
下
來
。
樂
曲
以
大
提
琴
的

三
連
音
八
度
跳
躍
，
強
而
有
力
地
完
結
。

每
個
人
都
有
用
以
示
人
的
一
面
。
它
活
在
社

會
羣
體
中
，
有
種
功
能
性
並
經
過
修
飾
，
所
以
較

為
客
觀
、
平
衡
。
在
沒
有
戒
心
、
無
需
掩
飾
的
時

候
，
就
會
看
到
人
的
另
一
面
。
它
可
以
有
深
刻
又

反
覆
的
喜
怒
哀
樂
，
有
超
脫
而
不
受
物
理
限
制
的

思
緒
。
若
蕭
斯
達
高
維
契
的
交
響
樂
作
品
表
現
的

是
一
份
在
人
前
的
身
不
由
己
，
那
麼
，
在
室
樂
作

品
中
，
我
們
將
察
覺
他
的
真
情
流
露
。
無
疑
，
蕭

氏
的
語
調
是
較
為
含
蓄
的
，
畢
竟
他
並
非
大
情
大

性
之
人
。
然
而
，
他
將
那
最
誠
實
、
最
大
膽
的
自

己
，
留
給
了
音
樂
。
他
的
鋼
琴
演
奏
，
充
滿
激
情

和
生
命
力
；
他
的
室
樂
作
品
，
把
他
作
為
人
未
能

發
出
的
吶
喊
、
未
能
流
下
的
淚
、
未
能
解
開
的
心

結
、
未
能
實
現
的
夢
，
都
一
一
化
成
音
符
。
蕭
氏

的
音
樂
，
充
滿
着
跟
你
我
一
樣
作
為
人
的
矛
盾
。

勿
論
這
份
矛
盾
的
因
由
是
兒
女
私
情
，
是
仕
途
起

落
還
是
在
藝
術
中
的
自
我
追
尋
，
音
樂
，
總
是
完

整
地
接
受
我
們
的
任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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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成
於1934

年 

生
於1906

年9

月25

日 

俄
羅
斯 

聖
彼
得
堡

卒
於1975

年8

月9

日 

俄
羅
斯 

莫
斯
科

蕭
斯
達
高
維
契

︵
樂
曲
介
紹
由
﹁
撰
樂
﹂
古
斯
撰
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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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WF��.FUBNPSQIPTFT�GPS�$FMMP�BOE�1JBOP �XBT�DPNQPTFE�
JO������BOE�QSFNJFSFE�PO����"QSJM�BU�UIF�/BUJPOBM�.VTFVN�
JO�8BSTBX�EVSJOH�B�NFNPSJBM�DFSFNPOZ�EFEJDBUFE�UP�4UFGBO�
+BSPDJÎTLJ�	���������
�1PMJTI�NVTJDPMPHJTU�BOE�NVTJD�DSJUJD�
+BSPDJÎLJ� TQFOU� UIF�CFUUFS�QBSU� PG� IJT� MJGF� PO� TUVEZJOH�
JNQSFTTJPOJTU�NVTJD�TZNCPMJTN�BOE�XPSLT�CZ�UIF�'SFODI�
DPNQPTFS�%FCVTTZ�XJUI�TJHOJGJDBOU�DPOUSJCVUJPOT�UP�NVTJD�
TDIPMBSTIJQ��.BOZ�PG�IJT�OVNFSPVT�QVCMJDBUJPOT�DPODFSO�
%FCVTTZ�
(SBWF��.FUBNPSQIPTFT� JO�-VUPTłBXTLJT�PXO�XPSET�XBT�
XSJUUFO�UP�IPOPVS�UIF�NFNPSZ�PG�4UFGBO�+BSPDJÎTLJ��"T� JT�
LOPXO�IF�EFWPUFE�B�HSFBU�QBSU�PG�IJT�BDUJWJUZ�UP�%FCVTTZT�
NVTJD��4P� *�DPOTJEFSFE� JU�BQQSPQSJBUF�UP�VTF�UIF� GJSTU� GPVS�
OPUFT�	E�B�H�B
�GSPN�1FMM¨BT�FU�.¨MJTBOEF�BU�UIF�CFHJOOJOH�PG�
NZ�QJFDF��5IF�DPNQPTJUJPO�UBLFT�UIF�GPSN�PG�NFUBNPSQIPTFT�
UIF� SIZUINJD�WBMVFT�VOEFSHP�B�HSBEVBM�CSFBLVQ�XIJDI�
DSFBUFT�UIF�JMMVTJPO�PG�BO�FWFS�GBTUFS�UFNQP��#FGPSF�UIF�WFSZ�
FOE�PG�UIF�DPNQPTJUJPO�UIF�GPVS�OPUFT�GSPN�1FMM¨BT�SFUVSO�
5IF�1PMJTI�DPNQPTFS�BOE�DPOEVDUPS�-VUPTłBXTLJ�CPSO� JO�
UIF�DBQJUBM�8BSTBX�JO������XBT�HSFBUMZ�JOVFODFE�CZ�1PMJTI�
GPML�NVTJD��)F�XJUOFTTFE�CPUI�8PSME�8BST�BOE�XBT�FWFO�
FOMJTUFE� JO�TJHOBMMJOH�BOE�SBEJP�PQFSBUJOH� JO�8PSME�8BS� **�
EVSJOH�XIJDI�IF�QFSTJTUFE� JO�DPNQPTJUJPO��5IF�QPTUXBS�
EFTPMBUJPO� JO�8BSTBX�QFSNFBUFE� UIF�BSUJTUJD� TDFOF� BT�
NBOZ�PG�-VUPTłBXTLJT�XPSLT�XFSF�EFTUSPZFE�JODMVEJOH�UIF�
NBOVTDSJQU�PG�IJT�4ZNQIPOZ�/P�� �� *O�UIF�XBLF�PG�4UBMJOT�
BTDFOTJPO� UIF�DPNQPTFS�FWFO�RVJU� UIF�6OJPO�PG�1PMJTI�
$PNQPTFST�BGUFS�QSP�HPWFSONFOU�PDDVQBOUT�CFHBO�DFOTPSJOH�
UIF�BSUT�

&WFO�UIPVHI�-VUPTłBXTLJ�FWFOUVBMMZ�SFXSPUF�UIF�4ZNQIPOZ�
/P�� � GSPN�NFNPSZ� FBSOJOH� IJN� SBWF� SFWJFXT� BU� UIF�
�����QSFNJFSF� UIF�XPSL�XBT� MBCFMMFE�CZ� UIF� SFHJNF�BT�
GPSNBMJTU�BOE�BU�PEET�XJUI� UIF�4PWJFUT� TPDJBMJTU�DVMUVSBM�
TUBOEBSET��6OXJMMJOH�UP�TVCKFDU�IJT�BSU�UP�QPMJUJDBM�BOE�TPDJBM�
DJSDVNTUBODFT�-VUPTłBXTLJ�EFDJEFE�UP�UBLF�IJT� JEFBMT� JO�B�
OFX�EJSFDUJPO�
%VSJOH� UIJT�QFSJPE�-VUPTłBXTLJ�DPOTUBOUMZ�FYQMPSFE�OFX�
QPTTJCJMJUJFT�XJUI�DPNQPTJUJPOBM�UFDIOJRVFT��)JT�MBUFS�XPSLT�
DPNNPOMZ�FNQMPZ�TFSJBM�BOE�BMFBUPSJD�UFDIOJRVFT�TVDI�BT�
IJT�4ZNQIPOZ�/P�� ��*U�XBT�XJUI�IJT�$PODFSUP�GPS�0SDIFTUSB�
DPNQMFUFE�JO������BOE�EFEJDBUFE�UP�UIF�OFXMZ�FTUBCMJTIFE�
8BSTBX�1IJMIBSNPOJD� UIBU� UIF�DPNQPTFS�TFDVSFE�B�LFZ�
QPTJUJPO�JO�UIF�1PMJTI�DPOUFNQPSBSZ�NVTJD�TDFOF�
(SBWF��.FUBNPSQIPTFT�XBT�DPNQMFUFE�CFUXFFO�4ZNQIPOZ�
/P�� �BOE�&QJUBQI� GPS�0CPF�BOE�1JBOP �BOPUIFS�XPSL�PG�
MBNFOUBUJPO� DPNNJTTJPOFE� CZ� PCPJTU� +BOFU� $SBYUPO��
5IF�NFUBNPSQIPTFT� JO� UIF� UJUMF�TUFNT� GSPN�UIF�TFDPOE�
NPWFNFOU�PG� -VUPTłBXTLJT�.VTJRVF� GVO¨CSF� GPS�4USJOH�
0SDIFTUSB ��-JLF�(SBWF��.FUBNPSQIPTFT �UIJT�QJFDF�XBT�BMTP�
XSJUUFO�UP�NPVSO�B�NVTJDJBO�OBNFMZ�)VOHBSJBO�DPNQPTFS�
#¨MB�#BSU²L�XIP� MJLF�+BSPDJÎTLJ�XBT�B�DMPTF� GSJFOE�PG�
-VUPTłBXTLJT��/PU�POMZ�EJE�+BSPDJÎTLJ�TIBSF�UIF�DPNQPTFST�
BSUJTUJD�TFOTF��IF�BMTP�JOTQJSFE�IJT�DPNQPTJUJPOT�UISPVHI�IJT�
SFTFBSDI�PO�%FCVTTZ�
"SU�JT�B�MJWJOH�FOUJUZ�XJUI�B�TPVM�UIBU�DIBOHFT�BOE�DPOGPSNT�
UP�OFX�FOWJSPONFOUT�BOE�DSFBUJWF� SFTUSJDUJPOT�XJUI�OFX�
QPTTJCJMJUJFT� BOE� USBOTGPSNBUJPOT��8IFUIFS� B� DSFBUJWF�
SFTUSJDUJPO�JT�BO�JNQFEJNFOU�PS�BO�JOTQJSBUJPO�XJMM�SFNBJO�BO�
PQFO�RVFTUJPO�GPS�UIF�GPSFTFFBCMF�GVUVSF�

	1SPHSBNNF�OPUFT�CZ�(VTUBW�GSPN�%JF�.V[JL[FJUVOH


Witold Lutosławski

Grave: Metamorphoses for cello and piano
completed in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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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
緩
板
：
蛻
變
︾
完
成
於1981

年
，
並
於

同
年4

月21

日
在
華
沙
國
家
博
物
館
首
演
。
當
時

博
物
館
正
為
波
蘭
音
樂
學
家
兼
樂
評
家
耶
洛
金
斯
基

舉
行
追
悼
儀
式
。

耶
洛
金
斯
基
窮
畢
生
大
多
時
間
於
研
究
印
象
派

音
樂
、
象
徵
主
義
以
及
法
國
作
曲
家
德
布
西
的
作
品

上
，
其
研
究
亦
在
音
樂
學
界
中
有
着
舉
足
輕
重
的
地

位
。
耶
洛
金
斯
基
出
版
過
多
本
書
籍
，
當
中
有
不
少

都
和
德
布
西
的
研
究
相
關
。

︽
極
緩
板
：
蛻
變
︾
的
作
曲
家
魯
杜
斯
拉
夫
斯

基
曾
如
此
說
道
：
﹁
這
首
曲
子
是
為
了
紀
念
耶
洛
金

斯
基
所
寫
的
。
由
於
他
在
研
究
德
布
西
音
樂
上
花
了

不
少
光
陰
和
精
神
，
因
此
我
引
用
了
德
布
西
歌
劇

︽
佩
利
亞
斯
與
梅
麗
桑
德
︾
中
的
四
個
音
符
︵d-a-

g-a

︶
來
當
此
曲
子
的
開
首
及
結
尾
部
分
。
這
闕
曲

子—
—

正
如
其
名
，
以
﹃
蛻
變
﹄
的
形
式
，
透
過
瓦

解
音
符
時
值
來
塑
造
出
加
速
的
幻
覺
。
﹂

魯
杜
斯
拉
夫
斯
基
是
波
蘭
作
曲
家
兼
指
揮
家
，

1913

年
誕
生
於
首
都
華
沙
，
其
風
格
極
受
波
蘭
民

曲
所
影
響
。
魯
杜
斯
拉
夫
斯
基
經
歷
過
兩
次
世
界
大

戰
，
二
戰
時
曾
被
徵
召
入
伍
，
在
軍
中
擔
當
電
台
訊

號
員
。
戰
時
，
魯
杜
斯
拉
夫
斯
基
仍
然
繼
續
創
作
。

然
而
二
戰
後
的
華
沙
一
片
頹
垣
敗
瓦
，
對
藝
術
家
來

說
亦
是
一
樣
：
魯
杜
斯
拉
夫
斯
基
的
作
品
多
毀
於
戰

火
中
，
包
括
其
︽
第
一
交
響
曲
︾
的
樂
譜
。
同
時
，

東
歐
局
勢
因
史
太
林
上
台
更
趨
不
穩
，
親
政
府
人
士

佔
據
波
蘭
作
曲
家
協
會
並
對
文
藝
作
品
進
行
政
治
審

查
，
魯
杜
斯
拉
夫
斯
基
因
而
退
出
協
會
。

雖
然
魯
杜
斯
拉
夫
斯
基
靠
着
記
憶
重
新
創
作

︽
第
一
交
響
曲
︾，
於1947

年
首
演
後
大
獲
好
評
，

但
官
方
卻
將
之
標
籤
為
形
式
主
義
的
作
品
，
不
符
合

蘇
聯
社
會
主
義
文
化
要
求
。
後
來
，
魯
杜
斯
拉
夫
斯

基
認
為
自
己
的
藝
術
創
作
不
應
屈
就
於
政
治
社
會
因

素
之
下
，
決
定
另
闢
新
境
延
續
自
己
的
理
念
。

在
這
段
期
間
，
魯
杜
斯
拉
夫
斯
基
持
續
探
索
不

同
作
曲
技
巧
的
可
能
性
。
他
中
後
期
的
作
品
多
採
用

序
列
音
樂
技
法
及
運
用
到
偶
然
音
樂
，
例
如
︽
第
二

交
響
曲
︾
。1954

年
，
他
發
表
︽
樂
隊
協
奏
曲
︾

(C
oncerto for O

rchestra)

，
並
將
之
獻
予
剛
成
立

不
久
的
華
沙
愛
樂
樂
團
，
奠
定
其
在
波
蘭
現
代
樂
壇

上
的
地
位
。

︽
極
緩
板
：
蛻
變
︾
完
成
於
︽
墓
誌
銘
︾
和
︽
第

三
交
響
曲
︾
兩
首
曲
子
之
間
，
前
者
和
︽
極
緩
板
：

蛻
變
︾
一
樣
皆
為
追
悼
作
品
，
是
魯
杜
斯
拉
夫
斯
基

受
雙
簧
管
樂
手
克
蕾
斯
頓
所
委
約
而
寫
。
樂
曲
標
題

的
﹁
蛻
變
﹂
二
字
，
其
實
是
來
自
魯
杜
斯
拉
夫
斯
基

的
弦
樂
作
品
︽
葬
禮
音
樂
︾
中
的
第
二
樂
章
。
有
趣

的
是
，
︽
葬
禮
音
樂
︾
以
及
︽
極
緩
板
：
蛻
變
︾
兩

首
曲
子
都
是
為
了
悼
念
音
樂
家
所
寫
的
，
前
者
是
獻

給
匈
牙
利
作
曲
家
巴
托
的
，
而
耶
洛
金
斯
基
和
巴
托

兩
位
都
是
魯
杜
斯
拉
夫
斯
基
的
摰
友
。
耶
洛
金
斯
基

和
魯
杜
斯
拉
夫
斯
基
除
了
藝
術
感
相
近
外
，
後
者
從

耶
洛
金
斯
基
對
德
布
西
的
研
究
中
亦
得
到
很
多
創
作

靈
感
。藝

術
，
既
是
一
種
生
命
，
便
必
有
其
情
感
與
精

神
等
等
無
形
的
元
素
。
無
論
給
予
它
任
何
外
來
環
境

或
創
作
形
式
的
框
條
，
它
總
能
找
到
新
的
可
能
性
及

變
化
。
所
以
，
框
架
的
存
在
是
種
約
束
還
是
一
種
靈

感
？
如
此
問
題
就
交
由
各
位
自
行
解
讀
。

噱箣匣踘隶捀㣐䲿楩⿺ꏈ楩陗㻨�

完
成
於1981

年 

生
於 1913

年1

月25

日 

波
蘭 

華
沙

卒
於 19942

月7

日 

波
蘭 

華
沙

魯
杜
斯
拉
夫
斯
基

︵
樂
曲
介
紹
由
﹁
撰
樂
﹂
古
斯
撰
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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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P�1£SU�CPSO�JO�&TUPOJB�PO����4FQUFNCFS������XBT�POF�
PG�UIF�NPTU�TVDDFTTGVM�DPNQPTFST� JO�UIF���UI�DFOUVSZ��5IF�
TUZMF�PG�IJT�FBSMZ�XPSLT�JOWPMWFE�OFPDMBTTJDJTN�BOE�TFSJBMJTN�
JOGMVFODFE�CZ� DPNQPTFST� JODMVEJOH�4IPTUBLPWJDI� BOE�
4DIPFOCFSH��5IF�GPDVT�PO�UIF�DPNQMFYJUZ�PG�DPVOUFSQPJOU�
JOTUFBE�PG� UIF�NFMPEZ�XBT� JUT�NBJO�EJGGFSFODF�DPNQBSFE�
XJUI� USBEJUJPOBM�NVTJD��)F�UIFO�CFHBO�UP�DPNQPTF�VTJOH��
UXFMWF�UPOF�UFDIOJRVF�BOE�TFSJBMJTN��5IJT�IPXFWFS�OPU�POMZ�
QSPWPLFE�UIF�4PWJFU�6OJPO� 	&TUPOJB�XBT�PDDVQJFE�CZ�UIF�
4PWJFU�6OJPO�JO������BOE�HBJOFE�JUT�TFDPOE�JOEFQFOEFODF�JO�
����
�CVU�BMTP�QSPWFE�UP�CF�B�DSFBUJWF�EFBE�FOE�UP�IJNTFMG�
8IFO�IJT�FBSMZ�XPSLT�XFSF�CBOOFE�CZ�4PWJFU�DFOTPST�1£SU�
FOUFSFE�UIF�GJSTU�QFSJPE�PG�DPOUFNQMBUJWF�TJMFODF��"T�1£SUT�
CJPHSBQIFS�1BVM�)JMMJFS�IBE�NFOUJPOFE�)F�IBE�SFBDIFE�B�
QPTJUJPO�PG�DPNQMFUF�EFTQBJS� JO�XIJDI�UIF�DPNQPTJUJPO�PG�
NVTJD�BQQFBSFE�UP�CF�UIF�NPTU� GVUJMF�PG�HFTUVSFT�BOE�IF�
MBDLFE�UIF�NVTJDBM�GBJUI�BOE�XJMMQPXFS�UP�XSJUF�FWFO�B�TJOHMF�
OPUF��5IFSFBGUFS�1£SU�TUVEJFE�FBSMZ�NVTJD�TVDI�BT�DIPSBM�
NVTJD�GSPN���UI�UP���UI�DFOUVSJFT�BT�XFMM�BT�DIVSDI�NVTJD�
BOE�DPNQPTFE�UIF�USBOTJUJPOBM�5IJSE�4ZNQIPOZ��)F�BMTP�
TUVEJFE�SFMJHJPOT�BOE�SFOBJTTBODF�BQBSU�GSPN�NVTJD�JO�XIJDI�
IJT�CJHHFTU�JOUFSFTUT�MBZ�JO�(SFHPSJBO�DIBOU�QPMZQIPOZ�BOE�
3VTTJBO�0SUIPEPY�
1£SUT�DPOUFNQMBUJWF�TJMFODF�DPOUJOVFE�VOUJM�UIF�MBUF�����T��
5IF� TUZMF�PG�IJT�NVTJD� UIBU�CFHBO�BGUFS� UIF�QFSJPE�XBT�
SBEJDBMMZ�EJGGFSFOU��1£SU�EFTDSJCFE�UIF�NVTJD�PG�UIJT�QFSJPE�
BT�UJOUJOOBCVMJ�XIJDI�XBT�EFWFMPQFE�CBTFE�PO�IJT�QSFWJPVT�
TUVEJFT��5JOUJOOBCVMJ�XBT�DIBSBDUFSJTFE�CZ�TJNQMF�IBSNPOJFT�

PGUFO�TJOHMF�VOBEPSOFE�OPUFT�PS� USJBET�BOE�UIF�SJOHJOH�
CFMMT�MJLF�NFMPEZ��.PTU�PG�IJT�LOPXO�XPSLT�XFSF�DPNQPTFE�
EVSJOH�UIJT�QFSJPE��QFPQMF�EFTDSJCFE�IJT�XPSL�BT�BOUJRVF�ZFU�
QSPHSFTTJWF�
4QJFHFM� JN�4QJFHFM�POF�PG� UIF�FBSMJFTU� DPNQPTJUJPOT� JO�
UJOUJOOBCVMJ�TUZMF�XBT�DPNQPTFE�JO������KVTU�CFGPSF�1£SUT�
EFQBSUVSF� GSPN�&TUPOJB� UP�#FSMJO��5IF�QJFDF�XBT�IJHIMZ�
SFHBSEFE�BT�BO�FYFNQMBS�NJOJNBMJTU�QJFDF�CZ� JUT� USBORVJM�
NFMPEZ�BOE�DPODJTF� TUSVDUVSF�� *U� IBT�CFFO�BEPQUFE�CZ�
UFMFWJTJPOT�MNT�BOE�FWFO�CBMMFU�PWFS�UIF�ZFBST�
5IF�QJFDF�XBT�PSJHJOBMMZ�XSJUUFO�GPS�B�TJOHMF�QJBOP�BOE�WJPMJO�
UIPVHI�JU�DPVME�BMTP�CF�SFQMBDFE�CZ�WJPMB�DFMMP�EPVCMF�CBTT�
DMBSJOFU�PS�FWFO�'SFODI�IPSO�BOE�QFSDVTTJPOT��5IF�'�NBKPS�
QJFDF�XBT�JO�����UJNF�XJUI�UIF�QJBOP�DPOUJOVPVTMZ�QMBZJOH�
B�HSPVQ�PG�TJY�SJTJOH�DSPUDIFUT��%JGGFSFODFT�XFSF�POMZ�TFFO�
CFUXFFO�JOUFSWBMT�PG�DPNCJOBUJPOT�UIJT�XBT�BMTP�UIF�SFBTPO�
XIZ�QFPQMF�PGUFO�DPNQBSF�UIF�QJFDF�XJUI��#FFUIPWFOT�1JBOP�
4POBUB�/P�����JO�$��NJOPS�2VBTJ�VOB�GBOUBTJB�0Q�����/P��
���"�MPOH�OPUF�XBT�QMBZFE�FWFSZ�UXP�CBST�JO�QJBOPT�QISBTF�
TFSWJOH�BT�BO�PSOBNFOU�BOE�SFNJOEFE�QFPQMF�PG� SFGJO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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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
特1935

年9

月11

日
誕
生
於
當
時

仍
為
獨
立
國
的
愛
沙
尼
亞
，
是
二
十
世
紀
最
成

功
的
作
曲
家
之
一
。
帕
特
早
期
的
音
樂
受
蕭
斯

達
高
維
契
、
荀
白
克
等
人
影
響
，
風
格
趨
向
新

古
典
和
序
列
主
義
。
和
傳
統
古
典
音
樂
最
大
的

分
別
在
於
其
比
起
旋
律
，
更
着
重
對
位
法
上
的

複
雜
程
度
。
後
來
，
帕
特
的
作
品
風
格
脫
離
了

新
古
典
主
義
，
開
始
以
十
二
音
技
法
來
進
行
創

作
。
但
此
舉
除
了
惹
怒
了
當
時
的
蘇
聯
政
府
︵
愛

沙
尼
亞
於1940

年
被
蘇
聯
吞
併
，
至1991

年

才
二
次
獨
立
︶
之
外
，
帕
特
自
己
也
認
為
使
用

十
二
音
技
法
是
創
作
上
的
死
胡
同
，
因
而
感
到

十
分
氣
餒
。

在
蘇
聯
政
府
的
統
治
下
，
帕
特
早
期
的
作

品
都
被
官
方
禁
演
，
他
亦
在
這
段
期
間
進
入
第

一
次
的
創
作
空
白
期
。
為
他
撰
寫
傳
記
的
指
揮

家
表
示
：
﹁
帕
特
完
全
失
去
了
創
作
的
信
心
，
連

寫
出
一
個
音
符
的
力
氣
都
沒
有
﹂
。
帕
特
在
這

段
時
期
將
自
己
浸
淫
在
早
期
音
樂
中
並
進
行
研

究
，
當
中
包
括
十
四
至
十
六
世
紀
的
合
唱
音
樂
、

宗
教
音
樂
等
，
而
︽
第
三
交
響
曲
︾
則
是
此
時

期
衍
生
出
來
的
過
渡
性
作
品
。
除
了
音
樂
外
，

帕
特
更
涉
獵
至
其
他
方
面
的
探
討
，
例
如
宗
教

信
仰
、
文
藝
復
興
等
。
在
眾
多
研
究
範
圍
中
，

他
對
格
里
高
利
聖
詠
、
複
調
音
樂
、
俄
羅
斯
東

正
教
等
最
感
興
趣
。

帕
特
的
創
作
空
白
期
一
直
持
續
至70

年

代
中
後
期
，
其
後
才
重
新
進
行
創
作
。
浴
火
重

生
的
帕
特
，
風
格
和
之
前
可
謂
大
相
逕
庭
。
帕

特
運
用
他
之
前
的
鑽
研
成
果
，
從
中
獨
創
出
一

種
作
曲
法
，
並
將
之
命
名
為
﹁
鐘
鳴
作
曲
法
﹂
。

簡
單
的
和
聲
結
構
、
單
音
、
基
本
三
音
和
弦
、

單
調
的
節
奏
和
如
鐘
鳴
的
音
樂
都
是
鐘
鳴
作
曲

法
的
特
色
，
因
此
有
人
將
帕
特
的
作
品
形
容
為

﹁
既
古
風
又
前
衞
﹂
。
現
今
人
們
大
多
接
觸
的

帕
特
作
品
，
都
是
他
在
這
段
時
期
所
寫
的
。

︽
鏡
中
鏡
︾
為
鐘
鳴
作
曲
法
的
早
期
作
品
，

是
帕
特
於1978

年
離
開
家
鄉
愛
沙
尼
亞
，
移
居

柏
林
前
所
寫
的
作
品
。
這
曲
子
平
靜
優
美
，
結
構

簡
潔
，
因
此
成
為
簡
約
音
樂
中
的
俵
俵
者
。
︽
鏡

中
鏡
︾
在
流
行
文
化
中
佔
一
席
位
，
曾
多
次
被
電

視
劇
、
電
影
，
甚
至
芭
蕾
舞
當
作
配
樂
使
用
。

此
作
品
最
初
的
版
本
為
小
提
琴
和
鋼
琴
合

奏
，
但
亦
可
被
替
代
成
中
提
琴
、
大
提
琴
、
低

音
大
提
琴
、
單
簧
管
甚
至
圓
號
和
敲
擊
樂
等
樂

器
。
︽
鏡
中
鏡
︾
為F

大
調
，
六
分
之
四
拍
子
。

鋼
琴
無
止
地
奏
出
六
個
上
行
的
四
分
音
符
，
每

個
組
合
的
變
化
不
大
，
只
有
音
程
上
的
改
變
，

亦
因
如
此
常
常
有
人
將
之
和
貝
多
芬
的
︽
鋼
琴

奏
鳴
曲
作
品
號
二
十
七
第
二
號
﹁
月
光
﹂
︾
作
比

較
。
鋼
琴
的
樂
句
中
，
每
兩
個
小
節
則
會
奏
出

長
音
作
點
綴
，
令
人
聯
想
到
清
幽
的
鐘
聲
。
大

提
琴
於
第
四
小
節
加
入
，
奏
出
冥
想
般
的
長
音
，

以
上
行
音
符
和
下
行
音
符
為
一
個
循
環
，
緩
緩

地
推
進
着
曲
子
。

從
樂
譜
上
欣
賞
︽
鏡
中
鏡
︾
一
曲
，
帕
特

並
未
加
入
任
何
強
弱
指
示
，
音
符
線
性
的
流
動
，

有
種
﹁
心
凝
形
釋
，
與
萬
化
冥
合
﹂
的
靈
氣
。

︽
鏡
中
鏡
︾
自
面
世
的
四
十
多
年
來
，
一
直

深
受
樂
迷
喜
愛
。
或
許
在
現
今
充
滿
紛
爭
禍
亂

的
世
界
中
尋
求
慰
藉
，
在
喧
鬧
中
尋
求
一
點
的

寧
靜
，
都
是
一
件
再
奢
侈
不
過
的
事
。

︵
樂
曲
介
紹
由
﹁
撰
樂
﹂
古
斯
撰
寫
︶

ꖏ⚥ꖏ�

完
成
於1978

年 

生
於 1913

年1

月25

日 

波
蘭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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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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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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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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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WJFU�DPNQPTFS�BOE�NVTJD�UIFPSJTU�"MGSFE�4DIOJUULF�XBT�
JOGMVFODFE�CZ�4IPTUBLPWJDI�BOE�CPBTUT�B�EJWFSTF�QPSUGPMJP�
SBOHJOH�GSPN�UBQF�NVTJD�TFSJBM�NVTJD�UP�DPMMBHF�NVTJD��0OF�
PG�IJT�NPTU�SFQSFTFOUBUJWF�XPSLT�JT�UIF�1FFS�(ZOU�DPNQPTFE�
CFUXFFO������BOE�������5IF�DIBNCFS�WFSTJPO�JO�UPOJHIUT�
QSPHSBNNF�XBT�BSSBOHFE� JO������BOE�QSFNJFSFE�PO����
.BZ�UIF� GPMMPXJOH�ZFBS�XJUI�DFMMJTU�.TUJTMBW�3PTUSPQPWJDI�
BT�TPMPJTU��5IF�XPSL�XBT�PSJHJOBMMZ�DPNQPTFE�GPS�"NFSJDBO�
DIPSFPHSBQIFS�+PIO�/FVNFJFST�CBMMFU�1FFS�(ZOU �BEBQUFE�
GSPN� UIF�QMBZ�PG� UIF� TBNF�OBNF�CZ� UIF� SFOPXOFE���UI�
DFOUVSZ�QMBZXSJHIU�)FOSJL�*CTFO�
4DIOJUULF�LOPXO�GPS�IJT�BCJMJUZ�UP�BEPQU�WBSJPVT�DPNQPTJUJPOBM�
TUZMFT�QBZT� USJCVUF� JO� UIJT�XPSL� UP�/PSXFHJBO�DPNQPTFS�
&EWBSE�(SJFHT�1FFS�(ZOU�4VJUF��%FTQJUF�IJT�JOUFOUJPO�UP�JNJUBUF�
4DIOJUULF�XBT�XPSSJFE�EVSJOH�DPNQPTJUJPO�UIBU�(SJFHT�XPSL�
XPVME�JNQPTF�CPVOET�PO�IJT�DSFBUJWJUZ�
1FFS�(ZOU� JO�UIF�DPNQPTFST�FZFT� JT�B�QFDVMJBS�DIBSBDUFS�
OP� MFTT�FOJHNBUJD� UIBO�(PFUIFT�'BVTU��1FFS� JT�B�DBSFGSFF�
GBSNFS�XIFSFBT�'BVTU� JT�B�LOPXMFEHFBCMF�BDBEFNJD��1FFS�
JT�B�EFTQJDBCMF�DIBSBDUFS�BQBUIFUJD� UP� UIF�USVFTU�PG� MPWF�
XIFSFBT�'BVTU� JT�B�XFMM�SFBE�TDIPMBS�XIP�TBDSJGJDFT� MPWF�
BOE�MJGF�GPS� JOUFMMFDUVBM�QVSTVJU��1FFS�IBT�BO�VOZJFMEJOH�MJGF�
QBSUOFS� JO�4PMWFJH�XIPN�IF�OPU�POMZ�GBJMT�UP�USFBTVSF�CVU�
BMTP�DIFBUT�PO��'BVTU�KVTU�GPS�B�UBTUF�PG�USVF�MPWF�BOE�B�IJOU�
PG�UIF�USVF�FTTFODF�PG� MJGF�CBOLT�PO�B�USBEF�XJUI�UIF�%FWJM�
.FQIJTUPQIFMFT��%FTQJUF�UIFJS�DPOUSBTUJOH�QFSTPOBMJUJFT�UIF�
UXP�QSPUBHPOJTUT�FYQFSJFODF�B�TJNJMBS�USBKFDUPSZ��WFOUVSJOH�
JOUP�UIF�DPNQMFY�XPSME�GBDJOH�B�NBMFWPMFOU�EFWJM�BOE�OBMMZ�
SFUVSOJOH�UP�UIFJS�TUBSUJOH�QPJOU�CVU�JO�SFQFOUBODF�
"U� UIF�FOE�PG�1FFS�(ZOU � UIF�QSPUBHPOJTU� JT� JOGPSNFE�CZ�B�
CVUUPO�NPVMEFS�(PET�NFTTFOHFS� JO�EJTHVJTF�UIBU�IF�IBT�
OPU�CFFO�B�NBO�IJT�XIPMF�MJGF�BOE�IFODF�VOU�UP�FOUFS�CPUI�
IFBWFO�BOE�IFMM��*O�EFTQFSBUJPO�IF�BUUFNQUT�UP�EFNPOTUSBUF�
IJT�TJO�UISPVHI�4PMWFJH�B�MPOH�UJNF�WJDUJN�PG�IJT�TFMGJTIOFTT�

TP�UIBU�IF�DBO�BU�MFBTU�FOUFS�IFMM�BOE�MFBWF�IJT�NFBOJOHMFTT�
MJGF�CFIJOE��:FU�VOFYQFDUFEMZ�4PMWFJH�EPFT�OPU�SFHBSE�1FFS�BT�
TJOGVM�CVU�BO�FYJTUFODF�UIBU�DPNQMFUFT�IFS�MJGF��5IF�NFTTFOHFS�
WBOJTIFT�BT�1FFS�SFBMJTFT�UIF�NFBOJOH�PG�IJT�MJGF��$POGVTFE�IF�
BTLT�4PMWFJH�XIFSF�IBT�1FFS�(ZOU�CFFO�TJODF�XF�MBTU�NFU �4IF�
BOTXFST�JO�NZ�GBJUI�JO�NZ�IPQF�JO�NZ�MPWF�
4DIOJUULFT�1FFS�(ZOU �BEET�BOPUIFS� MBZFS�PG�NFBOJOH� UP�
UIF�DIBSBDUFS��'JOEJOH�BNQMF�SPPN�GPS� JNBHJOBUJPO� JO�UIF�
PSJHJOBM�QMBZ�UIF�DPNQPTFS�EFQJDUT�UIF�JOUBOHJCMF�DPOOFDUJPO�
CFUXFFO�1FFS�(ZOU�BOE�IJT�USVF�MPWF�4PMWFJH�JO�BO�&QJMPHVF�
USVF�UP�UIF�TUPSZT�FOEJOH�OPUF��
5IF�IFBSU�XSFODIJOH�UPOF�JO�UIF�&QJMPHVF�DPOWFZT�B�VOJRVF�
GMBWPVS�PG�3PNBOUJDJTN�XJUI�OPUJDFBCMF� SFGFSFODFT� UP�
8BHOFST�-FJUNPUJG�UFDIOJRVF��"O�JOUFSFTUJOH�GFBUVSF�PG�UIJT�
TFDUJPO�JT�UIF�VTF�PG�QSF�SFDPSEFE�NBUFSJBM� JO�QFSGPSNBODF�
JO�BEEJUJPO�UP�UIF�QJBOP�BOE�UIF�DFMMP��5IF�SFDPSEJOH�DPOTJTUT�
PG�BO� JODPNQMFUF�%�NBKPS�TDBMF�TVOH�CZ�B�DIPJS� GSPN�TUBSU�
UP�FOE� JOUFOEFE�UP�DSFBUF�B�NZTUJD�TVSSFBM�BUNPTQIFSF�UP�
BEE�DPMPVS�UP�UIF�XPSL��5IF�PQFOJOH�GSFO[JFE�QBTTBHF�PO�UIF�
QJBOP�DPVME�CF�SFBE�BT�B�SFUSPTQFDUJPO�PG�IJT�XSPOHEPJOHT�
XIJMF�UIF�FNFSHFODF�PG�UIF�DIPSBM�SFDPSEJOH�DPVME�TJHOJGZ�
IJT�KPVSOFZ�UPXBSET�SFQFOUBODF�XJUI�UIF�DFMMP�EFQJDUJOH�UIF�
EJBMPHVF�BSHVNFOU�BOE�SFDPODJMJBUJPO�CFUXFFO�1FFS�BOE�
4PMWFJH��
5IF�&QJMPHVF �HSJOET�UP�B�IBMU�BGUFS�B� MPOH�USFL�UPXBSET�UIF�
OJTIJOH�MJOF�BT�UIF�UBDJUVSO�QJBOP�UIF�DFMMPT�TUFQXJTF�SJTF�
UP�TBODUJUZ�BOE�UIF�GBEJOH�DIPSVT�BMM�QPJOU�UP�B�XFBSZ�1FFS�
GJOBMMZ�BU�IJT�USVF�IPNF�BSSJWJOH�BU�IJT� MBTU�SFTUJOH�QMBDF�JO�
4PMWFJHT�TPPUIJOH�MVMMBCZ��*OEFFE�JO�UIF�HMPSZ�PG�UIF�USVFTU�
MPWF�XIZ�TIPVME�UIF�NFBOJOHMFTTOFTT�PG�MJGF�FWFO�NBUUFS �
"NB[JOH�HSBDF��)PX�TXFFU�UIF�TPVOE��5IBU�TBWE�B�XSFUDI�
MJLF�NF�
*�PODF�XBT�MPTU�CVU�OPX�BN�GPVOE�8BT�CMJOE�CVU�OPX�*�T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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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red Schnittke

Epilogue from the ballet "Peer Gynt" 
for cello, piano and chorus (on recording) 
completed in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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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聯
作
曲
家
兼
音
樂
理
論
家
舒
尼
格
極
受
蕭
斯

達
高
維
契
影
響
。
他
的
作
品
多
樣
化
，
採
用
磁
帶
音

樂
、
序
列
音
樂
、
拼
貼
音
樂
等
技
法
。
譜
於1986

至

1987
年
的
︽
皮
爾
金
︾，
乃
舒
尼
格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作
品
之
一
。
是
次
演
出
的
室
樂
版
本
編
於1992

年
，

並
於
翌
年5
月20

日
在
法
國
伊
凡
首
演
，
由
大
提
琴

家
羅
斯
卓
波
維
奇
擔
任
獨
奏
。
本
作
原
為
美
國
編
舞

家
紐
邁
亞
的
芭
蕾
舞
劇
︽
皮
爾
金
︾
所
寫
，
改
編
自

十
九
世
紀
挪
威
著
名
劇
作
家
易
卜
生
的
同
名
著
作
。

舒
尼
格
以
能
同
時
採
用
多
種
創
作
風
格
所
聞

名
，
而
本
作
是
向
挪
威
作
曲
家
葛
利
格
的
︽
皮
爾
金

組
曲
︾
作
出
致
敬
以
及
模
仿
。
然
而
，
舒
尼
格
卻
在

創
作
過
程
中
懼
怕
為
葛
利
格
的
作
品
所
限
，
使
其
個

人
創
作
空
間
受
局
限
而
曾
感
到
擔
憂
。

對
於
舒
尼
格
來
說
，
皮
爾
金
是
位
很
怪
異
的
角

色
，
其
神
秘
程
度
絕
對
不
亞
於
歌
德
筆
下
的
浮
士

德
。
皮
爾
金
是
位
不
務
正
業
的
農
夫
；
浮
士
德
則
是

位
博
學
多
才
的
學
者
。
皮
爾
金
性
格
卑
劣
無
恥
，
即

使
面
對
最
真
摰
的
愛
情
亦
無
動
於
衷
；
浮
士
德
年
紀

老
邁
又
見
識
廣
博
，
惜
其
一
生
只
顧
埋
頭
鑽
研
而
未

能
感
受
愛
情
之
暖
以
及
生
活
之
趣
。
皮
爾
金
有
位
名

為
蘇
爾
維
琪
的
忠
貞
伴
侶
，
但
卻
不
懂
珍
惜
，
反
而

到
處
招
蜂
引
蝶
；
浮
士
德
則
為
了
一
試
真
愛
且
領
悟

生
命
之
意
義
，
願
與
魔
鬼
梅
菲
斯
特
交
易
。
即
使
兩

位
主
角
在
性
格
上
存
在
天
淵
之
別
，
但
在
故
事
中
兩

者
的
經
歷
卻
有
不
少
相
同
之
處
：
遊
走
五
光
十
色
的

大
千
世
界
、
遇
上
不
懷
好
意
的
邪
靈
惡
魔
、
最
終
返

璞
歸
真
，
回
到
起
始
之
地
，
領
悟
人
生
並
作
出
懺
悔
。

︽
皮
爾
金
︾
原
作
故
事
的
結
尾
，
講
述
主
人
公

被
一
位
鈕
扣
塑
造
者
︵
實
為
上
帝
所
派
來
的
使
者
︶

告
知
自
己
是
不
完
整
之
人
，
既
不
能
上
天
國
又
不
能

下
地
獄
。
皮
爾
金
聽
罷
便
找
來
蘇
爾
維
琪—

—

這
位

自
己
一
直
在
傷
害
的
少
女
，
來
證
明
和
誇
大
自
己
的

罪
行
，
好
讓
自
己
死
後
能
下
地
獄
，
因
為
他
深
知
自

己
的
人
生
根
本
毫
無
價
值
。
豈
料
蘇
爾
維
琪
卻
說
皮

爾
金
並
非
有
罪
之
人
，
反
說
皮
爾
金
的
出
現
令
她
的

生
命
更
為
完
整
。
這
時
使
者
消
失
了
，
因
為
皮
爾
金

終
於
找
到
自
己
的
人
生
價
值
。
皮
爾
金
感
到
不
解
，

向
蘇
爾
維
琪
詢
問
：
﹁
一
直
以
來
最
真
實
、
最
純
粹

的
皮
爾
金
到
哪
去
了
？
﹂
蘇
爾
維
琪
輕
輕
回
答
：﹁
在

我
的
信
仰
中
、
我
的
希
望
中
、
我
的
愛
中
。
﹂

而
舒
尼
格
的
︽
皮
爾
金
︾
則
為
皮
爾
金
一
角
賦

予
另
一
種
意
義
。
在
舒
尼
格
眼
中
，
原
作
︽
皮
爾
金
︾

給
予
他
很
大
的
想
像
空
間
，
︽
後
記
︾
其
實
是
描
述

皮
爾
金
和
其
真
愛
蘇
爾
維
琪
間
虛
幻
的
關
係
，
正
好

呼
應
原
作
的
結
尾
。

︽
後
記
︾
那
極
具
鬱
結
的
色
調
可
說
是
種
另
類
的

浪
漫
味
道
，
其
中
不
難
看
出
舒
尼
格
有
參
考
過
華
格

納
的
主
導
動
機
來
創
作
。
︽
後
記
︾
的
特
別
之
處
在
於

除
了
鋼
琴
和
大
提
琴
外
，
亦
需
要
用
到
一
張
預
先
錄

製
的
錄
音
來
演
奏
。
這
張
錄
音
所
錄
製
的
是
合
唱
團

唱
出
不
完
整
的
D
大
調
音
階
，
且
持
續
到
完
結
。
使

用
錄
音
的
原
意
為
塑
造
出
一
個
既
神
秘
而
又
超
現
實

之
意
境
，
襯
托
︽
皮
爾
金
︾
主
體
的
氣
氛
。
事
實
上
，

︽
後
記
︾
的
背
後
意
義
可
以
解
讀
成
這
樣
：
開
首
鋼

琴
那
近
乎
瘋
狂
的
演
奏
似
乎
在
回
顧
皮
爾
金
一
生
中

做
過
的
卑
劣
事
情
，
而
合
唱
錄
音
播
放
一
刻
就
代
表

着
皮
爾
金
懺
悔
的
經
過
，
大
提
琴
則
是
皮
爾
金
和
蘇

爾
維
琪
二
人
的
對
話
、
爭
辯
、
然
後
再
互
相
理
解
。

︽
後
記
︾
的
結
尾
彷
彿
是
步
向
終
結
的
階
級
：

沉
默
的
鋼
琴
、
緩
慢
而
聖
潔
的
大
提
琴
奏
出
上
行
音

階
、
漸
沒
於
合
唱
音
樂
的
一
片
虛
空
中—

—

回
到
老

家
的
皮
爾
金
，
將
滄
桑
的
臉
倒
在
蘇
爾
維
琪
的
懷

裏
，
傾
聽
着
她
那
平
和
而
又
温
暖
的
搖
籃
曲
辭
世
。

即
使
自
己
的
一
生
毫
無
意
義
，
但
對
於
深
愛
着
自
己

的
人
來
說
，
在
真
愛
面
前
，
一
切
根
本
不
值
一
提
。

﹁
奇
異
恩
典
，
何
等
甘
甜
，
可
憐
如
我
，
亦
得
救

贖
；
我
曾
迷
失
，
今
復
皈
依
，
曾
經
失
盲
，
今
見
光

明
。
﹂

︵
樂
曲
介
紹
由
﹁
撰
樂
﹂
古
斯
撰
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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