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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論文提要


協奏曲和標題音樂是西方音樂的兩大領域，兩者原先鮮有關聯。協奏曲注重獨奏與樂團之間的競奏，最大特色是獨奏家個人精湛的技巧表演；而標題音樂則偏重內容程序的進行，音樂以刻畫音樂以外的事物為目的，注重整體表達。由此觀察可知，兩者著重點基本上是異質性的，將兩者結合起來雖不必然發生衝突，但難免會有顧此失彼的現象。所以與其以協奏曲形式來寫標題音樂，西方音樂家倒寧可以純粹管絃樂來專心敘述標題內容。因此直至十九世紀，西方協奏曲幾乎均以絕對音樂的面貌出現，只有少數例外如《四季》。像《四季》這種以標題音樂手法創作的協奏曲，筆者稱其為「標題協奏曲」，這是西方至今尚未在正式學術文獻中提出的音樂類型。


到了二十世紀協奏曲傳入中國後，因為中國人愛好賦予音樂特定意義的音樂美學觀使然，中國作曲家喜用標題音樂手法創作協奏曲，以1959年的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為濫觴，到了八Ο年代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數量之多前所未見，創作熱潮至今不退。但如前述所提，協奏曲和標題音樂著重點不同，兩者結合時難免會有扞挌之處，如何在「異」中求「同」，使技巧展現和標題進行達到巧妙融合的境界，就成為作曲家在創作標題協奏曲時的一大挑戰。本文論述主軸即是針對九首選曲討論協奏曲和標題音樂特質是否成功結合，並由此檢視該曲是否能稱作標題協奏曲，並驗證標題協奏曲應否成立為一個新的樂種類型。畢竟這類作品在中國為數眾多，存在大半個世紀，而西方於八Ο年代末也出現這類作品（如《機車》）。因此標題協奏曲是否應該成立並歸為標題音樂領域下的一個類型，實有必要通盤探討，以期學界將「標題協奏曲」作出適當定位。
	關鍵字(中)	
      	  ★ 技巧展現
★ 標題音樂
★ 程序設定
★ 標題協奏曲
★ 協奏曲	關鍵字(英)	
      	  ★ program concerto
★ program
★ program music
★ concerto
★ virtuo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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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協奏曲－草原小姊妹總譜》。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1。


˙《二胡協奏曲－長城隨想》。劉文金手稿（未出版），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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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lba, K. M. : The Develop Of Western Music. Boston (M. G. H.), 1998.


（三）相關網頁


˙“The Person.”In http://www. jansandström.com/theperson.html


˙Lingberg, Christian.“Jan Sandström : Motorbike Concerto (Trombone Concerto


No.1)  (1988-89).”In http://www. jansandström.com/prog-notes-moto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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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聲資料


˙影碟（BIS-LD-558），第二軌段Jan Sandström︰Concerto for Trombone and Orchestra又稱“Motorbike Concerto ”（1986-1989）。James DePreist, conductor. Christian Lindberg, trombone. Malmö Symphony


Orchestra.  Made by DADC, Austria.


（五）譜例


˙“The Four Seasons and other violin concertos in full score, Op.8.”. Edited by Eleanor


Selfridge-Field.  N. Y. :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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