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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該篇論文內容為分析筆者所作的三部原創音樂作品：鋼琴獨奏曲《日

記》、弦樂五重奏《音感折射》與電子音樂《資訊汙染》的內容，並記錄筆者

對這三部作品的創作歷程與創作思維。 

  論文包含四個章節：第一章緒論概略性地簡介三部作品的內容、創作方法

與文獻回顧，其後三章則分別對應三部作品作詳細的解說與分析。 

 

關鍵字：鋼琴獨奏、弦樂五重奏、電子音樂、現代音樂、理論作曲、當代作曲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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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s contains an analysis of three original music works written by the author, 

explaining the author's creative process and creative thinking of these three works: the 

piano piece Diary, the string quintet Hearing Refraction and the electronic music 

Information Pollution. 

The thesis consists of four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s the introduction, which briefly 

introduces the content, compositional process and methods, and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three works, and the next three chapters give detailed explanation and analysis 

corresponding to the three works. 

 

Keywords: piano piece, string quintet, electronic music, modern music, theoretical 

composition, contemporary compo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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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創作背景、動機與目的 

本論文收錄三部筆者原創作品的分析與創作報告，包含：鋼琴獨奏作品《日

記》以台灣鄉間生活為主題，用時間軸來將全曲劃分為凌晨、上午、午後、黃

昏四個樂章，並在各樂章中截選台灣常見的民謠旋律來進行轉化與再詮釋，以

描繪出台灣鄉村獨特、多元又豐富的景象。 

為鋼琴與弦樂五重奏而作的單樂章作品《音感折射》則較為抽象，創作靈感

源自管弦樂團一次排練中，筆者偶然發現到人耳對音高的感知能力，可能會在周

遭其他聲音的干擾之下產生偏差，比如在其他樂器演奏滑音的同時，若有一項

樂器持續反覆地演奏同音的話，此時該樂器演奏的「同音」在聽感上很可能會

被誤判成較高或者較低的音，這個有趣的發現成為筆者創作《音感折射》這部作

品的靈感，在該作品中筆者設計了一個不斷重複的由四個音組成的半音音列撥

奏貫穿全曲，並探索其他聲部的聲響如何扭曲聽眾對這一半音音列的音高感

知。 

最後以電子合成器聲響搭配新聞播報錄音的作品《資訊汙染》將現實自然界

中人們說話的聲音，與合成器產生的電子聲音作結合來構建整部作品，藉由兩

種聲音的對比，展現出身處資訊爆炸的現代社會之中，這些現實中存在的，可

以被耳朵捕捉到的「外在資訊」對應新聞播報的聲音內容，而非現實中存在，

人們內在的自我感知、情緒、想像、與思維則對應著電子合成器的聲音內容，

並探索兩種聲音交互互動與影響的情形。 

筆者希望能透過上述三種編制與風格都極具差異性的創作，來探索現代音樂

的寫作技巧、配器、風格、表達的更多可能性，並嘗試將多元的技巧、創作工

具運用到作品之中，探索出屬於個人獨特的音樂創作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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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創作方法與文獻探討 

筆者採用的創作方法為先概略地擬定每一部作品宏觀的主題題材與規劃每個

段落的主要內容、風格和方向並與指導教授討論之後，再根據主題與風格來尋

找現有的相關作品當作學習資料，深度地研究其創作手法與風格，並將所學技

巧與知識適當地、有創意地運用到自己的原創作品之中。

在筆者學習鋼琴期間曾經彈奏過盧易之老師以台灣民謠作改編的一系列鋼琴

獨作作品，其多變的音樂風格與富有特色的改編方式令人印象深刻，這段經歷

也啟發筆者在創作以台灣農村生活情景為題材的鋼琴曲《日記》時，同樣希望

能將現有的台灣民謠融入到作品之中；但與盧易之老師較為完整的全曲改編方

式有所不同，筆者更傾向於將片段式的旋律素材當作創作中的樂思來自由地使

用，每一段旋律素材在作品中都被賦予獨特的意義，並與章節主題緊密相扣，

跟隨著樂曲的敘事情節不斷地發展、變形。 

在鋼琴曲的創作中，筆者參考 Joseph Maurice Ravel 的作品《水之嬉戲》中

諸多技巧並應用到《日記》的創作中，比如於和聲上更多地擴充使用 9 音、11

音、13 音，以及二度音程、四度音程、三全音等，以及在調式的選擇上除了傳

統的大小調外，筆者亦參考 Leoš Janáček、Ralph Vaughan Williams 等十九世紀

至二十世紀作曲家慣用的手法，靈活地在作品中使用混和調式、教會調式、五

聲音階、全音音階、半音音階等素材營造多樣化的旋律風格。 

為了塑造鋼琴曲的律動與流動感，筆者在旋律動機與節奏型態上也有一些模

仿自《水之嬉戲》的部分：諸如分解和弦與琶音、三連音、五連音等連的運

用，以及如譜例 1 所示，在《日記》第三樂章中第 29 小節開始左手即是模仿自

《水之嬉戲》開頭右手部分長短音符交織的節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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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感折射》的創作中，筆者參考了蔡振家（2013）所撰的《音樂認知心

理學》一書中的內容 1，發現到人耳根據聽覺來產生音高感覺的過程，以及人們

的音高感知是具有可變化性的；而談到與音感研究相關的音樂創作的話，在 

György Ligeti 的作品 Atmospheres 中能看到作者運用微分複音的作曲技巧，透

過各聲部樂器集中在一個音域範圍內密集地演奏包含微分音程在內的，不同音

高的長音，產生如同許多條細線交織成一個面體的片狀聲響效果，而使得人耳

難以在該聲響中同時去辨認單一的音高。 

參考 Ligeti 的作品與微分複音技法後，筆者在構思創作《音感折射》時也想

將對人類音感的探索當作自己作品的主軸，故而在配器上筆者選擇方便演奏滑

音的弦樂器來製造出一系列「音高持續變動的聲響」，與此同時也透過弦樂撥奏

 
1蔡振家（2020）。 音樂認知心理學 (二版)。 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45-72 頁。 

  

譜例 1 《日記》第三樂章第 29 小節與水之嬉戲開頭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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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鋼琴單音演奏「音高固定且重複的聲響」，並從兩種聲響不同的組合模式

中探索前者的音高變動將會如何混淆聽眾對後者的音高感知能力。

電子音樂作品《資訊汙染》則是以 2022 年 2 月開始的俄烏戰爭，與其相關

的新聞播報作為創作題材，並呼應兩個不同的主題，將樂曲分為兩個部分：第

一個部分的主題是描寫該場戰爭正在進行著的「具體事實」，在這部分中筆者

借用貝多芬的皇帝鋼琴協奏曲旋律，以及台灣詩人陳黎的圖像詩《戰爭交響

曲》作為該部分主要的創作素材。 

第二部分主題則描寫被各式各樣背景與政治立場的新聞媒體所詮釋、篩選過

再報導給大眾的，各種視角混雜、難辨真假的「無形資訊」，筆者在創作中，

以數位科技中二位元、四位元、八位元等不同位元的演便當作靈感，呼應二平

均律、四平均律、八平均律等不同的律制，並將數字代碼與音高作連結與代

換，用「旋律數據化」的手法來將文字訊息隱藏到音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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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2 開頭四個小節熟睡的動機 

第二章 作品《日記》樂曲解析  

鋼琴獨奏作品《日記》共分為四個樂章，曲目總長度約 15 分鐘，以一天內

的不同時間段有序地劃分不同樂章，並在每個樂章中，根據時間來選擇相應的

主題與音樂素材，多面性地描繪台灣農村日常生活情景。 

 

第一節 第一樂章：食夢貘的催眠曲 

第一樂章的副標題為《食夢貘的催眠曲》，描寫的約莫是凌晨至日出人們正

處於熟睡狀態中的時段，樂曲主題引用了食夢貘的民間傳說故事，且加入台灣

民謠「搖嬰仔歌」的旋律片段作為創作素材。  

本樂章可再拆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 1 至 37 小節為止，開頭四小節節

奏緩慢、規律、簡單的長音動機表示一個正在熟睡的人均勻而平緩的打呼聲，

且這個代表打呼的動機在低音部持續地出現或作變形並貫穿整個樂章，暗示著

整個樂章中發生的一切畫面其實都只是一場夢境的內容。 

 

 

 

 

 

  

 

從第 5 小節開始出現的右手中音域 Ab、Bb、C、Db 旋律動機如譜例 3 所

示，代表著一個夢境正在形成並持續發展演變為不穩定、不諧和的惡夢。 

譜例 3 代表夢境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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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24 小節的右手部分是食夢貘出場的特寫，食夢貘是來自民間傳說，會

在夜晚潛入到人的夢境中，以惡夢為食的妖怪，在如譜例 4 所示的片段中，表

現的便是食夢貘被逐漸成形的惡夢所吸引而來，想要大快朵頤一番的畫面。 

    該片段利用高音域輕巧的二度音程跳音代表貘的腳步，24 小節右手部分出

現類似五聲音階的素材，該小節後兩拍開始神秘的 C、Db、 F、G、C、Bb、

G、F、E、Db、C 旋律則是完整的食夢貘動機，在本樂章及其後三個樂章中，

每一次該動機或者變形出現時，都是在暗示著食夢貘這一角色。 

 

    緊接食夢貘出場之後的 26 到 30 小節，譜例 5 所示，第 5 小節原本簡單的

中音域夢境動機被不諧和的增四度、二度音程汙染，表現著夢境逐漸地轉化為

惡夢的過程，而其中夾雜著高音五聲音階，暗示著食夢貘逡巡在逐漸被汙染的

夢境之中搜索獵物的畫面。 

譜例 4 第 20-24 小節的食夢貘出場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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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7 小節表現的是食夢貘找到惡夢的本體，與其纏鬥一番之後將惡夢給吸

食入腹的動作，到了 37 小節被吞食的惡夢不再出現，只剩下食夢貘的動機，接

續著 38 小節原本單純的夢境主題再次重現進入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為 38-73 小節，描寫惱人惡夢被吞食之後，人的睡眠重新回歸平

靜，且又逐漸地發展成一段新的夢境，與前段不同的是，這個新的夢境是溫柔

的美夢，而剛飽餐一頓的食夢貘並沒有馬上離開，而是對這個新形成的夢境感

到好奇，並再一次進到夢中陪著夢境主人一同玩耍、嬉戲。 

譜例 5 夢境轉化的過程 

譜例 6 惡夢被吞噬之後第 37 小節剩下貘的動機，夢境回復單純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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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4 小節重現譜例 3 所示第 5 小節單純的夢境動機，到 43 小節代表貘的腳

步的二度音程跳音之後，銜接到新的節奏型態，如譜例 7 所示 45 小節開始原本

的
4
4
拍節奏，改為由四分音符三連音將每小節切割為兩大拍，彷彿華爾滋舞曲般

的三拍子節奏，表現夢境逐漸往好的方向發展，人與貘一同在夢境中踏著輕快

的舞步嬉鬧。 

 

  45-60 小節的片段將四種不同素材放到不同音域之中：左手最低音維持著開

頭四個小節的呼吸動機，左手次低音域彈奏著四分音符三連音除了有維持三拍

子的節奏的功能之外，也是提前暗示第二樂章的踏步動機；右手中音域的素材

取自第 5 小節的夢境動機，高音域則是取自 20-24 小節的食夢貘動機，四種素

材各自發展變形並交織出多樣的層次，這一段落的旋律與和聲風格較自由多變

並不侷限在某一調性或調式之上，展現出「夢境」變幻莫測的特質。 

 

 

 

   

 

 

譜例 7 第 43 小節開始銜接到新的三拍子節奏型態 

譜例 8 第 45 小節開始的四種不同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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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61-73 小節進入到 Ab 調性風格，將台灣人熟悉的台語搖籃曲「搖嬰仔

歌」加入到旋律之中，61 小節開始《搖嬰仔歌》與食夢貘動機互唱，而後兩者

動機融合到一起，此時食夢貘的形象與小時候每當作惡夢時，溫柔地輕聲唱著

搖籃曲哄著我們入睡的爺爺、奶奶的身影相互重疊在一起，並將樂曲發展推至

高潮。 

。 

而正如每天早晨總會到來般，每一次的夢境總有結束的時刻，第三部分由

74-75 小節，右手倒影的食夢貘動機開始，以及後續 76、78 小節代表貘腳步的

二度音程跳音，由原本的下行轉變為上行，表現出食夢貘率先察覺到白天將要

到來，於是趁著夢境逐漸消失之際，趕緊抽身離開，向遠方隱遁而去。 

 

 

 

譜例 9 第 61 小節《搖嬰仔歌》與貘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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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夢中的人也逐漸甦醒，場景由夢境慢慢地過渡到現實中，此時依稀可聽到

下一個樂章，描寫早晨市場的動機穿插在旋律中，表現人的意識逐漸脫離夢

境，回歸到現實，在譜例 12 中左手次低音域用來維持夢境中華爾滋節奏型的四

分音符三連音，也逐漸與第二樂章表現市場人們腳步聲的動機越來越重合，調

性亦逐漸地過渡到第二樂章開頭的 F 調性中心。 

譜例 10 原始的食夢貘動機與倒影的對比 

譜例 11 倒影的食夢貘動機以及轉變為上行的二度音程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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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12 第一樂章的結尾逐漸過渡到下一樂章開頭 

 

    整個第一樂章以夢境作為主軸，整體呈現出奇幻飄渺的風格，筆者認為第

一樂章同時也有做為整部作品序曲的功能，且夢境某種程度上又可以暗示著現

實世界的投影，故而筆者在本樂章中借用了部分在後三個樂章中會出現的動機

和素材：比如譜例 13 所示在 29-36 小節代表夢境逐漸扭曲的部分，越來越外擴

的音程，便是取自第三樂章 25-26 小節打雷的聲響，並淡化和絃中間聲部的音

而成；以及如上述所言 45 小節開始左手的四分音符三連音，華爾滋式的節奏動

機便是在模仿第二樂章中人們漫步的動機，另在結尾處 80-81 小節高音部分也

能見到第二樂章菜市場小販的叫賣聲動機 

 

 

 

譜例 13 第一樂章第 29 小節動機與第三樂章框線處打雷動機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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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本樂章 69-73 小節表現日出清晨的片段，右手和弦中出現的完四度、

完五度、增四度音程，搭配左手的半音風格變化音，與第四樂章 52-66 小節表

現日落黃昏的段落有雷同的和聲結構，營造出相似的聽覺感受，這些都是在將

後三個樂章的現實畫面與第一樂章的夢境畫面做呼應的設計。 

 

  

譜例 14 第一樂章第 69-71 小節與第四樂章 52-53 小節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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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第二樂章：庄腳的菜市場 

    第二樂章的副標題為「庄腳的菜市場」描寫的時段是早晨到中午期間，台

灣傳統菜市場中人聲鼎沸的熱鬧場景，主要特色是用不同的音型動機來模仿菜

市場中常見的聲音，而這些多元又豐富的聲音融合疊加在一起，便描繪出一幅

熱鬧的台灣傳統市場街景。 

    本樂章可拆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 1-24 小節，此部分透過聲響不斷堆

疊的方式，直觀地呈現出菜市場的熱鬧氛圍，樂曲開頭四小節的左手主題，表

示在市場中人們悠閒的漫步，且這四小節音型和節奏持續地貫穿全曲，營造出

輕鬆活潑的氣氛，其中在 5-8 小節右手高音域的部分則是模仿著鳥鳴聲，也暗示

著第一樂章食夢貘的腳步動機。 

 

在第 9 小節開始加入右手中音聲部刻意模仿著台語說話的腔調，表現出市場

中小販渾圓飽滿的叫賣聲，並在第 13 小節出現第二個音域較高的聲部，代表著

在攤位前問價和招呼同伴一起來挑揀商品的顧客，而後兩個聲部間互相對唱，

彷若市場中雙方互相對答、議價的場面，此一段落建議演出的同時可以適度地

根據譜上所寫的詞語來加入台語唸白。 

譜例 15 第二樂章開頭四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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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著 17-24 小節處，左手除了低聲部除了不斷地重複開頭主題外，多出了

穿插其中的八分音符跳音，描述除了右手表達的在攤位前喊價問價的小販與顧

客之外，同時外圍也有其他人群一邊閒逛一邊話家常的熱鬧情景。 

 

 

譜例 16 第 9-12 小節刻意模仿台語聲調而寫的叫賣聲動機 

譜例 17 第 13-16 小節出現攤販與顧客的對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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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第二部分為 25-37 小節，該段落打破原本 F 調性中心穩定的結構，改以

半音風格來帶出攤位前買賣雙方講價時價格談不攏，市場的氛圍從平和漸漸地

走向緊繃、衝突的情形，隨著音高與力度一步步地升高，展現雙方說話音量不

斷加大，火氣逐漸升高而劍拔弩張的氣氛，周遭原本熱鬧的人群也在感受到緊

張氛圍後，開始關注到這場即將爆炸的衝突中，時不時地有些或者煽動或者勸

架的聲音自人群之中傳出，25-30 小節中音域依舊代表攤販，而高音域不再只是

單一的買家，而是有其他或拱火、或勸架的群眾的聲音。 

 

31-32 小節中，隱藏在各聲部的 (#)F (#)D 旋律動機，表現人群中出現的「好

了啦」勸架聲，最後在 34-35 小節一陣激烈的爭吵過後，雙方終於吵出共識談

妥價格，橫跨 35-36 小節 fff 強度的兩組和弦，表現雙方一齊大喊「好啦！」同

意這場買賣，與此同時左手低音域 ff 強度的幾組和絃，表示遠方一陣突兀的驚 

雷落下，暗示著一場雷陣雨正在醞釀，原本熱鬧的菜市場氣氛彷彿被瞬間按 

下暫停按鈕般嘎然而止。 

 

譜例 18 第 25-28 小節轉為半音化的風格與對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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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雷聲過後，第三部分由 37 小節最後三個音開始，再現類似第一部分

的風格與動機，表現人們從雷聲中回過神來，默契地放下之前的紛爭，市場又

恢復到一開始熱鬧歡快的氣氛，但時不時出現的雷聲卻也讓人禁不住擔憂， 於

是人們抓緊時機趕緊採買完畢並離開菜市場回到家裡，以躲避下個樂章即將出

現的豪雨。 

 

 

 

 

譜例 19 第 31-32 小節不斷爬升的音高與音量以及勸架聲 

譜例 20 第 35-36 小節雙方爭吵中突然一道雷聲打破所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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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小節開始，熱鬧的市場聲響隨著人流遠去越發安靜，其中穿插著一步步

逼近的低音雷聲動機形成對比，最後整個樂章的結尾停在一度不諧和的和絃，

低音部的 F#、G#、B# 暗示著第三樂章低音區的雷聲和絃；右手則停在 F、

Gb、Bb、Cb 和絃，也是在暗示第三樂章主要的「天黑黑」旋律素材。  

 

 

 

 

譜例 21 第二樂章的結尾暗示著第三樂章的內容 

譜例 22 第 38 小節開始再現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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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第三樂章：欲落雨 

第三樂章的時段為午後約莫兩點到五點期間，描寫台灣地區春夏之季，常常

在這個時段中出現的猛烈雷陣雨，是整部作品中風格最衝突、誇張，也最具張

力的一個樂章，該樂章同樣可以再拆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段落為 1 小節到 32 小節的前四拍，該段落主要描寫風聲和雷聲，

最核心的音樂素材是取自民謠《天黑黑》的旋律，其中為了獲得小二度的音

程，筆者特意將原本旋律中的Ｇ音降半音，故將此片段整理成一個音級集合看

待的話，那麼該音級集合中便含有小二度、大二度、大三度、完四度、增四

度、完五度、小六度、小七度、大七度的音程關係，而該樂章第一部份所有的

和絃與重疊音的內容都是由上述這些音程關係所構成。 

 

  左手彈奏的低音和絃是在描述忽遠忽近且不規則的雷聲，與之相對較流

動、快速的音群則為描述風聲，其中在 5-6 小節、7-8 小節、10-11 小節中出現

方塊符頭的音符，表示演奏者需要使用第五小節上方譜表中的全音階內容，來

模仿被風吹動的風鈴那不規則、隨機性地聲音來作即興演奏，且根據譜上標示

每次出現即興片段時，速度都較前一次即興更加快一些。 

譜例 23 第三樂章取自《天黑黑》旋律的核心音樂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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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小節出現的高音，是如譜例 25 與譜例 26 所示，將原本的《天黑黑》音

列、與《天黑黑》的逆行倒影音列、再加上即興中表示風鈴的全音列融合而成

新的音級集合，在這一段落的高音區以此集合構成旋律來描寫風聲。 

 

 

 

 

譜例 25 第 13 小節音列 

譜例 24 第 5-6 小節即興內容 

譜例 26 《天黑黑》音列與以Ｆ音做開頭的逆行加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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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和弦素材與高音旋律素材除了描述雷聲與風聲外，在第一部分中也可

以看到運用這些素材構成的其他聲響，比如譜例 27 所示在第 11 小節中左右手

交互琶音的片段，左手的動機由下往上為間格大三度、增四度、大二度音程，

右手動機則為小二度、大三度、增四度，都是取自譜例 23 中《天黑黑》素材中

所包含的音程。 

 

 而如譜例 28 所示在第 15 小節中，右手的內容是將譜例 26 中《天黑黑》平

移增四度後產生的音所構成；以及譜例 29 中第 19 小節右手的內容，前三拍都

是 13 小節音級集合中包含的音，但第四拍開始到 20 小節的內容皆為全音階構

成，是對風鈴素材的呼應；以及譜例 30 中第 29 小節左手彈奏的音也是將《天

黑黑》音列 F、Eb、B、Bb與四個全音F、Eb、Db、B結合而成。 

 

  

譜例 29 第 15 小節右手部分 

譜例 28 第 19 小節的右手部分 

 

譜例 27 第 11 小節的左右手交互琶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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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第一部分不斷地持續讓上述幾種素材交織與變形描繪出豪雨將至之前

張牙舞爪的風聲與雷聲，讓人感受到威脅與恐懼的氛圍，直到第 32 小節，在右

手的 16 音符半音階上行搭配左手彈奏《天黑黑》音列 F、Gb、Bb、C，加上其

逆行倒影音列 Bb、C、E、F，接續到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從 32 小節最後一拍兩個八分音符和弦開始，持續到 53 小節，如

譜例 31 與譜例 32 所示，32-35 小節為不諧和和弦構成張力極強的天黑黑旋律，

34-36 小節在旋律與雷聲中穿插的小二度、大二度音程則代表雨點稀疏的一點一

點落下，且在 36-37 小節很快地便形成傾盆大雨。 

譜例 30 第 29 小節的左手部分 

譜例 32 不諧和和弦構成強張力的天黑黑旋律 

譜例 31 第 32 小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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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第一部分中使用過的雷聲與風聲素材之外，自 37 小節開始，如譜例

33 所示左手部分出現的是代表落雨的新素材，以及譜例 34、35 中的節奏變形也

都是在描述雨的聲音，這個素材將貫穿整個第二部分，並且也會在第三部分中

片段式地出現。 

     

譜例 33 所示的落雨素材由大多數的二度音程與 6 個不規則出現的單音所構

成，且該素材除了原型以外，有時亦會逆行出現，或者原型與逆行疊置出現，

比如在譜例 34 所示的第 42 小節開始，為了與右手的原型相呼應，左手部分彈

奏的部分即為落雨素材的逆行。 

    之所以這樣設計，是因為如譜例 34、35 所示，可以簡單地透過重疊原型素

材與逆行素材，並改變單音的時值，讓代表落雨的旋律出現隨機性，無法預測

的節奏錯置效果，更貼近自然界雨點那不規則、忽快忽慢、時有時停的感覺。 

 

譜例 34 第 42-43 小節內容 

譜例 33 第 37 小節左手開始出現代表落雨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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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接著從 58 小節由左手不完整的落雨動機逆行開始，到整個樂章結束為第

三部分，在這一部分中可以看到前兩部分的所有素材碎片化地出現，營造出放

晴之前雨聲、雷聲、風聲時有時停、斷斷續續的畫面，且整體的落雨素材逐漸

稀疏，雷聲也逐漸變小，不再像第一部份那般強烈而嚇人，表現出雷和雨逐漸

趨緩最後消散的場景，而風聲的旋律也逐漸地走向溫柔的 Eb 調風格，轉變為雨

後清爽的、讓人舒服的微風。 

    在這一部分中大多數的素材都是取自前兩個部分的內容，比如在 59 小節的

右手部分 16 分音符與 32 分音符交錯的節奏型來自譜例 30 的片段，音高內容則

是來自譜例 29 所示，由兩組《天黑黑》音列：F、Gb、Bb、C  \  F#、G、

B、Db，再加上風鈴以全音列組成的 Gb、Ab、Bb、C、D 所構成的音級集合。 

 

  而在 64 小節後兩拍到 65 小節，右手的旋律終止在 Ab、C、Eb、F，暗示著

第三部分調性將從非調性走向調性，直到譜例 38 所示 68 小節後半到 69 小節右

手突兀再現第一樂章食夢貘動機之後，後續和聲走向 Eb 大調的感覺更趨明顯，

這樣的安排是筆者想展現出宏觀的雙關意涵：陰暗恐怖的雷陣雨逐漸到放晴的

譜例 35 第 54 小節內容 

譜例 36 第 59 小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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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正如同在第一樂章中的惡夢被食夢貘吃掉了，之後重新形成一個新的美

夢那般。 

 

     

最後整個第三樂章的結尾如譜例 39 所示，停留在 C、Eb、G、Bb 和弦，正

好是 Eb 大調的六級和弦，停留在假終止的結尾處營造出一種仍然未完待續的感

覺，並銜接到第四樂章，暗示著暴雨已然止息，但雨後的精采黃昏時刻卻才剛

要開始。 

 

 

 

 

譜例 37 第 64-65 小節內容 

譜例 38 第 68-69 小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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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9 第三樂章的結尾處停在 Eb 大調假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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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第四樂章：黃昏記憶 

第四樂章的時段為黃昏到傍晚的時刻，在筆者的記憶中，這段時間是場景最

為多元，也是最能聽見各種各樣豐富聲響的時刻，像是學校的鐘聲、鈴聲、學

童歡快的嘻笑聲，田野中農夫結束一天的勞作之後，哼著小曲踱步返家，鄰里

街道間回收車慢慢穿梭而過留下沿街的廣播聲響，院中孩童玩樂打鬧的聲音，

以及最讓人懷念的，親人在門口輕聲招呼著我們一同回家用餐的溫暖語聲，故

在編寫此樂章時，筆者參考了電影群像劇的呈現手法，選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

音樂片段來代旨上述各個不同的場景與聲音，嘗試作出由多種段落拼貼串接組

成，曲式較為自由的樂章。 

第一個場景在學校，如譜例 40 所示的開頭兩小節音形模仿自譜例 27 所示，第三

樂章第 11 小節代表風聲的左右手交錯琶音的音型，此時的風聲比起前章壓抑、緊

湊的氣氛而言，節奏更加的舒緩，且較高的音域也帶來較清澈的聲響，表現出

雨過天晴之後微風吹拂的舒適氛圍讓人感到些許的昏昏欲睡。 

而在譜例 41 中第 11-14 小節的素材來自德佛札克第九號交響曲的旋律片

段，也是台灣多數學校的放學鐘聲，彷彿一個開場訊號，將無數學生從課堂的

昏沉中喚醒，準備迎接愉快的放學時光。  

 

 

 

 

譜例 40 第四樂章開頭的風聲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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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小節歡快的旋律中再現第二樂章菜市場攤販叫賣的動機，表現學生們

在放學後結伴返家，一路上嘻笑玩鬧，一路上夾雜街邊小吃攤販熱情叫賣「來

喔！」、「緊來買喔！」的景象。 

 

譜例 41 第 11-14 小節右手的放學鐘聲旋律 

譜例 42 框線處開始再現第二樂章的市場叫賣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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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場景將鏡頭拉到另一條馬路街道上，在 35-42 小節以知名台語歌謠

《酒矸倘賣無》表現出回收車從街道另一頭緩緩行駛而來，車上放映的廣播音

樂聲在寧靜村落中迴盪到街道的各個角落，緊接著快速轉到第三個場景：45 小

節開始，左手彷彿喝吆一般的節奏型，搭配右手彈奏民謠《牛犁調》旋律，則

是代表農民完成一整天的勞作之後，在日落夕陽餘暉的照耀之下，走在田野小

路上放聲歌唱，一邊悠悠哉哉地慢慢踱步回到村里。 

 

 

 

 

 
 

譜例 43 取自《酒矸倘賣無》的旋律 

譜例 44 第 45 小節出現彷彿喝吆般的《牛犁調》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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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50-57 小節左手加入半音變化音的上行與下行音階、琶音，搭配右手不

時出現完四度、完五度、增四度聲響的和絃，營造出一種動態的、調性時刻變

化的微妙和聲效果，筆者用這樣的風格來描繪第四樂章的黃昏時刻中，天空的

顏色忽而白、忽而黃、忽而紅、忽而紫，光影忽明忽暗且色彩多變的畫面。 

 

第四個場景是在鄉村居民居住的院落內，65-72 小節是一個具有類似連接句

功能的段落，如譜例 46 所示，透過不斷模進而更加輕盈的《酒矸倘賣無》旋律

片段搭配低聲部活潑的跳音，描寫已經放學回到家中的孩童們三兩成群，隨意

地模仿方才聽到的回收車音樂哼唱，開心地在院子中夥同兄弟姊妹一同玩耍追

逐，並隨著段落發展將調性帶到下一個場景的 F#調之中。 

 

 

 

 

 

 

 

譜例 45 第 50 小節出現描寫黃昏光影多變色彩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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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場景在 76 小節，如譜例 47 所示從右手一個變形且不完整的第一

樂章食夢貘動機開始，帶到較為抒情的旋律之中，在 83-92 小節段落如譜例 48

框線處所示，將台語老歌《黃昏的故鄉》中：「叫著我！叫著我！黃昏的故鄉

不時的叫我」這一句旋律切斷並藏到右手的旋律之中，表示傍晚時分在家門口

招喚每一位家人返家用餐的，屬於母親或祖母的溫柔聲音，這樣的編排再次地

暗示第一樂章中搖籃曲段落亦出現的，食夢貘的形象與長輩溫柔的聲音重疊的

意涵。 

 

 

 

 

 

譜例 46 代表孩童在院中嬉鬧的連接句 

譜例 47 第 76 小節變形的食夢貘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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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 94-95 小節如譜例 49 所示再一次出現變形的完整食夢貘動機，此後第

一樂章低音的打呼聲、夢境主題亦重新再現，做為第四樂章以及整部作品結尾

的雙關意涵，讓第四樂章接回到第一樂章開頭的設計，一方面在時間及場景上

表達在傍晚過後便是整個農村逐漸沉靜下來，眾人進入休息的時刻；另一方面

也是表達《日記》這部作品，展現的並非只是一天的「一日之記」，而是由無

數個記憶中一日又一日不斷往復循環的日常時光所構成的記憶篇章。 

譜例 48 包含《黃昏的故鄉》旋律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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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49 第 94 小節變形的食夢貘動機開始再現第一樂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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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日記》創作反思與討論 

筆者在創作《日記》時，除了讓每個樂章都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外，也試圖追

求整部作品的一致性，但就筆者看來，這兩者的追求其實存在著一種矛盾：如

果每個樂章都太過於獨特，那整部作品的一致性的整體感便會減弱；反之亦

然，如果過於強調所有樂章整體的一致性，則會相對地削弱每個樂章間的獨特

感，所以在創作過程中，筆者十分仔細地琢磨如何維持兩者之間的平衡。 

考量到樂曲「一致性」，筆者刻意選擇線性且不斷輪迴的「一日的時間」當

作整部作品的主題，並且如前四節內容所示，為了呼應這個主題，筆者讓每一

個樂章的結尾都暗示著下一樂章的開頭。為了再進一步加強一致性，在每個樂

章中會不時地穿插一些引用自其他樂章的片段，以增強各個樂章之間的連結與

呼應。 

而在「獨特性」方面，其中一個最直觀的設計，便是筆者在每個樂章中選用

了一段或多段與該樂章主題相呼應的現有民謠旋律當作基底素材，並用不同的

方式來處理它們。這些不同的素材之間風格差異懸殊，且在創作的過程中，筆

者發現所選用的民謠本身自帶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回饋反哺成為自己的

創作靈感，得以更好地營造出每個樂章的獨特性。 

從四個樂章中說明，第一樂章的《搖嬰仔歌》中，較完整且直接地引用了民

謠內容，並用三拍子的節奏、以及簡單的和聲來維持著旋律本身自帶的搖籃曲

風格。在第二樂章中模仿市場小販叫賣聲的片段中並非直接地引用旋律，而是

更加隱喻性地，僅在和聲與風格上是模仿《流浪到淡水》這首民謠，故而聽眾

雖然無法聽見原始的民謠旋律，但卻能感受到類似於《流浪到淡水》的氛圍與

風格。在第三樂章中除了直接引用之外，筆者亦將《天黑黑》的旋律拆解成四

個音組成的音級集合作為貫穿全曲的素材，並讓這個素材與其他素材，例如代

表風鈴的全音列做結合，且隨著樂曲發展作變化形成更加複雜的新的音級集

合。第四樂章的獨特性則在於樂章本身便引用了多種的素材，包含：下課鐘

聲、《酒矸倘賣無》、《牛犁調》、《黃昏的故鄉》等等旋律，加上刻意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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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像劇的鏡頭轉換手法，使得該樂章與前三樂章不同，「多元化」與拼接的音

樂體裁便是該樂章獨有的獨特風格。 

  筆者認為在創作《日記》的過程中，對於「一致性」與「獨特性」的種種

思考與平衡，不僅可以幫助自己在作曲中更有意識與方向性地去整合不同樂思

與決定如何處理旋律素材之外，也可以進一步使得作品的概念與層次更加豐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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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作品《音感折射》樂曲解析 

第一節 內容解析 

   《音感折射》是為弦樂五重奏與鋼琴所寫，總長約 5 分鐘的樂曲，配器上

以兩部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大提琴的內容為主，加入鋼琴聲部則是

因為其十二平均律調音的樂器特性，得以在這部作品中用來做調音或者確定音

高的功能，其他聲部的絃樂器演奏者可以在撥奏的段落中用鋼琴的聲響來確定

自己演奏的音高是正確的。 

  樂曲開頭四小節由小提琴一部與中提琴搭配低音提琴持續拉奏的長音來撥

奏兩次 B、Bb、A、Ab 半音列，是為了讓聽眾確定與記憶尚未受到任何滑音與

旋律干擾的 B、bB、A、bA 四個音的音高，第 5-13 小節中如譜例 50 的低音提

琴分譜所示，原本音高穩定的低音提琴開始做上行與下行的滑音，且每一次上

行與下行滑音的終點音高，都比前次微妙地差了一個半音，在這個段落中，除

了固定半音列的撥奏之外，小提琴二部、中提琴與大提琴亦會不時地在空檔中

填充其他撥奏的聲音來干擾聽眾對音高的判斷。 

 

譜例 50 低音提琴第 4-15 小節 



 
 
 
 
 
 
 
 
 
 
 
 

 

36 

14 小節開始大提琴也如譜例 51 所示，隨著低音提琴作時而同向、時而反向

的滑音，17-28 小節小提琴二部則是如譜例 52 所示跟隨重複半音列重疊出現，

在間隔低八度音的位置做半音距離的滑音（在本章中所有的「重複半音列」一

詞皆是代指該作品中不斷重複地 B、Bb、A、Ab 四音）。 

 

 

25-31 小節如譜例 53 所示大提琴開始呼應著小提琴二部，重疊著跟隨重複半

音列來做滑音，29-32 小節小提琴二部與大提琴兩個聲部的滑音更加長且音程跨

度更大，最後於 33、34 小節以大提琴一個八度的滑音結束第一部分。 

譜例 51 低音提琴與大提琴第 11-19 小節 

譜例 52 小提琴一部、小提琴二部與中提琴第 16-19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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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從 34 小節開始，暫時地回歸到一個整體音高較為穩定的狀態以讓

聽眾的耳朵休息與重新「調音」，如譜例 54 所示大提琴拉奏第一主題旋律搭配

低音提琴的持續音作為主幹，小提琴一部、小提琴二部、中提琴則做類似 11-14

小節的重複半音列撥奏，並在 43-49 小節處於原本穩定的第一主題旋律中加入

小提琴一部音域高於重複半音列的滑音作為干擾，如譜例 55 所示。 

 

 

譜例 53 小提琴一部、小提琴二部、中提琴與大提琴第 24-27 小節 

譜例 54 大提琴於第 34 小節處演奏第一主題旋律 

譜例 55 小提琴一部第 41 小節處的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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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4 小節是由第一主題過渡到第二主題旋律的銜接段落，也是整首作品唯

一沒有出現重複半音列的部分，取而代之的是在 52、54 小節中鋼琴兩組八度 B

音音程來作為調音的角色，因為其他聲部的滑音，聽眾很可能會將這兩個重複

的鋼琴聲音給辨識成不同的音高，根據回饋大部分的人會認為後面的音聽起來

要比前面的音更高一些。 

    接續 55-64 小節，在大提琴與低音提琴相對穩定的持續音中，小提琴

二部如譜例 57 所示演奏完整的第二個旋律主題，小提琴一部與中提琴則做

重複四音列的撥奏，緊接著 64-73 小節，原本穩定的結構很快地便被破

壞，如譜例 58 所示由小提琴一部演奏「走樣的」第二主題旋律，同時亦有

其他聲部的滑音來擾亂音高判斷。 

譜例 56 過渡到第二主題旋律的銜接段 

譜例 57 小提琴二部演奏第二主題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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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小節開始是第三部分，74-82 小節如譜例 59 所示，雖然音高的變化速度

仍舊快速，滑音的音程範圍也依舊很大，但比之上一部份具有明顯旋律性的滑

音而言，在這個段落中的滑音走向變得較為隨意而沒有旋律上的意義與邏輯，

而從 83 小節開始滑音逐漸的趨向穩定並進入尾奏。 

譜例 58 小提琴一部演奏走樣的第二主題旋律 

譜例 59 總譜第 73-76 小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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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小節開始是尾奏，譜例 60 所示 93-94 小節完整的終止式是一個偽裝，使

人產生一種樂曲要在穩定的聲音中結束的錯覺，其後 96-99 小節音高又迅速地

走樣，最後彷彿一撇不小心被畫歪的筆劃那般，整首樂曲真正的結尾如譜例 61

所示，突兀地結束在小提琴一部與大提琴演奏下行大三度、與小提琴二部與低

音提琴演奏上行大三度的滑音之中。 

 

譜例 61 總譜第 93-94 小節虛假的終止處 

譜例 60 總譜第 97-99 小節樂曲結尾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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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音感折射》創作反思與討論 

  由於時間緊湊、以及經費不足找不到合適樂手等原因，該部作品僅以電腦

編曲的方式在 2023 年 5 月的作品發表會中呈現，目前尚未有實體演奏的版本，

故而筆者並不能確定實體演奏後會不會使得聽眾同樣有「音感偏差」的感受。  

在作品發表中評審亦有提出一些在排練時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包括要更留意

拉奏的弓法，以及更多考慮聲部間的平衡，以及現場演奏時，鋼琴的聲音可能

會完全聽不到等等狀況需要留意。 

  另外根據筆者將透過電腦軟體產生的音樂檔案撥放一些聽眾聆聽時得到的

回饋，顯示出每個人產生「音感偏差」的狀況都不盡相同，譬如有些段落幾乎

所有人聽起來都是偏高的，或者也有一些段落部分人聽起來偏高、部分人聽起

來是偏低的，更甚者每個人產生偏差處的「多」與「寡」亦有所區別，筆者得

到一份回饋是聆聽者表示有多達十幾處都讓他感覺到偏差；但也有另一份回饋

是只有少少的三處有偏差，但筆者並未詳細地針對這部分去深入研究，找出產

生這些差異的原因，僅能直覺地來假定這可能跟每個人本身的音高感知能力有

關聯，如果未來可以有機會找到大量的受試者來做聽覺測試，並將之統計成數

據也許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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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作品《資訊汙染》樂曲解析 

第一節 內容解析 

    《資訊汙染》為使用由 Xfer Records 公司開發的電子合成器軟體 Serum 製

作的音樂內容，並搭配新聞播報的片段而成，作品長度共 6 分鐘，共可分為兩

部分，兩個部分中都同樣有取樣自真實世界的聲音(新聞播報、訪談)以及由電子

合成器產生的聲音，前者是代表我們接收到的「外部訊息」，而後者則代表我

們內在思考、理解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內在訊息」 

    第一部分從開頭到音頻 2:18 處，外在訊息由俄國總統普京在 2016 年一場頒

獎典禮上的一句失言:「俄羅斯的領土將無限大」開場，並在重複時將原本的語

音音頻透過效果器扭曲化的處理，作出彷彿魔鬼般的聲音效果；而與之搭配的

內在訊息重複兩次的 bE 主和弦則是借用自貝多芬《皇帝鋼琴協奏曲》的開頭內

容。 

  緊接著出現的外部訊息是俄烏戰爭期間有關開戰、戰報的新聞內容片段，

而內在訊息則由扭曲的《皇帝協奏曲旋律》，搭配取材自陳黎的圖像詩《戰爭

交響曲》的內容來呈現，在中音域規整出現，由全音音階構成的和弦作為

「兵」的聲響，以及許多由三個半音堆疊的音堆，高音的音堆代表「乒」、低

音的音堆則代表「乓」，最後將「兵」的音域降低三個八度出現的，沉重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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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全音和弦則是代表丘，若以編曲軟體中的鋼琴捲簾譜來呈現「兵乒乓丘」四

個聲響，則如下方圖 1 所示： 

    在第一部分尾末 01:46 秒之處，除了呼應《戰爭交響曲》詩文結尾中大片的

「丘」以外，亦將「兵乒乓丘」如圖 2 所示，根據文字外觀非常直覺式地將四

個字代碼化成 11、10、01、00，並將烏俄戰爭的日期 20220224 先轉化成二位元

的寫法，再進一步將二位元編碼轉化成由「兵乒乓丘」所構成的聲響，即得到

 

 

圖 1 代表著兵、乒、乓、丘的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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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順序為丘乒、丘丘、丘乒、丘乒、丘丘、丘乒、丘乒、乓丘的聲響，這樣

的代碼化處理手法也預告著第二部分「數據化」的主軸。 

 

  第二部分在外在訊息的部分依舊是由俄烏戰爭相關的新聞片段碎片化之後

構成，而內在訊息的部分，筆者設計一套模式將資訊科技中不同位元的概念使

用於音高劃分之中，如圖 3、圖 4、圖 5、圖 6 所示，將一個八度(1200 音分)，

用二位元(劃分成兩個音)、四位元(劃分成四個音)、八位元(劃分成八個音)、十

六位元(劃分成十六個音)等不同編碼方式。  

 

圖 3 二位元的音高劃分 

 

 

 

 

圖 2 以文字外觀直覺地將兵乒乓丘代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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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四位元的音高劃分 

圖 5 八位元的音高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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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十六位元的音高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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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瀏覽完所有新聞素材內容之後，筆者從中挑選出 11 組關鍵詞，並將這

些關鍵詞以十六位元的 BIG-5 中文編碼系統給代碼化之後，再由十六位元代換

成二位元、四位元、八位元不同的編碼，得到如圖 7 所示的表格，將這些不同

位元的編碼對應到上述圖 3、圖 4、圖 5、圖 6 的劃分表中所得出的音高素材構

成整個第二部分「內在訊息」的內容。 

  根據上述的模式操作，以「侵」一字數據化之後轉換成音高來當作示例，若

將「侵」字放到二位元構成的代碼中可以得到「1010101101001001」這一串數

字，再透過圖三所示的二位元表格將數字轉化之後即為「F#、C、F#、C、F#、

C、F#、F#、C、F#、C、C、F#、C、C、F#」的音高內容；若將同樣的字改用

八位元來表示，則代碼變成「125511」，透過圖五所示八位元表格來轉化之後

的音高內容則是「四分之三升的Ｃ、D#、四分之一升的 G、四分之一升的 G、

四分之三升的Ｃ、四分之三升的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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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十一組關鍵詞的代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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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的主旨是在表現處在消息紛亂的資訊爆炸時代中的人們在接受資

訊的過程中，隨著各種紛雜的外在訊息不斷地灌輸之下，人們腦海的內在訊息

亦不斷地運作，不同位元代表著不同層次的思考，不同字符透過四種位元代

換，持續地產生龐雜的音樂素材，且這些素材又不斷地交疊、混雜一起。 

  經過多次代換之後，所有的旋律逐漸地趨近複雜、混亂而難辨，逐漸地受

到過多的資訊汙染與刺激之下，人的思維將不再流動，最終所有的關鍵詞句匯

聚成一個不斷重複地音與雜訊噪音，表示人的思考在過多的資訊衝擊之下，已

經超負荷，腦袋已然宕機，無法再運轉的情形。 

    為了展現上述情形，該部分首先將圖 7 所示的關鍵字由簡到繁作不同位元

的代碼化處理，並讓不同代碼的音或交互或重疊地出現並發展，直到音頻 3:46

秒處，搭配新聞主播口說「超過五千億台幣」的訊息之後，新聞片段嘎然而

止，隨之在「內在訊息」的部分則出現類似槍聲不斷重複，代表數字 0 的 C

音，許多的數字 0 是在呼應著這場戰爭之中所耗損，讓人難以想像的巨額資

源，而刻意模仿轟然作響的槍砲聲也有展現戰爭中微觀場景的意涵。 

    這個片段也是一個分界，在這個片段之後為了表現人的資訊承受能力已然

到達臨界值，無法再承受更多資訊，所以代表外部訊息的新聞播報語句內容會

逐漸碎片化到難以辨認內容的程度，而代表內在訊息的合成器聲響也更加混

亂，發展到所有位元所有訊息都參雜糾結在一道，樂曲尾聲處開始出現類似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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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機與電視雜訊的聲響，最終無論外在的還是內在的所有聲音都被這聲雜訊吞

沒，此刻的人已然完全被過量的資訊汙染，喪失接受訊息與內化思考的能力。 

 

 

第二節 《資訊汙染》創作反思與討論 

  在筆者創作作品《資訊汙染》的過程中亦發現了一些有趣的、值得探討的

議題，其中之一為透過筆者設計的模式使文字轉變為音樂的過程中存在著一種

不可預測的特性，筆者根本完全無法在創作之前便預料出哪個文字、詞語做出

來會是什麼效果，只有真的去將每個字詞對應的音樂給「做」出來讓人能夠聽

到之後，才能夠確定這些字詞數據化之後的聲響會是何種模樣。這使得這部作

品存在著一定的隨機性，所選用的字詞的文字屬性本身跟音樂屬性是毫無因果

關聯的，比如將「悲傷」這個詞轉化之後，我們卻並不一定能夠得到可以符合

「悲傷」情緒的聲響。更進一步地說，筆者認為透過這套轉化模式所得到的音

樂，其實會自然而然地消抹去其對應文字本身所含的意義與屬性。這個過程就

像將文字給密碼化處理了，即便聽眾在聆聽前已然熟知整個轉化模式與過程，

但聆聽音樂時卻也只能直觀的聽到一連串的音高內容，基本上不可能僅靠聽覺

就能辨別出被轉化之前的文字內容是什麼。 

但是筆者並不認為這是作品的缺點，因為在最初構思這部作品時「讓聽眾辨

認出音樂背後代表的詞句」便不是筆者的初衷，比起文字內容而言，筆者更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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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於如何在作品透過不同位元的代碼化之後的聲響，形象化地表現出「資訊汙

染」的概念。 

  再來是筆者亦發現在八進位的八平均律中會出現1
4�  度的音高，而在十六

進位的十六平均律中則會出現1
8�  度的音高，這些與十二平均律不同的音律劃

分方式，帶來一種特別的聽覺感受之外，也會偶然地構成一些很特別的和弦：

例如圖 8 所示每個音間隔 450 音分的和絃，以及每個音間隔 375 音分的和絃等

等。 

 

 

                     

 

 

 

 

 

 

 還有特別意外的一點便是筆者原本預想著代碼化之後，每個音高出現的頻率

應該會是比較平均的，但事實上卻正好相反，在創作過程中筆者發現有某幾個

音出現的頻率異常的高。這是因為在中文字編碼邏輯是取一個區間將常用字按

圖 8 兩組特殊的和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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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筆劃和部首的排列依序編碼，其他不常用的字或特殊字則會放到其他區間，

所以不同區間是按照文字的屬性來分類，而不是前個區間編滿了才跳到下一個

區間；比如在《資訊汙染》中選用的 BIG-5 編碼便是將 A440 定為中文字

「一」，而後以 A441、A442、A443……的順序將常用字依次編碼，不常用的

字則會放在 C940 之後的區間。這造成一種結果：常見的中文字編碼大多是

AXXX 或 BXXX 於是使得 A 和 B 兩個碼出現的頻率異常的高，轉換成音樂之

後顯然地Ａ、Ｂ兩個碼對應的音高內容也會出現得更頻繁，而使得大部分音樂

片段中都會意外地有一種類似中心音的效果。這樣有趣的效果是在轉換中偶然

產生，並非筆者在創作前便刻意地設計的。幸運的是因為在不同的位元之下會

有不同的中心音，在位元轉變時中心音也會跟著轉變，這使得在作品中詞句與

位元發生轉變時將更容易被聽眾意識到，進而更有利於聽眾去理解整部作品正

在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除了 BIG-5 編碼外，亦有諸如 CNS、UNICODE、EUC 等運用到不同領域的

中文編碼方式，且不同方式之間，編碼的邏輯、選擇區間也不盡相同，這些編

碼的差異也會對轉化而成的音樂內容產生影響，故而不同的編碼方式、不同語

言的代碼化，也許都是這部作品未來可以再繼續探索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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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日記》完整樂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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