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rd-Boiled Wonderland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 
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 

Quartet 

for 

Flute, Clarinet, Cello and Piano 

 

 

 



創作理念: 
Hard-Boiled Wonderland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 的創作靈感來自閱讀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於 1985 年完成的同名長篇小說。書中是由二

條不同的主線所構成，一邊是「世界末日」，一邊是「冷酷異境」，讀下去才浮現出一個輪廓、梗概，原來他們兩個我是同一個「我」，

一個是淺意識下產生的我，處於被高牆圍繞住名為「世界末日」的街。那裏雖是世界的盡頭，但卻是一個理想國；另一個則是活在現

實的世界中的我。如同這首曲子；含兩個樂章，一開始聽起來是完全迥異的風格，但其實他們背後的音樂行為是一樣的，均為時間在

音樂裡進行的過程。從一個素材開始，像同心圓般往外擴張，然後又回到原點。 
 
 
第一樂章： 
靈感來自書中「世界末日」的「手風琴」篇，村上春樹提出是不是所有事物都可以被賦予意義呢？那音樂呢？一段單純的旋律為什麼

能夠觸動我們的心，也許它還是可以被賦予意義，但更確實的來說“音樂就是真實存在於我們心中的感覺”，是不需被賦予意義才存在

的東西。此樂章筆者想傳達就是真實存在於我心中的旋律，每個聲部都唱著自己旋律，但都根基於筆者原先設定的一個音階。聲部彼

此間是具「對位」的關係。  
 
 
第二樂章： 
村上春樹：「…正因為有絕對、有幻滅、有悲哀才能夠產生喜悅樂趣，沒有絕望的至福是不存在的。…」音樂也是一樣，所謂的大聲、

小聲，長音和短音，都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此樂章我試圖將「點和線」用不同力度、表情以及演奏法來呈現，起初是點和線的

平行，之後帶入由點自己形成的空間，在曲末進入將點融合為一體的線，在掌握時間的過程中筆者也明白，原來瞬間即是永恆，也呼

應了書中主角最後就永遠地留在街裡，那「不死的世界」，只留下踏著雪格吱格吱的聲音。 

 



ABBREVIATIONS AND SYMBOLS: 

                                                         

For all instruments: 

= accelerando 

= ritardando   

 

 

 

 

 

 

 

For alto flute and bass clarinet: 

= Breathy, but with clearly defined pitch

= Very breathy, more breath than tone

= Tongue slap, “quasi-pizzicato” 

= Flutter tongue 

 

 

For violoncello: 

(s.p.)  =  sul ponticello 

(s.t. )  =  sul tasto 

(p.o.)  =  Position ordinary 

  =  Bartók pizzicato 

  =  壓弓奏 

  =  Highest Tone 

  =  tremolo 

 

 

 

 

 

 

 

For piano: 

 

Prepared tones: 

  = Strike the strings with the hands 

= Brush along the strings with hands 

  = Silent k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