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欝

今
年
是
奧 

其
他
音
樂
家
的
排
擠
。後
來
， 

地
利
「
音
樂
神 

莫
孔
特
離
職
自
由
創
作
和
敎
授 

童
」作
曲
家
莫 

學
生
。
他
二
十
六
歲
那
年
結
婚 

扎
特
逝
世
二
百 

後
擔
子
更
重
。
由
於
夫
婦
兩
人 

週
年
。
莫
扎
特 

都
體
弱
多
病
，以
致
經
常
要
借 

天
才
橫
溢
，
六 

貸
維
生
。
一
七
九
一
年
，莫
扎 

、七
歲
時
即
已
揚
名
。
他
在
短 

特
冉
到
維
也
納
，這
時
他
已
患 

短
三
十
五
年
的
生
命
中
，創
作 

了
嚴
重
的
肺
炎
，但
仍
抱
病
指 

了
六
百
多
首
各
種
類
型
的
樂
曲 

揮
歌
劇
「魔
笛J

的
演
出
，還

十
五
首
彌
撒
曲
：
一
百
三
十
多 

首
讚
美
詩
；以
及
其
他
各
種
擊 

器
的
協
奏
曲
和
舞
曲
、夜
曲
、 

合
唱
曲
、獨
唱
曲
等
。

莫
扎
特
曾
經
師
事
另
一 
位 

奥
國
音
樂
大
師
海
頓
。
莫
扎
特 

音
樂
的
風
格
，綜
台
了
意
大
利 

式
優
美
淸
晰
的
旋
律
，與
德
國 

嚴
格
古
典
的
對
位
和
聲
作
曲
： 

主
題
歌
悅
耳
二 

C1J奏
流
暢
悔
快 

，旣
有
古
典
樂
風
的
高
雅
莊
电 

，卻
又
純
楼
悅
人
，使
各
階
層 

的
人
，都
能
在
不
同
角
度
欣
賞 

和
接
受
他
。
在
歌
劇
方
面
更
仃 

許
多
革
新
，劇
情
完
整
自
然
， 

㈡
情
台
理
，劇
中
人
物
的
個
性 

描
寫
得
深
刻
含
蓄
，歌
詞
典
推 

而
不
奈 S
 
，訳
諧
卻
不
低
俗c 

尤
其
難
得
的
是
莫
扎
特
的
亲
觀 

。
他
無
怨
地
忍
一 

-Z着
生
活   

tr- 
煎 

熬
，譜
出
溫
柔
誕
美
：g?

樂
行
： 

撫
慰
世
人
的
心
虚
一

莫
扎
特
在
r. 之
時
，■
"
-!; 

眞
正
受
到
賞
識
：
潦
倒
而
终
， 

身
後
才
獲
得
讃,
:
地
以
厶
傳 

，
莫
扎
特
的
出   

T.甩
薩
雨
芃
一
供 

，因
此
成
爲
歐 ̂
曲
旋
遊 

?? 抱 

，當
城
許
多
事
方
均
以
莫
扎
特 

爲
名•
由
莫
扎
呑
生
前
故
：

:.!?
一也 

造
而
成
旳
博
物
函
，史
加
之
遊 

客
的
隹
而
二
一•

大

七

拿

花花世界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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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受
託
創
作
『安
魂
曲J

，勞
累 

過
度

”終
於
與
世
長
辭
。
那
首

。爲
西
洋
古
典
樂
派
的
宗
師
， 

與
貝
多
芬
、海
頓
齊
名
。

莫
扎
特
在 
一 七
五
六
年 
一 

尙
未
完
成
的
「安
魂
曲.一 
，成 

月
廿
七
日
，生
於
音
樂
名
城
薩•
了
他
自
己
的
輕
歌
。

華
人
高
級
代
理 

伍
偉
權

淸
潔
公
司

3

爾
茲
堡
，其
父
也
是 
一 位
小
提 

琴
家
。
莫
扎
特
幼
年
時
已
顯
露 

出
音
樂
方
面
的
才
華
，
四
歲
已 

開
始
學
習
彈
鋼
琴
，
七
、
八
歲 

就
在
父
親
協
助
下
作
曲
，
並
奔 

波
於
維
也
納
、巴
黎
、慕
尼
黑 

等
地
巡
迴
演
奏
，風
得
「
神
童 

」稱
譽
。
十
二
歲
時
發
表
了
第 

一
個
協
奏
曲
作
品
，並
寫
成
歌 

劇
r
巴
斯
天
與
巴
斯
天
納
一
， 

公
演
後
大
受
歡
迎
，
但
嫉
妒
亦 

隨
之
而
來
，使
莫
扎
特
不
能
在 

維
也
納
定
居
發
展
，
只
能
輾
轉 

於
欧
洲
各
地
。
他
十
六
歲
回
到 

故
暮
，初
任
敎
堂
樂
團
指
揮
， 

後
任
約
瑟
皇
帝
的
宮
廷
作
曲
家 

，但
寵
遇
不
再
，年
薪
只
得
八 

百
法
一
郞
，生
活
淸
苦
，還
受
到

莫
扎
特
的
遺
體
被
送
到
貧 

民
公
墓
，草
草
埋
葬
，
一 代
音 

樂
巨
人
，身
後
蕭
條
，令
人
浩 

嘆
。幾
年
前
，荷
理
活
曾
經
把 

莫
扎
特
傳
奇
而
坎
坷
的
生
平
拍 

成
電
影
『莫
扎
特
傳j
，座
得 

八
五
年
的
奥
斯
卡
金
像
獎c 

莫
扎
特
短
暫
的 
一 生
留
卜 

了
豐
富
的
遺
產
：
，包
括
：
歌 

劇
二
十
多
部
，如
著
名
的
『後 

宮
誘
逃
記
」
、
『費
加
羅
的
婚 

禮
「
、
『牧
羊
國
王
』
、
『魔 

笛
一
、
「唐
竜J

等
•
，四
十
九 

部
交s
曲
，
如
「巴
黎
』
、
『 

周
彼
得
」
、
「布
拉
格
』
、
『 

林
次
一
等•
，二
十
五
首
鋼
琴
協 

奏
曲•
，四
十
多
首
小
提
琴
奏
鳴 

曲
•
，二
十
多
首
弦
樂
四
重
奏
：

健良淸潔公司 

承
接
大
廈
一寫
字
棲 

栢
文
等
清
源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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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燕
梳
硏
究
近
有
三
十
年
之
經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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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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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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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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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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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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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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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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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股
東
等
各
種
保
險
，如
蒙
垂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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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賜
電
話
，極
表
歡
迎•

「報
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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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力
宏
大

盆
景
花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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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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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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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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熨

日
行
至
半
途
供
養
不
足
，
沿
途
百
姓
聞
訊
後
，紛 

伤
送
上
粥
皈
。自
岳
疑
被
害
後
，每
年
瞰
月
初
人 

日
百
姓
都
井
粥
紀
念
他
。
其一一.謂
明
太
祖
朱
一
元
璋 

少
，中
旺
家
境
貧
寒
，常
常
斷
欢
，冬
天
凍
餓
起
來 

沒
白
辦
法
， 

nil 就
挖
樹
洞
残
尋
雜
糧
，煮
粥
果3£  

:
受
来
朱
："-
璋
當
了
皇
帝
，仍
不
忘
當
年
的
凄
酸 

•
万
卜
令
御
：5

取
各
類
穀
果
煮
粥
，
以
爲
紀
念
， 

"
砌
仪
臣
。有
人
問
起
粥
名
，適
値
那
二
大
是 

盆
田
初
八
，朱
元
璋
遂
名
之
爲
「88

八
粥
-
， 

輕
八
口
运
大
，有
吃
一 
徴
八
粥
」的
网
俗
。 

"
丹
嗡
幻
用
料
，各
地
略
有
不
同
，
而
主
要
是- 

兩
达
豆
項
、粟f

、大
棗
和
粘
米
置
成
的
甜
粥
， 

吃88

八
粥
含
有
預
祝
來
年-
反
穀
豐
登
」
、
一
吉 

祥
如
意
一
之 
.6。

重
毎
六
八
七
日C
九0 

吳紡南一啓

震
晋
十
，一
月
初 

八
，俗
病 
一 
盟 
日 

或
一
整.
、
」
一
一
股 

一的 S
渭
，
源
於
夏 

蔔
周
洋
代
效  

 

»
取
肉 

小
俗
-
所
謂一35

日
一
，就
定
舉
行 
;£. 

種
禮
奈
的
日
上
；後
來
與
佛
教
故F
 

* 
和
民
間
傳
說
相
感
，
遂
诲
變
再- I
 

一
。
||
忆
日E
要
習
俗
II
-L吃
一 ■
 

，*
L

一
嫉f

一#

生
戰
國 

il-f代U

* * ♦ *

遥。

共

::̂
^
|
^
|
^
^
*
三
::̂
^
^
^
^
^
^
^

::1
::0
:: ◎
黄
总
::
::
:-
三
::
::
“%:: 

9”  

一車切道
体一公拘

免包債

中
英
洗
 

愛餐一 

椅
或
洗
一 

七
水
專.

△

:::::

理 .= 軾 幕

••
x-・
nl5 

M

縮
，
住 

不
務
業 

色
服
商 

福
照
工 

不
晚
頭 

用
日
樓 

即
假
囱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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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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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記
止
義
」
一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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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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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
交
件
卜--
年
初■
.
.

4 -
二
月
臘
日
也
， 

10禽
獸
以
歲
終
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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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固
定
的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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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
擇
十
二
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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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
月
•
臘
鼓
•
臘
肉 
夏
霜
一 

農
曆
十
二
月
又
叫
做
「
臘
月
」 

。「  

%

」原
是
古
代
歲
暮
的
一 
種
祭 

禮
，從
它
衍
生
出
臘
月
、臘
日
、臘 

味
等
。用
來
形
容
急
景
瘓
年
的
成
語 

「
臘
鼓
頻
催
」
、
「
臘
盡
春 

」等 

，也
是
由
此
而
來
的
。 

相
傳
，
上
古
的
人
在
寒
冬
時
因
爲
不
宜
耕
種 

，便
轉
而
打
败
，將
股
獲
禽
獸
的
肉
製
成
乾
肉
來 

祭
祀
祖
先
和
神
祗
。
東
漢
許
愼
的
「說
文
」
云
： 

「臘
，合
也
，會
祭
諸
神
也
。j
又
日
：
「瞰
， 

冬
至
後
三
戌
， 

81 祭
百
神
。
」臘
祭
在
夏
商
時
代 

已
有
，但
周
代
始
定
於
十
二
月
擧
行
，
故
有
「$1  

月
」的
稱
謂
，大
約
由
秦
代
開
始
出
現
。擧
行
臘 

祭
之
日
，稀
爲 
一 臘
日
一
，初
無
固
定
日
期
，魏 

晋
時
始
以
十
二
月
初
八
爲
期
。

至
於
一 
臘
鼓
」則
是
臘
祭
的
儀
式
。高
誘
注 

「呂
氏
春
秋
」
云
：
「今
人
臘
歲
前 
一 
日
擊
鼓
集 

凌
，謂
之
逐
除
。
」南
朝
雜
著
「荊
楚
歲
時
記
」 

所
載
更
詳
：
「諺
語
：
臘
鼓
鳴
，春
草
生
。村
人 

並
撃
細
腰
鼓
，戴
胡
頭
及
作
金
剛
力
士
以
逐
疫
。 

一
其
後
，臘
鼓
之
擧
的 
一 
要
瘟
疫
」成
分
漸
褪
， 

演
變
爲
歲
晚
迎
春
的
活
動
。

腰
祭
和
臘
鼓
早
已
座
沒
，
只
留f
撤
月
和as  

鼓
頻
催
等
詞
語
，作
爲
歲
暮
的
篇
記
。但
製一8

肉 

和
吃
膛
肉
則
至
今
仍
然
流
行
。

一
无
狙
，
因
」"I

此
日
也
。
一
股
日
最
初

之 

■
位充M

方便 

»3?\■
；

歡
迎
參
觀
 

電
話
訂
購
 

專

人
送

貨

一一 

詢
神
理
龍
洽
 

"I

李
雲
(

^2

<
 
一
天
，
hi 
個
朝
代
各
行
其
LI疋
。
漢 

代
始
以
冬
至•後
第
三
個
戌
日
爲
一
臘 

日 
一 
。
據
許
愼
的
「說
文
解
一
一
」
稱
：
一 
騒
，冬 

至
後
三
戌
，■
祭
百
神
。
」南
朝
梁
人
宗
惨
的
「 

荊
矮
歲
時
記
』
云
：
一 
十
二
月
八
日
爲
獄
日
，諺 

語
：
「獄
鼓
鳴
，春
草
乍J

，村
人
並
繫
細
腰
鼓 

，作
金
剛
力
士
以
逐
疫
。
」
「唐
書
一
載
：
「
景 

龍
(
唐
中
宗
年
號
二
二
年
照
日
二
帝
於
苑
中
，
召 

8
臣
，於
內
殿
賜
食
，加
口
脂.
.
」據
此
可 

知
，靴
日
在
當
時LJ

被
視
爲
節
日
慶
祝
。
唐
代
大 

詩
人
杜
甫
也
有
詩
咏
曰
：
「■
日
常
年
暖
尙
遙
， 

今
年
臘
日
凍
全
消
，侵
凌
雪
色
惟
萱
草
，洩
漏
春 

光
有
柳
條
，縱
酒
欲
謀
良
夜
醉

…
…
。
」詩
中
對 

「
冬
接
待
春 -
景
象
的
描
述
，頗
爲
生
動
。 

隋
唐
以
後
，歡
日
逐
漸
演
變
爲
「
股
八
節
一 

。
相
傳
此
事
與
佛
敎
的
傳
入
有
關
，因
爲
十
二
月 

初
八
恰
是
佛
教
泊
「成
道
節
」
。
這
個
節
日
源
於 

佛
祖
釋
迦
牟
尼
爸
修
行
時
曾
餓
至
昏
量
，
一 個
牧 

羊
女
路
過
，総
粥
充
飢
，佛
祖
得
以
恢
復
體
力
， 

繼
檀
靜
坐
思
写
，終
於
悟
出
佛
理
而
成
正
果
。佛 

敎
徒
爲
誌
其
方
，特
别
於
每
年
這 
一 天
都
吃
粥
。 

關
於
臘
八
粥
的
起
源
還
有
兩
種
說
法
，其 
一 

謂
是
對
岳
飛
的
崇
敬
和
紀
念
。书
緣
宋
代
民
族
英 

堆
岳
飛
爲
奸
臣
秦
檜
能
名
，被
朝
廷
連
續
十
二
道 

金
押
召
回
京
城
。岳
飛
無
奈
班
師
朝
，臘
月
八

哀

謝

♦

問
我
有
長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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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先
慈
譯
門
参
樣
太
夫
人
之
喪
經
於 
一 
九 

九
一
年
一
月
廿
四
日(
星
期
四)
上 

午
十
時
假
座
暗
士
賞
殯
儀
館
擧
行
喪 

禮
出
殯
歸
土
卜
葬
於
科
士
蘭
墓
園

叨
蒙

宗
親
戚
友
鄉
世
誼
惠
賜
花
圏
膊
儀 

並
親
臨
執
締
素
車
隨
送
高
誼
隆
情
歿
存 

均
感
謹
此
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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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充 位
信

孤
哀
子
諄
文
勝 

技
哀
女
客
珠
尚
婿
参
社
銃 

外
男
孫
参
偉
成
参
偉
强

同
叩
謝 

厚
惠
芳
名 
恕
不
詳
列 
尚
祈
見
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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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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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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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
人
無
短
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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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

樂

神

童

」
莫

扎

特

逝

世

一

1

入
克
兩
文*

Y0話

母
婦
灰
單
身
女
性
電 

2
5
4
.
0
9
8
3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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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通與公 
IEL 
N

夫
婦
或
學
生
晚
請
電 

2
5
3
.
1
0
4
4

5
9
6
•
8
6
1
6

■
七
宜
乐
下
三
房
六 

百2
5
4
5
1
3
4

生
近
乃
磨
快
車
站
請 

電4
3
7
4
9
9
0

請
電4
0
3
•
6
2
 

4
1
0
4
8
包
食
宿

5
1
1
2
洽
。

座
意
擬
至
何

心
，查
詢
電
話 

6
8
3
 • 4
9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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