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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徒或唸過音樂史的人，大概都看過“Gregorian Chant”這個名詞，中

文翻成「葛麗果聖歌」。在羅馬天主教會的正式禮拜儀式中所唱的聖歌，通常

都是Gregorian Chant。它起源於中世紀的羅馬天主教會，當時有位教宗叫葛麗

果一世( Gregorius Magnus，任職期間西元 590 ~ 604)，曾將這些聖歌編輯成冊，

因此稱為「葛麗果聖歌」。　Gregorian　Chant具有以下特徵：歌詞全是拉丁

文，是無伴奏、無和聲的單一旋律線，節奏非常自由，採用不同於「大小調系

統」的調式音階。它們還具有客觀的、非個人的與超世俗的性質。這種聖歌音

樂主要在表達歌詞的宗教內涵，不注重官能美感或情感訴求。今日，人們第一

次聽到Gregorian Chant，大多留下負面印象，就是因為它們缺乏和聲與伴奏，

沒有明確的節奏與規則的重音，旋律經常在不該停的地方就終止了；而人們對

其最大抗拒莫過於它們從未企圖震撼人們的情感或刺激人們的感官。但也因為

它們這種單純性，充分表達了崇高的宗教情操。

　　今日我們會覺得聖樂與俗樂有顯著區別，但聖樂對中世紀的歐洲人而言，

卻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當時，社區的每一份子都必須參加宗教聚會，並在聚

會中唱Gregorian Chant，因此一般民眾對於葛麗果聖歌的熟悉程度就如同今日

一般民眾對於本地民謠的熟悉程度。中世紀偉大詩人但丁(Dante)在他的鉅著－

－「神曲」(Divine Comedy)中，即曾多次提及他的讀者們都非常熟悉Gregorian 

Chant的曲調。

　　既然Gregorian Chant與禮拜儀式密不可分，它們可算是「功能性的音樂」，

亦即具有特殊功用的音樂，不具娛樂價值。但有趣的是，中世紀許多俗樂與民

謠卻改編自Gregorian Chant的曲調。天主教的主要禮拜儀式有兩種：Mass（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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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與Divine Office（日課經文），葛麗果聖歌就是應用在這兩種天主教的禮

儀歌曲。例如，彌撒“常用部分”的歌曲包括 Kyrie（垂憐曲或慈悲經）、

Gloria（光榮頌或榮耀經）、Credo（信經）、Sanctus（歡呼歌或聖哉經）、

Agnus Dei（羔羊讚），在中世紀時都是用葛麗果聖歌來吟唱。至於 Requiem 

Mass（安魂彌撒）中的末日經“Dies irae”，曾用一首著名的Gregorian Chant曲

調（請參考文末所附譜例），這首 Gregorian Chant，後來就曾被許多浪漫樂派的

作曲家，包括白遼士與李斯特，運用在他們的管弦樂名曲當中。

　　Gregorian Chant有很多類型，但如何分類，卻有多種分類方法。可以根據

歌詞內容分類，分為取自聖經的歌詞(Biblical texts)與非聖經的歌詞(non-Biblical 

texts)。這兩類都可以再細分為散文性歌詞(prose texts)及詩歌性歌詞(poetical 

texts)。例如，聖經的詩歌性歌詞，最著名的即是舊約的「詩篇」（Psalms）；

非聖經的詩歌性歌詞包括讚美詩(hymns)與續唱(sequences)。Gregorian Chant也

可以用唱的方式來分類：一種稱為“antiphonal”(兩個以上合唱團交替對唱)，另

一種稱為“responsorial”(獨唱與合唱交替對唱)，再一種稱為“direct”(直接唱完，

沒有交替的對唱)。還有一種分類法是根據音符（note）與拉丁字的音節

(syllable)之間的關係。若每一個音節(用母音隔開)均有一個音符對應，這稱為

“syllabic”；若單一音節有很多音符對應著(亦即某一音節，連續用好多個音唱

出)則稱為“melismatic”；另有一種非常接近 syllabic chant，但有少數音節含有 4

至 5個音符，這稱為”neumatic”。

　　一般而言，Gregorian Chant的旋律輪廓通常反應了拉丁文字本身的抑揚頓

挫，亦即經常將顯著的音節放在較高音，或給予這些音節較多音符。朗誦調似

的(recitative-like)葛麗果聖歌，則會出現許多連續音節一直使用同一音符的情況。



本文第一段曾提及，今日一般人不太習慣聽葛麗果聖歌的原因之一在於

它採用不同於「大小調系統」的調式音階。這些調式音階總共有八種，但卻成

對，亦即有四對，分列如下：

多里安調式（Dorian） Re-Mi-Fa-Sol-La-Si-Do-Re

海波多里安調式（Hypodorian） La-Si-Do-Re-Mi-Fa-Sol-La

弗里吉安調式（Phrygian） Mi-Fa-Sol-La-Si-Do-Re-Mi

海波弗里吉安調式（Hypophrygian） Si-Do-Re-Mi-Fa-Sol-La-Si

利地安調式（Lydian） Fa-Sol-La-Si-Do-Re-Mi-Fa

海波利地安調式（Hypolydian） Do-Re-Mi-Fa-Sol-La-Si-Do

米索利地安調式（Mixolydian） Sol-La-Si-Do-Re-Mi-Fa-Sol

海波米索利地安調式（Hypomixolydian） Re-Mi-Fa-Sol-La-Si-Do-Re

至於Gregorian Chant是如何形成的？它有哪些音樂來源？當時有四個地方

的音樂對於Gregorian Chant的形成有決定性的影響力，他們分別是敘利亞

（Syria）、拜占庭（Byzantium）、亞美尼亞（Armenia）與巴勒斯坦

（Palestine）。Antiphonal　Chant與 responsorial Chant即是發源於敘利亞的教

會音樂。至於讚美歌（hymns）則是在拜占庭教會發展得很成熟。Gregorian 

Chant的記譜法則是由亞美尼亞人首先發明的。然而，最直接與最廣泛的來源，

則是巴勒斯坦猶太人的音樂，因為教會初期用來祈禱的經文歌曲，自然離不了

猶太人慣用的經文歌曲。

　　在中世紀所有重要的音樂發展幾乎都是發生在阿爾卑斯山以北，因此這種

北方音樂的精神深深地影響了葛麗果聖歌的發展。最顯著的就是大大提昇了音

樂表現力。早期古典的葛麗果聖歌，大多起源於東方，基本上是非常客觀的、

非個人化的藝術。它的技巧與美學觀點可以跟拜占庭的鑲嵌細工藝術品

（mosaics）相提並論。在鑲嵌藝術品中的人像都不是被描繪成個性化的個體，

而是被描繪成某種典型或是某種公共觀念的代表，不被心情或熱情所影響。例

如在拜占庭鑲嵌藝術中的聖母像，從來不是一個個人化的、心靈受創的母親；

取而代之的是被描繪成「救世主的母親」或「天堂之母」。在早期的葛麗果聖



歌中，聖母也被描繪成類似這種形象；至於“悲傷的母親”（Mater dolorosa）

直到中世紀晚期才出現，顯然是受了北方音樂精神的影響。此外，晚期葛麗果

聖歌的旋律越來越接近大小調的感覺，也是來自北方的影響。所有的旋律線都

修改成有更多的三度音程跳躍，造成偏向大調或小調的感覺。

今日的羅馬天主教會正努力嘗試復原葛麗果聖歌的知識，同時讓教徒在

宗教聚會中享受吟唱葛麗果聖歌的精神喜悅。

譜例：



http://www.music.princeton.edu/chant_html/index.html
http://www.beaufort.demon.co.uk/chant.htm#Office
http://198.62.75.1/www2/cantgreg/index_eng.htm
http://home.phy.ntnu.edu.tw/~snowman/  葛麗果聖歌  .htm  
http://course.aide.gov.tw/music/west-main.htm

http://course.aide.gov.tw/music/west-main.htm
http://home.phy.ntnu.edu.tw/~snowman/%E8%91%9B%E9%BA%97%E6%9E%9C%E8%81%96%E6%AD%8C.htm
http://198.62.75.1/www2/cantgreg/index_eng.htm
http://www.beaufort.demon.co.uk/chant.htm#Office
http://www.music.princeton.edu/chant_html/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