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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興就像吃火鍋，要加什麼料自己添》

文 鄭宇泰

（前法國史特拉斯堡音樂院長笛與實驗戲劇助理教授）

  常常聽到有人說音樂上的「即興」就是亂彈、亂吹、亂弄一通，把所有的音

不分規則自由的加在隨意的節奏裡面，就會是即興了，所以即興根本就不用練，

亂來就好。

講這些話的人不能說他錯，但這就像在養生鍋裡放進一堆不養生的食材，還

自行佐了很多不同風味的醬料通通調和在一起，通通都是愛吃的東西，混在同一

鍋湯裡聽起來口味也不差，但卻容易壞了肚子。

讓我們想像一個情境：今天四個朋友一起約去火鍋店吃到飽打算大吃一頓，

首先店員會先把菜單仔細的放在我們面前，並請客人挑選自己想要的火鍋湯底，

基本上你想得到的火鍋湯底，這間店通通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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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太多，幾經苦惱思索之後我們四個人分別點了海鮮鍋、起司牛奶鍋、韓

式泡菜鍋和藥膳排骨鍋。點完主餐之後，每個人分別去自由調料區依 照各自想

吃的醬料與配菜勾芡在一塊；有人加了一堆沙茶和醬油上面還裹了滿滿一個小山

丘的蔥，有人細心的從日式醬油、蒜泥、少許辣椒、蔥開始一點一滴添加，最後

不忘滴上些許香油和白醋增添風味。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喜好，也都可依照比例自

由添加，因此即使是同樣的醬汁但所呈現出的口味卻也大大的不同。

「我認為音樂就像美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品味。廚師唯一能做的，就是盡

全力的精心準備自己喜歡的料理，並盡力調製出這道料理本身的絕佳風味。然

後，只需要找到擁有同樣品味，並願意欣賞與品嚐這道料理的人就行了！」來自

日本的爵士鋼琴鬼才 上原廣美 曾在接受雜誌專訪時如是說。 註一

  「即興音樂就像料理一樣，它沒有所謂的傳統，但它如實的承載了龐大的古

老文化的底蘊，音樂一直以來都存在於我們每一個人的體內，關鍵在於音樂家怎

麼把你想吃的味道和聽過的聲音用某種形式擺在你面前，特別挑一塊精心製作的

盤子來擺盤，所有的味道都在上面，我們可以老實的以傳統的方式擺盤，也可以

獨創一格成就自己的品味。」曾出過十五張爵士專輯的法籍美裔鋼琴大師

，曾在我們音樂院的即興課堂上這麼說過。 註二

  因此「音樂即興」這件事，其實是一件格外講究的事。

  湯底就像是決定這道料理的樂種，每道樂種的節奏都不同，你可以是麻辣的

探戈，可以是摻了酒味的爵士，可以是風味絕佳的 ，也可以是經典口味的

古典，甚至是打破傳統口味的非調性音樂。有了湯底固定了節奏，接下來就得清

楚的明白不同類型的音階醬料，爵士音階、調式音階、大小調音階還是迷幻的全

音音階。想即興出什麼樣的音樂風格，這考驗的是音樂家的文化內涵，也考驗著

與社會接軌的程度，即興赤裸裸地呈現出音樂家的內在，我們聽得見也看得到，

即興「即」的就是我們自身的「品味」。你想吃什麼風味的即興火鍋，來吧隨你

所愛，要加什麼料自己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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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笛俱樂部 招募中

長笛深受全球音樂家們一致好評，從入門到演奏的等級，不但擁有好的音
質，更兼具了相當的耐耗性。為提供台灣 長笛使用者完整的樂器及音樂
服務，我們發起了「 長笛俱樂部」，邀請每位擁有 長笛
的朋友，與我們共同參與，分享音樂喜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