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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完了湯頭，該沾怎樣的「醬料音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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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封電子報我們聊到了「即興湯頭，怎麼樣才對味？」決定好今日的湯底，

就可以來準備這份即興料理的「味道」囉！

前情提要：

「即興就像呼吸一樣稀鬆平常，不刻意鑽研但頻繁的模仿與創造，享受在音樂之

中，不斷地「聽」和「玩」絕對是每個爵士樂手的精神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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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醬料百百種，就如同音階百百種一樣，在固定的調料中還擁有各種和聲外音、連

續琶音、音程轉位、分散和弦等「香料」可供選擇。沒有人吃火鍋不沾醬料，就

像沒有人玩即興不瞭解音階的製作！音階結構是構成「味道」的一個很重要的概

念，也是音樂中最基本的基本常識，如何玩即興玩出它獨特的「味道」就得看對

醬料音階的熟練度有多少。

那麼今天我們就來瞭解 種最基本的醬料製作法，先從固定的模組下去體驗、去

玩，同一個調性可以多玩幾遍、多聽、多模仿，習慣了它的「味道」後再更換不

同的香料來體會細微的變化。

醬料一：七聲音階

也就是我們常見的 個大小調音階，比如

大調：

小調：

由七個音組成。適合規矩、優雅、柔美的即興料理。

醬料二：全音音階

全音醬料製作高手來自法國，大家應該都有聽過他的名號，為德布西先生是也！

這魔幻般的醬料滋味也就是說無論從何音出發，每顆音的距離都一定是一模一

樣，比如

調全音音階：

調全音音階：

由六顆音組成。適合迷幻、魔幻、夢境般的即興料理。

音樂範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VV0jkZC4jI


 

醬料三：藍調音階

藍調是我最喜歡的「調味」之一，有種憂鬱、酷炫，想喝杯雞尾酒放鬆的慵懶感，

每個藍調音階彈奏出來總有種令人心癢癢的感覺。藍調以小 度為主，在 、

音間加入一個大 度和一個小 度，比如

調藍調音階：

調藍調音階：

六個音組成。適合爵士、律動感強烈、新潮感重的即興料理。

音樂範例

醬料四：調式 教會音階

古老的音階系統，除了有固定的規則之外也擁有獨特的聲響效果，主要分為七種

調式以首調系統為主的七聲音階，以往作為教會音樂的重點醬料，而目前則常見

於現代音樂、爵士樂與流行樂等創作料理中的醬料系統，也常見於坊間的吉他或

流行音樂教學，如

多利安調式：

利地安調式：

這四種不同味道的醬料音階製作方式，每一種皆有各自的品味與風格，如何拿捏

其中的鹹甜酸辣，就是每個人在即興時可自由發揮的空間，要「即」出迷人的即

興音樂，對著某首歌的某個喜歡的片段多模仿、多練習，然後逐漸拿掉主旋律只

剩伴奏時，作為即興大廚的你，就得以享受即興所帶來的過癮時光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BzHqW4V3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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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