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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疆界的交織效應 ― 
從三個人《催化效應 ― 融．共感》看傳統途徑的改變

具象到當代的相互再探

歐洲藝術音樂從十六世紀發展的調性音樂，影響歐洲音樂三百餘年。二十世紀表現主義的興起，荀白克非調性音樂 1 與十

二音列作曲法的出現，醞釀出一股追求自由創作，表現自我主義的思潮。創作者企圖脫離傳統的束縛並追求創作的自由，

此股風潮，影響到爾後作曲家，以不同作曲技法與方式創作樂曲，並以尋求各種多元的型態呈現音樂作品。

「具象化器樂音樂」(musique concrète instrumentale) 為赫爾穆特‧拉亨曼 (Helmut Lachenmann, 1935-) 於 1972 年 6 月
發表第一號絃樂四重奏《大器》(Gran Troso, 1972) 後所伴隨提出的實踐理念。「具象化器樂音樂」此一概念為：「聲音的
選擇和組織方式與它們應被聽見的音色及音質應同等的重要。因此，諸如音色、音量等不是為了他們自己而存在，而是為

了描述和指示某種具體的情況。」2 不同於傳統音高、音色的創作模式，將音樂元素與音響處理變化，讓器樂所表現的音高、

音色、節奏、技巧以具體的聲響呈現，賦予聲音有意義的動機。

音樂家對於調性音樂存在的反思，同時也思考著對傳統音樂創新的改變。作曲家創作的目的，已不再聚焦於調性主導的音

樂內容，而是著重於演奏技法與器樂聲響的變化、排列與轉化，試圖製造出音樂內容不同以往的可能性，並尋找出不尋常

的音響效果。

至今二十一世紀「當代音樂」(contemporary music) 呈現多元風貌，以跨領域、跨文化、跨樂種等，海納百川拓展音樂藝
術無限的型態，更改變傳統聆聽的慣習，亦改變對其他藝術觀賞的體驗。3

喚醒催化效應的融感

此次音樂會的架構為回溯到 2020 年「三個人」赴法國鳳凰劇院進行駐館計畫時，特別委託 3 位臺灣作曲家為他們與絃樂

四重奏組合編制的創作為基礎去擴充。 4 2019 年以來，由兩廳院所主辦的「新點子實驗場 R&D 計畫」，給予創作者自由

實驗的精神發揮各種創造的可能性，作為挑戰自我及不可能的嘗試；2022 年「新點子實驗場」以「好野」代表純粹的靈

魂與冒險態度，跟著創作者從創作核心出發，深入創作研發方法，期待透過明確的研究目標，一起挑戰演出新形式，喚

醒心中最初、最野性的熱情。 5「三個人」自 2013 年成立至今，為古箏音樂家郭靖沐、中阮音樂家潘宜彤及笛簫音樂家

任重組成之當代國樂跨界樂團，以當代思維發想翻轉傳統音樂途徑的創作型室內樂團。「三個人」樂團全新製作《催化效應 
― 融‧共感》與西方弦樂四重奏的小提琴音樂家張家倫、曾敏青、中提琴音樂家江婉婷、大提琴音樂家張智惠合璧交映，

及舞蹈、燈光影像交叉轉換，以器樂聲響做為觸媒催化劑，連結不同藝術領域相融在一起，相當具有實驗性與藝術性，並

打破以往創作者與閱聽者對於「音樂會」傳統程式化 6 的定義。誠如創作者任重說：「論述音樂的方式，早早不是一種而

已，我所習慣的音樂閱聽方式，也只是眾多方式之一。『換句話說』本來要呈現的事實就是一種，之所以換句話說，就是從

不同角度方法詮釋同一件事，所以我想這樣做！融共感不是標新立異的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但卻是三個人發聲、

發生的唯一個。」 7 中西樂器的共融，製造去調性化、去樂音化的聲響效果，對傳統音樂美學的審美觀進行顛覆。這是一種

對聲響的探索、思辨、挑戰與延伸，並與舞蹈、科技影像融於一體，可以說是創作者藉多元文化的組合，企圖建構出另類

音樂的表現形式。

聲動、舞聽、視感交織
《催化效應 ― 融．共感》音樂會全場共演三首，無中場休息。曲目與三位作曲家合作呂佾庭《瓶中花》、林煒傑《众． 
㠭》、黃苓瑄《催化》，三首創作作品。

第一首為呂佾庭《瓶中花》開頭由古箏撥奏出點狀的音符與笛吹奏出泛音產生虛音音色，及現場燈光配合聲音同時劃破現

場的寂靜，之後，絃樂四重奏用拉弓滑音奏、指頭撥奏、彈拍琴板、手拍琴絃等各種非傳統技法營造出特殊聲響，豐富與

國樂器的音色組合漸層出推疊的效果；中西樂器多聲部與節奏的交織重複的演奏，在聽覺上呈現出解構後以抽象手法形塑

的詮釋效應。接續出現影像投影出高山流水的影片，弦樂器泛音聲響上下拉奏與流水影像，是生命對於自然流動的釋然與

被迫永恆的扭曲。最後古箏放直如低音提琴般演奏以琴弓拉奏，發出絲弦聲；笛子搭在左肩膀，以演奏指頭彈打或摩擦笛

孔的聲響，其中，舞者身穿白衣、頭戴黑色面罩，出現於穿梭整個舞台，當器樂靜止時，接續著以肢體傳遞音樂律動，用

身體具象《瓶中花》存在於美的永恆與壓抑的意象。音樂設計有著聲響的平衡，中西樂器在聽覺上是謀合而協力共存。藉

由瓶中之花探討及反思生命以不自然的手法延續之美的同時，隱喻其中掙扎扭曲於內在的省思。

第二首林煒傑《众． 㠭》作曲家解釋众字為這個節目主要主打樂團，㠭的意思是用弦樂四重奏把三個人的聲音展現出來。 8

曲子先由潘宜彤演奏中阮開頭，以節奏性快速撥奏，引導弦樂聲部前進於阮奏之後，交融出中西樂器的協調對話。《众． 
㠭》顛覆了傳統弦樂器的演奏法，運用不同的材質，製造出極端聲響，如以帶有螺旋刻紋的木棒代替琴弓，拉奏弦樂器，
時而模擬鉅木聲，時而模仿彈撥樂器的撥弦聲，開發出絃樂樂器的另一種演奏法與聲響。這首中前段由古箏郭靖沐做為樂

曲的領頭羊，整合不同樂器在各種聲響之間啟動樂音的前進與對應，讓閱聽者也有了感官性與視覺性的指示方向；中後段

由任重吹奏大笛花舌長音後，指揮所有的弦樂器，其聲響力度達到高峰，拉弓快速後又趨於平靜，在渾沌中打破國樂器與

絃樂器的疆界，在同一個樂音世界已不再壁壘分明的分彼此，而是在同一場域共同的交織。

最後一首黃苓瑄《催化》，是為笛、阮、箏與弦樂四重奏，中西合璧七重奏的創作作品。首先，古箏帶領出聲形，引出笛聲

再接續的加入弦樂，全曲以催化作為核心精神，聲響作為點與線形的化學觸媒效應再延伸到舞蹈的面與影像的再度融合，

產生新的音樂元素，兩位弦樂音樂家位於古箏左右兩側，各拿提琴弓拉著古箏弦，擦奏古箏引發新音響；舞者在與音樂、

影像相互催化影響，產生新的共生模式，是催化音符的多種形貌的另類呈現。

結語
三個人《催化效應 ― 融．共感》這場實驗音樂會打破了閱聽者的聽覺習慣，與舞蹈、科技影像的共融，將三個不同元素

的藝術形式串聯起來，形成了「眼、耳、動」的交織效應。中西樂的聲響堆疊，相互跨界而打破了音樂的疆界，在無秩序

中又呈現了秩序，並探索音樂與技法的無限可能；當然這是佇立於傳統之外的音樂本質，當代音樂的焦點已不只在於作曲

的方式，而是追尋聲響撞擊的各種可能性對話，創作成果是不可預見的，在催化、融、共感的目標上期望突破既有框架，

將音樂的傳統途徑打破，找尋另一種定義，音樂不再是音樂，而是創作的另一種超越！

文 / 郭沛青（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跨域表演藝術研究所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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