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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丁連

目前在外在的世俗世界以東吳音樂系任教理論與作曲為職務，以音樂開放之

思（thinking）為教與學為職責。而內在精神世界，以能以泰然任之之思（thinking）

作為內外現實起用的場域，和以能參與融入靜默世界為懷。

《澄懷》為長笛與鋼琴二重奏

此曲標題用來說明一種泰然任之（gelassenheit）之心境。這種心境本身是澄

明（clearing）、開放性（openness）的。不管它遭遇外界事物或內在底層無意識

湧現的種種，總是開啟一個開放場域，以讓它們依其自身方式開顯自己，而不以

主觀性意欲的意志（will to will）或權利意志（will to power）對於這些內外現象

加以支配、控制或進行論斷。如此的澄懷在音樂上不再能以浪漫的藝術旋律歌頌

之（因若如此，自我中心的封閉性依舊存在），而改以讓千姿百態的聲音意象單

元（incise）在它們的交織中，直接映現澄懷之實在（inner reality）。

此曲受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委託，為長笛與鋼琴而寫。曲子開始由

長笛、鋼琴在各自單一音色單元下，開啟因我們熟悉而被遺忘的寂靜（stillness），

這寂靜意味此曲場域的基調、本質、開放與內容。曲子中的任何聲音單元或其語

法無不以能帶起此靜默悠然之境為要務，若它們無能帶出靜默的在場性，那麼這

些聲音意義單元顯然不符合此曲的格調。同時此曲不以主題發展方式帶出作者意

欲之意志的方向性之表達。整首音樂以筆者旅居東吳外雙溪招待所之環境音樂作

為音樂風格化的聲音單元（如沙沙的樹葉聲、不定性之鳥叫聲、瀟瀟的風雨聲……
等等）和其所特有的結構方式（如開放性、偶發性及非因果性）開顯此曲之世界。

往往在這世界有時會夾雜熟悉的句法結構所開啟的旋律，但它的出現意味了某種

融入此開放性音樂世界中「人」之世俗性呢喃的痕跡。

整首音樂僅在澄懷下，寂靜才能開啟他的言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