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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際即興音樂節及國際連結平台三年計畫」是為近年來在國際十分熱門且台灣也

日漸蓬勃的音樂領域所策畫。在臺灣雖有多位在此領域的優秀創作者及演奏者，但尚未有能

夠呈現的平台，尼可樂表演藝術希望透過舉辦此次計畫，將台灣表演者的演出技巧及藝術價

值提升，並為台灣當代即興前衛音樂打造一國際發聲平台。 

 

該計畫於 2016 年~2018 年期間率領代表台灣的即興音樂團體/音樂家參與國際重要藝術

節，並串聯歐美、兩岸及東南亞重要實驗即興音樂場景，搭建藝術家交換計劃平台。另於

2017 年 11 月連續三周辦理「第二屆台灣國際即興音樂節」，以及 2018 年舉辦共製音樂會「聚

焦荷蘭」，於計劃期間邀請國際間重量級樂手來台。 

 

 

計畫效益評估及啟示與建議 

 

三年來，尼可樂因為獲得國藝會等單位支持，逐漸拉起即興音樂世界地圖上的描點，

認識了許多朋友，實現理想中開放平等自由的國際交流。在最後一年的共製音樂會挑選聚焦

「荷蘭」這個概念，除了荷蘭文化在前衛藝術領域的高度知名外，音樂節第一屆的老朋友-長

笛家馬克‧阿班‧若茲，也是現任荷蘭表演藝術基金會顧問暨政府即興音樂董事會（BIM）

一員，回應了尼可樂的共製想法，並提及幾位前輩到新生代等各具特色的代表性演出者，尼

可樂躍躍欲試，在雙方提案後的期間努力醞釀充足能量，最終順利在這個被尼可樂視為成果

展現的共製音樂會上，呈現了令人喜悅的成果：自由、開放、自在悠遊，但同時互相聆聽的

狀態。特別感謝國藝會與贊助單位的支持，使得尼可樂得以實現夢想，尼可樂心中的藍圖雖

未完全實踐，但是因為有了這三年的支持與累積，下一畫筆落下時，我們能夠更有力道了。 

台灣的即興音樂，近幾年才開始被提及，音樂家們卻也積累了不少演出實力與經驗，

甚至開始在國際間被提及，在計畫最後一年，台灣音樂家們與荷蘭音樂家們同台共演，在台

北國家演奏廳這個地理交點呈現，作為尼可樂階段性檢視的音樂會。我們感覺到台灣即興音

樂的苗芽已經冒頭：擁有更多專業音樂背景的人才開始接觸即興音樂領域，我們得說，透過

小場次的即興音樂會，與觀眾近距離的接觸與交流是必須的，如此才能使得更多音樂人、一

般大眾認識即興音樂，並移除對於即興音樂的刻板印象與標籤，然而移除舊有觀念是件困難

的事情，加上即興音樂是小眾中的小眾，觀眾群的拓展步調相對緩慢。 

另也因觀眾獲得資訊的習性，尼可樂近年將網路宣傳主力放在臉書廣告上，然而臉書

演算法在 2018年降低了廣告比例，宣傳文章觸及率下降，因此除了尋求行銷公司的協助外，

尼可樂也擴及至現今流行的社群平台 Instagram，不過 Instagram 並非尼可樂主要觀眾群習慣接

觸的管道，且 Instagram 廣告宣傳的比率也尚未提高至能夠成為主要宣傳介面的平台，因此在

今年度的網路行銷面是較為困難、尚未突破的。 

相較於一般觀眾關切台灣即興音樂的習性，音樂家們則較容易因為其專業背景渴望深

度了解而瀏覽台灣國際即興音樂平台，相對社群平台提供的淺面點狀訊息，國內外音樂家可

透過台灣國際即興音樂平台了解深度且全面的資訊。在管理台灣國際即興音樂平台上，尼可

樂面對到的困難是平台後台管理具有一定專業性，因此工作量集中落在同一人，不似社群平

台可將工作量分攤，因為進度掌控不及社群平台的更新。尼可樂面對到的困難是平台後台管

理具有一定專業性，需要專業的網路管理公司來擔任，這方面我們人力不足的地方，必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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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若有其他經費的挹注才能改善 

尼可樂將在即興音樂領域繼續努力，將在能力許可的情況下繼續維持每年六至七場的

小型即興音樂會，並計劃加入不同領域的藝術形式，試圖增加吸引點，提升觀眾踏進即興音

樂會的意願，希望藉此更靠近完成尼可樂心目中的那一幅圖的那一天。 

若說要給予一同在即興音樂領域努力的夥伴建議，那勢必是「耐心」。在這樣資訊方便

取得卻也爆炸的年代裡，要使得一般大眾願意停下腳步多瞧一眼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只區隔

出即興音樂的獨特性與存在的必需性是不夠的，即興音樂的親切性-人人皆可擁有即興樂、

即興音樂概念-解構與架構、打破框架、出格等等即興樂種各面向，都需嘗試向觀眾丟出誘

餌。 

尼可樂在《聚焦荷蘭》大師班及音樂會後簽名會，大幅度與觀眾接觸，因此以此作為整

體效益舉例範本。《聚焦荷蘭》音樂會獲得許多無論是具有音樂專業背景或者一般閱聽觀眾

的肯定回饋。就具有專業背景觀眾的說法，他們對於即興樂感到非常驚喜，欣賞演出的過程

中，感受到音樂家演奏即興音樂時不斷挑戰自我的困難度，而非「即興」(意指：隨意)演奏，

甚至演奏家「選擇」之後，經常是挑戰自己也挑戰對方，對於即興音樂戲稱是一種修行的樂

種。而就一般大眾的說法，他們感受到即興樂的自在感，看見「自由」的美妙，隨著音樂時

靜時躁又時而安撫等起伏，經歷了直接的想法、情感，無論展現的是哪一種情緒，都非常的

透明不經修飾，使身為觀眾的自己，也打開了生活中的糾結，更加釋放自己。 

三年計劃於此結束，尼可樂在過程中不斷實驗、質疑、確認再繼續執行，無非是希望

即興音樂這樣美麗的樂種能夠更被多人看見，大文豪馬奎斯在《百年孤寂》這本書的開頭說：

「世界太新，很多事物還沒有名字，必須用手指頭去指。」台灣的即興音樂走至今日，雖已

向前邁進不少，但仍必須等著觀眾帶著耳朵，進入當時當刻，將聲波寫入靈魂，來定義瞬間

即是永遠的驚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