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爵士浮生：賀比．漢考克 

這位傳奇性的爵士鋼琴手孤注一擲全力以赴的態度不曾稍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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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比．漢考克在一九六三年加入邁爾斯．戴維斯五重奏樂團時．不超過二十三歲．而且對這位爵士

大師滿懷敬畏。他心想．應該盡全力用戴維斯習慣的方式來彈．好讓他感到自在，於是連續兩個月都一

五一十地按照戴維斯這位小號手之前的鋼琴手團員所譜的藍圖本照本宣科。 

「可是我沒發現的是，其實自己內心深處倍感挫折，」漢考克表示，「連續兩個月只為了取悅邁爾

斯而彈，我不禁告訴自己；『我必須把內心的樂章釋放出來。』」 

「邁爾斯走過來，然後說」──接著漢考克開始模仿戴維斯著名的沙啞嗓音輕聲說：「『你之前為什

麼不這樣彈呢？』邁爾斯喜歡聆聽我這種彈法，這讓我得以天馬行空地自由發揮。」 

這個寶貴的功課使漢考克踏上了一條改變爵士之音的道路。他很快就成了創新者，兼容並蓄地融和

了刻意醞釀的老練世故，和深植於藍調音樂的平凡人風格。 

 

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在我心中，賀比．漢考克是過去五十年來最有影響力的爵士鋼琴手，」底特律鋼琴手肯恩．考克

斯表示，「他幾乎是獨力改變了爵士鋼琴的風格，擅長運用印象樂派的和諧曲風，同時卻仍保有藍調和搖

擺樂的所有重要元素。」 

漢考克那種孤注一擲全力以赴的態度，讓整個演奏台電力四射。在爵士樂壇中，漢考克在獨奏之前，

觀眾都充滿期待地引領期盼，少有其他樂手能與比擬，這是因為他們不曉得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很

可能就快要聽到此生聽過最超凡絕倫的鋼琴獨奏了。 

六十七歲的漢考克認為，這種態度應該歸功於戴維斯，「我付你薪水是要你在演奏台上練習的，」

這位小號手如此告訴團員（譯註：charge指被管理或照顧的人），意思是他希望他們能即興演奏，而不是

把他們在家裡練習的結果在演奏台一模一樣地重複反芻出來。 

「那就是爵士的精神所在，」漢考克指出，「我對探索感到非常自在，事實上，我其實是對探索感

到不安──但那對我來說，才是真正的自在。這就是秘訣所在：你必須安於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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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神童到富於想像力的先鋒樂手 

芝加哥出生的漢考克從七歲開始學鋼琴，音樂天分優異的他，在十一歲就和芝加哥交響樂團合奏莫

札特協奏曲的樂章。一九六０年，貴人小號手唐諾．博德讓早熟的漢考克在二十歲時獲得首次大好機會，

到了一九六二年，他就成為藍音符唱片公司當家樂手錄製專輯了。漢考克創造出一種全新的後咆勃鋼琴

曲風，綜合了各種不同的風格，同時還融入他的想像力，以及演奏當時空氣中穩穩地瀰漫的氣流。 

「前衛派正意興風發，當時是六０年代，」漢考克表示，「那是民權運動、社會意識開花結果的時

期，滿是興奮和充滿創造力的活動，我當時正試圖探索發生的一切。」 

多元化是他身為作曲家的特色，他會寫一些可以哼唱的旋律，同時搭配高明的和諧樂音，充滿脈動

的抽象表現手法，以及悅耳好記的即興演奏。他所接受的古典樂訓練，使他的詮釋和風格增色不少，此

外他也留心傾聽，曾在曼哈頓音樂學院短暫研習作曲，並仔細分析巴爾托克和史特拉汶斯基的樂譜。 

 

鼓舞他人 

低音吉他手朗．卡特表示，和漢考克合奏，獲益良多，但同時也很有挑戰性，因為他是個優異的聆

聽者，隨時會依據演奏台激盪出來的創意加以轉換變奏（譯註：switch gears指轉換不同的層級、活動等），

而他這種勇於冒險的精神也啟發了其他人效法。 



「我和漢考克合奏的一些曲調，決不會和其他鋼琴手一起彈，因為他們沒有能力或不願意和那曲調

起共鳴，也不想知道這將如何改變他們的和絃，」卡特透露，「漢考克比任何人都技高一籌。」 

言簡意賅（譯註：指音樂的表現手法）則是漢考克從戴維斯學到的另一個功課，「我喜歡表現的樂

章，是可以讓任何人都能找到切入點而引發共鳴的東西，」漢考克表示，「雖然不是永遠都這樣，但我的

確有這種傾向，不過，有時我還是會透過切入點，再加入一切很酷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