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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 In Love》》
2009-04-05  記者 葉曉昀 文

《Blue In Love》藍色情詩篇，輕柔的旋律，如同專輯名稱一般，一點藍調、一點爵士又混雜了

些民謠，曲風輕快，卻又帶著一點自在慵懶的調調。來自台東卑南族南王村的昊恩和家家，用溫

暖、單純的嗓音帶領聽眾進入他們最自然的創作裡。

 

感情甚佳的昊恩和家家。　　　　　　　　　　　圖源：昊恩家家官方部落格

昊恩和家家兩人皆來自台東的原住民音樂部落－南王，而同樣來自南王部落，一般人也許較熟悉

紀曉君、陳建年等人。昊恩，十四歲開始學吉他，父親為一牧師，從小聽著教會聖詩班練唱，自

然而然受薰陶，加上本身對音樂的喜愛，十幾歲就開始嘗試創作，直到現在。家家，有一個著名

的原住民歌手姊姊紀曉君，同樣也是從小生活在四處都充滿音樂的家庭，家族人人都有一附好嗓

子，傳統歌謠圍繞生活，耳濡目染之下又加上天生擁有的美好聲音，終究在音樂界受人注視。昊

恩和家家兩人成長過程中也受到西方音樂影響，當時流行的美國藍調樂和西洋經典歌曲，同樣影

響兩人日後的音樂創作。另外，許多人常誤以為昊恩和家家是一對感情甚佳的音樂夫妻檔，事實

上，他們為甥舅關係，對外有時開玩笑謊稱是夫妻，原住民幽默的天性在這對感情非常好的甥舅

檔身上可見一斑。

在尚未發行兩人的創作之前，昊恩和家家就已經跟著陳建年、紀曉君等人所組成的樂團「AM」，

一起四處演唱好一陣子。昊恩擔任吉他手，與家家四處演唱，多年的經驗累積下來，有一定的默

契和深厚的感情。長期的Live演唱功力加上從小培養的創作實力，籌備近兩年的雙人創作專輯，

載著兩人滿滿的用心於Ｏ六年底發行。  

多元曲風多元曲風   現場收音現場收音

《Blue In Love》藍色情詩篇，曲風不只囊括爵士、藍調，還融合了傳統民謠和一些原住民的元

素，突顯出兩人專輯的創作特色。除了中文、英文歌詞外，更有日文和原住民族語創作出的歌曲

。而歌詞內容多以愛情為主，由昊恩和家家兩人以不同的方式唱出各種戀愛心情，從家家口中唱

出甜蜜滋味，一轉，昊恩又唱出了苦澀懷疑的沉重。情感婉轉或直接，曲風輕快或沉重，各種心

情隨著音符起起伏伏，但仍感覺到一股舒服、慵懶的平靜。

 一張專輯的歌曲都有它的一貫性，卻也必須讓聽眾在聽每一首歌都有不同的感受，適時調整編曲

和唱法會增加聆聽時的新鮮感。以唱法而言，爵士感較濃厚的歌曲，昊恩唱得尾音上揚，跟著薩

克斯風的音符，聲音像線條一樣的在整首歌中滑來滑去。遇上緩慢曲風，一字一字，一句一句，

每個字像是用念的，但卻又帶著很深的感情，唱得平靜又沉重。家家多詮釋輕快曲子，甜甜的聲

音，天真愉悅。兩人相較起來，家家演唱的歌編曲比較簡單，身兼製作人的昊恩表示，因為光是

她的聲音就夠吸引人了。

 

除了一般基本的音樂編排，這張專輯許多曲目嘗試收入現場音，現場音有時是在錄音間裡兩人的

  推文推文推文推文  
推薦文章推薦文章

●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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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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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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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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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對話，有的是部落古早錄音，還有小孩唱兒歌等。多了現場音的音樂給人感覺更親近，似乎多了

一份參與感，音樂變得與聽者距離較近，甚至聽到昊恩、家家兩人的對話，不自覺會心一笑。適

時放入一段「前導音效」，像是為一首歌開啟了序幕，也比較容易將情緒和歌曲結合，更容易把

聽者帶入音樂的故事中。與現場演唱相比，雖然專輯中的音樂聲音乾淨，但仍少了一點現場即興

製造出的迷人元素，或許專輯中添加旋律以外的聲音能多少彌補這類不足。

 

自身文化自身文化   獨特印記獨特印記

現在歌壇越來越多原住民歌手，大家都說他們有一附天生好歌喉，除此之外，創作才能也不差，

昊恩、家家兩人的演唱功力佳，同時也具有創作的才能。此張專輯十二首歌中，除了第一首日文

歌是重新詮釋外，其他歌曲都是兩人親自作詞、作曲。單聽爵士樂沒什麼特別，單聽原住民唱歌

也不一定有什麼特別，但是昊恩、家家將流行創作融入自身的文化就多了些特殊性。比起其他類

似曲風的專輯，因為運用自身熟悉的文化創作，不管是利用部落古早錄音作為音樂開頭，或是用

族語配合簡單伴奏唱出的一整首歌，雖然不行直接將專輯畫為原住民專輯，但是運用簡單的元素

，就是增添了獨特魅力。每個人都有自己最熟悉的一塊文化，那是自己獨特的標記，將這一部份

融入音樂中，昊恩、家家讓專輯中的創作自然而然的呈現自己。

比起其他流行音樂，此張專輯少了大量的宣傳，也沒有過度華麗的包裝，靠得是音樂本身來吸引

聽眾。好音樂需要大家的支持，才能繼續存活下去，但想法一轉，許多當初被大大讚賞的好聲音

，走到最後難免受影響，漸漸商業取向，如何在商業考量和創作間維持平衡，確實不好拿捏。一

面可惜因為還沒大紅大紫的音樂不夠多人注意，卻也慶幸他們因此得以維持最初的創作理念。無

論如何，努力創作出的作品總是期待大家的支持，昊恩、家家希望這張《Blue In Love》藍色情

詩篇，每一首歌對聽者都是主打歌，因為都值得用心品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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