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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打擊、小提琴、低音豎笛、即時電聲與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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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236》 

為 電�弦樂四重奏、即時電?、影像 

For Electronic String Quartet, Live Electronic Music and Video

鄭乃銓

Nai-Chuan Cheng 

June, 2013

        本作品藉鈾元素在核反應中的變化與延伸影響作為創作的素材；由核分裂、核融合兩種反應出發，但最後卻因人類的濫用而導致毀

滅。核分裂反應如U（鈾）235元素經中子撞擊而產生的反應，而其中可能生成不穩定的U-236，並繼續進行連鎖反應而生成出氪140、鋇

93元素與三顆中子。而核融合反應則如氘與氚在快速碰撞的情況下，進而生成中子、氦氣與巨大能量。本曲以兩把電小提琴、一把電中提

琴、一把電大提琴組成電子弦樂四重奏；透過電腦Max/Msp進行聲音處理，並搭配即時電聲，以製造出堆疊出核分裂與融合的狀態；而影

像部分則交由Jitter處理出抽象的分裂和融合意象。

 

       本曲使用元素的原子序作為音高的使用素材，並且運用化學反應的反應式（下圖ㄧ、二）特性作為曲式佈局，主要表達恐懼這件事，另

外使用四聲道相位作出電子樂器的移動空間感，本曲分為四個大段第一段表達撞擊的恐懼感，表達U（鈾）235經中子撞擊造成連鎖撞擊反

應，在一空間下過度撞擊分裂使得空間擠壓，進入第二段壓迫的恐懼感，持續撞擊的U（鈾）235在一空間過度擠壓後表達能量累積的狀

態，第三段進入核融合能量的聚合產生更大的能量，其中使用不同方式的滑音，再搭配電音產生混亂的衝突，最後進入第四段毀滅的恐

懼，其中中低音樂器與電聲奏出混亂聲響，唯獨第一小提琴製造出泛音較多的聲響，製造出衝突感，並使用末日經素材隱藏其中，最後回

歸毀滅後的平靜。

        影像部分第一段使用相似原子的影像、原子排列擠壓的影像作出混影、即時控制和分裂畫面拉長，表現原子分裂與撞擊堆疊感，第二

段使用線條的分裂以及前面第一段素材的混影和即時操控，表現出壓迫與混亂的意象，第三段影像使用即時3D曲面即時運算，讓畫面即時

產生製造無法預測的恐懼感，第四段使用偵測聲響產生聲音色彩畫面，並且融合第一段素材製造出毀滅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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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 

《合》為演員、即時電聲、裝置與影像 

For an Actor, Live Electronics, Sound Installation, Video

鄭乃銓

Nai-Chuan Cheng 

November, 2013

}_O�

     在傳統教條的淺移默化下，自小就被灌輸什麼是對，而什麼是錯的；或是什麼是正常，而什麼是反常。但是隨著自我的

成長，我們會慢慢發現在對錯與正反常之間往往不是可以被一條簡單的線給輕易劃分；甚至，其間還會可能有所謂的矛盾

產生，只是往往這些矛盾點並沒有被人們正視罷了！試著捫心自問：到底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所謂的正常真的是對的價

值嗎？而所謂的反常一定是錯的嗎？往往回答這些問題的同時，我們其實僅是依據個人的價值觀去予以判斷，而其間可能

隱含的矛盾點又有多少被忽略呢？

    試著再問：許多人天生就有肢體、行為乃至個性上的異常，難道於他們本身就是不正常嗎?或者，性向間的關係，是男

男？ 是女女？ 還是，男女！? 又或者，是前衛還是保守？凡此種種，這之間該用甚麼樣的標準來看待？是跳脫框架的思

考？是矛盾思考？是社會觀感思考？還是，做自己就好！?

    也許，這些問題的解答就像太極的圖案一樣，也許沒有永遠的陰，也沒有永遠的陽，而是彼此交融的混沌(無極)。

    樂曲一開始（0’00”~3’00”），藉由平面的視覺畫面，演員穿插走路於其中，朔造視覺上的矛盾與空間感。第二段

落（3’00”~6’00”）演員開始與聲音裝置做互動，也藉由裝置聲響製造即時影像，也藉由即時四聲道相位，表現聲音

上的矛盾。第三段落(6’00”~9’00”）演員走至互動桌，互動著會把演員臉部畫面即時處理（拆解、重組），演員揮手

驅動影像再次重組，表達矛盾後尋找自我的特性。第四段落（9’00”~10’00”）演員於舞台上來回穿梭，並且口中念念

有詞，表達反思之意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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