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2008年的陈柏霖、张钧宁、杨佑宁版，到2010年的许茹芸、品冠版，直到2016年

登场的魏如萱、王大文、王若琳版，几米音乐剧《向左走向右走》总是伴着这些台湾实

力唱将的精彩演绎，受到歌迷们的疯狂追逐。音乐作为全剧的核心灵魂，让陈建骐的

音乐魅力得以集中喷发。台湾超人气乐团苏打绿创作的歌曲，与陈建骐清新的风格相

呼应，为演出增添了不少华丽成分和欢乐成分。两人浓淡对冲的音乐风格，描绘出了几

米绘本中都市男女丰富多变的情绪和浪漫期盼，其中一首主打歌《爱在波西米亚》入

围台湾十大金曲。

在剧场里合作过多次的林奕华说，应该没有人不喜欢建骐，因为他是个非常温和的

人。在陈建骐的成长记录里并没有什么难以回首的往事，因此他的音乐里也就少了些大

悲大喜，只是淡淡的喜悦和忧伤。他对音乐的理解和跨界创作，持有非常包容的态度，这

种自由度，也因为内心和感觉无法被限制，而让他最终的音乐形式没有什么边界：巴洛克

式的古典、几米绘本的清新、陈绮贞式柔软的强劲、陈珊妮嗓子里的爆发力和控制力，娃

娃魏如萱的戏剧性……在陈建骐的音乐中都能找到踪影。乐评界找到了“小清新”、“小

情怀”、“小格调”来形容他，这种格调与几米的漫画有着天然一致的调性。

他小学开始修习钢琴，最爱巴赫，高中时组团玩老摇滚，Deep purple 、Europe、Bon 

Jovi都曾尝试过，后来参加话剧社，既当导演又兼音乐设计，因为念的是男校，若是演

话剧就要到女校去请女同学一起合作，这段青涩的时光，让陈建骐对这个世界认知的

门和音乐的灵性同步打开。话剧社的经历对陈建骐后来的音乐影响很深，甚至让他与

主流流行乐中常见的平铺直叙某种情绪的音乐气质决然分开。他看见了空间，并且需

要空间——声音深处的空间和画面。

在华语乐坛，与陈建骐合作的歌手，可以贯穿二十年来港台流行音乐
的轨迹。甚至林奕华导演的话剧《包法利夫人》《红楼梦》《恨嫁家族》，以
及今年4月即将在上海演出的《梁祝的继承者们》依然能看到二人屡屡合
作的身影。林奕华认为，人生的遗憾就是少了一只音乐的耳朵，而陈建骐就
是他的那只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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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骐
做一只音乐的耳朵

剧场音乐人出身的陈建骐，是中国台湾音乐跨

界极为广泛的创作人，是在台湾金曲奖上拿奖拿到

手软的音乐才子。3月18日－19日，陈建骐再次操刀几

米的人气之作《向左走向右走》，将几米漫画中关于

爱情、机遇、完美、遗憾等主题刻画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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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几米要去纽约的时候，一个朋友托他给一个女孩带一样东西，他们约在莎士比亚

书店。当年没有手机可以联络，约了就只能赴约，几米在书店一等就是大半天。结果还

是错过。直到若干年，他和后来的太太再次相逢，才知道当时那个女孩赴约了，只是去

的不是同一家书店，纽约的上城和下城各有一个莎士比亚书店。这个版本到底有多少

真实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Q:从《地下铁》到《幸运儿》，再到《向左走向右走》，一直都是由你来担任音

乐总监，和黎焕雄导演合作，你觉得音乐创作方面有难度吗？

A:可以说非常不好做，一个中文版的音乐剧就是比较困难的，我们的语言不像英

文，一个字有很多音节，我们的字是一个字就一个音，就有一个意义；所以如果当一个

字听不清楚的时候，剧情上的逻辑就会偏差。因此，也很难把歌词部分作为剧中的台

词讲出来；包括我们还用了诗人夏宇来写台词，就是为了让这个中文音乐剧，诗的成分

占了很大一部分。我觉得诗也是音乐的一部分，如果我这样看的话，这部音乐剧就不止

有音乐的部分，它还有诗的音乐。

Q:那作为你的第一部音乐剧，《地下铁》对你的挑战其实会更大一点了？

A:非常困难。我看过漫画，知道剧情，但棘手的是，我很难下手。我是应该把它

变成一个百老汇的样子呢，还是一个台湾的样子？是陈建骐的样子呢，还是黎焕雄的

样子？最后，我还是抛开了这些既定的限制，我想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个故事的样子展

开。《地下铁》有个地下铁的样子，《幸运儿》有一个幸运儿的样子，《向左走向右走》也

有它一个关于爱情的样子。抛开预设，我最终找到了一个表现形式上的自由度。

Q:所以根据剧情的推进，这些唱词最终是主角内心世界的表达，而不只是台

上简单的对台词？

A:对，它不是对台词，它应该是咏叹，是心情，甚至是除了主角的心情之外，还有旁

人的心情，也可以是这首歌曲对主角这一对男女之间的看法：“为什么你们不能转身就

离开，不要再等待彼此啦”等等。

Q:第一次创作《地下铁》时，曾在家闭关一个月，收获颇丰吗？

A:那个时候住得比较远，每天埋头苦干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去同一个地方吃

饭，同一个时间下楼，同一时间做一样的事情，真的有点像戏里的L小姐和R先生。这种

状态下，并没有觉得时间很漫长，就会一直有音乐出来。

Q:你怎么看待李宗盛、罗大佑等上一代音乐人的创作风格？

A:他们作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启蒙，为新一代台湾音乐人创造了丰茂的流行音乐土

壤，这其中包括音乐的形式、风格和元素，重要的是，那一代人对待流行乐的严肃态

度、激情被传承了下来。

Q:最早你出道时是在周华健的工作室，这对你的音乐创作起了很大帮助吧？

A:周华健对于音乐的苛刻和执拗在圈内人所共知，经常一首歌要做五六个版

本，压力巨大，但正是那段时间的积累，才有了之后的爆发。

抛开预想找自由

Q:能剧透一下几米在音乐剧《向左走向右走》的一些灵感吗？

A:几米觉得，创作这个故事时，他有一种想法：每个人都会过多地、过重地看重自

己的哀伤和机遇。城市中的每一个人其实都很孤独，这部戏是献给城市里注定相遇

的人。据我了解，几米和她老婆就曾经有一段像这个故事里那样错综复杂的相遇。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