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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創作藝人周杰倫─東風不破 

作者：馬岳琳  出處：天下雜誌 400 期 2008/07 

相關關鍵字：杰威爾/張藝謀/楊峻榮/方文山/甘博文  

八年來，華語流行音樂的主旋律是周杰倫。而「亞洲小天王」的封號，只能代表他未滿三十的年紀，卻已不足以象

徵他在娛樂界的全面影響力，周杰倫的真本事打哪兒來？他光環的底下付出過什麼樣的努力？ 

 

台北，幼稚園，三十個小朋友一個挨著一個，手舞足蹈練習著母親節要唱給媽媽的禮物，「聽媽

媽的話」：「聽媽媽的話 別讓她受傷 想快快長大 才能保護她」。 

北京，工人體育館，六萬人，許多站上座椅，跟著演唱會上刻意咬字清楚的主角搖晃，「菊花殘 

滿地傷 妳的笑容已泛黃 花落人斷腸 我心事靜靜躺」。 

濟南，實驗中學，四、五個學生邊討論邊慶幸，山東省全省高考語文考題中出現：「素胚勾勒出

青花筆鋒濃轉淡」、「色白花青的錦鯉躍然於碗底」，還好那首「青花瓷」的歌早研究得滾瓜爛熟，

否則可真要「試紙上走筆至此擱一半」了。 

首爾，中央戲院，「不能說的祕密」電影首映會，韓國媒體竊竊私語，「為什麼我們沒有像這樣

又導、又演、又譜曲、又演唱的全方位創作型藝人？」 

東京，日本流行樂壇指標武道館，近萬歌迷揮舞著雙手，跟著他「快使用雙截棍 哼哼哈兮 是

誰在練太極風生水起」；還來不及慶祝成功進軍這亞洲屬一屬二難度高的日本音樂市場，他主演的「功

夫灌籃」已在上映短短八天後，全亞洲票房就破了五億。 

往南，新加坡、吉隆坡、曼谷，年輕人為了理解：「妳髮如雪 淒美了離別 我焚香感動了誰 邀

明月回憶皎潔 愛在月光下完美」，在網路上瘋狂搜尋學中文的軟體，最後乾脆架起網站，和同好一

起練歌學中文。 

讓「滿城盡吹中國風」 

八年來，華語流行音樂的主旋律是周杰倫。而「亞洲小天王」的封號，只能代表他未滿三十的年

紀，卻已不足以象徵他在娛樂界的全面影響力。 

http://www.cw.com.tw/article/catalog/index.jsp?PID=492
http://www.cw.com.tw/search/event.do?event=GeneralSearch&keyword=%E6%9D%B0%E5%A8%81%E7%88%BE
http://www.cw.com.tw/search/event.do?event=GeneralSearch&keyword=%E5%BC%B5%E8%97%9D%E8%AC%80
http://www.cw.com.tw/search/event.do?event=GeneralSearch&keyword=%E6%A5%8A%E5%B3%BB%E6%A6%AE
http://www.cw.com.tw/search/event.do?event=GeneralSearch&keyword=%E6%96%B9%E6%96%87%E5%B1%B1
http://www.cw.com.tw/search/event.do?event=GeneralSearch&keyword=%E7%94%98%E5%8D%9A%E6%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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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出第九張專輯，過去幾年來，每一張專輯在全亞洲動輒兩、三百萬的銷量，得過亞洲各地各

式各樣、不計其數的金曲獎；拍了四部電影，其中自導自演的「不能說的祕密」，讓他和李安一起入

圍金馬獎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最後還抱回了年度台灣傑出電影獎項。 

在光碟燒錄、MP3 下載張狂的年代，高中生會堅持買他的原版ＣＤ，只因為「要支持他繼續做音

樂」；在西洋音樂強勢、日韓音樂充斥的時刻，他和作詞搭檔方文山卻有本事變化曲風、精鍊詞藻，

讓「滿城盡吹中國風」。 

在他快節奏的 RAP 曲風下，所有人甘於瞇起眼細讀共有四百四十四個字的「無雙」：「聽我說武

功 無法高過寺院的鐘 禪定的風 靜如水的松」；在他抒情慢板的二胡小調中，人們豎起耳傾聽「誰

在用琵琶彈奏 一曲東風破」，彷彿自己人生那個荒煙蔓草的年頭，都得到了些許安慰。 

要細數周杰倫在當今樂壇上的強烈個人風格，已經有研究生以他為題寫了一本論文叫《周杰倫現

象》；他的一舉一動總是登上媒體娛樂新聞頭條，給人的印象不外乎音樂很屌、個性很酷、十分孝順、

緋聞無邊。 

但實際上的周杰倫呢？他的本事何來？他的本心何在？ 

在杰威爾嶄新的辦公室裡，周杰倫剛從代言的手機品牌新機發表會上「晃」進來，他走到同事們

的桌邊東看看西問問，難怪「周董」的綽號一直沒變。 

好勝的心苛求完美 

他的皮膚很好，額前的瀏海變得比從前短，讓人可以清楚看到他的眼睛，當他手上拿起籃球把玩，

整個人的線條也輕鬆起來。 

他說他喜歡人家稱呼他「導演」，覺得自己最大的優點是「創造力」、缺點是「沒耐性」，要他

用一句話形容自己，他想了好一會兒，吐出「好勝」兩個字。 

關於他的好勝心，身邊的人都有深刻體認。半夜兩點上完通告，他收工後不是回家休息，而是繼

續回到剪接室剪帶子；深夜從海外飛回台灣，仍然跑到編曲老師家樓下，買了飲料上樓繼續討論編曲，

第二天早上依舊進錄音室錄音。 

他對工作的激情能夠掩蓋他的疲憊，「你甚至會被感染，願意跟他去辛苦，因為你感受到他在與

你分享他的夢！」幫周杰倫化粧化了八年的化粧師杜國彰說，那股對作品完美的執著，讓人不得不佩

服他的成功其來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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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杰倫對自己的音樂苛求完美，拍戲時則是擔心別人不好意思苛求自己。第一次拍「滿城盡帶黃

金甲」，第一場戲對上的就是鞏俐，他怕導演張藝謀對他客氣，特別把在旁盯場、一樣緊張的經紀人

楊峻榮叫到一旁，「榮哥，你跟張導說一下，一定要要求我，真的可以要求我，我可以再來一次的。」 

「他很拚命，每一分每一釐都很介意。」楊峻榮指出，從來沒見過那麼愛面子的人，不夠好的東

西絕對不肯拿出來。從前在阿爾發、現在在杰威爾的同事們都知道，帥跟屌是周杰倫的最高指導原則，

永遠只願意呈現完美的成品給別人看，無論是音樂、舞步還是小魔術，「他絕對不會讓你知道他到底

在家苦練了多久！」擔任宣傳經理的張藍云說。 

好勝所以成功，周杰倫除了天賦還有拚勁。他對現在的自己很有自信，可以毫不猶豫地說，「我

的風格就是沒有風格，因為很多元，什麼歌都能寫。可以寫和費玉清合唱的『千里之外』，也可以寫

給江蕙唱的『落雨聲』，」搖滾的、抒情的、講孝順的、諷刺狗仔的，菜色多到講不完，「我是一個

貪心的藝術家，一切，全部都給你們了，不要說我沒有改變。」 

要求愈高，愈要證明自己 

談起自己的音樂，周杰倫的語調裡有一種不張揚的霸氣，人們對他的要求愈高，他愈要證明自己。

「說我沒改變？是你們聽不出來嗎？好，來一個『牛仔很忙』，沒話說了吧？開始說別的，反正要說

話的人總是說不完，我可以選擇聽或不聽，」周杰倫曾經很在意自己的作品能不能得獎、有沒有好評，

但銷售量讓他體悟到自己的實力和幸運，「我覺得自己真的很幸運，我認為好聽的，你們也覺得好聽；

我喜歡的，你們也喜歡，我不是在迎合別人，而是照自己喜歡的去做，對一個創作的人來說，這真是

很難得。」 

再怎麼天縱英才，每一次的創作，都還是一項全新的挑戰。周杰倫音感絕佳，在鋼琴和大提琴的

底子上，其他樂器學得飛快；他對生活周遭的各種聲音敏感，什麼元素都可以放到歌曲裡而不顯突兀，

乒乓球聲、訂便當聲全都成了周式幽默。「我看不出他有壓力，因為全都是他擅長的東西。」純粹喜

歡，不用刻意，方文山解讀周杰倫在音樂上的游刃有餘。 

分析自己的音樂為什麼能引起那麼多的共鳴，周杰倫從來不會忘記他的最佳拍檔方文山，「文山

的歌詞真是開創了一個新的潮流，寫的內容不是很嚴肅，但卻又總意味著什麼。像他寫『髮如雪』，

什麼紛飛了離別、什麼我焚香的，剛開始我還看不太懂，但他解釋一遍，你就覺得哇他真是太厲害了，」

周杰倫忍不住笑說，方文山才是一路走來轉變最大的人，「他原本整個是內向到不行，但現在真正的

職業是演講，大學邀他、內地也邀他，還去了北大，真是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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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杰倫是個很念舊的人，不僅是方文山，身邊的錄音師、化粧師、編曲師，都是從第一張專輯起

就開始合作的朋友，他相信這些人會跟著他一起成長，「所以我們這些跟他一起工作的人都戰戰兢兢，

他如此挺你挺到底，我們就更要回報他，」杜國彰和周杰倫合唱了一曲「周大俠」，哥兒們間培養的

信任，讓彼此在工作上都有了新的嘗試。 

懷念單純的歲月 

或許是時間美化了記憶，也或許他真的就是那麼樂觀知足，當年蜷窩在阿爾發唱片公司的小辦公

室裡，不停寫歌、經常被退稿的日子，如今回想起來似乎也沒那麼艱苦。「以前最早的大樓是在通化

街那邊，常去逛夜市啊，跟方文山穿著拖鞋短褲就去吃鐵板燒、撈金魚，現在經過通化街都會很想下

去再看一下，但已經不知道該怎麼下去了。」周杰倫很懷念那段單純的歲月，還沒有成名，但心裡隱

隱有一種踏實感，自己選擇的會是一條對的路。 

「那時候的壓力只有一件，就是我的歌會不會被用。方文山自己騎摩托車去送我們錄的 demo 帶，

然後我們就在公司等，等到對方打電話來，吼，多開心呀，就去通化街好好大吃一頓，」提到過去，

周杰倫說了很多次「幸運」兩個字，外界覺得他那時很困頓很可憐，但他心裡想的不是自己有多苦，

反而是充滿了希望，「我沒有考上大學，但我還是有工作啊，這是一個動力，我一定要把歌寫好，不

要辜負我媽，證明我可以靠音樂吃飯！」想考音樂系，但連續兩屆都只通過了術科敗在學科，講到這

一段，周杰倫又把方文山拿出來講一遍。 

「你知道方文山以前做什麼的嗎？他幫人家裝監視器，但他會寫歌詞，也是怪咖一個，可見每個

人都有隱藏的天賦，」周杰倫講起方文山當年五次投稿給阿爾發、每次都是厚厚一本上百首歌詞的行

徑，特別有一種革命情感的惺惺相惜，兩人差不多時期進阿爾發，那時譜曲寫詞的有八位新人，至今

只有他倆還留在歌壇。 

周杰倫曾寫過一首「紅模仿」：「就算我站在山頂 也只不過是個平民老百姓 但我的肩膀 會

有兩塊空地 那就是勇氣與毅力 我要做音樂上的皇帝」。 

這個音樂上的皇帝，靠的還真是勇氣與毅力。 

當年身為阿爾發總經理的楊峻榮，在聽了周杰倫唱「可愛女人」後驚為天人，「和聲很美，而且

我聽到一種音樂的生命力，打破我對華語歌曲既有的框框。」楊峻榮欣賞這小夥仔的氣質和才華，說

服阿爾發的老闆吳宗憲，決定賭它一把。 



 5 

出第一張專輯時，除了音樂的特異，楊峻榮對周杰倫的形容是，「平凡到不行，而且還有些破碎。」

平凡，是指他大學考不上，父母又離異，「他真實的背景，看起來好像有那麼多負分，但他卻能把音

樂做得那麼好！」 

歌壇前輩高凌風曾對楊峻榮形容，周杰倫的出現，就像從此把華語流行樂壇一分兩半，過去的都

叫古典，自他之後，華語歌曲來到了新的境界，那是一個沒有框架，什麼主題、聲音、旋律都可以入

樂的時代。 

在楊峻榮看來，周杰倫的聲音接近於樂器，他也會刻意把聲音當樂器用，唱腔或許含糊不清，但

相對的優點是不容易聽膩。「他很有勇氣去嘗試，唱著唱著就去導自己的ＭＶ，導完了ＭＶ又跑去導

電影，這裡面要『很敢』才行啊。」楊峻榮認為，周杰倫從小有很多夢想，所以他寫的歌充滿畫面感，

他譜完「雙截棍」的曲，可是直接跟準備填詞的方文山說，「文山，我這歌寫的是雙截棍哦！」 

不必衣錦，還是可以返鄉 

這樣畫面型的創作者，寫歌寫著不能滿足他的夢想，就開始拍電影。「我想帶給大家歡樂，這是

現在我做任何事的一個重心，拍電影，結局是好的，帶給大家希望；以前做音樂，會覺得要做很屌的，

不管歌詞是什麼，只要屌就好了，但現在會多了一份以愛為出發點的心思。」某個部份的周杰倫孩子

氣地不肯長大，但另一個部份的周杰倫，卻也隨著年紀開始不一樣。 

「我有一種使命感，想以愛為出發點，最近剛好在寫一首歌，跟家有關，家是每個男人應該要保

護的地方，它是你最安全的城堡，就算在外面沒有衣錦，但還是可以還鄉，家人永遠都會支持你、陪

著你，」聽周杰倫這麼說，突然有一種莫名的感動，他說自己沒有兄弟姐妹，所以爸爸媽媽就是家，

「在外面不管受到什麼委曲，回家就好了。」 

果然如楊峻榮所觀察，周杰倫對父母離異這件事承擔得滿好，沒有讓它成為自己的困難。「媽媽

用了更大的愛去關懷他，他也很感恩媽媽並沒有因為單親家庭的緣故而疏忽掉他。」杜國璋認為，周

杰倫很早熟，能正視父母理念不合而分開，至今跟爸爸的互動也很良好。 

媽媽的一路相隨、全心支持，還有外婆的關愛，是周杰倫很大的成功動力，他總想讓媽媽、外婆

以他為傲，所以他會以媽媽的名字「葉惠美」作為第四張專輯的名字，把對沒有入圍金曲獎的在意，

寫進「外婆」一曲的歌詞裡。 

可以說沒有葉惠美的殷殷栽培，今日華語歌壇將會清冷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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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歲半的那一年，葉惠美決定讓周杰倫開始在鋼琴老師甘博文的指導下一對一學琴，甘博文要求

嚴格，只要音高、節奏、指法、樂句其中任一項彈錯，就會用尺板輕敲手指，那滋味可不好受。 

為了怕被敲手指，小杰倫每回和媽媽提早到老師家樓下等上課時，都會在公園裡的座椅上隔空練

習指法，「那時老師還在教別人，我其實很怕被他打，但嚴師出高徒嘛，否則我可能會很懶散；另外

是怕被媽媽罵，因為如果臨時退縮說不學，我媽肯定會把我打死！」周杰倫邊說邊甩了一下右手，當

年那個還不懂什麼叫做「毅力」的小男孩，在怕挨打、又怕辜負媽媽期望的心情下，曾經一次又一次

的對著黑白琴鍵反覆練習。 

媽媽給的天份還有愛 

「他在我這兒學了快十年，一直到國中二年級，是學最久的學生。」甘博文觀察，周杰倫在學鋼

琴上的恆心與成就，媽媽居功最多。周杰倫總是說，媽媽是藝術家，他的天賦都是遺傳自母親。但其

實媽媽給他的不僅僅是天份，還有讓他在青少年時期安然度過父母離婚風暴的愛。 

後來周杰倫出第一張專輯，周爸爸特別打電話給甘博文，說兒子出了一張ＣＤ，「我以為他是出鋼琴

演奏專輯，結果周爸爸說是唱歌的，我心想，怎麼杰倫改學聲樂了？搞半天竟然是一張流行音樂！」 

 

    聽到爸爸還特別打電話給小時候的鋼琴老師講自己出第一張專輯的事，周杰倫又變回了原本那個

愛面子又孩子氣的兒子，「我爸很無聊哦，他那時還去告訴所有人，我出唱片了，還叫他的學生去買，

讓我覺得很糗，好像沒人買似的！」 

周爸爸其實不用擔心，你的兒子挺有本事。 

周杰倫，東風不破，震動所有為音樂而熱切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