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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月到台灣　誓圓音樂夢胡月到台灣　誓圓音樂夢

2010-12-26  記者 林書羽 報導

「「適適合或不適合，兩者之間都有問題」，胡月在台灣居住正要邁入第十年之際，這個溫暖熱情
的第二故鄉，在現實和理想的衝擊下，也有冰冷無情的一面，所以胡月決定給自己六個月的時間

，賭上一切來證明自己是屬於台灣的。

胡月的音樂工作室是位於古亭的小巷內，客廳裡擺放著電子琴、音響和散落一地的線材，窗戶 下

是音樂後製和MV剪接程序所用的電腦，這樣簡單的配置讓人難以想像胡月的音樂就是從這個小小

的空間中產生的。因為沒有隔音設備，讓胡月有時會受到鄰居的抗議。「這裡要建一個隔音牆，

這裡要……」胡月對著工作室左右比劃著未來可能的工作室樣貌，但是說到何時要實行，對目前

的胡月來說是個遙遠的目標。

在客廳的一角擺放著器材，就是胡月的音樂工作室。

（攝影/林書羽）

不顧一切　只因一次遊歷不顧一切　只因一次遊歷

2001年，當時還是大學四年級學生的胡月第一次踏上台灣這塊土地，沒有什麼特別的理 由，只

因為當時的好友是台灣人，就丟下期末考試飛來台灣，胡月現在回想起來，連自己都覺得這是個

衝動的決定。「什麼事都很新鮮啊！對我來說。」胡月以興奮 的語氣、瞪大眼睛來表達當時台灣

對他的震撼。他表示如果當初沒來台灣的話，有些事物他可能一輩子都不會知道。遊歷台灣的經

驗不僅讓胡月大開眼界，也讓他愛上台灣文化，並決定大學畢業後搬來台灣學習中文。

高挺的鼻子和深邃的雙眼，留著小平頭的胡月，有外國人獨有的帥氣，但依然掩飾不了胡月臉上

的疲態，這種疲憊不只來自於身體上，同時也來自於胡月的心底裡。本名為Pierre Hujoel的胡

月在2010年在網路上發表第一張專輯《否則，我就死定了》，他為了讓更多人聽到他的音樂，最

近除了積極在各大校園內和音樂型餐廳找尋表演機會，也開始在網路上發表自己拍攝的MV。胡月

承認自己曾經在多年前有個「名氣夢」，希望能在台灣闖出一片天，然而目前的他只希望能夠靠

創作音樂，在台灣過日子。

胡月的音樂底子相當深厚，從小就學習鋼琴，青少年時也組過樂團，大學時期更在比利使皇家音

樂學院主修音樂，然而說到「胡月」的音樂，卻是近一兩年才發生的事。一開始來到台灣的時候

，胡月只是偶爾接一些古典鋼琴的表演，雖然本身學的是音樂，但說到作曲寫詞已經是年少時玩

樂團的事了。2004年，胡月幫朋友拍的一部電影作配樂，正式開啟胡月的創作之路，因此又再回

到比利時皇家音樂學院讀作曲研究所，幾年後又藉由朋友的介紹為一些廣告做配樂。一直到了20

08年，在台灣經濟突然緊縮下，使台灣的廣告產量也大幅度地縮水，同時胡月的朋友也在這時驟

然離逝，再加上和業主之間在溝通和理念上的差距越來越大，胡月決定開始用自己的話，將在台

灣這八年多來的心情寫成一首又一首首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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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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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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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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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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月首張專輯《否則，我死就定了》

（圖片來源/胡月個人網站）

一個人的創作　非一般的疲憊一個人的創作　非一般的疲憊

在胡月的音樂創作過程裡，幾乎都是他一個人包辦。「旋律是我，鋼琴是我，歌詞是我，宣傳是

我，真的好累。」胡月忍不住點了口菸，並訴說自己一個人奮鬥的心酸。為了行銷自己的音樂，

胡月除了必須不斷找尋演出的機會，還得創作新的歌曲。中文程度已經算很好的胡月表示，在用

中文寫歌詞時，還是需要比一般台灣人花更多的時間和耐性。而胡月的歌詞靈感雖然都是來自於

生活中大大小小的經驗，但是因為語言的關係，胡月還得透過中國文學作品的話語，再次翻譯後

才能寫下心裡的感受。然而對胡月來說，歌曲就像一個完整的世界，歌詞就是其中用來連結他人

的重要媒介，既然要成一位台灣歌手，中文就是連結的重點，這也是胡月堅持用中文創作的原因

。

胡月幾乎一個人要完成歌曲裡每一個部分，全靠這台電子琴和電腦。

（攝影／林書羽）

在創作的路上，胡月可以算是幸運的，也能說是非常不幸。胡月在台灣的期間，有不少人看出他

的才華，所以請他幫忙做配樂。胡月才剛開始創作音樂時，已經受到一家歐洲唱片公司ECM rec

ords的青睞，唱片公司希望以創作流行歌為前提與胡月簽約，胡月將手舉起並搖了搖頭地表示拒

絕。「一聽到是流行歌，我馬上就拒絕。」說話時眼神中散發出一種堅持，一種決不為五斗米折

腰的態度。胡月甚至被邀請回到自己的母國比利時，舉辦一場中文歌的音樂會。「在那裡表演很

好，但是我還是希望能以這裡(台灣)為基地紅過去。」胡月堅定地表達他的理想以及他對台灣的

愛。

 

給自己六個月的時間去證明給自己六個月的時間去證明

相對於國外的邀約，胡月在台灣的發展卻是處處碰壁。商業廣告認為他的音樂太藝術，而文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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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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則認為台灣還沒能接受非主流音樂的衝擊，勸他到別處發展。對於這些的聲音，胡月不想輕

易相信他人所言，到底是本身的創作出了問題，還是台灣真的不適合他發展，他寧願靠自己去找

尋答案。可是在胡月的努力下，換來的卻是對自己的能力和對台灣這塊土地的質疑，開始意識到

這十年的信仰有可能只是幻影，這讓原本堅定不搖的胡月第一次有了不安全的感覺。

高挺的鼻子下有著一雙憂鬱氣息的雙眼，更為胡月增添幾分藝術家氣息。 

（圖片來源/胡月個人網站）

目前走在人生低潮的胡月認為「適合或不適合，兩者之間都有問題」，臺灣雖然是個熱情的國家

，對待外國人總是相當親切，但是對於一個來台灣快十年的外國人來說，這個「第二故鄉」其實

並不如表面看來的友善。「台灣接納外國人是有分層隔閡的。」胡月露出無奈的神情，「自己一

開始的確是被台灣人的熱情吸引，但到頭來他們還是會排斥外國人。」除了胡月之外，他身邊很

多的外國朋友也是抱著雄心壯志來台發展，但由於大環境過於保守，有許多人即使在台灣待上半

輩子，也無法有所突破。面對擺在眼前的事實，胡月對此已做了最壞的打算，大環境或許無法接

受他的音樂，他還是準備好將自己目前所有的一切，做最後的賭注。胡月傷心地說：「時間不斷

滴答滴答地走，我就給自己六個月的時間，不行的話我就得離開台灣。」要他與這個曾經帶給他

溫暖的台灣分別，胡月顯得相當心痛。

即使暫時受到否定，胡月心中依舊保留完美的信仰，不願意相信他和台灣的關係最終有可能破裂

，面對問題的答案，他想要以積極的心，在有限的時間內為自己奮力一搏。畢竟答案自己不去追

尋過，就永遠不會知道這一路上的美好風光。

 

（影片來源／胡月個人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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