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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28  文 趙祿平 

 

【依拜維吉同名專輯獲得最佳原住民語

專輯獎與最佳原住民語歌手獎 】

近年來，許多原住民歌手在台灣演藝圈內紛紛嶄露頭角、發光發熱，像是今年金曲獎將最佳原住

民語專輯獎以及最佳原住民語歌手獎頒給了從事多年音樂演出及創作的泰雅族原住民依拜維吉，

而乘著海角七號熱潮而大紅大紫的范逸臣則擁有阿美族血統。但是，在這麼多的原住民歌手紛紛

在台灣發行唱片的同時，卻不見傳統原住民音樂的傳承在持續。這許多打著原住民包裝光環的歌

手當中，只有少數人改編或唱過傳統原住民歌謠，曾發行過母語專輯或推廣原住民傳統樂曲的歌

手更在少數。由此可見，現在的原住民歌手，大部分已經向主流音樂靠攏。

原住民音樂靠誰延續原住民音樂靠誰延續

 
說起台灣演藝圈內有名的原住民歌手，早在民歌時期就有胡德夫、李泰祥、施孝榮等人，其中李

泰祥更是為齊豫、施孝榮等知名歌手創作出極受好評的樂曲，與80年代被譽為“台灣情歌皇后”
的高勝美均可稱為歌壇瑰寶，90年代後以紅遍半邊天的張惠妹所唱的歌曲最膾炙人口，然而只要
仔細尋找，就不難發現紅到對岸去的天后張惠妹除了帶起其他原住民歌手加入樂壇外，並未讓阿

美族原住民歌曲與她一起晉級世界舞台，甚至連台灣的市場上都很難發現阿妹唱過的原住民歌謠

。除了紅透遍半邊天的張惠妹、TANK、王宏恩等人，近年還陸續出現蕭敬騰、梁文音等新起之
秀。然而，隨著原住民歌手不斷的出道，現在的台灣歌壇裡，卻沒有跟著等比例上升的原住民母

語歌曲出現或走紅。

目前在台灣出過純母語專輯的歌手或團體並不多，筆者認為，主要是因為原住民傳統母語音樂在

市場上的流行度與發行量不如流行音樂來的廣大，相對市場量就較少，除了一些具有一定知名度

的流行歌手有能力說服唱片公司在專輯裡放上一兩首母語歌曲外，許多原住民歌手雖然有在專輯

當中加入母語元素的意願，卻只能在唱片公司以營利目的與唱片銷售量的考量下低頭。就連知名

歌手王宏恩當年想發行《走風的人》，也差點找不到發行公司，更遑論沒有名氣的原住民歌手。

 
國外受到的重視　何時才能影響台灣國外受到的重視　何時才能影響台灣

雖然市面上原住民歌手大部分以流行音樂為主，但是仍有少部份原住民歌手以及團體致力於推廣

原住民傳統音樂。其中比較大量且有系統的創作並傳播原住民歌謠的是在70年代到80年代。這個
時期的原住民歌手，接受到當時民歌「唱自己的歌」及校園創作歌曲的影響，出現了像是胡德夫

、紀曉君等人合辦的野火樂集，以廣泛傳播台灣原住民音樂為宗旨。其中野火樂集的簡介上有著

這麼一段話：

台灣原住民音樂，是「世界音樂」的一個重要起始點，在世界音樂的舞台，許多國際上的注目焦

點，已不斷在瘋狂與珍視台灣的原住民音樂的同時，台灣的原住民音樂人，卻鮮少有機會在自己

的土地上計劃性的展現自己的音樂，如同在成長的種子也需要太陽、雨水的滋養，才能在廣大的

土地上向下紮根，向天伸展，所以他們仍在 為音樂的堅持，向生活與生存繼續做更多的爭取，與

奮鬥。

然而，雖然有著野火樂集這樣的努力，台灣的原住民音樂卻仍然無法被主流商業歌壇重視。對於

唱片公司，相較於原住民母語歌曲，似乎擁有原住民血統的包裝更為吸引。

盡管許多台灣原住民到國外演出均獲得極高的評價，在台灣卻不見得受到重視。對於原住民傳統

音樂沒落，筆者認為台灣政府也難咎其職。好比行政院新聞局所主辦的金曲獎，多年來原住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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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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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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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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只籠統的分兩三個大類，反觀流行音樂，則細分到令人眼花撩亂的地步。雖然近年有成立原住

民電視台，但是對於原住民傳統音樂的維護與補助上，政府仍是處於袖手旁觀的立場。像是郭英

男夫妻和馬蘭阿美族歌唱團，於1988年隨「台灣山地傳統音樂舞蹈訪歐團」到各國演出，被德國
Enigma樂團收入專輯「返璞歸真」，在全球銷售數百萬張，並被奧運主辦當局看中，成為1996年
的亞特蘭大奧運會的開幕主題曲《回歸純真》。然而，雖然有著能被奧運開幕會選中的無上光榮

，但是在台灣卻無法引起劇烈迴響。更諷刺的是，就算得到金曲獎這個象徵得到全台灣關注的頭

銜，許多歌手也無法靠著這個助力繼續創作或演出；陳建年還是回去當警察，紀曉君則一度回原

住民餐廳「漂流木」當服務生。更別說那些無緣得到獎項的團體或歌手，知名度不高又缺乏演出

的機會，要如何在創作與糊口之間掙扎求生？

 
藉由演出延續部落精神藉由演出延續部落精神

 
然而，撇開傳統與現實的掙扎，仍然有人能在不擔心生活的情況下進行創作並演出。位於清泉部

落的桃山國小合唱團就是最好的例子。桃山國小合唱團除了參加企業的合作案，兩次受邀代表新

竹縣五峰鄉到美國、加拿大等國外參與演出，近年更是以首張專輯「桃山小學的夏天音樂課」一

舉奪下金曲獎最佳跨界音樂專輯，並且定期接受各地政府單位的邀約演唱。桃山國小合唱團的推

動人錢玉章主任表示，桃山國小合唱團已經行之有二十餘年，除了唱國語歌曲，學校的老師還會

創作不同的泰雅歌謠。錢主任希望藉由桃山國小合唱團來發揚泰雅精神，也希望這一股年輕的動

力能讓泰雅部落重新振作；他們不只要讓桃山國小唱出一片天，還要讓泰雅族的文化能夠繼續在

泰雅血統中流傳。

 
隨著星光大道等拉拔新人的節目日漸受寵，許多原住民藝人也越來越有知名度，然而，現在的台

灣原住民藝人，大多已經趨向主流音樂，所唱的歌也都以國語或西洋流行音樂居多，而缺乏母語

或傳統音樂。向主流文化靠攏的下場，是無法抑制傳統原住民音樂快速地流失。相較之下，努力

維持原住民傳統音樂的人所做出的努力，縱使成就斐然，卻因為知名度與市場度小，而有逐漸沒

落的跡象。目前台灣原住民藝人的主流意識，還需要經過一番改革，台灣政府對於傳統原住民音

樂的重視度，也需要再度被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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