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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17  記者 李孟東 文

說到委內瑞拉這個國家，給人的第一印象會想到的是什麼？帶來富裕的石油、南美洲印地安人、

堅強的棒球實力還是「古典音樂」，這或許讓人難以跟委內瑞拉做聯想，但是這個位於亞馬遜森

林北部的拉丁美洲國家，正逐漸影響著全世界的藝文界與教育界。

《改變生命》記錄著艾柏魯博士如何透過音樂教育，

改善委內瑞拉的兒童生活。（圖片來源／藝。起來）

 

真實記錄　音樂教育的初衷真實記錄　音樂教育的初衷

《改變生命》一書，探討委內瑞拉國內如何透過實踐音樂教育，在各地組織管弦樂團與合唱團，

提供給貧窮邊緣的青少年與兒童，讓他們脫離原本低下的社會地位，並且遠離暴力、毒品和犯罪

的威脅，這樣的教育制度在委國被稱為「系統教育」（El Sistema）。委內瑞拉雖然靠著石油致

富，但是掌握資源的僅是少數白人，因此也面臨開發中國家貧富不均的共同問題，所以教育對於

大部分的國民來說，幾乎是奢侈品，更不用提藝術教育，幾乎是只有菁英才能負擔起的教育。如

今加入系統教育的人數在委國境內已經突破四十萬，並且持續成長當中。

本書作者翠夏．彤絲朵（Tricia Tunstall）是美國的作家、音樂家和教育工作者，透過她的深入

探訪與觀察並轉化成文字，讓這樣的教育系統有一個清楚的結構脈絡傳達給讀者們，每個章節都

是一篇報導和人物故事，讀來有如觀賞一部真實記錄片。

 

教育界的切教育界的切．格拉瓦　格拉瓦　

「用藝術教育來進行社會改革」在當時聽起來是一個獨具革命性想法的理念，而提出這個想法的

人，是一位何塞．安東尼奧．艾伯魯（Jose Antonio Abreu）的音樂教育家。艾柏魯本人除了

本業音樂之外，還拿過石油經濟學的博士學位，並且在委國政府擔任官職，他的教育理念能夠成

功的拓展，有一部分原因要來自於他在政府的人脈和影響力。

艾柏魯相信，只要給孩童一把小提琴，他就不會再去拿槍，他會不斷的精進自己的琴藝，即使最

後不一定能成為一位專業的音樂家，對於孩童的人格培養與社會關係，也能夠得到正向的發展。

儘管系統教育成立之初並不被看好，甚至音樂界的保守派人士也曾經反對他的作法，但是他仍然

並持著南美革命家切．格拉瓦的精神，貫徹到底，這樣的堅持也感染許多曾經跟他共事過的老師

和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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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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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達美與西蒙．玻利瓦青少年管弦樂團演出，受全世界樂迷熱烈歡迎。

（照片來源／Knowledge Network）

 

系統教育的開花結果系統教育的開花結果

系統教育成立至今已超過三十個年頭，當初受到系統教育滋潤的種子都已長成大樹，有的甚至開

花結果，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莫過於現任美國洛杉磯愛樂管弦樂團的音樂總監——古斯塔沃

．杜達美。除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爆炸頭，豐富的指揮動作和具有感染力的音樂更是他的招牌，他

也是系統教育下最為人稱道的成功典範。

當然，系統教育出身的音樂家不只杜達美一位，還有成千上萬個委國音樂家在世界各地演出表演

，就算國外沒有演出機會，國內也提供了足夠的舞台給這些表演者，這也是另一項系統教育成功

的地方，不僅僅照顧到兒童青少年的權益，在他們成年後還有就業保障的社會福利。柏林愛樂的

音樂總監賽門．拉圖也曾這麼評論到：「十八世紀的世界藝文中心是維也納，十九世紀是巴黎，

二十世紀是紐約，那麼下一個毫無疑問的是卡拉卡斯。」

二○○九年，艾柏魯博士更接受美國知名傳播組織TED大會的頒獎，並透過三十分鐘的演講訴說

他成立系統教育的初衷與理念。而艾柏魯也開始著手成立國外的系統教育制度。

It appears that we are unable to play this video in your browser for one of the
following reasons:

you have JavaScript disabled
your device does not support HTML5 video
you have an old version of the Adobe Flash Player. Download the latest Flash
player to view this video.

If you are on a mobile device, you may be able to directly download the video to
play.

艾柏魯闡述音樂如何改造人生。（影片來源／TED）

 

電影情節　真實世界上演電影情節　真實世界上演

二○○四年上映的法國電影《放牛班的春天》，內容描述一位被「貶職」到輔育院任教的音樂老

師馬修，與一群古靈精怪、作惡多端的「問題兒童」打交道。其實這些孩子本質上並不壞，只是

被社會的黑暗面蒙蔽了，馬修老師發現這一點，於是透過音樂感化了這群小惡魔，變成能夠唱出

如天使般優美歌聲的合唱團。

艾柏魯可以說是現實世界的馬修老師，只是他所要面對的人不只是輔育院的兒童，而是整個國家

的青少年與他們的家庭；對抗的敵人也不是輔育院中的鐵血校長，而是整個貧困的社會。德蕾莎

修女曾說過：「貧窮最悲慘的地方，不在於缺乏食物或住所，而在於不知道自己是誰，沒有自我

、沒有尊嚴、不被社會認同。」

系統教育所注重的不僅僅是兒童本身而已，更關心兒童與家庭之間的連結，相信唯有家庭支持孩

童在音樂上的努力，肯定他們在舞台上的表現，才能夠讓孩童更有自尊、有自信的生活。而孩子

也轉成為他雙親的好榜樣，一旦孩子發現他對於家庭的重要性，就會開始尋求新的方法以提升自

己。而在管弦樂團中，必須與他人合作才能夠演出完美的音樂，更訓練孩子們培養紀律與榮譽感

，簡單的說，一個樂團就好比人類社會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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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繪畫攝影　布列松之眼文字繪畫攝影　布列松之眼

紀載布列松一生精華文字，扼要道出布列松於
新聞攝影的價值觀與性格。

在臺中　品嘗回憶在臺中　品嘗回憶

對於一個從小生活到大的城市，有著豐富且多
樣的回憶。

台灣藝術教育的反思台灣藝術教育的反思

相較於委內瑞拉，台灣幸運得擁有相對富裕的社會教育資源，並且能夠讓下一代接受較好的教育

，但是台灣的教育政策仍然存在著菁英主義、功利主義和升學主義的思維，將資源不均衡的投注

在高等教育體系導致其他的教育類目被相對排擠，尤其以音樂教育尤甚。國中校園裡，音樂課、

美術課被其他升學科目借去考試，相信這是所有人的共同記憶。

多元入學方案的實施，更造成台灣家長們拉著自己的孩子到處補習，學鋼琴、小提琴目的並不是

為了培養正當興趣，而是為了升學目的才學的「附加價值」。當這些小朋友心不甘情不願的被家

長逼坐在鋼琴前練琴時，同時間在偏遠地區的原住民部落孩童，可能還在為了下一頓的著落困擾

著，音樂教育在台灣幾乎是只為特定的階級而服務。要如何改變藝術教育的本質，讓它不因為階

級、經濟的因素而拒人於外，除了執教者本身對於教育要有更寬廣的胸襟，家長們也應該從更長

遠的角度為孩子的未來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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