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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臺灣與沖繩跨原住民族的
音樂串連及混雜性

官元瑜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南方雜炒：

前言

2016 年夏天，在臺東都蘭糖廠的錄音室，
聚集了 15 位來自沖繩及臺灣的原住民與
非原住民音樂人，共同錄製混合琉球與臺
灣音樂元素的〈島嶼之歌〉，1 歌詞包括
華語、日語、沖繩語和阿美語等。這首融
合 音 樂（fusion music） 隨 後 在 2016 年
的「H.O.T Islands Music Festival 島嶼音
樂季」（後稱：島季）作為壓軸演出（圖
一），在臺東鐵花村首次發表，成為未來
幾年該音樂季的主題曲。

圖一：2016 年島嶼音樂季音樂會

1 日文歌名為〈島の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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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嶼之歌〉在風格上屬於流行音樂，除
使 用 爵 士 鼓、 鍵 盤、 電 吉 他 和 貝 斯 等 樂
器， 也 融 入 來 自 Uchinaa Pop（ 沖 繩 流
行 音 樂 ） 和 臺 灣 原 住 民 音 樂 元 素， 如：
沖繩三線與民謠、臺灣阿美族群的 ladiw
（歌）。如此多元交織的音樂風格和文化
折衷（cultural eclecticism），可以被視
為一種後殖民主義與全球化過程的「文化
混雜」，在沖繩與臺灣兩者文化的交互作
用下，所產生的一種音樂新思維、新位置、
新的結構與活動（Bhabha 1994）。

本 文 受 大 洋 洲 研 究 影 響， 視 音 樂 混 合
（mixing）為文化相遇後的反應與產物，
強調臺灣與沖繩多元原民性中「混合」的
概念，來探討〈島嶼之歌〉的發生（聲）、
脈絡及樂曲組織邏輯，淺談沖繩與東臺灣

聲景交織的瞬間與跨界流動。礙於篇幅，
本文僅用「沖繩雜炒」的概念，及其料理
方式與融合各種元素的特性，來理解臺沖
音樂交流和島季的混雜性。

多元融合的沖繩雜炒

沖 繩 雜 炒（ 圖 二 ） 在 沖 繩 語 中 稱
Chanpurū2 為「混合」之意，在沖繩研究
中常用來詮釋沖繩的歷史、移民、離散與
身份認同的混雜性，也被用來比喻沖繩文
化的韌性與多元包容性。沖繩雜炒的食材
可以包括：豆腐、沖繩山苦瓜、午餐肉等，
象徵沖繩歷史上不同階段的文化碰撞與境
遇，例如：隨著美軍而來的午餐肉、泛東
亞文化（中國與日本）的豆腐與代表沖繩
原民文化的山苦瓜。

圖二：一盤混合山苦瓜、豆腐和雞蛋的沖繩雜炒

2 Chanpurū語詞來源雖有數種，但目前沖繩人普遍接
受源自於印尼語中的 campur（混合）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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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材經過切片、解構處理後，經大火翻攪、
混合後，成品仍可辨識各別食材的源頭，
在 混 合 後 也 仍 保 有 其 個 別 獨 立 性 與 辨 識
度；烹調過程則代表沖繩文化吸納外來物
件，以及轉化為文化上能理解的原民化過
程。民族音樂學家 Ricardo Trimillos 針對
南島文化中的混雜性提出同樣的觀察：「南
島混雜性通常會保留原始來源的可辨識特
徵，而不會在混合後失去其質地」3（個人
訪談 2016）。因此，一盤沖繩雜炒，可以
把來自不同脈絡、不同歷史階段遇見的食
材，在原民化混合的過程中，被納入我者
文化，但混合後的成品也不會完全失去食
材本身的特質，而仍可追朔其來源。

Chanpurū 這樣融合各種元素的特性，在

音 樂 上 也 被 用 來 形 容「 混 音 」 的 行 為，
擅 長 融 合 拉 丁 與 沖 繩 音 樂 的 沖 繩 樂 團
Kachimba 亦多次在參與島季演出及其他
場合中，用 Chanpurū 來形容與來自不同
文化的音樂人，彼此交流、混音的過程與
成品。〈島嶼之歌〉雖具有觀光音樂節的
脈絡，但這樣的混音，我認為也可以理解
成一種島嶼間歷史意識的交織與交流。

一盤南方想像的雜炒

島季從 2014 年起由臺東美學館（後稱：
美學館）發起、主辦，以東臺灣及沖繩隔
年輪流辦理的方式，4 邀請沖繩與臺灣具
有原住民與非原住民身份的音樂文化人，
經由旅行、體驗生活型態的方式，進行為

3

4

5

“Instead of losing its textures, Austronesian 
hybridity often retains identifiable features of the 
original sources.” (Trimillos 2016)。Trimillos 訪 談。
地點：Trimillos 位於夏威夷檀香山的家中。日期：
2016 年 2 月 12 日。
受到 COVID-19 疫情影響，島季在 2020 年於線上舉
辦，2021 年則採用現場和遠端混合的方式，並僅於東
臺灣舉辦。
源 自「2015 島 嶼 音 樂 季 H.O.T. Islands Music 
Festival」花東 - 沖繩音樂交流考察計畫。

期十天、官方與非官方的跨海音樂交流。
島季的英文名特別採用花蓮、沖繩、臺東
三 地 的 羅 馬 拼 音 開 頭：H（Hualien）O
（Okinawa）T（Taitung），強調「島嶼
熱情」、「音樂熱情」和「創作熱情」等
特質 5 外，也凸顯音樂旅行中的機動性（從
H 到 O 到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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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季採用了「泛南島語系的黑潮文化圈」6

概念做連結，結合不同的「南島」論述炒
出一盤南方想像雜炒。

（一）

（二）

（三）

部分考古證據顯示，南島語族群曾在
距 今 4500 年 至 3900 年 間， 抵 達 琉
球八重山群島（Summerhayes and 
Anderson 2009），而黑潮文化圈與
南 島 語 文 化 圈 有 所 重 疊， 惟 目 前 的
「出臺灣論」7 未把琉球語納入「泛
南島語系」。
沖 繩 脈 絡 下 的「 南 島 」（ 日 語 讀 音
nantō） 受 到 日 本「 南 島 論 」8 的 影
響而具有殖民色彩，也與臺灣當代的

「南島」（華語讀音 nándǎo）和「南
austro －島 nesia」不同。
沖繩與臺灣音樂人的言談之間，因漢
字通用性之故，而有將上述「南島」

理論混用之情況，但也因此凸顯出南
方想像的多譯性。

臺沖雖在日治時期曾屬同一想像共同體，
但島季藉由強調以海洋為主體與區域流動
的 互 聯 性， 解 構 各 種 與 臺 沖 相 關 的 南 方
論述，炒出一盤以該區域為主體的南方想
像。

島季的歷史相遇與〈島嶼之歌〉

針 對 即 興 創 作 間 的 互 動， 民 族 音 樂 學 家
Deborah Wong（2018） 指 出， 跨 文 化
音樂交流若能在尊重歷史，並致力於傾聽
對方的前提下推動，便會形成新的契機，
也可能產生新型態的聯盟和歸屬感。跨文
化、跨原住民族的音樂串連，若缺乏認真
傾聽與尊重，便容易成為一種後現代式的

7

8

由語言學家 Robert Blust 所提出，認為南島語族在距
今 5000 年前發源於臺灣，而後向東南亞與太平洋擴
散 （Diamond 2000）。
日本「南島論」視其南方島嶼（即琉球群島）保存了
日本早期的生活與文化（Murai 2004），臺灣也於日
治時期被納入這樣的想像中。

音樂拼接，也可能因為強調連結而導致過
度浪漫化的一廂情願及文化挪用。反之，
如果音樂串連是建立在一種多元交織性政
治（politics of intersectionality） 的 脈
絡下，在互相傾聽歷史記憶與族群傷痛的
過 程 中， 形 成 去 殖 民 化 聯 盟， 這 樣 的 音
樂 串 連 雖 短 暫， 卻 能 藉 由 分 享 文 化 主 權
被 侵 蝕 的 擔 憂， 而 形 成 強 大 的 主 體 意 識
（Robinson 2020）。

6 黑潮指的是從菲律賓北部呂宋島出發，一路經臺灣、
琉球八重山群島、宮古島、沖繩島、奄美大島，流向
日本的太平洋暖流（小田静夫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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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沖繩與臺灣音樂人在夜間共同創作；桌上放有一把混合沖繩三線和夏威夷 ʻukulele 形制、名為 sanlele 的樂器

臺灣音樂人 Dakanow 在 2015 年抵達位於沖
繩島南方的那霸機場，一路往北旅行，在體驗
該島北部国頭村和中部読谷村的生活後，以東
臺灣狹長的地形詮釋沖繩島的地理特徵。沖繩
音樂人丸山誠隔年於東臺灣的銅門、大港口、
都蘭及延平部落體驗部落生活，從中找出與臺
灣音樂人的共鳴，藉由自身的體驗與觀察，認
為雙方都在小心翼翼地傳承音樂文化。臺灣音
樂 人 Anu Kaliting Sadipongan 於 2015 年，
在音樂交流的過程中得知沖繩戰的歷史後，
隔年即與沖繩音樂人分享十九世紀發生於花蓮
Cepo’地區的「大港口事件」。上述三個例
子皆顯示島季參與者，在親身體驗、傾聽及音
樂串連的過程中，與對方產生在情感上和歷史
上的迴響（resonance），而〈島嶼之歌〉便
在這樣的脈絡下誕生（聲）。



48人類學視界：聲景與全球狀態

〈 島 嶼 之 歌 〉 的 組 織 係 在 臺 沖 音 樂 人 於
2016 年島季期間，約十天的相處與即興音
樂交流之下，發展、組合和修飾而成（圖
三）。本文的分析僅著重在前奏與歌詞。

（一）前奏的編織
 
前奏採輪唱方式，臺灣音樂人在開始的八
拍，先唱出耳熟能詳的阿美族 radiw〈飲
酒歌〉中的第一句。接下來的八拍，沖繩
音 樂 人 於 每 拍 後 半 拍 的 重 音， 唱 出 沖 繩
eisa（鼓舞）中會使用的聲詞（indexical 
vocables）如：咿呀、哈咿呀，作為呼應。
大多落於後半拍的沖繩 eisa 聲詞，如雷鬼
音樂般會有使人向前的感受，緊緊扣住第
二次反覆的〈飲酒歌〉，以來回輪唱（八
拍為一單位）的方式形成循環，編織成一

個音樂實體的前奏。

〈飲酒歌〉在二十世紀末因牽涉跨國官司
和文化挪用等議題，在臺灣音樂文化產業
和學術圈引發一系列對於原住民文化主權
的討論與反思（Guy 2002）；而沖繩流行
音樂（其元素包括三線和 eisa）所帶來的
民族色彩，在九零年代開始被視為日本對
於世界音樂的貢獻（Roberson 2001）。
其 中， 傳 統 上 用 來 喚 醒 祖 靈 的 eisa， 也
常在當代被用於反美軍基地的抗爭中。在
〈島嶼之歌〉前奏的共同創作中，雙方皆
使用最具民族文化氣味的聲音，凸顯臺沖
在全球化的相互作用下，雖為不同脈絡，
卻都承受著世界音樂產業與霸權文化的干
擾，面臨邊緣化與文化主權喪失的困境。 9 海を越えて山を越えて、あなたと手をつないだ、初

めてなのに懐かしい、近いけど遠い島。

（二）歌詞的情感表述

臺沖的連結也具體呈現在歌詞中。沖繩音
樂 人 所 寫 的 歌 詞， 旋 律 上 使 用 琉 球 音 階
（do、mi、fa、sol、ti），內容所強調與
臺灣之間的連結，建構於一種恢復性鄉愁
（restorative nostalgia, Boym 2001）的
情緒。例如：「越過海／越過山／與你手
牽手／這是第一次卻很懷念／近而遠的島
嶼」；9 另外，當唱到「山の神」與「海
の神」的時候，卻改用沖繩語的「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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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助詞上日語和沖繩語的轉換，凸顯沖
繩身份認同與其傳統信仰的連結。

臺 灣 音 樂 人 所 寫 的 歌 詞 則 著 重 在 身 體 經
驗，並加上不同感知上的混合、轉化與編
織。如：「搖曳的月桃花香／浪花的旋律
／音樂讓我們緊緊在一起／海浪拍打的聲
音／緊緊聯繫的島嶼／音樂讓我們相遇在
一起」。從月桃花的動態視覺（搖曳），
連接到浪花的動態聽覺（旋律）；從用在
傳統編織的月桃葉，及其花香（嗅覺）而
轉化到海洋的聲響（聽覺），進一步捕捉
臺沖聲景交織的瞬間。強調遇見（拍打）
和連結（緊緊），並用音樂、海洋與島嶼
的意象，呼應沖繩歌詞中提到的「越過海
／越過山／與你手牽手」（觸覺）。音樂
在此作為媒介，盛載島嶼音樂人一起編織

的共感（synesthesia）。

我認為，〈島嶼之歌〉中所提到的感知和
動態（甚至音樂本身）雖是短暫的，但藉
由有意識的編織、串起這些身體經驗，其
時間性會延長，作為一盤跨沖繩與東臺灣
的音樂雜炒，隨著旋律流動所累積的情感
（affect），淺移默化中也有機會超越政
治上的僵化界線，而建立具有原住民意識
的本體論和知識論。

結語

太 平 洋 歷 史 學 家 David Hanlon（2003）
認為，從詩、歌、工藝品等多元資料來討
論、解讀與瞭解歷史，才能去中心化本質
上具有殖民特性的人、地、學術標準和政

治制度，並探討這些由不同文化物件所構
成的，不同層面的內涵及歷史意識。本文
藉由沖繩雜炒描述混合式的南方想像，延
伸論述從即興音樂創作，到盛載臺沖情感
與歷史的融合音樂〈島嶼之歌〉。該作品
雖是在具有觀光性質的活動中產出，可以
理解為是一種在後殖民主義和全球化作用
下促成的跨界聲景交織；這樣的音樂雜炒，
卻也因強調島嶼原住民族所共享的情感與
境遇，形成一種相互尊重與傾聽的音樂空
間，進而發展出共屬臺灣與沖繩的歷史記
憶。〈島嶼之歌〉的聲景紀錄證明歷史意
識的表達，不僅能透過書寫傳遞，也可以
用唱、跳、編織等方式深刻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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