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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國內、外環境情勢分析 

2020 年底，一場全球大流行的病毒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也對藝文活

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場疫情不僅讓人們對公共健康議題更加關注，也迫使藝

文界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和變革。為了遵守社交距離和減少人群聚集，許多藝文

活動也轉向戶外場地，或是開始尋找新的方式來連結觀眾，如使用社交媒體進行

直播表演、製作虛擬現實藝術和互動式線上展覽，為藝文活動帶來多樣性和互動

性。 

過去島嶼音樂季以「以一年在臺灣東岸，一年在沖繩辦理」的方式進行音樂

性交流，並邀請兩地當地官方及民間組織共同合作，透過音樂會、工藝、在地生

活體驗等方式，提供兩地優秀的音樂人常態性的對話平臺，讓來自不同地域的生

命力，用音樂交流的方式彼此激盪，兩地締結了深厚的情誼與連結。  

因為疫情影響，島嶼間的交流轉為線上進行，透過線上音樂會、紀錄片線上

放映、線上工藝展等活動讓雙邊的交流不致中斷。在經歷了長時間的封鎖和限制

後，2023 年島嶼音樂季終於重啟國際交流，邀請臺灣優秀的音樂人赴日本沖繩進

行音樂上的交流。 

 

二、與參訪主題相關之本部政策現況分析 

花東音樂創作深受當地的自然與人文環境啟發，許多音樂作品表現了大自然

的壯麗之美，將海洋的浪濤、山谷的回聲、森林的幽靜融入音樂中。近年來臺灣

及沖繩的許多音樂人，結合母語與創新，汲取母文化精髓融入流行元素，以多元

曲風傳承故鄉的聲音，試圖與世界對話。 

透過「2023 島嶼音樂季」活動，以音樂串起臺灣花東與日本沖繩縣間的交流，

雙方音樂人交流彼此在音樂創作的道路上結合流行元素如何與世界接軌，不但展

現了臺灣文化價值，藉以建立臺灣國家形象並發揮豐沛之藝文展演能量，也以呼

應文化部推動「打造臺灣藝文品牌，拓展國際文化交流」中「推展在地文化國際

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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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訪緣由與目的 

「島嶼音樂季 H.O.T. Islands Music Festival」由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自 2014 

年起辦理，迄今已邁入第 10 年。今年度「島嶼音樂季」仍以音樂為交流主軸，並

首度將客語、閩南語原創音樂帶至沖繩地區，將花東地區多元的文化內涵與底蘊

呈現眾人面前。為集結「島嶼音樂季」宣傳能量與效益，以沖繩縣那霸市與南城

市為本案主要活動區域，透過現場音樂會演出方式聚集民眾參與感，並深入地方

社區及小學共同交流、學習彼此文化，亦將太魯閣傳統樂器「太魯閣族木琴」及

「獵首笛 Pgagu」帶到沖繩在此展演，並邀集此次參與的所有音樂人們共創新歌

謠，為這 10 年「島嶼音樂季」活動留下一個可以流傳的印記。 

2023島嶼音樂季臺灣團隊出發前於桃園機場合影 

 

貳、行程安排及參訪議題 

一、參訪行程 

「2023 島嶼音樂季」參訪行程如下： 

日期 主要行程 地點 會晤對象 

9/13 島嶼音樂人工作坊 （一） Punga Ponga 餐廳 翁長酉已（沖繩森巴

音樂推廣者） 

9/14 島嶼記者會 沖繩縣縣廳會議室  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

表處那覇分處盧辰祕

書、前任南城市長、眾

議院議員長瑞慶覧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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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先生、琉球華僑總

會會長江夏祿榮先生

和慶隆商事株式會社

社長石村慶一先生 

島嶼會客室（一） 南城市虹龜商店 龜谷明日香（紅形染

藝術家） 

島嶼音樂人工作坊 （二） 豊見城市与根地区觀

光交流中心 

 

9/15 校園樂舞推廣及交流（一） 南城市立知念小學校 阿嘉將史（教務主任） 

島嶼會客室（二） 南城市八重瀬町立具

志頭歴史民俗資料館 

 

校園樂舞推廣及交流（二） 南城市百名公民館  

9/16 島嶼音樂會（一） 櫻坂劇場  

9/17 島嶼音樂會（二） 櫻坂劇場  

9/18 返國 那霸機場-桃園機場  

 

二、參訪內容 

本計畫案集合了花東地區音樂人、沖繩地區音樂人共同參與，於日本沖繩辦

理包括：1 場島嶼記者會、2 場島嶼音樂會、2 場島嶼會客室、2 場校園樂舞推廣

及交流，並於島嶼音樂會的同時，在演出地「櫻坂劇場」的戶外辦理 2 場臺灣市

集，以獲得更多當地民眾的關注與迴響。此外，辦理 2 場次音樂人共創工作坊、

並規劃製作一首島嶼共創歌謠。 

 

參、參訪議題 

一、島嶼記者會 

9 月 14 日記者會由太魯閣族音樂人謝皓成以太魯閣族木琴、獵首笛、口簧琴

的獨奏組曲揭開序幕，緊接著金曲歌后桑梅絹以嘹亮歌聲，為現場帶來祈願歌曲，

期盼此次活動能夠圓滿順利；沖繩方面則由著名民謠歌手櫻庭步、又吉佑衣及稻

嶺幸乃三人以三線演繹沖繩傳統歌謠，最後由卑南阿美青春歌隊帶來歌舞表演，

並邀請現場來賓一同共舞。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蘭美幸組長代表致詞時表示：「美學館自 2014 年起以音

樂為主軸，社區工藝、文化體驗等臺日音樂人雙邊交流，在經歷三年的疫情後，

非常開心又回到沖繩舉行，今年最大特色是將客家及臺語歌謠帶進沖繩，希望透

過交流，臺日音樂人能夠吸收彼此的優點，進而迸出新的創作火花。相信 9 月 16

日及 17 日兩天將由臺日音樂人將於櫻坂劇場共同表演，會是非常精彩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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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美幸組長致贈伴手禮予臺北駐日經濟

文化代表處那覇分處盧辰祕書 

主辦單位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代

表：研究發展組蘭美幸組長致詞 

日本音樂人丸山誠（jujumo 成員）介紹

2023 島嶼音樂季特色 

記者會現場觀看 2023 島嶼音樂季宣

傳短片 

沖繩音樂人以三線演繹沖繩傳統歌謠 記者會現場來賓一同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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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族音樂人謝皓成以太魯閣族木

琴、獵首笛、口簧琴演奏組曲 

金曲歌后桑梅絹更以嘹亮歌聲，為

現場帶來祈願歌曲「報戰功」 

二、島嶼會客室 

共辦理兩場次，分別為南城市虹龜商店及南城市八重瀬町立具志頭歴史民俗

資料館。 

紅型是沖繩傳統的一種染色技法，歷史可追溯到 14 世紀的琉球王國，其中

涉及雕刻紙樣、塗抹糊料、將每種顏色一一染色等各種工序才能完成，通常色澤

鮮豔，一般描繪魚、水、花、樹等自然主題的各種圖案，相當有趣。  

店主亀谷明日香 Asuka 夢想要用「紅型」來表達心中的世界，在 2009 年時於

沖繩本島南部的南城市開設了一家紅型雜貨店「虹龜商店」，生產具有原創設計的

紅型商品，從日常生活小物到服飾、燈飾等，色彩繽紛充滿生氣，將沖繩的山、海

風景，花、鳥植物活耀於作品中，生動有趣令人溫馨愉悅，是極具沖繩特色的代

表性工藝。 

參訪團在聽完 Asuka 對於紅型染製作的解說後，便體驗自己動手將布上色，

同時一旁搭配著三線音樂表演，感受濃厚的沖繩午後風情，並在回臺灣後將成品

分享給 Asuka；對於大家的回饋，令 Asuka 相當感動，同時對於臺灣人在選圖、用

色上與日本人有很大的不同而感到驚艷。 

另一場則是參訪南城市八重瀬町立具志頭歴史民俗資料館，這裡是展示八重

瀨町的歷史和傳統藝能的博物館。參訪重點在了解沖繩的歷史，從史前時代到琉

球王國、明治到沖繩縣、沖繩戰役、戰後重建等，也了解沖繩的傳統工具、八重瀨

町的表演藝術，甚至可用各地方言聆聽的民間故事「桃太郎」。在展覽一隅，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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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 22,000 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港川人」發現者大山盛保先生的發掘紀錄，介紹

人骨、動物化石的發現歷史；具志頭地區也是琉球王國時代的「具志頭衛所」（え

いしょまもるしょ，意為「士兵看守的地方」）的所在地，是瞭解沖繩歷史脈絡的

重要據點。 

「虹龜商店」店主亀谷明日香 沖繩代表性工藝「紅型染」 

音樂人體驗紅型染製作 體驗紅型染時搭配著三線音樂表演 

參訪南城市八重瀬町立具志頭歴史民

俗資料館 

民俗資料館是瞭解沖繩的歷史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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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園樂舞推廣及交流 

共辦理兩場次，分別為南城市立知念小學校及百名公民館。知念小學校創校

於 1883 年，至今已有 140 年的歷史，知念小學位於沖繩本島的東南部，鄰近具有

悠久歷史的念知村，環境優雅，目前共有學童 232 名。 

參訪團參觀完校內圖書館及各年級教室後，在該校音樂教室，與四年級生進

行交流活動，學生們首先以一曲沖繩傳統民謠「てぃんさぐぬ花（譯：鳳仙花）」

歡迎臺灣音樂人的到訪。隨後由太魯閣族謝皓成，以木琴、獵首笛、口簧琴等獨

奏組曲吸引學生們的讚嘆目光，謝皓成也親切的向小朋友解說太魯閣族音樂的主

要音階以及使用的場地與故事，隨後由來自花蓮豐濱鄉阿紀．魯木、拉黎樂此．

魯木，姊弟檔以一曲阿美族傳統曲「日出東方」展現青少年歌手對傳統歌謠學習

的熱愛，最後卑南阿美青春歌隊以阿美族歌謠領唱、答唱的方式教導學生們熟悉

阿美族曲式的唱法，以花東人人耳熟能詳的「那魯灣之歌」帶領現場師生們一同

唱跳，大家都玩得相當開心；學生們也熱烈的詢問團員們各種關於臺灣的問題，

紛紛表示未來一定要到臺灣來旅遊及學習，相信臺灣的美好印象已經深深印刻在

他們心中。 

離開知念小學校後，參訪團下午 4 時來到南城市百民公民館，由太魯閣族謝

皓成帶領當地社區音樂教室的中高年級學童們認識太魯閣族的傳統樂器獵首笛，

並教學太魯閣傳統歌謠「英雄之歌」的吹奏，由淺而深引導學員進入太魯閣族群

的音樂世界，最後在全體學員合奏的樂聲中圓滿結束今天的交流活動，地方居民

紛紛表示期待這樣的交流可以持續進行，讓孩子們再成長階段就能欣賞到多元文

化的世界觀。 

帶領現場師生們一同唱跳 致贈藍染手提袋予教務主任阿嘉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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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們詢問團員們各種關於臺灣的

各種問題，包括推薦旅遊景點、食物 

小學生向金曲歌手桑梅絹索取簽名 

謝皓成帶領當地社區音樂教室的中高

年級學童們認識太魯閣族的傳統樂器

獵首笛 

教學太魯閣傳統歌謠「英雄之歌」的

吹奏，由淺而深引導學員進入太魯閣

族群的音樂世界 

參加百民公民館活動之民眾 日本小學生表演烏克麗麗加上朗誦，

感謝臺灣音樂人的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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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島嶼音樂工作坊 

共辦理兩場次。10 年來「島嶼音樂季」串連了臺灣花東與沖繩當地的優秀音

樂人，持續進行文化與音樂交流，故此行規劃兩方音樂人共創一首島嶼歌謠，以

「島嶼好朋友」為發想主題，作為 10 年來情誼的累積，鼓勵參與者共同創作融合

臺灣與沖繩特色的獨特音樂作品，並讓這樣的作品成為彼此友誼和合作的印記，

爾後可以在兩地不斷傳唱。 

9 月 13 日中午抵達沖繩後，下午三點半即到 Punga Ponga 餐廳進行第一次音

樂工作坊。該地是由曾多次參加島嶼音樂季相關活動的音樂人翁常已酉 Midori 

Onaga 所開設的巴西料理餐廳，平日裡除了提供美食之外，更是許多小型藝文展

演、音樂演出及各式分享會、工作坊樂於選擇的場地，Midori 聽聞島嶼音樂季又

將重返沖繩，亦非常欣喜，樂於提供給音樂人工作坊所需之設備。當天在臺灣音

樂總監達卡鬧及日本音樂總監丸山誠的分配下，臺日音樂人先進行分組練習，針

對各自的部分進行旋律及歌詞的創作，並練習試唱，當天大約七點半結束練習。 

隔天 9 月 14 日下午大約 4 點半抵達「豊見城市与根地區觀光交流中心」進行

錄音。与根地區是距那霸市區約 25 分鐘車程的一個小漁村，居民以捕漁為業，近

年來為振興區域經濟，活化傳統漁業生態，在 2022 年 4 月成立了地區觀光交流中

心，這是一個多功能的活動場域，現代化的摩登造型、整潔明亮，設施齊備，也常

有各種文化性活動在這裡舉辦。 

值得一提的是，音樂人在各自分組錄音的空檔時，仍會不時在一旁練習樂器，

而即便是簡單的旋律及節拍，常常有不同音樂人先後加入，從原本單純的鼓聲，

加入了人聲、吉他、三線、串玲，從原本原住民古調吟唱，加入了客家山歌、沖繩

島唄，然後又成為一場小型的音樂表演，音樂人雖然不懂彼此語言，但能夠用「音

樂語言」來進行溝通，令人相當感動。 

客家、臺語、原住民歌手與琉球傳統

歌謠傳唱者齊聚一堂、一同創作 

沖繩音樂人練習中（由左至右：稻嶺

幸乃、櫻庭步及又吉佑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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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日音樂總監：達卡鬧（左）、丸山誠

（右） 

客家歌手謝宇威及原住民歌手巴賴 

錄音前彩排練習 島嶼 10 周年共創曲錄音中 

客家歌手謝宇威體驗沖繩三線 太魯閣族音樂人謝皓成指導沖繩三線

歌手櫻庭步如何演奏口簧琴 

 

  



12 

五、島嶼音樂會 

共辦理兩場次，演出地點「櫻坂劇場」是一個複合式文化設施，成立於 2005 

年，是以日本知名電影導演中江裕司所創辦，也是沖繩那霸市重要的文化地標，

從電影院到劇場、音樂廳的轉變，櫻坂以「藝術及文化的發信地」為定位，雖處在

繁華商業街區，但藝文氣息濃厚，是沖繩人們心目中不可缺的文化娛樂場所。許

多重要的音樂演出活動也都在這裡舉辦，熙熙攘攘非常的熱鬧。也是一個男女老

少皆宜的大眾場域。  

此行最後活動「島嶼音樂會」於 9 月 16 日與 17 日連續 2 天在日本沖繩縣那

霸市的櫻坂劇場舉行。聚集了多位金曲歌手，包括排灣族歌手桑梅絹、巴賴，客

語歌手謝宇威、新生代臺語創作歌手楊逸文、卑南阿美青春歌隊、太魯閣木琴傳

人謝皓成、Bass 手張漢恭（大恭）、吉他手林孟萱、阿美族歌手阿紀．魯木、拉黎

樂此．魯木等，以及沖繩音樂人櫻庭步、又吉佑衣、稻嶺幸乃、jujumo、Harikuyamaku

等，展現傳統與現代的完美融合，呈現出極具多元性的音樂風格。 

音樂會共呈現兩大主題：分別為 9 月 16 日「伝統のリズム—Traditional rhythm」、

9 月 17 日「沖縄✖️臺湾のポップ—Okinawa and Taiwan pop」，每場次皆吸引約 200

名民眾參與。第一天音樂會首先由「太魯閣木琴傳人」謝皓成用其絕妙的木琴、

口簧、獵首笛等樂器，搭配投影背景，帶領觀眾進入了花東美麗的山林世界；金

曲獎原住民歌手巴賴及桑梅絹，除了傳統吟唱，也加入現代樂器來編曲，曲風多元，

展現南島語族豐富多元的文化底蘊及音樂魅力，帶領觀眾乘著音樂跨越國界，欣賞原

住民族令人驚艷的生命力與創造力。 

沖繩音樂人也展現了其獨特的音樂才華，從傳統歌謠到現代電音，展現文化

的衝擊與創新。帶領觀眾遊走於傳統與現代之間，深度體驗沖繩音樂的魅力，第

一天音樂會在青春歌隊的傳統歌舞引領民眾們唱跳中落下帷幕，觀眾意猶未盡，

彷彿親臨花東現場。 

第二天活動高潮則在雙邊音樂人為活動 10 周年的紀念共同創作的新歌「嶼十

聚敬」，臺灣及沖繩音樂人除了負責各自旋律，也以共通的旋律來互相唱和，現場

民眾反應熱烈，期盼未來能有更多這樣的跨國、跨界演出。 

此次音樂會亦吸引了眾多沖繩當地人士，包括琉球華僑總會會長江夏祿榮、

商界代表石村慶一、伊江女士，以及沖繩國際大學的石垣直教授與家屬，也與表

演者共舞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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櫻庭步（左）、又吉佑衣（右）以三

線演奏傳統沖繩民謠「白雲節」 

太魯閣族謝皓成表演傳統樂器獵首笛 

客家歌手謝宇威帶來結合搖滾的客家

山歌，令人耳目一新 

排灣族歌手桑梅絹、合音阿紀‧魯木、

拉黎樂此‧魯木及樂隊 

沖繩音樂人 jujumo、排灣族歌手巴

賴及音樂人張漢恭、林孟萱一起演出 

楊逸文演唱自己創作的臺語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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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南阿美青春歌隊帶領臺下觀眾一同

跳舞 

HARIKUYAMAKU &「三線少女」稻

嶺幸乃結合了三線、傳統民謠、搖滾、

電子音樂、環境噪音等種種合成，使得

傳統歌謠更富時代潮流美感 

「2023 島嶼音樂會」在日本沖繩縣

那霸市知名櫻坂劇場舉行，音樂會後

表演者與觀眾一同共舞 

臺灣及沖繩音樂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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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 

一、建議延續辦理交流活動，維繫交流熱度 

島嶼音樂季自 2014 年起辦理，邁入第 10 年，花東音樂人與沖繩音樂人早已

建立深厚的友情，即便是疫情的三年期間，雙方仍然透過線上音樂會或是其他視

訊會議方式進行互動。 

首次參與的新生代臺語創作歌手楊逸文在臉書寫下「這趟沖繩音樂之旅的美好

一言難盡，想細細說的是感謝，因為沒有這些默默用心的人，也就沒有這趟入心的音

樂、文化交流體驗。」同樣是首次參與的金曲獎客家歌手謝宇威也表示這次參加島

嶼音樂季是將客家歌推廣至沖繩很好的機會，其他如參與過的臺灣音樂人如巴賴、

卑南阿美青春歌隊，沖繩音樂人櫻庭步、又吉佑衣、jujumo 等人，相隔多年後再

次合作，各自的音樂創作上有了新的體悟與詮釋，並透過實際的交流，激盪出新的

音樂火花。可見音樂人在參與「島嶼音樂季」活動後，認同作為臺灣與沖繩音樂文

化串聯的媒介。 

島嶼音樂季做為臺日兩地的文化橋樑，不只在音樂上，也在工藝上有所交流，

建議未來持續辦理臺日交流活動，培養民眾對於島嶼音樂季活動的品牌忠誠度，

並協助分享活動、擴大宣傳。 

二、建議實質交流形式轉變 

全球疫情的爆發對表演藝術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衝擊，然而，疫情也激發了

表演藝術交流形式的創新和變革，以 2021 島嶼音樂季及 2022 年起辦理「Hai-Sai

島嶼好朋友」線上分享會為例，即以視訊方式進行國際性的跨界合作，臺灣與日

本表演團體在線上平臺上進行論壇、音樂會，呈現豐富多元的藝術表演，線上音

樂會演出和網絡直播表演成為表演者與觀眾互動的新方式，這種虛擬世界的表演

藝術不僅突破了地域限制，觀眾也可以參與即時互動與評論，大大增加享受藝術

體驗。 

臺灣與沖繩地理位置雖然很近，但世界的變化瞬息萬變，未來的表演藝術交

流形勢仍充滿了機遇和挑戰，建議往後可多朝向線上交流，例如邀請類似「派駐

代表」，在網路上交換兩地最新的資訊，或是設定議題，定期邀請藝術家線上討論

音樂、工藝作品等，讓交流並非只有在島嶼音樂季活動期間的互動，在實際訪問

前透過線上交流、共享相同時光，可以提高藝術家們對「現場見面」的期望與積

極性。 

三、建議提早規劃，或是延長為兩年期計畫 

此次演出場地櫻坂劇場，位於熱鬧的國際通旁邊，鄰近牧志公有市場及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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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丘公園，不但聚集了來自各地的觀光客，也是旅居沖繩的臺胞、商家主要的活

動場域，且櫻坂本身即有為數龐大的粉絲群，在此辦理記者會及音樂會對於行銷、

宣傳本活動有莫大的效益。 

不過，由於本次島嶼音樂季採委託辦理，與執行單位至 3 月底才完成簽約，

但通常好的場地需至少提前半年或是更早預訂及確認，故對於執行單位來說，會

有期程上及實際履約的壓力。 

沖繩其他專業音樂場地如「那霸文化藝術劇場」也提供大劇場、小劇場以及

練習室，未來若能夠至該場地演出，相信更吸引更多音樂人及民眾參與島嶼音樂

會，除在宣傳上能夠增加曝光度，也能提升音樂人的表演及觀眾欣賞演出品質，

使觀眾能夠欣賞到音樂表演的每一個音符，而高品質的燈光設計則為舞臺藝術提

供了極具視覺震撼力的效果，使得每場演出都變得令人難以忘懷，帶來身臨其境

的感覺。 

四、建議持續培養花東音樂人才 

花東地區一直以其獨特的自然風景和多元文化而聞名，這片美麗的土地也潛

藏著許多音樂天賦，繼續培養和發展這些優秀的音樂人才，讓他們的音樂之聲能

夠傳遍世界各地。 

首先，教育是培養音樂人才的重要一環。從學校到社區音樂學院，從基礎知

識到專業技能，讓年輕人有機會學習音樂，發展他們的潛力。在臺東，藝術領域

教育如：臺東豐田國中原住民族流行音樂表演實驗班、臺東關山工商原住民藝能

科等科班、臺東大學音樂學系，花蓮則有花蓮高中音樂班、東華大學音樂學系，

而民間的音樂能量更加豐沛，許多原住民樂舞團體以部落為根，傳唱屬於族人的

歌，也傳唱部落文化之美，如參加本次島嶼音樂季的阿美複音青春歌隊及卑南青

春歌隊。 

其次，除了提供優質的音樂教育，培養音樂才能，更需要提供演出和表現的

平臺。音樂人才需要實際的演出經驗，如透過音樂會、音樂節、比賽和社區活動

等方式實現。這不僅有助於他們展現自己的音樂作品，還能夠建立觀眾基礎，獲

得反饋和鼓勵。同時，這些演出機會也有助於建立音樂社區，促進合作和交流。 

此外，政府應該積極支持當地音樂人的創作和發布，如：專業錄音室和音樂

製作工作室的建立可以幫助音樂人將他們的音樂製作成專業的錄音作品。同時也

應該鼓勵音樂人在各種音樂流媒體平臺上分享他們的音樂，擴大他們的聽眾群，

建立一個互相學習和分享的社群，讓音樂人可以共同成長，互相啟發。 

總之，持續培養花東音樂人才是一個重要的使命。這需要全社會的參與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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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從教育到表演，從資源到文化，營造一個支持和鼓勵音樂人成長的文化。我

們才能夠看到花東地區的音樂天賦繼續綻放，為音樂的未來注入新的活力和創造

力。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際舞臺上，花東的音樂人將能夠躋身其中，展現他們的

獨特音樂才華，讓音樂成為我們的驕傲和文化的使者。 

伍、結語 

疫情之後的虛擬表演藝術為全球化合作注入了新的生機，同時也提出了許多

思考和改進的問題。表演藝術界必須不斷地適應變化，尋找創新的方式來推動藝

術的發展，打動人們的心靈，激發想像力。 

經過三年的疫情封鎖，花東與沖繩音樂人終於能重新面對面互動連結。在短

短的六天期間，臺灣與沖繩音樂人彼此交流，在愉悅交流氛圍下激盪創意，豐富

創作內涵並將音樂能量向外擴散，拓展雙邊交流擴大音樂人、部落居民、學生及

觀賞民眾等多元對象的視野，除了增進兩地情誼及連結，更加以促成更多民間交

流。 

島嶼音樂季已成為花東與沖繩音樂人交流的常態性指標性活動，多年來二地

優秀音樂人除了在各自的音樂領域上努力耕耘，在創新中兼容傳統，並走出新方

向；此次透過共創曲，我們看到兩地音樂人對彼此的傳統祭儀文化、曲風、創作

方式都有更多元及深入的瞭解，並學習彼此之長，藉由學習刺激更多創意與表現，

並呈現於共創曲之中，實踐文化交流與傳承、國際合作與學習。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作為花東地區生活美學的推手，將持續把音樂與文化能

量帶入校園與民眾生活，促進美學與文化的蓬勃發展，發揮機關的積極價值，實

踐美學生活化、生活美學化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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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一、專屬網站及粉絲專頁 

1.2023 島嶼音樂季網站 https://hotislands.culture.tw/home/zh-tw 

2.2023 島嶼音樂季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hot.islandsmusic 

3.2023 島嶼音樂季宣傳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svwrkph80Y 

4.0916 音樂會直播回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i2IvlfyRx0&t=1331s 

5.0917 音樂會直播回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27g1vvdh5M 

 

二、平面及電子媒體報導 

電子媒體報導 沖繩當地新聞報導 

文化部網頁新聞 

 

https://hotislands.culture.tw/home/zh-tw
https://www.facebook.com/hot.islandsmusi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svwrkph80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i2IvlfyRx0&t=1331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27g1vvdh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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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站消息 

粉絲專業宣傳島嶼音樂會訊息 粉絲專業宣傳島嶼音樂季活動訊息 

粉絲專業宣傳島嶼音樂會訊息 粉絲專業宣傳島嶼音樂會訊息 

2023島嶼音樂季官方網站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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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視覺及相關文宣品  

海報設計 

本年度計畫以臺灣客家藍染元素及沖繩

紅型染元素導入為設計方向，將「島嶼好

朋友、攜手十年情、多元文化相織融、共

創歌謠永流傳」的情境解讀，延伸製作各

配合之活動背版、網站 Banner、節目單等

活動相關圖示 

活動 DM 正面 活動 DM 反面 

臉書、官網橫幅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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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現場宣傳及臺灣市集 

櫻坂劇場外觀照 9/16、9/17 島嶼音樂會觀眾服務臺 

臺灣市集現場擺攤情形 臺灣市集宣傳 DM 

 

六、特色推廣品 

客家藍染環保提袋 

（寬 35*長 35cm+提把長 50cm） 

贈送對象：各交流地區場館及團體代

表、媒體記者，音樂季表演者、貴賓等 

委託池上鄉「沐藍池上」工作室製作，以

本年度主視覺以客家藍染為意象之一，製

作一般大眾均可重複性使用之手提環保

袋，並在提袋右上方蓋印「2023 島嶼音

樂季」之專屬布章，要將東臺灣的客家藍

染美學一併傳播到沖繩。   

 

伴手禮除「客家藍染環保提袋」外，包裝

內另會製作以主視覺及藍染介紹為內容

的（中、日文）卡片，也描述藍染在客家

族群中所代表的時代背景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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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團員與執掌 

項次 姓名 執掌 

1 蘭美幸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研究發展組組長 

2 鄭任翔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研究發展組組員 

3 陳璽伍  花東青春歌隊團長、歌手、吉他 手   

4 郭景笙   花東青春歌隊團員、歌手  

5 林承詒   花東青春歌隊團員、歌手  

6 潘姵妏   花東青春歌隊團員、歌手  

7 高仲杰 （巴賴）  歌手、吉他手   

8 桑梅絹   歌手   

9 阿紀‧魯木 歌手 

10 拉黎樂此‧魯木 歌手 

11 張漢恭   Bass 手   

12 林孟萱   吉他手   

13 謝皓成  節奏樂器、交流工作坊講師   

14 謝宇威   歌手、吉他手   

15 楊逸文   歌手、吉他手   

16 李國雄（達卡鬧）  音樂總監、音樂人工作坊導師、舞臺管理、音樂人

管理 

17 馬淑儀 計畫主持人、活動總執行、資源協調整合 

18 藤樫寬子 協同企劃、隨團翻譯、 媒體聯繫、交流活動協調 

19 葉南州 宣傳短片製作、紀錄片、攝影、剪接、後製 

 

八、音樂會節目表 

0916 流程              0917 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