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尋家擺渡人	

				三十年多前，由於當時嘉義市有更適合發展的工作，在因緣際會

下，讓故鄉在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潭畔，本身也是邵族的我，毅然決

然選擇離鄉出走，獨自來到嘉義市打拼。時光流轉，旅居多年後，

我發現嘉義市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幸福城市，許多的驚奇與美好都隱

藏於此，其城市魅力及文化風貌，著實令人深深著迷，也讓我對地

方藝術與人文風情有了更深的體悟與見解。	

				我深刻感受到，嘉義市本身就是一襲流動的美學。因為這裡常常

不定期舉辦許多與管樂、舞蹈、傳統戲劇及生活美學相關的動態活

動及靜態展覽，展現充沛多元的藝術氛圍與文化魅力。沉浸在嘉義

市豐富的心靈饗宴中，不僅讓喜好藝文的市民度過愜意時光，也開

啟生命更多的想像與美好，並提升藝術涵養及文化氣息。尤其是從

三十年前，嘉義市政府在第一屆管樂節中舉辦「愛樂者管樂聯合演

奏會」藝術活動，邀請在地五所高中職學校的優秀樂手帶來精采演

出，便獲得空前迴響。之後，開始邀請國外精湛團隊前來參與交

流，並冠上「國際」之名，也讓嘉義市國際管樂節如同一扇管樂的

世界之窗，成為臺灣最具代表性的管樂節慶盛會，且經由在地學校

的深耕栽培，也逐漸孕育出許多熱愛管樂的莘莘學子。對當時初來

嘉義市的我而言，獨自一人來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難免會感到失

落寂寞，但透過療癒的管樂輕輕撫慰心靈，讓我找到了慰藉與信

仰，心頭的皺摺與疲憊彷彿全都豁然開朗。	

				其實，我會如此鍾愛嘉義市國際管樂節，也是其來有自。我想，

這是因為「家」永遠是牽動著人心的字，是心靈停泊的港灣，而由

音樂連結的鄉愁，有著心靈上千絲萬縷的脈動，這是一種永久的愛

戀與思念。我對音樂的敏銳度較高，除了是遺傳天賦，其實是因為

在部落裡，我們的日常生活總是充滿音樂。因此，喜歡上管樂節，

不僅是喜歡它迷人的氛圍，而是此起彼落流瀉的音符就像一雙雙思

念的翅膀，藉由動人的樂曲承載對家園的深情，寄託對故鄉刻骨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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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懷念。而我們邵族生活與祭典的一切都與祖靈息息相關，其中

最為外人熟知莫過於聲名遠播的「杵音」了，在豐年祭的前一天晚

上，也就是農曆的最後一天，身穿傳統服飾的男女族人環立四周，

以長短、輕重不同的木杵錯落碰擊石臼，發出清濁各異的敲擊聲，

而透過清脆聲響所形成多種音色與節奏的自然旋律，搭配共鳴應合

的竹筒聲，藉此象徵祖靈祭和豐年季的來臨，之後更配合舞蹈發展

成充滿律動美感的杵音之舞。而每年農曆八月一日是邵族人的新

年，也是最盛大的祖靈祭，祖靈祭的歌謠大致可分為二十八組，藉

由上達天聽的合唱與舞蹈，傳達對祖靈最崇高的敬意。或許，迷人

音符交織成令人沉醉愉悅的悠揚樂曲正是一種連結，將我與故鄉之

情緊密相連。因此，每當我參與嘉義市國際管樂節饗宴時，總不自

覺激蕩起內心深處的情感，撩撥起對故鄉深深的情思，令漂泊的心

得到療癒與温暖。	

				然而，故鄉的美好卻在九二一大地震中，徹底破碎！二十四年前

九月二十一日凌晨一點四十七分，規模高達芮氏規模七點三的九二

一大地震，無情撼動全臺灣，也震碎臺灣人民的心。這場震源深度

僅八公里，長達一百零二秒驚心動魄的天搖地動，不僅十多萬戶房

屋應聲倒塌，更造成數千生靈遭大地所吞噬，災情之重大可謂空

前。剎那間的無常，不僅震毀許多家庭的天倫夢，也留下天人永隔

的痛，讓九二一大地震從此成為災難的印記。當時一陣天搖地動

後，通訊立即斷絕，由於我相當擔心家人安危，因此想要連夜趕回

老家，汽車在馬路上疾速奔馳，但水社大山聯外道路整個被斷層從

中切斷，經過一番波折才終於抵達故鄉。當時回到伊達邵部落看到

的第一眼景象，還以為自己來到煉獄，曾經記憶中的房舍柱倒瓦

折，部分馬路隆起將近兩層樓高，街道也變得殘破不堪，映入眼簾

的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殘垣斷壁，沿路也看到許多蓋上白布的大體，

彷彿所有生命的殞落都在一瞬間。而這場地震也帶走了我的雙親與

祖母，遭逢突如其來的巨大打擊與失落，心中的悲愴不言而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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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蜷縮著身體，默默壓抑情緒，隱而不發，因為那種無法形容

的切身之痛，著實是難以承受之生命的慟。	

				父母在，人生尚有來處；父母去，人生僅剩歸途！面對至親驟

逝，我絲毫沒有任何準備，而親戚孩童災後餘生一臉驚恐，不自主

的怯怯發抖，望著正在不停摩搓的指甲，隨口拋來的生命大哉問，

更共振我心裡無助的惶惑，我接不上，也不知道究竟該怎麼接。我

想，生離死別是人生最難的課題，面對這場巨大的失去，心中有太

多來不及說的話、來不及做的事，種種沉重且複雜的情緒不斷糾

結，過往細碎的、深刻的回憶全湧出心頭，儘管人事已非，往事卻

依舊歷歷在目，那劇烈的痛，就像是心底一個完全無法填補的洞。

但是，儘管死亡措手不及的來，時間卻還是無情地走，接下來的兩

個月裡，外邊的太陽每天依舊東升西落，一切如常，但對我而言，

卻不再像日常。即使埋藏在心中的思念不停醞釀，但有太多事情必

須張羅，也只能被時間催促不斷往前走，在忙著處理至親後事、安

排弟弟的就學事宜及重建家園之餘，卻也經常不自覺陷入深深懊悔

與自責情緒輪迴裡。「如果當時我留在至親的身邊，結果會不會不一

樣？是不是他們就不必在瓦礫堆裡，承受如此漫長等待與痛苦？如

果時光可以倒流，是不是就不會有遺憾？」失眠的靈魂在夜晚顯得

格外清醒，但這些無解的問題卻始終不停在腦海中縈繞著。	

				其實，對所有遊子而言，內心都很需要溫暖歸屬感帶給自己的安

定力量，如此即使離開家鄉，內心始終有條航線，不致偏離。只

是，當歸屬感產生劇烈變化時，我們會感到徬徨無助，對生活產生

極大的不確定性及無力感。不諱言，我也害怕，怕不再熟悉，怕過

往回憶染顏，悄悄變色。然而，原本就背負著一段滄桑顛沛的遷移

歷史的邵族，也由於九二一大地震，震出了族人們對土地的向心

力，平時散居各地的遊子紛紛返鄉投入救災，邵族人的心也因此更

加凝聚，眾人除了協助罹難者家屬處理後事外，並協助鄉親搭建臨

時組合屋及規劃後續文化復育的活動。面對滿目瘡痍、民生凋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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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族人們透過出一套「以工代賑」的辦法，很快展開自力更生

的重建工作，不但解決災後沉重的失業問題，也重新凝聚部落意識

與族群認同，讓母語傳承與文化保存得以持續發展。	

				大地無情，好在人間有愛！九二一大地震過後，適逢嘉義市舉辦

「第八屆國際管樂節暨亞太管樂節在嘉義」的各項活動，共邀請國

內外七十多個團隊盛大演出，包括室內音樂會、樂手迎千禧、千人

管樂踩街、樂器展及大師講習會等活動，期盼藉由悠揚的樂曲療癒

地震傷痕，讓痛失至親摯愛的人們，帶來理解與安慰。而聆聽管弦

樂不單是聽覺的享受，更是情感的共鳴，因此在我的邀約下，當時

有許多親朋好友共襄盛舉，一同來到嘉義市感受極致的音樂饗宴。

猶憶當時在嘉義市中正公園，由高雄之音管樂團以振奮人心的陣

容，推出氣勢磅礡的戶外音樂會，嘗試跳脫傳統框架的曲風，以明

亮華麗的銅管樂器搭配抒情醇厚的木管樂器，準確生動地詮釋第六

號管樂團組曲、四首蘇格蘭舞曲及葛洛莉雅精選曲等高難度曲目的

情感，美妙的音符緩緩流淌，時而高亢激昂，時而細膩委婉，讓現

場觀眾盡情沉浸在浪漫幸福氛圍中，享受溫馨、感動和鼓舞人心的

聽覺饗宴，而溫暖療癒的管絃樂曲不但帶給災後倖存者療癒和寬

慰，也串起每個人的心靈共鳴，讓所有民眾留下深刻回憶。對我而

言，聆聽整場療癒樂曲的演出後，帶給自己最大的收穫，就是得以

沉澱心中波瀾情緒，感覺身心靈似乎也被淨化了一般，心裡一股濃

到化不開的感動，久久縈繞不去，所有面對未來的勇氣與力量，彷

彿就這麼一點一滴地回來了。	

				音樂可以感化人心，也可以治療傷痛！之後，族人們共同參與的

年度饗宴，除了豐年祭和祖靈祭等重要祭儀外，就是每年歲末年終

之際的嘉義市國際管樂節了。感謝嘉義市國際管樂節，總能適時撫

平族人們心中的不安，拉近心與心的距離，讓我們重新尋回封閉已

久的情感，將一顆顆破碎的心，一片片地縫補起來，並嘗試走出內

心複雜又難以爬梳的震殤，而我們的步履也不再終日擺渡於愧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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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間，不再停留在自責及負面想法中。我想，我們跌宕起伏，經

歷許多風風雨雨，但只要有管樂，我們就能在生命的幽谷中看到更

多希望的光芒，獲得堅定的信仰與力量，並在傷痛中蛻變成更成熟

的自己。	

				荏苒韶光始終無法違規逆向，就這樣又過了數個寒暑，多年後，

因為參與嘉義市國際管樂節活動的機緣，我認識生命中的另一半，

之後也結婚生子，選擇留在具有濃厚的人文氣息與歷史底蘊的嘉義

安身立命、落地生根。對我而言，原本只是「他鄉」的嘉義市，因

為擁有深厚而內斂的藝術養分，造就其文化多元與包容性，能真誠

且熱情地對待所有人，也讓我產生深深的認同與歸屬感，在不知不

覺間成為第二個「故鄉」，我再也不是當初那個時常感到徬徨無助的

尋家擺渡人了。	

				之後，由於嘉義擁有深厚美食文化底蘊，歷史悠久的老店比比皆

是，因此每當親友來參與嘉義市國際管樂節饗宴的時候，我總會帶

他們品嘗琳瑯滿目的美食，包括火雞肉飯、沙鍋魚頭、火婆煎粿、

祖傳牛雜湯等等，這些不僅是療癒美食，也成了部落族人永難忘懷

的人情味料理。當然，談到嘉義美食，絕對少不了耳熟能詳的沙鍋

魚頭，湯頭以沙茶醬為湯底，加上金黃酥脆的大頭鰱魚頭、蛋酥、

蔬菜、豆皮及魚丸等各種新鮮食材，淺嘗幾口，所有美味在口中一

氣呵成的綻放。此外，說起火婆煎粿，這可是傳承數十年的純手工

好滋味，深深擄獲每個世代的味蕾，當米粿在鐵板上不斷發出誘人

的滋滋聲，把粿仔表層煎得赤赤的，質地外酥內綿，那種微焦的滑

順口感，和著流動的蛋液，讓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來，再配上丸子

油豆腐湯，就成了最道地的嘉義早午餐，不少族人偏愛這項美食。

而光站在熱氣氤氳的鍋爐旁，撲鼻的香氣早已唇齒生津，這碗堅持

古法熬製的百年祖傳牛雜湯，更是不可錯過的經典好味道，店家超

澎派用料完全不手軟，加上湯頭鮮嫩甘甜，入口清醇微帶肉香，銷

魂滋味絕非浪得虛名，讓人一整天都神清氣爽，也成了族中長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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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媽每到嘉義時必嘗的美食。	

				去年十二月十七日下午，我和妻兒及許多部落親朋好友來到中山

路上，共同觀賞第三十屆嘉義市國際管樂節踩街活動。當天活動邀

請四十三支國內外優秀團隊參與踩街嘉年華，所經之處樂音飄揚，

演出涵蓋結合生活、流行及饒舌等跨域音樂元素，不但揉合多元化

的曲風，更滿足不同的音樂喜好，融合經典再創新的表演方式，著

實令人耳目一新。而視覺與聽覺的完美結合，更呈現繽紛歡樂的管

樂城市氛圍，帶領現場樂迷遨遊經典、復刻感動。因此，即使現場

頂著寒風細雨，管也管不住的幸福與喜悅，依舊讓活動現場擠爆滿

滿想要一睹踩街風采的民眾。對我而言，能與妻兒及親友徜徉優美

樂音中，共渡美好的時光，讓身心靈都能得到豐厚的滋養，這著實

是全臺獨「嘉」的心靈饗宴。	

				來到體育館不久後，晚間的管樂節變換隊形晚會緊接著華麗登

場。當晚卡司大咖雲集，一開始林芯儀以清澈嘹亮又收放自如的嗓

音，偕同金秋大樂隊合作，帶來一首首療癒的歌曲，展現管樂豐富

多元的跨界演出。接著就看見各頂尖管樂團隊齊心邁出整齊劃一的

步伐，之後隨著曲風節奏的變化，開始不間斷的管樂隊形變換表

演，這無疑考驗著團員們彼此間的默契及專注力，而節奏緊湊卻流

暢動感的隊形互換，交織出充滿力與美的律動感，讓人看得如痴如

醉。最後壓軸演出的是在海內外皆擁有超高人氣，曾發行多張專輯

的超級巨星「伍佰」，他一連帶來數首經典歌曲，還以管樂呈現改編

歌曲「衝衝衝」，更是令觀眾驚呼連連，現場掌聲不絕於耳。不經意

間，深深觸動我的心房，過往回憶也不斷湧現。	

				回家路上，我遙望遠方，思緒飄蕩著積攢了許久的思念，在腦海

裡閃過一首歌曲，歌曲中寫到：「如果有個直達天堂的電梯，我一定

不顧一切去看你，讓你看看我的兒女，長得像我又像你。」我想告

訴遠在天堂的至親，我與妻兒一切安好，每一天都有好好過日子，

我也已經將心底的遺憾與思念轉化為支持自己成長的力量，祝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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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在天堂裡一切安好，永遠無病無痛、心無罣礙。	

				因為愛，所以想念，即使來不及告別，來不及親口說再見，但在

歷屆嘉義市國際管樂節盛宴裡，透過旋律不但能觸動心中的柔情，

讓情緒可以盡情湧動及釋放，傾吐雙親已不在的無盡傷感，也彷彿

讓我找到與至親的共鳴，彼此又有了溫暖和存續的連結，更期盼藉

由音符寄託心中無盡懷念，讓在天上的至親明白，親情緊緊牽繫，

思念永不止息。莫文蔚曾在歌曲《不散，不見》中溫暖詮釋對於離

別的註解，也將人生難題緩緩落款，其中有一段歌詞是這樣寫的：

「所有星散的，都將重逢於蒼穹，就像是所有的分離，都是為了下

一次的相聚。」我想，人生無常，歷經滄桑，才知生命的厚重，除

了要珍藏過往與至親之間刻骨銘心的回憶，將其轉化為生命中寶貴

的篇章之外，也要活在當下，知足常樂，且行且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