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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黑潮文化牽起花東與沖繩音樂交流的因緣，因黑潮的養分，使花東和沖繩在文

化、環境上的相似，卻又因為位置、國籍……等因素而略顯不同。與我們鄰近的沖

繩（琉球），一直以來就有民謠之島的美名，許多日本著名的藝人，像是「安室奈

美惠」，還有唱紅「淚光閃閃」的「夏川里美」就都是沖繩人。沖繩的民謠，新世

紀音樂，以及獨立廠牌音樂近年更是蓬勃的發展，辦理多年的「沖繩音樂祭」也成

為了世界各國音樂愛好者的重要聚會。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 2014 年從花東發起「島嶼音樂季」，希望透過此活動，

在花東和沖繩之間搭起一座橋梁，促使兩地保持良好的關係與互動，藉由音樂和工

作坊，除了結合異文化之外，並推動優秀音樂人士進行文化交流對話，有助於對於

自身文化的認知與了解並增進音樂創作的思維，達到泥土化與國際化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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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島嶼音樂季 H.O.T. Islands Music Festival」這個活動在於期盼藝術家們

經由接觸不同文化，得到新的刺激，有助於創作時的思維，除了將這一份珍貴

的文化產物傳承下去，也創造出音樂的時代性，也將兩地的工藝文化及技術交

流分享。 

     原住民天生就具備一副好樂器在身上，歌唱是最好的溝通語言，即便是部

落與部落間、朋友和家人間以及和祖靈的溝通，透過歌聲傳達情意，音樂能引

出精神的活躍、心靈的情感，所謂「音樂無國界」音律能撫慰人心，觸動情

意。 

花東的音樂人將熱帶島國的獨特音樂魅力表現地淋漓盡致，喚起沖繩居

民對於臺灣原住民音樂舞蹈的情懷，深切感受到音樂無國界，我們期許透過兩

地的合作，雙方能夠向前躍進，並持續保有對音樂的熱情，沖繩方面也表示認

同，期望來年的文化交流能更進一步的合作連結。 

一、計畫目的 

      何謂 HOT Islands Music Festival？是 H（Hualien 花蓮）O（Okinawa 沖

繩）T（Taitung 台東）的縮寫，正好取 HOT 的原意引申為島嶼熱情、音樂熱

情、創作熱情之意。 

   「2015 島嶼音樂季」是以一個長期、年度常態性的規劃來做思考，未來

計畫將以一年台灣東岸辦理，隔年沖繩辦理的方式進行交流，並與沖繩當地

官方及民間組織合作，用音樂會、音樂工作坊、在地生活體驗等展演方式，

讓兩地優秀的音樂人做一常態性的對話，不但可以互相分享不同風格的音

樂，更能刺激創作的想法與廣增見聞，而台灣原創音樂擁有的活力與成熟

度，也不再限於本地，更能向外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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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流背景 

       (一)  2014 年第一屆島嶼音樂季於花蓮、臺東舉行，當時邀請了沖繩

「Jujumo」樂團，是現今沖繩非常受矚目的樂團，清新自由的樂

風，彷如在炎炎夏日突然置身在沁涼冰透的溪流中，創作的題材從大

地脈動的氣息到生活寫實，帶有「土」跟「風」的味道，體現生活的

態度後用音樂演奏，每一首歌充滿順暢的氣息。而「Harukaze 東

風」則以日本東北三線與沖繩三線結合太鼓做了美妙的結合，詮釋傳

統樂音與現代旋律融合出沖繩特色。當時沖繩這兩個團體與花東的舒

米恩、達卡鬧、少妮瑤、莫言、米麓・洛金（小白），結合花蓮、臺

東、沖繩三地歌手賣力演唱，廣受好評。 

    (二) 2015 年移師到沖繩北部国頭村銀髮村落的与那區、沖繩中部全日本

人口最多的村-読谷村及沖繩南部 Gangala の谷廣場音樂文創市集舉

辦 9 天的「2015 島嶼音樂季 H.O.T. Islands Music Festival」音樂交

流，除了音樂交流之外，花東原住民與沖繩原住民在文化、組織上的

交流，甚至是生活體驗，對於雙方文化的交流更貼近。今年 2015 島

嶼音樂季移師到沖繩音樂交流，邀請到花東各具特色的音樂人，有阿

美族阿努(Anu)及舒米恩(Suming)、達悟族希‧滿棒(Manpang)、排

灣族達卡鬧(Dakanow)及杜志豪(小小杜)、卑南族阿修(Nawan)一起

參與沖繩-花東音樂季交流，促成此次交流的策畫人，臺灣方面由都

蘭好的擺負責人馬淑儀女士，沖繩方面由你好我好音樂公司負責人伊

禮武志先生，另外沖繩友人丸山誠、大城靖、知花德和、宜保健、新

垣昌人等人，以及国頭村、読谷村役場的熱心協助，還有本部和花

蓮、臺東縣政府的支持，牽起花東與沖繩的文化對話，推動兩地音樂

的情感交流。 

         同屬黑潮文化帶，經過歷史經貿間往來的影響，造就臺灣花東地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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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沖繩的文化生活有很多的相似度，兩地的語言雖然不同，但是在分享各

自的生活方式、族群組織、工藝技術、自然生態……等等，彼此感到親切，建

立深厚的情誼，在實際互動交流中感受到雙方也都戮力保存傳統文化和生態保

育的部分，並規劃未來部落變遷因應和制度，有了完善安定的環境，有助於將

心力投注於文化保存上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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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訪行程 
 

2015 年 6 月 1 日(星期一) 

桃園國際機場至沖繩那霸機場 

琉球縣廳記者招待會 

國頭村 Ufugi 自然保育博物館 

國頭村與那 歡迎式音樂交流會 

2015 年 6 月 2 日(星期二) 

國頭村與那區 導覽 

耆老與部落生活故事、傳統歌謠交流 

森林導覽 

團練時間 

2015 年 6 月 3 日(星期三) 

與那區古道導覽 

傳統竹工藝、草玩具製作 

與那部落與花東部落音樂交流 

2015 年 6 月 4 日(星期四) 

國頭村森のおもちゃ美術館 

国頭村旅遊中心 

玻璃工坊、陶工坊導覽 

読谷村立歷史民俗資料館、座喜味城跡-世界遺產登陸 

読谷村渡慶次公民館音樂交流 

2015 年 6 月 5 日(星期五) 

體驗國王導覽與工坊體驗 

読谷村-文化資產活用案例與花東文化交流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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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6 月 6 日(星期六) 

読谷村島嶼音樂季音樂交流會 

2015 年 6 月 7 日(星期日) 

Gangala の谷廣場音樂文創市集 Live&Work shop 

Gangala の谷 café 音樂演出 

2015 年 6 月 8 日(星期一) 

牧志文化體驗 

拜會佐喜真美術館 

2015 年 6 月 9(星期二) 

沖繩那霸機場至桃園國際機場 



 9 

參、行程紀要 

本次行程分為三個地區的文化及音樂交流： 

◎與沖繩縣北部国頭村與那區進行文化及音樂交流。 

◎與沖繩縣中部読谷村進行文化及音樂交流。 

◎與沖繩縣南部南城市進行音樂交流。 

◎參訪沖繩縣文化產業及博物館據點與相關文化人士交流。 

茲分述如下： 

一、 於沖繩縣廳辦理「2015 島嶼音樂季 H.O.T. Islands Music Festival」暨花

東手工藝特色展記者會 

       本次島嶼音樂季於沖繩縣政府辦理記者會，透過記者會推廣臺灣花東原

住民的音樂、工藝特色樣貌，並介紹 2014 年島嶼音樂季沖繩音樂團體在花

東交流的盛況，雙方的互動彼此留下好的印象，促成 2015 年臺灣花東樂手

到沖繩交流，讓沖繩民眾可以近距離欣賞到臺灣原住民的音樂。 

       各家媒體播送島嶼音樂季活動報導後，吸引沖繩各地民眾參與，其中一

位沖繩民眾，非常喜歡臺灣，也學了簡單的中文，我們在読谷村的每場交流

演出，這位沖繩朋友皆介紹老師朋友一同前往觀賞，她很開心也很感謝有這

麼好的機會能在沖繩看到臺灣原住民的演出，內容有傳統有現代，令她難忘

的是臺灣人的熱情。 

       現場幾位沖繩代表，沖繩縣読谷村副村長田島利夫先生、與那區役場經

濟課課長補佐大城靖先生、沖繩 Okinawa Times 文化事業部主任知花德和

先生及活動相關文化人士等代表蒞臨記者會現場，沖繩相關人員表示歡迎臺

灣花東前來音樂交流，透過體驗、參訪和演出交流產生不同刺激，創作上能

有不一樣的靈感，創作出屬於我們現代的歌曲，加深彼此文化，期待這美好

的開始能繼續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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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繩伊禮先生介紹島嶼音樂季的緣起與活動

內容。 

沖繩各家媒體代表對於臺灣原住民到沖繩做

音樂交流感到興趣。 

  

花東原住民手工藝於記者會一旁展示，吸引

記者們的目光與驚艷如此細緻的工藝技術。 

記者會後國頭村副村長、台北駐日經濟文化

代表處那霸分處張課長、臺東生美館館長與

花東演出者合影紀念。 

二、 與沖繩縣北部國頭村與那區進行文化及音樂交流 

(一)國頭村與那區歡迎式音樂交流會 

1. 國頭村 

國頭村位於沖繩本島最北端的一個村落，森林原野占多數面積，自然

生態資源豐富，總面積約 194.80 平方公里，距離首都那霸市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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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公里，本島最高峰與那霸岳位在國頭村，海拔 503 公尺，「山原

（Yanbaru）」乃沖繩方言，意謂「山脈相連、森林滿佈的地域」。山

原的森林多為常綠闊葉林，在世界上十分罕有。在這片只佔日本總面

積 0.1%的細小土地上，卻擁有多樣性的生態，遊客可在此看到珍貴

的動植物，包括受國家保護的物種。  

 

 

 

沖繩縣國頭村資源地圖  

2. 國頭村與那區(Yona) 

國頭村與那區位於國頭村沿海地區依山傍水的一個小聚落，Yona 的

意思是指舒服、悠閒樂活的地方。與那區是相撲舉辦之區，7 月是許

多活動的季節，每 2 年也有傳統的豐年祭典。聚落裡有個共同商店，

是大家平日購買生活必需品的雜貨店，該商店由居民共同經營，外面

的小廣場是居民聚集談天的地方。與那區是個樂活的銀髮族社區，平

均壽命 85-90，因為地形為森林占大多數面積，青壯年人口紛紛到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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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工作謀生，留下來的都是當地的長輩，尤其女性壽命又比男性高，

可以發現村裡婆婆比爺爺還多。 

國頭村居民早期靠森林資源的木材維生，有林班工作和加工廠，因此

帶動全區的經濟產業。近年來木材的需求量減少，且保育觀念逐漸重

視，社區漸漸轉型做社區觀光，希望藉著觀光的推動，能夠吸引當地

的青壯年回來就業，復甦當地的人氣和經濟。本次台灣來的交流團，

正好可以當他們推展觀光的試金石，雙邊皆樂觀其成。 

 

 
 
 
 
 
 
 
 
 
 
 
 
 
 
 
 
 

沖繩縣國頭村與那區集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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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頭村與那區歡迎式音樂交流會 

 國頭村與那的森林中有不少瀕臨絕種的稀有品種動物，當中最出名  

的是山原水雞。山原水雞的眼和嘴均呈紅色，胸部長有漂亮的斑紋。

村裡以山原水雞(Yambaru Kuina)作為村的吉祥物，國頭村副村長小

川先生開場時邀請穿著山原水雞的等身布偶進場，可愛的模樣吸引大

家跟著水雞合影留念，與那區役場經濟課課長補佐大城先生用心介紹

山原水雞(Yambaru Kuina)的特色，當時因語言隔閡，無法得知

Yambaru Kuina 的中文翻譯，回國後找到山原水雞的相關介紹。接著

與那區居民和學生準備了沖繩傳統舞蹈演出，花東樂手演唱阿美族、

達悟族、排灣族的傳統歌謠，雙方初次見面，欣賞不同文化的音樂，

拉近彼此距離，開啟了接下來幾天熱絡的文化交流活動。 

  

山原水雞的等身布偶一進場，可愛的模樣吸引大家跟著水雞合影留念。居民和學生

們準備了傳統舞蹈，到了花東團演唱原住民代表歌曲，大家也跟著一起打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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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耆老與部落生活故事、傳統歌謠交流 

與那區的爺爺奶奶們陸續到活動中心來，和花東的原住民樂手們聊聊他

們在與那的生活及文化，我們也拿出花東的工藝品和舞蹈跟他們分享。

靦腆的長輩們也因為和我們素眛平生，不知道該聊什麼，一看見我們的

花東影片簡介後，發現原來臺灣是這麼親切的地方! 花東和沖繩的環境

和生活習慣有些雷同。 

奶奶們開始聊聊沖繩原住民的生活及文化，我們發現因為地域性和語言

上的不同，其實同屬於亞熱帶的國家，在文化上也有點類似，再加上過

去曾經也有往來，所以也會相互影響。沖繩原住民也有屬於他們的母

語，日本人統治後，開始推行日本語，漸漸的孫子、曾孫輩的就不會說

沖繩方言，學校也沒有方言課程，擔心沖繩方言失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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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那奶奶們平均年齡都在七八十歲，依舊很

有活力吟唱沖繩傳統歌謠。 

與那長輩和花東原住民分享各自部落的生

活，發現在地理環境以及部落階層相似，過

去的先民也曾往來過 

(三) 與那部落與花東部落音樂交流 

花東音樂交流團在國頭村的與那區與當地居民互動三天的時間，三天的

行程除了音樂交流之外，還認識了與那的歷史、過去與現在的生活環境

變遷、藝術文化、飲食……等等，感受到居民的團結與緊密的組織，他

們第一次接待了這麼多人數的外賓，為了大家的到訪他們也花了很多的

時間做規劃與安排，與那區役場經濟課課長補佐大城先生提到經過這次

的交流，讓與那社區對於正在進行的聚落觀光產業更有信心的迎接，讓

居民有更多的就業機會，他正在計畫如何在保育與觀光之間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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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先落實在居民對於自身家園擁有資源的珍惜，三方面同時進行，也

希望能夠到臺灣來取經。 

音樂無國界，我們並沒有因為語言的不同而產生距離感，在沖繩音樂與

花東原住民音樂的交會，大家手牽手一起在音樂的騷動下手舞足蹈，慶

祝這美好的相聚。 

  

村裡的居民在這一晚大家都來活動中心參加臺灣花東音樂交流團活動，用心準備了幾個節

目，有傳統舞蹈、傳統歌謠，以及自創曲目。居民提供了三四個節目，有傳統舞蹈、傳統

歌謠，以及自創曲目，到了花東團演唱原住民舞蹈歌曲，大家不自覺手舞足蹈。 

三、 與沖繩縣中部読谷村渡慶次區渡慶次自治會進行文化及音樂交流 

(一) 読谷村渡慶次公民館音樂交流 

1. 読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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読谷村位在沖繩縣中部，面積 35.17 平方公里，人口大約 4 萬，

是全日本人口最多的村，當地發展沖繩工藝，有陶、三花編織和

三線音樂。因 70 年前的沖繩戰役，美軍將読谷村作為軍事雷達基

地，読谷村人口越來越多，沖繩居民發現這裡是個適宜居住的風

水寶地，透過向沖繩政府及美軍爭取，終於獲得一些土地生存，

至今，還是有約 30%的土地是美軍所有，読谷村的行政劃分區域

像隻鳳凰的形狀，居民相信會帶來好運。 

2. 渡慶次公民館音樂交流 

渡慶次區是個生活機能便利的地方，渡慶次區的活動中心有兩

個，其中我們在公民館的場地與渡慶次的居民做音樂交流，當天

晚上來了許多觀眾，琉球獅子舞做為活動的開場，琉球傳統舞蹈

在傳承上出現危機，有位老師決定要發揚琉球的傳統舞蹈，她不

分學生年紀，只要願意學的學生她都接受，從四歲到國中生都

有，為文化扎根耕耘的精神令人喝采。  

渡慶次居民帶來琉球獅子舞之外，琉球古典舞踊、三線、笛、空

手演武，等精彩演出，到了花東交流團帶來多首原住民輕快曲

目，再次掀起觀眾的熱情，連沖繩青年的沖繩鼓也加入一起跟著

節拍打旋律，全場沸騰，歡欣鼓舞，為兩地的交流留下美的印象

和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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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裡的居民在這一晚大家都來活動中心參加

臺灣花東音樂交流團活動，用心準備了幾個

節目，有傳統舞蹈、歌謠，以及自創曲目。 

居民提供了三四個節目，有傳統舞蹈、傳統

歌謠，以及自創曲目，到了花東團演唱原住

民舞蹈歌曲，大家不自覺跟著音樂動起來。 

(二) 読谷村-文化資產活用案例與花東文化交流座談會 

座談會由沖繩読谷村副村長田島利夫先生、知花竜海先生代表，花東

交流團由臺東美學館李館長、樂手由舒米恩及達卡鬧代表。 

李館長分享臺東生活美學館的業務，包含花東在地生活美學的展演和

推廣、社區營造、出版、國際交流活動等等，李館長表示：「其實花東

和沖繩許多地方相似，相信未來還有更多交流機會的可能。非常感謝

各位盛情接待，誠摯邀請到花東來。」田島先生讚佩李館長將花東生

活美學推及於常民生活，也致力於推廣花東文化於瑞士、沖繩等國際

間，對於文化保存的紮根也很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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読谷村副村長田島先生提到沖繩文化分為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有形

資產為陶、三花編織，而無形資產為每年 3 月 4 日的三線日，全國各

地的三線愛好者和民眾會在読谷村祭典聚集，辦理沖繩傳統音樂會。

読谷村在文化產業的推廣也已經好幾年了，並成為沖繩文化的代表，

就像身上穿的三花編織，就是過去先民們的織物，我們經過設計，符

合現代的風格，提高接受度，讓三花編織成為沖繩特色。期望經過這

次的交流，透過體驗、參訪、分享的形式，促成兩地在音樂創作上激

發出不一樣的靈感，謝謝臺灣將不一樣的音樂帶來這裡和我們分享，

非常歡迎。 

沖繩音樂人知花竜海分享沖繩母語復興的重要性。因為沖繩方言被歸

類為即將消失的語言，知花竜海將方言放在音樂創作中，藉此保存、

傳播，甚至振興。 

舒米恩 9 年前開始帶部落的青少年巴卡路耐，把年輕人的心拉回部

落，同時培訓他們表演，用演出賺來的錢經營巴卡路耐。2013 年，第

一屆阿米斯音樂節，舒米恩將音樂節辦在自己的家鄉---都蘭，將自己

的文化和生活態度經營成一種風潮。 

達卡鬧從家姓、家族溯源，以此為根本，作為音樂創作的核心。核心

的外圍，即是達卡鬧觀察世界、關心世界的角度和武器，有時候利得

像刀，有時候快樂得像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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読谷村副村長田島利夫先生與李館長開場介紹各自的文化資產活用案例，花東代表由舒

米恩及達卡鬧分享創作歷程與自身族群特色。沖繩樂手知花竜海分享沖繩傳統三線與現

代音樂結合的創作，打造出沖繩現代民族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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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読谷村文化中心演藝廳舉行島嶼音樂季音樂交流會 

   

 

 

 

  

  

村裡的居民在這一晚大家都來活動中心參加臺灣花東音樂交流團活動，用心準備了幾個節

目，有傳統舞蹈、傳統歌謠，以及自創曲目。 

居民提供了三四個節目，有傳統舞蹈、傳統歌謠，以及自創曲目，到了花東團演唱原住民

舞蹈歌曲，大家不自覺跟著音樂手舞足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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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読谷村立歷史民俗資料館 

 

                     

  

資料館是昭和 46 年因為座喜味城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建立公園及周邊計畫經費建置，於

昭和 49 年完工，館內收藏読谷村史前考古遺跡、沖繩樂器以及沖繩戰役當時留下來的生

活器物或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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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與沖繩縣南部南城市進行文化及音樂交流 

(一) Gangala の谷廣場音樂文創市集 Live&Work shop 

     下午在 Gangala の谷廣場舉行音樂文創市集，有來自沖繩的文化體

驗、沖繩文創商品、沖繩音樂相關商品……等，也有來自臺灣及菲律

賓的文創特色商店，現場吸引許多沖繩朋友前來參與，除了文創市集

之外，現場還有來自花東音樂交流團的演出和沖繩當地的演唱，大家

不分你我，席地而坐，欣賞不同文化精彩演出。 

臺東歌手舒米恩帶來阿美族的豐收舞，在場民眾大手拉小手一起唱唱

跳跳，連各攤的商店人員也前來一同歡舞，現場氣氛 HIGHT 到最

高，沖繩民眾體驗阿美族豐年祭舞蹈的歡心喝采，覺得非常難得在沖

繩就可以體驗異國慶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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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 Gangala の谷廣場音樂文創市集，吸引許多民眾和各地的遊客參加，有位從

臺灣到沖繩自助旅行的朋友覺得很驚喜，來到沖繩可以看到台灣東部原住民歌手帶

來傳統與現代歌曲的演出，非常難得的機會，沖繩民眾對於花東音樂交流團能夠到

沖繩來分享不同的音樂交流，受益良多，特地前來參加支持這個音樂交流活動。 

 

(二) Gangala の谷 café 音樂演出 

淺藏著充滿生命力量的聖地 Gangala の谷，在原始山谷中的鐘乳石洞

中感受著生命的神秘和超時空之旅。南城市的玉泉洞裡埋葬沖繩縣內

最古的先民，距今約 9 千年前的地層，演化至今已成鐘乳石岩洞和原

始森林，現在洞穴的兩旁還有留下部分的遺址考古，中間以水泥鋪成

地板，中間搭起舞台，舞台前一座座的咖啡座椅。這場音樂交流結合

臺灣、沖繩及菲律賓的樂手，演出各自的創作歌曲，最後共同合作大

合唱及演奏，為此次沖繩音樂交流畫下完美的句點，現場沸騰，安可

曲結束後，觀眾依依不捨離去。在鐘乳石古洞穴中開演場會、喝咖

啡，感覺也跟著幾千年前的先民一同歡唱熱舞，打破時空的隔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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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gala の谷是沖繩縣內最早的考古遺址，距今約 9 千年前，考古挖掘完成後的遺址洞穴

中有鐘乳石，經過整理，規劃為觀光園區。在 Gangala の谷 café 音樂廳裡，來自臺灣、

菲律賓及沖繩的樂手們一同在此相聚，以音樂為媒介搭起彼此的友誼橋梁，感動現場觀

眾。 

 

五、參訪沖繩縣文化產業及博物館據點與相關文化人士交流 



 26 

            (一)國頭村山原野生生物保護自然館 

   山原野生生物保護中心，是個介紹及展示國頭村山原地區的自然生態

設施。除了展示之外，對於野口啄木鳥、山原水雞等其他在山原地區

珍貴稀有的生物，也不斷極力地做好保護及調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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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頭村山原野生保育自然館，強調生態保育，因為公路的開發，導致一些育種滅絕，或是數量減少，進而影

響環境生態，建立此自然館，提醒大家生態保育的重要性。 

 

 

 (二)國頭村森のおもちゃ美術館 

國頭村為沖繩縣最北端的市町村。國頭村大部分區域為森林，因此木

材資源豐富，與那區役場經濟課課長補佐大城先生是目前森のおもち

ゃ美術館的負責人，他有感於林業木材工業的沒落，木材的特性適合

當作建材，現今水泥、塑膠製品取代了木材的使用，為了教育紮根，

讓孩子從小就能接觸木材，喜歡木頭，從中了解環境保育的重要性，

因此成立了這座開放式的木美術館。木材經過加工和設計，成了具有

美感和實用性的玩具或建材，在這裡展示的物品都是可以觸摸體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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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那區役場經濟課課長補佐大城先生是目前森のおもちゃ美術館的負責人，他有感於林業

木材工業的沒落，木材的特性適合當作建材，現今水泥、塑膠製品取代了木材的使用，為

了教育紮根，讓孩子從小就能接觸木材，喜歡木頭，從中了解環境保育的重要性。 

(三) 読谷村座喜味城跡 

1416 - 1422 的座喜味城跡，它使用了楔石牌坊，入口是採舊形式石頭

堆砌的拱門。在還未統一建立琉球王國的三山時代(北山國、中山國、

南山國)，扮演重要的邊塞角色。當時統一琉球建立第一尚氏王朝的尚

巴志王，其父親退隱，繼承父親的位子成為按司後，因中山王暴政而

起兵攻打。 

奪取中山王位後，自己並未稱王，在首里城奉其父為名義上的中山

王，親自實掌國政。在 1416 年滅北山國後，任命次子尚忠為北山堅

守，駐紮現今的今歸仁城。同時命令親信読谷山按司護佐丸建立座喜

味城，協助監守北山地區。目的是為了監視國王的對抗勢力。 

沖繩島戰役前，日本的軍事要塞，但戰後城牆的一部分被置於雷達基

地，美國軍方已毀。 

2000 年十一月首里城與琉球王國的城堡以及相關遺產群作為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地（文化遺產）已註冊（註冊名座喜味城）。  

參觀這座城跡了解読谷村過去的歷史，發現過去的読谷村民為了爭取

自己的土地生存權，做了不少的協調和犧牲，現今成了沖繩縣人口最

多的村。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ja&u=https://ja.wikipedia.org/wiki/1416%25E5%25B9%25B4&usg=ALkJrhikd2fMr3VmGG7Wa8HxkI4RjCb6mg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ja&u=https://ja.wikipedia.org/wiki/1422%25E5%25B9%25B4&usg=ALkJrhjmYq8ExUKAcZD2Gf9HnnLsTvizGg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ja&u=https://ja.wikipedia.org/wiki/%25E6%25B2%2596%25E7%25B8%2584%25E6%2588%25A6&usg=ALkJrhjj6EMCTxmCLytw4ez6P1x-KEmtfg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ja&u=https://ja.wikipedia.org/wiki/2000%25E5%25B9%25B4&usg=ALkJrhiV0EB0jWg2oX_eUDwlI7LpdyKm3w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ja&u=https://ja.wikipedia.org/wiki/%25E7%2590%2589%25E7%2590%2583%25E7%258E%258B%25E5%259B%25BD%25E3%2581%25AE%25E3%2582%25B0%25E3%2582%25B9%25E3%2582%25AF%25E5%258F%258A%25E3%2581%25B3%25E9%2596%25A2%25E9%2580%25A3%25E9%2581%25BA%25E7%2594%25A3%25E7%25BE%25A4&usg=ALkJrhiRNfu2V3AKV3r1aGYSmyebikXFcg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ja&u=https://ja.wikipedia.org/wiki/%25E5%259B%25BD%25E9%259A%259B%25E9%2580%25A3%25E5%2590%2588%25E6%2595%2599%25E8%2582%25B2%25E7%25A7%2591%25E5%25AD%25A6%25E6%2596%2587%25E5%258C%2596%25E6%25A9%259F%25E9%2596%25A2&usg=ALkJrhgVVzp2oDhi6-S2o6Mwb4I9IK8ITg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ja&u=https://ja.wikipedia.org/wiki/%25E5%259B%25BD%25E9%259A%259B%25E9%2580%25A3%25E5%2590%2588%25E6%2595%2599%25E8%2582%25B2%25E7%25A7%2591%25E5%25AD%25A6%25E6%2596%2587%25E5%258C%2596%25E6%25A9%259F%25E9%2596%25A2&usg=ALkJrhgVVzp2oDhi6-S2o6Mwb4I9IK8ITg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ja&u=https://ja.wikipedia.org/wiki/%25E4%25B8%2596%25E7%2595%258C%25E9%2581%25BA%25E7%2594%25A3&usg=ALkJrhi_cwBX-i7KQ14d8tg54GckgnJ_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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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佐喜真美術館 

       館內的常設展是由藝術家夫妻丸木位里、丸木俊兩位所共同創作的「沖

繩戰圖」。美術館鄰近普天間美軍基地處，從館內屋頂可俯瞰普天間基地風

景。由普天間美軍基地土地的一部份所建設的佐喜真美術館，也蒐藏著許多

反戰作品。 

據說，每年 6 月 23 日，即“沖繩戰”的終戰日，日光都會從這個圓孔中穿

過。那時，這個頂台就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祈禱場所。祈禱在沖繩的文化中

佔有特殊的位置，即便是海邊一塊普通的岩石也會成為沖繩人因陋就簡的

“祈念”場所。 

為了緬懷 6 月 23 日沖繩戰結束的慰靈之日，於屋頂上所打造的 6 階及 23

階的樓梯，正面的小窗配合著夕陽的下沉，看起來像是將夕陽的光芒收納了

起來。一年約進行五次展覽的更新，每次的更新展覽都能使人回味無窮。 

該館典藏品 1 千多件，主要展示「沖繩戰圖」此件作品描述沖繩戰役的慘

烈狀況，可媲美畢卡索的「格爾尼卡」大作。館長佐喜真認為「這座美術館

想要傳達的是一種人類對將毀滅人類的一切反抗，不論是在戰爭中悲慘死去

的人們，還是仍舊活在這世上的人，都必須治療戰爭所帶來的傷痛。」 

館長佐喜真道夫原來是一位針灸師，但充滿沖繩之心而矢志設立美術館，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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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每年參觀民眾大約五萬人，營運十分困難，但全家仍投入館務。只要學生

來參觀，他本人親自解說，希望下一代對過去慘痛的戰爭有所認識，學習和

平的理念，邁向理性光明的世界。 

  

  

         

館長佐喜真道夫的公子佐喜真浚擅長以三線彈奏沖繩古調，此次也參加島嶼音樂季交流演

出，陪同本館同仁參訪佐喜真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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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一) 音樂無國界，牽起同在黑潮文化圈上的島嶼─臺灣與沖繩 

臺灣與沖繩地理位置同處於太平洋黑潮經濟帶上海島，文化特質又相

近，即興吟唱及創作已是文化中的一部分，透過國際音樂交流，對於雙

方的創作者在自身文化的體認與探訪異國文化，有助於啟發音樂創作靈

感，進而影響觀眾，落實生活美學。 

各家媒體播送 2015 島嶼音樂季活動報導後，吸引沖繩各地民眾參與，

其中一位沖繩民眾，非常喜歡臺灣，也學了簡單的中文，我們在読谷村

的每場交流演出，這位沖繩朋友皆介紹老師朋友一同前往觀賞，她很開

心也很感謝有這麼好的機會能在沖繩看到臺灣原住民的演出，內容有傳

統有現代，令她難忘的是臺灣人的熱情。在読谷村 Gangala の谷廣場也

有來自臺灣的朋友，感到驚喜到沖繩旅遊也能欣賞到花東原住民有傳統

與現代的演出，以及臺灣與沖繩曾經流行的經典歌曲，很支持這項活

動，對於我們來說，對於活動的收穫與支持，是雙方音樂交流持續的動

力，未來採單位與單位、地方與地方之間的合作交流，將彼此的文化交

流觸及更多。 

  (二) 對於處事態度和工作規劃，兩方在處事文化上的認知不同 

         活動的籌備工作，尤其是國際交流在聯繫上的難度和時間會比在國內舉

行增加許多，也需要更多的資源。日方在聯繫和規劃態度嚴謹，且這是

本館第一次至沖繩辦理音樂交流，在地緣和人脈資源增加難度，邀請在

沖繩和臺灣有多次國際音樂交流經驗的你好我好音樂公司的負責人伊禮

武志先生擔綱了協助本館聯繫和接洽的工作。與活動相關的日方各個單

位，除了嚴謹規畫和安排還有如何在有限資源下發揮效益，皆做足了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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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一切以計畫進行，目標是音樂交流，因此期望臺灣花東交流團能在

座談會、體驗、參訪當中雙方能獲得實質文化互動交流。 

          幾天活動下來，現場出現一些臨時性的問題必須將原計畫稍作調整，日

方在萬事俱足之下因為天候因素、人為因素等影響，在臨時應變上比較

缺乏，臺灣比較能適應臨時應變措施，但是在長遠的規劃和嚴謹的細

節，以及對於活動執行的目的和不同文化禮儀是我方比較欠缺的部分，

在密切溝通協調之下，順利完成此次音樂交流。 

 
(三) 在文化保存及文化產業化的發展經驗相互交流 

在面臨文化發展、文化保存、觀光、產業等地推動與執行面遭遇的困難

點，大家面對的問題其實差不多，例如臺東都蘭和國頭村與那區，都是

當地原住民聚落，在近程以及發展的歷程，相互交流、觀摩學習參考模

式做法，甚至積極共同合作，創造另一番契機。沖繩読谷村社會組織健

全，社會各年齡階層落實分工合作，有助於社區整體發展，可做為我們

參考學習。 

読谷村將收回被美軍佔領的基地，以陶工坊發展沖繩文化─風獅爺，家

家戶戶的門口都有泥塑的風獅爺 ，成了沖繩的產業，從選土、製泥漿、

去雜質到練成土條，是學員們成為製陶師傅的基本功，陶工坊採師徒

制，最少要三年的時間練基本功，才開始學習製作陶製品和生活器具。

過程辛苦，因此願意留下來的年輕人不多，陶工坊的師傅前前後後花了

十幾年的時間，守護著這個沖繩文化的根基，也為読谷村帶來了產業，

復甦當地產業經濟。 

各地方的發展模式都可學習成為運作的基模，同時也可以可慮未來合作

的發展，相信文化真的可以帶來產業、帶來觀光就業的商機。 

二、建議 

 (一)位在沖繩縣中部的読谷村，是全日本人口最多的村，読谷村社會組織健

全，社會各年齡階層落實分工合作，有助於社區整體發展，可做為我們參

考。尤其読谷村為了達到永續經營及操作便利而成立專門負責交流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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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 組織，不管是於體制內或非體制內，或各種主客條件變化下皆可便利操

作達到永續經營目的，這是非常值得借鏡學習之處。 

(二) 台灣花東地區與日本沖繩在面臨文化發展與保存、觀光、產業等推動與

執行所面對的問題其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們可以在剛開始的前三至五

年，先尋找幾個發展型態比較近似的幾個部落社區單位，選擇以議題性來進

行深入的交流，如當地都有原住民聚落的花蓮港口部落和國頭村與那區、社

區組織健全與年齡階層組織落實的台東都蘭與沖繩読谷村渡慶次區等，形成

兄弟姊妹部落群組，可以在社區的發展歷程、文化的發展與保存、觀光及產

業、環保及永續經營等方面，相互交流、觀摩學習做法，甚至積極共同合

作，創造另一番契機。 

(三) 所謂「音樂無國界」，島嶼音樂季活動希藉由音樂在花東和沖繩之間搭

起一座橋梁，促使兩地保持良好的關係與互動。在每次兩地音樂人交流合作

時，鼓勵代表當次交流宗旨及氛圍的共同創作產出，並將版權歸雙方的 NGO

所有，若因此有營利所得，可以將所得投入雙方交流之用，以達到永續經營

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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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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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島嶼音樂季(成果專輯)紀錄片 

 
2015 島嶼音樂季 花東沖繩文化交流論壇 

 
2015 島嶼音樂季活動照片 

 
http://www.fmlequio.com/information/201507202881/ 
 
廣播網站連結 

http://news.searchina.net/id/1576504 
饒波さんの書いた記事が、各所に掲載されました。 

 

http://news.infoseek.co.jp/article/searchina_1576504/ 
 
饒波さんの書いた記事が、各所に掲載されました。 

http://news.searchina.net/id/1576504 

＜同時配信＞ 

↓ 

●Yahoo! 

http://headlines.yahoo.co.jp/hl?a=20150604-00000099-scn-ent 

●livedoor 

http://news.livedoor.com/article/detail/10190884/ 

●nifty 

http://news.nifty.com/…/…/sech-20150604-20150604_00051/1.htm 

●excite 

http://www.excite.co.jp/…/201506…/Searchina_20150604100.html 

●楽天 infoseek 

http://news.infoseek.co.jp/article/searchina_1576504/ 

●楽天 woman 

http://woman.infoseek.co.jp/…/entertainm…/searchina_1576504/ 

●biglobe 

http://news.biglobe.ne.jp/ente…/…/scn_150604_5084566597.html 

●ニコニコニュース 

http://news.nicovideo.jp/watch/nw1624876?news_ref=newsearch 

●mixi 

http://news.mixi.jp/view_news.pl?id=3449776&media_id=9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uWhAwj_sJg&index=2&list=PLYVrPIR4azTBZdGv9omXNzgjioUeDVgT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hPvvS2OTv0&index=3&list=PLYVrPIR4azTBZdGv9omXNzgjioUeDVgTR
https://goo.gl/photos/hHQGWDrghoZj83h7A
http://www.fmlequio.com/information/201507202881/
http://news.searchina.net/id/1576504
http://news.infoseek.co.jp/article/searchina_1576504/
http://news.searchina.net/id/1576504
http://headlines.yahoo.co.jp/hl?a=20150604-00000099-scn-ent
http://news.livedoor.com/article/detail/10190884/
http://news.nifty.com/cs/entame/showbizddetail/sech-20150604-20150604_00051/1.htm
http://www.excite.co.jp/News/asia_ent/20150604/Searchina_20150604100.html
http://news.infoseek.co.jp/article/searchina_1576504/
http://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oman.infoseek.co.jp%2Fnews%2Fentertainment%2Fsearchina_1576504%2F&h=qAQFfjIRtAQGmtoYc1-sTy56MPGkcuV37lzh0ir2ksZr_qA&enc=AZMqbl2C7LILyoQ7VvkJXCGhsPAUpsNsHdt0U_JKkS1fJmcYR_XgkDTyonk5Fv9dim_JAsEsoClbm9SiM5V2Bs3abdFQ6MX5uM41Qcy1JpyKA52omtcQFwHllfFsp62ZM_oLO83FZiPo-cuBy_KgdV0N7VdtXWkOL3OkKKba7S3DvA&s=1
http://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news.biglobe.ne.jp%2Fentertainment%2F0604%2Fscn_150604_5084566597.html&h=FAQGWHAepAQEejyadJNMo__kvmCj6d4cSG-_knhQQTgQmaw&enc=AZPNceJmJb5SdhLrzsIJFSFwFOzGf0x9_BWhhIOwI0NKqD5vrirqp2SYC_NAmFIJwZIeq_DE0Vt4VcK4I_IP7fq6pDIsMsCOBOvnnw__PP8JepTHRxI0oF4rj4y4ECg974zqibPdxYecnkMvHjcFpHEG1VzFx1CA6n2j_0hNQIiy8w&s=1
http://news.nicovideo.jp/watch/nw1624876?news_ref=newsearch
http://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news.mixi.jp%2Fview_news.pl%3Fid%3D3449776%26media_id%3D97&h=fAQGHVt1VAQHhYXiPYFH1L7pnNVLe4SoiDuai9j4U0P7MoQ&enc=AZM3inqRX9ReXlJZ2KzAP6h2agTklAGDIlWXP-7vX9zzaFieQhl44Q4836AX4IrW8-4D-3S3_5UlhxJ1d1zYtvixiFEfHIjyy9xVb1oEI07NAtq3NAPbSB_iY_joXm3K5sAS8R_stFkAokZxOkBaEbOEoYJ2afCAQ5RewwmaQGwRWQ&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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