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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呂淑姮台北報導】在國內外獲獎無數、以一首輕快動聽《拍手歌》打開主流社會能見度的原聲音樂學校，團長
兼指揮馬彼得說：「帶布農孩子練合唱，參加各種比賽和表演，目的不單僅為了合唱。」馬彼得笑說，雖然布農族的
孩子經常不小心就拿了獎。

但在他們美麗的聲音被聽見之前，這群來自信義鄉各國小所組成的合唱團學生，臨陣怯場的情形十分常見。馬彼得說
，他帶學生在部落練習時，大家都可以唱得很好。

但一離開熟悉的部落、去到外界，感受到都會區與部落截然不同的行動步調，再看看別的國小合唱團堅強實力，孩子
們就算擁有天籟美聲，還是會被這樣的陣仗嚇到無法開口。

領學童認識主流社會
馬彼得說，教育工作者要替學生創造的是建立信心的機會，能讓學生獲得成就感和掌聲的舞台非常重要：「我認為只
有在鼓勵情境下成長的孩子，才能不斷發揮潛能。」

音樂就是馬彼得的教育策略。目前擔任羅那國小校長，馬彼得帶合唱團出去的方式是這樣：到一地參訪或演出之後，
學生晚上回到旅館，可不能倒頭就睡或者看電視配零食；學校規劃了學習單，讓合唱團的孩子每天都有功課要做。

馬彼得認為，學生將離開部落的所見所聞一一思考過後，應該將省思與觀察的內容整理寫下。如果想過就算，很容易
立刻遺忘，這種學習方式才會變成孩子永久的知識。

許多原鄉學子在小學畢業之後，都要面對到外地念國中的階段，原聲音樂學校的孩子也一樣。馬彼得說，有些已畢業
的團員離開部落外出求學，老師和長輩們都會持續關注；有的人則是在鄉內繼續國中學業，合唱團週末練唱時，馬彼
得會要這些孩子回到合唱團來，盯著大家努力課業。

馬彼得認為，學生到國中階段已經面臨升學壓力，部落的氣氛總是比較悠閒鬆散的，沒有太多念書的氛圍。他說，原
住民學生必須要認識主流社會的競爭，如果家中允許，離開部落到都會區求學，是一種選擇。

修補部落文化斷層
在文化語言傳承方面，馬彼得說，他到當了學校主任以後，才開始對布農族產生了「覺醒」。起因是閱讀了一篇與《
Pasibutbut祈禱小米豐收歌》有關的論文，馬彼得十分驚訝：「別人對布農族很了解，我也應該要追尋自己的文化。
」

但馬彼得小時候能接觸到布農族文化的機會，只有幾次跟外公一起去打獵；還有在教會時聽到部落長輩唱布農古調。
當時只是身在其中，卻沒有深入思考，馬彼得說，也和當時的社會氛圍有關：「小時候不能說族語。」

馬彼得說，布農族的社會結構比較鬆散，關於文化和祭儀與阿美族的年齡階級制度不同，沒有固定的傳承對象。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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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自己對族群的印象出現了空白斷層，這才回過頭來去積極學習布農各社群的語言與歷史。

馬彼得也說，當年自己仍在部落的文化氛圍裡長大，與現在的布農小孩不同。有時學校的孩子會聽不懂校長說的族語
是什麼意思？馬彼得則是有機會就做情境教學。但他也強調，族語學習要家庭夠積極，責任不全在學校。

「藉著合唱表演的機會，讓孩子認識世界，也讓世界聽見布農族的歌聲。」馬彼得說，帶學生到各地走訪、比賽、表
演，是要請學生多多觀察，看看其他族群的優點，並且想一想自己還能更加強哪些地方。他希望學生眼界開了、心也
開了，未來的發展可以不只在部落。

本系列由台灣立報與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合作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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