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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我小五的時候我哥跟我介紹了一款叫做「GarageBand」，而他也告訴我如何操

作並做出一些簡單的節奏跟旋律，經過一段時間的製作後，我開始嘗試使用

GarageBand 將音樂混音(remix)。後來我聽到了一首歌，名叫「我阿姨也癢」，把傳統

原住民母語，融合了嘻哈饒舌元素，讓人聽起來耳目一新。接著我就想到是否也能夠

將原住民的傳統音樂混音成現代風格的音樂，於是就開始這次的研究。 

 

二、研究目的 

(一)從文獻中了解原住民傳統歌曲及流行歌曲的特點 

(二)將原住民傳統歌曲加入新的元素，混音成不同的歌曲風格 

 

三、研究方法 

      本文採文獻分析法，針對原民傳統歌曲歌詞中的意涵與背景文化內容進行初步了解

後，接著挑選一首我喜歡的原民歌曲，運用所學軟體，混音成現代歌曲的風格，最後

將影片上傳 youtube 並對同學實施問卷調查，看看是否還有改進之處。 

 

四、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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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文獻探討 

(一)台灣原民傳統歌謠概述 

原住民純演奏的樂曲很少，一般都以唱歌為主，內容主要為下列幾個種類：祭祀歌、

生命禮儀歌、咒詛歌、勞動歌、飲酒歌、愛情歌、敘事歌、兒歌(許常惠，1986)， 

而歌唱方式主要有:單旋律的歌謠(獨唱或齊唱)、和聲的歌謠、複旋律的歌謠(林道生，

1990)。而在歌詞部分，主要有兩大類：有曲而沒有歌詞者、詞曲皆有者。前者主要會

以虛詞來代替歌詞，如「naluwan」等類似的句子。根據簡上仁(2001)參考許常惠及呂炳

川所作的分類並加以整理如下： 

1.依歌詞內容加以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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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福爾摩沙之美—台灣的傳統音樂，簡上仁(2001)，台北市:文建會 

2.依歌唱形式歸類 

 

資料來源：福爾摩沙之美—台灣的傳統音樂，簡上仁(2001)，台北市:文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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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美族的音樂特性 

1.歌謠類型 

傳統部落內的阿美族歌謠可以分成三個部份：第一是屬於豐年祭的祭儀歌曲；第二是

一般性的歌謠；第三是宴會歌舞。 

(1)豐年祭歌謠：是阿美族一年一度屬於部落性最大的活動、最大的祭典—豐年祭（北

部群稱為 malaliki，中部稱為 ilisin，南部群稱 zilumaan）中，只限於在這個祭典所唱，

且平時禁止唱的歌叫豐年祭歌謠。阿美族豐年祭歌謠最大的特點，在於每一首歌都有

領唱和應答的群眾所形成的應答唱法 （responsorium），領唱者至少一至三、四位，其

餘都是應答者。祭歌必有舞蹈配 合，有許多是在領唱者唱到最後一音的後半拍緊急地

應答馬上接下去，如此周而復始地反覆運用。歌詞大多以虛詞母音 hai,hin,hoi,yan 等運

用在領唱者和應唱者 之間，偶爾領唱者會以擬似朗誦調的有意義歌詞來唱，但歌詞在

豐年祭歌謠中只 是襯托的地位。音階的使用以五聲音階最多。 

(2)一般性歌謠：這是指在平時所唱的歌謠，如餵牛、工作、上山、除 草、收割、聚會

等工作地點，或者在飲酒時所唱的歌都屬於此類歌謠。演唱方式除了應答唱法之外，

大多數是以齊唱的方式來進行，南部卑南阿美卻時興以自由 對位的複音唱法，一面工

作、一面以遊戲式的競逐複音來自娛。 

(3)宴會歌舞：這是宴會時邊唱邊跳的歌謠。阿美族往往在興高采烈、有朋友拜訪，或

喜宴喝酒將要結束時，圍成圓圈唱歌配合舞步，類似組曲一般， 歌舞通宵達旦。 

2.民謠特質 

旋律活潑、節奏充滿活力，所有的歌都配合舞蹈歌唱，不重視歌詞，以虛詞為多，先有一人帶

頭獨唱，眾人再以齊聲回應，把熱情明朗的性格完全表現在歌謠當中。虛詞大多以「那魯灣伊

那奈呀荷」來唱，有不少弱貣拍子。（林道生，1995）。 

3.基本音組 

有兩種主張，林道生認為包含五聲音階、七聲音階、大小調全都有（林道生，1995）；而另

一主張為 d-r-m-s-l 五聲音階（陳鄭港，2000；鄭方靖， 2003） 

 

二、歌曲改編理念 

台灣原住民族歌謠已不似過去，只存在於部落的儀式或日常生活中。如今已朝向多元

化的發展，無論是搬上舞台做為比賽、表演，皆呈現其繽紛面貌。書寫成固定的樂譜

只會讓整個音樂變得無趣，若我們將其混音成為現代人可接受的音樂，則可結合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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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並融合傳統歌謠特色，期待能讓傳統歌謠能繼續傳唱下去。接下來我就其中一首

我以前聽過的原民歌謠來創作，希望可以詮釋原本歌曲的內容，並加入我想增加的元

素。 

(一)「馬蘭姑娘」簡介 

馬蘭姑娘Limcedan no Falangaw，又名「馬蘭之戀」，是阿美族相當出名的一首歌謠，

無論是獨唱、合唱、管絃樂、國樂等，都曾被作曲家拿來編曲。本曲自一九五０年代

流傳至今，依然受到歡迎，可見有它一定的價值。但這首歌謠來自哪裡，長久以來眾

說紛云，余錦福(2012)曾多方詢問，未得到肯定的說法，最後訪談到原唱者，就是台灣

第一位紅遍亞洲的阿美族歌手—盧靜子，她親口肯定說，該首歌謠是出自於她的創作，

談到〈馬蘭姑娘〉，盧靜子回憶道，當年她家附近的街上，有那麼一條鐵軌，因為沒

路燈，越到晚上越是靜謐，而當時的情人無法像現在如此光明正大的手牽手談戀愛，

於是多選在那鐵軌上夜會。盧靜子還表示，當年她好多同學都會躲在鐵軌附近，偷看

一對對情侶談戀愛，可是有一天，一位老人在那鐵軌臥軌自殺，之後，就再也沒有情

侶敢選鐵軌做為夜間約會的地點。盧靜子結合了曾在這條鐵軌上發生的事情，推想也

許有的情侶未能接受家裡允許，會選擇那條鐵軌作為殉情地點，於是這首歌的故事情

節就躍然紙上了。阿美族原本傳統上是母系社會，但在1960 年代後，整個組織則瓦解

了。20歷史的軌跡不斷的前進，漢人文化也一步步入侵原住民部落，衝擊最大的首推

母系社會；到現在阿美族人年輕的一代已經完全接受父系社會，所以從現在的青壯年

人口開始，結婚都是男性娶女性，家中大小事物或由兩性協調、或由男性決定；隨著

社會西化程度逐漸提升，夫妻平權的家庭決策模式比例越來越高，這種情況在都會地

區更為明顯。 

〈馬蘭姑娘〉不只是一首情歌，背後的文化知識體系，阿美族母系社會的涵化與文化

變遷的演化，在現今的社會更是有其延伸之意涵。因此，觀察其意義流通的過程，那

麼這首歌謠就不只是從屬於過去某個時代的記憶，而是與現代生活仍然有著微妙的連

結著，亦展現了歌謠的生命張力。余錦福(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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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GarageBand」軟體簡介與混音之研究 

GarageBand 是一個非專業的音樂製作軟體，由蘋果電腦開發，而主要是為業餘音樂愛

好者能更輕易製作音樂，總共有 1000 多種樣本旋律及節奏，能讓創作者有更多的靈感，

優點部分讓業餘創作者開發，較易上手，缺點的缺點是 GarageBand 僅支援 IOS 系統。

在製作方面，許多 GarageBand 使用者會使用”循環樂段”這個功能，簡單來說就是把

原本已經錄製好的樂段一直循環，直到使用者指定的位置。因為每一首歌曲的速度都

不同，因此在混音時需要使拍速與音樂的拍速相等，否則就會出現誤差。但是因為

GarageBand 的拍速調整器只能調到整數，若出現不是整數的拍速，循環樂段就變得較

難使用。 

本次實驗會先嘗試做 Lo-FI(低傳真音樂，為 Low Fidelity 之簡寫)，低傳真音樂是 80 年

代到現在流行的一種音樂，而這種音樂的特徵是會刻意的把一些錄音時的呼吸聲等一

併錄進音樂裡，而被稱為低保真音樂，而 Lo-Fi 是用比較簡陋的器材所錄製出來的音

樂，不完美的同時卻營造出了一種讓人感覺很真實且懷舊的氛圍。 

三、研究過程 

這次選擇改編的歌曲是《馬蘭姑娘》，將原檔使用 moises.ai 進行音軌分離後，取出主

旋律、人聲的兩個音軌，如附圖： 

 

將鼓機跟貝斯移掉後，我想要以 Lo-Fi 音樂風格的方式來將其改編，所以我使用了

GarageBand 聲音檔案庫當中的鼓機「天外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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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這種鼓機的中音鼓可以代替 Lo-Fi 風格的小鼓。 

而貝斯則使用聲音檔案庫當中的鍵盤「盛開貝斯」； 

 

圖二 

這種貝斯的特點是其音頻位於中音，也就是不會製造出過多的重低音，導致其他音軌

的聲音被蓋過。 

接著，就將缺失的貝斯跟鼓機補上。下圖是混音過後的原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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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第一、四個音軌為貝斯及鼓機，第二、五音軌為原版音檔) 

等化器、特效使用: 

將鼓機的等化器的低頻調到+5 分貝，可讓聲音變得更厚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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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 

(一)與原本作曲的比較 

改變的部分 貝斯 音樂風格 

原作 不明顯 搖滾樂(rock & roll) 

改編 介於中低音且明顯 低保真音樂(Lo-Fi) 

 

保留的部分 語言 主旋律 歌詞 

兩者(原著及改編) 阿美族語 無變更 無變更 

 

(二)混音的結果&討論 

我們這次會選擇《馬蘭姑娘》的原因是這首歌歷史悠久，但是音樂風格可能不受現代

年輕人喜愛。不過我們選擇的版本是已經被改編過了，是由同恩改編的馬蘭姑娘，我

們將其在重新編寫，因為每個人喜歡的音樂風格都不同，所以有更多元的元素就會有

更豐富的音樂。現代人的確較喜歡現代風格的音樂，所以我認為我們將音樂改編成現

代風格後會讓現代人更能記起這一首歌，這樣子我們才能達到傳承文化的效果。 

参、結論與建議 

一、阿美族的歌謠有許多不同的風格，不論在作曲作詞上都有不一樣的做法，如樂曲

上有分成:祭祀歌、生命禮儀歌、咒詛歌、勞動歌、飲酒歌、愛情歌、敘事歌、兒

歌;唱法有分成:單旋律的歌謠(獨唱或齊唱)、和聲的歌謠、複旋律的歌謠;而在歌詞

部分，主要有兩大類：有曲而沒有歌詞者、詞曲皆有者。前者主要會以虛詞來代

替歌詞。 

二、將原住民的歌謠混音是能夠讓現代人更接受。 

三、原住民傳統音樂若出現詞曲皆有的情況，必須依照該曲使用的場合來進行改編。 

四、Lofi Hip-Hop 更精準描述應為 Lofi Beats 或 Chill Beats，因為音樂主要由舒緩的節奏

組成，80、90 年代廣泛用於形容音樂人、樂團獨立製作的作品。廣義的 Lofi Hip-

Hop 不只是純音樂，也可以是典型嘻哈、附帶饒舌的作品。 

五、Lo-Fi 又稱 DIY 音樂，是來自於 80 年代的地下樂團，音樂當中會將錄音時的呼吸

聲等錄進音樂。這種音樂風格的 BPM、樂器、旋律符合當下心律，因此被認為能

夠幫助讀書、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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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將現代歌曲加入原住民的元素，可以把原住民的文化傳承下來。 

七、這次的混音只有將鼓機跟貝斯修改，之後如果再進行相同的研究希望能夠將一首 

歌完整的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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