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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遷徙・回之路徑⸺MPA 三十:初心如故」    人物採訪

黃瑋傑的山寮音樂與返鄉之路：樂之道
　
行
過
金
字
面
山
腳
下

蜿
蜒
的
產
業
道
路
，
穿

梭
在
福
安
聚
落
之
中
，

一
個
巷
轉
，
即
來
到
樂

手
黃
瑋
傑
的
老
家
，
一

座
倚
山
鄰
田
、
頗
具
規

模
的
新
式
夥
房
。

　
微
風
輕
拂
，
瑋
傑
沖

好
了
咖
啡
，
招
呼
我
們

坐
在
家
門
前
的
樹
下
訪

談
，
這
裡
是
他
生
命
中

的
重
要
場
景
，
也
是
他

離
鄉
求
學
、
旅
行
流

浪
、
走
過
千
山
萬
水
，

心
中
始
終
牽
掛
的
所

在
。﹁
我
第
一
張
專
輯

在
二
〇
一
四
年
完
成
。

因
為
是
首
張
專
輯
，
又

是
以
客
語
為
主
，
所
以

大
概
有
超
過
一
半
的
內

容
，
都
直
接
或
間
接
與

美
濃⸺

也
就
是
我
自

己
的
故
鄉
相
關
。
對
我

來
說
是
很
自
然
而
然
的

事
情
，
因
為
我
在
談
母

語
，
在
談
我
自
己
文
化

的
根
，
那
就
是
我
的
起

點
。
﹂瑋
傑
祖
父
祖
母

務
農
，
他
自
小
便
跟
著

老
人
家
田
間
工
作
，
勞

動
身
影
與
土
地
的
扎

實
，
充
盈
著
童
年
回

憶
，
長
出
了
成
長
的
基

調
，
在
後
來
的
影
像
與

音
樂
創
作
中
大
量
呈
現

對
鄉
土
、
農
業
或
環
境

的
反
思
與
關
懷
。

　
對
他
而
言
，
音
樂
不

僅
是
創
作
，
更
是
尋
根

的
過
程
。
瑋
傑
的
音
樂

旅
程
始
於
國
中
，
那
時

哥
哥
從
學
校
帶
回
一
把

吉
他
，
彷
彿
開
啟
了
一

個
全
新
的
世
界
。﹁
我

看
到
他
背
回
來
的
那
把

吉
他
，
心
想
這
東
西
竟

然
能
發
出
這
麼
美
妙
的

聲
音
！
﹂從
最
初
的
好

奇
到
沈
浸
其
中
，
瑋
傑

被
音
樂
無
邊
的
魅
力
吸

引
，
也
成
了
他
用
以
表

達
內
在
思
考
、
身
份
認

同
追
索
和
自
我
辯
證
的

創
作
媒
材
。﹁
我
開
始

問
自
己
，
為
什
麼
我
寫

的
歌
詞
總
是
華
語
？
我

能
不
能
用
自
己
的
母
語

去
創
作
？
﹂大
學
時

期
，
一
股﹁
想
要
瞭
解

到
底
來
自
哪
裡
，
自
己

是
誰
﹂的
心
念
，
讓
他

重
新
學
習
母
語
，
並
且

結
合
音
樂
創
作
，
在
歌

詞
創
作
中
大
量
運
用
客

語
詞
彙
。

　
二
〇
一
四
年
，
他
發

行
了
首
張
專
輯︽
天
光

日
︾。﹁
客
語
天
光

日
，
代
表﹃
明
天
﹄，

我
覺
得
它
中
文
的
意
思

很
美
，﹃
天
光
日
﹄，

天
亮
之
後
的
那
一
天
，

就
是
明
天
。
所
以
我
就

用
來
作
為
我
的
專
輯
名

稱
，
其
中
有
一
首
歌
也

叫﹃
天
光
日
﹄，
就
在

寫
我
之
於
故
鄉
，
以
自

己
成
長
的
時
間
軸
，
去

對
應
美
濃
曾
經
發
生
的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環
境
運

動⸺

美
濃
反
水
庫
運

動
。
﹂以﹁
天
光
日
﹂作

為
第
一
張
專
輯
的
起

點
，
在
歌
曲
中
將
個
人

成
長
歷
程
與
家
鄉
社

會
、
文
化
、
環
境
發
展

的
時
間
軸
交
叉
鑲
嵌
，

除
了
向
前
輩
致
敬
、
緬

懷
運
動
領
袖
鍾
鐵
民
之

外
，
瑋
傑
想
談
的
是
時

間
與
空
間
。
他
以
一
百

年
作
為
一
個
時
間
單

位
，
如
同
切
片
一
般
，

聚
焦
呈
現
個
人
生
命
史

與
台
灣
農
村
發
展
的
斷

代
史
，
回
看
百
年
間
先

人
篳
路
藍
縷
、
努
力
爭

取
保
存
下
來
的
好
山
好

水
，
如
今
身
為
後
代
子

孫
的﹁
我
們
﹂能
做
些

什
麼
，
留
給
未
來
的
下

一
代
呢
？

　﹁
在
當
下
的
我
們
，

能
做
些
什
麼
？
﹂帶
著

這
樣
的
提
問
，
看
似
溫

和
內
斂
的
瑋
傑
，
內
在

卻
有
著
牡
羊
座
的
行
動

力
、
直
覺
與
熱
情
。
他

關
注
環
境
議
題
，
參
與

社
會
運
動
，
透
過
音
樂

和
自
身
的
行
動
去
回
應

當
代
的
社
會
與
環
境
議

題
；
也
在
成
長
後
慢
慢

回
頭
追
索
那
段﹁
美
濃

反
水
庫
運
動
﹂的
歷

史
，
帶
著
這
些
思
考
與

歷
練﹁
重
返
美
濃
﹂。

他
的
歌
曲
不
僅
是
自
我

表
達
，
也
是
一
種
回

應
，
對
家
鄉
、
對
語

言
、
對
文
化
的
回
應
。

　
瑋
傑
不
諱
言
地
表

示
，
他
的
音
樂
深
受
交

工
樂
隊
的
影
響
，
甚
至

因
此
牽
引
了
回
鄉
的
勇

氣
。
瑋
傑
特
別
提
到
詩

人
鍾
永
豐
的
詞
作
風

格
，
其
深
與
美
、
蘊
含

的
人
文
關
懷
如
同
藝

術
，
讓
他
意
識
到
母
語

創
作
的
力
量
。﹁
客
語

像
是
古
詩
詞
，
它
的
語

法
精
煉
，
很
多
詞
彙
含

有
豐
富
的
意
象
。
﹂瑋

傑
說
。
他
開
始
與
長
輩

交
流
，
蒐
集
逐
漸
消
失

的
詞
彙
，
也
如
同
考

古
、
鉤
沉
與
紀
錄
，
找

出
客
語
中﹁
很
古
老
的

一
些
詞
彙
﹂，
將
這
些

語
言
紋
理
編
織
進
音

樂
，
讓
它
們
成
為
歌
曲

的
一
部
分
。

　
二
〇
二
一
年
，
瑋
傑

決
定
回
到
美
濃
定
居
。

這
不
僅
是
對
故
鄉
的
回

歸
，
也
是
對
自
身
創
作

的
深
耕
。
返
鄉
後
，
他

多
次
與
美
濃
愛
鄉
協
進

會
合
作
，
參
與
黃
蝶
祭

的
演
出
，
也
擔
任
後
生

創
作
營
培
訓
導
師
，
透

過
音
樂
連
結
不
同
世

代
，
讓
年
輕
人
也
能
在

旋
律
中
找
尋
文
化
的

根
。
談
起
美
濃
愛
鄉
協

進
會
的
關
係
，
瑋
傑
感

性
地
說
，﹁
愛
鄉
長
時

間
投
入
傳
統
文
化
復

振
、
生
態
環
境
保
留
，

像
苦
行
僧
一
樣
默
默
耕

耘
，
在
地
蹲
點
三
十

年
，
真
的
很
不
容
易
。

返
鄉
這
幾
年
多
次
參
與

愛
鄉
的
活
動
，
也
從
不

同
角
度
去
認
識
家
鄉
。

愛
鄉
創
造
了
一
個
平
台

和
經
驗
，
在
我
剛
回
到

美
濃
、
慢
慢
站
穩
之

前
，
做
很
重
要
的
一
個

助
力
。
﹂

　
作
為
一
個
行
動
派
的

創
作
樂
手
，
黃
瑋
傑
在

不
同
的
生
命
階
段
，
都

在
實
踐
著
對
關
懷
之
人

事
物
的
追
尋
、
發
聲
與

紀
錄
。﹁
創
作
與
運

動
，
從
來
不
是
割
裂

的
，
而
是
彼
此
支
撐

的
。
﹂他
說
。
回
憶
起

與
祖
母
的
一
段
對
話
：

﹁
那
時
候
阿
嬤
年
紀
大

了
，
走
路
變
得
緩
慢
，

但
她
仍
然
堅
持
每
天
走

上
一
小
段
路
。
我
記
得

她
邊
走
邊
說
：﹃
沒
有

行
，
不
會
到
啊
。
﹄﹂

這
句
簡
單
的
話
，
至
今

仍
深
深
刻
在
瑋
傑
心

裡
，
提
醒
著
他
無
論
前

方
的
路
多
麼
遙
遠
，
都

要
邁
出
腳
，
一
步
步
走

下
去
，
才
有
抵
達
的
可

能
。

　
背
起
吉
他
，
騎
行
在

金
字
面
山
腳
下
，
穿
梭

於
夥
房
聚
落
與
水
田
農

作
之
間
，
瑋
傑
的
身
影

顯
得
堅
定
而
自
在
。

﹁
有
閒
，
有
閒
要
歸

來
﹂過
去
老
人
家
在
孩

子
離
家
前
的
叮
嚀
，
成

為
了
毅
然
返
鄉
的
牽

掛
。
如
今
，
回
家
陪
伴

家
人
、
照
顧
土
地
和
自

己
，
帶
給
他
力
量
。

﹁
回
家
的
路
或
許
曲

折
，
但
當
我
聽
見
熟
悉

的
語
言
在
歌
聲
中
回
響

時
，
我
知
道
，
自
己
一

直
都
在
路
上
。
﹂

採
訪
撰
文
／
張
卉
君影片連結

淺山的土地，孕育無數可能。臺灣的土地年輕而飽滿，嘉義番路、中埔的淺山地帶是一
座豐饒的味覺線，風、水、山、林、土、石交錯成獨特的風土樣貌。而這樣的生命力，
不只是嘉義的故事，也是美濃的日常。
美濃，亦是淺山。
這裡擁有豐厚的客家文化、寬廣的農田、溪流與群山交織的風景。這片土地，同樣慷慨
地給予，但農民的耕作不只是生計，更是時間與自然的對話。當藝術介入，能否為美濃
的農業、工藝、生活創造新的敘事，讓我們找到一種屬於這片土地的「農民藝術」？
在這場講座中，我們邀請到風土策展人黃韋維 來分享今年初 #嘉義淺山野藝術行動 的實
踐經驗，並帶來另一種角度的思考⸺農民需要藝術嗎？藝術在農村會是什麼？藉由在淺
山的藝術共創實踐，打開一種對話與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