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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南島學術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Dr.Made Mantle Hood 來臺參訪講演 

 

計畫類別： 

□ 世界南島研究碩、博士生論文田野補助案 

□ 選送世界南島研究碩、博士生短期出國研修補助案 

■ 世界南島研究國外學者訪台交流補助案 

□ 世界南島研究碩、博士論文可行性之文獻、資料蒐集補助案 

 

執行期間： 103 年 11 月 09 日 至 103 年 11 月 29 日 

 

計畫單位/人員（簽章）： 

 

成果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附註：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或研究計畫成果全文資料，授予「世 

界南島學術研究計畫辦公室」，得限計畫辦公室於教育部申請年度計

畫或呈報成果時使用，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重製後散

布發行或上載網站，藉由網路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

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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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Made Mantle Hood 目前任教於馬來西亞博拉特大學音樂學系(University  

Putra  Malaysia)，長期以來在印尼巴里島甘美朗（Balinese Gamelan）專業領域

非常資深，研究音樂的多樣性和傳統的批判研究，並出版許多關於甘美朗專業著

作。 

Dr. Made Mantle Hood 同時也是國際傳統音樂學會東南亞表演藝術研究小組

秘書長，無論在理論研究或演奏實務經驗都十分豐富，補足本所對於東南亞音樂

及世界音樂研究之不足，進一步提升本校師生對於東南亞音樂研究發展之趨勢與

相關音樂研究議題的深入了解。 

以臺灣的音樂教育發展而言，基本上過去都是以歐美地區為主軸的教育推動

及留學補助，然而隨著政府逐漸重視臺灣原住民族與其他「南島語系」民族關係，

以及「亞太區域研究」的特質，東南亞地區的文化學習與音樂研究也成為具有發

展潛力與前景的領域與學門。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 為目前國內各大學院

校中少數以「民族音樂學」命名之研究所，並視音樂為一種文化現象，在文化中

進行對民族音樂之考察與研究，注重理論與科學性的課程設計，強調與國際民族

音樂學界的接軌，以期建立符合國內與國際性需求的民族音樂學研究與教學。 

亞洲各國音樂研究一直是本所主要發展方向，近年來本所亦積極成立世界音

樂樂團，爭取樂團的樂器購置，以配合世界音樂教學課程。目前本所已經成立印

度樂團、日本邦樂團、中爪哇甘美朗樂團、蒙古馬頭琴與呼麥樂團、非洲鼓樂團。

藉由世界音樂樂團的成立與演奏，增加學生多元學習之選擇性，營造世界音樂研

究、演奏與欣賞的氛圍。並截至目前為止，本所與本校亞太音樂研究中心合作，

已經出版印尼甘美朗與日本邦樂等三張 CD，並獲得金曲獎入圍之肯定，不但強

化學生理論研究與實務經驗，更彰顯了本校在亞洲音樂文化研究的成績。 

    為了讓學生能夠學習吸收更多元的知識，本所每年都會聘請國內相關系所的

教授與國外知名頂尖音樂學者擔任本所客座教授，深入探究各國音樂與樂器的歷

史文化生成源由以及音樂與社會文化關連性，藉由親身田野體驗與樂器演奏練習，

讓學生對於世界音樂理論教學能夠更為印象深刻。 

此次邀請 Dr. Made Mantle Hood 來本校進行交流訪問，自十一月九日起至二

十九日止，共計三個星期(21 天)。此次規劃一系列音樂講座及工作坊等音樂分享

活動，主要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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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術講學主題 

    (一) 一場音樂工作坊： 

1. Gaining 'Gegebug':Acquring Feeling,Technique and Expression in 

Balinese Performing arts（巴里島表演藝術的情感、技巧與表現） 

‧ 時間：103 年11月18 日 (星期二) 13:30-16:00 

‧ 地點：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國樂系館B112教室 

 

    (二) 三場專題講座： 

1. Defending the Dialect: Cologne Carnival and the Loss Mer Singe Song 

Contest（捍衛方言：以德國科隆的嘉年華會及Loss Mer Singe歌唱比

賽為例） 

‧ 時間：103 年11 月20 日 (星期四) 13:30-16:00 

‧ 地點：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國樂系館B112教室 

 

2. Towards the Applicability of Musical Terroir to the Context of 

Dwindling Sonic Structures（為聲音結構的萎縮景況達到音樂「風土」

之應用性） 

‧ 時間：103 年11 月26 日 (星期三) 13:30-16:00 

‧ 地點：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國樂系館B112教室 

 

3. Minding Our Time: Southeast Asian Sensibilities in Music, Emotion and 

ommunity Healing（時間思考：東南亞世界對於音樂、情感與群體治

療的感知） 

‧ 時間：103 年11 月27 日 (星期四) 13:30-16:00 

‧ 地點：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國樂系館B112教室 

 

二、學術講學內容 

Dr. Made Mantle Hood來臺期間所舉辦的一場工作坊及三場演講內容如下： 

〈音樂工作坊〉Gaining 'Gegebug':Acquring Feeling,Technique and Expression 

in Balinese Performing arts（巴里島表演藝術的情感、技巧與表現） 

從認識甘美朗樂器介紹起，透過輕鬆活潑的示範與表演，讓學生體驗峇里島

簡單的生活哲學。甘美朗是印尼爪哇、峇里島傳統鼓鑼合奏團的總稱，演出多以

銅、鐵兩種金屬所製成的打擊樂器為主，只要聽過甘美朗音樂的人，都會被它複

雜的節奏組合和打擊聲響的震動給懾服。透過此次工作坊讓師生皆能對甘美朗音

樂有粗淺的認識。進一步提升本校師生對於東南亞音樂研究發展之趨勢與相關音

樂研究議題的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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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Made Mantle Hood介紹 

甘美朗音樂 

Dr.Made Mantle Hood介紹 

甘美朗樂器種類 

 

 

Dr.Made Mantle Hood指導學生如何

敲擊樂器 

 

 

〈講座一〉Defending the Dialect: Cologne Carnival and the Loss Mer Singe Song 

Contest（捍衛方言：以德國科隆的嘉年華會及Loss Mer Singe歌唱比賽為例） 

在本場演講中，Dr. Made Mantle Hood以方言在德國科隆的嘉年華會以及歌

唱比賽中的復興與應用為例，來探討當傳統面臨現代化的挑戰時，該以何種方式

應對，會中討論出以下幾點方針：賦予傳統新的內在意涵、傳統的再創造、對於

傳統的改革，或者是完全不改變。若是回到音樂的層面來看，必然需要討論其方

言的聲腔，因為音樂與方言的語韻是緊密結合的，當地的人們透過嘉年華會及歌

唱比賽等音樂活動來復興其方言，進而達到復興傳統文化的目的。 

 

〈講座一〉PPT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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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Made Mantle Hood於2014 年11 月20 日演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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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二〉Towards the Applicability of Musical Terroir to the Context of 

Dwindling Sonic Structures（為聲音結構的萎縮景況達到音樂「風土」之應用性） 

每個地方的音樂系統都有其獨具的特色，也就是「風土（原文為法文

terroir）」，儘管是同一個樂種，肇端其於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之下建構而成，

表現在律制音階、樂器使用、節奏型態、旋律模式等方面，一旦該音樂系統失去

了這些特色，那麼它還是這個地方的音樂嗎？它是否還能代表這個地方？Dr. 

Made Mantle Hood舉了巴里島的甘美朗為例子。印尼各地的甘美朗，使用的樂器

幾乎一樣，然而在調音系統（律制音階）卻截然不同，甚至在巴里島上面，每個

村落就有自己的調音系統。製作甘美朗的師傅認為不應該統一所有的調音系統，

調音師提到他曾以家鄉的調音系統為另一個地方的甘美朗調音而遭到該地民眾

反對，作曲家面對眾多的調音系統則思考是否因為樂曲需要而發展出屬於自己的

調音系統。以上三個角色對於音階系統的思維，一言以蔽之，便是「傳統」不可

被改變，若這個「傳統」遭到破壞，那它便不能被視為是該地的。 

 

〈講座二〉PPT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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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Made Mantle Hood於2014 年11 月26 日演講照片 

 

 

〈講座三〉Minding Our Time: Southeast Asian Sensibilities in Music, Emotion 

and ommunity Healing（時間思考：東南亞世界對於音樂、情感與群體治療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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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醫療民族音樂學目前正受到學界的高關注，在學者的努力下漸漸發展起來。

Dr. Made Mantle Hood在本場次亦舉了巴里島的甘美朗為例子，討論到音樂如何

對於人體不經意識的直接作用（music as medicine-biological effects）以及經過意

識的心理作用（music therapy-psychological effects）。印尼文化深受印度教影響，

亦展現在音樂治療方面，認為人身上有若干「輪脈」，而音樂中的頻率與之相對，

聲音會在與「輪脈」共鳴時，藉之進入人體，達到療癒的效果，而演奏的曲目會

因為不同的病徵而有所取捨。而音樂治療的效果，會因為每個患者的背景文化差

異而有程度上的落差，對於當地人而言，這是他們所習以為常的生活文化，因此

較容易達到效果，而對於外來者，不熟悉這樣的文化特色與脈絡，因此未必能療

癒的成效，這是經過意識的作用。而非經意識的作用則是當不同文化的人聽到同

一首音樂時皆能達到效果，不需要特別了解該音樂的文化脈絡。 

 

〈講座三〉PPT內容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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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Made Mantle Hood於2014 年11 月27 日演講及討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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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成果自評 

此次Dr. Made Mantle Hood來臺之實質效益與本計畫之成果自評如下： 

    (一) 交換學者專長之於學術研究發展及對提昇學生專業認知之助益 

本所近年來也極力發展亞太的世界音樂研究與交流，除了由所長蔡宗德老師

帶團赴印尼巴里島進行國際交流訪問外，也積極鼓勵同學赴國外進行研究與學習，

拓展其國際視野。以短期的交流為例，近幾年就有不少同學，分別赴印尼、越南、

日本、印度等地進行短期的田野調查、訪問及樂器學習，同時並有在學同學與畢

業生於至日惹印尼藝術大學、印尼格嘉瑪達大學進行交換學生，希冀藉由長期的

課程學習與田野觀察對印尼文化體系有更深層的理解，建構臺灣對印尼音樂文化

的研究區塊。亦曾邀請姐妹校日惹印尼藝術大學表演藝術學院院長 Triyono 

Bramantyo 教授赴本所授課，透過師生的互動從中學習理解其他文化的價值思維

與音樂內涵。 

本所亦積極成立世界音樂樂團，並爭取樂團的樂器購置，在樂團方面，目前

共有印度樂團、日本箏、尺八樂團、甘美朗樂團、蒙古馬頭琴與呼麥樂團；在樂

器方面，除了原有的爪哇甘美朗樂器，及數台日本箏外，本所陸續辦理 17 絃日

本箏、西塔琴、中東鼓樂器、馬頭琴等樂器之購置，藉由世界樂器的提供，提高

學生多元學習之選擇，營造世界音樂學習氣氛。並與亞太音樂研究中心合作出版

許多音樂專輯，增加學生實務經驗。 

    此次透過邀請巴里島甘美朗專業領域非常資深的外籍教授 Dr. Made Mantle 

Hood 蒞臨進行一系列演講及工作坊，引進國外東南亞音樂學術研究潮流，幫助

學生增加國際視野，驗證實務及所學，使同學能夠跟上國際民族音樂學發展的腳

步。期許學生能從實際演講內容中的音樂交流中，探討民族音樂之背景與內涵，

擴大視野與學習廣度。藉以營造學習世界音樂的氛圍，提高學生多元學習與選擇

的文化趣味，進一步提升本校師生對於東南亞音樂發展之趨勢與相關音樂研究議

題的深入了解。 

 

    (二) 未來合作發展之助益 

本所此次邀請Dr. Made Mantle Hood講學，對本所整體研究發展，有相當高

的效益提升。從學術研究、音樂數位典藏交流、拓展國際視野，到雙邊校際交流

合作可能性的討論，皆對本所未來發展民族音樂學研究，有相當大的助益。同時，

透過學者的講學，也為學生提供未來學習與進修管道的建議，促進更多學術研究

與交流的發展與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