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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重生》音樂小鎮蝴蝶夢

埔⾥「Butterfly交響樂團」是台灣第⼀⽀以鄉鎮⼒量扶持的交響樂團，劉妙紋（右）擔任指揮，也親⾃教學。（黃⼦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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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從來不完美，有⼈含⾦湯匙出⽣，⼀事無成；有⼈則命運多舛，卻能化劣勢為優勢，創造⽣命奇蹟。《中國時

報》即⽇起推出「逆境重⽣」文字、影⾳專輯系列，深入探訪社會⾓落的⼩⼈物，如何以異於常⼈的意志⼒，完成不可能的

任務。

好⼭好⽔的埔⾥，921⼤地震後⾯臨⼈⼝外流危機，台北指揮家樂團創辦⼈謝東昇與劉妙紋夫婦賣掉天⺟的房⼦，舉家搬到

埔⾥，開啟了⾳樂⼩鎮蝴蝶夢。謝東昇與劉妙紋說，「在歐洲，許多美好的⾳樂源⾃鄉村；埔⾥許多孩⼦極有天分，我們發

現了璞⽟，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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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指揮家樂團創辦⼈謝東昇與劉妙紋夫婦在921⼤地震後移居埔⾥，與新故鄉文教基⾦會董事⻑廖嘉展合⼒推動成立「Butterfly交響
樂團」。（黃⼦明攝）

台北來的指揮家 愛上純樸

921之後，埔⾥滿⽬瘡痍，謝東昇應好友埔⾥基督教醫院醫師陳建信邀請，號召台北的⾳樂家到埔⾥，以⾳樂撫慰災⺠。謝

東昇最初每周兩天到埔⾥，當時還沒有國道6號，也沒有⾼鐵，台北開⾞到埔⾥⾄少4⼩時。多次往返後，兩⼈愛上這個⼩

鎮，決定帶著3個孩⼦全家搬到埔⾥。

「當初⼀度很猶豫，曾召開家庭會議，每個⼈許願，如今⼤家的願望幾乎都實現了。」劉妙紋興奮地說，最初7年在三育⾼

中任教，主要負責⾳樂學程，協助成立管樂團、弦樂團、管弦樂團，曾在全國⾳樂比賽獲得特優。

「⾙多芬很多曲⼦的靈感來⾃鄉下，我希望孩⼦的童年與⾳樂在⼤⾃然中孕育成⻑。」謝東昇說，當時老⼤國⼆，老⼆⼩

六，老三幼稚園⼤班，⼀晃眼，15年過去了，如今老⼆謝慕晨成為美國休⼠頓交響樂團第⼆部⼩提琴⾸席，也是最年輕的團

員。老三在⽇本⾳樂學院進修。



新故鄉文教基⾦會董事⻑廖嘉展。（黃⼦明攝）

單親兒吹法國號 ⼭城驚艷

謝東昇與廖嘉展相遇，兩⼈⼀拍即合，2013年催⽣了Butterfly交響樂團。職業演奏家謝慕晨擔任樂團檢定考試評審，她聽取

⼩朋友們演奏，驚訝地向⽗⺟親說，「有⼀位⼩朋友非常有天分，像⼀塊璞⽟。」劉妙紋說，「這個孩⼦來⾃單親家庭，我

們⼀定要好好栽培他。」

謝東昇與劉妙紋的⾳樂教室裡，有許多孩⾃來⾃原住⺠、新住⺠家庭。暨⼤東南亞系三年級的賴⼜嘉，⾼⼆開始學法國號，

非常有潛⼒，最初每天花3、4⼩時練習，周末練得凶時要吹5、6個⼩時。她⾃從出⽣以來，沒有⾒過媽媽，儘管來⾃單親家

庭，爸爸做粗⼯，但舉⼿投⾜落落⼤⽅，比同齡孩⼦成熟許多，經常幫助照顧樂團裡的⼩朋友。

「參加Butterfly交響樂團，感受到⼀個⼤家庭氛圍，也結交許多朋友。」賴⼜嘉說，「選讀東南亞系，希望了解媽媽家鄉越

南的歷史文化，將來打算從事國際貿易相關的⼯作，也希望畢業後有能⼒回饋社會。」

排灣少女拉提琴 孵出國夢



排灣族少女黃欹，4歲開始學⼩提琴，在樂團裡負責中提琴，就讀南投復臨國際學校，說得⼀⼝流利英文。她的媽媽是⾳樂

老師，爸爸是拳擊教練。她坦承，平時練琴，⼜要兼顧課業，非常辛苦。由於⽗⺟省吃儉⽤栽培，黃欹表⽰，未來打算出國

念書，可能⾛⾳樂的路。

Butterfly交響樂團⾃2013年成立以來，老師、錢、樂器、聽眾和練習場地，什麼都缺。在如此困難的情況下，新故鄉基⾦會

董事⻑廖嘉展擔任團⻑，挑起募款重擔。他說，「⼀年⼤約需要300多萬元，主要⽀付給老師的教學費⽤，相當吃⼒。」

Butterfly樂團 串聯17校

孩⼦成⻑很快，⼩學畢業升國中，國中畢業升⾼中，每3年⼀個關卡，團員⼀直流動。⾳樂總監謝東昇開始思索，「在埔⾥

創立⼀個很棒的交響樂團有什麼意義？」他決定往下扎根，串聯埔⾥17所學校，推動「蛹之聲⾳樂培⼒計畫」，⽬前共有

300多⼈參與。

謝東昇說，偏鄉校⻑輪調頻率⾼，即使⼤成國中有意願開辦⾳樂班，可惜縣政府沒有經費。他說，「希望成立⾳樂班，即使

校⻑更換，⾄少⾳樂班可以持續。」

對台北、台中來的⾳樂老師們，謝東昇經常說抱歉，「我知道授課費⾏情，應尊重老師們的專業，但理想與現實差距很⼤，

必須打個3、4折，老師們還是來了，實在很感動。」

背武器換背樂器 看⾒希望

在埔⾥投入⾳樂教育15年，謝東昇與劉妙紋發現許多璞⽟，分別送到美國、⽇本、香港進修，孩⼦很爭氣，申請到獎學⾦，

⽽⽣活費⽤則由謝東昇夫婦幫忙募款。

孩⼦學⾳樂之後，改變很⼤。廖嘉展引⽤⼀位校⻑的話，「以前孩⼦背武器，現在背樂器；以前孩⼦流浪街頭、碼頭，現在

徘徊⾳樂教室。」廖嘉展與謝東昇共同的願景是，透過⾳樂的引導，啟發孩⼦更多新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