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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家人基於經濟因素反對悟朗學音樂，但他仍為了實現夢想

而選擇玉山神學院音樂系，靠著玉神提供的原住民獎學金及四

處打工，一路努力苦學，不斷地充實自己並且和自己競爭。

一
位來自屏東三地門排灣族的小男孩，如

何站上歐洲音樂廳指揮世界知名的交響

樂團？憑著對音樂的熱愛以及那發了狂的執

著！現任台灣世界展望會台灣兒童合唱團音

樂藝術總監的悟朗，本名柯明德，談起他在

求學的歷程中遇到了許多的貴人相助，特別

是這三位極為重要：一位是教他鋼琴的老

師、一位是玉山神學院的德國宣教士，另一

位則是當他在德國求學時默默資助他的人。

悟朗也很感激上帝總是在他陷入困難時，給

予了他適時的幫助。「因為這是我所熱愛的

事情！」在面對生活上的困境，是那份對音

樂的堅持讓悟朗排除了一切困難。

被賦予音樂狂熱的靈魂

悟朗從小就很愛唱歌，這些旋律的啟發

來自阿嬤上山工作時所哼唱的歌謠，因此開

啟了悟朗的音樂之門。9歲的時候，在教會看

到一個小女生彈鋼琴，他發現，原來鋼琴可

以發出這麼美妙動人的聲音，此時下定決心

要學鋼琴。個性好強的悟朗，加上信仰的支

持，使得他對於音樂這條路從沒有放棄或卻

步的念頭。

國中音樂老師是悟朗學習鋼琴的啟蒙

師，但由於家裡經濟困窘，家人並不支持悟

朗繼續學音樂。而後同時考取玉山神學院神

學系和音樂系，為實現自己的夢想而堅持選

讀音樂系。在學期間所有學費跟生活費，是

靠玉神提供的原住民獎學金，加上自己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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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賺錢，一路努力苦學而來。

位於花蓮山區的玉神距離市區很遠，儘

管到台北來回需要6小時，悟朗也不辭舟車勞

頓，只為了欣賞一場音樂會。在就讀玉神期

間，給予自己極大的壓力，一早醒來就彈

琴；別人吃中餐的時間，他也在彈琴；晚

上，他還是在彈琴。因為在音樂的世界裡，

悟朗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國度。別人練習1小時

的鋼琴，他就要彈3小時，這樣不斷地充實自

己並且和自己競爭。

悟朗自玉神畢業之後，三位老師提供他

關於繼續深造音樂的建議：一位老師希望他

去美國耶魯大學學音樂；悟朗在玉神就讀時

的鋼琴老師，建議他去英國的皇家音樂學

院；而收悟朗為乾兒子的德國宣教士認為，

既然他念的是教會音樂，理應至德國深造，

因為德國的教會音樂較富盛名，也是傳統教

會音樂的發揚地之一。幾經思考，悟朗覺得

好像較少人去歐洲，決定前往德國留學。

一張機票 換取全世界的舞台

不顧家裡阻擋，「先去了再說！」悟朗

倚靠著這樣的信念，在所有食衣住行仍屬未

知的情況下，一張機票和一箱行李，隨即遠

赴德國的音樂殿堂。到了德國才發現，在當

地生活需要相當大量的金錢，多虧宣教士四

處奔波替悟朗找到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資助

人，全額供給他在德國的開銷，但條件是學

成後要回台灣的原住民學校服務。

一如所有留學生都會碰到的問題——語

言，對悟朗來說也是困難重重。經過德國籍

的乾媽惡補後，悟朗對德文仍是一知半解，

瘋狂愛樂 用一張機票換取世界的舞台

由悟朗指揮的《原音新交響》，集合祖韻文化樂舞團、Amis旮亙樂團、巴奈．庫穗等原住民表演團體，與台北愛樂合唱團、青年管弦

樂團同台演出。（攝影：周定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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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入學考試前，先到慕尼黑的語言學校

就讀。在準備考試這段期間，宣教士安排悟

朗住在他弟弟的家庭，位於德國南部相當偏

遠的鄉下地方。悟朗相當感激這個家庭給他

的溫暖及照顧，「這裡就是我第二個家」，

就連德文也是那個家庭的小孩教的。悟朗還

提到，來到德國最不適應的就是溫度與食

物。位於高緯地區的德國，只有夏天時才能

偶爾晒到陽光，其餘時間就只能裹著大衣在

房子裡取暖。飲食文化也和台灣不同，德國

食物對悟朗來說，吃得不是很習慣。

當時報考慕尼黑大學鋼琴系的學生有幾

百位，但只收2個名額，而悟朗剛好是第二個

入選。準備考試之際適逢暑假，所有人都在

享受假期，惟獨悟朗為了考試而在琴房埋頭

苦練；正好有一位教授經過，看到他獨自練

琴覺得很訝異，後來才知道原來他其實是考

官之一。悟朗謙虛地表示，教授之所以會錄

取他，是因為他是個很奇特的學生；但若非

相當高超的琴藝，仍是無法得到教授的肯

定。在德國學音樂是師徒制，師生關係相當

密切。一位老師只會收一個徒弟，且此舉關

係到老師的名聲，所以老師是相當嚴厲的。

起初班級氣氛相當競爭，同學間沒有太

多交流，是到後來感情才慢慢變好。因為是

台灣人，沒有歐洲人那樣深厚的古典音樂底

子，導致悟朗相對地用功；所以悟朗是班上

最高分，其他的同學還得常常向他請教問

題。總是比別人花更多時間在彈鋼琴，琴房

的排班表上總是少不了悟朗的名字。但不久

之後，悟朗發現，在德國幾乎沒有人不會彈

鋼琴，連計程車司機都會哼唱貝多芬的《月

光奏鳴曲》。此時悟朗開始學習自己原本所

熟悉的教會音樂，後轉念德國拜洛伊特教會

音樂高等學院，攻讀指揮和風琴，幾年後取

得德國最高指揮文憑。在德國受邀擔任許多

知名樂團的指揮及風琴演出，受到了廣大的

迴響。

古典音樂是歐洲的傳統，整個生活環境都沉浸在音樂的薰陶

中。悟朗認為，台灣原住民的音樂元素其實相當豐富，可惜當

時各族沒有辦法好好保存記錄，否則台灣原住民音樂在國際舞

台也能占有一席之地。

悟朗與台北愛樂合唱團。（攝影：周定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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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於音樂及美感的歐洲文化

由於申請德國當地獎學金，使得悟朗不

必在課餘時籌措學費及生活費；相反地，悟

朗利用平日省下的生活費，乘著火車遊遍歐

洲各國。在擁有如此廣闊的腹地孕育出的各

民族，對於文化的包容及開放性給予相當大

的空間；在旅程中吸收更多不同的文化及音

樂，也為悟朗的音樂表現風格增添多元的色

彩。

在生活環境上，歐洲人比較注重精神上

的享受，不讓生活上的便利取代環境的美

感；寧願花1小時行走在蜿蜒的路上欣賞街道

的景色，也不會走30分鐘的便道快速抵達目

的。歐洲人認為，欣賞美麗的事物遠比便利

性要來得重要許多。在德國，不管是市區或

是鄉下，街道環境都相當乾淨。德國人也非

常注重禮儀，舉例來說，用餐的時候，一定

要等到所有的人用完餐，大家才會離席。

談到德國文化，悟朗表示在德國，音樂

與環境具有高度的相容性。打開大門走在街

道、路上的景色及小溪流，所見所聞如同童

話故事的佈景。就像在欣賞畫展般，在耳邊

縈繞的古典音樂，很自然地融入歐洲人的生

活，整個環境都沉浸在音樂的薰陶中。古典

音樂是歐洲的傳統，所以在那邊沒有人不會

彈鋼琴。悟朗認為，台灣原住民的音樂元素

其實相當豐富，可惜的是當時各族沒有辦法

好好保存記錄，否則台灣原住民音樂在國際

舞台也能占有一席之地。

受到上帝保守的音樂之路

學成回台後在新竹聖經學院擔任老師，

但不久學校即關閉，而擁有如此高學歷及豐

厚指揮經驗的悟朗也就跟著失業，那時曾想

過要往中國發展。透過同樣任職於新竹聖經

學院的鋼琴家胡與之先生，被台北市愛樂總

監杜黑挖掘，擔任台北愛樂合唱團的駐團指

揮不到1年，轉任台灣世界展望會台灣兒童合

唱團音樂藝術總監。悟朗相信，原住民在音

樂上都有一定的天賦，對於決心想走音樂但

遇到困境的原住民學子們，悟朗表示：「只

要你夠瘋狂、夠愛，態度夠堅持，展現你的

決心跟執著，所有現實面的問題都可以迎刃

而解。」悟朗深感要先充實自己；有實力，

就不怕沒有人賞識。

對音樂的熱愛以及發狂似的執著，是驅使悟朗站上世界舞台的

動力。（攝影：吳華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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