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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研究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之音樂文化研究，主要探討台灣

音樂教育模式下所呈現之結果供以學者作為研究，本研究並以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中國音樂學系的音樂文化與音樂演出形式及學生音樂會所呈現成果作為探討。 

  

第一章是筆者的研究方法與動機目的，研究方法以在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

所學習的方式來作為研究的基本面向。 

 第二章是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的介紹就地理位置、歷史沿革教

學宗旨、師資現況和課程架構。 

第三章是學生活動與展演分析，學生活動如創意舞劇，音樂會，徵選，展演

分析就是以板橋樂展(演出地點：國家音樂廳)也就是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

學系歷年展演來做音樂風格的探究以及音樂素材的使用為何。 

 第四章該系音樂文化對社會的影響層面與貢獻，學生畢業出路方向來探究他

們對臺灣的影響。並以本研究實証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供學校及後續研究參考。  

 

附錄的口述歷史，民族誌都是這半年以來的結果，附錄中還有中國音樂學系

的考試辦法，以及筆者所設計的問卷調查。 

 

 

 

關鍵字：中國音樂學、音樂文化、現代國樂團、音樂教育、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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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的歷史在台灣有將近四十年左右歷史從專

科時期到現在大學教育。 

筆者在民國九十三年九月因學姐的介紹下認識了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系

學生，開始對於他們系上的活動(如：音樂會、創意舞劇比賽等等)感到有興趣，

以及他們是如何在學術兼備的狀態下學習也感到好奇，引發我的研究動機。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是每位學習中國樂器學生的第一志願學系

也是夢想，不外乎，筆者對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的嚮往轉換為研

究，想對於沒有接觸過的層面更加以瞭解，也藉此探討台灣音樂教育環境下的中

國音樂學系的形成與發展。 

是以台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課程安排、設計與學生活動來著筆，教師的

課程設計是否對於學生有幫助與啟發，探討學生學習經驗，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

國音樂學系的音樂教育模式對社會的影響與貢獻，展演與學術研究是否能表現出

學生學習成果以及調查畢業校友出路是否達成設系時的宗旨。 

 

 

第二節 文獻探討 

 

 

音樂教育、中國音樂教育體系的發展和音樂文化，大致上分為三個區塊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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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獻探討的方向為音樂教育領域。 

「音樂教育論述集」中看到了許多與音樂教育相關文章是值得筆者探討的二

十年前與現今的音樂教育，差異為和改善多少。 

傳統音樂的學習如何界定，音樂教學法是否受限於西方音樂教育。 

「如何邁向多元文化的音樂教育──傳統音樂教學所面臨的挑戰(中等教育

雙月刊，民國 80年 12月，第 42卷第 6期，第 13-15頁)」 

在此文章中得知二十年前的音樂教育學習並非音樂教育專業學者教學而屬教育

系、教心系等非專業老師授予一般的教育理論。 

然而課程設計的重要性與結構是否運用得到教學與現實生活中使用性。 

 

(二)中國音樂教育體系的發展 

當筆者在思考者為什麼中國音樂學系的音樂基礎訓練比重偏向西方時找到

了這本書：《中國人與中國音樂》吳贛柏 著 裡面說了很多有關中國音樂的文章，

可說是以短篇文章所合成的一本書，也因為文章成了書才好翻閱。書中有一篇是 

「中國音樂西化的歷史成因」，原來是受到西方宗教文化的影響，筆者覺得中國

人對音樂的信心到哪去了，中國音樂理論是早於西方的音樂理論，在現代西化的

過程中，中國音樂元素是慢慢的減少還是增加。需要的不就是中國音樂學系的老

師、學生來提升中國傳統音樂理論。 

 

(三)音樂文化 

2004 音樂文化一書中鄭德淵 寫序中提到「音樂為文化的一個現象，從文化

的各個層面來探討音樂，是半個世紀以來學術界共同採用的研究方法。」音樂文

化，文化是區域性、民族性的，音樂是自然音樂可以傳達情感也可以修身養性，

音樂與文化的結合上述中從文化的各個層面來探討音樂，音樂中帶有什麼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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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田野進度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了深入瞭解臺灣音樂教育環境下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

如何進行音樂教學與如何呈現既有的音樂文化素材，在整個研究中，採用了參與

觀察以及非參與觀察法、訪問及問卷調查等方法。從文獻探討、口述歷史及民族

誌記錄與田野過程中所觀察到的資訊作為記錄。 

 

 

1.田野工作 

 

記錄音樂性活動有校慶創意舞劇、校慶音樂會擦弦組音樂會，大觀箏樂團年

度公演、畢業音樂會(劉思捷二胡獨奏會，肆、國樂季)，14 個課程 20 次的課堂

旁聽，旁聽課程有中國樂理、民間歌謠賞析與表演、電腦製譜、樂器學、中國音

樂史、臺灣音樂史、民族音樂學概論、指揮法、數位音樂錄音與應用、琴樂理論

與美學、音樂心理學、說唱音樂概論、民間歌謠概論、畢業製作，藉此瞭解學生

學習狀況與教師教學內容，於課程開始第三週至課程結束前，進行課堂參與觀察

是，12 月 21 號至 12 月 24 號以及 3 月 1 號至 3 月 11 號(請參閱 表 1-3-1 田野進

度表)。訪談對像主要為現任系主任、授課教師、對於教師課程設計與系上展演

進一步了解。 

 

 

2.資料收集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書館及中國音樂學系系網、南華大學圖書館、碩博士論

文期刊、相關出版品及書籍等進行資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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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步驟 

 

1.初步瞭解對像歷史及展演活動與學術活動等。 

2.閱讀相關書籍，音樂教育、音樂文化、課程設計等等，進行資料分析與整理。 

3.進行田野工作，課堂旁聽、創意舞劇、班級畢業音樂會、學術研討會等等。 

4.認識在校學生及校友問卷調查，訪談教師與系主任。 

5.將田野工作資料進行整理，訪問、照片、課堂筆記心得等。 

6.結論 

 

 

表 1-3-1 田野進度表 

日期 時間 簡述 資料 地點 

2010.07.24 16:30 第一次訪談張馨尹 錄音 板橋 

2010.08.30 14:30 
認識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中國音樂學系系會長 
 嘉義 

2010.09.23 15:00 看研究生論文及教師相關書籍  圖書館 

2010.10.08 

15:30 在系館等系會長下課  

系館 
17:10 

與林主任見面， 

同意提供部分資料 
 

2010.10.23 16:30 創意舞劇預賽 影片 演藝廳 

2010.10.26 14:40 與高中主修老師見面  系館 

2010.10.29 13:16 民間歌謠賞析與表演 錄音、筆記 系館 

2010.10.30 13:00 創意舞劇總冠軍賽第三名 影片 演藝廳 

2010.11.05 
13:25 民間歌謠賞析與表演 錄音、筆記 系館 

16:15 看校慶音樂會擦弦組彩排 照片 福舟聽 

2010.11.07 14:30 2010 大觀箏樂團年度公演 $240、節目單 南海劇場 

2010.11.13 09:00 演奏與詮釋研討會 
$130 計程車 

$200 論文集 

國際會議

廳 

2010.12.21 08:00 民間歌謠概論 錄音、筆記 系館 

2010.12.22 
13:22 音樂心理學 

錄音、筆記 教學大樓 
15:26 說唱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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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23 

08:15 樂器學 
錄音、筆記 

 
教學大樓 10:20 台灣音樂史 

14:25 中國音樂史 

19:30 劉思捷學長畢業音樂會 節目單 臺北 

2010.12.24 13:10 
民間歌謠賞析與表演 

複習期末考曲 

錄音、筆記 

 
系館 

2011.02.21 17:00 
台藝大和回外婆家拿 

以前聽音樂會的節目單 

 

 

板橋 

大觀路 

2011.03.01 

08:23 數位音樂錄音與應用 

錄音、筆記 

系館 

10:10 民族音樂學 教學大樓 

14:01 電腦製譜 系館 

2011.03.03 

14:12 琴樂理論與美學 

錄音、筆記 

系館 

18:45 中國音樂史（進） 
教學大樓 

20:33 台灣音樂史（進） 

2011.03.04 

13:25 指揮法 錄音、筆記 教學大樓 

17:30 訪問林主任 
拿了主副修考試方

式、2010 年系展影片 

主任 

辦公室 

19:30 
肆、國樂季 

（大四班畢業音樂會） 
錄音、筆記、照片 

 

 

2011.03.07 
18:30 中國樂理（進）1

 
錄音、筆記 系館 

20:30 畢業製作（進） 

2011.03.09 18:00 約施德玉教授下星期三訪問  系館 

2011.03.10 20:30 民族器樂（進） 錄音、筆記 教學大樓 

2011.03.11 15:30 中國樂理 錄音、筆記 系館 

2011.03.16 
18:10 未如期訪問到受訪者 

系辦詢問系上人數 
 系館 

19:35 

2011.03.21 15:00 
南華大學圖書館  嘉義 

2011.03.24 15:00 

2011.03.26 
11:48 聽論文發表 

錄音、筆記 
系館 

15:26 訪問陳裕剛老師 研究室 

2011.03.28 17:05 訪問許麗雅老師 錄音、筆記 研就室 

2011.03.29 13:00 拿主副修人數表  系館 

筆者製 

                                                 
1
 (進)為進修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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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 

 

 

學校寒暑假開放的時間少，學生也不一定會到學校活動，在加上暑假期間圖

書館在整修所以只能先透過認識的畢業校友及少數在校生認識上課方式與環

境。再來是上課有些老師不喜歡有旁聽的學生，還好這幾次來聽課老師都歡迎。

由於三月至六月是畢業音樂會的季節，學生都很忙碌準備，受訪問或是填問卷都

比較沒有時間。在時間上和交通費上，都是一大困擾，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

樂學系的系展時間定於五月份，不在研究時間內，系展的演出又是很重要的一

環。只能從影音資料與節目單著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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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基本概述 

 

 

由於很多人都會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搞混，所以在此介

紹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的地理位置，位於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一段 59 號，最近的

捷運站，府中捷運站走路約 15 至 20 分鐘會到，坐公車大約 5 至 10 分，雖然位

於板橋後段，但交通與飲食都很方便，湳雅夜市更是學生放學後晚餐及消夜最好

的最佳去處。 

 

 

 
圖2-0-1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地理位置圖 

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擷取畫面

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ie=UTF8&brcurrent=3,0x34681cd4c685ad0

9:0xbe6d0d1e9652eb2e,1,0x345d5538b0b6645f:0x5aa90dfa6620edc0&ll=25.006556,12

1.446862&spn=0.010268,0.016994&z=15&pw=2 

 

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ie=UTF8&brcurrent=3,0x34681cd4c685ad09:0xbe6d0d1e9652eb2e,1,0x345d5538b0b6645f:0x5aa90dfa6620edc0&ll=25.006556,121.446862&spn=0.010268,0.016994&z=15&pw=2
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ie=UTF8&brcurrent=3,0x34681cd4c685ad09:0xbe6d0d1e9652eb2e,1,0x345d5538b0b6645f:0x5aa90dfa6620edc0&ll=25.006556,121.446862&spn=0.010268,0.016994&z=15&pw=2
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ie=UTF8&brcurrent=3,0x34681cd4c685ad09:0xbe6d0d1e9652eb2e,1,0x345d5538b0b6645f:0x5aa90dfa6620edc0&ll=25.006556,121.446862&spn=0.010268,0.016994&z=15&p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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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歷史沿革與學制 

 

 

民國六十年設立至今，不少國樂名家與教師都是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簡

稱國立藝專)時期的學生，畢業後升學於中國文化大學或就業。當訪問中詢問到

系所成立的宗旨時林主任說：「這應該我給你資料…基本上我們有些方面是一脈

相傳的，是不變的，一脈相傳來自董榕森董老師設定的這個時候我們的系統是不

變的」。訪問快結束前林主任說：「…其時我們很多東西都在我們的網站上面，我

們現在網站重新建構
2
。」再訪問前筆者發現中國音樂學系系網從兩三個月前就

有點停擺的狀態，訪問完才知道原來是再改版。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之前身為「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國樂

科」，於民國六十年創立。最早開設三專、五專學制，民國八十三年本校改

制為學院，原三專部國樂科更名為中國音樂學系，而後在民國八十六年七月

奉教育部核准，設立日間部中國音樂學系。五專部隨即停招。民國九十年本

校改名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後，為能增進各方學子之多元就學管道，在「大

學部」的基礎上，本系陸續開設「進修學士班」、「二年制在職班(已停招)」、

「日間碩士班」(95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96 學年度招生)。 

為發揚傳統樂教精神，本系多年來投入龐大辦學成本，支持傳統樂教的

延續性發展。教學內容包括中國音樂的演奏及理論，納含中國音樂各種形

態、跨涉臺灣及中國大陸各樂種、並擴大至世界音樂面向的介紹；藉鑒西洋

音樂理論進行音樂基礎訓練，並側重核心展演課程與技術理論的內容互補。

期望在理論與技巧並重的基本系便具有優良的表演體質與傳統3。 (國立臺灣

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系網) 

                                                 
2口述歷史 2 
3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系網 http://cmusic.ntua.edu.tw/files/11-1000-180.php  

http://cmusic.ntua.edu.tw/files/11-1000-180.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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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學宗旨與目標 

 

 

(一)教育目標、核心能力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表演藝術學院中國音樂學系秉持「嚴謹的教學落實中

國音樂之經典傳承及積極的表演增進傳統音樂之現代發展」為辦學宗旨，以

達成「發揚中國音樂、復興民族文化」的教育使命。並透過中西並重、古今

兼備之專業課程學習，期能培養出本系四項教育目標的中國音樂人才。 

 

日間學士班、進修學士班 日間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一、培育中國音樂表演人才 

二、培育中國音樂創作人才 

三、培育中國音樂學術理論人才 

四、培育中國音樂多元應用領域人才 

一、培育中國音樂優秀表演人才 

二、培育中國音樂優秀學術理論人才 

三、培育中國音樂高等教育人才 

四、培育中國音樂創作人才 

 

專業核心能力 

一、舞台表演實踐的能力 

二、民間音樂探索的能力 

三、音樂理論研究的能力 

四、音樂史學探討的能力 

五、創作理論運用的能力 

六、音樂文化理解的能力 

七、多元音樂應用的能力4

                                                 
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系網 http://cmusic.ntua.edu.tw/files/11-1000-181.php 

http://cmusic.ntua.edu.tw/files/11-1000-18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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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師資現況與課程架構 

 

 

(一)歷屆系(科)主任 

 

國立臺灣藝術學中國音樂學系民國六十年由董榕森董老師設立至今的歷年

主任表5。九十五學年度以後系主任，參閱歷年的板橋樂展節目單，得知當時系

主任是那一位主任任職，如表 2-3-1。 

 

表 2-3-1 歷屆系(科)主任 

學年度 歷屆系(科)主任 

99 林昱廷(現任) 

98 陳裕剛 

96-97 張儷瓊 

92-95 許麗雅 

91 施德玉 

88-90 陳裕剛 

85-87 施德玉 

82-84 陳勝田 

80-81 陳裕剛 

77-79 吳瑞泉 

73(11 月)-76 林昱廷 

73(8-10 月) 李  建 

67-72 陳裕剛 

60-66 董榕森 

      筆者製 

 

(二)師資現況  

 

至系辦收集資料詢問學生人數，取得主副修表，在系上網站算教師人數與主

副修老師人數做對照，師資及課程架構如下： 

                                                 
5「藝術教育新世紀臺灣藝大五十年」慶祝 50 週年紀念專刊 作者陳昱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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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專任師資、表 2-3-3 兼任教師人數統計表、表 2-3-4 主副修教師人數

分類表以及表 2-3-5 主副修選修人數表。 

99 學年度師資現況，專任教師 9 位、兼任教師 108 位，共計 117 位。 

 

表 2-3-2 專任師資 

專任教師  

姓名  職稱  專長  99 學年度開課名稱 

林昱廷  
教 授 兼 

系 主 任 

1 合奏  

2 指揮法 

3 絲竹音樂 

4 南胡 

5 音樂聲學 

6 樂器學  

音樂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研究所) 

南胡 

張儷瓊 教 授  

1 民族音樂學 

2 箏樂演奏 

3 箏樂理論 

4 田野調查與採譜分析 

5 中國音樂專題 

6 中國音樂概論 

田野調查與採譜分析(研究所) 

中國音樂專題(研究所) 

合奏(古箏合奏) 

古箏 

許麗雅  教 授  

1 鍵盤和聲 

2 音樂基礎訓練 

3 音樂心理學 

4 鋼琴  

音樂基礎訓練 

音樂心理學 

西洋音樂史 

鋼琴 

王潤婷  副 教 授 

1 西洋音樂史 

2 音樂基礎訓練 

3 鋼琴  

西洋音樂史 

鋼琴 

申亞華  副 教 授 

1 合唱 

2 音樂基礎訓練 

3 聲樂  

合唱 

音樂基礎訓練 

專業實習 

合唱理論與實務 

聲樂 

黃新財  副 教 授 

1 合奏 

2 曲式學 

3 電腦音樂 

4 倍革胡  

電腦製譜 

合奏 

當代音樂體裁與形式 

倍革胡 

江永生  講 師  1 樂器學 樂器學 

http://portal2.ntua.edu.tw/~cmusic/p_teachers_wong.htm
http://portal2.ntua.edu.tw/~cmusic/p_teachers_shen.htm
http://portal2.ntua.edu.tw/~cmusic/p_teachers_huang.htm
http://portal2.ntua.edu.tw/~cmusic/p_teachers_chia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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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音響學 

3 笛子 

4 英文藝術名著選讀 

5 藝術英文翻譯與習作  

音響學 

朱文瑋  講 師  

1 南胡 

2 藝術行政 

3 中國音樂基礎樂理 

4 音樂欣賞  

中國樂理 

畢業製作 

音樂欣賞 

民間器樂概論 

葉添芽  講 師  

1 對位法 

2 音樂科教材教法與實習 

3 和聲學 

4 理論作曲 

5 鋼琴  

和聲學 

鍵盤和聲 

對位法 

理論作曲 

鋼琴 

資料來源：中國音樂學系系網      99 學年度開課名稱筆者新增(製表) 

 

 

表 2-3-3 兼任教師人數統計表 

 兼

任

教

授 

兼任教

授級專

業技術

人員 

 

兼任

副教

授 

兼任副

教授級

專業技

術人員 

 

兼任

助理

教授 

兼任助理

教授級專

業技術人

員 

兼

任

講

師 

兼任講

師級專

業技術

人員 

總

數 

人數 4 1 3 3 14 8 58 17 108 

資料來源：中國音樂學系系網            筆者製 

 

 

表 2-3-4 主副修教師人數分類表 

教

師 

聲

樂 

笛

子 

笙 嗩

吶 

古

箏 

古

琴 

揚

琴 

柳

琴 

中

阮 

琵

琶 

南

胡 

B 

A 

S 

S 

大

提

琴 

作

曲 

擊

樂 

鋼

琴 

總 

數 

人

數 

8 9 2 2 8 2 5 6 2 6 13 1 5 4 6 22 101 

資料來源：中國音樂學系             筆者製 

 

http://portal2.ntua.edu.tw/~cmusic/p_teachers_chu.htm
http://portal2.ntua.edu.tw/~cmusic/p_teachers_yeh.htm


 

 

 

13 

表 2-3-5 主副修選修人數表 

 聲

樂 

笛

子 

笙 嗩

吶 

古

箏 

古

琴 

揚

琴 

柳

琴 

中

阮 

琵

琶 

南

胡 

B 

A 

S 

S 

大

提

琴 

作

曲 

擊

樂 

鋼琴 

主修 21  

9 

37 8 7 43 1 17 19 7 23 62 2 16 8 14 0 

副修  3 0 2 1 1 1 0 1 4 1 0 0 1 3 3 185 

資料來源：中國音樂學系             筆者製 

 

 

(三)課程分析 

 

以下是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課程架構 

本系之課程架構與設計，注重「技術」與「理論」二種性質課程之間的

互補與進階，以技術課程為核心主軸，以培養優秀展演素質為目的。其環狀

的課程架構第一層為「核心展演技術課群」（即「主修」、「副修」、「合

奏」等課程）。第二層為「民間歌謠概論」、「民間器樂概論」、「說唱音

樂概論」、「戲曲音樂概論」等課程，介紹民間音樂的樂種與形態。第三層

的音樂史課群，由「臺灣音樂史」、「中國音樂史」、「中國近現代音樂史」、

「西洋音樂史」等課程組成，建立學子「立足臺灣、放眼世界」的音樂史觀。

第四層則以「原住民音樂」、「東方音樂」、「世界音樂」等在地文化認同

的課程出發、進而擴大音樂視野，培養學生「綜觀四海、鍾情傳統」的音樂

世界觀。第五層，亦即最外圍的廣面向課程，包含著四種性質的課群：「音

樂學/音樂研究課群」、「技術理論課群」、「應用課群」及部分「技術課

群」。由學生根據自我性向及興趣選擇課程、自行配課，以培養多元興趣與

專長的學子。(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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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下圖 2-3-1 學習地圖 課程架構分成大七塊。 

1.核心展演技術課群(舞台表演實踐) 

2.樂種課群(民間音樂探索) 

3.音樂學/音樂研究課群(音樂理論研究) 

4.音樂史課群(探討) 

5.技術理論課群(創作理論運用) 

6.音樂文化課群(音樂文化理解) 

7.應用課群(多元音樂應用) 

 

圖2-3-1 課程地圖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學系 

資料來源：http://cmusic.ntua.edu.tw/files/11-1000-177-1.php 

 

 

http://cmusic.ntua.edu.tw/files/11-1000-177-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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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6  99 學年度課程架構與開課人數對照表 

 開課名稱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三下 四上 四下 

一
、
核
心
展
演
技
術
課
群(

舞
台
表
演
實
踐) 

音樂基礎訓練

(分班) 

18 18 18 17     

19 19 20 20     

合奏 84 83 84 83 84 83 
 

 
 

合奏 

(古箏) 
14 14 14 14 14 14   

合唱 
 

 
 25 25     

擊樂合奏 
 

 
 50 46     

鍵盤和聲 
 

 
 18 18     

指揮法 
 

 
   31 31   

琴樂初階 
 

 
   15    

畢業製作 
 

 
     32 34 

本年度未開課程 
 

 
彈撥合奏 鋼琴伴奏 

合唱理論與實

務 

二
、
樂
種
課
群(

民
間
音
樂
探
索) 

民間歌謠概論 36        

民間器樂概論  41       

說唱音樂概論     36    

戲曲音樂概論      37   

民間器樂賞析

與表演 
   29     

民間歌謠賞析

與表演 
  34      

本年度未開課程 

 

 

 

 

  

戲曲音樂賞析

與表演說唱音

樂賞析與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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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音
樂
學/

音
樂
研
究
課
群(

音
樂
理

論
研
究) 

樂器學   31 22 
 

 
   

民族音樂學概

論 
      23 22 

音響學   36 33   
 

 
 

音樂心理學     45  
 

 
 

琴學理論與美

學 
     41   

本年度未開課程 
 

 

研究方法與

論文寫作 

中國樂譜學

中國樂律學 
音樂美學 

四
、
音
樂
史
課
群(

探

討) 臺灣音樂史   
 

 
 61 59 61 59 

西洋音樂史   
 

 
 26 26   

中國音樂史  
 

 
48 51     

本年度未開課程    
中國近現代音

樂史 

五
、
技
術
理
論
課
群(

創
作
理
論
運
用) 

中國樂理 35 37 
 

 
     

和聲學 I/II 
16 18       

19 19       

對位法 I/II 
  17 18     

  20 19     

傳統音樂體裁

與形式 
    40    

當代音樂體裁

與形式 
     39   

民族管弦樂法  

 

 

 

    2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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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音
樂
文
化
課
群(

音
樂
文
化
理
解) 

原住民音樂 

 

未開設課程 

東方音樂 

 

世界音樂 

 

亞洲音樂 

 

 

七
、
應
用
課
群(

多
元
音
樂
應
用) 

數位音樂概論 
 

 
   20    

數位音樂配樂

與編曲 
 

 

 

 

   15   

數位音樂錄音

與應用 
 

 

 

 

    13 09 

音樂欣賞 24 22 
 

 
     

音樂治療 
 

 
    34   

電腦製譜 
 

 
 36 36     

專業實習  
 

 
37 37     

未開設課程 

 

 

 

 

電腦音樂 

樂器製作與

維修 

音樂行政 
音樂的跨領域

應用 

筆者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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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西音樂理論比例 

0

1

2

3

4

5

961 971 981 991

中國音樂理論必

修

西方音樂理論必

修

 

圖 2-3-2 中西音樂理論必修課程比例，96 學年度至 99 學年度 筆者製 

 

 

在 95 學年度教育部評鑑報告書中顯示，中國音樂理論與臺灣音樂史的比例

分配都稍有不足，筆者在評鑑後的課程分析如下：(96 學年度至 99 學年度課程) 

 

中國音樂理論： 

民間歌謠概論(961-)
6、戲曲音樂概論(961-)、中國音樂史(961-)、樂器學(961-)、

民間器樂慨論(962-)、說唱音樂概論(962-)、中國樂理(971-2)、臺灣音樂史(991-2) 

 

西方音樂理論： 

音樂基礎訓練(961-2)、和聲學(961-2)、曲式學(961-982)、對位法(961-2)、鍵盤和

聲(981)，99 學年度開始曲式學由傳統音樂體裁與形式和當代音樂體裁與形式取

代。 

中國樂理在 97 學年度才有，早期注重於地方性的音樂概論以及中國音樂

史，未有傳統中國音樂理論，97 學年度後以中國樂理課程內中國傳統樂律、工

尺譜等，筆者對於 99 學年度的第一學期課程中，認識五線譜，好奇的是課程是

中國樂理還是中西樂理。 

                                                 
6
 (961-)為開課學年度 96 學年度第一學期至 99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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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問卷調查分析 

 

 

圖2-3-3 就讀中國音樂學系之意願 

資料來源：筆者 設計的網路問卷 技術提供：Google 文件 

 

  

 
圖2-3-4 系上四年規劃的課程設計是否滿意 

資料來源：筆者 設計的網路問卷 技術提供：Google 文件 

 

 

 

圖2-3-5 系上安排的課程是否能激發對中國音樂學的學習與興趣或意願 

資料來源：筆者 設計的網路問卷 技術提供：Google 文件 

 

http://docs.google.com/
http://docs.google.com/
http://docs.goo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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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6 系上課程設計對將來升學就業有無直接幫助 

資料來源：筆者 設計的網路問卷 技術提供：Google 文件 

 

 

 

 

 

 

圖2-3-7 本身對系上哪些課程學習較有興趣(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資料來源：筆者 設計的網路問卷 技術提供：Google 文件

http://docs.goo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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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推薦課程 

精神分析及民間歌謠選修對位法口語表達，崑曲藝術，心理學，電腦製

譜，人類學、心理學和聲學、哲學概論、音樂治療、合奏、音樂分析及設計

理念或者是音樂音與治療、茶與文化、中國文化史、社會學、指揮法，雖然

沒上過...但我有看過他們上課的狀況，很實地的讓學生指揮我覺得很棒。

系上，超推薦音樂治療! 極不推薦民族音樂學，因為自己曾經就讀過南華，

多少對民音學有些許認識，但是此堂課老師都偏題，也不知道再講什麼!通

識課，推薦職能發展、生涯規畫、鄉土地理、法治與現代社會與級就理論與

技術。 臺藝大通識課老師大都有一定水準。音樂欣賞，音樂基礎，電腦製

譜，專業實習、當代音樂體材與形式，音樂基礎訓練、民間器樂概論、數位

音樂理論與應用、合奏、口語表達。藝術概論 老師:張純櫻 非營利組織 老

師:沈莒達。中國音樂史個別課，心理學(通識)，哲學諮商導論(通識)，中

國文化史(通識)。 

資料來源：筆者 設計的網路問卷 技術提供：Google 文件 

問卷調查結果只是提供初步的數據並不代表全系學生共同想法。 

 

畢業應修學分數：128 

96 級大四學生應修學分7
 

第四節 小結 

筆者在這二十次的課堂旁聽中感受到，課程學習以及學生的上課態度或許在

每個學校都會發生，有些教師上課時學生會晚到或是自由進出教室，有些許影響

到上課的品質，對於部分老師以分組報告、版書抄寫、課本等方式上課，還有引

導式思考讓學生能在課堂上直接回答，課堂上直接的回答與複習，筆者認為效果

很好，分組報告，常見的問題就是有些學生部不會專心聽，但不少經驗是可以從

同學的報告中學習。 

                                                 
7
 請參閱附錄 3 P.113 

http://docs.goo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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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學生活動與

展演分析 

 

第一節 學生活動 

(一)音樂會形式 

 

畢業音樂會、個人音樂會、班級音樂會，校慶音樂會等等，音樂會形式多以，

協奏、小合奏、大合奏、獨奏(唱)等方式。 

音樂會場地的選擇多以現有設備完整的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福舟表演廳，作

為優先選擇。 

 

 

圖3-1-1 在校生音樂會場地選擇 

資料來源：筆者 設計的網路問卷 技術提供：Google 文件 

 

http://docs.google.com/


 

 

 

23 

 

(二)音樂會類型分析 

 

個人音樂會、畢業音樂會、班展、畢業展、臺藝箏樂展、教師音樂展、校慶

音樂會及系展(板橋樂展)。下表 3-1-1 為音樂會類型分類。 

 

 

表 3-1-1  2004~2011 音樂會表演節目單或邀請卡  

音樂會 

日期 地點 音樂會名稱 備註 

2005.9.29 華岡藝校演藝廳 「凝韻」2005‧張馨尹‧

古箏獨奏會 

(節目單) 

 

2005.10.25 桃園場 

臺北場 

「訴」李皓玫古箏獨奏會 

(節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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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27 臺灣藝術大學教

學大樓十樓演講

廳 

王建民二胡主題音樂會 

(節目單) 

 

2007.3.3 臺灣藝術大學教

學大樓十樓演講

廳 

2007 張馨尹古箏獨奏會 

(節目單) 

 

2007.6.1 國立台灣藝術大

學-演奏廳 (音樂

系音樂廳) 

「音樂這樣玩」陳伊珊/

張淑雲 打擊 柳琴 聯合

音樂會 

(節目單) 

 

2007.6.5 巴赫聽 「隨想」李岳勳 李宛慈 

二胡笛子聯合音樂會 

(節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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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音樂會 

2008.5.2 臺灣藝術大學教

學大樓十樓演講

廳 

尤豐勳二胡獨奏會 

(節目單) 

 
 

2008.5.19 臺灣藝術大學綜

合教室綜合大樓

一樓視聽教室 

李岳勳二胡獨奏會 

(邀請卡) 

 

2008.5.24 臺灣藝術大學教

學大樓十樓演講

廳 

林欣宜二胡獨奏會 

(節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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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23 台泥大樓士敏廳 劉思捷二胡獨奏會 

(邀請卡) 

 

 

2011.3.26 臺灣藝術大學教

學大樓十樓演講

廳 

蕭喨方柳琴獨奏會 

(邀請卡) 

 

2011.3.29 國立台灣藝術大

學-福舟表演廳 

王薇二胡獨奏會 

(邀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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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展 

2005.5.30 

2005.6.1 

臺灣藝術大學教

學大樓十樓演講

廳 

「夏日戀琴」 

國立臺灣藝術大

學中國音樂學系

大一班級展演(93

級畢業班) (節目

單) 

 

2005.12.2 臺灣藝術大學教

學大樓十樓演講

廳 

「冬之嬉戲」國立

臺灣藝術大學中

國音樂學系大二

班級展演(93 級畢

業班) 

(節目單) 

 

2006.1.5 臺灣藝術大學中

國音樂學系系館

一樓 C1011 教室 

「絲竹弦音迎新

韻」國立臺灣藝術

大學中國音樂學

系大三班級展演

(93 級畢業班)  

(節目單) 

 



 

 

 

28 

畢業展 

2006.11.2 

 

2006.11.5 

 

2006.11.6 

 

2006.11.9 

台北 國立臺灣

藝術大學演藝廳 

台中 豐原國中

體育館 

高雄 中正國小

五育樓活動中心 

台東 台東大學

國際會議廳 

「巡夢年華」國立

臺灣藝術大學中國

音樂學系畢業巡迴

音樂會 

(92 級畢業班) 

(節目單) 

 

2011.3.4 

 

2011.6.2 

國立台灣藝術大

學-福舟表演廳 

私立雲林縣東南

國中北固樓 

「肆、國樂季」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中國音樂學系

2011 畢業班級音

樂會 

(96 級畢業班) 

(節目單) 

 

教師音樂展 

2004.3.13 台北市中山堂 

中正廳 

臺灣國樂作品專場

系列 黃新財作品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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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藝箏樂展 

2006.3.18 臺灣藝術大學教

學大樓十樓演講

廳 

臺藝箏樂展~【台

灣箏樂作曲家系

列】 

弄箏聽韻寶島情 

 

2007.3.25 臺灣藝術大學教

學大樓十樓演講

廳 

臺藝箏樂展~聽古

箏再唱歌 

 

2010.11.7 國立臺灣藝術教

育館 南海劇場 

2010 大觀箏樂團

年度公演 

「箏樂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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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音樂會及系展(板橋樂展) 

2010.10.29~ 

2010.11.8 

國立台灣藝術大

學-福舟表演廳 

台藝大 55 週年校慶系

列音樂會 

「聲風飊國樂」 

 

2005.5.4 

 

2005.513 

國家音樂廳 

 

演奏廳 

2005 板橋樂展(一) 

原住民音樂篇 

2005 板橋樂展(二) 

臺藝新秀音樂會 

 

2006.5.2 

 

2006.5.5 

國家音樂廳 

 

演奏廳 

2006 板橋樂展(一) 

客家音樂篇 

2006 板橋樂展(二) 

臺藝新秀音樂會 

 

2007.5.8 國家音樂廳 

 

2006 板橋樂展(一) 

華夏音樂篇 

 

 

筆者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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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是筆者所聽過的臺灣藝術大學相關音樂會以及曾經當過一次工作人

員(「凝韻」2005‧張馨尹‧古箏獨奏會)，對於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音樂

會演出的參與時間曾經是很密集的到了南華大學念民族樂學系，後也還是陸陸續

續的聽，就 2008 年認識的學長姐畢業音樂會我幾乎都有到也因為車程與在嘉義

上課不能完全都聽到，他們四年來的歷練與精湛的演出是有點可惜。 

這些資料是因為筆者有收集節目單以及邀請卡所保留下來的記錄。 

 

(三)創意舞劇比賽 

 

 

 

圖3-1-2 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創意舞劇 

資料來源：江千慧攝 時間:2010/10/30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55 校慶，創意舞劇，可以說是大一啦啦隊比賽，今年 

中國音樂學系創意舞劇比賽獲得第三名，主題「煉」。 

當天筆者有攝影及拍照的但還是有專心看表演，今年很精彩，但筆者感受到

國樂系好像沒有比前幾年看的精彩，不過成績還不錯第三名。創意舞劇可以說是

全系總動員，以一年級為主，三年級輔導，其他年級則是幫忙製作道具等等，具

有凝聚向心力的功能與團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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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展演與學術活動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的音樂性活動很多，所以音樂會的演出及展

演是不可缺少的以下是中國音樂學系系網所尋找到的資料： 

    

本系以展演立系，在課堂教學之外，更以密集的大型「專題演出」、「樂

器群組展演」、「研習成果音樂會」、「班級樂展」、「個人獨奏會」以及

「學生畢業展」等各種形式內容的音樂會豐富師生之舞臺經驗，一次又一次

地提升教學及演出的質量。每一場的專題演出都有不同的風格鋪陳，每一次

的舞臺展現都是精心努力的教學成果。  

本系自創設以來推出了許多膾炙人口、受到好評的節目。 1976 「宋‧

姜夔（白石道人）詞樂欣賞會」（實踐堂）、 1978 「中國民間歌樂欣賞會」

（國父紀念館）、 1979 「古今樂展」（國父紀念館）、 1979 「中國戲曲

暨樂劇」（國父紀念館）、 1981 「四幕中國樂劇 — 秋瑾」（巡迴演出）、 

1983 「金聲玉振」（國父紀念館）、 1984 「舞劇音樂」（國父紀念館）

等節目奠定了本系以展演為宗旨的教學方向。近年來， 1992 「古韻迴響」

（國家音樂廳）、 1995 「國樂科師生聯合音樂會」（國家音樂廳）、 1997 

「花木蘭協奏曲之夜」（國家音樂廳）、 1997 「竹映芳草詠城春」（國家

音樂廳）、 1998 「扮以」（國家音樂廳）、 1999 「長城隨想」（國家音

樂廳）、 2000 「草原小姐妹」（新舞臺）、 2001 「沙迪爾傳奇」（臺北

市立社教館）、 2002 「天山的狂想」（國家音樂廳）、 2003 「雅韻凝絲

竹」（國家音樂廳）、 2004 「曲岸楊柳青」（國家音樂廳）、 2005 板橋

樂展「原住民音樂篇」（國家音樂廳）、 2006 板橋樂展「客家音樂篇」（國

家音樂廳）、 2007 板橋樂展「華夏音樂篇」（國家音樂廳）以及 2008 板

橋樂展「福佬音樂篇」（國家音樂廳）、2009板橋樂展「民間歌謠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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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音樂廳)、2010 板橋樂展「說唱戲曲篇」等節目，更在主題式的設計與鋪

陳中，呈現了優質的教學成果。  

近年來，隨著本系與時俱進、不斷充實的教學內容，我們的展演反映著貼近

土地、關懷人文的趨勢方向。這些豐富的展演活動不僅增進師生的展演活力

與舞臺實 力，也為中國音樂的薪火相傳注入新的創意。成功地借鑒臺灣在

地音樂素材，吸收原住民音樂、客家音樂、福佬音樂的精髓，加以改編、創

作、展演。運用箏樂、歌 樂、彈撥樂、打擊樂，以及合奏、協奏等形式，

以國樂的形式載體，重新詮釋臺灣音樂的真實樸善，既緊扣臺灣各民系的音

樂素材與色彩、亦擴展了國樂展演的領域 及舞臺，獲得樂界廣大迴響、受

到極大鼓舞
8
。 

 

(一)系展音樂會類型分析 

 

就筆者手上現有資料板橋樂展來做分析。根據林昱廷主任所說：「其實你注

意到我們環繖在幾個議題裡頭，第一個從所謂中國音樂的這個概念裡面來講，它

基本上分成四大塊，然後你看我們會有戲曲、有說唱、民間器樂，今年是民間器

樂，明年是民歌。」筆者對於前幾年的原住民音樂篇以及客家音樂篇等等想知道

是以什麼方式分類。林主任說：「是在台灣以方言來區分的，也就是說台灣現在

我們大概區分的時候，原住民、客家、福佬跟所謂眷村文化。文化概念的基本上，

所謂族群性的問題我們把它分成這四塊，那時候就分成四塊元素，這個後面四個

就是用這樣的概念我們並不是每年都不一樣，事實上它的主軸是一樣的。」 

對於現有的音樂文化素材與傳統音樂文化結合，音樂元素與演出型態的改

變，現代化國樂團形式演出以及小絲竹樂團或以協奏等模式的音樂形式演出。板

橋樂展中的音樂會形式有些許不同，在於演戲，不是只要把自己的角色扮好，還

需融入當下所表演的族群與模式。演戲、演奏樂器、歌唱有時候還會結合舞蹈。

                                                 
8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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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板橋樂展音樂會節目單 

日

期 

名

稱 

演出曲目 

2005.05.04 

原

住

民

音

樂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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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5.02 

客

家

音

樂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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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5.08 

華

夏

音

樂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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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5.18 

說

唱

音

樂

篇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音樂會節目單             筆者製 

 

依表 3-2-1 板橋樂展音樂會綜合節目單，演出曲目分析後發現了幾個特點： 

1.這四場音樂會的共通點就是合奏，上半場形式為箏樂合奏、彈撥合奏、擊樂合

奏，下半場則是樂團合奏、協奏等方式呈現。 

2.就創作曲(世界首演)：原住民音樂篇三首、客家音樂篇三首、華夏音樂篇二首，

說唱戲曲篇三首。 

3.樂曲風格：以地方及民族風格為主題，展現出地方風貌與音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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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編曲串聯：原住民音樂篇的三首原住民民歌、客家音樂篇的民謠聯奏、華夏音

樂篇的民歌聯唱、說唱戲曲篇的鼓曲聯唱四季佳節頌。 

就說唱戲曲篇的鼓曲聯唱四季佳節頌，樂曲的說唱音樂元素：西河大鼓、京

韻大鼓、河南墜子以及八角鼓，描寫四季佳節團圓時的氣份與氛圍。傳統元素的

創新，唱詞內既有傳統語法也有新時代語言。 

四季佳節頌唱詞：                           創作者王友蘭、王友梅 老師 

《 四季佳節頌 》首創以四種鼓曲聯唱表演，呈現不同說唱音樂，包括西河

大鼓、京韻大鼓、河南墜子、八角鼓，描寫新年、端午、中秋與臘月祭灶除

夕的四季佳節，演唱人分別自行打擊鼓、鐵片、檀板、簡板、八角鼓，其中

「數板」搭配竹板打擊，整首曲目表現了說唱音樂「似說似唱」、「夾說夾唱」、

「有韻無曲」三大演唱特質。伴奏樂器除了大三弦、墜弦、還增加了琵琶、

楊琷、二胡、中胡等。  

春：新年頌 (西河大鼓) 

炮竹聲聲響連天，春風送緩迎新年， 

千家萬戶除舊歲，換下了舊符貼春聯。 

上聯是天增歲月人增壽，下聯配春滿乾坤福滿門， 

橫批寫恭賀禧四個大字，門上有奏瓊敬德二位門神在面前。 

 (數板) 

從前拜年寄賀卡，打恭又作揖，如今拜年 e-mail 簡訊，經濟又方便。 

從前過年戲院裏，聽戲看雜耍，如今過年電視上，只見歌星打歌做宣傳。 

從前是每逢佳節倍思親，遊子返鄉慶團圓， 

如今是全家老小出遠門，戶外旅遊過新年哪、過新年。  

(西河大鼓) 

 大年初一頭一天，昔日今朝不一般，唯有一樣永不變 ， 

人人必定吃年糕，願您年年高升、歲歲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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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端午頌（京韻大鼓) 

五月初五慶端陽，親人們共度佳節聚一堂， 

艾草一束戶戶門前掛，競賽龍舟雙槳齊忙， 

讀一讀屈原的離騷令人長歎，看一看白蛇許 

以他們以凡相戀願成雙， 

喝一杯趨蟲避邪應時的雄黃酒，嘗一口豆沙鮮肉粽葉飄香。 

秋：中秋頌（河南墜子） 

八月十五月光明，月宮嫦娥羨人間 

秋風陣陣吹人爽，菊桂爭艷香滿園 

這邊是持鼇把酒中秋賞，那邊是一家烤肉萬家香、吃月餅過節閤家歡。 

不管那吳剛來伐柱呀、不提那玉兔搗藥連連， 

更不說明月幾時有，我只說但願人長久、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中秋月圓人團圓哪，哎哎呀伊呀哎哎哎。 

冬：歲末頌（八角鼓） 

〔曲頭〕 臘月二十三、家家祭灶王，這本是年終的大事，不敢違抗，灶王

爺上天言好事，及早下地降古祥。 

〔數唱〕 供桌上擺滿了甜果與蜜糖，關東糖、巧克力與花生糖，橘子、鳳

梨與甘蔗，還有那元寶干張，灶王爺一見喜喜洋洋，他是一溜青煙，直奔天

堂。 

〔曲尾〕 送走了灶神，家家戶戶把除夕忙，大街小巷辦年貨，燒雞鹵鴨佛

跳牆，圍爐桌上熱騰騰，餃子是「元寶」、菜頭「好彩頭」，祝大家年年有「魚」，

全家興旺，萬事如意，幸福安康。 

資料來源：說唱戲曲篇節目單，以及電話訪問王友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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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術活動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研討會，筆者到場聽了 2010 年第四屆「演奏與詮釋-研究

生學術研討會」。 

如圖 3-2-1 研討會中全體參與者合影，筆者在照片的左下方旁邊是筆者高中

時的導師高毓婷老師，老師在臺藝大中國音樂學系念在職研究所。以下文章自中

國音樂學系系網，歷年研討會論文集（2003～2010） 

本除了豐富的展演活動之外，亦積極推動學術研究風氣、舉辦學術活

動。近年來陸續舉辦 2003 「中國唱腔學術研討會」、 2003 「臺灣箏樂創

作之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 2004 「說唱藝術學術研討會」、 2005 「傳

統樂器學術研討會」、 2006「胡琷在臺灣〈二胡篇〉學術研討會」等學術

研討會、2007 年「演奏與詮釋—研究生學術研討會」、2008 年第二屆「演

奏與詮釋—研究生學術研討會」、2009 年第三屆「演奏與詮釋—研究生學

術研討會」、2010 年第四屆「演奏與詮釋—研究生學術研討會」積極投入

學術領域，以研究成果增進教學的實質成效。 

 

圖3-2-1  2010年第四屆「演奏與詮釋—研究生學術研討會」合影 

資料來源：林季萱 拍攝   時間:201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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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2  2010年第四屆「演奏與詮釋—研究生學術研討會」時數認證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  時間:2010/11/13 

(三) 碩士生論文 

表 3-2-2 碩士生論文  

日間碩士班畢業論文 

研究生 指導教授 論文題目 畢業學年 

陳怡伶 施德玉 柳琴曲《雨後庭院》、《Cat's 無言歌》、《天地星空》之分析與詮釋 97 

林雅琇 張儷瓊 
潮州箏樂素材在當代箏樂作品中之運用~以一九五○年代以後的六首

作品為例 
97 

劉雅萱 
施德玉 

王世榮 
劉德海琵琶作品《宗教篇》音樂研究 97 

龔鈺婷 林昱廷  譚盾作品《雙闋》之研究 97 

曾婉嘉 林昱廷 二胡作品《莫愁女幻想曲》之研究 97 

賴冠文 
陳裕剛 

呂武恭 

引用中國古典詩詞為標題所編創之笛曲研究──以《鷓鴣飛》、《笛

韻》、《秋湖月夜》三首樂曲為例 
98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ZsIva/record?r1=17&h1=1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ZsIva/record?r1=16&h1=1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ZsIva/record?r1=16&h1=1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ZsIva/record?r1=15&h1=1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ZsIva/record?r1=14&h1=1
http://140.131.26.18/cgi-bin/cdrfb3/gsweb.cgi?ccd=wYyIL0&o=s%E6%9B%BE%E5%A9%89%E5%98%89.auc
http://140.131.26.18/cgi-bin/cdrfb3/gsweb.cgi?o=dstdcdr&ccd=uEfpwx&o=m&qs0=%E6%9B%BE%E5%A9%89%E5%98%89&qf0=&qo1=and&qs1=%E8%AB%8B%E8%BC%B8%E5%85%A5%E6%9F%A5%E8%A9%A2%E5%AD%97%E4%B8%B2&qf1=&qo2=and&qs2=%E8%AB%8B%E8%BC%B8%E5%85%A5%E6%9F%A5%E8%A9%A2%E5%AD%97%E4%B8%B2&qf2=&ltty=&ltyr=&eltyr=&opt=m&sentry=1&search.x=43&search.y=16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ZsIva/record?r1=13&h1=1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ZsIva/record?r1=13&h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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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寬倫 陳裕剛 
土家族打溜子《錦雞出山》、《八哥洗澡》、《馬過橋》之分析與詮

釋 
98 

陳佳佑 
陳裕剛 

呂武恭 
新派笛曲音樂風格特色之初探-以<牧笛><牧民新歌><走西口>為例 98 

張君豪 
陳裕剛 

呂武恭 
從笛曲《詠春三章》之分析論其傳統與創新 98 

賴夙瑩 林昱廷 周成龍二胡作品《江戀》之研究 98 

尤豐勳 林昱廷 劉文金二胡作品風格多樣性之探討─以《如來夢》為例 98 

廖珮妤 林昱廷 吳厚元第三二胡協奏曲《竹韻》之研究 98 

蘇筠涵 
施德玉 

王世榮 

三木稔琵琶作品之分析與詮釋 －以《時之彩 I》、《東之弧》、 《琵

琶協奏曲》為例 
98 

洪于涵 張儷瓊 
論魯、豫六十八板箏曲之形式結構與演奏特點—以山東、河南箏派十

首樂曲為例 
98 

呂明紘 
林昱廷 

瞿春泉 
從合奏曲《月兒高》探討指揮之詮釋﹣以瞿春泉版本為例 98 

徐詩堯 
施德玉 

陳思伃 
現代揚琴作品之分析與詮釋－以《覓》、《韻》及《趣》為例 99 

廖依專 
張儷瓊 

陳思伃 

台灣揚琴作品的傳承與創新-以《蝴蝶操》、《牧野遙思》、《馬之三

部曲》為例 
99 

劉思捷 林昱廷 
以女性為創作主題之二胡樂曲研究--以張曉峰《六月雪》為例 

 
99 

王瑋琳 張儷瓊 三首現代揚琴作品之分析與詮釋-以《覓》、《圈》、《流轉》為例 99 

碩士在職專班畢業論文 

研究生 指導教授 論文題目 畢業學年 

馮慧玲 張儷瓊 京族獨弦琴及其音樂之研究 99 

施秋敏 施德玉 漂泊生涯─奕宣（董榕森）的音樂之路 99 

資料來源：國立台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系網 

http://140.131.26.18/cgi-bin/cdrfb3/gsweb.cgi?o=dstdcdr&ccd=yEbkwm&o=m&qs0=%E6%B4%AA%E5%AF%AC%E5%80%AB&qf0=&qo1=and&qs1=%E8%AB%8B%E8%BC%B8%E5%85%A5%E6%9F%A5%E8%A9%A2%E5%AD%97%E4%B8%B2&qf1=&qo2=and&qs2=%E8%AB%8B%E8%BC%B8%E5%85%A5%E6%9F%A5%E8%A9%A2%E5%AD%97%E4%B8%B2&qf2=&ltty=&ltyr=&eltyr=&opt=m&sentry=1&search.x=43&search.y=16
http://140.131.26.18/cgi-bin/cdrfb3/gsweb.cgi?o=dstdcdr&ccd=yEbkwm&o=m&qs0=%E6%B4%AA%E5%AF%AC%E5%80%AB&qf0=&qo1=and&qs1=%E8%AB%8B%E8%BC%B8%E5%85%A5%E6%9F%A5%E8%A9%A2%E5%AD%97%E4%B8%B2&qf1=&qo2=and&qs2=%E8%AB%8B%E8%BC%B8%E5%85%A5%E6%9F%A5%E8%A9%A2%E5%AD%97%E4%B8%B2&qf2=&ltty=&ltyr=&eltyr=&opt=m&sentry=1&search.x=43&search.y=16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ZsIva/record?r1=11&h1=1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ZsIva/record?r1=8&h1=1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ZsIva/record?r1=12&h1=1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ZsIva/record?r1=9&h1=1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ZsIva/record?r1=10&h1=1
http://140.131.26.18/cgi-bin/cdrfb3/gsweb.cgi?ccd=4Y6KL2&o=s%E8%98%87%E7%AD%A0%E6%B6%B5.auc
http://140.131.26.18/cgi-bin/cdrfb3/gsweb.cgi?o=dstdcdr&ccd=GEHnwr&o=m&qs0=%E8%98%87%E7%AD%A0%E6%B6%B5&qf0=&qo1=and&qs1=%E8%AB%8B%E8%BC%B8%E5%85%A5%E6%9F%A5%E8%A9%A2%E5%AD%97%E4%B8%B2&qf1=&qo2=and&qs2=%E8%AB%8B%E8%BC%B8%E5%85%A5%E6%9F%A5%E8%A9%A2%E5%AD%97%E4%B8%B2&qf2=&ltty=&ltyr=&eltyr=&opt=m&sentry=1&search.x=43&search.y=16
http://140.131.26.18/cgi-bin/cdrfb3/gsweb.cgi?o=dstdcdr&ccd=GEHnwr&o=m&qs0=%E8%98%87%E7%AD%A0%E6%B6%B5&qf0=&qo1=and&qs1=%E8%AB%8B%E8%BC%B8%E5%85%A5%E6%9F%A5%E8%A9%A2%E5%AD%97%E4%B8%B2&qf1=&qo2=and&qs2=%E8%AB%8B%E8%BC%B8%E5%85%A5%E6%9F%A5%E8%A9%A2%E5%AD%97%E4%B8%B2&qf2=&ltty=&ltyr=&eltyr=&opt=m&sentry=1&search.x=43&search.y=16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ZsIva/record?r1=6&h1=1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ZsIva/record?r1=6&h1=1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ZsIva/record?r1=7&h1=1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ZsIva/record?r1=5&h1=1
http://140.131.26.18/cgi-bin/cdrfb3/gsweb.cgi?ccd=MIb.Nr&o=sid=%22G0009521301%22.&v=-1
http://140.131.26.18/cgi-bin/cdrfb3/gsweb.cgi?ccd=MIb.Nr&o=sid=%22G0009521301%22.&v=-1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ZsIva/record?r1=3&h1=1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ZsIva/record?r1=3&h1=1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ZsIva/record?r1=1&h1=1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ZsIva/record?r1=4&h1=1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ZsIva/record?r1=2&h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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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參與的系上活動： 

 

圖3-2-3 學生對系上活動的參與 

資料來源：筆者 設計的網路問卷 技術提供：Google 文件 

 

(五)學生對系上活動的看法： 

春宴校際交流音樂會,國慶.春宴...等活動演出，系學會很認真不錯啊!

團結，有很多的表演比賽機會給學生們，很好國樂系一直都很團結我覺得很

溫暖，不論什麼活動都是大家聚在一起一起討論到完成，這過程很棒!系上

學生較多，辛苦了系上各老師與各行政人員。 但是系上政策較偏向日間部，

對於進修部同學有較不公帄。不過今年有進步，開始了第一屆的夜系展。我

覺得不錯!很好有些很浪費時間。 

資料來源：筆者 設計的網路問卷 技術提供：Google 文件 

 

第三節 小結 

學生活動很多(班展、系展、校慶活動、創意舞劇等等)，音樂會類型的改變

傳統與創新的結合，不只在大型的系上活動看的到學生的畢業音樂會也有影音上

的燈光效果，學生的創意影響老師還是老師影響學生，在資訊傳播迅速的時代兩

者應當是相互學習，對筆者而言每次所觀看的音樂會演出都是一次的學習與反

思，思考我該如何改變我想呈現的音樂會形式等。學術研究上大多以「演奏與詮

釋」為主要研究範疇，樂曲的分析等等。 

http://docs.goo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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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對台灣社會的貢

獻 

 

區域內的音樂貢獻： 

有點多，很活躍，國慶酒會、亞東醫院演出、跟著樂團一起演出、有教

學過也有表演過、學校系展、音樂教室樂器演奏，都可以阿! 可以用自己專

業領域做自己想做的事!在桃園板橋帶過國樂社團，曾到基隆商業演出音樂

教室教學，表演成效很小，個別課及團體課教學，參加台北市立國樂團附設

青年團並演出。(問卷調查內有效的回答) 

資料來源：筆者 設計的網路問卷 技術提供：Google 文件 

 

第一節 教師理念 

 

就課程問題，林主任說：「是以學生的立場來開設課程，並不是有什麼教師

開什麼課。」 

教師對中國音樂學系的看法： 

陳裕剛老師說：「新舊的東西，傳統創新的東西我們都要有…學術要兼備…。」 

許麗雅老師說：「我覺得現在比較朝向多元的方向，鼓勵學生從朝多元的方

向走…。」 

這些是從訪問稿出來的當然不代表全體教師的教學理念，筆者所觀察到的方

向是傳統與創新，國樂教育結合現代社會文化流行趨勢，保留傳統也嚐試重新創

造國樂新風格。 

 

http://docs.goo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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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生未來出路 

 

(一) 大學畢業後的可能發展 

 

圖4-2-1 大學畢業後學生未來出路的現階段走向 

資料來源：筆者 設計的網路問卷 技術提供：Google 文件 

(二) 希望未來從事的工作範疇為何 

 

圖4-2-2 大學畢業後學生未來出路的可能發展 

資料來源：筆者 設計的網路問卷 技術提供：Google 文件 

 

(三) 希望未來從事的工作 

 

家庭主婦、舞台設計、想當舞台劇的演出人員、音樂治療、演奏。 

資料來源：筆者 設計的網路問卷 技術提供：Google 文件 

http://docs.google.com/
http://docs.google.com/
http://docs.goo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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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畢業校友的發展 

 

以 97 年畢業班做為主要問卷調查對象，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們大學畢業三年

了，就以工作或升學都有一定的方向和定位。為了解台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

近年的畢業校友出路及發展，在訪問許麗雅老師，老師說：「因為畢竟舞臺的學

生比較多畢業，但是長輩們都還在所以沒有退休，所以學生要每一個上舞臺，去

表演他們的確是有困難…9」。就現況來說公私立國樂團的舞台都還有長輩們在，

所以學生的發展大多朝向，新設立的國樂團或是自己組團，教學也是一個方向。 

 

 

 

 

 

 

 

 

 

 

 

 

 

 

 

圖4-3-1 畢業出路現況 

資料來源：筆者 設計的網路問卷 技術提供：Google 文件 

 

問卷雖然沒有到達基本的人數填寫但可以看得出來，學生選擇升學以及私人

教學是可以並行的，繼續升學也不會影響經濟來源，音樂教室教學、私人教學以

及樂團的演出等等收入。 

                                                 
9
 附錄 1 口述歷史 2 

http://docs.goo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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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至今曾擔任的工作： 

樂團古箏演奏者 箏樂團團長 古箏老師 社團老師,各大私人樂團,職業

樂團兼任,家教。音樂教室教學、家教、參加樂團:小市國、基隆市立國樂團、

基隆天顯宮五福國樂團、小巨人絲竹樂團、琷園國樂團、台北市立柳琷室內

樂團 、接各種 CASE 、當沒有薪水的國中實習老師。政大、三芝國小古箏

社助理指導。 

二胡社團老師、樂團二胡演奏員、學校二胡老師。音樂教室教師、國中

實習教師。行政助理&家庭主婦。家教、鋼琷伴奏。雲門舞集舞蹈教室鋼琷

伴奏老師、學校社團分部老師。漳和國中音樂實習老師、漳和國中攜手計劃

英語老師、私人二胡、鋼琷教學、國中、小國樂社團代課、小巨人絲竹樂團

行政、小巨人絲竹樂團團員、 九歌樂團兼任團員、東南國中國樂班二胡老

師、樹林育英社區二胡班老師、成龍國小直笛老師。 

資料來源：江千慧 設計的網路問卷 技術提供：Google 文件 

 

第四節 音樂文化 

 

文化的價值在於維持既有的傳統並結合創新，創造出舊文化與新文化的融合

所產生出新音樂文化。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並將概念運用在現代音樂教育裡，並從所謂

中華文化的發展延續到在台灣生根，發展過程中音樂概念裡尋找台灣新體裁與精

神，基本上從方言的部分，區分主要分為四大領域，福佬音樂文化、客家音樂文

化、原住民音樂文化、區域性音樂文化，從中國傳統音樂元素就以，說唱、戲曲、

民間器樂、民歌等四大塊來區分，並將這些文化及元素融入教學中結合理論與演

奏，重新排練組合該系所文化特色之ㄧ，延續本土音樂創作生命力，強化音樂文

化國際交流及人才開發，保存台灣固有音樂文化資產，使各族群及世代的音樂文

化產生交流與凝聚力。 

http://docs.goo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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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對板橋地區的音樂貢獻以及對社會的貢獻，把從小到大所學習的音樂經驗與

方法交給新一代，在校生現階段有些人就是當國中小學的社團分部教師，畢業後

有修過教程(教育學程)的甚至可以到國高中當實習老師，學校有考試課程，考教

師證10等等。 

對國樂的承傳以及教育下一代學習中華文化以及中國傳統器樂學習是有必

要的，要需要靠著這群學術專精的演奏者與研究者來維持既有的文化與創新。 

 

臺藝大學生不是只有演奏和表演等功夫對於社區服務也相當重視。 

 

                                                 
10

 教師教育學程招生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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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1.論文的寫作與學習，對我個人的影響在於思考與反思台灣音樂教育現像為何，

進入另一個里程碑，不在於是演奏樂器而是教育面像。 

2.對於課程的架構與安排，學生的選擇性很多但師資上部分老師的教學方式依舊

是以前的教法，沒有新的教學方式，對學的影響可能興趣缺缺。教師的增聘應當

選擇對學生有幫助的而不是有什麼課程找什麼老師。 

3.學生活動與展演，學生對系上活動的看法與參與對於演奏上的學習以及對未來

的工作上的幫助，能夠很快上手。 

4.國立臺灣藝術大中國音樂學系對社會的影響在於學生對國樂的發展與教學及

上研究。中國音樂西化的現象對我們的影響，在於如何保存既有的傳統音樂文化

與教學。 

 

一、個人對中國音樂學系的看法 

現有中西音樂並存的問題 

音樂教育體系與音樂文化，中國音樂學系再臺灣展現出來的音樂教學面相，

雖然是中西音樂理論並用但還是可以看得出來，重西方理論，和聲、視唱聽寫等

等方式作為音樂基礎理論。 

現代國樂團形式是以何種方式呈現，以西方交響樂團形式表現，當傳統形式

漸漸減少，但不是完全消失而是轉變成現代社會文化中所需要的形式出現，是否

中國音樂學系名稱以不符使用。 

中國音樂西化使學生畢業後教學可以中西音樂都教，但是西化是中國音樂發

展的必經之路嗎？中國音樂理論教學方式與系統完整的建構需要由專家學者們

共同思考與研究，不讓西化後，使中國傳統音樂消失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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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人對大學生之建議 

建構適切的個人價值觀與上課態度 

從研究中可以發現，現在大學生對於上課求知慾與態度有顯著差異，臺灣藝

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學生基本學習概念還是專攻於演奏，對於理論課程的學習態

度還是比較薄弱，由筆者實際參與課程中亦實證此觀點。  

建議學生應積極開拓其他支持系統而非依賴單一上課方式如參與學生活動

與協助演出、展演、創意舞劇音樂編排隊概念主題音樂加以琢磨，多方面找尋並

分析本土音樂題材與型式使音樂與藝術能在不同的元素中加以融合， 可多元發展

數位音樂學習與藝術行政等領域學習，讓學生能夠在選擇上更多元，基本理論傳

統元素與系展主題相關的範圍領域學習。 

在專業上能有效發揮對音樂的新概念與新創意來發展音樂文化。 

 

三、綜合小結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雖然課堂學習部分有些在生活上用不到，

但在專業學習領域與教學是可以看的到的，而有些教師上課方式清楚易懂，有教

師上課放影片介紹及講解得不是很詳細。中國音樂教育現代化與傳統兼具下所保

留下來的文化展演，教師與部分學生不管在學術界都能保留一定的位子。 

以上是筆者這半年將近三十次的跑到板橋大觀路上的國立台灣藝術大學中

國音樂學系，課堂旁聽、訪問老師、沒事就坐在系辦外面的椅子上聽學生談話的

內容，在系館的樓梯間不停的尋找演出活動，還有就是晚上六點半以後進出系館

都需要門禁卡。常常也會坐在系辦外面的椅子上等人開門才離開系館。這次的論

文寫作讓我更清楚我的所學習的不足還需要再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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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口述歷史 

口述歷史(1)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之音樂文研究」2010 年 07 月 24 日 

訪談日期、時間：2010 年 07 月 24 日下午四點三十分 

天氣：飄雨  

訪談地點：板橋學姐宿舍 

受訪者：張馨尹 

訪問者：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四年級江千慧 

訪談記錄方式：筆記、錄音、拍照 

由於學姐的室友在練琴所以錄音時，錄到胡琴聲。 

 

以下問：為筆者問題，答：為受訪者的回答 

 

問：喜歡系上哪些課程 

答：我喜歡合奏課，因為未來畢業之後帶樂團或待在樂團的機會很多，為了如何

增進合奏能力對未來比較有幫助。 

問：對系上的活動有何看法，例如徵選或創意舞劇。 

答：系上活動可以讓大家更積極有目標的去練琴 

問：哪些課程最熱門 

答：民間音樂概論、民間歌謠，民間器樂那一些就是民間基礎概論。 

問：區域內的音樂貢獻(板橋地區已及台北) 

答：社區推廣、公園及林家花園表演，國樂演奏樂器介紹到學校裡面推廣和教育

方面。 

問：系上重點課程必修課 

答：合奏、和聲學、曲式學、民間音樂基礎概論、音樂基礎訓練視唱聽寫、 

問：合奏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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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合奏、箏合奏、合唱(聲樂組) 

問：四年的希望與達成(畢業出路) 

答：畢業之後我念研究所願望有達成順利考上，妳應該是指說，像那些課程有沒

有運用到未來是不是，有阿!!像合奏在樂團合奏能力很重要，進樂團壓力沒這麼

大，因為以前一開始受到挫折在大學的時候遇過所以現在很習慣拿到一份譜可以

很快的演奏視譜能力的提升。 

問：從小到大的學習過程 

答：音樂班各課程，樂理、視唱聽寫、中西音樂史、合奏等 

問：大學活動 

答：跳啦啦隊、社團活動還有表演國慶表演、跟學校樂團出國演出。 

問：學生期望實踐及未來出路 

答：未來出路樂團教學還有學校社團。 

訪問結束後看了參觀了學姐的新宿舍，學姐的室友陸陸續續回來也不好意思待太

久，他們都是 93 級中國音樂學系的畢業生。 

 

圖6-01 筆者與張馨尹 

資料來源：張馨尹的同學 拍攝  時間：201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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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歷史(2)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之音樂文研究」2011 年 03 月 04 日 

訪談日期、時間：2011 年 03 月 04 日下午五點三十分 

天氣：晴 

訪談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系主任辦公室 

受訪者： 林昱廷 主任 

訪問者：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四年級江千慧 

陪訪者：林季萱 

訪談記錄方式：筆記、錄音、拍照 

以下問：為筆者問題，答：為受訪者的回答 

 

問：對國樂系的觀點? 

答：什麼叫對國樂系的觀點? 

問：就是成立的宗旨 

答：這應該是我給你資料，把我們的資料給你，我不能夠去，我講的話就變成個

人，那系本身就有成立的宗旨什麼都有，網站上就有，(講電話中)…。 

主任看到我手上的資料後說：是阿他都寫了你就照他的看就好了嗎?對阿!這都是

以前的資料，只是說不同的主任其實他在某一些方面有一些落差，可是基本上我

們有一些方面是一脈相傳的是不變的，一脈相傳來自董榕森董老師設定這個時候

我們的這個系統是不變的，懂嗎? 

問：系展，就每年的題目都不一樣那是? 

答：其實你注意到我們環繞在幾個議題裡頭第一個從所謂中國傳統音樂這個…中

國音樂的這個概念裡面來講它基本上分成四大塊，對不對，然後你看我們會有戲

曲、有說唱還有什麼?民間器樂嗎?對不對，還有什麼? 

問：福佬 

答：不是!哪個是用地域分的那個是用台灣的福佬，那是用方言來福佬、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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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對嗎?那是一塊一個系列，那是用就是用不同的分類來做都是用台灣也

就是說中華文化的發展延續到在台灣這邊生根，發展過程裡面，然後呢!我們現

在的這四塊就是說唱、戲曲…民間器樂，今年是民間器樂，明年是民歌那就是從

這個的四大塊來分的。 

剛剛前面那個所謂的福佬什麼，那個是在台灣以方言來區分的，也就是說台灣現

在我們大概區分的時候，原住民、客家、福佬跟所謂眷村文化。 

文化概念的基本上，所謂族群性的問題我們把它分成這四塊， 

那時候就分成四塊元素，這個後面四個就是用這樣的概念 

我們並不是每年都不一樣，事實上它的主軸是一樣的。 

然後演奏的形式基本上是比較相識，就是有傳統有現代，對我們來講，我們一直

就是呈現傳統跟現代是並存的。 

我們要呈現傳統也有很多像今年我們會演奏潮州絃詩樂、我們會演奏江南絲竹，

潮州絃詩樂時候會非常道地的，那打擊的鑼鼓樂裡面，可能它會有一些屬於台灣

的獅鼓的東西，那也會經過重新淬煉、重新調整，可能會把它做出來創作，可是

也有會保持它的原貌。 

然後我們還有不同的除了現代國樂團的大樂團形式以外我們還有各種族群性的 

譬如說：弦樂的、管樂的、擊樂的、彈撥樂的古箏族群的各種類型的群組的練習，

揚琴族群他們現在再練。也是各種練習，也就是我們發展，就是說它不單單只是

現在國樂的大樂團形式，它不是它只是演奏類型的一種形式，不是…唯一僅有的

我們從獨奏可以發展到重奏，各種小型的像是絲竹樂類別的，也可以發展到比較

中大型的現在國樂形式，因應不同的需求，然後呢另外我們為了配合，因為這是

個舞台，我們也要訓練給我們優秀的同學有舞台機會，所以我們每年會有一些評

鑑，評鑑的時候會專門寫作品這次有兩首作品，第一個瞿老師寫的是打擊的，另

一個是笛子跟蕭是用南管的素材，也就是說我們有時候會找台灣我們自己本身的

一些作曲家來寫作，我們也可能會找其它外面的人來為我們來寫作，寫作的時候

都大概是以台灣這塊土地來創作的，然後另外還有最後一首我們校長的詞，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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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黃新財老師要謝的玉山頌，作為一個完美的 END，我們校長七年嘛!幫他作一

首作品就是這樣。 

問：那國樂的推廣? 

答：國樂推廣不是我的是吧?我是做國樂教育，你們系裡叫推廣嗎? 

問：沒有 

答：國樂推廣是誰的事? 

林同學：應該是政府的事情吧 

答：樂團的事，政府不會管這個事，政府會成立樂團讓樂團去做這個事。所以國

樂的推廣跟他的提升普級或什麼是它的事，我們要做得是教育的事，我們不可能

去作推廣的事，當然會不會作，同樣會做因為我要作一些推廣我才有辦法招募學

生，慨念在這懂嗎?還有呢! 

問：音樂教育…那中國樂理的 

答：我們的考試跟我們不採用大考中心的樂理，原因是我們有很重的份量是考中

國樂理，我們第一學期我們教的課就是中國樂理…，差異很大…因為線譜是大家

都要學的，而且音樂的理論，而且現在所為基礎樂理只不過是古典時期那段時期

音樂的理論而以他不能代表現代阿，但是我們不能不去了解它阿因為它是一個進

入西方音樂基礎的一個叫做密碼吧!對嗎?懂嗎?但是你必須回來看我們自己的東

西，你就必須懂我們自己的東西阿…還有呢? 

問：學古琴是傳統及最古老的音樂，古琴課? 

答：而且我們有開，一學期有開古琴的實務演奏，一學期開古琴的理論。 

問：它是屬於必學修還是? 

答：選修課我們沒有所謂必選修的要是必修就是選修，妳們會認為必選修對妳們

合理嗎?不合理對不對，竟然不合理的化，如果他規定應該是一定要修的課應該

叫必修，如果可以讓你選擇的就應該叫選修，所謂必選修叫作什麼就是掛著羊頭

賣狗肉…學生應該有自我選擇的權利，當然學生可能在某些自我選擇的概念不清

的時候必須要做輔導但是最後的選擇權應該在誰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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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同學：學生阿 

答：對阿!如果在系裏頭的話我就開必修嗎?瞭解嗎?但是問題是如果說它雖然很

重要但是重要到什麼程度，那重要到妳願意學的人，你有興趣學妳就學嗎?有的

人認為他沒有這麼重要嗎?它很重要，但是不是每個人都要學的，那就作選修嗎?

如果他重要到每個人一定要學的那就必修嗎?所以我們這裡沒有必選修，懂嗎?

我們學生比較有自己主控權齁，還有呢? 

問：主任那些畢業生出路 

答：出路，所謂的他們的路徑，你應該可以看到我們的課程地圖吧!然後我們有

一個基本上來講就是他的生涯規劃的一個概念，基本上來講我們的主體是培養演

奏人才，就現代國樂這些樂器裡面的演奏人才主要是做演奏，那這些人呢，他們

的將來是進入所謂的專業職業樂團，那這個專業職業樂團不僅在臺灣而以，只要

哪個地方華人任何地方他只要缺出來我都鼓勵他們去考，所以我們先來碩士班，

大學部雖然也有很優秀的但是真的要最優秀的提升他必須要到碩士班去，所以這

一塊沒有問題，可是這是主體，但是因為這一個目前說實在的機會呢可遇不可求 

，機會也不多，所以呢第二個區塊就演奏，演奏除了這種演奏以外其時還有一些

其他的演奏除了專業樂團以外還有個人的群體個人的，我們還有一些學生他是，

自我去作一些創造很另類的他用這種方式的我現在有一個學生他就自己做編劇

然後自己組合一個團體，他們自己作演奏，那都是作演奏的，演奏是主體可是他

的方法有很多種，機會在哪裡，機會要他自己去找，機會的能力在哪裡是我們給

他的。信心是哪來的我們給他的，我們給他建立我們幫他建立，所以她必須要有

核心能力是什麼?基礎樂器的掌握，如過沒有這一塊談音樂是假的，懂嗎?，演奏

玩了當然第二塊是教學，教學各地方都有，很多有教學，我們有個師培中心，他

們都願意去考，所謂的國中老師，尤其是未來他們很多人其實我們教學是在所謂

的各個不同地方來教，必如在學校社團，甚至寧可去教，也不願去給人家綁住，

因為兩者之間收入差異太大，所以演奏教學，那演奏教學，教學演奏完了以後其

實他們有的人有興趣的他們可以去再進修，再繼續研讀，他可以走到理論進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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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階教學高階演奏，也都可以的然後再來呢他還有一些譬如說他還可以進入

到，我們還有另外通識課程，修通識課程，然後你可以去考國中小學老師，而國

中小學老師機會雖然少，但是有程度的至少考上的還是有，好再來還有，譬如說

有的人喜歡做行政，他可以做藝術行政，然後呢我們也有在進推，我們有開所謂

專門去考高普考的那樣的音樂課程，他可以透過那些，透過他既有在我們這邊受

的專業的訓練，做兩者的結合補償他可以去考那一塊，然後呢，我們還有週邊應

用課程，所以有的學生呢他有可能轉到應用音樂去了，他可能走到流行音樂去

了，我有一個學生現在被簽約，六年內，他應該是已經被簽了要出六張唱片，他

的走法基本上從國外走回來，有唱片公司專門包他，一個男生他演奏的非常好 

問：劉思捷學長 

答：劉思捷阿!對阿!哪基本上來講那也是一條路阿，哪還有的人是走到 midi，去

走到，讓因為我們有這種應用的課程，也就是說當然妳真的要走這一塊的時候我

們給的只是開始的一把鑰匙，打開這個門，你想進入那個門，妳真的要進入這一

塊，你可以多樣選擇，妳願意進這一塊的時候後面你必須要複出，懂嗎?，基本

的東西我們都給妳但是，妳真的要走這一塊我們都給妳，我們這裡面教的幾個老

師都是我們長期培養出來的學生，留美留法然後學的，甚至有一個根本就是學了

爵士樂的東西回來的，就給他們作發展，那當然他也可以做幕後製作阿還有很

多，所以說核心掌握，再來就是要自己找到自我定位，然後去找到自己的第一專

長以外的第二專長，妳的第二專長一定要是好的，然後再用這種過程裡面發展去

做，他自己想做的這些事我有給他訓練我培養他，但是他的競爭來自於他自己的

能力…看起來路徑蠻廣的嗎?不得不機會來了!懂嗎?機會來了是給了已經準備好

的人，機會就是給準備好的人，什麼是準備好的人他也必須要有自信，他的核心

能力，沒有核心能力是沒有用的，懂嗎?OK 還有嗎?差不多了是吧!其實很多東西

都有在我們的網站上面，我們現在網站再重新建構，建構完了，基本上來講你們

可以看得比較清楚，所以我們學生一進來第一件事情我就告訴他們該如何去選

課，然後我告訴你我們的所謂的未來的路徑，你可以做選擇當你碰到你自己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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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地方是一方之霸的時候，進入所有的霸主打擂台，你搞不好就甚麼都不是了，

那個時候一定會挫折，挫折來了我必須告訴你，你就該走其他一條路，這邊有很

多路可以做選擇，甚至於還可以走到附加到所謂音樂治療這一塊，我現在有學生

在走這一塊他們有興趣走，哪我沒有問題阿我這裡也師資，也是有音樂的課程，

只是說妳要增加的後面後段你必須要自己，對，我只能給你一把鑰匙打開那一扇

門，因為我不能把每一扇門都打開，每一扇門打開的話我這裡叫作大雜燴，我還

是有我的核心，我有核心裡面，我們的開課是從學生的角度開，我不從老師的角

度開，我不是因為我也什麼老師開什麼課，我是以學生應該具備的能力，我們從

這一個角度去開課，然後在週邊讓老師們來配課，瞭解嗎?好!謝謝 

問：謝謝主任 

答：不客氣，可以了嗎?好 妳要的資料應該在外頭了吧? 

問：那系展的資料是 

答：紹濱你找一片送她吧! 

我們：謝謝主任 

 

 
圖6-02 筆者與林昱廷主任合照 

資料來源：朱佳伶拍攝  時間：2011/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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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歷史(3)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之音樂文研究」2011 年 03 月 26 日 

訪談日期、時間：2011 年 03 月 26 日下午三點三十分 

天氣： 雨天 

訪談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教師研究室 

受訪者： 陳裕剛 教授 

訪問者：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四年級江千慧 

訪談記錄方式：筆記、錄音、拍照 

以下問：為筆者問題，答：為受訪者的回答 

問：老師您在台藝大任教幾年? 

答：我民國六十三年就進來專任，前一兩年兼任 

問：老師您的課程是如何選定?對學生的幫助?希望學生的學習成果? 

答：你說我教的課是怎麼樣選，為什麼教這些課，那個時候我們的…剛剛成立嘛…

學校剛剛成立這個國樂科，那時候是專科，那麼有一些課程上面安排老師也不是

容易阿，那時候我們的系主任是董榕森董老師，看我們哪個專長甚麼就教甚麼。 

主要開始我是教個別課還有合奏課，另外還有一兩門這個理論課這東西。 

理論課這東西也就是說，那個時候現學現賣，就是準備好了給同學講，因為老師

剛考上這個，也就是這個…半路出家，沒有正式的學這方面的學歷，所以就是新

學然後就這樣慢慢走出來，那我們的課程那時候有一些是學有專長的拉。你知道

像甚麼視唱聽寫阿!甚麼鋼琴那些都是西洋的東西比較容易找到老師，真正是國

樂方面就沒有，哪時候沒有所以我們就這樣子，現在也是一樣阿差不多，都經過

正規教育上來，所他們就差不多這樣，大概是這樣子。 

你說希望學生怎麼樣?學生就是按照課程的需要他能夠，因為我們現在的學生都

是這個，诶你有錄音，因為我們現在學生都是用這個主修樂器為主，所以對於理

論課程面比較不重視，學生自己本身不重視，那我們也沒有辦法要求太多，因為

他們都是，理論組，那現在沒有理論組，所以同學能夠學到多少哪我們當然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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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他能夠去學越多越好，那這個很難要求到他們願意去做拉，不像南華嗎?我

們周主任是…比較鐵腕，希望你們要怎樣怎麼樣，同學就朝這方向去努力。所以

像這些工作來講我們同學大概都不太會去…像論文寫作等等的，他們著重在演

奏。 

問：中國音樂學系的教育模式對台灣現有的音樂文化影響為何? 

答：因為當時後有兩個有國樂嗎?一個就是文大，一個就是我們，我們是後才變

成大學，我們是專科，文大比較早得到大學的資格，學以我們有很多畢業的同學

都到文大去進修，拿到大學的學位這樣子，但是我們這邊比較優越的條件，第一

個就是公立學費比較便宜，所以好的學生大概都先到我們這邊來，然後再到文化

(文化大學)，所以我們這邊呢!差不多好的同學都在我們這邊畢業以後再，所以現

在很多的…現在算是中生代，這是我們的學生們都在這個地方…佔有一些位置。

那麼等到文大那邊畢業出來，也有一些是我們這邊過去讀的插班讀的出來的，他

們的程度當然比只有專科的又高一點，所以我覺得在目前來說很多這個從事國樂

教育也好或組樂團也好等等都是藝專或是文大那邊同學比較多，但是其實他們大

部分都是以演奏為主，理論性東西還是很少，因為我們一向理論是很弱的。 

問：對系上展演的表演型態的看法? 

答：我們現在差不多每一年都有一個專題，根據這個專題我們大概從…有時候教

學呢!或者一些…演講、講座的東西，大概針對專題來…加強同學的這方面，比

方說…例如說我們現在辦的是原住民音樂那我們找一些原住民音樂的學者來或

甚麼之類的來演講，讓他們了解原住民音樂的狀況。然後他們可以演出的時候就

有所幫助嗎，不然演奏原住民音樂的時候你也不會，你做出來的東西究竟是甚麼

樣子…專題表演我們有說唱音樂的專題有戲曲音樂的專題等等，那這些專題在這

年演出的時候我們也會，因為我們都是第二個學期嗎?差不多從第一個學期開始

籌備準備然後在這方面讓同學們多吸收有關這些曲目的演出還有曲目的內容。然

後在他們演出的時候自少有些概念，因為現在學國樂的同學大部分都是以現代國

樂的形態演出…包括所有的專業樂團也是朝這方面去做，所以同學只認識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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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傳統東西反而不知道，所以就有需要在這方面給他們加強，一般來講我們

就有每年的專題演出來增加這方面的，而不是一味的完全朝現代國樂的這種形式

去做，因為現在國樂裡面有很多…或者都是朝西方的…，距離我們自己本身傳統

音樂應該有的那種文化特徵等等阿都削弱很多。所同學們如果在這方面在不多一

點注意的話出來的跟傳統東西已經脫離太遠，他們所獲得的大部分都在自己個人

的樂器上面，那樂器也許越走越偏阿，作品越走越偏阿，所以這方面呢我們同學

最缺乏的是這個區塊，是傳統跟音樂上面真正的陶冶，所以南華那邊找到了幾個

大陸來的老師阿，我覺得非常好，我們這邊沒有那種機會，為什麼沒有機會呢，

因為老師來你要…像是喬建中阿或者沈洽他們，你要有缺，而且是長期的，我們

這邊沒有缺，所以沒辦法請他們過來，我們現在只能靠短時間人家來了我們藉這

個機會，來請他們來講一些課，這不是很好，所以我希望將來這邊也有一些真正

懂的傳統的東西給我們這邊做一些教學阿，但是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同學們他的觀

念要改，如果他們的觀念是認定現在的新的東西才是他們要做的要找的話，這些

找來的話也是…白費功夫拉。那我現在不知道南華那邊同學們的態度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也許同學們覺得要走的那個才是好的，沒有甚麼好苦惱，也許有這種想

法那就是過猶不及或是倒過來兩邊都缺一些東西，就是說你們那邊也許同學說老

掉牙的東西我們出來沒辦法用。對不對也許有這種想法，但是哪個真正的傳統的

東西那菁華，就是那幾個老師他們，包括你們主任也是很強的，他在這方面很強

阿他而且他也一在走這個路阿。才搞哪個叫做雅樂，雅樂團這個也是一條路也是

很重要一條路很重要一條路其實講，可是這條路怎麼讓他變成可以有賣點同學得

將來出路有機會，所以平衡一下我覺得你們那邊跟我們這邊有點平衡拉。可能會

好一點，但是如果平衡了以後可能就沒有特色拉。你們的特點就是要走哪個才是

你們的賣點。 

問：老師你對去年的說唱戲曲篇有甚麼看法?去年的系展 

答：我們的系展，我們去年做甚麼? 

問：說唱戲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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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你有沒有甚麼題示?。 

問：我有資料拿給你看 

答：我轉眼就忘了，去年演甚麼東西我都忘了，你居然有找到資料? 

問：上次跟林主任拿的 

答：你已經問過他了。我個人看法拉就是說，因為我們這些東西裡面有個盲點，

在哪裡呢!我們想做不是完全太傳統的然後又加點新的花樣，也是傳統跟創新這

兩個都要有，哪創新其實來講我覺得拉！蠻冒險，因為他不一定有傳統的東西在

這裡，然後創新的時候又不夠新或者學習的時候學習的不像，以同學的程度來

講，如果他們盡心的去做的話，我覺得這個也就夠了，如果他不盡心的話他一定

表現的不好，他盡心了表現不好那就是我們的基礎不夠，傳統的東西有時候很難

掌握的，你也做不到大概那個樣子，所以走創新有時候我也可以說，是一個避重

就輕的一個辦法，但是創新的東西如果沒有好好去用的話也不好，我覺得我們每

一年表演的曲目阿!很多都是不夠熟練，這有很多原因，第一個交曲子交出來的

太慢，都快表演了才開始東西才交出來，交出來以後訓練時間沒有，訓練好了不

夠熟練就上台，時不我予而已，已經來不及了，所以就變成，就是這樣子一個東

西，而不是說我們很早就準備好了，完了我們很熟練在台上出來。一般這些東西

很難讓它兩全其美，一些好手你今年不用，明年畢業跑掉了沒有啦。所以這都是

我們學生樂團裡面最大的困擾，所以妳比方說，妳也許有看了，像那個，鼓曲聯

唱，我們的聲樂同學對這些傳統的唱腔他不懂，逼鴨子上架，然後有很多也不是

聲樂組的學生，所以這東西是預料不好的，可以預料出來，那我們好的應該是樂

團，樂團的那種水準，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只要你有好的作品來，哪當然如他是

一個主奏樂器的時候，也是那個主奏者要好，妳什麼樂器啊? 

問：二胡 

答：像上一次江意琳的古箏就搞錯了嗎?在台上掛掉，林欣儀還好。那其他這兩

個曲子(評劇小韻、穆桂英掛帥)都是老曲子沒有問題拉!連演奏者都很好。這個我

覺得不像如期的那麼好，因為它裡面的東西，我個人覺得沒什麼新的…，也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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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效果一樣，但是真正的一些東西阿!還不如李慧老師上一次他們及其他們用的

一些東西還比較好，這個是以我來看的啦，別人看不一定也許有些人更高 Level

來朝這個看的話，不像話或者程度不好的看就很了不起，這很難說拉，那我自己

個人看法有好有壞拉，這是很正常…，那一場大概也是，都是這個樣子。 

問：您個人對中國音樂學系的看法? 

答：我希望…就剛才講了新舊的東西，傳統創新的東西我們都要有，那麼另外一

個就是學術要兼備，學理方面要有，術科方面，學跟術阿都要兼備，這是我們過

去一貫，希望要這樣子的可是談這個影響不容易，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只有四年，

妳要他做多少東西，只有這麼多個學分，妳要他學多少東西，那這都很難拉。 

你們那邊好像學分還很多? 

問：對阿!修完要一百八十了 

答：對啊!我們這邊一百二十八就可以畢業了。妳看差這麼多，所以你們那邊應

該學得更多，我覺得拉所以我對周主任他這個，這種經營的方式是很讚賞的，只

是說你們招不到一流的學生，因為第一個學費貴嗎?私立學費貴，第二個地點遠，

對不對?所以好的都自然選公立嗎?第一自願選公立，第二選近的嗎我去文大我也

不要跑到南華那麼遠，對不對? 

問：對啊!之前就是這樣想阿 

答：甚至有人念了一半就跑回來臺北，是不是南華不好阿!不是，其他客觀條件，

我要去聽一場音樂會我都沒有機會，他有受限於這種條件，所以如果別的學校是

有周主任去經營的話那這學校一定是很理想，因為怎麼樣，條件有拉我不怕找不

到學生拉，他現在很擔心找不到學生啦!。有了好的名師，都大陸請來這麼多好

的名師，我都很羨慕，沒有用阿，同學也許，還有一點如果大家的學術就是從高

中的時候就不好好唸書的時候他到那邊去，那個教的教授阿，也覺得他自己沒有

成就感，對不對。滿腹經綸結果同學都不用功或聽不懂。所以我是希望國樂系的

同學阿，不是光是技術性的東西拉，理論性的東西也要多懂一點，我是不知道你

的程度，但是憑妳這樣子的要來採訪拉要來做這些論文的工作，我就覺得這就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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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很多同學要強，我個人覺得拉所以妳不要妄自菲薄。 

問：老師你認為最具有代表系上的音樂是什麼? 

答：代表系上阿，這個話我沒辦法回答阿，只能說就是樂團阿，就是我們現代國

樂團，這種表現來代表我們阿，其他的看到節目就是現成，這個叫做什麼編組玩

了就沒了演出玩了就沒了，像什麼說唱音樂什麼那些就是編組玩了就沒有了，只

有樂團是永遠都有阿，所以主以代表的就是國樂團，但是我們的國樂團其實講

阿，我們的真正的那個，有時候還比不上大學的他們的國樂團，怎麼說呢你說台

大國樂團或者什麼成大國樂團等等，他們的編制阿說甚麼都很全的，雖然他們水

準不是很好，因為他們只演奏兩個曲子，所以他們可以很用心的去處理這些東

西，那我們這些專業樂團，樂團專業的同學阿都不要這樣子的做法，他一定是看

著譜，譜拿開就甚麼都不會做了，事實上我們傳統音樂裡面都是背的嗎?你不被

你哪有這個熟練的那種感覺，還有時間去思考怎麼去表現，你連譜都搞不清楚，

你只要盯著它，所他就不可能好嗎?但那些學校社團阿，他們都差不多大部分都

背譜，背了，練了八百次以後他就熟了，還有一點普通大學生的素質，都比我們…

一般藝術學校的學生要高，藝術學生的水準高在哪裡高在藝術性，但是其他東西

都不如人家，天文地理什麼，國文、英文什麼都不如人家連思考都不如人家，所

以學習的方法學習的態度我們都不如人家，這個是不可諱言的因為國中的時候高

中的時候就一天到晚就在練琴，沒有時間去接觸那些東西，所以連帶了分析能力

或什麼都不見得比別人好，音樂本來就是、音樂其實跟數學一樣的音樂的本質它

不是光是浪漫就好了，了不了，它要有一個調理性的東西要有層次感要有分析能

力，你才能夠表達出來，透過妳的技術，把她表達出來，那如果前面這些東西妳

都不具備的時候妳是靠天份，如果妳沒有哪天份的話做出來的東西絕對不好，對

不對你拉胡琴也是一樣阿，一個曲子在你手上跟在別人手上為什麼不一樣，很多

因素主合起來，這個胡琴在黃安源拉起來他的味道到就出來了或許在王國潼 ，

同樣的曲子我也會拉阿，我為什麼拉不好阿，就是那個節骨眼的地方你就作不

好，同樣最簡單的劉天華的一些，良宵好了，妳跟他拉你覺得哪個好聽，他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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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他的 Feeling 嗎?哪我們有沒有這個 Feeling，如果我們也有或許超過他我們

比他好，不過我們沒有我們要學嗎，怎麼學阿不是完全學就會，除了你模仿他，

模仿妳還模仿不出來，妳很多東西都是從你的內心表達出來的時候，就要靠你對

這個曲子它的分析能力，為什麼它要這樣子，為什麼那樣子它描述的是什麼，事

感情方面呢還是理性方面的東西，都要出現呢，那如果這些能力有，那大家都有

這些能力這樂團自然好嗎?大家也知道這個曲子表現什麼，所以為什麼我說那些

大學的樂團比我們一般的好這是因為他們在這方面強，也許他們的手相不一定

好，可是他們意境，呈現出來的那東西所以…而且還有一個，他們設備都很全，

什麼高音笙、中音笙、高音嗩吶、低音嗩吶什麼玩也都有，我們學校有沒有，沒

有阿為什麼阿，為什麼阿招進來的嗩吶只有一兩個，你一兩個他，他出了高音嗩

吶中音嗩吶沒有人吹，有中音嗩吶沒有低音嗩吶為什麼一位沒有人嗎，沒考進來

嗎?你到別的地方找，沒有阿，可是大學東西很多，還有一個大學你缺什麼別人

去頂，就是說我現在缺低音嗩吶對不對，你進來你去學低音嗩吶，然後他可能就

一直吹低音嗩吶，他不會覺得低音嗩吶有損他的身分，他簡單的東西，我們專業

的同學一定不好不願意，為什麼要我去彈大阮，我是彈琵琶的為什麼彈大阮，所

以有訓練上的一些盲點，讓如果那些備其齊全的當然是我們專業的比較好。理論

上，像你們現在學校，很多組織都都可以，沒有人就組不成，沒有哪個樂器也組

不起來，對不對?曲子也不能練。 

問：之前有組國樂團組不起來 

答：人數不夠需要的樂器沒有，你說音樂系所怎麼可能比得過一般大學的音樂社

團，可是就是有這些麻煩，你們不錯了啦!你們還有很多東西像雅樂團，到處去

演出，還到北京阿，所以你們機會其實比這邊的一般的還多拉。好拉問完拉 

問：考試的辦法像胡琴有分級數啊?老師你覺得那個級數的定義在哪? 

答：你說主修的級數啊?級數就是水準，就一二三四上去阿， 

問：我說那個曲子 

答：它的難易度阿，表現力阿，級數就是這個意識，這些曲子是怎麼定出來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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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開會決定拉，胡琴老師開會決定這個曲子是第幾級，我們不是胡琴的就不能知

會拉，因為他覺得這個曲子，問題難易是以什麼來分那是他們去決定，事技巧難

易還是意境難易呢? 

問：那他們畢業一定要拉到那個級數嗎?還事都可以 

答：現在我搞不清楚耶，反正好像就是一直上去、上去這樣子哪麼?哪麼…好像

沒有硬性規定，因為他們考進來已經有某一個水準了，那不可能從第一級，這一

定是有什麼、什麼，那這個什麼的那是由各組，我也因為我現在又不教個別課，

應該問我們主任? 

問：後來才想到，這個問題 

答：你有空在問他嗎?這個問題你應該是問那些教主修課的嗎?我們主任還在教胡

琴嗎?我甚麼都沒在教了嗎? 

問：謝謝老師 

答：歡迎妳隨時來，研究所來考我們學校嗎? 

問：謝謝老師 

 

圖6-03 陳裕剛 教授 

資料來源：江千慧拍攝  時間：2011/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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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歷史(4)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之音樂文研究」2011 年 03 月 28 日 

訪談日期、時間：2011 年 03 月 28 日下午五點 

天氣： 晴天 

訪談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教師研究室 

受訪者： 許麗雅 教授 

訪問者：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四年級江千慧 

訪談記錄方式：筆記、錄音、拍照 

以下問：為筆者問題，答：為受訪者的回答 

 

問：老師您在台藝大任教幾年 

答：今年應該滿 26 年 

 

問：老師您的課程選定阿是是怎麼選的 

答：因該是照我的專長阿，因為我是師大畢業的，所以就是他們需要的事，因為

這是中樂嗎，那我學的是西樂因此呢就是說他在視唱聽寫的這個部分是他們需要

用西樂的理論基礎，正確的音高，來引導他們在音響上比較能夠在中西樂方面都

能平衡的一種鍵盤上面的一角色，所以中樂的學生在這個中國音樂系裡面，他就

變成中樂西樂他們都必須要學，我覺得是滿好的一件事情，因為他們很多現在的

教程上面嗎?妳畢業從中樂畢業，可是妳都學會西洋音樂史也有和聲也有對位也

有學然後你的基礎妳是在十二平均律，裡面當中所以你對十二平均律得這種調性

跟調式以及中樂裡面他都能夠接受，所以當他當初教國教的時候高中或初中的時

候他們看到音樂課本都沒有問題，因為他們都可以所以我覺得我還滿高興的。 

 

問：希望學生學習的成果就是哪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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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希望學生學習的成果…當然我覺得因為我是站在…就是鍵盤的以它們作為、

作為補助的一個基本的教材所以他們在音樂的表現上面的音高就比較，就比較能

夠有正確的一個基礎在，然後因為中樂的調式其實跟西樂是不太一樣，所以在這

種聲腔調上面我覺得他們又有更多好的學習的話，我覺得他們的表現力就會蠻強

的對。 

 

問：台藝大的中國音樂學系的教育模式對臺灣現有的音樂文化有什麼影響? 

答：我想應該是有正面的影響，因為現在的教育上面不應該只有站在西樂的一個

角度上面，去認識西方，而都不知道自己中國這方面一個中華民族一種音樂的特

性，所以我覺得在這個裡面它在台灣占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傳承的角色，我覺得

因為如果沒有這一批的學生繼續努力在這個崗位上面我相信，我想這個在臺灣裡

面可能這個國樂就都沒有存在可能都是西樂的天下，對。所以它占了很重要的角

色在現在的教育的傳承上面，我覺得它占了很重要的角色。 

 

問：老師妳對系上展演的表演型態有什麼看法? 

答：展演型態喔!因為在這裡面他們雖然，中樂西樂都有學習可是他們就堅守在

中樂的一個風格裡面，所以任何的每一組的樂器裡面的主修他們都很能夠發揮，

這種中樂的一種音樂的內涵的表現，所以他們的展演我想應該說：是可圈可點

的，對。 

 

問：那老師你對去年的所唱戲曲篇有什麼看法? 

答：說唱戲曲去年的哪一個(看了節目單後)…妳說大廳是不是? 

問：對對對 

答：回想一下喔…我覺得因為我們每一個年都有一個主題存在，那從原住民音樂

開始，對，然後在我們的六塊裡面剛好走到了就是說唱這一塊這樣子，讓我覺得

學生在這一方面的學習其實是在他們平常的課程裡面就有的，然後只是在每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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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組別裡面有特別，從不管是在作曲上面有戲曲的風格或者是箏樂阿或是彈撥它

們都是用這種說唱戲曲的素材來創作曲子，所以這一篇就顯得很有特色的一個表

演的一個形式，他就是沒有被那種音樂的表演的框框設定住，對。這是我的看法

拉因為我們有要求說，那戲曲篇的話那是不是應該有關再創作方面是不是應該用

戲曲的素材來創作。哪每一組別因為有五個還六個嗎，能夠顯出這個戲曲方面的

素材一種特色在每一個器樂的演奏上面，對。 

 

問：老師你剛說：的框住，像是臺灣音樂原住民音樂的時候是被框住的嗎? 

答：我的意識是說，當我是原住民的時候，我就用原住民的素材去創作，我客家

音樂就是客家，因為在我底下是原住民開始。 

問：哪場我有聽 

答：對對我覺得這就是，那戲曲的時候他要用戲曲的素材來去創作，箏樂來創作

彈撥，創作箏樂的部分，他這場是用箏來作，那協奏曲的的風格也都是需要用戲

曲的素材來作讓學生能夠瞭解說戲曲不是只有唱而以，其實你的唱腔在你的樂器

表現上是非常重要的，對，所以我的意識是說每一個我們的展演都是有他的一個

主題的特色，是朝著這樣子去設計出來的。 

 

問：老師你個人對中國音樂學系的看法 

答：我覺得現在是比較朝多元的方向，鼓勵學生從朝多元的方向走，因為畢竟舞

臺的學生比較多畢業，但是長輩們都還在所以沒有退休，所以學生要每一個上舞

臺，去表演他們的確是有困難，所以幾乎是每以個樂器的意義他才有可能走精，

所以現在我們就朝向多元的去教導學生在這種迎合現在社會的需要就是說的創

意上面，有一些他們在音樂的行政阿或是音樂的錄音阿或是在音樂的編曲上面，

要朝他們的性向走我想我們這是最近幾年我們的目標是往多元的教導學生走多

元的方向，對。 

 



 

 

 

73 

問：臺藝大的國樂系對區域的貢獻(就板橋地區阿臺北地區) 

答：我覺得臺北地區來講…可能就是，說假如是學生他們貢獻在，再接國小、國

中他們的課外活動裡面的國樂社團裡面這些學生畢業大概都去做他們的小組

長，對，那這篇地區，因為我們的黃光男校長很注重這些文化產業嗎?所以他就

做了很多的展演的活動，那甚至就結合了很多戲劇阿結合舞蹈、音樂，有一些綜

合藝術的表現我想是在板橋地區做得比較多，那其它得因該比較少我覺得。 

 

問：老師那妳的教學方式 

答：我的教學方式，比較因為視唱聽寫是比較基礎的拉這個就是比較正規的東

西，那我比較有一個叫作音樂心理學這個課程，那這個音樂心理學這個課程我自

己是滿喜歡，因為其實這課程對學生們在他們樂器的演奏上面有很大的幫助，因

為樂器這樣的東西不是用文學或是用畫畫能夠表達是用聲音來表達，所以音樂心

理的裡面呢給哪們很大的幫助就是說器樂怎樣能夠表達出音樂的內涵，它必須要

從作曲家，他創作的背景還有時代的背景以及素材裡面它所設計出來的…用的是

甚麼樣的素材，向民歌的素材或者戲曲的素材，或者是老師自己創作的這些，對

他們而言他們都要深入去探討，所以當他們瞭解是這樣的關係，還有就是器樂裡

面音跟音之間的關係，其實是對應到人的心理面的部分已及對應到大自然宇宙裡

面的所謂大自然裡面的一種常理，就是音跟音之間的關係其實是跟大自然的整個

人之間的關係是息息相關的，那如果他們能夠都懂得心理還有生理還有物理，物

裡就是跟大自然有關係的話，我相信他們在器樂的操縱上面就比較，會站在客觀

的立場裡面去表達他們自己，然後當他知道客觀立場以後注入到他們的器樂，如

果能夠，第二度創作，表演的第二度創作，我想他們就比較能夠，能夠去表達他

自己，所以音樂心理學這堂課的確我覺得能夠給他們很大的啟示，這是我比較覺

得這堂課有意義的地方。你上過這個課嗎? 

問：有有有我有來聽 

答：有喔!什麼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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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去年聽夜間部的，聽日間部的，兩個都有聽 

答：喔兩個都有聽 

問：有一次他們在報告 

答：喔喔喔是是你是那個誰的同學是不是 

問：高領航 

答：領航的同學，所以我覺得，這個課是比較活的課程那給他們有一種另外，因

為在其它的課程裡面好像沒有這麼廣泛的去讓他們瞭解，這課程我覺得從美學的

角度從科學的角度從心理學的角度還有音樂學的角度方面都有很大的幫助，你覺

得呢?你覺得這課你聽了會覺得怎樣? 

問：有點像因為我們之前有上藝術行政的課，然後就是差不多， 

答：藝術行政也有談到這一塊 

問：藝術行政還有音樂治療什麼我們都有 

答：阿你們也有阿是，音樂治療比較注重這種跟病人之間的關係，但是原理都差

不多啦。 

 

問：老師你對他們的詮釋報告的作法妳覺得呢? 

答：就是說我們的詮釋報告阿，去年你也知道我一直想要引導他們詮釋報告裡

面，我覺得要有創意啦，因為詮釋報告裡面不能…因為外面寫的都很多，對不對，

它們都照抄阿，對阿所以我覺得詮釋報告的這一塊，就是我有特別提到的就是聯

覺嗎?我上課有一開始談到他們可以用人的五官的聽覺、視覺、嗅覺、觸覺、…

味覺，這五個，五個裡面呢他能夠去把他連結起來，讓他們知道說其實音樂必須

要有一種叫作想像，這種想像出來他才能夠把音樂裡面的內涵表達會有他自己的

特色，對。這一塊在詮釋報告裡面我覺得就是他們的演奏詮釋的部分，那在演奏

詮釋的部分我覺得他們需要很深的去跟他自己的內心有參照的這種…反省的一

些動作他才會很清楚知道老師教的是這樣，我現在出來了會有甚麼不一樣，我覺

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他們必須要內心參照，音樂的裡面除了技巧完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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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要想呈現的方式是什麼，他自己要再重新更新一次，那這個就是我覺得這要

花很多時間，假如都沒有的話那詮釋報告幾乎都一樣。我覺得拉，我覺得那幫助

他們很大，因為詮釋報告，幫助他們，演奏詮釋至少我要知道作曲家的背景，我

要知道他什麼時候創作，為什麼要創作這首曲子，所以那他想要創作什麼，所以

那他想要創作的是甚麼，我覺得詮釋報告給他們很大的一個，還有就是這個曲子

有時候創作的用素材是民歌的素材，他就要去找民歌的素材，他才會知道怎樣去

詮釋民歌東西，他要去做戲曲創作的素材他就要去追朔這個素才從哪裡來這樣

子，如果他追朔得很清楚的話我相信他在演奏上面幫助會很大，所以詮釋報告的

確對他們有好處，對。還有什麼? 

問：差不多，謝謝老師 

 

圖6-04 筆者與許麗雅老師 

資料來源：江千慧 拍攝  時間：2011/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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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民族誌 

民族誌 1：2010.06.25 

六月至八月的民族誌記錄： 

田野工作前的民族誌書寫 

2010 年 06 月 25 日 晚上八點十六分 

電話接洽：打電話給高中學姐， 

問暑假是否會在台北。 

請她幫忙接洽我之後的論文人事和管道。(資料查詢等) 

(很熟的朋友但是我還是會緊張) 

 

民族誌 2：2010.07.20-24 

2010 年 07 月 20 日晚上六點 

打電話給張馨尹學姐，約訪問時間與聚餐 

 

2010 年 07 月 21 日晚上九點 地點：板橋 182 巷鬆餅廚房 

聊了一下近況知道學姐研究所暑假也有課早上八點到下午四點上英文， 

跟學姐討論了一下論文後學姐就說明天再去找她。 

 

2010 年 07 月 22 日下午三點  

地點：臺灣藝術大學 

一點多跟媽媽騎車回到板橋大觀路的外婆家離臺藝很近，跟學姐約她下課後所以

我先到臺藝看看，打了通電話給音樂系的同學跟我說她三點考主修，到了臺藝才

知道是轉學考，所以我音樂系和國樂系兩邊跑也拍了幾張照片，時間還早於是我

又跑回外婆家，五點學姐打電話來跟我說她還有事情所以改天，再打電話給我。

於是在外婆家吃飯後就回土城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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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01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轉學考時間表 

資料來源：江千慧 拍攝  時間：2010/07/22 

 

 

2010 年 07 月 23 日晚上八點 地點：台北 

跟高中同學見面其中有兩位也是臺藝大國中國音樂學系的學生他們幫忙。 

同學說好要我再跟他們聯絡。 

 

2010 年 07 月 24 日下午四點半 天氣：飄雨 地點：板橋學姐宿舍 

出門時間拖到了所以四點多才到板橋，第一次到學姐的宿舍所以不太知道路，打

了電話問也順便問了有要買什麼東西嗎?於是買了五十嵐的珍奶請學姐喝。 

四點半開始訪問。由於學姐的室友在練琴所以錄音時，錄到胡琴聲。 

訪問結束後看了參觀了學姐的新宿舍，學姐的室友陸陸續續回來也不好意思待太

久，他們都是 93 及中國音樂學系的。 

  

民族誌 3：2010.08.30 

2010 年 08 月 30 下午兩點半 地點：嘉義 

我與季萱前往生日會，在要去生日會前，季萱就跟我說有北藝大和臺藝大的學

生，問我要不要去。 

參與生日會吃了蛋糕後問臺藝的學生留下了聯絡方式 msn，也詢問了是否有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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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可以幫忙，留資料的同學這時說了她就是系會長，吳季芳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

樂學系系會長(大三)主修二胡，請她多多幫忙。 

民族誌 4：2010.09.23 

2010 年 09 月 23 下午三點三十分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書館 

到整修好的圖書館找資料，我錯過了嚴潔敏大師班。 

17：23 在國樂系外遇見中國音樂系林主任，問好後。到系館門口遇到學弟范家

偉，看到系會長。與學弟交談後得知晚上的課程(音樂心理學)，因為是夜間部的

課程，買晚餐的回程遇到高中導師，高毓婷老師。18:30 與學弟一同上課，音樂

心理學。課堂上遇到高中學妹蕭婉真，高中同學高領航。18:55 旁聽許麗雅教授

的音樂心理學。 

上課心得：音樂心理學如同音樂治療、音樂美學，部分講到藝術行政前置作業等。 

 

圖7-02 整修中的臺藝大圖書館 

資料來源：江千慧 拍攝  時間：2010/07/22 

 

 

圖7-03 大師班海報 

資料來源：江千慧 拍攝  時間：2010/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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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誌 5：十月份的民族誌 

2010 年 10 月 08 下午 三點三十分  

地點：台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系館 

天氣：下雨天 

打電話給系會長吳季芳，問與系主任聯絡的如何，系會長說他在上課，要五點才

下課。於是我在臺藝大到處走，系館，逛了一圈後到教學大樓逛了一圈，又回到

了系館，開始拍照教室門上的課表等，也知到了高中二胡老師上課時間星期二。 

PM17:00 系會長下課陪我到系辦問系主任，再我表明身分我是南華大學民族音樂

學系大四生後，系主任很迅速的向後轉，到他的辦公室，我嚇了一跳以為不能與

主任談下去，原來是林主任請我到辦公室說，在我表明我的目的與論文題目後，

可能是我說的不清楚，林主任說我的範圍太大，於是我在說清楚，是貴系的現況

調查，林主任說好可以，資料能給我的也可以給我，不能給的就沒辦法了。 

我說：我知道謝謝主任。最後離開辦公室前，林主任說：要與系上的老師訪問的

話自己要安排好時間。 

 

 

圖7-04 系館大門 

資料來源：江千慧 拍攝  時間：201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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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0 月 23 下午四點三十分    

地點：台灣藝術大學演藝廳 

天氣：毛毛雨 

兩點出門，到板橋後站吃肉羹麵，騎車路過臺藝大的時候看到有人在搬布幕，心

想應該有預賽可是網路資訊上寫說預賽在星期一和二，沒再多想我就跑去吃麵，

回程的路上決定還是到台藝大看看，走到系館外面，見到了系會長吳季芳。 

於是我就很迅速的問了一個問題，今天有預賽嗎?幾點開始? 

系會長說：大概四點半左右。 

我看了一下時間三點多，我說我回家攝影機等等回來，待會見。 

三點五十分左右我到了演藝廳，也拍到了創意舞劇的預賽。 

國樂系：「煉」 

聽完宣布入圍的有中國音樂學系，回到了系館，在見高中同學也到了替他們加油， 

於同學聊了一下問說：我可以訪問誰。 

下次再問好了，等比總決賽之後再問他們的想法。 

 

2010 年 10 月 26 下午十二點十分&三點三十分 

地點：板橋後站&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系館 

天氣：雨天 

 

與高中學妹約吃飯問她在臺灣藝術大學還有沒有認識的人等閒聊。 

騎車到臺灣藝術大學國樂系琴房外等楊老師下課，楊老師是我高中的二胡老師。 

剛剛好有人請假所以中間空了一些時間，我與老師說我來的目的和要寫論文還有

找時間可以訪問老師嗎? 

老師幫我想了好多我要怎麼寫論文，動作要快等等。 

對於方向還不是很清楚的我，只能跟老師約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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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0 月 29 下午一點   

地點：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系館 

天氣：雨天 

    由於前一天我問了音樂系的朋友課表可以到哪裡找的到，他說學校網站上可

以找到，於是我就排了星期五的課表。 

表 7-01   99 課表 一周的聽課時間表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10 
 

數位音樂錄音與應用 

國樂 3014 林心蘋 
 

器樂學 

教研 303 江永生 
 

09:10 

10:10 
 

民間歌謠概論 

國樂 1011 施德玉 
 

台灣音樂史 

教研 303 蔡秉衡 

民族管弦樂法 

教研 304 瞿春泉 11:10 

12:00  

13:10 
 

電腦製譜 

教研 805 黃新財 

音樂心理學 

教研 306 許麗雅 

 民間歌謠賞析與表演 

國樂 4011 鄭翠蘋 14:10 中國音樂史 

教研 303 蔡秉衡 15:10 
  

說唱音樂概論 

教研 305 王友蘭 

中國樂理 

國樂 4011 朱文瑋 16:10  

筆者製 

因為是臺灣藝術大學校慶音樂會的開幕式所以有些同學請公假，我選了六、七節

民間歌謠賞析，再教室前等老師，問可以旁聽嗎?老師說好，謝謝老師後我就進

去找位子坐，因為在系統上看到這堂課，寫-限本系學生選課。 

分組報告：到了第六組，口頭報告加 PPT，報告的是：帕華洛帝 杜蘭朵公主-

公主徹夜未眠和波西米西人-妳那好冷的小手。 

老師說：音樂對比分析  例如：信天遊等 

通俗歌曲：郭蘭英 

由於部分同學請公假老師沒有上很多課。 

下課後與老師說明我來聽課的原因，老師說好，可以再來聽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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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0 月 30 下午兩點二十與五點三十 

地點：臺灣藝術大學演藝廳&中國音樂學系系館 

天氣：毛毛雨 

創意舞劇決賽 

兩點出門兩點二時到了演藝廳，原以為來不及了，到了三樓欄杆前找了一個位

置，演藝廳人超多，都是來看創意舞劇決賽的或許在樓上的關係絕的鼓的音響效

果，沒有以前的好。很有特色的舞劇。國樂系得了第三名。他們回到系館，有的

人哭了，後他們都待在合奏教室看剛剛表演的影片和檢討，有老師來對他們說

話。就聽到有些人說：要去慶功，學長姐們更是在外面討論別系的結果。 

約六點半多與表妹到了臺藝大看演唱會。九點回外婆家，十點回家。 

 

 

圖7-05 國樂系創意舞劇片段 

 

圖7-06 國樂系創意舞劇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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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07 國樂系創意舞劇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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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誌 6：十一月份的民族誌 

2010 年 11 月 05 下午一點二十五分&四點十五分 

地點：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系館&福舟表演廳 

天氣：雨天 

課堂名稱：民間歌謠….. 

這次默默的走到最後一排坐下，等上課。(因為上次老師說我可以聽課，下次還

是在問一次好了。)上課前二年級的同學討論著太陽餅，鳳梨酥等等的好像要團

購的樣子。 

分組報告：這次有兩組 

第一組報告：王心心、琵琶行，劇場式的表演。 

第二組報告：黛安娜丹姆勞/花腔女高音、魔笛與弄臣。 

老師說：同學在報告的時候需要放原文。 

第二堂課：介紹：爬山調：后山調、河套調、前山調。 

唱歌：「楊婆里抱柴瞭哥哥」原調：降 D 調 

唱：降 B 調、唱歌：雲南山歌：小河淌水，彌渡山歌。起承轉合 

16：15 看二胡音樂會彩排，看了前半場的二胡音樂會彩排，因為後半場的先彩

排完了。(與系會長詢問後我才進去聽和拍照) 

由於當天身體不適所以沒有聽到音樂會正式開始。 

看他們的彩排發現他們的機動性很高，很快的可以定位定好，時間都接得很準。 

 

圖7-08 校慶音樂會「弦音」擦弦組音樂會-彩排側拍 

資料來源：江千慧 拍攝  時間：201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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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1 月 07 下午兩點三十分  

地點：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南海劇場 

天氣：雨天 

音樂會：2010 大觀箏樂團年度公演《箏樂地圖‧Formosa》 

當天中午後在查了一下路線和時間，發現不是三點，於是非常快速的出門。 

兩點半前剛好到門口，領票(票上學姐還寫了我的外號)付錢購票時因為沒有零

錢，造成了一點小麻煩，後還是買了票進場聽音樂會。台藝大校友團台上演出的

古箏演奏員都畢業於台藝大中國音樂學系。音樂會的燈光和背景投影好像燈光太

強了搶了投影的照片，投影機、燈光和演奏者的能見度。 

還有創作曲，不同於以往聽到的那些曲子。 

中場休息時與箏三角的團長，打招呼。因為全場除了台上的演奏者我認識三位外

就沒有認識的了。下半場開始我才發現背景很音樂的視覺與聽覺的享受，可是中

間不知道怎麼了投影片不見了。 

音樂會結束後與學姐合照和幫她的朋友及學生拍照。 

學姐忙著收東西，我也沒和學姐說，到話就默默的回家了。 

 

圖7-09 張馨尹與她的學生 

資料來源：江千慧 拍攝  時間：201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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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1 月 13 上午九點到下午五點三十分 

地點：台灣藝術大學教學大樓國際會議廳 

天氣：雨天 

陪同聽演講：林季萱 

第四屆【演奏與詮釋】研究生學術研討會 

8：45 出門因為雨下的很大於是選擇座計程車，到台灣藝術大學。 

8：55 車費$130 

9：00 到會場賣了一本論文集$200 

聽了九個人演講【演奏與詮釋】，前六位是台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研究生。

兩位文化大學還有一位是師大。 

曲式分析都很厲害，樂曲分析與作者訪談等等，應象最深刻的是貓嬉系列，有影

音和譜上指法分析，表格清楚明瞭。 

17：30 研討會結束大合照後，向施德玉教授問好，說：我是南華大學民族音樂

學系的學生，施教授很高興的說：是周純一的學生。我說：是。要寫論文所以有

些事想請問教授，我就說了我的論文題目。擬好問題我會在找時間：找教授 

原本要留聯絡電話的，教授發了名片給我們，向周主任問好。 

~~很開心的結束今天的研討會~~ 

長時間聽演講聽到都不知道再說什麼了，但是在領域上，他們以樂曲分析為主要

論點，而我們在於採譜和田野工作的記錄。 

 

圖7-10 研討會開始前 

資料來源：江千慧 拍攝  時間：201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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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1 休息點心時間 

資料來源：江千慧 拍攝  時間：2010/11/13 

 

 

民族誌 7：十二月份的民族誌 

2010 年 12 月 21 上午八點和十點 

地點：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系館 

天氣：晴天 

課堂名稱：電腦音樂大四、民間歌謠概論大一 

八點前進系館要使用門禁卡，後在系館內聽到七點四十就有在排隊填琴房。 

八點十分到到了電腦教室發現沒有人，後就在系館一樓等。(大四課程選修) 

課堂名稱：民間歌謠概論大一 

課堂筆記： 

課程以引導方式及歌唱，老師問了傳唱最廣的是 

山歌~爬山重要性 

號子~戶外(哈腰掛) 

小調=室內樂 藝術歌曲 

山歌、號子=戶外 

爬山調、信天遊 p16 十三韻部 

走西口字尾ㄩㄣˋ 

民歌分類法： 

1.題材 2.場合 3.體裁 4.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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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材情歌….. 

敘事歌：內容體 

場合：田裡、室內、婚喪喜慶 

體裁分類：山歌信天遊落花兒山曲 

小調城市音樂-藝術 

風格-山歌-豪放-情感豐富：腔調自由   節奏自由 

     號子-原始：節奏固定 

     小調-藝術性高：婉轉、典雅、柔美 

唱歌：客家小調老山歌山歌子平板 

音高： 

第一行 

3363 65661333 

65616121 31316~~~6 

第二行 3-65 653 36535613 

6616 55676 

6765 653- 

第三行 

3363 65361333 

6121~   316~~~~5 

第四行 

3616 33365365313 

6565 55676  

6765 653- 

歌詞：阿哥阿 憂一絲 

下午的課剛好遇到小廳甄選，所以停課一次 

 

圖7-12 小廳甄選外面等待的人群 

資料來源：江千慧 拍攝  時間：2010/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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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2 月 22 下午一點二十二分 

地點：台灣藝術大學教學大樓 

天氣：晴天 

課堂名稱：音樂心理學 

分組報告： 

不只中國音樂學系連美術系設計學系的學生都有，美術系報告的超好的雖然他們

不一定會選曲子搭配，但是他們的作品與音樂的結合，真是利害阿。 

下課前老師講了十分鐘的音樂心理學講義 

內容約~中國古代音樂美學 

 

2010 年 12 月 22 下午三點二十六分 

地點：台灣藝術大學教學大樓 

天氣：晴天 

課堂名稱：說唱音樂 

以搶答方式回答問題加分，加深印象 

說唱音樂：在結構上分為板腔體與曲牌體 

宋代 鼓子調 諸宮調  曲牌體 

     單曲    多曲體 

板腔體 變文 唐代 

明代中葉 彈詞 鼓詞=板腔體 

說唱 VS 戲曲 

說唱與戲曲的分合 

P.139 文體角色 樂器 

韻文的唱 有說有唱的故事 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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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體：敘事體(說唱)，代言體(戲曲) 

             主          輔 

說跟唱： 

四大類 

1 文體 2 角色 3 表演 4 樂器 

p.140 說唱演 主述但一人多角 

戲劇-代言體一人一角 

角色一人多角 一人一角 

表演 

樂器  簡單               文武場 

     八角鼓一把三玄 

說唱跟戲曲之間的不同 

說唱-點到為止 

合~說唱跟戲曲的合 

1 表演型態 2 文學 3 音樂 

形態  簡單 蓮花落  東北二人轉 

說唱表演細化 

音樂 

說唱文學，說唱音樂與戲曲的互動 

課堂心得： 

這次的課程讓我複習了說唱音樂，與老師約下次訪談和留下聯絡資料。 

因為當時我一直還無法定出我的訪問內容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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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2 月 23  

時間：08:15 

地點：台灣藝術大學教學大樓 

天氣：晴天 

課堂名稱：器樂學 

介紹琵琶與楊琴、以看影片和部分解說，想問中國器樂以外是否有其他民族器樂

介紹，就看 cctv 的影片介紹樂器是不是太少了或許是剛好那一堂課需要這樣上

課吧! 

10:20 課堂名稱：台灣音樂史 

布農族的音樂 Bunun 上課內容原住民音樂 

上課心得：系上對於台灣音樂的興趣好像缺缺，台灣音樂的定義，是否應該個多

或許之因為聽了一堂課還不夠多。 

14:15 課堂名稱：中國音樂史 

漢代歷史 

上課心得：音樂內容過少多以歷史為主，朝代轉換 

19:00 劉思捷二胡獨奏會 

地點：台泥大樓士敏廳 

學長的畢業音樂會，研究所畢業音樂會，音樂

會風格很特別，不像以往的演奏路線，還加入

了數位化與多媒體的呈現，燕子更是在聽的當

下我都想哭了，原因之一我的期末考曲子就是

燕子，我都還沒有練好。跑田野跑的很勤勞，

卻沒有時間練琴，第二個原因是真的拉得很好

聽。 

圖7-13 劉思捷音樂會海報翻拍 

資料來源：江千慧 拍攝  時間：2010/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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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2 月 24(五) 

時間：10:10 

地點：台灣藝術大學教學大樓 

天氣：晴天 

課堂名稱：民族管絃樂形式 

老師請假林主任代課 

十點換教室回系館 

時間：13:10 

地點：台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系館 

天氣：晴天 

課堂名稱：民間歌謠賞析 

由於下周是期末考所以上課內容以選曲和抽籤還有唱歌 

老師也請同學借我課本看，跟大家一起唱歌很開心。 

 

時間：15:10 

地點：台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系館 

天氣：晴天 

課堂名稱：中國樂理 

老師說要複習期末考的範圍所以，可能會比較沒辦法聽到什麼。 

我詢問老師可以下學期來聽可嗎?老師猶豫後說可以。 

 

十二月這一個禮拜我所排的課一周得台藝大學生，因小廳甄選以及近期末考週 

但聽課後與老師約寒假訪談，在一月二十號前寫好訪談大綱，電郵寄個老師後一

一訪問老師，最後我還是沒有寫好我的訪談大綱也。也沒辦法做訪問整個寒假就

這樣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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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誌 8：二、三月份的民族誌 

2011 年 02 月 21 日(一) 

時間：PM14:00 

地點：台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系館 

圖7-14 上課教室 

資料來源：江千慧 拍攝  時間：2010/12/24 

天氣：情天 

    出門前還在想要不要去看看，星期一日間部沒有系上的課程，心想開學第一

個禮拜不外乎就是課程介紹，於是我騎車到了板橋府中站附近的速食店吃午餐和

看書，大約快五點我想了想我還是要到臺灣藝術大學看看，於是我到了中國音樂

學系系館，發現了有新的公告和新的海報，於是我拍了下來記下時間，是大四班

的畢業音樂會海報，又再一次拍了掛在牆是的系展海報。後我回到外婆家找我之

前所聽過音樂會得節目單，高三下 94 年 1 月我開是住在外婆家一直到 96 年 8

月，這段時間都住在板橋，高中的學姐是九十三年考上臺灣藝術大中國音樂學

系，也因為這樣只要學姐系上有活動就會問我要不要去，我也累計了不少的節目

單，再說本來就很喜歡收集。也找到我聽過的三場國樂系的系展板橋樂展

2005~2007，回想起來我也看過了兩年的創意舞劇 93 年和 94 年，都很有特色。 

 

2011 年 03 月 01 日(二) 

時間：AM8:23 

地點：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系館電腦教室 

天氣：情天 

課程名稱：數位音樂錄音與應用 

授課教師：林心蘋 

我先問老師可以旁聽嗎?老師很疑問的說可以但也很疑問的問我，想要聽什麼? 

我就說都聽聽看。上課心得：聲音的頻率和聲音的震動等等的聽的訓練，和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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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經驗分享，以及有位同學一直在問老師設備和音響的選購方式等等的問

題。都是很不一樣的學習。 

下課後因為接著要上民族音樂學的課程，於是剛剛有一位一起上課的同學也要前

往教學大樓，於是我就跟他聊了一下也詢問他還有哪些課程可以聽。到了教學大

樓教室前我想說要等老師來，問老師後再進去，剛剛的同學就說進來，沒關係的。 

聽完民族音樂學的課程後，我就先去 7-11 買中餐又逛了校園一圈後還是在系館

前用餐。我看到一台車往系館後方的停車場開，覺的車上的人很眼熟，是我高中

的二胡楊老師，老師今天有個別課，在老師走進系館前，我跟老師問好。老師說：

妳又來訪問了阿。我說：沒有拉先來聽課，再看看。老師說：那我先去上課了。 

於是我又等上課電腦製譜，一直等等到認識的同學來上課我問他可以旁聽這堂課

嗎?我看教室很小，人很多。同學說可以，我又在門口等老師終於老師來了，我

問了老師，老師說可以但是教室的設備不足，也是很多人共用一台電腦。我進教

室後找不到位子，同學說後面有椅子可以坐，拿了椅子找了一個位子想說不要當

到其他人上課就好。老師說因為剛剛開會又加上投影機有點故障。所以比較晚開

始上課，講了課，也說了交作業的方式。下課了我又趕回土城的家拿了東西後又

坐車回嘉義。因為星期三有課。 

上課筆記： 

日期：03/ 01(二) 

時間：AM10:23 

地點：臺灣藝術大學教學大樓 303 

課程名稱：民族音樂學 

授課教師：朱家炯 

非洲音樂以南 

20
th 流行語古典、田野調查、理史地理、宗教的介紹與文化。 

What is Afridca? 

超過八百種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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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方式：以網路(維基百科)加上簡述歷史 

英文版的維基百科 

非洲音樂文化通則 

口哨加鼓聲-不是為了藝術而是慶典工作、遊戲，音樂對注意力集中，溝通訊息

多元的表現。風格 style 參與複節奏，反覆、即興，ex：郵局工人，訓練 training

音樂本能，信仰與價值觀，音樂與與言的關係，音樂與舞，二元的化，旋律兩個

樂句，領唱、合唱、複音的組織，通分為兩種，頑固底音。 

樂器：坦份姆指琴 

鼓，代表神明 

Drum 

拇指琴 Mbira 

木琴 xylophone 

樂弓 Musical W 

Kcra 豎琴似魯特琴(harp-lute) 

說話鼓(talking drum) 

影片：聲音和生活說話敘事 

影片網址在課綱中有 

P.224 方法論：收集，再研究 

倫理→局內人與局外人合作 

第八章 音樂人類學 

同行、學生、雇主 

樂評→採訪報告 

課堂報告作業方式 

以孫文明為例 ：火車、小號 高胡模仿 

二胡模仿即興創作 

模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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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筆記： 

日期：03/ 01(二) 

時間：PM14:01 

地點：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國樂系系館電腦教室 

課程名稱：電腦製譜 

授課教師：黃新財 

圖表工具 

選譜表 

簡單至難的過程的重要 

排版→ 

GRAPHICS TOOL 

圖型工具 

Graphics 工具清單 

JPEG→ 

TIFF→ 

Resolutior 300 點 2.54 平方 

簡譜、線譜、種譜 

考試方法作業打譜，排版 美。 

課堂心得： 

在沒有上電腦製譜課的我們早在學習記譜法的時候就有學習簡單的電腦打譜等

方式，對我們來說我們都是自己去摸索學習，而台藝大的學生由老師帶領是很幸

福的但設備不夠的關係需要多人使用一台電腦這樣應該會影響教學品質。 

上課時間雖然短暫但是打譜是藝術行政或是創作音樂的最好工具，希望有機會還

可以再次學習有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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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03 月 03 日 

上課筆記： 

日期：03/ 03(四) 

時間：PM14:12 

地點：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系館 

天氣：情天 

課程名稱：琴樂美學  

授課教師：陳雯 

沒有期中考，期末考交報告 

第一堂課是用自己的名字畫一張圖。 

電影中的古琴音樂，影音音韻 

中國音樂體系音樂 

理論範疇樂器學 

美學是哲學的範疇 

什麼是美(戲劇系同學)：引發群體的感覺。 

子荀：正向的美不是每個人都認同的過程中的議題→思維。 

美是一種感動， 

墨子：非樂，反對音樂但不完全反對，上天等時間錢財人力，在勞工階級，音樂

和社會裡，樂教化，道德自然。 

 

和樂ㄌㄜˋ 

要達到樂先有和，和=含有兩個或兩個以上(至少兩個的共存狀態)的意思。 

詩詞的講解。(課堂講義) 

(溪山琴況) 

泛音：璇與指合，指與音合，音與意合。 

古琴的調音，泛音、散音、按音(同音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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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與意合→曲意解說 

酒狂 

有志 

曲子學習的多寡影響判斷(我說的) 

上課心得： 

    琴樂美學對我們來說古琴的歷史悠久，學生選修課程的原因很多是因為學分

的關係才選，有誰會因為古琴使中華文化中最古老的樂器，想知道古琴的音樂之

美的人有多少。  

    就我們而言對古琴又愛又恨的，愛的是能夠學習到古琴式很特別的別人不會

的我們如果多專研或許有一日也能獨當一面，恨的原因是三年是不是太多了對於

本來對古琴很有興趣的學生，來說或許不夠，對於因為有考試壓力的人來說，為

什麼要被這麼長得古琴曲阿偏題了。 

    與其說是琴樂美學感覺上是中國古代音樂美學的開端課程。但有時候老師也

會談談古琴，在沒有任何壓力下聽古琴曲是一件很舒服的事。 

    進修部的中國音樂史與臺灣音樂史這兩堂課我也都聽了，但因課堂內容都講

述歷史地理位置等等都以課本為主要工具，在沒有課本下聽課的我真的不是很清

楚講到了哪哩，又加上晚上的課堂容易讓人放空，白天聽課後晚上有聽課，沒有

精神和體力。 

   臺灣音樂史結束後有稍微詢問一下陳鄭港老師，我如果要問問題該找誰等等

的，因為老師說我的問題他無法回答，要問系主任或是陳裕剛老師，也謝謝陳鄭

港老師給我的提議，讓我多一份思考。 

今天在上課前我先回了外婆家一趟，外婆就問我，是不是回來台北念書啦。我說

沒有啦，是回來做作業的。我想外婆也很希望我回台北吧!就說我還要考研究所

外婆說：女生不用唸這麼多書。有三年的時間我住在外婆家，也常常陪外婆看電

視，那時候也很常往臺藝大跑，只要學姊國樂系上有活動或是聽音樂會等等。都

會跟我說都有去多認識多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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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03 月 04 日(五) 

上課筆記： 

日期：03/ 04(五) 

時間：PM13:25 

地點：臺灣藝術大學教學大樓 

天氣：情天 

課程名稱：指揮法 

授課教師：瞿春泉老師 

上課前老師反而問了我一些問題。上課前老師問南華在哪，學校的大陸老師? 

王寶燦老師為什麼可以來這麼久教書等等的問題。 

老師問了學生打工的工作形態等等問題。 

P.20 前行曲-電腦當機要換教室，這幾天到臺藝上課學校的電腦好像一直壞耶都

要換教室這是第二次上課換教室了。 

四四拍指揮的記點狀，被動和主動(切分音手背)動作 

C 段 管樂器 重音在第三拍 

弦樂器 

E 段，管弦交替(配器)串再一起 4/4 拍， 

4/4 拍被動與主動樂器位階不同，樂曲，線條 

4/4 拍短促有力-切分的感覺，每個人都到前面指揮一次。 

課堂心得： 

看總譜聽樂樂指揮，上課人數十一人，全班人數應該三十一人，當天有大四班畢

業音樂會可能人數會因此減少。 

 

上完課後我到府中站接林季萱，我們要聽晚上的畢業音樂會，於事先到了咖

啡廳吃飯，然後回臺藝大，接者我們到系辦要，主副修考試的辦法，這時候遇到

林主任，他說你要來要東西要表明你是誰，要把學生證拿出來，這件是只有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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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我要來做田野調查，於是又跟林主任約訪問時間，林主任說：上次不是講了

很清楚了嗎？我又說上次我還沒有準備好內容，心裡想說上次只是詢問可不可以

來做田野調查並沒有問到什麼問題。 

 

於是和季萱到主任的辦公室，談了我的初步的訪問稿，也因為前幾天題目又

換了，所以還來不及改變訪問稿的內容都還在想的階段，當然訪問時有些表示不

清楚的地方，林主任也作了適度的修正，然後結束訪問。 

 

離音樂會開場前還有一個小時的時間，我和季萱坐在 7-11 外面談論一些方

向，和吃東西，音樂會開始前以照相機拍了幾張他們所放的回顧照片，音樂會開

始全程錄音，也拍了幾張照片，結束後與季萱討論，他們的表現方式。 

然後到了湳雅夜市吃消夜，在板橋的湳雅夜市其實是很常看到學生練習完或上完

課就會到那裡吃飯等等的。 

 

圖 7-15 肆、國樂季 大四班畢業音樂會外場  

資料來源：江千慧 拍攝  時間 2011.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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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6 肆、國樂季音樂會側拍 

資料來源：江千慧 拍攝  時間 2011.03.04 

 

 

圖7-17 林季萱與筆者 音樂會開始前 

資料來源：江千慧 拍攝  時間 2011.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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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03 月 07 日(一) 

時間：18:30 

課程名稱：中國樂理 

上課班級：進修一 

授課教師：朱文瑋 

授課方式：ppt、教師口述 

課堂內容： 

標題音樂-中國音樂多以標題音樂〈中西標題音樂〉畫面意境 

PPT 內容：標題音樂(program music)創作時按標題進行構思，並要求聽眾，依據

標題的題是去欣賞音樂作品，“program”為綱領之音不是題目 

調性、調式和體裁形式。曲牌和板式。一般氣氛、色彩和情調等。 

標題音樂是說明作品具體內容的一般文字但在特定條件下，也可以僅僅是一個題

目。把標題構想作為創作思維的原則作為美學的範疇，也可去才於文學。 

19
th開始標題音樂的始祖李斯特，他是標題音樂的熱情倡導者，形象鮮明等。 

在中國現代作品佔有很大的比重不依賴文字說明具體內容的純音樂，又稱“絕對

音樂”相對的。純音樂，社會生活中在作曲家思維中反映的產物，結合詩歌、繪

畫和文學等藝術。作曲家通常會附與音樂一個標題有時是敘述性的。 

樂曲標題之運用、傳統樂曲的標題形式 

樂譜 

1 大小標題 

2 文人喜觀文學創作 

a 標題內容 b 標題結構 c 標題性質 d 標題篇幅 e 標題調名 

心得：中國樂理與標題音樂有何關聯。 

對樂理不單單只有名詞解釋，也有可能這個單元是這個。 

應該再去多聽幾次。還有老師 PPT 放的有點快很多來不及抄寫，原來是有學習

檔案可以在網路上下載檔案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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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03 月 07 

時間：20:30 

課程名稱：畢業製作 

上課班級：進修四 

授課教師：朱文瑋 

授課方式：教師口述，投影機播放 

課堂內容： 

討論進修部是否要辦畢業班展，投票決定。 

畢業製作、詮釋報告 4/1 交 

要開音樂會的同學要於前一個禮拜驗收，曲目是隨機抽段。 

海報內容：主辦、協辦、時間、主題，邀請卡和 DM 上面要有交通路線。 

三個禮拜前海報等等要用好，電話要在兩個禮拜前打。 

指導老師是否要寫，的問題。 

評分的方式評審老師的邀請等等問題。 

演出前：與老師討論 

節目內容與形式，媒體製作資料合作與對象。 

音樂會前的安排： 

排練教室借用、來賓聯絡、評審老師邀請，舞台監督與工作人員之排定，行證安

排(如場地之租借、海報節目單 DM 之設計印製與宣傳)。 

演出中：掌握彩排時間(請視同正式演出，注意走位和定位，換場之流暢，定餐、

場地佈置、節目主持內容或導聆之安排)節目開場前清場。 

檢討報告 500 字。 

上課心得：多了一次學習音樂會流程的要領。對於五月分要開音樂會的我也是一

次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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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03 月 10 日(四) 

雨天 

原本不想出門的又很冷，不出門不行。 

14:20 左右我到了教室發現沒有人，後來我也忘了問他們在哪上課了。 

14:49 系館到處晃到了地下室，才發現日夜系學會辦公室在那裡。 

原來有兩個合奏教室。 

又到了系辦外面看，這時助教貼了論文發表時間表，我發現了一個小錯誤，星期

二成了星期五，剛好又有另外一位助教出來看，我就跟他說，星期好像錯了也，

他說有嗎?我就比給他看。於是他回系辦跟貼的人說，那個助教很緊張的作了修

改。也不知道是為什麼? 

在系辦外面聽到他們換了新的設備，應該是影印機吧!彩色的。他們說這樣以後

就不用請別人幫忙用了。兩人研究起新的設備。 

離開臺藝大後我到了板橋吃飯逛書店最後還是決定再去臺藝大聽進修部的課。 

20:30 

雨還是下的很大 

課堂名稱：民族器樂 

授課方式：課本、講義、老師口述 

因為課本已絕版了，暫時印了講義，數量也有些不夠，學妹借我看，我看了一下

覺得好像之前上課有看過。我就跟學妹說你不覺得一樣嗎?學妹是南華轉到臺藝

進修的。其實上課前我問過學妹，這課不是修過了嗎?為什麼妳還要修呢?她說好

像不一樣。 

上課內容： 

中國傳統器樂 

1 樂器多種類多 a 

2 演奏形式多 b 

樂器：3000 多年前的周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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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 

少數民族就有 500 多種樂器 

55 少數民族加一個漢族 

分為五類 

演奏方式分類五大類 

發聲方式→體鳴、氣鳴等五大類 

吹管以渣賃 景颇族 

心得：看文字加老師說明，很有想像空間，沒有圖片作為補助可能是因為課本還

沒買到。 

 

下課後跟教授說約訪問，教授要我在打電話跟他約時間然後就留的電話號碼給

我。當天剛好也是老師生日 

 

2011 年 03 月 11(五) 

三月十一日星期五下雨天 

15：30 

課堂筆記 

課堂名稱：中國樂理 

班級與上課人數：日間部大一班/37 人有 3 人沒來上課 

授課教師：朱文瑋 

中國曲式：標題音樂 

上課方式：PPT、教師口述 

研究者使用器材：mp4 錄音、紙與筆記錄 

原來日夜間部課程同步。 

標題音樂與想像力，百鳥朝鳳與漁樵問答，標題上的印象與曲版、情調。 

老師說她常說音樂三部曲：有創作、演奏、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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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民族不同時代都有不同的表現形象鮮明。 

李斯特可以彈 13 度，話題開始討論。 

純音樂=絕對音樂 

純音樂是的轉變 

白遼士 

老師說中國音樂系學音樂要多接觸 

音樂的啟發 

播放音樂：古琴曲《廣陵散》、琵琶曲《十面埋伏》、民間戲曲《百鳥朝鳳》等等。 

《宮引》、蕤賓意 

明代以後大小標題 

一沒有樂譜、口傳心授 

二記錄樂譜 

作用很多，報告可以多找標題樂曲最為啟發。 

學生回答：中阮的學生，雲南回應沒有標題的感覺在裡面。 

箏和二胡的同學要交詮釋報告 

揚琴：落花夜 

下小標 

老師說：當年畢業要交一首作作曲 40 分鐘考完 

不能讓外界知道的祕密，老師提前下課了也對旁聽的同學說：請先離開。 

此次的上課心得：中國樂理有點與音樂欣賞很像，音樂播放等等的學生會聽的有

多少人，音樂的啟發特點為何。不用死記的方式，用啟發的方式，學生自行分析，

和瞭解上課回答問題多思考。 

標題音樂：寫下我對標題音樂的看法 

畢業方式的不同，年代的不同音樂需求也會不同。 

 

提早下課了，於是坐在系辦外等雨變小。這時系主任走出來，對一位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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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了一些話。人越來越多我也沒聽清楚，大家從上課到下課都在說的話題就是有

海嘯。 

說五點半會在花蓮等等的話題一直不斷，也有住宜蘭的同學打電話回家詢問，有

高中的學妹問我，學姐妳現在是要來這裡念了喔，怎麼最近這麼常看到妳，我說

我來寫論文的，然後，說了我的論文題目，學妹說:喔，就回家了。 

我等雨變小後就離開台灣藝術大學。 

 

2011 年 03 月 16 日(三) 

三月十六號星期三晴天但天氣有點冷 

13:30 嘉義大林統聯$240 

16:40 到了台北轉運站 

17:20 板橋府中站 

17:40 臺藝大國樂系外 

我從府中站走到臺藝大，走到系館時剛好看到有外賓來訪，心想等等的訪問可能

無法進行，還是走到四樓的 c4014 研究室，教授還在上課，也不好意思的就直接

進去雖然上禮拜跟教授約好了時間，教授也說我可以在四十五分就去找她。但是

還是不好意思打擾上課於是在外等到六點多下課。在外等的時候還有遇到朋友打

招呼，還有三個人要問老師研究所考古題的問題。老師出來後我眼睜睜的看著那

三個人把老師攔了下來，我心想我先來的耶。 

好把你們先問，我就跟學弟打了個招呼，高中學弟台藝大表演所一年級，老師出

教室時有說她等等有個聚餐。 

老師說：我有跟妳約嗎?我忘記了。我說上禮拜，於是我就把我寫好的問題給了

老師我也留下了電話和名字，在留電話時老師說她等等還有約，我說：我剛剛來

的時候有看到了。老師說：會再跟我聯絡。 

 

我又坐在一樓系辦外面，想著我可以問什問題或是到系辦要甚麼資料，這時候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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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大四的學生在討論音樂會節目單和海報的印製與設計。於是就默默的聽他們

說：有一人說他花了三萬塊要做宣傳，光是節目單就有四十頁一本打算印四百

本。他說裡面的內容就像寫真書一樣。 

不知不覺的我在那待了一小時因為進出都要等人開起所以我就一直在等，又加上

我在聽還有甚麼奇妙或好玩的事情出現。 

聽完後我的想法。如何簡單又不浪費的做好音樂會宣傳。 

時間越來越緊迫了我還有甚麼問題還沒問到還有甚麼還沒有記錄的。 

於是原本想要隔天在來詢問助教系上學生人數的就在學妹衝進系館對我說我在

發甚麼呆的當像我決定了我今天就要問到。不用怕進去問就對了，於是我問到了

日夜間大學部與碩士班和在職碩士班人數，全年級的人數。 

表 7-02  系上學生人數表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日間部 40 37 35 34 

進修部 33 32 36 26 

碩士班 18 8  

在職碩士班 6 8 

筆者製 

和拿到了 99-2 課表，於是我又問了助教有主副修人數表嗎?他一臉疑惑的看

我，我就說就是二胡有幾個人修和鋼琴有幾個人修等等的，要去哪裡找。他就說

要問另外一個助教，因為是下班時間了所以只好改天再來問。 

 

2011 年 03 月 24 日 

南華大學圖書館借了一本之前就找到但是因為太大本所以我沒有借的書，臺

藝大五十週年校慶「藝術教育新世紀臺灣藝大五十年」慶祝 50 週年紀念專刊，

內詳細介紹了課程與教師的學術發表等等資料，書的出版是 2005 年，記錄的是

1955~2005，這幾年臺藝大國樂系又有多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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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03 月 26 日(六) 

天氣：雨天 

交通工具：爸爸的車 

時間/行程 

11:30/從家裡出門 

11:40/到板橋外婆家 

11:48/到臺藝大 

11:53/與林主任打招呼 

12:20/研究所論文發表(作品詮釋 15 分鐘) 

12:36/發表人：林雅雪 

12:57/報告結束 

14:50/三位老師詢問結束 

15:07/我與林主任合照(拍攝者：朱佳伶) 

15:24/打了電話給與陳裕剛老師 

15:26/訪問陳裕剛老師 

16:09/訪問結束 

16:10/在公車亭遇到許麗雅老師 

16:16/結束今天臺藝大訪問之旅 

 

今天剛好要回板橋外婆家祭拜外公，拿香跟外公說了幾句話，就前往臺藝

大，因天又論文發表會於是十二點前我就在系館等，剛好林主任也在我跟主任打

了招呼後我繼續寫我的新發現就是有專題演講宋飛 5/19 會來演講，這時林主任

就問我在看什麼?我就說：在看宋飛專題演講。主任就說：有空可以來聽。 

過了一下子主任又問我在寫什麼?我說:要寫下來這裡的記錄。 

發表開始首先聽了 15 分鐘的打擊演出，在聽了發表的論文，中國打擊樂器在擊

樂協奏曲應用之探討-以蘇文慶《鼓樂三章》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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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後心得：發表前還要音樂演出考技術喔!!發表的內容好像有點怪怪的，感覺一

直在重複一樣的話題，結論還出現了其他人的結論。 

林主任講了快十七點的問題。有格式的問題，圖表的擺放的問題等等的。 

結束後在外面等。 

林主任問我：嚴嗎?(論文發表考試) 

我：有一點，後我問林主任，我可以跟你拍一張照嗎? 

林主任說：為什麼? 

我：上次忘了與主任合照了。 

然後我繼續等裕剛老師，等到後來老師到了二樓的研究室，我心想我還是要

打電話跟老師說我可以現在去找他嗎?所以我打了電話，說了我是誰現在可以找

老師嗎?說我在系館，老師說好上來。 

陳老師很可愛的說要留我的電話和名字，這樣下次我打電話來他才知道是誰，也

幫我拍了一張來電顯示的照片，我就跟陳老師說：那我也要幫老師拍一張，放在

論文。跟老師聊了很多(請看訪問)，大約半小時後結束訪問，小聊了一下。老師

說：歡迎下次再來問他。 

離開老師研究室後遇到也要離該研究室的許麗雅老師，打招呼後老師就要回

家了。我也離開系管，就走到公車站的時候許老師剛好還在，想說我要快點跟老

師約時間，不然會來不及，於是我走向前跟老師問好後，就跟老師說有時間可以

接受我的訪問嗎?然後趕快說我是南華大學的學生要寫畢業論文等等的，也給老

師看了我的題目，老師說：音樂文化很大耶。我說我知道，但會比較偏向教學研

究等等。我說：我知道老師當過主任所以想問老師一些問題。 

老師就說：如果是音樂教學文化的話她還可以回答。 

我又問老師：下禮拜一、二有空嗎?28、29 號。 

老師跟我約了星期一下午留了電話給我，要我再打電話給她，公車來了。 

老師上公車前說了，約五點左右。 

然後我就在雨中走到府中站附近的咖啡廳寫了我的民族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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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03 月 28 日 

十二點過後聽口述歷史，打逐字稿，打到四點多有點累小睡了一下四點四十

左右準備出門，四點五十出門，五點左右到了國立台灣藝術大學，五點五分到許

麗雅老師的研究室外敲門後說我是南華的同學，要來作訪問，老師說：對後我差

點忘記了。訪問完與老師合照，當然旁邊沒有人所以自己拍。 

2011 年 03 月 29 日 

本來要聽論文發表得但是看起來很緊張的氣份，一點多我到了系館等下一場

的發表，林主任走過來問我怎麼又來了，我說來聽發表，乾脆來考我們學校阿，

葉添芽老師說：對阿!!南華的同學(因為葉老師是我們高中的樂理老師)，主任都

這麼說了就說好阿。笑了笑繼續在外面等。然後主任又問我怎麼這麼閒都沒課嗎?

我說：我還有兩堂課，他就問了旁邊大四的同學，還有幾堂課，有同學說 18，

主任說這麼多阿，旁邊有同學說是學分嗎?有同學說六。我就說：我們一年級的

時候就要修到 32 學分了，旁邊同學有些驚訝，然後話題又結束了。 

在旁聽學生和主任說租場地的問題等等的，這時候我看到以前的伴奏學長，於是

就叫了他也跟學長聊了一下請學長幫我填問卷等等的，因為問卷是在網路上的，

學長就給我意見說：你還是應幾分出來，看到人就可以填拉，有的人不一定會開

網絡也不一定會看到那個訊息，於是留了電話後我就去教學大樓電腦教室影印， 

因為影印要卡，臺藝大方變的是影印機旁邊就有自動販賣的影印卡機，一百元一

張。不用又要跑到不知名的定方買卡，真的很方便。影印好後又回系辦，想說我

要去跟助教要主副修人數表，於是我進了系辦，也說了我是誰，想要來問什麼事。 

又再系辦外等，等到了一個學長一個學姐都幫我填了問卷，還有一個學長說：我

回去再幫你填，但事後來好像沒有下落。太忙了，學長是來幫論文發表的學姐演

出，後又趕著去中正紀念堂演出。想請在校生，幫我填寫學生活動問卷但是，他

們都好忙喔，我也不知道誰幫我填過了，這樣去問也很奇怪，於是我後來還是問

了一個大四生，他說：是網路上的那一個嗎?我回去再幫你填，他就跑掉了。於

是我決定搭車回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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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96 級大四學生應修學分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公告欄翻拍 時間：2010.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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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主副修考試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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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問卷調查 1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學生活動之研究問卷調查 

您好： 感謝您在百忙之中，填寫此問卷，這是一份關於學生活動的問卷調查表，

對於『課程設計』及『學生活動』之研究。由於您是本次研究的對象，請您務必

確實填寫， 您所填寫的答案僅供學術研究統計之用。本問卷的填答採不記名方

式，並且是以總體樣本統計，請安心，詳實填寫。非常感謝您的協助，謝謝！  

祝 考試順利、心想事成 

研究者：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四年級江千慧  

信箱：hui96505019@gmail.com  

 

*必要 

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1. 性別： *  

男 

女 

 

2. 年級 *  

一 

二 

三 

四 

 

3.主修樂器 *  

 

4.副修樂器 * 無或樂器名稱  

 

5.高中是否就讀音樂班(音樂科)、國樂班(國樂科) *  

mailto:hui9650501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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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6.學習過程 * 從小到大學習音樂的過程 

 

第二部份：課程設計 

 

1. 就讀中國音樂學系之意願 *  

自願報考 

父母希望 

其他 

 

2. 系上四年規劃的課程設計是否滿意 *  

滿意 

不滿意 

 

3. 系上安排的課程是否能激發對中國音樂學的學習與興趣或意願 *  

是 

否 

 

4. 系上課程設計對將來升學就業有無直接幫助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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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5. 本身對系上哪些課程學習較有興趣(必修課程) * 此選單為必修課(可複選)  

音樂基礎訓練(一年級) 

民間器樂概論(一年級) 

數位音樂理論與應用 

合奏(一、二、三年級) 

筝合奏(一、二、三年級) 

和聲學(一年級) 

服務學習(一年級) 

中國樂理(一年級) 

對位法(二年級) 

鍵盤合聲(二年級) 

音樂基礎訓練(二年級) 

專業實習(二年級) 

中國音樂史(二年級) 

戲曲音樂概論(三年級) 

當代音樂體材與形式(三年級) 

台灣音樂史(三、四年級) 

畢業製作(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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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課(主修) 

 

6. 本身對系上哪些課程學習較有興趣(選修課程) * 此選單為選修課程(可複選)  

音樂欣賞(一年級) 

電腦製譜(二年級) 

合唱(二年級) 

民間器樂賞析與表演(二年級) 

音響學(二年級) 

樂器學(二年級) 

擊樂合奏(二年級) 

數位音樂配樂與編曲(三年級) 

西洋音樂史(三年級) 

音樂治療(三年級) 

指揮法(三年級) 

琴學理論與美學(三年級) 

數位音樂錄音與應用(四年級) 

民族音樂學概論(四年級) 

民族管弦樂器法(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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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推薦課程 * 請依 5.6.題為選單或學校通識課程 

 

 

8.目前較重視個人哪一方面加強 *  

專業知識 

語文能力 

其他 

第三部份：活動 

 

1.參與過的系上活動 * (可複選)  

小廳徵選 

系展 

創意舞劇 

主任盃 

研討會 

校慶音樂會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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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系上活動的看法 * 接 1.選擇其他和有任何看法請於這書寫 

 

 

3.區域內的音樂貢獻 * 板橋地區或是大台北地區等等音樂活動(推廣、表演、教學等) 

 

 

4.一週的練琴時間 * 大約幾個小時 
5小時

 

 

5.音樂會場地選擇(校內) * 畢業音樂會理想場地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演講廳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演藝廳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福舟表演廳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演奏廳 (音樂系音樂廳) 

其他 

 

6.音樂會場地選擇(校外) 承上題選其他和任何場地推薦  

 

第四部份：升學就業輔導 

 

系上是否提供足夠的升學及就業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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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 

不足夠 

 

系上提供的資訊何者不足 *  

升學資訊 

就業資訊 

皆足夠 

皆不足  

 

系上是否安排老師針對個人輔導升學或就業  

是 

否 

第五部份：未來發展 

 

大學畢業後的可能發展 *  

升學 

就業 

 

希望未來從事的工作範疇為何 * 可複選  

音樂相關產業 

非音樂相關產業 

藝術行政 

職業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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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教學 

演藝人員(演奏、唱)發行音樂專輯和出現在電視節目上等等活動 

私人教學 

中小學教師 

電腦音樂工作 

唱片製作公司任職 

音樂教室教學 

音樂創作、編曲 

其他 

 

希望未來從事的工作 上題選其他，可以到這題回答。  

 

第六部份：畢業班 

畢業班(回應即可) 

 

畢業音樂會製作宣傳方式 可複選  

宣傳單 

海報 

邀請卡 

網路宣傳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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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音樂會製作花費 總金額為多少~預估價位  

 

會推薦學弟妹印刷與設計的廠商或團隊  

會 

不會 

 

 

提交
技術提供：Google 文件 

 

http://docs.goo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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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問卷調查 2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畢業出路調查 

您好： 感謝您在百忙之中，填寫此問卷，這是一份以 97 年畢業班為主要調查

對象，主要研究目的是為了暸解，國立台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畢業出路方向

及學校課程是否對未來有所幫助? 您所填寫的答案僅供學術研究統計之用。本問

卷的填答採不記名方式，並且是以總體樣本統計，請安心，詳實填寫。非常感謝

您的協助，謝謝！  

祝 事事順心、心想事成  

研究者：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四年級江千慧  

信箱：hui96505019@gmail.com 

 

*必要 

 

基本問題 

 

性別 *  

男 

女 

 

畢業年 * 
96年畢業班

 

 

主修樂器(人聲) *  

 

學習過程  

 

mailto:hui9650501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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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 

 

畢業出路現況為何 * 可複選  

升學 

就業 

當兵 

職業樂團 

中小學教師 

中小學實習老師 

私人教學 

音樂創作、編曲 

伴奏 

電腦音樂工作室 

藝術行政工作 

唱片製作公司任職 

音樂教室教學 

演藝人員(演唱及樂器演奏) 

 

畢業至今曾擔任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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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 *  

研究所 

國外進修 

其他 

 

學校課程是否對現在領域有幫助 *  

是 

否 

 

 

提交
 

技術提供：Google 文件 

 

http://docs.goo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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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教育部 95 學年度第二學期評鑑報告書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 

 

 

一、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 

(一)訪評意見 

該系設置目標以培育「國樂」人才為主，因此從民國六十年成 立

國樂科三十五年來，無不以滿足改良中國樂器的個別獨奏與合奏 形

式作為教學對象，遂能培養出許多國樂演出人才，不斷提升演出 技

藝，值得肯定也符合其設立宗旨與目標。對於傳統中國音樂的理 論

與實際中國聲腔、樂種的傳授稍嫌不足，學生所學僅是演出現代 的

國樂技藝與西方音樂理論，相對於該系的名稱「中國音樂學系」， 名

實之間，仍有相當的距離。 

該系對於台灣本土的音樂教育著墨較少，是否宜加強對台灣本 

土音樂的認知，值得該系討論。台灣音樂和中國音樂關聯複雜，對 於

該系在自我評鑑報告上提出「立足台灣，放眼世界」、「綜觀四 海，

鍾情傳統」，本小組寄予無限期待。 

面對全球化挑戰，原設置目標已顯出不足。尤其是中國音樂專 

業培養上，幾乎無法教「中國音樂」科目，只能演奏「現代民樂」 或

演唱「西方聲樂」。對於認知、傳播和演奏中國音樂的面向有其 迫

切性。未來如果該系朝這個方向思考，則宜訂定「中國音樂國際 化」

近程和遠程目標與配合的課程。 

(二)改善建議 根據上述訪評意見，提供下列建議供貴系

參考： 

1.中國音樂學系範疇甚廣，使用此名稱容易造成名實不符，建 議

考量其他名稱。 

2.建議在「中國傳統音樂」和「台灣傳統音樂」間力求帄衡， 以

能達成自評報告中之目標。 

3.宜重新檢討設系宗旨與教育目標，並根據教育目標，檢討課 

程規劃，力求「理論」與「實務」兼具，以有效反映設系教育 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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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 
 
 

4.針對中國音樂之認知、傳播和演奏三個面向，宜充分反映在 

課程設計，同時針對「中國音樂國際化」發展，宜擬訂近程與 遠

程目標及規劃相關課程。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一)訪評意見 該系以「傳承」與「創作」為傳統樂教之宗旨與目的，

注重中 

西並蓄、古今兼習之專業教學，課程設計以「中國」音樂為主體、 以

中國音樂的傳統與創新為教學主軸，但有關技術理論課程，如和 聲

學、對位法、曲式學、音樂基礎訓練等，從教學大綱中得知幾乎 皆

為歐洲音樂理論，極少見到有關「中國」方面的音樂理論。 

該系將主、副修分為管樂、彈絃、擦絃、撥絃、擊樂、聲樂、 作

曲七組，由於不見這些課程的教學大綱，不知其中的聲樂、作曲 二

組，是否重視中國唱腔、音樂理論之教學？但根據訪評中的了解， 似乎

較欠缺此方面內容之教學。 

該系名為「中國音樂學系」，「中國音樂史」課程列為必修理所 當

然，但有關「臺灣音樂史」安排在「大四」的「選修」課程中， 宜

有討論的空間。 

根據實地訪談以及問卷，學生似乎對選修課程的多樣性頗感興 

趣，尤其是應用課程，但因設備之不足，無法如願以償，也希望能 有

機會接觸與社會脈動較為密切的課程。 

該校為「藝術」大學，應有很多學系與音樂相關，如有「輔系」 或

「雙主修」制度的設立，不但可滿足學生對相關領域之需求（如 戲

劇學系、舞蹈學系、電影學系等），對學生將來就業也應有所助益。 (二)

改善建議 

根據上述訪評意見，提供下列建議供貴系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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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 
 
 

1.有關技術理論課程，如和聲學、對位法、曲式學、音樂基礎 訓

練等，教學內容除歐洲音樂理論外，亦宜強調中國（包括臺 灣）

在此方面之特色，以期能培育、創作出具本土化、中國化、 國際化

之多元性作品。 

2.主、副修聲樂、作曲二組，亦宜重視中國唱腔、中國音樂理 論

之教學。 

3.可考慮將「臺灣音樂史」列為必修。 

4.根據課程科目學分表，顯示歐洲音樂課程比例偏高且多為必 

修，建議調整課程結構，以符合課程設計之主從關係。 

5.將鋼琷列為一年級的必修，以及二至四年級的選修，是否有 必

要性，宜重新思考。 

6.為加強畢業生之就業機會與能力，宜有「輔系」、「雙主修」 制

度，並輔導學生選修「輔系」、「雙主修」課程，讓學生有 機會

學習第二專長。 

7.應用課程類可增加教學設備，讓學生能有更多參與、學習的 

機會。可考慮增設與社會脈動較為密切的課程，讓學生有機會 選

修，以滿足學生之期盼。 

8.為增進學生閱讀外文資料之能力，並增進國際學術交流條 

件，可加強外語能力課程之設計。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一)訪評意見 課程設計上，大多數教師都能指出「中國音樂之經典傳

承」是 

該系傳承內容的焦點，並促使這些傳統音樂的現代化。但似乎所有 

的焦點都安排在現代國樂的作曲、指揮與合奏的準備工作上。如果 

要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音樂學系」，則中國音樂之經典傳承似乎要 注

意以下之項目：中國古琷音樂、中國雅樂(宮廷樂)、中國宗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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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 
 

 
 

樂、中國俗曲、中國讌樂、中國少數民族音樂、中國律制、中國樂 

器學、中國樂譜學、中國音樂之語法學、中國音樂美學、中國音樂 思

想、中國音樂與儀式、再加上中國戲曲音樂、中國說唱音樂、中 國

民歌與中國器樂等四大件之理論與實踐上。主修聲樂之學生希望 能

夠多學習傳統中國唱腔與不同唱法。期盼開設一些能夠真正學到 傳

統聲腔例如：崑腔、高腔、弋陽腔、皮黃腔等之課程。此外，如 何

欣賞中國音樂、如何學習中國音樂、中國音樂如何研究、中國音 樂

如何國際化等相關課程都宜考量。多元文化與科技網絡時代的相 關

課題亦宜兼顧。 

根據現場訪談的結果發現是「科目很多，範圍很小」。對照於 上

一段的說明，就可以發現哪些課是過多，哪些課是過少或沒有。 一

個中國音樂專家的養成涉及到專長的設計、心理輔導、多元的學 習

與跨文化的認知。該系大多數學生滿足於「主修」之收穫，卻對 於

中國音樂基礎理論之認知普遍不足，對於東西方文藝理論與思想 則

相當匱乏，對於音樂研究則普遍性的沒有信心。在課程設計上， 該

系過於偏重鋼琷教學與歐洲音樂的相關理論課程，是相當大的遺 

憾。 

該系於台灣音樂相關之課程確有不足，影響學生對本土音樂的 

認知，使得學生畢業後在台灣謀職的機會較少。該系對於中國音樂 

國際化或全球化的課程設計普遍不足，並未考慮到學生未來到中國 

大陸工作或其他國家工作時的技能培養。且對於中國音樂實質內容 

的缺乏訓練，使得該系學生只能在台灣幾個國樂團謀生，出路顯得 

狹隘，如果不趕快調整，恐怕有更多的畢業生失業。 

學校圖書館的視聽資料中國音樂部份明顯不足，不敷使用。有 

聲資料不能外借，對於學生的學習和研究往往會造成困擾。空間不 

夠問題須該系與該校主管研究改善，否則影響教學品質。學生認為 

宜整修系館尤其要將琷房修繕和擴充，教室太小，影響上課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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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 
 
 

受訪學生都稱讚該系教師教學認真，輔導學生親切負責，對最 近

一學期的課程頗有好評，足以說明該系的課程目前正進步中。 (二)改善

建議 

根據上述訪評意見，提供下列建議供貴系參考： 

1.宜多開設中國聲樂與各種小調聲腔相關課程。 

2.宜設計學生跨系（校）選修機制。 

3.課程設計與開設，宜能真正反映「中國音樂學」之內涵，並 兼

顧多元文化與科技網路時代相關課題。 

4.加強中國音樂理論課程、東西方文藝理論與思想課程之開設。 

5.全球化考量對於學生非常重要，宜早日規劃相關課程，以提 升

學生未來競爭力。 

6.宜加強中國音樂圖書、影音資料之添購，並鼓勵學生使用。 

7.電腦教室的設備宜及時修復並能維持正常使用。 

8.如經費許可，期能於短期之內重建大樓，以滿足教學與展演 兩

大需求。 
 

 

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一)訪評意見 

該系 11  位專任教師中，8  位有詳細之學術研究及展演成果

目 錄，2 位教師獲得民間及政府補助之研究計畫，9 位教師近三年有

其 他專業表現及社會參與的詳細目錄。 

該系以「積極的展演增進傳統音樂之現代發展」為辦學宗旨， 該

系專任教師的研究與專業表現，每年都有演出記錄。至於該系專 任

教師在學術研究之論文發表方面的表現，只有 4 位教師近三年至 少

有 1 篇論文發表。 

該系近三年間，每年都有舉辦與中國音樂相關主題之學術研討 

會，對提升教師的學術研究，具有積極正面的作用，也能增進學生 

的學術視野。教師與學生近三年在展演方面的表現，每年都有 3 場 以

上的演出，顯示該系的主修教學的積極性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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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 
 
 

 (二)改善建議 根據上述訪評意見，提供下列建議供貴

系參考： 

1.就近三年間所發表的專著或學術性論文，顯示專任教師在學 

術方面的研究稍嫌不足，宜鼓勵專任教師從事與任教科目相關 

的研究，提升所擔任教學科目的教學品質。 

2.系的技術領域課程教學，包括主修與合奏，如能酌量融入傳 統

曲目，應可拓展學生在處理不同風格樂曲的詮釋能力。 

3.從 94 學年度開始設立碩士班，依專任教師的專業能力，碩士 

班以演奏為主應為正確的發展方向。為因應碩士班的永續發 

展，宜提高具有中國樂器方面專長能力的專任教師比例，以配 合

實際教學之所需。 
 

 

五、畢業生表現 

(一)訪評意見 從畢業生就業情況，可以反映在校階段的教學成效。就

第五項 

目（畢業生表現）而言，評鑑年寬以論畢業生，如只緊縮在 92  至 

94 年間，難能充分瞭解歷屆校友的社會貢獻與實力。不少傑出校友 遍

布世界各個角落，資訊有待補充。 

學校始為五專，繼而三專，再而學院，乃至大學、研究所。長 

年下來，學校特色是由技而藝、由藝而道的自然發展，可謂是循序 漸

進的理想教育過程。換言之，雖有學術並呈的教學設計，但展演 為

主的精神，是三十五年來持續不變的特色。畢業生進入職場，與 系

旨理想相符者，仍有相當的差距。 

(二)改善建議 根據上述訪評意見，提供下列建議供貴系

參考： 

 

1.列印歷屆畢業生就業情形分析表（專冊附件以供評鑑參考）。 

2.強化校友聯繫工作（電子建檔、專人負責）。 

3.極力邀勸校友回校進修，加強人文學科的靈養，以臻道藝雙善

的理想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