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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私立音樂資料館的興衰 
 

    根據調查顯示台灣地區從第一所音樂資料館「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於民國

五十四年成立以後至民國七十五年止，陸陸續續成立了一些私立音樂資料館。這

些曾經對外開放的私立音樂資料館，在區域上皆屬於台北市，而依據本論文第二

章音樂資料館的類型功能與性質分類上，最初成立機能主要為專門圖書館的屬

性，但實際發揮的功能，部分也包括了民族音樂學蒐集音樂資料的「錄音檔案館」

之功能，其主要基本資料如下表： 

表 2  台灣地區私立音樂資料館基本資料一覽表 

私立音樂資料館 地點 成立 
年代 

結束營運或停止
對外開放年代 

隸屬關係 機構型態 

海頓音樂圖書館 台北市 1972 1977 海頓錄音股份有限公司 營利 
洛群音樂資料室 台北市 1972 約 1987 彭植功獨資經營 營利 
洪建全視聽圖書館 台北市 1975 1989 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非營利 
大同音樂圖書館 台北市 1976 約 1979 大同公司 非營利 
名雅音樂圖書館 台北市 1977 不詳 名雅音樂事業公司 營利 
中國民族音樂資料館 台北市 1986       1990 中華民國國樂學會 非營利 

（製表人：黃瑛琳） 

    每一所私立音樂資料館的創立，在其開辦之初皆有其宗旨、目標與理想，而

其實每個館的宗旨也就包含了其所以成立的動機、背景，都各有其特別的目的，

各館不盡相同；而且經過短短的數年經營時間，至今已都不復見，是甚麼原因造

成了如此的結果？或顯或隱皆為本文所欲探討的問題，筆者綜合相關之報章、雜

誌、期刊、書籍以及訪問當年各館之負責人或相關人士，經過整理分析以文化研

究的批評觀點，對這些現象加以整理歸納，並從其隸屬關係的不同以及營運性質

加以分類，將台灣地區私立音樂資料館分為「營利事業登記成立之音樂資料館」、

「基金會成立之音樂資料館」、「公司成立之音樂資料館」、「音樂性社團成立之音

樂資料館」作為本章論述的一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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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海頓音樂圖書館」廣告（音
樂與音響雜誌 1974第 7期：85） 

表 3  台灣地區私立音樂資料館成立宗旨、目的、任務一覽表 

類型 音樂資料館 成立宗旨、目的、任務 
海頓音樂圖書館 服務人群推廣樂教。 
洛群音樂資料室 提供一個環境給真正對音樂有興趣的人們利用。 

營利事業 
登記成立 

名雅音樂圖書館 提供學習音樂、查閱音樂資料的環境 
基金會成立 洪建全視聽圖書館 宗旨：提昇音樂水準，改善中國音樂環境，利用視聽

及影像，倡導活的音樂教育，引進新的知識，傳播新
經驗，啟迪陶冶兒童的心智，啟發兒童悟力，突破現
有的知識與生活經驗，以培養多方面閱讀興趣，共同
『創造融洽的人生與和諧的社會』。 

公司成立 大同音樂圖書館 宗旨：創造利潤、分享顧客。 
目的：秉承服務社會的事業倫理及推展文化復興運動

之熱誠，推動文化與音樂教育，向社會提供一
個完善的音樂與音響的環境，藉以淨化心靈，
昇華精神生活，共同建立一個和諧、安樂的社
會 

音樂性社團
成立 

中國民族音樂資料館 任務：蒐集、整理、保存、考正、研究、出版、複製、
創新以及發揚我傳統民族文化資源，並提昇其
學術與藝術地位，促進國際文化交流。 

（製表人：黃瑛琳） 

第一節  營利事業登記成立之音樂資料館 

    台灣從民國六十一年開始，以營利事業

登記型態出現的音樂資料館，包括括了「海

頓音樂圖書館」、「洛群音樂資料室」、「名雅

音樂圖書館」，當時雖以營利為目的，但附

設音樂資料館，作為文化事業經營的包裝，

也因為以營利作為財源，才得以開放音樂資

料館，供大眾使用，因此具備了一些文化事

業的性質。在當時西方音樂資料不易取得的

狀況下，對於學習西方音樂的大眾而言，也是一個值得利用的場所，因此可也稱

為「類音樂資料館1」。茲從這三個音樂資料館的特性，依其成立目的、發展概況

及結束營運的問題探討來作為本節的論述。 

                                                 
1 「博物館」的定義是因為有國際博物館協會的界定，是一個非營利事業體，但是主題餐廳也有
一些展示，具備了一些博物館的形式，因而把它歸納為「類博物館」。在此借用如此的說法，
運用於音樂資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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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立目的分析 

（一） 商業利益 

        「海頓」、「名雅」、「洛群」等音樂資料館皆是私人投資經營，在經營型

態上極為相似，皆以營利事業公司型態登記2，由於當時智慧財產權未受到重視

（林宜勝1994/4/19：35版），皆以出售錄音帶、代客錄音為主要收入來源，並且

皆設有專業錄音室專門替音樂演奏或演唱錄音。 

    音樂資料館的設立可說是為了增進拷貝、錄音上的競爭力，提供音樂資料上

的服務，讓顧客有更多欣賞音樂的機會，尤其是錄自國外收集回來的原版唱片，

在一般市面上不易買到更是珍貴，可經由顧客的試聽比較，挑選自己喜愛的曲目

錄製成輯，因此在收集型態上必須能迎合大眾的需要，比如「洛群音樂資料室」

在收集型態上較為完整，收集國內流行歌曲是比其他各館較為擺脫學術正統的特

色（音樂生活雜誌社採訪組1979：91）。 

 

（二） 提供音樂欣賞環境 

    對於為大眾提供服務，當然是以前述商業利益作為前提，進而以提供音樂欣

賞環境的服務，來提高其商業的競爭力，然而也有經營者雖是以拷貝錄音作為其

營運的基礎，但是本著其對音樂興趣的愛好，愛烏及烏，給予大眾能與自己一樣

共享欣賞音樂的樂趣，例如「洛群音樂資料室」負責人彭植功他就曾提到：因為

自己喜歡音樂，所以只是做自己喜歡的研究工作。當時流行歌曲很多，也想讓不

是流行歌曲的音樂有一個園地。因此當初成立音樂資料室的動機並不想自己出名

或表現自己，只不過想在台灣提供一個良好的音樂欣賞環境給真正有興趣的人3。 

 

二、發展概況 

（一） 海頓音樂圖書館 

1.設置概況 

                                                 
2彭植功電話訪問紀錄、林宜勝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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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海頓」成立三週年資料展覽會
（海頓音樂圖書館館刊1975第 26期：19）

圖 12  「海頓音樂圖書館」代客錄音之
設備（海頓音樂圖書館館刊 1975第 26
期：17） 

    由顧惠人（青蓓雜誌社 1977：2）

以股東合作方式成立「海頓錄音股份有

限公司」，於民國61年 12月 2日創立「海

頓音樂圖書館」（海頓音樂圖書館

1975：20），館址位於台北市武昌街 2

段 37號 2樓，開啟了台灣地區第一個以

營利事業登記成立的音樂資料館。 

    民國 63年 12月 15日分館高雄館成立，位於高雄市中正四路 171號 3樓，

面積 90坪，除了 45坪的音樂室，還有畫廊、休息室及一架演奏用的平台鋼琴等

（海頓音樂圖書館 1974：6）。開創時全體工作人員有 6位，至民國 64年 6月已

有 50餘位（海頓音樂圖書館 1975：4）。 

2.經營概況 

    圖書館開放時間為每日 9：30至 21：30；錄音室開放時間為星期二至星期

日，每日 9：30至 21：30，星期一為例行保養檢查（劉邦仁 1975：22）。 

（1）收費錄音 

    採付費錄音方式營運，提供原版

唱片、錄音帶、錄音機、錄音室給愛

好音樂的大眾自己錄音，或代客錄

音。出版圖海頓音樂圖書館目錄供轉

錄音樂之參考，整本目錄分為三大部

分包括古典音樂、古典小品、流行音

樂。並於民國 64年 6月成立「海頓

之友社」，旨在運用該館設備及資

料，以郵遞方式擴大對全省各地音樂

愛好者提供便捷確切的服務資訊（海頓音樂圖書館 1975：3）。 

                                                                                                                                            
3彭植功電話訪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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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海頓音樂圖書館」音樂欣賞會
（海頓音樂圖書館館刊 1975第 26期：22）

（2）發行音樂帶 

    音樂帶的發行是該館主要業務之一，以減輕該館財務上的壓力，包括卡

式、盤式古典音樂帶、聖誕音樂帶的發行，從營運第三年開始至民國 64年

11月底止已發行二百餘種單卷音樂帶及八集套裝音樂帶（樹基 1975：18）。 

3.教育推廣活動 

（1）音樂欣賞會、藝術文化講座 

    定期舉辦音樂欣賞會，為該館發展樂教的一種理想，希望藉著音樂欣賞

會能提高樂友們對音樂的了解與興趣。於每週二下午七時古典音樂欣賞，每

週三下午七時熱門音樂欣賞，並自民國 64年 1月 18日起，每週六下午七時

增闢熱門音樂欣賞會，當時並商請了

民防廣播電台「歡樂歌聲」節目的主

持人藍傑主持（海頓音樂圖書館

1975：4）。 

    不定期舉辦「音樂講座」，也曾

舉辦過音樂猜謎活動，邀請國內外音

樂家、音樂學者作專題演講4，為了

減輕負擔也向聽眾酌收費用。所有曾

經應邀的學者教授所作專題演講內容均由該館錄音保存，然後再加以整理撰

成文稿，逐期刊載在該館發行的音樂雜誌--「海頓音樂圖書館館刊」上（樹

基 1975：16-18）。 

（2）出版館刊 

    出版「海頓音樂圖書館館刊」每月發行二期，初期採贈閱方式，第 7

期開始則零售三元，長期訂閱半年三十元、全年五十元，以推廣樂教工作（海

頓音樂圖書館 1974：6）。 

 

                                                 
4 參閱《音樂與音響》雜誌 1974年第 7、9、18期、1975年第 27期等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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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洛群音樂資料室」廣
告（樂典音樂雜誌 1987/5/25：
67） 

    從上所述海頓音樂圖書館以錄音收費、發行音樂帶作為其財力上的主要來

源，以行其推廣樂教、普及音樂等社會服務的理想，但仍入不敷出（樹基 1975：

17），前「洪建全視聽圖書館」館長林宜勝就曾表示：在台灣，回溯音樂圖書館

的發展過程，民間步履較政府快得多，環境卻充滿艱困。那時智慧財產權未受到

重視，早期在西門町的海頓音樂圖書館，多半採提供付費錄音方式營運（林宜勝

1994/4/19：35版）。但仍抵不過現實經濟的壓力而停止營運。 

 

（二） 洛群音樂資料室 

1.設置概況 

    成立於民國六十一年，原先建址羅斯福路，民國六十五年遷至台北市中山北

路一段八十三巷九號四樓之一。負責人彭植功在工程界服務，為家庭式的兼差經

營，只有夫婦兩人共同經營。主持人早年留德學電機、化工，後來為了興趣又至

日本研究音響。由於只是對音樂有興趣的私人經營，缺乏雄厚的財力資源，因此

倍感艱辛。 

2.經營概況 

    由於純屬私人經營，因而靠代客錄音、配樂做

為主要收入。有個設計及裝璜都很特殊的錄音間及

演唱室，由木材裝璜而成，以達到真正的臨場感。

他們的口號是「我們講求的錄音，是藝術，而非單

純技術。」洛群的一大特色在其音響資料的完備。

收藏原版唱片 4000張，種類包含有西洋古典音樂

（教學用、聲樂及器樂等），芭蕾音樂、欣賞音樂、

本國具代表性的流行音樂和民歌也納入收藏。此外

尚藏身錄音帶 1000卷，完全由洛群自己利用其錄

音間拷貝而成。音樂書籍：音樂方面藏書有 500冊，參考樂譜收有 400冊左右。 

    在服務項目上，共分為音樂欣賞及錄音兩部分。在音樂欣賞方面，由來者自

行操作欣賞唱片或錄音帶，不收費。此外不定期的舉辦音樂欣賞會及座談會。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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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名雅音樂圖書館」櫃台（愛
樂之友 1978年第 26期：95） 

圖 16  「名雅音樂圖書館」音樂欣
賞室（愛樂之友 1978年第 26期：
97） 

音收費標準卡式拷貝每小時八十元、盤式一百二十元。錄音室錄音每小時六百

元。音樂節目製作：每小時收費二百元。（音樂生活雜誌社採訪組 1979：91） 

    在發展的情況上彭植功表示：覺得整個館好像沒有打開，以個人的能力似乎

辦不起來，很辛苦。當初成立音樂資料室的理想，認為應該有錄音室、圖書室；

還要有一個大家可以討論的地方，作為聯絡中心。音樂資料都是出國時一次帶一

些回來慢慢累積起來的，資料室內也可以影印、錄音，但是因為來借閱的都是熟

識的，圖書、錄音帶借去了常沒拿回來，因此資料室的部分也就停了。後來慢慢

轉變為一個古典音樂的錄音室，而剩餘的音樂資料部分，因為喜歡音樂，就留著

自己欣賞、閱讀、當作紀念5。 

 

（三） 名雅音樂圖書館 

1.設置概況 

    民國 66年 4月「名雅音樂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成立「名雅音樂圖書館」經營音樂資料

館的工作6，館址為台北市信義路二段七十四

號三樓，佔地 66坪。 

2.經營概況 

    因為屬於私人投資經營，在營業上採收費

制度以維持圖書館的生計。團體音樂欣賞室建

地約十餘坪左右，每週二至週六下午七時至九

時；每週日下午三時至五時，排有音樂欣賞節

目，以古典音樂為主，不收費。以民國六十八

年的情況，所提供的個別音樂欣賞只限於錄音帶，以古典音樂、中國地方民謠為

主和少數的西洋熱門歌曲，合計約四千卷左右，完全由其技術人員自國外收集原

                                                 
5 彭植功電話訪談紀錄。 
6 韓棠電話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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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名雅音樂圖書館」控制室
（愛樂之友 1978年第 26期：96） 
 

版唱片或錄音帶拷貝而成，個別欣賞收費標準三十分鐘十五元。共同音樂欣賞室

收藏有一千四百至一千五百冊音樂書籍和十七種期刊以供查閱，也是免費服務。 

    由於個別音樂欣賞採收費制，前去欣賞的人並不多。其主要收入以出售錄音

帶和代客錄音為主。其負責人韓棠曾說：「我們總要生存下去，所能要求自己的

是收人家一分錢便提供值得一分錢的服務。」 

    也曾積極從事校園民歌的收集整理和民謠改編工作，希望在消極的維持收支

平衡外，也能積極的為喜歡音樂的人做些他們覺得值得一試的服務（音樂生活雜

誌社採訪組 1979：89-90）。 

    民國六十八年時擔任該館的負責人韓棠

表示：當時“名雅”的一些主要資訊皆由「中

央日報」、「音樂與音響」雜誌發佈，音樂方面

由柯焜玉先生負責，當時曾幫一些剛從國外留

學回來的音樂家舉辦過音樂會，如吳文修（當

年約 45歲）、呂麗莉、葉綠娜、辛明峰、林昭

亮⋯⋯等。亦曾定期出版一小冊子介紹館內的活動資訊7。 

 

三、結束營運之問題探討 

（一） 經費來源之匱乏 

    以營利事業登記的這幾個館，主要以出版錄音帶或代客拷貝錄音為收入的主

要來源，在經營型態上極為相似，而且其設立音樂資料館的主要目的，在於對顧

客提供豐富的音樂資料作為其拷貝錄音參考的依據，完全是以商業利益作為其設

立音樂資料館的考量，因此拷貝錄音如果不再對消費者構成極大的利益時，其收

入減少，甚至入不敷出時，這些音樂資料館的管理開銷，將對其造成很大的負擔，

因而這些對外開放的音樂資料館也將岌岌可危。 

    「海頓音樂圖書館」經過三年的營運，約略估計台北、高雄二座圖書館每月

                                                 
7 韓棠電話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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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補約十萬元，這樣的貼補方式經營終非經營之道；長此以往實在也非貫徹理想

的方法，因此到了第三年利用館內的人才、設備、資料，開始發行一系列主題的

音樂帶（海頓音樂圖書館 1975：21），以增加收入來源。民國 65年 7月也因人

力、物力的不勝負荷，將每月發行二次的館刊，改為每月發行一次（海頓音樂圖

書館 1976：7），但仍舊逃不了面臨閉門的窘境。 

    「洛群音樂資料室」負責人也因花下不少資金，但因收入不多撐下去，而且

當時房租貴所以就停下來了。但是，因為負責人自己喜歡音樂，所以後來只是當

做自己的研究工作8。 

    再如民國六十八年時擔任「名雅音樂圖書館」負責人的韓棠所言：對於音樂

圖書館如此的工作由私人經營，若無商業的機制更難維持，由於無龐大的企業、

基金會支持極為困難，以幫忙歸國音樂家舉辦音樂會為例，在台北市實踐堂 800

個座位可說極難售完，因此這類工作常常是義務性的幫忙9。 

    綜上所述經費來源的匱乏，對於以營利事業登記型態的音樂資料館來說，是

令其結束營運的重要關鍵。 

 

（二） 管理組織不建全 

    家庭式的管理方式，沒有建立起一個圖書室應有的基本組織，以及借還書應

有的手續，使音樂資料管理不易而流失。 

    「洛群音樂資料室」只有負責人與其妻子兩人維持音樂資料室的運作，因此

基本上一個音樂圖書館基本運作方式並沒有成形。對於外借資料的借用人認為都

很熟識，因此並沒有作登錄，所以才會發生書、錄音帶借了以後一去不回的情形。

機器設備的維修、測試也都是負責人自己一手包辦，造成管理上的缺失10。 

 

（三） 股東間失合 

                                                 
8 彭植功電話訪談紀錄。 
9 韓棠電話訪談紀錄。 
10 彭植功電話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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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頓音樂圖書館」由於內部股東不合，互相告訴，唱片被查封且被法院拍

賣，人員被遣散，而在音樂界消失，結束了第一個以營利事業登記成立的音樂資

料館（青蓓雜誌社 197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