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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中國民族音樂資料館」揭
幕典禮（民族音樂 1987年第 2期：
總 19） 

第四節  音樂性社團成立之音樂資料館 

 

    隸屬於「中華民國國樂學會」的「中國

民族音樂資料館」於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二

十五日揭幕啟用，這是以音樂性社團名義成

立且對外開放的音樂資料館，剛成立時座落

在台北市南昌路二段五十一號 4 樓，七十八

年停止對外開放營運。 

一、成立目的分析 

（一）維護振興民族音樂文化 

     根據該館組織規程，中國民族音樂資料館之任務在蒐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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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升其學術與藝

術地位，促進國際文化交流。 

        「中國民族音樂資料館」之籌設，緣起於「中華民國國樂學會」全體理監事

鑑於我國歷史悠久、成就輝煌之民族音樂文化，有日趨式微之虞。亟應加以維護

與振興。我國向有禮樂之邦之稱，奈長久以來，各種傳統藝術文化，未被社會所

重視，以致瀕臨於失傳邊緣，尤以音樂為甚。而日、韓等鄰邦，則對我傳統國樂，

視同國寶級之文化財，善加整理維護，成為東方特色。香港中文大學，亦有中國

音樂資料館之設立，民族音樂資料豐碩泱泱大國之中華民族，文化最古老，卻遠

不如彼邦。當時正逢復興中華文化與加強民族精神教育時期，為配合當時文化建

設與文化交流之迫切需要，並負起承先啟後、繼往開來之文化責任，乃集議籌建

中國民族音樂資料館，以保存傳統音樂文化資源，倡導學術研究風氣，培養優秀

學術研究人才〈周文勇1986：第2版〉。 

 

（二）藉以募款購置會所 

    「中國民族音樂資料館」未成立之前，其母體機構「中華民國國樂學會」並

沒有自己擁有的會所，因此多年以來，會員一直渴望為中華民國國樂學會找個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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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中國民族音樂資料館」牌
匾及樂器展示（全音音樂文摘 1987
年 4月號：11） 

圖 32  「中國民族音樂資料館」樂器
陳列（全音音樂文摘 1987年 4月號：
12） 

久性的會址。在民國七十三年的一次聯席會議中，該會常務理事董榕森提議設置

一所「中國民族音樂資料館」，一方面鑑於該階段樂教發展有此需要，並可透過

擴大服務層面而加速傳統音樂的學術化與現代化腳步；再則也可使學會有個長期

安身之處（董榕森1986：第2版）。 

    當時該館的秘書王瑞裕也表示：那時募款要購買中華民國國樂學會會所，覺

得要別人捐款來買社團的會址，好像事出無名，因此在表象上是以音樂資料館的

場地購置作為動員的目標，所以音樂資料館是沒有登記的，隸屬於中華民國國樂

學會30。 

 

二、 經營概況 

（一）組織與行政管理 

1、組織與人力 

    在組織上分為資料、研究、推廣、總務

四組與器材、秘書二室，負責館務工作之執

行。本館設館長一人，由「中華民國國樂學會」理事長兼任。副館長一人，由常

務理事推選兼任。秘書一人，由總幹事兼任或由常務理事推選兼任。資料管理員、

研究專員、館員各若干人。建館初期均採無給職，但視實際經費狀況酌支車馬費

及誤餐交通費。而本館之基本業務如下： 

（1）資料之編目、整理、保管。 

（2）器材之編號、維護、選購。 

（3）樂器之改良、複製、展示。 

（4）資料之徵求、借閱、交換。 

（5）資料之蒐集、查訪、採集。 

（6）資料之考訂、編譯、出版。 

（7）專題之研究、編撰、發表。 

                                                 
30 王瑞裕訪談紀錄，90年 7月 18日，台北民族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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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中國民族音樂資料館」陳
列兼閱覽室（全音音樂文摘 1987年
4月號：13） 

（8）與國內外學術機構建立交流關係。 

（9）與國內外專家學者保持密切聯繫。 

（10）策劃有關展演及學術研討活動（民族音樂月刊社1987：4）。 

 

2、經費來源 

    經費由「中華民國國樂學會」負責籌措，

開設專戶集中保管運用（民族音樂月刊社

1987：4）。工作人員以義務式的為主，部分

經費由研習班的收入來支援，那時完全沒有

企業的贊助31。 

3、館舍設備 

    在不到五十坪的面積裡，將其中約佔一半的大廳闢為資料陳列兼閱覽室，同

時也成為本館舉辦各種活動的主要場地（董榕森1986：第2版）。 

4、服務對象 

    凡愛好中國民族音樂者，均可申請辦理閱覽證。申請閱覽證時必須提示國民

身分證，並繳照片兩張與工本費參拾元（中華民國國樂學會會員憑證免費）。至

民國七十六年二月底止，辦理閱覽證計 201位（民族音樂月刊社1988：24）。 

5、開放時間 

    本館屬於純民間業餘性質，沒有固定編制及經費，所有工作人員都是義務奉

獻。因此在啟用初期由於人力財力的限制，每週開放兩天，為每週日上午九時至

下午五時，每週三中午十二時至晚上九時（董榕森1986：第2版）。 

 

（二）館藏 

    主要是以自然的方式來收集，例如有人會送期刊、錄音帶或交換。而在大陸

期刊方面會有目標的作蒐集的工作。積極與唱片公司有所聯繫，請唱片公司出版

                                                 
31 王瑞裕訪談紀錄，90年 7月 18日，台北民族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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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中國民族音樂資
料館」出版之刊物（民族
音樂 1987年第 2期） 

一張就送一張或者透過刊物拉廣告32。民國七十七年二月底止，館藏資料計書籍

946冊、唱片109張、卡帶201卷、影帶4卷（民族音樂月刊社1988：24）。 

 

（三）教育推廣活動 

    剛成立時除了正常開放閱覽提供資料服務外，並

舉辦多項不定期活動，如專題講座、名曲欣賞、學術

討論、示範演奏以及樂友座談。為了配合社會樂教的

需要與推廣，亦開辦各種短期研習班；如樂器研習班、

樂理研習班。並且發行「民族音樂」月刊一種，內容

以樂壇動態、館務報導及學術研究為主；至民國七十

六年二月底止，期刊訂戶1120人（民族音樂月刊社

1988：24）。 

 

三、結束營運的問題探討 

    「中國民族音樂資料館」隸屬於「中華民國國樂學會」，其所有經費來源可

說都是透過其母機構統籌規劃，因此當「中華民國國樂學會」的會務有所變動時，

其音樂資料館的營運，即會隨著牽動。茲將問題分析如下： 

（一） 母體機構人事變遷 

    正當「中華民國國樂學會」展開服務工作，充實音樂資料館館內圖書資料之

時，不幸，該會總幹事孫靖突於民國七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病逝，有關業務財務

均未事前妥為交代，致後糾紛迭起，至感困擾。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理事長周

文勇又相繼辭世，會務管理，益顯混亂。連帶的使得其所屬音樂資料館也發生管

理上的問題（http://www.scm.org.tw/intro_serve.htm，2001/2/28）。 

 

（二）經費透支嚴重 

                                                 
32 王瑞裕訪談紀錄，90年 7月 18日，台北民族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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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館在開放服務之前，即曾道出諸多難題有待克服的困境，主要在於經濟來

源的匱乏。例如 1.二百萬元的購屋餘款急待還清。2.輔助設備需要添購。3.資料

來源尚嫌不足等。因此籲請各界樂友捐書捐款以充實該館的功能（董榕森1986：

第2版）。其後即進行經費籌募工作，經理監事共同努力與認捐，熱心會友贊助，

社會各界人士鼎力捐助及申辦貸款配合，終於在七十五年間購得會址，同年十月

該會遷入辦公，同時「中國民族音樂資料館」亦開幕啟用。 

    「中國民族音樂資料館」開館時，經費即已顯得困頓，再加上前述人事變遷

的問題發生後，會務混亂，益以經營欠善，經費透支嚴重，貸款利息無力償還，

當時情況至為危急，幸經全體理監事決議，處分房產，清償債務。以節餘款設法

重購會所。案經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會員大會通過，並報奉主管機關核備。

正當辦理期間，適逢房價低落，銷售不易，幾經周折，迨至八十年初，始行出售

（http://www.scm.org.tw/intro_serve.htm，2001/2/28）。其後又歷兩年尋覓會所，終

於在八十一年底購置了新會所，並於八十二年三月遷入，本會所屬「中國民族音

樂資料館」亦一併遷入，然而從民國七十八年至今並無對外開放供閱覽利用。 

 

    回顧民國 61年至 75年間陸續興起的一些私立音樂資料館，本論文依其營運

性質與隸屬關係，將其分為營利事業登記、基金會、公司、音樂性社團等成立之

音樂資料館。以營利事業登記成立之三間音樂資料館「海頓音樂圖書館」、「洛群

音樂資料室」、「名雅音樂圖書館」，主要以拷貝、錄音、出版音樂帶作為其財力

支撐的來源。而由「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成立之「洪建全視聽圖書館」，其

財力來源主要為「台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大同音樂圖書館」則由「大同

公司」成立兼負財源的供給。以上三種類型的音樂資料館在當時有一段時期同時

存在，所提供的服務可說是大同小異，主要為音樂資料的借閱、音樂視聽欣賞、

音樂講座、舉辦音樂會為主。當時「洪建全視聽圖書館」以組織健全、經費充裕

等優勢成為規模最大、藏書最豐、設備最完善的音樂資料館，它與「大同音樂圖

書館」都進行著民間音樂的採集工作，算是較為特殊的一環。 

    民國 75 年「中華民國國樂學會」以音樂性社團名義成立了「中國民族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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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館」，以募款的方式籌組起來，並以兼營音樂研習班的收費經營、義工人員

的協助方式，擔當起對外開放的營運。與前述幾所私立音樂資料館，最大的不同

在於蒐集音樂資料內容，主要以中國民族音樂文化的資料為內函，其他各館皆以

西洋古典音樂資料為主。 

    私立音樂資料館時期於民國 78 年畫上了句點，結束營運的原因，除了「洪

建全視聽圖書館」因組織內部經營理念歧異的因素以外，其他主要都是因為經

費、人力的不足而步入了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