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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 文 大 綱 
關鍵字：台灣、廣東音樂、揚琴、歷史、日治時期，傳統音樂 

     

    本文共分成五大章，第一章緒論。第二章，揚琴在廣東音樂藝術中 

呈現及其在台灣的發展，本章論述是廣東音樂流傳在台灣的歷史及發展，廣東音

樂在台灣的發展時間，可以追溯到明清的移民時期，最初從珠江三角洲（也是帶

粵語語系地區），逐漸流傳到台灣來，在二十年代之後分別形成了『三架頭』、『五

架頭』，工尺譜也是當初最重要的樂譜記譜，而廣東音樂改變了樂器的定弦、演

奏的手法，不過因受西方的影響，從工尺譜改良為簡譜，還加入各式各樣的西方

樂器，連作曲模式都很相像，因為這樣的改變，讓廣東音樂在台灣迅速的成長。

對於台灣光復之後，由國民政府實行戒嚴，所有有關中國的樂譜，都被封鎖，只

能靠唱片翻出樂譜來，在現在的教育界當中，學習音樂的學生，都會吹彈一些廣

東樂曲，是因為整理過後的譜，是非常制式化的，比較不像早期的民間藝人一樣，

有了譜之後，可以隨性的在樂譜中加花，並且這些樂曲也被拿來當作比賽的指定

曲。 

 

第三章，揚琴在廣東音樂藝術中的呈現及其在台灣的發展，早期流傳至台灣

的廣東樂曲與近代創作，總計約四、五百首左右，也因旋律優美流暢、節奏明快、

輕巧活潑，廣東音樂揚琴的加花，會因為個人經驗和音樂素養而不同，因此，我

們應該可以說是再次創作，這樣加花的方式，使得樂曲靈活。其中他的技巧包括

顫竹、滾竹、齊竹、頓音、加花、襯音、連打音、浪竹，雖然技巧多元，不過在

廣東音樂中，高胡還是擔任骨幹，揚琴就像是皮肉，兩者相輔相成，民國七十年

代隨著國樂交響化，專業樂團改採用 401 型變音揚琴，音樂與社會生活、文化藝

術息息相關，隨著年代的變化，廣東音樂又有新的作品不斷的出現，而在揚琴的

演奏形式也朝多方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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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廣東音樂中揚琴樂譜之分析，台灣廣東音樂的曲譜，大部分是早期

藝人流傳下來的舊抄本，因此工尺譜居多，但也不是非常的確定，所以必須要由

演奏者親自解說，才看的懂，不然看了樂譜，也不知道怎麼演奏。工尺譜的來源，

多以「敦煌曲譜」與「宋俗字譜」等，但是目前還需考證，廣東音樂的創作手法

多樣，共結合了散、慢、中、快的結構，加花變奏的旋律手法，在傳統的演奏上，

吸收、採用西方的音樂創作手法和旋律特徵，以模進、音階級進、琶音等等，所

以使得廣東音樂受到西方音樂的影像較大。 

 

第五章，結論，在我們的社會文化中，音樂佔了一部分，他的重要性，也是

不可缺的，所以在音樂本身，也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改變，不過，音樂是人而產

生的，音樂無法獨立自主，必須靠我們發揮，也隨著文化的改變，在音樂的程度

上，也有不同的變，綜合了第一章到第四章，做出整理，現代人總是追求無限空

間的發展方式，此種方式非原體創作，是無法感動人心的，我們除了像未來求更

新的發展之外，也不能忘了早期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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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近期在『台灣』的中國音樂以被國樂交響化，在民間有很多盛行傳統音樂，

例如：廣東音樂、四川音樂、八音、歌仔戲、北管、南管也因為隨著國樂交響化

後，變的越來越少，屬於我們台灣的傳統文化，並沒有被受到重視，而取代這些

傳統音樂的國樂，都是以『技巧』、『演奏手法』、『炫技』為主要目的，傳統揚琴

也漸漸失去它原有的特色，現今大多都使用中國內地進口的四橋揚琴，俗稱

401、402，而真正屬於咱們『台灣傳統揚琴的藝術』，都已經慢慢的失傳。 

 

民國九十四年進入南華大學民族音樂學系，筆者與詹金娘老師學習揚琴，老

師不但教導筆者四橋大揚琴之外，更利用課堂一點時間，教導筆者如果演奏台灣

傳統小揚琴，而老師對傳統揚琴藝術的堅持，也因為受啟蒙筆者的舞蹈老師馮靖

評老師對表演藝術的堅持，讓筆者更想對台灣的傳統小揚琴延續它的生命。 

 

而跟我們台灣傳統小揚琴息息相關的廣東音樂，至今一點一滴的流失，很多

民間藝人也已不在這塊廣東音樂的熱土上發光發熱，最遺憾的是，那些已經凋零

的民間老藝人們，另筆者非常的惋惜，所以筆者想讓大家看到廣東音樂的熱血，

所以這是筆者要寫下這項研究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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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對於台灣揚琴的研究，以 1976 年陳以俐《揚琴藝術與音樂研究》；2002 年

詹金娘《台灣藝術發展之研究》為這個領域開起不同的風氣，本文偏向於日治時

期以及戰後時期為主要研究，主要是研究廣東音樂流傳至台灣，讓台灣傳統小揚

琴至今有什麼不同的變化及改變，而這樣的文化受外來的文化等各種不同文化的

衝擊，使傳統音樂交響化的改變，要怎麼繼續保存下我們最古老傳統的音樂。 

 

    在民國九十六年，筆者與詹金娘老師代表台灣，一同到了德國參加世界揚琴

大會，這趟旅程，讓筆者學習了很多，也因為我們堅持傳統的表演，讓許多西方

人對我們讚嘆自如，更讓我想要保護我們台灣最傳統的文化，看到老師的堅持，

筆者希望可以藉由老師的腳步，在台灣傳統的藝術中，繼續熱血下去，同時也看

到許多來自不同國家的揚琴家，像是來自泰國的樂手，他們也很堅持自己的音樂

文化，遭受西方文化影響的日本國家，欣巴隆（Cimbalom）已經是代替他們揚琴

的樂器了，去了這樣的一趟旅程，更讓筆者覺得原來每個國家最傳統的文化是如

此的重要，所以筆者希望能喚起台灣揚琴音樂還有廣東音樂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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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的範圍與限制 

 

 

    關於筆者的論文題目一詞『在台灣的廣東音樂之揚琴研究』，其實能看出有

三個概念，分別是『台灣』、『廣東音樂』、『揚琴』。其中『台灣』是表示地方性，

『廣東音樂』代表的是一項文化，最後『揚琴』是一個器樂的對象，同時這像題

目最主要的還是因為外來文化的變遷所影起的變化，由日治時期、第二次世界大

戰戰後時期為主要，到現今因為外來影響的環境，造成現在的傳統音樂流失，這

些變遷與西洋化的衝擊帶來什麼不一樣的台灣傳統文化。 

 

    本篇論文所牽涉的主要內容包含了幾個部份： 

    （一）、歷史層面：流傳至今的廣東音樂，也稱『粵樂』，他是中國影響較大

的地方樂種之一，同時也是最具有岭南文化特色的一大民間樂種。但廣東音樂發

展歷程較短，定型也較晚，多半利用口傳心授的承傳方式。在二十世紀八十年代

前後，是廣東音樂研究的重要時期，有些研究學者開始集中在廣東音樂的源流、

技法、代表性人物和作品紀錄等方面，有了研究性的成果，至今傳到台灣，所演

奏的傳統小揚琴，現在也因為西洋化的關係，大多數都轉學習四強大揚琴，因為

音域較寬廣，在國樂團中也比較適用，同時廣東音樂也一點一滴的流失。 

 

    （二）、藝術層面：從明清時期（1662 年）所引入的洋琴音樂，大多是樂隊

表演的形式，都以伴奏或是和樂器演奏為主要。在歷史資料中，廣東和潮州都有

瑤琴這項樂器在民間活動，雖然台灣文史上沒有記載，經過文字的分析後，每一

片段的記載和描述，能勾勒出揚琴音樂在台灣的初期面貌，台灣的開發，歷史追

溯的年代約一千三百年前，在明鄭時期已有少數的移民至台灣，大部份都來自廣

東和福建，也許是將廣東音樂文化習俗帶至台灣。由於至今作曲家的思維模式

下，把傳統的音樂變遷成現在的音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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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傳承方面：關於台灣傳統小揚琴的傳承，是早期民間藝人以口傳心

授的方法，也因為這樣，有更種不同的傳承領域，現在專業音樂科系的教育，也

因為受到西方交響化的關係，大多以技術，炫技較多，傳統的音樂風格也逐漸的

減少。 

 

（四）、未來層面：廣東音樂發展至今，有很多民間業餘的團體，因為國樂

交響化的關係，晉昇成現在的專業團體，從民間廟口到藝術殿堂，也從傳統小揚

琴到四橋大揚琴，雖然廣東音樂慢慢的流失，可是在揚琴的發展上，可以看得出

從以前伴奏到現在可以獨奏，顯示著揚琴卓越的攀升。 

 

    本文以『台灣』、『廣東音樂』、『揚琴』這個領域的音樂文化為範疇，為了探

究歷史，將從台灣日治時期的變遷與發展開始，將廣東音樂的發展做分期研究，

相關研究資料也盡量交代清楚，由於長時間的前人大多重視箏、蕭等發展，忽略

揚琴音樂在廣東音樂文化空間中所承載的意義，因此要全面性的探討廣東音樂在

台灣的發展相當困難。 

 

    歷史文獻無法直接提供時，就等於在黑暗中摸索，也需花費較多的時間在文

史的比對和推論上，才能整理出一些心得，筆者認為，較少人將台灣的廣東音樂

作為研究對象主要是因為，台灣的廣東音樂流派較少，資料缺陷，加上研究的速

度趕不及老藝人凋零的速度，現在只能把握目前存在的民間藝人，紀錄他們身上

的藝術及口述歷史，建立廣東音樂在台灣發展的體系。 

 

    就資料整理來說，對廣東音樂在台灣的發展相關資料，也盡量的找到，部份

文獻，引用台灣傳統音樂專書、期刊、碩博士論文及廣東音樂的歷史資料。日治

時期原始資料仍用民國西元年份記年；台灣的資料使用民國記年；中國文獻使用

西元記年，同時田野上也務求實際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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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本文以台灣的廣東音樂的發展之揚琴研究，並以歷史記載、民間藝人口述歷

史、歷史文獻做資料蒐集，以及從早期流傳至今的廣東音樂做分析。 

（一）、文獻資料：從收集有關廣東音樂及揚琴藝術有關的文獻資料，配合

同時期的背景分析資料，匯整這些文獻資料，去探討出有相關歷史記載、以

及廣東音樂的動向。 

（二）、參與觀察法：因為筆者本身學習揚琴，所以可以與老藝人們一同演

奏音樂，或是與老師們討論音樂。 

（三）、深度訪談：透過筆者的指導教授『詹金娘老師』，因為老師在揚琴音

樂界上資歷較深，故認識非常多的民間藝人，藉由老師，我可以向民間老藝

人們，進入田野訪談、口述歷史，而藉由訪談對象得知廣東音樂的發展，以

及看現代音樂文化的觀感，藉由金娘老師關係，訪談互動中，更有著於廣東

音樂的研究。 

（四）、紮根理論法：透過民間藝人，不斷的提出問題，並發現資料中的新

意義，將參與觀察的資料與深度訪談的資料分解與概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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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流程圖 

 

長期觀察 

  

蒐集資料 

 

 

 

撰寫論文 

 

長期與老師學習傳

統小揚琴，並發現

廣東音樂慢慢的流

失，對老藝人們的

長期觀察下，持續

的進行各個面向的

觀察、和蒐集資

料。 

 搜輯書面資料、圖

書館資料、論文、

期刊資料、相關書

籍的涉獵、與民間

藝人進行深度訪

談。 

 將所觀察而得到的

現象與蒐集所得的

資料，以自己的觀

點，進行實際書寫的

整理工作。 

 

 

三、研究步驟： 

（一）、對研究對象之觀察：進行本研究前，筆者本身已向詹金娘老師學習台

灣傳統小揚琴約三年時間，得以對研究對象較深的觀察。 

（二）、文獻資料及參考資料的蒐集：經由國家圖書館、南華大學圖書館、高

雄市立圖書館、網路期刊等資料庫，以及針對所有廣東音樂的資料，進行研究主

題的資料搜尋。 

 （三）、人物訪談：針對研究對象的主要民間藝人，訪談步驟從訪談人的背

景、口述歷史、基本資料到現況，在配合本論文的研究方向，設計訪談問題，已

達到藉由訪談內容紀錄，幫助本論文深入研究主題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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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料分析與整理：將蒐集、訪談的相關資料作一整理，並配合觀察

所得之資料，進行論文的撰寫。 

 （五）、提出問題探討：根據整理所得資料後，參照實際情況，提出問題，

以及改善問題的建議。 

 （六）、研究結論：經過之前五個研究的步驟，提出研究歸納出的結論，供

研究對象及後需相關研就之慘考。 

 

訪談對象的設定與說明 

 訪談對象以台灣傳統老藝人為主，經由指導教授詹金娘老師，去訪談較資深

的老藝人，透過訪談更瞭解，廣東音樂流傳的口述歷史，另訪談目前台灣傳統白

面板小揚琴的張文正先生，經過訪談，已瞭解除了廣東音樂之外，還可以瞭解製

作小揚琴的過程。 

 

四、章節架構 

 

本論文架構，共分為五章： 

 

第一章    緒論 

本章包括研究動機、目的、研究範圍、限制、研究方法、步驟、文獻回顧。 

 

 

第二章    廣東音樂在台灣發展的背景及變遷 

本章論述自台灣明清移民時期，從珠江三角洲一代粵語語系地區，逐漸流 

至港澳、南陽、台灣等地。廣東音樂民間的流傳，主要是傳承模式，已經發展至

今的揚琴藝術，現今以技巧、速度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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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揚琴在廣東音樂藝術中的呈現及其在台灣的發展 

    進入七○年代，揚琴藝術進入不同的發展，更因為中國所改良的四橋大揚琴

在各領域『使用性』較多、較廣，有鑑於社會、政治的開放，許多專業團體在國

家財力資源充沛之下紛紛邀請，許多海外的傑出藝人受邀至台灣演出，因此提昇

了揚琴在台灣的音樂文化，隨著 1987 年，海峽兩地的開放，台灣開始流行從中

國傳入的揚琴音樂作品，頓時揚琴音樂作品大量的出現，同時也有了揚琴協奏曲

的創作。由於時代的轉變，流行音樂也帶領家辱國樂的風潮，把搖滾音樂也加入

了揚琴音樂作品中。 

 

 

第四章    廣東音樂中揚琴樂譜之分析與研究 

廣東音樂的揚琴樂譜分析，會利用一些現代出版的樂譜、民間藝人提供的手

抄譜，現代揚琴音樂作品做不同的比較及分析。 

 

 

第五章 結論 

針對本研究結果，做出最後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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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文獻回顧 

一、揚琴器樂 

揚琴器樂的由來，有很多不同的說法，有人認為是由古代樂器『筑』；或是

維吾爾族新疆古老樂器『卡龍』，或源於『揚州』；有部份說法是由國外流傳近來

的樂器。在中國古籍中，關於筑的記載，大多源自漢朝司馬遷的『史記1』記載

著關於『酒酣高祖擊筑』： 

狀似瑟，而大頭按弦，已竹擊之，故名約筑 

    中國古籍史料中有許多關於『筑』的記載，但對筑的形體尺寸與演奏方法描

寫最詳盡的是宋 陳暘《樂書》2： 

 

筑之為器大抵類箏其頸細，其肩圓，已竹鼓之，如擊琴然。又有行如頌

琴，施十三弦，身長四尺二寸，頸長三寸，為四吋五分，首長廣七寸五

分、闊六寸五分，品聲按住，左手振之右手以竹尺擊之，隨調應律焉。…

勝朝沿襲唐制，設柱同箏法，第一弦黃鐘正聲，第十三弦黃鐘清聲，箏

以指彈，筑以筋擊，大同小異其按習並依鐘律。 

【圖 1-1】中國的筑（轉引自薛宗明《中國音樂史》下冊） 

築與揚琴相像，『筑』以右手持竹擊弦，而『洋琴』則以雙手持竹擊弦。 

                                                 
1 和司馬遷《史記》見王雲五編，二十四史，上冊，1967 頁 173 
2宋 陳暘《樂書》見王雲五編《四庫全書》珍本第九集，第 74 冊，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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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元史 郭寶玉傳《西使記》記載，元代爭伐西方時，在乞什迷及報達國

得此可能即為後來之卡龍3  

              【圖 1-2】新疆之卡龍（轉引自薛宗明《中國音樂史》下冊） 

 

《台灣揚琴藝術發展之研究》
42002，詹金娘發表的論文中發表，提到卡龍

為用右手帶義甲撥奏旋律，左手持鐵製揉弦器在琴弦上左又移動，按弦滑柔產生

吟滑之音，也可雙手各持木製或竹製的撥子，由內向外連續撥琴弦，右手彈弦律，

左手彈低音，雙手動作分立，這和揚琴用雙手各持琴竹擊弦的演奏方式有很大的

差別，屬於兩種不同的樂器。                                                          

 

                                                 
3 《中國大百科全書》音樂，舞蹈 1980 頁 330 
4 詹金娘，2002，《台灣揚琴藝術發展之研究》，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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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來，西方通往遠東的道路主要是絲路，揚琴從陸路傳入中國的說法，

在周菁保所著《木卡姆探微》一書中曾載： 

 

桑圖爾，也就是揚琴，過去人們認為揚琴是明代從海上通過沿

海一代傳入的。其實它是阿拉伯人的樂器，早就傳入天山南北

了，很可能是由新疆傳入內地的，這個樂器由維吾爾人繼承了

下來。 

 

 

 

新疆的揚琴過去通稱為『鏘』。『鏘』是兩千多年前波斯豎琴的稱呼，而揚琴

又可能與豎琴有某種親緣關係。 

                            【圖 1-3】三十年代的鏘（轉引自《中國音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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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洋琴於 1800 年左右傳入中國，上面裝著可調式弦馬。（圖 1-4） 

【圖 1-4】中國洋琴（轉引自《世界樂器百科全書》） 

得西馬琴跟台灣小揚琴很相像，它於十二、三世紀傳到歐洲，音域較廣、 

在面板上兩條平行的琴橋是相異的。（圖 1-5） 

【圖 1-5】得西馬（Duimcer）（轉引自薛宗明《中國音樂史》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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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揚琴之文獻內容 

揚琴這個名稱的由來是因西洋傳入之樂器而命名之，詹金娘在 2002 年發表

《台灣揚琴藝術發展之研究》裡提到： 

揚琴傳入中國後，因使用外觀、形制以及內容的不同，而出現多

種的稱呼，例如：「瑤琴」、「扇面琴」、「打琴」、「銅絲琴」、「鐵

線琴」等不同稱謂。（詹金娘：2002，頁 61） 

 

    清‧徐珂《清裨類鈔》5（音樂類）裡有一段介紹揚琴起源及其命名，並對

其形制和構造作一概略的描述： 

康熙時，有字海外輸入之樂器，曰洋琴，半於琴，而略闊，銳

其上而寬其下，兩端有銅釘，以銅絲為弦，張於上，用鎚擊之，

鎚形如筋，其音似箏筑，其形似扇，我國亦能自造之矣。（徐珂：

55） 

清‧康熙李聲振《百戲竹枝詞》： 

四宜軒子半吳音，茗戰何妨聽夜深。 

近日平湖弦索冷，絲銅爭唱打洋琴。（揚州風土詞萃） 

 

文中記述當時洋琴伴奏「吳音6」。當時蘇州方言的說唱流行到揚州，因洋琴

音色悠揚，隨即被許多民間說唱藝人所採用。是為了新鮮時髦，滿足人們崇洋好

奇的心理，許多說唱藝人紛紛使用這種洋樂器，就其主要原因為：第一、外國傳

入之樂器、奇特新穎，容易吸引觀眾好奇目光；第二、可哄抬自身的身價，增加

收入；第三、洋琴比三弦、胡琴容易操做，對於初學樂器、音感較差的民間藝人

而言，選擇洋琴不僅是一種新的替代品，也是一種新的嚐試。（詹金娘：2002，

頁 72） 

                                                 
5 清‧徐珂《清裨類鈔》音樂類  商務出版社  裨史彙編 頁 02 
6 吳音：蘇州興起的一種唱腔。 



 16

    另在中國音樂研究所編輯的《中國音樂史參考圖片》第二輯（一九五四年

版），有如下記載： 

 

洋琴，亦名洋琴，打弦樂器。它在十四世紀以在歐洲流行，

大概是由阿拉伯、波斯一帶傳過去的。明代（一三六八～一

六四四）自國外傳至中國，出流行於廣東一帶，後在全國流

行。 

    揚琴始於揚州故曰「揚琴」：但關於揚琴之來源揚州之說法，在丘鶴儔《琴

學新篇》（一九二一）中記載： 

 

洋琴傳說創始在揚州，所以喚名『洋琴』， 

傳入廣東後，構造形式以逐漸有所改進。 

也有海上傳入之說，中國洋琴的起源，在王光祇《中國音樂史》7中說明： 

 

 

洋琴，歐洲樂器，西歷紀元後第十七第十八世紀之交（及康

熙時代），輸入中國物（？） 

清朝唐在豐在《中外戲法大觀圖說》卷十二中，記載當時的揚琴圖片，文中提及

「該圖與歐洲音樂博物館中的德西琴完全一樣」，王光祇雖說明了該書附圖的來

源，也指出揚琴為歐洲輸入中國之樂器，甚至指出第十七、十八世紀之交，傳入

中國的樂器，但這句話他保留了一個懷疑的問號？表示此種說法與史實不符，尚

待考證。 

 

 

 

                                                 
7 王光祇《中國音樂史》1981 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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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徐珂《清裨類鈔》＜音樂類＞裡＂銅人捶琴＂有一段描寫西洋傳入樂器

神奇之處8： 

 

乾隆時，平湖沈文佫公初在閩，見一銅人，高數尺，如十三、

四丫頭、面粉、衣繒，前置琴，啟銅人之鑰，則兩手起，執捶

擊琴，左右高下，其聲抑揚頓挫，悉合節奏，頭容目光，皆能

運轉，助其姿致，鼓畢，則置捶於琴，兩手下陲矣，又置飛雀，

呼噪逼真，蓋自西洋輸入者也。（徐珂：57） 

 

 

    喜名盛昭《沖繩與中國藝能》琉球文庫記載「洋琴」一器：轉引自《琉球國

諸事由來記》卷四＂樂＂之項9 

 

一六六三年中國冊封使臣張學理至琉球，在唱曲表演中所使用

的伴奏樂器有洋琴（當實在琉球稱作「瑤琴」、廣東、潮州也稱

為瑤琴）和胡琴。如唱曲《福壽歌慶盛世》就有小祿里之子的

洋琴伴奏。（喜名勝昭 1986：16） 

 

 

 

 這首《福壽歌》並非單純的民間歌謠，是琉球國王的御座樂，

演奏功能是在款待中國冊封使臣的宴會上、歡迎薩摩奉行的宴

會上、琉球國王極為和寇服儀式、江戶朝貢等儀式場合作為助

興之用。（詹金娘：2002，62） 

                                                 
8 徐珂《清裨類鈔》「音樂類」  商務出版社  俾史彙編  頁 02 
9 《琉球國諸事由來記》卷四＂樂＂之項9（橫山重邊《琉球史料叢書》第一卷，風文堂書館）

轉引自喜名盛昭（琉球人《沖繩與中國藝能》）琉球文庫 1987 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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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董偉業在《揚州竹枝詞》： 

 

成群三伍少年狂，報得洋琴只一床， 

但藉閒遊尋業樂，聲聲網調唱吾鄉。 

在康熙至乾隆年間是洋琴琴書盛行時期，文中記述北京地區，曾有少年三五成群

的聚集演唱揚州俗曲，並通宵達旦用洋琴伴奏揚州新興起的「網調10」，以此為休

閒娛樂。「網調」是揚州新興起的唱腔，再說唱音樂中，琴書的形式最早在揚州

形成，清雍正至乾隆年間揚州政治趨於平穩，經濟繁榮，水上交通便利，廣州珠

江岸邊停靠許多揚州嚴船，為數甚多的揚州歌妓在傳上活動著，彈琴唱曲，歌喉

婉轉，琴聲悠揚，隨著商船四處流動，別有一番情調。因此流行於廣東的洋琴很

快的傳到揚州，並發展成揚州琴書。 

 

    清‧印光汝、張汝霖（1751）《澳門記略》下卷中： 

 

銅弦琴，削竹扣之，錚錚琮琮 

洋琴早期之用弦皆為鐵絲所製，爾後逐漸改良為銅絲製弦，故名「銅弦琴」。「削

竹扣之」暗示洋琴用竹片製的琴竹擊弦，發出錚錚琮琮清脆擊弦的音色。 

 

 

清‧麟慶《鴻雪因緣圖記》（1791～1846）第二冊繪圖「同春聽箏」： 

 

鋼琴，刨木做匣，佔銅為絲，敲以細竹，俗稱洋琴 

這是清代麟慶撰寫。 

  

                                                 
10 在清 李斗的《揚州畫舫路》裡記載：「以下和土腔唱《剪靛花》，謂之『網調』。實是琴書的

一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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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廣東音樂在台灣之文獻內容： 

 

最初從珠江三角洲一代粵語語系地區，逐漸流傳至港澳、南洋、台灣等地，

在二十年代之前廣東音樂合奏所使用的樂器俗稱「五架頭」，也叫硬弓組合。在

二十年代之後，廣東音樂大師呂文成將滬胡改裝鋼絲弦，定高五度音與揚琴為上

手的主奏樂器。 

 

 

 

 

 

 

 

 

【圖 1-6】廣東音樂大師呂文成 

（轉引自《呂文成廣東音樂曲

選》 

 

然而臺灣四十年來，因為資訊的封閉，使得粵曲此最大的外像特徵，隱滅不

彰。長此以往，或步入其它樂種之後塵，屆時恐補牢晚矣。絲竹雅集以發揚傳統

絲竹樂為活動方式與目標，除了演出介紹廣東音樂名曲之外，並收集、分析其曲

與發展變化(如加花)過程，自然亦須兼及作者之考證與創作背景。以介紹、比較、

示範、演出的方式，貫穿整場演奏會，一併介紹粵曲的歷史、樂器、名家名曲、

書譜、技法風格，務使觀眾能對粵曲這一樂種有全面而概括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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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廣東音樂的曲譜，大多以早期藝人的傳抄本或光復之前的舊抄本，因此

『工尺譜』佔了多大數，工尺譜以首調方式紀錄音樂，由於流傳時期、地區、腔

調的不同，個人紀錄的方式亦有差別，大多以紀錄骨幹音為主演奏者可自由加花

變奏。（詹金娘：2002，頁 186） 

 

五十年代的台灣一切正在萌芽，不論是經濟、教育都上在摸索階段，而國樂

的活動，一切以中廣國樂團宜中華國樂學會為首，主導著台灣國樂的發展，但是

因過度仰賴西方音樂訓練的方式，沒有根植民間的養分，因此造成國樂音樂呈現

形式的單一化（林一鳳：2003，頁 24） 

 

廣東音樂在民間的流傳，主要的傳承模式，基本上是靠著背誦的「口傳系統」

和「樂譜系統」。早期的樂有都有手抄工尺譜，但無法確定真正的標準版本和演

奏法，為了忘譜，只做為參考用。（詹金娘：2002，頁 185） 

 

在丘鶴儔的《增刻琴學精華》1928 及《琴學新編》（1920；1923）解說詳盡，

叮板及竹法以硃筆印在工尺之旁，份外醒目，是目前研究二、三十年代廣東揚琴

演奏法的重要資料。（朱瑞冰：1999，頁 283） 

 

以上是有關於工尺譜的文獻內容，接著在徐亞湘的《日治時期-中國戲班在

台灣》第二章＜日治前即日治時期台灣戲劇的歷史發展＞11裡提到， 

日治時期的台灣戲劇即循著民間的廟會野台與城鎮的商業劇場

這兩種演出的形式平行發展，見夠了當時的演劇文化。加上當

時許多上海京班和福州戲班的演員留在台灣發展，有的應邀到

地方戲班、業餘音樂團或藝妲間擔任教席，有的則於地方戲班

搭班演出。 

                                                 
11徐亞湘 《日治時期-中國戲班在台灣》，2000，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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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徐亞湘書裡面也提到，一八九五年至一九三七年中日戰爭爆發為止，四

十二年間計有來自上海、福建、廣東三地，分別有不同的 12 種劇種，超過 60

個中國戲班來台做商業演出。 

【表 1-1】  1899-1937 年來台之上海班、福建班及廣東班之團數統計圖 

（轉至徐亞湘：2000，26） 

 

 

四、現代國樂的發展 

在《台灣現代國樂之傳承與展望—與傳統音樂接軌》論文集，這是由台灣 

高雄市國樂團於 2000 年末舉行的研討會內容，參加的人是以北台灣國樂學術的

前輩為主，裡面共含有十二篇論文新酷音輸入，主要鎖定現在社會台灣國樂的發

展。 

    另外在論文集裡，由林昱廷先生所發表的＜二十世紀台灣國樂發展的演變與

分析—從樂團營運發展談起＞，裡面內容是從國樂團的業餘時代，轉成專業時期。 

    其中一篇是由前高雄市國樂團團長-蕭青衫先生談＜台灣專業國樂團未來走

向與定位—從經營模式談起＞，其中談到樂團的趨勢與走向，並且提到從民間藝

人轉為專業團體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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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年來台灣的國樂發展》，1999，黃文玲，臺灣師範大學碩士論文，本

論文提到，這五十年內，從早期的音樂轉為現代的音樂，而現代的音樂文化，要

如何演奏早期的音樂。 

 

    其中詹金娘在 2001 年的碩士論文《台灣揚琴藝術發展之研究》，裡面第二章

提到從 1662 年到 2002 年的揚琴音樂發展史，並且在第三章也提供了廣東音樂、

潮州弦詩之應用以及客家八音的應用發展，也給予我非常多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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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廣東音樂在台灣發展的背景及變遷 

 

 

第一節 廣東音樂在台灣發展的背景 

 

 

廣東音樂及其他樂種在台灣光復前發展的地區： 

 台北 台中、彰化 台南、嘉義 屏東、高雄 新竹、桃園、苗栗

北管音樂 ˇ ˇ   ˇ 

戲曲 ˇ     

歌仔戲 ˇ     

廣東音樂  ˇ    

雅樂十三音   ˇ    

聖樂   ˇ   

客家八音    ˇ ˇ 

【表 2-1】廣東音樂及其他樂種在台灣光復前發展的地區圖（黃庭威製表） 

上圖是綜合許多台灣文獻，歸納出得知台灣光復前時期，流傳至台灣的廣東音樂

流行並不盛大。 

 

 

    廣東音樂在台灣的發展時間，可以追溯到明清的移民時期，最初從珠江三角

洲（也是帶粵語語系地區），逐漸流傳到台灣來，在二十年代之前，廣東音樂合

奏使用的樂器『硬弓組合12』，及二弦、提琴、橫笛、月琴、三弦。獨奏時多用洋

琴、琵琶兩種樂器。（請參考圖 1-7） 

                                                 
12 硬弓時期，廣東音樂生長期。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 20 年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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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弓時期樂器分配表： 

 

五架頭  獨立使用  

二 

弦 

竹 

提 

琴 

三 

弦 

月 

琴 

 

笛 

嗩 

吶 

喉 

管 

打 

擊 

樂 

揚 

琴 

琵 

琶 

椰 

胡 

 

箏 

木魚        木魚  ○  ○ 

龍舟        鑼鼓     

南音   ○ ○ ○   板 ○ ○ ○ ○ 

粵謳         ○ ○ ○  

粵劇 ○ ○ ○ ○ ○ ○ ○ ○ ○ ○ ○  

粵曲 ○ ○ ○ ○   ○   ○   

八音 ○ ○  ○ ○ ○  ○   ○  

鑼鼓 ○ ○  ○ ○ ○  ○   ○  

廣東音樂 ○ ○ ○ ○ ○ ○ ○ ○ 獨奏 獨奏  獨奏

【表 2-2】硬弓時期樂器分配表(轉引自陶誠，2003，《廣東音樂文化研究》： 66) 

 

 

    在二十年代之後，廣東音樂大師『呂文成』將粵胡改裝鋼絲弦，定高五度音

與洋琴為上手的主要樂器，『三架頭』是只加上秦琴作為室內文場的樂器編制。

而『五架頭』的『軟弓組合13』（請見圖 1-8）是增加椰胡、洞簫等等樂器。之後

又加入了西洋樂器、小提琴等等，同時在『五架頭』上，加入笛子、嗩吶、小三

弦、中胡、大阮等等樂器。再三十年代前後，入入續續加入了許多西洋樂器，例：

小提琴、三弦琴、木琴、薩克風、鋼琴等等。 

                                                 
13軟弓時期，廣東音樂的成熟期，1926～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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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弓時期樂器分配表： 

 

 

五架頭 獨立使用 

三件頭 

 

粵胡 揚琴 秦琴 

椰 

胡 

洞 

簫 

揚 

琴 

琵 

琶 

箏 西洋

樂器

廣東音樂 ○ ○ ○ ○ ○    ○ 

粵劇 ○ ○ ○ ○ ○    ○ 

粵曲 ○ ○ ○  ○    ○ 

女伶 ○ ○ ○  ○ ○  ○ ○ 

【表 2-3】軟弓時期樂器分配表(轉引自陶誠，2003，《廣東音樂文化研究》：112) 

 

    廣東音樂改變了樂器的定弦、演奏的手法，但是在曲風與節奏上，卻明顯受

西洋音樂的影響，還有加入小號、爵士鼓等等，同時也採用西洋模式作曲的舞場

音樂，由於這樣的引入，使廣東音樂深受台灣人民的喜愛，因為唱片的宣傳，推

動廣東音樂在台灣迅速的成長。 

    在田野調查過程中，從張文正先生口中得知，在當時只有一個轉動唱盤的大

喇叭，而且一面只有一首歌，轉一下就得換面，不像現在有 CD 可以播放。以前

的放聲機還需要有保證人，而且一個里只能有一台。（張文正：2009） 

    在北、中、南有許多廣東樂社的成立，並且互相較勁，但是卻沒有北管音樂

的盛行，但有很多街頭巷弄樂友聚集著背譜的流行，有許多人可以背上幾百首，

但是也有些人背了三、四首就卡住，由於這樣的關係，技術好的人到處有人邀約，

也因為這樣，他們都有自己的廣東樂團，同時他們靠著背誦的關係，從口傳系統

和樂譜系統兩方面著手，因為這樣，卻無法確定標準版本和演奏方法，所以早期

的藝人為這寫曲子寫下工尺譜，是為了怕遺忘這些演奏法、和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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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廣東音樂在台灣的變遷 

 

 

    台灣光復之後，由國民政府實行戒嚴，那時我們稱大陸為匪區，從那流傳過

來的樂譜，都不能在民間中出現，一旦被發現，就被視為中共間諜，則會被抓去

關、槍斃，所以從中國流傳過來的譜曲，都是聽唱片所翻來的。 

 

    民國五十年後，部份廣東藝人將廣東樂曲翻成樂譜，編定成書，並且命名為

『國樂名曲集』14，是台灣第一本簡譜版的廣東音樂，由正光書局出售，每本十

五元，造成民間的大量發行，爾後也有出版實際彈奏加花的地方，填寫在譜上，

使得廣東音樂演奏手法更精巧，開創另外一個天地，因為這樣轟動的推力，將廣

東音樂推向專業音樂的教育。 

 

由於曲譜的出版，廣東音樂深入民間，受眾人喜愛，但是也有藝人藏私，不

願意將曲譜流通於發展在台灣的廣東音樂，現在的民間藝人，不單單只是演奏廣

東音樂，還會將台灣民謠加入在內，並且開創不同配器、手法、技巧，變得更多

元化。 

 

    在現在的大專院校、國中小學、高中，都可以看到學音樂的學生，都會吹彈

一些廣東樂曲，是因為整理過後的譜，是非常制式化的，比較不像早期的民間藝

人一樣，有了譜之後，可以隨性的在樂譜中加花，而這些廣東音樂，也被台灣全

國音樂大賽單位，當成是比賽的指定曲，例如：旱天雷、雨打芭蕉…等，不過指

定曲大部分都只彈一分鐘左右，重要的還是在自選曲，以現在來說，廣東音樂好

像已經不太重要。 

     

                                                 
14 『國樂名曲集』作者，何抱生、陳耀、何名忠、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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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民間藝人的訪談後，老藝人覺得，從以前的民間音樂團體，因為國樂

交響化的關係，從原本興盛的廣東樂團，慢慢的被同化成現在的交響化的國樂

團，讓他們在國樂中的地位貶低，有些藝人現在只能在外面，接一些小型的秀場，

例如：婚、喪、喜、慶等等，或是他們現在只能約一約，聚在一起玩音樂，至於

樂曲，每一首作品都有代表它的涵義，若對樂曲徹底改變，也就不尊重前人嘔心

瀝血的功勞，或是重新創編，著實對傳統作曲者汙滅，人們一昧的求新鮮時髦，

已經逐漸失去傳統原有的樣貌，現在的民間樂團，彈奏廣東音樂的樂人已經不多

了，這樣的傳統音樂，逐漸的脈絡消逝在，或許正應驗了適者生存，不適者淘汰

的社會環境吧！ 

第三節 小結 

 

 

    2007 年筆者與詹金娘老師等人，代表台灣赴德國參加世界揚琴大會，看到

許多喜愛音樂的國家代表，一同出現在會場，各國家的團體演奏他們代表性風格

的音樂，而其中美國代表，在舞台上演奏了這一首『倒垂簾』，轟動了台下的觀

眾，因為他們用的是西方洋琴『欣巴隆』，演奏出來的風格卻富有濃濃的中國味

道，讓筆者覺得，原來現在的台灣，對廣東音樂並不是那麼的重視，可是在西方

的國家中，他們卻覺得是非常特別的曲目，事後，在用餐時間，我們才得知，原

來他們覺得我們中國人的音樂，是如此的美，音樂的風格，就好像是一位仙女在

跳舞一樣，不經讓筆者覺得，在我們都在練習以技巧、速度取勝的樂曲中，原來

我們都已經遺忘掉最傳統的音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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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揚琴在廣東音樂藝術中的呈現及其在台灣的發展 

 

第一節 揚琴在廣東音樂藝術中的呈現 

 

 

    台灣最早使用的揚琴，以二橋七行小方形揚琴為主，最初只能演奏十四個

音，後來增至十八個音，這樣的揚琴在日治時期之初，民間尚能看到。 

【圖 3-1】日治時期的揚琴（詹金娘提供） 

 

 

    早期流傳至台灣的廣東樂曲與近代創作，總計約四、五百首左右，也因旋律

優美流暢、節奏明快、輕巧活潑，影響台灣民間戲曲和傳統音樂，特別是在傳統

器樂的發表，更為明顯，廣東音樂中的揚琴，技能表現鮮明的地方色彩和獨特的

風格，在樂句、調式上的潤飾加花、演奏的技巧韻味都特有風格，廣東音樂揚琴

的加花，會因為個人經驗和音樂素養而不同，演奏出來的音樂也會不一樣，因此，

我們應該可以說是再次創作，這樣加花的方式，使得樂曲靈活。 



 29

在使用的揚琴類型，早期大多是使用白面板小揚琴，也俗稱蝴蝶琴15請見【圖 1-7】 

 

 

 

 

 

 

 

 

 

 

                      【圖 3-2】傳統蝴蝶型小揚琴（黃庭威田野拍攝） 

    揚琴算是在廣東音樂最花俏的演奏樂器，其中他的技巧包括顫竹、滾竹、齊

竹、頓音、加花、襯音、連打音、浪竹，雖然技巧多元，不過在廣東音樂中，高

胡還是擔任骨幹，揚琴就像是皮肉，兩者相輔相成，早期演奏的曲目大多來自原

本的合奏曲，經過演奏的潤飾加花而演變為揚琴曲，也有揚琴創編的獨奏曲，例

如：連環扣（請參考【圖 3-3】） 

 

 

【圖 3-3】連環扣 手抄譜（張文正提供） 

                                                 
15 蝴蝶琴，是因為外型的形狀才稱這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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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連環扣，是張文正先生自己所改寫的，因為原本的開頭應該是 7171，

為了好記譜，就把他改成Ｃ調的譜，這樣較好背譜，陪筆者一起田野調查的金娘

老師，也直稱張文正先生真的很聰明！ 

原版連環扣： 

【圖 3-4】連環扣（嚴老烈改編版本） 

 

而在田野訪談的期間，也透漏他製作白面小揚琴（圖 3-5）的感想，雖然製作了

白面的小揚琴過程很複雜，但是這是他覺得唯一能夠繼續傳承台灣傳統小揚琴的

方法與技術，張先生也說，他都六十幾歲了，他也想要退休了，也許過幾年，他

就不接受現代揚琴16型號（圖 3-6）的整修了。 

【圖 3-5】張文正製作的白面小揚琴（黃庭威田野拍攝） 

                                                 
16 現代揚琴指的是 401、402、402g 變音大揚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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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揚琴 401 型號： 

【圖 3-6】現代揚琴 401 型號（黃庭威田野拍攝） 

 

    這一類的現代揚琴，是近來國樂團、各科班所用的大揚琴，拿來演奏廣東音

樂，民間藝人說:「整個都不對味了。」 

 

所以，以小揚琴的音域、或是琴竹上的琴皮，聲音都較活潑、鋼硬，還是比

較符合廣東音樂的韻味。 

    

廣東樂曲旋律行徑，除了級進或小跳之外常常出現八度的大跳，配合節奏的

變化，表現熱烈、激昂的樂曲情緒，並且吸收了古箏的滑彈、按弦、裝飾音，更

加其他技巧引用在樂曲中。 

揚琴是分別是有固定的仿鍵盤式的音位排列或固定品格，發音穩定，揚琴的定弦

（如圖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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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廣東音樂 揚琴正宮調音階排列（轉引至沈允升《中國弦歌中西合譜》） 

 

 

第二節 揚琴在廣東音樂藝術中的變遷 

 

揚琴音色的清揚雅致，民國六十四年，賴朝枝與廣東樂友周耀當開始研究

401 型變音大揚琴，經過多年的努力，於六十九年研發成功，台灣揚琴的改良終

於邁開一大步，但由於價格過高，體積比原來的小揚琴大上兩倍且過於笨重，加

上當時專科音樂院校無揚琴師資教學的窘境下，只能說尚在實驗階段。 

 

民國七十年代隨著國樂交響化，傳統揚琴的音域不符使用，專業樂團改採用

401 型變音揚琴（圖 3-8），那時一台中國製的變音揚琴要價四萬五千元，還必須

預定且先付錢，但仍供不應求（那時是戒嚴時期），華音17看準大揚琴市場，即大

量從事變音揚琴制作。 

 

                                                 
17華音揚琴製琴室，是由賴朝枝先生所創立，現在由賴基祥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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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 變音大揚琴： 

【圖 3-8】變音大揚琴（黃庭威田野拍攝） 

 

揚琴於明末傳入中國後，隨著漢人遷徙流傳至台灣，經由社會文化之變遷、

樂器形制改良與演進、音樂作品與演奏家、戲班與樂班之吸納與使用等各種生態

之演變。 

 

音樂與社會生活、文化藝術息息相關，隨著年代的變化，廣東音樂又有新的

作品不斷的出現，而在揚琴的演奏形式也朝多方面發展。原本是二胡、高胡或是

小提琴領奏的絲竹小合奏形式，經由國樂交響化的影響，發展出多種樂器的獨

奏、重奏、協奏及大型民族樂隊的大合奏。而原本揚琴都擔任伴奏的角色，如今

他已經是可以在舞台上獨奏的樂器了。揚琴能夠充分發揮廣東音樂輕快、活潑、

華麗、抒情的風格特點，並且還能夠模仿古箏、琵琶，讓藝術活動促使廣東音樂

進入了新的階段。 



 34

    由於揚琴的廣大使用，目前台灣上已有台灣揚琴樂團，而他們都會在台灣定

期的演出，所有的樂曲也都是從『民間音樂』、『台灣民謠』、『廣東音樂』…等等

重新創作，以趨向於西方和聲對位的形式，而大部分的樂手，也都以速度、技巧、

手法來呈現，特別像是大家比較熟悉的曲目，例如：陽光照耀著塔什庫爾干、流

浪者之歌、覓、木蘭辭變奏曲…等等，所使用的琴竹也都是比較堅硬，並且有彈

性，不太像是以前所演奏的琴竹，是比較軟，聲音較尖的。 

 

    廣東樂曲中揚琴演奏的音域較廣，所以都使用大跳襯音的技巧，能使樂曲有

跳動的快感，不僅是加快速度，旋律也較密集，也符合人們的喜好，之後採用西

方簡譜記譜法，不僅視譜方便，最重要的是使音樂能走向西方世界，廣東樂曲的

命名、題材，大多是來自二十年代，以大自然的景物為靈感，對一般人而言，不

僅容易的接受，而且樂曲動聽、演奏技巧多變、曲目內容豐富、樂曲創作手法新

穎，在加上民國初年商業化的推波助瀾，使揚琴在廣東音樂中蓬勃發展。 

 

    而廣東與西方接觸最早，廣東音樂深受西洋作曲影響，採用轉調、模進、音

階、級進、琶音進行等西洋作曲方式，並且運用在揚琴上，使揚琴充分發揮演奏

功能，運用在彈奏技巧上，使揚琴音樂發揮淋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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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雖然接觸揚琴不到四年的筆者，但是因為這本論文，讓筆者去瞭解，廣東音

樂是什麼，而廣東音樂對揚琴又有多重要，以前常常看到歌仔戲班、北管…等表

演團體，都能看到揚琴的存在，當時的筆者，並未接觸揚琴，但是筆者好奇的事，

怎麼這麼多不同的場合，都會有揚琴這個樂器，也常常聽到非常多的代表性作

品，例如：旱天雷、雨打芭蕉、倒垂簾…等等，雖然感覺上，都是同一首，因為

旋律很像，而且同一首歌繞來繞去，要演奏多長、多短都可以由自己控制，光想

到這點，我就覺得很酷，直到現在，我遇見了詹金娘老師，他帶領我們這些學生，

進入傳統小揚琴的世界中，學習不是只有技巧上、速度上的練習，更讓我們學習

到『韻味』如何表現，在西元 2007 年 10 月，我們代表台灣去參加世界揚琴大會，

金娘老師堅持用最傳統的音樂、樂器18，老師選擇了南管樂曲「女告狀」，敦煌樂

舞「望月婆羅門」、台灣客家歌謠「桃花過渡」…等等，演出完後國外的演奏家，

一直覺得我們的音樂如此特別，並且像我們請教，老師說，我們的音樂在於那個

『味』，不追求速度多快，而在傳統的部份，也因為我們的特別，讓筆者覺得，

原來傳統音樂才是我們最原始且最重要的一項文化，至今，因為民間老藝人的凋

零，使得傳統音樂文化，一點一滴的流失。 

 

 

 

 

 

 

 

 

                                                 
18 傳統的樂器是指『編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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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廣東音樂中揚琴樂譜之分析與研究 

 

 

第一節    廣東音樂的記譜使用 

 

早期工尺譜中西樂音調對照表： 

【圖 4-1】工尺譜音調對照表（轉引自詹金娘《台灣揚琴藝術之發展》） 

台灣廣東音樂的曲譜，大部分是早期藝人流傳下來的舊抄本，因此工尺譜居

多，但也不是非常的確定，因為流傳的地區、腔調不同，所以演奏者可以自由的

加花變奏。如果文化素養較差的藝人，字跡潦草，只能記下特殊的記號，所以必

須要由演奏者親自解說，才看的懂，不然看了樂譜，也不知道怎麼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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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光復後，才開始使用簡譜的記譜方式，簡譜的起源是來自歐洲，使用

阿拉伯數子代表音高，光復後，隨政府中廣國樂團推動的簡譜記法，全部將工尺

譜翻載成簡譜。（張文正：2008） 

 

 

 

 

 

 

 

 

 

 

 

 

 

 

 

 

 

 

 

 

 

 

【圖 4-2】七重天 工尺譜翻成簡譜（轉引自黎田、黃家齊《粵樂》200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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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關於工尺譜的來源，在前人的文獻論述中，多以「敦煌曲譜」與「宋俗字

譜」等，不過有爭議的是兩種不同的說法，前者是說宋代樂譜，後者說得是唐代

樂譜，而“堂來燕樂半字譜＂一說，明顯的說「工尺譜」在唐燕樂中以出現，所

以工尺譜的來源，還需要繼續考證。 

 

    曲式，是只樂曲的結構形式，樂曲由樂句、樂段組成，故樂曲中的樂段，是

樂曲中的基本，又具有獨立性的完整的結構單位，廣東音樂的演奏方式，比較自

由，也就是即興，除了上述所提的調式外，最重要的是音樂的風格，靠的是口傳

心授、樂譜傳承，因此筆者收集了田野調查的影音資料，和出版的樂譜、音樂做

比對，揚琴從口傳心授，樂譜傳承的差異，有什麼不同。 

 

廣東音樂的創作手法多樣，共結合了散、慢、中、快的結構，加花變奏的旋

律手法，在傳統的演奏上，都廣泛、切實的使用，並且吸收、採用西方的音樂創

作手法和旋律特徵，包括三拍子及舞曲的節奏，或是以模進、音階級進、琶音等

等，所以使得廣東音樂受到西方音樂的影像較大。 

 

在旋律風格上，共整理這幾點（1）採用多樣的節奏，使樂曲生動活潑，很

少有長音的節奏進行。（2）樂句大多以弱起拍或是後半拍開始，以切分節奏作為

結束，使樂曲有向前的推動力。（3）樂句多數短小，並且以二接三的排比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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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樂譜分析 

 

 

    傳入台灣的廣東音樂樂譜，在 1826 年入續出版，有沈允升《弦琴精華》、蕭

劍青《粵樂精華》、召子庸《粵曲集》、丘鶴濤《琴學新篇》…等等，並有工尺譜

和簡譜兩種，而工尺譜為清末時期的傳譜，簡譜則是經人整理改編發行的樂譜。 

 

 

連環扣原譜（夏炎《揚琴專輯》）： 

：1212 3 3 3 05 3535 3 5 6 6 6 1 5 6 1 2 3 5 6 5 5 6535 6 1 2 1 2 5 3 6

 

 

連環扣演奏後記譜（演奏者-吳依珊）： 

：1212 3 3 33 055 3535 3 35 6 6 6‧15 61 12 2 35356 5 5 5 6535 611 21 25 336

 

 

    在這段樂譜中，雖然吳依珊同學以譜參考，但是彈出來的節奏、旋律些許的

不同，吳依珊說：『雖然我看著譜彈奏，不過這只是個參考，我可以隨性的在任

何一個節奏上，變化不同的節奏，或是在旋律的中間，添加些音高，來使這首曲

子更生動、活潑，如果光是照著譜彈的話，整個曲子，就是死死版版的，所以我

每次彈這首曲子的時候，都不一樣。』吳依珊也表示，隨然長期的和民間老藝人

們玩音樂、樂器，那些老藝人年紀大了，樂譜也都看不清楚了，不過他們卻把旋

律全部都背在腦海中，不過，有時候還是會忘記，因為旋律太像，有可能這首拉

完之後可以接到另外一首。 

 

 



 40

旱天雷原譜（夏炎《揚琴專輯》）： 

: 6535 5 0 5 0 5 0 6535 2 0 2 0 2 0 6535 5 5 5 2 7 2 7 6 5‧6 5 5 

 

 

旱天雷演奏後記譜（演奏者-吳依珊）： 

：  6535  5  5  5 6535  2  2  2 6535  5 55 5 22 7 22 7  6  5 56 5 5

  

 

 

雨打芭蕉原譜（夏炎《揚琴專輯》）： 

：   0  0  0  3‧ 2 1 25  3235  2 35  615 3 5  3532  1113  2223 

 

 

雨打芭蕉演奏後記譜(演奏者-張文正): 

：   0  0  0  3‧ 2 1125  3235  2235  615 3‧5  3532  1 ‧3  2223 

 

 

 

步步高原譜(揚琴選粹曲): 

:     0  0  0  1 ‧7 6 6  5 ‧6  3 3  4 ‧3 2 2 3 ‧2  1   1 1 

 

 

步步高演奏後記譜(演奏者-張文正): 

:     0   0   0  1217 6660  5654  3330  4543 2220 3432 1 56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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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廣東樂曲，是大眾較常聽見的，節奏明快、輕巧活潑，除了級進與小跳

之外，還常出現八度的大跳的跳進，配合節奏的變化，表現熱烈、高昂的樂曲情

緒，因此揚琴、琵琶的演奏很相同，在旋律和樂句上的潤飾加花手法，大約相同，

在廣東音樂上更為明顯，而在現代的音樂文化中，這一類的廣東樂曲，也常常使

用，例如：演奏會、學生全國音樂大賽及各大比賽中之指定曲，在全國音樂大賽

中會用這樣的傳統曲目是因為要考驗大家的背譜能力，因為廣東樂曲的旋律，一

直的反覆著，旋律相像，所以列入了指定曲當中。 

 

    在原譜與翻譜的工程中，將演奏者所加花的技巧、演奏方式，記在譜上，而

對於前人所記載下來的譜，連東南亞、中國地區同好，都深獲感動，台灣能保持

最原始的傳統廣東音樂，是還好有民間樂友與翻譜者有良好的交流，彼此相互切

磋及鼓勵，才能活絡民間樂社的各項活動，而這些記譜的文獻，實在是相當珍貴，

亦可為研究傳統廣東音樂揚琴發展的依據。 

 

 

第三節 小結 

 

    對於廣東音樂的樂譜中，雖然我自己彈過一兩首，而困難的是，要在背譜上

面下很大的功夫，因為它的旋律相像，而每次譜上寫的加花，又不是每次重複後

都完全都一樣，在拍子的部份，可以看出，使用較多的十六分音符及八分音符為

主，附點更是主要關鍵，或是在五聲音階上加花，光加花就分了好幾種，在以前

的藝人中，廣東音樂揚琴的加花，是隨個人的經驗和音樂素養不同，呈現音樂的

方式也不同，到現代，因為二度創作、三度創作，變得更複雜、更花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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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自從上了南華大學民族音樂學系後，才接觸了田野工作，才有這個機會去接

觸這些資深的老藝人，而從擬定題目到資料收集，以及老師的上課督促，才有辦

法把論文順利完成，希望這本論文可以幫廣東音樂在台灣紀錄一些前所未有的紀

錄，也可以給往後要做有相關論文的研究者提供一些文獻。 

    在我們的社會文化中，音樂佔了一部分，他的重要性，也是不可缺的，音樂

與其他文化緊緊的聯繫著，所以在音樂本身，也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改變，不過，

音樂是人而產生的，音樂無法獨立自主，必須靠我們發揮，也隨著文化的改變，

在音樂的程度上，也有不同的變更。 

 

    揚琴從早期明清時，從國外傳入中國在流傳進台灣，到現在的使用、發展，

在第一章時，我分類寫了歷史層面、藝術層面、傳承層面以及未來層面，在這些

分類當中，找尋揚琴的起源，在從歷史文獻中做出整理，揚琴傳入台灣不晚於明‧

萬歷年間，在之前，他是從國外傳入，較常出現在民間活動的一種樂器，再說唱、

戲曲中，也大量的背使用做為過場音樂的伴奏樂器，之後才變成獨立的獨奏樂

器。而對於使用於廣東音樂的揚琴，與民間社會結合的層面相當廣泛，這樣的累

積以形成現在音樂文化中獨特的風格。 

 

    第二章主要在說明廣東音樂在台灣的發展的背景及變遷，廣泛流傳的廣東音

樂造成許多樂器的衝擊、影響，在民間流行的廣東音樂深受大家喜愛，經過了時

代的進步、變遷後，又因為國樂交響化，使得傳統藝術領域變得較不盛行，由於

國樂團的成立，讓這些民間的廣東樂團，面臨淘汰、同化的現象，因為這樣，這

些民間藝人的生計，也產生問題，又加上民間音樂上的需求，大量的專業人士紛

紛的投入音樂市場中，使得音樂人才過多，許多傳統的職業藝人們，只得轉行至

相關的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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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是在揚琴的藝術在廣東音樂中如何呈現，從使用的揚琴、琴竹及樂譜

中做出整理，而對廣東音樂的老藝人來說，現代的揚琴演奏不出像廣東音樂的味

道，在現在的專科班中所使用的大揚琴，也是目前廣泛使用的，因為音域較廣，

在國樂團中是很重要的靈魂樂器，對於廣東音樂而言，造成的威脅，使得傳統小

揚琴面臨淘汰的現況，綜觀台灣整個傳統音樂的生態，依職業與業餘來看，職業

的傳統音樂能繼續維繫，使得民間藝人的生計大受影響，這些民間藝人，對自己

的演奏技術充滿了自信，重要的是他們把譜都記在腦海中，許多技藝是容易學習

也容易傳承的，就音樂是要花上時間，也許一輩子也學不完。 

 

第四章主要是在分析廣東音樂中揚琴的樂譜方面，廣東音樂特質，活潑、輕

巧，但是每位演奏家演奏出來的樂譜，卻如此的不同，對於加花部份，利用五聲

音階變化出不同的連接音，是廣東樂曲較常使用的，而對於背譜的民間藝人們，

樂譜只是個參考性，隨性加花是廣東音樂的特色，追求臨場感。 

 

廣東音樂早期的推廣，為了保持原有的傳統音樂外，更想將傳統音樂發揚光

大，但是在台灣的音樂文化中，卻忽略了這一點，大家只是一昧的追求彈奏技巧

花俏的大型樂曲，樂曲也指要求速度快，而對於早期的音樂作品忽視，去論定技

藝的高下，在一昧追求技術高超、速度極限的同時，我們喪失了這些傳統音樂。 

 

現代人總是追求無限空間的發展方式，此種方式非原體創作，是無法感動人

心的，我們除了像未來求更新的發展之外，也不能忘了早期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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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田野調查表 

時間：2008 年 12 月 27 號 （六） 

地點：高雄縣五甲區私人練習室 

受訪者：凡音樂團-團長＼胡琴：陳佩香 

訪問者：黃庭威 

 

問題：媽媽你是哪裡的人呢？ 

回答：我是高雄人。 

 

問題：為什麼還一直維持這個樂團？ 

回答：因為這是我先生所留下來的，而且現在市面上，要看到這樣的團體，也很

難了。 

 

問題：你們都有定期練習嗎？ 

回答：我們雖然沒有定期的時間練習，不過我們都是等到，有接到表演了，才會

開始找人回來練。 

 

問題：你們出去演出時，會演奏哪一些曲子？ 

回答：大部分，如果接到婚宴的話，我們都會演奏一些大家比較熟悉的，例如說：

將軍令、男兒當自強、玫瑰我愛你、旱天雷…等等，或是一些比較流行性

的曲子，我們還會加入卡通曲。 

 

（找資料） 

問題：這些都可以給我嗎？ 

回答：不行啦，這只有這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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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那你們喜宴都是演整場嗎？還是說演一半就吃飯？ 

回答：對阿，都是整場，我們都重頭就開始演奏。 

 

問題：方便問接一個場子大約多少錢呢？ 

回答：價錢嗎？就是我們是六個人一組，一萬五，（其實蠻多的吧？）喔，其實

我們是外面問最便宜的 

 

問題：那樂器都是自己載嗎？ 

回答：對阿！我們都沒有再跟外面租，連司儀都是我們自己負責。 

 

問題：那你們這些樂譜都是怎麼來的？ 

回答：這些樂譜大部分都是以前老一輩的藝人的譜，因為很舊很破，我們就重新

騰過一份，（大笑）那時候還不知道哪些是什麼字，因為太舅了，（那這個

譜可以給我做樂譜分析嗎？）可能沒有辦法喔，因為我們的譜都不外流

的，（是喔，那我可以照一小段就好嗎？）喔，這樣可以啦，沒關係。 

問題：請問你們對其他的廣東音樂有什麼看法？ 

答案：其實我知道的，因為以前很流行啦，不過後來大家都跑去參加國樂團，目

前像我們這樣的團體，已經很少了，雖然那些老一輩的藝人，都會回來跟

我們聊聊天、喝茶、玩玩音樂，我們也常常去廟裡面拜訪他們，常常我們

去，他們都會準備好樂器，然後就在廟裡面合奏起來。 

問題：你們有在收學生嗎？ 

答案：是有啦，不過大部份都是我們自己人，可能是哪個親戚的小孩，我們會教

他們比較基礎的，他們大部分都會從二胡學起。 

問題：你們這裡的合奏的人，都是從哪來的？ 

答案：我們這裡所有的人，有的是我女兒的同學，不然就是我們的親戚，還是會

有一些外面的人，偶而會來合奏一下，需要演出的時候，比較叫的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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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08 年 12 月 27 號 （六） 

地點：高雄縣五甲區私人練習室 

受訪者：凡音樂團-揚琴：吳依姍 

訪問者：黃庭威 

 

 

 

 

問題：什麼時候才會練習呢？ 

回答：有時後會聚在一起玩樂團、或是有表演的時候才會練習。 

 

問題：平常有什麼樣的表演呢？ 

回答：大多都是廟會、喜宴。 

 

問題：今天的練習是為了什麼表演？在哪裡？ 

回答：是一場結婚的，至於在那裡，（笑）你考倒我了，沒有固定的場子，不過

平常我們會演流行樂，不過練習的話都是以廣東音樂為主。 

 

問題：當初怎麼會組起這個樂團？ 

回答：因為爸爸的關係（已故），爸爸以前是高雄市實驗國樂團的第一批團員，

是跟…..（媽媽大喊：蕭青杉啦），喔！對！.蕭青杉，同一梯次的，後來

因為高雄市實驗國樂團有學歷上的規定，後來爸爸他們就退出了，以前的

國樂團也都是演奏民間音樂、廣東音樂，但是因為學歷的關係，就退出自

己在外面組了一個團體，而老一輩的都已經七、八十歲了（媽媽大喊：八、

九十了啦！），因為以前沒有年齡的限制，所以現在還有很老的阿公會來

找我們，跟我們一起玩樂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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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他們是回來練樂團嗎？ 

回答：對阿，（問媽媽：媽！那個魁爺爺幾歲阿？ 媽媽：大概九十幾了。）九十

幾歲還會回來跟我們一起玩，因為他們的眼睛跟行動都不好了，所以我們

都會去他們家阿，跟他們玩。 

 

問題：跟老一輩的樂手練習的場合都在那裡？ 

回答：也沒有規定在哪裡，例如會有阿公找阿，我們可能就會直接去他家，而且

其實廣東音樂沒有用鼓，然後去也都只有用小揚琴阿，那老一輩的他們自

己就都有三弦、高胡…..等等，也可能只帶個琴竹就去了，就是很輕鬆的

去，而且老一輩的他們就是背譜，因為我們的譜都是簡化的，其他都是自

己加花的，而且每次彈都不一樣，所以要我們都彈一樣的，那是不可能的

事情，因為旋律我們都記在腦子裡面了，老一輩的阿公也都不看譜，他們

都背譜，今天如果跟他說要演哪一首歌，他可能會記不起曲名，就會開黑

白湊（亂湊），那你就彈一些旋律他就知道了，就能馬上跟上你。 

 

問題：那拿譜給他看呢？ 

回答：因為他也看不懂，他們就是用背的，就是反應會比較慢，但是習慣就好。 

問題：那譜都是自己寫的嗎？還是？ 

回答：對阿，都是自己寫的，或是小譜然後翻出來，然後現在的國樂不是都會分

什麼彈撥阿，胡琴那類的，就分開，像我們廣東音樂的譜阿，就是沒有分

的（我問：就是單一旋律？）對！可是我們都要自己加花，可是每次就會

不一樣，（我問：所以看到跟聽到的會不一樣？）對阿，就是很會加花什

麼之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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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所以譜都是照以前的譜嗎？ 

回答：因為老一輩他們都已經背起來了，而且他們也都看不到啦，所以他們還是

會拿一些資料給我們，或是他們想要演什麼，可能二馬撩鈴阿或是雨打芭

蕉，然後媽媽就會寫大一點，然後我們就會自己加花。 

 

問題：那有自己創作的曲子嗎？ 

回答：比較沒有耶，因為都是演奏廣東音樂，我們也沒有這麼厲害啦，我們就是

純粹喜歡玩音樂而已。 

 

問題：那我看剛剛那個同學彈古箏，為什麼他不用帶指甲？ 

回答：是習慣了（古箏同學回答），因為用指甲會卡卡的，而且我們就是很隨性

的，不一定就像學校一樣，規定要帶指甲，可能我們要的音色跟學校的又

不一樣。 

 

問題：那現在團員都已經到期了嗎？ 

回答：從來都沒有到齊過，因為每位團員都是自己有自己的事業，因為就是我爸

爸以前就會教學生，然後出去工作，然後偶而才會回來練習。 

 

（後面有小朋友在練習的聲音） 

問題：那裡面那個小朋友是用自己錄好的伴奏嗎？ 

回答：不是不是，我帶你進去看。（指機器）就是電子鼓，就是聽固定的節拍。

然後還可以變節拍，可以變成三拍子的， 

 

問題：那這個小朋友是你弟弟？ 

回答：喔，不是，是我媽的朋友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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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那他會跟你們一起演出嗎？ 

回答：不會，因為這只是練習，因為現在學校揚琴的人很少，所以其實是有人想

學才會教，不然以前的人都沒有在學的，因為現在的大揚琴也比較盛行，

現在小揚琴也只有廣東音樂在用 

 

問題：那廣東音樂的樂器是只有你們這些樂器嗎？ 

回答：還有三弦阿、大胡….等，但是拉大胡的哥哥就是生病，所以最近沒有來，

我們最低音也是大胡，還有中阮，（琵琶、柳琴那些會有嗎？）比較沒有。 

問題：那有平均的場子可以接嗎？ 

回答：沒有耶 

 

問題：那會很多場嗎？ 

回答：很多的時候就會很多，（那最多是什麼時候？）不一定耶，要看旺季，也

可能旺季也沒有人叫。 

 

問題：除了練習上還有什麼困難的問題嗎？例如：只練一次明天就要上台演出？ 

回答：雖然說不是很專業，但是基本上得那些拍子還是有一定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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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09 年 1 月 27 號 （六） 

地點：台北縣永和家中 

受訪者：製琴師- 張文正 

訪問者：黃庭威 

 

 

 

 

 

問題：請問張老闆您什麼時候開始接觸音樂的呢？ 

回答：我大概是十八、十九歲的時候開始的吧。 

 

問題：那你接觸了哪些音樂呢？ 

回答：我一開始是先吹洞簫，之後因緣際會的接觸揚琴，而我那時候常常到雲林，

那裡有一些老藝人，我都會跟他們聚在一起聊天玩樂團，也是因為他們，

我從不會到會，因為我很喜歡，雖然學習這些樂器的過程很辛苦，但是這

讓我非常的有成就。 

 

問題：以前有人把廣東音樂錄下來嗎？ 

回答：是有阿，不過那時候只有一個轉動唱盤的大喇叭，而且一面只有一首歌，

轉一下就得換面，不像現在有 cd 可以播放。以前的放聲機還需要有保證

人，而且一個里只能有一台。 

 

問題：你最喜歡聽哪些歌曲呢？ 

回答：以前比較傳統的樂曲，我也常常聽潮州音樂、客家八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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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那有哪位老師是你印象比較深刻的嗎？ 

回答：那時候在雲林的一間廟裡面，教我的老師叫做林欽，是廟裡的廟公，他非

常喜歡廣東音樂。 

 

問題：跟他學琴要錢嗎？ 

回答：他人很好，因為我們都常常一起練習，所以我們感情很好，他都不收我們

的錢。 

 

問題：演奏音樂時是看什麼譜？ 

回答：大部分我們都背起來了，不過早期的譜，在台灣光復後，才開始使用簡譜

的記譜方式，簡譜的起源是來自歐洲，使用阿拉伯數子代表音高，光復後，

隨政府中廣國樂團推動的簡譜記法，全部將工尺譜翻載成簡譜。 

 

問題：你做的琴很多人用，這些也都是自己學嗎？還是找老師呢？ 

回答：我本來就會一點點的木工，從小家裏就沒有什麼錢，只好自己摸索，更不

用提花錢請老師教，全部都自己來。 

 

問題：現在你們還會一起玩樂團嗎？ 

回答：說到這個，我就覺得的可惜（張老闆臉上出現哀傷），因為很多老藝人都

不在了，雖然還是有像金娘這樣的人會回來跟我一起玩音樂，不過大多都

很忙碌，但是大家還是都會到我家來，有時候還會出去演出。 

 

問題：張老闆你有在收學生嗎？或是做樂器的徒弟呢？ 

回答：之前有嘗試教過，不過我覺得既然要學，就要有興趣，大家都不是很想學，

所以還是這樣跟大家一起玩玩音樂就很開心，至於徒弟，也是因為沒有人

想學，不然我覺得可以繼續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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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大家都會把琴拿來你這裡做整理嗎？ 

回答：對阿，我看過各式各樣的琴，不過我還是會判定，如果這台琴已經沒救了，

我就不會幫他繼續整理下去，不過我可能過幾年就要退休了，也許就不接

受琴的整理。 

 

問題：對於我想做的研究，廣東音樂你覺得是什麼？ 

回答：我覺得對於廣東音樂，最不同的是他的味道很重要，他最主要是技巧鮮明、

輕巧活潑。 

 

問題：對於台灣現在的國樂你有什麼樣的看法？ 

回答：現在的國樂，雖然是從以前傳統音樂演變而來的，不過在創新上，的確是

比較深受現代人的喜愛，不像傳統音樂，現在也只有比較有年紀的人會住

意到，不過音樂嗎，不過就是自娛娛人嗎？ 

問題：對於從傳統小揚琴變製現在四橋的大揚琴，你有什麼看法呢？ 

回答：從小變大，同時也顯得比較笨重，不過為了配合現代的樂團，當然還是大

揚琴比較有用處，話說回來，這樣最傳統的東西，卻也沒人繼續在學。 

 

問題：在民國五十年左右，中央廣播樂團改良國樂，對廣東音樂是不是有什麼影

響？ 

回答：影響是一定的，廣東音樂來自清末時期，日誌時期的唱片涵蓋中國，到處

都有廣東音樂，較完整的資料，大多在台灣。 

 

問題：對於為了的國樂或是廣東音樂，你有什麼期待？ 

回答：時代進步的迅速，以前盛行的景象已經不在了，而我就好像是從廣東音樂

裡面出生來的小孩，至今剩的都是回憶，就連現在科班的學生演奏傳統音

樂，都不是很像了，他們只是想學大型的曲目，炫技罷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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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09 年 2 月 15 號 （日） 

地點：台中市后里清蓮宮 

受訪者：徐春景 

訪問者：黃庭威 

 

 

 

 

 

問題：為什麼會學揚琴？ 

回答：因為那時候聽廣播聽到廣東音樂很流行，特別覺得揚琴很獨特。 

 

問題：是什麼時候才開始學的呢？ 

回答：我大概是從十一歲吧 

 

問題：有跟老師學嗎？ 

回答：那時候家裏沒有那個經濟讓我們學這些樂器，都是靠清連宮裡面裡面的樂

團，我才有機會學習。 

 

問題：那你們是看譜嗎？ 

回答：沒有譜，（笑著說）都是老師跟我們說什麼我們就彈什麼，我們也看不太

懂那個譜，更早期的那種工尺譜，更加看不懂，還好現在知道一點點。 

 

問題：那你知道日治時期廣東音樂很流行嗎？ 

回答：在學琴的時候，老師有提過，不過不是太瞭解，但是知道現在廣東音樂慢

慢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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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你知道為什麼廣東音樂慢慢的衰退嗎？ 

回答：喔，因為現在市面上的國樂團，越來越多，像我們這樣的民間樂團，越來

越沒有人要了，也很難找到像我們這樣喜歡演奏民間樂曲的人，只是我們

都會聚在一起玩音樂、聊天，偶而會泡泡茶來喝。 

 

問題：會給自己壓力嗎？ 

回答：會是會，但是不會太強求自己，不過本身就很喜歡揚琴，所以練在久，我

都不會累，而且還覺得很有成就。 

 

問題：會不會遇到一些不同的樂友，演奏的版本不一樣呢？ 

回答：因為我們都是用聽來學的，若遇到不同地方的樂友，會有不一樣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就會把譜拿出來對一下，雖然我略知，不過還是看得懂。 

 

問題：你現在彈奏的琴是你自己的嗎？ 

回答：喔，不是阿，是廟裡面的，他們都有提供樂器，像是二胡、揚琴、中阮…

都有。 

 

問題：這麼多樂器，你還會裡面那一種呢？ 

回答：基本上我還是在揚琴比較多，我有跟其他團員學過二胡，不過因為音感不

好的關係，很快就放棄了。 

 

問題：放棄？還有別的樂器嗎？ 

回答：（笑）ˇ對啊，因為我很能評估自己的能力，一但不行，我一開始就會放

棄，沒有別種樂器了，因為我都覺得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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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09 年 2 月 22 號 （日） 

地點：屏東縣北長宮 

受訪者：詹喚英 

訪問者：黃庭威 

 

 

 

 

 

 

問題：請問你什麼時候接觸樂器？ 

回答：大概是民國六十六年開始接觸三弦。 

 

問題：是因為什麼機會？ 

回答：因為從小就跟著堂哥進入了廣東樂團，我也跟著學樂器，一開始跟著樂團

到處演出，當時我只是個打雜小弟，後來因為很多人的退出，讓我跟上其

他人的腳步進入樂團一起合奏。 

 

問題：你有在接觸這些音樂前，有聽過任何的廣東音樂嗎？ 

回答：有阿，常常在廣播中聽見 

 

問題：那你學琴有中斷過嗎？ 

回答：有阿，因為自己彈不好，常常氣餒，不過再看到樂團中，那個彈三弦的在

休息時，要把琴放進琴盒的那段時間，突然發現，原來他彈了這麼久的三

弦，卻都沒有喊過苦，所以我現在還是很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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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你們從以前彈過了哪些曲子呢？ 

回答：非常多阿，包括旱天雷、雨打芭蕉、連環扣….等 

 

問題：這些都是比較常聽見的喔？ 

回答：對阿，因為常常到外面演出，我們不但會彈這些廣東樂之外，我們還會彈

台灣的小調、民謠，現在還有卡通曲出現，例如：小叮噹、龍貓…這些。 

 

問題：那你們是看什麼譜？ 

回答：早期都是工尺譜，不過我們都會翻成簡譜。 

 

問題：你們常常出去接場子嗎？ 

回答：以前比較多，現在很少了。 

 

問題：你們都是接哪種場子比較多呢？ 

回答：我們都是去喜宴、廟會….等等 

 

問題：你們會去接喪禮的場子嗎？ 

回答：很少耶，因為大部分，接喪場都是專業的，北管或是八音那一種，不過如

果是我們自己樂友的親戚過世，我們才會去演奏，而都是不強求。 

 

問題：你有想過預計玩音樂到什麼時候嗎？ 

回答：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不過在音樂上對我來說，很重要，我想只要我還活

著，我就還會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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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民族誌 

民族誌 

時間：2008 年 12 月 27 號 （六） 

地點：高雄縣五甲 

紀錄者：黃庭威 

 

因為還在放假的階段，早上我起的比較晚，天氣不是太好，但是沒有下雨，

我撥了通電話給今天我要去田野調查的對象，並且跟他確定我過去的時間，之

後，我去吃了中飯，知道了晚上，我往高雄的路上，其實我內心有點緊張，因為

畢竟到不認識的人家裏，總有些害怕，在害怕的途中，我邊騎車邊想問題，事後

想想，有點危險，最後，我騎車到了五甲，我打給就讀南藝的依姍，並像他問練

習室在哪裡？於是我就到了這個熱情的休息室，他們的人很好，非常的高興，剛

進去的時候，他們正在調整鼓的位子，因為鼓一直發出吱吱的音響，墊了幾塊布，

吱吱聲還是存在著，原來是鼓上釘子的問題，於是就開始開練了，第一首他們所

練習的是將軍令，是由林佩香團長，也是擔任二胡聲部領奏，同時裡面的樂器也

有古箏、中胡、揚琴、大鼓，接著他們也繼續練習很多的曲目，包括旱天雷、步

步高、雨打芭蕉…等等，我趁他們休息的空檔，趕快問依姍一些問題，包括怎麼

加花、怎麼組團…等等，他們今天所練習的目的是下星期六有一個喜宴要演出，

平常他們在聚會，也都是因為他們喜歡玩音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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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樂譜雖然只有一條旋律，但是演奏出來卻不一樣，我覺得非常厲害，

因為每個人想演奏的東西不同，但是還是可以合奏，之後他們練習完，之後好像

也沒有什麼行程，他們：『下次有機會，你也可以加入我們一起玩音樂』，我很開

心，他們的邀請，因為我覺得非常難得，看到他們為傳統音樂繼續用心下去，以

前老師就灌輸我們，我們自己的文化，就要保留住，我想他們就是盡力保留文化

的那些人吧，這天的行程，不是太豐富，我就回家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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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09 年 1 月 27 號 （六） 

地點：台北縣永和 

紀錄者：黃庭威 

 

我在前一天就上來台北做了準備，我還向老師請假等等遇到張老闆後，應該

怎麼做比較有禮貌，老師的意思是，其實張老闆人很隨性，不過他也很情緒化，

這讓我開始擔心，雖然經過上次的田野調查後，比較不緊張。前一天我反覆著看

著我要發問的問題，準備著我的器材後，入睡。直到今天早上起床，老師說，出

發吧，沒想到，時間過的這麼快，到了張老闆家中後，保持著謹慎的態度，與張

老闆見面，並表示我的活潑，我先向張老闆問好，並且與他握手，從張老闆臉上

得之，張老闆應該很開心。 

我向張老闆問著我準備的問題，張老闆慢慢的回答我，好像我會一字聽不清

楚一般，而且還自動提供我一些重要的訊息，這是我才覺得，原來做田野沒有這

麼的可怕，張老闆一一的將他製作揚琴的作品給我看，張老闆很厲害，以前雖然

只會一點點木工，卻可以做出很精緻的揚琴，現在還會幫大家整理揚琴，還聊到

張老闆的妻子，張老闆說，師母很愛他，常常與他上山下海，很辛苦，也說到，

他這裡常常很多人來，與他一起泡茶、吃飯，還有偶而玩玩音樂，通常這樣就可

以出去接場了，張老闆還提到他有一男一女的小孩，我直說他很幸福，他總說，

是前輩子燒來的福氣啦。 



 67

我將問到我難以開口的問題，有關老藝人的問題，張老闆說，志同道合的朋

友，一個一個的走了，音樂變得孤單，看到以前的照片心理就覺得很難過，我和

金娘老師安慰著張老闆，要節哀，他給了我一份手抄譜，我看了看，是大家都蠻

熟悉，可是卻很害怕的『連環扣』，因為連環扣很不好背譜，不過經由張老闆改

編成 c 大調之後，變得比較容易，金娘老師也直稱他真的很厲害，我覺得張老闆

是非常戲劇性的人，他喜歡自由自在的彈琴，甚至有時候可以彈上一整天，金娘

老師也常常到他那跟彈討論音樂，像這次原本要去墨西哥的兒童藝術節，金娘老

師也常常到他這來，彈給張老闆聽，看看這樣子改編好不好？張老闆很喜歡這樣

的感覺，因為這樣討論著音樂，他說，是他這一生中最快樂的事情，不過，跟張

老闆相處一整天，雖然覺得很好玩，但是覺得還是要學一點東西回去，於是請張

老闆教我一首妝臺秋思，於是我帶著滿滿的資料回到了老師的工作室，今天的行

程很充實，所以時間過的特別快，我累了，也該休息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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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09 年 1 月 27 號 （六） 

地點：台中市后里 

紀錄者：黃庭威 

 

    今天大約九點多起床，天氣很好，我準備前往火車站，搭火車北上台中，並

且撥了通電話給清蓮宮的徐春景阿嬤，他說他在那裡，如果我到了話，再打給他，

他會請人來接我，於是我到了台中后里我打給阿嬤，我搭著他為我準備的車子前

往清蓮宮，很快就到了，我在門口就先聽見我熟悉的樂器聲音，我一進去，他們

已經在練習了，我看到阿嬤，我跟他自我介紹之後，阿嬤也很熱心的招待我，還

請我喝茶，在一番的討論之後，我開始問我準備的問題，阿嬤雖然懂得不多，不

過他都盡量把知道的都告訴我，之後訪談完我的問題後，阿嬤帶我去參觀他們的

廟宇，然後還到我到他們正在練習的樂團，一一的介紹給我，幾乎都是老人家，

而且他們都從台中的各各地方來的，年輕的有三十幾歲到最老的是八十歲左右，

他們正在彈奏娛樂生平，阿嬤說，這幾天來的人還算比較少的，平常還是有更多

人會來，看他們努力的練習，不惜讓我想起，平常我們都不是很認真的練琴，真

的很不應該，像他們都是沒有花錢請老師，都是聚在一起，會教的教給想學的人，

也不強求，阿嬤說，雖然學習的過程很辛苦，可是這些都是非常有成就的，等到

有成就之後，真的非常的開心，他也介紹很多朋友一起進來，不過大部份因為還

在工作的關係，都來一兩次之後就沒在來了，阿嬤擔心如果這樣下去，不會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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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就沒有人要學了，我告訴阿嬤，不要擔心啦，雖然現在學的人很少，可是想學

的人也不少阿，雖然說要學這樣傳統音樂的人意願不是很高，但是你們的用心大

家都看得到啦，阿嬤笑了笑說，你很樂觀喔。 

    阿嬤問我是會哪種樂器，我說，我只會一點點的小揚琴而已，問我要不要試

試看，我與大家彈了一首後，阿嬤說，你可以不用照著譜上彈，有的時候，你想

要在這裡加上襯音或是彈輪都可以，原來廣東音樂可以這麼的即興，接著我還和

大家合奏了兩、三首後，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必須離開這個地方，不然做火車到

家會太晚，正當我跟阿嬤說，我準備的差不多了，阿嬤還提了一盒太陽餅給我，

他說這是台中的名產喔，如果有機會的話，下次還要再來，阿嬤很熱心的請人載

我到車站，我到了車站後，我跟林先生答謝完之後，我上了火車，回想今天的事

情，還是老人家們比較熱情，而且都不會覺得不自在，我坐在火車上，就睡著了，

因為高雄是終點站，也不怕睡過頭，一到高雄打了電話請媽媽來接我，今天的成

就這樣結束了，回到家，雖然還是很累，現在正坐在電腦前打我的民族誌，等等

就要洗澡睡覺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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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09 年 1 月 27 號 （六） 

地點：屏東縣萬丹 

紀錄者：黃庭威 

 

    今天起的比較晚，天氣還算是不錯啦，今天要去做田野調查，是要到屏東縣

萬丹鄉的一間廟，我從家裏騎車過去，我預計大約半個小時，我騎到屏東，可是

我卻不知道萬巒怎麼走，我打了電話給詹伯伯，他叫我先問路上的人萬丹怎麼

騎，於是我騎到了，東港，我打給詹伯伯，他說你騎過頭太多了，我在想，怎麼

這麼糗，詹伯伯叫我騎回去原本的路，原來我有一條路忘記左轉，我被詹伯伯指

引之後，到了詹伯伯所待的北長宮，他是裡面的廟公，他在廟裡有一支廣東樂團，

我隨著詹伯伯進入廟裡之後，因為時間還算早，所以還沒有人來練習，所以我就

先問了詹伯伯我所準備的問題，詹伯伯表示，像這樣私底下傳統的樂團，真的是

越來越少了，但是在屏東這裡更少之又少，但是好處就是可以接比較多的場子，

詹伯伯個性較急促一點，可能是因為廟公的關係，屬下又有樂團，所以做起事來

腳步很快，回答的也很快，我都來不及記了，之後團員陸陸續續的進來，年齡層

大約從三十歲到七十歲左右，每個人都提著自己的樂器，詹伯伯說，樂器都是自

己帶的，這裡只有準備一些比較大型的樂器，例如：揚琴、鼓這些的。 

    詹伯伯說，如果可以的話，他還想要組一個更大的樂團，不過人總是不夠，

要學的人也不多，很怕有一天，這個樂團就不見了，畢竟，大家都有一點年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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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詹伯伯很擔心，但是他又想要做一些創新的事情，但是因為人員不夠的關

係，不過一詹伯伯的個性，應該是不會放棄的，詹伯伯除了個性比較急性之外，

連他的團員做事也都很快，他們正在練習，詹伯伯叫我一起過去，正在練習這首

櫻桃小丸子，我問詹伯伯，為什麼沒有練比較傳統的曲子呢，詹伯伯說，因為常

常要出去接場子，所以還是要演一些比較活潑的曲子，原來是這樣，於是詹伯伯

問我，你會什麼樣的樂器呢，我說，我只是會一點點的揚琴而已，詹伯伯問我要

不要試試看，既上次阿嬤的合奏後，我又與詹伯伯的樂團合奏了一首，將軍令，

我像上次阿嬤教我的一樣，即興加花，他說，你不錯喔，害羞的認識了這些團員

之後，我想時間也差不多了吧，我與詹伯伯說，如果下次還有空的話，我還是會

過來看看你的！詹伯伯送我到了門口，我騎著車往回去的路上，我很害怕我又騎

錯路，這是我非常任真的看著指標，還好安全的到家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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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樂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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