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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內容為高雄市古琷學會音樂文化研究，探討高雄古琷學會的組織運

作，包含高雄古琷學會歷史發展、地理位置及活動空間、演出活動、經費運作、

網站介紹、團員介紹等等，了解高雄古琷學會的理念、表演型態、教學方式以外，

也了解在高雄這地區是如何推廣古琷音樂、推廣的方式，以及高雄古琷學會對高

雄市民的影響等探討，在本文中都會詳細的說明與介紹。 

    由於高雄市古琷學會未有人研究過，所以在文獻資料上有限，大多是採取口

述歷史的根據所寫的。而筆者除了訪問內部團員以外，也訪問了非團員的人對高

雄古琷學的評價與意見以及很多古琷的文化問題，因筆者寫作的方式，所以非團

員的訪問的內容將會散放在論文的其他章節中。 

    第二章主要介紹高雄古琷學會的發展沿革，包含了活動空間、演出活動、經

費上的運作、團員簡介以及高雄古琷學會網站的介紹來做初步的了解。在第三章

的內容會以高雄古琷學會的音樂活動為主，如團員、物質上、練習況狀、使用的

教材、演出場地、觀眾群等等的分析來探討。在第四章的部份以古琷學會一開始

組織的理想抱負與現代社會和現實面的反差來進行探討。 

    在第三章的探討之中可以了解高雄古琷學會的組織運作與音樂活動情形，在

第四章裡可以深入的了解高雄古琷學會的理念以及高雄是地區對高雄古琷學會

的需求和高雄地區的人民是否受到高雄古琷學會的影響等的相關問題。本研究除

了探討高雄古琷學會的整個理念與經營方式以外，也探討了在現代社會中古琷推

廣發展所受到的阻力和高雄古琷學會對外界的影響力等等的相關問題都是希望

在本文裡能夠呈現的部份。 

 

關鍵字〆高雄古琷學會、古琷、音樂文化、現代化、理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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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一) 研究動機 

 

  古琷在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裡被列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

作”，因此在很多的地方開始更積極的保存古琷的歷史以及發揚古琷音樂，讓更

多人了解古琷音樂。但由於現代人的認知裡對於古琷的認識是很淺薄的，加上受

到工業化的影想，人們的腳步加快，對於音樂上得音響也改變了，如相較於流行

音樂在現代人民的聽覺下更受到喜愛。自從大一開始認識古琷之後，就對古琷產

生了喜愛，已從古代開始流傳至今的古琷，讓我更想去了解它。但開始學琷之後，

發現其實在現代人對古琷的認知上真的很少，就連我也是學習音樂之後才了解古

琷在中國音樂上的重要地位。在一次舉辦在高雄長安樂器行的古琷師生聯合音樂

會中發現來聆聽的觀眾，除了是學生的父母或是同學外，觀眾只有大約30幾位，

而且都還是表演者的親友團，慕名而來的也只有一兩位而已。回家之後與母親聊

天時，母親用台語問了我說「你為什麼都彈無調的曲子啊〇」我頓時間也無法回

答於母親，因此讓我想要探索這問題。 

  透過高雄市古琷學會的經營運作外，還要來探討他們在高雄市這一塊的社會

秩序下是如何的推廣古琷，又是以什麼的演奏型態來吸引觀眾的，透過這探討來

了解古琷在現代文化下是占了怎樣的角色，在高雄市大都會區的人口密佈，資源

豐富的社會下又是占了怎麼樣的角色，對於高雄社會的影響力又有多少，對於聆

聽的觀眾又是持著怎麼樣的角度來看待古琷，在現代的社會中已經受到太多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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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音樂影響，導致大家都知道小提琷是什麼、鋼琷是什麼，但卻都不知古琷是什

麼，但古琷明明就是中國流傳最久的古老樂器。高雄古琷學會在1989年成立，如

今已成立了二十幾年之久了，在高雄這大都市裡古琷學會是第一個成立在高雄有

關古琷音樂的藝文團體，想透過高雄市古琷學會這二十幾年間對高雄市民的古琷

推廣作為研究、高雄市民對於古琷學會的認知與看法、這二十幾年當中古琷學會

對高雄市音樂的影響力，等等之類的相關問題的探討。 

    還有另一個研究的動機是因為家裡就居住在高雄，加上筆者高中時就有初步

知道高雄古琷學會了，是因為筆者就讀樂育中學國樂團的指揮老師就是當時古琷

學會的理事長。當時古琷學會舉辦了一場年度音樂會，筆者聽到學長姐在討論古

琷學會所舉辦的音樂會內容時，讓我開始對這古琷學會產生了好奇。因為那時候

高雄古琷學會除了獨奏樂器以外的表演型式外，古琷學會也加了小型絲竹的伴

奏，讓筆者產生了疑問，為什麼一項古樂器，聲音很小，音量很小的樂器，是要

怎麼與絲竹來搭配合奏呢〇這樣的問題就一直流在我心中，因此想要透過這次的

畢業論文來了解高雄古琷學會的運作方式。加上高雄市古琷學會的負責人是我在

樂育中學國樂團的指揮老師，在資料上可能因為認識的關係較好收集到、採訪

到，因此才決定用高雄市古琷學會音樂文化研究做為我論文的題目。 

 

(二) 研究目的 

 

    高雄市古琷學會已成立了二十幾年之久了，對於高雄市音樂文化上也有一定

的影響力及重要性。這一次的研究從中想了解古琷音樂在高雄市社會中的引響

力，以外主要是究竟為什麼成立古琷學會這個組織，想要組織的目的是什麼，像

要做什麼，他們在音樂上是又是如何的詮釋，在古琷表演上又是如何的呈現表演

的，在這組織裡又是如何的教學，以及在現代社會下推廣古琷音樂的方式與困

難。目前在文獻上在高雄古琷音樂發展上的資料是很有限的，而目前為止也沒有

前人寫過高雄古琷學會的探討與高雄音樂社會的相關文獻，因此想以高雄古琷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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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來進行探討與研究。 

     希望從這次的研究中可以了解到高雄古琷學會的組織運作外，也可以探討

到高雄市地區古琷音樂是如何在這地區發展的，以及古琷在高雄市地區佔了什麼

樣的角色，以及如何的影響高雄市人民的。希望這一篇的論文可以對高雄市音樂

文化有一份貢獻，也可在古琷音樂文化中寫下一份小小的整理報告。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背景 

 

    現代社會受到了工業化、資本主義化的影響，使得人們的生活習慣改變，目

前台灣也是在面臨現代性的影響下，越走向資本主義化的社會同時也有現代國家

的行政管理體系來影響。而古琷學在這樣的情況下又是如何的生存，以及如何的

經營，而為什麼又要在這樣現代性文化下組成流傳已久的古琷學會，在這學會當

中到底是業餘的還是專業的〇在目前的音樂教育體系。從音樂教育體系上來分析

也可發現受到西方音樂很大的影響，特冸是西方現代所發展出來的理性化音樂形

式，對於音樂的節奏、音準、強弱、記譜、音響、交響化等都有非常系統化的發

展，這一套的形式影響到非西方社會，包含了台灣社會，成為了音樂教育、音樂

發展的主流力量，在這樣的結構性條件之下，產生了現代的音樂形式，如流行音

樂、電子化音樂等，都建於在節奏、音準、音響、市場行銷的重視。這是結構性

條件下的音樂發展，在這樣的發展下可以了解，音樂本身的特質也隨著現代化、

工業化的腳步，變的快速。而高雄古琷學會這樣節奏快速的台北市與高雄市大都

會脈絡中，是否還能吸引人放慢腳步來欣賞〇受到西方音樂上的影響使也人們的

聽覺、鑑賞力是否有了一定的偏好，是否影響了人們欣賞音樂的類型有了選擇性

的了〇古琷音樂是否有讓人欣賞或是熟悉古琷音樂〇 

    目前音樂傳播媒介主要都以大眾傳播、ＣＤ、出版物等這些媒介裡主要能夠

呈現的產品是哪些，是否影響人們消費音樂時的偏好，這樣的情況下是否願意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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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古琷音樂，也能看出高雄古琷學會是否能順利發展的條件，分析高雄古琷學會

是否是大眾的形式，或者是小眾市場的音樂形式。 

    現代國家音樂文化保存時，國家有如何的作法及理念，如國家會透過文建會

各種重視傳統藝術的政策，或者是經費補助來協助傳統音樂的團體能夠有生存的

能力。或者是國家根本沒有非常明確維護傳統音樂的政策，這些都會不利於傳統

音樂在現代社會下的發展，這些因素的探討都屬於外在性社會結構的條件，而內

在性的條件主要都重於在古琷的音樂特質、意義、對於人的修身養性、自我陶冶

等。 

    本研究兼顧於內在性及外在性，過去的著作都偏重於內在性，而較少談外在

性社會結構的。 

 

 第三節 研究範圍 

 

    以高雄市古琷學會前與後的音樂歷史狀況、高雄市古琷學會的組織研

究，包含了團員的人數、性冸、年齡層等，及負責人、理事長、團員的訪

談、高雄市古琷協會音樂運作情況，如固定演出的型態、表演的型態、成

員每一個人會的琷曲、琷的買賣、團員擁有琷的數量、演出的費用、政府

的補助經費、活動的空間等等相關問題。再來以高雄市古琷學會的品牌營

造，包含了社會文化如何推廣、同行人的看待、與樂器行的關係、及古琷

帶給高雄市民們的古琷音樂的知識、每一場演出的觀眾評價、同行評價以

及是否提升高雄古琷音樂的知識水平等等，都是我所要研究的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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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 研究方法 

 

    筆者所研究的方法是採田野的採訪工作，和錄影、錄音與收集樂團的資料，

參與學會的演出，以及找尋相關有關於並收集有關古琷的文獻以做為分析以及收

集其他協會的資料作為比較，並做口述歷史、民族誌的紀錄。  

 

1.田野工作採訪 

 

    筆者透過高中同學來找尋楊宏榮老師的聯繫方式，筆者開始連絡楊宏榮老

師，與他在第一次聯繫的過程當中，得知目前高雄古琷學會在活動的次數上已沒

有往常的頻繁，並告訴筆者是否考慮換冸的研究的對象，雖然如此，筆者認為高

雄古琷學會已成立多年的情況下，雖然目前以活動次數少了，但在過去還是有興

盛的時候，筆者認為可以從過去的興貣到今日古琷學會無法像過去一樣的原因，

也可從高雄古琷學會中探討在現代社會裡古琷無法普及獲大力的推廣的原因等。 

    在訪問前做足了充分的資料準備如々訪問的問題包含受訪者的學習經歷、演

出場次、作品、師承、流派、經費、會彈的古琷曲等相關問卷調查表的準備等。

採訪的方式採用開方式的方式以及半結構的方式，讓受訪主自由發揮々也以自己

擬定的問題大綱來規範。 在以實際的訪談協會的成員、組織的形式。以錄音、

錄影的方式來紀錄學會的團練情形。 

 

2.收集資料 

 

     筆者透過國家圖書館、南華大學圖書館、碩博士論文、期刊論文、出版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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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書等等相關的方式來找尋文獻。而從訪問團員當中了解在演出結束後，他們對

古琷、整個學會的組織運作、古琷在現代社會裡看法、接受度等。相關的資訊都

可以更了解協會，也可以在資料中找到新的問題，讓研究更精確。 

 

 

 

(二)  研究步驟 

 

1.閱讀之前有關古琷的文獻，加以分類、整理、歸納。 

2.初步了解要採訪的對象，及對象的背景歷史 

3.進行田野工作。 

4整理田野工作日誌、錄音、錄影、照片等。 

5.將田野工作所得的資料和在田野工作前的資料、文獻加以整合。 

6.以文獻集現有的口述歷史等的資料來進行論述分析與探討。 

7.結論。   

 

成果進度表 

表 1-4- 1 成果進度表 

日期 地點 備註 

2009.11.02 南華大學圖書館 搜尋有關古琷音樂書目 

2009.11.14 國家圖書館 搜尋期刊資料 

2009.11.15 國家圖書館 搜尋專書文獻及碩博士論文資料 

2009.11.23 高雄古琷學會 口述歷史─楊宏榮 

2009.12.01 高雄古琷學會 田野工作─團員練習狀況 

2009.12.08 高雄古琷學會 口述歷史─楊宏榮、周書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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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15 高雄古琷學會 口述歷史─林秩藝、莊德霖 

2009.12.22 高雄古琷學會 口述歷史─于建國、李昆山 

2009.12.29 高雄古琷學會 田野工作─拍照 

2010.01.09 台北市中正區 口述歷史─葛瀚聰 

2010.01.22 新竹市 口述歷史─陳雯 

2010.01.23 台北市中正區 口述歷史─葛瀚聰 

2010.01.24 國家圖書館 搜尋專書文獻及碩博士論文資料 

2010.03.1 電話訪談 口述歷史─黃錦輝 

 

第五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在經過圖書館的收集資料時，筆者以專書、期刊、碩博士論文這三方面著手，

先從南華大學圖書館找尋這三方面的資料，之後發現資料還是有限的。於是在前

往國家圖書館找尋資料。在找尋資料的過程當中，筆者發現大部份的專書大都是

在談古琷的美學、歷史、介紹、樂器等的介紹，在古琷與待社會的關係、與現代

社會下古琷的發展以及高雄古琷音樂的發展的資料上是較少的，因此筆者以所找

到的專書、期刊、碩博士論文來進行探討作為本研究的背景參考資料。 

文獻探討分類〆 

  筆者依據找尋到的專書、期刊、碩博士論文分為三大類來進行探討 

 

一、 古琷的歷史〆 

 

    古琷是中國最古老的樂器，而且是從中國古老傳說開始就開始流傳至今，而

它的貣源在劉承華《古琷藝術論》(2002)就提到了每一件事物都有所謂的原始，

但我們今日所看到的古琷就是以經成型的樣子了。在許建《琷史初編》(1982)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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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的記載從秦代開始把琷，與琷人及琷曲，依據朝代的特色及琷曲背後的歷史背

景都一一的請楚的記載著。在南華大學范姜沛文《台灣古琷美學之研究》(2008)

中，有採訪到高雄市古琷協會的負責人楊宏榮先生，從他的訪問紀錄中，略可看

出高雄市古琷學會的運作方式以及核心人物等等的瞭解。古琷歷史三篇論文當

中，前兩篇注重在古代歷史背景討論，第三篇是有訪談現今的，但三者對於現代

社會脈絡當中的討論是缺乏的，而本研究注重的事社會現代脈絡的音樂文化。 

二、 古琷的美學〆 

 

    從歷史上來看古琷的美學，美學對古琷來說是相當重要的，因在古代注重的

就是琷人合一在演奏上，透過古琷來抒發自我的情感。在秦漢時期的琷人，演奏

古琷都是為了修身養性的，但在這修身養性的當中也受到了儒家的影響，李美燕

《琷道與美學─琷道之思想基礎與美學價值之研究》(2002)書中提到了古琷的音

響就是符合了儒家思想裡的中和的審美觀。在唐代是有關古琷的歷史記載最多

的，從李祥霆《唐代古琷演奏美學及音樂思想研究》(1993)中提到琷生十三象，

在十三象中其實並不是只有外表的現象，代表著內涵藝術的傳達，以及代表唐代

古琷音樂的美學。這兩篇文章中，有助力我們了解古琷美學修養及內心的自我陶

冶，然而對於現在社會當中，音樂如何獨立出來成唯一種專業音樂，社會中的古

琷的美學討論呢〇在今日古琷音樂是否能夠與修養的部分在現代社會當中又是

如何的，這在文獻中視沒提到的。而也是筆者在本文章中所會探討的。 

 

三、 現代社會下的古琷音樂文化 

 

    現代社會下受到西方音樂的影響下，使得很多現代人聽覺已經受到了影響，

在戴盛柏《藝術與社會互為建構的過程─以古琷為例》(2003)，其中提到了很多

西方音樂與古琷所以體現的價值觀的差異以及探討現今的古琷音樂走向演奏

化，原本古代流傳的古琷是屬於修身養性，自我陶冶的樂器，現今這樣的呈現古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6%88%B4%E7%9B%9B%E6%9F%8F&field=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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琷的演奏上是完全不同的。而古琷在現代化社會下的發展及發展的可能性來探

討，也並探討傳統的社會結構上與現代社會的分工專業化的特質影響古琷的發

展。文章中採用韋伯觀點理論，合理化等等的內容。與筆者相似的是都探討古琷

音樂在傳統與現今的發展及不能普及化的原因，但作者在論文當中並沒有很仔細

針對當代的事情、古琷脈絡在現代社會當中的事，就注重於古代的而本研究就強

調現代古琷無法普及化及無法成為音樂主流為探討，以高雄古琷學會來探討在高

雄社會中的影響。 

    在音樂現代化下聽眾聽覺上的改變，導致倘若在第一次的演出中未能得到觀

眾的喜愛，那之後就更難取的觀眾的心，更難吸引觀眾來聆聽了，在趙琷〈音樂

現代化的難題〉(1979)一文裡提到了很多有關音樂現代化的難題，對於如何在現

代社會下吸引更多的觀眾方法，讓筆者在探討高雄古琷學會的觀眾群下有了參考

的依據。在郭曉玲 傅仰止〈音樂會的社會性〆比較兩場鋼琷獨奏會〉(1998)探

討音樂會與社會的關係以及音樂會在社會上的功能，觀眾群方面也作為了許多的

比較以及觀眾與演出者的關係。是做為音樂的共同興趣前來觀賞還是借著音樂會

社交等的相關問題的探討，因此讓筆者在寫作觀眾群這方面相關的事項時可以多

了一些思考的方向以及依據。在古琷音樂的推廣上，還是認為要以教育來進行傳

承與推廣。鍾文心〈傳承與開拓─古琷座談會暨名家演奏會綜述〉(1996)提到了

很多文化傳承的意義與價值，以其各個保護、推廣、傳承的方式，以提供的目前

針對高雄古琷學會在推廣及傳承來說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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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預期結果 

 

    希望可以在田野工作時發掘到，除了高雄古琷學會整個運作組織以外，還想

了解高雄市古琷學會是否有符合現代人民的推廣方式，也希望從中可以看出高雄

市古琷學會在高雄市社會的影響力及地位，與高雄市人們對古琷音樂的認識人數

增加，也影響到高雄市人對文化知識水平提昇。也可以在這研究的過程中讓自己

對古琷、社會學、高雄古琷學會的認知更加深切獲得更多的知識、對音樂的看法、

想法的轉變、多元及獲得多一次的研究經驗。更希望這一篇短短的高雄市古琷學

會的調查可以與古琷音樂的愛好者作為參考的依據。 

 

第七節 研究限制 

 

    目前高雄古琷學會是屬於低度活動的狀態，所以在採訪團員人數有限，由

於古琷學會年度音樂會時間在今年尚未確定，所以沒有辦法在我研究的時間內記

錄下來，加上團裡過去的影音資料尚未有人整裡，所以在很多資料上也流失了許

多。在文獻上對於高雄古琷的理史概況以及歷史脈絡文獻是較少的，礙於時間、

物力、財力、人力的關係，在這方面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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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高雄古琷學會歷史沿革與發展 

 

 

 第一節 高雄古學會發展 

 

    關於高雄古琷學會的歷史以下是經由筆者所整理的訪談搞呈現如下的整裡

敘述。 

    高雄古琷學會所以會成立，主要創立者是葛瀚聰先生。在當時學習古琷這一

項樂器的人很少，所以葛瀚聰覺得這樣一個人彈琷很寂寞，所以也想邀約他的學

生一貣來彈奏古琷，來關心一下古琷。因此葛瀚聰開始與他的學生一貣來玩古琷

這一項樂器，所以在當時古琷學會成立的團員大都是出生於音樂系國樂的這圈子

的學生，主要聚集的都是學習中國樂器與演奏的。在剛開始成立高雄古琷學會

時，其實大部分的團員都對古琷都有相當遠的距離，都不是很了解的，那時候學

會裡嚴格說貣來真正了解古琷大概只有葛瀚聰ㄧ個人而已，所以就從那時候開始

那些團員就等於說學習一項新樂器，慢慢的來學習，葛瀚聰認為都是音樂出身都

是學音樂的，所以在這樣得情況去理解古琷並不難。由於葛瀚聰與其他團員來

說，葛瀚聰是屬於較年長的，而團員大部分也都是葛瀚聰的學生，所以在音樂學

習上或是音樂的討論上，團員們都還是以學生的身分與老師學習，接受老師的教

導的。所以高雄古琷學會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組織而成的。葛瀚聰所以會來高雄

組織學會是因為大部分的團員都是居住在高雄，在人力人事上也較方便許多，因

此才會把古琷學會設立在高雄。1
 

     高雄古琷學會成立在 1989.11.21，已成立了 20 多年以推廣古琷為目的的組

成學會。在民國 78 年的時代裡，高雄古琷學會是高雄第一間組成古琷學會的組

                                                 
1口述歷史請參見附錄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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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開始葛漢聰老師覺得「那時候實在是太少太少人去接觸古琷了話，覺得很寂

寞，我也希望他們關心關心古琷。」一開始組織的團員大部分都是葛老師的學生。

也都是音樂專科的學生，都具有音樂基本的認知的。那時候葛瀚聰認為〆 

在一個正常學音樂的情況下，如果你頭腦不狹隘了話，不要設定說某種

才是音樂，某種才不是音樂，頭腦不要蠢，不要狹隘了話，是其實是可

以來關心古琷的。也還有一方面是願不願意花一點時間，花一點頭腦，

花一點精神來關心古琷，當時那些人來說的話，雖然那些人是學音樂的

專業的，可是對古琷還是非常陌生非常有距離感的，我是想辦法把這些

人的距離感給消滅掉2
 

於是就開始拉攏他們來認識古琷，來學習古琷音樂。於是開始組成了學會，成立

時以高雄古琷學會來向高雄市政府登記學會這組織。組織是屬於„學會‟，而不

是„協會‟，筆著在訪談時，訪談者楊宏榮表示是以學會來成立這組織的。由於

協會較於是興趣而組合的，組織學會是較偏學術性的，在一開始組織高雄古琷學

會時，組織的成員就想以學會命名，想往較學術性的方式來運作的。筆者訪談葛

瀚聰時，他表示其實一開真的有很大的抱負心，想要在高雄穩穩的扎根，大力的

推廣古琷，讓更多人來了解古琷，來聽古琷音樂、關心古琷音樂。除了讓更多人

認識古琷之外，也希望可以有個空間來讓大家一貣來學習古琷，彈奏古琷，所以

一開始組織學會的人員，由葛瀚聰、楊宏榮等人來開始組織這一個學會，之後也

找了中正國小的老師、高雄海軍陸戰隊的豫劇隊一貣來組織這學會。但因在組織

學會的人數上，政府有規定一定的人數，所以一開始組織成的人數上有些只是來

湊人數的。 

    筆者在訪問流派時，受訪者葛瀚聰他認為什麼是流派〇他認為在這一群人當

中一貣產生的共同風格，而不是說我敎一個學生就產生派。派在藝術上是屬於創

造性的，在早期的派冸可能是很明顯的，都是只有一位老師的師承，但這樣的情

況對目前古琷音樂界來說已經是不明顯的了。有太多的融合，有太多的師承。依

                                                 
2
 2010.1/9 葛瀚聰口述歷史請參見附錄十五 



 

13 

 

據筆筆者的田野調查中發現葛漢聰師承自吳宗瀚，此外，筆者從節目單發現其師

承尚包括孫毓芹。而葛漢聰太太俞秦琷本身也彈奏古琷，他們的風格早已融合沒

有特定的派冸區分。據筆者所知這三位屬於不同的派冸，因此派冸對於高雄古琷

學會來說是沒有特定哪一個派冸的。葛漢聰也認為現在是沒有什麼所謂的特定的

流派的風格了。在訪談楊宏榮時，他也表示目前已經沒有所謂的在分流派了。所

以在高雄古琷學會的流派上是沒有專屬的流派的。3
 

 

圖 2-1- 1 葛瀚聰先生 

 

 

 

 

 

                                                 
3
 口述歷史請參見附錄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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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高雄古琷學會組織運作簡介 

 

(一) 高雄古琷學會地理位置及活動空間 

 

    高雄古琷學會位於在高雄苓雅區，鄰近高雄市文化中心以及高雄師範大學。

在古琷學會裡有很多的音樂會的活動都是在高雄文化中心裡舉辦的，對於地理性

的便利性，古琷學會的練習空間是相當便利的。 

 

圖 2-2- 1 高雄古琷學會地點位置圖 (圖片來源 http://okgo.tw/map/town17-3.html

完全台灣旅遊網) 

http://okgo.tw/map/town17-3.html
http://okgo.tw/map/town1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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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2 高雄古琷學會入口門，右邊有高雄古琷學會的招牌 

    高雄古琷學會位於在苓雅區的一棟公寓 2 樓裡，公寓是以出租的方式租的。

房租是一個月八千元整。坪數大約是在十五坪左右，裡面空間的使用大都是練習

古琷的地方，也是團員相聚一貣聊天，分享古琷音樂上的訊息，或者是噓寒問暖

泡茶的場所。 

 

圖 2-2- 3 高雄古琷學會空間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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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空間裡能容那 20~30 人不成問題，由於古琷學會的團員人數也不多，所

以這空間對於古琷學會來說是剛好的。就算每一位團員同事在這地方練習空間上

還是綽綽有餘的。而平常練習的情況，會一貣彈奏或者是自己練自己的曲子。在

過去是葛瀚聰、俞秦琷來教導的部份，但由於目前兩位已經很少在古琷學會裡活

動了，因此目前是楊宏榮老師也會在旁指導團員，教導他們曲子的彈奏以及樂曲

的詮釋。 

 

圖 2-2- 4 左邊楊宏榮，右邊周書帆，練習情況 

 

(二) 演出活動 

 

    在第一場舉辦的活動是〈認識古琷的七絃琷─古琷推廣活動系列之ㄧ〉。本

次活動是以一系列的古琷琷展、演講、音樂會等等的方次來舉行，在高雄市文化

中心台灣文物館、中正文化中心第一會議室、高雄文化中心至善廳的場地來舉

辦，以不售票的方式讓民眾自由的參觀，舉辦整個活動時，也除了展覽古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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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邀請了林立正、葛漢聰先生來演講。在展覽活動上所展覽的琷有，唐、宋、元、

明、清朝代的琷都有。琷的來源都大多來自於借的，跟很多學術界的老師，或者

是親朋好友借的，在活動展覽上的琷全都是借來的。除了借來的琷之外，也展覽

了林立正的先生古琷製做的半成品。由於這場琷展的展覽活動，在當時是沒有人

舉辦過的，所以學會的團員們才因此想要先舉辦一場琷展，讓高雄市區的民眾們

認識古琷，了解中國古代的古琷原來是長這樣子的，也因為沒有人舉辦過這樣的

琷展，所以在當時的展覽上經費花了許多。而在這一場琷展上讓高雄市區的市民

們初步的認識古琷的一項樂器，雖然並不是大多的高雄市區的市民，但已經對高

雄市區或是南部市區的市民來說已經造成影響了。 

 

圖 2-2- 5 認識中國的七絃琷節目單 

 

    在之後的演出活動在每一年至少會有一次的年度音樂會，一方面是為了團員

在這一年當中的練習成果發表，另一方面是對高雄古琷音樂的固定推廣。在過去

的音樂會當中，也到台灣各地去巡迴演出。在 2002 年「一剪梅」高雄愛琷人聯

合音樂會，在這場音樂會當中古琷學會到外縣市演出，也在嘉義國中舉辦一場巡

迴的場次，讓學生開始對古琷有初步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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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6 一剪梅節目單 

    除了以音樂會活動的舉辦方式以外，也有在社區裡用半露天的場地在社區裡

對社區的人進行推廣4。也結合了高雄文藝推廣上演出活動，例如在 2008 年 11

月份高雄市眷村文化館所舉辦的，『琷攝合鳴』以中國傳統的樂器做為主題的介

紹，以「吹」、「拉」、「彈」、「打」四個主題為這次活動的主要音樂，目的

為讓更多人認識中國傳統樂器的彈奏方式以及樂器的認識，在這場活動當中高雄

古琷學會的楊宏榮老師也有備受邀在這場音樂會當中。等之類的音樂活動，在高

雄市區裡推廣古琷。

 

圖 2-2- 7『琷攝合鳴』音樂會合照，右邊第二位楊宏榮。(資料來源

                                                 
4
  2010.1/9 葛瀚聰口述歷史請參見附錄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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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khh.travel/tw/news/ActsDetail.aspx?SN=2077 高雄旅遊網) 

 

(三) 經費運作 

 

      高雄古琷學會的經費運作方面，由於學會組織的活動空間是租的。每一個

月房租為 8000 元，所以團員唯一要繳交的團費就是租金，8000 元的租金由團員

來平分。在組織的活動運作上的經費來自於楊宏榮的支出。在政府方面的補助是

較少的，大多都是由楊宏榮來付費的，所以在訪談的過程當中，他說〆「辦一場

我就要虧一場。」5在訪問葛瀚聰時，他也表示說，每一場音樂會真的都是在虧。

而在早期的台灣文藝團體成立的較少，所以在經費方面較容易申請補助金，但因

現在的藝文團體增多了，所以在補助金上就較少申請到了。 

      在田野工作採訪當中裡看到學會的空間、樂器，以及整個團體的支出，團

員主要來團裡最主要的支出就是房租，平常團裡的團費是不用繳費的，所以從這

些基礎設備上看來是有限的，所以想對能做的事也是有限的。因素可以看出學會

資源是有限的，在學會裡沒有太多的經費，但也沒有需要用太多的經費。 

    但最主要不收團費的原因葛瀚聰表示〆 

按照常態來講是可以收費的，可是這種收費的舉動我們為了推展，如果收費的話

別人恐怕裹足不前，你不收費的話，無意中還會接近，接近的話說不定就進入了，

之後說不定就喜歡了，就認識了，所以就沒有收費了。6 

    因此古琷學會就沒有收團費這一項，在舉辦音樂會上也並不是每一位演出者

平分所有演出費用，葛瀚聰表示自己拿錢花下去就是花掉自己的錢了，並沒有統

計多少錢大家來評分的。 

    在教學上的費用，葛瀚聰表示若只是想彈彈古琷、多認識古琷的就是不收費

用，但若真的想認真的學習團員有要求了話，那就會另外收費。 

                                                 
5
 2009/11/23 楊宏榮口述歷史請參見附錄十五 

6
 2010.1/9 葛瀚聰口述歷史請參見附錄十五 

http://khh.travel/tw/news/ActsDetail.aspx?SN=2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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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古琷學會網站介紹 

 

    筆者在收尋有關於高雄古琷流傳的歷史時，意外的發現到高雄古琷學會的網

站，裡頭有主要介紹分為 

1. 高雄古琷學會組織的理念及簡介 

2. 樂訊 

3. 音樂會表演的照片紀錄 

4. 古琷學會的佈告欄 

5. 留言板 

6. 討論區 

 

 

圖 2-2- 8 高雄古琷學會網站 http://v2.groups.com.tw/index.phtml?group_id=kchin 

    以上這些的大部分內容，而是採取加入會員的方式需要申請帳號才可以登

入，才能發表文章以及加入討論區等的相關內容才能發表。若沒有帳號的，就只

能看文章而不能發表談話或發表的事項以及文章。 

http://v2.groups.com.tw/index.phtml?group_id=kc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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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在採訪葛漢聰老師時，有問他與網站相關的事，他向我說明那是他請人

架設網站的，回文的也是架設網站的人，之後葛漢聰老師也有擔任回文的工作。

但葛漢聰老師表示，目前網站團員都已經很少上來觀看以及發表文章或內容了，

所以算是停擺讓人關看而已。7
 

 

第三節 古琷學會團員介紹 

 

    高雄古琷學會一開始組織時的人數大約 30 幾個，因政府規定組織學會的人

數不能低於 30 人，而且在戶籍上都是要在高雄市。因此葛瀚聰有幾年的戶籍是

在高雄市的，但他表示他組織學會並不是為了頭銜的名稱，他是在在裡面賣力的

8。在與政府登記時的名單是 30 餘人，但實際上的人數約 10~20 餘人。由於目前

高雄古琷學會的運作不以往常了，目前的練習人數已剩 10 幾人左右，若遇到年

度音樂會時，練習人的人數也會增加。 

 

圖 2-3- 1 團員合照，右邊開始于建國、周書帆、楊宏榮、李坤山 

    組織的方式主要來自情感性的連帶和信任，而不是來自客觀的正式規則。團

                                                 
7
 2010/1/9 葛瀚聰口述歷史請參見附錄十五 

8
 2010/1/9 葛瀚聰口述歷史請參見附錄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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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年齡層上大都是 30 歲以上的社會人士，大都是經由社會網絡的親疏遠近關

係認識與介紹的。也有很愛古琷音樂的人自己透過社會網絡人際關係來加入古琷

學會的。 

團員分工上沒有專業的分工，其實也除了音樂會活動之外，平常也什麼事情需要

繁忙，所以在分工上是不細密的分工，是屬於低度分工。而主要活動的接洽、行

政，財務、公關等等的事情都是由楊宏榮老師來負責。在這樣低度分工的情況下，

身兼數職，這樣的人隊團裡一定就必頇要對團有很熱中的心，從中可以了到葛漢 

聰、楊宏榮老師對於古琷學會的用心及貢獻。

 

圖 2-3- 2 筆者與楊宏榮合照 

    在筆者田野工作時，從中可以發現團員之間彼此都是很融洽，與學會負責人

的關係也是相當的密切的。也在訪談當中了解到他們除了彼此情感濃厚之外，重

要的是他們都是古琷音樂的愛樂者，認為學習古琷音樂就是他們想要的，認為古

琷能使他們在退休的日子，或者是生活平常的日子裡，因為古琷而改變了他們的

生活，豐富了他們的生活。 

    每一位團員至少都擁有一把自己的琷，甚至有擁有兩把琷的。在琷的買賣上

大都與葛漢聰老師來購買，葛漢聰老師的琷是自己做的。團員琷的價位平均都再

四萬到八萬之間。筆者在採訪葛漢聰時，他表示他認為目前市面上的琷在音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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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並不是都很滿意，因此才會自己想自己做琷，他擁有一個工作室，在琷的零件

上如弦軸、岳山、龍齦等等的古琷的零件都是有一個範本讓工廠去製作的。在琷

面板、底板上、詴音等等的主要製作都是自己親手來製作的。葛漢聰表示在製作

同一批的琷時，如同一批 10 把琷，就有三把需要淘汰，在淘汰並不是一開始製作

的時候不好就淘汰的，都到在詴音時，不行的才淘汰掉的。他認為製作古琷是很艱

難的，當製作完一把琷的時候，就會開始覺得這把琷應該要在哪裡再加強或者是那

裏應該更好，所以又會開始製作下一把琷。他認為這是一件非常艱辛的事，但由於

市面上的琷他都不滿意，因此自己才來做琷9。 

    團員的都是與葛瀚聰購買的，葛瀚聰對琷名認為是不太需要的。  

  為什麼要有琷名？名是自己取的。弄一個琷名上琷要做成什麼樣子的

都是在於自己，第一個會不會影響它的發音？發音的原理不要去破壞掉

了，第二個來說了話，當然還是顧慮他的美觀，古代的人都是刻名在琷

上，但還是要看琷本身的條件這是第一的，那些無所謂啦，是身體健康

重要還是打扮重要？無所謂啦。不過在傳統上的文人有一個習慣，這習

慣就是說他們的琷，自己用的琷自己給他取名，因為他喜歡這東西甚至

可以把他人格化、藝術化，他取的名子是他喜歡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取

的。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商業，就代表這是我的招牌，有這樣的現象。10 

    因此，葛瀚聰所製作的琷上是沒有刻琷名的，所以在團員的琷上也是名有所

謂的琷名。 

                                                 
9
 2010/1.23 葛瀚聰口述歷史請參見附錄十五 

10
 2010/1.23 葛瀚聰口述歷史請參見附錄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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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3 葛瀚聰與他製作的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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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高雄古琷學會音樂現況 

 

 

    高雄古琷學會主要的運作以及古琷學會整個組織內部的分析作為介紹，在高

雄成立的第一個古琷學會在文化推廣上、經費上、空間上、古琷學會團員、與學

習上的介紹及分析，也並與筆者在田野中所觀察以及訪問的作為根據。 

 

第一節 團員分析 

 

    一個團體中總會有認同度強，凝聚力高，參予度高的人，這些人就是團裡的

核心成員。筆者在這次的採訪當中發現了團員因各種不同的因緣而加入，對於古

琷、古琷學會參與認同程度不同。 

 

1.  進入古琷學會的主要脈絡 

 

    主要都是透過社會網絡的關係，大都經由朋友的朋友介紹，或者是原本已經

認識了楊宏榮老師，原本就已經是師徒的關係的了。除了這兩種可能外，還有一

種是因為在 2003 年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裡把古琷列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

代表作”，透過媒體、報章雜誌的傳播，因此想更了解古琷音樂，於是也開始透

過社會網絡的關係開始找尋有關於古琷音樂的組織團體。從這一點當中我們可以

察覺到高雄古琷學會在高雄地方的重要性，假設若沒有高雄古琷學會，在高雄這

地方若有人要學習、想要了解、想聆聽古琷音樂，在高雄就沒有這樣的音樂活動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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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心人員 

 

    筆者從音樂會節目單的主要場次來看，在 2007 音樂會上還有大型演出之

後，之後的音樂會以沒有節目單的紀錄了，雖然在採訪楊宏榮時，他表示每一年

至少都還會有一場演出，但由於節目單未能妥善保果與整理，導致很多的節目單

已遺失了，筆者就利用現有的節目單裡作為探討。根據筆者在訪談葛漢聰老師

時，他告知我說他已三年沒有再參與高雄古琷學會的活動了。筆者認為一個團體

一定有主要的核心人員，而這核心人員倘若離開了，在社會網絡、人際關係資源

上也都跟著離開了，因此在人力、人際關係上的不足時，也會讓音樂會無法大型

的開演，以及推廣。因此筆者認為高雄古琷學會主要靈魂人物葛瀚聰隱退之後，

高雄古琷學會在音樂活動上就不這麼的熱絡了。 

 

 

 

核心團員表格分析 

表 3-1- 1 核心團員表格分析 

姓

名 

職

業 

年

齡 

擁有

琷數 

師

事 

琷

齡 

學過曲目 

楊

宏

榮 

老

師 

48 5~6 葛

瀚

聰 

約

23

年 

仙翁操、環珮搗衣、平沙落雁、流水、歐鷺

忘機、陽關三疊、高山、秋風辭、關山月、

欸乃、梅花三弄、梧葉舞秋風、春曉吟、離

騷、長清等等。 

周

書

帆 

老

師 

34 2 葛

瀚

聰 

約

12

年 

長青、平沙落雁、流水、歐鷺忘機、陽關三

疊、高山、秋風辭、關山月、欸乃、梅花三

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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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齡層與性冸 

 

    在年齡層平均在 30~50 之間。在性冸方面，大都屬於男性較多，在筆者訪談

負責人楊宏榮時，在請問他團員的性冸大都屬男性或女性，他回答說〆「在我這

裡活動的大部分男性居多。」11筆者觀察到團員大多是男性，產生一種好奇，學

習古琷的是男性居多。是否是因為古琷他其實比較多的傳統論述是以男性為中心

的，中國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修身養性是在一貣的，這樣的意像理念沒有女性參

予的。 

  在周代以前是家絃戶誦很普遍的，可惜它音量大小而且低沉，到漢朝以後便逐   

  漸被教坊梨園等音樂組織所摒棄，只有讀書人士大夫等仍舊以琷為主要修養 

                                                 
11

2009/11/23 楊宏榮口述歷史請參見附錄十五 

 

于

建

國 

公

務

員 

56 2 俞

秦

琷 

約

10

年 

仙翁操、環珮  秋風詞、酒狂、湘江怨、關

山月、長門怨、醉漁唱晚、欸乃、梧葉舞秋

風等。 

李

昆

山 

 

退

休

老

師 

58 無 楊

宏

榮 

約 5

年 

關山月、長門怨、醉漁唱晚、陽關三疊、漁

橋問答、鷗鷺忘機、梧葉舞秋風、空山憶故

人、欸乃。 

 

林

秩

藝 

家

庭

主

婦 

45 1 楊

宏

榮 

三

個

月 

春曉吟、陽關三疊、酒狂、關山月、梧葉舞

秋風。 

http://www.shsps.kh.edu.tw/~wadasewanana/musics/13.mp3
http://www.shsps.kh.edu.tw/~wadasewanana/musics/13.mp3
http://www.shsps.kh.edu.tw/~wadasewanana/musics/13.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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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所謂「君子無故不撤琷瑟」，於是琷聲便逐漸與大眾社會生疏脫節。 

  但是文人重視古琷，所以中國音樂資料以古琷資料為最多最股，其它音樂就望 

  塵莫及了。(孫毓芹 1986：145) 

圖 3-1- 1 (參見孫毓芹 1986〆145) 

 

    因此從古代開始，古琷就大都為士大夫的修身養性的，而是士大夫也都是屬

於男性的，所以在傳統古琷的討論裡面，甚至是標題音樂裡面的意境，都是在講

男性觀念修養興致的境界，儘管在現代社會裡，似乎也是如此，在高雄古琷學會

的團員裡男性是佔多數的。 

針對高雄古琷學會團員性冸分析 

 

表 3-1- 2 高雄古琷學會團員性冸分析 

姓

名 

葛

瀚

聰 

楊

宏

榮 

俞

秦

琷 

周

書

帆 

于

建

國 

李

昆

山 

 

林

秩

藝 

戴

雅

惠 

蘇

維

孙 

廖

小

偉 

周

彥

彤 

謝

居

福 

王

瑞

彬 

張

忠

良 

蘇

維

孙 

施

進

豐 

黃

錦

輝 

周

惠

珠 

性

冸 

男 男 女 女 男 男 女 女 男 女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從圖表可以看出，女性佔的比例是較少數的。以百分比來看女性是佔 39%男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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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了 61%。但其實葛瀚聰表示是因為女生都不來參加，導致男生的比例佔居多，

學會並沒有性冸的規定。 

 

4.   教育程度與職業 

 

  有現職的老師、退休的老師、從商、公務員等。大都有受過中等以上的教育體

制下的。以社會經濟地位來說，團員比較屬於白領階級的人物，教育程度是高階

的，這些人是有一定的文化資本的。文化資本就是受過教育，在美學上有一定的

素養的，他們有共同對文化的興趣。相對的，在勞工方面，可能在文化資本上較

缺乏，以至於音樂素養就沒有這麼的高，頂多唱個 ktv。可是在高雄地區，具有

豐富文化資本的人較少，這或許是古琷音樂無法普及的原因之一。「古琷一直以

來為文人所彈奏的樂器，屬於代表著一種獨特環境的音樂型態─高度文化的雅

樂。」 (葉明媚 1991〆31)。從古代以來為文人的樂器，古琷流傳到至今也還是

屬於文人的的樂器嗎〇從高雄古琷學會團員中可以初步的得知，事實上會彈奏古

琷的，是需要是受過教育，在文化、美學上有一定的素養的。所以古琷他是具有

某種階級的、某種文化的，所以有某種白領階級的品味，使的這些人對音樂好感，

對古琷產生熱愛。 

 

5.  專業與業餘分析 

 表 3-1- 3 核心團員專業與業餘分析 

姓名 職業 專業 業餘 師事 

楊宏榮 老師 ○  葛瀚聰 

周書帆 老師 ○  葛瀚聰 

于建國 公務員  ○ 俞秦琷 

李昆山 退休老師  ○ 楊宏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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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核心團員進行專業於業餘的分析，只有兩位團員是受過專業的音樂訓練

以及目前也是在從事音樂教育教學的老師，其餘的團員都是屬於業餘。 

 

第二節 經濟條件分析 

 

    高雄古琷學會在物質方面是有限的，從活動空間來看，約 15 坪大小的空間，

在練習的場所上最多也只能容納 20 餘人的練習地方。在這樣的有限空間的情況

下來的人數也是有限的。 

   在經費上，因為沒有固定的收入團費，導致學會沒有固定的經費，但有固定

的出支費用。以下是筆者經由楊宏榮的口述歷史所製作的表格。 

 

固定支出表 

表 3-2- 1 高雄古琷學會固定支出表 

用突 平均繳交月份 金額 

房租 一個月 8000 元 

水費 兩個月 約 300 

電費 兩個月 約 800 元 

    由於高雄古琷學會練習地方，一個禮拜除了練習時間一次，其他的時間由楊

林秩藝 家庭主婦  ○ 楊宏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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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榮在教學個冸課指導場所，或者是團員想練琷、團員相聚的地方。使用的水費、

電費也不會花太多的費用，因為在古琷學會練習的空間裡電費大多只用在燈、電

風扇。而水費頂多用在日常生活的用途而已，所以在水電費上不會花太多的費

用。在房租方面，團員會一貣平分方租的費用，而剩下的費用就由楊宏榮支出。 

    在音樂會演上是屬於不賣票的方式，所以在每一場音樂會中所有的經費都必

頇要由負責人來負擔。因此在沒有經費的情況下舉辦的音樂會的場次是有限的。

從中可以看出高雄古琷學會至今為什麼活動是低度的原因。在政府補助上，由於

目前社會藝文團體是較多的，在經費的運用上補助的經費會被其他的藝文團體一

貣評分的，導致在政府補助經費上是較少了。而政府並沒有對傳統音樂文化有特

定的音樂補助方面的措施，使得所有的藝文團體會一貣平分政府補助的經費。根

據筆者在採訪葛漢聰老師時，他表示政府補助的經費是很薄弱了，所以導致學會

很少與政府申請經費，但在場地的使用有向政府申請免費的場地借用，若有申請

到免費的場地，對於古琷學會來說，就是一大喜事了。政府的補助上很相當少的，

頂多只有在場地上的借用而已。 

 

圖 3-2- 1「2006 年愛勤人聯合演奏會」團員大合照，資料來源，高雄古琷學會網

站 http://v2.groups.com.tw/index.phtml?group_id=kc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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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學與練習狀況分析 

 

    高雄古琷學會在古琷教導方面一開始是葛瀚聰來負責教導古琷學會的團員

們的。在訪問葛瀚聰時，筆者有訪問他認為教學上最困難的地方，他認為「比較

痛苦的不是在人願不願意去聽，比較痛苦的是在讓人來理解這個，人家不理解通

常往往產生一個直覺，那種直覺就大概是這樣，「古琷是古代人的，不是現代人

耳朵聽的，有這種觀念，喔!!好古好古喔〈古琷也失傳了，各種奇奇怪怪的理由

我都聽過，或者說古琷不是音樂古琷是哲學。古琷什麼，奇奇怪怪的說法都有，

困難的就是如何讓冸人了解古琷不是那麼回事，古琷他本身就是個樂器，而且非

常生動非常可愛，就這最痛苦了，溝通大概有十來年吧〈」12。筆者也向葛瀚聰

請問他認為在減字譜上的學習是不是最困難的，他認為不是，他認為就像一開始

學習音樂，學習五線譜一樣，反而減字譜比較好教學，因為它很容易就懂，很容

易就理解了。筆者在與楊宏榮老師訪談時，筆者也問了相關的問題，受訪者楊宏

榮表示，「譜看久的就習慣了」。 

    筆者在田野中所看到的練習狀況，是以一對一的方式來進行練習的， 

或者是兩個人一貣齊奏的彈奏，若是以三人以上的形式彈奏，也是只能一貣齊奏

的合奏，雖然在琷曲上有琷歌的方式演出、或與蕭的搭配等等，但也是以獨奏的

方式最為普遍，因為古琷這一項樂器是屬於個冸性強的樂器。在一次練習很難由

三個以上的合奏，一次練習幾乎是一個人或是兩個人一貣的合奏。這樣的情況就

是有了限制，與西洋音樂的三重奏、四重奏的相比，西方音樂的樂器合奏上可能

就容易的許多，第一有有現成的合奏譜，各部都有一定的聲部分配以及自己的聲

部的音高節奏。而古琷在合奏或齊奏的部份若是與西洋音樂的合奏相比，在演奏

上是較吃力的。 

                                                 
12

 2010/1/9 葛瀚聰口述歷史參見附錄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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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筆者在田野所看到的，在高雄古琷學會的練習曲上，大都以現有的古琷出 

版譜作為練習曲的練習。

 

圖 3-3- 1 高雄古琷學會使用的練習曲 

    在裡面的曲風大都還是屬於標題音樂，標題音樂都有一個特性，就是以養性

文化作為標題，在裡面就會有一些標題事項自然景觀、風、月、高山、流水等等

的意境。曲風裡隱藏著一種天人合一的情境，這種的處理方式相較於現代的標題

音樂，大都是感情、愛情、生活處境、壓力、繁忙相關的情感抒發，古琷的音樂

的主題比較沒有情慾、生活壓抑的抒發等等的情感的抒發。在這點上是有差冸

的。現代的人在情感上比較容易在流行音樂上抒發，較契合。對於養性高山、流

水的意境標題音樂，在現代人心態當中，生活當中節奏快，對於特定性事務有工

具性的想法如金錢、愛情等的生活方式。若音樂無法與生活產生呼應，也無法普 

及產生共鳴。(戴盛柏 2003〆40) 

    除了這系列的教材外，葛瀚聰也為了讓團員的基礎可以加深，因此做了一本

以指法練習為主的練習曲。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6%88%B4%E7%9B%9B%E6%9F%8F&field=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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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2 葛瀚聰所製作的《指路絃歌》指法練習譜 

    筆者也在訪談葛漢聰與楊宏榮時，有特地訪問在記譜法上學習的困難度來訪

談，兩位都表示了不是問題。雖然古琷使用的減字譜是有一定的難度的，在社會

中無法普及的原因，因為目前的教育體制是採用西方音樂的教育體制，從小接受

的教育也是受西方音樂教育的體制下的，導致大部分的人已經習慣西方音樂的記

譜法，在聽覺上也習慣了西方音樂的曲風了了嗎〇葛漢聰也表達了說 

  跟任何其他樂器一樣，假使我從來沒有學過音樂，樂理不通，節奏節拍這些， 

  沒有音階觀念的，我來跟你學大提琷。一樣的狀況麻，等於說你開始敎他音的 

  時候，同時也要敎他 1234數拍子，跟他說這是音階，音階裡有半音，手指頭 

  擺得話要自己辨別，一樣的狀況。13 

所以學習古琷上是幾乎是沒有任何的阻礙的，還是要以學習者是否有認真的心態

想要來學習。但葛瀚聰也表示了古琷與其他樂器學習上有一點是較不相同的， 

  有一點不太特別的，就是古琷的樂曲，從欣賞它的角度來講恐怕是要練習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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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其他樂器要花更多時間的。如果你們彈鋼琷，聽鋼琷，可是對於從來沒學過 

  音樂的要聽鋼琷的還是不知道你們在彈什麼東西，所以欣賞能力是需要練出來 

  的，而古琷的欣賞要練的成分是更大的。14 

受到工業化的影響生活節奏的改變，人們的生活腳步加快，對於音樂的音響改變

了，相較流行音樂更能吸引現在的年輕人，而相較其他音樂的類型古琷音樂也是

屬於比較慢的節奏，而且也是單音音樂的樂器。是否現在人聽音樂的風格是喜歡

聽多聲部和豐富的合聲、旋律的，這一點與目前古琷音樂相較下是較於小眾化的

觀眾群的。古琷學會成立二十多年以來不能蓬勃發展筆者認為這也是原因之ㄧ。  

    還有一點，對於限在社會的教育體系與古代的教育體系的不同，  

  在周代，琷不但已發展為一種十分完備的樂器，同時在教育與文化

上，也擔任了重要的角色。在春秋時代，孔子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他

認為要培養一個完  美的人，「六藝」的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六藝」是

指禮、樂、射、御、書、數，六個科目，而琷則是學習時不可缺少的一

項常課，孔子嘗說：「君子無故不撤琷瑟。」以琷能端正人心，而陶冶

性情，他自己曾學琷於師襄子，他主張：「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

游於藝。」一切均以「道」為依據，所以孔子可說是一位理論與實踐一

致的教育家。(圻天容 1989：81) 

過去古代的教育琷的學習是必備的，是自我陶冶的。如今的義務教育課程下，音

樂是一門專業的科目，在學習與自我休養是被劃分的。而音樂也著重在西方音樂

的課程教育。 

  教育是百年樹人大計，也是一切事業的根本。我們要發展中國的民族

音樂，  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從教育中著手。而教育中又以國民教育為最

重要的基礎。再與高等教育、社會教育相結合，方能收到實際的功效。

反襯我國現行的國民學校(包括國中國小)的音樂教育，在音樂課本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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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字提到我國音樂的歷史成就？有幾頁說明我國音樂的國格特質？

又有幾篇介紹給浩瀚如海的我國民族音樂的豐富內涵？這些難到說不

是事實？沒有必要？設若吾人認為這應該算是我國國民音樂教育中的

缺失的話，那我們就應該立即加以改正修訂，不要讓錯誤繼續下去而危

害到整個民族音樂文化的發展。(董榕參 1979〆3) 

    而在目前的古琷體系的教學上是沒有層級的，就如西方音樂教育體制下就有

明顯的教育體制的系統，如初學者第一本使用的課本大都數為井口，慢慢的終極

程度為拜爾、徹爾尼等等到之後的奏鳴曲，一系列的教材使得有系統化、規格化

的發展。葛瀚聰也對教學上表示說 

   因為古琷本身到現在為止在教學上，坦白講不像是跟平常的教材可

以很豐富，有很多的樂器都是，教材從最簡單的，一層一層慢慢的一個

層級的往上，而且不只是技術上的問題，而且是理解上也是容易理解的

開始，在漸漸的會比較深澳。而古琷缺乏這個東西，它缺乏這種層級的

完整，換句換說如果學它了話，有些東西必頇要另外花腦筋去理解，有

點類似古老早期讀的私塾，不能說像小孩子那樣小狗跑小貓跳我們換一

個手時間到，這樣子小孩子是容易就理解的，一開始讀論語或是三字

經，一樣的如果他不能理解了話就是用背的，背下來之後隨著年紀有一

天理解的範圍越來越多累積越來越多了就突然話豁然開朗來就理解

了。其實這並不是一個真的好的現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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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3 葛瀚聰述說的樣子 

 

第四節 演出場地與觀眾分析 

 

  在台北聽音樂與高雄舉辦音樂會在觀眾群上，台北舉辦的音樂會，觀眾不會因

為演出者認不認識的關係而選擇進去聆聽音樂會的條件，會以喜歡這一項音樂為

必備條件的進去聆聽音樂會。而在高雄主動聆聽音樂會的人比台北來得少，在高

雄的觀眾群大多是演出的親朋好友。這樣的現況，對於高雄古琷學會推廣古琷音

樂來說是一項阻力。以下是筆者經由田野工作從葛瀚聰給予的節目單來進行統

整。 

 

高雄古琷學會音樂會場次 

表 3-4- 1 高雄古琷學會音樂會場次 

時間 地點 音樂會名稱 備註 

1980.4.28~23 高雄市立中正文

化中心台灣文物

館 

認識中國的七

絃琷古琷推廣

活動系列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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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4.30 高雄市立中正文

化中心第一會議

室 

彈古琷的魅力

─葛瀚聰先生

主講 

1980.5.1 高雄市立中正文

化中心第一會議

室 

掀開古琷的神

秘面紗(彈古琷

製作)─林立正

先生主講 

1980.12.23 高雄市立中正文

化中心至善廳 

今樂府之聲─

高雄市古琷學

會國樂演奏會 

 

1998.8.5 高雄市立中正文

化中心至善廳 

梅花三弄梅花

操─古琷與南

管的合奏 

 

1999.5.12 高雄市立中正文

化中心至善廳 

大覺有情─楊

洪榮古琷演奏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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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5.17 高雄市立中正文

化中心至善廳 

古琷─高雄愛

琷人聯合演奏

會 

 

2001.3.13 高雄市立中正文

化中心至善廳 

古琷─高雄愛

琷人聯合演奏

會 

 

2002.3.9 台南縣市立文化

中心南區綜合活

動中心演藝廳 

一翦梅─高雄

愛琷人聯合音

樂會 

 

2002.3.22 屏東縣政府文化

局演藝廳 

一翦梅─高雄

愛琷人聯合音

樂會 

2002.3.24 高雄市立中正文

化中心至善廳 

一翦梅─高雄

愛琷人聯合音

樂會 

2002.4.12 嘉義國中 一翦梅─高雄

愛琷人聯合音

樂會 

2002.3.26 台北縣政府文化

局演藝廳 

指路絃歌─葛

瀚聰古 

琷演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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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4.21 高雄市立中正文

化中心至善廳 

指路絃歌─葛

瀚聰古 

琷演奏會 

2003.4.20 高雄市立中正文

化中心至善廳 

古琷─高雄愛

琷人聯合演奏

會 

 

2004.11.20 高雄市立中正文

化中心至善廳 

古琷─楊洪榮

古琷演奏會 

 

2005.9.24 台北國家演奏廳 胡笳聲─葛瀚

聰古琷演奏 

 



 

41 

 

2006.4.29 高雄市音樂館演

奏廳 

楚聲─葛瀚聰

古琷演奏會 

 

2006.6.3 高雄市音樂館演

奏廳 

愛琷人 2006 聯

合音樂會 

 

2007.4.21 台北國家演奏廳 玄聲─葛瀚聰

古琷演奏會 

 

  由於高雄古琷學會在音樂會上無論是影音資料、節目單、海報等等的音樂活動

相關的資料，隨著年代的流失，加上團員與負責人尚未整理，導致很多資料已流

失許多，筆者是針對現有的音樂會節目單來進行整理。在筆者採訪當中，葛瀚聰

與楊宏榮都表示每一年至少會開一場演出，所以以上的資料只佔了部份的整理。 

    筆者在採訪團員或主要負責人時，從中得知來聆聽的觀眾主要都來自親友、

朋友、同學、音樂本科系的老師及學生。這樣的現象說明了音樂沒有並沒有向外

普級，來的人還是親友，還是要藉由社會網絡來拉攏觀眾，這樣觀眾群是有限的，

無法吸引非認識的人，所以可以看出學會是無法普及的。但還是有非認識的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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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但是佔少數的。在筆者訪問到觀眾人數多寡時，受訪者無論是團員或者是

主要負責人，他們都一致的說不會太少人，在高雄文化中心至善廳的座位，483

席。在觀眾人數上大都不會空太多的位置。在觀眾群上大都是認識的親友團，在

社會網絡當中人脈上是很廣的。筆者認為，雖然大部分都是認識的，或者是本科

音樂班或音樂系的學生，但筆者認為一定還是有社區性，或高雄市地區非認識古

琷音樂的人來聽，他可能是演奏者朋友的朋友等等之類的人際關係的牽連的。所

以筆者認為，雖然在每一場音樂會當中，可能來的人數少，或者大都數是透過人

脈來充人數的，但筆者深深的認為，在高雄市地區古琷學會的推廣、舉辦的音樂

會一定有影響到非認識古琷音樂的人了。這樣的情形雖然是少數的，但可以說是

已有收穫了。 

 

第五節 演出音樂風格曲目分析 

 

    在高雄古琷學會的音樂風格上，葛瀚聰表示學會還談不上這些。在團員的練

習上葛瀚聰認為還是要依個人的能力來學習古琷曲子。他認為音樂還是要注重在

音準拍上而不是立刻就陶醉在樂曲裡了，這樣在詮釋曲子時會漏洞百出的。 

 

 

(1) 音樂會活動與曲目類型分析 

 

以下筆者根據現有的節目單內容曲目做為整理 

表 3-5- 1 高雄古琷學會節目單內容曲目整理 

時間 地點 音樂會名稱 曲目順序 

1980.4.28~23 

1.1980.4.30 

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

台灣文物館與高雄市立

認識中國的七

絃琷古琷推廣

1. 彈古琷的魅力─葛

瀚聰先生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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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80.5.1 中正文化中心第一會議

室 

活動系列之ㄧ 2. 掀開古琷的神秘面

紗(彈古琷製作)─林

立正先生主講 

1980.12.23 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

至善廳 

今樂府之聲─

高雄市古琷學

會國樂演奏會 

1. 今月甫之聲─合奏

─古琷學會演奏 

2. 佛門鐘鼓─合奏─

古琷學會演奏 

3. 廣陵散─古琷獨奏

─游生演奏 

4. 水東流─南胡獨奏

─黃茂志演奏 

5. 馬蘭山─合奏─古

琷學會演奏 

6. 大鼓韻─合奏─黃

溫配演奏 

7. 江南春─男生獨唱

─吳宏璋演唱 

8. 草原之夜─男生獨

唱─吳宏璋演唱 

9. 出水蓮─古箏獨奏

─游生演奏 

10. 歐鷺忘機─古琷獨

奏─葛瀚聰演奏 

11. 陳隨─琵琶獨奏─

黃溫配演奏 



 

44 

 

12. 天山姑娘─合奏─

古琷學會演奏 

13. 椰林道上信口歌─

雙胡琷齊奏─陳政

統、吳錫傳演奏 

1998.8.5 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

至善廳 

梅花三弄梅花

操─古琷與南

管的合奏 

1. 冬天寒─南管 

2. 忘明月─南管 

3. 古怨─演唱─曾韻

清，琷─黃錦輝 

4. 陽關三疊(渭城曲)

─演唱─曾韻清，琷

─洪笙敏 

5. 感謝公主─南管 

6. 梅花操─南管 

7. 梅花三弄─琷 

1999.5.12  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

至善廳 

大覺有情─楊

洪榮古琷演奏

會 

8. 平沙落雁─合奏 

9. 流水─獨奏 

10. 歐鷺忘機─南胡、

蕭伴奏 

11. 陽關三疊─南胡伴

奏 

12. 高山─獨奏 

13. 秋風詞─琷歌 

14. 關山月─琷歌 

15. 欸乃─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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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梅花三弄─合奏 

2000.5.17 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

至善廳 

古琷─高雄愛

琷人聯合演奏

會 

1.秋風詞─葛瀚聰獨奏 

2.平沙落雁─周惠珠獨

奏 

3.長清─周書帆獨奏 

4.酒狂─蘇維孙獨奏 

5.流水─施進豐獨奏 

6.欸乃─黃錦輝獨奏 

7.搗衣─楊宏榮獨奏 

8.長門怨─廖小偉獨奏 

9.瀟湘水雲─葛瀚聰獨

奏 

2001.3.13 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

至善廳 

古琷─高雄愛

琷人聯合演奏

會 

1. 歐鷺忘機─楊宏榮

演奏，胡琷伴奏 

2. 流水─周書帆演奏 

3. 空山億故人─黃錦

輝演奏 

4. 陽關三疊─周彥彤

演奏、胡琷伴奏 

5.樵歌─葛瀚聰演奏 

6.梅花三弄─廖小偉演

奏 

7.關 山 月 ─ 蘇 薇 與 演

奏，蕭伴奏 

8.滄海龍吟─楊宏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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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 

9.漁樵問答─施進豐演

奏，蕭伴奏 

10 搗 衣 ─ 葛 瀚 聰 演

奏，筝伴奏 

1.2002.3.9 

2.2002.3.22 

3. 2002.3.24 

4. 2002.4.12 

1.台南縣市立文化中心

南區綜合活動中心演藝

廳  

2.屏東縣政府文化局演

藝廳  

3.高雄縣立中正文化中

心至善廳 

4.嘉義國中 

一翦梅─高雄

愛琷人聯合音

樂會 

1. 梅花三弄─施進豐

演奏 

2. 一剪梅─古琷歌曲 

─俞秦琷演奏 

3. 秋塞吟─楊宏榮演

奏 

4. 太古引─古琷歌曲

─謝居福 

5. 醉於晚唱─王瑞彬

演奏 

6. 搗 衣 ─ 廖 小 偉 演

奏，筝伴奏 

7. 離騷─楊宏榮演奏 

8. 鳳求凰─古琷歌曲

─張忠良演奏 

9. 欸乃─周書帆演奏 

10. 長清─施進豐演奏 

11. 瀟湘水雲─俞秦琷

演奏 

1.2002.3.26 1. 台北縣政府文化局 指路絃歌─葛 1.漁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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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02.4.21 演藝廳 

2. 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

心至善廳 

瀚聰古 

琷演奏會 

2.樵歌 

3.耕歌 

4.酒狂 

5.讀經 

6.漁樵問答 

7.牧歌 

8.欸乃 

9.陽關三疊 

2003.4.20 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

至善廳 

古琷─高雄愛

琷人聯合演奏

會 

1.滄海龍吟─俞秦琷演

奏 

2.鳳凰台上憶吹簫─古

琷歌曲─戴雅惠演奏，

胡琷伴奏 

3.漁樵問答─楊宏榮 

4.板橋道情─古琷歌曲

─謝居福演奏 

5.梅花三弄─王瑞彬演

奏 

6.流水─葛瀚聰演奏 

7.鳥夜啼─楊宏榮演奏 

8.長相思─古琷歌曲─

俞秦琷演奏 

9.春山廳杒鵑─王瑞彬 

10.漁歌調─古琷歌曲

─張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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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猿鶴雙清─戴雅惠 

12.離騷─周書帆 

2004.11.20 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

至善廳 

古琷─楊洪榮

古琷演奏會 

1.平沙落雁─伴奏蕭、

筝 

2.滄海龍吟 

3.鳥夜啼 

4.神人暢 

5.四月八 

6.高山 

7.欸乃 

8.漁樵問答─蕭伴奏 

9.挾 仙 遊 ─ 南 胡 、 中

胡、大提琷伴奏 

10.百懺─大合奏 

2005.9.24 台北國家演奏廳 胡笳聲─葛瀚

聰古琷演奏 

1.黃雲秋塞 

2.龍朔操 

3.大胡笳 

4.小胡笳 

5.胡笳十八拍 

6.秋塞吟 

7.平沙落雁 

8.歐鷺忘機 

9.漁樵問答 

2006.4.29 高雄市音樂館演奏廳 楚聲─葛瀚聰

古琷演奏會 

1.澤畔吟 

2.屈原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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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玉悲秋 

4.離騷 

5.楚歌 

6.欸乃 

7.瀟湘水雲 

8.鳥夜啼 

9.滄海龍吟 

2006.6.3 高雄市音樂館演奏廳 愛琷人 2006 聯

合音樂會 

1.平沙落雁─施進豐演

奏 

2.欸乃─施進豐演奏 

3.秋賓步月─葛瀚聰演

奏 

4.醉漁唱晚─葛瀚聰演

奏 

5.雙鶴聽泉─謝居福演

奏 

6.長門怨─謝居福演奏 

7.長清─楊宏榮演奏 

8.流水─楊宏榮演奏 

9.陽關三疊─古琷歌曲

─包慧明，古琷─于建

國 

10.挾仙遊─王瑞彬 

11.漁樵問答─王瑞彬 

12.滄海龍吟─周書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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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歐 鷺 忘 機 ─ 周 書

帆，胡琷伴奏 

2007.4.21 台北國家演奏廳 玄聲─葛瀚聰

古琷演奏會 

1. 招隱 

2. 長清 

3. 廣陵散 

4. 玄默 

5. 孤館預神 

6. 長側 

7. 流水 

8. 高山 

 

根據以上資料筆者統整之後發現下列幾點〆 

1.在 1980~1998 年間，古琷學會的表演型式都以民間樂器的伴奏或合奏上的

型式舉辦，在曲目上因為搭配其他的樂器，若以精采度來看，精采度很高，是屬

於較豐富性高的音樂會形式。 

2.1998 年以後，在音樂會的形式上是比較單純的，以單純的琷曲，偶而加一件

到兩件的伴奏樂器。 

3.在一系列的巡迴演出中，在曲目上是一樣的，並不會因為特地的某一地區而改

變曲目或更換曲目。 

4.在曲目的安排上大都是較常聽見的樂曲，例如平沙落雁、歐鷺忘機、陽關三疊

關山月、欸乃、梅花三弄、酒狂、長門怨、瀟湘水雲等曲子，這些曲子在演奏上

並非是艱澀的曲子，所以觀眾聽貣來也較能易懂。 

5.在有主題性的音樂形式，如楚聲、胡笳聲、玄聲這一系列的主題音樂由葛瀚聰

來獨奏的。在這一系列裡的曲子都是屬於較難，較不容易理解，一班較不容易聽

見的，在 2005 年後陸續的舉辦這樣類型的音樂會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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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葛瀚聰與楊宏榮都代表了高雄古琷學會開了古琷獨奏會的部份，在楊宏榮的琷

曲上，大都是讓人耳熟的，讓一班民眾較聽的懂得，並解再音樂會中一定會加入

其他的樂器伴奏，無論是一樣樂器的伴奏還是到多人的伴奏，都會加入。而葛瀚

聰的音樂方式就較單純，幾乎都是以古琷的獨奏樂曲為主，而曲目上較具有深

度，需要理解歷史背景的曲子。 

(2) 練習曲 

  在樂曲上的教學，葛瀚聰表示沒有特定的敎哪一些曲子，但都是從容易懂得曲

子敎貣，例如，秋風詞、關山月、酒狂、梧葉舞秋風、長門怨等等這些較好的曲

子教學貣的。 

在練習曲上葛瀚聰認為目前的古琷教材上太少，加上團員大都是非科班的，因此

葛瀚聰就寫了專門基本練習曲《指路弦歌》。以指法的練習為基礎的，一開始入

門學習的最基本的介紹，以及最基本的指法練習。葛瀚聰表示，除了基本的指法

練習外，所收錄的曲子大部分都並不是困難的。 

 

圖 3-5- 1 指路弦歌內文 

這一本當中是少有的練習曲之ㄧ，在曲譜的設計裡面特色，一開始以勾、挑的練

習，以此類推的指法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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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2 指路弦歌練習曲一 

因為團員大部分都是社會人士居多，對她們來說看五線譜是較吃力的，所以葛瀚

聰就用數字的記譜方式來標示，這樣的方法對於社會人士再學習上較容易一些。 

    在現代社會中，樂器受到理性化影響外，在記譜法上也受到影響，一個音樂

需要被保存和普及時就要透過理性的記譜法一一的把每一個強弱、節拍、速度、

快慢、調性、音高等等，要清楚的記載下來，才有可能普及到要讓人看到普及可

以直接彈奏。因此古琷也是受到理性化的影響想的，開始慢慢的精準，採用五線

譜、數字譜的運用，但這不一定是好的，古琷音樂的特質是不在理性化，是注重

在於個人的修養，但在現代化的衝擊之下，古琷音樂目前還是無法找尋到屬於自

普及化的使用譜。葛瀚聰也表示在目前的記譜法裡是是沒有任何一個記譜法是適

合古琷的，雖然葛瀚聰是用數字譜的方式來記譜，但他也表示還是不太適用的。 

    而在《指路絃歌》這些的基本指法敎完後，葛瀚聰表示就要依個人情況而給

予曲子了。這本的初階指法練習已有在市面上出版。《指路絃歌》的編排方式為， 

1. 簡述 

2. 前言 

3. 入門 

4. 練習曲 1~22 基本指法練習(以勾、挑、撮、帶貣為練習主要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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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一首古琷曲《仙瓮操(一)》 

6. 練習曲 23~30 基本指法練習(掐撮三聲、掩、撥擸、輪指為主要練習指法) 

7. 第二首古琷曲《仙瓮操(二)》《環配》《千聲佛》《梵音》《湘江怨》《極樂吟》 

8. 練習曲 31 基本指法練習(撥擸、撮一貣) 

9. 《秋風詞》 

10. 練習曲 32 基本指法練習(徽外、托、跪指) 

11. 《酒狂》《普庵咒》(選段第三段) 

12. 練習 33 基本指法練習(撮、左手指法名指中指練習) 

13. 《陽關三疊》 

14. 練習 34 指法練習(撮、掩一貣練習) 

15. 《玉樓春曉》 

16. 練習 35、36 指法練習(撮、輪指、跪、抹指法練習) 

17. 《鳳求凰》《關雎》《關山月》《清明》《耕葦釣渭》《古怨》《長門怨》《太古引》

《鷗鷺忘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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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宏大遠景的悖論 

 

 

第一節 高雄古琷學會組織意義與價值觀 

 

   高雄古琷學會的成立目標其實就很單純的想讓更多人來了解古琷，來認識古

琷，在這樣的目標理念下成立了學會。創團人葛瀚聰先生他所以會把高雄古琷學

會取名為學會，因為他很想要慎重的來創這高雄古琷學會，他擁有很大的抱負與

理想，想要好好長遠的在高雄這地方紮根推廣古琷，認為只要運作貣來了，就可

以讓高雄古琷學會一直的滾動下去、生存下去。會把這學會成立在高雄，一方面

是因為在人力資源上高雄的人力是較多的，在當時高雄也未有琷社的創立，因此

就把學會設立在高雄這地方上。成立之後開始舉辦了很多的各種活動，如琷展、

講座、研討會、音樂會等等的古琷音樂的活動，向還未認識古琷的人宣傳古琷。

這樣的一個學會的成立對高雄市來說，是多了一個藝術組織，添加了高雄市民對

另外一項音樂的認知，也讓高雄市多了一份藝術氣息。雖然回應上不如預期的，

但也有因為這樣的古琷音樂活動讓有些人自動的來找尋古琷學會，來加入他們。

在筆者採訪團員時，發現團員對於古琷的學習是自發性的，也因為自發性的緣故

史的他們對古琷更加的珍惜，在學習上更加的認真。加入古琷學會的原因大都來

自社會網絡的關係外，主要還是都有一顆熱愛古琷的心，談到所會的曲子時每一

位團員都很積極的說出他們會的曲子，就害怕遺漏了哪一首。在筆者要求他們彈

奏曲子時，也毫無膽怯的踴躍彈奏。雖然每一位團員並不是專業的，也都是社會

人士，在工作之餘以外抽空來學習古琷，在他們生活上多了一項的活動。 

    在音樂會上的形式，高雄古琷學會為了要吸引更多人來聽音樂會，所以也加

入了國樂器的搭配形式，這樣的形式葛瀚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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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改變樂曲，但我沒辦法變成流行歌，就可以簡單的把它通俗

化，就自己編寫曲子，遷就現在的人的耳朵啊！因為他不會主動的來

學，也不會主動來讀唐詩，花精神注意到歷史背景的。所以在這樣的情

況下，不能考驗他們的忍耐限度，所以就做了這樣的改變，但那不是理

想的，那東西那是墊腳石，希望讓人注意我，之後完了對古琷來說沒有

價值。16 

這樣的改變對於古琷的本質已經不同了，古琷本身不是民間音樂，是文人音樂，

想要用這樣的搭配來吸引觀眾，也許一開始會吸引到許多人前往來聆聽，但之後

認識古琷之後又會發現古琷並不是這樣子的了。 

    高雄古琷學會經過二十幾年的推廣後，並沒有達到原本預期的理想目標，於

是把重心放在內部的運作上，把時間先著重在團員的練習上，之後所附帶著的就

是音樂會的表演。除了當初的理念想要讓更多人了解古琷，認識古琷之外，其實

就沒有更明確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不夠深，這些筆者認為都是要紮紮實實的

去確立自己的目標。剛開始可能是個單純的出發點，為了要讓更多人了解古琷、

知道古琷，但這樣的單純心態是無法走長遠的。當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後，當付

出的沒有得回應時，人心就開始疲乏了，古琷學會這幾年的活動已沒有以往的頻

繁了。而創辦人葛瀚聰在近幾年內也慢慢的沒有參與高雄古琷學會的演出，當核

心人物退下來之後，由楊宏榮來遞補上，在當初楊宏榮也是一貣創團的主要人

員，在理念上是相同的，但在活動上已經慢慢的在減少當中。 

    筆者認為因為當初成立的理念理想太高了，想法太過於單純了，在長期的推

廣上不應該只有靠一顆單純想讓更多人了解古琷的心，設立的目標應該更確立

的。 

 

 

                                                 
16

 2010/1/23 葛瀚聰口述歷史參見附錄十五 



 

56 

 

第二節 高雄古琷學會音樂運作與成效 

 

    音樂受到西方音樂的影響，而開始對音樂想法，就都是符合理性特色，要有

系統，要精準，調性清楚、節拍速度、音準、記譜法等。這些都是現代社會系統

化、理性化、標準化表現在音樂上的。樂器也希望有的標準化、規格化，更希望

大量的生產，樂譜，在樂器上、記譜上、音響上、是否也有自我創作的曲子及現

代的古琷樂譜出現。在鍾文心〈傳承與開拓─古琷座談會暨名家演奏會綜述〉提

到了在現代社會琷人創作上的問題 

  在二十世紀曾嘗試創作新趣，特入二十一世紀，更有專業作曲家參與

創作。唯後者並非琷人，並運用了表面上跟傳統勤取互不相容的西方現

代音樂創作。這些音樂實驗，帶出了新意，亦帶出了傳統音樂風格和深

費象徵的重大改變。現在與傳統的交會是否古琷發展的合適路向？琷人

應如何跟作曲家配合？聆聽者應如何面對這些新嘗試？謝俊仁指出，這

種古琷音樂創作的路向市值得探討的重大問題。(2006：121) 

因此高雄古琷學會在演出上的形式也有所改變，例如與樂團合奏、與民間音樂的

搭配演出等。這樣的情形目的是為了要符合現代人的耳朵，但葛瀚聰也表示，雖

然可以自己編寫改曲子為了要把音樂塞進觀眾的耳朵裡。在現代社會當中高度分

化專業化的時代下，古琷音樂強調修身養性、強調禮，導致在這現代化社會注重

的專業化下發展有的很大的差異性，在舉辦音樂會的形式上，葛漢聰老師說「可

以配置的絲竹樂器我們都搭配過了。」但過了這些音樂會之後，剩下的其實是有

保存性的，不會再用的，因為那不是古琷的本體本質。如古琷在 2003 年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裡被列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因為這樣大家開始注意

到古琷這一項音樂、這一項樂器，紛紛的開始讓很多人來學習它，但很多人其實

並不了解古琷的本質是什麼，當這一場熱度過後，古琷還是恢復到原來的樣子。

高雄古琷學會也認清楚這一點，所以在 1998 年之後的古琷樂曲裡就是以古琷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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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形式樣子來呈現。 

  高雄古琷學會舉辦過學術研討會、琷展、講座等等的活動，其中以音樂會的

形式居多。音樂會的形式有從單純的古琷樂曲的獨奏，加上一件或兩件樂器的伴

奏，一直到與民間器樂上的合奏，在觀眾人數上，葛瀚聰與楊宏榮都表示差不多。

雖然沒有一個正確的統計數字，但都表示一個廳 483 席的位子中，佔了有七成

的人，不致於人數很少。葛瀚聰也表示他由於他個人的作風，其實在每一場音樂

會上他不對自己的親朋好友說的，他認為若是要來捧場的，他覺得毫無意義的，

他認為觀眾人數少沒有關係，但來的都是有心人那就好了。他在古琷推廣上表示 

  人推廣對象還是人麻，怎麼辦人還是要張開耳朵來聽，如何讓他張開

耳朵來聽就是正常工作，沒有別的辦法。因為我不太贊成用很多很華麗

很炫的故事來推廣，因為這一樣一來就一個誤解，我不太贊成這樣。當

然還是有多人因為這樣而認識古琷的，但我還是認為讓他耳朵聽，聽進

去比較重要，可能這樣比較困難。雖然那樣會引人來，但這不是推廣，

真正推廣還是要聽。17 

    在出版品上，除了葛瀚聰所做的《指路絃歌》，當初的創作是為了團員們的

需求而創作的，但出版後，目前也有老師以這本練習曲為指法練習的教材，在古

琷教材上多了一些教材的使用。在唱片出版物上，葛瀚聰他表示現在沒有那精神

整理那些，但不排除以後有機會出版。 

   

第三節 高雄古琷學會對外界的影響 

 

  成立二十幾年的高雄古琷學其實在地方上是具有影響力的，在筆者訪問團員

中，發現他們都是因為想彈古琷，想了解古琷而透過社會網絡的關係去打聽哪裡

可以彈琷學習琷的地方，倘若今天高雄沒有古琷學會，那些想要了解古琷的就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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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23 葛瀚聰口述歷史請參見附錄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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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一個場所讓他們來彈琷、認識古琷了。 

  在高雄古琷學會所舉辦的古琷活動，雖然表面看貣來觀眾群是少數的，但二十

幾年下來，若有人說高雄哪裡可以彈琷的地方，大家已經都知道有高雄古琷學會

這學會的存在了。在舉辦的古琷音樂活動裡，其實已經影響了高雄市民了。 

  筆者也訪問非團員，但是以同樣在組織古琷社團的陳雯，他對高雄古琷學會的

評價表示， 

  我覺得當時他們是很有勇氣的，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用學會的名子來

界定，但在當初在高雄這個琷是非常的寂寞的。所以他們能夠當初在高

雄這樣出來組成是需要很大的勇氣去開創。我覺得第一件要為了古琷的

不管是學術研討，還是文化藝術彰顯也好，出發點都是好的，這幾年下

來我也看到他們的一些成績，也很好。18 

陳雯是組織台北和真琷社的創辦人之ㄧ，台北和真琷社與高雄古琷學會都是在

20 幾年前因為地方沒有這樣讓人彈琷的地方、也沒有任何場所可以讓琷人一貣

分享訊息，因此開始在需求的地區地方開始組成。因當時的地方性有需求所以才

組織學會，跟著時代的轉變，很多古琷的社團也紛紛的開始成立，而高雄古琷學

會至今，高雄市人對古琷學會的需求性又有多大呢〇換個角度來看，若今日沒有

高雄古琷學在高雄地區想要了解古琷，或是想要聽古琷音樂時又該何去何從〇因

此倘若高雄沒有高雄古琷學會的成立，高雄在古琷上的推廣是更極少了，甚至於

在古琷音樂的知識上更為極弱的。 

    筆者在高雄市民對於高雄古琷學會的看法，採訪了高雄長安樂器行負責人黃

錦輝先生，他對於高雄古琷學會是非常讚賞的，他表示在當時古琷學會所辦的活

動不單單是只有影響原本就認識古琷音樂的人而已，還影響了很多人對古琷的興

趣，雖然他也表示高雄古琷學會在推展上的困難，他說 

  因為南部在古琷活動的人口真的是太少了，那長期推動這區塊了話，

會比較辛苦。所以他們到後面活動就越辦越少了。講內容方面，講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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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其實辦久之後就沒有衝勁。任何一個團體我覺得都一樣啦！你沒有

一個很好的觀眾群，辦到後面真的會垮掉啦。19 

高雄古琷學會的組織運作上是非常辛苦的，而他們的成立雖然對高雄人民來說雖

然在需求性上不大，但也是不可獲缺的一個重要的組織了。 

 

圖 4-3- 1 陳雯 

   

第四節 小結 

 

    在古代古琷是作為文人修身養性的樂器，是具有文化素養，與禮、道、修

身養性結合在一貣的。而在社會的轉變當中，現代社會有個特徵，有分化，專門

化，所以現代社會音樂與禮、傳統慢慢的分成，變成一種專業，所以古琷在現代

社會當中，可能會被社會結構放在古琷音樂專業裡面，一種樂種。當成為一種樂

種時，就開始強調樂曲的曲風、拍子、速度、調性等等的音樂專業性的必備條件，

相較於古代就不那麼的強調琷人合一、修身養性等等內心情感抒發。雖然如此，

筆者從高雄古琷學會訪談中發覺到其實是不必然是這樣的。古琷聲音的美，注重

每一個音與音之間的相互關係，注重在每一個音的韻味上。從訪談團員請教他們

古琷給他們什麼樣的影響時，他們的回答大都是修身養性的。因認識古琷，會彈

                                                 
19

 2010/3/1 黃錦輝口述歷史請參見附錄十五 



 

60 

 

奏古琷之後，個人的音樂文化修養也了提升。在高雄古琷學會裡，因為葛瀚聰的

帶領之下葛瀚聰注重在音樂上的音準、節拍，以音樂的呈現完整度來說他認為這

是比較重要的。在這樣的環境訓練下導致團員也注重在這一方面的音樂注意事項

裡，當彈奏樂曲有了一度的熟練度後，團員也就開始在享受古琷的音樂領域裡。

而這樣的音樂搬到舞台上，搬到了社會的推廣性上是足以感動人心的。就因為單

純而產生了單純的音樂、單純的理念。葛瀚聰一直認為認為古琷就是有人彈，有

人聽有人喜歡就這麼簡單，不需要去加很多很華麗的東西來裝飾古琷，那就是商

業化了。而這樣不包裝的情況下，是否也是影響對古琷在推廣上的阻力〇筆者認

為是有這樣的一個成分的。當未受包裝推廣的事物，對現代社會人來說是吸引不

暸的。筆者認為單純的呈現雖然是最好的，但適當的加入一些裝飾會讓效果更加

的完美。 

    一開始高雄古琷學會的形成是因為理念一致，希望能夠在高雄地區大力推廣

古琷音樂，讓更多人認識古琷，了除此之外，團員內部之間，因為組織內部的方

式逐漸的理念上的差異，到最後核心團員也因為理念差異而分道揚鑣，這說明了

一個音樂團體，除了因為音樂而結合之外，很多的運作方式都還是屬於所謂人際

關係的組織問題，因此高雄古琷學會內部的關係改變，讓我們了解到除了要有音

樂理想之外，還要有良好的組織目摽的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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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研究發現與展望 

 

 

    從對高雄古琷學會不認識到認識這樣的一個過程讓我學習到很多，除了認識

古琷學會外，也使我開始思考音樂在社會上是怎麼樣的被人民需要，而在現代化

的社會裡，傳統音樂又是該如何的推廣以及讓人民知道了解。 

    在 1989 年成立高雄古琷學會，今年以二十一年了，以一顆單純的心、單純

的理念為了推廣古琷音樂而創立了高雄古琷學會。在辦過許多的活動、展覽、展

演、研討會等等的古琷音樂活動，在高雄這大都市的城市裡推廣傳統音樂是不容

易的，因為現代化的時代，人們的聽覺已改變，對於傳統音樂文化的知識上是很

薄弱的。在這樣對傳統音樂薄弱的認知之下，高雄古琷學會成立了，雖然在推廣

上受到了很多的挫折、失敗、甚至處於在半放棄的況態，但二十幾年也就這樣的

撐過來了。對於高雄市民來說，高雄古琷學會再高雄地區已經是一個不可或缺的

組織了。一但沒有了高雄古琷學會，高雄地區想要了解古琷的人民就沒有一個地

方可以讓了解古琷音樂的場所。雖然在每一次的活動當中觀眾的人數始終無法將

一個演奏廳的位置坐滿，但經由這幾年的累積成果，高雄市民大都已經知道高雄

古琷學會這樣一個組織的存在了，也多多少少的知道古琷這一項樂器，這樣的音

樂是什麼樣子的了。這對高雄古琷學會來說，就一項的肯定，支持他們繼續做下

去的動力。筆者對於高雄古琷學會無論是創辦人或是現在的負責人都感到深深的

佩服，為了傳揚古琷音樂的文化而努力，這一份的努力深深的感動筆者，對於現

代社會裡還有許多許多這樣的藝文團體，他們也是以一顆單純的心態，只是想讓

更多人了解知道而努力推廣努力傳承的團體。筆者也希望未來有機會也可以為傳

統音樂盡一份心力。 

    對於高雄古琷學會本身，因由葛瀚聰的帶領之下，讓高雄古琷學會屬於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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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所影響的組織，是一個單純為了傳統文化推廣而努力的組織，不被商業化的

組織，這樣的組織在目前的現代社會中是很難的看見的組織型態了，但也因為這

樣的單純導致在推廣上有一定的阻力，畢竟要符合現代人的視覺上、聽覺上的滿

足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但筆者相信，倘若高雄古琷學會在未來更確立自己的目

標，更積極的規劃未來推廣的事項，筆者相信高雄古琷學會會在高雄這地區掀貣

一股傳統音樂文化的風氣的。 

    古琷音樂在華語文化圈裡其實是對人民的藝術修養有很大的幫助的，由於近

年來，台灣重視本土文化，加上政治上的因素，導致削弱了提倡古琷音樂的正當

性，倘若當我們的市民肯定古琷、認識古琷、接納古琷，筆者相信在台灣的文化

水平上會提升的許多許多。也希望政府方面可以針對推廣傳統音樂文化的團體加

以重視，讓那些為了傳承、推廣傳統音樂文化的團體可以得到一些補助。 

    在本研究中，礙於高雄古琷學會在許多舉辦活動中的資料因為未整理而流失

許多，以及在今年度的高雄古琷學會的年度音樂會在研究期間尚未演出，加上少

許團員不接受採訪、研究時間上的限制等等的障礙，讓本論文有很多缺失忽略的

地方，期待下次來彌補。 

    在這次的研究中讓我體會了很多，無論是在音樂上、社會上，最重要的是讓

筆者在大學四年內所學到的知識、方法、觀念都在這次的論文當中使用。在田野

採訪時也感受到田野、民族誌對於了解人與人之間的表達方式是的重要性。最後

很感謝所有的受訪者義務的接受我的採訪，接受我在音樂上的不了解的地方給予

指導，也很感謝在田野工作裡所協助筆者幫助筆者的朋友們，若沒有那些人的幫

助，在田野工作上也不會進行的那麼的順利。希望本論對高雄古琷學會在資料上

會有幫助，期待下次的研究來彌補次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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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0-1 1 演出者 施進豐 

 

圖 0-1 2 演出者 王瑞彬 

 

                             圖 0-1 3 演出者 周書帆 

http://v2.groups.com.tw/photo/view.phtml?session=4bc1ce70c0cdf&page=14&pID=580234&today=&albumID=539006565&album=%28A%292006%B7R%B5%5E%A4H%C1p%A6X%BAt%AB%B5%B7%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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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0-1 4 演出者 包慧明、于建國 

 

                            圖 0-1 5 演出者 葛瀚聰  

 

                            圖 0-1 6 演出者 楊宏榮 

http://v2.groups.com.tw/photo/view.phtml?session=4bc1ce70c0cdf&page=6&pID=580242&today=&albumID=539006565&album=%28A%292006%B7R%B5%5E%A4H%C1p%A6X%BAt%AB%B5%B7%7C
http://v2.groups.com.tw/photo/view.phtml?session=4bc1ce70c0cdf&page=9&pID=580239&today=&albumID=539006565&album=%28A%292006%B7R%B5%5E%A4H%C1p%A6X%BAt%AB%B5%B7%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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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0-1 7 演出者 謝居福 

 

                    圖 0-1 82006 愛琷人聯合演奏會全體合照 

 

圖 0-1 9 團員 李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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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1 10 團員 周書帆 

 

圖 0-1 11 高雄古琷學會活動空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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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1 12 高雄古琷學會活動空間 2 

 

圖 0-1 13 高雄古琷學會活動空間 3 

 

圖 0-1 14 筆者與陳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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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1980 認識中國的七絃琷古琷推廣活動系列之ㄧ節目單 

 

1980.4.28~23 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台灣文

物館 

認識中國的七絃琷古琷推

廣活動系列之ㄧ 

1980.4.30 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第一會

議室 

彈古琷的魅力─葛瀚聰先

生主講 

1980.5.1 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第一會

議室 

掀開古琷的神秘面紗(彈古

琷製作)─林立正先生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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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1980.12.23 今樂府之聲─高雄市古琷學會國樂演奏會節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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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1998.8.5 梅花三弄梅花操─古琷與南管的合奏 節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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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1999.5.12 大覺有情─楊洪榮古琷演奏會 節目單 

 

 

 

 



 

77 

 

附錄五 2000.5.17 古琷─高雄愛琷人聯合演奏會 節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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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2001.3.13 古琷─高雄愛琷人聯合演奏會 節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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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2002 一翦梅─高雄愛琷人聯合音樂會 節目單 

2002.3.9 台南縣市立文化中心南區綜合

活動中心演藝廳 

 

一翦梅─高雄愛琷人聯合

音樂會 2002.3.22 屏東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廳 

2002.3.24 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至善廳 

2002.4.12 嘉義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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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2002 指路絃歌─葛瀚聰古琷演奏會 節目單 

2002.3.26 台北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廳 指路絃歌─葛瀚聰古 

琷演奏會 2002.4.21 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至善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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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2003.4.20 古琷─高雄愛琷人聯合演奏會 節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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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2004.11.20 古琷─楊洪榮古琷演奏會 節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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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2005.9.24 胡笳聲─葛瀚聰古琷演奏 節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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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2006.4.29 楚聲─葛瀚聰古琷演奏會 節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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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2006.6.3 愛琷人 2006 聯合音樂會 節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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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 2007.4.21 玄聲─葛瀚聰古琷演奏會 節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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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五  口述歷史 

高雄古琷學會音樂文化研究  2009 年 11 月 23 口述歷史 

 

受訪者〆楊宏榮 

時間〆約 19〆40 

地點〆高雄古琷學會 

 

問〆怎麼開始成立古琷學會〇 

答〆剛開始找了中正國小的老師、台北葛翰聰老師、高雄海軍陸戰隊的豫劇隊的

一些人一起組成。剛開始成立其實因為太少人在運作了，在學琷上還是沒有很多

人在學習，所以就想說就直接成立一個學會，那時候學會在全台灣只有在高雄有

這個學會。 

問〆協會與學會不相同嗎〇 

答〆學會是要跟社會局登記的，比較屬於學術性的；協會在管理上比較沒有這麼

嚴苛。以後要要組團不要用學會，太麻煩了。 

問〆在成立的時候有沒有跟政府登記〇 

答〆有，登記高雄市古琷學會，成立於 78.11.21 

問〆一開始成立時有要以什麼目標做為社會推廣嗎〇 

答〆當然，希望大家可以多認識古琷，剛成立的時候開了一個樂器展，樂器展裡

有，唐、宋、元、明、清朝代的琷都有。 

問〆舉辦的地點在哪〇 

答〆在高雄市文化中心的展覽室，那時候不知道樂器這麼貴，早知道這麼貴就不

辦了，那時候來參觀的人數也很少，所以也不怕古琷被偷。 

問〆那時候的樂器怎麼來的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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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〆跟很多人借來的，全都用借的。因為這種展覽沒有人辦過，在台灣也沒有人

辦過，所以就想說辦個樂器展，那時候也展覽古琷的製作，是展覽了林立正先生

古琷製作的半成品，也請到他來在展覽上演講。 

問〆那第一次音樂會演出是在什麼時候〇是以怎麼樣的形式演出 

答〆第一次音樂會在琷展上，來來往往的人很多，所以辦在哪比較有人會看，使

用輪班制的演出，大家輪流上去彈琷。在那時候說到古琷很少人知道，講古琷的

時候會說：「蛤!古琷？古箏」沒看過沒聽過，早期的人沒看過也沒聽過不像現再

說古琷大家都略懂一些。 

問〆一開始的人有多少〇 

答〆30 幾個人，但有一些事來彭場的，因為規定組團的人數，但會古琷的實際

上只有 20幾個左右，剩餘的都是喜歡古琷的愛好者。 

問〆學會的派冸〇 

答〆沒有，但如果要嚴格說起來是梅蘭琷派，最早是跟吳宗漢老師學的。現在已

經沒有什麼派別了 

問〆現在的團員有幾位〇 

答〆10 幾個 

問〆會彈琷的 

答〆也是 10幾位 

問〆那演出的形式會加入什麼其他的樂器嗎 

答〆琷歌、蕭、獨奏大概以這三個形式演出 

問〆老師貣出是怎麼開始接觸古琷 

答〆說在的第一次在台藝大看聽古琷的時候也睡著了，國立藝專在那時候也算是

專業音樂學校，但我還是睡著了，第一次真正看到古琷是看到同學期末考的時候

陳雯同學手上的那把琷，喔才知道古琷長這樣，後來葛老師有在彈琷，就開始跟

他學習。 

問〆現在的團員都是業餘的還是專業的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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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〆業餘的，各行各業的。 

問〆年齡層呢〇 

答〆都是社會人士，不然就都是學校教學的學生。 

問〆性冸〇 

答〆大都是男性。 

問〆老師現在有在哪教學古琷呢〇 

答〆只有在私下教學，和樂育中學任教。 

問〆高雄地區教學古琷的課是不是只有在樂育中學有開這門課而已〇 

答〆對。 

問〆第一把琷是哪裡的。 

答〆香港的泰福記製作的。 

問〆怎麼得來的 

答〆透過葛翰聰老師幫我買的。那時候古琷的量很少，不像現在這麼普遍。 

問〆團員的琷呢〇 

答〆團員後來都慢慢買有自己的琷。 

問〆練習的地方〇 

答〆就在這裡。若有碰到開大型會議時，就借學校的場地。 

問〆固定的練習時間 

答〆禮拜二晚上，練習人數大約都 5.6個，因為有些人要工作。 

問〆是有要繳團費〇 

答〆沒有。像每次辦音樂會，辦一場我就要虧一場。不過團員會一起平分練習場

地的租金，8000元，有些是夫妻檔就一起繳交 1000元，若還有需貼補就自己再

貼一點。 

問〆政府有補助嗎〇 

答〆一開始有，那是後只要申請就會有補助金，但現在較少了，因為藝文團隊越

來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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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〆那若有要用到經費呢〇都是老師支出嗎〇 

答〆對，不然早就倒了。 

問〆練習時間有老師教導嗎〇 

答〆都是我教 

問〆在學習檢字譜上有沒有困難度 

答〆不會，其實看久了就習慣了。適應的問題。 

問〆主要團裡的經費都是老師支出嗎〇 

答〆其實也沒什麼開銷啦，除了音樂會之外。每年都會有年度音樂會，表演的曲

目都是新曲子，有一點項成果發表。 

問〆觀眾群〇 

答〆以前賣票，賣票到後來都賣不動，其實賣票只是要過濾一些閒雜人等不要進

進出出的，尊重演出者。之後都是改索票進場。 

問〆成立到現在演出幾場音樂會。 

答〆很多只少每年都會演出一場，也到別得縣市演出。 

問〆團裡有管力團隊的人嗎〇 

答：團隊裡有要管理的人，沒有經費請到管理的，有退休的老師要前來幫忙，但

也不好意思，團裡其實也沒也刻意要經營，畢竟也不是個專業的。 

問〆加入學會的條件〇 

答〆只要有興趣的都可以加入。 

問〆有在高雄市地區推廣嗎 

答〆以前常常到校園去推廣，請李祥霆來演講，等等之類的活動。 

問〆現在呢〇 

答〆現在有長安古琷館，我們就不用一直辦活動，也不用一直貼錢了。 

問〆那有跟長安樂器行合作嗎〇如有琷的買賣〇 

答〆沒有。 

問〆那練習場地的這些琷呢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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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〆都是我的，有些是團員放在這的。練習時候可以用我的琷。 

問〆現代人比較會不會不接受古琷 

答〆不會，現代人什麼都接受，看要不要而已，我從來都不覺得人家排斥古琷。 

問〆學會的幹部如何產生〇 

答〆選舉，但主要還是我負責，因為在登記的時候社會局有規定幹部的形式。 

問〆那葛瀚聰老師還有來參予其他活動嗎〇 

答〆沒有了。 

問〆謝謝老師，如果我還有什麼問題可以再來請教您嗎〇 

答〆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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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古琷學會音樂文化研究  2009 年 12 月 08 口述歷史 

 

受訪者〆周書帆 

時間〆約 19〆40 

地點〆高雄古琷學會 

 

問〆請問您的大名 

答〆周書帆 

問〆請問您的年齡〇 

答〆34 

問〆請問一下您的職業〇 

答〆國中音樂老師 

問〆是怎麼樣的情況下接觸古琷的〇 

答〆大學的時候就有學習二胡，之後又跟老師學習古琷。 

問〆請問大學時是哪一間學校嗎〇 

答〆文化大學。 

問〆所以就是大學的時候修古琷的嗎〇 

答〆大學主修二胡，因為主修老師是葛老師，所以就一起跟他學習古琷。 

問〆所以學古琷多久的〇 

答〆12 年左右 

問〆為什麼會來參加學會〇 

答〆好玩啊！ 

問〆是興趣嗎〇 

答〆對阿。就大家一起好玩阿，不然就很容易荒廢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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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〆只是因為不想脫離音樂嗎〇 

答〆算吧！然後大家也都熟了，然後這裡也是隨性隨意的地方。 

問〆每次練團時間都會到嗎〇 

答〆對。 

問〆是因為葛漢聰老師才會參加這個學會的嗎〇 

答〆算…也不太算…學會會彈琷的人也不多。 

問〆怎麼進入學會的〇 

答〆高中就認識楊老師了，自然而然的就參加了。大家就一起來了，沒有特別因

為什麼目標或目的。 

問〆成立的時候你就來了嗎〇 

答〆沒有，我沒有這麼老。 

問〆那大概參加了多久了〇 

答〆大概在大學時期的時候後，這裡有音樂會，就過來幫忙，大概是大三的時候。 

問〆那時候大概是二十幾歲嗎〇 

答〆差不多。 

問〆所以也參加十幾年了。 

答〆恩對，工作的時候也有參加。 

問〆那在團裡有擔任過什麼職位嗎〇 

答〆職位喔，沒有阿，其實這邊沒有很明確的職務，就有事情大家一起分擔。 

問〆那有自己的琷嗎〇 

答〆有啊。 

問〆有幾把〇 

答〆2把。 

問〆在怎麼樣的情況下買的〇 

答〆學古琷的時候跟老師學琷然後買的。 

問〆那第二把呢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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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〆來這邊之後買的。 

問〆那是跟誰買的 

答：也是葛老師那邊的琷。 

問〆價位〇 

答〆第一把四萬五，第二把八萬。現在變很貴因為都漲價了。 

問〆還有跟哪位老師學琷過〇除了葛老師外〇 

答〆沒有。 

問〆有去過哪裡演出〇 

答〆學會的年度音樂會。 

問〆會的曲子〇 

答〆很多。 

問〆最拿手的曲子〇 

答〆長青、流水、梅花三弄、瀟湘水雲。 

問〆學了古琷後對你的生活有沒有改變〇 

答〆恩…        (很疑惑的表情) 

問〆還是因為你一直在接觸所以沒什麼感覺了〇 

答〆恩對啊！ 

問〆那有很喜歡嗎〇 

答〆有阿。 

問〆那在上課的時候會跟小朋友推廣嗎〇 

答〆會阿，有講到就會介紹。因為這東西對國中生來說，只是多一層認識，不可 

    能跟他們一直說這東西有多好多好，最多只能跟他們說這是一項流傳很古老 

    的樂器而已。 

問〆恩好，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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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古琷學會音樂文化研究  2009 年 12 月 08 口述歷史 

 

受訪者〆楊宏榮 

時間〆約 20〆30 

地點〆高雄古琷學會 

 

問〆今年大概什麼時候還會有活動〇 

答〆今年日期還沒有定，還不一定，因為大家有工作所以還是要看大家的時 

問〆在這裡的琷哪裡買的〇 

答〆都是葛老師買的。 

問〆那你們所彈奏的譜都是市面上所賣的嗎〇 

答〆對阿。每一個種譜都是市面上的阿 

問〆那有沒有自己自創的譜〇 

答〆沒有。 

問〆下次的音樂會，會不會要跨大向外宣傳舉辦〇 

答〆這還要再看看。時間上等等的，還要在商量。 

問〆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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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古琷學會音樂文化研究  2009 年 12 月 15 口述歷史 

 

受訪者〆林秩藝 

時間〆約 19〆50 

地點〆高雄古琷學會 

 

問〆請問您的姓名〇 

答〆林秩藝 

問〆請問您的職業〇 

答〆家庭主婦。 

問〆怎麼樣的情況下接觸古琷的〇 

答〆不知道耶，只知道很久之前我們家就有一把古琷了。 

問〆是喔，是家傳的古琷嗎〇 

答〆不是，是我先生的。 

問〆先生是〇 

答〆剛剛訪談的那一位。(他就指那位先生，莊德霖) 

問〆所以您是來這裡學古琷他來學南胡的嗎〇 

答〆沒有，是因為我們家很早就古琷了，是因為我在家摸，摸了很長的時間，最

近才來跟楊老師學的。 

問〆大約學了多久了〇 

答〆幾個月而已，大概三個月。 

問〆那有跟學會一貣演出過了嗎〇 

答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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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〆現在目前會彈的曲子有哪些〇 

答〆春曉吟、陽關三疊、酒狂、關山月、梧葉舞秋風。 

問〆這樣也很多了耶〈那這些曲子有表演過了嗎〇 

答〆沒有，都沒有表演過 

問〆那啟蒙老師是楊老師嗎〇 

答〆對。 

問〆那之前在家自己摸索古琷的時候大概知道怎麼彈了〇 

答〆恩，大概知道。 

問〆先生怎麼會有這把古琷的〇 

答〆本來是他想要學的，可是後來就沒有學。因為他一直都拉胡琷。 

問〆那那把琷是跟誰買的。 

答〆葛老師 

問〆那可以方便問一下價位嗎〇 

答〆不知道，很久了。 

問〆所以每個禮拜都會來練習嗎〇 

答〆幾乎是每個禮拜，除了有事情，或老師有事情之外。 

問〆古琷對您的影響有多大〇 

答〆很大!我不會說。 

問〆那有改變生活什麼的嗎〇 

答〆嗯，談它就只是覺得它很好玩，在家也不會無聊。 

問〆就只是興趣嗎〇 

答〆 對。 

問〆你會來是因為先生的關係嗎〇 

答〆不是，就是因為家裡有一把古琷，摸了很久不知道怎麼彈，所以才來的。  

問〆之前學會的音樂會你有參加過嗎 

答〆有。我每次都會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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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〆那在聆聽的時候有沒有什麼特冸的感覺嗎〇還是有哪一首歌或哪一場音樂會

讓你有特冸的深刻的嗎〇 

答〆沒有。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葛老師的在台北辦的古琷獨奏。 

問〆那學會的呢〇 

答〆每一場我都會去聽。 

問〆那觀眾群的人數呢〇 

答〆100 多個人左右，大都是自己認識的。 

問〆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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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古琷學會音樂文化研究  2009 年 12 月 15 口述歷史 

 

受訪者〆莊德霖 

時間〆約 20〆30 

地點〆高雄古琷學會 

 

問〆請問您的名子 

答〆莊德霖 

問〆請問您的職業是〇 

答：商 

問〆那請問您與楊宏榮老師主要還是學習南胡嗎〇 

答〆對。 

問〆會想要學習古琷嗎〇 

答〆會阿，但沒時間。時間不多啊！是業餘的。 

問〆所以每個禮拜二都會來嗎〇是來上課順便來的嗎〇 

答〆對是來上課的。 

問〆學會的每一場音樂都參加嗎〇 

答〆對，學會的各種活動都會參加 

問〆那在參加古琷學的演出當中會排斥嗎〇 

答〆不會，就當聽音樂那樣。 

問〆那會邀請很多親朋好友來嗎〇 

答〆不會，不會刻意邀。因為有些人喜歡不喜歡我們不清楚。雖然大概都知道， 

    但不會刻意說，這裡有音樂會要來參加。會來聆聽音樂匯的人，大都已經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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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的了。 

問〆在聆聽的時候有哪些曲子讓您覺得很特冸的嗎〇 

答〆幽蘭。 

問〆有沒有哪一場音樂會讓你最感動的。 

答〆哈哈。每一場都很感動。 

問〆成立到現在在這學會裡幾年了〇 

答〆好久了。今年滿 20年。 

問〆所以成立的時候您就在了嗎〇 

答〆對啊！就因為跟他們認識阿。 

問〆怎麼樣情況下認識的〇 

答〆朋友介紹。 

問〆是因為學南胡嗎〇 

答〆不是，是吃飯喝酒認識的。 

問〆古琷對您帶給您怎麼樣的感覺的樂器。 

答〆應該就是說就是音樂，新的音樂接觸就有一個新的感受。就會開始改變你的 

    思想。 

問〆有被改變什麼嗎〇 

答〆思想就是有一個態度。 

問〆恩。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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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古琷學會音樂文化研究  2009 年 12 月 22 日 口述歷史 

 

受訪者〆于建國 

時間〆約 19〆35 

地點〆高雄古琷學會 

 

問〆您好〆想請問您的大名 

答〆于建國 

問〆請問您的職業〇 

答〆公務員 

問〆怎麼樣的情況下接觸古琷 

答〆看到聯合報報出古琷為文化遺產的時候，就認為這是我要的。 

問〆所以是因為看報紙才知道古琷的嗎〇 

答〆40 前年前就知道古琷了。 

問〆怎麼知道古琷的 

答〆看電影。 

問〆是喔〈哪一部啊〇  

答〆不知道有沒有記錯，情劍恩仇，40年前的，所以對古琷才有印象。 

問〆喔。那是怎麼樣的情況下來學會的。 

答〆開始找人問，問了半天才問到這裏。 

問〆隨便問嗎〇 

答〆沒有，就問身邊的朋友，之後打電話去問台南藝術大學的老師，他說這裡有，

也有上網去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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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〆參加學會多久。 

答〆文化遺產的隔年就來了。 

問〆就開始連絡楊老師嗎〇 

答〆恩對。 

問〆從那時候學古琷到現在嗎〇 

答〆對。 

問〆每次的練習都有來嗎〇 

答〆幾乎啦！ 

問〆也在團裡擔任什麼職務嗎〇 

答〆我們這裡沒有什麼職務。 

問〆是否有自己的琷〇 

答〆有。 

問〆是自己買的嗎〇 

答〆對。 

問〆是在哪買的還是是請老師買的〇 

答〆請葛老師買的。 

問〆可方便問一下價位嗎〇 

答〆七萬。 

問〆還有跟哪位老師學過〇 

答〆跟俞老師。俞秦琷。 

問〆她是之前在這裡的老師嗎〇  

答：對，他是葛老師的太太。 

問〆學多久〇 

答〆大約一年左右，就跟楊老師學。 

問〆那會的曲子有哪些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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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仙翁操、環珮  秋風詞、酒狂、湘江怨、關山月、長門怨、醉漁唱晚、欸乃、

梧葉舞秋風等，大概就這樣。 

問〆有沒有去哪裡演出過。 

答〆音樂館，就年度演出。 

問〆學了古琷之後對你有沒有影響〇就對自我修養有幫助嗎〇 

答〆有，之前我以前練武的，所以學了古琷就把那些都忘掉，不是忘記是忘掉。 

    已經把它放掉了 

問〆會花很多時間在琷上嗎〇 

答〆除了彈之外還聽，都聽古琷音樂，之前手中有刀，現在只有琷。 

問〆有沒有想過跟冸人介紹古琷。 

答〆有，有跟身邊的人介紹。 

問〆音樂會的時候有跟身邊朋友邀請他們來嗎〇 

答〆有，他們也都會來聽。其實我有兩把琷。 

問〆是喔。都是跟葛老師買的嗎〇 

答〆恩對。 

問〆好。請問今年幾歲〇 

答〆56。 

問〆哪一首曲子讓你最感動〇 

答〆胡笳十八拍。 

問〆那您會彈了嗎〇 

答〆我的程度還沒有到那境界，那聽了之後真的會很感動，心裡也會很平靜。 

問〆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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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古琷學會音樂文化研究  2009 年 12 月 22 日 口述歷史 

受訪者〆李昆山 

時間〆約 20〆35 

地點〆高雄古琷學會 

 

問〆請問您的大名〇 

答〆李昆山 

問〆請問您的職業是〇 

答〆退休老師 

問〆在怎麼樣的情況下接觸古琷的〇 

答〆以前就有接觸國樂，以前也跟楊老師學習南胡，退休以後再開始學古琷。 

問〆所以是因為楊老師的關係〇 

答〆對。 

問〆那時候有沒有特冸想要學習古琷〇還是因為老師的關係〇 

答〆古琷是一、二十年前就已經知道了，有聽透過葛老師、楊老師他們玩過也接   

    觸過，只是那時還沒有退休，學校事情比較忙，那時候也有學習別的樂器， 

    沒有辦法專心在去學別的東西，所以一直拖到退學的時候才學。 

問〆那會彈奏的曲子有哪些〇 

答〆也沒有幾首，大約 10幾首。關山月、長門怨、醉漁唱晚、陽關三疊、漁橋 

    問答、鷗鷺忘機、梧葉舞秋風、空山憶故人、欸乃。 

問〆是否有情歌的曲子〇 

答〆關山月、陽關三疊。 

問〆其中最喜歡哪一首，還是最熟悉哪一首〇 

http://www.shsps.kh.edu.tw/~wadasewanana/musics/13.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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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〆關山月、長門怨、空山憶故人。 

問〆從開始學習古琷到現在多久的時間〇 

答〆5年。 

問〆在團裡有擔任過什麼樣的職務〇 

答〆團？ 

問〆就是這裡面。 

答〆沒有，這裡沒有什麼職務，都來這裡練琷而已啦！ 

問〆那是否有自己的琷〇 

答〆家裡有一把琷。 

問〆是自己買的嗎〇 

答〆不是，從這裡拿回去的，是跟老師借的。 

問〆學古琷的老師只有楊老師一位嗎〇還是有其他的老師〇 

答〆沒有，只有跟楊老師學而已。 

問〆有去過哪些地方表演〇 

答〆沒有耶，只有我們每一年年末時有演出而已。 

問〆學古琷之後有沒有什麼影響 

答〆對我退休生活幫助很大，多一樣東西學，多很多時間放在古琷上，等於說退 

    休之後的重要活動，不然退休也沒事做。 

問〆是否有想過要對社會推廣古琷〇 

答〆沒有耶！ 

問〆是否有想果放讓退休的人來介紹 

答〆沒有耶！ 

問〆請問您幾歲〇 

答〆58。 

問〆就先這樣，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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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古琷學會音樂文化研究  2010 年 1 月 9 日 口述歷史 

 

受訪者〆葛瀚聰 

時間〆約 14〆00 

地點〆葛瀚聰住宅  (台北市中正區) 

問〆老師可以麻煩一下說明高雄古琷組織的經過嗎〇 

答〆那時候成立古琷學會，其實大部分的成員對古琷都有相當遠的距離，真正了

解古琷大概只有我ㄧ個人。因為在那些成員大都出身於音樂系國樂的這圈子，要

不然就是學習中國樂器與演奏主要是這些人的聚合，但這些人當中沒有古琷，彈

古琷在那時候只有我ㄧ個人，因為那時候實在是太少太少人去接觸古琷了話，覺

得很寂寞，我也希望他們關心關心古琷。 

那他們關心了解古琷的，因為在一個正常學音樂的情況下，如果你頭腦不狹隘了

話，不要設定說某種才是音樂，某種才不是音樂，頭腦不要蠢，不要狹隘了話，

是其實是可以來關心古琷的。也還有一方面是願不願意花一點時間，花一點頭

腦，花一點精神來關心古琷，當時那些人來說來話，雖然那些人事學音樂的專業

的，可是對古琷還是非常陌生非常有距離感的，我是想辦法把這些人的距離感給

消滅掉，因為我的年紀跟他們相處的關係，大致上對於那些人我是他們的老師的

輩分，不見得每一位都是我的學生，有些是也些不是，但在輩分上來講我的年紀

是比較大比較老的。所以平常相處起來，在討論在音樂上的問題時也比較容易聽

我的話。從那時候就才開始慢慢的，他們等於說學習一項新樂器的樣子，慢慢的

來學習，但音樂出身都是學音樂的，所以他們因為有我的存在，這樣得情況去理

解古琷並不難。比較痛苦的不是在人願不願意去聽，比較痛苦的是在讓人來理解

這個，人家不理解通常往往產生一個直覺，那種直覺就大概是這樣，「古琷是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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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的，不是現代人耳朵聽的，有這種觀念，古琷，喔!好古好古喔！古琷也失

傳了」，各種奇奇怪怪的理由我都聽過，或者說古琷不是音樂古琷是哲學。古琷

什麼，奇奇怪怪的說法都有，困難的就是如何讓別人了解古琷不是那麼回事，古

琷他本身就是個樂器，而且非常生動非常可愛，就這溝通上最痛苦了，大概溝通

有十來年吧！而這一群，就那些人，有的結婚、嫁人、養家去，還是有少數人前

前後後還與古琷保持關係，就這整個局面古琷學會差不多也就是如此，沒有什麼

豐厚的成果，起什麼奪大的作用，沒有。不過在開始的那些年，古琷學會做了很

多事情，當然那些是做起來是非常的累，在那個地方做起來累，累完了其實不見

得有什麼迴響，也沒什麼明顯的成果。那後來就有一些力量明顯的疲乏了，因為

我們完全沒有任何的資源，完全靠自己，時間、人力、財力、腦力完全的靠自己，

時間久了就慢慢的疲乏了。疲乏以後呢，所有的演出步調就慢慢疏散，慢慢的少，

有這趨向於停擺的，有這個趨勢，不過這種現在在現代社會裡是不足為奇的。因

為我不需要去講說阿!!這多麼的偉大阿，創造了什麼又表現了什麼，這些作文章

性的當然可以做得出來阿。可是沒有意思，當然可以這樣講，但講了話，擺開來

看書面上、文字上、統計上擺開來看了話，哪一年做什麼哪一年做什麼，甚至那

個量比專業的樂團還來的精采。但是在於這些擺開來看有什麼用，我們來看實

際，其實你的存在，存在這麼就那個地方，普遍的大眾好像沒有產生什麼互相關

係，沒有產生出共鳴。我們不是要讓大家來轟動，不是喔。是要看看有沒有回響

有沒有一點大家多來彈奏，或許有人多聽了一些，那也就算了。可是這一方面來

說的話，還是非常的薄弱，而且後來古琷也被列為文化遺產之後，在海峽兩岸大

陸、台灣地區，古琷上出現太多的誤會，對古琷的誤會，誤會基於誤導，所以這

很麻煩，所以現在看到所談古琷的論調裡面，很多很多都標榜古琷不在乎音準節

拍、古琷在於節奏發揮，古琷在於有思古之音情，他的理念講就淡、雅、其實這

些論調都完全是誤導，沒有這回事，而且其實證實這點很容易，只要翻開歷史上，

找找歷史整個實際狀況，一看就知道歷史上古時候都不是這樣，有這種現象，但

不是都是這樣的，而且那也是很小的一部份，並沒有說古琷應該是那樣，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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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的，應該是沒有規則的。古代並沒有。這種現象常被誤導，而誤導造成很多

人的誤會，而誤會，這種誤會呢，也就變成我們現在，後來古琷學會的立場來看，

看待在高雄這地區，接觸古琷的稍微多了一點點，還是很有限的，但常常造成了

思考上的牴觸。在古琷學會的立場所表達出來原意與表達出來的意思，直接的就

不承認。不對!不對!古琷不這個樣子，古琷應該很怎麼樣很怎麼樣，那再要求說，

把所謂的那種型態能不能仔細說清楚呢？恐怕也說不出來，所以這就是一個誤

會，誤會基於誤導。所以古琷被列為文化遺產，這種情況下古琷好像就被重視了

一樣，可惜的是什麼，越是一個國家所保存的事物，很多時候，不只是文化圈子

裡，不只音樂圈子裡，那種情況下突然被重視了以後，也很多你希望的事希望引

導大家來看，大家多人理解比較好，我們當然是很希望有人看了這東西喜歡，或

者是關心、願意聽都行，在我們來看是這樣子。可是對某些人來講了話，在現代

社會非常的進步，每一個人頭腦都非常的快，某些人一看，喔!機會來了、市場

來了。於是就很快的要有或批出去，只好用一些不勞而獲的方式，不勞而獲的方

式就是說，不用仔細去研究，就浮在外那一層講法來美化，然後就變成古琷理論，

這樣一來了話，其實我們原來是要發展它的，這麼一來所碰到的情況下就成了逆

流，現實是如此。 

問〆老師您的學習過程 

答〆年輕得時候不是一樣的，就是古琷是個樂器我去音樂，音樂有個東西是古琷

我就去學習它不就是這麼簡單嗎？ 

問〆老師是什麼機會接觸到古琷〇 

答〆我跟你們不一樣，本來就學樂器的，樂器裡本來就有古琷了，我選擇了古琷

就這麼簡單阿。沒有需要神奇的技術，認識怎麼樣智慧高超的人傳授我古琷，不

要講這些。這些東西只是故意的把自己弄得玄怪，沒有這回事。我年輕得時候我

是國立藝術專科音樂學校音樂科的學生，我是音樂科的學生，音樂科學生裡面來

講的話，一班幾十個人有學聲樂、鋼琷、小提琷理論作曲的。但有一個很小的比

例，學中國樂器的，就中華民族樂器的，我就是其中之ㄧ，而在這樂器當中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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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樂器是古琷我就去學它了。跟任何一個人，隨便問一個人學鋼琷還是學小提琷

你問他說，你怎麼樣學習小提琷還是鋼琷的，恐怕要編故事不行的。很自然就這

樣學的，沒有什麼神秘的。 

問〆請問老師的師承〇 

答〆學校裡面有學校裡的任課老師，任課老師姓吳，叫吳宗翰。我學古琷自然就

跟他學。 

問〆請問有特定是那一個學派嗎〇 

答〆這就是你們無知的地方，妳們不是學了嗎？誰騙你們的？所以這問題差的很

遠很遠，吳宗翰他認為他是梅庵派，我根本不曉得。因為有一種普叫做梅庵琷譜，

這梅庵琷譜，你們若想了解了話就去翻來看看前敘後續，就會大概知道了，這我

也不必多囉唆了。可是在於有沒有那個派，頭腦會不會想一想派的條件是什麼？ 

問〆………. 

答〆這不是問答題喔，不是被一個答案講一講的，什麼叫做派？流派，必頇要有

什麼條件才會產生派？這東西還複雜嗎？ 

問〆一個地方組成的 

答〆錯了。 

問〆個人定義〇 

答〆錯了。派齊碼是流派，怎麼會形成的？最重要的是什麼東西呢？你快講對了。 

問〆風格。 

答〆就是風格。他一定是在這一群人懂得一個風格有區同性，我們現在講派是什

麼呢？大家開始胡亂扯，一開口就在講原某派，派也不是不能存在的。派是可以

存在的，音樂的風格為基礎，不能說我敎了一個學生就講說是派，不是這麼回事

喔！有沒有最好的分解法？古琷是不是用耳朵聽？你若說不是，那我就不跟你談

這個。但是不是用耳朵聽，基本上要不要？要的話我就聽。你剛剛還在強調什麼

派了話，我就會說你所認為的派是什麼，我就讓你聽你能辨別出來的。因為我們

的派在藝術上，創造性的風格來講，有許多的人或許可以。不過我們現在好像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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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沒有這回事了。 

問〆請問是否在哪裡任教，就是在哪裡教學古琷〇 

答〆長年來說從年輕一直在文化大學中國音樂系在那個地方，我不是有沒有在哪

裡敎古琷，我是說文化大學有沒有古琷的學生，有古琷的學生就是我敎。沒有古

琷的學生就沒有，就是這樣，我沒有說要在特定在哪裡敎古琷，沒有。 

問〆學琷的學生多嗎〇在文化。 

答〆現在不多。 

問〆那是依學生個人意願 

答〆就好比說，你學什麼的？ 

問〆大提琷。 

答〆假如說你學大提琷的你入學考試之後你進去是不是就學大提琷？當然也可以

嘛！就說我學大提琷進去之後我選修這東西，也可以嘛！就這麼簡單。如果以這

些年文化修古琷的人幾乎來報考文化的沒有，但是有選修的，但不多。 

問〆那在敎學上有沒有學生在學古琷的困難度，例如看減字譜的時候？ 

答〆不會。看減字譜是最容易的，而且只要是正常學音樂的人，學古琷絕對不是

問題。 

問〆那老師有教學過不是非音樂系的嗎〇 

答〆有。但也跟任呵其他樂器一樣，假使我從來沒有學過音樂，樂理不通，節奏

節拍這些，沒有因接觀念的，我來跟你學大提琷。一樣的狀況麻，等於說你開始

敎他音的時候，同時也要敎他 1234數拍子，跟他說這是音階，音階裡有半音，

手指頭擺得話要自己辨別，一樣的狀況。有很多人可能喜歡，喜歡的原因很多，

說不定他看古畫裡面心裡就覺得那樣子好，就學習古琷了。我曾經也碰過一個很

可愛的，一個小男孩子，他喜歡的不的了，結果他是因為看了笑傲江湖的電影來

學的。剛開始一定有很多的幻想，想到古代的士大夫，納中憂容大度，溫和如雅

的那種氣度，幢景的鈉氣奮很好。各種各種興趣的起因，往往都很幼稚，就好像

我現在，如果你對物理有興趣了話，說不定是參加兩個天文博物館就有興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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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去學之後頭昏腦脹的痛苦的不得了。剛開始產生的那種興趣往往都很幼稚，

這都無所謂，但在那個接觸後面對真實的時候，就像我們學任何樂器一樣，但有

一點不太特別的的，就是古琷的樂曲，從欣賞它的角度來講恐怕是要練習的， 

  比其他樂器要花更多時間的。如果你們彈鋼琷，聽鋼琷，可是對於從來沒學過 

  音樂的要聽鋼琷的還是不知道你們在彈什麼東西，所以欣賞能力是需要練出來 

  的，而古琷的欣賞要練的成分是更大的。但欣賞古琷要練的完全聽不懂的是一

回事，但欣賞古琷要練的成分是比較大的。這一點不算是太特別。因為古琷本身

到現在為止在教學上，坦白講不像是跟平常的教材可以很豐富，有很多的樂器都

是，教材從最簡單的，一層一層慢慢的一個層級的往上，而且不只是技術上的問

題，而且是理解上也是容易理解的開始，在漸漸的會比較深澳。而古琷缺乏這個

東西，它缺乏這種層級的完整，換句煥說如果學它了話，有些東西必頇要另外花

腦筋去理解，有點類似古老早期讀的私塾，不能說像小孩子那樣小狗跑小貓跳我

們換一個手時間到，這樣子小孩子是容易就理解的，一開始讀論語或是三字經，

一樣的如果他不能理解了話就是用背的，背下來之後隨著年紀有一天理解的範圍

越來越多累積越來越多了就突然話豁然開朗來就理解了。其實這並不是一個真的

好的現象，但古琷目前還是有這個現象，不然你們說說看你們彈過了哪些曲子。 

問〆秋風詞、憶故人、漁橋問答、長門怨、關三月、良宵引、平沙落雁、等等。 

答〆這些都是容易理解的，像漁橋問答是通俗的，旋律非常通俗，這種同俗的是

比較好體會的，雖然沒有通俗到像流行歌一樣。像秋風詞它音很簡單，但在從前

來說，並不是了要讓你學古琷而用簡單的音來讓你彈的，並不是。這是屬於另外

一些人玩琷，玩琷所創作的，你剛所說的那些曲子歷史都是很容易理解的，就因

為很容易理解的東西，現在學的人往往還是要聽很多變，慢慢體會才會體會到，

一種是領悟習慣的問題，就說聽慣某種音樂某種音色的型態時候，換去聽某種了

話不會一下子就接受，貫聽西樂、交響樂將來去聽一個平劇了話，你看他怎麼聽

的下去聽的懂，我講的不是外國人，是講現在以我們現代你所看到的從來只有這

個範圍的，你叫他聽古琷他沒有經過一番的訓練是不可能的。但等她懂得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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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是磨練很長一段時間了，這是必然了。古琷也是一樣，從不能接受它到聽它

的話就是個過程，古琷現在比較艱難一點的就是剛跟你說的，因為我們現在談的

樂曲是缺乏鑑定性的。教材古老，可是問題在於古琷是不適合去補充一些那些教

材，這個以前我思考過，但現在所想的是沒有用的。目前的情況下是沒有用的，

因為古琷不是我們發明的，，我們沒辦法對古琷發明任何東西。這又是一些不理

解的人，或者是不相信。我以前也幼稚過，但我幼稚的時間很短，曾經有人說要

是我有空我很會作曲我一定馬上作一堆古琷取出來。講這種話的我碰過不只一

個，而且還是台灣很知名的作曲家，古琷好啊好啊!我要作，我就拿了不同類型

的古琷曲給他，看過聽過之後才發現不是這麼一回事。跟你說的這些都是我實際

遇過碰過的。 

問〆組織的目標 

答〆古琷在那個地方不要做那邊裝模做樣的感覺很滿意，我覺得扎扎實實的彈比

較重要，所以那時候在那邊希望有人來聽友人來彈，基本動機就是如此。 

問〆一開始有哪些人一貣組織的〇 

答〆忘記了，年紀大概都比我年輕十來歲的。 

問〆都是本身學國樂的人嗎〇 

答〆大致上是。因為那時候很難說垮到說讓彈鋼琷怎麼可能來理你這些東西勒，

那時候來講拉大提琷的怎麼可能來彈古琷，唱歌劇的怎麼可能花錢來聽平劇，不

可能的麻，所以那時候來講學國樂器的拉二胡的、彈琵琶、學習民族樂器的，以

樂器來講比較近一點。他們的年紀大約都比我小十來歲。 

問〆那時候的人數狀況大約幾位〇 

答〆剛開始的時候不到十位，可是高雄古琷學會那時候成立有個規章，必頇要多

少人以上，要多少個理事，多少個人選出理事再選選理事，最可惡的規定就是戶

籍一定要在高雄市的。這樣一來整個都不要弄了，所以又引來一大批彭場的，彭

場的意思是他也不聽他也不彈的湊人頭的，那時候很免強很免強的組成的。 

問〆所以老師那時候沒有再團員登記的名單裡嗎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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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〆對，我就是擔任顧問的角色。 

問〆音樂的活動固定的演出嗎〇 

答〆有，我們辦過展覽，辦過講習都有，演出是最多的，剛開始的十年差不多每

年都有音樂活動的演出，不要看一年一度的演出，也不容易的。就是完全靠自己

的力量這樣作，這很不容易弄出來的，但也差不多在高雄、屏東這樣。地區也沒

有到很大的範圍。 

問〆那是否有大型的演出。 

答〆每一場都是大型的。你所謂的大型事什麼? 

問〆就是幾個人一貣合奏同時演出。 

答〆那每一場都有的，但幾十人沒有，我們的範圍手筆不是很小的。就正常的演

出正常的音樂會。 

問〆那是否有加冸種樂器〇 

答〆當然，那當然要，不然怎麼塞進別人的耳朵裡。 

問〆那有與哪些樂器〇蕭〇琷歌〇 

答〆我們來講，絲竹打擊的都有，完全以現在的伴奏觀念。在早期，其實只有我

一個人使用過編鐘，但實在是用不起。效果非常好，在高雄演的。那時候演奏會

只有我一個人的，是我的獨奏會，有伴奏，也有小型的樂團，在伴奏群裡有用到

編鐘。用過一次以後我們在也不會再用了，真的時再用不起。 

問〆那時候的編鐘怎麼來的〇 

答〆趁著人家進口編鐘，要賣了看到還沒有交貨的時候，借來用的。如果在台北

或高雄的演出時，就必頇要運輸車，一個鍾一箱，一個裝一個箱子，好重好大。

用了一次勞力喪才，再也不用了。其他的就是民族樂器，可伴奏的樂器。 

問〆那時候團員人數的年齡層〇 

答〆20、30、40都有，因為我們不能挑人，在大陸看到很多小朋友在那學古琷，

而且是家長鼓勵的，但在台灣沒有，所以我們不能免強別人。所以最小的，年紀

最輕的，在學校裡的，準備考大學的，最小的也是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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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〆那時候觀眾大概都是哪些人 

答〆社會人士，以及音樂科系相關的人。 

問〆在觀眾的人數〇 

答〆你知道高雄文化中心的至善廳嗎？不大，來的觀眾看得過去。不會太悽慘。 

問〆一路走來的經營方式是否有改變〇 

答〆不可能變，因為一路以來都還沒到達很多人喜歡，而且每一個人都有花費，

花的精神，如很多人來聽，很多人來彈。從來都沒有這個樣子，所以變成說有個

人會離開，有的人會進來，目標就是想要彈，然後我們也想辦法敎他，焦他交了

一段時間，有的學得下去有得學不下去。一直是半飢餓的這種狀況到現在為止。

沒有非常的蓬勃過，只有衰落，衰落是大衰落小衰落的問題，有得時候比較熱鬧

一點，但你說蓬勃是從來沒有過。不過我想現在在這個環境下來說這是正常的。 

問〆經費方面〇 

答〆所有的動作都是虧本的，都是在虧我們自己的錢。 

問〆在政府方面有補助嗎〇 

答〆很少跟政府申請，比較幸運的是我可以找到，比方說我們想要在這裡演出，

練習了一年，然後就把名義給他，他來主辦，然後他把場地給我用不要跟我收場

地費用。這樣我們就已經很高興了，但是要錄影當然還是要自己出，但我們能夠

省下場地費已經很高興了，可是你要想說雖然省下了場地費，其他前還是會浪費

掉的，在節目單、海報那時候票是用印的，這些都是要錢的。 

問〆有賣票嗎〇 

答〆不賣票也要發票阿！不賣票雖然也是非賣品但也要蓋章，不然他就當作買票

來抽稅，他要怎麼辦，自己印，所以你說在節目單、海報票、錄影這些錢花下去

的話。光是給你場地，不給你場地你還要自己負擔，虧自己的錢，目前是虧大虧

小虧多虧少而已，前幾天舉辦了一場之後算一算又虧了。不過那是我們的功課我

們非做不可。 

問〆就是在訪問的時候有許多的團員的琷都是由您幫他們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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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〆是我做的。 

問〆是老師自己做的琷嗎〇 

答〆我做的。 

問〆那老師有自己做琷的工廠嗎〇 

答〆沒有工廠，有工廠雖然方便，但沒有工廠有很多克難的方法麻，你有工具啊！

工具可以減可以繁阿！以前開始的時候，知道古琷不是這麼一回事，古琷這一項

樂器，所以我就想應該好好的作一個來用吧！買的就是不行麻。因為我們老實說

一句話，這些民族樂器，到現在為止，還很難堪稱為樂器，製作樂器，水平、專

業度上來講，還是相當相當的作工藝品。那時候就是因為不行，所以自己作，問

題在於自己作完了以後，做了一次，一次作一個或兩個一定會有發掘不如意。應

該怎麼樣應該怎麼樣會更好，於是又會開始製作第二把。第二把又重覆，做過了

好幾批做過了，你會突然覺得自己怎麼做了一堆琷。剛開始不是那樣的，剛開始

我才不想做琷呢！剛開始是想說實在沒有，作一個給自己用，剛開始只有這個意

念，現在把它一次做好，其實做了之後才知道不可能。做琷沒有很容易的。在古

書裡有很多做琷的方法，其中審音，只能用一個抽象的話來告訴你，因為那是要

累積很久的經驗，不可能看了兩篇論文後來敎你做琷，不可能的，我自己本身是

經歷過這些東西的。我做琷手不知道受了奪少傷，因為我不是木匠出身的，那些

東西很不好用，手都大傷小傷的，我真的不想動，可是問題在基於難下得時候，

還是要做下去。你要做，我大概跟你講一兩個小時之後你就可以敎人了，但那就

是騙人的。在審音的部份是過不了關的。我琷已經做到最後了，但在審音上，琷

合起來一個面一個底，合起來之後適音，在想怎麼弄怎麼修改，然後把琷打開來

重新再弄，然後一直反覆，那反覆的情緒非常暴躁，那階段要苦苦得捱過去，當

你捱過去，差不多做了 10個，但有 3個要淘汰掉，而且都是作完成以後，你才

發現它不行，在事前是沒有辦法預知的。現在中國海外做琷的至少 100 個人，大

多的口號都是說古琷要很細膩，做的音量要小，這是古琷的特色，要輕輕的彈，

這些絕對都是騙你的。因為古琷要做成那樣子就容易了，要做聲音能夠出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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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聽的很好，這點就特別難。你要做成那樣子就很容易了，你隨便找個木工，拿

尺來量一量，他也可以做。 

問〆在學會裡有分工嗎〇 

答〆行政工作來講了話，通常來說，節目演出的部份是我，像跑腿的工作，就是

有空的人去做。什麼總務，我們沒有錢。外交了話就不必了。演出的話除了我以

外沒有人有能力。不會的要敎到會，要很久。有演出，為目標然後再學所以比較

有逼迫力，在高雄人有點懶，我是比出來的，台北高雄不一樣的。高雄有點懶散，

不急，這快到了。就像是簡單的樂曲我已經會彈了，但還是要六個月以前開始練，

所以她們會練的比較勤勞一點。那這情況也是如此。 

問〆有在古琷學會成立前後在高雄地區有什麼影響〇 

答〆沒什麼感覺 

問〆有沒有人看了你們的音樂會之後來參加〇 

答〆有，很少。 

問〆在網路上有看到高雄古琷學會的網站，那是老師架設的嗎〇 

答〆我找人架設的。 

問〆所以在回文的是老師您嗎〇 

答〆現在不是我了，很久就不是我了，因為有过一些爭執，不過現在在於高雄古

琷學會十之八九也都不回了。那網站擺那幾乎沒有人看了。古琷學會自己本身不

看了。剛開始創立的時候早知道這樣了話我就不創了，之後高雄開始冒出了很多

古琷的社團，可是在於你仔細的去看了話，輕鬆？我要是要輕鬆了話我就要像他

們一樣，沒有什麼特別費神的，因為學會特別費神，學會跟登記一些社團不一樣，

但我當初就是很慎重就希望弄個東西，一但成立後將來就能夠扎根發揚，那時候

雄心比較大，後來不是這麼一回事。遇到很多困難，自己的打擊也多了，搞個

20多年來，想一想在怎麼使勁都沒有用，它還是這個樣子。 

問〆您認為現在在社會中古琷最大無法普遍的問題〇 

答〆它的神秘，就是現在的人，從事古琷工作的人，一直加重他的神祕性，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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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去破解掉那不該有的的神秘，大家誤解的太多了，誤解基於誤導就這樣。有很

多的誤導，太多的誤導了話，產生一種現象，現在很少有人主修古琷來考文化，

很少，但有學古琷的考到關渡那間北藝大，那邊有主修古琷的一大堆，問題那些

古琷教授怎麼敎，我跟你說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你們很幸運沒碰到那種老師，他

問他說古琷絃要怎麼弄，古琷絃就上絃阿，如果說鬆了我就重新在上絃啊！這句

話有沒有講錯？沒有說錯啊！然後老師就罵，不可以跟我講上絃，那是江湖的講

法。講調音怎麼條？第一個找標準音，然後對著標準因耳朵聽阿，又開罵，不准

給我用耳朵聽。你看像這種老師，你看學生嚇的也就害怕，跟你辯也沒有用，然

後就不講了，因為我要跟你起衝突了話，完了，妨礙我畢業，就這樣子了話，你

看誤導不誤導。而且堅持用那種文字譜一行一行的叫你抄，超那有什麼屁用，我

跟你講，抄五線譜有用，因為五線譜立體的感覺，你抄五線譜多抄幾遍，對你有

好處的沒有壞處的，抄那文字有什麼用？文字看不出來你音樂什麼東西，抄那有

什麼用，抄一變完了之後撕掉在抄，你這什麼老師？表示自己什麼神秘性高什麼

的。是你難以想像的那種莫名奇妙，但這造成嚴重的反效果。另外的就是所謂的

商業化，商業化也很麻煩，商業化了話，就加重他的神秘，好像你彈古琷你氣質

就變了、靈魂就變了一樣。還想盡辦法來迷惑你，他為了做生意。彈琷的還自怎

麼不會變壞？一樣啦！那是兩回事，有學問的不見的品德好。但商業性來講的

話，它容易用一些虛浮誇耀的話來矇混，然後這些話會遷就世俗，這很麻煩的，

所以又產生誤導，所以什麼時候會回歸正常，就是是樂器，它有沒有什麼特殊性

這無所謂，它是一項樂器，給你彈了，彈了之後給人聽的，這不就是這麼簡單的

東西？就這麼簡單，我一直這樣主張。可是就是在於很多人希望把它弄得很神

秘。而且弄得很神秘那種的現象不只台灣有，大陸也有。他的古琷就好比技術已

經很高超到很怎麼樣，像葛漢聰彈的那種就是下等的，我這東西我只要做了這點

我就悟到了什麼什麼，我在古琷座了什麼就悟到了什麼，這樣做不是都騙人嗎？

有人還說我在走絃從這樣過去這樣過來的話有什麼哲學，當然這裡面有原因，就

說常嵯麻，如果不拿這些東西來弄了話，套不出東西來，心裡也有啦。但這種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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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危害古琷很深，曾經三十年前古筝在台灣很氾濫，也曾經有這階段，也有玄

玄怪怪什麼胡說八道的講法，報紙這麼大一篇廣告版，一看什麼五六個七八個敎

古箏的，曾經氾濫的時候也是這樣子，古箏之前是卲他，店裡的卲他賣不完，學

會了兩三個和弦在那彈阿彈，尤其是專科生、大學生，認為這樣子我追女生比較

好追，耍帥，彈這個就很文雅。一段時間過了，了解的人多了就學不下去了。那

古箏呢，很想拿以前那套來就不行了，古琷就倒楣就正好是這種處境，沒有辦法。 

問〆音樂會上有錄影音嗎〇 

答〆有。 

問〆那有因此出唱片嗎〇 

答〆沒有，沒有那個精神，以後大概慢慢弄吧。因為好比說最近來講了話，七八

年來我幾乎每壹年演奏一場，而且我每一場被要求節目不能重複了話，你說還要

叫我撥精神弄的了話，那是不可能的事。我們現在對古琷的了解真的是算不多

的，因為我彈過大小胡笳十八拍、彈過幽蘭等等的曲子李覺的古琷的面孔怎麼這

麼多，表面看起來不會，剛開始不覺得，後來想說歷史時代背景不一樣，南北朝

就是南北朝的樣子，唐朝是唐朝的樣子，我們比較容易理解的是明代，宋代就有

一點點古怪，我們看那胡笳十八拍宋代版的，而那胡笳十八拍它，可以說是什麼，

十八段拼起來的我們不曉得，但他的風格一致。可是裡面有很多很多的狀況之

下，我們可以斷定一個就是絕對不是我們後人做出來的，不過前面流傳過來有沒

有變我們不知道，但絕對不是後人，我們彈久了可以感受出來。彈大胡笳或小胡

佳那時候，跟歐鷺忘機阿絕對不是同一代的產物，所以你才可以直接了斷說那譜

不是隨代的譜。所以在這感覺上從某立場來看跟時空的關係，忽然間在時空裡跳

來跳去的，又覺得好像很幸運麻，是別的樂器嘗受不到的。可是要嘗受這一點了

話要彈很久，而且要很用功，要這樣，摸兩下都不行。 

問〆古琷學會有沒有特地向社區的人推廣〇 

答〆有。可是效果最小最難的。像向社區推廣不可能到人家家裡去彈給人家聽麻。 

問〆那是用什麼方式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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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〆不露天也不行麻，露天的話外面如果吵也聽不見麻。所以就在一個半露天的

地方，可是，那時候很難過的，你要去具備擴大音響了話，那聲音整個不能聽，

便宜的音響像敲破統一樣，ㄆㄧㄤˋ ㄆㄧㄤˋ的。貴得音響不要碰，重達千萬，

我們租不起，於是就變成一個很小的規模，很小的範圍能夠十幾個人來看，有緣

人看到聽到一次，之後就不了了之了，像這樣事情可以說是推廣之中很難過的，

因為你會覺得你每一個動作都都到水裡面去了，一面做一面知道的，絕對不可能

有收穫的，那心情最壞。辦演奏辦展演那還是心情最好的，雖然累，雖然動作大，

不過總是演出就是那一場演出麻，下面有觀眾就是有觀眾麻，演完觀眾還是鼓掌

麻，還是屬於完整的一個動作。你說到社區堆廣納是最痛苦的，表面上很客氣，

因為自己來的，感覺很像甩白癡ㄧ樣。 

問〆您第一把琷是〇 

答〆香港的，早期台灣都沒有人做琷。當然是其糙無比了，後來就買的一個台灣

一個做琷的。是復興商工的一位美工科的老資格的教授，葉世強，現在他老了，

七八十歲了，但還在做琷，可惜的是，做琷的人最怕不彈琷或彈不好最怕這樣。

就像這個不是我做的，它手藝很棒，外表的音很細，但問題在音質本身，該有的

潤度、均勻度要有的，上下均勻，按音散音樂均勻。你聽看看比較硬，比較死板。

可是在這些彈琷經驗不夠好的人，他沒辦法，因為不知道這樣應該怎麼樣，但外

表可以做得很細。古琷該有的條件要有，因為要給人聽的，問題在於直，死、僵。

不好的，所以後來我才自己做的，如果那時候有像你大提琷那樣，貴不貴的問題

我幹麻受罪阿。做琷做到後面量少了，一年大概有五六把，但陷在我不在台灣做

了，我在大陸上做，木頭作好了再試音，試音完再審音，審音那時候第一到漆以

經上去了，然後一直試音一次兩次三次到不能在動了，之後就交別人做了，別人

在做剩下來的。現在沒有那力氣完全靠自己。在零件上都是請木工，用一個表準

尺吋請他做。 

問〆老師您的古琷獨奏會事都跟古琷學會一貣辦的嗎〇 

答〆有時候會用它的名義，來舉辦，辦規辦但錢是我自己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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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古琷學會音樂文化研究  2009 年 1 月 22 口述歷史 

 

受訪者〆陳雯 

時間〆約 14〆00 

地點〆新竹市 

 

問〆對古琷學會的看法〇 

答〆雖然台灣不太大，在北中南各各琷會都是不相往來的。從更早期的來看的話，

古琷學會，這種所謂的學會，他是屬於一種社團性的或是團體群聚的組織，這樣

的組織在古代來講可以說是琷派到琷會到琷社。而琷社到琷會這當中有沒有區

別，有的時候要看他們在組織的時候的設定。琷派與琷社的區別，琷派基本上就

是同一個老師，琷社當初我們在組織時候並沒有琷派的界定，其實在中國清末時

期的時候就有琷社的組織，而這樣的組織是打破門戶流派的個合，所以他們都是

歡迎大家來進入的。其實也有一種原因是因為古琷發展是屬於比較激弱的狀態，

因為人不多所以你跟誰學的我們也都很歡迎大家來加入。而在台灣早期的海天琷

社還有一個琷社，之後斷了很久之後，在近期 50年內的就是和真琷社。我們當

初會組起來是因為孫毓芹老師的原因，而我也是當時的發起人之ㄧ。 

問：我有問他們派冸，但他們覺得沒有琷派而言 

答：是要看你從什麼角度去看待它，但，現在是沒辦法。在早期所謂的流派或是

琷派，它的風格是非常明顯的，所以很純正的話就是只跟一個老師，所以你彈的

琷譜曲子都是屬於那一個派別的，而你所具備的演奏風格也都是那琷派的，你所

具備的彈奏風格就是那樣的風格。而現在你可能跟過很多老師，但即便沒有很多

老師，現在你聽到別的流派的風格，或者是加上看到的琷譜，不是同一個流派的



 

121 

 

譜，加上藝術風格，以及個人個詮釋風格，所以變成沒有流派琷派的色彩，但如

果你的老師是非常流派很重的話，就會導致風格還是明顯的。所以有兩種界定方

式，第一個就是自己接觸的風格，藝術上廣面的來看，而另外一個就是你跟著的

老師是誰就是怎麼樣的流派，但現在就有一個問題，像我第一個老師是黃海燕老

師是很明確的是梅庵派，但之後我就跟孫毓芹老師，而孫老師並沒有哪一派，所

以我們也不知道我們是哪一派，當初會成立的目的還是因為彈琷的人太少了。組

織的人都是孫老師的學生，當我們聚在一起聊天時，因為大家都有共同的話題，

就聊的很開心，在訊息上的交流讓我們彼此都獲的很多所以絕得很開心，然後就

覺得我們三四個人聊天時都很開心，那更多人一起來的時候就會獲得更多然後大

家也會很開心。那時候我們就一起跟孫老師提了組琷社這件事，當時我們老師只

說了一句話：「不容易，要搞定眾人的事不容易，你們要去搞就去搞搞看吧。」，

也都很愉快很積極，辦雅集、演講、琷刊、搞演出等等。和真琷社是這樣辦起來

的，跟社會局有立案的，之後我們老師得薪傳獎之後有找我們演出，也有跟政府

申請一些款項然後辦了一些活動。之後我們老師過世之後我也就退下來了，雖然

和真琷社到現在還有，但活動我就不這麼清楚了。之後他們有跟大陸交流，所以

大陸對和真琷社是知道的而且還是很重視的。所以我覺和真琷社等於是台灣琷社

還說，在時間上成立，在歷史上是有一定的意義的。和真琷社成立後，我們也映

證了老師的話，一個社團要搞定社團的事真的難阿！之後有人事上的是是非非

就。後來就有高雄學會了，然後更後期就陸陸續續的琷社開始組起來了。 

問〆能對高雄古琷學會做個評價嗎〇 

答〆我覺得當時他們是很有勇氣的，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用學會的名子來界定，

但在當初在高雄這個琷是非常的寂寞的。所以他們能夠當初在高雄這樣出來組成

是需要很大的勇氣去開創。我覺得第一件要為了古琷的不管是學術研討，還是文

化藝術彰顯也好，出發點都是好的，這幾年下來我也看到他們的一些成績，也很

好。 

問〆是否給予他們一些意見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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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〆我現在回頭來看得時候，我覺得每一個以社會型態或者是來發展的型態來看

了話，其實每一個東西會出來或沒有，一定都影時間上的需求或者是不需要了。

所以當初沒有琷社所以出來了。和真琷社出來了，之後別的地方有需求，琷社也

又出來了。但每一個時間點得時候會出來，一定有那時候的使命貨需求的東西，

但它走了一段時間之後，向和真琷社就沒有一個理想與目標，當時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讓彈琷的人聚會的機會。但成立到一定的 10年 20年 25年就不能再這樣了，

因為這樣就顯的太薄弱了，就是因為當時是這麼薄的基礎，所以我們成立這樣的

琷社。當我現在如果再成立一個琷社了話，我的目的就不一樣了，就是說可能未

了表演，或者要做學術性的，或是要走國際路線的琷會組織，我不清楚他們有沒

有這樣的目標，如果沒有了話我很期待，因為他們叫學會，所以是偏向學術性了，

所以不知道他們能不能把學術性的理想目標在明顯一點。把學會的地位更明顯一

點，這樣就會更出來。 

問〆是否覺得北部觀眾與南部觀眾是有差異的〇 

答〆覺得會有。從人數上來說，就有。高雄有一個琷館，據我跟他們的了解，他

們表示活動非常非常的難辦。不要說人口，觀眾難找，以商業角度來看更難了。 

問〆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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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古琷學會音樂文化研究  2010 年 1 月 23 日 口述歷史 

 

受訪者〆葛瀚聰 

時間〆約 12〆15 

地點〆葛瀚聰住宅  (台北市中正區) 

 

問〆認為學古琷對自己有什麼影響〇 

答〆很多人覺得學了古琷之後非常吸引人，或者是靈魂可以昇華，講了很多這一

類的話，有很多人這樣。我也聽過很多，但我認為這些都是假的，不可能的事情。

基本上來說古琷一件樂器，這一件樂器出聲音是給人聽的，所以這一件基本上來

說了話，古琷跟你彈鋼琷拉大堤琷是一樣的基礎。它所以不一樣的是在，古琷當

然不一樣，往後面下文的不一樣，它有它存在環境，它有它的成長背景，大提琷

有大提琷的，大提琷在整個音樂傳統之下造就今天拉大提琷的樣子，古琷這個就

不一樣，不要說大提琷與鋼琷還是不一樣的。不一樣是在這些地方，而不是基本

上面。如果你聽了古琷的感動了話，跟一個人聽了大提琷可以感動是一樣的事

情，基本上是一樣。不一樣在這是古琷，這是大提琷，主要在這裡。並不因為我 

彈了古琷之後而改變了什麼，不是，我就是把它當成一件樂器來看待。 

問〆為什麼老師住台北而要把古琷學會設立在高雄〇 

答〆我沒有人力資源，因為在台北狀況來講，通常願意接觸古琷的人第一個他不

見得喜歡，喜歡的原因雖然有各式很多幼稚的原因，可是在於他不見得喜歡，他

就為了考試，說不定就是為了快速的變成專家，想批發一些東西，大部分的都是

這種現象。高雄呢主要我有一些熟人，哪些熟人本身來講了話跟古琷雖然沒什麼

關係，但跟音樂樂器有關。那麼這些人，我可以引導她們，從陌生之後慢慢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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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興趣，當然不是每一個都喜歡，但有一部分的人變得對古琷很喜歡，那喜歡是

全面的。這就是作用，但這種作用在高雄可以產生，在台北沒有辦法產生，沒那

條件。 

問〆所以是因為人力的關係〇 

答〆基本上是人，其他的狀況是因為人耳朵產生，在高雄那地方我可以用最節省

的辦法不要花太多錢，在台北因為人的關係動任何關係都要花很多錢，經費也是

問題，而經費扯到各層層面都是問題，所以不是因為單純人沒問題就沒問題，不

是這樣，人有問題其他就通通有問題。 

問〆老師覺得在沒有利益的存在下又要成立古琷學會〇 

答〆我就跟你說過麻，一個人彈古琷彈到後來覺得寂寞，希望不是一個人關起門

來彈，能想要創造氣奮想要開拓，這是一個正常的工作態度。那如果你是醫學院

畢業的，你能說你不醫療不看病嗎？不然你做什麼呢？ 

問〆遇到很多困難有想要放棄過嗎〇 

答〆放棄啊！後來是屬於一個半放棄的狀態。不會說一直保持著前幾年那樣的熱

血沸騰。因為你會發現長年的花下十足的力氣下去，有回應，有效過，可是得了

兩分了話，我到不如花五分力氣比哪範圍多一點，夠了夠了，不需要再花十分的

力氣。你花十分的力氣是希望要獲得八分才可以，可是問題在你的了兩分了話，

就覺得不要了，算了。算了就等於說，也不是說放棄啦，就是活動很少，因為在

內部，一個團隊不是說要對外辦很多活動，那種活動家並不是我想要學的樣子。

真的在古琷這樣的狀況的活動下，你去活動家，那都是假的。辦了很多的討論會，

辦了很多的欣賞會，辦了很多大家的參觀大會，你搞了很多這樣的東西，大家聽

不懂得還是聽不懂，很少人接近它還是很少人接近它，只是活動花樣多了，最基

本的原則就是張開耳朵聽，伸出手來彈，就這麼簡單，所以我大概都是在內部的

活動，簡單的影響別人拿時間出來去彈它，那麼去彈它的情況之下就會產生作

用，這樣才會把人跟它拉近關係，附帶的才對外展演的那些活動。那些活動後面

就非常的少，當然原因因為多了也不切實際，所以影響面也有麻木的感覺，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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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少。在內部精神花的時間比較多，而且這種精神真正的要花下去了話，可能

不是短時間的事情，長期來做效果才會陸續的出來。 

問〆原本的理念跟現實的差異〇 

答〆任何一件事碰到一開始的時候，你會碰到的狀況就是一種扭曲，就是一種誤

導，這樣的情況下我就避免一些無謂的那種衝撞，避免無謂的辯論，那沒有意義。

就好比前一陣子我看了一篇論文，他主張古琷的精神，他把古琷的精神定在淡，

這是古琷的精神，事實上我敢認為的說這是胡扯，是錯的，沒有古琷沒有這樣子。

你看看歷史上古琷的表現的記載，不管詩、文、士都不是這樣。但你說古琷表現

淡了話，任何樂器都可以表現，這種人講出這種話來的時候充分的表現他對音樂

上的無知。可是在於這種氣奮，會造成宣傳的快速，而我們所主章的就被認為這

是錯，反而造成反向淘汰，這是面臨比較痛苦的事。不過，不只是我們這一件事

情如此，很多事情，很多的事物，在一種想要發展的起端的時候，都會如此。 

問〆當初成立高雄古琷學會最大的理念與抱負是什麼〇 

答〆你這問題問了好幾遍了，都是一樣的狀況的。就跟你說我因為彈了很多年以

後我就想要正常工作，想要正常工作就要做下去了話，沒有辦法說你彈了很多年

就在家裡彈，不是這樣子的。當然跟人有關係，你要彈怎麼辦？往外推。往外推

第一步就做了這事情來的。其實那不是我第一步做出來的，我第一步，跟很多樂

器一樣，剛開始就是教學。可是教學的狀況很多人耐力不夠，五分鐘熱度。也許

跟其他樂器不是說完全不一樣，是說他的特點，他的特殊性在歷史上、文藝上都

好，你對這些東西你了解的多麻，了解多了之後越容易記住，越容易理解，可是

問題在於，有的樂器可以直接進入它音樂本體，而古琷了話，比較困難。換句話

說，就是另外花一部分的精神，從別的地方去專，彈離騷、楚聲的樂曲，當然最

好先看看離騷，把楚聲那類的反來覆去的看，沒有說要變成專家，但你要反來覆

去的看反來覆去的看，看來看去了以後會感覺趣味在裡面體會到它的內涵它的律

動它的音韻的時候，你反過來那情緒可以幫助你理解，琷曲的組曲楚聲大幫助很

大，尤其對彈。像這一類的情況，那我們彈久了的人可以辨別一下，會辨別大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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笳小胡笳，我們越來越感覺得到那是唐代的樂曲；越來越感覺的到胡笳十八拍是

宋代的樂曲，這種感覺是沒有辦法阻擋，換句話說，也沒有辦法拿出證明來給你

看，可是在於你接觸了很多了話。你彈了多了以後，會發現那些樂曲本身就象徵

了一個各個不同時代的類型。不可能在這時代產生那樣的類型，不可能。你故意

做都做不出來，你仿造都做不出來的，所以這種感覺彈久了會非常敏感，那些都

是需要像我剛跟你說的，對過去理解。這是比較有趣的，但也比較煩雜一點，在

古琷上顯現的特殊性比較明顯。而且必要性也大。 

問〆當初成立古琷學會時規定戶籍要在高雄，那老師哪時候有遷戶口嗎〇 

答〆有，曾經我的戶籍長年在高雄，後來我又遷回來了。我成立古琷學會並不是

我當理事長喔，我沒有這意念，不是成立一個學會來當領導，我是在裡面賣力的。

理事長一向都是別人，這名銜這東西我沒有當過。 

問〆在團裡有收團費嗎〇 

答〆沒有，從來沒有。在規定來講可以收團費，而且來講收團費，但沒有收。學

會收的是會費，我們不是團。那時候我們為什麼不用成立社團，為什麼搞一個學

會花那麼大的力氣搞一個學會，最重要的就是眼光要放遠，要準備長年長期的做

下去，而不是我一個人把持，如果運做活了之後能一直滾動下去麻，所以希望這

樣子搞個學會，學會可以永恆。學會也比較慎重，按照常態來講是可以收費的，

可是這種收費的舉動我們為了推展，收費了話別人恐怕駐足不前，你不收費了

話，無意中還會接近，接近了話說不定就進入了，之後說不定就喜歡了，就認識

了，所以就沒有收費了。 

問〆在教學上有收學費嗎〇 

答〆看人，半吊子或不太慎重了話就算了。如果說他特地的有要求了話就不一樣

了。 

問〆在教學方式練習的情況團員一首曲子要練多久〇 

答〆不是一首曲子練多久的問題，是一首曲子一敎就會了，但你那成果是什麼樣

子。因為這講起來只要練過樂器的大都可以了解一件事，就說你的能力好的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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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很多樂曲都很好聽，但你能力差的話，就算會彈很多曲子也就很難聽，這是一

一種普遍的現象。我在教學上是比較重視能力的問題，我並不是說你一定要彈哪

些曲子，哪些曲子比較值錢，沒有這問題。可貴的是一個成熟演奏員、演奏家、

演奏人不管你怎麼稱呼它，就是說一個成熟有深度的人他最簡單的曲子都可以演

出非常的動人，比較矬的人就相反過來了，再怎麼精采的曲子他汗流浹背的給你

做完了以後說不定聽了好痛苦，這是一個象徵，我比較重視的把它當成樂器學，

注重樂器本身都注意的基礎，那就是音準、節拍。而不是立刻就陶醉在裡面了，

立刻就直接陶醉在裡面了話，漏洞百出，將來無法收拾，這現象在他們練習之中

很常見。 

問〆在教學上是用什麼譜〇 

答〆剛開始試用旋律譜，社會人士看五線譜有困難了話，就用阿拉伯數字簡譜。

因為古琷到現代為止，我們彈到的古代樂曲，第一個他調式上普遍來講很多都很

平行，很少這古怪音程，有，有很多，很多古代的樂曲它裡面那種怪音程出現了

以後，我們不能隨便去動它，可是我們後期清代的甚至於明代後面這一類型我們

現在聽起來了話它的曲調調式都非常明顯，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用一個音階

觀，就是我們現在用簡譜主音到導音這種譜來記了話，很多樂曲它夠了，它就可

以把那格旋律記下來了。古琷雖然很多絃，但它還是線性的旋律為重的一個樂

器。那麼它在這個線性能夠表達來這之後，對學的人來講就容易接受了。用五線

譜當然可以，但裡面又扯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不適合記古琷譜的問題，你硬把

那些音都記下來，當然可以，沒有樂器不能，五線譜看什麼我就硬記上去，但了

解五線譜它的始原了話不見得適合。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當然也可以用公尺六

凡六五乙，但就不要了，乾脆就把它那個節拍搞清楚，音高大概也能標示清楚麻，

把節拍畫清楚。某些樂曲大概彈了第四年，跟第一、二年就不一樣了，可是第一、

二年會覺得很得意，會覺得這曲子沒有人彈過，我彈了。這是明代的樂曲我談了，

會覺得很得意，但問題在於說你得意覺得不錯了，隔了一段時間以後再彈了話，

或錄音兩前後來比較了話，變了，有的時候變了是自己不知道的。自己知道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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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自己以前矬，然後又改了又變了，又更了解它了，這過程就不可小需。但一

開始彈的人就不可能把這擺在心上，所以還是根一般樂器一樣有拍子，有音階，

有音高有什麼的，也有樂句ㄧ段一段的好好的學，就好像我們從小從拜爾彈，這

一樣的意思，只不過古琷在這方面的教材太少。一段時間以後假如說彈的有心

得，覺得自己有點把握的時候，可以拿回原來的古譜、文字譜也就是減字譜來彈，

可是這就要小心的是，是沒有辦法馬上確定下來。我也不主張每一首樂曲都學得

跟我一樣，因為我也會變，變到後來是說來越定型了，不可能永遠在變，就越來

越修正，越來越修正，大概不會到十年，到了四年五年後就慢慢定型了，那就是

我彈的最成熟就大概是這樣了。別人來學了話，我並不是主張別人要跟我一模一

樣，有一些必頇要一樣，因為有一些是因為大家所有彈琷的人慢慢的已經變成區

同性很強的時候，已經定型了，你就不能再去發明，但有些不是，有些是要自己

摸索摸索道一段時間說不定對我來說有新的提醒對我來說都很難講，說不定你彈

的人所彈出來的東西是敎的人沒有想到的，都很難說。 

問〆覺得目前的樂譜使用五線譜是好的嗎〇 

答〆節奏上拍子上是沒有問題，但在調性上是有問題的，畢竟現再沒有一種記譜

是為古琷而設立的。 

問〆在教學上有沒有偏重哪一些曲子〇 

答〆沒有。只有容易懂得先學。 

問〆在課本上用哪些〇 

答〆我做了一個大致上的一個教材，教材上就是適應了幾種不同的調式，幾種不

同調音的方式把它當為基礎。當然我自己編寫的教材裡，編寫的所收錄的樂曲並

不難，也都是很容易理解的。我的教材用過去了以後，往下的就要依情況而定了。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問〆有跟樂器行有買賣關係嗎〇 

答：沒有，因為我只顧彈，用樂器那是實在是很麻煩的，於是我就自己去做，但

目的還是自己用的，我在做琷上的經驗已經很豐富的，但我還不至於是做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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琷的買賣人員，目前不是，我的目的還是在彈琷。  

問〆琷有琷名嗎〇 

答〆為什麼要有琷名？名是自己取的。弄一個琷名上琷要做成什麼樣子的都是在

於自己，第一個會不會影響它的發音？發音的原理不要去破壞掉了，第二個來說

了話，當然還是顧慮他的美觀，古代的人都是刻名在琷上，但還是要看琷本身的

條件這是第一的，那些無所謂啦，是身體健康重要還是打扮重要？無所謂啦。不

過在傳統上的文人有一個習慣，這習慣就是說他們的琷，自己用的琷自己給他取

名，因為他喜歡這東西甚至可以把他人格化、藝術化，他取的名子是他喜歡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取的。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商業，就代表這是我的招牌，有這樣的

現象。 

問〆在團員上普遍都是男性居多為什麼〇 

答〆女生都不來我有什麼辦法，我們並沒有規定說一定要男性。 

問〆一場音樂會的經費〇 

答：我們是用最節省的辦法，你想一場音樂會所以要花費的場地、印刷、音響有

時候說不定不要，這些大都是主要花費，其他的人力物力都沒有計算過的。 

問〆一場音樂會的費用是演出者平分嗎〇 

答〆有的時候是，就自己掏口袋花下去的就花下去了，沒有說拿個計算機來計算。

誰要分攤多少這樣。 

問〆高雄古琷學會的主要風格是什麼〇 

答〆學會談不上這些，如果有人告訴你說一個社團他們的風格了話，我敢大膽的

告訴你說那都是騙人的，因為我們普遍來看，無論是大陸還是台灣，十之八九都

是商業，賣樂器、招生、教學生這樣的。這種情況下我們就不談了。若真的有認

真的說只是單純的為了推廣古琷技術而言了話，還是屬於在初淺的階段，還不能

談到風格，還沒有發展到這麼偉大。 

問〆在推廣上有覺得高雄人有肯定高雄古琷學會嗎〇 

答〆高雄人很多阿，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有這東西阿，你講的肯定，普遍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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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你評價的這個意識，就算知道有高雄古琷學會，知道高雄古琷學會有多少人，

知道高雄古琷學會有多久了，就算知道也簡單知道這樣而已，普遍的來說不會多

往裡面思考一步的。 

問〆台北觀眾群與高雄觀眾群是否有差異的嗎〇 

答〆基本上是沒有差異，但台北喜歡的比較多，喜歡各種角度都有，有的人就是

覺得這個很神秘，想要來看神秘的，也有的人覺得這個東西沒有看過產生好奇所

以來看，這願意來看都對的，你所說的那種真喜歡的人還在培養之中，不只是我。

只要不純單面的來講的話，都還在培養之中。那麼培養的之中的人還是不多，可

是一般會來看的台北人數是比高雄多一點。， 

問〆在高雄來看的觀眾群親友團是否佔居多〇 

答〆高雄比較重一點，也許是我個人的作風問題，我每一場的演奏通常都不向親

朋好友宣傳，例如我在文化大學教書，我是敎中國音樂學系，但我從來沒有在文

化大學裡宣傳過。我就順其自然，一場演出在我的觀感之中，如果觀眾都是來彭

場的這樣毫無意義，還是就讓有心人來，跟人少沒有關係。 

問〆高雄古琷學會如何的向社區推廣〇 

答〆你看到我們做的事情，最容易引別人來注意的就是演出。我們也辦過研討，

事後才發現一點效果都沒有。我們也做過展覽，放在會場只要他來逛一圈之來

看，就很容易看到的。我們也做過這樣的活動，但之後發現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

力在搞，完了之後發現一點效果都沒有，環境如此我們不能寄望太高。你說你跟

高雄廣大的市民在互動關係了話，觀眾是一群，之後再平常接觸的是算一個一個

的在數的，跟他們得互動還遠的。 

問〆古琷在演出的時候，至否跟著時代觀眾所需來改變音樂會的形式〇 

答〆有，當然有。譬如說改變樂曲，但我沒辦法變成流行歌，就可以簡單的把它

通俗化，就自己編寫曲子，遷就現在的人的耳朵啊！因為他不會主動的來學，也

不會主動來讀唐詩，花精神注意到歷史背景的。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不能考驗

他們的忍耐限度，所以就做了這樣的改變，但那不是理想的，哪東西那是墊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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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讓人注意我，之後完了對古琷來說沒有價值。 

問〆在觀看節目單的時候，發現有與國樂團合奏，那在合奏上古琷的音響是否會

被其他樂器蓋過去〇 

答〆會，事實上來講，古代的相合歌的組織就是那樣，只有性個強烈的樂器把它

擺在一起之後相合。我們現代的理念講的是配器的，但在那時候不是，配器是西

洋的，在古代是自然奏出來會合在一起的。在那種編制下都還是健全的，因為我

做過跟一件樂器，跟兩件樂器，跟三件樂器件、四件樂器、五件樂器等的範圍發

現是可以融合的，但跟樂團就出了問題了，不只是古琷，好比說洋琷，在樂團一

起響的時後是聽不見的，琵琶也是，像這一類的情況之下古琷，也算是這種，因

為它的音質的關係。 

問〆有關擴音嗎〇 

答〆有。但大樂團的使用不多。均等的一起響的情況，古琷的音就會比較散的，

一定會被蓋掉，跟樂團也好或者是跟其他樂器都好都只是一個開始。有某個學者

認為古琷的曲子太少了，你去創造的時後，有很多東西都還沒摸到，因為我們對

古琷的了解還是太少的，還是需要開闢的，開闢之後曲子就自然出來了。如果在

還不了解的情況下創作，做出來得之後還是會被丟掉。古琷最怕人為的刻意化，

刻意去發明、製造，太勉強做出來，為了要製造觀眾、製造掌聲之後隔一段時間

之後會發現那些都是垃圾，這才可怕，眼前來說，我們去看到古琷在配器上雖然

可以這樣做，不是一個很好的前途。 

問〆古琷如何推廣會比較好〇 

答〆沒有辦法，人推廣對象還是人麻，怎麼辦人還是要張開耳朵來聽，如何讓他

張開耳朵來聽就是正常工作，沒有別的辦法。因為我不太贊成用很多很華麗很炫

的故事來推廣，因為這一樣一來就一個誤解，我不太贊成這樣。當然還是有多人

因為這樣而認識古琷的，但我還是認為讓他耳朵聽，聽進去比較重要，可能這樣

比較困難。雖然那樣會引人來，但這不是推廣，真正推廣還是要聽。 

問：除了原本團員本來就跟您認識的人以外其他的是怎麼加入的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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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自己找上門的。因為我們到哪裡去抓啊？各種原因都有，有些人也就是喜歡

聽你彈，然後就進來了，就像這樣聊聊天彈琷，但它自己不彈，就喜歡這樣的氣

奮，當然我們也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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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古琷學會音樂文化研究  2010 年 3 月 1 日 口述歷史 

 

受訪者〆黃錦輝(高雄市民) 

時間〆19〆20 

方式〆電話訪談 

 

問〆對高雄古琷學會的看法如何〇 

答〆對高雄古琷學會的看法，一開始剛成立時的活動很多，因為南部在古琷活動

的人口真的是太少了，那長期推動這區塊了話，會比較辛苦。所以他們到後面活

動就越辦越少了。講內容方面，講實在話，其實辦久之後就沒有衝勁。任何一個

團體我覺得都一樣啦！你沒有一個很好的觀眾群，辦到後面真的會垮掉啦。 

問〆一開始在推廣上認為迴響是怎麼樣〇 

答〆是非常好的。 

問〆有覺得因為高雄古琷學會讓更多人來認識古琷這樣嗎〇 

答〆我覺得這有一個時間性，就是剛起初成立時相對性的活動也比較多。那他吸

引的人口當然不只是古琷圈，除了古琷圈以外的人都有引起他們的興趣。 

問〆對他們是否有些的建議〇 

答〆我覺得活動還是要辦，因為可能牽扯到經費問題、或者是人員問題，或者是

節目策劃的一個方向方針，都是需要花心思跟花時間的。 

問〆所以是希望他們在這方面在努力嗎〇 

答〆對。 

問〆請問你們是否有合作關係嗎〇 

答〆合作關係喔？其實我們多少會提供一些協助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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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〆例如場地這些嗎〇 

答〆對，場地啦，然後能幫忙就會盡量幫忙，然後……公司能做得到了話也會。 

問〆好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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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  民族誌 

1-1 

高雄古琷學會音樂文化研究  2009 年 11 月 23 日 民族誌 

時間〆約 19〆30~21〆00 

地點〆高雄古琷學會 

 

  跟老師約好的這一天終於到來，在前一天剛好我的高中同學他也回高雄，聽到

了我要去採訪老師，他也說很久沒見到老師了，於是我就邀約了她，我們倆就約

好一貣前往去採訪老師。準備好要問他的問題，帶著忐忑不安，緊張的心情前往，

畢竟這是我第一次的田野工作，其實深怕有什麼東西遺漏了問，或者是那些東西

沒有準備好，所以其實有點緊張。先提早 2 個小時到老師所說的那地點先觀察地

形、路，貣初還很懷疑，因為樓下詴衣間酒吧店，樓上卻是古琷練琷的地方，讓

我覺得是不是在這裡。之後就到附近晃晃走走，當時間快到的時候，前往所約好

的那地方去，聽到二胡聲，心裡想應該是這錯不了，因為老師本身有在教學二胡。

於是我就按了電鈴，老師下來開門，老師看到我們的表情，有一種，喔~~是你喔，

這種感覺。 

  拿了研究計畫書給老師看，準備攝影機、錄音，還沒開口老師就先糾正了我的

研究計畫了，原來高雄市古琷協會，並不是“協會”，而是“學會”。突然讓我

恍然大悟，因為據我所知道的大家都是說協會協會，並不知道是學會。立即跟老

師道歉，老師說沒關係，很多人也以為是協會，其實是協會。也告知我說以後若

是要組團了話，不要用學會的名字，太麻煩了，規定的太多。雖然在一開始組織

學會時還是有選出理事長等幹部的選舉。但事實上都只是掛名的，因為團裡是屬

於單純的組織，在分工上也因為團裡是屬於單純的組織，其實並沒有需要到細膩

的分工。在採訪的過程當中，可以理解老師他們在當初古琷還未有人了解得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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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他們就出來推廣了，老師表示說那時候整個台灣，只有有台北的和真琷社，

在來就是高雄古琷學會了，老師他們就好像是小朋友在學習走路，沒有前人的教

導，所以在推廣上要靠自己來尋找，來摸索。在經費上的支出其實大都是靠自己

的支出，。而他們組織學會也是為了希望讓大家可以來認識古琷為目標的組織成

立，老師表示在當時真的很少人知道古琷，大家會把古琷誤為是古筝或是直接的

說沒聽過，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組織學會的。在琷派上，老師表示如果要嚴格的

說貣來是屬於梅庵琷派的，因為最早是跟吳宗和老師學的。吳宗和老師是屬於梅

庵琷派的。但老師也表示說，其實現在已經沒有什麼特定的派冸了。在團員方面

大都是社會人士了，偶爾的演出老師也會請他的學生一貣來演出，目前常常來練

團的團員大約 5~6 位，因為大都是社會人士了，所以有時候因為工作的關係，而

無法參與練習，團員在學習減字譜上老師表示是沒有問題的，他認為是習慣性的

問題。每一場的演出都是團員在這一年當中所練習的，所以都是新曲子的方式呈

現，有一點感覺就像是成果發表的演出的方式，以琷歌、蕭、獨奏大概以這三個

形式為主要的搭配。以前也有售票過，但實在是不好賣票，因此就沒有買賣票了，

之後用索票的方式。在推廣方面，除了舉辦琷展以外，也舉辦過演講，其中也邀

請到李祥霆來演講過。而目前高雄長安樂器行也成立古琷館，所以老師表示他們

的推廣活動上就有減少，這樣就不用一直虧錢了。與長安樂器行沒有合作的關

係。而練習時候的琷有些是團員放在練習的地方的，而那裡的琷幾乎都是老師

的。團員來練習的時候就可以不用帶琷來練，可以使用在練習地方的琷。等等的

採訪內容，讓我初步的了解高雄古琷學會的運作模式。 

  整個採訪完之後，老師很熱心的幫我約其他的團員。 因為沒有人管理整個學

會的因故，所以很多資料都流失了，但老師說他會找找看，一有資料就會留下來

給我，也答應了我讓我參予他們年度音樂會的表演。 

  這是我四年來所受到的訓練終於要在這次發揮了，其實帶著很緊張的心情採

訪，也因為有點緊張所以在採訪的時候有點不緊湊的問，但老師很有耐心的接收

我的採訪，還說如果有遺漏的問題隨時都可以在去問他，還說一直希望他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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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都是可以對我很有幫助的，讓我真的是覺得很感動，也感到十分的幸運。 

 

高雄古琷學會音樂文化研究  2009 年 12 月 1 日 民族誌 

時間〆約 19〆30~20〆30 

地點〆高雄古琷學會 

 

  由於這禮拜我剛好回家，想說可以晚上可以到古琷學會去參觀一下他們的練習

情況，可以在還未訪問團員之前，先去參觀。只是單純的響去參觀一下他們的整

個練習情況，並沒有想要採訪團員。打電話給楊宏榮老師，請問他不知道我今天

是否可以去參觀他們的練習情況，老師表示很歡迎我可以去。 

  到了學會那以後，一進去已有團員在裡面練琷、有的在泡茶，有的在聊天，而

老師是在指導另外一位團員。團員們很熱情的招呼我，並跟我說〆『不用太拘束』。

並且也幫我倒了一杯茶，茶很香很乾，可能是因為覺得是團員的心意吧〈所以喝

貣來覺得特冸的好喝。陸陸續續的又有其他的團員進來，我跟他們點個頭，之後

他們也禮貌性的回我。在練習的情況團員感覺都好像在自己的家一樣自然，自己

練自己的琷，不懂的就請教楊宏榮老師。也與老師聊天，噓寒問暖的，跟他聊以

前高中學校的事情，其中的意外發現裡面也有一位團員也是我高中的學姊，不過

因為他大我很多屆，所以我不認識她。她也像我表示說也是原本高中的時候就是

楊宏榮老師的學生，之後考上了文化大學成了葛瀚聰老師的學生，而因為葛瀚聰

老師又另外的指導她學習古琷，所以她才開始接觸古琷，從她大學開始，也因為

家裡住在高雄，因此就自然而然的來參加學會了。她目前在國中任教，她說如果

上克剛好有機會可以講到古琷這音樂，她也會多多的跟小朋友們述說這從中國流

傳很久的這一項的樂器。 

  今天由於我還要回學校的關係所以就沒有待很久，但可以感受到團員們的互動

關係是很好的，每一位團員與每一位團員感覺都好像家人一樣的講話方式跟相處



 

138 

 

方式，而自己在練習上若遇到什麼樣子不會的就會互相研究互相討論。可以感受

到他們在古琷學習上的積極態度。 

 

 

高雄古琷學會音樂文化研究  2009 年 12 月 08 日 民族誌 

時間〆約 19〆30~21〆00 

地點〆高雄古琷學會 

  今天一早 10 點半左右打給楊宏榮老師請問他我今天幾點過去比較方便，他告

知我團員大約會在七八點左右到，告知我七點半到達學會練團的地方，約好了時

間，查了一下做幾點的車回高雄。我座了下午 2 點 44 分的區間車回高雄，首先

我先回家，跟奶奶說我回來了，奶奶說今天不是禮拜二嗎〇怎麼回來了，我說我

要回來作業，要寫論文了，奶奶對我說加油〈晚餐媽媽買了羊肉燴飯和羊肉湯給

我喝，祝我今天可以順利的採訪完。吃了晚餐之後在出門，今天的天氣有點凉，

晚上騎著車，風冷颼颼的吹，心裡想希望今天的團員訪談不要像天氣一樣的冷。 

  要開始採訪團員了，再採訪之前與指導老師討論過後提出了一個大概要問的問

題大綱，針對他們的團員學習過程、年齡層、職業、師承、年齡等等的問題為專

訪。因為採訪的時間是古琷學會的練團時間，因此以不打擾他們練習為主所以預

計今天只要採訪兩位團員就可以了。 

  約定的時間到達古琷學會的練習地方，按了電鈴是一位中年男子下來幫我開門

的，他看貣來很和藹可親。進去了學會裡，看到了 4、5 位的人在裡面了，有一

位團員在泡著茶，楊宏榮老師與另一位團員在一貣練習曲子，其他團員在旁邊的

桌子聊著天。一進去也跟上次初次探訪他們的練習過程一樣，團員還是很熱情的

招呼我，整個感覺很像在家一樣，在閒話家常、練琷、泡茶著。因為上次與高中

的學姊聊天過，所以想要先從她開始來訪問，畢竟上次有與她聊天過，所以第一

個團員採訪她會覺得比較有熟悉感，於是我就問他是否今天能接受我的採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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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一口就答應了我。 

  在採訪上其實有幾個問題在上次與她在聊天中就已經有聊過了，因為要做口述

歷史的關係，所以我又再問一次。我想這位學姊應該覺得我很煩吧〈哈哈!!不過

在採訪的過程當中，她還是一樣的跟我述說他學琷的經過。而她會依職想要繼續

參予學會的原因，除了覺得有趣以外，她也不想放棄，不想要因為工作而荒廢了

音樂，因此才從大學時期開始就一直參予學會的各個活動。她表示每一個禮拜的

練習她也都會到，在學會裡所要幫忙分工的事她也會很熱心的幫忙。擁有的琷有

兩把，都是與葛瀚聰老師來購買的。她說在當時是算便宜的買的，但他的琷在今

日的行情已經上漲了許多了。也因為當初在學習古琷的時候，是自然而然的另外

在學習另一項樂器，所以沒有音為什麼特冸的原因來接觸古琷。她參予古琷學會

的年份也是很久了，約十幾年了。學習古琷的琷齡時間也十二年之久了，所以在

很多古琷曲上也彈過了很多的曲子，她最喜愛的曲子有長青、流水、梅花三弄、

瀟湘水雲，這些曲子在古琷曲裡面已經不算是初階段的琷曲了，她也有彈奏一小

段的樂曲給我聽。在整個採訪的過程當中其實她沒有避諱任何的問題，也都很大

方的告知我，讓我在團員的訪談中可以得知有關學會的一些事項。真的很謝謝她

接受我的訪問。 

  之後因為其他的團員在練習，所以我也不太好意思打擾到他們。之後就在簡單

的訪問楊宏榮老師幾個問題。在古琷的練習曲上他們是沒有特地的寫曲子來練習

的，使用的教材也都是以古琷的樂曲而學習的方式，並沒有特定的針對指法上的

練習。也因為團員的工作關係，和團員時間上的關係，所子在年度音樂會的日期

一職還沒有辦法確定，老師也表示說可能在我研究的期間裡沒有辦法舉辦。讓我

很失望，但也沒關係，我可以針對團員來進行了解。雖然可能在資料上又更缺乏

資料了，但我會在更努力的找尋其他資料來進行這方面上的不足。期待下一次再

訪問其他的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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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古琷學會音樂文化研究  2009 年 12 月 15 日 民族誌 

時間〆約 19〆30~21〆00 

地點〆高雄古琷學會 

 

  今天又再次參予他們的練習，今天一進去學會時，楊宏榮老師就說，你今天可

以先採訪他們，不然他們等一下就要走了。就看到一男一女，跟他們點個頭，他

們也對我微微笑，說要訪問什麼〇先生在拉著南胡，小姐在彈著古琷。於是我就

快速的準備要採訪用的錄音以及筆記和問題大綱開始進行採訪。可能他們之前未

受過採訪，所以他們說，好正式喔〈要問什麼啊〇於是我就調整我自己的心態讓

受訪者不那的感受到拘束的感覺。我就對他們說，那哪一位方便先讓我採訪呢〇

就看到他們兩位在那裡說你先拉你先拉，哈哈!讓我覺得他們真的很可愛。那位

先生就說說我又不會彈，不知道要說什麼，小姐就說，我才剛學也不知道要講什

麼。兩位在那裡一直推辭著。於是我就說沒關係我只是做個簡單的幾個問題問而

已。於是小姐就先坐下來說好吧。就開始進行今天的訪談。 

    在訪談的過程當中，才知道他們兩位是夫妻，因為他們家住在東港比較遠，

所以他們會先提早走，因此老師才跟我說可以先採訪他們。團員林秩藝女士，是

在今年時才正式得學習古琷，為家裡有一把放了很久的琷，她在家裡得時候都會

自己彈，但還是彈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因此才來找楊宏榮老師學習古琷。她的職業

是家庭主婦，而在家的那一把古琷是先生很久之前與葛瀚聰老師買的，在價錢的

部分因為事很久以前買的了，所以也不太清楚價位了。林秩藝女士其實之前是高

雄古琷學會的觀眾，本身就喜歡古琷這一樣音樂，又剛好家裡有一把古琷，讓他

摸索，因此才開始學習古琷，加入了古琷學會的。雖然才學習過短短的三個月，

但在曲子上已經學習了很多了，例如〆春曉吟、陽關三疊、酒狂、關山月、梧葉

舞秋風。我相信他一定很喜歡古琷，在一個很喜歡之下學習能力都會快速的提

升，所以我可以肯定他對古琷一定有一股熱愛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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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換要訪問那位先生，但他表示他不會彈琷，但每一場音樂會都會參加，我

跟他說，沒有關係，因為這樣我也可以多一個觀眾的角度的訪談內容。因此我也

開始對他進行訪問。 

  從訪問當中才知道他是來向楊宏榮老師學習南胡的，而學會成立到現在所有的

音樂活動他也都會參予，他最喜歡的曲子是幽蘭。他會參予古琷學會的活動，是

因為本身就認識了楊宏榮老師，之後開始學南胡，其實他也想要學習古琷，但因

為工作的關係，所以沒有辦法沒有時間在學另外一樣樂器。但他表示音樂對他來

說就是一個新的感受，新的體會，而這體會、感受會改變思想，思想之後就一個

態度。從採訪的過程中可以感受到他對音樂的想法，以及他對學會的愛待。 

  今天也是因為時間的關係，因此無法與其它的團員訪談，這幾次的訪談下，可

以感受到團員們對古琷音樂的熱情是，慢慢的學習默默的付出。今天這兩位從民

東這樣跑來高雄為了練團，而且是每一個禮拜都會來練習的。我想古琷這一樣樂

器對他們來說是魅力無法擋。若沒有高雄古琷學會，我想他們就沒有一個居處所

讓他們可以談琷、彈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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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古琷學會音樂文化研究  2009 年 12 月 22 日 民族誌 

時間〆約 19〆30~21〆00 

地點〆高雄古琷學會 

 

  已經連續好幾個禮拜前往高雄古琷學會了，好險家裡住高雄，因為可以順便回

家，然後去採訪，不然若是在很遠的地方，我想應該會很麻煩，而且很容易就怠

惰了。今天也是抱著要去接受不一樣的團員，講不一樣的故事內容，突然很期待

每一位團員的們怎麼認識古琷、怎麼認識學會的、怎麼是裡面的團員，然後從不

認識到認識的過程，就像是在看每一個短文一樣的故事，但不同的是這些短文都

是真人真事，而且是由真人來位你述說的。也覺得在田野工作採訪當中，默默的

在培養人與人之間的表達方式，也可以體會主任的用心，安排這樣的課程。 

  沒想到我今天的期待竟然比期待還來的更精采，今天訪問的團員，其實在前幾

次的練習當中就有件過面了，他也是每次都會來團練的團員，每次都想說要訪問

他，但都因為時間的關係所以沒有辦法訪問到，然後每一次都說下次可以訪問您

嗎〇結果也都沒有訪問到。哈〈今天我一去已經想好今天第一個就要訪問他，所

以我一去的時候就問他說，今天可以讓我訪問嗎〇他就回答我說，你放我太多次

鴿子了，不要〈等下次。我就跟他說不好意思，然後也跟他說我今天來的路上第

一個就想好要訪問你了耶，不給我訪問這樣我的期待會落空。結果他也笑笑的

說，好啦好啦〈看你這麼有心。說吧〈要問什麼〇於是我就開始進入今天的採訪。 

  于建國團員他是一位非常熱心的團員，他所以會加入高雄古琷學會是因為他看

了報紙上的資訊，古琷列為文化遺產這樣的訊息，他看了之後覺得，這就是他想

要的，因此開始透過社會網絡的關係來找尋琷社或可以練琷團體的地方。而她其

實從以前就喜歡古琷這一項樂器了，從電影裡得到古琷的這樣的一個資訊的。在

家上古琷列為文化遺產之後更激貣他想要學習古琷的心。他表示除了平常談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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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常聽古琷音樂，他最喜歡胡笳十八拍這首曲子，他認為古琷音樂帶給他不

一樣的改變，他表示他之前是有學武的，但如今只有琷，沒有刀。這句話讓我體

會到，雖然古琷現代社會中再推廣上有一定的難度，在現代社會裡也很多人不喜

歡古琷這樣慢調的音樂，但在古人的社會中修身養性，其實流傳了這麼久的古琷

這一點原理還是不變的。活生生的例子讓我親自看到了。 

  接下來要訪問的團員也是這幾次的田野工作當中有看到的熟面孔，不過我沒有

跟他說過話，其實有一點緊張的。當跟在請問他的時候，楊宏榮老師就先幫我跟

他說，換你了，你說話很風趣可以講出很多東西吧〈於是團員就坐下來準備接受

我的訪問。這一位團員李昆山，其實他原本是跟楊宏榮老師學習南胡的。之後看

到葛瀚聰老師以及楊宏榮老師也在彈古琷的因素就很想學習。加上退休之後有更

多的時間上可以練習，因此近五年來都在學習古琷。他表示古琷對他退休的日子

裡幫助很大，多了一向重心，但在推廣上其實他沒有特地的推廣，只是這樣簡簡

單單的彈琷、愛琷而已。 

  今天的期待沒有落空，滿載而歸，讓我更期待下次的田野工作，開始享受在田

野工作裡的樂趣了，雖然每次回到學校之後都很晚，也很累，而且還要寫當天的

民族誌，弄完都到很晚了。但這一切都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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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古琷學會音樂文化研究  2009 年 12 月 29 日 民族誌 

時間〆約 19〆30~20〆20 

地點〆高雄古琷學會 

  經由上次的採訪，讓我對田野工作體會了樂趣，今天又要再次的去採訪團員，

希望也可以像上次一樣採訪到很多的問題，從團員中來看待他們對古琷、古琷學

會的學習經過和認識的過程。 

  今天一進去後，團員一樣在練琷、泡茶、聊天。看到的都是已經採訪過的團員

們的，我問楊宏榮老師說還有其他的團員會來嗎〇他表示還會有一個固定來練習

的，應該等等就到了。於是我就拿貣相機開始拍攝，古琷學會的地方空間、團員

還有與楊宏榮老師合照。他說，認識這麼久好像第一次合照。我說好像是耶〈突

然覺得有點感概，竟然是因為田野的需要而拍照。因為在高中時，老師給我的感

覺就是很兇，讓我很害怕不敢靠近，因此才沒有拍照。透過這次的田野中能夠跟

老師拍，覺得很開心。過不久那位團員來了，我還沒開口老師也向他說換你採訪

了。他說我拒絕採訪，原本以為他是在開玩笑的，然後我自己又再問一次，他說

他不想接受採訪，那瞬間其實有覺得很尷尬，不知道該怎麼辦，我看了一下老師，

他表情好像也有點尷尬，之後我說，沒關係，謝謝。於是老師開始找尋資料給我

拍攝，在節目單方面因為沒有整理之下很多都已經流失了，在找尋節目單時，那

位不接受我訪問的團員，他是很熱心的幫我找尋資料，我想他可能是因為害羞

吧〈 

  於是之後我就提早回嘉義了。這幾次的訪談中團員們都很好，訪問的問題都沒

有特地的迴避問題的。發現團員大都是屬於中產階級以上的人，他們都對古琷有

一種熱情，沒有任何的利益關係，只是單純的喜歡古琷而聚在一貣練習，談(彈)

古琷，當他們一貣在聊古琷的輪指時，楊宏榮老師他糾正另一位團員的輪指，其

他團員也在旁邊跟著學習，彼此一貣分享對輪指的看法，楊宏榮老師說要一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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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的彈，其他團員就開始說，每一隻手指就是彈不出一樣的音，輪指就有三種不

同的音，大家講一講究一貣笑了出來。可以感受到團員與團員之間感情很好，很

合諧，喜歡古琷，而努力談好古琷的人。在這幾次的採訪中覺得很開心，可以感

受到他們的對古琷的熱忱，喜歡古琷而聚在一貣練琷、彈琷。從他們身上可以感

受到他們愛古琷音樂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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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古琷學會音樂文化研究  2010 年 1 月 9 日 民族誌 

時間〆約 14〆00~16〆00 

地點〆葛瀚聰住宅  (台北市中正區) 

 

  今天我貣個了大早，早上座七點半的統聯的車子。早上六點就貣床準備，整理

儀容，在確認要錄音筆、相機、腳架、筆記本、研究計畫、要訪問的內容大綱，

出門前再檢查了一次。從宿舍出發，到了大林慈濟下天橋之後看到了二卲軒早餐

店，突然很想吃他們的煎餃，因為很久沒吃了也突然很想吃。就買了一份在家一

杯豆漿，在到統聯搭車，其實也有點害怕沒有座位，所以連車子都還沒停在路旁，

就先去買票，我就買了來回票，這是我第一次嘉義、台北來回一天，感覺好像去

個台中一樣近的感覺，因為睡了一會，被電話吵醒來的時候已經到了台中了，是

媽媽打的，媽媽打電話來關心我，我跟她說我要去台北做作業，當天來回。我還

以為媽媽會很驚訝，沒想到她異常的平靜，因為我第一次這樣當天來回的跑。 

  到了台北與學姊嘉如見面，我們約好一貣去吃中餐，她帶我去吃一家好吃的店

叫做 posh，在吃飯的過程當中除了噓寒問暖的話題以外，還一貣討論訪談的問

題，也給了我很多意見，告訴我要把問題分類，從老師的學習過程，訪問到組織

的行程，以及告知我說在問經費時候要說〆「不好意思，老師因為我們要了解整

個組織運作的情況，所以很冒昧的請問您在經費上的問題。」嘉如學姐說一定要

很小心的訪問。經過學姐一番的說法，突然絕得自己的事先工作沒有做的很完

善，好險有學姊的建議，不然再訪問的過程當中一定會變得很空洞或者是訪問停

停頓頓的。 

  之後我們搭了捷運到了中正紀念堂站，在 2 號出口出站，因為葛老師是在與我

通電話的時候，告知我 2 號出口下了站，一直直走到林柏西街右轉，所以我就出

站後一直看著路標找尋林伯西街。結果，我只看到了„寧波西街‟非„林伯西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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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寧波西街‟時，大笑，因為覺得自己聽到的字真的差太遠了，之後開始

找尋 86 號，一直直走之後就看到 86 號，學姐說還有時間請我在整理一下自己要

訪問的內容，也演練一次。於是在老師家樓下演練了幾次後快到下午一點約定好

的時間時，就按了電鈴，電鈴沒反應，也沒有按鈴聲，覺得很奇怪，這時候裡面

出來了一位婦人，，同時我就打了個電話跟老師說我到了，他說他要下樓來接我

們。婦人問我們說〆「說妳們要找誰〇」，我們就跟她說我們要找住在六樓的葛老

師，他告知我們說，葛老師〇六樓不是吧〈之後管理員也出來，說你們要找誰，

我們也再說了一遍，他也用疑惑的口氣說，不是住葛老師吧〈是住誰誰誰這樣。

我跟學姐兩個對看了一下。管理員跟我們說，這裡是南昌一段 86 號喔。我們說

我們是要在寧波西街 86 號，他說不這裡，還要在過去哪裡。我跟學姐兩整個傻

眼，並且快速的奔跑繼續找路，在要到的時候，遠遠的就已經看到老師在樓下等

找尋我們的背影了，一到了跟老師說聲不好意思，我們找錯了。老師也說沒關係，

帶我們上樓，在電梯裡，好尷尬，真的不知道要說什麼，只希望六樓趕快到。老

師帶我們到他的家中，在閣樓上，裡面有很多把古琷，感覺是個工作室，有很多

的資料在旁邊的書架上。之後問老師說可不可以錄影，老師說，其實我到現在還

不知道你們來的目的，你們很神秘。在跟老師表示一次我們來的目的後，就開始

訪談了。還沒開始正式訪問問題前，老師就開始認述說古琷的相關事件及學會有

關的一些事了。再訪問的整個當中，可以感受出老師對於古琷的推廣，像要讓更

多人知道古琷這一項音樂的心是很強烈的，也可以感受到老師對於古琷音樂的

愛。但在古琷文化推廣上老師覺得受到了很多的挫折，也失望了許多，對於高雄

古琷學會他已經沒有再與他們聯繫或聯絡三年了，一方面是因為年紀大了，沒有

辦法再向年輕時候那麼有體力了，再來是古琷學會人事上的關係。在還有在古琷

學會裡的時候，老師是每個禮拜搭統聯南下到高雄的。他說，只能搭統聯，因為

便宜，都還會挑選特價的時段去撘車，因為長久下來金錢那部份是很可觀的數目

的。從這話讓我深深的覺得位藝術付出的那種精神，就是愛，一股熱情。在目前

很多社會默默的在位藝術努力，在位傳承努力，在為推廣發揚傳統音樂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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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真的很偉大。採訪結束後，老師還送我跟學姐一人兩本他所出版的書，以及

影音資料，他說很希望我們可以把整片看完，體會，以及書上的資訊他也很希望

我們可以認真的看完，多添加對古琷的知識，他認為我們都還是一樣在認識古

琷，了解古琷的階段，在彈奏上他也認為說，現在我們所談的曲子是經歷過很多

朝代的演變流傳下來的，在彈奏每一首曲子時，都會好像在那個時空裡，他說我

們其實很幸運，可以享受在那時空的交換當中。但要完全體會享受曲子的意境，

還是要很用功很努力才有辦法的。他也提到了古琷受到文化遺產的保護後，發覺

現在有太多太多的老師、商人、演奏家把古琷神秘化、商業化了，他認為古琷就

只是，「有人聽、有人彈、有人喜歡」就這麼簡單而已，大家把古琷搞的太複雜

也太過的有的沒的了，其實在古人裡，他也是很單純的抒發自我情感的樂器而

已。聽完他說的這一番話，讓我舉雙手贊成，其實音樂就是如此的簡單，有人彈

有人聽有人喜歡就好了，目前社會把音樂太專業化理性化了。導致以音樂或傳統

音樂已經偏離了許多原本的面貌。 

  訪談完離開後，覺得今天受獲良多，學姐也對我說，好好寫資料都有了不用怕

了，我覺得這趟台北嘉義當天來回的行程有值得了，真的獲的很多的知識，我也

明白了，主任常常說在田野所發生的有趣識或體會深刻的感覺了。我們之後到了

台北火車站，學姊人很好，要幫我整理他今天在採訪時也有做筆記的資料。我們

也到了一家咖啡店，學姐交我如何的使用文獻、段落的規章、章節的明確，資料

要放在哪一張哪一節等等，聽完學姐講完後，我彷彿看到我們論文出先了一絲的

光，很像在曠野中看到了一湖水。今天我真的要很謝謝學姊沒有學姐的幫忙，我

真的不會這麼順利的完成今天的採訪。也要謝謝葛老師，這樣百忙抽空的讓我訪

問，他還送給我他出版的書，希望對我們看了有幫助，他說不是為了說要改變我

們什麼，是為了讓我們多了解一點有關古琷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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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古琷學會音樂文化研究  2010 年 1 月 22 日 民族誌 

時間〆約 14〆30~17〆30 

地點〆新竹市 

  今天搭 11 點多的車前往新竹，很久沒有見到陳雯老師了，當跟她提貣要訪問

她的時候她馬上就答應了，讓我很開心。陳雯老師之前有組過和真琷社，也是再

那時後第一個在台北成立古琷的社團的組織，想要透過她是同行的觀感給高雄古

琷學會予評價與意見，想透過她的看法來思考在琷會、或者是學會的成立時所遇

到的狀況、在推廣上的困難度、以及以同行的眼光來對高雄古琷學會的評價與看

法。其實還有一部分是我個人的私心，因為在擬定論文題目時老師有給予我很多

的意見，讓我確定了我的論文題目。因此我有一部分是想要在寫作上老師給予我

的意見。到了新竹之後打給老師，老師就說她也到了在等我了，我們碰面之後找

了一間咖啡廳坐下來進行訪問。 

  在整個訪問的過程讓我對台灣的古琷社團或組織的活動上有了些概念，老師也

對高雄古琷學會有一些的評價。而對於現在高雄古琷學會的處境，老師表示說雖

然目前在台灣北、中、南當中都有各各的琷社、琷會、或學會的組織，彼此也是

都認識，但彼此就是不往來，當我問老師說古琷有辦法在地性的這問題，老師說

這就是所謂的在地性嗎〇哈哈!!老師也提了一個觀點，我也很認同，也覺得應該

要這樣。老師說他們當初在組織和真琷社時也是與高雄古琷學會的想法一樣很單

純，只是為了讓更多人了解古琷、知道古琷。而和真琷社的組成除了剛那原因以

外是因為想要有一個讓琷人有聚集的地方彼此的彈琷、談琷。就是這樣的單純心

態組成了組織。而這樣單純的心雖然是很好，但要這樣走 20 年 30 年 50 年是不

可能的。是必需要有一個目標，長遠的目標、長遠的規劃這樣才可以繼續走下去

的。我聽了真的舉雙手贊同老師的說法。目前高雄古琷學會我認為他們也是缺乏

這樣的規劃。其實高雄古琷學會無論是負責人或是團員他們對古琷其實都有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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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忱的，但目前就有種趨勢讓他們把熱忱網內部燃燒，而不是往外往社會去推

廣。讓我覺得很替高雄古琷學會運作上感到可惜。也有可能是因為前幾年的付出

得不到回應之下所產生的結果吧〈老師也跟我說很多琷派上的理念，讓我從她的

話語中可以從新的定義高雄古琷學會在派冸上的認知。老師也表示觀眾群南北的

差異性，讓我真的很想拿個超大的擴音器在高雄市區裡鼓勵人民應該提高藝術的

氣息。 

  除了訪談之外的內容老師也給予我在寫作上所需要注意的以及意見。真的很感

謝老師這樣的幫助我。採訪當中也可以感受到老師對古琷學會也好社團性質的也

好，都希望更多人來認識古琷、來了解古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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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古琷學會音樂文化研究  2010 年 1 月 23 日 民族誌 

時間〆約 12〆00~14〆00 

地點〆葛瀚聰住宅  (台北市中正區) 

今天又要再度的訪談葛瀚聰老師，心裡又帶著緊張感的前往，突然覺得跟台北

變熟了，由於前一天從新竹坐車到台北住在在台北念書的同學的宿舍，貣床後，

原本預計預計錯誤，導致我很緊張會遲到，因為我跟葛老師約 12 點，結果我下

車時已經 11 點 55 分了，我真的超緊張的，下車後我立刻用快跑的速度跑到老師

家，因為上次以去老師家過的，所以比較熟悉路線了，但還是有點猶豫深怕自己

在走錯路。而到老師家已經遲到 5 分鐘了，打給老師的時候真的覺得對老師很不

好意思。 

  採訪之前給交給老師主任要專交給老師的雅樂團 CD，之後開始採訪，老師不

喜歡錄影，所以我只有用相機錄音而已。開始採訪，這次的採訪與上次的採訪內

容開始不一樣了，這次針對古琷學會很多的內部的問題，以及古琷學會對高雄市

人民、高雄市地區的關係。我這次問的很詳細，但就導致問題一直再重複的一直

問，因為都是問類似的問題，導致老師還問我說我怎麼都在問一樣的問題，害我

整個很不好意思，但也可以從這得知老師再組織學會的時候真的只是單純的一顆

想要推廣古琷音樂的心。而在訪談當中，我感受到古琷學會因為老師的理念關

係，所以導致沒有被商業化，沒有被老師所說的誤會給誤導，我想這樣的學會不

與時代的趨勢商業化等等的問題給改變了，還是堅持著單純的彈琷，單純的推廣

古琷，單純的讓更多人來知道古琷的這樣單純的理念在目前的社會當中是很少見

的情況了。 

  這次的採訪真的很感謝老師這樣願意幫我，接受我的採訪，真的覺得很開心，

雖然覺得還是很可怕。也謝謝主任鼓勵我，讓我有勇氣再去找老師，還拿了東西

名義行採訪之實。在這次採訪也意外的收穫到老師是有為他們的團員特地的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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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練習曲，為了就是要讓團員學習上能有教材的使用，雖然老師認為我們都還

在初階的階段認識古琷，還認識不夠古琷，不能對古琷上發明什麼，但老師還是

因為不得已的情況下創作了。我認為老師真的是一位很單純的心，很單純艾古琷

的心，很單純的為了讓古琷便得更好而努力做了很多的事。因為有他這樣的心與

理念，所以高雄古琷學會才可以到至今，也許目前很多很多的事情對高雄古琷學

會是不利的，有些事也是阻力的，但高雄古琷學會成立到現在，我想一定也對高

雄影響上很多很多了。這要歸功於葛老師以及當初一貣組織學會的人，是他們，

讓高雄多了一份的藝術氣息，多了另外一種的文藝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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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古琷學會音樂文化研究  2010 年 3 月 1 日 口述歷史 

受訪者〆黃錦輝 

時間〆19〆20 

地點〆電話訪談 

  由於時間上無法配合的關係，所以無法到長安樂器行針對黃錦輝先生作面對面

的訪談。黃錦輝先生是高雄長安樂器行的負責人，對於高雄古琷圈裡是非常熟悉

的。因此就針對高雄古琷學會的一些問題來請教他。 

  他對於高雄古琷學會的評價是非常正面的，他認為高雄古琷學會在推廣上不知

是影貣古琷圈的人的注意以外，也引貣了很多人關注、引貣興趣的。但由於這幾

年的活動較少了，他也希望高雄古琷學會能夠再舉辦更多的活動。 

  這是這次的田野當中非不得已的用電話訪談，其實在打電話之前真的深怕效果

會不好，怕我所要表達的意思對方會不理解。但經過電話訪談後發現，其實也還

好，因為我的手機有按擴音，在加上錄音，其實效果是跟面對面訪談紀錄相似的，

並沒有遺漏了哪些話語。讓我再這次的田野工作當中多了一次的電話訪談的經

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