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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立台南藝術大學中國音樂學系兼任副教授兼系主任歐光勳，於 2011 年 9

月 6 日至中國上海市敦煌民族樂器廠、上海音樂學院，訪問民族樂器廠王根興師

父有關二胡樂器製作、蛇皮處理與辨別等問題。至上海音樂學院訪問系主任王建

民有關民樂創作的觀念；另外也訪問了王永德教授有關上海音樂學院教學系統建

立與上海市民族推廣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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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敦煌樂器廠、上海音樂學院考察（報告本文） 

 

 

    國立台南藝術大學中國音樂學系專任副教授兼系主任歐光勳，於 2011 年 9

月 6 日至 2011 年 9 月 10 日期間，至上海考察。期間針對上海音樂學院民樂系、

上海民族樂器廠上海市二胡協會、上海敦煌樂器廠進行參訪。 

 

一、考察目的 

 

        上海目前是國際型都市，上海音樂學院也因為上海市國際地位，進幾年 

    來聘請了許多具影響力的大師至該校講學，並在改進了許多音樂學院的教學 

    理念與系統。如果能夠對該院進行探訪，可以借鑑該校這幾年改革的步伐， 

    對本系在教學理念與系務都有幫助。 

         

        另，上海目前有 1800 萬人口，人口數幾乎與台灣相當，高度經濟與城 

    市發展，是否對於文藝活動與生態有所助益，也是本系考察的重點。透過對 

    上海文藝生態的了解與認識，可借鑑本系在台灣本土，甚至放眼國際市場的 

    思維與佈局。 

 

二、考察與參訪過程 

         

        本次參訪對象以上海音樂學院為主，主要針對上海音樂學院辦學理念與 

    系統進行了解，並對該學院教師進行訪問。另外透過訪談了解上海市目前國 

    樂推展的狀況，並對上海敦煌樂器廠的廠長與製琴師父進行訪問。 

 

  （一）上海音樂學院參訪 

 

        上海音樂學院民樂系成立於 1956 年，是中國較早成立民樂系的音樂學 

    院，多年來培養沈之白、魏仲樂、二胡教育與演奏家陸修棠、王乙、閔惠芬； 

    笛演奏家陸春齡；作曲家胡登跳、王建民、楊青；指揮家閻惠昌、夏飛雲等。 

    半個多世紀以來的教學成就在海內外都有很高的評價。 

 

        該系目前主要的學科有二胡、琵琶、笛子、嗩吶、笙、柳琴、古箏、古 

    琴、民族音樂作曲、民族音樂指揮、民族管弦樂法研究等。 

 

        本科主修樂器有音樂表演藝術與民樂作曲兩大專業。表演藝術方面有 

    笛、笙、嗩吶、管子、二胡、板胡、琵琶、古箏、古琴、柳琴、中阮、三弦、 

    揚琴、箜篌、大提琴、低音大提琴與民樂作曲、民樂指揮等共十八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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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科方面分四大類：1.專業課有主修、合奏、室內樂、論文寫作。2. 

    專業基礎課：是唱練耳、鋼琴、和聲、對位、樂理、曲式。3.基礎理論：中 

    外音樂史、民歌、戲曲、藝術概論。4.政治文化課：英文、大學語文、藝術 

    概論、體育、計算機基礎、思想道德修養。 

    最特別的是該系有拉弦、彈撥、吹管、作曲、指揮、重合奏教研室。 

 

    1.訪上海音樂學院王永德教授談上海民樂普及教育的狀況 

 

        王永德教授是上海民樂系資深二胡教授，多年來他教授的學生有高韶 

    青、陳春園等二胡演奏名家。近年來王永德教授努力將民樂教學普及化，將 

    民樂推廣至上海以及上海以外的地區。有系統的組織教師團隊到上海各個小 

    學、中學組織社團，並定期安排訓練樂團。從訪談中，我們了解到一般學校 

    對於民樂團發展的情形，我們也透過比較可以觀察出台灣與上海民樂發展的 

    不同。 

 

    a.樂團數量： 

         

        上海市人口有 1800 萬人，台灣總人口數有 2300 萬人。上海市各級學校 

    民樂團，因為地緣資料取得不易，我們無法得到正確的統計數字，不過經王 

    永德教授的轉述，我們知道在數量上與台灣相比是少的許多的。（王永德教 

    授認為，上海市各級學校民樂團的經營是近幾年才開始的事情，所以數量上 

    與普及性並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 

 

    b.樂團演奏曲目： 

 

        按王永德教授的說法，目前上海各級學校所演奏曲目的廣度、難度與台 

    灣相比都有差距。台灣經過五、六十年的音樂比賽後，所有的學校教師無不 

    在曲目開發與技術難度的提升盡最大努力。而上海對於民樂的教育，一直以 

    來都著重在個人技術的培養，長期以來造就出許多優秀的獨奏人才，但在樂 

    隊人才的培養上，與獨奏人才相比就顯得弱的許多。也因為如此，我們從王 

    教授的口中得到的訊息，並比對台灣目前國樂團所演奏的曲目，比較後發 

    現，台灣國樂團在曲目廣度與難度與上海相比是比較好的。 

 

    c.樂團演奏的水平： 

 

        訪談中從王永德教授給予的資料，看到上海學校演奏的水平，正如王教 

    授所言，各聲部演奏水平並不高，樂團的編制也並不齊全，整體上來說，我 

    們看到演奏技術的生澀，聲部平衡也不盡理想。我想這些都與經營的時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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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的關係。如前所述，我們接觸到上海音樂學院的學生，其演奏水準整體 

    而言比起台灣專業科班學生的演奏水準是高的。上海音樂學院的學生，在技 

    術訓練、音準訓練、節奏訓練、樂曲表現等方面都高於台灣專業科班的學生 

    （以上所說，主要針對上海音樂學院學生程度較高者而言。我們接觸到水準 

    較普通的學生，他們的程度與台灣學生的程度比較起來，並沒有太突出）。 

 

    d.音樂比賽的舉辦： 

 

        由以上介紹我們可以了解，台灣各級學校國樂社團學生的程度，與上海 

    比較起來是很的許多的，我想這與台灣教育部幾十年來持續舉辦的全國學生 

    音樂比賽有很大的關係。據王永德教授的說法，上海也有舉辦各類不同的比 

    賽，但這些比賽大多由民間舉辦，即使由公資源舉辦，其性質、規模與成熟 

    度與台灣相比都有一段距離。由於教育部舉辦的音樂比賽，從賽程規劃、比 

    賽行程的安排、場地、場務、比賽辦法的制定、樂器分組、樂器種類的歸屬、 

    評審的安排等等都有一套很完善的程序。這些比賽辦法多少也影響了民間各 

    社團與法人舉辦類似的比賽。因此，台灣上從政府單位，下至民間機構所舉 

    辦的音樂比賽，其規模與比賽事項都有一定的規範與標準，其結果與成效當 

    然也就可以預期。反觀上海所舉辦的比賽，其規模與賽程的規劃與內容，就 

    不如台灣所辦的比賽，其效果也就無法像台灣一樣獲得保證了。 

 

    2.民樂系教研室對於器樂教學的功用 

 

        在訪問中我們了解到該系個樂器類種中設有教研室，每個教研室各設一 

    位教研室主任，負責統籌該樂器類種的教師聘任研究、學期考試、評鑑學生 

    演奏能力、教師教學內容與方向、學期演出等事宜。教研室主任定期召集該 

    樂器種類之教師進行教學內容之討論與交流，並定期針對學生學習的反應進 

    行教學進度的調整。 

 

    a.教研室設立的優點： 

 

        透過教研室的運作，專業教師負責一群特定學生，針對他們學習內容、 

    學習反應、學習成果的檢討，的確可以有效與確實檢視每位教室教學時可能 

    產生的盲點，並提供給教師們在教學時的參考。 

 

    b.本系器樂教學可以學習的地方： 

 

        上海音樂學院民樂系教研室主要起到細部分工、統籌與核心領導的作 

    用。反觀本系器樂教學方針，無論教師聘任、每位專業教師授課內容、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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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同學們學習進程、學習內容、學習進度、學習的反饋與檢討等，大多 

    都在系務會議由系專任教師共同討論。而專任教師在各樂器類種的數量並不 

    夠多，所有的樂器大多都是一位專任教師（除了二胡有兩位、古箏有兩位專 

    任教師之外，其餘樂器都是一位專任教師），有些樂器甚至沒有專任教師（如 

    嗩吶、揚琴、阮、大提琴、低音提琴等）。因此，專任教師在討論學生們學 

    習樂器的成效時，往往因為專業參與的不足，而不法將所有問題做全面性的 

    討論，因此，也較難發現同學們在學習上所碰到的困難與障礙。有鑑於此， 

    本系如果能夠參考上海音樂學系民樂系教研室的作法，將本系各項樂器歸 

    吹、拉、彈、打四類，並由專任教師為類組的召集人，並邀請所有主修樂器 

    之兼任教師擔任各項樂器的小組成員。以類似教研室的方式，並討論出適合 

    本系教學理念的內容，定期對學生的學習，老師的教學內容進行修正。相信 

    對於本系教學與學習兩系統都有正面與積極的效益。 

 

    3.上海音樂學院民樂系對於音樂創作的努力 

 

        該系民樂系系主任王建民（到訪當日系主任公出）是著名的作曲家是一 

    位多產且質量很高的作曲家，先後創作了多首二胡作品，每一首作品都獲得 

    很高的評價，其作品也是目前音樂會經常演出的曲目。尤其是他先後創作的 

    四首二胡狂想曲，在樂曲的素材選用、創作手法等都有很突出的內容，因此， 

    了解他對於二胡創作的理念與想法，對於本系未來在培養音樂創作人才等方 

    面的培養是有幫助的。 

 

    a.王建民創作的基本概念： 

 

        民樂系汝藝教師研究王建民主任的作品頗有見解他認為王建民的作品 

    有許多前衛與新穎的想法。例如在調性與節奏的安排特意擺脫聽覺慣性的處 

    理是很有見地的。以王建民主任創作的四首狂想曲為例，很一首狂想曲都大 

    量的採用用音錯位的方式創作，拍號的快速變化更是王建民慣用的手法。在 

    調號的選用頻繁的轉調，臨時升降記號的選用也是王建民創作的慣用手法之 

    一。 

 

    b.創作需有時代感： 

 

        而王建民主任對於自己的創作認為應該有顯明的時代感，他認為音樂創 

    作的審美感覺應該與當代的審美感知有連結；他也認為現代的創作應具有創 

    新意識，他認為藝術的魅力在於突破、在於創新，不破不立，任何藝術種類 

    能得到長久的流傳，都是在傳統中突破自己的束縛與侷限。不過他認為創作 

    的突破，又必須建立在濃郁的民族情感之上，創作的靈感必須擷取傳統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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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這裡他特別強調不同地域中民歌所蘊含的音樂語言，在音樂情感中所傳 

    達的情與韻的關係。 

 

（二）上海敦煌民族樂器廠 

 

        上海敦煌民族樂器廠成立於 1958 年，位於上海市七寶鎮，廠房面積有 

    14181 平方米。目前生產的國樂器吹、拉、彈、打等都有。不僅如此，他們 

    也對於樂器改良進行研發，並且也對於仿古樂器進行研究，目前國樂團裡各 

    種樂器這裡都有生產。 

 

        本次主要訪問二胡製作師父王根興師父，王師父製琴五十多年，製作的 

    二胡工藝形制、音色、演奏的順暢程度都有很高的水準。訪談內容主要針對 

    二胡幾十年來在樂器形制、材料演變、製作工藝與蛇皮選用、處理等方面進 

    行了解。 

 

    1.首先王師父先介紹蛇皮的選擇 

 

      蛇皮選擇以部位、厚度、皮質、彈性等幾個方面來判斷皮質的優略。 

 

    a.蟒皮部位的選擇： 

 

        蟒皮的部位來說，最好是一條蛇的中部位的四到五塊皮，我們可以從肛 

    門往前算四到五塊皮。蟒皮越靠近頭部會越小，從形狀上看或從鱗片的規整 

    性來看都不理想。我們在選擇皮的時候，會將皮分為幾個等級，如紫檀木因 

    為木質的檔次較高，所以我們會用最好的部份，當然也配合色澤、鱗片大小、 

    厚薄、鱗片顏色等等問題。其次是老紅木等級的皮，這種皮算中上等的皮， 

    相對於紫檀的等級在上述幾種條件下都較差一些。在其次就是黑檀等級的木 

    頭，其皮質也就更差一些了。 

 

    b.在皮的色澤方面： 

 

        在色澤方面有些發青有些發暗的都不是好的皮，在傳統上以老黃色為較 

    佳的色澤。另外有一些顏色較暗、較白或是黃、白、黑顏色混雜的，在判斷 

    上也不能說全部不好，而是要按顏色分布的比例來判斷。就以老黃色來說， 

    如果整張皮太黃也不是很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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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鱗片大小方面： 

 

        在鱗片方面一般來說大小的格子並不是最主要的，但是以目前的審美觀 

    念來看，大多是以大小適中的鱗片為主，有些人看到太小或太大的鱗片會覺 

    得品質不好。不過在 1940 年代二胡所使用的鱗片大多是比較小的，不過也 

    不會因為鱗片太小聲音就不好聽，有些鱗片小的皮發出來的聲音還是很美 

    的。所以他認為，鱗片大小並不是最主要的關鍵，當然，鱗片大小還是有一 

    定比例的。真的太小或太大的也不是很適合的。 

 

    d.蛇皮的質地： 

 

        談到皮質的質地，主要是看皮的光滑度，皮質最好有些油光，皮面不要 

    有太多皺紋，太多皺紋表示皮太老。有些皮可能冰過，冰過的皮一定不可以 

    用，因為冰過的皮沒有彈性，蒙在琴筒上震動較差。 

 

    e.蒙皮的鬆緊與時間 

 

        有關於蒙皮將皮蒙在琴筒上時絕對不可以太鬆，因為蟒皮會隨著時間與 

    演奏者給予壓力的多少而產生日漸塌陷的問題。所以蒙皮時不可以將皮蒙的 

    太鬆，最好是有一定的緊度，演奏者買到新琴後大約過了一至二年後，這把 

    琴的蛇皮會越來越好拉，聲音也越來越順。這樣的琴皮可以拉更久的時間。 

    由於蟒皮的張力很大，所以我們在蒙皮後，會在琴筒後面的凹槽處綁著線， 

    並且用膠將這個線沾著固定，以抵消蟒皮在琴筒上的壓力。 

 

    2.二胡琴筒的形制： 

 

        另外有關二胡形制的演變，最主要是琴筒形狀的改變，在 1963 年北京、 

    蘇州、上海等地的製琴師父匯集在北京三個月，制定了二胡現在基本的樣 

    式。但在 1980 年代北京在二胡琴筒上做出前八後圓的樣式之後，許多人開 

    始使用了這種形制的製作二胡，就連台灣也大部分都購買北京的二胡，那個 

    時候，上海做的六角二胡銷售量減少許多。不過到了 1990 年之後，經過時 

    間考驗的前八後圓的北京二胡受到淘汰。一時之間所有的人不論北京、上 

    海、台灣或海外的二胡演奏家還是覺得六角二胡的形制聲音最好，大家又開 

    始使用六角形制的二胡。在這期間還出現過扁八角、扁圓筒等等形制。但目 

    前所有二胡演奏者使用最多的還是六角形制的二胡。 

 

        至於琴桿與琴頭的問題，在琴頭方面，大多是裝飾性質，北京、蘇州、 

    上海等地所做的琴頭形制都不一樣。在早期還沒有改革開放之前，北京、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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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上海等地的琴一看琴頭就知道了。因為這幾個地方的二胡製作的琴頭樣 

    式都不一樣，一看琴頭就可以辨別出來。但是改革開放後，經濟市場決定的 

    一切，這幾個地方的製琴者大多以市場經濟為主要考慮，只要是客戶的要 

    求，上海也可以製作北京的琴頭、北京也可以製作蘇州的琴頭。 

 

        另外音窗的問題，音窗在不同地區也有不同的樣式，主要是在鏤空的比 

    例與刻花的樣式。一般的鏤空面積以在 60％以上為較理想的狀態。因為鏤 

    空太少琴筒震動的聲音傳達不出來，聲音會留在琴筒裡，音聲容易發悶。如 

    果鏤空太多，聲音會直接串出來，發音會缺少共鳴。 

 

        琴桿在早期是圓形的，到了 1980 年代橢圓形，到 1990 年代普遍的扁平 

    行，雖然這幾種形狀的改變，卻經過了幾十年的時間，目前無論北方或南方 

    普遍使用的這種琴桿的形制，很難說是從哪裡開始的，最少到目前都還說不 

    清楚。不過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這種形制對於左手握琴桿的時間是比較舒服 

    的，是比較符合人體工學的。 

 

三、心得建議 

 

        此次至上海參訪行程，最主要了解上海音樂學院民樂系運作情形，在他 

    們的系統中我看到教研室就像一個教學研究小組一樣。由專業老師組成，裡 

    面設一位負責人，統籌專業教學的教材、教學進度、教學內容研發、同學學 

    習進度的調整等等的問題。經過定期與不定期的會議可以對教學與學習兩方 

    面提供很好的反思，以達學習的最佳效果。 

 

        在了解上海國樂發展的生態方面，我們認識到台灣與上海在國樂普及方 

    面是相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台灣音樂比賽的機制，讓樂餘學習者有學 

    習成果發表的機會。再加上公資源的參與與介入，讓民間社團在參加比賽的 

    時候有一個公正客觀的單位做認證。因此，也就可以獲得更多民間的回饋。 

    而台灣土地面積與人口數量和大陸比較，不由得讓筆者思考到，台灣成功的 

    模式可以到大陸發展的可能。我們可以藉由台灣音樂比賽的機制與模式，再 

    加上台灣培養的人才。將這兩個軟實力移植到大陸，一來可以擴大台灣音樂 

    市場的版圖，另外一方面可以輸出台灣人才培育的就業管道。 

 

        有關上海音樂學院作曲人才的培養與觀念的建立等方面，關於這個問題 

    是本系多年來所面臨障礙。也是台灣國樂生態總體共同面臨的問題。我們知 

    道，一個地區的文化具有價值的一個條件，創作有個很重要的影響力。本系 

    自創系以來，在演奏上獲得很大的成就，但在創作方面一直以來都沒有什麼 

    建樹。反觀上海音樂學院，在創作上除了教師團隊有大量作品產生之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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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也在 2010 年 11 月舉辦上海音樂學院二胡創作比賽，不僅如此，他們的作 

    曲系的學生與老師也不定期有許多優秀的作品產生。例如 2010 年的二胡創 

    作比賽，有幾首作品就是由上海音樂學院的學生創作的。關於這個問題，師 

    資是最大的問題，除了師資之外，我們也面臨到同學們對於創作觀念的認 

    知，還有本系創作氛圍的照顧等問題。這些問題，也透過本次的參訪獲得一 

    定程度的認識，應該也可以提供給本系在未來創作教學的訓練上有一些啟 

    發。 

 

        在樂器製作方面，本系從 94 學年度開始開設樂器製作課程，同學們選 

    修相關課程學習樂器製作與維修，但缺乏廣泛的觀摩與交流，導致同學們製 

    作的成品還沒有辦法獲得很好的品質。爾後有機會應該聘請王根興老師到本 

    系交流，以獲得更多有關樂器製作方面的經驗與知識，以提升本系在樂器製 

    作上的成績。 

 

        本系參訪對於上海市在國樂教育、普及與樂器製作等方面多有認識與了 

    解，其中國樂普及方面我們可以思考是否可以將台灣經驗西進到大陸，以拓 

    展台灣畢業生的市場。至於上海音樂學院教研室的設立，對於本系樂器主修 

    的教學是有所啟發的，本系也可以考慮是仿照該模式設立類似教研室，由一 

    位專任教師負責該業務，並統籌兼任教師的教學內容、教學方針、教學目標， 

    並對同學們學習進度提出檢討與改進。至於作曲與樂器製作等方面，可以將 

    本次參訪所獲得的觀念，在不特定的場合中提供給同學與教師們參考。也期 

    待在未來本系與上海音樂學院有更多交流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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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一、上海音樂學院簡介 

        上海音樂學院前身是教育家、思想家蔡元培先生和音樂教育家蕭友梅博 

    士於 1927 年 11 月 27 日共同創辦的國立音樂院。首任院長為蔡元培先生。 

    1929 年 9 月更名為國立音樂專科學校。於 1956 年定名為上海音樂學院，自 

    1949 年至 1984 年，著名作曲家、音樂理論家、音樂教育家賀綠汀擔任院長 

    （後任名譽院長），為學校的建設及發展做出了卓越的貢獻。1984 年後，桑 

    桐、江明惇、楊立青教授曾先後任院長。學院現任黨委書記：桑秀藩，現任 

    院長：許舒亞。 

        學院面向招收本專科生、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並招收外國留學生。 

    學院設有 14 個系（部），即作曲系、指揮系、音樂學系、民族音樂系、鋼琴 

    系、聲樂歌劇系、管弦系、音樂教育系、音樂戲劇系、藝術管理系、音樂工 

    程系、現代器樂與打擊樂系、公共基礎部、研究生部等。涉及 6個專業(作 

    曲與作曲技術理論、音樂學、音樂藝術表演、錄音藝術、公共事業管理、音 

    樂科技與藝術)、近 20 個專業方向，既包括了具有雄厚根基的傳統專業，也 

    有若幹新建的新興學科與交叉學科。         

        學院擁有第一批建立的碩士、博士、博士後流動站的完整教學、科研體 

    系。含 4個碩士研究方向（音樂學、作曲與作曲技術理論、音樂表演、音樂 

    教育）；2個博士研究方向（音樂學、作曲與作曲技術理論）；1個藝術學博 

    士後科研流動站。學院目前擁有 2個上海市重點學科（優勢學科：作曲與音 

    樂設計，特色學科：音樂文化史）、上海市教育高地 1個（音樂表演）、以及 

    上海市高校音樂人類學 E－研究院。         

        學院擁有 3個集教學、表演、科研為一體的藝術中心，即周小燕國際歌 

    劇中心、國際弦樂藝術中心、國際鋼琴藝術中心；擁有 1個音樂研究所，下 

    設中日音樂文化研究中心、中國當代音樂研究與發展中心、上海音樂學院校 

    史研究中心、音樂劇研究中心、音樂教育研究中心、音樂與社會研究中心等。 

    並建有六個音樂表演團體：上海青年交響樂團、上海音樂學院新室內樂團、 

    上海音樂學院弦樂四重奏組、上海音樂學院打擊樂團、上海音樂學院民族樂 

    團以及上海音樂學院合唱團。學院另擁有一個富有特色的出版社——上海音 

    樂學院出版社、一個高水平的學術期刊——《音樂藝術》、一個獨一無二的 

    特色博物館——東方樂器博物館、以及一個高水準的演出場所——賀綠汀音 

    樂廳。         

        學院在教學體制上實行“大、中、小＂一貫制。1953 年正式成立了附 

    中，1956 年成立了附小。五十多年來，附中、附小形成了鮮明的教學特色 

    和優良傳統，取得了優異的辦學成果，培養出一大批日後成為國內外知名音 

    樂家的優秀學生，成為我院及全國各音樂院校後備人才的重要培養基地。  

    以上資料參考上海學院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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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根興師父幫二胡蒙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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