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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及所屬機關出國報告提要 

 

報告名稱：香港「中國戲曲資料中心」典藏資料考察暨保存技術交流 

主辦單位：國立臺灣傳統藝術總處籌備處臺灣音樂中心 

聯絡人電話：蕭啟村/ 02-23411200#209 

出國人員：人事室主任/曾秋蘭、臺灣音樂中心科長/張嬋娟、臺灣音樂中心聘用助理編

譯/蕭啟村 

出國地點：大陸 

出國時間：99 年 10 月 27 日至 99 年 10 月 30 日 

報告時間：99 年 11 月 30 日 

分類號/目：00/綜合（文教類） 

關鍵詞：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樂資料館、中國戲曲資料中心、民族音樂、影音保存、

演藝學院 

內容摘要：香港與澳門地區，在音樂的發展上有其獨特的脈絡：一方面地方傳統戲

劇─粵劇流行的影響，港澳地區對於中國傳統戲曲研究保存工作不遺餘力；另一方面則

受到殖民歷史西化的影響，境內古典音樂欣賞人口眾多、音樂學院及相關音樂節活動均

發展蓬勃。本次「港澳文化考察訪問計畫」即以此兩點為主要考察方向，拜訪「香港中

文大學中國戲曲資料中心」藏有大量的中國戲曲資料，包括劇本、曲本、曲譜、書籍、

剪報、場刊、單張、海報、錄影帶、卡式錄音帶、黑膠唱片、鐳射唱片、相片及幻燈片

等，期藉此次拜會，除交流台港兩地之典藏外，並可汲取其資料保存技術。 

另香港及澳門地區 10 月份起，均正值其年度音樂盛事─「第二十四屆澳門國際音

樂節」及「香港新視野藝術節」活動，透過參訪音樂節相關活動，考察當地音樂節活動

之規劃，並希冀藉此參訪活動建立台港澳音樂相關單位之聯繫交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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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起與目的  

 

香港與澳門地區，在音樂的發展上有其獨特的脈絡：一方面地方傳統戲劇─粵劇流

行的影響，港澳地區對於中國傳統戲曲研究保存工作不遺餘力；另一方面則受到殖民歷

史西化的影響，境內古典音樂欣賞人口眾多、音樂學院及相關音樂節活動均發展蓬勃。 

本次「港澳文化考察訪問計畫」即以此兩點為主要考察方向，拜訪「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戲曲資料中心」藏有大量的中國戲曲資料，包括劇本、曲本、曲譜、書籍、剪報、場刊、

單張、海報、錄影帶、卡式錄音帶、黑膠唱片、鐳射唱片、相片及幻燈片等，期藉此次

拜會，除交流台港兩地之典藏外，並可汲取其資料保存技術。 

另香港及澳門地區 10 月份起，均正值其年度音樂盛事─「第二十四屆澳門國際音

樂節」及「香港新視野藝術節」活動，透過參訪音樂節相關活動，考察當地音樂節活動

之規劃，並希冀藉此參訪活動建立台港澳音樂相關單位之聯繫交流關係。 

臺灣音樂中心前身為民族音樂研究所，多年來戮力於本國各族群音樂之保存、研

究、推廣與發展，其業務範圍以本國各族群音樂為主，內涵包括歌謠、說唱、戲曲、傳

統器樂、舞蹈音樂、儀式音樂等，加上同樣於二○○三年起對外營運的民族音樂資料館

──現為臺灣音樂資料館，提供民眾音樂專業資料的各項服務。而自二○○八年四月

起，原民族音樂研究所隨著國立傳統藝術中心升格為國立臺灣傳統藝術總處籌備處，正

式更名為「臺灣音樂中心」，其業務範圍除延續本國族群音樂之各項研究與保存外，更

將擴展本國當代音樂、音樂學研究與音樂團體暨音樂家等範疇。而如何將種類繁多、數

量龐大的臺灣音樂資源，透過有效的規劃與技術整合，並運用臺灣音樂資料館專業性的

優勢，建立一個具備學術深度與國際廣度的音樂資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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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主要參訪行程與參訪單位 

日期 活動城市 行程說明 
10/27
（三） 臺灣－澳門 

 

抵達澳門 
參訪澳門演藝學院音樂學校 
欣賞澳門國際音樂節節目「金色暢想」（宿澳門）

10/28
（四） 澳門 

參訪留聲歲月音響博物館 
前往香港（宿香港） 

10/29
（五） 

香港 

拜會香港中文大學音樂系中國音樂資料館及戲

曲資料中心 
拜會香港演藝學院 
欣賞香港新視野藝術節節目─香港中樂團「薩滿

與精靈」（宿香港） 

10/30
（六） 香港─臺灣 

返回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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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參訪紀要 

 

一、 澳門演藝學院音樂學校 

（一）單位簡介 

澳門演藝學院是澳門唯一一所正規的表演藝術人才培訓機構，學院於 1989 年成

立，屬於澳門特別行政區政府文化局，設有舞蹈學校、音樂學校和戲劇學校，學院的辦

學宗旨是向學生進行系統性及規範性的基礎訓練，並為廣大市民提供各項表演藝術培訓

課程，發掘和培養本地的演藝人才。 

音樂學校是澳門一所提供職業音樂教育的正規藝術學校，亦是澳門規模最大、學科

最齊、專業教師及就讀學生最多的音樂教育機構。音樂課程分為中樂和西樂兩類，設有

必修和副修科目。為了讓學生受到全面的音樂教育，學校還建立了各種室內樂重奏組、

合奏小組、合唱團及學生樂團，提高學生的合奏能力和學習興趣，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每年更舉辦“青春的旋律”學生音樂會，作為重要的學習成果展示。 

為了貫徹「課堂學習」與「演出實踐」並行的教學理念，學校不僅注重學生在課堂

上受到優良的專業訓練，亦經常舉辦各類型大師班、講座及工作坊，邀請海內外名師來

校講學；為校內師生安排了學生和教師的演奏會、大型文藝演出、外地交流活動等，務

求讓學生在演出實踐中積累更多舞台演奏經驗，增進學習興趣，並讓學生從教師的親身

示範中直接汲取養分。 

學校現有約 80 位教師，學生接近 1000 名。教師來自國內外，分別畢業於北京中央

音樂學院、上海音樂學院、歐洲多所國立音樂學院及美加等地的高等藝術院校，具有豐

富的演奏及教學經驗，部分教師更具備藝術研究和從事創作的能力。該校為富有中葡建

築特色，共有 36 間琴房及課室、2 間大型樂隊排練室、圖書室及音像資料室等。 

   

 

（二）參訪紀要 

  澳門演藝學院分為三所學校，分別是音樂學校、戲劇學校及舞蹈學校，分處在三個

不同的地址。音樂學校座落在市區一棟別具中葡風情的建築物當中，若不是當地人的指

引，實在很難想像裡面竟然是一所學校。由於音樂學校是由民宅所改建而成，因此裡面

還多有陽台、水井等設施，也使得音樂學校更瀰漫著一股別緻的古典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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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了音樂學校，聯絡人陳理理小姐為我們引見演藝學院的院長梁曉鳴博士，或許是

因為知道來訪的單位是專責臺灣傳統音樂領域的單位，梁院長首先便介紹澳門的傳統音

樂，他表示，事實上澳門的傳統音樂並不多，大致上只有兩種，一種是他們稱之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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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音樂、另一種則是粵劇中的音樂。而南音則和臺灣的「南管」並不相同，在澳門

的南音有兩種指涉：一種指的是類似道教儀式的音樂，由早期從中國移民到澳門的人

中，有一些人是屬於全真教的道士，因此也把這種儀式音樂帶入了澳門，不過目前已近

乎失傳，只有一位姓吳的火居道士（意指居家修行的道士），因為父親的關係還學有相

關的音樂技藝，但是並不以此維生。另外還有一種叫做「地水南音」，是早期流傳於香

江一帶的說唱音樂，地水南音其實相當民間的音樂，早期多存在於煙花酒樓、茶館當中，

因此主要的演出者多是煙花女子，亦有許多瞽師在茶館當中進行說唱，一般用洞簫、椰

胡、箏、三弦等樂器來伴奏。但是地水南音之前也已逐漸失傳，大約在近四五年，官方

開始較重視所謂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才慢慢重視這些傳統的音樂，至於粵劇，因為

在香港澳門一帶還算十分流行，因此多還能聽得到。 

接著梁院長解釋澳門演藝學院音樂學校的學制，音樂學校分為「全日制音樂技術課

程」及「普及班課程」兩種。全日制音樂技術課程類似臺灣的國高中音樂班教育，招收

小學畢業及初中畢業之學生，接受的課程分為「專業課程」及「文化課」兩種，專業課

程包括各種中西器樂及聲樂，並設有視唱練耳（即臺灣的視唱聽寫課程）、音樂理論、

音樂歷史、音樂欣賞及鋼琴副修樂器等。文化課則設有中國語文、英文、數學、歷史、

地理、電腦、體育、公民等學科，以確保學生畢業後，除了可報考各地高等音樂學府繼

續深造，走音樂演奏的專業道路，同時，也能報考其他各地大學。 

值得一提的是，音樂學校特別和北京中央音樂學院附屬中等音樂學校合作，引進課

程及教師，由中央音樂學院選派優秀的音樂教師附澳任教，因此學生在畢業之後，除了

能得到澳門政府認可的初中、高中教育文憑和音樂專業技術資格證書外，還能得到由中

央音樂學院附中所簽發的高中畢業證書。其文憑在澳門、中國大陸乃至於國際上均被認

可，也大大地開拓了學生在畢業之後繼續就學深造的選擇性。此外，由於澳門政府在教

育經費上的挹注，全日制的學生們均完全免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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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音樂學院附屬中等音樂學校所設的「澳門教學點」牌 

 

「普及班課程」則是屬於推廣音樂的課程至一般民眾的教育形式，但作法相對於臺

灣的社區大學或音樂教室的形式又有所不同。這類課程主要即是招收對某一類樂器、音

樂理論有興趣而想接觸的民眾，招收年齡除某些樂器如兒童小提琴、兒童聲樂等限制在

6 至 10 歲外，器樂的學習從 6 歲到 25 歲或到 6 到 30 歲均可學習，相關理論、欣賞的課

程則是無任何年齡限制，因此學員眾多，十分踴躍。在課程的設計上則十分全面，從樂

器的單獨授課課程到團體上的理論課程、音樂史課程、欣賞課程等均有設立，並且有相

關的招考、甄選機制以篩選優秀的學生，並且有先修課程、培訓課程等初級、進階課程

的設計，在制度上頗為嚴謹，也確保在此學習的學生能有一定的專業能力。 

之後，音樂學校便帶領著我們參觀學校及上課情形，分別參觀了全日制學生的器樂

各別授課、全日制的文化課及普及課程的個別授課情形。器樂個別課音樂學校特地挑了

一位從臺灣移居澳門的學生，目前在音樂學校主修古箏，並且為我們現場演奏一曲，聽

得出雖然還是中二的學生，但是在演奏能力已初具水準，台風也頗為穩健；文化課則是

參觀英文課的授課情形，一班人數約莫十餘人，雖然澳門的官方語言為中文和葡文，英

文並非澳門的官方語言，但看得出學校對於英文的學習十分重視，英文課全採英文上

課，老師和學生之間的互動頻繁，學生在回答問題及表達意見的發言上也不含糊，對於

英文的聽、說方面並不生疏。 

至於普及班課程，則是參觀了鋼琴的授課情形，由於普及班個別授課課程的年齡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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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歲到 30 歲均有之，因此可見到由家長帶著孩子前來上課，並在旁陪同上課的情況。 

 

 
全日制音樂課程古箏個別學生上課情形 

 

 
全日制文化課程英文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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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班鋼琴課別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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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澳門文化中心及澳門國際音樂節 

（一）澳門文化中心簡介 

澳門文化中心位於澳門半島大堂區新口岸孫逸仙大馬路，是澳門特別行政區於1999

年建成的表演場地，為澳門唯一的國際級文化藝術表演場地。澳門文化中心的建築工程

於 1998 年竣工，並於1999 年3 月 19 日揭幕。澳門文化中心為澳門提供專業優質的表演

會議及展覽場地，面積達 4 萬 5 千平方米，由景觀公園、劇院大樓及澳門藝術博物館組

成。劇院大樓設兩個表演場地：綜合劇院有座位 1076 個，小劇院有座位 389 個，配備

專業舞台設備及燈光系統。 

澳門藝術博物館樓高 5 層，展覽面積近 4 千平方米，為澳門最大的視覺藝術展出空

間，分別有五個展覽館和二個展覽廳，長期的館藏包括中國書畫館、中國陶瓷館、早期

西洋繪畫及澳門藝術作品；另外澳門藝術博物館亦定期與其他國家地區的文化機構或藝

術家合作，舉辦不同類型的交流展覽和舉行專題展覽，除展覽外，亦有演講廳、多媒體

圖書館等設施。 

 

（二）澳門國際音樂節 

澳門國際音樂節從 1987 年開始舉辦，每年固定於 10 月熱鬧開展。最初舉行的目

的是希望透過音樂節，使更多人認識澳門，並且推廣澳門旅遊。澳門國際音樂節的最大

特色就是中西音樂的完全呈現，古典與現代音樂的相互輝映；在每次長達四週的音樂節

中，讓前往參與音樂節的遊客，能夠盡情欣賞這場豐富多元且精采的音樂盛宴。 

第二十四屆澳門國際音樂節則是由於 2010 年 10 月 3 日至 11 月 7 日期間舉行，共

有 22 項共 27 場的節目，演出場地則分布於澳門文化中心、具世界遺產的歷史城區內之

崗頂劇院、大炮台、玫瑰堂以及南灣湖廣場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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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音樂節節目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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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音樂節的節目規劃及演出團隊來看，可看出澳門文化局在國際音樂節所展現「國

際化」、「多元化」、「中西兼容」、「傳統與前衛並存」的企圖心。四週 27 場的節目，除

了有國際級頂尖交響樂團「德國科隆愛樂樂團」帶來古典傳統曲目華格納、布拉姆斯、

莫札特的作品外，因應蕭邦誕辰 200 週年，也請到頗具人氣的鋼琴演奏家李雲迪進行整

場蕭邦曲目的演出，西洋古典音樂節目還有威爾第的古典歌劇、巴洛克時期歌劇、德國

慕尼黑室內樂團、弦樂四重奏、鋼琴五重奏等；當然不獨厚國外樂團，也安排了澳門樂

團及大提琴演奏家王健的演出及一場具有葡式風格的葡萄牙大西洋樂隊，可說演出類

型、各時期風格曲目、形式等均皆兼顧；中國傳統曲目的安排則包含了粵劇、內蒙古歌

謠及為了紀念華人世界最重要的歌手鄧麗君逝世十五週年所舉辦的演唱會，讓想欣賞傳

統音樂的聽眾們一樣有令人心動的選擇；至於為中生代量身打造的節目，則有藍調爵

士、美國銅管五重奏、德國 singphoniker 男聲重唱，聽眾群再向下延伸，可見到《樂魔

─葡萄牙電子爆破樂隊》、《進化‧小提琴》、《太陽系．意國新韻》等流行前衛的節目，

讓各個年齡階層、不同品味及聽覺習慣的民眾及旅客，均能在這場音樂的盛會中找到可

供共襄盛舉的節目。 

 
葡萄牙電子爆破樂隊為著名的電子音樂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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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化．小提琴─美國 DBR 使命樂隊》 

 

若從演出場地觀察，則可以見到澳門國際音樂節與觀光旅遊產業的結合，除了傳統

演出場地澳門文化中心的兩個劇院外，也結合了在歷史城區內之崗頂劇院、大炮台、玫

瑰堂以及南灣湖廣場等地，例如玫瑰堂全名為玫瑰聖母堂，為歷史城區中著名的天主教

教堂，在當中演出《聖堂古樂》、《聖樂頌》兩場音樂會正有彼此輝映的加分效果，也讓

遊客藉由聽音樂會之餘，更深層地欣賞體會建築物及音樂所形成的宗教文化氛圍；而南

灣湖廣場和大砲台亦是著名的景點，平日即有眾多遊客於此參觀，因此在這幾個戶外場

地所舉辦的音樂會均為免費入場，除了讓本來的景點增添一股嘉年華式的歡樂氣息，這

些免費的音樂會也更能吸引年輕族群及遊客駐足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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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歷史城區的著名景點玫瑰堂 

 

音樂節舉行期間亦舉辦包括演前講座、後台導賞、大師班等多項藝術教育活動，分

別將幾場重量級的演出再加以深化，例如科隆愛樂樂團、巴洛克歌劇、粵劇等均有演前

講座，使用語言則是粵英語同步，讓有興趣的民眾或遊客均能更進一步地認識該場音樂

會的內涵；大師班則是結合鋼琴五重奏的鋼琴家 Oliver Triendl，和澳門演藝學院音樂學

校合作，辦理大師班講座，另外也和演藝學院的戲劇學校合辦歌劇的舞台化妝講座以及

後台導聆介紹等活動，讓音樂節的活動更為豐富而深具內涵。 

澳門國際音樂節的海報及節目單的設計頗具可看性，由澳門文化局設計組所指導設

計的第二十三屆國際音樂節及第二十屆澳門藝術節海報，甫獲得國際性刊物 Graphis 海

報年鑑白金獎及金獎，Graphis 雜誌是 1944 年創辦於瑞士的設計與視覺藝術交流的雜

誌，其設計出版物發行全球，在國際間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被視為是專業設計界的「聖

經」。全球最具創意的專業人士都極力爭取在這本雜誌中亮相，以展示各自卓越且精彩

繽紛的創意作品，每年有數千件作品參與年鑑徵選。第二十三屆澳門國際音樂節獲選的

白金獎，每年僅選出十件優秀作品獲獎，足見其設計品質備受國際肯定。 

第二十四屆的音樂節海報作品亦十分具巧思，主視覺以流暢線條和音樂符號構成的

「24」，成為所有節目海報設計的基調，其元素運用在不同的節目當中及不同的地點當

中，而成為既有特色，卻又契合於音樂節的整體印象，也因為如此，即使這場音樂的嘉

年華節目散佈在不同的景點及演出場地，其不斷出現的「符號」卻還是能給所有的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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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明確而清晰的整體概念，其整體概念和運用十分具有創意，在節目手冊的內頁也可

以看到小細節的巧思，如目錄頁的頁碼正是呼應了由音樂符號所設計的主視覺「24」加

以延伸，而變成全都是音樂符號所組成的可愛頁碼。 

 

 
音樂節的主節目冊，呈現了主元素：線條和音樂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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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銅管五重奏節目冊，其流線型的元素依然可見 

 

玫瑰堂的聖樂頌海報設計，依然可見其流線型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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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門文化中心的階梯上的主視覺設計 

 

 

在澳門文化中心的小劇場上的主視覺設計 

 



20 

 

節目冊內頁由音樂符號所組成的頁碼 

 

從整屆國際音樂節的效益觀之，根據澳門文化局的官方資料，整體售票率高達百分

之九十五，可說反應十分熱烈，除了廣受澳門市民歡迎，也吸引了大批鄰近地區愛樂人

士前來參加，在 23 場的售票節目中（原 21 場），有 13 場節目門票售罄，有 7 場售出門

票超過 9 成。其中首次亮相音樂節的粵劇，以及澳門中樂團紀念鄧麗君音樂會門票供不

應求，因此各加開一場，均備受樂迷喜愛。而免費的戶外流行音樂會以及教堂音樂會則

共計有三千多人次參加，足見澳門國際音樂節已經成為當地一年一度甚為外界矚目及受

市民重視的文化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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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留聲歲月音響博物館 

 

（一） 單位簡介 

留聲歲月音響博物館為一私人建立的博物館，由澳門太平電器公司負責人陳裕鏗先

生所設立，並於 2002 年 12 月 4 日正式對外開放，其展品的種類、展品的數量、展品的

完好實屬旱見，除了許多珍貴的留聲機，博物館內亦展示 150 年前尚未發明留聲機、唱

片尚未問世前，人類已將音樂刻在紙帶及木棍上的各款座檯式手搖風琴，及將音樂刻在

鋼片及金屬棒上的各款手搖式音樂盒，另有許多百年前的臘製唱筒及早期 78 轉黑膠唱

片等。 

博物館分為兩層，第一層以電力音響設備為主，主要以早期的收音機、錄音機、點

唱機、電視等為設備為主；閣樓內則是收藏古老的手動音響設備為主，主要的展示品是

留聲機、手搖式風琴及各式音樂盒，古董展品均是藏品主人陳裕鏗先生從世界各地所蒐

集而來，大多古董還可以在沒有任何電源和光源的情況下，以手動方式運作。 

二百多件的展品，包括有：第一代滾筒式留聲機、世界第一部卡式錄音機、膠木 78 轉

唱片、座檯式手搖風琴、手搖式音樂盒、手搖式電話、真空管收音機、原子粒收音機、

二次大戰時的錄音機、旋轉式球型螢光幕電視機、投幣式點唱機和播放黑膠唱片的影碟

機等。留聲歲月音響博物館的展品見證了音響設備從利用手動進至電能發動，百多年的

音響設備發展史。 

 

（二） 參訪紀要 

留聲歲月音響博物館座落在澳門歷史城區的一條小巷弄當中，博物館的一樓是太平

電器公司的店面，博物館本身則沒有任何招牌或告示說明，因此筆者一行人抵達時還誤

認為走錯了地方，經店員確認才知道原來留聲歲月音樂博物館位於太平電器的二樓，由

於所有藏品全屬於太平電器的負責人陳裕鏗先生的私人收藏，因此導覽員也只有一人，

便是陳先生本人，這也是為何該博物館採十分嚴格的預約導覽制，因為若是陳先生本人

不在現場，基本上沒有人能夠勝任對於如此豐富的藏品做詳細介紹的工作。 

進入二樓，映入眼簾的是滿房間的電器用品，既熟悉卻又陌生，這些都是我們日常

生活會接觸到的電器用品，但是都是「古董級」的珍寶：有 90 年前各款手搖式電話、

80 年前各款全銅雕花收銀機、70 年前的各款座檯燈膽收音機、60 年前二次大戰時將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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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記錄在頭髮絲般幼鋼線上的錄音機、50 年前旋轉式球型螢光幕電視機以及多款 50 年

前曾瘋麾萬千青少年的投幣式點唱機、40 年前世界上第一部卡式錄音機、30 年前將聲

音及影像錄在黑膠碟上的影碟機等，另一個櫥櫃中擺放的是所有「世界第一部的…」，

放置了世界上第一部收音機、卡式放音機、卡式錄音機、CD 播放器等。琳瑯滿目令人

目不暇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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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二樓的藏品已經讓人驚艷不已，但三樓的典藏品「留聲機」才是「留聲歲月博

物館」的真正精華所在，三樓的閣樓約是二樓的三倍大，放眼望去擺滿了大大小小各式

各樣的留聲機，排列整齊的喇叭頭彷彿由留聲機所組成的壯盛軍容！在最前面則放置了

許多音樂盒，乍看之下平凡無奇只是簡簡單單的木箱盒子，但一打開上蓋，音樂盒中精

緻細膩之極的零件宛如精美的藝術品，令人嘆為觀止。 

事實上，這些留聲機和音樂盒不僅是精緻手工的藝術品，它們更是一件件在時間洪

流淬礪下的珍貴古董，根據陳先生說明，在場的留聲機大致上可以分為蠟管式和黑膠式

的留聲機，歷史幾乎都在百年以上，而音樂盒的年份則更久，因為音樂盒是在留聲機被

發明之前，人們除了透過現場演奏之外，唯一可以欣賞音樂的途徑，在 18 世紀末，已

經有許多歐洲的發明家和藝術家在不同地方和時間分別研究將音樂由機器發出，後來這

種機器才命名為音樂盒 (MUSIC BOX)。因此在場的音樂盒大多超過 120 年以上，而更

人欣喜的事，在場的所有留聲機、音樂盒全部都還可以操作。可以想見，此次博物館的

參觀將是一趟視覺與聽覺的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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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面浩大的留聲機及音樂盒收藏 

 

陳先生首先為大家介紹了蠟管唱片，雖說是唱片，卻和一般人認知中圓扁狀的唱片

完全不一樣，蠟管唱片看起來是一根黑色中空的管子，這種唱片就是人類有史以來最早

的唱片型態，而蠟管的外盒則有如現代的唱片外盒一樣載明了唱片發行廠商、唱片編

號、曲目、演奏團體、唱片時間等資訊，而這些蠟管當然也都是超過百年以上的古物了，

因此當陳老闆展示他蠟管唱片收藏櫃驚人收藏量的時候，還是很令人震撼，因為比起硬

體的留聲機，唱片本身更具有文化上的價值，因為它承載的可是百年前的聲音。 

除了一般的蠟管唱片，陳先生也展示了幾片得意的收藏，就是上面印有中文字的蠟

管唱片，他表示因為蠟管唱片是西方的產物，因此發行中國的音樂的蠟管唱片可說是少

之又少，對他這種華人收藏家來說，自是更加珍貴。 

蠟管唱片後來自然被黑膠式的唱片所取代，因其除了保存不易，天冷時容易乾裂

外，最大的問題則是複製不易，比起平面式的膠盤唱片，成圓筒狀的蠟管在複製上自是

麻煩許多；除此之外，蠟管留聲機所需成本也較昂貴，因為其蠟管的讀取頭通常為寶石

或鑽石，而一般的黑膠唱盤留聲機則為鋼頭，種種因素讓蠟管唱片逐漸走入歷史，成為

只有收藏家的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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蠟管外圍刻有曲目資訊  

中國音樂的蠟管唱片 蠟管唱片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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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來介紹的是音樂盒，音樂盒大約是於 18 世紀末由歐洲瑞士、德國興起，

之後再流傳至美國，大致可分為兩種：一種是滾筒式音樂盒，內置一個帶有無數凸

紋的金屬滾筒，側面擺放一排梳狀的金屬幼條，當金屬滾筒轉動時，其凸紋接觸到

金屬幼條而刮出聲音，每一凸紋可發出一個音調，當一排金屬幼條一齊不同時間刮

在各個凸紋時，一首音樂就此出現。另一種音樂盒為平面金屬有凸紋的圓型鋼片，

大部份在德國及美國製造。 

音樂盒的原理說來簡單，但是要真正落實成可以演奏出美妙音樂的機器卻需

要極為精細的計算及做工技術，方能在音調上和音樂的節奏上準確無誤，因此端看

其金屬條上密密麻麻的金屬端點即有一種精密工藝之美，而這裡的藏品則更增添了

許多設計上的巧思和美感，例如陳先生親自播放給我們聽的 1880 年於瑞典生產的

B.A. Bremond 音樂盒，除了上述的設計，還多了 10 隻敲鐘的蜜蜂融合在音樂中，

甚至可以設計到每隻蜜蜂敲鐘的力度大小有別。另一款同樣是陳先生得意收藏的稀

有中式音樂盒中，則設計了小人偶的舞蹈。這些音樂盒因為金屬滾筒的體積夠大，

因此可設計的和聲便頗為豐富，加上材質優良共鳴度佳，所發生的聲音十分清脆悅

耳。 

另外，手搖式風琴也可算是某種音樂盒的類型，其發音原理類似口琴，當轉

動轉軸時會鼓風吹過簧片發生，而隨之轉動的紙片上分佈著大大小小位置不一的方

孔，就在不同的出風口中，自然而然產生不同的音調及節奏。手搖式風琴的聲音比

之金屬類的音樂盒，雖不若清脆響亮，但多了分溫潤，可說各有特色。 

 

 

圓盤式的音樂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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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筒式音樂盒 B.A. Bremond 1880 年生產 

 

中式音樂盒，亦為極為稀有的收藏 

 

負責人陳先生操作手搖式風琴 手搖式風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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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重頭戲則是這些為數頗豐的留聲機，陳先生先解釋留聲機的歷史及原

理：留聲機是由大發行家愛迪生於 1877 年所發明，其原理是用一個用手搖動的滾

筒，滾筒上捲上錫箔，只要對著一個鼓型振膜大聲說話，聲音通過振膜上的針狀物

體的振動，將聲波刮在錫箔上而留下坑紋，聲音就被記錄在錫箔上，播放時只要將

針放在轉動中有坑紋錫箔上，通過振膜再將聲音重播出來，早期的唱片之所以呈滾

筒形式也是因此而來，而膠盤式的留聲機原理大同小異，只是刻紋的載體變成是平

面的膠盤。 

細數眾多留聲機的收藏之後，陳先生也親自操作蠟管留聲機及膠盤留聲機讓

我們實際聽到兩者所播放出來的聲音，他並強調現在能聽到蠟管留聲機可說十分難

得，因為事實上這些東西其實會隨著使用的次數越多而漸漸被消磨的，因此即使在

一般的博物館中能見到這類留聲機，但也不太可能聽到實際播放出來的聲音。不禁

令筆者聯想到，臺灣音樂中心也有一份日本語言學者北里闌在臺灣田野採集的蠟管

錄音資料，可說是重要的文物資料，但這也是經過再複製轉錄的聲音，可見要親耳

聽到這種聲音是多麼難能可貴。雖然播放出來的音樂，不像現今高科技音樂光碟般

講求高音質，但那股歷史聲音所展現出來的力量，依然令人懾服。閒聊之中，陳先

生也提到在他眾多導覽經驗中，曾經有兩位民眾聽到這樣的聲音而感動哭泣，想必

正是親身聽到百年以前的聲音，感受到這種穿過時間限制的震撼力吧！ 

 

蠟管留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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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盤式留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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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樂資料館及戲曲資料中心 

 

（一）單位簡介 

1.中國音樂資料館 

「中國音樂資料館」於 1972 年始創。1967 年香港中文大學音樂系開設中國音樂課

程，系內祈偉奧（Dale Craig）博士與張世彬先生深具遠見，籌劃中國音樂教育及研究

之資料庫，得崇基學院及校外支持，並於 1972 年成立「中國音樂資料室」，設於崇基學

院禮拜堂中層，由收購數十件樂器及首任館長張世彬先生捐贈其自日本搜集之珍貴中樂

資料始，隨即得到「麗的呼聲廣播電台」捐贈大量珍貴唱片及開卷錄音帶，藏品質量迅

速充實，資料室亦擴大為「中國音樂資料館」，其時大陸正值文革，中大音樂資料館實

負起了存中國音樂資料文物一脈於海外的使命。 

過去三十多年間，資料館陸續搜購及獲得多項重要捐贈，目前藏品之罕有及豐富，

特別是華南地區及香港之音樂資料，已立足為重要的中國音樂資料庫之一。 中大文學

音樂系在中國音樂方面培養了不少優秀的研究生及本科生，今不少在海外及香港各大學

教授及研究中國音樂，為香港、海峽兩岸及外國學者提供研究資料。 

 

2.戲曲資料中心 

中國傳統戲曲在香港一直發展蓬勃，其中尤以廣東粵劇最受各方人士關注。香港中

文大學「粵劇研究計劃」致力學術研究，十餘年來累積了大量戲曲資料，除供校內研究

者使用外，亦為戲曲愛好者提供了不少資訊及服務，惟礙於資源所限，一直未能全面開

放。適逢香港藝術發展局戲曲小組委員會招標開辦一個有規模的戲曲資料中心，粵劇研

究計劃獲委約承辦此項計劃，因而成立「戲曲資料中心」期望香港戲曲文化及歷史得到

有系統的承傳。 

為將大批珍貴戲曲資料公開讓研究者、學者、創作者、戲曲界人士、演員、學生及

對戲曲有興趣的人士使用，戲曲資料中心於 2000 年 3 月 1 日正式成立。此外，戲曲資

料中心定期出版《香港戲曲通訊》，介紹有關本地戲曲動態，藉以推動信息交流。該通

訊可在各社區會堂、戲曲團體、學校、圖書館及本中心索閱。  

中心藏有大量中國戲曲資料，包括劇本、曲本、曲譜、書籍、剪報、場刊、單張、

海報、錄影帶、卡式錄音帶、黑膠唱片、鐳射唱片、相片及幻燈片等。藏品以粵劇資料

為主，亦包括京劇、崑劇、潮劇、福佬劇﹝正字、白字及西秦戲﹞及其他地方戲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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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參訪紀要 

拜會香港中文大學音樂系主要有兩個參訪重點，一是中國音樂資料館，另一則是戲

曲資料中心，由於戲曲資料中心主任蔡燦煌老師不在香港，因此全程由中國音樂資料館

館長的余少華教授陪同介紹。余老師首先針對中國音樂資料館的館藏特色及來源稍做介

紹，除了音樂書籍及相關文獻外，資料館的特殊館藏有二：一是黑膠唱片及開卷錄音帶

（即臺灣的盤式錄音帶），另一則是為數頗豐的樂器。唱片及錄音帶主要從麗的呼聲廣

播電台捐贈大批唱片開始，至今已累積黑膠唱片約 12000 片及 5600 片的錄音帶；樂器

方面則是因為中國傳統樂器在六 0 年代開始，在型制上多有變化，因此舊的樂器被汰換

後往往不被留存，就被轉送到中國音樂資料館來，因此長期下來也累積了不少樂器的收

藏。 

雖然擁有十分傲人的館藏，但是中國音樂資料館卻也面臨了相當的困境，最大的問

題便是典藏空間嚴重的不足，無論在樂器上或唱片的典藏空間事實上都已經達到臨界

點，因此即使筆者在前來參觀此地之前已知道中國音樂資料館有一樂器室，原本的想像

是一個展覽的空間，實地參觀之後才發現全然不是如此，因為樂器繁多而場地狹小，所

以基本上樂器只能在不損害樂器的情況下盡可能的擺放堆積，充其量只能說是個樂器的

儲藏室，並沒有辦法用實體的樂器做進一步的展示或利用；而黑膠唱片的空間亦然，在

密排的書架已經做了最大的利用，堆滿了各式唱片及錄音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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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教授自然知道資料館的這個困境，他們雖然也正在努力尋求更大更充裕的空間，

但是在現實環境沒辦法改善之前，資料館只能用不同的方式來提供研究者及學生們必須

的服務，這些作法，同樣也擁有資料館、也同樣面臨場地不足問題的臺灣音樂中心或許

也可以做為參考。 

在樂器方面，資料館雖然無法將所擁有的樂器做展示之用，但是資料館先從這批樂

器當中精選了 70 件樂器進行研究及圖錄的製作，並出版了專書《追憶淡忘中的音樂往

昔：香港中文大學音樂系中國樂器收藏圖錄》，此書共分為四部份： 第一部分，為樂器

及樂器學（Organology）在民族音樂學（Ethnomusicology）學界的發展近況及研究趨勢

介紹；第二部份，為這批樂器收藏之圖錄選萃；第三部份則收錄了三篇相關這批樂器的

研究報告；而第四部份則陳列出中大音樂系中樂及世界樂器收藏的目錄，以提供未來有

興趣的學者、同好進一步研究之參考。 

此外，資料館也將這批 500 餘件樂器製作了詳細的目錄，並且建立香港中文大學音

樂系樂器收藏圖錄（http://137.189.159.126/cuhk_instruments/home.php）網站，將所有樂

器的圖片、型制尺寸、流傳地及相關補充資料等放上網路，共研究者查詢應用。 

 
香港中文大學音樂系樂器收藏圖錄資料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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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來，雖然實體的樂器無法被研究者直接研究使用，但是透過研究的專書出版

及所有樂器的目錄製作以及網站的建置等，這批樂器依然能夠為人所查詢研究，繼而發

揮了學術上的功能。 

在黑膠唱片及錄音盤帶上，資料館積極爭取研究經費以做數位化之用，先後獲得「香

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金」及「傅德蔭基金」的資助，將這些珍貴的館藏進行全面的數位

化，由於這是項超過 5 年以上的長期計畫，因此在這項工作上館內內部也有一套完整的

作業流程：轉檔、剪輯、製作 index 等，而較為複雜的 index 資訊，則另外製作了一張

表格，以求格式上的統一，接著建立數位資料庫，如此校內的使用者便能透過資料庫的

查詢系統，方便且有效地查詢到想聽或想知道的樂曲資訊。

 
轉黑膠唱片及盤帶的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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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旁的電腦作為轉檔之後剪輯曲目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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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化過程中，原始資料的填寫表格 

 

 

接著余教授便帶著筆者一行人前往戲曲資料中心，由於傳統戲曲在香港是相當流行

的文化活動，特別是粵劇更是發展蓬勃，因此於 2000 年 3 月 1 日正式成立的戲曲資料

中心旨在收集所有和戲曲相關的資料，除了劇本、曲本、曲譜、書籍、錄影帶、卡式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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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帶、黑膠唱片、鐳射唱片、相片外，還包含剪報、場刊、單張、海報、及幻燈片等相

關文獻，可說相當全面。 

也因為戲曲資料中心所典藏的資料項目多樣，不若中國音樂資料館以書籍及有聲資

料為主，因此戲曲資料中心也發展出有別於資料館的運用方式，戲曲資料中心的策略為

將所有相關的資料盡可能建立詳盡的目錄資訊，並且利用資料庫的方式整合搜尋，讓使

用者可以針對某一關鍵自輕易地搜尋到不同的資料品項。例如將《帝女花》一劇作為關

鍵字搜尋，可得到劇本、曲本及影音資料等不同的結果，並可以查詢到進一步的相關資

料。 

 
戲曲資料中心藏品搜索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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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本搜尋結果 

 

單項查詢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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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香港演藝學院 

(一) 單位簡介 

香港演藝學院於 1984 年依據香港政府條例成立，是亞洲首屈一指的表演藝術高等

學府，提供學士課程與實踐為本的碩士課程，專業範疇包括舞蹈、戲劇、電影電視、音

樂、舞台及製作藝術、中國戲曲。學院的教育方針著重反映香港的多元文化，中西兼容，

更提倡跨學科學習。演藝學院現有以下學院/學科： 

- 舞蹈學院 

- 戲劇學院 

- 電影電視學院 

- 音樂學院 

- 舞台及製作藝術學院 

- 中國戲曲學科 

五間學院均提供文憑至學士榮譽學位程度之課程。演藝學院於 1992 年經由香港學

術評審局評核而獲得學位頒授資格。學院之學位課程均由此學術評審局甄審。演藝教育

的精髓在於表演本身，而香港演藝學院正為香港最重要的表演場地之一，每年皆推出眾

多不同類型的學生製作，節目繁多，包括歌劇、戲劇、舞蹈、音樂會 和獨奏等，學生

製作的演出全年舉行，學院亦經常邀請當地及國際著名的音樂、舞蹈及戲劇表演團體蒞

臨獻藝。 

 

(二) 參訪紀要 

此次拜訪香港演藝學院音樂學院，主要拜會音樂學院音樂學科主任白得雲教授及中

樂系主任余其偉教授。白得雲老師首先介紹香港演藝學院的整體概況及學院特色，香港

演藝學院除了傳統的舞蹈、戲劇、音樂學院外，比較特別的是還有「電影電視學院」和

「舞台及製作藝術學院」，以及「中國戲曲學科」一門，看得出其整個演藝學院十分注

重實務面和市場需求，這或許和香港十分發達的演藝市場有關。而每年學院也會舉辦跨

學院的節目製作，讓各學院的人才均能參與其中。 

音樂學院則包含絃樂系、鍵盤系、擊樂系、作曲系、管樂系、中樂系等，這些都是

樂器主修的課程，另外學生所需要上的學科理論，如音樂史、和聲樂理、視唱聽寫、世

界音樂等音樂專業的學科，則統交由音樂學科負責，因此其音樂學科和臺灣音樂科系，

特別是博碩士課程中裡的「音樂學」的內容並不相同，較像是音樂系裡一般的學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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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不是以「音樂學」作為一個研究發展的學科。 

另外音樂學院也針對青少年族群有授課機制，對象是國中小學的學生，但是比較偏

向是臺灣民間音樂教室的形式，就是學生利用平時課後的時間，如週末的時間來上課，

課程內容則以器樂的教學為主，也有開設視唱聽寫課程以訓練學生的聽覺能力。 

 

跨學院的歌劇製作舞台背景 

 

隨後白得雲教授帶領我們拜會中樂系余其偉教授，余其偉老師是知名的國樂演奏家，亦

是廣東音樂大師，因此特別就中樂系中國樂與民間音樂的教學規劃請益余老師。其中討

論到「國樂交響化」及「傳統民間音樂」的並存問題，余老師有相當獨到的見解，國樂

交響化顧名思義，乃是整個國樂系統受到西方音樂理論、樂隊編制等影響而產生的新的

音樂型態，這其實並沒有孰是孰非之論斷，國樂自有依此脈絡下發展出來的一套系統，

如音樂作品、演奏技法及音樂美學觀點等等；反過來說，民間音樂也是如此，民間音樂

流傳於民間，也自有其賴以生存的生命力及美學基礎，兩者之間或許演奏的樂器雷同，

但實不應視為同一件事，但余老師也不認為兩者之間就應該互斥，反而是以一種很務實

的、真正實踐執行的態度去面對，他並不理會一般國樂界和民間音樂界在理論上的辯

論，反而將之拋在一旁，或者可以說，以一個更包容的態度面對兩者，他任何這是可以

並行的，也就是他要求學生應該具備兩套能力，要有如同西方交響樂團般能精準視奏演

出的能力，同時也必須具備民間藝師般即興演奏加花的能力，而面對不同的音樂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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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必須要精確地掌握其「美感」之所在，余老師舉了個實例：在廣東音樂上所用的「si」

音，事實上是介於十二平均律的「si」和「降 si」之間，因此學生在演奏廣東音樂時，

就必須具備掌握這個「si」的能力，才能正確演奏出真正具有廣東音樂味道的曲子。

 
余其偉教授示範廣東音樂 

 

余老師現場也演奏一段胡琴〈平湖秋月〉，讓大家實際感受即使只是很簡單的一個

音，在風格的呈現在卻有極大的差異。但是筆者也提出一個疑問：因為余老師所示範的

是胡琴類的樂器，在音的演奏上的確可以透過按絃的些微差異，演奏出介於「si」和「降

si」或「mi」和「降 mi」之間的音，但是傳統樂器中的彈撥樂器受限於樂器的品項之間

早已固定，因此必然只能演奏十二平均律的音高，又該如何解決？針對這個問題，余老

師提出了令人滿意又佩服的答案：他拿出了一把秦琴，並且告訴我們這把秦琴是特製的

乃是按照廣東音樂特殊的音律而設計，因此巧妙地解決了彈撥音樂的這個問題。 

和余老師一席話，對於所謂現代國樂及傳統民間音樂並存及並用的觀點，實令人有

很深的啟發，尤其余老師頗具大膽實驗及實踐的作法，值得臺灣國樂界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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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設計律調的彈撥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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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香港新視野藝術節節目「薩滿與精靈」 

(一) 演出單位簡介 

香港中樂團成立於1977 年，自2001 年4 月 1 日，由香港中樂團有限公司正式由香港

特別行政區政府康樂及文化事務署接管，擁有 85 位專業演奏人員，是香港唯一大型職

業中樂團。 

香港中樂團演出形式及內容包括傳統民族音樂及近代大型作品，樂團更廣泛地委約

各種風格及類型的新作品，委約及委編作品逾 1,500 首。樂團的演出編制共 85 人，分拉

弦、彈撥、吹管及敲擊四個樂器組別，其中包括傳統及新改革的多種樂器。 

 

(二) 節目欣賞紀要 

香港中樂團於香港新視野藝術節所演出的節目為「薩滿與精靈」，乃是因應萬聖節節

日所推出的演出企畫，因此在曲目的安排上則是符合萬聖節的氣氛，帶點「神鬼」的氣

息，上下半場則是各以東方、西方世界為主題，上半場曲目為〈魔法師的弟子〉，是一

手耳熟能詳的迪士尼動畫音樂，此次演奏的版本乃是委託作曲家伍敬彬改編為中樂演奏

版本，第二首則為委託創作，由作曲兼指揮家德克．布洛斯作曲並親自上陣指揮的〈萬

聖節舞曲〉，下半場則將主題帶回東方世界，演奏隋利軍的作品〈薩滿天神之舞〉，第二

首則為傳統的經典曲目，1984 年由名作曲家關迺忠所作曲的〈拉薩行〉。 

由曲目觀之，本場演出算是符合「新視野藝術節」的主題，企圖在固有的國樂領域

上堅守傳統但又跨步創新，因此在曲目上中西兼具、新舊並容，中西方各自一首經典曲

目，也各自一首委託創作曲目，大膽演奏西方主題，並讓外籍作曲指揮家親自指揮樂團，

均可說是相當具有魄力的作法。而上半場的兩首曲目均以輕快活潑為主要基調，行至下

半場則逐漸深沈，至〈拉薩行〉四個樂章作為一個完美的總結，整場的曲目安排上可說

十分得宜。 

演出的內容上，最令人印象深刻的是即使香港中樂團排了〈拉薩行〉這首傳統的經

典曲目，雖說是為了符合整個「薩滿與精靈」的主題而排，但在演出上香港中樂團還埋

了伏筆─舞蹈的演出，效果可說出奇的好，頗讓觀眾有眼睛為之一亮的驚喜，此次香港

中樂團充分發揮了演出場地的「地利之便」，亦即香港文化中心音樂廳在樂團後面的二

樓上方也有觀眾席的特殊設計，也就是聽眾正對面的二樓也有空間的優勢，依據〈拉薩

行〉的三、四樂章「天葬」及「打鬼」兩段音樂排了充滿藏族風味的舞蹈，讓觀眾在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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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這兩段音樂時同時有視覺上的感官刺激，舞蹈的編排則具畫龍點睛之效，不因為舞蹈

的出現而影響聽者的聆聽行為，反而有加分的效果，可說是因地制宜而設計演出的成功

案例。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四首曲目的作曲家，伍敬彬和隋利軍均曾參加臺灣音樂中心前

身民族音樂研究所所舉辦的民族音樂創作獎，也均獲得佳績，隋利軍於 2003 年創作獎

之得獎作品〈神調〉恰巧也是以滿族之薩滿為主題，可說和本次曲目〈薩滿天神之舞〉

有密切關連，而以往由民族音樂研究所曾獎助的優秀作曲家，現今的發展如何，亦是值

得臺灣音樂中心後續關注追蹤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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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及建議 

 1.香港中文大學資料館及中國戲曲資料中心在資料量及圖書館定位上與臺灣音樂

中心資料館為相近，亦面臨實體館藏眾多空間不足的難題，其數位化及將樂器收藏轉為

圖錄及資料庫的方式頗值得學習。而臺灣音樂中心也正進行許多資料數位化的工作，未

來可考慮和中文大學中國音樂資料館及戲曲資料中心合作，先從彼此間的目錄交換與分

享開始進行館際的交流合作，讓彼此的資源能夠共享。 

2.香港演藝學院為綜合之演藝學院，其在學生的培育養成上發揮其多元科系的優

點，在其教育上多能結合表演藝術及舞台相關實際操作經驗，讓學生在畢業後有更多元

的出路及發揮的空間；另，國樂系在器樂演奏及理論的教學上，除了音樂系必上的西方

音樂理論，值得學習的是他們同時注重香港的傳統音樂─廣東音樂的學習，並且付諸實

踐，製作了不同律制的傳統樂器，對於培養學生在傳統音樂表現的韻味上，有很大的幫

助，此舉十分值得台灣相關傳統音樂科系借鏡。 

3.澳門流聲歲月雖係屬私人收藏的留聲機博物館，但典藏之留聲機和音樂盒，其特

殊性、全面性、藏品數量、品質等均十分傑出，除了可供參考外，日後若有相關主題的

展覽，也能列為借展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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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錄 

 

一、 香港戲曲通訊 

二、 香港戲曲通訊十週年誌慶專刊 

三、 澳門演藝學院音樂學校招生簡章 

四、 中國戲曲研討會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