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2002年 3月成立以來，台灣揚琴樂團以發
展臺灣本土音樂藝術、傳承臺灣歌謠及童謠為首要

重責，樂團成員以精湛演奏技巧完美詮釋不同形式

音樂，並積極探索、拓展當代民族音樂的發展空間，

嘗試結合各種藝術型態，秉持跨領域精神探討揚琴

演出模式，致力呈現多樣面貌，讓揚琴除原本在國

樂團的功能性角色，能獨立以樂團編制演出，創造

以臺灣為元素的作品，提高揚琴可塑性，至今已在

海內外演出多達數百場，驚豔國際樂壇，而背後重

要推手就是台灣揚琴樂團團長鐘泉波。

浪子回頭  在樂音飄揚下重生
鐘泉波，1963年出生的他，求學背景是音樂

教育仍貧瘠的年代，雖然從小就對學校樂隊產生濃

厚興趣，但也僅止於此，未有更進一步接觸。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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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泉波與台灣揚琴樂團
演繹舊調新聲  驚豔國際

台灣揚琴樂團致力發揚臺灣音樂文化藝術

台灣揚琴樂團團長鐘泉波

台灣揚琴樂團以立足臺中、臺灣發光、邁向國際舞台為願景。

台灣揚琴樂團積極跨領域合作，展現多元表演風貌。

服役，退伍後留任國劇隊音樂組外，也順利進入中

廣國樂團擔任專任團員，盡情地揮灑其編曲、演奏

的專長。

轉戰商場  卻難忘揚琴之樂
1991年，鐘泉波做出一個重大的決定，毅然

決然放下臺灣所有的音樂工作，遠赴上海投資，轉

戰商場，而支持他西進的動力和願景，正是希望有

朝一日具備足夠資金為推展國樂付出更多。闖蕩商

場十來年光陰，他仍心繫揚琴，無法忘懷創作和演

出所帶來的樂趣，最終決定返臺在 2002年成立台
灣揚琴樂團。

「成立台灣揚琴樂團有兩大目的，其一，擴大

揚琴音域並增加揚琴演奏形式的多樣化，獨立組合

成樂團型制，分為高、中、低音域，結合跨領域藝

術演出創造動態表演，發揚揚琴音樂文化；其二，

為學習揚琴學子找出路，期能朝職業樂團方向努

力，同時擴大揚琴聽眾市場，創造本科系學生就業

機會。」為了這兩個信念，鐘泉波甚至義無反顧將

房子抵押籌措資金，從編曲、招募團員、樂器訂製、

尋找演出機會⋯⋯等，無一不親力親為，一手催生

亞洲地區第一個成立並具常態性演出的「揚琴樂

團」。

擅用臺灣素材  建立在地化品牌
為開發更多揚琴欣賞人口，鐘泉波在 2005年

起，推出結合臺灣民謠的演出，透過琅琅上口的旋

律拉近與聽眾間的距離，藉由具有共鳴的音符組合

吸引觀眾來認識揚琴，進而喜愛、學習、欣賞揚琴

之美，而這就是鐘泉波想做的，十年來持續沒有間

斷、最重要的事。

鐘泉波指出，近年在大陸、馬來西亞、香港、

澳門都有揚琴樂團成立，亞洲地區揚琴樂團聯盟圈

逐漸成形，為迎向這股世界揚琴風潮，台灣揚琴樂

團將發揮原本既有的優勢—完整的四聲部編曲，並

融合臺灣在地元素，不畫地自限勇於向外挑戰交

流，建立在地化品牌，塑造屬於臺中的文化特色。

「不做只想註定失敗；只要開始去做就有成功

的機會。」鐘泉波說道，推廣揚琴的路很漫長，但

不孤單，未來期能與公部門合作成立職業揚琴樂

團，厚植在地文化軟實力，打造臺中成為亞洲地區

的揚琴之都。

就讀高職時期，捲入一次嚴重校園鬥毆事件，終讓

曾經的浪子醒悟回頭，重新省視並修正人生方向，

而他，選擇以音樂作為再出發的起點。

「那時根本對樂器一無所知，於是把樂器行所

有項目做成籤，來決定選擇學習何種樂器，沒想到

抽中揚琴，當時，甚至連揚琴外表長得如何都沒有

概念。」鐘泉波談起與揚琴的邂逅，眼神閃耀的炙

熱一如數十年前真摯，而他，這一踏入揚琴的領域

就不曾離開。

這個時期，鐘泉波遇見改變他一生的啟蒙老師

魏麗瑩，魏老師不僅教授他演奏技巧，同時也引領

其走回原本偏離的人生軌道，學會欣賞音樂、享受

音樂。為了延續這得來不易的興趣，鐘泉波考上文

化大學國樂系，主修揚琴，畢業後考入陸光國劇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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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器物，反映當代生活樣貌。」

受到社會型態改變衝擊，傳統技藝生存空間受

到壓迫，需求市場也逐漸萎縮，然而大甲知名金工

藝術家黃天來以其獨到美學視角、藝術語彙，賦予

大甲鐵壺獨一無二文化內涵與符號形象，20多年來
不間斷地創作，在鮮有人涉足的鐵壺領域，耕耘出

一片豐饒沃土，不僅使大甲鐵壺成為臺中在地最鮮

明的藝術印記之一，亦寫下臺灣工藝美術發展史上

令人驚豔一頁。

返鄉從零開始  創作在地鐵壺
「想喝好茶，想泡一壺好茶。」

就為了這樣一個簡單、純粹的理由，黃天來的

鐵壺創作之路一走就是 20多個年頭，讓這位從 17
歲即北上學習、從事玉器雕刻的思鄉遊子，在 32
歲那年毅然決然返回故鄉大甲，在無師可拜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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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天來與大甲鐵壺
爐火純青鑄造在地經典

下，獨自摸索著製作鐵壺竅門，從零開始亦不言苦。

「約莫是 70年代開始接觸茶，深感泡一壺好
茶需要技巧、器物、空間美感、人文素養、缺一不

可；光是好茶葉是不夠的。」黃天來娓娓道出與鐵

壺解下不解之緣的最初，「當年泡茶器具樣樣俱全，

唯獨缺少一套煮水器—一套有別於西方或東洋形

式、機具大量生產的器具，而是蘊含著民族氣質及

個人風采，且耐用的煮水器。」

從初轉換跑道時的挫敗、摸索，黃天來在失敗

經驗中累積出可觀成果，如今，在蠟模成型、沾

漿、脫蠟、燒結、噴沙、酸洗、整型、研磨、拋光，

加上每階段細部加工程序，總計近四十餘道繁複工

序，他已能駕輕就熟地將生命歷練灌注在一把把樸

質厚實鐵壺中，兼具實用外更散發出藝術家淬鍊生

活的光輝。

工藝美術  人類文明累積 
當一種文明發展到一定高度之後，工藝美術也

會隨後跟上，反映著一個民族對生活的期望與美感

經驗。黃天來談到其創作精神與理念時，如此說道，

「人類文明是累積過程，然而西方品牌在廣告媒體

推波助瀾下行銷全世界，使各地人民失去對自己族

群的認同與堅持。」

因此，黃天來所創作鐵壺皆冠上大甲之名，即

期許透過與土地情感連結，期能突破全球各族群正

因快速被同化而失去獨特性的窘境。黃老師表示，

千百年來朝代更迭，政權轉移只是階段性，當今各

種紛嚷只會帶來一個結果，讓未來人類生活更美

好，這也是他所認定工藝美術精神之所在。

「在文化歷史演進當中，我們祖先是非常重視

工藝造型美術的民族」，他舉例說明之，如：殷商

在青銅器上的造型能力，從各科不同動植物中轉化

變形成為單純而得體的神聖造型；又如我們佛像造

型轉變，從魏晉南北朝至唐朝，非常睿智地自外來

文化啟示當中找到自己民族的美學特性，而留下永

恆精華。

傳統  是心靈原鄉
「鑒古知今。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談起金屬工藝這項技藝，黃天來堅定地說，「傳

統」不是守舊，而是生命的根源，是心靈的原鄉，

必須努力去創造新意、溶入當代，讓工藝文明得以

延續。沒有根的樹是枯木，無延續性可言，有朝一

日將隨風消散。欲窺傳統工藝奧秘，需先爬到巨人

肩膀上，但現代人已無心爬巨人的肩膀，傳承千年

的技法將逐漸消失⋯⋯。

20多年來，黃天來不斷琢磨鐵壺之美，近年也
將目光停留在咖啡壺的精雕，不斷突破自我、精進

技術，同時，也不停思考該如何藉由金屬工藝傳承

屬於我們的文明，留給下一代更豐厚、飽滿的文化

環境。

結合飲食文化，受業者委託設計了結合魚紋和海浪紋的

「富貴小火鍋」。

黃天來專注創作的神態

獲得韓國青州國際工藝設計競賽特殊榮譽獎的「修練」，

揚名海外。

因喜愛喝咖啡，所以黃天來創作了這把「荒野～羊入虎

口」咖啡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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