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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秉忠 

搞國樂硬是要得
三十年前台中市國樂發展的概況

圖、文/黃慶聲

【起鼓】
 樂壇舊事《包青天》主題曲作者

「開封有個包青天，鐵面無私辨忠奸，江湖豪傑來相助，王朝和

馬漢在身邊…」這首氣度恢弘、家喻戶曉的電視連續劇《包青天》

主題曲，是在民國63年於華視播出的黃金檔節目，我們可能記得

「包青天」的鐵面無私、剛正忠心的辦案特質，然而我們可曾知道

原作曲者是誰？

他就是楊秉忠教授！一個從民國38年來台以後，專心於廣播電影

配樂作曲、國樂演奏教學、愛家愛國的「本土化音樂家」，因為熱

愛台中的風土人情，遠離台北的城市塵囂，退休後獨居在台中北區

已有7年多，過著與世無爭的常民生活。「我哪有獨居？我有你們

忒多的國樂學生、好朋友們的人文情懷耶！」書桌前燈光下，楊老

師炯炯有神的目光，露出滿足的笑容！其實，楊老師（31年來，我

們都這樣稱呼他）的成名，並不只是包青天或釵頭鳳，國樂作曲與

演奏教學的深層內涵，才是我們國家的「文化資產」！

【傳承】
簡直就是一部

台灣國樂的發展史

楊秉忠老師祖籍江蘇省常州

縣（武進）人，民國14年8月16

日生。楊老師的祖先是滿州旗

人，清代為官。民國27年，當

時正是抗日初期，隨著在軍旅

的父親寓居西安，先後曾在東

南中學、河南鄭州高工就讀，

課餘隨著武漢藝專畢業的李瑞

泉老師學習二胡，因而對國樂

產生興趣，父親遂送他到「中

央訓練團藝幹班」受訓，國樂

名家劉天華所編的二胡練習曲

以及十大名曲，他都能夠熟背

並演奏。37年楊老師考入「國

立音樂院國樂組」，追隨儲師

竹教授(劉天華的門生)學習絲

竹樂器及理論作曲。

民國38年隨政府遷台，民

國39年應邀參加古裝劇「文天

祥」公演，擔任作曲配音工

作。同年九月進入中國廣播公

司台灣電台音樂組。民國40年

隨中華國樂團（中廣國樂團前

身）訪問菲律賓參與演奏，而

楊老師也是其中之一，當時演

出者僅十八人，個個是國樂菁

英。41年受聘於中廣國樂團，

專任作曲，並配合國樂團以及

電台廣播向國內外演出國樂實

況合奏、獨奏及創作特別節目

活動，堪稱台灣國樂風氣之先

驅。民國46年救國團也成立了

「幼獅國樂訓練班」，由中廣

國樂團周歧峰負責，楊老師擔

任副指揮，造就出不少演奏好

手。至此，國樂乃得漸漸枝葉

繁盛，社會各界及各級學校國

樂團體亦相繼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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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52年調任音樂組專任作

曲專員，54年起並兼中國文化

學院音樂系國樂組、國防部政

治幹部學校教授國樂，65年應

聘為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國

樂科專任副教授，教授南胡、

古箏、國樂合奏等課程。

楊老師豐富的學歷、歷經

政府遷台後的艱困環境裡，還

能夠持續克服生活上的困難、

堅持自己的理想，奉獻於中國

音樂的傳承工作，是何等的不

容易呀！「當時很多搞音樂的

人，多數半途從商、發財去

了，獨留我們少數幾個傻子硬

（ㄥˋ）是要得！」楊老師用

大陸腔調，繼續說道：「我們

搞國樂的，心胸要是不寬宏大

量，理想要是不堅定，是沒搞

頭的！」這是在民國63年9月

間，慨然接受當時「省立台中

圖書館」館長宋新民的邀請，

擔任「中興國樂團」創團指揮

後，第一次排練時說的肺腑之

言。

【轉換】
一個在地化樂團的崛起

「中興國樂團」是由省教

育廳第五科輔導的省級國樂

團，宋新民館長洞燭先機的倡

導設立，為台灣省第一個公家

經費補助的國樂團！成立一年

以來，排練了楊老師創作的新

曲子，諸如：《英烈千秋序

曲》、《布達拉宮之舞》、

《哈薩克情歌》、《阿里山雲

海》，以及改編《水仙花》、

演唱曲《小河淌水》、《阿眉

族山歌》二首，青年國樂家鄭

思森老師二首：《梅》以及《台灣農村大合唱》，魏麗瑩揚琴協

奏曲《瀚海長征》，洪鎮平編曲的《國光進行曲》…於當時排練期

間，省主席謝東閔也曾到場加油並讚譽有加。設團第一次演出，被

視為「中區教授春節年會」上的特別表演，會後謝主席邀請當時教

育部長蔣彥士、經濟部長孫運璿…等長官與所有團員合照留念，場

面非常典雅且壯觀！而照片中所呈現的團服，是當時副指揮林月里

親自設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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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楊秉忠(左二)黃慶聲(左一)廖學正、魏麗瑩夫婦(右一二)95.8.4.訪談留念。

2.民國40年中華國樂團訪菲律賓演奏，楊秉忠（左一）演奏二胡。

3.民國45年中廣國樂團訓練班結業，楊秉忠（前左二）擔任二胡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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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團公演」一套全新的國樂創作發表會終於要登場了，時間是

64年9月26日下午8時起（當時實施日光節約政策，今之下午7時）

地點在台中市中山堂。會場中冠蓋雲集、座無虛席。樂團在楊老師

指揮下以及「台中市幼獅合唱團」一行50人（台中師專蓬靜宸教授

指導）同台熱烈演出聲中，留下一頁輝煌的紀錄！翌日，樂團趕赴

「台灣電視公司」錄製30分鐘的國樂特別節目。再隔日，到「歌林

唱片公司」花了一天一夜錄製、發行國樂專輯唱片二張，名為《阿

里山雲海》及《哈薩克情歌》。這個專輯唱片，在民國67年榮獲行

政院新聞局評選為「唱片出版金鼎獎」，這也是台灣第一張國樂唱

片獲此殊榮！

4.謝東閔主席（立右三）蒞臨鼓勵、宋館長（立右四）楊老師親迎（立左一）。

5.「中區教授春節年會」演出後謝主席邀請教育部長蔣彥士、經濟部長孫運璿等長官

與所有團員合照留念。

6.「創團公演」第一場64年9月26日在台北市中山堂，楊秉忠提供。

樂團開辦一年來，楊老師

夙夜匪懈、案牘勞形的為了樂

團發展以及學校教學，台北、

台中兩地奔波。更因用腦過度

罹患腦神經症候群，每天得靠

藥物控制；加上他美麗溫馨的

家庭也起了重大的變化，必須

獨自撫養一對寶貝兒女，因此

就無法經常再到台中指揮「中

興」練習了！

  

【和諧】
一個音樂文化的終極理想

民國67年楊老師確定不再續

任，樂團改由林、洪兩位老師

代理指揮和演出。隔年（68）

暑假期間，樂團在全省巡迴民

歌演唱以及為旅法聲樂家姜成

濤伴奏之後，林、洪兩位老師

也相繼去職離團。之後，馬館

長擬聘本人為「副指揮」一

職，個人認為茲事體大，在與

楊老師電話聯繫之後，深感

「樂團成立不易，而且已蒙上

級編列預算補助，不能輕易解

散」，總得想辦法讓中興存

續、又能和諧發展，於是提出

成立「指揮小組」構想，將原

5

4

文化萬象What’s in Culture



57

有各組組長聘為小組成員，再

度增考團員、分工組訓、分場

指揮，期能永續，直到聘得正

式指揮。

本人代理指揮期間，繼續詮

釋展演新舊作品，並讓新人有

機會發揮所長。70年8月獲教育

廳施金池廳長的邀請，全團遠

赴澎湖離島與當地軍民共賞大

漢之天聲，這應是一種鼓勵與

慰勞吧！同年9月，一個過度與

轉型的階段完成，楊老師推薦

國立藝專國樂科主任陳裕剛教

授擔任指揮一職，從此進入另

一個「多元與多變」的時代，

雖然「中興」屢創新猶：民國

74年，個人提出以「音樂詮釋

歷史」的創作觀點，描述台灣

三百多年來的開發歷程，受到

館方同意並邀請全國專家創作

10首樂曲，且錄製音樂帶定名為「蓬萊春暖」專輯，發送全省中小

學音樂欣賞教學之用；十年後（民84）台灣光復50週年，再度提出

以「台灣本土音樂種類」的創作觀點，並全由樂團團員創作8首不

同樂種、風格的曲子，定名為「鄉土情懷」，且錄製音樂帶一捲，

但是這次沒發送全省了，原因不明，只是從許多對話場合，我們已

經感受到氣氛不對了。

…

84.10.25.最後一場演出前，爆出圖書館程良雄館長「擬自86年

度起停辦附設國樂團業務」，團員莫不強忍悲痛照常演出。後來雖

然經過多方奮力搶救，甚至感動了「台灣省議會教育委員會」，並

在85.1.18.下午7時召開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國樂團存廢請願」的

公聽會，會中結論雖然也裁示「應予保留、繼續活動」，可是圖書

館並未如期實踐；而團員們也都感受到不被尊重的活動是沒有意義

的，「中興」也就無息而終了，留下國樂發展史上一個很莫名的

「錯愕」而令樂界百思不解！

【煞鼓】
曲終人不散的壯志待酬

和諧，終究是一個社群(community)的終極理想，音樂團體尤應

如此！而「權與利」的運作與迷失，向來是造成和諧與否的最大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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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中興國樂團」的崛起與殞落，也取決在這兩個字之間的解讀

不同吧？我們很清楚樂團崛起時的大愛與無私，但我們就是參不

透、也猜不著他是怎麼殞落了？但是，楊老師在樂團初創之際，早

就提出的肺腑之言，歷歷在耳！如今他老人家已81歲了，身體仍然

「硬是要得」，偶而寫寫佛教歌曲；生活在溫煦如初的台中市，偶

而和老朋友、學生說說唱唱，興致來時還能喝兩杯「湊合湊合」！

或許「中興」不是消失了，只是暫時休養生息！他的子民已經

轉換到另一些空間、時間中繼續發聲。像林月里老師接連指揮「台

中市國樂團」，「台灣絲竹樂團」、「聞韶軒絲竹樂團」，以及最

近成立的「大中青少年國樂團」…等等，或許他們都是「曲終人不

散、壯志尚待酬」吧！

走出悲情、邁向和諧，希望之光、美麗依舊！

黃慶聲簡介：

台中市何厝國小教務主任

退休，台中市犁頭店鄉土文

化學會常務理事，台中市華

光國樂團團長、台中市孔子

廟釋奠大典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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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創團公演」第二場64年9月29日在台中市中興堂，楊秉忠提供。

8.楊老師作曲「包青天」曲譜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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