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0.5.28「彭光甫、陳國興演奏會」會後留影，右起王瑞裕、沈一忠，
左二起林谷芳、陳國興（資料來源：陳國興）

左起林谷芳、沈一忠、王瑞裕、陳國興（資料來源：張慶麟）

王瑞裕教授「箏樂第一講」全臺講座，講解《採茶撲蝶》、《泣顏回》正調側弄之基

本調的按音移調解析，與西洋音樂移調的來龍去脈

時間：2024.2.18，地點：救國團新竹團委會（資料來源：王瑞裕）

2017年自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副教授
退休的王瑞裕老師，近來又有出人意表的行動，

2023年11月19日立案成立「中華民國音樂教師協
會」。王瑞裕老師早在千禧年即率先在臺灣實行

國樂考級檢定，此次「中華民國音樂教師協會」

的成立，即是其理想的再延伸，王瑞裕老師認

為：「國樂缺乏亮點、沒有桂冠，譬如醫師公

會，每一年都會表揚終身成就獎、醫療奉獻獎、

醫學薪傳獎，各教育階段的教育人員則有師鐸

獎。難道國樂不需要頒發『典範獎』，表揚模範

教師？所以我們要先有一個協會，本來我的理想

是想要成立公會，因為公會力量才大，但是在臺

灣，登記為ΧΧ樂團從團長到團員，都不是受保障
的職業工作，因此不屬於『業必歸會』的公會。

所以從事音樂教學的老師們，只能參加『工會』

才能參加勞保，目前自由業沒有公會，所以我暫

時先以音樂教師，而不是國樂教師成立協會。」

王瑞裕老師對國樂宏大的氣魄與格局其來有自，

本期專訪王瑞裕老師，為讀者回溯1960-1970年代
的國樂記事，側重在王瑞裕老師豐富的學習歷

程，大家做伙來聽「王先」講古！ 

王瑞裕老師與國樂的二、三事
����年代臺灣國樂人的耕耘記述（十五）
訪談、撰文 / 萬智懿
圖 / 王瑞裕、張慶麟、陳國興、黃文玉

北管樂啟蒙
王瑞裕老師1949年出生於桃園市，1956年遷居臺北市，就讀東園國民小學，家隔壁就是一間北管子弟館「三義
軒」，子弟館早期為漢人的音樂補習班，但因王瑞裕有兩個姊姊，四個妹妹，他是家中的獨子，父母對他的期望自然

比較高，因此三申五令不准王瑞裕靠近「子弟館」，但王瑞裕對喧鬧的北管音樂卻從不排斥，在廟口野臺看戲就是他

的消遣。就讀萬華初中三年級時（1963年），黃梅調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傳唱大街小巷，王瑞裕卻報名了正聲廣
播電台的「民謠俱樂部」學唱臺灣民謠，絲毫無懼高中聯考在即，不久也順利考取成功中學，熱愛音樂的他報名參加

了合唱團與國樂社。

與國樂之因緣
王瑞裕最初學習的樂器是琵琶，由周岐峯先生指導，後因周岐峯先生工作忙碌，又找了李兆星先生及林月里老師來幫
忙指導。李兆星先生指導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對王瑞裕的一生影響很大。王瑞裕與南管的邂逅、與古箏、二胡的因緣

皆與李兆星先生有關。王瑞裕高二時跟著李兆星先生去聽南管、看南管戲，古雅的南管深深吸引王瑞裕，也在他心中

播下一定要學南管的種子。同時李兆星先生介紹王瑞裕參加幼獅國樂社的古箏班，每週日下午在他工作的辦公室上

課，古箏老師周文勇是中興大學經濟系大四的學生，也是成功中學的學長，自然成為王瑞裕的身形典範。一年後周文

勇老師去服兵役，王瑞裕改從解席曼 1 老師學習。但王瑞裕自己也沒想到，十餘年後會成為周文勇 2 先生推廣國樂的

左右手，從1983到1989年，他曾擔任中華民國國樂學會理事兼總幹事、中國民族音樂資料館館長及《民族音樂》月
刊總編輯，直到1989年周文勇先生因病離世為止。若是周文勇先生能壽滿天年，可能王瑞裕老師的人生也別有不同。

音樂之友國樂團
除了南管、古箏，王瑞裕的二胡學習也與李兆星先生有關。1966年4月由李鎮東先生指導的音樂之友國樂團 3 招生，李

兆星先生「招呼」（臺語）王瑞裕去報名。雖然王瑞裕已有琵琶基礎，但是李鎮東先生表示國樂合奏的基礎是笛子跟

二胡，所以這個樂團只教兩種樂器，笛子與二胡，日後再由吹管分配出笙、嗩吶，二胡分出中胡、高胡與大胡。王瑞

裕老師不記得過了多久，有一天突然就換成周岐峯先生來上課。與李鎮東先生再續師生情緣，是1970年王瑞裕大二
時，他聘請李鎮東先生擔任華岡國樂社指導老師，並開始上二胡個別課。據王瑞裕老師說，當時個別學習還未成風

氣，他是少數非科班生上個別課者。

古箏組義務教學
1969年王瑞裕考上中國文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前身），他沒有去華岡國樂社，因為他只想學習，而國樂社沒有他
想學的。除了哲學系課程，他還旁聽了中文系、歷史學系及音樂學系的課。大一時參加國劇社學習身段及研究文武場

音樂，教中國文化學院的教職員彈奏古箏，大二才因拗不過大家，進了華岡國樂社，指導古箏組，大三接任社長，大

四當指揮並開始在校外收費指導國樂社團。1970年代社團指導老師仍是統包制，就是一位教練教所有的樂器。王瑞裕
陸續接下了大安國中、明倫國小、樹林酒廠、臺北醫學院（今臺北醫學大學）的社團指導工作，不過大量的校外教學

工作，也讓他耽誤了課業，因此延畢一年。

救國團古箏研習營與華南國樂社
1970年代古箏學習風氣鼎盛，國樂社一次招生230人，其中200人都想要學古箏，所以古箏組是社費的主要來源，也是
國樂社主要的人力資源，因為大阮、中阮、打擊甚至琵琶都由古箏組支援。王瑞裕老師雖是義務教學，但也因此累積

了豐富的教學經驗，日後會走古箏教學，與「文化」這幾年的教學經驗有關，他的名氣也愈來愈響亮。1974年救國團
臺北市團委會主辦古箏研習營，由王瑞裕擔任營主任，林東河、黃好吟、馬英等人為助教。同年「華南國樂社」（又

稱華南國樂研究社）成立，核心人物有王瑞裕、林谷芳、張華克並由張慶麟至教育部立案擔任社長，社員有馬英、熊

映美、胡雅萍、陳國燈、李玉華、莊國章、李錫堤、王双傳、吳志凱、張椿星、林偉芝、陳正宗等人，設址於羅斯福
路三段74號2樓，算是臺灣國樂商業教學先驅之一。救國團古箏研習營結業後，有不少學員即轉至華南國樂社學習，所
以當時樂社以王瑞裕的古箏及林谷芳的琵琶學生為最多，不久因王瑞裕移防金門，不方便回臺北教學，華南國樂社在

1976年參加臺灣區音樂比賽後就停止活動了。

1
解席曼 1966年拿到中國文化學院碩士學位，1964年與李殿魁、鄭向恆、張清治創立華岡國樂社。

2
周文勇先生曾擔任立法委員，對國樂貢獻良多。周文勇先生 1968年創立第一商標公司，1973年成立第一商標樂團，1979年任中華民國國樂學會第 14-16
屆理事長。可惜 1989年即英年早逝。

3  1965年 9月國光戲院改建的國軍文藝活動中心正式啟用，是當時除臺北市中山堂及國際學社外，又新增之展演場所。1966年國軍文藝活動中心成立了「
音樂之友」，4月招收合唱團、國樂團、絃樂團三團及鋼琴、聲樂、樂理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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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前排左起蔣光煌、王瑞裕、陳國興。後排左為陳雪霞、右為黃宛
珍（資料來源：陳國興）

2017.4.25舉辦 2017年臺藝箏樂展第一篇「臺灣箏樂的創意」臺藝大箏樂師生音樂會，王瑞裕老師指導
北管《上四套》中的細樂譜《醉扶登樓》及《梅雀爭春》（資料來源：王瑞裕）

1972.3.7 靈安社國樂團榮獲臺北市音樂比賽社會組冠軍，於成淵國中留影紀念。
前排右起王瑞裕、張慶麟，左起第二為靈安社社長施合鄭及施夫人（資料來源：張慶麟）

1975年出版的《箏譜集成》（資料來源：黃文玉）
開啟金門國樂專業教育
王瑞裕在新竹服兵役的期間，平日參加新竹郵光國樂團，假日仍維持臺北的教學及學習。第二年移防金門，中斷臺北

的教學，卻因此為金門國樂專業教育的發展作出了貢獻。王瑞裕指導金門的金城國中，培養了黃麗玲及馬志剛進入國

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國樂科（下稱藝專國樂科）就讀。退伍回臺見華南國樂社已結束，王瑞裕就在晉江街成立「雲韶

箏社」，以推廣古箏為志業，1979年於實踐堂首開師生音樂會，第二年受聘為藝專國樂科技術講師，任教37年後任副
教授退休。

傳統音樂再深化
1973年王瑞裕利用延畢到服役期間，他又參與了潮州同鄉會的潮樂團、廣東同鄉會的粵樂團、中華南管古樂研究社（
即中華絃管研究團），到「陶然會館」還常遇見陳蕾士、鄭思森先生一起玩潮樂。所以王瑞裕老師對國樂的定義是廣

泛的，他曾說過「樂在傳統」，他在北管、南管的學習都下足了功夫並打下深厚的基礎。他曾在1969-1972年連續4年
參加祭孔，因此有緣認識擔任後殿主祭樂長「集英閣」的王宋來先生，於1969年正式拜師學習細樂。南管學習則是
1969年先與余承堯老先生學習閩南語吟詩《唐詩三百首》及讀《古文觀止》，經余承堯先生的引介開始接觸昆曲及南
管，每週六下午王瑞裕就到國語日報社隨鄭叔簡、陳忠兩位老師學習。經過20年南北管的接觸學習，王瑞裕老師在
1988年結束了業餘古箏教學，雖然學生的人數始終維持在200人左右，但他覺得傳統音樂的學習需要再深化，於是他
將文大及藝專的國樂科系學生分別組織，前者在汐止「樂清軒」由詹文贊先生指導，後者在「福安社」由張天培先生

指導，後來發展立案為「台北民族樂團」，於1989-2000年間在國內外演出兩百餘場，深獲好評。

呷好道相報的個性
王瑞裕老師是個怎麼樣的人呢？成功中學的學弟張慶麟說：「王瑞裕是我在『成功』時的小老師，他說要復興中國音

樂必須從民間音樂開始，我就跟他去國語日報社隨鄭叔簡老師學南管。王瑞裕學長又邀我去學佛教音樂、道教音樂、

崑曲、歌仔戲、祭孔、古琴等等，我就像小跟班，跟著他到處學。」大學學弟莊國章說：「我1970年進入文化大學隨
陳雪霞習箏，並隨王瑞裕、李鎮東先生學習南胡，我曾加入北管社團靈安社隨簡金塗老師學習北管，加入閩南同鄉會

隨鄭叔簡老師學習南管，都是經由王瑞裕先生的引進，踏入民族音樂浩瀚之領域。」王瑞裕也是「文大」學生中，最

早與靈安社往來的，如史學系學長邱坤良從事靈安社的研究，也是王瑞裕牽的線，兩人曾在1981年合作出版《中國傳
統音樂全集》，其中戲曲部分由邱坤良擔任，而音樂部分則由王瑞裕老師負責。

4
除孫新財外，還有陳端安、張大立、張慶麟、張建永、詹鏐淼、邱秋月、杜碧鑾、張華廷等人。

5
臺灣在此之前僅有 1960年代梁在平先生的《古箏彈奏曲》及 1972年黃宗識的《古箏彈奏法》出版，至 1975年才又有王瑞裕的《箏譜集成》、黃得瑞的
《古箏專輯》及 1977年徐燕雄的《古箏彈法》第一集及魏德棟、魏德樑合編的《箏之藝曲集》，箏譜甚少。

靈安社國樂團
團與團之間團員的交流，在1970年代極為活躍。1970年9月靈安社成立國樂團，成員來自各校菁英，有臺大、師大、中
國文化學院、淡江、海大、女師專、藝專、工專、建中、板中、靜修等等，在孫新財的鼓吹下，有多位菁英 4來自

董榕森老師1969年成立的中華國樂團，當然也有從靈安社國樂團轉去大學樂團、華南國樂社、中華國樂團練習的，
如王瑞裕就曾參加中華國樂團。靈安社國樂研究會（同靈安社國樂團）第一次創團演奏會在1971年2月14日舉行，共
有48位團員，聲勢極為浩大。1972年參加臺灣區音樂比賽獲得社會組冠軍，可惜因為團員多為在校生，未能配合靈
安社重要的「出陣」遊藝活動，造成嫌隙，許多團員因此離開，靈安社國樂團也暫停活動。

出版箏譜
因為樂團間團員的交流，擴大了交遊圈，王瑞裕認識了在中華國樂團演奏革胡，但擅彈潮州箏的沈一忠（即沈柏序），獲

得沈一忠許多私藏的潮州箏譜。王瑞裕以沈一忠的潮州箏譜及自己1974到1975年間與南北箏樂大師陳蕾士、梁在平
習箏時獲得的古曲譜加上自己移植改編樂譜，整理為《箏譜集成》5 ，陳蕾士先生教學多以彈奏示範，王瑞裕很仔細

的採譜，對六十八板甚有心得，在王瑞裕比較了沈一忠與陳蕾士先生的潮州箏譜後，發現沈一忠的箏譜有掉板眼的

問題，於是王瑞裕校正了錯誤，載明了箏譜的出處，1975年由華岡出版社（現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出版。他在華
岡古箏組教學多年，一直希望學生能有一本資料完整的樂譜可使用，於是撰寫內容，提供樂譜，交由陳雪霞學姐出

版《箏譜集成》，出版費全由陳雪霞學姐負責，由於王瑞裕老師並非為了謀利更非牟利，沒有稿費也未獲得販售之

利潤，但因樂譜多次再版，許多人都誤以為他從中賺取了許多錢，其實不然。

結語
聽王瑞裕老師講古真的很有福氣也意猶未盡，雖然他自謙1960到70年代是庸庸碌碌和玩物喪志，但筆者完全不覺得，
反而覺得王老師年少即知志趣所向，致力勤學，又樂與人分享，是敢破敢立的造局者。礙於篇幅有限，尚未談及他與

推動臺灣21弦箏樂發展的箏樂家陳國興的交遊，與孫毓芹先生學習古琴的經歷，樹林酒廠的教學及與北管藝師張天培
的交遊等等都無比精彩，只能期待下次再聽王瑞裕老師講古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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