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木料進口之木材存放

資料來源：李巧昱拍攝，2021.04.17，
宜蘭李十三二胡工作室。

木材天然乾燥的方法

資料來源：李巧昱拍攝，2021.05.12，
新竹市百禾工坊。

室內陰乾木材的方法

資料來源：李巧昱拍攝，2024.05.14，
新竹市百禾工坊。

上海樂器廠生產「狗皮」琴

資料來源：黃逸樵《二胡形制與製作材料沿革之研

究》，2006年，頁 191。

單志淵製琴師蛇皮存放

資料來源：李巧昱拍攝，2020.12.11，新竹市百禾
工坊。

林國陞製琴師仿皮製作

蛇皮日曬
6  

資料來源：李春正提供，2021.06.06。

二胡的製作

製作一把二胡，需要擁有深厚的人文底蘊與豐富細膩的工程學養。因此，材料的選擇，逐一的製作過程，以及製作完

後的調整都是一把好琴的關鍵所在，必須投入大量時間專研，但是否能將其中二胡音色的本源保留，並改善其長久以

來的詬病，是需要許多的製作經驗，從經驗中驗證，才能完成一把好琴。

一、製作材料

二胡的製作材料是其製作過程中極為重要的一環。早期，劉天華先生為了製作二胡，不惜拆解老傢俱，因為這些木料

經過長時間的自然乾燥，具有一定的音色特性。因此，製作二胡所用的木料必須達到一定的乾燥程度，才能展現出優

美的音色。

木料的來源和生長環境會影響其品質，不同地區的木材在密度和含水率等方面各異。製作二胡常用的木料多採闊葉紫

檀（老紅木）製造，包括白酸枝、紅酸枝，以及烏木；每種都有獨特的特性和優勢，製琴師會根據需求和偏好選擇適

合的木材。木材進貨形式有原木、套料以及半成品。原木雖較為便宜，但風險因素多；套料包括琴筒、琴托和琴桿，

現今許多稀有的木料都是透過套料的方式加以製作 1；半成品木料多半委託製琴工廠代工進行木工製作。木材乾燥的

方法可分為天然乾燥及人工乾燥。天然乾燥可以透過大型倉庫儲存，也可以放在櫥櫃、防潮箱中，並定期進行日曬翻

堆以保持木材的穩定性 2，又或是放置在能與大自然接觸的陰乾木材空間；適當的溫度、濕度等，若這些條件都達成

且持續一定時間，木材就不易彎曲或變形。人工乾燥則包括真空負壓、常態電子爐、氣態蒸煮、液態蒸煮和化學液體

浸泡乾燥等方式。

蛇皮一直是二胡製作的重要材料，過去採用各種材料，如：絲織品、塑料薄膜、小牛犢皮、豬肚、河豚皮、狗皮等，

但後來發現野生蟒蛇皮的彈性、抗拉強度高、延伸性好，且音質優美、音域寬廣，因此成為首選材料。然而，受野生

動物保護法規的限制 3，現多使用越南 4、中國大陸的人工飼養蟒蛇皮，儘管外觀上與野生蟒蛇皮相似，但質地上有

所差異，音質和壽命較低。蟒蛇皮的挑選需考慮部位韌性、音色等因素，並根據不同地區的蟒蛇皮特性進行選擇，注

意鱗格數和厚薄度 5以確保與琴筒的匹配，並獲得最佳音效。保存蛇皮通常使用防潮木箱，並在蛇皮交疊處撒上搗碎

的樟腦粉，以防蟲害和損壞；有的會放置於一般生活環境中，使用完畢即陸續進皮做使用；部分製琴師會於一年左右

進行一次蛇皮的日曬。

樂器系列專題│二胡的製作與修護
文 / 李巧昱
圖 / 李巧昱、李春正、單志淵、柯宏毅

1
早期的二胡製作，專業且大規模的樂器製作廠幾乎擁有大型開料機器，才能將原木切割成所需的大小。後來，出現了「套料」，這是因為一些製作樂器

工坊規模較小，因此開始出現了套料的需求。

2
若通風良好（陰乾），則無需日曬，主要是為了防止木材發霉，因此需要定期曝曬。

3
華盛頓公約（CITES）旨在保護瀕危野生動植物及其製品，對蛇皮等進行管制，以防止過度捕獵和貿易。蛇皮被列為受保護物種，出口需取得 CITES
證書，確保合法且不威脅物種生存。各國設有海關和檢驗機構，負責執行這些規定。

4
越南是華盛頓公約（CITES）的締約國之一。當地氣候適合蛇類生長，且蟒蛇養殖經驗豐富。當地農民與養殖場合作，養殖場定期視察農民的養殖狀
況，提供技術支持並進行環境衛生檢查。合格後才能申請 CITES證書。

5
同時需要留意季節變化，因為蛇在冬眠和脫皮時，皮膚可能變薄；而母蛇在產卵期間身體會有較多變化，導致蛇皮彈性受影響。

6
圖為 2016年由李春正拍攝。當時，由於未將蛇皮放入乾燥箱，夏季需拿出曬乾再進行保存。現今，蛇皮直接收藏於濕度 50%的乾燥箱中保持乾燥，
無需再日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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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琴

資料來源：樂器學習網，2024.05.11。
早期扁筒型二胡

資料來源：魏曉敏《近現代二胡製作

改良歷史研究》，2013年，頁 23。

扁八型二胡

資料來源：單志淵提供，2017.02.17。

7
琴頭斷裂會造成琴桿震動不均。

8
若二胡的蛇皮受潮濕，導致變軟甚至坍塌，表示蛇皮的角質層已被破壞，需要進行重新換皮。

9
避免過度放鬆二胡，因為這會導致琴弦、千斤、琴碼和濾音布等零件脫落。適度放鬆不僅保護蛇皮，還有助於在下次使用時快速調至大致音高，再用

調音器進行二次校正，同時訓練耳朵。閔惠芬和蕭白鏞等二胡名家都有此習慣。

二胡的修護

在修護樂器的過程中，我們常常聽到兩個詞彙：修理和修護。雖兩者相似，但目的和範疇不同。修理樂器是針對已

出現問題的樂器進行專業修復，保持其外觀和功能正常，如：琴弦或琴頭斷裂 7；修護樂器則是進行預防性的保養

與音色特性的升級，以確保樂器長期保持良好的音質和性能。相比於修理，修護更注重平時全面性的保養，如定期

清潔琴弦、檢查蛇皮狀態 8 等。確實了解樂器的狀況，才能做出修理、修護或保養的決定。

一、初步保養

為了維持二胡良好狀態，以下是日常簡易保養方法。每次練習後，花5至10分鐘進行可有效延長其使用壽命。

二、製作工法

從過去至今，二胡製作的工法歷經了漫長的發展與變革，本文將記錄二胡主要的製作變革內容。

據史料記載，唐代少數民族部落的「奚琴」、宋代的「嵇琴」、北宋時期「馬尾胡琴」，由原先的竹片擦奏到馬尾

拉奏，到明代尤子求的《麟堂秋宴圖》中所示與現今二胡形制相近。明清時期，二胡主要用於戲曲音樂伴奏。當時

的製作規格不一，皆為手工製，琴弦為絲弦，琴筒則以木竹製品為主，而音色方面較生硬、音量小、音域狹窄皆為

當時的缺點。

1895年，一位對現代二胡改良有著重大貢獻的劉天華先生出生。其師，周少梅將當時的二胡琴筒加大，並把琴桿加

長至90公分，也將弦改為較適合琴筒振動頻率的設計，此對劉天華對二胡的改良奠定了基礎。劉天華將二胡形制、

材料做改良，增加琴桿長度，改進琴弓，使用紅木或紫檀木為料，鞔皮則以蟒蛇皮為主；將二胡琴弦明確規定音高

，並將二胡帶入高等學府中教授。

1950年，張子銳將二胡琴弦的材質由絲弦改為鋼絲弦。1956年，蘇州民族樂器廠制定了二胡的製作規格和標準。

王瑞泉改良了蘇式二胡的琴筒尺寸，與王乙共同發明了油煎碼，研製出76型前扁八角後橢圓形琴筒二胡，也是扁圓

形琴桿改革者之一。他嘗試了多種工藝手法和材質，創造出不同音質和風格的二胡。呂偉康研製了「扁筒二胡」，

將蛇皮橫向鞔，使震幅加大，提升音色和音量。王國興在材料選擇和工藝上有獨特見解，增加了二胡音量，調整內

筒尺寸，延長了蒙皮壽命。

1960至1969年間，呂偉康、王瑞泉兩位製琴師傅研製出橢圓形琴桿，後改良至現今多人使用的橢圓加斜方筋形（又稱

水滴形琴桿）。

1963年，國家輕工業部制訂二胡製作規格，當時無琴底托板，琴桿底部順呈菱型縛弦，60年代後期出現了胡琴琴托。

1978年，二胡部頒標準將六角形琴筒定為二胡的唯一標準形狀。改革開放期間，許多人希望融合西方音樂於中國民

族音樂中，並改進二胡音色，使其更淳厚，音域更寬。為此，人們嘗試改良多種部件和製作材料，這一探索至今仍

在進行。

部位 保養措施 保養原因 保養忽略可能的後果

琴頭、琴桿

與琴筒

蛇皮

用乾淨柔軟的布去除灰塵和

汙垢。

平時放置於通風良好的環境

中，或使用濕度調節器。

將樂器放入專用袋中收納，

袋內襯有柔軟材料，如：羊

毛布或絨布。

使用完二胡後，將兩條弦的

音高放鬆三至五度 9 。

保持木質面板的亮澤與防

潮，有助於音色的純淨與

穩定，延長使用壽命。

灰塵和汙垢若長期積累，會影

響二胡美觀，且易吸濕，導致

木質面板變形或發霉。

長時間使用會使蛇皮老化、磨

損，出現裂紋、硬化或變薄，

影響音質。

可能導致二胡碰撞受損。

防止樂器受水損，避免木材變

形、膨脹或裂開，影響音質。

減少琴弦張力對琴皮的壓

力。

琴

若無放鬆琴弦，可使用護琴碼

放置於蛇皮和擦弦點之間。

木材在不同濕度環境下易膨脹

或收縮，可能導致樂器變形或

開裂。

防止木材變形，延長樂器

的壽命。

確保樂器在存放和運輸過

程中不受損壞。

有效避免樂器暴露在不穩定

氣候中，如：過度陽光、潮

濕或乾燥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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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保養 -琴桿、琴筒及蛇皮去除灰塵和汙垢的前後對比圖

資料來源：李巧昱拍攝，2024.05.16。

重點保養 -蛇皮清潔、上蠟，以及更換墊片的前後對比圖

資料來源：柯宏毅提供，2024.05.19。

二、重點保養

下表列出二胡進廠保養時的常見維護項目。這些工作需由專業的製琴師傅、技術人員或老師協助完成，以確保樂器保

持在最佳狀態。
若未保養得當，樂器可能需要進行全面性的保修。以蛇皮為例，若未鬆弦，持續的琴弦張力會對蛇皮造成壓力，逐漸

老化、磨損，甚至導致琴桿彎曲的問題。若長時間忽略彎桿問題，可能導致彎桿加劇，甚至影響樂器匹配的問題。因

此，二胡保養至關重要。

礙於篇幅問題因此未能將全面性保養的內容與知識傳授給大眾，期望未來能分享更多內容給二胡演奏者和愛好者！

部位 保養措施 保養原因 保養忽略可能的後果

琴頭、

琴桿與

琴筒

琴軫

千斤線

拆卸整把琴，徹底清除琴上沉

積的松香和手汗殘留的汙漬

使用專業的產品及工具來清

潔蛇皮表面，去除灰塵和汙

垢，上蠟

若蛇皮有明顯損傷，需進行

樂器的修理，以恢復到能使

用的狀態

使用碳粉、碳酸鈣（如：粉筆

）塗抹於琴軫與軫眼接觸點

如上表琴頭、琴桿與琴筒之表格所示

不牢固或易滑動，皆導致調音

上的不便

出現毛邊或鬆脫，影響音色

嚴重會導致琴皮受損

若無濾音布或其硬化，可能產生

噪音，影響演奏音色和音質

損壞的蛇皮可能出現裂紋或凹

陷，影響琴身及音色

使其轉動更加順暢

墊片

濾音布

蛇皮

琴弦

定期修護與更換

琴弦生鏽會影響音質；老化會

降低彈性、手感變差，易斷裂

保持最佳音質和演奏性能

微調

檢查蛇皮的狀況，確認是否

有損傷、受潮或發霉

生鏽會造成刮弦，導致雜音出

現，震動不均

減緩微調生鏽

控制琴弦壓力以穩定音準，

更換時確認有效弦長位置 10  

調節蛇皮與琴筒之間的間

隙，穩定蛇皮的位置，保

護琴筒表面

可過濾雜訊、控制噪音與狼

音

確保音質和性能保持在最佳

狀態。

1 0
千斤的高度（從琴碼到千斤的距離）一般為 39至 41公分，若手較小，可以調整至 37.5公分，兒童可以用 33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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