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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在平學長為古箏專家，對國樂有特別愛好，自十四歲起間開始對國

樂苦研 P 迄今已逾半世紀，並曾任「中華園樂會J 理事長達二十五年之久

，為宣揚國樂，足跡遍及海內外 p 對中華古樂之發揚及促進國際文化之交

流 p 貢獻甚多。最近聽奎南市立文化中心之請?為慶祝先總統蔣公百年

誕辰 p 配合光輝卡月及該中心成立二過年 9 特將所收藏之中國古樂器展出

，藉使市民能對中國樂器多既認識 P 亦可激發市民有珍惜愛護我國傳統文

化之情懷。

接梁學長云:我國樂器自遠古發明以來，在上古時期間見充實，中古

時期又有外邦器樂傳入，迄至現代，東西樂器之交流 P 彙成今日之多種樂

器，但因時代變遷，戰爭及政治之因素，使僅有若干樂器保存原狀 p 有若

干則已僅存其名而已無實器可尋，但亦有形式已經改變者，故略就梁學

長所述中國最古老之樂擇及中國樂器依歷代樂風演變所劃分之八個時期如

下:

中國古樂器

一、古寧 寧為弦樂之- ，根攘文獻記載，等始於黃帝，盛於漢唐

，由最早之五弦，秦增為十二弦，唐增為十三弦，迄今增至二十一弦。雖

然在此四千年中箏弦不斷增加，音域不斷擴展，但等之五聲音階迄今未變

，乃一富右中華文化風格之獨特彈弦和聲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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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琴 古琴叉名七弦琴，為我國最古老弦樂器之一，亦為今日

世界各國所有樂器中唯一能以泛音單獨演奏之樂器，接古藉文獻所載，琴

始於伏羲，盛於堯周，原為五弦，周增二弦，漠再增二弦，桐因律制關係

，自漢迄宋與七弦九弦並存，但由周至今仍以七弦琴最為普通 9 九弦琴現

已失傳。

三、壤 i韌的冷伏羲 9 盛於漠，為土質之古吹奏樂器。標之吹于L在

頂端，狀itt大瓢，音孔有五個或六個，以雙手捧若吹奏，音色渴厚純樓，

悽傷愴楚，為我國土生土長，最古老的陶製吹孔樂器。

中國樂器依樂風演變而晝。分的八個時期

一、周代芝雅樂時期:

周代音樂多用於典體之進行及祭WE之酹獻?包括鐘、豆花、笙、聲等樂

器之使用，使金聲玉振的鐸鏘之音，成為一時風尚。而中國樂「八音J 之

分類，亦於此時形成。

周代之鐘有錯鐘、編鐘、銷鐘之別，而錚與鐘之間7'f3制原不相同，鐘

作精圓形，兩邊下垂 p 轉口則作圓形，向要收縮。漢代以後，二者之形制

漸趨混淆 p 錚鐘次於鋪鐘而倍於編鐘，凡作樂?先擊鐘 9 所謂金聲也者 p

始於理也。

特啟文名離學 p 謂一聲之在懸t品，害農誰樂 9 朱子云:先擊鑄鍾以宜

其聲，後擊特碧以收其韻。

笙攘古丈獻所載 9 始於公元前1852年 9 乃女搞民所重Ij ，為我國傳統民

族管樂中唯一可吹奏和聲之樂器， t，(簧與管配合而振動鼓聲 p 音色別緻，

雅靜詐和 p 聞之令人心醉神怡。

鼓之發明始1期頓於紀元前26世紀少美民之時，古之種類繁多，古時起

役'.if::役時，均擊鼓以振奮軍心。大拍了獵時亦擊鼓為號?而當收穫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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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宴會之時 P 鼓聲更成為舞蹈、伴奏之樂音 O 但自西域鏡欽束倍之後，故

已改變其單獨敲擊之形式。

雄，堅實、柔美 9 夜間聞之 p 空谷靈山，動人心弦。

五、元代敲廈IJ時期:

二、漢代樂府時期:
元代因自己樂的關係 9 胡琴躍居丈場之首席，武揚則以存~鼓為主 9 元代

「雲敬J 等多種新樂器，並有J)，弦樂器, r火不思」

統治初期?由於對內對外戰爭送起，客觀上引起圍內外民族問文化之交流

，乃出現「三弦」

漢代音樂多用於助;仕軍威 9 重要的樂器包括雷鼓、証、撓、捏簫及號

角，十足發揮了「大漢天威J ，而掛孺及笛的普通應用，亦在鼓吹樂中佔

三弦始於秦朝，乃由鼓鼓設弦改制而成，當時稱為「弦革則，漢時大

拍板J 之制，其音色;有脆響亮，音節分明，宴樂與俗樂皆用之。

二，以-H't~j之 p 用節樂也，晉魏之間?宋f拉著擊節，以木拍披 p 乃有「

9 接 I主藉且可載，用堅木三斤 9 東其，又稱「春!自」

馮主的合奏式。

拍板亦稱「綽蚊J

於西元六世紀前期傳入我國，當時名叫，沙線。元代以後，隨戲曲藝街之發

富之樂器。鑼之種類甚多，由單音之鑼 9 至高音之雲鑼，不僅在地方戲曲

有相當的地位。

鑼為我國使用最廣泛打擊樂器之一，最初流行於中亞及東南亞 A帶

展，為鑼閉關廣闊天地，再經長時期之流傳及改頁，遂使鑼成為表現力豐

，民樂合奏及節慶合奏中使用，並可在樂像中表現獨特之音響殼果。
興，唐代極盛。至於宋朝，由於俗樂之發展，三弦遂再分為高、中、低音

三、唐代燕樂時期: 三類。

唐代音樂多用於宴響助興，堂上之樂，絲竹齊鳴，理琮悅耳 9 因此，

琵琶乃成為一時寵兒，與羯鼓等擊樂器相抗衡。

根接丈獻資料研記載，琵琶始於秦而盛於唐，古來稱為琵琶者計有漢

魏式琵琶 9 伊朗式琵琶 9 及龜站式琵琶等 9 體制均有不同 9 目前六相二十

六、明代崑曲時期:

明代接行豈腔，因其一曲數折，由韻幽揚，委婉多緻 9 樂器多以崑笛

;為主

七、清代音樂之分歧

五品式琵琶乃經干餘年改其而成 p 適於獨奏或伴奏，琵琶以堅木為盟，單

面蒙以銅板 p 設四弦 9 初用大攘于彈奏，後改用指甲彈。

清代宮中逐漸喜愛新興之比簣，而地方戲曲及音樂則紛投雜睬，魯樂

、專樂、潮樂、南管等地方音樂多采多斐，各擅勝場，樂器之運用與配合

四、宋代詞樂時期:
因此亦更顯廣泛。

宋代音樂多用於襯托詩詞之韻律，多採篇管等樂器，復因此時期之音 響盞以銅為之 9 外以籐僅盛置，為甫管中所使用樂器之一，聲音宏亮

樂注重節拍，特揉用一種名曰「春j讀」之敲擊樂器，以增加樂曲中之節奏 清脆，非常突出 O

感。

洞簫乃西元前2699年黃帝時伶倫所重IJ ，西完*J 140 年漢武帝時丘仲改

耳，唐代因其長度適唐尺一尺八寸，故叉稱「尺八J ，洞簫音色渾厚，幽

八、民國之樂器

西方音樂在十九世紀後期開始對中國音樂發生影影，國人改良古樂器

之意隨之產生。八0年代中國樂器路孔廟中之祭孔樂器，地方戲曲中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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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樂器 9 與宗教伴奏之音樂外，最常見者乃在民族化、交響化前提下昕

誕生之民族管弦樂團，此等樂器乃在五0年代樂器改區原則下即獲之成呆

，種類減少而功能增加。

低胡音色柔美低徊，深沉厚潤，乃民國二十五年由中央廣播電台國樂

組所創始，係受西洋音樂之影響，為發展低音國樂器而設。

南胡始於何時 9 史乏記載 9 其得名由來乃因南宋改制後，政治形勢南

移 9 成為江南管弦樂之主力，故名「南胡」。南胡音色清柔圓潤，充滿含

蓄溫馨之美感?對表現我國民族音樂之特殊風格，更具備先天之優越性。

主驢 聽聽{分 限至全甫

誠懇:服務設計花五項目如下:

﹒各項發電設備

﹒工業廢污水處理設備

.都市焚化爐設備

﹒空氣污染處理設備

.水質處理設備

﹒各種自動控制及電腦系統控制工程

臺北市敦化南路 402 號llA

電話: (02) 7 4 1 3 1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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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維翔

孟子曾說; r聖之時者也，才之時者也 oJ 在我君來 p 以主安的才華

，不論生在那一個時代，都一定會出人頭地的。

真正認識王安，是民國二 i-五年進入上海交通大學以後。不過，王安

在中學時期就已經相當出名，當時我對他就略有所閣。王安唸的是江蘇省

上海中學，那時候江蘇的豈是朋省立中學中 9 以上海中學、揚州中學、常州、|

中學、無錫中學的程度最好?我唸的省立南京中學 9 則排名第七、八的學

府。不過，當時南京中學有不少達官貴人的子弟就讀;因為他們的女親都

在南京作官，這點可說是南京中學的一大特色 o

我們那個時代的中學教育辦得相當出色空這與江蘇省教育廳長周佛海

很有關係。周佛海辦教育的觀念很好 9 他的制度新、用的技長好、教員的

程度也好 9 同時教育當局不干涉學校的教育方式?所以，老師們相當盡責

，不要學生死背，盡量啟發學生的思考力和創造力。

那時的中學教育 9 很流行獎金制度，每次考試，同盟的前五名都依序

發給數額不等的獎金，第一名往往可以領到十五元或二十元的大洋，而一

個學生一學期的學雜費遠膳食也不過三卡大元。

王安因為成績優異 9 大概從中學閱始就沒有鑽過學費。當時江蘇省的

中學每年都辦會考，就是用同樣的題目，給各校畢業班學生測驗，王安常

是全省的狀元。

當時全國第一流的工科大學有交通、清華和同濟 9 因為分別招生，成

蹟好的，有可能三所都獲錄取，王安自然考幸這個就取錢個。我則考了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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