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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琴師——提琴藝術的源頭
彭姿敏 報導  

說到製琴師，就會令⼈聯想到宮崎駿作品《⼼之⾕》的男主⾓天澤聖司，他對⼩
提琴極為熱愛，為了成為頂尖的⼩提琴⼯匠，⾼中時便決定將來要到義⼤利實現
⾃⼰的夢想。來到新北市板橋，我沿著導航的指⽰⾛進⼀條販賣許多傳統⼩吃的
巷⼦，這與我在⼤⾺路上看到有著商業招牌與裝潢的琴⾏有些落差，讓我不禁開
始懷疑⾃⼰是否⾛錯⽅向。邱崇瑋提琴⼯作室由外觀看來是普通的住宅，但進入
室內映入眼簾的不是⼀般家庭的客廳，⽽是幾張⼯作桌，以及充滿⼯具的牆⾯，
⽽當時除了製琴師邱崇瑋以外，還有三位學員正在製作⾃⼰的⼩提琴。

訪談並沒有直接開始，製琴師邱崇瑋先花了些時間解決學⽣的問題。不知道是不
是因為客廳就是⼯作室的關係，這個場域的氛圍輕鬆卻嚴謹，非常特別，⽽我就
坐在⼀張凳⼦上環顧四周，看著各式各樣、亂中有序的器具，感受著另類的藝術
氛圍。等事情告⼀個段落後，邱崇瑋帶著靦腆的微笑坐到我⾯前，他的⼿似乎是
剛剛在指導學員時，被⼯具割傷，我想除了處理琴的事務外，受傷流⾎也是製琴
師的⽇常吧。

邱崇瑋（左）正在解決學員的疑問。（圖片來源／彭姿敏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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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崇瑋（左）正在解決學員的疑問。（圖片來源／彭姿敏攝）

⼈⽣　意想不到的轉折
學著學科、按照傳統升學體制⾛的學⽣，誰也想不到，邱崇瑋⾃從⾼中時期學習
⼩提琴後，就陷入⼩提琴的世界，儘管不像⾳樂班學⽣受過試唱、聽寫、樂理能
⼒的訓練，他仍憑藉著對⼩提琴的熱愛與堅強的實⼒，進入了台灣藝術⼤學⾳樂
系，展開四年的⼩提琴⽣涯。相較於⼤多數從⼩就讀⾳樂班的同學，邱崇瑋直到
⾼中才開始接觸⼩提琴，能夠進入藝術⼤學並就讀⾳樂系代表有著優良的能⼒，
對此他也謙虛地表⽰⾃⼰是運氣好。

⾄於為何不當⾳樂老師或演奏家，⽽決定踏上⼩提琴的另外⼀條道路——製琴，
邱崇瑋說⾃⼰其實更喜歡⼿作，⽽且在拉琴的過程中就對⼩提琴的構造非常有興
趣，「所以我其實念⾳樂系的時候⼀天到晚跑去別⼈的⼯作室，然後我問那些前
輩說，如果我想要學做這個有什麼管道。」他說。但是轉換跑道的過程並不算順
遂，除了因為很少⼈在做這⾏之外，⼗、⼆⼗年前製琴師這個⾏業也較為封閉，
⼤家會擔⼼如果把這項技術教了別⼈，以後他們會成為⾃⼰的競爭對⼿。邱崇瑋
說：「困難當然最明顯的就是找不到⼈教，那真的想要學就是出國學。」

於是，讀完四年的⾳樂系，邱崇瑋接著遠赴英國紐華克製琴學校鑽研⼩提琴的製
作，⽽當時令他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在專業的職業學校。學⽣們不做其他與製
作、修理⼩提琴無關的事情，在課餘時間他們仍會想辦法找到空教室繼續練習，
甚⾄在外⾯租房⼦也會把客廳改裝成⼯作室。「因為我們那時候是住外⾯，就會
跟幾個同學合租，然後客廳直接改裝成⼯作室，所以我們都沒有客廳，就是⼯作
室，就跟這邊（邱崇瑋提琴⼯作室）⼀樣。」

擺著⼀張張的⼯作桌，在這裡客廳就是⼯作室。（圖片來源／彭姿敏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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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成歸國　致⼒改變製琴環境
2012年學成歸國，邱崇瑋決定在故鄉新⽵縣⽵東鎮開⼀間⼯作室，⾝為⼟⽣⼟⻑
的⽵東⼈，儘管他知道臺北的環境比⽵東好，仍然選擇在故鄉開業，因為他希望
能⽤學成的這項技藝提升⽵東的藝文氣息。沒想到四年過去後，他發現這裡是⼀
個停滯的⼩鎮，「我在⽵東看了四年的結果就是覺得好像沒什麼變化，就是跟過
去⼀樣，就是真的它是⼀個停滯的城鎮，⽽且是我成⻑的城鎮，所以想到就有點
難過，我就想說那我要離開了。」他無奈地笑著說。於是邱崇瑋毅然決然離開故
鄉⽵東，來到台北開⼯作室，他希望在教育與⽣活條件發展較快的台北，能夠把
⾃⼰學成的技術帶給更多⼈，不論是拉⼩提琴的⼈或是修⼩提琴的⼈。

或許是因為學習製琴的歷程中發現台灣在這個⾏業的窘境，在英國留學期間，邱
崇瑋也經常在部落格分享⼀些關於⼩提琴的文章，直⾄現在，他也頻繁地在⼯作
室的臉書專⾴分享⼀些關於修琴、製琴以及其他跟⼩提琴相關的貼文。⽽讓他持
續不斷這麼做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夠讓這個⾏業更加透明化，不論是對於⼩提琴
的買賣，或是學習製琴技術，抑或是讓⼩提琴的擁有者更了解琴的狀況。

「那個時候也是覺得拉琴的⼈對樂器真的太不了解了，就是修到⼤學唸到⾳樂系
了，還是對⾃⼰⼿上的琴不了解。」或許我們會認為拉⼩提琴的⼈不了解琴的健
康狀況非常不可思議，不過這與懂⼩提琴的⼈不願將數據公開，以及純粹拉琴的
⼈通常不會有各式各樣的⼯具去測量都有所關聯。除了⼩提琴狀況的判斷，其實
在樂器買賣⽅⾯上，資訊不夠對稱與透明化，買琴的⼈往往不了解⼀把琴的合理
價格，也不懂得如何⽤琴的外觀去判斷，因此買琴的⼈多花了兩到三倍的價格買
琴的情形已是⾒怪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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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崇瑋透過⾃⼰修理與製作琴的過程去分享更多有關⼩提琴的知識，讓資
訊更能為⼈所知。（圖片來源／截圖⾃Facebook）

製琴師——時間藝術的源頭
許多⾳樂家經常會說：「⾳樂是⼀種時間藝術。」因為⾳樂是在⼀定的時間內演
繹出⼀段旋律，⽽且不能重來。⾳樂藝術之所以能夠發揚光⼤，除了技巧優良的
演奏者本⾝，製琴師也是幕後的⼀⼤功⾂。

或許⼩提琴從外觀上來看就是⼀個⾳箱加上四條弦，其實並不然，它的構造⼗分
精密，只要有⼀個細節沒有調整好，就可能影響聲⾳或造成演奏者使⽤不順暢。
像是構成⾳箱的⾯板與背板，它們的弧度會直接影響⼩提琴的⾳響，此處也是邱
崇瑋在製作⼀把琴時最注重的地⽅，「⾯板跟背板弧度有⼀點點不太⼀樣，然後
厚度的分布也不太⼀樣，他有他聲學上的考量。」⽽如何將⼀塊⽊板磨⾄適當的
弧度，沒有其他機器的幫忙，製琴師靠的是⾃⼰的雙⼿以及無限的耐⼼，當然其
他的構造也不例外。

「做⼀把琴喔，如果算時間的話⼤概五百個⼩時（約21天）吧。」邱崇瑋說，除
了影響聲⾳的弧度以外，另外⼀個邱崇瑋非常注重與堅持的地⽅，是⼩提琴的琴
頭線條。這裡影響的不是聲⾳，「完全是因為美觀。」他說。⽽⼀位在場學習製
琴的學員說：「老師（邱崇瑋）要求比較細，比較嚴格，可能是因為這個關係到
那個拉的聲⾳的共鳴，所以他（邱崇瑋）就是你差⼀點點都不⾏。」其實，從邱
崇瑋與學⽣的互動當中，可以看出學員對他的專業有著⼀定的信任與尊敬，⽽他
也毫不吝嗇地將他的專業教給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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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依照邱崇瑋的指⽰測量⾯板的弧度。（圖片來源／彭姿敏攝）

問到⼩提琴哪⼀處他認為修起來最困難，邱崇瑋則認為，只有要花很多時間修的
地⽅，倒是沒有真的是說很難的東⻄，也就是只要願意花時間做，到最後都⼀定
可以做得完、做得出來，他說：「就算今天⼀把琴真的是都全部都撞碎了、撞爛
了，其實只要花時間慢慢拼、慢慢黏，其實最後都還是修得完。」所謂成功的唯
⼀秘訣就是堅持到最後⼀分鐘，要達成⽬的就必須花時間⼀點⼀點耐⼼地完成，
許多事情何嘗不是如此，如果⾳樂是⼀種時間藝術，那麼製琴肯定也是⼀種另類
的時間藝術，或者可以說它是時間藝術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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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琴構造的每個細部都需要花時間做細膩的調整。（圖片來源／彭姿敏
攝）

最後邱崇瑋也分享了讓他能持之以恆的動⼒來源，「我覺得製琴師有⼀個動⼒就
是說，我們看到很多好的琴的時候，當然也會希望⾃⼰跟他們做得⼀樣好。」就
是這個對⼩提琴的執著與熱情，只要看到好琴，不論是以前留下來的名琴，或是
有哪個部位做得很好的製琴師，他都希望⾃⼰能做得跟他們⼀樣好。「對啊，然
後你就會希望說多花⼀點時間下去做，然後哪裡可以做得更好這樣，⼀把要比⼀
把更進步。」他說。

製琴師不像⾳樂家能夠在台上綻放光芒，他們默默耕耘，⼀⼼⼀意只將注意⼒放
在如何讓⼀把琴，有著⾼品質的聲⾳與優雅的外觀。我想他們對於⼩提琴的執著
可能更勝於⼩提琴家，無時無刻都在為了⼩提琴⽽努⼒，隨時隨地希望能藉由⼀
⼰之⼒讓演奏者演繹出更好的琴聲。

縮圖來源：彭姿敏攝

      

 記者 彭姿敏

編輯 許家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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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編輯 許家芸 

解構神秘⾳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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