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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線譜上的窄⾨
記者 謝孟如 報導  

提及⾳樂系，常常會聯想到悠揚的樂聲、優雅的演奏會還有閃閃發亮的樂器，然
⽽那光鮮亮麗的表⾯的底下，卻是由⽇復⼀⽇的練習以及無盡的⾦錢所堆砌⽽
成，在極少數站在⼤舞台的演奏家背後，⼜有多少⼼有不⽢的莘莘學⼦和家⻑？
 

由鈔票鋪成的道路
要成就⼀個⾳樂⼈才通常是需要從⼩培養的，清華⼤學⾳樂系的學⽣林淳榆表
⽰：「考慮到演奏姿勢可能對孩童的骨骼發育遭成的不良影響，通常我們如果要
培養⼀個孩⼦往⾳樂路線發展，會從國⼩⼀年級左右開始培養。」在這漫⻑的培
育時間裡，他們必須花⼤量的時間練習樂器，同時也不能放棄課業，導致不少⾳
樂班學⽣無法參與社團，即將進入東吳⼤學⾳樂系就讀的陳可苓透露，基本上他
們就讀⾼中⾳樂班時是沒有參加社團的，空餘時間都在練習，⼀直到最近學校才
有限度地開放參加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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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個⾳樂⼈才常常要從⼩培養起。（圖片來源/Pixabay）

除了付出時間成本外，還需要付出許多⾦錢上的成本。問及培養孩⼦考進⾳樂系
的所有花費，家⻑朱雲慧表⽰：「我沒有特別去算過，但是從國⼩這樣⼀路過
來，隨著⾳樂證書的等級越來越⾼，樂器也會越換越貴，粗估的話⾄少百萬跑不
掉。」

想將孩⼦送進⾳樂班，⾛上⾳樂之路，最基本需要兩樣東⻄：樂器與學費。樂器
的費⽤主要為兩種：初期購買和後期保養，⼀般新⼿的⻄洋樂器，以⻑笛為例，
⼀隻全新且良好的入⾨⻑笛通常要價⼀萬⾄兩萬元，⽽⼀台全新的直立式鋼琴⾄
少要八萬以上，像⼩提琴那種要隨著⾝⾼成⻑⽽更換的樂器則需要花費更多；在
後期保養上，以鋼琴來說，⼀次調⾳要兩千元，如果還需要做清潔等其他保養維
修，所需費⽤則會⾼達上萬。

接著是學費，學費⼜分為校內的學費和校外的補習費。⼀般來說，公立學校⾳樂
班的學費除了⼀般的學雜費之外，還要再加上約三萬元的術科鐘點費；在課外補
習⽅⾯，⼜分為個⼈或團體，以⻑笛課為例，⼀堂五⾄六⼗分鐘的初級兒童團體
班課程平均要收取六⾄八百元，成⼈則落在⼀千元上下，兩者學費皆會隨著升級
⽽變貴，⽽個⼈班則是依照學習難度落在每⼩時六百到⼀千元不等。
 

⾼投資　低回報？
從⼤學入學考試中⼼的統計中，發現了近年考取⾳樂系的學⽣也有下降的趨勢，
但每年仍有超過1000名的莘莘學⼦以成為演奏家為⽬標，踏上古典樂這條路，學
⽣陳可苓說：「我有很多同學都想往純⾳樂表演的⽅向前進，但⼤學名額就那幾
個，所以競爭⼗分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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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班學⽣在台上表演。（圖片來源／陳可苓）

從學習古典樂、進入⾳樂班，到就讀⾳樂系，很多⼈是朝著成為演奏家的最終⽬
標不斷奔跑著。然⽽成為演奏家除了要⾃⾝天賦以及刻苦的努⼒，還需要⾜夠的
⾦錢援助。另外，台灣的古典樂市場受到網路媒體以及閱聽⼈喜好改變等外部因
素影響，能獲利的程度有限，⾯對僧多粥少的演奏圈，不少⼈選擇將⾃⼰的舞台
移到教職，國立清華⼤學學⽣葉家榆就說：「我會前往國外繼續進修，並同時以
任教跟伴奏成為握的副業，這樣能有比較穩定的收入來源。」

⼈們在提及某位⾳樂系學⽣在畢業之後⾛入校園往往不免會感到惋惜，總覺得學
了⼀⾝樂理、演奏技巧，最後卻被埋沒在教室的喧鬧以及辦公室的文件堆中。但
事實上不少⾳樂系的學⽣在就學期間會選擇考取教師執照，並在畢業之後進入學
校教學，林淳榆表⽰：「去國⾼中或是⾳樂班進⾏教學還是可以運⽤所學，比起
未來做什麼，我們更擔⼼無法學以致⽤。」

除了進入校園，也有⼈選擇⾃⼰開⾳樂教室教學，或是加入⾳樂中⼼成為私⼈教
師，協助後⽣前⾏。「教學也是⾳樂的⼀部分，它代表著傳承，是將文化的底蘊
永流傳的推⼿。」交通⼤學⾳樂所所⻑辛幸純說，舞台不侷限在⾳樂廳，教學也
是⼀場表演，且透過師⽣互動能將台上絢麗的技巧傳達給學⽣，這是再多的舞台
表演都無法達到的。

也有些⼈會覺得可惜的地⽅在於⾦錢，如上所說，栽培⼀個孩⼦⼀路從⾳樂班到
⾳樂系，甚⾄出國留學，要投入巨⼤的財富，當投資無法回收，⾃然會有質疑的
聲⾳。然⽽真的如⼈們的刻板印象所想，成為演奏家就能收回所有的投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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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家的收入主要來⾃於表演，但要籌備⼀個表演所需成本不低，以⼀場300多
名觀眾的個⼈⾳樂會來說，從找場地、合作樂⼿到租借樂譜的版權、安排彩排再
到票卷印刷、宣傳等都花費不菲。然⽽回本的⽅式通常只有努⼒賣票，提⾼票
房，但觀賞古典樂演出在台灣仍被視為菁英活動，多數⼈更習慣購買CD或直接從
網路下載⾳樂來聆聽。根據《2013~2018兩廳院售票系統消費⾏為報告》，在
2018年⾳樂類節⽬總售票額為3億6千萬，然⽽當年總共有2012場節⽬，平均⼀
場僅約18萬票房，相較於2017年平均20萬票房是退步的，不論怎麼說，相較於
將近百萬的演出成本，在台灣要只⽤票房收入來獲益是⼗分艱困的。

⼀場個⼈鋼琴演奏會極度粗略⽀出。（圖片來源／謝孟如製）資料來
源：兩廳院演奏廳費⽤說明、社團法⼈中華⾳樂著作權協會。

然⽽就算⾳樂系學⽣想⾛入校園，如今也是建充滿競爭的道路。根據1111教職
網《108年公立國⼩⾳樂正式教師錄取率統計表》，當年度僅7個縣市開出⾳樂教
師的職缺，且絕⼤部分的錄取率落在8%⾄15%；對於教師的學歷，學校也有越來
約多的要求，辛幸純指出，近年有越多國⾼中要求⾳樂教師要具備碩⼠或博⼠的
學歷；就算是進入⾳樂中⼼或當私⼈教師，也要⾯臨少⼦化帶來的招⽣困難。總
總的情況都意味著，可能⼈們覺得惋惜的事情，在不少⾳樂系畢業⽣眼中，也成
了⼗分奢侈的盼望。
 

樂聲悠揚　迴盪社會
「⾳樂可以做為興趣，培養氣質，但不能當飯吃。」真的，是這樣嗎？

其實擁有專業的⾳樂知識可以運⽤在很多地⽅，以藝術⾏政來說，⾳樂系學⽣對
曲⽬、樂器有更多的認識；也可以從事編曲、作曲等⼯作。如今也有越來越多的
畢業⽣⾛入藝術產業，葉家榆表⽰：「比起往演奏⽅向，往藝術產業前進的學⻑
姐其實更多⼀些。」⾯對此現象，辛幸純指出，如果要往流⾏樂製作⽅⾯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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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其實更多⼀些。」⾯對此現象，辛幸純指出，如果要往流⾏樂製作⽅⾯前進，
還是需要具備有紮實的基本功，才有機會展現出超越⽔準的表現。 

對於學習⾳樂的未來，現在的學⽣也有更多不同的想法，陳可苓表⽰：「我認為
⾳樂是⽤來幫助社會的，我也還有很多有興趣的事情，並期望能⽤專⻑來和其他
事物結合。」近年許多⼤專院校也逐步推出有關應⽤⾳樂諸如編曲、⾳樂⾏銷等
課程，期望能藉由多元的課程，將樂聲傳遞到更遠更廣的⾓落。

儘管老⼀輩常說藝術不能當飯吃，但這個世界仍需要⾳樂來陶冶⼈們的感官，這
是⼈類的精神資產。社會是由多元的元素組成，不能總以⾦錢投資來定義⼀個產
業的價值，⽽是要尊重、善待每個在不同領域發展的⼈，為改善不同產業的就業
環境盡⼀份微薄的⼼⼒。

關鍵字：⾳樂系、演奏家、⾳樂老師、出路、⾳樂

縮圖來源：Pexels

      

 記者 謝孟如

編輯 梁⼦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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