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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篇論文以台灣女性音樂家陳信貞(1910-1999)為研究對象，過去很少討論到女

性音樂家因背景的不同所造成的差異，身為台灣女性音樂家之一，陳信貞對於西方

音樂的學習受長老教會影響極大，她未曾留學，乃教會培育出的女性本土音樂家代

表。本文一方面藉由史料及文獻的探索，勾勒出台灣在光復之前女子教育及音樂教

育的發展，另一方面檢視陳信貞因未出國在音樂教學上表現的特殊性。研究分為三

部份：一、台中婦女鋼琴研究會(1932-1935)。二、台南時代(1935-1946)。三、台中

女中(1946-1974)。研究結果顯示，陳信貞在教學歷程和求職過程中有一些不同於同

輩音樂家們的事蹟：陳信貞光復之前成立的私人鋼琴研究會乃同一時期台灣音樂家

的創舉，不只轉換了當時鋼琴教學實踐及學習的場域，成果發表會上也呈現了她與

其他音樂家因背景不同所造成的差異；進入台中女中以後，更將教會學校的西式音

樂教育傳遞至一般學校體系中。陳信貞雖能與台灣早期留學歸國的音樂家們一同活

躍於當時的音樂圈，但是因為沒有留學，很早就進入音樂教學的領域，成為光復之

前唯一橫跨個別、私人團體及學校教學的台灣女性音樂家。 

 

關鍵詞：陳信貞、長老教會、光復之前、音樂教育、女子教育、鋼琴研究會、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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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ribution of Western classical musicians in Taiwan’s modern music history has 

been well documented. However, the different careers between locally trained musicians and 

those who received foreign educations have not been investigated in details. Hsin-Chen Chen 

(1910–1999) was the only among the best-known early female musicians in Taiwan, who 

learned Western classical music from the local Presbyterian Church education. Chen’s musical 

career during the 1930s through the 70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1. The period of Taichung Women’s Piano Academy (1932-1935).  

2. The period of Tainan (1935-1946) 

3. The period of Taichung Girls’ Senior High School (1946-1974)       

By analyzing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interviews of Chen’s relatives and students, this thesis 

shows that Hsin-Chen Chen demonstrates quite different career paths from her fellow female 

musicians activ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First of all, the private piano academy 

established by Hsin-Chen Chen was a pioneering institution that later became a common 

practice in Taiwan. She also introduced pedagogical methods learned from the Presbyterian 

education into school teaching. In the mean time, Chen performed actively among musicians 

returned from abroad. It turns out that Chen was the first piano teacher in Taiwan whose 

teaching career crossed over individual teaching, private institution, and school education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Keywords：Hsin-Chen Chen,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Music Education, Female Education, Piano Academy, Foreig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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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日治之前的台灣社會在賢妻良母觀念的闡揚和傳統禮教的束縛下，多數的婦女侷限

於家庭且與外界脫節，難有較大的伸展空間；教育方面，除了士紳子女外，一般女子鮮

少有接受教育的機會，直到西元 1884 年馬偕博士來台創辦第一所女子學校後，台灣開

始有專為女性辦學的學校1。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後，殖民政府將其在本國已經建立起

來的西洋式近代教育制度引進台灣，在台灣增設中學校、高等學校及高等女學校，做出

小學到大學的普通教育學校體制，更多女性因此接受了教育2；至此，女子教育在台灣

依循這兩種系統發展。教育具有提昇婦女地位之作用，使部分女性因自覺而投入社會，

加上社會的需求，女性開始投入女教師、產婆、護士等工作，初等學校和實業補習學校

的畢業生，則從事勞動或生產事業；家境優渥可以出國留學的女性回國後，女醫生、女

藥劑師也因應而生，台灣女性因此從家庭逐漸走向社會3。 

目前對於光復之前台灣女子教育與音樂教育的研究資料，以殖民政府教育研究較為

完整，西元 1980 年以後，日治時期歷史研究在台灣蓬勃發展，女子教育方面，最早有

張素碧<日據時期台灣女子教育研究>一文，為接下來一連串的殖民政府女子教育研究揭

開了序幕4。長老教會對於女子教育賦予期待可見於當時學校向加拿大長老教會海外宣

                                                 
1 馬偕博士，蘇格蘭裔的加拿大人，27 歲於愛丁堡大學完成學業後，便隻身前往異鄉傳教，1872 年馬偕 
定居淡水，他勤學漢字，向牧童學台語，5 個月後便能用台語傳教，自 1872 年起短短 8 年間便開設了 20 
餘所教會，他深入原住民聚落，翻山越嶺遠至宜蘭、花蓮傳教。1878 年馬偕娶五股坑女子張聰明為妻， 
成為台灣人的女婿，拓展了對台灣婦女的宣教事業；1882 年創建牛津學堂，2 年後在牛津學堂東側創辦 
淡水女學堂。在台灣傳教的 30 個年頭，設立教會 60 餘所，終其一生為了醫療及教育而努力，1901 年 6 
月因喉癌逝世。引自卓意雯，<清代台灣婦女的社會地位>，《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 23 期(台北：中 
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室，1992)，頁 7-12、董芳苑，<論長老教會與台灣的現代化>，《台灣近百年史 
論文集》(台北：吳三連基金會，1996)，頁 183-201。有關淡水女學堂，詳見本文第二章第三節。 
2 許佩賢，《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學校》(台北：遠流，2005)，頁 14。有關日治時期在台實施的教育制度，

見本文第二章第二節。 
3 游鑑明，<有關日據時期臺灣女子教育的一些觀察>，《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 23 期 (台北：中央研

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室，1992)，頁 13-18。有關初等學校及實業補習學校見本文第二章第二節。 
4 張素碧，<日據時期臺灣女子教育研究>，《雲林工專學報》，第四期 (雲林：雲林工業專科學校，1985)，
頁 429-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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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會所上呈的報告書，報告書提到，這些從女學校畢業的學生們，無論是走入家庭或是

踏入社會，由於教會裡需要有主日學及能夠司琴的老師，學校對於她們最大的期望就是

在教會所屬系統裡擔任教職5。西式音樂教育因長老教會女子教育在台的發展，培育了

不少女性音樂家，如陳信貞、高錦花、高慈美，林秋錦等人，不過高錦花、高慈美和林

秋錦因曾赴日學習音樂，並不單純算是基督長老教會在台所辦之學校培育出的女性音樂

家代表6。長老教會對於音樂相關的研究偏重於歷史沿革、聖詩作品及基督教會音樂團

體等研究，至此，尚未出現純粹由長老教會學校培育出的女性音樂家研究，而有關於南、

北女學校教育的研究也未有較完整的整理。 

    1910 年出生的陳信貞自后里「內埔公學校」畢業後便進入「私立淡水女學院」7就

讀，畢業後在音樂教育的職場上一待就是近 50 年的時間，陳信貞非師範學校畢業生，

也非留學歸國者，卻能活躍於當時的音樂圈，為長老教會學校所培育出的台灣女性音樂

家代表。未能出國學習音樂是陳信貞畢生中最大的遺憾，也是她在職場初期遇到的最大

瓶頸，卻也因這個原因，在她身上看到了與其他音樂家的差異。1932 年陳信貞創辦了「台

中婦女鋼琴研究會」招收私人鋼琴學生，為日治時期台灣音樂家的創舉8；1935 年陳信

貞南下台南長老教女學校9擔任助教，期間她創辦了「台南鋼琴研究會」，並於 1940 及

1943 年舉辦了兩場學生成果發表會，台灣早期與陳信貞同輩的音樂家們則因留學的關

係，都較陳信貞起步得晚，大多在戰後才開始招攬私人學生10。戰後隔年，陳信貞至台

                                                 
5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Education,” Journal of the Presbyterian Record.37, pp. 105-107, 1911. 
6 吳玲宜，《台灣前輩音樂家群相》(台北：大呂，1993 年初版，2004 年增修版)。 
7 淡水女學堂自 1884 年創校以來，校名經過多次變更，1916 年更名為「淡水高等女學校」，1922 年因總

督府實施私立學校令，於改名為「私立淡水女學院」，1938 年更名為「私立淡水高等女學校」，光復過後

於 1947 年更名為「淡江中學女子部」，1948 更名為「純德女子中學」，直到 1956 年正式改名為「私立淡

江高級中學」沿用至今。資料來源為私立淡江中學校史館陳列之校名沿革表。本文中提到有關淡水女學

堂，會因其發生事件的時間更換校名使用名稱。 
8 對於當時陳信貞創辦的「台中婦女鋼琴研究會」的正確名稱有多種說法，包含「台中婦女鋼琴研究所」、

「台中婦女鋼琴教授所」等說法，由於正確名稱已不可考，本文統一做「台中婦女鋼琴研究會」。 
9 台南長老教女學校為現今台南市長榮路二段之「私立長榮女子高級中學」，1887 年創校，創校初期名為

「台南新樓長老教女學校」，1903 年改名為「長老教女學校」，1939 年獲日人准許立案，更名為「私立長

榮高等女學校」，光復後改制為 6 年制「私立長榮女子中學」。資料來源為私立長榮女子高級中學校史館，

本文中提到有關台南新樓長老教女學校，會因其發生事件的時間更換校名使用名稱。 
10 在 1997 年出版的《鋼琴有愛》第 159 頁有關陳信貞的年表紀錄中，陳信貞於台南舉行的第一屆學生演

奏會為 1938 年，第二屆 1940 年，不過據詹懷德及學生楊瓊珍提供的當時學生演奏會 
照片，兩場演奏會照片上分別記有：「皇紀兩千六百年奉祝演奏記念，十一月七日，台南鋼琴研究會」以

及「市公會堂音樂之夜，台南鋼琴研究會主催 2603.3.6 ，台南公會堂。」因日本建國於西元前 66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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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女中任教，並將她在「淡水女學院」所學運用到教學上，這使得她的音樂課與其他音

樂老師有很大的不同。 

    有關陳信貞的相關研究文獻，以 1997 年出版的《鋼琴有愛》為主，此書撰寫時適

逢陳信貞女士 88 歲米壽，她的女兒詹懷德11女士便興起與吳玲宜女士合著此書的想法，

一方面獻給母親作為壽禮，一方面蒐羅親朋好友及學生回憶過往12；內容包含陳信貞的

生平事蹟、教學方式、生活哲學、為人處事、音樂會等。目前許多有關陳信貞的研究引

用都以《鋼琴有愛》為依據，不過此書出版時較為倉促，且由多人綴輯及年代久遠的關

係，在回顧過往的同時難免有不夠完整的地方，因此希望藉由陳信貞的研究，將這些部

分做一校正。 

    本文首先比較與陳信貞同一時期的女性音樂家，並了解殖民政府與長老教會兩個體

制下女子教育及音樂教育的落實及差異後，將以 1926 年畢業於「私立淡水女學院」的

陳信貞為例，探討她從創辦「台中婦女鋼琴研究會」到 1974 年台中女中退休這段期間

音樂教學的特殊性；進而了解一個從殖民政府不承認的私立學校畢業生，在她從事音樂

教學的過程中與當代一樣從事音樂教學的其他音樂家有何不同，這樣的差異，有著什麼

樣的意義13。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淡水女學院是陳信貞鋼琴學習的啟蒙地，四年的求學生涯影響她日後的教學甚巨，

為了解當時女學院辦學的情況跟鋼琴課上課的情形，光復之前長老教會女子教育及音樂

教育乃文獻搜尋之兩大要項。陳信貞進入淡水女學院之前就讀於內埔公學校，因此相對

於長老教會體系的殖民政府女子教育及唱歌教育也列為文獻搜尋之重點，以了解相同時

                                                                                                                                                         
因此兩場學生演奏會時間應為 1940 年及 1943 年。 
11 詹懷德，陳信貞與詹德建之女，淡水純德女中畢業後於 1951 年留學加拿大多倫多皇家音樂學院及諾克 
斯神學院教育系，回國後曾任教於東海大學、淡江中學、台灣神學院、美國學校等音樂老師，現居台北 
天母。 
12 詹懷德、吳玲宜，《鋼琴有愛》(台北：上青，1997)。 
13 陳信貞進入台中女中的時間說法不一，依據《鋼琴有愛》的紀錄有 1945 年及 1946 年兩種，退休於 1975
年，在翻閱台中女中所提供民國 35 年《教員一覽表》的記載(由人事主任及歷史科老師林淑華提供），陳

信貞是於 1946 年 2 月 1 日任職於台中女中，1974 年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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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背景下另一種教育型態14。除了陳信貞的研究外，本文也探討與陳信貞同一時期其他

女性音樂家在接受音樂教育及日後教學發展的過程中，因教育背景的不同所帶來的差

異，因此，有關陳信貞及同一時期的其他女性音樂家的研究為搜尋的第四要項。 

    一、長老教會女子教育 

     2006 年《淡江中學通訊》發行的<淡水女學校(純德校舍)建造九十週年紀念特刊>，

一系列的介紹女學校、婦學堂、吳威廉牧師娘及德明利姑娘，對於女子教育及音樂教育

有概略性的述說15。郭書蓁的<兩時代的北部長老教會女性：從晚清到日治前期>碩士論

文，為現階段整理長老教會女子教育最詳盡的文獻，文章著重在女子教育漸次發展的過

程，包含動機、目的、發展過程、發展困境、畢業後出路等，都有詳盡的介紹，彌補了

現階段有關長老教會的研究中女子教育相關研究的不足16。葉晨聲的<從牛津學堂到淡江

中學：一個台灣基督長老教會學校的個案研究(1872-1956)>碩士論文，介紹從 1872 年馬

偕創辦牛津學堂開始到 1956 年男女學校合併，這段時期教會辦學的經過17；期間提到長

老教會及殖民政府對於女子教育辦學的不同，另外還有對於傑出校友的簡述，包含蔡阿

信18、柯設偕19、陳泗治20、鍾信心21、鍾肇政22及本文主角陳信貞。原始資料有加拿大長

老教會海外宣道會報告書(The Presbyterian Record)，根據報告書 1926 年的紀錄提到，女

學院畢業生所從事的，從傳道師、傳道人  太太、幼稚園老師、宣道婦、音樂教師、實

習護士、教會風琴手、女宣道幹部等，內容說明女學在整個傳教事業中佔有重要地位，

以及宣教士們對女子教育及展望23。其他有關女子教育文獻，輔以《台灣基督長老教會

                                                 
14 音樂課在日治時期是「唱歌」課，主要是由於課程上以唱歌為主，因此本文在日治時期音樂教育部份， 
均統一寫作「唱歌教育」。 
15 私立淡江高級中學校友會編，《淡江中學通訊》，第 55 期(台北：私立淡江高級中學，2006)。 
16 郭書蓁，<兩時代的北部長老教會女性－從晚清到日治前期> (花蓮：國立花蓮教育大學鄉土文化研究 
所碩士論文，2005)。 
17 葉晨聲，<從牛津學堂到淡江中學－一個台灣基督長老教會學校的個案研究(1872-1956)> (台北：中國

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4)。 
18 蔡阿信，台灣第一位女醫生。 
19 柯設偕，馬偕外孫，台北帝國大學第一屆畢業生，台灣鄉土史學家。 
20 陳泗治，鋼琴家、作曲家、音樂家，前淡江中學校長。 
21 鍾信心，護理學家，美國聖路易市華盛頓大學精神衛生護理學碩士，從事護理改革，培養許多傑出的

護理人員，多次獲衛生署表揚。 
22 鐘肇政，台灣文學家 
23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The Girls’ School,” Journal of the Presbyterian Record.52, pp. 47-49,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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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年史》一書，《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百年史》為台灣最早詳細紀錄教會歷史發展的書籍，

書中記有南、北女學校辦學經過及發展情形24。 

二、長老教會女學校音樂教育 

女學校音樂教育的史料是文獻蒐集上最困難的一環，音樂課的教材大多由傳教士及

牧師娘從國外帶來，遺憾的是這些教材隨著她們的返國並未留下25。不過透過後人的研

究，還是提供一些二手文獻做討論。前述葉晨聲碩士論文中提到有關教會學校音樂教育

的部份，從馬偕博士教唱的讚美歌開始，繼而介紹吳威廉牧師娘、高哈拿姑娘及德明利

姑娘的音樂教學26。郭乃惇的碩士論文<基督教音樂在台灣的沿革>及台灣基督長老教會

總會《新使者雜誌》所發行的第 102 期刊<唱我所信．信我所唱>，都為教會音樂提供不

少文獻。<基督教音樂在台灣的沿革>為台灣最早專為基督教音樂研究而寫的文章，從教

會音樂初傳為出發，除了紀錄音樂發展之事，還包含了全省音樂活動的發展情形27。<

唱我所信．信我所唱>乃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總會發行的《新使者雜誌》第 102 期刊名，

是目前研究有關長老教會音樂教育較新的資料，其中翁佩貞的一篇<英加長老教會聖詩

在台發展—兼論教會聖詩之本土化>，將 1865 年至 1937 年間長老教會聖詩在台發展過

程及變化做一簡介28。雖然在這期間台灣南北教會聖詩尚處發展階段，但是陳信貞進入

學校後的 1922-1926 年間，北部長老教會學校聖詩課究竟是使用何種版本的歌本，可以

從中看出一點關係。其他有關長老教會音樂教育文獻資料輔以陳碧娟《台灣新音樂史》

一書29。 

 三、日治時期殖民政府女子教育與唱歌教育 

殖民政府女子教育方面，最早有張素碧<日據時期台灣女子教育研究>一文，本文雖

偏重於討論女子學制之發展與演變，但難能可貴屬於開拓性研究。游鑑明踵繼其後，進

                                                 
24 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總會歷史委員會編，《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百年史》(台北：台灣基督長老教會，1965)。 
25 2007 年 3 月 5 日，淡江中學音樂班組長－陳淑華女士訪談紀錄。 
26 有關吳威廉牧師娘、高哈拿姑娘及德明利姑娘的音樂教學，詳見本文第二章第三節。 
27 郭乃惇，<基督教音樂在台灣的沿革> (台北：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論文，1982)。 
28 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總會新使者雜誌社編委會，《新使者》，第 102 期 (台北：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總會新

使者雜誌社，2007)。 
29 陳碧娟，《台灣新音樂史》(台北：樂韻，1995)。 

 5



行一系列專題研究，包含、《日據時期臺灣的女子教育》30、<日據時期台藉女教師的搖

籃：台北第三高等女學校(1897~1945)>31、<日據時期臺灣的職業婦女>32、<有關日據時

期台灣女子教育的一些觀察>33、<日據時期公學校的台籍女教師>34等，游鑑明利用豐富

的公、私文獻資料，輔以口述紀錄，綜合性探討女子教育制度之發展、教育內容及其社

會之互動關係，頗有助於近代台灣婦女研究之發展，提供筆者對於殖民地時期女子教育

發展上的豐富資源。唱歌教育有許佩賢的《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學校》一書、中央研究院

台灣史研究所出版《台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中的多篇文章及近年來國科會的研究計

畫。《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學校》書中的一篇 <體操、唱歌與身體的規律化>裡，探討的

是殖民政府如何透過學校裝置達到改造台灣人民身體，其中包含規律、清潔、衛生習慣

的養成、身體動作、姿勢儀態的一致化等，而體操課與唱歌課的設立，正是為了身體的

規律化35。文中在唱歌教育的部分，從 1896 年的儀式歌曲，到後來將唱歌課的課程目標

改為「唱歌課教授平易歌曲，兼培養美感，以玆涵養德行」等一脈流程，做詳細介紹，

除此之外唱歌課的實施狀況、台灣民眾對於學校設置唱歌課的態度也包含其中。《台灣

教育史研究會通訊》中劉麟玉的<伊澤修二、中島長吉與殖民地台灣的唱歌教育>36及<

殖民地時期台灣學校唱歌教育的成立與展開(1895-1935)>37兩篇文章中，前者著重在伊澤

及中島對於台灣唱歌教育的開拓之始，文章中可以看出 1896 年由日本文部省編輯出版

之日本內地初等唱歌教材已傳入台灣。後者透過日本的唱歌教育與西洋音樂接觸為焦

點，除了考察唱歌教育導入台灣之初，展開過程也有詳細介紹，包含唱歌教材、唱歌教

                                                 
30 游鑑明，<日據時期台灣的女子教育>，《台灣史研究暨史料發掘研討會論文集》，(中華民國台灣史蹟研 
究中心，1987，頁 195-242)。本文於同年發表為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並於隔年收錄 
於《師大歷史專刊》。 
31 游鑑明，<日據時期公學校女教師的搖籃：台北第三高等女學校>，《臺灣光復初期歷史》，第 31 期(台 
北：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專書，1993)，頁 365-435。 
32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職業婦女> (台北：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博士論文，1995)。 
33 游鑑明，<有關日據時期臺灣女子教育的一些觀察>，1992，頁 13-18。 
34 游鑑明，<日據時期公學校的臺籍女教師>，《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台北：國立台

灣大學歷史系，1993)，頁 559-633。 
35 日據時期殖民政府教育中，學校是做為國家意識形態的裝置，透過學校教育將人民的身體改造成國民 
的身體也是不可忽略的面向。 
36 劉麟玉，<伊澤修二、中島長吉與殖民地台灣的唱歌教育>，《台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第 44 期 (台北：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室，2006)，頁 14-21。 
37 劉麟玉，<殖民地時期台灣學校唱歌教育的成立與展開(1895-1935)>，《台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第 22 
期 (台北：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室，2002)，頁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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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政策及唱歌教育理論三大要項。另外賴美鈴的<日治時期公學校音樂教科書初探>針對

《公學校唱歌集》38和《公學校唱歌》39兩種當時公學校所用的音樂教科書中使用的曲目

做了分析，包含歌詞、拍子、調性、音域、音程、特色等40。  

    四、陳信貞及日治時期台灣女性音樂家  

    陳信貞的研究資料除了前述所提到的《鋼琴有愛》外，有關她參與的比賽、音樂會

紀錄，在 1955 年《台北文物》第四卷第二期<音樂舞蹈運動專號>中，游彌堅<台灣省文

化協進會十年來社會音樂教育活動紀要>有提及；可惜的是，當代有關陳信貞的所參與

的活動紀錄中，都只是以照片或參與名單的方式呈現，並無深入討論41。吳玲宜 2004 年

所出版的《台灣前輩音樂家群相》一書中，提到陳信貞及同一時期女性音樂家林秋錦、

高慈美接受音樂教育及日後教學發展的部份過程42。其他日治時期女性音樂家的文獻尚

有時報文化出版的資深音樂家叢書系列、張慧文的碩士論文<日治時期女高音林氏好的

音樂生活研究 1932~1937>43、白鷺鷥文教基金會的數位資料：前輩音樂家工作群相44及

目前中研院台史所著手的「高慈美史料解題計畫」。 

 

    第三節   論題與研究方式 

    本文將論及陳信貞因未留學而產生的音樂教學特殊性，主要探討的重點有三。第

一，1932 年左右，從事音樂教育工作者大多進入教會附屬機構或是公學校，當時有設有

個別鋼琴教學課程的學校有淡水女學院、高等女學校及師範學校，這些學校的鋼琴課都

是以學校為教學場域。私人教學方面，當時台灣學習鋼琴的風氣並不盛行，家中有學鋼

                                                 
38 1915 年台灣總督府編纂的第 1 套公學校唱歌教科書。 
39 1933 年-1934 年日本總督府所出版的 6 冊音樂教科書。 
40 賴美鈴，<日治時期公學校音樂教科書初探>，《台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第 4 期 (台北：台灣教育史 
研究會，1999)，頁 3-9。 
41 游彌堅，<台灣省文化協進會十年來社會音樂教育活動紀要>，《台北文物》，第四卷第二期(台北：台北

市文獻委員會，1955)，頁 18。 
42 吳玲宜，《台灣前輩音樂家群相》，2004 增修版。 
43 張慧文，張慧文，<日治時期女高音林氏好的音樂生活研究 1932-1937> (台北：國立台灣大學音樂研究

所碩士論文，2005)。 
44 白鷺鷥文教基金會：百年樂人：前輩音樂工作者群相，http://www.egretfnd.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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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者，都是請鋼琴老師至家中做私人教學。陳信貞自淡水女學院畢業後，開設私人鋼琴

研究會招收學生，對於教會賦予的女性角色期待、鋼琴學習從私人、學校擴及到社會的

動作、創辦研究會的台籍身分以及研究會的性質都有其特殊性。第二，1935 年陳信貞南

下台南長老教女學校擔任助教一職，同時也招收鋼琴私人學生，創辦了「台南鋼琴研究

會」，研究會分別於西元 1940 年及 1943 在台南公會堂舉辦學生成果發表會，光復之前

音樂形式的學生成果發表會並不普遍，據「台灣日日新報」45及「台灣藝術新報」46的紀

錄，光復之前有日本老師三浦、稀音家和三文及松島庄右衛門舉辦這樣的成果發表會。

台人舉辦的音樂發表會，據「民報」的記載為 1946 年 12 月在台北市中山堂所舉辦的張

彩湘「台北鋼琴專攻塾」塾生發表鋼琴演奏會，因此將比較與陳信貞同一時期，有私人

研究會並舉辦成果發表會的音樂家們，說明留學與否所形成的差異47。第三，陳信貞於

1946 年返回台中至台中女中擔任音樂教師直到 1974 年退休，在訪談陳信貞的學生及其

他非陳信貞任教班級的學生後得知，當時她音樂課的教法有別於其他音樂老師，甚至當

時師大音樂系的畢業旅行，還會指定到台中女中觀摩陳信貞的教學，因此將探討其音樂

課教學的特殊性，包含使用教材、特殊教法、學習評量等48。本文所採用之研究方式有

以下幾點，分為文獻探索、實地訪查及訪談三類。 

一、文獻探索 

    首先，先了解與陳信貞同一時期的女性音樂家之背景，之後分別探討教會及殖民政

府如何落實女子教育及音樂教育。第二，為了解當時代與藝術相關研究會的成立情況，

因此翻閱 1930-1945 年間的《台灣日日新報》、1930-1935 年間的《台中州報》和 1935-1939

年間的《台灣藝術新報》，希望藉由全國性及地方性報紙中的廣告或是文章中，了解是

否有類似私人性質的研究會在做招生。其他相關文史資料收集包含：《台灣教會公報》49、

                                                 
45《台灣日日新報》為日治時期最重要的官方報紙，創立於明治 31 年(1898 年)。1935 年後發行的情況主 
要以日刊，且分為「早報」、「晚報」等方式發行；在語言的使用上，主要以日文為主，但仍保留一版「漢 
文版」，該報當時素有「北報」之稱。 
46《台灣藝術新報》於 1935 年八月創刊於台北，創辦人為赤星義雄，每月 1 日發行，時間涵蓋 1935-1939 
年。 
47 詳見本文第三章第三節。 
48 詹懷德、吳玲宜，《鋼琴有愛》，頁 23。 
49《台灣教會公報》，最初名為《台灣府城教會報》， 為1885 年在台灣發行的一份報紙，也是台灣歷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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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50等。 

    二、實地訪查 

1.私立淡江高級中學 

淡江中學為陳信貞的母校，同時是台灣女子教育的發跡地，學校中的校史館記載著

馬偕博士來台初始有關宣教、醫療、教育工作等相關的文獻、照片及文物，並珍藏著當

時學校曾經使用過的古風琴及手抄五線譜，希望藉由訪查淡江中學，了解當時基督長老

教會教育及音樂教學的進行。 

    2.私立長榮女子高級中學 

陳信貞自 1935 年南下台南後，便在長老教女學校服務近 11 年的時間，服務期間多

次協助林秋錦參與學校音樂會發表51。長榮女中保存有 1934-1942 年《教員會議紀錄》，

裡面記有當時學校音樂會情形。除此之外，長榮女中校牧室牧師郭俊仁為陳信貞舊識，

希望藉由實地訪查了解當時學校音樂課教學及音樂活動概況。 

3.台南太平境教會、台南東門教會 

台南太平境教會成立於 1865 年，歷史相當悠久，東門教會則是當時陳信貞南下長

榮女中任教時所參加禮拜的教會，她除了每週固定在東門教會司琴，也常參與兩所教會

舉辦的活動。西式音樂由傳教士來台後發跡，除了學校之外，教會自然是另一個傳遞的

場所。光復之前可以公開演出的場合並不多，教會自然為演出場所之一，因此希望藉由

拜訪兩所教會，了解當時由教會舉辦的音樂演出情形，並從中了解是否有類似學生成果

發表會這樣的演出模式。 

4.國立台中女子高級中學 

台中女中的校刊創刊於 1963 年，希望藉由校刊內有關陳信貞或是學校音樂課的相

關記載，了解當時台中女中的音樂教學。另外，因陳信貞確切進入及離開台中女中的時

                                                                                                                                                         
發行最悠久的報紙，最初創辦人是長老教會英國籍牧師巴克禮，發行單位則是「台灣教會公報社」（原稱

「聚珍堂」），以白話字發行，1969 年起以中文發行。 
50「台灣教育史研究會」成立於 1998 年 12 月，平均兩個月舉辦一次例會，同時發行《台灣教育史研究會

通訊》。 
51 有關林秋錦進入長老女學校的音樂教學情形，詳見本文第二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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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在《鋼琴有愛》一書中說法不一，台中女中保存有光復過後每一年的職員紀錄簿，紀

錄簿中除了記載著學校每一位教職員到校及離校時間，也包含每位教職員的個人基本資

料，一方面可以確認陳信貞何時進入學校，另一方面了解當時女中教師們的學歷，以比

較陳信貞及其他教師學歷上的差異。     

三、 訪談 

訪談分為四部份，對象包含陳信貞的親人、朋友、學生及其他。親人有陳信貞的女

兒、孫子及孫媳婦；陳信貞的朋友多半年事已大，不方便接受採訪，或是已經過世，能

夠接受訪談的只有她當時就讀淡水女學院的學妹及淡江中學校友會現任會長劉雪珠；學

生包含私人鋼琴學生及女中學生，希望對於當時創辦的鋼琴研究會、學生發表會及個別

課上課情形做一了解；為了蒐集南北兩所女學校的學校教育及音樂教育相關的資料，也

訪談台北淡江中學及台南長榮女中校史館館長、牧師、學校老師及台南太平境、東門兩

所教會的主任及幹事等。 

 

第四節  章節架構 

    本研究分為四個章節，內容架構如下：第一章為緒論，包含研究動機、文獻回顧、

論題研究方式及章節架構；第二章首先回顧與陳信貞同一時期的女性音樂家，了解陳信

貞與她們的差異性，再分別探討殖民政府及長老教會如何落實女子教育及音樂教育；第

三章討論陳信貞音樂教學的三項特殊性，第一，「台中婦女鋼琴研究會」成立的三年間，

這類私人研究會的營運和普及狀況。第二，「台南鋼琴研究會」舉辦的兩場學生成果發

表會在當時代的意義，第三，陳信貞在台中女中近 30 年間，對於音樂課的特殊授課方

式、使用教材、評量方法等，藉此說明不是師範畢業也未出國留學的陳信貞，在音樂教

學場域上及教法上的特性。第四章為結論，將陳信貞畢業後在教職崗位上所呈現的特殊

表現做一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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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從陳信貞看日治時期台灣女子教育與音樂教育 

 

早期台灣社會將男女內外工作劃分得相當清楚，女性對於婚姻關係的意義上在於為

夫家生育男嗣，在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體制中，家庭就是婦女最主要的活動範圍，因此

傳統上多半把接受教育的機會讓給家中男丁，1884 年馬偕博士來台創辦「淡水女學堂」

之前，鮮少有女性能夠接受教育52。日人接管台灣後，於 1897 年設立「台灣總督府國語

學校女子分教場」招募台籍子女入學，至此，台灣終於有專為女子教育的兩種管道。兩

種教育體制都設有音樂課，其中有鋼琴課程的只有淡水女學校、高等女學校、師範學校，

若想接受更精深的音樂教育，唯有出國留學一途53。本章節首先介紹與陳信貞同一時期

的女性音樂家們接受音樂教育的背景以及畢業後的走向，並與陳信貞做一比較，了解陳

信貞因未留學與她們在經歷及教學上的差異後，接下來分別就殖民地體制及長老教會體

制下的女子教育及音樂教育做說明。 

 

   第一節  日治時期台灣女性音樂家 

陳信貞 1910 年出生於台北，與她同一時期同樣活躍於音樂界的女性音樂家尚有高

錦花(1906)、林氏好(1907)、林秋錦(1909)、高慈美(1914)、等人。以下就這些台灣女性

音樂家的出生背景、音樂學習經過，以及音樂教學後的經歷做一介紹。 

    高錦花，1906 年出生於台南，自小在教會環境的薰陶下對西式音樂並不陌生，和所

有親族子女一樣，高錦花進入台南長老教女學校就讀，在教會外籍宣教師的指導以及女

學校多位具音樂素養的教師影響下，高錦花開始她的音樂學習。1926 年畢業後隨即負笈

東瀛進入「東京日本音樂學校鋼琴科」，1929 年畢業後雖然滯留東京，但常應台灣本島

各團體之邀返台參與慈善音樂會演出，1940 年高錦花隨夫婿陳明清律師返台定居台南關

仔嶺，平時除了熱衷於教會活動及音樂界演出外，大部分的時間仍著重於鋼琴音樂人才

                                                 
52 卓意雯，<清代台灣婦女的社會地位>，頁 7-12。 
53 見本章第二節、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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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養。1988 年高錦花逝世，享年 83 歲54。  

林氏好，1907 年出生於台南，早年喪父，由母親撫養長大。有別於其他女性音樂家，

林氏好畢業於台南女子公學校，畢業後接受教員養成訓練，進入當時的台南第三公學校

55擔任音樂老師，並任「台南管絃樂團」56第二小提琴手，1923 年經由學校的同事介紹

與當時活躍於台灣的社會運動家盧丙丁結婚，婚後育有兩子。1930 年夫婿盧丙丁遭捕失

蹤後，林氏好專心於歌唱事業的發展57。1932 年林氏好以一曲「紅鶯之鳴」走紅，先後

進入「古倫比亞」58及「泰平唱片公司」59擔任專屬歌手，陸續灌錄了許多暢銷唱片。1932

到 1937 年間除了灌錄唱片，也經常在電台演唱，並以女高音的身分巡迴各地表演。從

當時她各場演唱會的曲目來看，林氏好不只演唱台灣及日本民謠，也演唱如「歸來吧！

蘇連多」、「野玫瑰」，以及歌劇「風流寡婦」、「塞爾維亞的理髮師」的選曲，是一位橫

跨流行與古典的女高音，在台、日兩地都享有相當的知名度。在歌唱事業如日中天之時，

林氏好於 1935 年 6 月隻身前往日本，成為知名聲樂演唱家關屋敏子的入室弟子60，這

段時間她也曾數度回台舉辦演唱會，同時也是「演奏家協會」及「日本音樂文化協會」

的會員，對於音樂活動相當積極投入。1944 年大戰末期，林氏好擔心台灣人的身分會有

所不利，於是離開日本前往東北滿洲國新京市，擔任「新京交響樂團」的專屬歌手。台

灣光復後，林氏好回到了台灣，此後幾乎不再做職業演唱，轉而退居幕後，成為家族歌

舞表演事業「南星歌舞團」61領導人，同時也從事音樂的推廣與教學。1948 年林氏好從

                                                 
54 王子妙，《台灣音樂發展史》(台南：綠州，2002)，頁 25、白鷺鷥文教基金會：百年樂人：前輩音樂工

作者群相，http://www.egretfnd.org.tw/ (2007.07.24)。 
55 台南第三公學校，今進學國小。 
56 日治時期，南師曾有不少優秀的音樂教師，如南能衛、岡田守治、清野健、橋口正等人。南能衛在南 
師任教期間成立「台南管絃樂團」，這是一個集合台南市以及近郊教員組成的業餘音樂團體，由李志傳在 
樂團中擔任第一小提琴。 
57 1927 年「台灣民眾黨」成立，盧丙丁負責宣傳部及社會部的工作，並擔任台灣工友總聯盟的中央委員。 
之後台灣民眾黨被迫解散，盧丙丁被捕入獄，1932 年之後音訊中斷，傳聞可能受酷刑後被關入痲瘋病院， 
約於 1934、1935 年間被遣送至大陸廈門。 
58 1907 年日本第一家蓄音曁唱片公司「日美蓄音器商會」成立，不久以後更名為「日本蓄音器商會」(簡 
稱日蓄)，於 1909 年起推出日本國產唱片，1910 年開始推出日本國產的蓄音機，並在台北設立唱片公司， 
該公司除了發行日本唱片外，也販賣從東京進口的古典音樂唱片。1925 年起，台灣日蓄改由柏野正次郎 
接辦，改名為「古倫美亞(Columbia」唱片公司。 
59 「泰平唱片公司」又稱「太平唱片公司」，1931 年成立，該公司初期來台的銷售處於榮町(衡陽路)，以 
販賣日本唱片為主，後來在台灣也開始發行台語流行歌、歌仔戲等。 
60 關屋敏子(1904-1941)，當時日本著名花腔女高音。 
61 1946 年由林氏好之女林香芸成立於台南，〈望春風〉及〈雨夜花〉主唱人純純，即是她旗下最出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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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北上搬至汐止，任汐止中學及泰北高中音樂教師一職，而後遷往新店安坑並創立「林

氏好歌舞研究所」，靠著勞軍及演出的收入來維持歌舞團的開銷。1954 年，林氏好遷居

北投，漸漸退居幕後，1991 年病逝於淡水馬偕醫院，享年 87 歲62。 

林秋錦，1909 年出生於台南，花園尋常小學校畢業後進入台南長老教女學校就讀，

在教會學校濃厚的音樂氣氛影響下，少年時期的林秋錦對西方音樂已經有接觸，畢業後

隨大姐遠赴上海進修，進入上海音樂學府未果，於隔年轉赴日本，進入私立日本音樂學

校就讀，主修聲樂。1933 年 3 月以優異的成績畢業，獲選參加日本「讀賣新聞社」(Yomiuri 

Shinbun)63在東京日比谷公會堂舉辦的樂壇聲樂新秀演唱會，當時樂評以「不一樣的台灣

人：林秋錦具有與眾不同的歌聲，可愛的聲音」來形容她演出64。留學歸國後，林秋錦

在母校長老教女學校擔任音樂教師近 20 年，創設了「長榮女中合唱團」，經常義務性的

指導學生，並舉辦校內外音樂會，對日治時期台灣南部音樂風氣的倡導貢獻良多。1948

年林秋錦成立了「台北聲樂研究會」，並於每年 11 月固定在台北市中山堂舉行演唱會，

為繼張彩湘之後，成立音樂研究會並有公開發表演出的留學歸國者65。1950 年林秋錦離

開長女，北上台灣省立師範學院(今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擔任音樂系聲樂副教授，之後又

兼任國防部政工幹校音樂系教職，直到 1983 年才結束了近 50 年的音樂生涯。終身未婚

的林秋錦退休後仍堅持在音樂教育崗位上，除了私下教授學生外，還義務擔任長榮女中

校友合唱團、中山教會以及城中和天母兩個長老教會的聖歌隊指揮，經常在慈善音樂會

中演出。 2000 年林秋錦逝世，享年 91 歲66。 

高慈美，1914 年出生於高雄醫生世家， 父親高再祝醫師希望將子女都送到不同的國

                                                                                                                                                         
學生。 
62 張慧文，<日治時期女高音林氏好的音樂生活研究 1932-1937>，2005。 
63 讀賣新聞社為日本全國性具有相當影響力的大報紙之一，1874 年在東京創刊。1924 年吞併《九洲日 
報》、《山陰新聞》等 9 家中小型報紙，由原來的地方性晚報一躍成為全國性大報紙。政治立場傾向保守 
派。2003 年時每日發行量已超過 1400 萬份，排行全世界日報發行量第 1 名。 
64 日本的讀賣新聞社每年由全國的音樂學校各選拔出兩位最優秀的聲樂學生，在東京日比谷公會堂舉辦

「樂壇新秀演唱會」，1933 年 4 月 27 日，讀賣新聞社舉辦第 4 屆全國日本樂壇新秀演奏會，由全國 9 所

音樂學校選出包含伴奏共 31 人參加演出，參與學校有日本音樂學校、東洋音樂學校、東京上野音樂學校、

東京高等音樂學校、中央音樂學校、武藏野音樂學校、帝國音樂學校等 7 所東京的音樂學校，另外加上

大阪音樂學校及神戶女學校，林秋錦乃日本音樂學校代表；引自陳明律，《林秋錦—雲雀的天籟美聲》(台
北：時報，2003)，頁 42-46。 
65 有關張彩湘 1946 年成立的「台北鋼琴專攻塾」，見本文第三章第三節。 
66 陳明律，《林秋錦—雲雀的天籟美聲》，2003、吳玲宜，《台灣前輩音樂家群相》，2004，頁 6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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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受教育，學習不同的文化，並至少學習一種樂器。由於父親的理念以及家境許可，高

慈美與大姐高智美幼年時就到日本受教育，小學校畢業後，高慈美進入下關梅光女子學

院，畢業後，先考入私立日本音樂學校，後再轉學至帝國音樂學校。高慈美接觸音樂最

早是來自於家中音樂氣氛與家庭成員的啟發，正式開始學習鋼琴則是在梅光女子學院時

代，此時期學到的仍十分粗淺，進入帝國音樂學校後，高慈美才真正精修鋼琴。1935

年學成返台後，高慈美並未立刻開始教學的工作，而是與實業家李超然先生結婚，婚後

專心於家庭，曾在台北中山堂、台北醫專講堂等地舉行演奏會。1950 年在戴粹倫教授的

邀請下，前往省立師範學院音樂系擔任副教授，之後也任國防部政工幹校音樂系教職。

在音樂界執教 30 餘年間，多次擔任教育部資賦優異兒童出國甄試評鑑委員、台灣省音

樂比賽評審，2004 年高慈美逝世，享年 90 歲。 67 

      陳信貞，1910 年出生於台北市萬華，雖然從小被迫與父母分開，但是童年在教會

成長的她卻享受所有人的愛與關懷68。內埔公學校畢業後進入私立淡水女學院，這是她

與鋼琴邂逅的開端，畢業後的陳信貞深深體認到自己喜歡的是音樂，於是回到淡水母校

擔任鋼琴「半先」69。擔任助教的這段時期她認識了還在就讀神學院的詹德建先生，1931

年詹德建畢業後，兩人在父母及親友的祝福下共結連理。同年 9 月陳信貞遭逢喪夫之痛

70，加上為了肚子裡即將出世的女兒，使得她不得不正視往後的生活問題，因此得忙碌

奔波得教琴來維持家計71。突如其來的一切卻也開啟了她的音樂教育之路，這條路一走

便是 40 餘年的光景。西元 1932 年，陳信貞於台中州公園路萬水洋服店二樓開設了「台

 
67 曾韋禎，<台灣第一位女鋼琴教授高慈美>，《新使者》，第 102 期 (台北：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總會新使

者雜誌社，2007)，頁 41-44、吳玲宜，《台灣前輩音樂家群相》，2004，頁 67-70、白鷺鷥文教基金會：百

年樂人：前輩音樂工作者群相，http://www.egretfnd.org.tw/(2007.07.24)。 
68 陳信貞 1910 年 1 月 29 日出生於台北市萬華區一個富裕的基督教家庭，祖父蔡文從是福建泉州過海來 
台的名中醫師，擁有私人大藥房，也是當時有權有勢的清官板橋林本源家的私人醫師，父親蔡三喜是位 
打金師傅，母親吳蜜喜為一名助產士。陳信貞出生時排行老四，但是在祖父重男輕女的思想下讓陳信貞 
一出生就被忽視，剛好艋舺教會的傳道人高亞美與陳春生結婚多年膝下無子，非常羨慕表姊吳氏有這麼 
多兒女，吳氏心想小女兒在蔡家得不到疼愛，不如割愛自己的給自己的表妹，蔡信貞因而改姓為陳；引 
自詹懷德、吳玲宜，《鋼琴有愛》，頁 12-15。 
69 鋼琴半先，是當時流行的名稱，及現今助教之意。 
70 1931 年 3 月，陳信貞與傳道師詹德建成親，好景不常，在同年 8 月的詹德建因為吃了一碗仙草冰而得 
到傷寒，當時沒有預防針也沒有特效藥，在馬偕醫院隔離病房待了兩週後便撒手人寰；引自詹懷德、吳 
玲宜，《鋼琴有愛》，頁 10-12。 
71 1931 年 12 月 27 日詹懷德出生了，因懷念丈夫詹德健，便幫女孩取名「懷德」；引自詹懷德、吳玲宜， 
《鋼琴有愛》，頁 12。 



中婦女鋼琴研究會」，開始招收私人鋼琴學生。陳信貞第一次的公開演出是在 1935 年的

新竹、台中「震災義捐音樂會」的名單中，此一音樂會是由「台灣新民報社」所發起的

救助災民運動，為台灣新音樂史上重要的一環，特邀請留日和在台的音樂家們組團，由

林獻堂、羅萬俥主持，蔡培火領隊，從 7 月 3 日到 8 月 21 日中於台中、霧峰、新竹等

36 處市鎮街庄演出，演出節目有男女高音、中音獨唱、口琴獨奏、小提琴獨奏、鋼琴獨

奏及伴奏等，在多位演出者中，陳信貞是少數從頭至尾都有參與的72。雖然當時陳信貞

的名字只是單純的出現在報紙及節目單上，並無對她詳加描述，但此震災義捐音樂會，

卻是她音樂生涯的轉捩點，使之開始在中部嶄露頭角73。1935 年 4 月陳信貞南下台南長

老教女學校擔任助教及合唱團伴奏，假日便到台南東門教會司琴，課餘時間還招收私人

學生並成立「台南鋼琴研究會」，期間於 1940 年及 1943 年於台南公會堂舉辦兩場學生

音樂成果發表會，台灣光復後因許多日籍教師返回日本，台灣學校師資嚴重缺乏，陳信

貞受林獻堂、楊肇嘉、郭頂順等人的邀請，回來台中女中服務，成為台中女中光復後第

一位台籍音樂教師，直到退休前都致力於中部的音樂教學。退休後的陳信貞搬至台北天

母與女兒同住，享年 90 歲74。 

    下表 2-1 將五位日治時期台灣女性音樂家做一比較後，可以清楚看到陳信貞與林氏

好為其中身分比較特殊的兩位音樂家，陳信貞更是其中雖未留學卻可以活躍於當時音樂

圈者，甚至擔任當時台灣文化協進會舉辦之全省音樂比賽的評審，就下圖 2-1-1 來看，

當時擔任評審委員的人除了陳信貞外，皆留學於日本，四位女性音樂家中除了身分較為

特殊的林氏好外，其餘三人也並列其中。在許常惠的<台灣音樂發展史概論－西式新音

樂的產生(光復以前)>一文中曾提到，日治時期無論出身於師範學校、教會學校或是普通

學校，由於台灣並沒有音樂專門學校，因此有志成為音樂家的台灣青年因為語言通達來

往方便，大多前往日本留學，日本接受西式音樂始於 1880 年代，到此已有 50 年的相當

                                                 
72 莊永明，《台灣紀事－台灣歷史上的今天》(台北：時報，1992)。參與此次震災義捐音樂會的音樂家有 
高慈美、林秋錦、高約拿、盛福俊、蔡淑慧、林澄沐、李金土、高錦花、陳信貞等本省籍人士，日籍有 
三浦富子、渡邊喜代子、原忠雄，外籍人士有戈爾特、麥金敦、麥克勞特、藍都露斯夫人等；引自台灣 
省文獻委員會、中華學術院台灣研究所合編，《台灣省通志－卷六學藝志》， 編號 22(台北：台灣省文獻 
委員會、中華學術院台灣研究所，1971)，頁 103-104。 
73 2007 年 6 月 18 日，詹懷德女士訪談記錄。 
74 詹懷德、吳玲宜，《鋼琴有愛》，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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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歷史，國內設有許多專門的音樂學校，是亞洲學習西樂的好環境75。這些留日音樂

家回台之後除了到各級學校奉獻所學，也活躍於音樂圈，然而陳信貞並未赴日留學，卻

能在許多音樂會的場合與這些留日歸國的音樂家一同演出，活躍於音樂圈的活動，還能

在台中女中擔任教職長達 30 年之久，雖然當時台灣已經光復，只要通過教育廳辦的甄

選及檢定考試之後便可任教於各級學校，但是能夠在公立學校任教的女性教師不外乎高

等女學校、師範學校畢業及留學歸國者，陳信貞卻能夠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進入台中女

中，且近四十年的音樂教學甚至影響大台中的音樂教育及發展，是相當特殊且不易的。

另一個特殊點在於，陳信貞於光復前就成立「台中婦女鋼琴研究會」和「台南鋼琴研究

社」，並於 1940 年及 1943 年在台南舉辦兩場自己學生的成果發表會，五位女性音樂家

中除了林秋錦和高慈美分別有招收私人學生並且對外發表成果演出外，其餘並沒有創辦

過類似的研究會或是舉辦過私人的學生音樂發表會。陳信貞因為環境因素迫使她提早踏

入社會，鋼琴研究會的成立成為同輩女性音樂家中的「創舉」。 

 

 

 

 

 

 

 

 

 

 

 

 

圖 2-1-1：1947 年台灣文化協進會主辦「第一屆全省音樂比賽大會」評判委員 

(前排右二陳暖玉、右三林秋錦、右五周遜寬、左五德明利、左四高錦花、左三陳信貞、左一高慈美， 

後排右三張彩湘、右五張福興、右八呂泉生、右九游彌堅、左七陳泗治、左六李志傳、左三李金土) 

資料來源：詹懷德女士 

 

                                                 
75 許常惠，<台灣音樂發展史概論－西式新音樂的產生(光復以前)>，《台中縣音樂發展史》(台中縣立文化

中心，1989)，頁 4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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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日治時期台灣女性音樂家比較 
76
 

姓名 主修 學歷 經歷 

 

 

 

陳信貞 

1910-1999 

 

 

 

鋼琴

 

 

后里內埔公學校 

(1921-1922) 

淡水女學院 

(1922-1926) 

1929：淡水女學院音樂助教、婦女義塾教師 

1932：創辦台中婦女鋼琴研究會 

1935：南下台南長老教女學校擔任助教     

1940：台南鋼琴研究會第一次學生發表會 

1943：台南鋼琴研究會第二次學生發表會 

1946：台中女中音樂老師、 

      台灣文化協會音樂文化研究委員 

1947：台灣文化協會音樂比賽評審委員 

 

 

 

林秋錦 

1909-2000 

 

 

 

聲樂

 

 

花園小學校 

(  -1921) 

長老教女學校 

(1922-1928) 

日本音樂學校 

(1929-1933) 

1933：任職台南長老女學校 

1946：台灣文化協進會音樂文化研究會委員 

      台灣省立交響樂團合唱隊隊長兼特約歌唱家 

1947：台灣文化協會音樂比賽評審委員 

1948：創辦台北聲樂研究會並舉辦發表會 

1951：台灣省立師範學院音樂系任教 

1954：於國防部政工幹校音樂系兼課 

1969：於文化大學音樂系兼課 

1977：台南專科學校音樂科教授兼科主任 

 

 

高慈美 

1914-2004 

 

 

鋼琴

 

日本梅光女子學院 

(1927-1931) 

東京帝國音樂學校 

(1931-1936) 

1945：台灣省立交響樂團特約鋼琴演奏家 

1949：靜修女子中學音樂專修科鋼琴教師 

1950：台灣省立師範學院音樂系講師 

1946：台灣文化協會音樂文化研究會委員 

1947：台灣文化協會音樂比賽評審委員 

1953：於國防部政工幹校音樂系兼課 

 

高錦花 

1906-1988 

 

鋼琴

長老教女學校 

(1918-1925) 

日本音樂學校 

(1926-1929) 

1938：台南長老教女學校鋼琴老師 

1946：台灣文化協進會音樂文化研究會委員 

1947：台灣文化協進會音樂比賽評審委員 

 

 

林氏好 

1907-1991 

 

 

聲樂

 

 

台南女子公學校 

(    -1921) 

1922：台南第三公學校音樂教師               

1932：成為古倫美亞唱片公司專屬歌手 

1934：成為太平唱片公司專屬歌手 

1935：赴日追隨知名聲樂演唱家關屋敏子 

1944：新京交響樂團專屬歌手 

1948：汐止中學、泰北中學音樂教師 

                                                 
76 資料來源：詹懷德、吳玲宜，《鋼琴有愛》(台北：上青，1997)、吳玲宜，《台灣前輩音樂家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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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殖民政府體制下台灣女子教育及音樂教育發展 

    陳信貞對西樂認識始於教會，鋼琴啟蒙於淡水女學院，乃台灣長老教會所培育出的

女性音樂家代表，光復以前，台灣兩大女子教育體系為長老教會及殖民政府，本節將簡

述相對於長老教會的殖民政府教育體系，了解殖民政府體制下台灣女子教育及音樂教育

發展。 

    1895 年日人據台之後，將教育事業視為國家政事的一部分，立即著手展開教育計畫

和措施，台灣女子教育便從此展開。蓋因教育是總督府達成「同化」的主要手段之一，

基本目標即在「精通日語」和「養成日本國民性格」，為發揮女子特性，兩性單軌或兩

性雙軌的教育目標和日本國內相同77，以「涵養婦德」、「培養賢妻良母」和「忠貞不二

女國民」為首要78。日本在台設立的教育機構經過幾番變動，最初設置了國費負擔的國

語傳習所及國語學校，前者以培養翻譯人才，進而發展為一般初等教育的公學校，後者

以培養初等教育師資為主要目的，即後來的師範學校。統治者雖然知道有教化人民的需

要，但也非常清楚殖民地教育的結果很可能使被殖民者覺醒，進而造成殖民地統治上的

困擾，所以在 1910 年以前，總督府並未在公學校以上設置更高的普通教育機構，公學

校畢業後僅能就讀少數的職業學校或師範學校。1910 年後，台灣士紳發起私立台中學校

設立運動，終使日本統治者注意到台灣人民的教育需求，開始著手規劃台灣教育的法

令，1915 年台中學校設立，為第一所台灣人就讀的普通中學。1922 年依「台灣教育令」

中日台共學的原則，在台增設中學校、高等學校、高等女學校，以台北帝國大學為頂點，

形成從小學到大學的普通教育學校體系，其間可以與日本國內教育機關相銜接79。 

   日本國內女子教育方針是明治初年的產物，在傳入台灣前已有 24 年的歷史，台灣

                                                 
 (台北：2004 年增修版)、張慧文，<日治時期女高音林是好的音樂生活研究 1932~1937> (國立台灣大學

音樂研究所碩士論文，2005)、陳明律，《林秋錦—雲雀的天籟美聲》，(台北：時報，2003 年)、台灣基督

長老教會總會新使者雜誌社編委會，《新使者》，第 102 期 (台北：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總會新使者雜誌社，

2007)、王子妙，《台灣音樂發展史》(台南：綠洲，2002)、白鷺鷥文教基金會：百年樂人－前輩音樂工作

者群相，http://www.egretfnd.org.tw/ (2007.07.24)。 
77 兩性單軌是一種不分男女的教育目標，包括初等教育、師範教育和職業教育，兩性雙軌以強調女子特 
色為教育目標，包括女子中等普通學校和私立女子學校，日治時期台灣女子教育採取這兩種制度。 
78 游鑑明，<日據時期台灣的女子教育>，1987，頁 212。 
79 許佩賢，《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學校》，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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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女子教育至 1887 年文部大臣森有禮上任後，始有明確的教育方針，其強調：「教育是

國家富強之根本，而教育之根本乃在女子教育，固女子教育之興廢關係著國家安危80。」 

除此之外也強調女子教育的目的在培養賢妻良母。易言之，森有禮的女子教育論結合國

家主義和賢妻良母觀的教育思想，因此，明治時期的新式女子教育雖源自於西方兩性平

等教育的觀念，卻以傳統女子教育的模式建構其教育方針，此後日本國內和對於台灣的

女子教育觀點大體不出此一範疇81。 

   一、各級學校女子教育概況 

日人引進來台的女子專門學校先後有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女子分教場、國語

學校第三附屬學校、高等女學校、女子職業學校與師範學校等，以下就這些學校一一

概述。 

    1.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女子分教場 

1897 年成立的「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女子分教場」為總督府在台 

所設立的第一間女子學校，其中包含了女子初等及中等教育兩種本質在內，為台灣女子

初等及中等教育之共同發祥地，以後慢慢獨立為分開的兩大教育體系。籌備時期，總督

府召集地方有名有力人士組成學務委員會，以支持學校及協助招募學生，並鼓勵其妻女

入學。入學前先舉辦日本內地女學生作品展覽會，包括精緻的刺繡、生動的造花、日常

生活實用的編織物等等，吸引了許多當地的婦女參觀，深具宣傳性，激勵本省女子的向

學心。分教場開始前所制定的規則係依據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女子分教場

規則第一條明定：「本分教場為本島女子手藝及普通學科教授之場所，學生年齡滿八歲

以上，三十歲以下。教學科目包括修身、日語、習字、裁縫、編物、造花、及唱歌七科。」

規則明訂後卻發現實際實施起來頗為困難，正式上課後，日人曾嘗試著用各種方法達到

預期的進度，卻未能如願，經過半年的實驗，才發展出配合實際學習進度的六年制課程

表，女子教育的雛形初步明顯，成為日後台灣公學校女子課程的主要藍圖。女子分教場

                                                 
80 世界教育史研究會，<女子教育史>，《世界教育史大系》(東京，昭和 58 年)，頁 254；引自游鑑明，<
日據時期台灣的女子教育>，1987，頁 196。 
81 游鑑明，<日據時期台灣的女子教育>，1987，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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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以來經歷一年半的試驗，雖未脫離試驗的性質，卻也逐漸發展出台灣女子教育特殊

的規模。1898 年，第一附屬學校改為八芝蘭公學校，其女子分教場因而失去依附，在整

個初等教育系統的改變下，女子分教場亦隨之改變，結束了為期 1 年半的試驗階段82。 

    2.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 

    西元 1898 年，總督府頒布「台灣公學校令」，帶來台灣教育組織上的變化，其主要

的意義在於使領台以來的臨時性質緊急教育事業漸由永遠的教育事業取代，台灣公學校

令是建立台灣基礎普通教育的第一步，同時將大部分的國語傳習所改為公學校，女子分

教場則升格為「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83。從分教場升格為附屬學校，在地位上是一

大進步，隨之於十月底確立附屬學校的目標與制度，台灣女子教育也隨之有了新的陣容

與氣象。依據第三附屬學校規則，分為本科和手藝科。本科以普通教育為主，著重女子

應具備之德教及知識；手藝科以手藝教育為主，特重家政、育兒等有關之方法與知識。

西元 1902 年，根據總督府令第 34 號規定，更名為「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

教學內容無改變84。西元 1906 年發布新規程，明示該校為女子師範教育和技藝教育機

關，設有手藝科、師範科、師範速成科85。1919 年更名為「台灣公立女子高等普通學校」，

正式設置師範科，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就此劃下句點86。 

    3.女子高等普通學校 (高等女學校) 

西元 1919 年「台灣教育令」頒布後，實施師範教育的學校一律改稱為「師範學校」，

女子高等普通學校以實施高等普通教育，教授日常生活的知識技能為主旨，並規定學校

需設置修業年限 1 年的「師範科」，作為培育公學校教員之訓練。依據當時女子高等普

通學校規則第八章之規定，師範科的教學科目包含修身、教育、國語、漢文、地理、算

術、理科、家事、裁縫手藝、圖畫、音樂、體操等，比較特別的是音樂課，學校會在每

                                                 
82 張素碧，<日據時期臺灣女子教育研究>，頁 433-438。有關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女子分

教場規則第一條規則轉引自台灣教育會編，《台灣教育沿革誌》(台北：台灣教育會，昭和 14 年)，頁 709。 
83 國語傳習所及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女子分教場為日本最初在台設置由國費負擔的學校，國語傳習所

以培養翻譯人才為主，而後發展為初等教育的公學校，不分男女，皆可入學就讀。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

校女子分教場為培養初等教育師資為目的，唯女性可以就讀。引自許佩賢，《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學校》，

頁 13。 
84 同上註。 
85 游鑑明，<日據時期台灣的女子教育>，頁 201。 
86 游鑑明，<日據時期公學校女教師的搖籃：台北第三高等女學校>，頁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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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挑選 2-3 位成績較優者學習風琴，以便他們日後前往公學校任教時使用，不須另外

交學費87。高等女學校的畢業人數不多，就學也不普遍，卻是當時程度最高的女學校，

重要性在於培養女性教職員。培育台籍女教師的理念無疑是對台灣女子教育跨出了一大

步。 

    4.女子師範教育 

1919 年台灣教育令後，分別於台北及彰化兩所女子高等普通學校附設一年制師範

科，入學資格為畢業於高等女學校者，為女子師範教育之濫觴。直到 1922 年，女教師

的培育仍委諸於兩所高等女學校。1919 年「台灣教育令」公佈後，規定實施師範教育的

機構應稱為師範學校，因此將原來的國語學校本校改為台北師範學校，分校改為台南師

範學校，男女兼收，台灣女教師開始由正式的師範教育培育，分為國民科、實業科、理

數科、體鍊科和藝能科等 5 大科88。其中音樂教育已超出普通音樂課範圍，以台南師範

學校為例，每週兩小時的音樂課包含歌唱、樂理、音樂欣賞和風琴演奏，風琴演奏更是

聘請日籍教師做一對一的指導，隨學生的優異表現，師範學校逐漸成為轉至日本專門音

樂學校的橋樑89 。 

5.女子職業教育 

女子職業教育是以「女子家政教育」為主，家政學校始自於 1920 年代，目的是希

望女子從傳統的家庭生活跳脫，走向簡化的家庭生活，並鼓吹女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和本

身的社會性變化，同時評估向來以普通教育為首的學校教育制度，認識知識技能對實際

生活的幫助。然而家政女學校不僅僅是女子職業教育機關，也是與高等女學校同等的中

等教育機關，有志之士以紓解高等女學校入學困難為由，緩和入學競爭和提高婦女就業

技能，遂於 1930 年代陸續增加公、私立家政女學校90。戰後家政女學校由台灣人接辦，

改為以中學為主的教育。 

                                                 
87 李園會，《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制度》(台北：南天，1997)，頁 118-121。 
88 李園會，《臺灣師範教育史》(台北：南天，2001)，頁 18-45。 
89 許常惠，<台灣音樂發展史概論－西式新音樂的產生(光復以前)>，《台中縣音樂發展史》( 台中縣立文

化中心，1989)，頁 46-53；王子妙，《台灣音樂發展史》，頁 18。 
90 榎本美由紀，<日本統治時期台灣的家政教育>，《台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第 10 期(台北：台灣教育 
史研究會，2001)，頁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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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從唱歌到音樂 

    1.源起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來透過學校教育塑造國民，讓日本國民在知識、精神、身體上達

到一致，領台後，這樣的構想也隨著日本在台灣導入學校體系後引進，其中身體的塑造

包括規律、清潔、衛生習慣養成、姿勢及儀態的一致等，在學校中，與身體改造最直接

相關的裝置便是「體操科」，在一定的韻律下活動身體，講求整體整齊一致的動作，是

規訓身體最直接有效的工具。研究指出，「唱歌」對於身體的規律化與一致性也有很大

的作用，學校的各種儀式性典禮活動中，都少不了整隊、全體肅立、唱國歌(或其他儀

式歌曲)等項目，這些也是為可以規範身體的課程設計，因此在 1898 年公學校及公學校

規則公布下，「體操科」及「唱歌科」正式成為公學校教科。91 

    2.開拓者 

伊澤修二92是殖民地台灣教育的開拓者，他曾赴美留學，拜音樂教育家梅森(Luther 

Whiting Mason ，1828-2897)為師，返國後受命為日本文部省所設之音樂調查機構「音

樂曲調掛」掛長93，並於掛長期間內從事創作及出版唱歌教材集。西元 1895 年 10 月，

學務部教員中島長吉寫了一封信給當時擔任台灣總督府學務長的伊澤修二，信中提到： 

 

(前略)我不知道當地新設(針對土人)的學校裡是否該加上音樂科目，惟今日想起對

於追隨您之傳習生，使用最雄壯的歌曲，陰性調可慰藉其羁征之情，陽性調越發能

鼓舞其遠征之士氣，同時建議您視察新領土人民的音樂發展狀況如何。關於這些事

相信您有所考量，只是以我個人想法，若無法放入正科中，我將私自安排，於課外

適當時間練習唱和。無論如何，熱切期望您若能攜帶樂器及附屬品等等，將何其有

幸，雖然是麻煩之事，仍向您提出(後略)94。 

                                                 
91 許佩賢，《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學校》，頁 198-221。有關 1898 年公學校令及公學校規則公布體操及唱歌 
為正式教科資料，轉引自台灣教育會，《台灣教育沿革誌》(台北：台灣教育會，1939)，頁 230-233。 
92 伊澤修二（1851-1917），日本長野縣人，教育家，於西元1895 年-1897 年擔任台灣總督府學務長。 
93 音樂曲調掛是日本於明治 12 年為實施音樂教育而著手調查東西方音樂所設的國家機構，伊澤為其掛

長。 
94 台灣教育會，<伊澤修二先生與台灣教育> (台北：台灣教育會，1944)，頁 48-50；引自劉麟玉，<伊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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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封信可以看出日人領台以後，伊澤修二尚未決定是否將唱歌列為殖民地教育的正規

科目，而是由中島長吉建議伊澤視察台灣的音樂。根據學者劉麟玉對殖民時期台灣學校

唱歌教育的研究他表示，無法得知是否因中島的這封信影響伊澤對台灣唱歌教育實施的

初衷，但是伊澤自 1896 年開始對台灣的唱歌教育發言是事實，而台灣也於 1896 年台灣

總督府國語學校規則裡將唱歌定為附屬學校必修科目，並且在 1898 年設立公學校規則

裡，將唱歌科列入必修科目95。學者賴美鈴在研究日治時期台灣公學校唱歌教育教材之

來源中她提到，伊澤理想中的唱歌教育必須具備融合東西音樂所創造的新音樂、歌曲要

重視修身的涵養等兩大要項96。由此可知，伊澤企圖在歌曲中加入道德涵養，非把唱歌

教育視為純粹的美育，而是作為道德教育的手段。 

   3.教材來源 

台灣公學校在成立之初即明文規定，「唱歌科的主要教授內容是為了讓兒童能在祝

祭日儀式唱儀式歌曲，以增加莊嚴肅穆的效果。」祝祭日儀式具有加強天皇制國家意識

形態的目的，這些儀式歌曲的歌詞、曲調自然都表現這樣的氣氛。自 1898 年設置公學

校以來，唱歌科並未受到總督府的重視，有十餘年被列為選修科，因此學校沒有統一的

唱歌教科書，教材十分缺乏，教師們若需要參考教科書，便取用內地使用的唱歌教材，

直至 1915 年日本總督府編纂了第一套公學校唱歌教科書《公學校唱歌集》，唱歌科才正

式有其一套教學教材；1933-1934 年再出版 6 冊《公學校唱歌》97。兩套教科書為日治時

期主要公學校唱歌科教材，內容部份大多取自同時期日本內地的唱歌教材，部分為創作

曲，絕大多數為日人作品，少數外國曲調。這兩套唱歌教科書以「由淺入深」為原則，

《公學校唱歌集》的序言即說明：「本教科書的題材、歌詞、曲譜的難易度是配合國語

                                                                                                                                                         
修二、中島長吉與殖民地台灣的唱歌教育)>，《台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第 44 期 (台北：台灣教育史研 
究會，2006)，頁 15 
95 劉麟玉，<伊澤修二、中島長吉與殖民地台灣的唱歌教育)>，《台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第 44 期 (台 
北：台灣教育史研究會，2006)，頁 14-21。 
96 賴美鈴，<淺談日治時期台灣公學校唱歌教材之來源>，《台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第 18 期(台北：台 
灣教育史研究會，2001)，頁 22-27。 
97 許佩賢，《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學校》，頁 210-221。有關唱歌科教材部分轉引自賴美鈴，<日治時期台灣 
音樂教科書研究>，《藝術教育研究》第 3 號(台北：師大書苑，2002)，頁 3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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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本」，可見其強調唱歌科與國語科的連貫性；以發揚國民精神類的歌曲比例最高，占

總曲數的一半，其次為自然類歌曲及生活類歌曲，拍子上少用附點節奏，調性、音域的

設定上較為單純。而《公學校唱歌》的曲目則涵蓋文部省唱歌、創作童謠、大陸民謠、

及西洋民謠等等，拍號、調性及節奏的使用上也趨於複雜，且教材收有本島人所創作的

旋律98。 

台灣音樂家呂泉生於 1930 年進入台中州立台中第一中等學校(今台中一中)就讀，從

他的文章中可以一窺日治時期台灣中學音樂教育的實施概況： 

 

中學的音樂教育真的比不上現今的幼稚園大班，中一中也不例外。雖然，一、  

二年級有音樂課，也有音樂課本，老師彈風琴只用兩隻指頭彈旋律，樂理也 

沒有教，學生只會唱校歌及節日(國家規定的祭典日)要唱的歌。聲音粗，音 

程又不齊。一年級的音樂老師是林慶先生，二年級是米倉老師(原本是體操 

老師)，也從未聽過這兩位老師唱過歌。基督教家庭的我，對音樂有比同班 

的學友好些，是因為常在教堂唱詩得來的99。 

 

文章中並沒有提到當時中學校所使用的音樂課本是何種教材，不過就呂泉生的回憶可以

看出，當時的中學校如同當時台灣公學校在成立之初的規定，為了加強天皇制國家意識

形態的目的，中學校也多唱些國家祭典儀式的歌曲。學校的老師也並非全然的音樂背景

出身，音樂教育的落實相當貧乏。對於呂泉生來說，音樂學習的主要媒介還是教會。 

    日治時期台灣女子學校音樂教育可分為普通音樂教育與師範音樂教育兩種，前者包

含公學校和高等女學校，音樂課內容以唱歌為主，所唱歌曲大部分是由日本作曲家創作

的適合中小學生的歌曲，也有少數西洋歌曲翻譯成日文的歌曲，高年級才有基本西洋樂

理知識。後者師範學校音樂教育超出一般的音樂課程，殖民政府除了聘請專業老師做個

                                                 
98 劉麟玉，<殖民地時期台灣學校唱歌教育的成立與展開(1895-1935)>，《台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第 22 
期(台北：台灣教育史研究會，2002)，頁 14-18、賴美鈴，<日治時期公學校音樂教科書初探>1999，頁 3-9、 
賴美鈴，<淺談日治時期台灣公學校唱歌教材之來源>，2001，頁 22-27。 
99 呂泉生，<台中一中的回憶>，《台中一中八十年史》(台中：東藝影視，1995)，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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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指導外，也鼓勵學生課餘參加藝文活動，若有傑出表現者，往往以公費資助赴日深造，

師範學校逐漸成為轉至日本音樂學校的橋樑100。下表 2-2 為 1895 年中島長吉上書伊澤

修二起至光復之前有關女子教育及音樂教育的相關事件整理，概括而論，女子教育因日

治時期實施差別教育，即使是培育台籍女教師的高等女學校及師範教育，在課程的編制

上，仍未脫離同化的終極目標，因此女子教育在當時是相當受限的101。以唱歌教材輔助

國語(日語)學習、強化身體規律一致性，是日本當時對音樂教育的觀念，因此無論是日

本內地或台灣總督府出版的唱歌集，都具此一共同的教育目標，這與當時殖民政府在台

辦女學的初衷一樣，終極目標均在於「同化政策」。陳信貞雖然短暫的念過后里的內埔

公學校一年的時間，但是她出生於教會家庭，畢業於淡水女學院，對於西式音樂的啟蒙

也是來自於教會，受殖民地教育影響並不大，乃長老教會教育體制下台灣本土女性音樂

家代表。 

 
 
 
 
 
 
 
 
 
 
 
 
 
 
 
 
 

                                                 
100 許常惠，<西式音樂的產生(光復以前)>，《台中縣音樂發展史》(台中：台中縣立文化中心，1989)，頁

46-53。 
101 何清欽，《光復初期之台灣教育》(台北：復文圖書，1980)，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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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日治時期女子教育與音樂學科相關事件一覽表 
102

 

 

時間 事件 

1895 中島長吉上書伊澤修二，建議音樂科目可放入學校課程中。 

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女子分教場成立，規則第一條明定：「本校係

為本島人女子傳授手藝及普通學科之場所。」 

 

1897 

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分教場有唱歌相關之課程。 

總督府頒佈「台灣公學校令」，將大部分國語傳習所改為公學校，女子教場因而升

格為「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 

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規程第一條：「本校根據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四

條，以傳授本島女子普通學科和手藝為目的。」 

 

 

1898 

「唱歌」正式成為學校教科之一，並規定應教授祝日、大祭日及諸儀式所用之歌

曲，練習耳朵及發聲器官，兼以涵養德行。 

1904 修改公學校規則，唱歌改為「隨意科」，由學校自行決定開設與否，課程目標為

教授平易歌曲，兼培養美感，以資涵養德性。 

1915 出版《公學校唱歌集》，為學校唱歌科第一套正式教學教材，全 1 冊。 

「國語學校附屬女學校」改名為「台灣公立女子高等普通學校」，成立獨立系統，

並設音樂科。 

台灣公立女子高等普通學校規則第一條：「公立高等女學校是以對內地人女子實施

高等普通教育，主在傳授有關家政之知識技能為目的。」 

台灣教育令第十三條：「女子高等普通學校是對女子實施高等普通教育、培養婦

德、教授生活上有用知識技能之場所。」 

 

 

 

1919 

高等普通學校和女子高等普通學校設置修業年限一年之師範科，培養公學校教員。

1922 高等女學校課程標準逐漸和日籍女校取得一致，目的均在實施高等普通教育、涵

養婦德、培養國民道德。 

1934-1935 出版《公學校唱歌》，全 6 冊。 

                                                 
102 資料來源：張素碧，<日據時期臺灣女子教育研究>，《雲林工專學報》，第四期 (雲林：雲林工業專科

學校，1985)，頁 429-519、許佩賢，《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學校》(台北：遠流，2005)、游鑑明，<日據時期

台灣的女子教育>，《台灣史研究暨史料發掘研討會論文集》，(中華民國台灣史蹟研究中心，1987)、游鑑

明，<日據時期公學校女教師的搖籃：台北第三高等女學校>，《臺灣光復初期歷史》，第 31 期(台北：中

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專書，1993)、游鑑明，<有關日據時期臺灣女子教育的一些觀察>，《臺灣史田

野研究通訊》，第 23 期 (台北：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室，1992)、游鑑明，<日據時期公學校的臺籍

女教師>，《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北：國立台灣大學歷史系，1993)、劉麟玉，<伊

澤修二、中島長吉與殖民地台灣的唱歌教育>，《台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第 44 期 (台北：中央研究院

台灣史田野研究室，2006)，頁 14-21、劉麟玉，<殖民地時期台灣學校唱歌教育的成立與展開(1895-1935)>，

《台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第 22 期 (台北：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室，2002)，頁 15-19、賴美鈴，

<日治時期公學校音樂教科書初探>，《台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第 4 期 (台北：台灣教育史研究會，1999)，
頁 3-9、賴美鈴，<淺談日治時期台灣公學校唱歌教材之來源>，《台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第 18 期(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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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長老教會體制下台灣女子教育與音樂教育發展 

西元 1858 年天津條約的簽訂使得台灣打開門戶，結束了長達一百多年的閉關自守，

同時引進西方的觀念思想，其中最重要的便是教育及醫療。1865 年，英國二位長老教會

宣教師馬雅各醫生103（Dr. James L. Maxwell ）與杜嘉德宣教士(Cartairs Douglas)104來台，

首先在台灣南部展開宣教工作。1051872 年，加拿大長老教會宣教士馬偕博士來台，以淡

水為基地，在台灣北部宣教，這是台灣宣教工作的草創期。大批宣教士來到台灣同時引

進西方思想，藉由他們的傳播，為日後台灣的民主政治、社會、音樂藝術、教育及醫療

上，帶來深遠的影響，其中最大的貢獻，便是在南、北重鎮建設西式學府，上自大學制

度的神學院，以至中學、女學、婦學、主日學106。19 世紀初台灣的教育以男性為中心，

女性可以受教育的機會很少，當時基督徒子女自公學校畢業後，大多北上淡水女學院或

是南下長老教女學校繼續升學107，長老教會體制與殖民地政府體制下的女子教育因教育

目標不同，課程也不盡相同；殖民政府女子教育搭配涵養婦德、培養賢妻良母和忠貞不

二女性國民目標，長老教會女子教育，則是以培養能夠在教會服務的人才為目的，將西

式教育引進來台。以下就陳信貞所就讀的「私立淡水女學院」為主，探討南、北長老教

會所創辦之女子學校教育及音樂教育。 

    一、北部長老教會－淡水女學堂、婦學堂 

    1.淡水女學堂－台灣女子教育濫觴 

馬偕博士來台後，目睹台灣婦女地位低落、知識閉塞，有鑑於此便於 1884 年創辦

                                                 
：台灣教育史研究會，2001)，頁 22-27、許常惠，<台灣音樂發展史概論－西式新音樂的產生(光復以前)>， 
《台中縣音樂發展史》(台中縣立文化中心，1989)。 
103 馬雅各(Dr. James Laidlaw Maxwell MD，1836-1921)，蘇格蘭人，1860 年，畢業於蘇格蘭愛丁堡大學 
醫學院，1865 年以基督長老教會傳教士與醫生雙重身分前往台南府城傳教，傳道方式以行醫為主，傳教 
為輔。他在台灣前後共有 7 年 9 個月，訓練了不少本地醫生，建立不少平埔族和漢族的教會，也創設台 
灣首座西式醫院。 
104 杜嘉德(Cartairs Douglas,1830-1877)，英國長老教會派遣來台的第一位宣教士，他先在福建省南部工作 
了 22 年，1860 年由廈門渡海來台。 
105 賴英澤，<第一章：南部教會傳教時期 1865-1875>，《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百年史》(台北：台灣基督長

老教會總會歷史委員會，1965)，頁 6-30。 
106 私立淡江高級中學校友會編，《淡江中學通訊》，2006，頁 4-13、鄭連明，<第二章：自偕叡理牧師來

台至中法戰爭 1872-1884>，《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百年史》(台北：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總會歷史委員會，1965)，
頁 31-63。 
107 董芳苑，<論長老教會與台灣的現代化>，頁 18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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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女學堂」(Tamsui Girls' SchooI)，第一屆總共招收了 34 名學生，開創台灣女子教

育先河108。馬偕創辦女學堂的背後，有一位得力助手－張聰明女士，張聰明為五股坑人，

原名張蔥仔，幼年時便送人當養女，打算長大後與養兄結婚，當時的張聰明因為不願意

裹小腳而屢遭責打，12 歲時養兄去世，養母認為張聰明剋夫，因此打罵虐待更是家常便

飯，直到養祖母陳塔嫂居中調停後才較為好轉。陳塔嫂為台灣第一個基督教女信徒，馬

偕在陳塔嫂的協助下於五古坑興建第一間禮拜堂，招收 12 歲以下的小孩到教堂學習白

話字，張聰明因此而能到教會學習；1878 年張蔥仔受洗，馬偕依諧音幫他取名「聰明」，

同年嫁給馬偕，張聰明如同許多牧師娘一般擴大了牧師的角色，加上熟稔台灣風土民

情，宣教尚為台灣人民接受，同時也參與興建女學堂的工作。張聰明能說也能寫，也諳

英語，甚至在牛津學堂及女學堂成立之初擔任 6 位教師中唯一的女性教師109。西洋傳教

士來台後，西式教育得以在台灣發展，自張聰明擔任學堂教師後，成為第一位將西式教

育教導給台灣人的台籍女性教師，其中的特殊性不只張聰明台籍女教師的角色，影響所

及不只在西式教育的傳遞，被她教導後的優秀學生畢業後得以在學校擔任助教，這更是

西式教育藉由本地人再教導給本地人的開端。 

 

 

 

 

 

 

 

 

圖：2-3-1： 初期淡水女學堂師生     

資料來源：淡江中學校史館        

 

 

                                                 
108 私立淡江高級中學校友會編，《淡江中學通訊》，2006，頁 1-5、郭和烈，<第四章：北部教會自中法戰

爭至甲午戰爭 1884-1894>，《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百年史》(台北：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總會歷史委員會，1965)，
頁 79-94。 
109 范情，<全台女子首學－淡水女學堂>，《女人屐痕》(台北：女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頁 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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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學堂不分年齡，初期以招收傳道師家眷及平埔族婦女為主。為了鼓勵婦女入學，

以免學費、補助旅費、膳宿、服裝做為招攬，希望能夠廣羅學生，不過台灣民眾依循傳

統禮教，不願女子拋頭露面，女子無才便是德的觀念根深蒂固，因此前來就讀的漢人女

子少之又少，使得教會致力於普及女子教育的美意舉步維艱110。學校課程包括白話字讀          

寫、歌唱、聖經、史地、教義問答，其中首重白話字111教導，漢文與女性才藝課程非重

點，馬偕認為白話字易學易懂，對婦女傳教大有助益，至於學習漢文、縫紉、女紅是沒

有必要的，因漢人女子本就是箇中高手112。聖經課程涵蓋了聖詩(即聖歌)，藉由聖詩來

佈道是宣教過程中不可或缺的方式，宣教士們認為聖詩的旋律一方面可以吸引民眾的注

意，一方面也可以化解民眾的敵意。在音樂科未正式納入為女學堂課程時，「聖經課」

便是接受西方音樂最直接的管道。台灣與廈門語言相通，又宣教士們早期在廈門一地傳

教，所以馬偕剛來到台灣所使用的聖詩，即是從廈門教會帶回來，以羅馬字母拼音的閩

南語聖詩歌本《養心神詩》(Yang Sin Sim She)，《養心神詩》的編輯始於 1814 年，由倫

敦宣道會(LMS,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第一位駐華宣教師馬禮遜(Robert Morrison)在

廣州主編，共出版 30 首詩歌。1852 年流傳到廈門，由葉韓良牧師(Revd. William Young)

主編第一本廈門話的《養心神詩》（Ióng Sim Sîn Si），起初收錄了 13 首詩歌，1872 年增

加為 59 首，當時長老教會的宣教士們便使用這些詩歌作為傳道的媒介，台灣南北教會

學校亦同，1900 年之前的聖詩教唱，均以《養心神詩》為主，此本聖詩冊只有歌詞而無

歌譜113。1907 年，「淡水女學堂」改為符合日本政府教育新制度的女子中學，更名為「淡

水女學校」，招收 12 歲以上的女童，共計二 25 名學生入學，課程內容增加了日文、漢

                                                 
110  1880 左右：當時的女性，若有天生缺陷父母可以立即加以扼殺。4 歲需纏足。稍長須學習燒飯、洗

衣、縫紉、刺繡。10 歲左右即被關入深閨，除家族外，不許與任何男子交談。陌生人來訪只能從門縫偷

看，徹底封閉女性生活空間與人際網路；引自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總會歷史委員會編，《台灣基督長老教會

百年史》，頁 90-91、郭書蓁，<兩時代的北部長老教會女性－從晚清到日治前期>，頁 53。 
111 一種以拉丁字母書寫的閩南語正字法，原是19 世紀時由基督教長老教會在福建廈門所創造並推行的， 
因此後來被外界稱為教會羅馬字。 
112 L.G.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Taipei：SMC Publishing),2002,pp.305-306；引自郭書蓁，<兩時代的北

部長老教會女性：從晚清到日治前期>，頁 55-56。 
113 翁佩貞，<英加長老教會聖詩在臺發展－兼論教會聖詩之本土化>，《新使者》，第 102 期 (台北：台灣

基督長老教會總會新使者雜誌社，2007)，頁 4-11、駱維道，<基督教詩歌之起源及演進：兼述臺灣教會

音樂史>，《神學與教會》，3 卷 3/4 期(台南：台南神學院)，頁 77-161、郭乃惇，《台灣基督教音樂史綱》(台
北：橄欖，1986)，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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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算數、衛生，並增設音樂為獨立的一科114。根據筆者訪問淡江中學校友，同時也是

校史館館長的蘇文魁表示，將音樂獨立出來的原因有三： 

(1) 教會因舉行禮拜儀式的需要，由宣教士教導本地信徒唱聖歌，使基督教在台

灣更普及化。 

(2) 這些來台的宣教士均畢業於國外的大學或神學院，在國外，「音樂」一科是被

獨立出來的專門科目，有別於一般學科之教法 

(3) 音樂一科著重於風琴及鋼琴的彈奏，有別於聖詩課程，是為了具有天份的學

生將來能夠到教會司琴所設，基於因材施教的原則，獨立科目出來授課115。 

因此，自 1907 年起明定課程中增加「音樂」後，西方音樂可以說是正式在台灣推展開

來。西元 1916 年「淡水女學校」再度更名為「淡水高等女學校」，並增設高等科，在女

學堂開設早年，前來就讀的女孩多半沒有機會接受基本教育，因此課程以基礎科目為

主；增設高等科後，前來就讀的多是公學校畢業生，帶動高等科在學識水平上的提升，

1921 年以後，甚至要通過考試才能進入高等科就讀116。 

    聖詩的使用上，1918 年起為了順應南北教友使用聖詩的習慣，則南北各選十首常用

之聖詩，補充《養心神詩》不足的部份，出版了《增補聖詩二十首》。1922 年 2 月，總

督府重新頒行《台灣教育令》117，對私立學校諸多限制，非官方之學校不得再用「學校」

之名稱。1922 年 10 月「淡水高等女學校」再度改名為「私立淡水女學院」，陳信貞便是

在這個時間進入女學院就讀。1923 年左右台灣開始著手編印聖詩冊，並在 1926 年出版

了《聖詩》，其中一部分是襲用《養心神詩》的內容，這些聖詩歌曲適用於一般會眾齊

唱，所以曲子多半簡單，通常以四分音符或八分音符居多，此版《聖詩》最大的特點是

首度出現五線譜記譜以及首調唱法(Tonic sol-fa)，讓人吟唱時一目了然，如下圖 2-3-2118。

                                                 
114 郭書蓁，<兩時代的北部長老教會女性－從晚清到日治前期>，頁 58-59。 
115 2007 年 12 月 27 日，蘇文魁先生訪談記錄。 
116 郭書蓁，<兩時代的北部長老教會女性－從晚清到日治前期>，頁 60-61。 
117《台灣教育令》是日治時期總督府為了台灣特殊環境所頒布有關教育的法律命令。在台灣教育令頒布 

前的1895 年至1919 年間，日人的教育是依據日本內地的法令辦理，而台灣人的教育則是依據總督府頒 

布的學校官制、學校規則和學校令辦理，沒有完整的學制系統。台灣教育令的頒布使得台灣在教育上有 

一可依循的系統制度。該命令主要發布過 3 次，分別為1919 年第一次台灣教育令，1922 年第二次台灣教 
育令，與1941 年發布的第三次台灣教育令。 
118 翁佩貞，<英加長老教會聖詩在臺發展－兼論教會聖詩之本土化>，頁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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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蘇文魁的描述，當時唱歌之前宣教士要求學生必須做暖身運動，促進喉嚨與胸腔發

音的明亮，從齊唱至合唱，最多分兩個聲部，搭配風琴伴奏，同時有學生指揮，進行類

似指揮法的訓練，但是教唱的最終目的並不在於歌唱技巧，而是讓學生們真心喜歡唱

歌，這才是聖詩教唱的最終目標。男女兩校在音樂教學上有些許差異，牛津學堂學生們，

在音樂教育上注重的是「合唱」及「小提琴」的演奏，尤其是合唱的訓練甚至可以達到

四部和聲的水準，小提琴的學習更是當代認為可以當上音樂家的途徑之一，鋼琴課則是

預備給具有領導能力，將來有意到教會擔任牧師的學生們所上，目的是希望這些未來成

為教會領導階層的牧師們，也有司琴的能力。女學院的鋼琴課程則是以到教會司琴為最

終目標的鋼琴教119。 

     

 

圖 2-3-2：1926 年版《聖詩》第一首 (五線譜上方箭頭處為 Tonic Sol- Fa 記譜) 

資料來源：翁佩貞，<英加長老教會聖詩在臺發展－兼論教會聖詩之本土化>，《新使者》，第 102 期 (台

北：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總會新使者雜誌社，2007)，頁 7。 

 

    由於淡江中學並未對當時女學院的音樂課教材做保留，大多數的教材隨著傳教士的

返國和學生的畢業，並未留下。不過由上述有關教會聖詩史料的蒐集中，可與陳信貞 1922

年起至 1926 年在女學院求學做一連結120。在校期間聖經課所使用的教材，應包含了《養

心神詩》、《增補聖詩二十首》及《聖詩》三種版本，學生除了看的懂五線譜及音符外，

                                                 
119 2007 年 12 月 27 日，蘇文魁先生訪談記錄。 
120《鋼琴有愛》紀錄陳信貞在校期間為 1922-1927，經查閱淡江中學畢業生(修業生)名冊，陳信貞於 1922
年入學，1926 年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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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教唱時也非常注重暖身和發聲等基本練習。1937 年台灣總督府修改教育法令，認

可私立中學之創設，女學院終於可以立案，改名為「私立淡水高等女學校」。戰後再度

改名為「純德女子中學」，在迭經內憂外患與分分合合後，終於在 1956 年將純德女中和

淡江中學合併成今日的「私立淡江高級中學」121。 

    有關女學校的音樂教育，在馬偕博士拓展後，後繼者為柯蕭美玉女士、吳威廉牧師

娘、高哈拿姑娘及德明利姑娘，除了馬偕博士外，其餘四人都曾為陳信貞的鋼琴老師。

柯蕭美玉為陳信貞進入淡水女學院後的風琴啟蒙老師，為馬偕博士外孫柯設偕的夫人，

1921 年畢業於淡水女學院，在校期間追隨吳威廉牧師娘學習鋼琴，畢業後留在母校教授

風琴並任職舍監。1922 年陳信貞自內埔公學校畢業後考上「私立淡水女學院」。做一位

傳道師的女兒，陳信貞幼年的生活是與音樂結合在一起的，教堂中每天唱的聖詩，使她

對西洋音樂有初步認識，當時「屯仔腳教會」122便有風琴的設備，卻沒有人會彈，只有

北部來的宣教士及叔叔的朋友郭頂順123先生來訪時才有人彈奏，當時的陳信貞十分喜愛

風琴，卻苦無機會學習，直到北上女學院就讀的第二年，才由柯蕭美玉啟蒙學習風琴。

當時進入學校的女學生多半如陳信貞一樣，對鋼琴有著憧憬，若是原先就學過鋼琴的女

學生們，經由考試通過後，便可以由吳威廉牧師娘直接指導鋼琴，若是考試未通過亦或

沒有學過鋼琴，就由柯蕭美玉女士教導他們風琴。教導風琴前，必須先認識音符。認識

音符後進一步教他們看譜，待她們學會一些基本彈奏，通過考試後才得以正式學習鋼琴

124。鋼琴課是必須額外付費的課程，透過考試決定是否能晉級到鋼琴課程，是學生們學

習鋼琴必經之路，西方教育制度通常在教學前會先鑑別學生的程度，陳信貞便是經由考

試由風琴轉向吳威廉牧師娘學習鋼琴125。 

1892 年吳威廉牧師夫婦126抵達台灣後，便在牛津學堂及女學堂中教導學生音樂，牧 

                                                 
121 私立淡江高級中學校友會編，《淡江中學通訊》，2006，頁 11-14。 
122 陳信貞出生於台北市萬華區的蔡家，4 個月大時便過繼給母親的表妹。做一位傳道師的女兒，必須因 
為工作而四處遷徙，10 歲時，父親被派任至台中縣豐原后里鄉的屯仔腳教會(今日內埔)。 
123 郭頂順，為台中著名的企業家暨慈善家，一生爲教育與文化不遺餘力。 
124 私立淡江高級中學校友會編，《淡江中學通訊》，2005，頁 22-24、2007 年 6 月 18 日，詹懷德女士訪談

紀錄、詹懷德、吳玲宜，《鋼琴有愛》，頁 15-17。 
125 2007 年 12 月 27 日，蘇文魁先生訪談記錄。 
126 吳威廉牧師（William Gauld, 1861-1923）出生於加拿大安大略省的農家，雙親是虔誠的長老會信徒。 
馬偕博士第一次回到故鄉敘述在台宣教的經過時，當時年僅 20 歲的吳威廉牧師聽了他的信息深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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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娘將西方音樂中的風琴、鋼琴、聲樂三科帶入台灣。馬偕在日記中對吳威廉牧師娘做

了以下的描述：「…吳牧師娘是一位傑出的女性，對教會貢獻很大，尤其是音樂事工上，

她在教會學堂教風琴鋼琴和聲樂，提昇了北部教會的音樂水準… 
127。」由此可見吳威廉

牧師娘對於北部音樂教育的提升有著極大的影響。牧師娘音樂天賦極優，對教會的侍奉

有相當的使命感，週間來回中學、女學及神學院，也在市內的教會、個人或各地方教聲

樂及鋼琴，週末夫婦就前往教會指導音樂、探訪教友。早時台灣北部教會的聖詩只有歌

詞而沒有歌譜，在吳牧師娘的指導之下，台灣北部教會音樂受惠良多，聖歌隊就漸漸開

始活動起來，並到台灣中南部及日本去演出，素有有「北部音樂教育之母」的美譽
128。

學校在風琴及鋼琴的教學上，則是以能夠到教會司琴為最終目標。根據詹懷德的描述，

當時陳信貞在校期間吳威廉牧師娘所使用的鋼琴課教材，是由加拿大帶來的一本名叫

《The Mammoth》的樂譜，曲目為 19 世紀鋼琴小品，由於當時影印技術尚不發達，學生

都必須手抄琴譜
129。吳牧師娘的教學方式據 20 年代畢業於淡水女學院的學生楊黃月裡130

回憶：「吳威廉牧師娘教我們一個學期的音樂，她常常用鋼琴彈幾個音，要我們將所彈

奏的音階寫在五線譜上，那些音符被我們戲稱為「摃槌仔」，我幾乎都拿滿分131。」 

由此可之當時學生已經可以看懂五線譜並彈奏風琴及鋼琴，同時還進行類似今日我們所

謂「聽寫」的課程。吳威廉牧師娘在教學上相當嚴謹，她常說「There is no just about in 

music」，女學院的學生們對她都是又愛又怕。據了解女學院在 1920 年代已有 3-4 台鋼琴，

多由宣教士所捐獻，在那個物資缺乏且大多數人不知道鋼琴為何物的年代裡實為不易，

這些即將結束學校鋼琴課程的學生，都會舉行聯合的成果發表會，例假日時都必須輪流

到教會司琴，類似現今所謂的「實習」，鋼琴成績相當優秀的陳信貞也參與了成果發表

會的演出和到教會司琴的活動132。吳牧師去世之後，1927 年吳威廉牧師娘隨女婿李約翰

醫師到台南工作，結束了在北部長老學校的教職，40 餘年的時間，培育了不少台灣早期

                                                                                                                                                         
動，便下定決心要追隨馬偕的腳步走向宣教之路。從多倫多大學及諾克斯神學院畢業之後，便於 1892 年 
和 Margaret Mellis 結婚，吳牧師娘當時 25 歲。結婚之後兩個多月，夫婦兩人就邁向台灣宣教師之路，夫 
妻倆在台服務共 31 年時間。 
127 http://192.192.120.2/mackay/ShowImageData.asp?id=000197&Keyword=音樂(2007.4 .5)。 
128 葉晨聲，<從牛津學堂到淡江中學－一個台灣基督長老教會學校的個案研究(1872-1956)>，頁 127-128、

私立淡江高級中學校友會編，《淡江中學通訊》，2006，頁 21-23、楊麗仙、郭乃惇，《教會音樂－本色化

聖樂的沉思》，1988 再版，頁 127-128。 
129 詹懷德、吳玲宜，《鋼琴有愛》，頁 131、2007 年 6 月 27 日，詹懷德女士訪談紀錄。 
130 黃月裡女士，1914 年出生於板橋土城，詩人暨史學家楊雲萍教授之妻。淡水女學校畢業生。 
131 臺灣歷史檔案資源網：http://ithda.sinica.edu.tw/?action=news&id=54 (2007.7.24)。 
132 2008 年 6 月 27 日，詹懷德女士訪談紀錄。 

 33

http://192.192.120.2/mackay/RelationSearch.asp?Keyword=%E9%9F%B3%E6%A8%82&Page=1&link=PhotoSearch
http://ithda.sinica.edu.tw/?action=news&id=54


的音樂人才133。 

馬偕逝世後，長老教會為強化其宣教事業，於 1905 年派遣高哈拿姑娘(Miss Hannah 

Connell 1869-1931)來台。高姑娘為加拿大安大略省人，在到海外服務之前已在當地擔任

音樂老師，她在多倫多的音樂學院修習鋼琴及所有理論課程，並獲得教師證書，來台後

擔任婦學堂校長，並教授風琴及鋼琴134。陳信貞由柯蕭美玉啟蒙風琴，進而轉向吳威廉

牧師娘學習鋼琴，在校期間，她也曾跟隨高哈拿姑娘學習一段時間，不過有關高哈拿如

何教授鋼琴課程，淡江中學並無對此作記錄或保留，加上訪談上的困難，很難還原當時

上課的情形135。 

 

 

 

 

 

 

 

 

 

 

 

 

 

 

 

 

圖 2-3-3：陳信貞 1928 年手抄譜   

資料來源：淡江中學校史館 

 

 

 

 

 

                                                 
133 私立淡江高級中學校友會編，《淡江中學通訊》，2006，頁 21-23。 
134 John E. Geddes，<北台灣女子教育的先鋒>，《淡江中學通訊》，2006，頁 24-31、葉晨聲，<從牛津學

堂到淡江中學－一個台灣基督長老教會學校的個案研究 (1872-1956)>，頁 128-129。 
135 2008 年 6 月 27 日，詹懷德女士訪談紀錄。 

 34



 

 

 

 

圖 2-3-4：在女學院練琴的陳信貞 

資料來源：淡江中學校史館 

 

 

 

 

 

 

 

 

 

圖 2-3-5：陳信貞淡水女學院修業證書 

資料來源：詹懷德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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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6：陳信貞淡水女學院音樂部修業證書 

資料來源：詹懷德女士 

 

1931 年，德明利姑娘從加拿大來台宣教，42 年的時間在台開發西方音樂。德明利

畢業於多倫多音樂學院，主修鋼琴及聲樂，因為她的推動，女學院的音樂教育才得以順

利發展，有鑒於台灣有相當多的音樂愛好者，又當時的音樂教材只有吳威廉牧師娘帶來

的一本名叫《The Mammoth》的 19 世紀鋼琴小品，於是德明利引進了母校多倫多音樂

院所使用的教材，在學習西洋音樂還不那麼盛行的年代中，這些教材的提供非常可貴136。

在與陳泗治137共同創辦純德女中音樂科後，更是將這些教材篩選編輯成 12 級，學生通過

考試後得以晉級，如此有步驟的教學方式，使得學校的音樂教育制度更為完善，畢業之

前，同樣必須與同學一同舉辦成果發表會，曲目大多挑選巴哈(巴洛克樂派)、三樂章奏

名曲(古典樂派)、蕭邦或舒曼(浪漫樂派)、德步西(現代樂派)等作品，可以看出選曲方面

是以基本的四個樂派為主。德明利來台時陳信貞已從女學院畢業，且在台中教琴，但她

不錯過任何可以學習的機會，尤其是未能出國深造一直是她的遺憾，因此經由乾弟弟陳

                                                 
136 私立淡江高級中學校友會編，《淡江中學通訊》，2006，頁 34-38、2008 年 6 月 27 日，詹懷德女士訪談

紀錄。 
137 陳泗治 1911 年出生於台北士林，1931 年進入台灣神學院，隨德明利學習鋼琴，畢業後赴日本就讀東 
京神學大學，並從上野大學木岡英三郎學習作曲，1946 年任「台灣文化協會」音樂委員會委員，1952 年 
出任純德女中校長，1955 年純德女中與淡水中學合併為淡江中學時出任首任校長，1957 年赴加拿大多倫 
多皇家音樂學院，隨 Dr. Oskar Morawetz 習作曲。1981 年退休後赴美國定居，1992 年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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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治的介紹，只要有時間就北上淡水向德明利求教。德姑娘豐富的音樂經驗及教學方

法，深深影響陳信貞在日後的教學。有關德明利的學方式據詹懷德回憶： 

 

    我媽媽說，以前女學院的鋼琴課把音彈對，按照譜上的術語做出正確的表   

    情，就算彈的很好了，德姑娘帶來新的詮釋音樂方式，她的家裡那時候有古 

    董電唱機，她會邀請她的學生到至家裡做音樂欣賞課程，把她從加拿大帶來 

    台的鋼琴唱片播放給大家聽，大家眼睛閉著聽，聽完以後德姑娘會請大家說 

    出聽到音樂的想法，學生說出想法之後會將聽到的連結到音樂表現上，當時 

    後沒有人這樣做的，德姑娘對對於音色、手腕的柔軟度及手型也很要求，她 

    覺得柔軟的的手腕才能彈奏出好聽的音色，所以他也要求學生練習以手腕來 

    彈奏琶音138。 

 

對於女學院的學生來說，在西方音樂還不普遍的年代裡，電唱機宛如「世界之窗」一般，

經由小小一台機器的連結，聆聽西方音樂。德明利對於音樂欣賞的教學方法，深深影響

陳信貞日後在台中女中的音樂課教學。除此之外德明利相當注重彈鋼琴的正確姿勢，據

楊黃月裡的回憶： 

 

……之後，我跟著德明利姑娘學習鋼琴，她教我彈琴，我教她說台語。德姑娘教琴

很嚴格，練習的時候，得在手背上放枚硬幣，不可以滑落；德姑娘總是稱讚我的手

形非常好，平穩確實……139。 

 

由兩人的談論中可以知道，德明利教學注重正確的手型及手腕，並用音樂欣賞的課程，

讓學生對音樂有更深一層的體認。在校期間，德明利組織校內合唱團，她見到台灣教會

尚缺乏聖歌隊的組織，便前往美國西敏寺大學(Westminster)修研指揮法，再次回到台灣

後於 1940 年組成各教會聯合聖歌隊，演唱耶穌受難清唱曲「彌賽亞」。<台灣教會公報

                                                 
138 2007 年 6 月 18 日，詹懷德女士訪談記錄。 
139 楊雲萍數位典藏：專題二－楊黃月裡訪談：  
    http://140.109.184.100/yunping/topics/sub02/collection/intro.htm (2007.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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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讚此次演出為「使台灣教會音樂向前邁進一大步，寫下了新的一頁。」而她造就不

少台灣第一代音樂家，這些音樂家輾轉在培養訓練出來的音樂人才，更是不可勝數140。 

2.婦學堂 

由於淡水女學堂沒有入學年齡的設限，為劃分學齡女孩與成年婦女，也為了課程上 

編制，於是在 1910 年於女學校的東南鄰增建一校舍，稱「婦學堂」 (Women’s School)，

專為成人婦女教育之用，首任校長為高哈拿姑娘，兩年制的課程內容一樣首重聖經教義

及音樂，其他有讀書習字、算數、婦女技能等等。婦學堂與女學校最大的不同是，婦學

堂有類似「中途之家」的功用，提供失學婦女、已婚婦女及寡婦們接受教育的機會，不

同的是婦學堂主要目的是培養女宣道員，女學校則是人才培訓的場所141。爲了能夠在畢

業後替教會傳遞福音，這些婦女大都能彈奏風琴，最少也都可以教人唱詩歌；台灣女性

受到傳統的束縛，多半未能在學齡時接受教育，婦學堂的興辦，彌補了當時成年婦女未

能就學遺憾，也增加了女性就業的機會。 

 

 
圖 2-3-7：婦學堂師生  

資料來源：淡江中學校史館 

 

 

 

                                                 
140 私立淡江高級中學校友會編，《淡江中學通訊》，2006，頁 34-38。 
141 范情，<全台女子首學－淡水女學堂>，頁 14-27、郭書蓁，<兩時代的北部長老教會女性－從晚清到日

治前期>，頁 7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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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部長老教會－台南新樓長老教女學校、婦女聖經學校 

     1.台南新樓長老教女學校 

陳信貞雖然畢業於淡水女學院，但是自 1935 年起到 1946 年，陳信貞南下台南長老 

教女學校擔任助教，在校期間，陳信貞耳濡目染學校老師的教學方式，也影響了她日後

的音樂教學。台南新樓長老教女學校，是由李庥牧師（Rev. Hugh Ritchie）及李牧師娘

於 1879 年所發起142。因為看到台灣女性地位卑微，又常常發生溺斃女嬰、販賣妻女等陋

習，於是決定興女學，希望藉由教育來提高女性的社會地位。李庥牧師提出周詳的計劃，

卻來不及看見他的理想就因染患瘧疾而去世，後由李庥牧師娘完成李庥牧師的遺志，

1887 年實現了牧師創立女子學校的願望，以「不可纏足」為入學條件，不拘學齡且降低

學費，共召收了 19 名學生，教導聖經、白話字、寫字、算術、女紅，創辦了「台南新

樓長老教女學校」，簡稱「新樓女學校」，由文安(Miss Annie e. Butler)與朱約安(Miss Joan 

Stuart)兩位姑娘管理校務，翌年萬真珠(Miss Margaret Barnett) 姑娘抵台，與文姑娘、朱

姑娘一同參與女學校的教育工作。1903 年英國宣教會認為，不能以宣教士為校長，而另

外派遣了教育家盧仁愛姑娘(Miss Jeanie A Lioyd）來台出任校長，同年新樓女學校更名

為「長老教女學校」。1909 年女學校明訂學校課程有聖經、算術、日語、漢文、音樂、

裁縫等課程，繼 1907 年北部長老教會將音樂納入學校課程中後，南部長老教會也把音

樂正式納入學校課程。1923 年學制改為預科四年，本科四年之二級制，學生人數增至

250 名。1937 年起由日人擔任校長，當時同為資深教育家的校長吳瓅志姑娘(Miss J.W.Galt)

被迫辭職返英。1939 年改為四年制之「私立長榮高等女學校」。西元 1941 年，日本政府

為宣揚日本神道，干涉學校不可自由教授聖經，學校不顧此干涉，一直保持聖經課程，

此外日本政府亦嚴禁學生學習漢文並強迫使用日語，當時的學科有：日文，公民，歷史，

地理，算術，代數，幾何，英語，美術，音樂，理化，家事，尤重音樂教育，每年舉行

二次音樂會，每週舉行音樂欣賞會 。光復後，改為 6 年制普通中學之「台南市私立長

                                                 
142 李庥牧師(Rev. Hugh Ritchie 1835-1879)蘇格蘭人，格拉斯哥大學畢業後進入倫敦神學院，唸神學最後 
一年時因台灣迫切需要一位牧師，所以宣道會就提前為他封牧，隨即受派來台灣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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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女子中學」143。 

如同當時其他長老教會學校，女學校相當重視音樂課程，以聖詩音樂作為媒介達到

傳教的最終目標同樣為南部宣教士們的共同信念。初期聖經課程中的聖詩課程與北部長

老教會相同，以《養心神詩》作為主要上課素材，教唱者為當時女學校的姑娘們。1900

年開始台灣教會開始自行編輯聖詩，南部英國長老教會由甘為霖144牧師主編了一本僅限

於南部教會使用，總數為 122 首的《聖詩歌》，其中大部分曲子都來自《養心神詩》，《聖

詩歌》並沒有曲譜，是為白話字的台語歌詞。賴永祥教授在<自編詞譜合璧聖詩>一文中

曾經提到，當時在台南太平境教會司琴的林錦生先生(1905-1911) 145 所用的琴譜為

《Church Praise》及《Sacred Songs and Solos，》這兩本琴譜都是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

英美流行使用的詩歌集，所以雖然不確定當時的信徒是用何種方式來傳唱這些聖歌，但

是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曲調來自於歐美146。直到 1918 年出版了《增補聖詩二十首》，1926

年出版了《聖詩》後，南北教會所使用的聖詩才大致統合147。 

在女學校任教的不論是文安姑娘、朱約安姑娘、萬真珠姑娘亦或盧仁愛姑娘，這些

外籍傳教士所專攻的背景皆非音樂，而是教育，直到 1901 年費師母及 1910 年蘭大衛醫

師148夫人連瑪玉的來到，女學校在音樂教學上才趨於正式及專業149。西元 1901-1908 年，

費師母於費仁純(Frederick R. Johnson) 150來台擔任「長老教中學」校長時，隨其夫婿往返

                                                 
143 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總會歷史委員會編，《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百年史》，1965、范情，<台灣百年女學校

－長榮女中>，2006，頁 28-43、2008 年 9 月 22 日郭俊仁牧師訪談記錄、黃茂卿，《台灣基督長老教會：

太平境馬雅各紀念教會九十年史 1896-1955》(台南：共同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8)，頁 119-125、
長榮女子高級中學校史沿革：http://203.71.225.51/關於長女A2/index.html (2007.7.31)。 
144 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1841-1921)蘇格蘭人，由英國長老教會選派至台灣宣教，1917 年回英國，

在台宣教共 44 年，1921 年逝世。  
145 林錦生，1894 年出生於台南，1904 年入新樓長老教中學就讀，隔年隨費師母學習風琴；1907 年春三 
月中學畢業後，受聘協助甘為霖牧師編修《廈門音新字典》。林錦生工作將近二年後辭任，努力學習日 
語，1911 年考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1916 年畢業後行醫濟世。 
146《台灣教會公報》，1936 期，主後 1989 年 4 月；引自賴永祥：教會史話第一輯，第 58 篇：自編詞譜

合璧聖詩http://www.laijohn.com/BOOK1/058.htm(2007.8.1)。 
147 翁佩貞，<英加長老教會聖詩在臺發展：兼論教會聖詩之本土化>，頁 4-11。 
148 蘭大衛(David Landsborough M. A.,M. D.)，英格蘭人，1895 年 12 月由英國基督教海外宣道會派遣來台 
灣中部宣教。1896 年起蘭大衛在彰化醫館工作，將先前教會創設的醫療站發展成一所小型醫院，除從事 
醫療之外，也招收台人學徒，在晚上教學。1912 年蘭大衛和女宣教師連瑪玉(Miss Manjorie Leanner)結婚。 
1916 年因歐戰爆發，蘭大衛夫婦返回英國服務，醫館暫時關閉，1919 年蘭大衛攜全家再度來台，重新開

放醫館。1936 年 3 月 6 日退休返國，1957 年因車禍喪生。  
149 王子妙，《台灣音樂發展史》，頁 19。 
150 費仁純校長，1901 年被英國教會任命為長老教中學第二任校長，在任期間教學方式相當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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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老教中學及女學校教授聖詩及音樂課程。畢業於長老教中學的林錦生在其「七十年

前之回憶」描述練琴的體驗說道：  

 

……費師母拿出一本厚身詩譜，睜眼一看，紙面滿佈白圈黑點。黑點小如細粒豆鼓，

白圈即形近小麥。又有白圈而帶柄者，宛似出廠豆芽，黑點有尾巴者，更像水墘蝌。

面對此星羅棋布，圈圈點點之教本，暗自神傷叫苦。此時，費師母立在右側。左手

指尖按在黑點上面，右指即依左指所指，一拍一拍按撳鍵子彈去，是即所謂之指法

示範。即畢，終而復始，再來一遍。第三遍，即誘導筆者右手指，照樣按壓試彈一

遍。又再來一遍。示範中，併就上五線譜（右手）及線內上下兩排黑白圈點之意義，

扼要解說，以充初步啟蒙。……或謂費師母之教法，是Sparta 流，是急進的，此話

確實不誣。似筆者練琴雖有數個月之歷程，彈時一有錯指，她手中細嫩之藤條，會

毫無容赦地，如電光石火，即刻朝向指節點下。因此，當彈琴時，明知面前世心慈

意善之師母，可是仍然有似臨深履薄，心情難得維持平靜……151。 

 

由上述內容可以歸納出下列幾點結果： 

(1) 1901 年在費師母初到台南幾間長老教學校任教音樂之前，學生未看過音符及五

線譜，推測初期學生在學《養心神詩》詩歌時，沒有看懂五線譜的能力，目前

文獻並沒有記載當時學生是如何學會唱這些詩歌，推測當時是由宣教士們看著

《養心神詩》的歌譜，一句一句傳唱給學生聽。 

(2) 面對初學的學生，費師母採用「指法示範法」，左手指著音符，右手依著所指

的音符一個一個逐音彈出，週而復始，直到學生能夠彈出正確的音為止。 

(3) 在「指法示範法」的同時，費師母會解說每個不同音符所代表的意義。 

跟隨在費師母之後的乃蘭大衛醫師夫人：連瑪玉，連瑪玉本名Marjorie Learner，西

元 1884 出生於英格蘭諾福克郡的庫郎索匹村莊（Crownthorpe Norfolk），1909 年 10 月，

                                                 
151《台灣教會公報》，1935 期，主後 1989 年 4 月；引自賴永祥：教會史話第一輯，第 57 篇－跟費施母

學練風琴 http://www.laijohn.com/BOOK1/057.htm(200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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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英國基督教海外宣教會受派來台，1910 年初抵達台南並任職於台南長老教會女學校。

由於在音樂上的專長，對於女學校在音樂教育發展上貢獻良多；同時，她也學校裡執教

英文、等其他學科，積極地推動婦女與兒童的教育事工，受到學生和婦女們的愛戴。三

年後與蘭大衛醫師在淡水英國領事館結婚，婚後的連瑪玉隨其夫婿搬至彰化，在彰化教

會主日學裡指導學童彈琴及唱歌，訓練聖歌隊時，以專業的能力雙手彈起四部合聲，一

個人教唱兼彈奏，並用身體擺動或搖頭來打拍子，她多次應邀至彰化高女合唱團的音樂

指導，為中部音樂教育先驅。1936 年夫婦倆退休，一同返回英國152。 

女學校注重音樂的教學與發展，自林秋錦 1933 年回母校教學後發展至高峰，期間

她成立了長榮女中合唱團，並舉辦多場音樂會，從 1934 年至 1942 年的《教員會議記錄》

中可看出當時學校音樂發展的情形： 

(1) 1934 年 6 月 20 日：與長老教中學一同演出學藝音樂會。 

(2) 1935 年 5 月 6 日：音樂會(高年級編劇—井川先生，低年級編劇—市川先生、

小林先生，舞蹈－彭先生，5 月底演出名單完成。) 

(3) 1936 年 1 月 11 日：創校 50 週年祝賀會(音樂會於台南公會堂舉行) 

(4) 1936 年 5 月 2 日：6 月半學校音樂會 

(5) 1939 年 4 月 12 日：關校紀念音樂會於 7 月 1 日前後舉行 

 

 

 

 

                   

 

        

       圖 2-3-8：台南長老教女學校教員會議記錄 

                     資料來源：長榮女校史館 

                                                 
152 徐麗紗，<臺中市西方音樂發展綜述－初期發展(清代至一九四五年)>，《台中市音樂發展史－西方音樂 
篇(上冊)》(台中：台中市立文化中心，1999)，頁 55；彰化基督教醫院院史博物館： 
http://www2.cch.org.tw/history/story1.htm (2009.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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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國 67 年《長女校友雜誌》中，一篇<訪問林秋錦校友：1933-1950>的文章中，提到

當時學校每年都會舉辦音樂會，節目皆由林秋錦策劃： 

 

    在母校任職的期間，她一直是個熱心盡責的老師，除了必上的十八個鐘點外， 

中午及晚上也犧牲休息時間，用心的指導一些天份較高的學生，當時每年固定有一

次音樂會，所有節目都是由林老師策劃、排練的，憑著一股年輕人的熱情與衝勁，

她把長女的音樂風氣帶動的好活潑、好蓬勃153 。 

 

陳明律《林秋錦—雲雀的天籟美聲》中有一段林秋錦回憶當時的教學情形： 

 

我不喜歡用日本教材，而讓他們唱比較好聽的Schubert之藝術歌曲，當時沒有人有

異議，而且非常喜歡這些音樂。我每週必須教十八個鐘頭，晚上、午飯後又加練，

特別挑好的solo讓他們唱，如此才能將學生們準備的隨時都能出去表演154 。 

 

 

 

 

 

 

 

 

 

 

 

 

                                                

 

圖 2-3-9：林秋錦指導台南長老教女學校合唱團表演節目 

      資料來源：葉玉琴，<訪問林秋錦校友：1933-1950>，《長女校友雜誌》，第 10 期(台南： 
                台南長老教女學校，昭和 12 年)，頁 74。 

 

 
153 葉玉琴，<訪問林秋錦校友－1933-1950>，《長女校友雜誌》，第 10 期(台南：台南長老教女學校，昭和 
12 年)，頁 72-75。 
154 陳明律，《林秋錦—雲雀的天籟美聲》，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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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兩個對於林秋錦的描述可知，林秋錦自 1933 年返國後即在母校台南長老教女學

校服務，並致力於學校音樂教育的發展，平日教學以藝術歌曲為主，在校期間策劃過多

場音樂會，將當時女學校的音樂風氣帶動的很蓬勃。 

2.婦女聖經學校 

台南的婦女聖經學校創設於 1896 年，早於北部的婦學堂十餘個年頭，由於新樓長

老教女學校不拘年齡招生，因此長老教會為劃分學齡，也為了讓課程規劃更具完整性，

特別創辦了婦女聖經學校，課程首重聖經，以培育女宣教員為首重，除了此之外，教會

還教導婦女們寫字、識字，以彌補成年婦女孩提時不能接受教育的遺憾，如同北部婦學

堂一樣，訓練宣道婦亦為婦女聖經學校的教學重心155。 

本章首先比較五位與陳信貞同一時期的女性音樂家後了解到，陳信貞雖未留學日

本，卻能夠與當時留日歸國的音樂家們一樣活躍於音樂圈，除了在許多音樂會的場合中

一同演出外，還擔任當時台灣文化協進會全省音樂比賽的評審，為眾多評審中唯一未留

學者。而後分別介紹殖民地及長老教會兩個體制下女子教育及音樂教育發展，特別是影

響陳信貞極大的長老教會西式教育及音樂教育，給予當時女學的學生相當不同的視野。

下表 2-3 分別將 1872-1945 年間北部及南部長老教會對於女子教育及音樂相關的重要事

件做一整理，年間與本文主角陳信貞相關的事件也並列其中。 

 
 
 
 
 
 
 
 
 
 
 
 

                                                 
155 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總會歷史委員會編，《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百年史》，頁 17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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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北部、南部長老教會女子教育相關事件一覽表(1872-1945)  

時 

間 

北部教會 

 

南部教會 

1872 馬偕博士來台，以淡水為基地，在台灣北部宣

教。 

 

1879  李庥牧師及李師母發起。 

1884 「淡水女學堂」(Tamsui Girls' SchooI)成立。  

1885  朱約安姑娘與文安姑娘來台策畫興建女學一事。

1887  創辦「台南新樓長老教女學校」，又名「新樓女

學校」。 

1892 吳威廉牧師及牧師娘來台。  

1895 甲午戰爭，南、北教會均遭受到重大迫害和損失。 

1896  「婦女聖經學校」創立，又名「女神學」。 

1900  《聖詩歌》出版。 

1901 偕牧師病逝，淡水女學堂暫時停止教課，改為

傳教者家族旅社。 

費施母來台。 

1903  1. 盧仁愛姑娘來台接任女校長。 

2. 新樓女學校改名為「長老教女學校」。 

 

1905 

1. 北部中會第二屆會議討論女學堂與中學

的問題。 

2. 金仁理姑娘與高哈拿姑娘來台。 

 

 

1907 

1. 為符合日本政府教育制度更名為「淡水女

學校」。 

2. 將「音樂」正式納為學科。 

 

 

1908 

學校招待家長參觀女學校，家長對學校的環

境、設備、教學與生活管理，表示滿意。 

 

1909  將「音樂」正式納為學科。 

1910 1. 「婦學堂」(Women’s School)設立。 

2. 陳信貞出生於台北市萬華。 

連瑪玉來到。 

1915 女學校重新改建校舍，停辦一年。  

 

1916 

1. 更名為「淡水高等女學校」，增設四年制

高女部。 

2. 為方便該校畢業生可赴日進修大學教

育，改採國、日語教學。 

 

1918 出版《增補聖詩二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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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北部教會 

 

南部教會 

 

1918  新樓女學校除原設四年制預科外，又增設四

年制高等科。  

 

 

1922 

1. 柯蕭美玉擔任女學校風琴老師及舍監。 

2. 總督府實施私立學校令，改名為「私立淡

水女學院」。 

3. 陳信貞畢業於內埔公學校，並考上「私立

淡水女學院」。 

 

1923 陳信貞由柯蕭美玉啟蒙風琴。 學制改為預科四年，本科四年之二級制。 

1924 陳信貞通過鑑定考試，轉向吳威廉牧師娘學習

鋼琴。 

 

陳信貞畢業於私立淡水女學院。  1926 

《聖詩》出版 

1928  盧仁愛姑娘創辦台南女神學。 

1929 1. 遷就法令，婦學堂改名婦女義塾。 

2. 陳信貞返回淡水女學院擔任助教，協助高

哈拿風琴、羅馬字、聖經課的教學，也在

婦女義塾擔任舍監，教授風琴、日語、歷

史、地理。 

 

 

1931 

1. 德明利姑娘來台。 

2. 陳信貞與詹徳建傳道師結婚，婚後移居中

壢，在中壢長老教會工作。 

 

1932 陳信貞於台中州公園路萬水洋服店二樓成立

「台中婦女鋼琴研究會」。 

 

1933  林秋錦自日本返台並進入台南長老教女學校任

教。 

1935  陳信貞至台南長老教女學校擔任鋼琴、風琴助

教、合唱團伴奏及舍監。 

1936 日人強制接管淡水女學院。  

1938 受日人准予正式立案，並改名為「私立淡水高

等女學校」，另稱「淡水高女」。 

 

 

1939 

 正式得到日本政府承認為四年制女子中學，並易

名為「私立長榮高等女學校」，招收小學畢業生。

1940 

 

 

 

陳信貞於台南公會堂舉辦第一次學生成果 

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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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北部教會 

 

南部教會 

 

1942 婦女義塾停辦。  

1943  陳信貞於台南公會堂舉行第二次學生成果發表

會。 

 

1945 

 光復後改為「台南市私立長榮女子中學」，學制

改為六年制普通高中，分為初中三年，高中三

年。
156 

 

 

 

 

 

 

 

 

 

 

 

 

 

 

 

 

 

                                                 
156 資料來源：葉晨聲，<從牛津學堂到淡江中學―一個台灣基督長老教會學校的個案研究（1872-1956）

> (台北：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4)、陳明律，《林秋錦—雲雀的天籟美聲》(台北：時報

出版，2003)、私立淡江高級中學校友會編，《淡江中學通訊》，第 55 期(台北：私立淡江高級中學，2006)、
郭書蓁，<兩時代的北部長老教會女性—從晚清到日治前期> (花蓮：國立花蓮教育大學鄉土文化研究所碩

士論文，2005)、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總會歷史委員會編，《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百年史》(台北：台灣基督長

老教會，1965)、郭乃惇，<基督教音樂在台灣的沿革> (台北：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論文，1982)、陳

碧娟，《台灣新音樂史》( 台北：樂韻出版社，1995)、董芳苑，<論長老教會與台灣的現代化>，張炎憲、

林美蓉、黎中光編，《台灣近百年史論文集》(台北：吳三連基金會，1996)、范情，《女人屐痕》(台北：

女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翁佩貞，<英加長老教會聖詩在臺發展－兼論教會聖詩之本土化>，《新

使者》，第 102 期 (台北：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總會新使者雜誌社，2007)，頁 4-11、詹懷德、吳玲宜，《鋼

琴有愛》(台北：上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葉玉琴，<訪問林秋錦校友－1933-1950>，《長女校友雜

誌》，第 10 期(台南：台南長老教女學校，昭和 12 年)，頁 72-75、2007 年 6 月 27 日，詹懷德女士訪談記

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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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陳信貞音樂教學的特殊性 1932-1974 

 

    陳信貞以淡水女學院的學歷在音樂教學的場域上長達 40 餘年的時間，在研究陳信

貞從創辦「台中婦女鋼琴研究會」到台中女中退休這段教學過程中，發現其在教學場域

及教學方法上都有特殊之處。首先，投入社會工作並能夠從事音樂教學的女學院畢業

生，除了私下的個別教學外，都是進入教會所屬機關的幼稚園、教堂主日學及女學校157。

陳信貞 1932 年成立的「台中婦女鋼琴研究會」是屬於向外招生的私人補習班性質，非

教會附屬機構，研究會的成立，也將當時台灣學習鋼琴的場域，從家庭、學校擴及到社

會。第二，陳信貞於 1935 年南下台南長老教女學校擔任助教期間，招收不少私人學生，

創辦了「台南鋼琴研究會」，研究會分別於西元 1940 年及 1943 在台南公會堂舉辦學生

成果發表會；光復之前音樂形式的學生成果發表會並不普遍，據「台灣日日新報」及「台

灣藝術新報」的紀錄，光復之前有日本老師舉辦這樣的成果發表會，台人創辦的類似的

團體多為同好會性質，由幾個興趣相投的人士組成，彼此教學相長，進而舉辦發表會158。

由台人舉辦的具有教學性質的音樂研究會及發表會，據「民報」記載乃為 1946 年 12 月

在台北市中山堂所舉辦的張彩湘「台北鋼琴專攻塾」塾生發表鋼琴演奏會。此鋼琴專攻

塾較「台中婦女鋼琴研究會」晚了 14 年的時間，發表會也較陳信貞舉辦的第一場成果

發表會晚了六年的時間，陳信貞既非日本人，也非留學歸國者或師範畢業生，光復之前

當她創辦鋼琴研究會和舉辦兩場成果發表會之際，與她同一時期的音樂家們均尚未回國

開始教學，因此研究會及發表會對於當時台灣在音樂教學的市場上具有相當的時代意

義。第三，陳信貞以淡水學院畢業生的身分，在 1946 年進入台中女中後任教近 30 年之

久，雖然當時台灣已經光復，凡通過教育廳辦的教師檢定者，便能夠到各級學校任教，

不過大多數的學校老師，不外乎師範學校畢業或是留學歸國者，以 1946 年進入台中女

中任教老師的學歷來看，陳信貞是唯二畢業於台灣私校的任課教師159。由於背景的不同，

                                                 
157 郭書蓁，<兩時代的北部長老教會女性－從晚清到日治前期>，頁 71-75。 
158 光復之前音樂性質的研究會，詳見本章第二節。 
159 有關光復初期國、高中師資培育方式，見本章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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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所帶來特殊的音樂課教學也與當時其他音樂老師不同。 

 

第一節   轉折 1927-1931  

    女學院畢業後的陳信貞聽從父母的建議，進了台大醫院讀了一年的助產士班，這並

不是她所願，在助產士班畢業的當天下午，便回到母校淡水女學院擔任鋼琴半先，教授

風琴、羅馬字、聖經等課程，同時在婦女義塾擔任舍監，教授日語、歷史、地理，期間

不斷的進修鋼琴，希望琴藝能夠更進步。這段時期她認識了當時就讀神學院的學生詹德

建，並且展開交往。1921 年《台灣青年》楊維命寫的一篇<論婚姻>，說明當時兩代在

婚姻看法上的矛盾，父母固然還保守著親權至上，子女們卻逐漸接受新觀念，於是經常

在對象與方式上產生很大的爭執160。雖然新觀念衝擊著當代的女性，但是真正勇敢站出

來對抗傳統的女性卻不多，即使到光復之後，大部分結婚仍舊是要經過「媒妁之言」才

算是名正言順161。當時陳信貞與詹德建的自由戀愛因詹德建是客家人而受到陳父的阻

撓，經過兩人努力的表現及叔叔陳春邦的積極湊合下，陳父進而同意兩人交往，並於 1931

年結為連理。婚後的陳信貞便隨著詹德建至中壢長老教會服務，新婚後的第六個月詹德

建因染上傷寒(脹仔病)，不到一個月的時間就離開當時懷有身孕的陳信貞，1931 年 12

月 27 日詹懷德出生，陳信貞了解到應該要對自己和小孩的未來做些規劃，於是有了招

收鋼琴學生的計畫162。在楊翠分析 1920-1932 年《台灣民報》有關女性經濟獨立的篇章

中提到，1925 年 10 月 25 日的一篇社論 <婦人解放的當面問題>提到，能夠自謀生計的

女性，就不必仰人鼻息看人臉色，口腹飽足之後進一步便可實行其理想與主張163。陳信

貞的親生祖父為板橋林本源家的私人醫師，同時開有一間藥房，足以做她很大的後盾，

雖然如此，她卻認為自己已經過繼到親戚家，沒有立場成為娘家的負擔，於是在 1932

年當時台中州公園路萬水洋服店二樓開設「台中婦女鋼琴研究會」，開始招收私人鋼琴

                                                 
160 楊維命，<論婚姻>，《台灣青年》卷二號二，1921 年 2 月 26 日，頁 32-37；引自楊翠，《日據時期台

灣婦女解放運動：以《台灣民報》為分析場域（1920-1932）》，頁 181-184。 
161 沈征郎，<從相親到自由戀愛>，《細說台中》(台北：聯合報社，1979)，頁 101-103。 
162 詹懷德、吳玲宜，《鋼琴有愛》，頁 10-20。 
163 <婦女解放的當面問題>《台灣民報》第七十六號，1925 年 10 月 25 日，頁 1；引自楊翠，《日 
據時期台灣婦女解放運動：以《台灣民報》為分析場域（1920-1932）》，頁 208-209。 

 49



學生164。 

  

第二節   台中婦女鋼琴研究會 1932-1935 

在討論「台中婦女鋼琴研究會」之前，首先就 1920-1940 年前後約 20 年間，與台

中州有關的藝術文化背景做一簡單討論，其中包含陳信貞在這段時間的音樂活動，接下

來將重心擺在「台中婦女鋼琴研究會」。 

一、1920-1940 年台中州藝文背景    

    回顧台中州文化發展背景，社會學者陳紹馨指出，台灣在文藝及思想等方面的

轉型與社會變遷息息相關：「當台灣的社會變遷由俗民社會轉化為相當現代化社會

時，其文藝及思想也由傳統的前近代形式轉化為現代西方的形式。」陳氏認為，促 

使台灣社會大眾不再固守古老傳統之主因，乃是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台灣社會所產生的

文化運動、反殖民主義運動165。陳君愷在《狂飆的年代》一書中也指出，1920 年代台灣

的政治、社會與文化運動，隨著民族自覺與民主自由思潮的萌芽風起雲湧、波瀾壯闊166。

屬於西方文明之一的西方音樂，能逐漸在台灣全島形成風氣，甚至被重視，當與台灣的

現代化關係密切，文化啟蒙運動的催化作用亦是主要原因之一。 

    台中素有「文化城」之美名，「台灣文化協會」由蔣渭水發起，於 1921 年成立，林

獻堂資助並擔任總理，其成立之旨意為「助長台灣文化之發達」，具有文化啟蒙之意義，

目的是藉由演說、演劇、音樂、競技等文化啟蒙之方式，喚醒台灣同胞的民族意識167。

西元 1926 年更有林獻堂、楊肇嘉、蔡培火等當時文化協會的精英士紳們集資創立「中

央俱樂部」，其創立宗旨如下： 

      

                                                 
164 2007 年 6 月 18 日，詹懷德女士訪談紀錄。 
165 陳紹馨，《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台北：聯經出版公司，1979)，頁 487；引自徐麗紗，<地方

背景概述－台中市的文化發展背景>，《台中市音樂發展史－西方音樂篇(上冊)》(台中：台中市立文化中

心，1999)，頁 20-21 
166 陳君愷，《狂飆的年代-1920 年代台灣的政治、社會與文化運動》(台北：日創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6)，頁 7-8。 
167 林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台北：台原出版社，1993)，頁 8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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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社會生活之向上，有賴協同互相之社交的訓練，而普及健實新知識學問，啟發高

尚的新生活趣味。尤為目下之急務。同人等有鑒於時勢之要求，小在台中籌備一俱

樂部，內設簡素食堂、靜雅客室…，置圖書部…介紹中文書報。置講堂、娛樂室、

談話室等，時開各種講習、演講、音樂、演劇、電影等會…168。 

 

由此可見，此俱樂部是為實踐文化協會之成立宗旨而設立，對於文化啟蒙之成長有很大

的功勞。綜合「台灣文化協會」及「中央俱樂部」之創立旨意可以看出，原本為促進社

會大眾民族自覺意識的文化啟蒙運動，其各項活動方式實際上對於西方文化，如音樂、

演劇、電影等新文藝之推動有利，如陳紹馨所言： 

 

在這種新文化開始傳播後，當初提倡新文化的年輕人都成為社會的中堅份子，約在

1930 年代，新文化已成為深具影響力的文藝思想形式169。 

 

1932 年所成立的「霧峰一新會」由林獻堂擔任議長，林攀龍170擔任委員長，有委員 30

人，下設調查、衛生、社會、學藝、體育、產業、庶務、財務等八部，一新會成立後活

動非常頻繁，名目形形色色，活躍於 1932-1937 年171。在台灣文化協會、中央俱樂部及

一新會的帶動下，加上現代化思潮的啟蒙，1930 年代的台中州藝文推動相當興盛，本文

主角陳信貞也參與其中的音樂活動。 

    陳信貞第一次公開演出的紀錄據詹懷德的說法為 1935 年林獻堂等人主持的「震災

義捐音樂會」172；不過依據林獻堂日記的紀錄，1932 年陳信貞已經有參加中州俱樂部舉

                                                 
168 吳三連、蔡培火，《臺灣民族運動史》(台北：自立晚報社，1971)，頁 335；引自徐麗紗，<地方背景 
概述－台中市的文化發展背景>，《台中市音樂發展史－西方音樂篇(上冊)》，頁 22-23。 
169 陳紹馨，《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台北：聯經出版公司，1979)，頁 490；引自徐麗紗，<地方 
背景概述－台中市的文化發展背景>，《台中市音樂發展史－西方音樂篇(上冊)》，頁 23。 
170 林攀龍(1901-1983)，霧峰人，林獻堂長子。 
171 霧峰一新會在成立後一年餘間，即有講演會、婦人茶話會、婦人會、老人慰安會、書畫展覽會、通俗

講演會、兒童親愛會、辯論會、象棋競技會、學生懇親會、運動會、演劇會、婦人親睦會、象棋研究會、

婦人懇親會、夏季講習會等等，接著還有自己的會館、會旗、會歌等；引自許雪姬，<霧峰一新會的成立

及其意義>，《中臺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中：台中縣文化局，2000)，頁 9-16。 
172 2007 年 6 月 27 日，詹懷德女士訪談記錄、台灣省文獻委員會、中華學術院台灣研究所合編，《台灣省

通志－卷六學藝志》，編號 22(台北：台灣省文獻委員會、中華學術院台灣研究所，1971)，頁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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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之音樂會173。這是林獻堂日記中首次提到陳信貞的名字：「六時半同內子、蟠龍、猶龍、

天成、關關、愛子往台中座，聽中州俱樂部主催之音樂會，出演者李金土、高錦花、劉

燕、林進生、柯明珠、陳信貞174。」六位演出者除了陳信貞外，其餘皆留學日本歸國。

爾後的日記中在 1933 年175及 1935 年176也有陳信貞於公開場合演出的紀錄。除了公開場

合的演出，陳信貞也參與在林獻堂家舉辦的家庭式音樂會，《灌園先生日記》目前出版

至 1944 年，自 1935 年陳信貞南下台南後，便不見日記中有關她音樂演出的紀錄了。 

二、台中婦女鋼琴研究會成立  

 

當時畢業於淡水女學院的女生都相當有氣質，大部分都嫁給醫生或是社會地位比較

高的人，婚後因為沒有經濟上的負擔，只要專心在家相夫教子就好，不用到外面工

作，有些會留在附屬於教會的機關工作，像是擔任教會主日學、幼稚園、女學校或

是婦學堂的助教177。 

 

這段話是陳信貞在女學院的學妹，同時也是台中女中的同事楊傅綠桑對當時同學們所做

的回憶。陳信貞畢業後先是在淡水女學院擔任助教，婚後隨其夫婿前往中壢長老教會服

務後沒多久就遭逢人生劇變，女兒出生後，便將她帶回后里娘家拜託家人照顧，自己則

是到台中拜訪了楊肇嘉、郭頂順、蘇振輝178、林獻堂、何永179、彭清靠醫師娘180、林淇

昌等中部有名望之人士，請他們幫忙召集鋼琴學生，同時在黃朝清醫師181、楊基先182、

鄧周憫女士及賴高安肇女士的鼎力相助下，於公園路萬水洋服店二樓，正式掛牌開設「台

                                                 
173 中州俱樂部成立於 1930 年 7 月，為一民間文化社交場所，由莊遂性發起，在台中醉月樓成立，會址

就在今台中公園旁，參與者有文學家、書法家、音樂家等。 
174《灌園先生日記》，1932.11.2。 
175 此音樂會為新民報社舉辦之音樂會，地點於新富町小學校，演出者有陳溪圳、林我沃、陳清忠、姚讚

福、駱先春、鄭鴻源、林秋錦、陳信貞，聽眾約 6.7 百人；《灌園先生日記》，1933.9.22。 
176 此篇日記為震災義捐音樂會之記錄：《灌園先生日記》，1935.2.15。 
177 2007 年 6 月 10 日，楊傅綠桑女士訪談記錄。 
178 當時彰化基督教醫院院長。 

179 台中縣大甲鎮有名企業家。 

180 彭明敏母親，淡水女學院學姐。 

181 當時台中醫師，也為中部政治及文化推動者之一，曾任參議會議長。 

182 1902 年出生於台中縣清水鎮，畢業於日本大學法科，曾任台中市第一屆民選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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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婦女鋼琴研究會」，研究會學生來源多為當時資助她士紳們的夫人、女兒及朋友，大

家彼此口耳相傳、相互介紹，多是為了幫助陳信貞而來向她學琴183。在詢問詹懷德女士

研究會是否曾辦過與台南鋼琴研究會類似的成果發表會時她表示，這些女學生的程度都

不太好，向陳信貞學琴其實是基於幫忙的性質，大家其實比較像是朋友184。她在婦女鋼

琴研究會所招收到的學生大多沒有留下名單，唯一留下紀錄的反倒是兩位破例收下的男

學生185—呂泉生及辜偉甫186。呂泉生是於 1934 年向陳信貞學琴，當時的他就讀台中一中

五年級，從呂泉生於 1997 年寫的一篇 <祝在台灣教我音樂陳信貞老師米壽大慶> 可以

看出一些當時他學琴的情形： 

 

(前略)有一天偶爾在台中公園附近大路旁邊有家掛著萬水洋服店的招牌三樓，還有

一個招牌，寫著「台中婦女鋼琴教授所」，我就隨而進入去問洋服店的人，他告訴

我，有一位叫做陳信貞的女老師，專門教女性鋼琴、男性不收，每禮拜二、四、六

下午三點到六點安排上課。……(略)…與陳老師交涉的結果禮拜六下午四點到五點

准許我去上課，當時中學五年的我，禮拜六下午一點到三點是武道的課，我是劍道

部，每次上這兩節課完了後，不但流大汗，雙手被打的黑青有時也會發抖。在這種

情況下要上鋼琴課怎麼想都不對，但是我硬著頭皮禮拜六四點準時到琴房，只有陳

老師在，她看到我很和善且帶著微笑拿出一本新琴譜(Beyer)放在琴上。陳老師就

像我開始說什麼是音樂。音樂有什麼要素？什麼是旋律？什麼是節奏？什麼是和

音？她一一詳細地彈著琴，以琴音提示我，又說，音樂用什麼東西來記述？她就把

樂譜的音符，符號邊說邊指示給我看，鋼琴的樂譜分兩手彈，左手怎麼樣？右手怎

麼樣？低音部記號怎麼樣？高音部怎麼樣？陳老師很親切地給我說明。這些說明我

                                                 
183 詹懷德、吳玲宜，《鋼琴有愛》，頁 19-20。 
184 2007 年 6 月 18 日，詹懷德女士訪談記錄。 
185 1932 年成立「台中婦女鋼琴研究會」之初，因陳信貞初逢喪夫之痛，為了避免其寡婦的身分因招收

男學生而招來不必要的困擾，因此該研究會只招收女性。呂泉生及辜偉甫則是當初破例收下的兩位男學

生，呂泉生的姊姊為陳信貞淡水女學院的同學，經由姊姊的介紹信順利成為陳信貞的學生，辜偉甫則因

家族關係得以與陳信貞學琴。 

186 彰化鹿港人，為辜顯榮六子，畢業於台中一中、台北帝國大學農林專門部後留學日本東京。 

回國後接任父親的公司，成為成功企業家，熱愛文化事業，與呂泉生一同創辦「榮星兒童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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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生以來第一次聽到的。我覺得我總是用眼睛看到音樂的型態，用耳朵聽到音樂

的說明。陳老師叫我坐在鋼琴椅子上，要我雙手放在鍵盤上，姿態要怎麼樣，肩頭

該怎麼樣，雙掌和指頭要怎麼樣放在鍵盤上一一矯正我的手掌和指頭在鍵盤上，最

後要我把每樣指頭怎麼樣拿起來打下去觸鍵。這些動作不管彈什麼練習曲都要保持

姿勢和動作來彈琴(後略)187。 

 

當時的呂泉生對鋼琴有相當的憧憬，卻苦於不知如何入門，因此由他偶然看到「台中婦

女鋼琴研究會」的招牌，進而透過介紹向陳信貞學琴的過程可以了解到，架設鋼琴研究

會這樣一個廣告招牌，提供了當時代想學鋼琴卻不知道透過何種管道找到老師的民眾一

個機會188。另外，從呂泉生對上課的回憶，可以還原一些陳信貞當時授課的方式和所使

用的教材，對於初學者，陳信貞所使用的是拜爾，除了課本的內容，有關音樂的本質等

問題，陳信貞也會詳細解說，除此之外對於彈琴應有的正確姿勢也相當要求。 

    1932 年也就是昭和 7 年，當時台灣學習鋼琴的風氣並不盛行，遑論開設這樣一個招

收學生學琴的私人鋼琴研究會，不過研究會本身並無「研究」之功能，也無其經營運作

之方式，只是租借一個場地讓陳信貞方便教琴。當時的年代，只有家境富裕的人家才能

讓兒女學習鋼琴，且都是請老師到家中做個別教學189。陳信貞成立的「台中婦女鋼琴研

究會」，有點類似現今私人音樂補習教室的單位，為了解當時代與藝術相關研究會成立

狀況，筆者翻閱了 1930-1945 年間的《台灣日日新報》、1930-1935 年間的《台中州報》

及 1935-1939 年間的《台灣藝術新報》，希望藉由全島性及地方性報紙中的文章及廣告，

對當時研究會的成立形式和性質做搜尋，當時報紙上刊登有關研究社或研究會的成立形

式如下： 

1.同好會性質的研究會形式 

                                                 
187 此段回憶出自《鋼琴有愛》第 55-56 頁，1997 年正逢陳信貞女士 88 歲大壽，詹懷德感念母親一生辛

勞，邀請自 1931 年陳信貞踏入社會工作後至 1997 年間曾經關照過他們母女二人的親朋好友及學生，一

同提筆回憶過往，呂泉生曾是陳信貞台中婦女鋼琴研究會的學生，也是陳信貞最得意的學生之一，在詹

懷德的邀請下，寫了這篇<祝在台灣教我音樂陳信貞老師米壽大慶>，當時呂泉生已定居洛杉磯，此篇文

章是以書信的方式寄回台灣，並出版在《鋼琴有愛》第 55-59 頁。 
188 詹懷德、吳玲宜，《鋼琴有愛》，頁 41。 
189 2007 年 6 月 10 日，楊傅綠桑女士訪談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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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會屬私人性質，由幾個興趣相投的人所組成，彼此交流或是研究，沒有特定的

老師，大家彼此教學相長，這樣的同好會甚至可以追溯至 1920 年。在《台灣日日新報》

1920 年 7 月 2 日，日刊第 7 版一篇「洋樂研究會」的報導記載著， 「洋樂趣味の普及

を目的とし今囘臺北の同好者相會し研究會を組織しピアノ科、ヴアイオリン科」，從

紀錄中可以看出台北的同好者因為喜歡洋樂及為了普及化，相聚組織成研究會，有鋼琴

及小提琴兩科。1931 年 1 月 31 日，日刊第 8 版也記載著類似研究會，報導如下圖 3-2-1，

報上說明該研究會位於高雄左營，由對音樂有興趣者所提倡，研究樂器為洋樂，會員約

20 名，會後將舉辦發表。在翻閱當時代有關此類同好研究會的報導中也發現，這類同好

會性質的研究會通常伴有研究成果發表會。 

 

 

 

 

 

 

 

 

 

 

 

    圖 3-2-1：岡山左營舊城音樂研究會 

資料來源：《台灣日日新報》1931 年 1 月 31 日，日刊 8 版 

 

 

2.純研究性質研究會 

1936 年 12 月 7 日，日刊第 8 版的《台灣日日新報》，一篇標題為「音樂研究」的報

導提到純研究形式的音樂研究組織，此研究會性質大多為學校所主辦的教職員意見交流

會，針對當時學校唱歌課的課程做意見交流，研究會通常只為期短短幾天，不超過一個

禮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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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台南第一高等女學校音樂研究會 

資料來源：《台灣日日新報》1936 年 12 月 7 日，日刊 8 版 

 

 

    3.私人教學研究會形式 

私人音樂研究會的組織在日治時期分為綜合性的跟單一樂器的，報紙上可以看到招

募會員的啟示，和樂、洋樂都有，以和樂居多，有的伴有私人形式的成果發表會。1936

年 3 月 3 日，夕刊 2 版的《台灣日日新報》便出現這類的訊息。 

 

 

     

 

 

 

圖 3-2-3 ：音樂教授 

資料來源：《台灣日日新報》1936 年 3 月 3 日，夕刊 2 版 

 

                                                

 

廣告中可以看出此音樂招生的單位來自一私人絃樂研究會，此研究會分為邦樂190 及洋樂

兩部分，邦樂部分教授的是胡三箏及弓絃，洋樂部分教授的有小提琴、吉他和曼陀鈴，

會址位於台北市御成町(今中山北路一段、二段)，雖然報上並未提到擔任授課的人士是

台人還是日人，不過由廣告中教授日本傳統樂器判斷應為日人。 

    確定為日籍人士創辦的私人教學性質音樂研究會在《台灣日日新報》和《台灣藝術

 
190 邦樂指的是日本國內的音樂，包括日本古代公卿貴族所聆賞的雅樂、中世紀武士階級所欣賞的能樂， 
及江戶時代屬於庶民音樂的俗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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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報》中曾有記載，首先為 1935 年三浦女士創辦的《芙蓉會》第一回發表會，於台北

醫專講堂舉行。《台灣日日新報》和《台灣藝術新報》的紀錄中唯有演出訊息和照片，

並沒有其他有關芙蓉會的訊息，所以無法判斷芙蓉會確切的創辦時間，就照片做推測，

三浦女士舉辦的發表會為鋼琴發表會。由日人創辦的音樂研究會還有稀音家和三文和松

島庄右衛門的長唄研勵會191，兩位隸屬同一長唄研勵會，由稀音家和三文擔任會主，松

島庄右衛門擔任研勵會顧問，兩人同時都有教學。在《台灣藝術新報》創辦的 1935-1939

年間，不時可以看到分別由稀音家和三文與松島庄右衛門做號召的招生訊息以及長唄研

勵會的演出訊息。綜合上述三類當時的研究會，形式上無論是結合同好會形式、純研究

形式或是私人教學形式，在當時都會冠上某某研究會的名稱。 

 

 

 
圖 3-2-4：芙蓉會第一回發表會    

資料來源：《台灣藝術新報》1935 年 8 月 1 日，一卷 2 號 

 

 

                                                 
191 日本歌舞伎和舞踊的伴奏音樂，富抒情性，興於 17 世紀中，除了歌手之外還有三弦、鼓、笛 
子等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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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芙蓉會演奏會  

資料來源：《台灣日日新報》1935 年 7 月 14 日，日刊 7 版 

 

 

 

 

 

 

 

 

 

 

 

 

圖 3-2-6：長唄教授 

 

 

                                                             圖 3-2-8：長唄研勵會：秋的演奏會盛況 

 

                           圖 3-2-7：長唄教授 

 

 

圖 3-2-6：資料來源：《台灣藝術新報》1936 年 11 月 1 日 5 版，二卷 11 號 

圖 3-2-7：資料來源：《台灣藝術新報》1936 年 11 月 1 日 5 版，二卷 11 號 

圖 3-2-8：資料來源：《台灣藝術新報》1936 年 11 月 1 日 9 版，二卷 1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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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研究會的訊息，在筆者翻閱 1930-1945 年間的《台灣日日新報》也發現，當 

時報紙常見到山葉樂器行 (YAMAHA) 、河合樂器行 (KAWAI) 、三木樂器行 (MIKI 

GAKKI)、鈴木樂器行(SUZUKI)及日本管樂器所推出的廣告，不過這五個機構在當時報

上僅見販賣樂器，並未看到招收學生的訊息。直到光復前，這五間常在報紙出現的樂器

行廣告，都是為了販售樂器而非招生。除了婦女鋼琴研究會的教學，陳信貞還會利用課

餘時間到學生家中做一對一的鋼琴教學，前台中教育大學系主任林朝陽的母親林張月女

士，即是她當時除了鋼琴研究會之外的私人學生，以下為林朝陽在《台中市音樂發展史

－西方音樂篇(下冊)》對陳信貞所做的回憶：「我的母親很熱愛音樂，年輕時學過鋼琴。

她在一九三O年左右，曾延請台中市音樂前輩陳信貞到家裡授琴。……(略)…中部地區

早期學琴的學生，幾乎都跟她上課192。」就林朝陽的回憶可以看出 1932 年創辦「台中

婦女鋼琴研究會」的陳信貞，乃中部早期鋼琴教學的先驅，也是當時代鋼琴教育最為顯

著者。鋼琴研究會的設立，也讓「學鋼琴」這樣的活動從「士紳私人活動」跨至「社會

活動」。以霧峰林家來說，家族中年輕女眷多學習西洋樂器，包含鋼琴、小提琴及聲樂，

自 1931 年起，霧峰林家正式聘請高錦花擔任私人鋼琴教師，每週往返台南與霧峰之間

193。在訪問陳信貞淡水女學院的學妹楊傅綠桑時，她也證實： 

 

我從 1935 年開始在中部地區教琴，常常都要做火車通勤去學生家裡上課，因為在

外面沒有其他場地可以讓我們教琴，而且女孩子也不好到老師家來上課。當時我的

同學們如果有在教琴的話，也是跟我差不多，都要到處跑來跑去，那時候我一堂課

收費五元194。 

 

由以上談話中知道，1930 年代中部地區鮮少見到提供鋼琴老師在外教學的場地，學習鋼

琴大多還是屬於一對一的私人活動。日治時期在家中經濟許可下能讓子女學琴的不多，

                                                 
192 許杏如、黃頌慈、楊苑琪，<1997 年 12 月 16 日林朝陽訪問紀錄>，《台中市音樂發展史－西方音樂篇(下
冊)》(台中：台中市立文化中心，1999)，頁 62-64。 
193 《灌園先生日》，1932.2.19。 
194 2007 年 6 月 10 日，楊傅綠桑女士訪談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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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基督教家庭子女因為進入教會學校，較有機會接觸到西洋樂器外，只有社會地位較

高的士紳階級才能讓子女學習西洋樂器，不過基於大家閨秀們不能隨便出門及安全問題

的考量，都是請老師到家中上課。 

    1930 年代，女子教育在台灣的實行已有近 50 年的時間，教育具有提升婦女地位之

作用，部分女性因自覺而投入社會，加上社會需求，女教師、女醫生、產婆、女護士、

女工因應而生，女性逐漸從家庭走向社會，雖然如此，打著女性鋼琴教師設立這樣一個

研究會，在整個台中州是為創舉。在報紙翻閱的過程中發現，由台籍人士創辦的研究會

多為同好會或是學校舉辦的音樂教育研究會，以鋼琴或是其他樂器為主作為號召的私人

研究會並未發現。另外，雖處於女性逐漸從家庭走向社會的 30 年代，報上所呈現的各

行各業廣告訊息除了少數以女性為主的職業外(例如：助產士)，多數還是以男性為號召。

陳信貞創辦的「台中婦女鋼琴研究會」除了學習場域的不同外，她的女性角色加上淡水

女學院畢業的身分，在當時就業的市場上也是一個特例。 

 

第三節   台南時代 1935-1946 

    婦女鋼琴研究會的收入並不穩定，因此不管再遠，只要有學生想學琴，陳信貞都願

意前往授課，除此之外，每天晚上她還必須搭火車回到后里照顧年幼的女兒，相當勞累

195 。台南長老教女學校的英籍宣教師杜雪雲姑娘(Miss Mcintosh)輾轉聽聞陳信貞的遭

遇，便聘請她至台南長老教女學校擔任鋼琴、風琴的兼任教師及舍監工作，於是陳信貞

南下開始為期 11 年的台南生活。來到長老教女學校的第三年，她便把女兒接到台南，

因為不是正式的教員，所以薪水不算多，為了負擔兩個人的生活，她不得不收幾個私人

學生來貼補生活上的開銷，由於苦無門路，於是便在台南的大街小巷中挨家挨戶按門

鈴，向前來應門的人自我介紹，詢問家裡是否有人有意願學習鋼琴。這樣子自我推銷的

方式是從未見過的，前來應們的人對於這樣一個突如其來造訪的女性，多半表示同情，

但是在當代家中有能力學習鋼琴的人相當稀少，這樣拋露面在外挨家挨戶登門詢問的方

                                                 
195 當時詹懷德由陳信貞后里的婆家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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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並沒有實際幫陳信貞招收到學生，不過這樣的作法反倒引起了一些好心人的注意，

也輾轉傳到了學校的耳裡，於是台南長老教女學校的劉路得姑娘便引薦她幾個私人的學

生，有女學校校長及老師們的小孩，陳信貞在當時台南青年路自家中成立了「台南鋼琴

研究會」196。為了能夠有穩定的經濟基礎，在年輕老師都結伴出遊的星期假日，陳信貞

除了在東門教會司琴外，其餘時間都留下來做個別教學。在長女的任教的期間，由於陳

信貞不是師範學校畢業，也未赴日本留學，因此被同事排擠，據陳信貞的女兒詹懷德回

憶說，在某次陳信貞幫合唱團視奏伴奏譜時，被當時從日本留學回來的林秋錦說出：「你

怎麼連這麼簡單都彈不好」的話，當下的陳信貞雖然覺得委屈，卻沒有因為一句譏諷她

的話而被打倒，反而在鋼琴上花更多的苦心。由於人在台南沒有辦法向德明利學琴，於

是他轉向學校另一位宣教士劉路得繼續深造。雖然當時女學校有師範畢業或留日回來的

音樂老師，但是陳信貞的學生並不遜色於這些老師的學生，甚至有從嘉義、高雄、岡山

等慕名而來人，希望成為她研究會的學生197。 

 

 

 

 

 

 

 

 

 

 

 

圖 3-3-1：1938 年陳信貞於台南長老教會女學校任合唱團伴奏 

資料來源：詹懷德女士 

       

                                                 
196 張愛鈴，<開啟時代婦女運動思潮之婦女神學家－高天香博士> (台北：台灣神學院道學碩士論文，

2005)，頁 14。 
197 以上段落根據 2007 年 6 月 18 日，詹懷德女士訪談紀錄、2007 年 6 月 27 日，詹懷德女士訪談紀錄、

詹懷德、吳玲宜，《鋼琴有愛》，頁 21 整理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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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1940 年陳信貞台南學生鋼琴發表會，於台南公會堂。(右三：詹懐德，左二：楊瓊珍) 

資料來源：詹懷德女士 

  

 

圖 3-3-3： 1943 年陳信貞台南學生鋼琴發表會於台南公會堂，呂泉生(第三排左四)特來參加盛會。 

(後兩排著西裝及和服者為學生家長) 

資料來源：詹懷德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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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鋼琴研究會」曾於台南公會堂舉辦過兩場學生成果發表會，分別在 1940 年和

1943 年，音樂會也同時紀念當時日本建國 2600 年和 2603 年。兩場成果發表會相當成功，

當時音樂會的節目單是做成大海報的模式放在舞台上，節目進行中會有人幫忙翻閱海報

好讓觀眾知道曲目的進行，不過可惜並無保留，所以無法就當時學生發表所彈奏的曲目

做了解，就訪談兩場都有參與演出的楊瓊珍老師得知： 

 

    信貞老師那時候在台南是很有名的鋼琴老師，很多跟她學琴的學生都是教會   

    的小孩，會跟她學琴是因為當時大家都說她很有名，原本我是跟一個台灣人 

    的老師學琴，不過我的媽媽聽教會的朋友說信貞老師比較有名，所以學了幾 

    個月之後我就改跟信貞老師學。老師以音樂會表演為榮譽鼓勵學生好好練 

    琴，我們也都覺得可以表演是一種榮譽。他的學生差不多有十幾個，第一場 

    演出的時候有些學生只跟他學差不多兩、三年，所以表演的曲目都不是很大 

    ，大部分都彈拜爾，我也彈拜爾，每個人都可以上台彈兩次，音樂會差不多 

    接近一個小時。第二場音樂會在 1943 年，那時候信貞老師的學生很多，有 

    些學比較久的程度都很不錯，我那時候已經上初中，還繼續跟老師學，程  

    度不錯的學生在音樂會可以彈小奏鳴曲，這場音樂會我彈的就是小奏鳴曲。 

    信貞先生在當時的台南算是很有名的老師，因為傳教士跟姑娘不太會私下教 

    琴，所以那時候在台南最有名的鋼琴老師就是她了，除了她以外，也沒有聽 

    過其他像信貞老師一樣辦鋼琴研究會和開音樂發表會的老師。光復之後信貞 

    先生回到台中教書，我轉跟剛從日本回國的周慶淵先生學琴198。 

 

由楊瓊珍的訪談可以得知，光復之前這種私人鋼琴研究會舉辦的音樂發表會並不多，曾

經有的，據報紙的記載都為日人，因此「台南鋼琴研究會」於 1940 年和 1943 年的兩場

學生音樂成果發表會，對於當時的樂界來說具有相當特殊的意義。本文中第二章第一節

曾提到日治時期台灣女性音樂家林秋錦、高錦花、高慈美、林氏好等四人，根據現有的

                                                 
198 2008 年 6 月 20 日，楊瓊珍女士訪談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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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記載，四位女性音樂家中，林秋錦曾辦過「台北聲樂研究會」，高慈美雖然有招收

私人鋼琴學生，但是沒有創辦研究會，兩人都曾舉辦過學生成果發表會，同一時期的音

樂家們還有張彩湘創辦的「台北鋼琴專攻塾」及塾生發表會，這些研究會及發表會的時

間相較於陳信貞都較晚許多。 

    張彩湘是台灣第一位鋼琴家張福興先生的長公子，留學日本東京武藏野音樂專校，

1944 年返國後於 1946 年 3 月在自宅成立了「台北鋼琴專攻塾」，約有塾生 30 餘名，年

15 到 27 歲不等，為戰後初期台北相當具聲譽的音樂教學組織199。由於張彩湘聲名遠播，

慕名而來受教的學生不計其數，資深鋼琴家周崇淑談起張彩湘聲望之隆：「要想拜師，

必得先找門路，請託有力人士專為介紹，或可蒙接納收教。」點出張彩湘在當代的巨擘

地位200。「台北鋼琴專攻塾」自 1946 年成立起，便定期為學生舉辦音樂成果發表會，前

後共舉辦了十屆201。下圖為 1946 年 12 月 7 日《民報》刊載《台北鋼琴專攻塾》塾生第

一次演奏會的盛況。 

 

 

 

 

 

 

 

 

 

圖 3-3-4：台北鋼琴專攻塾演奏會盛況 

資料來源：《民報》1946 年 12 月 7 日 3 版 

 

                                                

 

 
199 「塾」為日文補習班之意。陳郁秀、孫芝君，《張福興－近代台灣第一位音樂家》(台北：時報文化，

2000)，頁 168。 
200 江周崇淑，<我對張彩湘先生的認識>，《張彩湘教授七秩大壽特輯》(台北：自印未出版，1985)，頁 6。 
201 陳郁秀，<張彩湘教授的鋼琴藝術>，《張彩湘教授七秩大壽特輯》(台北：自印未出版，1985)，頁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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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3-5：台北鋼琴專攻塾塾生第一回發表鋼琴演奏會節目單 

資料來源：《民報》1946 年 11 月 26 日 1 版 

 

圖 3-3-5 為演出前《台北鋼琴專攻塾》塾生第一次演奏會的節目單，1946 年 11 月 26 日

於《民報》頭版刊載，由報導時間來看，此篇報導為廣告的性質，為 10 天後的鋼琴演

奏會所做的宣傳。音樂會的協辦單位為戰後初期音樂活動相當積極頻繁的「台灣文化協

進會」，右上角「會員券 20 元」的訊息來看，此演奏會雖於公開之場所台北市中山堂舉

辦，但是只針對會員做售票的服務，從報上給的訊息來看，此會員應為協辦演出的台灣

文化協進會會員。1946 年到 1949 年在台灣發行的貨幣稱舊台幣，1949 年 6 月 15 日以

後發行的稱新台幣，因此「會員券 20 元」指的是舊台幣，202與同年 1 月「柴田睦陸離台

告別獨唱音樂會」的最低票價為舊台幣兩元相比較，203可以看出台灣在光復之初通貨膨

                                                 
202 民國 34 年台光復後，台灣銀行於 35 年 5 月 22 日正式發行台幣鈔票，計有 1 元、5 元、10 元三種。 
同年 9 月 1 日又發行 50 元、100 兩種，民國 37 年 5 月再發行 500 及 1000 面額，同年 12 月發行 10000 
最高面值鈔券，共計有 12 張品種，由第一印刷廠及中央印製廠分別印製，通稱舊台幣。民國 38 年 6 月 
改制新台幣，此後舊台幣即停止流通使用，至民國 39 年 1 月 14 日廢止。 
203《人民導報》，1946 年 1 月 21 日；引自邱詩珊，<台灣省交響樂團與台灣文化協進會在戰後初期(1945-1949) 
音樂之角色> (台北：國立台灣大學音樂研究所碩士論文，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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脹的情況204。《台北鋼琴專攻塾》塾生第一次演奏會多為蕭邦的曲目，有前奏曲、即興曲、

夜曲、圓舞曲和詼諧曲等，戰後初期的音樂會中，最常見蕭邦的曲目，幾乎蕭邦所寫過

的曲式都曾出現在當時的音樂會中205。其他塾生彈奏的曲目還有舒伯特的即興曲、布拉

姆斯的狂想曲和匈牙利舞曲、庫勞的小奏鳴曲、孟德爾頌的春之歌、貝多芬的奏鳴曲、

韋伯的邀舞，演出者有陳阿招、周雅郎206、王儷淑、李守成207、李富美208、李珍珍209、蘇

泰肇210、宋麗子、鄭名麗、宋秀容、陳天賜211、陳双惠、柯秀珍212和江火土213，其中許多

塾生皆參與過 1947-1949 年間台灣文化協會所舉辦的音樂大賽，有的參與比賽，有的擔

任比賽的伴奏，其中柯秀珍及李富美還獲得 1948 年第二屆全省音樂比賽鋼琴組 1、2 名。

以第一屆台灣文化協會所舉辦鋼琴大賽的比賽曲目來看，第一屆鋼琴大賽初賽曲目為徹

爾尼op.849 第 15 號練習曲、巴哈兩聲部創意曲第八號F大調、以及海頓D大調鋼琴奏鳴

曲第三樂章，決賽曲目為蕭邦e小調圓舞曲214。從這些比賽曲目可以說明當時張彩湘所舉

辦的塾生第一回鋼琴演奏會，學生所彈奏之曲目都相當具程度。塾生們有的在追隨張彩

湘習琴後順利考上當時的台灣師範大學音樂科或是其他師範學校，而後活躍於台灣音樂

圈。就成立時間為 3 月，發表會時間為 12 月做推斷，這些塾生皆已習琴數年，而後才

                                                 
204 台灣在光復之初曾遭遇惡性通貨膨脹。民國 34 年到 38 年間，台灣的物價幾乎一日數變，每年物價漲

幅都在 500％至 1200％間，政府因此不斷提高發行的面值。民國 38 年 6 月 15 日，台灣實施幣制改革，

將原來的舊台幣收回，換發新台幣，當時每四萬舊台幣可以兌換新台幣 1 元，可見當時通貨膨脹的嚴重

程度。造成戰後期間台灣通貨膨脹的主要因素有(1)：商品供給不足  (2)：中國大陸的惡性通貨膨脹連帶波

及台灣的金融體系(3)：國民黨政府動員台灣的物資支援國共內戰，使得市場上的物資嚴重缺乏(4)：官員

貪污現象嚴重(5)： 民國 38 初，大量中國大陸人口隨國民黨政府撤退來台，為了維持軍公教人員的生活，

加重了政府的負擔，只能持續發鈔供應，造成貨幣供給增加(6)：政府軍政方面的支出相當龐大，造成政

府赤字大增，為了彌補預算赤字，主要是依靠兼具中央銀行與商業銀行性質的台灣銀行進行融通，而且

是以增加貨幣發行來彌補；轉引自于宗先、王金利，《台灣通貨膨脹》(台北：聯經，1999)。 
205 邱詩珊，<台灣省交響樂團與台灣文化協進會在戰後初期(1945-1949)音樂之角色> (台北：國立台灣大 
學音樂研究所碩士論文，2001)。 
206 周雅郎，台北師範學校畢業後赴日學習音樂，後旅居日本，常於台灣及日本舉辦個人音樂會，參與過 
文協舉辦的第一屆鋼琴大賽並晉級決賽。 
207 李守成，台灣前輩音樂家李金土之子，畢業於台灣省立師範大學第三屆音樂科。 
208 李富美，參與過第二屆文協舉辦的鋼琴大賽獲得鋼琴組第二名，至美國回台後於台灣省立師範大學擔 
任教授。 
209 李珍珍，參與過第二屆文協舉辦的鋼琴大賽。 
210 蘇泰肇，常參與文協舉辦音樂大賽之伴奏，當時有忠管絃樂團演出人員之一，編有風琴教本。 
211 陳天賜，常參與文協舉辦音樂大賽之伴奏。 
212 柯秀珍，參與過第二屆文協舉辦的鋼琴大賽獲得鋼琴組第一名。 
213 江火土，參與過文協舉辦的第一屆鋼琴大賽並晉級決賽。 
214 邱詩珊，<台灣省交響樂團與台灣文化協進會在戰後初期(1945-1949)音樂之角色> (台北：國立台灣大 
學音樂研究所碩士論文，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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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名轉向張彩湘習琴，另外，當時的張彩湘已於台灣省立師範學院擔任專任講師，不過

因當時學校規定不准學生參加校外活動，因此可以判定這些參與演奏會的學生都非他當

時師範學院的學生，為純粹私人的學生215。《台北鋼琴專攻塾》乃戰後初期相當具規模及

音樂程度的私人鋼琴研究會。 

    林秋錦於 1948 年成立「台北聲樂研究會」，固定每年 11 月在台北市中山堂舉行成

果發表，連續舉辦了許多屆，第一屆發表會於 1948 年 11 月 24 日，很可惜的是幾次發

表會僅留照片，並無留下節目單，無法對於演出曲目做了解。不過 1949 年 11 月 22 日

「台北聲樂研究會」與「台北鋼琴專攻塾」於台北市中山堂舉辦的第一次聯合音樂會留

有節目單，從圖 3-3-7 節目單中可以看出一些有關聲樂研究會的訊息。此次音樂會的演

出者有廖菊香(女高音) 、陳明律(女高音)216、李義珍(女高音)217、蘇靄郎(男高音)、謝文

芳(女高音)、黃明美(鋼琴)、顏恭子(鋼琴)、呂秀美(鋼琴)、宋麗子(鋼琴)、李珍珍(鋼琴)、

蘇春香(鋼琴)、柯秀珍(鋼琴)、周雅郎(鋼琴)、姜尚光(鋼琴)、張彩賢(鋼琴)218等，首先從

這些演出者名單中可以清楚劃分聲樂研究會及鋼琴專攻塾的學生219。「台北聲樂研究會」

在這次發表會的選曲中有Vincenzo di Chiara的La Spagnola(西班牙姑娘)、陸華柏的故

鄉、舒伯特的藝術歌曲以及普契尼、威爾第的歌劇選曲。另外再比較圖 3-3-6 和 3-3-8

兩場音樂會的演出照片發現，無論是鋼琴專攻塾或是聲樂研究會，所招收的學生大多為

成人，而這些學生在追隨林秋錦學習後有的順利進入台灣省立師範學院聲樂科，畢業之

後有的出國留學，有的留在母校任教或是服務於音樂的崗位。林秋錦的「台北聲樂研究

會」與張彩湘的「台北鋼琴專攻塾」多次舉辦聯合音樂會，為戰後初期的樂壇帶來了新

氣象，也為後來的音樂家舉辦自己學生的成果發表會起了示範作用220。 

                                                 
215 陳明律，《林秋錦—雲雀的天籟美聲》，頁 76。 
216 陳明律，13 歲起追隨林秋錦學習聲樂，北一女畢業後進入台灣省立師範學院音樂系專攻聲樂，之後留 
在母校任教。 
217 李義珍，台灣省立師範學院音樂系 43 級畢業生。 
218 張彩賢，參與過文協舉辦鋼琴大賽，也擔任大賽之伴奏，後為台灣師範大學音樂系教授。 
219 陳明律，《林秋錦—雲雀的天籟美聲》，頁 71-77。 
220 陳明律，《林秋錦—雲雀的天籟美聲》，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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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6：1948 年 11 月 24 日台北聲樂研究會第一屆演唱會(前排左一陳明律、左四為林秋錦 

           後排中為許遠東) 

資料來源：陳明律，《林秋錦—雲雀的天籟美聲》，頁 72。 

 

 
  圖 3-3-7：1949 年 11 月 22 日，聲樂、鋼琴聯合音樂演奏會節目單 

  資料來源：陳明律，《林秋錦—雲雀的天籟美聲》，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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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3-8：「台北鋼琴專攻塾」、「台北聲樂研究會」聯合音樂會 

  資料來源：林淑真，《張彩湘：聆聽琴鍵的低語》(台北：時報，2002)，頁 107。 

 

 

    1935 年高慈美自日本學成返台後，並未立刻開始演奏或教學的工作，而是與實業家

李超然先生結婚，開始婚後的家庭生活。1950 年高慈美在戴粹倫教授的邀請下，前往省

立師範學院音樂系擔任副教授，正式開始音樂教育的生涯221，在訪問高慈美的媳婦郭月

如222後她表示，除了在學校任教外，高慈美家中也收有不少私人學生，不過並不像陳信

貞、張彩湘和林秋錦那樣有一個公開的音樂補習班對外做招生，學生們大多是慕名而來

或是經由教會朋友介紹而來223。現有的史料中留有一份 1957 年 6 月 7 日「高慈美學生鋼

琴演奏會」節目單224，就節目單上的紀錄知道，此演奏會為高慈美第四屆的學生鋼琴演

奏會，第一屆何時起舉辦目前尚未找到相關的訊息，不過可以確定的是為 1950 年之後。

此音樂會於 1957 年在台北市中山堂所舉辦，不對外售票，憑請柬入場，且不招待幼童

                                                 
221 曾韋禎，<台灣第一位女鋼琴教授高慈美>，頁 41-44。 
222 郭月如為高慈美的媳婦，現任國立台北教育大學音樂教育系講師。 
223 2008 年 11 月 24 日，郭月如女士訪談記錄。 
224 節目單提供者為郭月如。 

 69



入場。參與演出的有張一美、張双美、張由美、郭蕙玉、郭季彥225、李明明、林義吉、

洪祖顯226、許義明、蕭璧珠227、吳彩虹、林美慧228、徐龍雄、林澤生229和吳文貴，在翻閱

此次音樂會的照片後發現，比起「台南鋼琴研究會」、「台北聲樂研究會」或是「台北鋼

琴專攻塾」，高慈美學生鋼琴演奏會的學生雖然大多為成人，但是有幾位年紀較輕約十

多歲的演出者230。音樂會所彈奏的曲目有蕭邦的即興曲、詼諧曲、敘事曲，孟德爾頌的

《隨想輪旋曲》、無言歌裡的《狩獵之歌》，葛利格的《To the spring》，貝多芬的鋼琴協

奏曲和埃科塞斯舞曲 (Ecossaisen)，顧立德的e小調輪旋曲，海勒的塔朗特拉舞曲

(Tarentella)，韋伯的《Perpetual motion》和Arensky的鋼琴組曲。這場 1957 年舉辦的學

生音樂會距離前述幾位音樂家舉辦的學生音樂會時間較晚許多，還有之前未見到的雙鋼

琴以及鋼琴協奏曲的演出模式。 

 

 

           

                                                

                      

 

 

 

 

 

 

 

 

 

 

 

 

 

 
225 郭寄彥，台大醫院醫生，在台大醫學院就讀時師事高慈美。 
226 洪祖顯，音樂家，撰有《近代西洋音樂思潮》、《十九世紀西洋音樂》、《日本的公民道德教育》。 
227 蕭璧珠，音樂老師，帶領過國內多個合唱團。 
228 林美慧，音樂老師，曾任職國立台北藝術學院音樂系。 
229 林澤生，高慈美師大學生，但是並不確定 1957 年音樂會時林澤生是否已經就讀師大音樂系。 
230 2008 年 11 月 24 日，郭月如女士訪談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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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9：1958 年 6 月 7 日，高慈美學生鋼琴演奏會節目單 

資料來源：郭月如女士 

 

 

 

     下表 3-1 中分別比較 1940 年 11 月 7 日及 1943 年 3 月 6 日，陳信貞兩場台南鋼琴

研究會發表會、張彩湘 1946 年 12 月 7 日舉辦的台北鋼琴專攻塾塾生第一次演奏會、林

秋錦與張彩湘 1949 年 11 月 22 日舉辦的台北鋼琴專攻塾與台北聲樂研究會聯合音樂演

奏會及 1958 年 6 月 7 日高慈美學生鋼琴演奏會等四場音樂會。比較過後可以歸類出陳

信貞辦的音樂成果發表會與其他音樂家的差異： 

(1) 四位音樂家中最早舉辦學生成果發表會的，為陳信貞 1940 年在台南公會堂

舉辦的台南鋼琴研究會發表會，其餘三位音樂家的研究會創辦時間及音樂會

發表時期間都在光復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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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位音樂家除了陳信貞之外皆留學日本。 

(3) 舉辦成果發表會時，陳信貞為女學校的助教，並非正式老師。林秋錦為私立

長榮女子中學的專任音樂老師，張彩湘及高慈美皆於當時台灣師範學院任

職。 

(4) 陳信貞的學生年齡層較小，幼童居多，林秋錦和張彩湘的學生大多是慕名而

來，已經學過一陣子的大人，高慈美的學生大多為大人，有少數一、兩位 10

多歲年紀較輕的學生。 

(5) 在本章第二節呂泉生回憶台中婦女鋼琴研究會時提到，當時陳信貞對初學者

的他所使用的教材為拜爾，就發表會學生所彈奏的曲目多為拜爾和小奏鳴曲

的曲目來看，向陳信貞學習鋼琴的學生多為初學者。張彩湘和高慈美的學生

們彈奏的曲目較大，甚至有出現雙鋼琴及鋼琴協奏曲。林秋錦的學生大多唱

藝術歌曲及歌劇的選曲。 

音樂家的求學過程是造成這些差異的最主要原因。四位音樂家中除了陳信貞，皆留學於

日本，陳信貞在沒有留學和必須獨立撫養女兒的雙重原因下，較早踏入教職，因此研究

會創辦的時間和音樂會發表的時間，都較其他同輩的音樂家們早。這些留日的音樂家們

回國之後得以在學校專任，甚至進入師大任職，慕名而來上課的學生很多，陳信貞初到

台南時，招募學生的過程並不順遂，甚至曾經挨家挨戶自我推銷，雖然日後慢慢建立起

口碑，但是過程中比起留日回來的音樂家們辛苦許多。留日與否，甚至影響了發表會的

曲目，陳信貞的學生族群多為年齡層幼兒到國中生的初學者，發表會彈奏的曲目為較小

型的拜爾和小奏鳴曲，張彩湘、林秋錦和高慈美的學生大多是慕名而來，許多已經學習

鋼琴數年，發表會上的曲子較大，甚至有協奏曲和歌劇選曲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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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四位音樂家學生音樂發表會比較 
231

 

 陳信貞

(1910-1999) 

張彩湘 

(1915-1991) 

林秋錦 

(1909-2000) 

高慈美 

(1914-2004) 

學歷 淡水女學院 東京武藏野音樂 

大學本科鋼琴部 

私立日本音樂學校 帝國音樂學校 

 

當時任

職學校 

長榮高等女學校 

助教 

台灣省立師範學院 私立長榮女子中學 

音樂老師 

台灣省立師範學院

研究會 

名稱 

台南鋼琴研究會 

1938 

台北鋼琴專攻塾 

1946 

台北聲樂研究會 

1948 

私家教授，無特別研

究會名稱 

 

音樂會 

名稱 

皇紀兩千六百年

奉祝演奏記念、 

市公會堂 

音樂之夜 

 

塾生第一回發表 

鋼琴演奏會 

 

台北鋼琴專攻塾、 

台北聲樂研究會 

聯合音樂會 

 

高慈美 

學生鋼琴演奏會 

發表時間 1940、1943 1946 1949 1957 

地點 台南公會堂 台北市中山堂 台北市中山堂 台北市中山堂 

協辦 無 台灣文化協會 不詳 無 

票價 免費入場 舊台幣 20 元 不詳 憑請柬免費入場 

是否 

開放 

對外開放 台灣文化協進會 

會員制 

不詳 憑請柬入場 

不招待幼童 

演出者 

年齡 

國中以下 

幼童 

成人 成人 成人以及少數幾位

十多歲的學生 

 

 

 

演 

 

出 

 

曲 

 

目 

 

 

 

 

 

拜爾 

 

小奏鳴曲 

蕭邦：前奏曲、即興曲

op.2 op.142、夜曲 op.9 

Nr.2、圓舞曲 op.34 

Nr.1、詼諧曲 op.31 

舒伯特：即興曲 op.142

布拉姆斯：狂想曲

op.79 no.2、匈牙利舞曲

庫勞：小奏鳴曲 op.55 

no.1 no.3 

孟德爾頌：春之歌 

貝多芬：奏鳴曲 op.49

韋伯：邀舞 

 

陸華柏：故鄉 

Vincenzo di Chiara： 

La Spagnola 

舒伯特：小夜曲、 

飄浪人 

普契尼：Tosca 歌劇

選曲 Vissi d'arte 

威爾第：La Traviata

選曲 Un di Felice 

、Brindisi 

 

蕭邦：即興曲 op.36、

詼諧曲 op.31、敘事曲

op.23 

孟德爾頌：隨想輪旋

曲、狩獵之歌 

葛利格：To the spring

貝多芬：鋼琴協奏曲

op.37 no.3、埃科塞斯舞曲

顧立德：e 小調輪旋曲

海勒：Tarantella 

韋伯：Perpetual motion

Arensky：鋼琴組曲 op.15

 

                                                 
231 資料來源：楊瓊珍、詹懷德、郭月如訪談記錄、《民報》1946 年 11 月 26 日 1 版、《民報》1946 年 12
月 7 日 3 版、陳明律，《林秋錦—雲雀的天籟美聲》(台北：時報，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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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陳信貞台南時代私人學生一覽表 
232

 

 

姓名 家庭背景 成就 

侯書宗 侯全成醫師之子 醫師 

侯書德 侯全成醫師之子 牧師 

侯書文 侯全成醫師之子 台大醫院醫師 

侯瑞英 侯全成醫師之女 畢業於多倫多音樂院後於美國定居 

高興華 高再得醫師之女 留學英國，畢業於幼教系 

吳淑姿 吳秋微醫師之女、高慈美表妹 畢業於長老教女學校，嫁為醫師娘 

王水月 王受錄博士之女 台南女中畢 

王彩月 王受錄博士之女 台南女中畢 

高天香 台南基督教 

高長家族 

台灣神學院教授、婦女運動提倡者 

楊瓊珍  台南女中畢業後進入師大音樂系，為師大音樂系

第一屆畢業生，畢業後於師大音樂系服務。 

 

 

    在台南的 11 年間除了台南鋼琴研究會的學生，陳信貞還往返后里內埔教琴，下圖

3-3-10 為陳信貞 1945 年 9 月 8 日舉辦的「內埔鋼琴、風琴研究會」發表會。陳信貞自

1932 年創辦「台中婦女鋼琴研究會」後，就將女兒委託后里內埔的婆家代為照顧，平常

在探望女兒之餘也在內埔一帶教琴，雖然在她下台南的兩年後便將女兒接往台南同住，

但是依然固定往返台南與內埔。「內埔鋼琴、風琴研究會」是在 1932 年陳信貞往返台中

與內埔教琴之初就設立，還是在教琴之後的幾年才設立，據詹懷德的說法很難做考證233。

該發表會發表於光復之前一個月，從照片來看，扣除中間即後排的學生家長，當時在后

里內埔一帶學琴的人並不少，其中詹懷德也參與了這一次的演出，此場發表會發表於光

復前一個月，也看的出在台灣在光復之前雖處於混亂的局面，藝術方面的活動還是持續

在進行著。 

 

                                                 
232 資料來源：詹懷德、楊瓊珍訪談記錄、詹懷德、吳玲宜，《鋼琴有愛》(台北：上青，1997)。 
233 2007 年 6 月 27 日，詹懷德女士訪談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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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0：1945 年 9 月 8 日，內埔鋼琴、風琴研究會 

資料來源：詹  

 

 

   陳信貞在台南的 11 年間除了致力於教學，也參與女學校和太平境、東門兩所教會

                                                

圖

懷德女士

 

舉辦的音樂活動。女學校位於今台南市長榮路上，鄰近東門路上的東門教會，陳信貞自

1935 年至台南長老教女學校擔任助教後除了學校的音樂活動外，也參與教會舉辦的讚美

禮拜及音樂活動。當時中學校及女學校的學生假日時都會到東門教會做禮拜，由陳信貞

擔任司琴。東門教會於 1927 年由吳爍志姑娘及杜雪雲姑娘首創全台的「EGI讚美團」
234，

教會定期舉辦讚美禮拜，以音樂為中心，有獨唱、合唱、鋼琴獨奏、小提琴獨奏等。台

灣前輩音樂家郭之苑於 1935 年考進長榮中學，根據他的回憶，當年東門教會常舉辦西

式演出活動，常常參與演出的有陳信貞的鋼琴獨奏、林秋錦與林澄藻235的獨唱或二重唱、

 
234 聖歌隊為教會常用來讚美上帝的形式之一，用詩歌來服事上帝，為傳授福音的方式之一，非表演營利 
目的。EGI 讚美團為東門教會聖歌隊，由長榮中學及女學校的學生組成，每個禮拜五練唱；引自何耀坤， 

讀，1927 年自日本學成返台隔年，即獲邀回到母校長榮中學校任教， 

<東門沿革史>，《台南東門巴克禮紀念教會設教百週年紀念冊》(台南：台灣基督長老教會台南東門巴克 
禮紀念教會，2005)，頁 16-17。 
235 林澄藻，1899 年出生於台南，1915 年自台南第二公學校畢業後進入台南長老教中學就讀，1917 年畢 
業後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學政經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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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約拿236的口琴獨奏等，237可以看出陳信貞當時除了教學外對於音樂活動參與的積極。 

 

 
圖 2-3-11：陳信貞(前排右六)參與 1938 年東門教會聖誕節演出(左為林秋錦女士)。 

資料來源：台南東門教會：台南東門 禮紀念教會設教百週年紀念冊 

   第四節  台中女中 1946-1974 

 回日本，台灣學校師資嚴重缺乏，為了維持學

                                                                                                                                                        

巴克

 

   台灣光復後第二年，許多日籍教師返

校不停課的原則，如何補充師資成為光復初期教育行政上的一大挑戰238。師資的補充分

為徵用239、徵選240、甄選241、考選242四種。其中台灣省行政長官公署為了解決本省師資問

 
1932 年成立學校口琴隊和合唱團，1941 年成立管樂隊，期間亦擔任校友會幹部，1945 年離職。林澄藻大 

 
 

欽，《光復初期之台灣教育》，頁 10-14。 
補，

約部份教員來台任教，教育處抵台後，

部分的音樂活動皆和台灣基督長老教會有著深遠的關係，1912 年左右南部許多教會開始陸續設立聖歌 
隊，並教授樂理與風琴，當時最富盛名的太平境教會聖歌隊，就是由林澄藻及其夫人黃蕊花帶領的。 
236 高約拿，1917 年出生於高雄， 1929 年進入長老教中學，校內設有合唱團、管樂團、口琴隊，音樂風 
氣很盛。 在長老教中學求學期間一次踢足球受傷的意外中，高約拿必須留在宿舍療養，老師林澄藻對他

照顧倍至，為了排遣時間，高約拿看了一本宮田樂隊（口琴隊）雜誌，而引起他對口琴的興趣，於是開

始看書學口琴，無師自通。高約拿的口琴技術十分高超，可以同時用數支口琴變換吹奏，一人吹奏四部 
和聲。高約拿與其他前輩音樂家最大的不同，是他進入專業圈開始他的音樂演奏的途徑是口琴。在中學 
時期，高約拿就常應邀獨奏演出，不但在長老教中學與長老教女中的音樂會中演出，也常到廣播電台演 
出，頗受歡迎。1942 年左右，高約拿同時就讀於東京神學院及東京音樂學校神田分部(今東京藝術大學音 
樂部)。二次大戰結束後高約拿應聘擔任台灣省立第一女中(今北一女)音樂教師，1948 年因結核性腦膜炎 
病逝，得年 32 歲。  
237 陳郁秀，《穿紅鞋的人生－永懷祖恩的郭之苑先生》，(苗栗：苗栗縣文化中心，1999)，頁 73。 
238 曾建民，<光復初期台灣的教育>，《光復初期的台灣－思想與文化的轉型》(台北：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2005)，頁 19-21、何清
239 由於日據時期中等學校以上之數理專門科目教師，絕大多數由日人獨占，光復後，省內一時無法遞

乃准予留用日籍教師；引自汪知亭，《台灣教育史料新編》(台北：台北商務印書館， 1978)，頁 177。 
240 長官公署教育處在重慶辦公室時，即分別向重慶、福建等地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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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於民國 34 年 11 月 10 日，教育處以教甄字第 37 號通告規定，本省中等學校(包含師

範學校、高級中學、初級中學、職業學校)及國民學校各科教員，需經甄選合格，方得

正式任用243。 

    光復過後由於台中市音樂教師的缺乏，陳信貞受林獻堂、楊肇嘉、郭頂順等人的邀

請至台中女中任教音樂一科，陳信貞至此已經有十餘年的教學經歷，也舉辦過學生成果

發表會，目前雖尚無記錄記載陳信貞是否經由甄選進入女中任教，但是在台灣省政府教

育廳的紀錄中曾規定：「光復初期依照規定，凡現任或願任中小學教員者，必須參加甄

選或試驗檢定合格後，始能取得教師資格，正式聘(派)用244。」因首次試驗檢定舉辦於

1947 年，無試驗檢定舉辦於 1949 年245。依據台中女中所提供的《教員一覽表》紀錄，

陳信貞乃於民國 1946 年 2 月 1 日進入台中女中(見圖 3-4-1)，在首次舉辦試驗檢定之後，

所以推測陳信貞是經由甄選途徑成為台中女中光復後第一位音樂教師，並在 1949 年通

過首次舉辦的無試驗檢定(見圖 3-4-2) 246。根據《教員一覽表》的紀錄，民國 35 年服務

於台中女中的教員共有 50 位，包含 39 位為大陸籍教員，以福建省居多，以及 11 位本

省籍教員，其中男教員占 32 位，女教員占 18 位，未有日籍人士。教員的學歷可分為來

自大陸的大學247、留日學校248、台灣及大陸的師範學校249、大陸的中學校250、台灣私校及

                                                                                                                                                         
又派員向福建、上海徵選中小學教員。民國 39 年教育處在北平、上海兩地設辦事處，陸續徵選中小學教

員；引自汪知亭，《台灣教育史料新編》，頁 177-178、何清欽，《光復初期之台灣教育》，頁 12、林本，<
我國師範教育實施現況及其問題>，《師範教育研究》(台北；正中書局，1946)，頁 16-17。 
241 教育處於 1945 年 11 月 10 日訂定「中等國民學校教員甄選辦法」，並成立「中等國民學校教員甄選委

員會」，甄選省內人士充任中小學教員；引自汪知亭，《台灣教育史料新編》，頁 178、林本，<我國師範教

，頁 178、林本，<我國師

國 34 年頒訂的教員甄選辦法尺度稍寬，教育廳於 36 年訂定試驗檢定辦法，凡現任、曾任或願任

兩種，無試驗檢定

江大學、福建協和大學、燕京大學等。 
大學等。 

育實施現況及其問題>，頁 16-17、何清欽，《光復初期之台灣教育》，頁 13。 
242 由於國語教員的需要補充迫切，舉辦「國民學校國語教員考選」，並特定「中等及國民學校教員試驗

檢定辦法」，舉行檢定考試，廣羅教師人才；引自汪知亭，《台灣教育史料新編》

範教育實施現況及其問題>，頁 17、何清欽，《光復初期之台灣教育》，頁 13。 
243 台灣省政府教育廳，《台灣教育發展史料彙編－行政教育篇(上)》(台灣省政府教育廳編，1986)， 頁

480。 
244 台灣省政府教育廳，《台灣教育發展史料彙編－行政教育篇(上)》，頁 480、486。 
245 因民

中學及師範學校教員，得依其志願受試驗檢定。試驗檢定分為無試驗檢定及試驗檢定

由檢定委員會審查其各項證明文件決定，僅限於國文、圖畫、勞作、音樂、體育等五科，每學期舉辦一

次；試驗檢定除審查各項證明文件外，還須加以試驗，每學年舉行一次。 
首次試驗檢定於民國 36 年實行，無試驗檢定於民國 38 年實施。引自台灣省政府教育廳，《台灣教育發展

史料彙編－行政教育篇(上)》，頁 482-487。 
246 2007 年 6 月 18 日，詹懷德女士訪談紀錄。 
247 廈門大學、北平大學、暨南大學、杭州之
248 早稻田、東京大學、帝國女子專門學校、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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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六類，其中畢業於台灣私校的唯有陳信貞一人，畢業於書院的也只有一名台籍教

員，為光復初期女中教員中特殊的二例251。 

      陳信貞雖為光復過後台中女中首位音樂教師，但並非當年唯一的音樂教師，據台

   光復之初師資嚴重缺乏，人員不足。民國三十五年我的父母相繼在三個月內   

余麗華校長的回憶可以得知，同樣於 1946 年進入台中女中任教的音樂教師除了陳信

                                                                 

中女中光復後第一任校長余麗華回憶： 

 

 

    去世，我就利用回廈門奔喪的時候，順便去聘請好的老師來本校任教。由於 

    漳州府龍溪中學校長謝新周先生是我在廈門大學時的學長，我請他讓幾個優 

    秀的老師給我，本校校歌作曲者－音樂老師鄭嘉苗先生就是其中之一252。 

 

由

貞，還有一位福建籍，畢業於「廈門美專」的鄭嘉苗253。鄭嘉苗較陳信貞晚了六個月的

時間進入台中女中。《教員一覽表》中並無紀錄鄭嘉苗畢業於哪一科系，「廈門美專」於

1929 年改為「廈門美術學校」，又《教員一覽表》上的紀錄為「廈門美專」非「廈門美

術學校」，加上現今台中女中及台中一中的校歌都是出自於鄭嘉苗之手，因此推論其於

1929 年以前畢業於廈門美專音樂專修班。 

 

 

 

 

 

                                                                                        
249 台北師範學校、北平師範大學、福建龍溪高師等。 
250 福建進德女子中學、上海泉州中學、福建龍溪中學、泉州培元中學等。 
251 台中南屯文昌書院詩文合格。 
252 廖福榮，《台中女中八十五週年校慶特刊》(台中：國立台中女子高級中學，2004)，頁 134；引自李思

儀、詹書媛，<台灣女子中等教育之研究－以台中女中(1919-1960)為例>，頁 29。此篇文章為國立台中女

子高級中學第一屆人文暨社會科學專題研究成果發表，發表時間為 2009 年 6 月，尚未出版成冊，文章由

專題研究指導教師林淑華老師所提供。 
253 「廈門美專」成立於 1918 年，設有西畫系、國畫系、雕刻系、圖畫系、藝術師範科及音樂專修班，

於 1929 年改為「廈門美術學校」，於 1938 年停止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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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台中女中 1946 年教員一覽表－陳信貞於 2 月 1 日進入台中女中紀錄 

資料來源：台中女中(此教員一覽表自 1946 年保存至今，原墨水字蹟已相當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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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台中女中 1950 年教員一覽表－陳信貞 1949 年 12 月通過無試驗檢定紀錄 

資料來源：台中女中  

 

30 年的教學時間最為學生所樂道，以下就當時陳信貞的教學曲目、

教學方式及教學評量做討論。 

 

    陳信貞在女中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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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曲目 

戰後初期，台灣政府全面消除日本的教育內容，依循大陸學制，建立台灣的教育，

雖然大陸已有少數音樂教科書出版，但台灣的音樂課程並沒有一套公定的教材，由於教

材的缺乏，於是陳信貞就用小時後在教會主日學唱過的台語童謠或兒歌教課，這些都是

選自國外朗朗上口的歌曲，將原本歌詞刪去並填上台語歌詞，據筆者訪談詹懷德的紀

錄，這類的歌曲如下254： 

 

譜例 3-4-1： 

       

捉   人來 拔嘴 齒   拔嘴 齒   很可 憐   嘴   齒 會可 再 發   可再發  很介在 

 

旋律源自

 

 

 

 

 

旋律源自

用的教材多不脫離愛國主義歌曲，因此這些來自國外的旋

                                                

歌曲－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譜例 3-4-2： 

我 是 真 細 漢   猶 句 有 路 用    老 母 叫 我 掃土 腳    我 會 掃 好 勢 

     我 是 真 細 漢   猶 句 有 路 用    老 母 叫 我 揹嬰 仔    我 會 揹 好 勢 

歌曲－Jingle Bells 

 

日治後期，公學校唱歌課程所

 
254 2007 年 6 月 18 日，詹懷德女士訪談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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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及歌詞，學生們都相當有興趣255。1952-1962 年間，台灣陸續有《新選歌謠》256、《適

用音樂教材》257、《101 世界名歌選》258等音樂教科書出版，這些教科書所選錄的歌曲包

含鄉土歌謠、外國民謠、愛國意識歌曲及藝術歌曲等259。比較特別的是《101 世界名歌

選》，此本民歌選集是將美國《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中的許多民謠、宗

教歌曲、及經典名曲，填上中文歌詞後出版，歌詞大部分為漢譯，許多歌曲皆附有原文

歌詞。據畢業於台中女中，當時音樂老師為吳博厚260的郭靖惠回憶起當時音樂課本的內

容：「當時課本有許多二重唱曲目，上課時大家便一起唱二重唱，這些曲目旋律大多是

歐洲民謠再加上中文歌詞，例如善變的女人等等，其餘還有來自大陸的歌曲《鳳陽花

鼓》、《滿江紅》等261。」除了這些當時課本上的內容，陳信貞也補充許多西洋名曲，她

常說：「音樂不是只有唱，也要有音樂常識，所以音樂家的生平不能不知道262。」所以也

針對這些名曲的作曲家，補充與作曲家有關的音樂歷史。雖然當時在音樂教學上視聽設

備並不充足，但在 1948 年起，台中女中已經有平台鋼琴，加上陳信貞的專長為鋼琴，

因此她選用的西方音樂曲目多為鋼琴曲，以便她上課隨時可以彈奏給學生聽263。若是為

非鋼琴曲的西方名曲，她便把該曲的主旋律彈出來讓學生認識264。這些曲子都是當時音

樂教科書裡看不到的。她常使用的曲目如下表 3-3，這些曲目大多為鋼琴曲，其中可以

確定的是洋娃娃之夢、少女的祈禱、給愛麗絲、小步舞曲等乃她在女學院所學，曲子多

為古典、浪漫時期265。  

                                                 
255 2007 年 6 月 27 日，詹懷德女士訪談記錄。 

日本歌，音樂教材幾乎成了真空狀態，激發游彌堅先生 

共計 54 首歌曲，1952 年劉天林編，高

泉生主持翻譯，共收錄 101 首外國歌曲，民國 60 年出版。 
NSC90-2411-H-003-021。 

>，《台中市音樂發展史~西方音樂篇(下冊)》(台中：台 

談記錄。 
年 6 月 10 日，楊傅綠桑女士訪談記錄、2007 年 7 月

256 光復後推行國語的教育政策，不准再唱原有的

要建立歌謠曲庫的使命感。他利用「台灣省教育會」的資產，聘請呂泉生，創辦與主編《新選歌謠月刊》， 
邀請台大、師大教授翻譯世界名曲，填寫中文歌詞，也廣泛鼓勵文人、音樂人創作新詞曲投稿。該刊自 
1952 年 1 月創刊，共發行 99 期，454 首歌曲，至 1960 年 4 月。 
257《適用音樂教材》的內容共分四類，齊唱、民歌、獨唱、合唱，

雄大業書店出版。 
258 陳功雄編輯，呂

259 賴美鈴，<戰後初期台灣音樂教科書分析研究(1945-1967)>，國科會計劃編號：

260 吳博厚，1914 年出生，專長管樂指導，日治時期台中師範學校演習科第六屆(1934)畢業，曾赴日本東 
京音樂學校受訓，曾任台中一中、台中女中、中師附小音樂教師。 
261 2007 年 6 月 29 日，郭靖惠女士訪談記錄。 
262 2007 年 6 月 27 日，詹懷德女士訪談記錄。 
263 邱宜玲，<1997 年 10 月 24 日蔡秀道訪問紀錄

中市立文化中心，1999)，頁 152。  
264 2007 年 6 月 27 日，詹懷德女士訪
265 詹懷德、吳玲宜，《鋼琴有愛》，頁 16、23、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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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3：陳信貞 中女台 中任教時期音樂課補充曲目  

作曲家 曲目 

 

韓德爾 哈利路亞大合唱、快樂的鐵匠 

巴哈 小步舞曲 

莫札特 A 大調第 11 號鋼琴奏鳴曲、土耳其進行曲 

貝多芬 月光鋼琴奏鳴曲、給愛麗絲、土耳其進行曲 

芭拉諾夫斯卡 少女的祈禱 

奧斯丁 洋娃娃之夢 

蕭邦 夜曲、圓舞曲、波蘭舞曲 

孟德爾頌 春之歌、無言歌、乘著歌聲的翅膀 

柴可夫斯基 Troika、天鵝湖 

愛爾蘭古調 搖籃曲 

  

二、教學方式 

過去於台中女中任教學生的過程中，每每提到音樂課的授課方

式，

在充滿詩歌的環境下長大，對於教會指揮唱詩歌的方式耳濡目染外，陳信

貞在

                                                                                                                                                        

   

    在訪談陳信貞

大家總是津津樂道，知名作家同時也是陳信貞台中女中的學生廖玉蕙表示：「陳老

師不同於其他音樂老師的特殊教學方式，在當年聯考的宰制下，帶給學生奇妙且新鮮的

感覺266。」陳信貞的授課方式主要分為三個部份：歌唱、音樂欣賞以及音樂史三部份，

以下就這三部說明。 

    1.歌唱 

除了從小

台南長老教女學校擔任助教期間，亦擔任由林秋錦所帶領的合唱團鋼琴伴奏，當時

的林秋錦剛留日回台，知名度相當高，陳信貞在伴奏的同時，也一邊吸收學習林秋錦的

教學方式，回到台中女中後，將這些授課方式內化為一套自己的教學方式267。唱歌時，

 

士訪談記錄。 
6 日，詹懷德女士訪談記錄。 
266 2007 年 7 月 4 日，廖玉蕙女
267 2007 年 7 月 6 日，詹懷德女士訪談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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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正確的站姿及坐姿外，發聲時要將手放在橫膈膜的位置，深吸慢呼，感受呼吸時腹

部的收縮，進一步去了解呼吸及共鳴，如此一來唱歌才不會弄傷聲帶，嘴巴要張開至少

兩指寬，因為嘴型太扁無法發出好聲音，268時至今日，雖然年過已久，在訪談的過程中，

幾乎每位學生都能說出陳信貞在歌唱方面對基本功夫的要求。 

    2.音樂欣賞 

在陳信貞的音樂課裡，學生們最難忘的便是音樂欣賞課，音樂欣賞的概念，源自於

淡水

陳老師的音樂欣賞課好似進入一個奇想的世界，直到下課鐘響，大家才被拉回現

 

學生也江美虹回憶：「上陳老師的課是相當有趣的，陳老師是一個純真的人，彷彿 

音樂

女學院的音樂課程269，在訪談其他女中非陳信貞任教音樂課班級的學生時，大家回

憶起當時的音樂課，不外乎就是按照課本的進度唱唱歌。不過，身為陳信貞音樂課任教

班級的學生廖玉蕙回憶： 

 

實。陳老師相當注重「身歷其境」的體會，在教韓德爾的曲子《快樂的鐵匠》時，

必須隨著節奏做出快樂打鐵的動作，在欣賞《少女的祈禱》時，要做出閉目祈禱的

模樣，在欣賞愛爾蘭的古調《搖籃曲》時，除了閉目去體會外，還要讓雙手掌心朝

上交疊，左右搖晃。每次音樂播完，還要請同學們彼此分享聆聽過程中得到的感覺。

剛開始，班上的同學總是非常難為情，不但表情尷尬且動作僵硬，直到有幾個較為

活潑大方的同學搞怪的做出大動作且得讚美後，班上同學就像是著了魔似的淋漓盡

致擺弄著肢體，直到下課鐘響才從夢境裡轉醒，她的教學特色來自於她感性中帶著

純真的性格270。 

就是她的世界，上課中講到高興處，還會手舞足蹈。271」以上兩位學生對於陳信貞

音樂欣賞課教學方式的回憶，與當時陳信貞在德明利家做音樂欣賞課的情形有相似處，

                                                 
268 2007 年 3 月 10 日，翁慧珠女士訪談記錄。 
269 見本文第二章第三節。 
270 2007 年 7 月 4 日，廖玉蕙女士訪談記錄、廖玉蕙，《五十歲的公主》(台北：二魚文化，2002)。 
271 2007 年 3 月 29 日，江美虹女士訪談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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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做音樂欣賞時，都會要求學生閉起眼睛聆聽，仔細去感受音樂帶給自己的感覺。(2)

欣賞音樂後，都會請學生說出感覺，相互分享。這樣特殊的音樂欣賞模式在當時是相當

獨特的，剛開始其他老師在上課中經過陳信貞的課堂看到這樣的情景，會投以奇怪的眼

光，讓課堂上的學生在做音樂欣賞時渾身不自在，等到大家都習慣這樣的欣賞方式後，

就見怪不怪了272。 

3.音樂史 

    為，音樂不是只有唱，也必須要有音樂常識，因此音樂家生平及名曲的

  

響，陳信貞也常把「在我的音樂裡，沒有馬馬虎虎四個字」這 

句話

                                                

陳信貞常認

解說也列為陳信貞音樂課教學的一部分
273。舉凡大家熟之的巴哈、韓德爾、莫札特、蕭

邦等，這些她補充曲目所有用到的音樂家生平、性格、作曲時的心境等，都列為她音樂

史教學的主要內容。 

三、教學評量 

受吳威廉牧師娘的影

掛在嘴上，因此在看似輕鬆的音樂課中，其實帶有一份嚴謹在，特別是在準備考試

的時候274。音樂課的考試內容分為三部份：唱歌、聽力及筆試。考唱歌的時候，舉凡陳

信貞上課所要求過的姿勢及正確發聲模式都一定要做到，聽力則是將上課她所補充介紹

的西洋古典名曲的旋律彈出來，由學生寫出是哪個作曲家所做的曲子，筆試則是課堂上

所上過的音樂史部份，常常在考試的時候，就是學生覺得最痛苦的時候了，學生翁慧珠

回憶：「這些考試若是原本就有音樂背景的學生準備起來，就容易許多，不過對於沒有

音樂背景的學生而言，就非常的痛苦了。其他非陳信貞任教的班級學生，並不用準備這

些考試，讓我們都很羨慕，因為若是考試考不好，還需要利用假日到學校做補考275。」 

雖然當時的學生對於考試有所抱怨，但是這樣的教學方式再經過考試，卻讓這些畢業好

幾十年的學生們回憶起來還能津津樂道，聽到音樂欣賞課的曲子時，即使已經不記得曲

名，但是聽到熟悉的旋律時，都能跟著曲子哼出來 

 
272 2007 年 7 月 4 日，廖玉蕙女士訪談記錄。 
273 2007 年 6 月 27 日，詹懷德女士訪談紀錄。 
274 2007 年 6 月 27 日，詹懷德女士訪談記錄。 
275 2007 年 3 月 10 日，翁慧珠女士訪談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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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論 

 

  綜觀陳信貞一生的音樂教學，是從 1929 年返回學校擔任助教開始，1932 年她成立

琴研究會」的成立在當時代的意義 

關擔任老師；1930

年代

張彩湘、林 

灣省立師範學院，林秋錦時為長榮

  

了「台中婦女鋼琴研究會」，因研究會的收入並不穩定，於是 1935 年起南下台南長老教

女學校擔任助教及舍監工作，開始為期 11 年的台南生活，期間創辦的「台南鋼琴研究

會」分別於 1940 年及 1943 年舉辦兩次學生成果發表會。1946 年陳信貞返回台中，擔任

台中女中的音樂老師，直到 1974 年退休後，仍有學生向她私下學琴，一共 40 餘年的教

學生涯。此篇研究論文主要是探究陳信貞自 1932 年創辦「台中婦女鋼琴研究會」到 1974

年台中女中退休這段時間，一位淡水女學院的畢業生在沒有出國留學的背景之下，在她

從事音樂教育的過程中有何特殊意義。研究過程運用 1884~1945 年間有關女子教育及音

樂教育的二手相關文獻及史料，也與陳信貞的親人、學妹、學生，朋友等做訪談，並根

據報紙史料上刊載有關研究會及音樂性質發表會的相關報導，與陳信貞做一比較探討，

以下為研究後之結論： 

    一、「台中婦女鋼

文獻指出，女學校畢業生公認的最好的出路就是在教會所屬機

，設有一對一鋼琴課的除了學校外，就是在老師或學生家，因此，鋼琴研究會的設

立及掛牌招生的動作，除了是非教會所屬機構的另一教學場地外，也將鋼琴學習的活動

由私人、學校、跨至社會，從報紙上刊登音樂研究會的紀錄來看，日治時期私人教學性

質的音樂研究會都是日人所創辦，我們雖無法肯定陳信貞就是第一個創辦私人音樂研究

會的台灣人，但是據 1946 年「民報」才正式刊載有關張彩湘音樂研究會及成果發表會

的相關訊息來看，台中婦女鋼琴研究會是台灣私人音樂教室的前身。 

    二 、「台南鋼琴研究會」1940、1943 年學生成果發表會與

        秋錦、高慈美等的成果發表會差異 

    在創辦研究會之時，張彩湘和高慈美已受聘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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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子中學專任音樂教師，陳信貞雖為女學校的助教及舍監，卻是其中最早創辦研究會也

是最早舉辦發表會的。音樂學習背景的不同，也造成學生的年齡層和發表會演出曲目的

差異，陳信貞的學生幾乎都為初學者，年齡層較小，最大為國中，大多數為幼童，發表

會上大多彈奏拜爾或小奏鳴曲，其他三位因留學日本及台灣省立師範學院教授的頭銜，

慕名而來的學生很多，學生們都是成人，且非初學，能演出較大的曲目276。這些學生有

許多都能順利考上台灣省立師範學院音樂系。與從國外留學回來的教授學習如同進入大

專院校音樂學系的跳板一般，相較於陳信貞的研究會，就屬單純學習鋼琴的另一門路。 

三、台中女中音樂課教學的特殊性 

戰後初期，台灣音樂教材相當貧乏，於是陳信貞就用小時後在教會主日學唱過的兒

歌教

縮影，無論留學與否，音樂教學的

途徑

鋼琴

                                                

課，這些歌曲都是選自國外朗朗上口的民謠，她也補充許多有名的西方名曲，其中

洋娃娃之夢、少女的祈禱、給愛麗絲、小歩舞曲等都是她求學期間學過的曲子。除此之

外，承襲德明利的音樂欣賞課教法以及音樂史的補充，這些都來自女學校學習，她將在

學校所學，內化成一套具有個人特色的教學方式。 

我們可以從陳信貞身上看到台灣現在音樂教育的

不外乎個別課、私人音樂教室或團體及學校，並常伴有音樂成果發表會的舉行。眾

多從事音樂教育的前輩音樂家，雖然致力於不同的工作場域上教學，但是陳信貞卻是在

1950 年以前，最早橫跨三個不同場域教學的音樂家。西式音樂在台灣的啟蒙來自於基督

教長老教會，從陳信貞所受的音樂教育來自長老教會來看，長老教會不只帶來了西式音

樂，透過教出來的學生，也將教會學校的西式音樂教育傳遞至一般學校體系中。 

    以上為陳信貞在音樂教學特殊性上的整理，目前與陳信貞有關的唯一著作為《

有愛》一書，本篇論文雖與《鋼琴有愛》一樣記錄有關陳信貞女士，不過仍有以下幾點

不同：第一、史料呈現。原始資料的收集是此篇論文最大的困難，當時學校鋼琴課的教

學，並沒有一套公訂的教材，傳教士從國外帶來自己求學時期所使用過的教材，學生們

一一將譜上的音符抄寫下來，這些資料隨著她們的回國及學生的畢業並未留下，重新再

 
276 林秋錦後於 1951 年受聘於台灣省立師範學院，陳明律，《林秋錦—雲雀的天籟美聲》，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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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相當困難，不過為比較出陳信貞教學的特性，仍蒐集與其相關之史料，其中包含加

拿大長老教會海外宣道會報告書(The Presbyterian record)、《台灣日日新報》、《台中州

報》、《台灣藝術新報》、拜訪淡江中學、長榮女中及台中女中後一些相關的紀錄、以及

《鋼琴有愛》一書中提及的史料部份，不過《鋼琴有愛》除了簡單敘述陳信貞的一生，

其中大半篇幅乃為親友及學生對她的回憶，除了詹懷德提供的資料外，史料的運用並不

多。第二、《鋼琴有愛》的校正。如前述所云，該書大部分為親友及學生對於當時的回

憶，概因年代久遠對於當時的印象有些出入，加上一些與陳信貞有關的記錄因詹懷德家

中遭逢颱風淹水而受損，以致該書出版後有一些錯誤，本文則與以校正。第三、看陳信

貞的角度。本文從音樂教學的特殊性來看陳信貞，與《鋼琴有愛》純粹紀錄生平及回憶

的性質不同。藉由本篇論文的研究，希望對於台灣有關二十世紀前半音樂家們日後相關

研究提供一些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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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訪談紀錄一覽表 

 

 

談日期 對象 方式 地點 與陳信貞關係 訪

007/3/10 翁慧珠 電訪 台中 台中女中學生 2

2007/3/10 吳春櫻 電訪 台中 台中 生 女中非任教班級學

2007/3/29 江美虹 電訪 台中 台中女中學生 

2007/6/10 陳伶俐 家訪 台中 私人學生、鄰居 

2007/6/10 楊  淡水女學 中同事 傅綠桑 家訪 台中 院學妹、台中女

2007/6/15 游婉宜 家訪 台中 私人學生 

2007/6/18 詹懷德 家訪 台北 母女 

2007/6/27 詹懷德 家訪 台北 母女 

2007/6/29 郭靖惠 家訪 台中 台中女中非任 學生、鄰居 教班級

2007/7/4 廖玉蕙 電訪 新竹 台中 生 女中學

2007/7/6 詹懷德 家訪 台北 母女 

2007/6/18 淡  蘇文魁 校訪 台北 江學校史館館長

2007/12/27 淡江學 館長 蘇文魁 校訪 台北 校史館

2007/12/28 淡  劉雪珠 電訪 台中 江中學校友會館館長

2008/3/15 陳淑華 電訪 台中 淡  江高中音樂班組長

2008/6/20 楊瓊珍 家訪 台南 台南鋼琴研究會師生 

2008/7/1 詹懐德 家訪 台北 母女 

2008/9/22 郭  

長榮女中 館館長 

俊仁牧師 校訪 台南 長榮女中校牧室牧師 

校史

2008/9/22 王淑數 東門教會 台南 東門教會幹事 

2008/10/15 段主任 太平境教會 台南 太平境教會主任 

2008/11/21 高  郭月如 電訪 台北 慈美女士媳婦

2008/11/24 郭月如 電訪 台北 高慈美女士媳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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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陳信貞年 -1999) 

 

 

時間 經歷 

表(1910

1910 出生於台北市萬華。 

1922 畢業於內埔公學校，並考進淡水女學院。 

1923 由蕭美玉女是啟蒙學習風琴。 

1924 轉由吳威廉牧師娘教授鋼琴。 

1926 由淡水女學院畢業 

1927 進入台大醫院附設助產士學校。 

1929 獲得助產士學位後，回淡水女學院工作，擔任高哈拿姑娘助手，協助風琴、羅馬字、聖

經課的教學，也在婦女義塾擔任舍監，教授風琴、日語、歷史、地理。 

1931 與詹徳建傳道師結婚，婚後移居中壢，在中壢長老教會工作。 

1932 於台中州公園路萬水洋服店二樓成立台中婦女鋼琴研究社會。 

受邀至台南長老教女學校執教，擔任鋼琴、風琴助教、合唱團伴奏及舍監。 1935 

參與「震災義捐音樂會」。 

1940 於台南公會堂舉行第一屆學生成果發表會。 

1941 夫去世十週年感恩音樂會」。 在台中及台南舉行「紀念先

1943 於台南公會堂舉行第二屆學生成果發表會。 

遷居回台中市，並任教於台中女中。 1946 

台灣文化協進會音樂文化研究會委員 

1947 台灣文化協進會音樂比賽評審委員 

1949 於同年四月參加「台灣音樂文化研究會」第二擔任馬思聰小提琴獨奏會鋼琴伴奏，並

屆發表會獨奏演出。 

1951 加入台中市文化聯誼會鋼琴組會員 

於台中女中大禮堂舉行鋼琴演奏會。 1953 

琴獨奏會」。 於台南東門教會舉辦「陳信貞先生鋼

1955 為終南山部隊勞軍演出。 

  1956 中學開「紀念莫札特 200與詹懷德在台北 YMCA、台中市中禮堂、台南長榮 週年暨回

國感恩音樂會」。 

1960 向蕭滋學琴。 

1964 慈善意樂會」，與台南婦女會聯合演出。 舉行「嘉南區賑災

1966 於花蓮長老教會舉辦「中美音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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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於台中教師會館舉行「陳信貞鋼琴學生發表及研究會」。 

1972 於台中中興堂舉行祖母孫女三代鋼琴義演，為台灣國際兒童村募款。 

1973 於高雄是大同國小大禮堂舉辦個人鋼琴獨奏會。 

1974 至台中女中退休後，繼續留在家中教琴，並在 YMCA 義務教導失學青年 

1977 於花蓮美倫教會開「慶祝耶誕節演奏會」。 

1980 與女兒同遊美加，並探望德明利姑娘。 

1982 於台北雙連教會及台中柳原教會舉行「紀念詹德建傳道師—陳信貞感恩音樂演奏會」。

1983 因身體微恙搬至台北天母女兒家，三代同住，安享晚年。 

1999 逝世於台北。 

 

資料來源：

949 年 4 月 18 日，陳信貞參加「台灣音樂文化研究會」第二屆發表會獨奏演出。根據陳郁秀《張彩湘教

壽特輯》一書中張彩湘所保留的節目單，此次音樂會陳信貞並未與周遜寬合奏演出，兩人的演

 

 

1
授七秩大

出均為獨奏。

本表格以《鋼琴有愛》第 158-160 頁為依據，其中錯誤與遺漏的部份已校正及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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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陳信貞歷年音樂會表演曲目(不含學生成果發表會) 

 

表一：紀念先夫去世十週年感恩音樂會 

 

 

時間 1941 

地點 台中、台南 

曲目 Schumann：a 小調鋼琴協奏曲第三樂章(與陳泗治協奏) 

 

 

二：台灣音樂文化研究會第二屆發表會 表

 

時間 1949 年 4 月 18 日 

地點 台北市中山堂 

曲目 H. Bollman：鐘 

Lavallee：Le Papillon 蝴蝶 

 

表三： 

1953 年 4 月 6 日 

 

時間 

地點 台中女中大禮堂 

曲目 Roubier Marche des Troubadours 詩人進行曲      

nd bye  甜蜜的變奏曲   Stier：Sweet bye a

 

 

四： 

 

1953 年 10 月 9 日 

表

 

時間 

地點 台中市中山堂 

曲目 H. Bollman：鐘 

Lavallee：Le Papillon 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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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1953 年 11 月 28 日 

 

時間 

地點 台南長榮中學禮堂 

曲目 H. Bollman：鐘 

Lavallee：Le Papillon 蝴蝶 

 

表六： 

 

1972 年 12 月 2 日 

 

時間 

地點 中興堂  

 

 

 

曲目 

舞曲 op.100 no.12 

Air de Chasse 歌調 

其進行曲 

erlet 小溪頌 

行曲 

Streabbog ：華爾滋

Czerny：

Mozart：Sonata K331 第一樂章、土耳

Pennington ：Song of the Riv

Schutt： A la bien Aimee 美麗的艾美 

Roubier ：Marche des Troubadours 詩人進

Foster： The old folks at home 老鄉親 

H. Bollman：鐘 

Chopin：Scherzo op.31 

 

 

七： 

1973 年 1 月 27 日 

表

 

時間 

地點 高雄市大同國小禮堂 

 

 

 

曲目 

曲 op.100 no.12                      

歌調                          

          

                 

鋼琴協奏曲第三樂章 

Streabbog：華爾滋舞

Czerny：Air de Chasse

Mozart：Sonata K331 第一樂章、K466 羅曼史 

Schutt： A la bien Aimee 美麗的艾美          

Roubier ：Marche des Troubadours 詩人進行曲 

Foster： The old folks at home 老鄉親 

H. Bollman：鐘 

Chopin：Scherzo op.31              

Schumann：a 小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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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紀念詹德建傳道師—陳信貞感恩音樂演奏會 

 

時間 1982 年 12 月 5 日 

地點 台北市雙連教會 

 

 

 

 

曲目 

f the Riverlet 小溪頌 

 Aimee 美麗的艾美 

行曲 

           

 op.31                                 

Pennington ：Song o

Schutt： A la bien

Roubier ：Marche des Troubadours 詩人進

H. Bollman：鐘 

Streabbog： 華爾滋舞曲 op.100 no.12            

Chopin：Scherzo

Mozart：Sonata K331 第一樂章、K466 

Schumann：a 小調鋼琴協奏曲第三樂章 

Silent night Variation 平安夜變奏曲 

Bayly：Long long ago 

 

 

九：紀念詹德建傳道師—陳信貞感恩音樂演奏會 表

 

時間 1982 年 12 月 11 日 

地點 柳原教會 

 

 

 

曲目 

f the Riverlet 小溪頌 

 la bien Aimee 美麗的艾美 

行曲 

ng ago 

Pennington ：Song o

Schutt： A

Roubier ：Marche des Troubadours 詩人進

H. Bollman：鐘 

Streabbog： 華爾滋舞曲 op.100 no.12   

舒曼：幻想曲 

Silent night Var 平安夜變奏曲 

Bayly：Long lo

 

陳信貞曾 些，因年過已久，無法將當時音樂會表演曲目逐一詳細列出，附錄三資

依據來源為《鋼琴有愛》第 139-142 頁，其中錯誤部份已校正。 

經參與過的演出不只這

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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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訪談逐字稿(一) 

 

 

訪者：陳伶俐女士  

陳信貞關係：師生、鄰居 

10 日  18：00 ~ 19：30 pm 

作新村住家 

個什麼樣的人呢？ 

：她很健談，有很多很先進的想法，idea 很多。 

：嗯，我現在也不會說，但是她常常會有很新奇的想法，是一個很天真的人。 

：您只是她的私人鋼琴學生，還是在您念台中女中初中部和高中部的時候， 

   也曾經被信貞老師教過音樂課？ 

   

：我忘記他名字了，我只記得是男老師。 

？ 

：小學的時候。 

年？ 

：40 年差不多。 

中部跟高中部，都一直有學琴嗎？ 

：初中的時候還有，高中就比較少。 

受

與

訪談時間：2007 年 6 月

職業：退休幼稚園老師。 

訪談者：陳靖玟 

訪談地點：陳伶俐台中市合

 

問：可否請您說說，印象中的信貞老師是

答

 

問：可以請您舉個例子嗎？ 

答

 

 

問

 

答：我沒有給她教過音樂課，我們是鄰居，我是去她家上鋼琴課而已，我念女中

    時候的音樂老師不是她。 

 

問：那是誰呢？ 

答

 

問：您大概幾歲的時候跟信貞老師上鋼琴課呢

答

 

問：差不多是民國幾

答

 

問：您念了女中的初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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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您有聽過信貞老師 1932 年在當時台中州公園路創辦的「台中婦女鋼琴研究 

：您知道信貞老師在台中女中任教之前，曾經在台南長老教女學校待過十年的 

媽媽說過，但是我不太記得。 

：可以說說您學琴的經過嗎？那時候用的是什麼課本當教材呢？ 

：master pieces 是什麼樣子的課本呢？您還有留著嗎？ 

：我能夠看看它嗎? 

：上鋼琴課的時候信貞老師最注重什麼呢？拍子？指法？或是其他的？ 

求， 

：當時鋼琴課是怎麼收費的呢？ 

然後再上課，一次 25 元，那時候我是負責 

：負責收學費是什麼意思呢？ 

後的第一個學生，我們是鄰居，我媽媽是台中 

：您說母親是淡水女學院的學生，有聽她說過關於淡水女學院嗎？ 

    會」嗎？ 

答：沒有。 

 

問

    時間嗎？ 

答：好像有聽我

 

問

答：徹爾尼、小奏鳴曲、哈農、拜爾、master pieces。 

 

問

答：還有。 

 

問

答：可以。 

 

問

答：她很重視拍子，學生如果拍子不對，他會用節拍器，對於拍子很嚴格要

    每次我都很緊張。 

 

問

答：鋼琴課是預先收四次上課的學費

    收學費的。 

 

問

答：我是信貞老師搬到合作新村以

    女中的職員，也是她淡水女學院的學妹，所以我們兩家很熟。那個時候合作 

    新村大概有十幾個人跟信貞老師學琴，信貞老師會幫每個學生都準備好一個 

    信封袋，月初的時候老師會把信封袋交給我，讓我去附近學生家收學費，我 

    是幫忙收的，所以我的學費可以比其他學生便宜一點。還有，有些有天份的 

    學生但是家裡比較窮的，她常常會少收學費甚至是不收學費指導那些學生， 

    是一個肯付出又有愛心的人。 

 

問

答：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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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可以請您說說看嗎？ 

答：學校非常注重禮貌，那時候學校有外國老師會教她們吃西餐要注意的禮貌， 

    在學校看到老師也都必須問好，信貞老師也是非常重禮貌的人，她覺得尊師 

    重道很重要；還有，常常有過節的時候她都不忘準備禮物給學生。 

 
問：有關音樂教育方面的呢？ 

答：沒聽她說過。 

 

問：您對信貞老師有沒有什麼特別的印象呢？ 

答：她是一個對音樂很執著的人，只要有音樂會，她幾乎每一場都會去聽，常常 

    聽完再趕車回來教學生，就算是外縣市的音樂會，她也都會坐火車去聽，然 

    後再趕回來。 

 

問：還有呢？ 

答：信貞老師在我們合作新村是很有名的鋼琴老師，又是女中的音樂老師，但是 

    她很謙虛，她說聽音樂會跟練琴可以讓自己保持進步，常常我經過她家的時 

    候，都可以聽到她在練琴的聲音，然後她練累的就會來我們家聊天，那時候 

    她家裡還沒有電話，她都會來我家裡打電話給她女兒聊天，常常一聊就很 

    久，我們也常常一起吃飯。 

 

問：除了您之外，您說當時合作新村還有十幾位信貞老師的鋼琴學生，不知道您 

    是否有這些學生的聯絡資料呢？ 

答：有一個還有，她現在住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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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逐字稿(二) 

 

 

 

受訪者：詹懷德女士  

與陳信貞關係：母女 

訪談時間：2007 年 6 月 18 日  10：00 ~ 12：00 am 

職業：退休音樂老師，曾任職東海大學(音樂系設立前)、淡江中學、台灣神學院音樂系、

台北美國學校。 

訪談者：陳靖玟 

訪談地點：詹懷德女士天母住家 

 

問：可不可以請您談談信貞老師學習鋼琴的經過？ 

答：我母親在教會長大的，家裡和教會常常有牧師、牧師娘和外國人在走動，小 

    時候最先接觸的是聖詩。我的阿公從桃園調到后里屯仔腳教會後，一些北部 

    來的傳教士、我母親的小叔、台中的一些遠親和郭頂順先生都常來教會走 

    動，他們都會在教會彈琴，從那個時候我媽媽就非常喜歡音樂，但是沒有正 

    式學，一直到淡水女學院才開始學鋼琴。 

 

問：除了《鋼琴有愛》一書介紹有關信貞老師在女學院學琴的經過之外，還有沒 

    有聽過信貞老師談到其他有關在女學院學琴的回憶？ 

答：大概就像書裡寫的那樣吧，我媽媽進去第二年才開始學鋼琴，是跟蕭美玉學 

    的，先學風琴，風琴彈的好的人可以考進階考試，通過考試可以跟吳牧師娘 

    學鋼琴，學校有聖歌隊，我比較記得我唸書時後的事。 

 

問：如果想了解那時候女學院的一些事情我可以請問誰呢？ 

答：你可以去問劉雪珠(淡江中學校友會負責人)。 

 

問：信貞老師在畢業後曾經跟德明利學過，能不能談談這件事？ 

答：我媽媽她沒有出過國，她很怕自己比不上別人，所以當她知道德姑娘來到台 

    灣以後，就很想跟她學琴。 

 

問：是透過什麼管道跟德姑娘學琴的呢？ 

答：陳泗治介紹的，她是我媽媽的乾弟弟。 

 

問：信貞老師有沒有提到跟德姑娘學琴的經過呢？ 

答：那個時候我媽媽在台中，她有空就上台北上課，她跟德姑娘上課的時候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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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我，德姑娘常說我是她最小的學生，她只大我媽媽一歲，對我們都很好。 

    我媽媽說，以前女學院的鋼琴課把音彈對，按照譜上的術語做出正確的表 

    情，就算彈的很好了，德姑娘帶來新的詮釋音樂方式，她的家裡那時候有古 

    董電唱機，她會邀請她的學生到至家裡做音樂欣賞課程，把她從加拿大帶來 

    台的鋼琴唱片播放給大家聽，大家眼睛閉著聽，聽完以後德姑娘會請大家說 

    出聽到音樂的想法，學生說出想法之後會將聽到的連結到音樂表現上，當時 

    後沒有人這樣做的，德姑娘對對於音色、手腕的柔軟度及手形也很要求，她 

    覺得柔軟的的手腕才能彈奏出好聽的音色，所以他也要求學生練習以手腕來 

    彈奏琶音。 

 

問：就您所知，當時日本的唱歌教育跟淡水女學院的音樂教育有什麼不同？ 

答：日本人的唱歌教育是為了皇民化，很多都是愛國歌曲，女學院上的是西樂， 

    兩個差別很大。 

 

問：信貞老師在 1932 年開設了「台中婦女鋼琴研究會」，有點像現在的才藝班這 

    樣，當時社會上類似的鋼琴研究會多嗎？ 

答：當時沒有這樣的，也沒有補習班，開研究會是為了收入。 

 

問：信貞老師有沒有想過要回去娘家呢？信貞老師的祖父為板橋林本源家的私人  

    醫師，同時開有一間藥房，足以做她很大的後盾？ 

答：她不想讓娘家負擔，而且她覺得自己已經過繼到親戚家。 

 

問：當時的社會如果想要學鋼琴，除了研究會以外還有什麼管道呢？ 

答：到老師家上課吧，那個時候社會比較保守，都是老師到學生家上課。 

 

問：研究會是具有研究性質嗎？ 

答：沒有，開研究會只是為了增加收入。 

 

問：研究會怎麼招攬學生呢？有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嗎？或是有沒有掛招牌？ 

答：有掛招牌，但是沒有登過廣告，學生都是很多太太或是女兒，都是朋友的關 

    係，其實大家都是贊助，而且也不太練琴，因為朋友的關係看我媽媽一個人 

    要養家所以來幫忙，有時候看我媽媽太瘦了，還會燉雞湯給我媽媽喝。 

 

問：當時信貞老師用哪些課本當作教材呢？ 

答：拜爾吧。 

 

問：鋼琴研究會一直在公園路上嗎？有遷過住址嗎？ 

答：本來是在公園路上，後來遷到郭頂順家，他租了一間房間給我媽媽，但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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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收租金，第三次是遷到柳原教會附近一個牧師家。 

 

問：研究會有開過音樂會或是學生成果發表會嗎？ 

答：沒有，她們程度都不好，而且他們都是要幫助我媽媽，大家其實比較像是朋 

    友那樣。 

問：後來信貞老師就到台南，可以說說那時候他在台南上課的情形嗎？ 

答：她去台南的時候因為學歷不夠高，所以被同事排擠，那時候林秋錦帶學校的 

    合唱團，我媽媽是伴奏，那時候如果視奏沒有彈好就會被林秋錦罵。 

 

問：怎麼罵呢？ 

答：大概像是你怎麼連這麼簡單都彈不好？ 

 

問：那後來呢？ 

答：我媽媽以前很怕她，但是她在林秋錦身上學到很多帶學生唱歌的技巧，他們 

    後來變成很好的朋友。 

 

問：信貞老師在台南創辦的「台南鋼琴研究會」，照片中學生人數不少，這些學 

    生的來源是怎麼來的？ 

答：我下去台南以後，我媽媽開始想收私人的鋼琴學生貼補家用，但是她沒有門 

    路，所以挨家挨戶按電鈴去問，有沒有人想要學琴？ 

 

問：有因此招來學生嗎？ 

答：沒有，後來是劉姑娘(劉路得)聽到消息，介紹一些教會的學生給我媽媽。放 

    假的時候我媽媽從東門教會司琴回來，其他時間都在教學生。 

 

問：光復之後，信貞老師受楊肇嘉等人的邀請至台中女中擔任音樂老師，進入台中 

    女中之前有經過什麼考試嗎？ 

答：有，那時候我媽媽有通過教育廳辦的檢定，通過之後還要去台北受訓一陣子。 

 

問：教育廳有頒發什麼證書嗎？ 

答：有發高中音樂老師的證書。 

 

問：證書還有留著嗎？ 

答：沒有，颱風淹水淹掉了。 

 

問：可以說說信貞老師在台中女中上課的一些事嗎？她上課都上些什麼內容呢？ 

答：音樂欣賞還有一些音樂家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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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音樂欣賞在當時是怎麼上的呢？ 

答：音樂欣賞是用她在學校學的曲子，一些有名的鋼琴曲，學校有鋼琴，她都用 

    彈的。 

 

 

問：您說的鋼琴曲是像《鋼琴有愛》第 23 頁裡面提到的那些嗎？ 

答：嗯，差不多是那些。 

 

問：那教材呢？信貞老師上課用哪些教材呢？有課本嗎？ 

答：剛開始的時候沒有課本。 

 

問：沒有課本要怎麼上課呢？ 

答：她就用一些我們小時候主日學學過的。 

 

問：像是什麼樣類型的呢？ 

答： 

       
       捉   人來  拔嘴齒   拔嘴 齒   很可 憐   嘴   齒會 可 再發    可再發  很介在 

 

 

 

 

 

 

   我 是 真 細 漢   猶 句 有 路 用    老 母 叫 我 掃土 腳    我 會 掃 好 勢 

     我 是 真 細 漢   猶 句 有 路 用    老 母 叫 我 揹嬰 仔    我 會 揹 好 勢 

 

 

問：在那之後開始就有課本了吧？ 

答：有一本 101 Favorite Songs。 

 

問：那是一本什麼樣的課本呢？ 

答：大部分都是外國歌曲，有中文歌詞的唱本。 

 

問：您說過，她在台南的時候受到林秋錦影響，學了很多教唱歌的技巧，在女中 

    教學的時間裡，一定也有用到這些技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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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有，她要學生唱歌一定要有聲樂家的架勢，發聲練習的時候嘴巴一定要張兩 

    指寬，不管是坐著唱還是站著唱都要挺胸，要很端正。 

 

問：信貞老師會不會很嚴格呢？ 

答：她受吳牧師娘影響，吳牧師娘常常說「音樂沒有馬馬虎虎的」，所以她有她 

    的要求。 

 

問：震災義捐音樂會中，信貞老師是少數從頭到尾都有參加的音樂家，這對他有 

    什麼影響呢？ 

答：參加音樂會的大部分都是從日本回來的，所以她都是彈伴奏，不過從那次之 

    後大家開始注意她。 

 

問：除了學校之外，信貞老師有沒有參加一些社會上的團體活動呢？ 

答：都是教會的活動。 

 

問：像是？ 

答：教會的茶經、講道、婦女會、YMCA、YWCA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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