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時代背景 

前言：緣起                                

二○○七年三月，於國立新竹教育大學音樂教育學系碩士班中目

錄學一堂課中，教授陳維棟為了讓學生們能將課堂所學真實的應用在

實際的目錄中，而不只是紙上談兵，便提出編纂作曲家作品目錄的計

畫，以此提供學生們實作的經驗，也可爲國立新竹教育大學音樂學系

留下作曲家之作品目錄存檔。 

因孫思嶠老師的諸多合唱作品一直在音樂界享有盛名，也擔任新

竹市音樂協進會
1
理事長多年，對地方音樂教育不遺餘力，大家常常

在音樂比賽中有機會接觸到孫思嶠的各種曲目，孫思嶠乃新竹市人，

因而有地緣之便，所以提出以孫思嶠的作品為對象，從資料的收集到

作品的整理及編號，希望完成生平暨作品編號之完整作曲家資料。 

就孫思嶠的作品目錄而言，由於孫思嶠對於自己的作品資料保存非常

完整，甚至早期的手抄譜也都完好的整理存放，在與孫思嶠進一步溝

通及了解其作品數量及保存狀況後，並得到孫思嶠之同意的情況下，

決定先著手進行每一首曲子掃描譜例的工作，並且分類再加以編排，

初步計畫定案後，實際整理及訪談時間於二○○七年五月至六月，在

陳維棟與孫思嶠的大力協助下，於學期結束前，將此一整理草案與大

家分享。                                                                           

1.音樂協進會：為地方團體，旨在促進各地方的音樂教育推展工作，協助地方辦理各項音樂比賽
或音樂性活動，推展地方音樂並帶動音樂風氣，提高地方音樂水準。新竹市音樂協進會近年來特
別致力於舉辦各種直笛比賽，促進國中小學生在學校接觸直笛樂器後，更進一步修習樂理音符的
變化，藉此機會上台展現才藝，加深音樂教育的普及與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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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目錄格式說明 

    此次孫思嶠作品編號整理草案，收錄其音樂作品及相片目錄，細

部歸類如下： 

 

作品目錄 文字目錄 相片目錄 訪談目錄 有聲資料目錄

聲樂：獨唱 

合唱 

器樂：獨奏 

直笛 

      管絃樂 

 珍貴並具代

表意義的相

片紀錄 

訪談主題紀

錄、電台訪

談紀錄 

唱片 

卡帶 

 CD 光碟 

音樂會 

 

其中作品目錄除了名稱、編號、類別、出版情況等資料外，把速

度的部分改成速度與風格，盼能更精準的紀錄作品資料，還附錄前數

小節的譜例，可以清楚的區分諸多名稱相同的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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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時代背景                                

1-1 政治與社會背景 

     從中日甲午戰爭戰敗後台灣就開始淪為日本的殖民地，民

國 25 年至 34 年台灣光復以前均為日據時代，日據時代台灣的經

濟型態是一種典型的殖民地經濟模式，即以殖民地的自然資源與

人力培植統治國的工業發展。所以在「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

大原則下，台灣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自然著重在提高農產品的生

產量，加上當時戰亂不斷，物資極度缺乏，更是需要台灣的農業

支持日本國內的民生需求。  

    民國 26 年七七事變之後日本大力提倡「皇民化運動」
2
，台

人全面日本化，並全面動員台人參加當時的戰時工作，一直到民

國 34 年對日抗戰獲勝後，日本無條件投降退出台灣，才重新獲

得自由。 台灣光復之初，因戰時的嚴重破壞，戰後的動亂與經

濟恐慌，人民失業眾多，生活困難，社會問題相當嚴重。為了加

快台灣的經濟復甦，政府採用多項措施推行土地和平改革
3
，保持

財產私有化，大幅提升農民的生產意願，改善農村生活促進農業

發展 。 

2. 皇民化運動：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戰爭需要，日本軍國主義份子對殖民地民眾施行的
一系列「洗腦」運動，皇民化運動也適用於日本殖民地朝鮮、琉球、北海道、台灣與滿洲國等地。
而台灣的皇民化運動，主要是將台灣人等居民改造為對天皇與日本國家保有高度忠誠心的強制教
化政策。 
3.土地和平改革政策包括三七五減租、公地放領、耕者有其田，這些政策實施後，使地主與佃農
之租佃關係消滅，農民經濟獨立並有餘力受教育，改善農村經濟，而耕者有其田政策則對於台灣
資本集中有相當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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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C%AC%E4%BA%8C%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B0&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7%A5%E6%9C%AC&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B%8D%E5%9C%8B%E4%B8%BB%E7%BE%A9&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E%96%E6%B0%91%E5%9C%B0&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D%8E%E6%B0%8F%E6%9C%9D%E9%AE%A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0%89%E7%90%8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C%97%E6%B5%B7%E9%81%9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0%E7%81%A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B%BF%E6%B4%B2%E5%9C%8B&variant=zh-tw


1-2 教育與音樂環境背景 

    當時一般民眾接觸西洋音樂大多由教會或學校這兩條途徑， 

隨著政府遷到了台灣，很多音樂家也陸續來台，與原在台灣的音

樂家互相砥礪，共同合作，使台灣音樂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孫思

嶠的作曲老師李永剛先生也是在這個時期來到台灣。 

這個時期台灣的西洋音樂教育開始漸漸蓬勃發展，不只是隨

著政府來台的音樂家，日據時代留日的音樂家回國後，也紛紛投

入音樂教育的行列，加上在台灣本土的音樂家，由於所處的環境

不同，不同的創作風格衝擊了整個台灣音樂文化，讓台灣的新音

樂開展出新的局面。 

日據時代末期，在皇民化運動的影響下，音樂教育方面，分

為普通音樂教育與師範音樂教育兩種，師範學校所教授的音樂教

育範圍則是較廣，師資也較豐富，是培養台灣音樂家的重要搖籃

地。 

    孫思嶠所處的環境正值日據時代末期，日本快要戰敗之際，

所以小學時代在學校裡根本不太可能受到正常的音樂教育，一直

到了上師範學校後，才開始認識音樂，學習認五線譜，啟發了從

小喜歡音樂的潛能。 

    光復後，台灣重返祖國懷抱，民俗歌謠重獲自由發揮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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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民眾各個無不大開嗓門，為自由高聲歡唱，吐出被欺壓的苦

悶之氣，也唱出樂觀之曲。加上傳播工具的日益發達，整個台灣

社會從城市到鄉間，從白領階級到勞動者，每個人莫不隨時隨地

哼唱著屬於自己的歌，不管是古老民謠或創作新歌都在這個時候

奠定了基礎，歌詞內容題材不外乎反應一般民眾為生計奔波的生

活主題、年輕人離鄉背井到異鄉開創前程的遊子心情、互訴心語

的愛情故事，不過此時期的歌很多還是脫離不了殖民時期的悲傷

情結，所以曲調多充滿苦情色彩。也因為這樣影響了孫思嶠日後

作曲風格，希望可以擺脫當時悲傷的小調歌謠，以道地的鄉土情

懷譜出活潑光明充滿希望的曲調。 

    當時民間還流行歌仔戲
4
，主要是以演唱台灣民間流傳的歌謠

小曲為基礎，並以台語演出的古裝歌唱劇，演出的形式則是吸收

了中國傳統戲曲的特色，不但具有濃厚的台灣地方色彩，且深深

的融入大多數民眾的生活之中，充分表達他們的思想感情，孫思

嶠從小喜歡看歌仔戲，奠定了之後作曲風格中濃厚的鄉土味，使

他的作品深具地方關懷與家鄉特色，甚至可以在很多曲調裡面聽

到一絲歌仔戲唱腔的影子。 

                                                                           
4. 歌仔戲：是20 世紀初葉發源於臺灣的傳統戲曲，中國亦稱之為薌劇。歌仔戲以摻雜文言的閩
南語為主，讓社會大眾也能接觸文雅辭彙或忠孝節義故事，成為早期臺灣社會重要娛樂活動之
一。歌仔戲的雛形為宜蘭地區的落地掃，吸收車鼓陣等元素，慢慢發展成小戲。而後又學習高甲
戲、北管戲、京劇等各類大戲逐漸具備完整的戲曲形式。經歷日治時期皇民化運動及國民政府來
台後推行國語運動壓縮、扭曲了表演形式與空間，在歷代藝人的努力傳承，以及臺灣本土化運動
的推波助瀾下，歌仔戲重新獲得發展的動力。「歌仔」有山歌、小曲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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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0%E4%B8%96%E7%B4%80&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7%BA%E7%81%A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2%B3%E7%B5%B1%E6%88%B2%E6%9B%B2&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5%9C%8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7%BD%E5%8D%97%E8%AF%AD&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7%BD%E5%8D%97%E8%AF%AD&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B%8A%E9%BC%93%E9%99%A3&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0%8F%E6%88%B2&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B%98%E7%94%B2%E6%88%8F&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B%98%E7%94%B2%E6%88%8F&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C%97%E7%AE%A1%E6%88%B2&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AC%E5%8A%8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7%A5%E6%B2%BB&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A%87%E6%B0%91%E5%8C%96%E9%81%8B%E5%8B%95&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8B%E6%B0%91%E6%94%BF%E5%BA%9C&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8B%E8%AA%9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0%E6%B9%BE%E6%9C%AC%E5%9C%9F%E5%8C%96%E8%BF%90%E5%8A%A8&variant=zh-tw


結語                                         

整個計畫的整理方向是以編撰及整理作品為主，為了能夠把資料

整理的更詳盡，盡量不要有遺漏或重疊的部份，除了一次課堂上正式

的訪談之外，也找了很多時間與孫思嶠進行非正式的訪談與討論。 

孫思嶠所有的作品都保存得非常完整且整理詳盡，除了已出版的

部分之外，尚有很多是未出版或是別人委託創作的作品，雖然年代久

遠，但手稿都工整的保存起來，在整理期間給我們很多的協助，所有

整理出來的資料也都與孫思嶠討論過多次，在得到其同意的狀況中做

作品的掃描與編排分類，因其作品大概繁多，在人力及時間有限的情

況下，大家卯足全力，經過多次的討論與修改，合力完成此作品目錄

的編排計畫。 

    經過這次的學習經驗，讓大家對目錄編排有了清楚的實戰認識，

也對往後論文的格式有初步的了解，大家在愉快的氣氛中彼此幫補、

互相扶持與鼓勵，也感謝陳維棟教授在計畫中的建議與提醒，方能順

利完成此一計畫，也希望此作品目錄能把孫思嶠的作品做清楚的呈

現，以利系上的同仁日後在查找的時候有清楚的資料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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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孫老師生平介紹 

 
孫思嶠（1936-    ）台灣新竹人，世居新竹南門。

1

 

一、家庭生涯寫真：
2

 

1936 年 11 月 02 日出生於日治時期新竹州南門町二丁目 352 番

地（今中南街 47 號）。生長在三代同堂的三合院大家庭裡。祖父孫塗

早逝，祖母李氏發極為疼愛。因大伯父早逝（日治時期），伯母舉家

搬離新竹，由父親孫賜禎和三叔孫尚居承接祖業恆發號——雜貨中盤

商。 

父親負責對外招攬生意、催收帳款，由於當時交通不便，無論再

遠的地方（竹東鎮、關西鎮、新埔鄉、北埔鄉……）都必須依賴雙腳

走路，非常辛苦；三叔則專責「顧店」，相形之下就顯得輕鬆多了。 

母親孫楊娥與三嬸輪流煮三餐，因為家中丁口眾多，吃飯都得要

分好幾批，年幼無知的我常常有一餐沒一餐的，家人也都不知道到底

有沒有吃飯，所以長得又矮又瘦像隻「猴山仔」！ 

記憶中這是個愛樂大家庭，一家都愛唱歌。父親、叔叔於閒暇之

餘，喜歡在三合院大廳飲小酒、唱歌，最常唱『四季春』。母親忙於

家務之時，嘴裡仍然哼唱著『十條手巾仔』。兒時玩伴——堂姊秀敏
3
、

素意
4
、胞妹素惠

5
、表妹桂華

6
，也都非常喜歡音樂。 

在 9 個兄弟姐妹當中，只有我曾經上了兩年的幼稚園（今關帝廟

現址），那是因為生性內向拘謹，經常悶悶不樂，父親對母親說：「你

看，恁子又在烏陰天了！」
7
父親希望在幼稚園的團體生活中，能讓

我開朗起來。當時，最喜歡唱歌的課程。 

我的兄弟姐妹都愛唱歌（台語、日語的流行歌），小時候枕頭底

下放歌仔簿，早晨起來拿起歌仔簿，看著簡譜開始唱歌。父親常說：

「透早，眼睛一扒開，就牙齒疼，那麼愛唱歌，乾脆就去演戲！」而

堂姊家的留聲機更是最愛，有空就跑到堂姊家聽『森林的水車』、『杜

鵑圓舞曲』……真是一個充滿歌聲的快樂童年。 

1955 年新竹師範學校畢業，先在新竹縣香山鄉內湖國校任教，
                                                 
1 中國廣播公司  人物寫真專訪  2000 年 6 月 28 日 
2 節錄自 2007 年 06 月 04 日訪談。 
3 新竹市東門國小退休教師，現任國立新竹社教館長青日語歌唱班指導老師。 
4 私立東吳大學音樂系退休教授。 
5 新竹市民富國小退休教師，現任新韻合唱團指導老師、新竹市音樂協進會理事 

長。 
6 新竹市民富國小退休教師，現任薔薇婦女合唱團指導老師。 
7 台語，這句話用來形容悶悶不樂的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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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途遙遠，每天騎著腳踏車上班，被名聞遐邇的新竹風一吹，往往是

前進一步，後退三步，父親非常不捨，隔年調至市區的東門國校。 

1957 年應高梓校長聘任，來到省立新竹師範附小任教，在這裡

認識學妹黃巧珠（小一屆），巧珠早我一步進入附小，兩人同校任教，

經常一起討論教學及學生個案問題，閒暇之餘一起聽唱片，德弗札克

的「新世界交響曲」是我們的最愛。爾偶也一道去看場電影或吃碗麵，

當時這可是最高檔的享受呢！ 

在民風保守的年代裡，談個自由戀愛是非常不簡單的事，看電影

要先後進場，唱國歌之前，我先進場，唱完國歌，巧珠才進場。看完

電影，也一樣是先後出場。因為怕被熟人看到，更遑論敢在街上攜手

同行了。 

1960 年父親因病去世，整個大家庭即面臨瓦解的局面，父親逝

世百日內，妹妹素惠基於民間習俗，出嫁了；不久之後，三嬸也舉家

遷出三合院。和巧珠同事五年後，於 1961 年經雙方家長同意，以傳

統的方式舉行結婚典禮，除了在家宴客外，也借用附小的禮堂宴請同

事、好友。 

1962 年長女立芸
8
出生，1964 年次女立真

9
出生，1969 年長男培

倫
10
出生。生活便在忙碌中展開，除了養兒育女之外，也致力於音樂

工作，音樂成了生活中不可或缺的一環。在培倫3 歲時，搬離了老家，

住在目前的林森路 201 號。時光飛逝，一眨眼 36 年過去了，孩子們

長大了，也各自成家立業，這裡也成了另一個老家。 

子、女、媳、婿雖各有不同的專長，但是有共同的喜好——音樂，

全家相聚時，可以開一整場的音樂會。內外孫對音樂也都很有興趣：

老大的顯君擅長彈鋼琴、拉小提琴，明君較小，也展現出對音樂濃厚

的興趣；老二的峻瀚和峙瀚都喜歡彈鋼琴；老三的恩予整天唱歌跳

舞，是個快樂的小天使。 

 

 

 

                                                 
8 曾就讀附小、建華國中、北一女中、台大醫學院、美國北卡羅華納大學博士，

音樂專長：鋼琴。1990 年和張以琳結婚，以琳的音樂專長：小提琴。育有一子

一女，現居美國 加州。 
9 曾就讀附小、建華國中、北一女中、台北醫學院、美國北卡羅華納芝加哥大學

博士，音樂擅長：長笛和鋼琴。1993 年和劉堅結婚，劉堅的音樂專長：吉他和

聲樂。育有二子，現居美國 加州。 
10 曾就讀附小、建華國中、台北建中、高雄醫學院，目前擔任台北馬偕醫院皮膚

科醫師。擅長：鋼琴、漫畫、電腦、音響等。2001 年和洪千雅在真理堂結婚，千

雅的音樂專長：鋼琴和長笛。育有二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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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求學生涯寫真：
11

 

(一)小學時期（1944-1949）： 

就讀新竹第一公學校（今新竹國小），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大轟

炸時期，舉家逃難到新竹縣雙溪鄉，遷讀於雙溪國校。戰爭結束後，

再遷回新竹第一公學校。 

小學二年級時，正值台灣光復，一年級才剛學會日文，到了二年

級又得學『豆腐字』——國語。改朝換代倉卒之間，老師們為了教學

也就現學現賣，前一天晚上學國語，第二天就來教學生讀國語。老師

本身都搞不太懂國語的四聲，更遑論一頭霧水的小學生了！那一陣子

很不想上學，於是父親送我到土地公廟，跟一位沈老先生學漢文，很

扎實的打下文學基礎，對於我日後的台語歌曲的創作生涯，有很大的

影響。 

當時，升學考試盛行，課程內容不外乎：國語、數學、常識。晚

餐之後，還得背著書包到校上課。學校教學中不上音樂課，課堂上只

教唱二首歌：校歌以及畢業歌。因應學生的要求，許老師曾勉為其難

的教了一首課外歌曲——「甜美的家庭」。 

每天放學後，我常背著書包到戲院『撿戲尾』——當時的戲院
12
在

戲劇結束前 20 分鐘，都會打開大門免費讓觀眾進場看一段戲，有點

類似現在預告片的意味。個頭矮小的我就鑽啊鑽的，鑽到戲台下，津

津有味的看著歌仔戲。 

或者到城隍廟內聽南管、北管。廟會祭典時，最喜歡看野台歌仔

戲、子弟戲、布袋戲、亂彈。家人都知道，要找我只要往有音樂的地

方去（戲台上、戲棚下）準沒錯！母親就常說我是個：『戲藏』
13
。 

每晚睡前，總喜歡看「章回小說」，例如：七俠五義、水滸傳……

等；早晨醒來，拿起枕頭下的歌仔簿，就開始唱歌，樂此不疲。儘管

升學壓力很大，還吵著要學樂器，最後，慈愛的父母親拗不過，就讓

我學習二種樂器——品仔
14
與中山琴

15
。 

 

(二)初中時期（1949-1952）：
16

1950 年很幸運的考取新竹一中（今建華國中），在這三年的日子

                                                 
11 節錄自 2007 年 06 月 08 日訪談。 
12 新竹戲院、樂民戲院、中央戲院現在已經不存在了，新竹戲院改建成商業大樓；

樂民戲院、中央戲院已經拆除，變成收費停車場。 
13 比喻非常喜歡看戲，藏在看戲的人群中。 
14 金屬做的笛子。 
15 外型很像舊型的打字機，按著圓形的按鍵就會發出聲音。 
16 節錄自 2007 年 05 月 05 日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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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對美術、音樂特別感興趣。尤其是美術，因為表現優異，老師總

會指派我做壁報、畫地圖…… 

音樂，雖然是我的最愛，但是任課的麥老師非常嚴格，同學們普

遍不會看譜，一唱錯，他就大發雷霆，這個印象讓我一輩子難忘。 

但是著迷於琴聲，放學後常捨不得走，躲在音樂教室外聽老師的

孩子
17
彈琴。心裡常想：如果能夠學琴，那該有多好！ 

初中畢業成績優異，有機會保送市立高中，因為家裡人口眾多
18
，

考慮經濟因素，以及堂姊秀敏、素意當老師的激勵下，聽從母親的建

議，因此選擇報考新竹師範。 

(三)新竹師範普師科時期（1952-1955）：
19

經過二次的筆試與一次的口試，總算榜上有名，當時的師範比普

通高中難考多了，能被錄取真是雀躍萬分。註冊當天，帶著棉被、枕

頭、臉盆、鐮刀、鋤頭……等用品，進了竹師大門，開始「軍隊式」

的學校生活。 

就讀新竹師範之前，未曾正式接觸音樂教育，也不會認譜、彈琴。

可是學校規定每位師範生都要會彈琴。對於從未碰過琴鍵的我，還真

的傻眼了，不過也很興奮，終於可以摸到夢寐以求的琴鍵。 

記得第一節的音樂課在課本
20
上寫簡譜，下課後被李永剛老師

21
叫

到教室外面，非常嚴肅的說：「思嶠，你想把音樂學好，首先要學會

看五線譜，因為五線譜是音樂的國際語言。」這些話，深深的烙進心

坎，從此以後，發憤學音樂，把握所有時間認譜、練琴。 

竹師以嚴格聞名，在軍事化的管理下，難得有空閒的個人時間。

所以，經常在晚上 10 點熄燈後，拿著樂譜在廁所昏暗的燈光下讀譜，

遇到教官查詢時，總是回答：「肚子不舒服。」久而久之，教官也習

以為常。甚至就寢時，躲在棉被裡用手電筒照著譜經過了一段不短的

時間，總算把五線譜看懂了。 

師母周瑗老師
22
在各班挑選二名學生，利用晚自修時間免費傳授

琴藝。規定彈奏的曲目是拜爾鋼琴教本第 48 首，聽到這個好消息，

拼命的找空檔練習，總算雀屏中選！班上的徐欽華
23
也同時獲選，想

                                                 
17 與孫老師同齡，後來任教建華國中，還一起訓練過合唱團。憶起小時候練琴的

狀況，彈錯音也是遭遇同樣情況。 
18 因為三叔早逝，父親一個人要挑「兩家」的生活擔子，讀師範免費，可以減輕

家裡的負擔。 
19 節錄自 2007 年 05 月 24 日訪談。 
20 王沛綸編著  愛國歌集。 
21 作曲家，當時任新竹師範的教務主任，是周瑗的先生。 
22 專長：鋼琴和聲樂。 
23 後來成為獨奏、伴奏的行家，是名演奏家藤田梓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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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琴的夢想，終於成真！自此便立志做鋼琴家。瘋狂練琴，即使週末

也留在學校不回家，為的就是——練琴。 

當時，竹師只有二部鋼琴，比較好的琴放在音樂教室，放在禮堂

的，是一部『破琴』。為了爭取時間，在早晨起床號之前，先把『內

務』
24
整理好，偷偷地趴在鋼琴上，等號聲響，馬上掀起琴蓋練琴。

25

每間教室內有一架風琴，按照輪值表，每個同學有 30 分鐘可練

習，這對一心一意想成為鋼琴家的人來說，這些練琴時間是不夠的，

遇到不想練琴的同學，便央求把時間讓給我。有時還半夜跑到教室練

風琴，點根蠟燭，不敢踩踏板，唯恐發出聲響，驚動教官而被記過。

在這樣努力不懈下，我的琴技逐漸進步。 

二年級時，被學校指派到省立新竹女中參加「新竹縣中等學校聯

合音樂會」擔任鋼琴獨奏，演奏的曲目是莫札特的「土耳其進行曲」，

能夠獲得學校的肯定，內心非常振奮！ 

李老師為了讓每一個同學畢業之後都能教好音樂，所以特地教授樂

理，例如：簡單的歌曲伴奏、和聲學、指揮法……等。憑著這些基本

音樂概念，我寫了生平第一首歌曲，參加救國團舉辦的愛國歌曲創作

比賽，投稿獲選第三名，得到這個獎，真是欣喜若狂！還去總統府前

的三軍球場領獎，真是無上的光榮。 

這裡還有一個小插曲，原本是參加學生組，但是裁判看到『新竹

師範』，以為是老師寫的曲子，所以榮獲教師組第三名。無論如何對

我來說，這是個轉捩點。當鋼琴家的志向，就此轉換成作曲家。 

三年級時，寫了一首「新中國的少年們」，獲得刊載在學校的輔

導刊物上。師長們鼓勵我多做一些曲子。 

歲月如梭，三年的竹師生活匆匆過，竹師讓我學音樂的夢想成

真。第一次上台獨奏、第一次作曲得獎、第一次在校內刊物登出作品。

還記得周老師對我說：「思嶠，畢業後要繼續練琴，你的音樂造詣不

輸師大音樂系的學生喔！」李老師在我的畢業紀念冊上，譜寫四小節

的曲子，歌詞是「人生有限，藝術永恆，天才就是努力。」最後一個

音停留在b，表示未完成。還寫著：「思嶠同學：上面這個主題，用你

的『成功』來續成人生的全曲。」 

我慶幸在竹師遇到這些好老師，不但是我的啟蒙老師，更是我的

恩師！永遠無法忘懷竹師三年的生活。 

                                                 
24 起床後，師範生要把棉被折成豆腐干，四四方方的形狀，還得捏出稜線；臉盆

正中央的漱口杯放著牙刷與牙膏，還規定方向呢；毛巾統一掛在門背後的毛巾架

上，摺成三折。每個寢室室長都得檢查內務，值星長會來評分，不及格的要罰勞

動服務。 
25 吹完起床號，30 分鐘之內完成內務，然後到操場集合進行早點名，點名完畢

跑操場，然後勞動服務。所以，這段時間只能練琴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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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生涯寫真（1955-1970）：
26

 

(一)內湖國校、東門國校時期（1955-56）： 

帶著滿滿的祝福和音樂教育的理念，踏出了竹師的校門，和同班

的陳學堯分發至新竹縣香山鄉內湖村內湖國校任教。校長鄭錦城先生

知道我的音樂專長，讓我擔任音樂科任老師，請我譜寫「校歌」和一

首「進行曲」。 

第二年改派新竹市東門國校，當了 3個多月的級任老師。同年八

月，巧珠和我先後受聘至省立新竹師範附小任教，這機會是多麼難

得，慶幸能在同一所學校服務。 

父親雖然忙於經商，但仍知道孩子喜歡音樂。有一天，抬了一部

半新不舊的原裝 YAMAHA 的 61 鍵風琴回來，說是：「有人付不出貨款，

用琴抵債。」看到這部琴，真是歡喜無比！有了琴，對於琴技和作曲

有很大的幫助。在這期間完成不少作品，鋼琴獨奏曲（1955-1956 年），

「兒童歌曲」三集（1956 年），創作歌曲六集（1955-1959 年）等，

是作品大豐收的時期。 

這部風琴對胞妹素惠也有很大的幫助，我把琴技傳授給她。而她

經常帶同學回家，試唱我的新作品，讓我從中省思對於曲子再做修正。 

(二)竹師附小時期（1957-1970）：
27

1957 年受聘到附小任教，第二年完成二部歌舞劇：「美娃娜與大

阿洛」（台灣山地三幕舞劇）、「仙女湖」（中國神話五幕舞劇），由芙

美舞蹈社擔綱演出，1958 年在竹東第一戲院首演，同年 2 月 11 日在

新竹市國民大戲院（今新竹市影像博物館）再度演出，頗受好評。 

第三年，楊兆禎老師高升至新竹師範任教。學校把音樂的重擔交

到我手上。這一年著手訓練合唱團，平時利用早自修和午休時間練合

唱，甚至犧牲假日或寒暑假集訓。日復一日，年復一年，全心全意投

入音樂工作，樂此不疲。 

1960 年台灣省教育廳開辦全省音樂比賽。當時，缺乏適合兒童

演唱的合唱歌曲。因此沒有指定曲，由參賽的學校自選 2 首曲子，從

小學、國中到高中，幾乎通通演唱黃自的『山在虛無縹緲間』。小學

生怎麼有辦法把這首歌詮釋得完美？選歌成了頭痛的問題，因為專為

孩子做的曲子少之又少。於是，著手改編適合小學生演唱的合唱曲。

那一年，以一曲「上高山」榮獲全縣第一名，更代表新竹縣參加在台

中舉行的決賽，榮獲全省第四名。 

從 1960 年到 1970 年之間，附小合唱團有 9次全省第一名的光榮

                                                 
26 節錄自 2007 年 06 月 11 日訪談。 
27 復興廣播電台  音樂廳專訪    1992 年 8 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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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錄，選唱的曲子都是我親手作曲或改編的。猶記得，每一張譜都得

親自刻鋼板，力道很難控制。當時最怕聽到印譜的貴鳳工友在樓下

喊，因為那表示油印出問題了，不是印不清楚，就是原稿破了，又得

重新來過。 

1961 年，五洲唱片錄製了「兒童歌曲」唱片。1965 年，四海唱

片錄製「小歌手」、「兒童世界民謠」……等 26 張唱片，行銷國內和

東南亞地區，頗獲好評。 

1967 年，為本校幼稚園的小朋友寫歌，由童年書店出版「幼兒

新歌」全一集。同年，本校合唱團獲邀至台灣電視台演唱（現場直播），

獲得教育界熱烈的迴響。 

由於在音樂方面的傑出表現，1967 年受聘為教育部修定國民小

學課程標準音樂科委員（1975 年再次獲聘），及國立編譯館共同歌曲

審選委員。台灣省教育廳推薦為傑出青年教師，編入「中華樂典近代

人名篇」。1967-1968 年，受聘為國立編譯館國民小學音樂課本編輯

委員。1969 年，榮獲台灣省教育廳特殊優良教師表揚（今「師鐸獎」）。 

附小的教育目標——健康、活潑。教學正常化，又時常接受校外

參觀教學，最高的紀錄——一週被參觀 5 次。現今九年一貫藝術與人

文領域的理念，在 40 年前竹師附小已然實施。 

(三)進修，轉任國中時期（1970-1973）： 

1970 年考取國民中學音樂教師的資格，轉任為新竹縣立光華、建

華國中擔任音樂專任教師，同時也在省立新竹高中擔任音樂兼任教

師。由於對於音樂紮根的工作使命感，1973 年又受聘回到竹師附小。 

師範改制為師專，亦回母校進修，1972 年以全班第二名優異的

成績畢業。同時仍然私下拜師學藝，隔週上台北一次，向李永剛老師

學作曲。那時候 12 點半從新竹火車站出發，坐慢車到台北已經 3 點

半。然後，再搭公車到老師家，上一個半鐘頭的課。很扎實的打下和

聲學、鍵盤和聲、對位法、曲式學的基礎。李老師比較注意曲子是否

真正能表達歌詞的意境，並要對哪些是高潮等做到恰到好處的處置。

尤其是編曲，不能失掉原味。 

也曾經參加文化大學的講座，黃友隸老師主講有關「如何用西洋

和聲寫中國音樂」。也曾就教於教學嚴格的劉德義教授，劉教授曾當

眾稱讚我的作品，這是多麼難得的一件事啊！眾所皆知，劉教授是不

輕易稱讚別人的。 

雖然不再以鋼琴家為目標，仍然勤練鋼琴，到台北找了吳漪曼老

師，也找了蕭滋老師，一直拼命學鋼琴，因為從彈奏中發現和學習許

多不懂的東西。印象最深刻的是金葆宜老師，她是維也納音樂院畢業

的鋼琴家，不過她先生是一位大使，所以常駐國外，因此國內音樂界

對她的認識不多。她告訴我：「每一個作家他們創作的背景，還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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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去表現」，例如：蕭邦作品的觸鍵，連第一個音要怎樣彈都講很

久。 

這段時間，我也開始著手參與推廣成人的音樂教育。先後指導過

竹聲混聲合唱團、青商夫人合唱團、紫羅蘭合唱團和新竹市中小學教

師合唱團。 

(四)回任竹師附小時期（1973-2001）： 

附小的陳世慧校長，請我擔任音樂教師，希望為兒童音樂教育多

盡一分心力，繼續為合唱團作曲。 

到退休之前，共出版了合唱曲集四集。除此之外，響應張清郎教

授提倡的「台語歌曲藝術化，藝術歌曲流行化」，也創作了「淡水渡

口」、「櫻紅」、「寒梅」、「春夢」……等多首台灣藝術歌曲。
28

在這段期間，我仍然不斷的創作，多次獲邀作品發表。其中，1999

年新竹建城 170 周年——台灣歌曲之夜「孫思嶠作品發表會」中，首

次發表歌頌讚美的「新竹調」，象徵新竹市的未來，充滿光輝與燦爛。
29
  

最高興值得一提的是，國樂作曲家顧冠仁教授以「新竹調」為素

材，改編為「新竹風采」國樂合奏曲，風格傾向活潑化、年輕化，希

望透過這一首代表新竹的本土國樂作品，展現新竹人樂觀、自信，豪

邁的精神。
30
之後，把這首曲子的總譜送給文化局當作新竹市的文化

資產。
31

在新竹市立直笛合奏團的邀約之下，亦為直笛編寫直笛與人聲合

奏曲，這算是一種新嘗試。自此以後，除了合唱曲、藝術歌曲、鋼琴

曲之外，又多了直笛曲的創作空間。 

 

四、退休生涯寫真（2001-   ）：
32

 

(一)推動社會教育： 

退休之後，除了創作歌曲之外，還擔任新竹市薔薇婦女合唱團的

專任作曲老師；新竹市新韻合唱團的客席指導教授，並為該團作曲、

編曲、指揮。 

(二)新竹市音樂協進會（2001-2007）： 

在退休的前一年，由於全體協進會會員的愛戴，榮任理事長，一

連當了二屆共 6年的理事長。在這 6年裡，本著「音樂紮根，音樂平

                                                 
28  張清郎著 （1998）年。 如何演唱台灣歌曲 
29  IC之音電台   愛上新竹專訪  2003 年 8 月 9日 
30  陳玉釵著 （2005）。 音樂教育的推手---孫思嶠老師 
31  於 2003 年驊韻音樂會暨孫思嶠作品演唱會當晚。 
32 節錄自 2007 年 06 月 15 日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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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化」的信念。每年舉辦兒童歌曲獨唱、重唱比賽，國、高中的藝術

歌曲暨民歌獨唱比賽，以及社團的合唱觀摩會等。 

2005 年，策辦第一屆兒童暨青少年直笛獨奏比賽，本市學生熱

烈的參與，得到熱烈的迴響。接下來的兩屆，連外縣市學生也來報名

參賽。每屆參賽人數超過百人，從早上 8：30 比到下午 5：30，賽程

緊湊。老師、家長與學生把整個會場擠得水泄不通。為了一年一度的

直笛比賽，我還特地創作 6首直笛獨奏指定曲，為的就是避免涉及著

作權的問題。 

2007 年元月 7 日卸下理事長的職務，雖然已經交棒，但為了推

動社會的音樂教育還持續努力，也繼續創作中。 

(三)持續創作，永不停歇： 

2006 年獲邀參與新竹縣國民小學閩南語教材（第一、第二冊）

的音樂編輯工作，創作 12 首閩南語兒歌。 

 

五、結語 

 

回顧這一段漫長的歲月，兒時的我，喜歡「唱歌」、「看戲」，雖

然經歷戰亂，過著窮苦的日子，加上升學的壓力，卻也度過「快樂的

童年」。一直到初中畢業之際，面臨人生最大的抉擇，為了是否保送

高中而困擾許久，最後聽從母親的勸導，報考竹師。 

進入竹師，遇到一輩子的貴人，恩師——李永剛老師和周瑗老

師，把我帶入學習正統音樂之門。周老師的一句讚美：「你的鋼琴技

巧，已經有師大音樂系學生的程度了！」讓我更努力的練琴，廢寢忘

食、在所不惜。畢業紀念冊上，李老師的箴言：「人生有限，藝術永

恆，天才就是努力。」成了我作曲的原動力。 

竹師附小頂尖的教學環境，陳世慧校長的知人善任，讓我一頭栽入推

動音樂教育的漩渦裡，除了練合唱、作曲，還有對外的音樂演示教學。

遇到一位好校長，讓我永生難忘。附小合唱團對外比賽的光榮事蹟，

除了讓我感到驕傲之外，也成為源源不絕的原動力。 

另一半——黃巧珠老師，是我的最佳拍檔。每當完成一首新曲，

太太是第一個鑑賞者；比賽時，太太是最佳的伴奏。鼓勵我進修，給

予最大的時間與空間，因為有她無限的包容，我才有豐富的作品問世。 

本著一股熱愛音樂的心，不斷的創作，永遠記住李老師給的畢業

箴言：「人生有限，藝術永恆，天才就是努力，上面這個主題，希望

你以『成功』來續成人生的全曲。」 

 15



第三章 孫思嶠老師作品風格分析     

 

一、作品種類： 

孫思嶠老師的作品有已出版和手稿(未出版)兩大部份，可分為： 

（一）聲樂曲  

1.合唱曲 

2.獨唱曲 

3.校歌 

（二）器樂曲   

1.直笛曲 (含獨奏和合奏)  

2.獨奏曲 (長笛+鋼琴曲) 

3.管弦樂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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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孫思嶠老師的作品依種類百分比統計,藉以瞭解其作品種類的分

布情形。 

作品種類百分比統計表(註 1) 

類別 種類 首 百分比(%) 合計

(%) 

備註 

已出版 122合唱 

手稿   8

 

58.55% 

已出版   9

聲 

 

樂 獨唱 

手稿  51

 

27.02% 

 

 

 

 

直笛  30  

13.51% 

長笛+鋼琴 1   

0.45% 

器 

樂 

管弦樂曲   1    

0.45% 

 

 

 

(1) 此表已出

版聲樂曲

中，國語有

72 首；台語

有 56 首。  

(2) 此表手稿

聲樂曲中，

國語有 57

首；台語有 2

首。 

(3) 有4首標示

不清。 

----------------------------------------------------------- 

(註 1) (孫思嶠作品編號，2007，第 1 頁~ 第 6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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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品種類之分佈情形： 

(1) 孫思嶠老師的作品在聲樂作品中,佔其全部作品的 85.58%,器

樂作品佔全部作品的 14.41%。 

(2) 合唱作品共 160 首佔其全部作品的 58.55%；獨唱作品共 60 首

佔其全部作品的 27.02%。 

(3) 直笛作品共 30 首佔其全部作品的 13.51%。 

(4) (長笛+鋼琴) 1 首佔其全部作品的 0.45%。 

(5) 管弦樂曲共 1 首佔其全部作品的 0.45%。 

 

由上列的表格中明顯看出,孫思嶠老師的作品以聲樂曲居多,共計190

首, 佔其全部作品的 85.58%,而器樂作品共 32 首佔其全部作品的

14.41%, 因此, 孫思嶠老師是一位偏重聲樂曲創作的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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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品風格分析(所列舉的作品是孫老師特別喜愛或有其特別紀念

意義的作品) 

第一首：娶來家(長笛+鋼琴)  

「娶來家」原是獨唱曲」四十年前孫老師將這首曲子送給師母，

作為結婚的獻禮，後來把它改寫成器樂曲，成為兒子培倫、媳婦千雅

新婚的禮物，有好曲代代相傳的特殊意義。這是一首長笛和鋼琴的合

奏曲，這首取名為「娶來家」的合奏曲，期盼在上帝的帶領下「琴笛

合鳴」直到永遠。 

此曲是 A─B─A 形式的樂曲。以下是此曲的封面及作品分析： 

封面： 

 

 19



作品分析： 

(1) 這首 C 小調四拍子的樂曲，一開始是長笛、鋼琴相互呼應象徵喜

雀的叫聲，緊接著展現出迎親的熱鬧行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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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5 小節～23 小節帶進主題，是民歌風的曲調充滿喜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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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過三小節的過門，進入第二主題做了轉調，速度變成 meno    

   mosso； 

 

 

 

(4) 直到 43 小節呈現出濃濃的台灣本土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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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 48 小節～50 小節再度出現迎親行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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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 51 小節～69 小節又回到第一主題幹曲調稍有變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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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最後三小節(70~72)又出現迎親行列及喜雀的叫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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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首：青蛙與小姑娘(民謠風)(註 2) 

作品分析： 

(1) 曲子簡短、歌詞可愛： 

在這首曲子中句尾的字「怕」、「媽」、「瓜」、「家」、「罵」、「叭」 

皆押「ㄚ」韻，歌詞如下： 

青蛙與小姑娘 

池塘裏的小青蛙 見人就害怕 

那鄉有個小姑娘 學人做媽媽 

小青蛙別害怕 上來請你吃西瓜 

小姑娘乖乖啦 我和你倆家成一家 

小青蛙聽了笑哈哈 小姑娘聽了破口罵 

鑼     鼓………  喇    叭…….   

氣倒了姑娘        嚇走了青蛙  

剩下我和大西瓜 

 

 

 

 

(註 2) (孫思嶠合唱曲集 1，1981，251 頁-26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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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旋律分次出現在不同的聲部  

    a.主旋律出現在第一部 PP.25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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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主旋律出現在第三部 P.255 並以卡農方式出現在二、三部 

 

c.主旋律出現在第二部 P.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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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主旋律出現在第三部 P.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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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曲由 F 大調開始，至第 36 小節。轉成降 E 大調，至第 78 小節

轉成降 A大調，至第 128 小節又轉回 F 大調， 

主旋律時而在第一部；時而在第二部；時而在第三部； 

交錯成一首活潑有趣、動人的樂曲。 

(4) 第一部當背景時,音樂活像一幅雲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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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改變節奏： 

由 2/4 拍轉成 3/4 拍，帶出主旋律，旋律依舊，節奏改變呈現另

一種風貌 

 

(6) 最後製造高潮:由快到慢 

 32



 

 

 

 

 

 

 

 

 

參考文獻： 

孫思嶠作(編)  （1981 年 5 月初版）。孫思嶠合唱曲集（1） 

樂韻出版社 總經銷:台北音樂家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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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孫老師合唱作品風格與分析 

 

一、合唱作品創作手法                                               

孫老師早期的作品較無閩語作品，近六、七十年代才有較多的閩

語作品。誠如孫老師所說：「我的作品有濃濃的鄉土味，閩語歌曲的

創作是要配合音韻來譜曲的」。 

    孫老師的作品以合唱作品居多，早期以創作兒童合唱曲為主，後

來才有混聲四部的作品。因為兒童音域的問題，孫老師覺得創作兒童

合唱曲是比較困難的。 

    孫老師創作歌曲時究竟是先有詞？還是先有曲呢？孫老師說：

「先有詞，再譜曲，有些是自己喜歡的詞，早期還有運用古詩創作，

再來就是受人委託譜曲」。 

孫老師創作的順序依序為： 

1、 先決定運用大調或小調 。 

2、 把歌詞背熟 。 

3、 揣摩作詞者的心境。  

4、 決定調性、節奏 。 

5、決定是為兒童合唱團、混聲合唱團、男聲、女聲或大眾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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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老師合唱作品的特色： 

  1、每一個聲部都會唱到主旋律，輪流做主角。 

  2、喜歡不斷地轉調、變換節奏、變換速度。 

  3、以小調作品居多。 

  4、鋼琴伴奏喜歡用象徵性的手法。 

  5、喜歡在結尾的時升高半音臨時轉調，製造另一種效果。 

  6、喜歡用對位的方式互相呼應。 

  7、歌曲中常有歌仔戲或布袋戲等傳統音樂的元素。 

  8、旋律及伴奏兼顧。 

  9、喜歡在最後一段製造高潮結束。 

 

二、合唱作品風格分析 

以下介紹孫老師最滿意的閩語合唱作品『新竹調』
33
，以及最喜

愛的編曲作品『太湖船』、『為著一粒米』
34
。 

    民國 87 年孫老師應邀為新竹建城一百七十週年所做的混聲四部

合唱『新竹調』。歌詞內容大意是：「新竹車頭第一美、四個時鐘排做

                                                 
33

孫思嶠作(編) （2000 年 7 月初版）。孫思嶠合唱曲集（4）樂韻出版社 總經銷:台北音樂家書房 

 

34
孫思嶠作(編)  （1981 年 5 月初版）。孫思嶠合唱曲集（1）樂韻出版社 總經銷:台北音樂家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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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新竹城有高科技、南北英才來加入。坐東向西好地理、東平是山

西海水；山內果子滿滿是」把新竹的特點都點了出來。這首歌曲的作

詞者彭金珠，是一位家庭主婦，非常愛新竹。                                 

 

半音階式的伴奏象徵新竹的風 

 

女高音唱出主旋律 

 

次女高音唱出主旋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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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高音唱出主旋律 

 

 

男低音唱出主旋律 

 

 

四聲部同時唱出主旋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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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聲部輪流道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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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高音獨唱 

 

 

轉調速度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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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歌仔戲的曲調 

 

 

 

最後一段製造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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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的時候以升高半音的方式轉成大調 

 

 

 

 

 

 

 

 41



 

伴奏奏出主旋律 

 

 

三聲部同時唱出主旋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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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唱出主旋律,第一 二聲部用和聲相呼應 

 

 

 

用對位的方式相互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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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聲部唱出主旋律,第二 三聲部用和聲相呼應 

 

 

改變節奏與速度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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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伴奏象徵農夫辛勤勞動的場景 

 

 

製造高潮結束 

 

 45



 

鋼琴伴奏象徵湖面划船的場景 

 

 

以對位的方式相互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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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旋律在各聲部間輪流出現 

 

 

改變節奏調性與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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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成明朗的大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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