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代職業國樂團發展中的面向-以通俗化與交響化為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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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摘要 

本文以民族音樂學的角度及參與觀察法的角度切入，探討現今台灣地區之職

業國樂團與非主流國樂團的生存發展。以西洋理論作曲的角度來分析職業交響化

國樂團的發展與交響化作曲所產生的議題；而非主流國樂團則是以「天漢國樂團」

的整體運作，做為觀察的對象。其主要討論的主要內容分為兩方面：一為職業國

樂團與非主流職業國樂團的生存與發展；二為國樂交響化的作曲趨勢，並以職業

交響化國樂團為討論主體。 

 

關鍵字: 國樂團、通俗化、交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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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rofessional 

Chinese Orchestra: An Exploration Based on Popularization 

and Sympho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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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thnomusicology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Chinese orchestra and 

alternative Chinese orchestra in Taiwan. On the basis of Western theoretic 

composition,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topics result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symphonized Chinese orchestra and symphonized composition. As regards alternative 

Chinese orchestras, they are observed through the operation of Ten-Han Chinese 

Orchestra. The main discussions are divided into two. One is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Chinese orchestra and alternative Chinese orchestra. The 

other is the trend of symphonized composition of Chinese orchestra. These 

discussions mainly focus on professional symphonized orchestras.  

 

Keywords: Chinese orchestra, popularization, sympho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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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現代國樂團這個名詞在一般的普遍認知中，應該是指一個聲部齊全，以民族

管弦樂器合奏為主要運作模式的團體。在相對於所謂以往的國樂社或是小型的南

北管或是地方傳統戲劇的後場，在地方樂種的型態上，成員的人數是比較多的。

就其發展的軌跡，現代的職業國樂團，朝著交響化發展的趨勢，日趨明顯，依筆

者的觀察，朝著交響化發展的現代國樂團，似乎是一種時代或是音樂藝術認同的

主流趨勢，這個現象其實是由作曲、樂器研發改良，乃至於錄音工程及專業音樂

養成教育等等環節相互影響而產生的。交響化的職業國樂團需要極其龐大的資

源，例如：練習場地、樂器、樂譜架等設備。尤其是龐大的人事費用，這些資源，

原則上是只有政府公家機關方有能力支應，然而相對於職業樂團成員的人數，並

未進入現代交響化職業樂團的演奏者是比較多的，於是不得不發展出另一類非主

流職業化的國樂演奏團體。 

 

貳、現代國樂團的非主流發展---職業化的通俗現象 

所謂的非主流應當是定義在樂團發展主要的目標，並非完全著眼於音樂藝術

的理想追求，或者說並非將音樂藝術推廣、提升或是研究作為樂團或樂隊的主要

業務。這些非主流的職業樂團明顯的以維持樂團的生存為其最主要的目的，更精

確的說，是以維持樂團團員個別的生計為最主要的目的。以現今台灣地區，這類

型的國樂團其數量要遠遠大於專業的交響化主流國樂團。談到非主流國樂團的存

在現象時，首先要從非主流國樂團的基本生存談起，不同於現代交響化職業國樂

團由政府機關編列預算。非主流國樂團是必須由樂團本身自行維持其必要的生存

條件，這中間包含了器材、人員等等的一切必要條件，在非主流國樂團的運作中，

首先是由業餘愛好的集結練習作為樂團的雛形，在很多縣市，甚至是一直到現在

這些業餘愛好的樂器研習者，都還是非主流國樂團的基礎成員的主要來源。 

一、非主流國樂團的職業化與非專任性 

宗教儀式上對音樂有著一定程度的規範，尤其是刻板印象中所謂的國樂有

需求時，許多廟宇，或是道場會有所謂國樂團或稱之為聖樂團的組織。地方性傳

統音樂的愛好者自發性的集合練習，也是早期非主流國樂團在邁向職業化的重要

成員來源；相對於有宗教勢力扶植的團隊，這類的集結練習地方性傳統音樂的資

源又更少一些，但這些嫻熟地方性音樂的練習者，卻是非主流國樂團職業化中最

重要的一股力量。這些嫻熟民間音樂的樂師，在其技藝達到一個程度，經驗或社

會關係也有相當自信的條件下，形成一個以演奏為主要經濟手段的團體，是這類

型國樂團體發展的一種現象與趨勢。非主流國樂團也許會在一種偶然的情形下，

因為某一場表演的需求而誕生，也會因為一場成功的演出而使其基礎穩固，就音

樂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非主流國樂團對觀眾的反應更是直接而強烈的感受，甚至

是直接影響到非主流國樂團的生存於否，有著觀眾支持的非主流國樂團，在其演

奏中得到肯定，也爭取到下一次演奏的機會。 

二、非主流國樂團的職業化與樂團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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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同於交響化的公立國樂團，非主流國樂團在其評估營運的狀態或是樂團

運作的資本考量下，往往非主流國樂團是沒有所謂的專任團員，也就是說，非主

流國樂團雖然是做職業性的演出，卻往往沒有專任的團員，或許只有一種專屬團

員的概念，非主流國樂團的樂團本身往往是只有屬於一個所謂團主所有，這個團

主便是實際負責營運這個國樂團的人，他運作樂團一切事物，包括演出的洽談，

人員的分配，曲目或是演出型態的設計，以及人際關係的應酬，器材的維修與擴

充。所謂團主才是這個樂團專任的團員，其餘參與演出的樂師，都是應團主聘請

而來，在完成這場演出後，便與這個樂團不互相隸屬，直至下一場演出再度應聘

之前，樂師和樂團形成一種極度鬆散的關係，但卻也是一種極度緊密的關係，當

樂團再度接到演出的邀請時，樂師便會再度為樂團演出。通常一個運作中的非主

流國樂團在其職業化演出後，會有幾個固定的組合。 

通常非主流國樂團的演出，會因為案主的需求，在人數上有很大的可變動空

間，而人數的多寡卻以案主本身所願意支付的價金為主要的條件，與演出節目內

容的關連性並不必然，也就是說，同一首曲目在不同案主的邀約演出中人數並不

一定相同，這種現象在非主流國樂團中是極其普遍的存在，也因為這樣的現象，

所以加深非主流國樂團團員的非專任性。通常，非主流國樂團在演出前會做以下

各階段的準備如下: 

(一)演出與演出前的準備： 

非主流國樂團在職業化中最為重要的活動便是演出。而其演出和交響化的國

樂團有很明顯的不同。交響化的國樂團通常會擬定一系列的演出計畫，排定

時間，場地，再依練習計畫，採排練習，而非主流國樂團的演出卻都是在案

主有異或臨時起意下所議定的演出，兩者在本質上是截然不同。非主流國樂

團的演出其音樂藝術的呈現並不是其最重要的因素，反而是對功能性的要求

更為具體。 

(二)演出人員的選定： 

非主流國樂團因為並沒有專任的團員，當接到演出時，團主即刻就案主所要

求的人數，開始尋找時間上可以配合的樂師。其對樂師參加演出考量的因素

以樂師的琴點（即樂團應付給樂師的演出費）為主要的考量因素，而這便是

典型經濟活動的運作模式。其次再考量樂師的演奏能力，這部分包括團主主

觀對樂師演奏能力的評定，人際相處的反應及樂師整體表現給團主或是經常

性的案主之總體印象。例如，在某些場合，案主也許會指定希望哪一位樂師

為他演出，這時團主通常也會依照按主的要求。 

 

(三)器材的準備： 

非主流國樂團的演出，絕大部分是在非音樂會舞台上進行，演出的場地五花

八門，如廟宇前的廣場、或是人行道上的騎樓附近、旅遊景點區及宴會廳的

一角等等，在業界統稱為外場。做外場工作需要有大型譜架(圖 1)；另外在

譜架的面對觀眾面，也會標註樂團的名稱(圖 2)，聯絡電話等等訊息給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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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眾，其次是整組音響設備(圖 3)。大型譜架的作用與功能，有別於交響

化國樂團用的譜架，非主流國樂團用的大型譜架，除了做為樂師看譜方便之

外，還有隔出演出區域與廣告樂團的功能，所謂隔出演出區域，事實上是因

為非主流國樂團通常不是在舞台上表演，與觀眾實在過於接近，隔出演出區

域是有其必要性(楊儒懷，2003)。也因為與觀眾有一個適當的區隔這項功能，

所以非主流樂團所使用的譜架多為木制類，似一張小桌子形式的譜架，這樣

的譜架雖然有搬運不易的缺點，卻是能夠明顯的將觀眾與樂師隔開。 

 

         

圖 1、非主流國樂團使用之大型木質譜架             圖 2、非主流國樂團使用之大型木質譜架 

音響設備是非主流國樂團器材中價值最為昂貴的一個項目，他是由控制板面

(圖 4)、麥克風 microphone、擴大器、揚聲器（喇叭）(圖 5)等音響器材所組合

而成。音響器材的架設，揚聲器安放的位置，音量調節的準確度，這方面的

專業技能也是非主流國樂團演出時所必須的，當音響器材完成布置一切就

緒，演出區域也區隔出來，演出樂師到位便完成非主流國樂團的演出前準備。 

 

 
圖 3、音響主機 

                     

 圖 4、音響主機主要控制板面                       圖 5 揚聲器（喇叭） 

 (四)演出的型態： 

非主流國樂團通常的演出，大多配合其他活動的進行，如宗教慶典儀式、民俗節

日慶祝活動、與婚喪喜慶的場合(陳建華，2001)。其演出目的大多是在為主體活

動作陪襯或是增加其氣氛之用，所以非主流國樂團在演出中，雖然也是以音樂作

主體，但是音樂的欣賞卻不是演出中最高的價值，亦或說不是演出中最被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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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反而是配合周遭環境、氣氛營造與觀眾互動為重點。 

三、非主流國樂團的職業化與表演風格 

非主流國樂團與公立交響化國樂團職業演出最大的不同是，非主流國樂團隊

節目型態或是曲目幾乎甚少變動，演出時間也較不一定，或是說非主流國樂團的

演出時間是樂團不能夠完全控制或預定的，往往樂團必須配合案主的一切時間場

地，這和公立樂團能自行排定演出計畫是有著極大的不同。公立樂團對於演出型

態與演出曲目，通常也都享有極大的自主權(胡登跳，1982)，而非主流國樂團大

多只是準備 2 至 4 小時的曲目，以能應付所接到演出案主的需求為主要目的，並

不全力投入在音樂創作，也不會有經常或是固定的練習，雖然也是算做職業性演

出，但其樂團團員的技術水準比較不整齊，演出曲目也相對於交響化國樂團來的

簡易(王惠然，1991)。 

以現今的非主流國樂團普遍性的演出組合，大致分為：吹管樂師，彈撥樂師

和弓弦樂師。吹管樂師通常以笛為主要的成員，笙和嗩吶，簫這些樂器，比較少

見，彈撥樂師則以琵琶，洋琴為主，其次是古箏，而拉弦樂師則以高胡和二胡為

主，非主流國樂團的職業化通常是以團主的意志為主要的出發，當具備器材和接

案能力的團主開始運作一個樂團時，這個樂團便邁向職業化的演出（呂錘寬，

2005）。 

參與非主流國樂團演出的演奏者，往往同時參與不只一個以上樂團的演出，

運作非主流國樂團的團主也大都明確的認知這一現象，於是形成一種多團共用樂

師的情形，或是將所接到的演出預約以轉包的形式發包給同業的既競爭又合作的

特殊現象。也因這種特殊現象，在其職業化的演進過程中，往往會出現樂團演出

水準不能進步的缺失，同一場次演出者缺乏默契，沒有一同練習的統一音色，強

弱的音樂客觀理性分析，而參與演出者對樂團本身向心力也極為不足，演出前幾

乎並不做任何形式的練習或準備，也大大的降低非主流國樂團的演出水準(李

醒，1987）。因為這些的因素，雖然非主流國樂團目前的團數眾多，卻並未有任

何一個非主流國樂團的職業演出，受到音樂界甚至是社會其他大眾的認同與肯

定。 

 

參、交響化國樂團的發展 

一、現代國樂的定義 

 首先劃分「現代」與「傳統」國樂兩個名詞的相對性，其實這兩者目前依然

是並存的，而非將傳統樂種加以淘汰，以現代者易之。在中國五千多年來悠久的

文化薰陶下，已經存在相當豐富、形式多樣的樂種，並且與政治、文學、民生等

項目息息相關，而迄十九、二十世紀已將我國大量地吸收海外思想文化，音樂的

發展亦受到影響。在傳統的樂種之中，器樂的演出形式包括典型的「吹、拉、彈、

打」四種形式 (陳勝田，1979)，並且以音色及樂器特性等，各自在其領域發揮所

長，雖亦有混合的形式，比如絲竹鑼鼓樂，但在編制及配器上的處理，終究脫離

不了我國固有音樂風格上的速度與西方的調性和聲系統相迥異。我國的音樂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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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音樂，並且屬於「支聲複音」（Heterophony），即繞著骨幹音加以變化裝飾，以

豐富其聲響的手法。 

所謂的現代國樂中，它包含了強烈的西方「交響化」（Symphonization）概念，

採用管弦樂團中家族式的樂器編制，在整體中各自擔綱其角色，風格手法也加入

功能及色彩性和聲等，一方面卻又保留各樂器的音色特性並加以發揮，形成當今

普遍而廣泛的一種音樂形式。以功能而言，傳統國樂與民俗文化較為貼近，著重

在實用及應用，在學術上的價值較偏向樣本化；而現代國樂因吸收西方風格與技

術，其走向較為偏向舞台之演出，以及作曲家之結合與創新，藝術價值大為提高

(李醒，1987）。無可避免的，近年來政府推廣音樂文化之時，再度設法將新的樂

種與民俗、政策等相結合，這其中的一些折衷及流弊，往後的文章研究裡會再更

進一步的深入探討。 

二、現代國樂團的建立 

 在現代國樂中，除了形形色色的器樂獨奏暨協奏曲外，民族管弦樂佔相當重

要的地位，是為民族器樂交響化是最典型的代表形式。這樣的形式是由中國大陸

著名的指揮家兼作曲家彭修文先生所創立的，他不啻熟悉歐美交響樂團的模式，

亦對於國際指揮大師風格的了解，以及我國民族音樂藝術皆有深入研究，因而創

發建立中國第一個民族管弦樂團－中國廣播民族樂團(陳建華，2001)。他糅合了

中國歷史文化特色、民族音樂風格，中西音樂美學、及西方交響器樂編配組織與

其手法精髓於一爐。 

 民族管弦樂最大的特點在於，以西方管弦樂團之模式，而將中國博大精深的

文化發揮得淋漓盡致，以全新之音響手法，重新詮釋或變化固有樂思，在藝術性

的考量上高於傳統的實用性(胡登跳，1982)。這種形式的建立是種創新，同時也

是種改革，針對傳統音樂速度及手法隨著時代，逐漸不敷需求而亟需突破的情

況。除此之外，在個別樂器的演奏技巧與聲響發掘上，也不斷地深入與革新，了

解各自特性並將之融合，再賦予整體的展現空間，與傳統「先將個別樂器之音色

特點充分展現後，再藉由齊奏而結合」的表現方法不同。 

 此一藝術形式以其深具個性的音樂風格，與憾動人心的民族情感見長，使得

兩岸各地，以及南洋一帶等大城市之中國樂團，皆承襲著「中國廣播民族樂團」

的路線前進，許多著名作曲或編曲家也紛紛以此型態寫作音樂，影響產生的作品

樣式繁多，從短小精簡的民謠改編到大型的幻想曲、交響詩等等都有。 

三、現代國樂團的演奏手法 

 對於此項要點，首先須探究到音樂作品本身之產生，必定與時空、地域、文

化、及作曲家之背景、性情等皆有關聯性；尤其以「創作音樂」一詞而言，受西

方風格手法影響之下，作曲者的原創性是不能被忽略的，故在此應有認知：現代

國樂並不會屏棄固有的文化特性，而成為一味因襲西方的倣作。就題材內容方

面，最直接影響的因素是環境、歷史、宗教、思想與文學，決定一件作品的內涵

之後，其次才是形式。 

自古以來我國的文學作品之產生，幾乎以外在、他律的感染較多，或者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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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抒發，也就是單就形式而寫作的作品，被認為流傳性及藝術價值較低，比如闈

場應試之作一類。這點投射在音樂的創作上，與西方自古典樂派以來存在大量的

「絕對音樂」（Absolute Music）概念不同，尤其以非舊有模式的編制來說，民族

管弦樂的創作考量，基本上鮮少以「純粹聲音速度變化及樂曲結構」的樂思為主。 

當然這類的作品也有，但是它的特色便相對地減低了，而且即使是現代國樂，在

音調上依舊保有調式音樂之特色，倘若不完全排除（特別是著重調性及功能和聲

之西方樂曲結構），那麼絕對音樂的說法在此有些矛盾。該如何決定一首樂曲的

形式，或是其組織當如何劃分呢？應該是說這樣的音樂是毫無疑問地存在，但它

與「民族管弦樂」之間的關係，便非常地薄弱了，因為內容與「民族」二字沾不

上邊。 

四、現代國樂團的作品形式 

縱觀絕大部份的現代國樂作品，取材方面在某種程度上仍受傳統的感染，以

敘事或描繪性的內容居多，在組織上強調的是為「藝術性的統一體」，而非建築

式的單純結構性組織。西方的曲式學論點上有明確地提出，「一首樂曲的框架形

式乃取決於內容。」而國樂豐富的題材與內涵，加上中國固有文化的色彩，比如

地方風格、民謠、傳統樂種模式、或者文學及宗教上的意義、慣用的語彙手法等，

造就了現代國樂千變萬化的形式。這些形式中的段落並常被賦予意義，使得外觀

看似可能鬆散、平淡無奇的音樂結構，被內涵上的連貫性緊密地結合起來，這同

時也是中西音樂文化差異上，非常值得一提的特色。在處理這些繁複的內容素材

上，對於音樂本身表達及聲響的需求，往往相對地提升，段落之功能比重也相對

增加。透過曲式學的分析，最常出現於現代國樂中之組織形式為「A-B-A」三段

體與「起、承、轉、合」，以及形式較能自由變化的幻想曲與敘事曲，或者綜合

兩者並加以貫串，但在寫作時的思維基本上是中國的，西方的形式只是用以組

織、成就其藝術內涵的一個媒介，而非正鵠。 

 以和聲而言，現代國樂通常所使用編配的，是以調式素材為基礎、調性為輔

助及具色彩變化的功能和聲。與西方的教會調式一樣，我國的五聲及七聲音階調

式亦有其主要及次要的音，作曲家便透過調性音樂的功能概念，藉著和聲將曲調

整理出頭緒，並順其理路膨脹、擴大及發展，使作品得以充斥著張力及色彩，再

加上民族器樂獨有的音色及表現加以點綴，所呈現的風貌並不遜色於西方的大型

管弦樂團。無可否認的，縱有再多吸收融合的特點，只用單一觀點來探討、評論

現代國樂的理論性是不客觀的，但是除了環境與思想差異，還有許多實際的考

量，在此我將它們逐一提出，以熟諳西方作曲理論，以及對中國音樂藝術了解之

眼光，探索其中的質疑與矛盾。 

在先前風格手法的部分，我們已經知曉，在現代國樂中所慣用的和聲語彙，

但調性濃厚的功能與和聲究竟是否適用於國樂呢？暫且撇開音調風格的問題不

談，光就樂器本身的構造以及音律法則，有幾點是不能被忽略不做探討的。首先

是中國樂器的製造，乃是以天然材料製成，並不像西方有大量的機械及加工，因

此做出來的樂器基本上是自然的，在發音及音律變化上也有一定的限制；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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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樂器製作所採用的是純律及五度相生律，並不是西方精密的十二平均律，遂

在轉調及等音方面，會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協調。即使在交響化的民族管弦樂中，

每件樂器只能調至相當接近的音高，但基本上（尤其管樂尤為顯著）仍有細微的

差異，泛音的頻率亦不會相同，所以當奏出一個和弦時，絕對不會是百分之百準

確的音響，而是一個與之接近的複合聲音。當和聲行進及色彩變化繁複時，便容

易造成演奏（指法）上的困難，音響亦可能隨著樂器的自然調性不同，而產生某

種程度的不協調，音律間的誤差會顯著地增大。這時所謂的功能和聲，便已失去

實質上的意義，而成為譜面上的理論，也因此調式的旋律音調須佔著格外吃重的

要角，否則音樂的方向便會為和聲音律的混淆，而變得難以辯識了。 

五、現代國樂團的風格： 

接下來要探討的是風格上的問題，民族的風格色彩始終是民族管弦樂見長的

特色，但當和聲等西方作曲手法介入後，很尷尬地，音樂被貼上了極強烈的「標

籤」，在風格上也備受爭議。現在是國際化的廿一世紀，而音樂早在廿世紀時便

已呈現多樣形貌，幾乎無所不可能，在同一件作品中出現多種素材，也是稀鬆平

常的事。當然，西方的手法被大量地運用在國樂作品之中，也不能算錯誤、不合

宜，在現代多元的領域是無法以絕對的是非來評判一首音樂作品的。當一段以五

聲音階調式為主的曲調中，出現了西方調性系統中最強烈的大三和弦及屬七功能

和弦時，也許有些人尚能接受，有些熟悉於西方音樂語彙的人便會覺得突兀，畢

竟是以聽覺與審美極為主觀的。但事實上這是作曲家的職責，作曲時選擇使用音

樂的語彙便如寫文章時斟酌詞藻一般，在創新、發掘、突破之餘，應該考慮到合

宜與否，一首樂曲的風格倘若不取得統一，便無法成為獨立的個體。若要一件作

品邁入藝術的殿堂，風格組織的精緻性是必須的，否則便會隨時間而漸次消逝，

這樣的現實並非作曲家之主觀能夠掌控。 

再來談個相當有趣的話題，就是有關「標題音樂」（Program Music）與曲式

在現代國樂中的關係，以及其存在必要性與否。在國樂中大部分的樂曲都擁有標

題，甚至有時各段落亦會寫上標題，意即樂曲中擁有明確的思想軸心，無論是表

達敘述、抑是抒發情懷，然後作曲家巧妙地將這些樂思套用在既有的曲式中，譬

如在 ABA 的典型形式裡，將再現段落的 A 賦予「回憶」、「更加深沉」等特殊意

涵，變化部分的加入與西方基本的再現思維略有不同，不僅是美學上對完整性的

需求而已。可說是標題內容的比重根本地主導了曲式，只要能達到美學上的完整

與統一性，在此範疇之內曲式能夠彈性變化，甚至為了合乎內容需要而變得零

散、支離破碎，亦不無可能。屆於此時採用西方的曲式意義何在？中國傳統音樂

形式中，亦有聯奏曲牌等大型作品的模式，然而曲牌本身在音樂的張力及發展皆

有限，遂而即使串連起來，仍舊是鬆散的作品。由此看來，「曲式」之使用是免

不了的手段，而在排除標題意境之外，音樂本身的獨立及完整性，才是一首「樂

曲」所須必備的條件。 

 

肆、現代國樂團的發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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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國際化的趨勢，民族管弦樂的興亡便面臨抉擇，遵循著「中國廣播民族

樂團」的路線究竟能一脈走到何時，我們不得而知。但它亦是有所極限，充滿民

族風味的題材與音樂素材，用到某種程度之後，也是需要再突破的，而民族管弦

樂的走向，究竟是該保留「民族」抑是「管弦樂」之特點，著重何者繼續發展，

也或者民族性格會逐漸地削減，這其中取捨，至今並未定奪。而在當今中國大陸

以及臺灣，現代國樂算是被極力推廣的一種形式，在各大城市皆有專業之民族管

弦樂團，演出此一類型之曲目，並積極參與地方及國際各種文化活動。以臺灣來

說，配合行政文化機構的各項措施，現代國樂團以交響化的模式，採集並改編許

多外來曲目，包括民謠、流行歌、西方樂曲等，藉以將民族管弦樂從藝術領域，

而推展到普及的文化層面，透過演出的媒介，引進許多具特色的音樂作品，同時

演出(圖 6)本身也具備了文化傳播或娛樂等多項功能的呈現。 

 

 

圖 6 現代職業國樂團演出情形 

 

伍、結語 

在如此大環境下，勢必也會造成某種層次的藝術性流失，為了讓職業的樂團

有機會演出，並讓曲目能適合於多數群眾，甚至民族色彩逐漸被予以樣本化，不

再是直接表現出民族情感的藝術作品，而「民族管弦樂」變成只是單純的編制形

式，曲目的社會性愈強，樂曲本身的技術及內涵便愈成為次要。同時，傳統國樂

也面臨著同樣的考驗，當環境受到西方文化之衝擊，政府機構開始強調、重視所

謂的「原鄉」、「本土」概念，現有的樂種形式都位於瀕臨變革的瓶頸。就音樂而

言，特色、風格及技術決定其藝術價值，而在與政策結合時產生的折衷作品，有

時亦有其存在之必要性，在回首樂種的產生暨演變時，當今尤須考量到其前瞻

性，方不致步入盲從、造作之流弊。 

 在世紀殿堂之中，「現代國樂」一詞的界限劃分愈來愈模糊，除了民族管弦

樂的興盛，亦與現代音樂作曲融合外，民族器樂用至國樂之外的樂種，或者產生

創作的新作品，亦不在少數 (王惠然，1991)。我們能夠肯定的是，民族管弦樂的

形式並不會消失，但它的走向將得加入更多、更新的作曲手法跟理念，才能符合

時代的需求，因藝術文化是不能觀望的。之所以不去探究大量生產被演出的改編

曲形式及作曲手法，實際上那是已知毫無意義的，功能和聲與粗糙配器法的濫

用，這些以民族管弦樂為手段之作品並不能與現代國樂劃上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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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作曲家角度而言，現代國樂的創作理論性是重要的，但在此所提到的理論

是包含美學上、文化上、思維上，以及音樂本身的範圍，並且特別須著重在音樂

與內涵的相互結合。再來，另一項不容忽視的要素為民族性，中國的音樂及文化

在地形封閉的條件下一度保有其原貌，然而未來亦可能受其他因素衝擊而改變，

舉凡政治、戰爭、文化交流等，都左右著其變革。無論傳統國樂也好，現代國樂

也罷，都與中國歷史、思想及文化等環環相扣、緊密相關連，是為中國特有的藝

術形式，而現代國樂與現代音樂的分水嶺，便在於濃厚的民族色彩及特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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