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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附上照片及照片說明。 

 
 

蜈蚣刨： 

製作琴桿，保持筆直，專用於紅木

（宋朝發明的，宋以後才有紅木傢

俱）目前尚無工具可以取代，是訂

做的！所有做二胡的工具都是製琴

師自己做的，隨著工具的不同，各

工廠的成品也有各家的特色。 

琴桿：用牛骨（養殖動物）裝飾，用

牛的大腿骨（1 隻牛 4 個） 

牛骨處理：除肉、脫脂、漂白、裁切 

牛骨（蛋白素）和木頭（木質素）相

黏：環氧樹脂、太棒膠 



 
 

檬上蟒皮的過程。 

二胡是透過蟒皮+琴筒放大頻率以致

聽見。 

也不能用其他動無皮製作，因對音

色要求特別，其他成效欠佳。 

木材的挑選： 

1.先鋸開去除不良處（例：結、破裂） 

2.敲擊聽音色：堅硬如鐵清脆 

3.有時候外觀無恙，卻敗絮其內（十檀

九空：紅木取材不易） 

（橝木生長非常緩慢！初期生長材質

通常不夠堅硬） 

4.選好後分類，相同頻率放一起 

敲擊方法：手捏 1/5 處——（奇數）節

點位置不會影響聲波 

請記錄此次活動的感受、心得與收穫 

這一次體驗很特別，透過這門樂器維修與製作的跨領域，真的多了很多

不同的視野，每一位老師都體現了「術業有專攻，行行出狀元」的道理。每

一個人都有擅長的地方，不應該妄自菲薄，也不宜狂妄自大，在自己的專業

與興趣上琢磨、專攻，方可獲得不同於常人的寶物。而二胡的製作每一個步

驟都不可馬乎，從選材、製作、各種部件的相黏與組合，最後的調音還有細

節的調整，都環環相扣，如果一個地方稍微閃失，那麼這把琴或許就會無法

獲得它本該彰顯的價值！ 

擁有細心與認真的態度才可做出一把好琴，美妙的音色及精緻的外型，

都是每一次精心的成果與反饋；這也驗證到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應該



去仔細且專注，不容小覷事情的難度，每件事情都要從基礎來，也讓我瞭解

到，要做大事果然也要先做好每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以免失之毫釐，

最後卻差之千里，那是不樂見的，也十分痛心。但我認為也並非要將生活過

得戰戰兢兢，好像一點失誤都不被允許，而是應該懂的在那些失誤中去看見

自己的可能性以及缺失，獨自內化修正之後，下一次在碰見相似的情境，就

會比以往的自己多了一份熟練與經驗，更懂的如何面對及處理。 

在這樣的課程中培養了開闊的胸襟，因為藝術的體驗、美的展現是自由

開放的，不被限制及帶有自由的奔放才是藝術原本最適合的方式，沒有客觀

上的美醜，只有自我喜好的感知，所以讓不同的作品進入自己的心，才是使

自己更加飽滿的做法！而樂器製作帶我們從材料開始了解每一個步驟及部件

帶來的美，而我試著接受，就會發現自己雙眼看出去的世界，懂的更多的欣

賞與接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