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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论文以黄诗桄的华乐历程作为主要研究，来探索马来亚半岛北部华乐的

发展状况。本文通过实地考察、口述历史、文献资料以及论坛和部落格照片和

文章分享来进行研究，并以上述方式所获取资料进行核对，以获取准确性高的

资料。本论文第二章简略概述 1969 年成立的大山脚日新国中华乐团的成立，对

槟城州华乐团的发展造成的影响以及其中的关系。另也概述了出自日新国中华

乐团的黄诗桄在日新国中华乐团学习和指导的过程中，以及他如何塑造推广华

乐的理念。第三章将进一步讨论黄诗桄的华乐理念，以及在马来半岛北部实施

其理念的过程。第三章后半部和第四章从他东海岸、吉打南部、霹雳北部和槟

城威省南部所指导的华乐团中考察他在华乐团的作用，以及其贯彻的理念对各

团和各地华乐的发展所达到的成效。本论文以整理黄诗桄参与华乐的历程，以

勾勒出他少为人知的华乐学习过程，以及其指导方式和指导理念的变化过程，

也总结他实施理念的方式对各地华乐团造成的影响。 

关键词：黄诗桄、推动华乐发展、马来西亚半岛北部、校园华乐团、《翱翔》

百人华乐演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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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华乐”是马来西亚华人对传统音乐在国族认同上建立的称呼，华乐之所

以会传入马来西亚与 20 世纪初各籍贯的先辈南下有关。“由于早期的华人移民

多为劳工、农民、和小贩商，文化层次和经济水平不高，因此早期的音乐文化

并不成气候，多为简单的闽粤地区的民间音乐，很少记载。” (王静怡, 2009, 

页 22)当时华人因生活困苦无暇进一步研究和推广自身文化，华人音乐文化因

环境限制而不盛行，仅用于宴会、丧礼和酬神戏曲伴奏表演。但侨工南来也间

接把华人音乐文化带入，致使华乐得以在马来西亚流传。 

1960 年代初因经济发展平稳，华人社会开始关注和意识文化的重要。新一

代华人开始在地缘宗乡社团的音乐戏剧内组学习华乐，并提倡华乐是更具欣赏

性而非附于地缘性，极力摆脱华人对音乐的刻板印象。1960 年代中，中国出现

了以现代化交响编制之民族管弦乐团。 (杜忠全, 2015, 页 41)部分社团传统

音乐组开始改革为这种编制，许多年轻人更脱离社团转在学校组织华乐团。

1970 年代更是校园华乐团兴盛期，许多年轻华乐爱好者也在这时发迹，他们大

部分都参与了校园华乐团，如今也都成为业余或全职的华乐工作者在全马各地

为华乐奔波。 

带领乐团的指挥，是现代交响编制的华乐团最重要的。指挥是乐队的灵魂

人物，一个好的华乐指挥，必须通晓东西方文化，又要对华族文化有深入研究，

而对乐器的了解更要高演奏员，还要拥有能喜迎演奏员乐意配合的修养。 (曾

剑青, 1995, 页 120)可见指挥的素质和修养，是华乐团发展的关键。马来西亚

华乐在发展初期，最缺乏专业的指挥以及专业乐团行政管理和制度。因此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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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华乐爱好者在后来成为华乐指挥后，对其指导华乐团都有严格的管理，如为

乐团立定目标、安排助理技术指导排练、设立乐团规则制约、管理乐器和器材

素质等等，让华乐团与时并进才不至于停滞不前。当然，指挥与乐团管理层关

系必须互相配合，团员才能学习到华乐团给予知识和教育。指挥与团员的互动

也是进度关键，指挥对华乐的态度将影响团员的的一切，除了演奏技巧，也包

括了士气和心态等，透过华乐的音乐教育来辅助和提升团员素质，才能使到华

乐团更加专业化的发展，华乐文化才能得以良好的传承。 

本论文以黄诗桄作为研究的对象，并以黄诗桄所指导的单位和单位所在地

佐证。黄诗桄所指导单位都较为偏远外且华乐发展较贫瘠的地区，但在他的指

导下都成为当地华乐代表单位，也很大的带动了当地的华乐风气。此外，华乐

人物较少被他人记载，也是促使笔者以黄诗桄的华乐经历来透视出他推广华乐

的动机，也借机观察出马来半岛北部的华乐发展。 

 

第一节 研究动机 

人物是历史发展的因素，对人物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历史的进程。梁启超在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把“人的专史”列为专史1之首显示人对历史的重要性。

他认为为人物作专传，必须考察一个人在历史上有何等的关系，一方面看时势及环

境如何影响到他的行为，一方面看他的行为又如何使时势及环境变化。 (梁启超, 

1998, 页 174)强调了人与环境间互动的重要性。他认为其中两种应该作传的人

物即‚一件事或一生性格有奇特处，可影响当时与后来，或影响不大而值得表彰的‛

                                                           
1
 梁启超的五种专史为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和时代的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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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旧史中没有记载或有记载而太过简略的‛  (梁启超, 1998, 页 187)。这

两种方法把许多正史中忽略的人物都记录下来。此外，一个人的性格、兴趣及

其作事的步骤，皆与全部历史有关，《史记》最看重这点，大多都从全社会着

眼，用人物来做一种反射现象。 (梁启超, 1998, 页 173)为人作专史不应只有

表彰，必观察其对社会或民族文化的影响，并凸显人物对时代蕴含的内涵。 

黄诗桄的华乐经历，始于 1960 年代末成立日新国中华乐团，亦是槟州第一

个华乐团，槟州华乐界对于北马华乐的推动和发展自然影响了他，而他在日新

华乐团的经历也影响了后来他对华乐的态度以及他的华乐指导生涯。基于早期

北马华乐界的发展以及大山脚日新华乐团息息相关，也少有整齐关于出自日新

国中华乐团团员的华乐指导和演奏员的资料记录，促使本论文萌生理清关于北

马华乐界的背景，以及大山脚日新中学华乐团与黄诗桄的关系。 

严耕望的《治史经验谈》中提到，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

作孤立‘点’的研究。 (严耕望, 1985, 页 16)即扩大研究的问题和范围，能

更全面理清许多细小的问题与补充。黄诗桄的华乐历程遍及全马半岛，而他对

马来半岛北部被称为华乐“荒地”的发展作出的贡献不可忽视，尤其是登嘉楼

的瓜拉登嘉楼和吉打南部的居林，他对华乐的付出更让他在去世后获得林连玉

精神奖。故此本论文在探索黄诗桄对华乐的推广的贡献之余，也延伸概括各地

华乐团的发展概况，得以观察出黄诗桄与各地华乐团的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 研究难题 

马来西亚很少留下华乐的相关资料，华乐人物的文献记录更是少见。许多

华乐团日趋对演奏技巧上和成就重视，而疏于记载团史以致史料的匮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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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乐团更篡改团史而失准确性。对音乐研究的学者不多，也是史料缺乏的因素，

要探索书面资料还是寻求口述访谈的机会都相当困难。部分社团更停办多年，

必须向老一辈华乐爱好者才能打听出相关事迹，而要找寻相关人士来访谈也有

一定的难度，除了记忆不全更有许多内在或荒谬的因素而难以下笔。 

笔者在选择研究单位和对象时，因有关单位的拒绝而选择了已故黄诗桄为

研究对象。黄诗桄虽有许多华乐藏书及收藏自身华乐经历资料，但碍于他已过

世多年而不能直接获得，许多资料也在黄夫人搬家后捐出和不翼而飞，也难以

与在工作岗位上的黄夫人配合时间，因此需透过更多管道来得到黄诗桄的资料。 

为了收集黄诗桄生前所指导华乐团的资料，笔者也到访了如居林觉民国中、

马来西亚文化协会登州分会和日新国中等，但东海岸方面因路途和经费问题而

不能经常来回，在资料上也有部分误差，在多重考证才能得知其准确性。 

 

第三节 研究方法 

1. 文献资料 

本论文在资料收集上缺乏许多文献资料，但笔者仍透过部分文献料获取资

料。笔者透过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所出版的《文协四十年·文化的弘扬与创

新》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登嘉楼分会的活动概况中，来了解黄诗桄有参与马

文协登嘉楼分会华乐团的活动。在王静怡的《中国传统音乐在海外的传播与变

迁——以马来西亚为例》书中，也有关各团在 1999 年之前的参赛资料。本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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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摘取了各团的音乐会特刊、剪报和过往的活动记录等资料，与各方的内容进

行梳理和比对以核对资料的准确性。 

2. 口述资料 

基于黄诗桄已过世，因此需通过其友人、学生和各团顾问老师的访谈来获

取其资料。虽然多数资料已被吉兰丹中华独中整理成《乐航·纪念黄诗桄老师》

演奏会特刊，但是其在日新国中华乐团的与到登嘉楼指导的实况仍未理清，因

此笔者透过林玉通、陈秀春和陈俊森等人来了解该状况。笔者也访问了黄诗桄

的学生，郭桂娥、刘于晴和傅丽芳，还有黄诗桄指导时期各华乐团的顾问老师

如林慧贞、吴秀莲和沈安定，以获取团员与黄诗桄的互动关系以及各团在黄诗

桄带领时的发展概况和，从而衔接黄诗桄的各段华乐历程和事迹。 

3. 实地考察 

笔者到访觉民中学、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登州分会和日新国中会查阅他

们保存的资料，包括会议记录、剪报、音乐会特刊还有活动照片，从中找出黄

诗桄所涉及的各项活动，以查寻黄诗桄生前对于所参与的华乐活动记录和校正

黄诗桄各个单位的资料。 

4. 网络资料 

在 MY 华乐论坛中许多华乐团记录的活动照片和团史，有助于核对资料的

准确性，而部落格和网上新闻也是对黄诗桄的评述也得以作为补充资料。 

 

第四节 前人研究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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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静怡的著作《中国传统音乐在海外的传播与变迁——以马来西亚为例》，

大量的分析了马来西亚华人传统音乐的形成和结构，并讨论华人传统音乐的发

展和变迁。此书谈及了马来西亚华乐于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过程，也记载许

多比赛和活动资料，以了解马来西亚华乐团的成立和华人对华乐认可的因素。 

 杜忠全刊载在 2015 年第一期《学文》期刊的〈佛教团体康乐活动的个案考

察——以 80 年代前半期的槟城慧音社华乐团为对象〉与韩江大学学院的杨允泉

的学士论文〈慧音社华乐团——槟岛华乐界的推手〉，都是谈论关于槟城的慧

音社华乐团的形成和发展，惟杜忠全老师的论文主要是讨论慧音社华乐团与慧

音社佛教的研究和弘扬活动有何联系。两篇论文都深入的谈及了慧音社华乐团

的成立缘由，故此也谈论了部分槟城州华乐团的概况。 

 杨倩妮的〈霹雳怡保校园华乐团发展之考察——以圣母玛利亚国民型中学

华乐团为主〉和汪婷芝的〈霹雳怡保校园华乐团发展之考察——以三德国民型

中学华乐团为主〉学士论文，讨论关于霹雳怡保的校园华乐团的发展，并各别

以圣母玛利亚国中和三德国中华乐团作为主要对象。当中梳理了曾在怡保举办

的各项华乐活动以概述关于怡保华乐的发展，并以研究对象的各时期活动来分

析校园华乐团的发展和困境。 

由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出版的《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中，也列入了三

位与华乐有关的人物，即陈蕾士、吕书成和许元良，谈论其生平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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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黄诗桄与北马华乐发展概况 

槟城州身为多数华人的集聚地，传统音乐上的表演是层出不穷的，但要数

以现代化交响编制的华乐团之始，必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在这段时间成立

的大山脚日新国中华乐团，在华乐的发展上表现得十分积极性与争取性，不但

是槟城州校园华乐团发展的起步，也是极大的影响校园华乐团发展的因素。因

此，在考察早期槟州华乐团或人物的萌生，都必不能脱离日新国中华乐团。 

本章的第一节将主要概述 20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槟城州的华乐发展，并

以日新国中华乐团的主要活动为辅助。本章的第二节将重点叙述黄诗桄在日新

国中华乐团以及日新国中校友会华乐团所部分主要经历，也一并理清日新华乐

团与黄诗桄的的关系。本章主要以黄诗桄受日新的影响和经历，来透视黄诗桄

往后对全马各地华乐团的影响。 

 

第一节 20 世纪 60 年代至 90年代槟城州华乐发展简况 

 槟州的华乐团的发展，与社团中传统音乐的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60 年代起，年轻人对于文艺活动的追求而以华乐取代传统音乐。各地社团开

始设立青年部，而青年部里往往设有华乐团，一时间华乐成社团音乐活动的主

流。 (王静怡, 2009, 页 59)王静怡忽略的是，在白色恐怖、台湾现代主义和

国民认同等思潮学风的围拢下，年轻人把这股风潮混合与传统音乐混合，逐渐

足够自己的概念，以致年轻人在 1960 年代中期开始在就读学校创办较为专业和

欣赏性高的华乐团，社团中的传统音乐活动是构成校园华乐团的最大因素。王

静怡就把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音乐活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属于某一社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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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音乐和戏剧的业余音乐活动，一类是音乐社团比较专业的音乐活动。 (王静

怡, 2009, 页 56)日新国中华乐团的创立与第一类有关，即与大山脚韩江公会

潮乐组有些许关联。林玉通透露，日新国中华乐团创立初期部分团员会到该公

会练习。 (林玉通、陈秀芬、陈秀春, 2017)陈俊森2虽然不晓得大山脚韩江公

会潮乐组是否有直接参与华乐团的创立，他仍在乐团期间潮乐组并未给予乐团

指导上的帮助，但创团团员之一的陈顺祥不时会去协助韩江公会潮乐组，早期

的团员也会借用会所来练习，潮乐组在步入 80 和 90 年代后几乎是消声灭迹。 

(陈俊森, 2017)虽然如此，日新国中华乐团至今日仍把大山脚韩江公会潮乐组

冠为义务指导3，相信该团领导层一直与大山脚韩江公会保持着良好关系。 

日新国中华乐团的成立，也是槟州华乐团的校园华乐团之始。据杜忠全指

出，在 1974 年槟城慧音社成立之前，槟州只有两支校园级的华团，即先后成立

的日新国中华乐团和钟灵国中华乐团。 (杜忠全, 2015, 页 36)即可证明这一

点。日新国中华乐团源于 1967 年附属铜乐队的笛子队同年七月脱离自立，1969

年易名为日新国中华乐团。 (日新国民型中学华乐团, 2017, 页 7)该团创团团

员之一陈重平就是影响槟州华乐的关键。据悉陈重平因日新中学华乐团内部人

士不调离开该团，转而向钟灵国章已故叶荣和校长献议成立华乐团获叶校长的

支持，  (杜忠全, 2015, 页 41)杨允泉在其论文指出，陈重平后来也指导了慧

音社华乐团，而使到该团平淡期4的最大原因是槟岛各中学因受到该团的影响而

成立华乐团。 (杨允泉, 2010, 页 5)槟岛校园华乐团风潮的形成，皆始于

                                                           
2
 1974 年至 1978 年度团员，担任日新国中华乐团 1977/78 年度团长。 

3
 见图 1 

4
 杨允泉把慧音社华乐团分四个阶段盛起期（1974 年至 1980 年）、平淡期（1981 年至 1990

年）、高峰期（1991 年至 2007 年）与低潮期（2008 年至 2010 年） (杨允泉, 2010, 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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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陈重平出走至槟岛钟灵国中华乐团，让大山脚日新国中华乐团与槟岛华

乐团的成立形成连带关系。 

 根据日新国中课外活动副校长沈安定老师整理的资料，1972 年与大山脚日

新中学华乐团合作演出的许元良指出，1969 年 12 月 7 日槟城音乐协会合唱团赴

大山脚举行一个文艺歌曲演唱会，而当晚日新华乐团亦到场参加演出让他留下

深刻印象，而且据说这是日新国中华乐团第一次公开表演。 (沈安定, 2017)从

此得以见得，日新国中华乐团的成立获得多方面的帮助，更深得槟城音乐协会

合唱的许元良协助从而与之合作。 

 1971 年日新国中华乐团首次在其校礼堂举行音乐会，并奠定几乎面年都举

办音乐会的列举。 (日新国民型中学华乐团, 2017, 页 7)虽然日新国中华乐团

确实在 70 年代至 90 年代期间每年都承办音乐会，但由于音乐会年代甚为久远，

许多资料如参与人数、是否有指挥等都难以追溯回去。陈俊森透露，在 70 年代

末由第一批华乐团毕业生组成的日新校友会华乐团也开始回到乐团辅助团员。 

(陈俊森, 2017)当时乐谱资料不全，全靠团员交流苦练来慢慢提升乐团的水准。

后来日新国中华乐团的音乐会渐渐获得了各界的赞赏和青睐而用各种方式支持

该团，间接培养了年轻人对华乐的兴趣。 

 除了音乐会，该团更多次参与了各各大小演出和交流活动。除了上文提及

1972 年与槟城音乐协会合唱团的合作外，当年陈顺祥指挥也带领了部分团员如

黄诗桄、邓书坚、赖亚来等访问星洲华乐界知名人士如吴大江等人和乐团。 

(沈安定, 2017)1972 年 7 月 29 日，日新国中华乐团也受怡保霹雳留台同学会邀



10 
 

请到位于三德中学礼堂举办的首届全国华乐演奏比赛 5客串演奏。 (杨倩妮, 

2016, 页 9; 沈安定, 2017)这可能也是该团第一次跨州演出，提升了该团的名

声也为团员打开了眼界。该团也于 1978 年为第二届该比赛客串演出，当年的日

新华乐团的指挥为翁木新。 (陈俊森, 2017)另外，日新华乐团也于 1973 年开

始到全马各地进行南下巡回演出。 (日新国民型中学华乐团, 2017, 页 7)据陈

俊森透露，该巡演其实是携手日新校友会华乐团一起，可能共举办了三次，他

本身则参与了 1979 年在吉兰丹的演出。 (陈俊森, 2017)郭桂娥曾观赏 1992 年

在登州的巡演，并记得当时林顺丽以独奏演出。 (郭桂娥, 2017)《乐航·纪念

黄诗桄老师》中也列出了黄诗桄于 1979 年和 1992 年担任了日新国中华乐团和

日新校友会华乐团南下巡回团的指挥。 (吉兰丹中华独中家教联谊会, 2011, 

页 30)为此，日新国中南下巡演的确切年份应为 1973 年、1979 年和 1992 年。

南下巡演的缘由众说纷纭而不可考，但巡演更加开拓了团员的眼界也得了许多

宝贵的经验，更让各州人民见识到了日新国中华乐团的发展和实力。该团也曾

于 1985 年第二届马来西亚文化节上演出。 (王静怡, 2009, 页 269) 

在比赛的部分，1973 年和 1978 年该团参与了怡保霹雳留台同学会主办的全

国华乐演奏比赛，获得不俗的成绩。6陈俊森本身则曾以二胡演奏参与 1978 年

的比赛并获得安慰奖。 (陈俊森, 2017)1987 年，该团也参与了由槟州华人大

会堂青年团主办的《第一届中学生华乐独奏观摩赛》，并有五位团员获奖。7其

后也分别在 1989 年和 1991 年参与《全国中学生华乐独奏赛》，而两届的主办

单位分别是槟州华人大会堂青年团和吉打州华人大会堂文教局。两届全国中学

                                                           
5
 此比赛并非华乐大合奏比赛，而是独奏赛，也未分类乐器项目。 

6
 1973 年获得了冠军、亚军、季军、第五名、第七名及第八名 ，1978 年则获得了冠军、亚军、

第五名、两个安慰奖 (日新国民型中学华乐团, 2017, 页 7)1973 年得奖名单见表 1 
7
 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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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华乐独奏赛也开始分为弹拨组，吹管组和拉弦组三个组别进行。 (王静怡, 

2009, 页 69)日新国中华乐团最早参与的合奏赛是以校友会名义参与，由槟州

华人大会堂于 1988 年主办的《全国华乐节华乐合奏比赛》，并获得冠军。其后

六届该团都有参与该项赛事8。由于第二届赛事参赛资格允许 16 岁以下的大马

公民参加 (王静怡, 2009, 页 92)，故此相信以日新国中华乐团的名誉参赛。

日新国中华乐团也都参与每一届的独奏赛部分。透过日新国中华乐团参与的比

赛中，项目的分化和简章9的设立了解出北马华乐比赛的发展，透视出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华乐在马来西亚正迈向本土化以及自觉性更高的发展。 

1970 年代，因马中建交的影响强化了华人对于自身文化的自觉性，许多年

轻人开始学习华乐。许多华人社团的青年团进而更系统化，从成立了自身的华

乐团，也承办了许多华乐演奏会和比赛。在东方网的报道中，‚70 年代和 80 年

代是发展期，国內不少的校友会、会馆或青年团及剧社等都成立华乐团，例如，太平

华联校友会于 1973年成立华乐团，这时期的华乐团也比较有组织。1973年，霹雳留台

同学会还主办的第一届全国华乐演奏比赛，加强民间对华乐的认识。‛ (雷亚来, 

2015)，1983 年成立的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联合会，也致使分布全国的华人大

会堂更加的重视华人文化的弘扬，也间接的使到华乐比赛也开始盛行。上述说

法证明了 70 年代和 80 年代是华乐的发展期，主办和参与华乐比赛证明了当时

并走华乐拥有明确的宗旨和发展方向。 

 

第二节 黄诗桄与大山脚日新国中华乐团 

                                                           
8
1990 年获得季军、1992 年获得亚军与季军、1995 年获得季军与安慰奖、1997 年获得冠军与亚

军和 1999 年获得亚军与优秀奖。 (王静怡, 2009, 页 92-94) 
9
 见图 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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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诗桄于 1969 年进入大山脚日新国国中就读，当年他加入仍被称为丝竹队

的日新国中华乐团10。该团正式成为华乐团后，他开始学习二胡也成为第一批团

员之一，后来也学习其他乐器和指导华乐团，全然是校园华乐团的产物。 

早期华乐团的不足，除了缺乏书籍和音像资料，校方配合度不高、团员抱

持业余和课外活动性质的态度也是阻扰发展的因素。故此他表明‚我们是华人，

对发扬华乐艺术是责无旁贷的事。如果华人的民族音乐都不发扬，要交谁去发扬它？‛ 

(陈强华, 1979, 页 7)林玉通也说当时他们练得很勤，除了学校的练习也常常

到韩江公会练习，也时常找机会到各地去交流或演出。 (林玉通、陈秀芬、陈

秀春, 2017)黄诗桄与一班志同道合的好友如赖亚来、黄江和和张同盛等立志改

善华乐而勤于练习。1973 年黄诗桄向许元良学习基本乐理和声学11，以及向指

挥家温文京学习小提琴。 (吉兰丹中华独中家教联谊会, 2011, 页 29)黄诗桄

等人更在 1973 年由怡保霹雳留台同学会主办的《全国华乐演奏比赛》取得好成

绩，他更以二胡独奏《畅想曲》获得了当届冠军。此外黄诗桄也获随指挥演出

和交流，也因此认识了新加坡华乐演奏员挚友周经豪。周经豪提到：‚在学生时

代我们就成为好友兄弟了，那时我们才十多岁，因为都是华乐爱好者，连同赖亚来他

们，都成为好朋友‛ (吉兰丹中华独中家教联谊会, 2011, 页 54)相信两人是在

1972 年的交流或 1973 年南下巡演而认识的，周经豪对黄诗桄和赖亚来后期的

指导生涯中给予不少的帮助，包括特训指导、讲座、联合音乐会或担任比赛评

审等。12 

                                                           
10
苏殷荭在部落格写到：“老师告诉过我们，老师第一首接触到的华乐歌曲是《凤阳花鼓》因

为，老师小时候，隔壁家经常播放《凤阳花鼓》。因此，老师就跑去买了把笛子来玩玩。” 

(苏殷荭, 2011) 相信这是黄诗桄接触华乐并加入日新华乐团最可靠的原因。 
11

 见图 5 
12

 周经豪曾于 2000 年 1 月为华联国中华乐团进行二胡特训，也于 2006 年该团比赛前夕为该团

特训。2000 年 5 月，华联国中华乐团与华联独中华乐团联合赖亚来指导的槟城慧音社、中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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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期的黄诗桄或许没有仔细思考如何系统化的推广和发展华乐与华乐

团。黄诗桄于 1974 年毕业之后，仍与一班同学轮流回校义务指导乐团。但陈俊

森认为，黄诗桄在 1974 年和 1976 年当指挥期间，并没有系统化进行其计划，

时常豪无头绪该用什么方式去进行，指导和管理方面也没有与其他指导和团员

有良好的接洽和沟通。 (陈俊森, 2017)当时黄诗桄可能是急于为自己打好音乐

的基础，而缺乏与乐团的配合度。陈俊森在任团长与副团长期间，日新国中华

乐团记载指挥老师为赖亚来。 (日新国民型中学华乐团, 2017, 页 9)但陈俊森

透露，实际的指挥却是翁木新，当时黄诗桄与赖亚来等人因日新国中校友会华

乐团13的成立而逐渐减少指导的频率，偶尔因学弟妹的请求才回来指导或担任指

挥 (陈俊森, 2017)当时身为学长的陈俊森协同其他资深团员一起指导年轻团员，

才得以保持该团水平，而陈俊森也在毕业之后经常回到该团协助指导。1970 年

代时的黄诗桄和赖亚来等人虽却碍于资料的缺乏，却志在加强自身的水平，对

于华乐的态度和要求十分谨慎严格，以推广和弥补本地华乐的不足，却因缺乏

学习前人的经验而忽略了对整体的管理和沟通，也缺乏系统化的方式进行活动。 

 黄诗桄在 1979 年 7 月到香港音乐专科学校留学，主修理论作曲，兼修钢琴，

在华乐仍未普及的 80 年代，他成为了少数出国进修的资深华乐指导。 (吉兰丹

中华独中家教联谊会, 2011, 页 29)他出国进修专研华乐的决定，相信他在到

香港进修短期课程期间，其华乐观也必定受到改变。黄诗桄结束进修时间并不

祥，但据陈俊森回忆是在 1981 年初。 (陈俊森, 2017)虽然他不时仍回到日新

                                                                                                                                                                      
乐团在槟城演出《飞天响曲－五月禅音》华乐演奏会，由周经豪担任指挥。 (engguan, 2006A)

黄诗桄也曾于 2006 年担任由赖亚来的中艺华乐团主办第 2 届中艺杯槟州中学生华乐独奏赛评

审。 (不详, 槟州中学生华乐独奏赛 赖秋福：保住民族的根 鼓励孩子学华乐, 2006) 
13
日新校友会华乐团的成立年份不祥，约于 1973 年和 1974 年间由在 1969 年加入的毕业团员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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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华乐团义务指导，但是其主业却是经营书店。《乐航·纪念黄诗桄老师》

记录， 

黄诗桄曾在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初经营一间书店，并义务指导日新国中华

乐团，直到后来书店遭遇一场大火，当时黄诗桄在华乐指导上颇有成就，便结束

书店经营，将专注力投注于发展华乐教育。 (吉兰丹中华独中家教联谊会, 

2011, 页 29) 

王孙文也在其部落格记述：“那时侯的笔者是《乐》筹委会主席，他则是义务

指挥，还记得 1985 年尾的我们前去他经营的书店要求他回校协助指导团员，以

便在隔年 4 月 25 日及 27 日分别在母校礼堂，槟洲华人大会堂举行演奏会。” 

(王孙文, 2010)可见黄诗桄并未仅埋首于华乐之中，而是透过不同的领域来了

解音乐和华乐，以塑造自己对华乐的想法。陈俊森表示，黄诗桄对华乐的了解

是全面性的，他主动学习并通晓多项中西乐器，也兴趣参与各项文艺活动，其

中与陈强华有关系密切，也多次参与文风诗社的活动，但并不清楚他是否有入

社。 (陈俊森, 2017)可见黄诗桄也被 1970 年代的文学重镇大山脚的现代文学

风潮渲染，对阅读和研究文学都相当兴趣。黄诗桄在陈强华的访谈透露，除了

练习乐器以外，大部分时间都是阅读文学书籍，其中比较喜欢台湾的作家如张

系国、颜元叔、余光中、杨牧、张爱玲等。 (陈强华, 1979, 页 7)证明了黄诗

桄在华乐的学习中，不仅仅是依靠苦练乐器、听音像和阅读音乐书籍，更接触

新诗来扩张本身的音感律动，依靠多面的方式去达到目标。 

 或许受到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间马来西亚政府对华人一系列的政策影响，

造就了黄诗桄关注国家政治动向以及对华人文化的危机感。1970 年代国家文化

的拟定，局势已马来群岛原住民及回教文化为主流，以单元消除多元 (何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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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页 53)，以及 70 年代末不允许华人在公众场合表演舞狮， (何国中, 

1998, 页 54)相信都是加重了黄诗桄对于义不容辞和发展推广华乐的决心。据

陈俊森透露，黄诗桄曾在 1980 年代受到学弟林俊峰和陈春亮邀约而短暂指导马

来亚大学的华乐团。 (陈俊森, 2017)相信黄诗桄也经历马大华文学会于 1980

年代初期复办学会的风潮。1990 年代后他也追阅以政治为主题的《号外周刊》，

可见他对于华乐传承的危机感仍不减，虽受到各种政策压制下，但他却更坚定

于华乐的传承的使命。 

 黄诗桄于 1990 年至 1996 年正式担任日新国中华乐团指挥。在 1990 年前，

黄诗桄多次以校友会华乐团指导的身份来协助指导或指挥。像是 1979 年，黄诗

桄担任日新校友会华乐团南下巡演的指挥， (吉兰丹中华独中家教联谊会, 

2011, 页 30)同年也负责该团于槟城音乐协会主办的《木兰从军》歌剧呈现的

大型合奏、齐奏和独奏。 (陈强华, 1979, 页 7)1988 年，黄诗桄率领日新校友

会华乐团参加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办《第一届全国华乐节华乐合奏比赛》获得冠

军。1990 年后，黄诗桄正式率领日新国中华乐团参与该比赛第二届至第四届赛

事。1992 年，黄诗桄也率领该团第三次南下巡演。 

1987 年，黄诗桄首次担任由槟州华人大会堂青年团主办的《第一届中学生

华乐独奏观摩赛》评判14。1988 年，他也担任了《南洋商报》主办的全国华乐

合奏邀请赛评判主任。 (吉兰丹中华独中家教联谊会, 2011, 页 30)黄诗桄虽

然长时间在日新国中华乐团担任指导以及指挥，但却没有学生从师于他，可见

其指导方式尚为生疏。他在协助该团期间虽并非全由他主导，但他从未离开过

该团。黄诗桄的离任并原因不清楚，但由于在正式接任至离任期间，黄诗桄都
                                                           
14

 除了黄诗桄，当届评判有苏照雄、吕书成、陈重平、赖亚来、林顺有、林顺发、刘汉河和杨

肇欢。 (王静怡, 2009, 页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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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处在人事协调不全的情况。但他在日新国中华乐团的成长磨练和经历，奠定

了其后的华乐理念和发展华乐团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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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黄诗桄的华乐推广工作（上） 

 黄诗桄在日新国中华乐团累计了指导和管理的经验，也塑造了自己的华乐

理念。他在离开该团后积极到各地指导，对团员灌输其华乐理念，从中也得以

观察出他的改善和变化。其中，他到东海岸指导的影响最大，更是当地的华乐

发展的关键。本章将论述关于黄诗桄对华乐指导的理念和指导过程，以及他对

登嘉楼的华乐发展影响。 

 

第一节 华乐指导理念与过程 

黄诗桄生平在全马各州属前后担任了二十多个乐团的指导老师15，为了推

广华乐更 17 年来不间断到东海岸指导华乐，只要有华乐团邀约他就到那里指导。 

(吉兰丹中华独中家教联谊会, 2011, 页 29)黄诗桄始终抱持着以华乐教育人材

的观念。林连玉基金会在得奖简介介绍， 

他时常强调，身为华族，发展和发扬华乐艺术责无旁贷，也希望我国各华乐

团体摒弃狭窄的门户观念……他重视学生的人格培养，时常强调‘音乐教育不是

培养音乐家，它首先是培养人。’他也期望乐团除了在演奏技艺上要求突破，让

团员对华乐有根本认识，最终还要能启发社会认识，让大家意识到参与及支持华

乐的责任。 (林连玉基金会, 2017) 

可见他愿到各处去指导的两大因素，即视传承华人文化为己任和致力以音乐教

育及培养人格修养。黄诗桄曾在访谈透露理想的华乐发展，为各声部乐器得以

                                                           
15

 2000 年短暂指导巴生南益校友会华乐团一年、2004 年与 2009 年担任柔佛巴罗灵山寺与法溪

禅寺华乐团指导老师，以及 2010 年短暂担任柔佛永平国中华乐团指导。另有太平声艺艺术中心、

实兆远南华独中华乐团和实兆元资深公民公会华乐组的指导年份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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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分配、须有系统的训练基本演奏法、强化组织内的责任感、团员的学习态

度以及摒弃狭隘的门户观念，并希望有全国专业华乐组织以展开各项交流。 

(陈强华, 1979, 页 7)黄诗桄在 1990 年始以校园为平台，运用全面的教育方式

领导华乐团，以让其概念能被传承下去。刘于晴在缅怀黄诗桄时引述：‚音乐

教育，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人‛。 (吉兰丹中华

独中家教联谊会, 2011, 页 50)可见黄诗桄以全面的方向和坚定的态度去发扬

其华乐理念，其长年指导的华乐团也都合乎其理想的编制16和发展。 

黄诗桄木讷寡言的性格，常被人标上严肃冷漠的形象，是其理念不获支持

的因素。周经豪提到：‚诗桄平时是非常文静的，在聊天时他从来不多话，但他对

华乐的认识及世界各地华乐团的发展是非常熟悉的。‛ (吉兰丹中华独中家教联谊

会, 2011, 页 54)虽然他知识渊博虽但其性格却常被人误解。王孙文在部落格

忆述，日新国中华乐团在 1985 年要求黄诗桄回校协助，许多团员却非常不耐烦

黄诗桄呆板的指挥手法和冷漠的容貌，直到阅读了其在 1986 年音乐会特刊
17
 

(王孙文, 2010)直道出对黄诗桄产生的误解。黄诗桄常鼓励参赛以寻求进步的途

径，但得奖并不是他鼓励参赛的目的。 (吉兰丹中华独中家教联谊会, 2011, 

页 30)这方式对于追求卓越表现和成绩的华乐团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他一生承

受不少打击18，但他并未怨恨或沮丧，反而默默承受反思并化悲愤为力量更坚持

其华乐理念。几乎所有访问者都谈及其内热外冷的性格，严肃时却不失幽默，

玩乐时十分疯狂但节制。虽在其音乐理念上不认可他，但对于他这种性格是十

                                                           
16
黄诗桄在 1979 年接受星槟日报副刊访谈时，谈及心目中华乐团的编制。见图 6 - 7 

17
王孙文截取在其部落格的一句为：“或许是客观的压力太重，太多？现在的团员已少能安下

心来练习。我希望乐团的宗旨，不会变成口号或标语，而该需要实在的去实践。”，文章题目

为《说因缘—— 与在母校华乐团演出前》。 (王孙文, 2010) 
18

 1996 年离任日新国中华乐团指挥以及 2007 年连续离任太平华联国中华乐团和华都中学华乐

团指挥，可谓黄诗桄是的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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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敬仰。关于黄诗桄在日新国中华乐团的指导经历，上章第二节已谈所以在此

节不论。 

1993 年受到日新的学长林玉通的请求而到登嘉楼指导，更在林玉通的接洽

下分别在 1996 年到彭亨而连突福建会馆青年团华乐团、2003 吉兰丹中华独中

华乐团19和 2008 年吉兰丹中正国中华乐团指导。 (林玉通、陈秀芬、陈秀春, 

2017) 

1996 年黄诗桄正式担任太平华联国中华乐团指挥与指导，隔年带领该团和

而连突福建会馆青年团华乐团参与槟州华人大会堂举办的全国合奏比赛，双双

获得优秀奖。《乐航·纪念黄诗桄老师》记录其 1997 年参与的活动：“率团参

与全国华乐团合奏赛获优秀奖，并获独奏赛第五名、优秀奖及安慰奖。” (吉

兰丹中华独中家教联谊会, 2011, 页 30)日新国中华乐团于当届获得了合奏比

赛的冠军和亚军。 (王静怡, 2009, 页 94)可见黄诗桄不再担任日新国中华乐

团指挥后，转而专注于对华乐“荒地”开垦和播撒的工作。 

 

第二节 黄诗桄与应邀指导单位简介 

1.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登（嘉楼分会）华乐团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登嘉楼分会（下简称“马文协登州分会”）是于

1995 年 4 月 28 日成立，为中华艺术中心前身。据《文协四十：文化的弘扬与创

                                                           
19

 吉兰丹中华独中创立于 1992 年，并由林顺发担任指导老师，2003 年改由黄诗桄担任指导老

师，王耀安和柯清龙担任助教。 (吉兰丹中华独中家教联谊会, 2011, 页 16)虽然林顺发曾率

该团到各地交流两次，也曾于 1994 年参与华乐比赛，惟林顺发亲自到该团指导的频率十分少，

该团的水准进步十分缓慢，以致该团决定更换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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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记载，“1996 年，本分会成立儿童合唱团（人数约 80 名）；华乐团（人

数约 20 名）及书法班（人数约 36 名）”  (戴小华, 2013, 页 442)马文协登

州分会华乐团正式成立是 1996 年，但其活动在几年前就已开始了。1995 年转

型为马文协后，原有的会员们仍旧继续在中华艺术中心的活动，待文化协会的

运作稳定之后，才正式发布会内的各小组活动并招收会员。 (林玉通、陈秀芬、

陈秀春, 2017)。 

王静怡把马文协登州分会分类为 1990 年代的“音乐文艺社团”，即代替了

其他各类社团组织中的附属音乐组和戏剧小组的音乐活动，摆脱了对其他社团的依附，

也不再只是社会娱乐，而是成为一门独立存在发展的文化艺术。 (王静怡, 2009, 

页 61)登州最早的华乐活动可追溯到 1976 年登嘉楼潮洲会馆内的青年团华乐团，

林玉通也是该团团员之一。后来潮青团华乐团独立成了中华艺术中心华乐团，

也应验了王静怡所指现象。 

早期登州的华乐团面对着缺乏指导和指挥的窘境。林玉通表示，当初潮青

团是由有华乐经验的团员黄耀铭和颜亚日带领，但他们不懂得指挥，也因经费

短缺而用废弃的潮剧乐器改良的乐器，乐谱是由两位团员从单一乐器的乐谱改

编或向外州的华乐团争取的。 (林玉通、陈秀芬、陈秀春, 2017)这导致团员演

奏进度，在非专业的指导下难有突破。团员对列常练习的态度也不理想，当地

民众对华乐兴致缺缺，也是登州华乐团所面对的困境。 

黄诗桄于 1993 年到登嘉楼执教，但当地华乐爱好者对他并不陌生。马文

协登州分会《灯节——祥龙迎千禧》文娱汇演特刊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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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率日新国中华乐团参加全国华乐团合奏赛，分别获得亚军、季

军……同年六月，率团赴吉隆坡、吉兰丹及瓜拉登嘉楼巡回演出。 (马来西亚华

人文化协会登州分会, 2000, 页 38) 

可见当地人对黄诗桄率日新国中华乐团到当地巡回演出印象深刻，以致 1993 年

林玉通成功邀请黄诗桄来到登州指导当时的中华艺术中心时，让团员十分振奋。

中华艺术中心华乐团的班底在马文协登州分会成立后，也直接加入该会华乐团。 

1993 年中华维新中学在林玉通的建议下，也聘黄诗桄担任该校华乐团的指

导。该团团员除了学校列常的练习以外，黄诗桄更在马文协登州分会会馆合并

两团练习，马文协登州分会华乐团也因黄诗桄的缘故而多了中学生团员。 (林

玉通、陈秀芬、陈秀春, 2017)在这之前，该团只有少数中小学生参与，而且并

不踊跃参与。直到黄诗桄来指导以后，大大协助理事改善团员的纪律。在 1993

年前，尚有中华维新小学华乐团，也是由潮青团和中华艺术中心华乐团负责义

务指导，后来校方因经费问题而结束合作关系并解散华乐团。 (林玉通、陈秀

芬、陈秀春, 2017)这也使更多小学生直接到马文协登州分会华乐团学习华乐。 

 黄诗桄初到登州指导过程并不容易，不管是他或是马文协登州分会都面临

不少困扰。陈秀春指出，早期马文协登州分会面临着经费的问题，但黄诗桄却

没对聘酬开出条件，后来马文协登州分会才慢慢提高他的聘酬，他也淡然接受

任何提议。他甚至还把自己部分聘酬给两位到吉兰丹中华独立中学华乐团协助

他当助教的学生，分别是柯清龙和王耀安。 (林玉通、陈秀芬、陈秀春,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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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清龙20和王耀安21虽然因在此指导理念上有矛盾而不合，但他们都是经由黄诗

桄的提拔而得以发挥自身的才能。 

《乐航·纪念黄诗桄老师》特刊内多篇缅怀文中和多位受访者都谈到早期

黄诗桄在通往东海岸时所面临的交通问题，如巴士故障和行程取消。黄诗桄为

了提升东海岸的学生的资讯和演奏水平，也坚持带去许多华乐书籍和影碟等，

对其东海岸的行程规划丝毫不马虎。据刘于晴表示，黄诗桄意外去世前甚至已

经安排好年末东海岸的行程了。 (刘于晴, 2017)黄诗桄最初每月两回到东海岸

执教，后来因他指导的华乐团逐渐增加，大家不忍他奔波劳累而改为每月一回，

而他每次逗留约一周。 (林玉通、陈秀芬、陈秀春, 2017)通常结束了登嘉楼的

行程之后，黄诗桄会再到吉兰丹中华独立中学去，偶尔中华独中的学生也会到

登嘉楼或中华维新的学生到吉兰丹进行联合集训，以争取向他学习的机会。 

(林玉通、陈秀芬、陈秀春, 2017)。虽然黄诗桄一个月只到访一次，但是对华

乐团的要求依然十分严格。团员们也因此对他深感钦佩而努力的练习，都希望

不辜负黄诗桄远道而来指导的心意，华乐也因此成为了马文协登州分会的主要

活动。根据《文协四十：文化的弘扬与创新》的记载，马文协登州分会在 1995

年开始至 2010 年 10 月前的 113 项活动记录中，共有 49 项是有关系华乐团举办

                                                           
20
自 1997 年开始参加登州中华维新国民型中学华乐团，最先接触笛子，启蒙老师为黄诗桄，随

后自学弹拨，拉弦，吹 管以及打击各种乐器。其中以琵琶，扬琴，二胡造诣最深。2000 年至 

2002 年担任维新中学华乐团学生指挥以及乐团团长。现担任拉曼大学学院华乐团指挥，登嘉楼

中华维新华乐团指挥，芙蓉国际学校 MATRIX GLOBAL SCHOOL 华乐团指挥，拉曼大学学院

二胡班导师，艺展音乐学院，吹，弹，拉各乐器导师。马来西亚厦门大学华乐团指挥。 (郭桂

娥, 2017) 
21

 中学时期参与登嘉楼中华维新中学华乐团和马来西亚文化协会登嘉楼分会华乐团，开始学习

胡琴和提琴，最擅长演奏这二类乐器，其中以二胡造旨最深。曾随黄诗桄老师和张玉明教授学

胡琴，现随新加坡大提琴演奏家李克华老师学习指挥、音乐理论及乐团管理。现担任柔佛巴罗

灵山寺华乐团和居銮法溪禅寺华乐团助理总监，吉兰丹中华独中华乐团、永平国中华乐团、永

平独中华乐团、居銮 Tmn Sri Kluang 国中华乐团指导。 (吉兰丹中华独中家教联谊会, 2011, 

页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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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参与的活动。22这证明了在黄诗桄的调教之下，马文协登州分会华乐团有明

显的进步而逐渐深得当地人的认可，也良好的领导团内的士气和运作。 

在黄诗桄对马文协登州分会影响最大的，分别是提议主办《翱翔》百人华

乐演奏会和《乐浪》全国华乐独奏赛。《翱翔》百人华乐演奏会由黄诗桄指导

的华乐团轮流举办，故在此篇不细谈。据陈秀春在 2003 年末马文协登州分会会

议记录，主办《乐浪》全国华乐独奏赛全因黄诗桄向该会理事大力倡议。 (林

玉通、陈秀芬、陈秀春, 2017)当时《翱翔》百人华乐演奏会刚落幕，该会希望

再次筹划大型的华乐活动。黄诗桄建议可举办全国华乐独奏比赛，也借机让各

州的华乐爱好者聚集于登嘉楼交流切磋23。理事经过商讨后，决定主办登州第

一个华乐比赛24，而黄诗桄是促成《乐浪》全国华乐独奏赛举办的关键。 

黄诗桄在主办《乐浪》全国华乐独奏赛之中为顾问和监督的作用，虽然工

委会名单上并未列出黄诗桄，但通过理事的访问中发现黄诗桄确实在该会筹办

《乐浪》时给予不少的帮助。林玉通指出，为了比赛的公平性，黄诗桄为前两

届的《乐浪》寻找国外的评审，比赛章程也因黄诗桄较熟悉华乐比赛的承办而

交由他来设立。25 (林玉通、陈秀芬、陈秀春, 2017)黄诗桄在《乐浪》竞赛期

间，也会到瓜拉登嘉楼的文化剧院观赛。26《乐浪》成功举办，不单印证了马

文协登州分会华乐团的发展稳定，更是带动了瓜拉登嘉楼的的华乐蓬勃发展与

激励当地文化事业。近年来，由于黄诗桄离开后乐团没有人领导，加上会内的

                                                           
22

 见表 2 
23

 据林玉通也在《乐浪》2005 年全国华乐独奏赛，全国华乐独奏赛 1999 年后就不再续办。 

(2005 年《乐浪》全国华乐独奏赛工委会, 2005, 页 1)相信也是黄诗桄与马文协登州分会考虑

主办该比赛的原因之一。 
24

 林玉通与其他《乐浪》2005 年全国华乐独奏赛献词者均表示，该比赛为登州和东海岸第一个

举办大型华乐比赛。 (2005 年《乐浪》全国华乐独奏赛工委会, 2005, 页 1) 
25
第三届《乐浪》时黄诗桄已经去世，但依然沿用相同的章程。见图 8 - 13 

26
 见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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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和赞助商不足的因数，导致《乐浪》无法如过往隔四年的如期在 2017 年举

办。 

2010 年黄诗桄忽然离世后，马文协登州分会为了感谢黄诗桄 17 年来默默

的付，出，毅然在隔年决定向林连玉基金会推荐黄诗桄为“林连玉精神奖”。

林连玉基金会表扬和赞许黄诗桄推广华乐工作的经历，而获得第二十四届“林

连玉精神奖”27。惟在黄诗桄去世后，马文协登州分会无法邀约指导老师到来，

目前该团活动因群龙无首而无限期停止。 

2. 登嘉楼中华维新国民型中学华乐团 

中华维新中学华乐团（下简称“维中华乐团”）成立于 1985 年，由许绵地

以及同年一批热爱华乐的同学向校方申请并获准成立。维中华乐团的成立与潮

青团华乐团是密不可分的，当时许多维中华乐团成员包括许绵地老师和维中华

乐团顾问老师郭桂娥都是该团成员。据郭老师指出，维中华乐团的前身其实就

是维新小学华乐团，该团解散后，以直到许绵地老师在 1985 年执教维中时，才

在维中成立华乐团。 (郭桂娥, 2017)维中华乐团与潮青团华乐团、中华艺术中

心和马文协登州分会华乐团都有合作的关系。由于早期缺乏指导老师，潮青团

华乐团和部分维中的校友轮流义务指导维中华乐团。觉民国中华乐团前顾问老

师林慧贞也指出，她在 1988 年至 1991 年于担任该团顾问老师期间，负责向吉

隆坡专艺艺术中心和槟城中艺华乐中心购买该团第一批乐器，常与当时义务指

导该团的中华艺术中心联系，也得知许多团员也是该团的团员。28 (林慧贞, 

                                                           
27

 获奖理由为“为推广华乐，不畏偏远，不计酬报，东西大道奔波十七载，传扬中华文化功不

可没” (林连玉基金会, 2017)，见图 15 – 16 
28
林老师担任维中华乐团顾问老师期间，黄诗桄老师还没来登州指导，与黄诗桄老师素未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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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可见马文协登州分会华乐团的运作推动了维中华乐团的发展，二团的发展

是互相辅助影响的。 

 1993 年，中华艺术中心华乐团聘请黄诗桄成为指导老师，而负责人林玉通

建议维中华乐团也一并聘请黄诗桄为指导老师。 (林玉通、陈秀芬、陈秀春, 

2017)惟校方与中华艺术中心直到后来的马文协登州分会在聘请黄诗桄后产生各

种问题而分歧，维中华乐团也因此与马文协登州分会华乐团疏远。此外，接任

林老师的顾问老师并未与黄诗桄及马文协登州分会华乐团有合适的配合，再加

上许多团员更倾向于马文协登州分会华乐团的活动，以致校方与黄诗桄及马文

协登州分会华乐团关系不好，演奏和纪律都乱七八糟。 (郭桂娥, 2017)这种混

乱的情况，一直到郭老师 2005 年回到维中担任华乐团的顾问老师之后，两方的

关系才好转。 

郭老师于潮青团至马文协登州分会都参与其中，在中学时加入维中华乐团，

并在 1995 年 17 岁时向黄诗桄拜师学二胡，但郭老师并未因此而与黄诗桄熟络。 

(郭桂娥, 2017)两年后，郭老师离开中学到关丹就读师训课程。在任职维新小

学期间，郭老师仍以校友的身份协助指导和策划活动。 (郭桂娥, 2017)2005

年郭老师正式到维中执教，校方因他拥有两团的华乐背景而任她为华乐团顾问

老师。 (郭桂娥, 2017)这才使到维中校方态度转化，恢复与马文协登州分会华

乐团的合作关系，黄诗桄的指导才得以实施，把该团重新扶持起来。 

黄诗桄的指于 2005 年后开始得到成效，虽然 2005 年前有郭老师协助，但对

校方的影响力不大。在郭老师全力配合下，黄诗桄才得以规划其理念，该团也

才逐渐进步，显示了顾问老师与指导配合的重要性。该团除了每周列常练习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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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常年举办集训营和独奏比赛。2003 年黄诗桄指导吉兰丹中华独中之后，维中

华乐团也携手该团、马文协华乐团和吉兰丹中正国中华乐团在吉兰丹或登嘉楼

举办联合集训营，也常举办生活营、讲座或迎新会等团康活动。29黄诗桄对团康

活动的参与度很高，只要有在登州便会参与，随和亲切的态度俘获各团员，显

现其理念的全面性。30 

 在郭老师的带领下，她也得到黄诗桄和校方的允许，于 2006 年到天后宫参

与全国华乐合奏大赛，虽然未获奖为乐团带来良好的突破。 (吉兰丹中华独中

家教联谊会, 2011, 页 48)这是该团第一次参赛， 其后该团也于 2010 年 5 月

参与了在槟州举办的《春蕾》全国中学华乐合奏比赛乙组31，并首次获得金奖。 

(春蕾全国华乐合奏赛——林顺兴：友族报读华校日增，华乐在各族中推广, 

2010, 页 9)维中华乐团也在黄诗桄带领下也参与了第一至六届《翱翔》百人华

乐演奏会，更主办了《翱翔·伍》。 

 2010 年黄诗桄逝世后，维中华乐团由该团的校友柯清龙接任指导。黄诗桄

在维中造就了不少的华乐和音乐人才，如柯清龙、王耀安和王耀祥等人都在华

乐领域发展。纵观黄诗桄对维中华乐团的影响，除了演奏技术的提升和注重团

内士气，更开阔了乐团的眼界，为该团搭起与全马华乐界沟通的桥梁。 

  

                                                           
29

 维中华乐团每年年末学校假期都联合其他三团举办联合集训营，故不一一列出。 
30

 参阅图 17 - 21 
31

 《春蕾》全国华乐合奏比赛分为甲、乙组，并分两天举办。首日乙组赛事参赛团员人数在 25

人至 40 人之间；甲组为隔天举办，人数 61 至 80 人之间，属大型乐团。 (不详, 2008, 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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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黄诗桄的华乐推广工作（下） 

 离开日新国中华乐团之后，黄诗桄都是指导的北马区较为偏僻的华乐团。

当地的华乐团在他的指导下不但稳健发展，更提升当地的华乐风气。黄诗桄致

力于摒弃门户的理念也体现在《翱翔》百人华乐演奏会。该演奏会的举办不但

实践了黄诗桄的理念，更为各方带来不少益处。本章将论述黄诗桄指导的北马

区华乐团和《翱翔》百人华乐团的始末。 

 

第一节 黄诗桄与应邀指导单位简介 

1. 太平华联国民型中学华乐团 

 太平华联国中华乐团成立于 1990 年 2 月 9 日，原附属该校华文学会，1992

年 2 月 9 日脱离华文学会。该团成立时由陈忠山先生担任义务指导，1992 年则

改由校友王声源任义务指导兼指挥直到 2003 年。 (威南华都中学华乐团, 2007, 

页 16)1994 年，黄诗桄到该团仅任指导二胡技术的拉弦乐器老师，当时他仍是

日新国中华乐团指挥。 1996 年，黄诗桄正式担任该团指挥和指导，而王声源

则继续担任义务指导，主要负责吹奏和弹拨，其后在 1998 年加入来自吉华华乐

团的陈贤忠负责敲击。 (刘于晴, 2017)黄诗桄 1996 年离任日新国中华乐团指

挥后，正处于建构的阶段华联国中华乐团相信是他第一个指导日新以外的北马

校园华乐团。黄诗桄的到来也恰好得到发挥和改善得自己理念的机会，以建构

出理想中的乐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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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团曾于 1990 年 12 月 8 日成立初期，为了筹募乐器及活动基金而举办

《筝乐晚会》32，相信是该乐团第一次主办的音乐会。在 1993 年 6 月 19 日第一

次与华联独中华乐团联办《韵溢华联》音乐会，此后也多次与华联独中华乐团33

合作。黄诗桄在 1996 年后，更不断扩大该团与其他华乐团的交流学习。根据华

联国中华乐团在 my 华乐论坛的记录，1996 年该团曾与怡保育才独中华乐团联

办《弦韵奔乐》华乐演奏会 (engguan, 2006A)，而在杨倩妮的论文记录，1999

年育才独中开始由林顺发带领 (杨倩妮, 2016, 页 19)，相信黄诗桄在 1996 年

至 1999 年期间曾短暂指导该团，也在当时联合一系列的交流集训或演奏会。该

团也曾于 1997 年 11 月 7 日和 2001 年 11 月 3 日，前后两次受邀前往霹雳江沙

皇宫演出。1998 年 11 月 8 日，该团也前往实兆远南华独中华乐团进行交流，而

同年 12 月 21 日，吉隆坡中华独中华乐团也前来太平进行交流。 (engguan, 

2006A) 

2000 年可谓华联国中华乐团的巅峰期之始，因为该团在 1999 年首次获得

《第六届全国华乐节华乐合奏比赛》冠军而名声大振全国，许多交流合作活动

也接踵而来。 

2000 年 5 月 20 日及 21 日，联合槟城慧音社、中艺华乐团及华联独中华乐

团在槟城演出《飞天响曲－五月禅音》华乐演奏会，邀得新加坡著名指挥家兼二

胡演奏家周经豪先生前来指挥，并有机会和中国胡琴大师萧白镛同台演出；12 月

7 日，沙巴斗湖巴华华乐团前来进行交流。12 月 13 日至 19 日，前往丁加奴及吉

隆坡巡回演出由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丁加奴）及中华维新国中华乐团主办

                                                           
32
该演奏会邀得古筝大师欧阳良荣及赖亚来前来助兴表演， 

33
根据华联独中华乐团在 my 华乐论坛记录的团史，黄诗桄在 1996 年指导太平华联国中华乐团

时也一并指导华联独中直到 2004 年。 (czechiu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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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腾虎跃》华乐演奏会及吉隆坡南益校友会主办两场《冠军回响-2》华乐演奏

会。 (engguan, 2006A) 

冠军巡演是当时该团最盛大活动，受访人刘于晴也是参与巡演的一员。黄诗桄

曾短暂指导的南益校友会华乐团在简介道明：‚2000 年初，本乐团指挥由黄诗桄

先生接棒。同年的十二月十六日，本团联合太平华联国中华乐团举办‚冠军回响(二)‛

华乐欣赏会，获得观众的好评。‛ (36th KMF Performer's Profile - 南益校友会华

乐团, 2010)可是，马文协登州分会并未记录该团在登嘉楼的巡回演出。林玉通

对此表示，马文协登州分并不是主办方会，仅与来登嘉楼华联国中华乐团的进

行交流并协助该团演出， (林玉通、陈秀芬、陈秀春, 2017)刘于晴虽然不清楚

真正的主办单位，但知道当时是林玉通负责安排华联国中华乐团在登嘉楼的事

宜。 (刘于晴, 2017)两团的交流也让登州的团员见识和学习当届全国冠军的演

奏实力。该团也曾联合华联独中参与马文协登州分会华乐团于 1999 年五月 27

至 29 日主办的华乐营。 

华联国中华乐团也多次应邀参与集训、音乐会34、交流活动和讲座。 2005

年由觉中主办的《翱翔·贰》和 2007 年华都中学主办的《翱翔·肆》百人华乐

演奏会。2007 年 6 月，该团也联合觉中华乐团、吉兰丹中华独中华乐团和华都

中学华乐团参与由香港中乐团助理指挥周熙杰担任指挥，槟州华乐团主办《龙

吟》千人大汇演。 (槟州华乐团, 2007, 页 20)另外，觉中华乐团曾于 2003 年

                                                           
34
参阅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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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006 年 8 月年赴太平华联国中华乐团来参与集训营35，而华都中学华乐团也

在 2007 年 3 月到该校集训36，其后在该年联办许多团康活动。37 

 黄诗桄除了为太平华联国中华乐团开启广阔的交流机会外，该团也透过该

团比赛证明他们的进步和方向。该团于 1992 和 1995 年联合校友会，参与由槟

州华人大会堂举办第三和四届的《全国华乐节华乐合奏比赛》。 (威南华都中

学华乐团, 2007, 页 17)但早在 1991 年，有名团员张嘉顺以古筝独奏《丰收锣

鼓》和《洞庭新歌》，参与 1991 年吉打州华人大会堂文教局主办的《第二届全

国中学生华乐独奏赛》。 (王静怡, 2009, 页 75)1994 年 7 月，该团参加华联

独中华乐团主办的《华联华乐独奏赛》，其后也多次参与该团主办的《华联华

乐独奏邀请赛》。 

 该团于 1997 年由黄诗桄带领参与《第五届全国华乐节华乐合奏比赛》，并

在合奏赛获得优秀奖，团员陈守娟以及林振庆和庄俊辉在独奏赛拉弦组获得第

五名和优秀奖。 (威南华都中学华乐团, 2007, 页 17)1999 年，该团再次参加

《第六届全国华乐节华乐合奏比赛》获得合奏赛冠军，而林振庆和李文杰分别

获得拉弦组亚军和优秀奖，林振鸿和官有智则分别获得吹管组第五名和优秀奖。 

(威南华都中学华乐团, 2007, 页 17)1999 年的比赛也让华联国中华乐团步入

巅峰期，应验了黄诗桄的为该团的建设达到成效。刘于晴对此表示：‚老师建立

完整的乐团声部架构，严谨练习，也采用无指挥方式比赛，用意在于乐团团员之间的

默契和配合。在 1999 年和 2002 年全国华乐比赛荣获双联冠，这已巩固了一个乐团创

办的稳定基础。‛ (刘于晴, 2017) 2002 年则是该团巩固稳健实力和奠定其在国

                                                           
35

 见图 22 - 23 
36

 见图 24 - 26 
37

 华都中学并不止一次到太平华联国中进行集训营，但均无正式记录而无法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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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华乐团的地位。2002 年 12 月 20 日及 21 日，该团参与由雪隆海南会馆主办

《马来西亚华乐合奏比赛》，并以《节庆欢舞》 及《 龙腾虎跃》获得全场总冠

军。 (威南华都中学华乐团, 2007, 页 17)除了团员的付出努力，黄诗桄的领

导获得顾问老师和校方的配合也使该团能达到佳绩。成就华联国中华乐团的双

联冠辉煌，或许是黄诗桄指导生涯的光辉面。其后该团也在 2004 年和 2006 年

参与该项赛事。 

或许有在日新国中华乐团时面对难题的经验，黄诗桄用更细腻的规划和方

式去管理华联国中华乐团。刘于晴认为黄诗桄为该团的发展有三点，即注重学

生的身心成长、改善乐器的素质和应邀与其他乐团交流 (刘于晴, 2017)可见黄

诗桄在指导理念和管理乐团进步不少，适当调节自己和乐团的管理来满足双方

所求，也在该团培育出不少华乐演奏员。刘于晴也提到， 他除了负责乐团练习

和合奏，也会留下来列席团员的会议，如技术小组会议，演奏会会议，生活营

会议。 (刘于晴, 2017)其注重乐团的发展和建设，让团员不单在演奏上有厚实

的基础和丰硕的演出经验，更培养团员在组织内的责任感与态度。2007 年黄诗

桄因校方所追求目标不同而被卸任，让许多该团团员十分不舍。黄诗桄在华联

国中华乐团不但为自己正名，也奠定了该团团员对演奏基础的重要性和发展对

外交流，通过华乐来培养团员为人处世之道，为该团立下重要的基石。 

2. 吉打居林觉民中学华乐团 

吉打居林觉民中学华乐团（下简称“觉中华乐团”）成立于 2003 年 2 月 9

日，由时任林清寿校长推动，林慧贞老师担任该团第一任顾问老师。林老师说

当初会邀请黄诗桄担任该团的指导，是经由槟城中艺音乐学院的赖亚来介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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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的。 (林慧贞, 2017) 赖亚来与黄诗桄同是日新中学华乐团的第一批团员，

两人也时常有联系，所以才介绍黄诗桄给觉民中学华乐团。 

觉中华乐团由黄诗桄指导至 2010 年其去世为止，其影响不仅于觉中，甚至

居林区乃至于整个吉南区的华乐风气，因觉中华乐团的崛起而提升38。2003 年

前，居林县内的华乐风气并未盛行。校友丘忠毅表示，当地人普遍对于华乐的

印象就是大山脚的日新国中华乐团，当地也未有社团华乐团和私人华乐指导，

一直到《翱翔》的举办和觉中华乐团获得金奖才有所改变。 (丘忠毅, 2017)觉

中华乐团也因此成为吉南区华乐的中心，这有赖于黄诗桄的指导。 

黄诗桄在觉中华乐团成立初期，几乎全程参与任何的决策和活动等过程。

据林慧贞忆述，在接洽黄诗桄的时候，其对华乐的理念十分的坚定，可说黄诗

桄只以华乐为先，如关心练习时间和乐器状况，不计酬劳多少，过后更亲自与

校方和董事协调关于经费还有活动演出等事项。 (林慧贞, 2017)黄诗桄初期给

予觉民中学华乐团的帮助，除了在团员基础上严格的指导，在乐器的购买甚至

乐团的筹款都给予建议或亲自执行，并为该团拟定目标并强调付出以实现。相

比其他所指导的华乐团，虽然有部分人士对于黄诗桄不拘言笑的作风有所不满，

但无可否认他对于该团的功劳。在该团成立初期，黄诗桄也安排华联国中华乐

团团员来到觉民中学协助指导团员练习，除了旨在提升双方演奏实力，也显现

让各州各校华乐团交流的理念。 

                                                           
38
觉中作为吉南区内唯一一所华文中学，早期觉中的学生除了来自居林当地以外，还有来自霹

雳巴里文打、霹雳司南马、西岭、麻坑、加拉岸、双溪谷、老火较、鲁乃、巴东色海、巴东美

哈、双溪加拉岸、三巴央和华玲等地。 (觉民中学校刊编委会, 2010, 页 16)如今，觉中的外

埠学生因各地纷纷兴建中学而减少，但觉中依然是吉南华裔学生的首选中学。这也间接的使到

觉中华乐团的发展，因学生而影响整个吉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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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诗桄对于觉中华乐团严苛的要求和练习，该团立下厚实的演奏基础。在

校方的支持和顾问老师的配合下，该团于 2002 和 2003 年得以为觉中校方主办

的《校友回校日晚宴》中演出。 (觉民国民型中学华乐团, 2013, 页 14)此安

排除了筹得创团基金外，更为该团累积演出经验，黄诗桄也亲自参与演出指挥。

2004 年初，该团也于觉中校方主办的《觉民之夜》演出，并筹获购买乐器款项；

同年六月，更参与远赴登嘉楼参加由马文协登州分会主办的《翱翔》百人华乐

演奏会。 (觉民国民型中学华乐团, 2013, 页 14)透过前几次的演出和《翱翔》

的交流，黄诗桄成功提高团演奏技术，更增加团员对华乐的知识。2005 年，该

团也主办了《翱翔·贰》，也参与了《翱翔·叁》、《翱翔·肆》和《翱

翔·七》，助于提升该团实力。该团于 2008 年 1 月 10 日主办《丝竹吟春》演

奏会，也是该团首歌演奏会。 (觉民国民型中学华乐团, 2013, 页 15)该团也

与华联国中华乐团和华都中学华乐团也曾举办联合集训营。除了提升该团的演

奏技巧透过集训交流和演奏会，更开阔该团的交流和学习机会。 

除了透过各大小演39，该团在也各项比赛也获得不俗的表现。觉中华乐团

两位前顾问老师林慧贞和吴庥琏均表示，黄诗桄在各段时期设立目标方式不一，

但其大目标始终未改。 (林慧贞, 2017; 吴庥琏, 2017)2006 年 12 月，该团便

首次参赛参与由雪隆海南会馆主办《马来西亚华乐合奏比赛》，虽没获得奖项

却达到了黄诗桄于 2005 年时为该团设下的目标。2008 年参与《春蕾》全国中

学华乐合奏比赛乙组，首获银奖。 (非凡表现在《春蕾》乙组赛——六校华乐

队报“金喜”, 2008)2009 年和 2010 年，更在第二与第三届《春蕾》中两度荣

获乙组金奖。 (觉民国民型中学华乐团, 2013, 页 15)这段期间可堪称觉中华

                                                           
39

 见图 27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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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团的巅峰期，而黄诗桄对该团付出也达到成效。2007 年接任为顾问老师吴庥

琏认为，黄诗桄对于比赛的态度是重视过程多于结果，志在教育团员的毅力和

耐心。从他建议参与比赛，但不赞同经常参与比赛的观念便可得知。虽然不时

会面对校方的压力，但他仍然坚持着自己的方式，一步步的带领该团。 (吴庥

琏, 2017)可见黄诗桄在该团实施其理念之坚持，也有赖于与顾问老师相互配合。 

与其指导华乐团一样，黄诗桄常就觉中华乐团团康活动给予意见并亲自参

与。根据往年的照片，黄诗桄每年 2 月都参与该团的团庆，也几乎参与每届的

生活营与叙别会，偶尔也会随同该团到各处游玩。40觉中华乐团是黄诗桄后期所

指导的华乐团距离他家最近，加上长时间的指导，以致黄诗桄对于该团的互动

性很高。觉中华乐团从无到有的发展，全然是黄诗桄亲手塑造成型。他对该团

的培养不仅限于华乐音乐方面，也如其他乐团一样关心和重视该团团员的身心

成长。吴老师说，他让团员对华乐团有归属感，让校友与乐团保持近距离的关

系，绝对是成功的文化培育。 (吴庥琏, 2017)直到现在，该团依然在每年叙别

会中保有邀约校友回团的传统。许多该团团员在毕业之后，也以自身的力量去

指导居林区内的居民学习华乐，如丘忠毅在毕业后进修课程成为音乐指导，许

多小学生在向他学习之后加入觉中华乐团，除了提升当地对华乐的看法，也达

到了互补的作用。 

觉中华乐团对黄诗桄的依赖性是绝无仅有的。2010 年，他在该团处于辉煌

期时忽然离世，对该团是绝大的打击。该团在 2013 年该团最后一批由他培育的

团员毕业后，开始浮现许多明显的问题如青黄不接、学校压力以及不适应新指

导老师的方式，让该团进入了过渡期。 (丘忠毅, 2017; 吴庥琏, 2017)该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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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图 30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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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由赖亚来担任指导，如今也渐渐恢复了光辉。无可否认，黄诗桄对觉中

华乐团的栽培有功。 

3.  槟城威南华都中学华乐团 

 华都中学华乐团成立于 2000 年 9 月，当时由时任槟州武吉淡汶区州议员兼

槟州华乐团主席赖秋福推动下而成立的。当时的在赖秋福的接洽下，由槟州华

乐团聘请林顺发、林顺丽和陆慕军前来华都中学华乐团指导。 (威南华都中学

华乐团, 2007, 页 14)沈安定老师透露，他在华乐团成立约一两年担任顾问老

师时由于水准低落和乐器不足，一些重大事项如购买乐器等都是由校方和槟州

华乐团共同决定，后来因校方的安排而另任他职，直到 2006 年才再次担任华乐

团顾问老师。 (沈安定, 2017)换言之，华都中学华乐团是槟州政府推动成立的，

基本上华乐团的决策需要校方与槟州华乐团共同负责和商议。对于槟州华乐团

透过校方成立华乐团的缘由，摒弃政治上的利益外，可见其致力于发展槟州为

华乐州的决心，进而提升华乐文化较为薄弱的威南区。 

 但该志向并未得到合适的发展，在沈安定老师调任其他职务后，华乐团的

顾问老师并未致力配合和疏于管理，加上几位指导老师到来指导的频率非常少，

而团员对于练习也意兴阑珊。沈安定老师透露，虽然有部分团员的水准进步神

速，但整体演奏水平因各团员基础不稳不涨反降，甚至在他再次接手前，华乐

团还面临团员不足而差点被校方解散的情况。 (沈安定, 2017)沈老师于 2005

年末重新接手华乐团顾问老师一职，当时华都中学华乐团虽已成立近六年，但

并未有特出的发展，甚至也甚少参与演出和比赛。 



36 
 

 为了提升华乐团的素质和团员的演奏水平，沈老师接手后致力于改革。

2006 年他首先更换了指导老师，找来了他在日新中学时期的指导老师黄诗桄为

华都中学华乐团的新任指导老师。 (沈安定, 2017)虽然黄诗桄并未如前任指导

团有助手，但是亲历亲为的指导让华乐团的演奏水平取得显著的进步。其对于

华乐的态度和坚定的理念，也使到团员对华乐团更有信心。 

黄诗桄的到来也让华都中学华乐团走出华都，见识到了外地和各州团体的

华乐团，让团员在交流中吸取不少的经验。该团曾于 2006 年 3 月和 8 月赴觉民

国中华乐团进行集训营和新生集训营41，与太平华联国中华乐团也有良好的关系

42。除了通过集训营提升乐团的演奏水平，也透过交流来互补各团所需知识和经

验。此外，华都中学华乐团也多次与太平华联华乐团联办团康活动，如一日游

和烧烤会等，增进两团团员之间的情感。 

同年五月，华都中学华乐团首次远赴吉兰丹参与吉兰丹中华独中主办的

《翱翔·三》百人演奏会和集训营，获益不浅。深信这次的吉兰丹之旅大大增

强了团内的士气，而 2007 年由华都中学华乐团举办的《翱翔·肆》更是把该团

推上了高峰。同年 8 月，该团也因主办《翱翔·肆》而到国营电台 AI-FM 的

《华乐新当家》节目中参与广播访问和演奏 (余建翰, 2008)，对华都中学华乐

团的影响深远。 

虽然黄诗桄指导华都中学华乐团只有短短的一年，也未曾带领华都中学华

乐团参与任何比赛和主办校园演奏会，但他为乐团塑造的氛围和立下厚实的演

奏基础，也引领该团到各处见识和让各团互相认识，深深影响着该团。在 2007

                                                           
41

 新生集训营确切时间为 2006 年 8 月 24 至 25 日，3 月集训营确切日期已无可考。见图 34 
42

 详细记录参阅太平华联国中华乐团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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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沈老师为求对乐团有更全面的发展而结束与黄诗桄的指导关系，改聘吴

淑亮为指导老师。 

 

第二节 《翱翔》百人华乐演奏会 

 黄诗桄一生把推广华乐当作使命，寄望各团能摈弃门户观念，让马来西亚

华乐的发展能更加的多元本土化。为了实践这理念，他于 2003 年向马文化协登

州分会提出了举办“百人华乐演奏会”的概念，聚合了他在各地华乐团，让文

化、生活背景和乐团管理模式各异的团员互相认识，通过华乐的练习交流合作

并演出。百人华乐演奏会也由黄诗桄命名为《翱翔》，即为华乐能如大雁般展

翅高空，将华乐推广及发扬到全国各个角落。 (吉兰丹中华独中家教联谊会, 

2011, 页 33)百人华乐演奏会的概念虽并不在此时才开始拥有，但是《翱翔》

百人华乐演奏会（下简称《翱翔》）的独特在于汇集全马来西亚半岛各处的华

乐团，不论是校园华乐团还是社团华乐团，又或是个人都可参与此项集训营和

演奏会。《翱翔》可说是黄诗桄理想的演奏会，《翱翔》是以轮班的方式让各

地的华乐单位轮流主办。 (吉兰丹中华独中家教联谊会, 2011, 页 31)这可加

强华乐爱好者和华乐团团员凝聚力，并排除异己而抱持推广发扬华乐的心，以

提升身心的心态互相切磋交流学习，也以更健全的方式去提升华乐的水平和层

次。 

黄诗桄的概念获得时任马文协登州分会主席林玉通支持，并携手该会理事

策划。2004 年 6 月 9 日，第一届《翱翔》顺利在登州文化剧院举办，参与 4 个

单位包括了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登州分会）华乐团、瓜登中华维新国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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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华乐团、吉兰丹中华独立中学华乐团和吉打居林觉民国民型中学华乐团，

共 120 人参与演出。 (吉兰丹中华独中家教联谊会, 2011, 页 33)演奏会的前

三日，各校华乐团成员于维新小学参与集训营。 (林玉通、陈秀芬、陈秀春, 

2017)虽然林玉通、陈秀芬和陈秀春以及《乐航·纪念黄诗桄老师》演奏会特刊

中都表示《翱翔》演奏会是登州有史以来，第一场纯华乐演奏晚会。但是根据

笔者调查，登州第一次纯华乐演奏晚会应为 1992 年黄诗桄率领日新国中华乐团

到登州进行的巡回演奏会，而《翱翔》则是第一次当地华乐团筹备和演出的华

乐演奏晚会。 

《翱翔》让创团两年的觉中华乐团，不论是演奏技术、乐团管理、乐团活

动方式、音乐会的承办方式等都受益良多。该团时任顾问老师林慧贞回校后毅

然向黄诗桄和校方提议主办《翱翔·贰》。 (林慧贞, 2017)当时虽觉中华乐团

稍有规模，但筹办演奏会经验和资源都不足，但黄诗桄仍毅然答应让觉中承办

《翱翔·贰》，更为该团拟定一年内参与全国赛的目标。 (林慧贞, 2017)《翱

翔·贰》于 2005 年 3 月 15 日举办，前三日为集训营，参与单位为吉打居林觉

民国民型中学华乐团、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登州分会）华乐团、瓜登中华

维新国民型中学华乐团、吉兰丹中华独立中学华乐团和太平华联国中华乐团，

共 186 人演出。 (吉兰丹中华独中家教联谊会, 2011, 页 34)据悉该演奏会也

是居林第一次举办演奏会， (觉民中学华乐团惊喜——百人演奏会 2 周筹逾 8

万, 2005, 页 12)而《翱翔·贰》也为觉中华乐团往后的发展打下了重大的基

础。傅丽芳指出：“我们从《翱翔》贰中吸取了甚多经验，给我们将来举办集

训营、演奏会垫下基石。” (傅丽芳, 2017)对觉中华乐团和吉南华乐的发展的

影响之大和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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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翱翔·叁》由吉兰丹中华独中主办，于 2006 年 5 月 31 日在吉兰丹中华

总商会举行演奏会，前三天于该校校舍办集训营。参与单位为吉兰丹中华独立

中学华乐团、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登州分会）华乐团、瓜登中华维新国民

型中学华乐团、吉打居林觉民国民型中学华乐团和槟城威南华都国民型中学华

乐团。 (吉兰丹中华独中家教联谊会, 2011, 页 35)《翱翔·叁》的参与演出

人数共有 280 人，是《翱翔》和东海岸最多人同台演奏华乐的记录，也是吉兰

丹首个大型华乐演奏会。《翱翔·叁》的举办使到吉兰丹地区开始注重华乐团

的发展，如吉兰丹中正国中在《翱翔·叁》之后开始重视该校华乐团的发展，

并接洽林玉通以聘请华乐指导。 (林玉通、陈秀芬、陈秀春, 2017)中正国中华

乐团团员也在 2006 年后，有每周到吉兰丹中华独中练习事项。 (skyhigh, 

2007)可见《翱翔·叁》，也间接让影响地华社重视对华乐的推广。 

 《翱翔·肆》由槟城威南华都中学主办，并于 2007 年 5 月 31 日在槟州大

会堂演出，是华都中学华乐团成立七年以来，首次主办的大型演奏会，参与单

位包括槟城威南华都国民型中学华乐团、瓜登中华维新国民型中学华乐团、吉

兰丹中华独立中学华乐团、吉打居林觉民国民型中学华乐团、马来西亚华人文

化协会（登州分会）华乐团和太平华联国民型中学华乐团。 (吉兰丹中华独中

家教联谊会, 2011, 页 36)《翱翔·肆》的演出人数因舞台的局限而只有 120

人，但 303 人是历届《翱翔》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华都中学华乐团在举办了

《翱翔·肆》之后，不单只是获得当地人民的认可，名气更是高涨至全槟州。

《翱翔·肆》在演奏会前三日于华都中学校舍举办集训营，其中在演奏会前一

日，全体《翱翔·肆》团员被安排到华都村大伯公庙前空地进行彩排。根据赖

秋福在《翱翔·肆》演奏会上的致辞，这可让居民近距离观赏华乐乐器和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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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他们对华乐和华都中学华乐团的认识，也可让各州属的团员感受当地居

民对于华乐的热情。 (华都中学华乐团, 2007) 

2008 年，《翱翔·伍》由维中华乐团主办，于该年 3 月 14 日在登嘉楼文

化剧院演出，前三日于该校举办集训营。由于适逢大选，仅有瓜登中华维新国

民型中学华乐团、吉兰丹中华独立中学华乐团、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登州

分会）华乐团和巴罗灵山寺参与，少于 100 位演出人数是历届《翱翔》最少的。 

(吉兰丹中华独中家教联谊会, 2011, 页 38)《翱翔·伍》是维中华乐团创团以

来第一次主办的大型华乐演奏会。据郭桂娥老师称，虽然该团多次参与马文协

登州分会华乐团主办的音乐活动，但是《翱翔·伍》是该团第一次以该校名义

主办的演奏会。 (郭桂娥, 2017)这也考验着团员如何去承担筹备演奏会，《翱

翔·伍》成功举办也使到在登嘉楼推广华乐的马文协登州分会华乐团的前辈们

欣慰，华乐推广终于获得年轻人接班。 

 《翱翔》在 2009 年停办一年后， 2010 年于柔佛州再次举办。2009 年停办

原因除了黄诗桄较为忙碌以外，也因没有华乐团愿意承办。《翱翔·六》于

2010 年 3 月 19 日由柔佛的巴罗灵山寺主办，参与单位有巴罗灵山寺华乐团、瓜

登中华维新国民型中学华乐团、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登州分会）华乐团、

吉兰丹中华独立中学华乐团、拉曼学院华乐团、永平国民型中学华乐团和居銮

法溪禅寺华乐团，共有 206 人参与。 (吉兰丹中华独中家教联谊会, 2011, 页 

39)前三日于巴罗中学校舍进行集训营。吉隆坡的拉曼学院华乐团虽未由黄诗桄

指导，但因柯清龙的关系而首次参与翱翔，柯清龙也是《翱翔·六》助教之一。

《翱翔·六》亦是黄诗桄最后一次参与的《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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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拉曼学院华乐团原属意于 2011 年承办《翱翔·七》，但与校方协商

不妥，黄诗桄才转问吉兰丹中华独中华乐团。 (maggie, 2010)黄诗桄突然离世

扰乱了协商主办《翱翔》的计划，为了纪念黄诗桄对于各各华乐团默默的付出，

林玉通说服吉兰丹中华独中再次主办《翱翔》，聚集了黄诗桄生前指导的华乐

团向黄诗桄致敬和缅怀他。时任吉兰丹中华独中校长吴建成在《乐航·纪念黄

诗桄老师》提到，‚林玉通先生一再向校方献义举办《翱翔·七》，并积极的从旁协

助如找来陈守娟老师担任《翱翔·七》的总指挥，见大家盛意拳拳，只好勉为其难、

战战兢兢的承办意义重大的华乐飨宴。‛ (吉兰丹中华独中家教联谊会, 2011, 页 

5)陈守娟曾被黄诗桄指导43，其担任总指挥44之举也被视为传承黄诗桄为华乐的

精神。 

 《翱翔·七》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在吉兰丹中华总商会举办，前三天于吉

兰丹中华独中校舍办集训营。参与单位有吉兰丹中华独立中学、吉兰丹中正国

民型中学华乐团、瓜登中华维新国民型中学华乐团、马来西亚文化协会登州分

会华乐团、吉打居林觉民国民型中学华乐团、柔佛永平国民型中学华乐团、柔

佛巴罗灵山寺华乐团、霹雳太平华联独中华乐团、槟城高渊东姑阿都拉曼中学

华乐团和太平达鲁力端中学华乐团，共集聚了六州约 230 名团员。主办单位也

特地邀请了黄诗桄的遗孀和女儿，前来吉兰丹参与这场意义深重的演奏会。 

虽然黄诗桄所指导的华乐团并未全数参与《翱翔》45，各单位主办《翱翔》

的目的不同，但整体流程都以黄诗桄为主，可谓《翱翔》的支柱。各团团员在

                                                           
43

1997 年代表太平华联国中华乐团获得第四届《全国华乐节独奏赛》第五名 
44

 《翱翔•七》除了陈守娟老师以外，也另有王耀安、关妍媚、林栩权、谢文彬和蔡志强五人当

助教，其中王耀安和蔡志强的启蒙老师为黄诗桄。 
45
校方对参与《翱翔》有所顾虑，而并未全数参与每届《翱翔》，如太平华联国中华乐团并未

参与第一届《翱翔》和《翱翔•叁》、觉中华乐团也缺席《翱翔•伍》和《翱翔•六》、吉兰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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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届《翱翔》都获益不浅，也是一生中难能可贵的经历。特别是来自东海岸的

华乐团，着实打开他们的眼界，更为他们与外坡华乐团搭起沟通的桥梁，是东

海岸华乐发展重要的突破。 

《翱翔》对于团员来说，是别有意义的华乐集训演奏会，各个参与《翱翔》

的团员都不敢怠慢练习，间接的为与团设立了目标。黄诗桄生前虽未述说过他

对《翱翔》的功绩和成效，但在《翱翔》的凝聚下各华乐团发展得稳定团结，

他不遗余力推动华乐的精神，终究也让各处华乐团绽放光芒。 

  

                                                                                                                                                                      
正国中华乐团甚至只参与《翱翔•七》。第一届《翱翔》部分太平华联国中华乐团团员以私人名

誉参与，部分团员在毕业或 2007 年后也以私人名誉参与《翱翔》。华都中学部分团员也以私人

名义参与《翱翔•伍》。吉兰丹中正国中华乐团团员在 2007 年开始便以私人名誉参与《翱翔•叁》

直到《翱翔•六》。觉中华乐团全团团员也以私人名誉参与《翱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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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语 

马来西亚的校园华乐团很大源于地缘宗乡社团内的传统音乐组，早期也面

对资料不足和缺乏指导的 问题。但早期校园华乐团的发展进程，很大影响后来

本地指挥的素质与修养的关键之一。黄诗桄在日新国中华乐团的华乐学习经历，

塑造了其对华乐有个性的想法，而在日新国中华乐团的指导经历，进而使他改

善缺点并奠定其对华乐理念的坚持，即视传承华人文化为己任和以音乐教育及

培养人格修养。本论文理清了黄诗桄在日新国中华乐团少为人知的经历，也透

过这段关系而得以窥探日新国中华乐团的历史。 

黄诗桄的指导方式较为全面，除了对演奏的技巧有严格的要求，也注重团

员身心和人格的培养。可见他意识到华乐的发展固然要有杰出的演奏员，也需

有素质的观众，培养团员对华乐团有归宿感他会依各团的需求作出改变，但都

是朝向他所设的目标。虽然其理念十分的呆板，对于想往音乐发展的天才是有

一定的限制，但对于业余或求知欲强的人是受益良多的。 

他的指导历程横跨马来半岛北部，打通了各区域之间的华乐华乐疆界，全

然凭一己之力为各团立下发展基础，让各团的崛起以影响当地的华乐的发展。

他对团内各项事物尽心尽力，亲身展示了其对华乐的全面性，改善各团的素质

让团员在演奏和身心上都能得到良好的发展。他提倡通过演出或比赛的机会来

提升华乐技术，也有助于改变大众对华乐的刻板观念以外，间接的提升社会对

华乐的兴趣，最成功乃开拓了登州的华乐发展。他的华乐教育理念，以及奔波

劳苦传扬弃理念的精神，更受到认可而获得林连玉精神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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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诗桄致力于华乐的交流，更把各华乐团凝固为一股力量，在各地主办

《翱翔》百人华乐演奏会。虽然他并未曾创办自身的华乐团，但却透过此演奏

会，透露其摒弃门户观念的交流演奏会的概念，使这类演奏会渐渐在马来西亚

开端发展。他的理念拉近了各华乐团的结合交流，助于推动马来西亚华乐的发

展，透过他的历程除了能更了解各地华乐团的发展动向，也能知道马来西亚华

乐工作者的艰辛和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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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图 

图 1：日新国中华乐团布告栏仍展示大山脚韩江公会潮乐组为义务指导（笔者

摄于 2017 年 10 月 9 日） 

 

图 2：《第一届中学生华乐独奏观摩赛》得奖名单 (王静怡, 2009, 页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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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第一届《全国华乐节华乐独奏比赛》简章 (王静怡, 2009, 页 90)

 

图 4：第一届《全国华乐节华乐合奏比赛》简章 (王静怡, 2009, 页 91) 

 



55 
 

图 5：黄诗桄向许元良学习西方乐理的文凭 (吉兰丹中华独中家教联谊会, 

2011, 页 72) 

 

图 6 & 图 7：黄诗桄心目中华乐团的编制 (陈强华, 1979, 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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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 图 9：2005 年第一届《乐浪》全国华乐独奏赛简章 (2005 年《乐浪》全

国华乐独奏赛工委会, 2005, 页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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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 图 11：2009 年第二届《乐浪》全国华乐独奏赛简章 (2009 年《乐浪》

全国华乐独奏赛工委会, 2009, 页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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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 图 13：2013 年第三届《乐浪》全国华乐独奏赛简章 (2013 年《乐浪》

全国华乐独奏赛工委会, 2013, 页 10-11)

 

 



59 
 

图 14：黄诗桄（中排右一）与学生在观赏 2005 年《乐浪》期间于登嘉楼文化

剧院内合照 (vannges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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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星洲日报报道黄诗桄获颁林连玉精神奖（林连玉精神奖颁奖——表扬黄

诗桄何慧贞谢太宝，2011，页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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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黄诗桄获颁的林连玉基金会奖状（紫绮，2011） 

 

图 17：吉兰丹中正国中华乐团团员与黄诗桄（左三）和郭桂娥（左四）在登州

中华维新结束集训营后于校园内合照 (胡集庆,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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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黄诗桄出席 2010 年中华维新华乐团叙别会（Kent Lee，2010） 

 

图 19：2007 年 12 月吉兰丹中正国中华乐团和登州中华维新国中华乐团于吉兰

丹中华独中校内进行集训营大合照 (chenyili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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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黄诗桄与学生于吉兰丹中华独中集训营时合照 (chenyilin, 2007) 

 

图 21：黄诗桄于第一届《翱翔》演奏会后参与出游的照片（Syen Gan SienYe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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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觉中华乐团在 2006 年 8 月到华联国中参与集训营 (Leaf, 2006) 

 

图 23：2006 年 8 月觉中华乐团到太平华联集训营日期和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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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沈安定老师（前排左二）率领华都中学华乐团于 2007 年 3 月到华联国

参与集训营 (kelvinteh91, 2007A) 

 

图 25：华联国中华乐团代表在与华都联合集训营时交代事项，后方白板写着

“10/3/2007，9am 接待华都”字眼 (kelvinteh91, 200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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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黄诗桄在华都华联联合集训营时摄影，前者为华都时任团长林慈依 

(kelvinteh91, 2007A) 

 

图 27：2003 年觉中华乐团在黄诗桄带领下于觉中校友回校日中演出（傅丽芳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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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黄诗桄于 2007 年觉中毕业典礼上指挥 

 

图 29：2009 年觉中华乐团首届演奏会《丝竹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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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黄诗桄与觉中华乐团于 2006 年《马来西亚华乐合奏比赛》后同游吉隆

坡（傅丽芳提供） 

 

图 31：黄诗桄于 2007 年觉中华乐团叙别会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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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黄诗桄于觉中华乐团与 2010 年《翱翔·六》后到巴罗灵山寺参观 

 

图 33：黄诗桄随觉中华乐团参观理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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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黄诗桄于 2006 年 8 月在觉中华都新生集训中指挥

 

图 35：第一届《翱翔》百人华乐演奏会（傅丽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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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翱翔·贰》百人华乐演奏会后台（觉民百年校庆，2017） 

 

图 37：《翱翔·贰》百人华乐演奏会（觉中华乐团团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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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翱翔·叁》百人华乐演奏会（觉中华乐团团员提供）

 

图 39：《翱翔·叁》百人华乐演奏会集训营（觉中华乐团团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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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觉中华乐团于《翱翔·肆》百人华乐演奏会注意事项 

 

图 41：《翱翔·肆》团员于华都村大伯公庙前彩排情景 (kelvinteh91, 200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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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翱翔·肆》百人华乐演奏会集训营 (kelvinteh91, 2007B) 

 

图 43：《翱翔·伍》百人华乐演奏会集训营 (吉兰丹中华独中家教联谊会, 

2011, 页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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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翱翔·六》百人华乐演奏会后与黄诗桄和李克华老师（橙衣者）合照 

 

图 45：太平华联国中华乐团为黄诗桄庆祝父亲节 (kelvinteh91, 200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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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太平华联国中华乐团获得 1999 年《全国华乐节合奏比赛》的冠军奖杯

（engguan，2006B） 

 

图 47：太平华联国中华乐团获得 2002 年《马来西亚华乐合奏比赛》的冠军奖

状（engguan，20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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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黄诗桄为新生编的节奏训练 

 

图 49：林慧贞老师（中）和傅丽芳（左一）等人在黄诗桄家中的书房合照（傅

丽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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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0：柯清龙（左二）等人与黄诗桄于《翱翔·叁》时合照（傅丽芳提供）

 

图 51：太平华联国中华乐团团员与黄诗桄的合照 (kelvinteh91, 200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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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黄诗桄与觉中华乐团在获得 2010 年春蕾乙组金奖后于槟州大会堂内庆

祝（笔者摄于 2010 年 6 月 7 日） 

 

图 53：黄诗桄出席马文协登州分会华乐团主办的《琴涛》独奏赛 (戴小华, 

2013, 页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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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笔者与陈秀春（左一）、林玉通（右二）和陈秀芬（右一）与访谈后合

照（笔者摄于 2017 年 5 月 22 日） 

 

图 55：马文协登州分会会馆内部，该会列常活动包括华乐练习地点（笔者摄于

2017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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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笔者与陈俊森于访谈后合照（笔者摄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 

 

图 57：《翱翔·七》百人华乐演奏会邀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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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翱翔·七》之〈乐航〉百人华乐演奏会纪念黄诗桄老师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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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表 1：1973 年第一届全国华乐演奏比赛成绩 

名次 优胜者 乐器：演奏曲目 

第一名 黄师光46
 二胡：畅想曲（钢琴伴奏） 

第二名 张同盛 二胡：畅想曲（钢琴伴奏） 

第三名 陈国兴 

沈添发 

古筝：乘风破浪 

古筝：南进宫 

第四名 黄江和 板胡：送粮（华乐小组伴奏） 

第五名 翁瑞燕 扬琴：庆丰收 

第六名 余华 笛子：牧童 

第七名 赖亚来 古筝：渔舟唱晚 

第八名 许汉顺 琵琶：阳春白雪 

第九名 张来 古筝：渔舟唱晚 

第十名 刘曼弘 弟子：山歌与采茶调 

 

（转引杨倩妮，2016，78） 

 

  

                                                           
46

 黄师光为黄诗桄早期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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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马文协登州分会 1995 年至 2010 年 10 月有关华乐的活动记录 

年份 日期 活动 

1996 - 成立儿童合成团、华乐团和书法班 

1999 5 月 27-29 日 主办华乐生活营，50 名团员参与，获得黄诗桄、太平华

联独中以及国中华乐团协助 

9 月 23 日 华乐团、气功组、合唱团和书法班联合庆祝中秋联欢会 

2000 2 月 18 日 于登嘉楼中华维新小学多用途礼堂主办“灯节——祥龙

迎千禧文娱大汇演”，让本会各小组呈现学习成果 

5 月 27 日 假 Agro Resort 主办华乐营，为期三天 

7 月 28 日 主办华乐独奏比赛 

9 月 8 日 主办华乐演奏会，由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师生表演 

2001 2 月 2 日 主办挥春赛，同时安排本会华乐团演奏助兴 

2 月 2 日 本分会华乐团受邀为登州新春联欢晚会呈献华乐节目 

2 月 10 日 本分会华乐团与少儿合唱团受邀于博特拉大学新春联欢

会呈献 

3 月 9 日 本分会华乐团为新学员举办迎新日 

2002 2 月 22 日 本分会华乐团首要为瓜登华社新出联欢晚会呈献华乐节

目 

3 月 25 日 本分会华乐团举办激励课程 

5 月 27 日 主办华乐营，为期 4 天 3 夜，43 名华乐团团员参与 

5 月 31 日 与本坡佛教会青年团联办“卫塞之夜”，本分会华乐团

受邀表演 

6 月 7 日 主办华族乐器独奏比赛，共 38 名参赛者 

6 月 23 日 本分会华乐团为“爱心基金”慈善演出呈献 

2003 2 月 12 日 本分会华乐团受邀为第六届瓜登华团新春联欢会演出 

6 月 2 日-4

日 

假维新小学主办华乐生活营，工 56 名团员参与 

11 月 3 日-5 本分会华乐团团员前往吉兰丹哥打巴鲁参加“东海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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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声”集训营 

2004 2 月 7 日 本分会华乐团受邀为瓜登华团主办的新春团拜宴会演奏 

2 月 13 日 主办华族乐器独奏比赛，有 37 名参赛者 

4 月 9 日 联合维新国中华乐团主办迎新会 

6 月 5 日-8

日 

主办《翱翔》生活营，共有 126 名分别来自登州中华维

新中学、吉打居林觉民国中及吉兰丹中华独中，还有本

分会的华乐团团员为期 3 天 4 夜的集训 

6 月 9 日 《翱翔》百人华乐演奏会假文化剧院举办 

6 月 12 日 本分会华乐团受邀为“祥和之夜”佛陀日演出 

11 月 10 日-

13 日 

本分会华乐团前往吉兰丹，参与丹中主办的“曙光”华

乐营 

2005 1 月 7 日 本分会受登州马华区会主办“终身学习运动”邀请，于

会上展出华族乐器 30 余件，本会华乐团于当日演奏呈献 

3 月 11 日-16

日 

本分会华乐团前往极大参与觉民国中主办的《翱翔 2》百

人华乐演奏会 

8 月 25-27 日 配合本分会成立十周年，一连三天在瓜登文化剧院主办

《乐浪》2005 全国华乐独奏赛，共吸引 180 名好手参与 

9 月 16 日 本分会华乐团受邀为登州中华大会堂“中秋之夜“呈献

节目 

2006 3 月 11 日 主办华乐学习营，为期两天 

5 月 31 日 本分会受邀参与吉兰丹中华独立中学主办的《翱

翔·叁》百人华乐演奏会。 

6 月 5 日 主办“悠扬三十”文娱演出 

9 月 10 日 本分会华乐团代表本分会到全国文化节大汇演呈献华乐

演出 

2007 3 月 3 日 假登州文化剧院主办“中成西就”音乐会 

5 月 28 日 派 8 为华乐团团员赴槟城参与《翱翔·肆》华乐集训和

演出 

11 月 15 日 33 位华乐团团员受邀到吉兰丹中华独立中学协助为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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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月圆东缘”华乐集训营 

2008 2 月 6 日 本分会华乐团受邀到马华公会主办的文娱晚会呈献节目 

3 月 10 日-13

日 

本分会华乐团受邀参与《翱翔五》华乐集训营 

6 月 13 日 本分会华乐团受邀为“贞佛宗会庆晚宴”演奏呈献 

7 月 7 日 本分会华乐团受邀为“登州华青之夜”晚宴上演奏 

8 月 30 日 本分会主办《琴涛》东海岸区华乐独奏大赛 

11 月 13 日 本分会华乐团团员赴吉兰丹参与丹中华乐集训营，为期 3

天 

12 月 18 日 前往吉隆坡观赏全国华乐大赛 

2009 8 月 28 日 于瓜登文化剧院主办黄安源与黄晨达胡琴演奏会 

8 月 28 日-30

日 

假登州文化剧院主办《2009 乐浪》全国华乐独奏赛。参

赛人数有 118 名 

2010 3 月 19 日 本分会受邀参与由巴罗灵山寺主办的《翱翔·六》〈灵

山梵语〉百人华乐演奏会 

9 月 17 日 本分会华乐团受邀为登州中华大会堂及登州华团欢庆中

秋节呈献华乐节目 

9 月 18-日

19 日 

本会华乐团受邀为杜振耀行政议员办公室主催的“中秋

嘉年华会”呈献街头华乐表演 

9 月 24 日 本会于瓜登文化剧院主办《心连心》华乐音乐会，由大

乐乐实验乐团呈献，为林连玉纪念馆筹获 15 万令吉 

2011 12 月 18 日 本分会推荐已故黄诗桄先生获得林连玉精神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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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990 年至 2007 年间华联国中华乐团所主办与联办的音乐会 

年份 音乐会名字 联办单位 

1990 《筝乐晚会》 - 

1993 《韵溢华联》 华联独中华乐团 

1995 《悠韵汇翠湖》 - 

1996 《弦韵奔乐》 怡保育才独中华乐团 

1997 《琴韵悠扬》 - 

1998 《龙腾虎跃》 - 

 《明月》 华联独中华乐团主办 

1999 《攀登》 - 

 《丰年祭》 华联独中华乐团主办 

2000 《飞天》 - 

2001 《龙》 - 

2002 《奔向前方》 - 

2003 《攀登 II》 - 

2004 《悠韵灌雨城》 - 

2005 《华韵联翩》 - 

2006 《难忘今宵》 - 

2007 《冬月飘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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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口述历史与访谈人物表 

 受访者姓名与身份 访谈内容 时间与地点 采

访

者 

1 陈俊森 

日新国中华乐团 1977 年至

1978 年团长 

日新国中华乐团对黄

诗桄的影响和关系 

2017 年 10 月 10

日 

1530 

日新中学附近茶

餐室 

沈

忠

量 

2 傅丽芳 

觉中华乐团 2003 年至

2004 年团长 

2005 年至 2006 年学生顾

问 

黄诗桄对觉民国中华

乐团的发展和影响 

2017 年 9 月 28 日 

1115 

电访 

沈

忠

量 

3 郭桂娥 

登州中华维新顾问老师

（2005 年至今） 

黄诗桄对中华维新华

乐团的发展和影响 

2017 年 5 月 23 日 

1800 

瓜拉登嘉楼 On 

The Way Kopitiam

餐厅 

沈

忠

量 

4 林慧贞 

觉中华乐团 2003 年至

2006 年顾问老师 

黄诗桄在觉民中学华

乐团创团期的概况和

困境 

2017 年 5 月 18 日 

1000 

觉中图书馆 

沈

忠

量 

5 1. 林玉通 2. 陈秀芬 3. 陈秀

春 

1. 马文协登州分会主席 

2. 马文协登州分会秘书 

3. 马文协登州分会理事 

登嘉楼华乐的渊源以

及黄诗桄对马文协登

州分会、维新中学华

乐团以及东海岸华乐

的影响 

2017 年 5 月 22 日 

2045 

马文协登州分会

会所 

沈

忠

量 

6 刘于晴 

太平华联国中华乐团 1999

年至 2003 年团员 

黄诗桄对太平华联华

乐团的发展和影响以

及黄诗桄的华乐历程 

2017 年 9 月 17 日 

1925 

电访 

沈

忠

量 

7 丘忠毅 

觉中华乐团 2006 年至

吉南华乐发展以及黄

诗桄对觉中华乐团的

2017 年 5 月 12 日 

1100 

沈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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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团员 影响 丘忠毅住所 量 

8 沈安定 

日新国中课外活动副校长 

华都中学华乐团前顾问老

师 

日新国中华乐团早期

发展概况以及威南华

都中学的发展概况 

2017 年 10 月 10

日 

1200 

日新国中办公室 

沈

忠

量 

9 吴庥琏 

觉中华乐团 2007 年至

2016 年顾问老师 

2007 年至 2010 年黄诗

桄对觉中华乐团的发

展概况 

2017 年 5 月 16 日 

1630 

采访者住所 

沈

忠

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