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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即藝術　江芳妮的⾳樂教室美學 
2021-05-22  記者 鄭惠⼼ 報導 

「我們教室的另⼀個名字是Sonaten，意思是奏鳴曲，我們希望能藉由⾳樂，讓⽣活像⼀⾸奏鳴
曲般美好。」琴藝⾳樂教室的經營者江芳妮說。

 

⽵東⼩鎮的藝術美學空間

「Sonaten琴藝⾳樂教室」位於⽵東⼩鎮，開設⾄今已屆滿四⼗載，原先是由黃淑珍創辦，⽽後
傳⾄兩位女兒江芳妮、蘇琇琪⼿中。在約四、五年前轉型，女兒們的最⼤的理想，就是打造出以

⾳樂教育為主的藝術中⼼，教室內除了鋼琴，也有提琴、吉他、烏克麗麗等課程，結合了咖啡、

茶品、藝術作品，打造出獨⼀無⼆的藝術美學空間。

▲  黃淑珍（中）與兩位女兒江芳妮（右）、蘇琇琪（左）在⾳樂教室⼤廳的合影。（圖／鄭惠⼼
攝）

琴藝⾳樂教室外觀看似是三棟連排的普通⺠宅，沒有顯⽬引⼈的招牌。但⼀⾛近便會發現，光潔

的玻璃落地窗讓室內通透明亮，⼤廳正中央擺放了演奏式鋼琴，牆上展出的攝影、繪畫作品會定

期更換，如同⼩型藝廊。屋內的左⽅設置了⼿沖咖啡區，⽽右⼿邊則是品茗的空間。悠閒的氛圍

讓不少路過⺠眾以為是家優雅的咖啡廳，想要進來坐下喝杯咖啡。

 

Coffee, Tea or Music? 琴藝的⾳樂⽣活美學
⾳樂教室不但能夠喝咖啡、品茶，還能欣賞藝術展覽？乍聽下有些奇怪的組合，細想後卻⼀點也

不違和。「早上可能想喝咖啡，下午⼜想喝茶，無聊的時候想喝⼿搖，我想這就是現代⼈的⽣活

吧！」江芳妮端起⼿中的咖啡這麼說。

的確，現代⼈⽣活⽅式多元，對許多⼈來說，咖啡、茶、⾳樂與藝術都是⽇常中不可或缺的⼀部

分，⽽四者最⼤的共同點，就是能夠替⽣活增添⼀絲美好。江芳妮：「就是所謂的⼩確幸！我們

想帶給⼈的，就是⽣活的美好！」琴藝⾳樂教室，給⼈的就是這樣意想不到的浪漫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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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沖泡咖啡的江芳妮，讓室內咖啡香滿溢。（圖／鄭惠⼼攝）

▲ ⾒到客⼈來，⼀下泡咖啡、⼀下忙著泡茶的江芳妮，可以看得出她的好客與品味。（圖／鄭惠
⼼攝）

 

結合⽣活的教學　師⽣間多了份關⼼

屋內濃郁的咖啡香，與清雅的茶香融合得恰到好處，在這樣浪漫典雅的氣氛之下，想必背景⾳樂

搭配的是輕柔的古典⾳樂吧？「很可惜的，教室內的練習聲通常都不怎麼好聽。」琴藝的鋼琴老

師，同時也是江芳妮的妹妹蘇琇琪笑著說。

在⾳樂教室出⽣⻑⼤、從⼩習琴、⾳樂研究所畢業的她，曾在臺北擔任學校⾳樂老師，但後來決

定回到家鄉，回到⺟親開的⾳樂教室。「我⼀直覺得⾃⼰很幸運，能讓興趣成為⼯作。」蘇琇琪

有著⾳樂⼈獨有的溫雅氣質，聲⾳輕柔但堅定地說道：「⾳樂，對我來說不僅僅是⽣活中的⼀⼩

部分⽽已，⾳樂就是我的⽣活，我和我家⼈的⽣活。」

與⽣活結合，是琴藝最⼤的特點之⼀，也因此有著與⼀般⾳樂補習班不同的教學⽅式。學⽣的組

成從⼩孩到成⼈都有，除了基礎教學，課程內容會隨學⽣興趣和程度有所變化，江芳妮說：「例

如之前很紅的韓劇《愛的迫降》，那陣⼦教室每天都可以聽到主題曲！」

教室內溫馨的空間設計，能夠讓⼈好好放鬆，靜⼼習琴。在這裡，師⽣間的關係，就像是多年老

友，多了⼀份對彼此的關⼼，「每次⼀坐下，我們都會聊聊⽣活近況，再開始上課。」蘇琇琪靦

腆說道，「有時從孩⼦的表情我就可以知道他今天的⼼情如何，我覺得我好像扮演⼼靈治療的⼯

作。」⼩巧的教室，是學習也是談⼼的空間，讓來到這裡的學⽣能感受「琴藝」關⼼每個學⽣的

真摯「情意」。

蘇琇琪強調，「有時候學鋼琴，就是會有地⽅彈不好，你可能練了100次，偏偏就是要到第101
才會成功，我希望孩⼦在這裡學到的不僅是彈琴的技巧，更多的是耐⼼、專注跟挫折容忍⼒，這

是我想要教給孩⼦們的。」從她的眼神中，可以看到她對孩⼦們真誠的關⼼。

 

沙龍⾳樂會　讓⾳樂更貼近⽇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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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正中央的鋼琴是價值四百多萬的世界名琴，琴藝⾳樂教室不定期舉辦沙龍⾳樂會，除了邀請

⾳樂家現場演出，教室的學⽣不論老少，通通都有機會上臺表演。或許有些⼈會覺得驚訝，讓年

紀還這麼⼩的孩⼦，彈奏價格不菲的世界名琴？江芳妮說，不論學⽣的實⼒如何，都有演出的機

會，培養⾃信⼼與學琴的熱忱。

近距離欣賞表演，現場的震撼能夠帶給學⽣習琴的動⼒。每次的沙龍⾳樂會，臺下的觀眾們都⽤

熠熠的雙眼，專注欣賞⾳樂家的表演。琴藝所舉辦的⾳樂會，除了帶給觀眾滿滿的感動，也能讓

⾳樂更加⽣活化，即使不會演奏樂器，也能浸潤在美麗的旋律中，讓⾝⼼與樂曲合⽽為⼀，感受

每⼀個⾳符的節奏與⼒量。

▲ 專注看著演出的觀眾，近距離的表演更能留下深刻印象。（圖／Sonaten琴藝⾳樂教室提供）

 

⽵東⼭歌城　⾳樂「聲聲」不息

誰能想到在⽵東這樣⼀個純樸⼩鎮的⾳樂教室，竟然能有這樣精緻的⾳樂表演？其實⽵東從過去

以來便是客家⾳樂的傳承重鎮，傳統的客家⼭歌文化，在這裡不曾被遺忘。每年更會舉辦客家⾳

樂的盛事「⽵東天穿⽇客家⼭歌賽」，琴藝也會提供場地供比賽選⼿休息與備賽。⾳樂⼈文薈萃

的⽵東，孕育了許多知名⾳樂家，客語合唱團、管弦樂團同樣蓬勃發展，蘇琇琪就是兩個合唱團

的成員之⼀，同時也指導學⽣團體參加比賽。

▲ 2019年客家合唱比賽，前排正中央帶著項鍊、雙⼿比讚的正是蘇琇琪。（圖／Sonaten琴藝
⾳樂教室提供）

珍惜家鄉文化的琴藝⾳樂教室，相當重視及⽀持客家⼭歌、客家文化的流傳，積極協助新⽵縣政

府打造「⽵東客家⾳樂村」，讓豐富多元的客家⾳樂與文化得以傳承並發揚光⼤，希望能藉由⾳

樂的⼒量，讓更多⼈看⾒⽵東的美好，愛上⽵東的⽣活⾳樂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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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收藏館到藝術館　陳昭賢：藝術即教育 感受⽣命禪意　意象⽊⼯⼤師　范揚武

⽣活可以是⼀杯咖啡、⼀杯茶，也可是⼀幅畫、⼀⾸樂曲，簡單⽽純粹的事物，能夠找回對於⽣

活最初的熱忱，帶給⼈莫⼤的幸福感。琴藝⾳樂教室的美學空間，讓⽣活成為藝術，讓⽇⼦成為

⼀⾸奏鳴曲，江芳妮與家⼈們持續⽤⾳樂，帶給⽵東這塊⼟地更多的美好與感動。

 

黃淑珍　讓⼭歌城風華再現

琴藝⾳樂教室創辦⼈黃淑珍原是鋼琴老師，在過去電⼦琴尚未完全打入臺灣市場之際，就曾遠赴

⽇本學習，成為電⼦琴的種⼦老師，後來回臺推廣這項樂器，前後共編寫了五本電⼦琴課本，於

全臺流通。她笑著說：「當時我們鄉下⼈看不太懂⻄⽅五線譜，所以我編了簡譜，⽅便學習。」

客家⼭歌有「⾃古⼭歌從⼝出」的即興特質，過去對於⽵東的居⺠來說，⼭歌可說是每⼈都朗朗

上⼝。出⽣在⽵東的黃淑珍，從⼩就時常聽到街坊⼩巷傳來陣陣⼭歌。成為鋼琴老師後，便將⼭

歌、採茶歌等代表性客家歌曲編進了⾃⼰撰寫的課本，將對於故鄉的情感融入樂曲之中，望能以

此傳承客家⾳樂文化。

她笑著說，「曾經有位外派到阿拉伯的臺灣⼈，寫信問我能不能寄⼀本課本給他，因為他只看得

懂簡譜，讓他能⼀邊彈吉他、⼀邊思念家鄉。」⾳樂傳遞情感的⼒量不⾔⽽喻。

⼀年⼀度的客家⾳樂盛事「⽵東天穿⽇客家⼭歌賽」，⾃1965年起便由⽵東鎮公所舉辦，是全
臺歷史最悠久的客家⾳樂賽事，因此⺠間流傳「沒有在⽵東⼭歌比賽奪冠，就不能稱做⼭歌

王」。

對於⼭歌賽，除了提供場地讓選⼿備賽，黃淑珍也向主辦單位建議不要只有⼭歌，應增加合唱

團、客語歌謠等項⽬，讓更多⼈能夠共襄盛舉。加入了多元的比賽項⽬，這幾年的⼭歌比賽愈發

盛⼤壯觀。

融入⽵東鄉⼟、將客家⾳樂發揚光⼤，黃淑珍朝著傳承的⽅向，將⻄洋⾳樂結合傳統的家鄉文

化，串聯起客家歌謠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再現「⽵東⼭歌城」的風華。（鄭惠⼼）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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