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漠崛起的另類寶庫
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樂器博物館

A Unique Treasure House Rises from the Desert
The Musical Instrument Museum in Phoenix, Arizona

博物館，顧名思義是收集和保存文物，代表

人類累積的有形文化遺產，提供觀賞與學習的寶

庫，進而探索人類的無形文明。它集歷史、社會、

民俗、工藝、美術、音樂、科技等學科於一堂。在

形形色色的博物館中，有聲又有色的則為樂器博物

館，因為它可以包含上列的一些學科，而且還可以

發聲，甚至於可讓人實際玩賞或對外開班教學。

絕大多數的人對於樂器的認識都是音樂演奏。

然而很多樂器都有非音樂的功能，例如通訊和祭

祀。還有許多樂器的形制和裝飾本身就是藝術作

品，而其裝飾也往往和信仰與圖騰相關。所以樂器

博物館雖然屬於專業的博物館，在某種程度上又可

以算是綜合性的博物館，適合任何文化程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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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也是老少咸宜的去處。
�
　歐洲的樂器博物館以

比利時布魯塞爾和法國巴黎的名聞遐邇，美國則以

南達科他州和本文將介紹的新館著名。再者，綜合

博物館內的樂器部門展覽館也是知名的中心，例如

德國的萊比錫大學、美國的波士頓美術館、紐約大

都會美術館、華府斯密森博物館、密西根大學等。

現在網路發達，許多博物館都設有網站，多少可以

造福不能親臨觀賞的人們。更有只開闢網路的樂器

博物館，例如歐盟的「尤羅毗亞那」（
� � � � � � � � �

），

專門用網路以歐洲各種藝術為主題，用各種文字介

紹。其樂器部分集合歐洲九個博物館的資料，除了

圖片，部分還附帶有音響資料。美國康州維斯里安

大學也有一個以他們所擁有的樂器上網介紹。還有

器識不凡

	
融入地形與景致的音樂博物館外圍及門牌號碼。（王士樵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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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主要以吉他為主題，但牽涉到此樂器和美術、

文學、社會等關聯的網路博物館，真是不一而足。
 

美國歷史雖然較短，但還是不缺各式各樣的

博物館，從大型的飛機或汽車博物館，到迷你的芥

末博物館都應有盡有。所有和音樂主題（如爵士

樂、鄉村音樂、格萊美）或知名樂人有關聯的大

小博物館，也都會有相關的樂器展出。另外還有

只收集一種樂器的，例如奧克拉荷馬市的斑鳩琴

博物館和維吉尼亞州格倫阿倫（
! " � � # " " � �

）好樂

牌（
$ � % � � �

）口琴廠的展覽。規模頗大的樂器博物

館之一是南達科他州小城弗米利恩（
& � � ' ( " " ( � �

）

的國家音樂博物館（) � * ( � � � " + � , ( - + � , � � ' .
簡稱) + +

），最早是一個私人的收藏， / 0 1 2 年歸入南
達科他大學。

3
二十一世紀初，從沙土崛起了一個

美洲最為新穎，又獨具特色的樂器博物館，而且

連名字都不必費神，就叫「樂器博物館」（
+ � , ( - � "4 � , * � � ' � � * + � , � � '

），簡稱
+ 4 +

。

連鎖百貨老闆的「退休事業」5 6 / 7 年 8 月 5 6
日亞州（指亞利桑那州，下

同）鳳凰城的報紙《共和》及電子版有一篇文章

的標題是：《為什麼樂器博物館與眾不同？》作

者說：「五年之前，樂器博物館在鳳凰城北郊塵

埃滿布的地面興起。那優雅的建築為亞州開啟了

一個獨特的概念：參觀者不但可以看、聽，甚至

於動手操作來自世界各地和歷史各期的樂器。」

（
$ 9 � � : ; 5 6 / 7 ）
樂器博物館於

5 6 / 6
年 8 月 5 8 日開幕。因此

在
5 6 / 7 年 8 月舉行了一連串的五週年慶祝活動。

上面的報導就是配合此活動而撰寫的。根據該館

的網站，樂器博物館占地 < 6 ; 6 6 6
平方呎。到目前

為止（五年來）已經收集了 = > ? > @ = 件樂器，經常
展出的有 A ? > B B 件，有時還運送一些出門作巡迴
展出。每年的參觀者 C > B ? B B B 人次，其中學生占

D
典雅樸素的音樂博物館大門。（徐宛中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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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B ? B B B 人次。其 C S S 座位的音樂劇場，每年舉
辦 C B B 場音樂會。他們還有 R S S 位義工。「旅遊顧
問」網站（ T U V W X Y Z V [ \ U ）將該館列為鳳凰城 C B B
景點的首位！（] ^ _ ` a b c d e ? C B = > ）

其實，樂器博物館的與眾不同，應該從它的

老闆說起。原來這個博物館的發起人是美國第二

大百貨連鎖企業《標靶》（T f U g h i ）已經退休的前
執行長鮑勃‧烏爾利希（j \ k l m U V n o ）。烏氏本來
就性喜收集非洲藝術品。C B B > 年 S 月，他和非洲
藝品商摯友費利克斯（p f U n q h m V r ）一道赴歐洲旅
遊，第三次參觀了著名的布魯塞爾樂器博物館之

後，兩人在一家戶外咖啡館休息時，費利克斯問

他當天最有心得的是什麼。他毫不猶豫地說是樂

器博物館。費利克斯說：「你也可以興建一座呀！

真的，鮑勃，等於一幅印象派繪畫的價格，你就

能夠辦得到了。」就這樣，他興起了在美國興建

一個樂器博物館的念頭。至於選擇亞州鳳凰城，

他的理由是該城發展迅速，欣欣向榮，又接近旅

遊勝地拉斯維加斯和大峽谷，容易吸引來客。他

當時預計的費用是 = s C > 億美金。論者認為這個數
目以近代主要博物館的創建標準只不過是「沃爾

瑪」（t f m u p f U i ）級而已，意思是便宜貨，對他而
言並不困難。（v V m [ h w ? C B = B x t f y V w ? C B B @ ）烏氏
一向以工作熱心和超級快速聞名，一旦決定了，

就以未退休時經營百貨企業的那一套方法，包括

啟用幾位《標靶》企業的部門人員，從 C B B > 年
底衍生這個概念，到 C B B @ 年 C 月 A 日破土，再
到 C B = B 年初，不但完成了建築，而且收集了足夠
的樂器，不過四年半，居然在 R 月 C R 日開幕，呈
現出最為新穎、設備先進和樂器數量最多又包羅

最廣的新館。再者，繼承他以前的經營精神，他

要求館內的工作人員互相稱呼為團隊夥伴（i h f zz h z k h U [ ），而對來參觀者則一律稱為「客人」
（g { h [ i [ ），賦予尊重和親切的感覺。（v V m [ h w ? C B = B ）

精心設計的建築和展覽安排

黃沙之上，外觀清新優雅、樸實而平坦的建

築，是樂器博物館建築強調融入美國西南地形與景

色的特點。這座 C B B ? B B B 平方呎的建築反映一種堅
定而永恆的意境。這是長期為《標靶》企業設計建

築的設計師瓦爾達（
| V n o } f U Y f ）的精心作品。雖

然只有二層，但一進門就令人感到館內空間寬敞，

開拓了人們遼闊的心胸，整牆落地玻璃窗射入的光

線，帶給人們欣悅與希望，而曲線的二樓迴廊則引

領人們回到身處摩登的現世。順著一端二樓的樓梯

下來，迎面還可以看到一樓地面特別鑲嵌的世界地

圖，提醒大家該館所強調的世界觀。

第一層除了售票和詢問處之外，已經有不少

展覽館，例如著名藝術家館、機械樂器館（自動奏

樂的樂器）、《標靶館》（短期特展）、實驗館（來客

自由試奏樂器）、保養室（工作區，有大玻璃窗可

供參觀樂器修護進展）、紀念品店、餐廳、音樂劇

場、辦公室和引導展覽室（精選部分樂器）等。另

外還有一個露天的中庭。

~
從天而降的樂器展覽。下方是一樓吉他類樂器特展，橫匾標語包括中
文；另，吊着的是泰國長鼓和非洲裂口鼓。（徐宛中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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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則是展覽的中心，劃分為相通的許多

展覽室。展覽分為五大文化區： � � 非洲（沙哈拉以
南）及中東與北非；� � 亞洲（東亞、南亞、東南
亞、中亞和高加索）與大洋洲；� � 歐洲；� � 拉丁美
洲（南美、中美，墨西哥、加勒比）；� � 北美（美
國和加拿大）。

想像可知博物館的展覽都安排在展覽室。但是

樂器博物館的展覽卻可以用處處可展來形容，室內

室外，地上牆上，乃至於來自天上（掛展）！眼花

撩亂，目不暇接，令人一定會相約再來。

由於是二十一世紀的產物，樂器博物館的建

築和設備，自然用到現代的新進科技。參觀者可以

用耳機來聽各樂器的聲音和介紹。但是比較特殊的

是，幾乎每一個重點的展覽就會配合一個電視螢

幕，不停地播放相關樂器的演出情景。帶上耳機之

後，只要走近樂器，就自動聽到螢幕上的演出聲

音。至於該館的錄音設備，則是可以作為職業錄音

之用。

既然是樂器博物館，他們也以蒐集到很特殊

或有歷史價值的樂器為榮，廣為宣傳。他們特別強

調知名樂人用過的樂器。例如約翰‧藍儂（� � � ��   � � � � ）用來寫反戰歌曲《想像》（¡ ¢ £ ¤  
）所用的

鋼琴、民歌手保羅‧塞門（¥ £ ¦ § ¨ © ¢ � � ） � ª ª � 年
在紐約中央公園演出時所用的吉他和約翰‧丹佛

（� � � � «   � ¬   
）小時用過的吉他、在美國很活躍的

中東音樂家夏亨（̈ © ¢ � � ¨ � £ �     � ）所用過的烏德
（ ® ¦ ¯ ）等。不過，鎮館之器最為驚心動魄的，莫過於
那支高達 � � 呎（� � ° � 公尺），頂天立地的超級大貝
斯（� ± ² � ³ £ ´ ´ ）。那是根據 � µ � ¶ 年代法國著名製琴家
維優姆（�   £ � · ¸ £ ¹ ² © ´ §   º ¦ © § § £ ¦ ¢  

）所製作過的樣本，� ¶ ¶ » 年由義大利的達提斯（¼ � ² � � © � « £ ² ² © ´ ）特別為
該館複製的龐然巨物，全世界不過二、三支。½

¾
鎮館之寶：頂天立地的超級大貝斯。（韓國
鐄攝）¿
典型的開放式展覽一角，包括樂器、圖
片、說明、地圖和電視，並以中亞土庫曼
斯坦與哈薩克斯坦單元為例。（徐宛中攝）À
精心設計的日本室內和虛無僧的尺八演奏
模型；又，「明暗」是 Á Â 世紀末一個復興
該派的協會。（徐宛中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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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領風騷的另類博物館

音樂博物館的確是有許多與眾不同之點，值得

分別提出來敘述：

‧ 最大部分的樂器博物館都是收集了一批，或接受

了一批樂器才成館，然後逐漸擴充。樂器博物

館卻一開始就是先有一個成館的念頭，開建和

收集雙管齊下地同時發展出來。也因如此，該

館的收藏，大多數都是手工新製或工廠新出的樂

器，甚至於是定製的樂器，而非古董。這和大部

分博物館不同。當然他們也有比較古老的西歐古

典音樂樂器。目前最早的是 Î Ï Ð Ñ 年荷蘭的一套
六枚銅鐘。例外是 Ò Ó Ó Ô 年向加州克萊蒙特大學
（

Õ Ö × Ø Ù Ú Û Ü Ý Þ Ü ß à Ù Ø á ß Ý â
）購買 Î ã Ò Ó Ó 件從第 Î ä 到Ò Ó 世紀的歐美樂器。（å Ù Ø Ü Ù Ø ã Ò Ó Î Ò ã æ ç è ）

‧ 西方大部分樂器博物館，其收藏以歐洲古典音樂

樂器為主。其實此館西方的數量不能算少，只是

和全世界各民族平均分配。他們以全世界各民族

的樂器為對象，而且突出民族特色。目前收藏有

二百個民族或國家的樂器，只缺北韓、葉門和利

比亞。烏氏自己說：「到處都有許多交響樂廳，

到處都有許多不同目的的博物館，但就是沒有

人創立過全世界每個國家的樂器與音樂的博物

館。」（
å × é ß Ü ã Ò Ó Ó Ô ）既然該館標榜以收藏全球

樂器為職責，其音樂劇場演出的節目，自然也包

括了各國古典、現代、流行和民族的樂舞表演。

‧ 多數的樂器博物館都以樂器種類來分類和展

示。樂器博物館則以文化區來分類。各文化區

內大多再以國家細分為單位。但比較大單位

如美國、俄國、巴西和中國，還細分為文化支

區。以中國為例，下分為漢族北方、漢族南

方、蒙族、藏族、維吾爾族、西南少數民族和

歷史性樂器等，的確是民族學界和民族音樂學

界的學習中心。例外的是美國除了原住民，都

以樂種或樂團為細分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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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的克羅諾斯弦樂四重奏團及其合奏用過的一些特殊或兒童樂器。（徐宛中攝）

‧ 最大部分的展覽單元都是沒有玻璃櫃的開放式，

除非是借來的樂器。換句話說，樂器和相關物品

就原原本本地呈現在你的面前，幾乎伸手都摸得

到（當然希望不會發生），平添了許多真實感。

再者，每一單元幾乎都配合一個電視螢幕，不停

播放某一件樂器在當地的演出實況。有的單元也

會有穿著地方服飾奏者的模型顯示演奏姿態，或

者盛裝的舞者模型，增添了一些生動感。

‧ 在適當的地點開闢特別專題單元是該館的一大

特色。例如日本尺八安排在榻榻米、矮桌和紙

門的室內、中爪哇甘美朗展臨近的銅鑼製作過

程區、影響歐洲音樂土耳其風（
� Ö Ö × � � Ø � ×

）

的奧圖曼軍樂器區、流行歐洲多時的吉普賽

人（� Û Ú ×
）樂器區等。另外則有側重於一種樂

器的不同形制，如歐洲風笛和非洲所謂拇指琴

（
Ú � ß Ø ×

），或者有創舉和影響的樂團如克羅諾斯

弦樂四重奏團（� Ø Û Ü Û á � � × Ø Ý Ù Ý
）。

‧ 美國區幾乎都以專題來分類，例如阿帕拉契山、

鄉村音樂、爵士樂、青草音樂、日裔太鼓樂、猶

太裔克萊茲梅爾（
é Ö Ù 	 Ú Ù Ø

）、蘇薩（

 Û � á ×

）軍

樂隊等。甚至於有專門亞州或鳳凰城相關的單

元。樂器生產專題也有其專區，例如史坦威鋼琴

（

 Ý Ù ß Ü � × â

）和馬丁吉他（� × Ø Ý ß Ü
）都有樂器製作

過程和零件的展覽，代表美國樂器工業的成就。

強調這種分類，除了來源便利，多少也在顯示他

們以本土為榮的精神。

‧ 另一個特點是突出著名的個別音樂家的展覽，包

括他們用過的樂器。古典音樂的如大提琴家卡

薩爾斯（
 × � Ö Û Õ × á × Ö á

）、小提琴家貝爾（� Û á � � ×� Ù Ö Ö
）等。流行音樂的則大大超過前者，例如

搖滾樂貓王普利斯萊（� Ö à ß á  Ø Ù á Ö Ù â
）、約翰‧

藍儂（� Û � Ü � Ù Ü Ü Û Ü
）、鄉村音樂強尼 ‧ 凱什

（� Û Ü Ü â Õ × á �
）、小天后泰勒‧斯威夫特（

� × â Ö Û Ø
 � ß � Ý
）、爵士樂喬治‧本森（

� Ù Û Ø � Ù � Ù Ü á Û Ü
）、

拉丁音樂卡洛斯‧桑塔納（
Õ × Ø Ö Û á 
 × Ü Ý × Ü ×

）

等。所展出的不但有圖像和樂器，還有衣著、海

報、道具等。

‧ 音樂博物館最大特點，也是最吸引小朋友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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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館內兒童自由敲擊中爪哇甘美朗樂器一景。（韓國鐄攝）

該是那間實驗館，因為所有的樂器都是給參觀者

親自一顯身手，吹彈拉打，應有盡有。可想而

知，這裡以打擊樂器較多。但是還有既不吹彈，

也不拉打，而是用手揮揮就由電流感應而發聲的

樂器，而且可以控制音高和強弱，的確引人入

勝。! 再者，他們也不定期主辦講習班，由專人
教導某些樂器的演奏。

《紐約時報》評論說：「世界上大概沒有其他

博物館有這麼雄偉的目標，在企圖呈現全球那麼

多的樂器的同時，又促成民族音樂研究的中心，

而且是從零開始。」他又說整個儲藏「偏重社會

性過於音樂」。（ " # $ % & $ ' ( ) * + , - , ）有鑑於他們所
收集的內容和展示的方向，此論頗為恰當。烏氏

自己也說過：「學習就是快樂！」. 這是頗為感人
的。但是再從該館的其他措施來看，他們在學術

的層次之外，還是很在意於吸引大眾和培養下一

代，才會有許多特殊的展覽安排。毫無疑問，樂

器博物館絕對是老少咸宜，學習與娛樂兼收的好

去處。

注釋

1  有關樂器的各種非音樂性功能，見筆者（1992）：〈樂器的研究〉，收於
《韓國鐄音樂文集（三）》，1-16。台北：樂韻出版社。

2 所提各網路樂器博物館之網站如下：

 歐盟（英文版）：

 美國康州維斯里安大學：

 美國吉他為主的樂器博物館：The Museum of Musical Instruments. 

3 有關國家音樂博物館之介紹，見筆者（2001，7月）：〈窮鄉僻壤，樂器重
鎮：南達科他州美國音樂殿堂博物館〉。《表演藝術》，第 103期， 48-51。

4 有關超級大貝斯的來歷及軼事，見筆者（2014，11/12月）：〈低音大提
琴〉。《美育》，第 202期，65-70。

5 該樂器 1920年由原籍俄國的 Leon Theremin（1896-1993）發明。以發
明者的名字取名為 Theremin。以震盪器感應，右手指揮直的天線，引
出音高；左手指揮橫的 U字形金屬環，引出強弱。

6 取自該館 DVD內之一段。

延伸讀物

Musical Instrument Museum Celebrates 5 Years, 4/25-26..  

6/5/2015.

Why the Musical Instrument Museum is Special? 

Johnson, Edmond T. (2015). Theremin. Grove Music Online

6/14/2015.

of MIM. The Arizona Republic

 

The New York Times

’ ’ The 

New York Times

MIM: Highlights from the Musical Instrument 

Museum

——— (Ed.). (2014). MIM: A Journey through the Musical Instrument 

Museum 　 

Listen to the World: MIM

（最後三項是該館出版的圖冊和 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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