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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錢」是整串完好的銅錢，「短錢」就是有

些破爛的銅錢。還有些實例，如元．元士元〈米貴

詩〉：「去年避寇荒農天，今年捕寇無客船。江頭

白米才一斗，索我三百青銅錢。」（元詩選）。賈

仲名《錄鬼簿續篇》：「教坊總管喜年豐，斗米三

錢大德中」，與上述詩所敘述市價相同。「大德」

是成宗鐵木耳時代，西元1297-1307年。元朝的幣制

很複雜，世祖忽必烈「中元寶鈔」：分十文、二十

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兩百文、五百文；

千文稱「貫」，二貫二千文共九種，不限年月，諸

路通行，賦稅並廳收受（圖10）。山西省萬榮縣稷

王廟現存一座元代舞台，台柱中心橫嵌一塊小石

碑，刻著「今有本村□□□等謹發虔心，施其寶鈔

二百貫文，創建修蓋舞廳（即台）一座」；同縣

「樂人張德好在此作場。大德五年三月清明，施錢

十貫」石柱，都是案例。

看戲，大概是演「院本」、「雜劇」，收二百

錢的看錢；如果看「瓦舍雜技」就比較便宜些。在

韓國《朴通事諺解》，這部書是韓國商人來元朝貿

易，學中國話的讀本，其中諺解許多事，如辦喪事

唸經等等，可見其廣。現在，將看雜技表演的「看

錢」，茲錄於後：

勾闌裡看雜技去來○去時怎麼得入的○一個人與他

五個錢時放入○⋯⋯我沒錢怎麼好○不妨事○我有

零錢○我管饋你○（韓國奎章閣叢書本）（圖11）

一本專門研究元代戲班生活，及風土人情的

書，它枝枝節節，當然不僅提到這幾點而已⋯⋯就

此擱筆，別浪費讀者寶貴的時間了！

主人執壺盞，左右執瓶執菓子，斟酒畢，主人進前

跪云：「哥每在這裡，小人沒有甚麼小心哥每，

根底拿這杯淡酒。」客人還跪答云：「哥生受做

甚麼？」卻推轉盞，勸主人先喫。主人又輪轉

云：「小人別沒小心，只拿這盞淡酒，那裡敢先

喫？」；客云：「哥每酒是好是歹？哥識者。」主

人盡飲，呈過盞，再斟酒勸客，客接盞，如客不

盡，主人將盤斜把云：「千歲，千歲！」待飲接盞

同起；或客借盞回勸，再如前儀，或不勸，隨意。

或再把盞或換盞並隨意。

「哥每」是蒙古語，即「哥們」，這段漢譯

相當蒙古式的。「千歲」是表示再多喝一口。藍采

和慶祝五十生日飲酒，要客人「直喫得簌簌的紅日

西墜，炎炎的玉兔東昇」，要熱鬧的一整天，他們

都是戲班親友，「平交把盞」無疑，《藍采和》雜

劇，有許多蒙古口語。

古代飲酒，在《論語》中，有「君子無所爭，

必也射乎；揖讓而升退而飲，其爭也君子。」這是

比射箭，先客氣讓對方先射，如果失靶，則敬酒

一杯。現代人飲酒划拳，輸了的是罰酒，剛好與

古代人禮儀相反。從前我們故鄉飲酒，講盡興，勸

人多喝一口，說「高陞、高陞」。現代飲酒稱「乾

杯」，目的要讓對方醉倒出洋相，全不講禮儀！

看錢

俗話說：要看拿「看錢」來，

不能讓你白看！元杜善夫〈莊家不識

勾闌〉散曲，這莊家漢說：「要了

二百錢放過。咱入得門上個木坡，

⋯⋯。」便在「腰棚」位子上坐下

來，往下看是「人旋窩」的池子，站

著看戲，想必看錢會少一些。「二百

錢」大概是當年普遍消費，從下列三

種雜劇中曲白看出來：

一、《范張雞黍》雜劇：小二哥打

二百錢腦兒酒來，若沒有好酒，

渾酒也罷。⋯⋯小二哥還你二百

文酒錢。

二、 《酷寒亭》雜劇：打二百錢的酒

篩作熱著，孔目自己吃。（「孔

目」是元朝事務官）

三、 《鴛鴦被》雜劇：兀那賣酒的，

打二百長錢的酒來。

圖10 元大德銅錢及至元寶鈔圖 圖11 韓奎章閣叢刊本《朴通事諺解》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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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改制創校元老，先父計大偉

教授獻身台灣音樂教育垂50年，其從事領域涵括：

交響樂團演奏、基礎教學、合唱指揮、空中廣播、

作曲編曲、口琴演奏指揮、初、高中及大專用教科

書編輯、音樂學術期刊編輯、電影藝術配樂、國軍

藝宣文康、救國團青年活動等範圍。尤其於民國53

年「陽明山談話會」經先總統  蔣公指示，由行政

院速成立音樂專案小組，接手警總相關業務，行政

院接奉訓諭，立即責成教育部邀請學者、專家參與

本計畫。先父奉令借調教育部社教司為駐會執行委

員，肩負統籌全國音樂教育計畫之推廣與執行，任

內協助無數音樂界莘莘學子達成遠赴歐洲、北美、

日本留學再深造的心願，堪稱為全方位音樂教育的

先行者。素有「台灣低音提琴之父」、「大專合唱

指揮先驅」、「音樂界留學生保姆」等敬稱。歷

任：國立北京師範大學旅台校友會副祕書長、中華

口琴會常務理事、中華民國音樂學會常務監事、亞

洲曲盟中華民國總會常務監事、中華民國作曲家協

會常務監事、中華民國合唱協會創會顧問、中華民

國合唱推廣協會創會顧問。

先祖父計志持，字子章，籍貫江蘇無錫，生

於遜清末年，民國成立，隨兄長赴上海法政學院受

西式教育。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

玉祥上將機要幕僚，日後擔任河北省固安縣縣長。

先祖母王玉英祖籍浙江杭州，民國前15年出生於上

海，畢業自全中國著名教會學校，上海中西女中。

該校與上海聖約翰大學齊名，都是全程一貫英語教

學。成家後，服務於北平協和醫院擔任護理長。 

我的父親計大偉字文卿，民國12年12月1日出生

於北平一個虔誠基督信仰的家庭。在家排行居次，

上有兄長下有一弟一妹，童稚幼齡即參加所屬教會

的唱詩班，開啟了他與西方音樂接觸的肇始。因為

罹患先天性心臟瓣膜收縮不全症，從小就無法參加

體育課程也不能做激烈運動，只能安步當車行動不

疾不徐，自幼即追隨祖父學習中國傳統道家養生操

「八段錦」，用以強身增加免疫力。有幸成長於教

會家庭，從小已自然形塑其悲天憫人、與人為善、

樂於助人的好品行。七歲就讀鮑家街小學，除體育

科目外其他功課都名列前茅，對師長謙恭有禮，與

同儕相處融洽，年年當選模範生。每年元旦都代表

學校，參加北平市各界慶祝開國大典，於天安門

廣場前升國旗。中學時考進當時最好的『北平四

中』，並參加北平口琴會各階段訓練課程，奠定了

樂理初步的素養，也學會騎單車，從此遠離了好友

們送給他的綽號「慢半拍」！

民國26年春節過後不久祖父因公赴天津洽談，

卻意外墜落平津線火車外當場身亡，噩耗傳抵家門

全家頓時陷入愁雲慘霧。當時祖母已有身孕，因而

我的小姑姑尚未出世已成遺腹女，那年父親十四

歲，大伯計大陸十五歲。我的祖母不愧是出身名

校、受西方教育的新時代女性，在痛不欲生悲傷不

已情境下，應著虔誠基督信仰，剎那間，她從一名

小婦人，變成一位沉著冷靜堅強無比的母親。在完

全未向江蘇無錫老家求援情況下，獨自領著大伯與

父親經北平的親友協助，為祖父料理後事，並指示

大伯由父執長輩的陪同，隻身代表家族，沿平漢轉

津浦線鐵路南下，千里扶柩護送祖父安返故里，落

葉歸根入土為安。大伯完成母命拜別祖父新墳返回

北平，因傷心過度，精神受到嚴重衝擊，從此一病

不起。當年五月祖母平安產下小姑計秀玲，全家人

滿懷喜悅迎接新生命的到來，左鄰右舍都懷著戚戚

不捨的心情前來探視並道賀。

不久，令人擔憂的事情接踵而至，民國26年7月

7日北平城外宛平縣境內蘆溝橋頭，槍聲乍響震驚中

外，中國對日宣戰，八年浴血抗戰正式拉開序幕。

此時北平已告淪陷成為日軍管轄區，為考量千年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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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諸多珍貴歷史遺產、稀世文物，免於遭受兵燹

而灰飛煙滅，在各國代表多方奔走努力斡旋下，

北平維持中立局部和平，升起五色旗 — 紅、黃、

藍、白、黑，代表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

但是北平城外早已砲聲隆隆，長城內外沿線已全面

開戰。此時棋盤天街上到處人心惶惶，市面已逐漸

蕭條，民生必需品普遍缺乏，許多物資紛紛運往前

線，有一些則列入管制採限量配給，奶粉就是其中

之一，不久連有錢也買不到。當下，祖母為如何哺

育剛出生的小姑姑委實傷透腦筋，最後經由協和醫

院主動提出，將全力支援營養補給品，終於解除困

境。

七七蘆溝橋事變之後中日全面開戰，北平宣

布中立未受砲火轟擊，然而平津地區，長城沿線，

早已烽火連天槍林彈雨，戰況激烈死傷慘重。傷兵

日夜不停地送往北平醫療救治，此時日軍下令，北

平城內各大小醫院，即日起必須全天候值班。北

平協和醫院是當時最大型的指標醫院，祖母身為護

理部主管，自不可免地必須帶頭輪值大夜班。從此

每當祖母赴醫院值夜時，父親也必須在家裡輪值大

夜班，負責照顧小姑姑餵奶換尿片，有時還要抱著

輕搖哄她入眠。據父親多年後回憶，如此景況持續

有三年，只記得過了午夜，等小姑姑安睡之後，才

是他開始做功課以及沉思的時間。經常在風聲、雨

聲、讀書聲兼雜著遠處隆隆砲聲中，思考著家事、

國事、天下事以及自己今後將何去何從！

父親身處「國破山河在」異族占領的北平，

面臨祖父意外身故家道中落的困境，猶不忘用功

讀書，初中以優異成績畢業，直升北平四中高中部

繼續求學。高二暑假由同學家長熱心推薦，至日商

百貨公司工讀擔任升降梯服務員，在一次值班時，

因機械故障升降梯失控直沖頂樓，父親一時情急以

左肩壓制操縱把手，卻被強大的機械力反彈嚴重撞

擊，當場劇痛昏倒在升降梯裡，最後經顧客緊急通

知，由日本機師救出迅速送至醫院處置，經醫院急

診部門照X光，發現左肩嚴重脫臼，立刻打消炎針劑

並上石膏固定，等父親恢復意識，百貨公司日籍主

管以電話通知祖母，將父親接回家療養。原本是想

藉此工讀機會貼補家用、增廣見聞，沒想到卻以受

傷回家劃上句號，真是情何以堪！日後父親走路左

肩傾斜與此次工讀受傷有關。在家療傷期間經主治

醫師建議，只好向學校請假休學一學期，這段時光

除了每周定期回醫院復健，經祖母提示，父親也到

所屬教會當志工服侍主牧與同工，其他時間還作了

妥善安排，每星期逢雙日，固定赴北京圖書館善本

室，遍覽文淵閣四庫全書 — 經、史、子、集，一函

又一函仔細閱讀，奠定其日後淵博的國學造詣。

高中最後一學期幾經思量與祖母討論，並請教

父執長輩意見，最後決定朝音樂教育領域發展，準

備報考北京師範大學音樂系。方向既定經由一番準

備，民國30年以第一名榜首，錄取北京師範大學音

樂系，當時左鄰右舍街坊鄰居得知消息，紛紛前來

道賀，更有人興奮得買來幾串鞭炮，撐起竹竿點燃

鳴放！接受道賀的榜首，神態自若，臉上掛著淡然

的微笑，眼神飄向遠方，心裡卻想著：沒人知道他

進考場前所作的決定，萬一未被錄取，即赴北平城

外西郊『門頭溝礦區』工作，以減輕祖母多年來獨

撐家計的辛勞。總算先前的努力用功沒有白費，順

利通過入學門檻，名列榜首倒是出乎意料的驚喜！

祖母服務的北平協和醫院同仁以及所屬教會的教友

們，在得知此一佳音，亦分別歡欣舉辦溫馨茶會，

為計文卿主內弟兄禱告祈福，並且募款助學。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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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父親背起裝滿各方長輩親友殷切祝福的行囊，踏

上人生另一個嶄新的里程碑！

邁進北京師範大學音樂系殿堂，父親很珍惜這

次更上層樓學習的機會，他比同學更用功更好學。

大一入門，師從柯政和主任學習樂理（台灣人留

日），主修為理論作曲，指導教授江文也在當時頗

負盛名（台灣人留日），鋼琴指導教授庫布克（德

國人），聲樂指導教授寶井真一（日本人）。大二

上學期，學校籌組管弦樂團，絃樂器低音部無人擔

綱，遂由柯政和主任指定計大偉與另一位學弟，選

修低音提琴及大提琴。指導教授科勒秋夫（俄羅斯

人），來自莫斯科音樂院，為躲避蘇共迫害東移中

國，早期任教於東北哈爾濱大學，後來南下應聘北

京師範大學。在俄籍教授悉心指導下，學生用功學

習進步神速，經由不斷的參加演出，累積無數次的

經驗，演奏技巧更臻成熟。計大偉就讀音樂系第三

學年時，已擔綱北師大管弦樂團指揮，並擔任低音

提琴首席及北平基督教青年會管弦樂團、合唱團指

揮，更獲邀加入北京交響樂團。這個由七十餘位教

師組成，指揮是井上直人（日本人），他們來自

中、美、日、俄、猶太、菲律賓等國家，其中只有

七名中國人，而計大偉是唯一在學生，並擔任低音

提琴首席，寫下一頁為母校爭光的歷史。

斯時，每逢歲暮天寒、瑞雪紛飛的耶誕當月，

父親總是顯得格外地忙碌，他除了負責本校樂團演

出外，還必須參與北平基督教青年會、祖母所服務

的協和醫院及自己所隸屬教會的耶誕佳節活動策

劃。此時，所有音樂系的學姐學弟、師兄師妹，在

計大偉誠摯邀約下，幾乎全系動員分頭擔綱，共襄

盛舉與主同樂！

北平地處中緯度，是典型溫帶大陸氣候，一

年四季分明。九月開學氣候宜人，過了10月秋高氣

爽，到11月天氣漸涼，入夜後氣溫都在攝氏五度以

下，有時清晨還會出現霜降。時序跨進12月，氣溫

一日低似一日，天空飄下初雪。在老天灑雪如飛

不捨晝夜下，不數日積雪盈尺，每逢雪霽天晴走出

戶外，舉目所至大地靄靄一片，銀裝素裹下的北京

城，好一個雪白世界煞是美啊！此刻氣溫普遍低於

零下十度，且持續長達數月。父親曾經說：當時北

京師範大學是公費，全員住校管吃管住，但因為身

處戰時各項物資普遍缺乏，師生多半營養不良，幾

乎不見肥胖身影。衣著也顯得單薄不足以禦寒，所

以就算美景當前，大夥兒也都無心欣賞，個中滋味

真是一言難盡！當時幾位固定練室內樂協奏的同學

全都有默契，每逢練習的日子，當天下午最後一堂

課下課鐘響，即分頭在偌大的校園到處蒐集枯樹

枝，最後統一集中在練奏的教室後方。到晚上準備

開始練習時，就把枯樹枝移進教室內點燃，先讓水

氣蒸發，不久火苗冉冉上升，室內溫度逐漸暖和，

同學間；有人帶來茶葉、有人準備烤白薯，丟進火

堆中燒煮備便。然後眾人坐下就定位，練室內樂協

奏曲。如此不畏環境艱困，依然保持良好學習態

度、旺盛的求知慾，著實感動學校老校工。到後來

全由校工們輪流幫忙撿樹枝，充作父親他們夜間練

奏時取暖用。同學們以滿懷感恩的心，奏出悅耳悠

揚的琴聲，來報答校工們的支持與厚愛！

民國30年12月10日，日本偷襲美國夏威夷珍

珠港，激怒美國重新布局全球戰略，積極調度重兵

1935年計大偉（左三）全
家福攝於北京。（計安邦提

供）

1944年國立北京師範大學音樂系同學攝於頤和園。（計安邦提供）1941年計大偉就讀的國立北京師範大學。（計安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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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亞太區域，並迅速宣布對日作戰，太平洋戰爭

拉開序幕。當時占領北平的日軍，以美日已成交戰

國為由，強迫當時接受美援的輔仁大學、燕京大學

立即停課，所有師生以及學校一切設備，全部併入

北京師範大學。不久北京女師專也併入北師大，音

樂系因此接收很多樂器、樂譜，連學生也增加為四

班，總共有155位同學。真是人才濟濟，各路英雄齊

聚一堂。但上個別課時就顯得無比擁擠，整體教室

嚴重不足。父親為了加強鋼琴練彈時間，經積極向

校方爭取，因每年都是領取獎學金的模範生，又經

常熱心參與各類公益活動，為學校爭光。最後由系

主任核定，可在夜間時段使用鋼琴教室練彈。計大

偉珍惜此一學習機會，忘情練彈，手指過度使力，

學期結束時，竟然右手中指脫落血流如注，還不以

為意繼續練彈，除驚動校方急送醫務室，也感動同

學以及學弟學妹！

民國34年2月，大四最後一學期，北京市政府公

開甄選市歌，在恩師江文也教授鼓勵下，以中國傳

統五聲音階譜曲參加比賽，脫穎而出贏得首選，成

為北京市市歌作者。一時名滿大華北地區，各大新

聞報紙都有大篇幅報導，日本東京讀賣新聞特別作

人物專訪。再次為母校的歷史寫下光榮的一頁，北

師大校門特貼出大字報以資慶賀。畢業時，以全系

第一名最優成績，公費保送日本東京上野音專研究

所碩士班，畢業典禮時代表全校畢業生致謝辭。同

年八月初美軍於日本廣島、長崎分別投擲原子彈，

日本戰敗，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

父親留日計畫無法實現。畢業後受聘河北省保定師

專擔任講師，民國35年2月南下上海獲邀加入上海

交響樂團，並參與中華口琴會演出。曾參與新疆省

政府督辦盛世才將軍所擘劃，廣邀全國知識青年建

設大西北甄才計畫。亦在父執長輩推薦下，曾短期

服務於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湯恩伯將軍轄下稽查

大隊，任職少校參謀駐守南京中華門。民國36年春

節過後，接到北師大當年日文教授洪炎秋，自台灣

來信鼓勵赴台發展，經過一番思量，最後決定接受

洪老師殷殷期勉，民國36年4月1日抵台定居。父親

最初任教於台北市泰北高中女生部，學生當中有不

少是黨政軍大員的子弟，不久亦加入台灣省交響樂

團。民國37年欣逢台灣光復三周年，省政府擘劃舉

辦第一屆台灣博覽會，省交響將首演貝多芬第九號

交響曲，經省主席魏道明博士親筆邀請函，及蔡繼

琨團長登門力邀下，擔綱低音提琴首席參加演出，

一舉成名。開啟他日後在台五十年音樂教育生涯，

從而寫下近半世紀粲然大備豐富多元，見證台灣音

樂教育發展歷程的紀實與諸多貢獻。

民國39年國防部總政治部蔣經國主任時期，

計大偉獲聘為康樂總隊同上校顧問。斯時中央政

府甫自大陸播遷來台，百廢待興一切從頭開始，我

們國家的國際地位實處於風雨飄搖未定之際。蔣主

任高瞻遠矚審時度勢，深切以為，必須喚起全球華

僑的向心，進而激勵全體國人的團結，遂委請計顧

問創作以華僑為主軸的歌曲。父親接奉此一非常任

務，本乎書生報國一片赤忱，歷經數月的努力不負

所托創作完成《華僑愛國大合唱組曲》鉅作，共計

五首。其一：懷念祖國，其二：記起故鄉，其三：

華僑的光榮，其四：看當今，其五：勝利歌聲震

九霄。民國42年經朱永鎮上校率領「康總海外藝宣

團」遠赴東南亞各國巡迴演唱，獲得各地僑胞熱烈

歡迎。尤其於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訪問期間，經蔡繼

琨教授（原省交響樂團首任團長、後奉總統令轉調

外交部、派駐菲國大使館公使銜商務參事、經營閩

南僑界業務）精心規劃促使演出圓滿成功，場場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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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任教省立板橋中學。（板橋中學提供）

計大偉教授指揮國立音樂研究所中華青年合唱團。（計安邦提供）

滿盛況空前，當地新聞媒體都有大篇幅報導與專

訪，大大激發僑界熱烈高昂的回應，紛紛慷慨解

囊踴躍向祖國捐輸。此舉予蔣經國主任相當深刻

印象，為日後救國團成立時，再度攜手合作預留伏

筆。《華僑愛國大合唱組曲》由教育部編入《中華

愛國歌曲選集》灌製成唱片典藏。

民國40至50年期間，先父分別指揮過無數當年

深具代表性之合唱團，諸如：台北市長游彌堅任內 

— 台北市社會處合唱團、空軍總司令王叔銘上將任

內 — 空軍之友合唱團、空軍神鷹合唱團、台灣大

學傅斯年校長任內 — 台大海天合唱團、反共抗俄

聯合會合唱團、幼獅示範合唱團、由軍人之友總社

規劃，搭乘國防部專機飛抵金門前線勞軍，在砲火

轟擊寒風驟雨下，於16天內演出53場的 — 大偉合唱

團、救國團基隆青光合唱團、基隆港務局港光合唱

團、省立基隆海專合唱團、省立台北工專合唱團、

省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合唱團、救國團幼獅合唱團

等團體，贏得「大專合唱指揮先驅」的敬稱。

尤其與學弟鄧昌國共同創立教育部所屬國立音

樂研究所時期，鄧昌國自任所長，計大偉任職秘書

兼社會活動部主任，並親自擬訂規劃成立宗旨與目

的為；一、從事研究，二、舉行演奏，三、研究推

廣傳統音樂，四、製訂現行音樂制度及各級學校之

音樂課程，五、投入國際活動。日後逐次成立：青

年音樂社，兼社長計大偉；中華絃樂團，兼指揮鄧

昌國；中華青年合唱團，兼指揮計大偉；中華實驗

國樂團，兼指揮李鎮東；青年管樂團，兼指揮邱慶

彰、副指揮林二；音樂之友月刊，主編計大偉。並

為教育部「資賦優異天才兒童出國辦法」共同提案

人暨評審委員。於指揮中華青年合唱團時期，適逢

旅美愛國音樂教育家李抱忱博士，首度返國指導合

唱教學，先總統  蔣公高度重視，特指示教育部及救

國團須全力支持與協助，奉教育部梅貽琦部長指示

由先父率領中華青年合唱團陪同李博士台灣全區示

範教學。深獲各地合唱教師一致好評，李博士對父

親的指揮技巧與曲式詮釋，予以高度肯定。

於台灣大學錢思亮校長任內，指揮台大純誼合

唱團，經錢校長授旗，環台灣全區巡迴演出，所到

之處琴韻悠揚樂音遠播。

如此歷經十年光陰從未歇息，披星戴月奉獻各

地，如此豐碩鉅集的演出成果，博得莘莘學子一致

讚揚，「大專合唱指揮先驅」的敬稱不脛而走。當

時所作所譜之曲，除由教育部編入《中華愛國歌曲

選集》外，並經常由聲樂名家以及全國各大專院校

合唱團傳唱不絕。在教育部教育廣播電台主持八年

的《音樂與生活》節目，為當年最具專業之古典音

樂廣播節目，聽眾遍佈全國各地。為台灣中華書局

所編著初、高中音樂教科書，尤其高中音樂教科書

暢銷全國二十餘年，並且在《大華晚報》撰寫專欄

〈音樂家的故事〉。如此全方位默默耕耘、對音樂

推廣所作之貢獻，充分發揮其啟迪教化社會風氣以

及提升全國大專社會青年音樂愛好與鑑賞，其潛移

默化之影響既深且遠，將音樂教育的種子深深埋入

台灣城鄉各個角落。

民國48年8月，鄧昌國奉令接長國立台灣藝術學

校，計大偉隨同上任，並著手進行國立音樂研究所

任務結束之相關事宜。初履新職父親擔任課外活動

組主任，兼首任圖書館館長，並應邀為影劇科學生

開「音樂欣賞與合唱」的課，本乎循循善誘啟迪教

化之精神，秉持愛心、耐心、幽默風趣、博學多聞

之教學態度，其平易近人的風範博得學生與同事的

愛戴。圖書館任內學校遭逢波蜜拉、葛樂禮兩次大

颱風，在風強雨驟、水深及腰危急情境下，指揮若

定，為學校搶救許多書籍與樂器設備，使學校損失

降至最低。第二年音樂科籌劃成立管弦樂團，低音

絃樂器無教授指導，音樂科申學庸主任，向鄧昌國

校長建議是否徵求國外師資，鄧校長哈哈大笑燦然

回答：本校圖書館計館長，乃當代中國音樂人唯一

1957年學弟鄧昌國教授返抵國門，計大偉教授松山機
場接機。（計安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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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參加過北京交響樂團、上海交響樂團、台灣省

交響樂團擔綱低音提琴首席的演奏家，也是作曲與

合唱指揮名家，申學庸主任如獲至寶，速請計大偉

出山開班授課。大徒弟倪學銓是音樂科第四屆副修

學生，二徒弟是第十屆主修學生饒大鷗，中間還有

幾位學生都未修成正果。此為中華民國地區首度由

本國籍教席指導低音提琴授課，也是「低音提琴之

父」稱謂的由來，其催生者是鄧昌國校長與申學庸

主任。倪學銓於北市交成立後擔綱低音提琴首席長

達十年，饒大鷗畢業後服務於省交擔任低音提琴首

席。

父親於課外活動組主任時期，因為也是救國

團創團顧問，從而為本校音樂科、影劇科學生爭

取許多演出學習機會。任內舉辦校歌甄選活動，敦

請忘年之交詩詞名家，聯勤總部政治部主任何志浩

將軍作詞，最後由音樂科四年級學生王國樑脫穎而

出贏得首選。奉令調教育部社教司服務期間，協助

諸多本校學生達成出國留學再深造願望。於行政院

音樂專案小組任務圓滿結束，自教育部歸建重返校

園後，教學重心轉移至國樂系及夜間部為主軸，另

闢教學園地再次扮演勤勉教學的老園丁，依然成果

豐碩，培育李英、黃新財、傅永和、陳富西、蘇宜

結等傳承弟子及鋼琴徒弟施德玉院長。兼任中國文

化大學音樂系時期，更訓練出國內大學音樂系所首

位女低音提琴首席馬小華，馬同學日後留學加拿大

時，參加全國大學演奏比賽於低音提琴組榮獲第一

名。「低音提琴之父計大偉」誠然有其歷史定位。

服務教職屆齡退休前夕，榮獲行政院頒發二

等服務獎章，民國82年11月旅美定居於科羅拉多州

丹佛市。客居美國期間猶時刻不忘中華文化之薪

傳，熱心參與僑界各項公益活動服務社群，曾多次

主持畫展並參加科州丹佛市落磯山交響樂團演出，

熱切促進中、美藝文交流活動。於歷次應母校北京

師範大學之邀返回北京訪問探親時，更深切關懷兩

岸人民福祉，對中國政府相關主管部門多所建言。

以70高齡曲盟長青組會員忘年情懷，勉力參加亞洲

曲盟中華民國總會所規劃之亞洲區域國際音樂論壇

會議，數度出席日本、菲律賓、韓國等地達成區域

性學術交流。並應僑委會之邀多次專程返國參加雙

十國慶大典及台藝大校慶，展現高度愛國、愛校熱

忱。

如今哲人其萎、典範夙昔，先父於民國95年7月

20日安詳大去於客居地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享

年83歲。當地市政府為感念計大偉教授客居丹佛時

期熱心公益服務社群，特予贈地建墓園，以示崇敬

與永懷，台灣地區亦在本人不眠不休奔波努力下，

歷時年餘，動員歐洲、北美、中國、台灣地區，先

父之門生故舊共襄盛舉，協力完成編著《音樂拓荒

者 — 計大偉教授紀念專集》、《大愛無藏 — 計大

偉人生紀實》兩鉅冊豪華典藏版。深獲藝文、教

育、音樂界等前輩、先進、專家、學者一致好評。

咸認為是近半世紀以來，中國音樂史發展歷程的重

要見證紀實。並聯合中國文化大學西洋音樂學系與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共同舉辦一場溫馨隆重的紀念音

樂會，最後更完成「計大偉教授紀念音樂會暨生平

數位影音光碟片」，長達三小時並精采雋永。

綜觀計大偉教授一生行止，各界一致推崇其此

生已達「立天地之間誠然俯仰無愧、處江湖之遠真

正鞠躬盡瘁。」計教授生前所有著作、手稿、相關

文物，業已進駐國史館永久典藏。

1995年與中國國畫女史二姊計燕蓀於北京天安門廣場。
（計安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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