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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公共政策制定的範圍包羅萬象，但政策於制

定時尤應以現況為考量基礎；雖政策在制定的過

程中或有不公現象產生，但制定機關於構思時，

除應以大多數為主要考量外，其實少數族群的權

益亦應以傷害最小為原則，而非一味的以齊頭式

為之，如此在實行上縱使會造成「幾家歡樂，幾

家愁」的現象，但至少已將傷害降到最低。校務

基金制度的試行起於八十五會計年度，當時以五

所國立大學校院為之，而此等學校又都以理工為

主，且學生數又已達一定水準者，因此，在知名

度夠、成校歷史較長、學生數多、校友事業斐然

等優勢下，籌措比例初時在天時、地利加人和

下，當然沒問題的達成了，繼之八十六、八十

七、八十八逐年增加施行學校，直至八十九會計

年度時，國內各國立大學校院(含專科)則全面實施

「校務基金」及自負盈虧制度。

校務基金制度的實行其實是很好的一個制

度，因為該制度將使得公立學校於經費使用較有

「量入為出」的觀念、拉近公私立學校收費差距、

迫使公立學校官僚氣息的改變⋯等；但當一個學

校公費生比例高過於自費生，且其比例更高達全

校三分之二時，倘一味的將自籌比例逐年急速提

高，對一所小型規模的學校，且肩負有文化傳承

任務，其學制更涵蓋有國小、國中、高職及專科

等四者的學校，是否妥適？這正是值得我們關注

及探討的一個議題。

國立台灣戲曲專科學校成立於民國八十八年

七月，而她正是一個以公費生佔多數且係為高職

以下學生居多的學校，其校務基金自籌比例制定

的合宜度與戲曲教育及文化傳承有著密切的關係

存在，筆者試剖析如下，並擬提建議，謹供諸方

參考。

二、政策的意義

公共政策的意義根據伊斯頓(David Easton)的

說法為：「公共政策是政府對整個社會的價值作

權威性的分配」。而戴伊(Thomas Dye)在《瞭解公

共政策》一書中對公共政策下了一個定義為：

「凡是政府選擇要作的或者不要作的決定，即稱之

為公共政策。」(Public is what the government

chooses to do or not to do)(朱志宏，民80，p.13)從

以上的定義中吾人概可知悉，公共政策的制定在

政府對整個社會做價值權威性重分配的過程中，

會產生有「因勢利導」型、有「政治考量」型、

有「經濟因素考量」型、有「因輿論、社會民情」

型等等。據此，公共政策形成的背後因素又概可

區分為：任其發生、助其發生及促其發生等三

者，簡而言之，一個政策的制定必與當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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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所示的意涵為，當問題(而且是屬於大多數

人)發生時，政府機關的主要承辦單位，就必須在

主動或被動情形下去蒐集相關資料，並提供給相

關單位或人員去從事於分析的工作，而當有關資

料分析研判完成後，機關承辦單位即依所得資訊

進行並制定可行的方案，隨之在可行方案中供機

關首長選擇出最佳方案及次優方案，俾利執行時

可為之替代或彌補不足，但當整個方案擬定之後

行政機關(有時立法機關會結合行政機關為之)應以

召開說明會方式來廣納民意，俾便取得共同的默

契，然而在廣納民意的過程中有兩種可能性會產

生，一個是大部分都被民眾所接受，然只需部分

修正即可，如此的舉動就會是如圖1的中間層一貫

為之；但另有一種情況是根本民眾就無法接受，

因此，就會直接由第三層次回歸到第一步驟(即問

題產生處)，如此的重複直至被民意或多數人接受

為止，才能進入立法機關完成合法化的程序，當

合法化後再歸回行政機關「依法行政」，施行一段

時間後，機關並應有檢討機制產生，俾利符合

時、空背景之結合；政策制定過程如此，相對的

教育政策於制定時，亦復如此也。

三、傳統戲曲中的高教機構

中華民國擁有悠久的歷史文化，而在此文化

中最具代表者又屬中國的傳統戲曲，根據先人的

研究結果，戲曲的由來係以當時的情境及需要而

定，如巫師祈福的肢體動作，經研發而衍生出舞

蹈、雜耍，後將之彙編成劇情，又因各地的民

情、風俗、習慣而發展出各式的劇種，如此的發

展也代表著國家的歷史。

過去在傳統戲曲的傳承上均係以師傳方式為

之，難得有一所屬規模型的專業教育機構從事於

教學及傳承，後於國民政府

播遷來台，一群為企求戲曲

得以綿延的有志之士，遂東

奔西走的組成了一所以「國

劇」為主的私立學校，再之

則歸納於國家教育體系中的

「國立」學校，但仍屬實驗學

校，但值得慶幸的，此時已

屬高職階段，最後則於最近

事、時、地、物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存在。

據此，公共政策所討論的議題包羅萬象，舉

凡國防、外交、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

等等，均屬政策討論及制定的範疇；茲因本文議

題係以教育政策中的校務基金制度及戲曲文化教

育為探討主題，因此，雖然在這之前所提的政策

內涵，於此僅以教育政策為探討對象。

教育事業的推展係屬良心志業，而其功效亦

較無法於短期內發揮之，另方面對國家有所影響

者，即屬文化事業，從一個國家的文化保留遺

跡，就約略可看出一個國家過去的興與衰。

吾人皆知：「教育為百年事業」，而教育之施

行則奠基在於「有教無類」及「循循善誘」；有

謂「大學之道，在明德，明明德，在親民，在止

於至善」，而此之義即在於指，教育是以耐心、愛

心及信心來從事的工作，而其亦在於從事教化及

養育並使人從學習中去獲得一個知法、知理及明

道德、重禮儀的人。因此，國家的富強與否，與

國家教育有著深刻的關係存在。而教育除啟發人

類的心智、智慧及知識外，教育在教化及育成方

面，對國人亦存有著相當的影響力。據此，教育

志業非屬兒戲一般，亦無法隨興而為，教育於施

行的同時，必須依照著一定的程序及指示；而此

程序即來自於國家的教育政策。國家的教育行政

機關在因民情、國情及衡斷未來發展的原則下，

釐訂一套可供全國學校機構執行的方案，而學校

就在於方向確定、目標明確下執行之，如是，教

育方得以綿延長久，教育政策的執行者，也才能

遂行任務並達成預期目標(有關一個政策的形成，

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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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一日)，政府因有鑒於戲曲教育

資源的分散，遂決定由當時的「國立復興劇藝實

驗學校」暨「國立國光藝術戲劇學校」合併，成

立了一所以文化傳承為任務的傳統戲曲高教機構

「國立台灣戲曲專科學校」，至此傳統戲曲的培育

終於有了一所自己的專屬高等教育學術單位，此

乃國家在文化傳承上的一大突破。

四、校務基金的實行

當國家財政在富裕的情況下，公家單位(含行

政機關、事業單位及國內大專院校)可能從來也不

會想到，有一天行政機關會走向「行政法人

化」；事業單位會被民營化；大學校院(含專科)學

校會被賦予實施「校務基金」的經費自籌制度，

且須自負盈虧。然而，當八十年代國家為圖跳脫

國際經濟不振的框架，因此，在圖振之餘努力實

施「六年國建」計畫，以公共建設的投資來提升

就業及拯救企業的任務。但當國家財政在公共建

設及社福支出與日俱增時，卻也產生了國庫入不

敷出而形成國家財政日益艱困的窘況；相對的，

有許多過去大家都認為不可能的事情，慢慢的也

都浮現上來了，而且都是要立即來實行的。就以

大學校院(含專科)學校為例述之，八十五會計年度

是全國大專院校在經費使用制度上的一大轉捩

點，之前(亦即八十四會計年度)大學校院所有資金

的來源(不論是經常門或資本門)均以政府撥補方式

為之，而此種制度又謂之為「公務預算制度」；

但在此之後的八十五會計年度為彌補國庫赤字及

倡導「使用者付費」、「公、私立大學校院收費差

距縮小」等，率先由當時的台大、成大、清大、

交大及台灣科技大學(當時為台灣工業技術學院)試

行經費自籌制度；隨之，八十六、八十七、八十

八等會計年度施行亦逐年增加，直至九十會計年

度起所有公立大學校院(含專科)均已實施經費自籌

的「校務基金」制度。

五、傳統戲曲文化教育現行的困境

「使用者付費」此乃眾人皆知的道理，然

而，當一個政策於制定時，其實不論是強者一方

或屬弱者這方，當政者似乎是要有所考量到各行

各業會因為背景的不同，而於政策執行上即會產

生出不同的結果，尤其是教育事業。

過去號稱是為「國劇」的京劇，如今在時、

空等環境改變下，由於觀賞人口的日益老化、減

少之時，使得過去的盛況已不復存在，且更令人

有種「時不我予」的感覺產生；相較之於本土劇

種，如歌仔戲、客家戲、布袋戲，也因外來文化

的影響、有線媒體的資訊充足等情形，也有形沒

落的感覺，但這些傳統戲曲都是我國的文化及精

髓，身為國家的一分子，為圖文化的延續，人人

皆負有使該等戲曲長存之責，當然站在國家的立

場上更是不可輕忽！職是之故，遂有「國立台灣

戲曲專科學校」的存在。

由於此校的存在，確實展現出了國家企圖重

振傳統戲曲之宏願及方向是明確。然而，專科學

校的學制也令此校需配合「校務基金」經費自籌

制度的施行。但，這樣的制度合理乎？筆者認

為，事實上仍應有討論的空間存在。茲因目前在

全國大專院校體制中設置有國小、國中、高職及

二專等學制的學校，僅此「國立台灣戲曲專科學

校」(簡稱戲專)一家，別無分號(國立台南藝術學

院僅其中國音樂系實施七年一貫制教育)；而戲專

學制之多，主在於戲曲人才的培養(養成)應及早奠

基，如此身段及技巧方能訓練出功效，因此，戲

專才有如是的學制發生。但學制的多寡，就技術

層次而言，尚不成問題。較嚴重的問題卻出在

於，因為「戲專」冠上了大專院校的帽子，所以

依照政策的指示，她就必需要實行「校務基金」

制度。而該制度中的收入來源共計有：一、政府

編列預算撥付；二、學雜費收入；三、推廣教育

收入；四、建教合作收入；五、場地設備管理收

入；六、捐贈收入；七、孳息收入；八、其他收

入等八類。而在這八類中的學雜費收入，是為校

務基金的重要收入來源之一，自費學生多，相對

的在學雜費上的收入就多，這是事實。但戲曲教

育在時空環境的變遷下，不只觀眾結構變化了，

就連願意入學加入行列的人也較往常少了。因

此，在當國家亟需保留戲曲文化的同時，戲曲文

化教育的持續，甚至於如何將之保存及發揚，此

乃吾等所需關心者。筆者試擬以戲專八十八學年

度至九十一學年度(即國立復興劇藝實驗學校與國

立國光藝術戲劇學校，合併升格改制為國立台灣



戲曲專科學校後)這四學年度所招收的學生數中

公、自費生數列表陳述(如表1)：

從表1中吾人可發現，戲專在這四學年度中所

招收的公費生及自費生是有明顯的在成長，而這

些生源中的自費生又以專科部學生為主(表1中所

示，由於九十、九十一因學校採區隔招生制，因

此，於高職部略有稍減)，如八十八學年度專科(含

高職)自費生僅三十四人(此時期仍屬公務預算階

段)，至九十一學年度中的自費生成長數為二百零

五人(專科及高職)，但這些數據的呈現，仍佔全校

所有學生數的比例不到四分之一；倘以校務基金

的自籌比例年年調升制度而言，以戲專如是的學

生數及結構型態，學校所需面對的難題，應是如

何將全校四個學制(國小、國中、高職及專科)中的

比例調整健全，否則將形成挖東牆補西牆的現象

產生，其原因很簡單，因為學校的校務運作是為

整體的，在課程教學上或可分割，但在行政資源

及運作上卻是無法分割的。

但「校務基金」制度既是國家既定的教育政

策，戲專似無可避免需遵行辦理，但若以上述所

陳之學生數，相關單位若欲以比照其他一般大學

校院般的施行經費自籌比例，這對戲專而言恐怕

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任務，因此，在當政策制定完

成並賦予執行之同時，於年終或年中檢討與回饋

之階段中，是否應再重新給予檢視一番，甚至於

檢討出一套更可行的方案出來，而不是以齊頭式

的作法為之！為求深入，筆者擬再以九十至九十

三會計年度「戲專」於政府補助款及自籌款方面

表列表 2，謹供各界參考：

從表2中吾人可明顯看到，戲專於九十會計年

度時，政府的補助款項為新台幣參億捌仟捌佰參

萬柒仟元，到了九十一會計年度時，政府的補助

款項略有調升，為新台幣參億玖仟肆佰玖拾參萬

陸仟元，增加了新台幣陸佰捌拾玖萬玖仟元；但

到了九十二會計年度時，政府的補助款項為新台

幣參億肆仟參佰參拾柒萬陸仟元，比較一下九十

一與九十二會計年度的政府補助款，九十二會計

年的戲專的政府補助款項已被調降新台幣伍仟壹

佰伍拾陸萬元；到了九十三會計年度時(也就是明

年度)戲專的政府補助款項已降至新台幣貳億玖仟

捌佰壹拾玖萬元，倘以九十三與九十一會計年度

兩相比較結果，更可明顯看出戲專在經費上的吃

緊，因為九十三會計年度又較九十一會計年度年

在政府補助款上又減少了新台幣玖仟陸佰柒拾肆

萬陸仟元，在政府補助款項年年下降，自籌款項

卻須年年上漲的同時，如是的壓力已壓得文化人

不知未來如何是好？其實當國家財政日益惡化，

但又必需完成各項政策時，財政支出作出適度的

調整是有其必要性的，而如此的調整主要也在於

求取排擠效應的縮減，儘量達成所謂的均衡效管

產生。但若由表2的數據顯示，以一所屬小型規模

且學制多元的的大專學校而言，如此的政府補助

經費逐年下降，在籌措財源經濟的負擔上確實是

吃力的。然而，實務面上，戲專的困境更不僅止

於此，由於要確保戲曲人才資源的永續及達薪傳

效果，近些年來戲專因為教學上的需要，因此，

在學生班級數上亦略作有調整，筆者擬以八十八

學年度至九十二學年度戲專各部別班級數狀況彙

整略如表3所示：

表 2

國立台灣戲曲專科學校九十至九十三會計年度收支預算表 單位：仟元

收入項 支出項

年度 自籌款 政府補助款 合計 年度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90  44,012  388,037  432,049  90  426,499  19,795      446,294

91  54,112  394,936  449,048  91  433,398  12,000      445,398

92  37,730  343,376  381,106  92  374,617  10,000      384,617

93  65,825  298,190  364,015  93  359,215  5,000      364,215

(資料來源：國立台灣戲曲專科學校會計室)

表 1

國小 國中 高職部 高職部 專科部

(資料來源：國立台灣戲曲專科學校教務處)

學年度 合計
公費生數　公費生數　公費生數　自費生數　自費生數

88  147  193  258  2  32  632
89 159  189  200  4   67  619
90  152  185  234  4  120  695
91  192  279  212  2  203  888

國立台灣戲曲專科學校八十八學年至九十一學年度公、自費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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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十八學年度時，戲專全校(含專科、高

職、國中及國小)班級數為二十七班，但到了九十

二學年度時，全校班級數已達四十二班，若以表3

及表2相互比較結果，吾人可知，在班級數方面全

校增加了快一倍，班級數增加了，相對的校務行

政也增加不少了，班級數增加了，相對的教師人

力需求也增加了；但吾等反觀表2所陳數據顯示，

學校相對的在經費方面，有關政府補助款非但未

隨班級數增加而增加，相對的學校所需求的經費

卻隨著班級數的增加而減少了不少，如此的情景

不知是好或是壞。若往好處想，學校在經費自籌

方面的結果，是受到了相關單位的肯定；但若往

壞處想，未來國小、國中甚至於十二年國教轉型

成功，戲專行走在未來的道路上，可能走起來會

更加的顛簸。

六、自籌比例的急速提升對戲曲教
育的影響

經費的充足與否攸關著學校的整體運作，然

而，當我們看完戲曲教育在政府經費補助款愈來

愈少的困境後。筆者擬於此再深談校務基金比例

的逐年提升，對戲曲文化教育的影響有多深；撇

開前面所言，由於戲曲教育的行當分的特別的細

緻，如傳統音樂類科中即分吹、拉、彈、打等類

樂器，而此等類別樂器又區分有如「吹」即含有

笙、笛子、嗩吶⋯等；「拉」有胡琴(南胡、二

胡、板胡)、大提琴⋯等；「彈」有琵琶、古箏、

阮、鋼琴⋯等；「打」有鑼、鼓、鈸⋯等。而這

些樂器又將因歌仔戲、京劇、客家戲等劇種的不

同再細分組別；另劇藝類科(包括歌仔戲、京劇、

客家戲)則在角色上區分有生、旦、淨、末、丑

等，而此等角色又細分為十一個行當，因此，在

師資上的需求為求專精，每一劇藝科的師資結構

及需求在行當細分的情形下，又較一般學校來的

複雜且多。不僅只於此，由於戲專附設有高職、

國中及國小，因此，在學科上的著墨亦不能忽，

因為學生的興趣會隨著年齡的成長而有所改變，

學程的規畫亦需與外界一般學校接軌，方不致影

響前程(但這是戲專最不願意看見的)，因此，學科

要重視，術科更應重視的情形下，倘校務基金自

籌比例的提升幅度，年年增加且幅度如此的大，

當然學校就將有所反應，否則校務運作困難，如

增加現有師資的授課時數，降低兼課人數。但這

對戲曲教育而言並非益事，因為有很多優秀且專

精者，在經費考量下，而無法聘任，擔任傳承工

作，反之，由於現有師資增加授課時數，無法兼

顧教學品質，如此恐也非學校之幸也！

七、展望及建議

(一) 展望

教育政策中的經費自籌制度，在使用者付費

的原則及前題下，確實是一個很好的政策，因為

如是的政策將提早引爆「優生學」的效應，除了

學校辦學比較積極外，在經費自籌下的國立大學

校院校務運作也隨著此制度有了極大的轉變。筆

者從事學校工作多年，雖不敢言經歷豐富，但仍

深覺此制度對公立大學校院確實造成有如下的績

效：

1. 行政人員過去的官僚態度稍有改變了。

2. 教師教學變認真很多了。

3. 學校推廣教育多元，且積極辦理。

4. 教職員工對公務用品較會珍惜了。

5. 會計部門及相關單位於經費使用上，已較有量

入為出的觀念了。

6. 使用者付費觀念深入校園了。

7. 學校與社區較有結合及合作的觀念了。

8. 在自負盈虧下，學校以自籌款項進用人員較方

便了。

表 3

國立台灣戲曲專科學校八十八學年度至九十二學年度學生班級數統計表

88  89  90  91  92 

專科班 1  3  7  10  10 

高職部 13  11  12  11  11  

國中部 9  8  9  14  15

國小部 4  4  4  5  6

合計 27  26  32  40  42

學年度

班
別

班
級
數

(資料來源：國立台灣戲曲專科學校教務處)



9. 在校長遴選制度中，財務的調度與籌措，也成

了競選的訴求了。

總而言之，校務基金制度的施行確實是改變

了一些公立學校過去的弊病與作為，但是在經濟

景氣持續不佳下，現行的校務基金制度運作，確

實也對各校造成了相當的壓力。

台灣戲專實施校務基金制度迄今已邁入第四

年，在實施效果上以表演收入而言，確實是小有

成績，但隨著學校硬體建設的不足及為升格「學

院」所需做的努力，學校相繼也投入了不少的自

籌資金於配合興建工程、購置圖書及電算設備上

施作，然而，在自有資金投入後的再補充，自又

形成了學校在校務行政運作上的另一種考驗。

戲專在文化保留政策及發揚上所做的努力如

下：1.為教學的需要，聘集全國大半戲曲各類精英

於其間授課(專、兼任教職)；2.建置專有的術科訓

練空間；3.術科行當細分，使學生學有所精；4.完

整的服裝、道具佐以訓練及演出之需；5.是全國唯

一十年一貫教育培育人才的一所傳統戲曲教育場

所；而其教育及展現的成果眾人皆知且有目共

睹：無論在國家重要慶典、集會，或是執行海外

敦睦邦誼、文化交流暨宣慰僑胞等任務上均可看

到戲專所留下的雪泥鴻爪，足以見證戲專在文化

的發揚、傳承上的一切努力。

惟文化事業的競爭是不留痕跡的，而文化的

根源卻是要傳承給我們子子孫孫都知道的，文化

藝術如何保留、發揚及持續？這些個問題都是我

們所需面對的。雖然政府在財政上確實是有困

難，但教育是為百年志業，更何況是又涉及到帶

有文化保存任務的高等傳統戲曲教育單位，相信

任誰也不願見到文化教育淪為商品化的現象；但

以上所提的投入如人、事、物又都將涉及到經費

問題，有關當局將如何的去拿捏？正考驗著當政

者的智慧。

文化的保存需要累積，而人才培育更是刻不

容緩；但當戲曲文化需提振、戲曲藝術需保留的

同時，戲曲文化教育工作者卻同時需為經費來源

而大傷腦筋，如何能去維續文化品質？如何放

下，去做傳承的任務？這都是我們所要探討的。

但在此，我們也不可否認教育部對戲專所作的努

力與關愛，譬如在資本門方面，對戲專木柵校區

工程興建款的補助、內湖二期工程款的補助、木

柵演藝中心的補強款補助等等。但在經常門部

分，由於補助款的逐年下降，似乎也成了戲專的

痛。然而，為求教育政策的貫徹及為求傳統戲曲

文化教育的永續經營，我們祈求在經常門政府補

助款上，至少給戲專擁有如九十二會計年度的經

費需求數，使其便於行事，倘仍需一視同仁時，

也請有關單位可否考量，於學校升格並改制為

「學院」後，再來探討提高自籌款額度，或許是一

個較為可行的方案。

(二)建議

戲專在文化傳承及宣揚的工作上不遑多讓，

但若能許其在一個屬較合理且平實的財源制度下

為之，當然是再好不過了，因此，筆者謹擬如下

建議，謹供參酌：

1. 政府單位方面：

(1)有關當局應以文化傳承為考量，作為經費補

助的衡酌標準。

(2)有關單位於訂定自籌比例時，應以學校之現

況如學制問題為參考標準。

(3)戲專升格為學院，以利穩固戲曲培訓人才及

提高推廣教育的號召力。

2. 學校方面：

(1)加強培訓教師的第二專長，以為因應。

(2)加強非學分班的推廣教育實施(尤其年度計

畫案更應充實)。

(3)有效整合人力資源，降低人事成本支出。

(4)強化經費內部控管及稽核機制。■

《參考書目》

書籍類

朱志宏(1991)。公共政策。台北市：三民書局。
張鈿富(2002)。教育政策分析 ─ 理論與實務(初版三刷)。
台北市：五南書局。

論文

彭宏志(2000，6月)。我國大學校院實施「校務基金」政策
之研究。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研究所碩士

論文。



九十二年度教育部

文藝創作獎 英雄榜
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經評審結果出爐如下，共計九項得獎人五十四名、作品五十三件。

並預訂於九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五下午二時於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演藝廳舉行

得獎作品發表及頒獎典禮，歡迎各界蒞臨指導!

傳統戲劇劇本

名次別 作者 作品名稱

優選 林紋守 田都元帥

優選 孫世平 草地巡按

優選 黃英雄 賊計狀元才

佳作 黃惠萍 秋雨紅樓

佳作 許王、許娟娟 魏徵斬龍王

佳作 游玉如 泥菩薩

現代戲劇劇本

名次別 作者 作品名稱

優選 魯仲連 史朝清

優選 林鴻昌 小酒保

優選 李宗熹 胭脂盒

佳作 周力德 排演場的故事

佳作 簡銘興 搞怪壞壞國

佳作 陳嬿靜 幸福天堂

短篇小說

名次別 作者 作品名稱

優選 許榮哲 克利希之島

優選 蘇意茹 南國的盛宴

優選 陳 青 生命線

佳作 鄭宗弦 神豬減肥記

佳作 謝其濬 徒然草

佳作 彭博裕 推開天空的陰霾

散文

名次別 作者 作品名稱

優選 王文美 死亡紀事

優選 郭昱沂 衣事

優選 徐振傑 星期三的最後一堂課

佳作 許芳儒 種一株玉米，給妳

佳作 陳 青 致惡魔黨大頭目書簡

佳作 葉國居 父親的毛筆與動物之間

新詩

名次別 作者 作品名稱

優選 洪進業 榮耀

優選 何亭慧 我們的旅行

優選 劉志宏 雨中的黑板

佳作 劉俊輝 母親的速食麵店

佳作 王大豐 浪遊童話

佳作 （從缺）

古典詩詞

名次別 作者 作品名稱

優選 吳雁門 藏山集

優選 吳東晟 驚雷堂詩鈔

優選 張國彥 不著齋吟草

佳作 許舜傑 屠龍集

佳作 林曉筠 愛吾廬詩稿

佳作 儲砥中 海天心影錄

室內樂曲

名次別 作者 作品名稱

優選 蘇凡凌 笑問客從何處來

優選 吳晉中 絃樂四重奏

優選 周怡安 第一號絃樂四重奏

佳作 李至豪 室內樂四章

佳作 陳彥文 對鏡

佳作 鄭建文 扁舟行

合唱或重唱曲

名次別 作者 作品名稱

優選 陳彥文 林暈-穹山蒼語
優選 雷曉華 尋找之歌

優選 張毓洪 古詩隨筆

佳作 張詠橋 小人物

佳作 蘇同右 花蕊的戀歌

佳作 林茵茵 鄉愁

獨奏或獨唱曲，得獎人六名

名次別 作者 作品名稱

優選 周久渝 山歌子

優選 林岑陵 鳥鳴澗

優選 馬定一 二泉映月

佳作 鄭啟宏 印象之夜

佳作 林茵茵 自畫像四幅

佳作 盧委靖 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