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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中縣音樂發展歷史悠久，在日據時代前由傳教士將新音樂 帶入台灣，光復後，留日音樂學生回國開始積極推廣音樂，七

０ 年代適逢台灣經濟起飛，藝文活動開始大力推廣，帶動台中縣內 音樂學習風氣，清水鎮(現為台中市清水區)愛樂人士延

續著這股 風潮於民國83 年成立非營利組織_「台中縣古典音樂協會」並舉 辦「牛罵頭音樂節」，在清水鎮致力於社群音樂

的實踐與推廣。 本研究選定台中縣古典音樂協會為研究對象，時間設定在民 國81 至95 年間，採個案研究法及SWOT 分析

法，藉由社區總 體營造發展歷程、非營利組織理論、社群音樂理論及牛罵頭音樂 節活動記錄為基礎，與協會的關鍵成員

及港區藝術中心地方官員 做深度訪談，剖析音樂協會在實踐社群音樂的歷程與角色定位。 協會成員本著音樂造鎮的夢想

，透過多年的堅強意志力及熱情民 眾的參與，協會扮演著社區音樂活動的服務與推動者，締造了一 個小鎮同時擁有清水

國小、清水國中及清水高中三所公立學校音 樂班的完整銜接教育，使清水鎮音樂教育得以一貫完整化，提升 地方音樂風

氣，成為地方文化特色；而民國89 年港區藝術中心 的成立，卻使地方演出地點消隱外，社區人文、民眾的結合及民 間自

發性力量也逐漸消退，社群音樂反而逐漸消失。 透過本研究瞭解公部門的介入對地區性非營利組織的經營 影響甚鉅；未

來可整合地方與公部門相關資源做行銷包裝、調整 推展方式，提供更有利非營利組織推動社群音樂發展的環境。

關鍵詞 : 社區總體營造、非營利組織、社群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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