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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泰雅的聲音 

 

摘要： 

    口簧琴的泰雅語為 Lubuw，是採伐向陽呈米黃色或黃棕色的竹子所製作，最適合的竹子

其內圓與外圓的厚度是平均約５mm，因其韌性佳、使用耐長久，適合作為口簧琴之竹臺。    

通常一組的口簧琴必須以同一根竹子分別來作數組的口簧琴，這是極為節省資源的觀念。 

    本實驗希望藉由科學的方法，來了解口簧琴發音原理的科學，並探討吹奏技巧對口簧琴

音色的影響，來驗證泰雅先民們的生活智慧。 

 

壹、研究動機： 

一、在所有擁有口簧琴的原住民族中，泰雅族的口簧是較發達且繁雜的，因為除了有一至三

簧外，還發展出四~八等多簧口琴，是泰雅族榮耀與智慧的展現，非常值得去探究。 

二、在八年級的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中，學到有關波動與聲音的課程，希望藉由所學知識來

了解泰雅族傳統樂器「口簧琴」的發聲原理及科學基礎。 

 

貳、研究目的： 

一、以科學的角度來詮釋泰雅祖先的智慧，並了解口簧琴的發聲原理。 

二、比較竹簧口簧琴與銅簧口簧琴的發音異同之處，並分析單簧與多簧音色的差異。 

三、向耆老學習泰雅口簧琴製作與吹奏的傳統技藝，並將此技藝加以保存及發揚。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耆老對口簧琴的介紹及吹奏示範： 

1.江明清牧師：傳情達意的旋律口簧琴文化講座 

   
2.溪口部落耆老訪談 

     
    「Lubuw」使以整體竹子製成的單片口琴，是泰雅族的文化樂器。口簧琴在使用上

有其家族性的限制，一般而言，單簧竹簧是給孩子最初練習時使用，單簧銅簧則是子女

輩使用，二簧是自己或同輩分的人使用，三簧是父母親輩分的人使用，四簧給祖父母輩

分使用，五簧是曾祖父母輩分吹奏，有其部落倫理的意涵。 

    口簧琴的演奏方式，一般是將簧片離合靠於嘴，利用口腔來作為它的共鳴箱，左手

握住琴台，右手則拉住一根由琴台延伸的麻製細繩，並扯動著細繩以引起琴台上琴簧片

的振動而發出聲音；並且以左手迴轉著琴台，藉著簧片的翻轉，以造成音的變化，和旋

律的流動。 

    泰雅族除了把口簧琴當作娛樂外，甚至藉此傳遞訊息。傳遞的訊息包含了男女示

愛、語意傳遞、祝福、思念、提醒等等。如此以口簧琴來作為表達意念的方式，在世界

各個民族中，可說是絕無僅有。 

    由於口簧琴本身構造的關係，如同人與人之間近距離的交談，有空間的限制，也由

於樂器音量上的原因，使得口簧琴在泰雅族的社會中，特別顯出一種迷人的風采，而成

為泰雅族人的戀人們彼此談心的工具。口簧琴本身的特色和泰雅族人的情有獨鍾，使得

口簧琴及其音樂，一直和泰雅族人的生活有著極為密切的關連。 

 

二、設備：錄音筆。 

 

三、音樂分析軟體：Cool Edit 2.0。 

 



 

四、實驗裝置： 

將錄音筆設定為指向式收音，並將口簧琴 

與收音麥克風固定距離 10cm，錄製口簧 

琴發出的聲音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製作竹簧口簧琴 

流 程 製 作 步 驟 說 明 成 品 照 片 

（一） 
截 取 一 段 約 1 5 公 分 良 好 竹 節 ，  

將 竹 子 對 剖 成 兩 半 取 平 面 處 

 

（二） 

竹節前後各留 1.5cm 作為握把處及拉繩

處，並自竹節中間量取 0.8cm 作為竹簧

片 

 



 

（三） 
將 竹 簧 片 兩 側 竹 片 以 雕 刻 刀 削 薄 

至 兩 側 竹 片 可 透 光 為 止 

 

（四） 

將竹簧片兩側溝痕以雕刻刀劃破， 

並將握把及拉繩處鑽洞穿入麻繩， 

即 完 成 竹 簧 口 簧 琴 的 製 作 

 
製作口簧琴的要訣：膽大、心細、手巧 

   
 

         



 

二、錄製口簧琴的聲音 

實驗項目 彈 奏 方 式 說 明 錄 音 過 程 照 片 

撥 奏 
以 手 指 將 簧 片 提 起 0 . 5 c m 

撥 動 簧 片 以 發 出 聲 音 

 

扯 奏 
以手拉動麻繩，並以口腔作為共鳴

腔 ， 但 沒 有吹 氣 或吸 氣 的 動 作 

 

吹 奏 
以手拉動麻繩，並以口腔作為共鳴

腔 ， 再 加 上吹 氣 或吸 氣 的 動 作 

 

 

三、用音樂軟體分析口簧琴的波形 

   以 Cool Edit 軟體讀取口簧琴波形做比較並選取口簧琴振動頻率做比較。 

    

 
 

 

 



 

伍、研究結果： 

一、簧片種類對口簧琴音色的影響 

竹簧口簧琴 銅簧口簧琴 

  
1915Hz 2799Hz 

    結果：在撥奏後竹簧以 1915Hz 的頻率振動且振幅急速下降，在 0.12 秒內即停止振動發 

          聲；而銅簧則以 2799Hz 的頻率維持穩定的振動約 0.5 秒，且振幅緩慢下降。 

 

二、演奏方式對竹簧口簧琴單音音色的影響（時間同為 0.3 秒的波形） 

撥奏 扯奏 吹奏 

   
1915Hz，80.68dB 3768Hz，93.87dB 7299Hz，98.27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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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振動頻率由小至大依序皆為撥奏、扯奏及吹奏；響度則撥奏最小，扯奏又略小於吹 

        奏。 



 

二、銅簧口簧琴以單音撥奏、扯奏及吹奏的波形比較（時間同為 0.5 秒的波形） 

撥奏 扯奏 吹奏 

   
2799Hz，93.67dB 6459Hz，93.87dB 7472Hz，104.9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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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振動頻率由小至大依序皆為撥奏、扯奏及吹奏；響度則撥奏略小於扯奏又小於吹 

          奏；撥奏時振幅逐漸降低，扯奏及吹奏時的聲音波形極為相似。 

 

三、簧片數量對的扯奏單音音色的影響 

銅簧單簧 銅簧二簧 銅簧三簧 

   



 

銅簧四簧 銅簧五簧  

  

 

    結果：簧片的數量對扯奏時發聲之波形並無明顯影響。 

 

四、吹奏方式對銅簧口簧琴音色的影響 

單簧 二簧 三簧 

   
四簧 五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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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吹奏時的波形由拉扯麻繩及吸氣時所造成的簧片振動動效果不同，拉扯麻繩聲音 

      頻率較高，而吸氣後的聲音頻率較低；簧片數量對波形並無顯著影響。 

 

五、竹簧口簧琴與銅簧口簧琴吹奏同一樂曲的波形比較（時間同為五秒的波形） 

竹簧口簧琴 銅簧口簧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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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竹簧口簧琴在扯奏麻繩時產生較大振幅，而後竹簧振幅迅速減弱；銅簧口簧琴的 

      最大振福也同樣在扯奏麻繩時產生，但可維持一定幅度的振幅，產生連續的聲音； 

      由頻率分析圖可知，在演奏同一樂曲時，銅簧所產生的頻率變化較大。 

         

陸、討論： 

一、在製作竹簧口簧琴的過程中，常發生竹子裂開而失敗的情形，查閱文獻後了解竹材的選

取也是一大學問，只有厚度約 0.５cm 且韌性好並具有相當面積平面的竹節，才能成功製

作成良好的口簧琴。 

 

二、撥奏竹簧口簧琴與銅簧口簧琴時所產生的聲音，主要來自於撥動後竹片與銅片本身的振 

    動，但因竹子的彈性不及銅片，使得竹簧的振幅急速下降，並停止振動發聲；而彈性較 

    佳的銅簧則能在振幅緩慢下降中維持較長時間穩定的振動發聲。另外，彈性較佳的銅簧 

    的振動頻率也較竹簧高。 

 

三、扯奏竹簧口簧琴與銅簧口簧琴時所產生的聲音，主要來自於拉扯麻繩後竹片與銅片的振

動，並由口腔當作共鳴箱，使得扯奏時的響度較撥奏時大；也因為口腔內空氣共鳴的影

響造成竹片與銅片的振動頻率的改變。 

 

四、吹奏竹簧口簧琴與銅簧口簧琴時所產生的聲音，與扯奏時一樣主要來自於拉扯麻繩後竹 

    片與銅片的振動，也由口腔當作共鳴箱，但可藉由舌頭及嘴形的變化共鳴位置，因此吹 

    奏時的響度又大於扯奏；而且振動頻率也可藉由舌頭位置等因素來調節，有變化的可能 

    性。 



 

 

五、口簧琴的振動頻率並非固定不變，可藉由吹奏者的技巧使之改變，而吸氣則會使簧片的 

    振動頻率變小，形成濃重的樂音。 

 

六、多簧口簧琴都以銅簧製作，其設計是每一簧片具有一固定泰雅族傳統古調四個音調（Ra、 

    Mi、So、La）其中一個聲音，但簧片的數量並不會對發聲波形造成改變，即口簧琴的音 

    色不會因簧片數量而改變，但吹奏者可以運用旋轉琴身、吸氣、吐氣及嘴形變化的技巧 

    而使吹奏的旋律產生變化。 

 

七、由實驗過程可發現，吹奏口簧琴的方式由易而難依序為竹簧口簧琴、銅簧口簧琴、多簧 

    口簧琴，與泰雅祖先的使用方式單簧竹簧是給孩子最初練習時使用，單簧銅簧則是子女 

    輩使用，二簧是自己或同輩分的人使用，三簧是父母親輩分的人使用，四簧給祖父母輩 

    分使用，五簧是曾祖父母輩分吹奏，其中倫理的意涵與演奏技巧難易度也成正相關。 

 

柒、結論： 

    銅簧的彈性較竹簧佳，因此能產生較為清亮而連續聲音；且竹簧只能製作單簧口簧琴， 

限制較多，多簧口簧琴皆以銅簧製成。比較撥奏、扯奏及吹奏後發現，口簧琴的發聲原理是

將扯動著細繩以引起琴台上琴簧片的振動而發出聲音，並將簧片離合靠於嘴，利用口腔來作

為它的共鳴箱，再以左手迴轉著琴台，藉著簧片的翻轉及嘴形變化等方式造成聲音頻率的變

化和旋律的流動。 

    口簧琴的演奏技巧已逐漸失傳，希望藉由本實驗喚起泰雅族人的重視，將泰雅族祖先的

技藝及智慧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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