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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摘  要


戰後影響臺灣音樂發展的音樂家可分為兩方面：一是留日回臺音樂家給臺灣的影響；另一為大陸來臺音樂家給予臺灣的影響。康謳屬後者，他是二十世紀中葉以後臺灣音樂界重要的人物，更是當時學院派音樂家中，值得加以注意的一員，曾在北師、藝專、文化、師大、市師等北部幾所大專院校任教，桃李滿天下；也是理論作曲家與「亞洲作曲家聯盟中華民國總會」的首任理事長；所撰寫的論文、專書、以及《大陸音樂辭典》等，更是早期學子必備的參考書籍。


研究康謳的一生大致可分成三個階段：大陸時期（1914~1949）、臺灣時期（1949~1980）、加拿大時期（1980~ ）。而其主要貢獻與影響在臺灣，本研究的重點便放在其主要成就—臺灣階段，因其在音樂活動上涉獵範圍廣，必須將其在音樂教育、著作與出版、創作與演出、參與音樂事務等各個面向分別來觀察。


至於他在大陸時期的工作表現，較為單純，可依事件發生的時間歷程來進行描述。因此，本論文分成八章：家世背景梗概、求學時期（1920~1936）、來臺以前（1936~1949）、臺灣音樂教育的耕耘者、著作與出版、參加音樂組織、創作與演出、退而不休—加拿大時期、結論。前七章是對康謳所經歷的各種事件的具體情形詳實敘述，第八章針對其在音樂教育、著作與出版、創作與演出三個面向進行評析，嘗試找尋康謳在臺灣音樂上的歷史定位。


第一章至第三章撰寫的方式，原則上是依據時間發生的先後順序為主。第四章、第五章與第六章是對其音樂各面向表現作具體陳述，是本研究重點所在，各節安排除考慮依照其重要性與性質來進行分節外，事件則以時間先後順序為主要考量，這種方式較易於將該章重點即刻呈現出來，也具連貫性，查閱起來更方便。第七章是康謳的退休生活概況，明顯較為單純，但涉及此時期的創作與著作仍繼續在臺出版，亦不失其重要性。第八章則是探討其在臺灣音樂史上的貢獻，以及特別肯定其在音樂教育上多年的努力經營與付出。


本文資料來源，包括對康謳本人、親朋好友、同事、學生的訪談；並以文件、相片、報、刊、雜誌、樂譜、參考書籍…等資料佐證，檢視康謳在臺時的作為時，則儘量以最客觀的態度面對，並就事實進行陳述。
	關鍵字(中)	
      	  ★ 北師
★ 中國風格和聲
★ 亞洲作曲家聯盟
★ 中國作曲家
★ 音樂教育家	關鍵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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