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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年辦理一次，表彰對地方文化之形塑與維護有特殊

貢獻之個人或團體的宜蘭文化獎， 2019年進入第八屆，

經過本屆評選小組委員詳細並且周延討論後決議：李英茂

先生榮獲第八屆宜蘭文化獎，同時也頒給楊乾鐘先生以及

吳貴英女士宜蘭文化紀念獎，以感謝他們對宜蘭文化的貢

獻。

      李英茂先生，在學校擔任教師41年、退休後26年的志

工服務生涯，致力於宜蘭與日本的文化交流，出錢出力、

默默耕耘、導覽解說及座談講演，甚至應邀遠赴日本參與

文化活動，促成宜、日雙方的官方交流，為國民外交立下

典範。他對宜蘭這塊土地的熱愛，長期無私奉獻，促進並

提升宜蘭文化水準，在國際文化交流成績卓著，獲得「宜

蘭文化獎」，實至名歸。

      楊乾鐘先生，畢業於臺北師範學校及師大藝術系，成

績極為傑出，應盧纘祥(時任頭圍鄉鄉長)邀請返鄉到頭城

初中任教，終生推動地方美術教育不遺餘力，著名畫家周

澄、藍榮賢、阮義忠等人都出自他門下，也為宜蘭造就無

數藝術人才、提升藝術及文化水準，具有特殊貢獻和成就，

感念楊乾鐘老師終生奉獻美術教育，特頒贈「宜蘭文化紀

念獎」，以資表彰。

      另一位紀念獎得主，出生在戲劇之家的「宜蘭英」-吳

貴英女士，從小耳濡目染深受戲劇的薰陶，11歲起便開始

唱戲生涯。她哀怨的唱腔和身段，讓戲迷十分難忘。1959

年吳女士組「宜蘭英歌劇團」，是宜蘭縣歷史最久的歌仔

戲班，她待人體貼、周到、講義氣，非常照顧團員。宜蘭

英歌劇團的辛苦維持，使得瀕臨絕傳的四平戲得以傳承，

她將一生歲月奉獻在舞台，所締造的戲劇藝術成就，對提

升宜蘭文化水準，有重大貢獻，特頒贈「宜蘭文化紀念

獎」，以感謝其奉獻於戲曲文化。

      「宜蘭文化獎」創辦以來，得獎人都是對宜蘭地方文

化的形塑與維護有重要貢獻，我們希望藉由宜蘭文化獎的

辦理，表彰更多的文化工作者，共同努力深化宜蘭的文化

環境。

宜蘭縣   縣長



記錄聲音的歷史
對日本文學、歷史很有興趣；獻身教育之餘，翻譯、

改寫許多世界兒童名著，推廣兒童文學不遺餘力；退

休後，更義務協助縣史館日本文史翻譯，主持「日文

宜蘭資料翻譯計畫」，號召耆老大規模翻譯日治時期

宜蘭相關文獻，相關史料成為宜蘭研究不可或缺的基

礎資料。

宜蘭文化獎

得獎人

       先生



得獎理由

李英茂老師，1929年出生於宜蘭。1951年起在家鄉任教，1995年自羅東鎮北成國小

退休，春風化雨，桃李無數，深受學生愛戴。李老師獻身教育之餘，並翻譯、改寫許

多優質的世界兒童名著，推廣兒童文學不遺餘力。

年輕時期他接受日本教育，深具日文專長及文史學養，1993年為宜蘭縣史館推動「日

文宜蘭資料翻譯計畫」，除慨然應允借調並擔任計畫主持外，同時號召地方耆老，大

規模翻譯日治時期宜蘭相關文獻，成績斐然，成為宜蘭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礎資料。

李老師也致力於宜蘭與日本的文化交流，出錢出力，默默耕耘，導覽解說、座談、專

題講演，甚至應邀遠赴日本參與活動，促成宜、日雙方的官方交流，為國民外交立下

典範。

41 年教學與 26年的志工服務生涯與成就，獲得2011年仰山文教基金會頒發「噶瑪蘭

獎」；又因致力於日本文學之翻譯與出版，推動台日文化交流甚力，榮膺2019年日本

令和天皇所頒發「旭日雙光章」。二十多年來，李老師以志工身分參與宜蘭與日本相

關之文化交流工作無數，實為後輩之典範。

文化是人類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的總成果，李英茂老師40餘年來，因他對所生長這

塊土地的熱愛，無私奉獻專長，為宜蘭發展的歷史脈絡，奠定堅實研究基礎。經評選

符合「宜蘭文化獎頒贈要點」第3點，對於促進提升宜蘭文化建設、文化水準及國際

文化交流成績卓著，應頒贈「宜蘭文化獎」，以表彰其貢獻與成就。

                童心未泯，與小朋友同樂。（李英茂老師‧提供）

日本人遠藤一定渡海來台，將泰雅百年織衣捐贈宜蘭縣史館，由李英茂老師
接待翻譯。（宜蘭縣史館‧提供）

西鄉菊次郎的孫子西鄉隆文（左三），由縣史館人員陪同參訪宜蘭設治紀念館。
（宜蘭縣史館‧提供）



大事記

1929年 出生於宜蘭街東門口。

1934年 入學宜蘭街香蘭幼稚園。

1936年 入學宜蘭公學校。

1943年 入學台北州立宜蘭中學校。

1946年 畢業省立宜蘭中學初中部（第一屆）；入學省立宜蘭中學高中部（第二屆）。

1950年 一月入伍陸軍軍士教導總隊；次年九月退伍。

1951年 奉派為宜蘭市育才國民學校教員，後調派宜蘭市女子國民學校及公館國民學校。

1961年 與陳秀鳳結婚。

1962年 調派羅東鎮北成國民學校。

1993年 借調至宜蘭縣史館籌備處。

1994年 學校退休，服務教育界41年。退休後繼續在宜蘭縣史館擔任志工。

全家福（李英茂老師‧提供）                         年輕時期在宜蘭市女子國小任教。（李英茂老師‧提供）        1994年在羅東鎮北成國小榮退，當天接受全校師生熱烈歡送。
                                                                                                                                                                              （李英茂老師‧提供）

宜蘭縣史館新館落成啟用典禮，李英茂老師應邀擔任剪
綵貴賓，意義非凡。（宜蘭縣史館‧提供）

                 全家福（李英茂老師‧提供）



26年的文化志工生涯
正如赤腳踩在自己的土地上

溫馨又踏實

1995年 擔任慈林文教基金會志工（民主運動館導覽；日語班、

           日語歌唱班教學）。

2011年 仰山文教基金會頒發「噶瑪蘭獎」

2019年 日本令和天皇頒發「旭日雙光章」



得獎人

       先生
宜蘭文化紀念獎

美與愛
畢生精力完全奉獻給學生，展現教育愛，

播撒美學種子，引領美學理論，示範繪畫

技巧，培育許多優秀藝術人才，桃李滿天

下，名畫家周澄、汪英德、李富雄、藍榮

賢⋯都是他    蒙的學生，對推廣地方美術
教育，不遺餘力。

啓



得獎理由

楊乾鐘（1925-1999）老師，先後畢業於臺北師範學校(第一屆)及師大藝術系，成績極為

傑出，應盧纘祥(時任頭圍鄉鄉長)邀請返鄉到頭城初中就職，推動地方美術教育不遺餘力，

著名畫家周澄、藍榮賢、阮義忠等人都出自他門下。其後歷任復興工專、國立藝專及文

化大學教授，造就眾多美術界傑出後輩。

楊老師師承廖繼春(油畫)、張義雄(素描)、馬白水(水彩)，畫風重視現代感覺的具象表現，

創作觀念注重自我的主觀感受，而後並有回歸東方美學的趨向。1961年起連續10件作品

入選日本光陽美展，連續5年在上野公園、東京都美術館、正二階廳展出，榮獲特別獎，

成為永久會員。其亦潛心研究美術理論，致力於近代西歐各種畫風的研究，論文發表於

國內外重要的藝術期刊，著有〈唐三彩概說〉、〈印象派Claude Monet與抽象主義〉、〈

從我國陶瓷之演進談現代陶藝之路向〉、〈從畫面構成論塞尚之繪畫觀〉、〈表現主義

之先驅-文生‧梵谷研究〉、〈西洋現代繪畫之父-保羅‧塞尚研究〉等。

楊老師逝世後留下百幅作品，呈現出40、50年代蘭陽風情。2014年財團法人楊乾鐘美學

文化藝術基金會成立，闡揚「蘭陽的美與愛」精神。2015年兒女及弟子為緬懷他對教育

及藝文貢獻，與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合作，在頭城老街設立「楊乾鐘美學館」，以老街景

色為主題，展出數十幅畫作，每周末免費開放參觀。

基於楊乾鐘老師終生奉獻美術教育，為宜蘭造就無數藝術人才與提升藝術水準，符合「

宜蘭縣文化獎頒贈要點」第3點，提升宜蘭文化水準之創作或著作有開創性、培育文化專

業人才等，具有特殊貢獻之成就。評選小組一致同意頒贈「宜蘭文化紀念獎」，以資表彰。

                                  楊乾鐘和妻子慶生合照。（紀秀英女士‧提供）



大事記

1925年 三月九日（農曆二月十五日）生於頭城。父清泉公、母戴氏，以黏焊燈火維生。長兄乾巽，先生排行列第二，

           妹玉鳳、弟乾榮與哲維。

1931年 入公學校，一年級受教於吳江霖先生，師教甚嚴，令先生心感畏懼，下課回家安靜不語，母發覺有異，細心

           查問，先生說：「老師說話大聲，眼睛凝凝，看了真驚。」母懸念這此事，心生一計，到學校向吳老師誠懇

           秉明，祈請託望老師多加鼓勵勗勉先生，並又買了一盒自購腊筆一盒，請託吳老師轉送先生。吳老師私下約

           談先生，給予鼓勵，並贈送腊筆。從此，先生轉憂恐為喜樂，從此喜愛上學與繪畫。

1933年 小學三年級，城所正次擔任導師，曾多方鼓勵。先生感念其恩澤，光復後，每逢新春必寄上賀卡，持續50年

           之久。並於1980-1990年間，兩度到日本旅遊，均前往探望恩師。

1937年 小學畢業後，考取台北中學，接受極其嚴格、刻苦，文武並重的中學訓練。

1943年 考取臺北師範學校，時值二次大戰，糧食不足，常躲避轟炸；美術課則由小池鐵太郎老師啟蒙。

1946年 光復後，盧纘祥任鄉長，計劃創辦頭城中學。先生畢業返鄉，受盧鄉長邀請擔任助理。盧鄉長帶著先生到台

           北觀摩幾所中學，之後，就交代籌備工作，由先生執行。九月完成招生、開學，並由盧鄉長兼任校長。鑒於

           師資欠缺，先生及接受請託，留校任教一年。

1947年 考取臺灣師範大學勞作圖畫科（翌年改名為藝術系），師事廖繼春、張義雄、陳慧坤、馬白水等。

1950年 以第一名自臺灣師範大學勞作圖畫科藝術系畢業。莫大元主任詢問先生願否留校擔任助教，先生終於選擇回

           到鄉里服務，專任於頭城中學。先生熱愛教學、關懷學生，業用技藝、故事、格言，多方啟發學生，深受敬

           愛。指導學生凡受先生指導，參加國內外的美術比賽者，均表現優異；先生獻身教育，早出晚歸，教學之餘，

           分陰是惜，努力於繪畫研修。

1961年 接連五次（共10件作品）入選日本東京都上野美術館光陽美展，並曾榮獲特別獎一次。其間指導學生參加：

           台陽展、省展、全國水彩大展、世界學生美展，屢創佳績。激發蘭陽子弟投身美學領域之的第一波風潮。

1963年 在宜蘭市救國團舉辦第一次個展，展出33幅作品；展畢，移回頭城鎮公所右側活動中心作第二度巡迴展出。

楊乾鐘和母親及妻子合照。（紀秀英女士‧提供）



1968年 實施九年國教，頭城中學原址轉型為國民中學，先生在頭城中學任教滿20年；教學與服務的成就

           倍受肯定，先後獲得教育部、縣政府表揚6次。

1969年 轉往羅東高中任教，設立美術輔導班，不收取任何費用，經五年的耕耘、撒種，蔚為風潮，燃起

           蘭陽子弟投身藝術美學的第二波風潮。

1974年 在中學任教屆滿二十五年，轉往文化大學美術系任教，遷居臺北，仍心繫蘭陽。常利用週六、日

           課餘期間，回到羅東高中指導美術班的莘莘學子，如此延續三年，才暫告一段落。在羅東高中八

           年，輔導考上大專美術科系近七十人。

1975年 轉往中國市政專校建築科任教，依然深受到學生的喜愛。

1979年 參加臺北市「市徽設計比賽」，獲得第一名。此後的三十年，市徽與市旗出現在臺北市府大樓、

           國際會議、運動大會及大街小巷飄揚。

1992年 中國市政專校，任教滿17年，體力漸感不支，辦理離職。

1998年 母戴氏以九五高齡辭世，先生極度晝夜哀慟。

1999年 二月六日凌晨辭世。

楊乾鐘在市專上課情形。 （紀秀英女士‧提供）                                    楊乾鐘和母親及妻子合照。（紀秀英女士‧提供）                楊乾鐘和學生合照，最左角是林耀南同學。（紀秀英女士‧提供）

楊乾鐘和張義雄合照。（紀秀英女士‧提供）



宜蘭文化紀念獎

得獎人

       女士

宜蘭英
藝名「筱貴英」，自組的「宜

蘭英歌劇團」至今是宜蘭縣歷

史最久的職業戲班，一生歲月

奉獻在舞臺，使瀕臨絕傳的四

平戲保存至今。



得獎理由

「宜蘭英」-吳貴英女士(1925-1990)出生在戲劇之家，從小耳濡目染深受戲

劇的薰陶，父親吳九里自小學習四平戲，16歲時學成出師，獨自前來宜蘭

闖天下， 54歲時自組四平戲班。

吳貴英9歲才就讀宜蘭市向陽小學（現宜蘭國小），惟下課之餘，經常跟著

戲班於後台觀看演出，自己邊學邊唱，戲班發現她的學戲能力，11歲起便輟

學習藝，開始唱戲生涯。她所唱的二簧，淒美的對白加上哀怨的唱腔，讓聆

聽者無不心酸直入人心，至今戲迷對其聲音、身段，都十分難忘。

1945年，吳貴英買下貓仔姑婆班，與自己原有班底重新組合，取班名為新龍

鳳歌劇團。1950年代，野台戲演出都要經過嚴格的申請，使得演出機會銳

減，在此種環境之下，吳女士只好暫時結束新龍鳳歌劇團，跑到台南加入丹

鳳社演出，並為自己取了藝名「筱桂英」。一年多之後，因打聽到宜蘭的野

台戲申請不像以前那麼嚴苛，才又回到家鄉，重新找回新龍鳳的成員，再度

演出，期間歷經父喪、解散劇團等挫折與考驗。

1959年吳女士組「宜蘭英歌劇團」，是宜蘭縣歷史最久的歌仔戲班，她待人

體貼、周到、講義氣，非常照顧團員，曾交代子女，萬一她無法掌團時，宜

蘭英歌劇團無論如何都要維持下去。

四平戲早年與亂彈戲同時流行，但因唱腔特殊，一般人較難聽懂，所以漸漸

式微。出身自北管四平戲班的她，能發揮創意進行調整，劇團於下午的戲碼

多安排武打大戲，演唱北管戲曲，才使得瀕臨絕傳的四平戲得以維持，1986

年榮獲民族藝術薪傳獎傳統戲劇類四平戲獎項得主。

吳貴英女士將一生歲月奉獻在舞台，因她所締造的戲劇藝術成就，符合「宜

蘭文化獎頒贈要點」第3點，長期在宜蘭從事文化工作並對提升宜蘭文化水

準之創作等，有重大貢獻。評選小組一致同意，頒贈「宜蘭文化紀念獎」，

以資表彰。

                      吳貴英於後台聚精會神勾繪大花臉的神情。（陳進傳‧攝）



大事記

1936年 宜蘭英歌劇團已故團主吳貴英的父親吳九里成立四平戲劇團，對吳貴英之所以會經營劇

           團的影響相當大，後因日治時期皇民化的禁鼓樂令，以致該團形同散班。

1945年 吳貴英與宜蘭縣另一個貓仔古婆所組的「小龍鳳歌劇團」四平戲班合併成一班。

1946年 該團搭傳船前去鼻頭演戲，發生船難，該團重要演員阿桂罹難，以致貓仔古婆財務發生

           困難，吳貴英買下貓仔古婆的戲籠，正式成立「新龍鳳歌劇團」。

1951年 新龍鳳歌劇團因為政府制定的野台戲政策相當嚴格，於是該團解散。

1951-1960 年 吳貴英前往中南部演出四平戲，以「宜蘭英」藝名走紅。

1959年 組宜蘭英歌劇團。

1960年 宜蘭英歌劇團正式成立，由吳貴英所創辦，初期以四平戲聞名全台。

1962年 宜蘭英歌劇團以一齣「鐵血勇士」參加地方戲劇比賽，榮獲外台歌仔戲組第一名。

1967年 該團再以「二小童復國」榮獲地方戲劇比賽決賽歌仔戲組成績優異，經評列殿軍及一項

           個人獎。

1985年 行政院文建會主委陳奇祿以「民間劇場四平戲演出紀念」的獎牌頒贈獎勵宜蘭英歌劇團。

1986年 吳貴英榮獲教育部頒發「薪傳獎」，使其努力深獲肯定。

1988年 應宜蘭縣立文化中心之邀於「野台高歌」活動中演出。

1990年 吳貴英因為腿傷引發其他症狀，驟然逝世，其遺言「希望宜蘭英歌劇團可以持續不斷在

           世上留下」。吳貴英第二代吳美子接任該團團主，並由第三代洪有訓幫忙管理。

       與親人至各廟宇進香合照。           接受國立藝術學院邱坤良教授在後台
        （宜蘭英劇團‧提供）                         訪問情形。（陳進傳‧攝）                       

         榮獲台灣省地方戲劇比賽冠軍時團員合影。（宜蘭英劇團‧提供）                       

         每逢神誕節慶，在廟宇前空地上演「野台戲」實況。（江武昌‧攝）                       



       與親人至各廟宇進香合照。           接受國立藝術學院邱坤良教授在後台
        （宜蘭英劇團‧提供）                         訪問情形。（陳進傳‧攝）                       

         榮獲台灣省地方戲劇比賽冠軍時團員合影。（宜蘭英劇團‧提供）                       

         每逢神誕節慶，在廟宇前空地上演「野台戲」實況。（江武昌‧攝）                       逢神誕節慶，在廟宇前空地上演「野台戲」，此為扮仙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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