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秋樂集與邱再興文教基金會

「邱再興文教基金會」是企業家邱再興先生邀集企業界、文化界與法律界人士共同創辦，為具

體行動支持文化創作的成功例證。創辦人繼業公司董事長邱再興原為對藝術愛好的收藏家，

素來喜愛音樂、美術等藝術活動。與多年好友馬水龍有感於國內金錢遊戲瀰漫，社會價值失

衡，如能加強藝術教育推廣，將對社會文化的提昇有所助益。在此前提下「春秋樂集」應運而

生。

「邱再興文教基金會」從民國 80年 (1991) 4月起，以發表音樂創作作品的型態，為國內作曲家

們提供舞台，每年春、秋兩季舉辦「春秋樂集」系列作品發表會。春天代表了活力、衝勁、欣

欣向榮，秋天代表表成熟、豐碩與收成，因此「春季」是以 40歲以下的年輕作曲家、「秋季」則

以 40歲以上的資深作曲家為邀約對象。而編制以室內樂為主，逐年邀請優秀的作曲家，在創

作園地裡辛勤的耕耘，展現精緻的創作成果。

經過 10年的經營深耕，所結的音樂果實豐碩甜美。但是時代的巨輪不停地轉動，思考與沉澱

是為了轉型後的再創發。2010年春季重新啟動後的「春秋樂集」除了秉持初衷，為優秀國人作

曲家提供創作發表的平台之外，也傳承古典的原貌：音樂會的上半場發表邀約及委創作品，

下半場為西方古典弦樂四重奏。發表作品更加入東方傳統樂器，以『SQ+』的理念將創新與

古意相融合，朝更多樣的音樂形態進行深度探索。且將策劃一系列巡迴演出，將美好的音樂

推廣至台灣各地。

藝術創作力的活躍與否，決定一個國家文化素質的高低。巴赫、海頓、莫扎特、貝多芬等西方

偉大作曲家，以畢生精力奉獻音樂創作，其作品經由眾多演奏家、音樂學者、樂評及聽眾的參

與互動，歷經時間長流的淘洗與琢磨，煥發出珍珠般的光澤，呈現了文化風貌的璀璨與人文

智慧的不朽。

「春秋樂集」歷經多年的實踐已累積了豐富多樣的音樂素材，也以這些作品見證了國內高度的

藝術水準。期能繼續協助培育藝術家、推動社會藝文風氣，進而促進國際間藝術文化的交流，

為這片土地的文藝復興貢獻心力。

財團法人邱再興文教基金會   音樂總監 

謝宛臻

演出曲目

導聆  顏綠芬  教授
Lu-Fen Yen

林進祐：《山居隨筆 I》 
Chin-Yow Lin: Life in the Mountains I

錢南章：《弦樂四重奏—小河淌水》 
Nan-Chang Chien: String Quartet 1977

李思嫺：《茗饗，（秋）暝、想》為笙、柳琴與弦樂四重奏 
Szu-Hsien Lee: Tea Meditation in (Autumn) Evening 
(春秋樂集委託創作，世界首演  world premiere)

中場休息 Intermission

舒伯特：D小調第十四號弦樂四重奏《死與少女》，作品 810
Franz Schubert: String Quartet No. 14 in D Minor, D. 810 
“Death and the Maiden”

第一樂章：快板 (Allegro) 

第二樂章：稍快的行板 (Andante con moto) 

第三樂章：詼諧曲，很快的快板 (Scherzo Allegro molto) 

第四樂章：急板 (Presto)

曾獲 2004年德國第七屆「韓德爾國際雙簧管比賽」首獎，為獲得此獎項的第一位亞洲人。於

2008年以首張專輯「謝宛臻 OBOE 新美聲」獲第十九屆金曲獎最佳古典音樂專輯獎，並於同

屆金曲獎以另一張專輯「越界嬉遊」獲最佳跨界音樂專輯入圍，2009年再度以新專輯「韓德

爾  無盡藏」獲得金曲獎最佳古典音樂專輯入圍。

德國 Mitteldeutsche Zeitung 形容宛臻的演出「⋯⋯當她在演奏時仿佛就像變了個人，全然地

投入，充滿激情，炫目耀眼，毫無瑕疵⋯⋯」

「她的精湛技巧展現在每個音符、每個休止符的配置，也在今晚呈現了這首當代作品

(H.Stockhausen: In Freundschaft) 巨大的情感張力。」

日本「唱片藝術」雜誌評論她的錄音「⋯⋯謝宛臻的演奏不單只是展現華麗的技巧，同時也

忠實懇切地詮釋出每個音符，散發出純真率直的晴朗⋯⋯」

「⋯⋯與其說被雙簧管以及鋼琴的精湛技巧所壓倒，不如說令人回憶起往日美好時光，不禁在

安詳的音樂中嘆息。」

宛臻在學時期曾獲全國音樂比賽雙簧管青少年組第一名、台北市交主辦之協奏曲比賽首獎、

及奇美文化基金會之藝術人才獎學金，亦二度獲選為中正文化中心「樂壇新秀」。2006年以

特優獎 (mit Auszeichnung) 完成柏林藝術大學雙簧管「國家最高演奏文憑 (Konzertexamen)」

學位，並受邀於各地獨奏演出，如 Halle 的韓德爾音樂節、歷史超過百年的萊比錫巴赫音樂

節，及德國音樂院節 (Deutscher Musikschultag) 在柏林市政廳的演出等，演出曲目多為巴洛克

時期及當代經典作品。

宛臻亦常受邀與國內外樂團合作演出協奏曲，如中德廣播交響樂團 (mdr)、Schöneberg 室內

樂團、柏林 Adlershof 室內樂團、國家交響樂團 (NSO)、台北市交 (TSO)、高雄市交、台北愛樂

青年管弦樂團、幼獅管樂團、北藝大管弦樂團、北藝大現代樂團，與師大附中交響樂團等。曾

於 2000至 2004年間擔任德國新波茲坦室內樂團固定成員，於 2003年 6月隨該團在前德國

總統 Rau 座前演出，並由電視轉播。此外，她曾多次與 ensemble affettuoso berlin、新柏林室內

樂團、柏林現代歌劇院、Schöneberg 室內樂團、西貝流士交響樂團及青年歐洲愛樂在歐洲各

國巡迴，並擔任馬德堡劇院及前波茲坦愛樂交響樂團之客席英國管。2009至 2011年間，受

小提琴家胡乃元之邀，參與 Taiwan Connection Festival 的多場演出，擔任 TC 樂團雙簧管首席

及室內樂巡迴。

除了參與各類型的演出，宛臻亦擔任邱再興文教基金會音樂總監，製作「春秋樂集」定期公

演及「C.I.M.親子音樂會」。自 2006年至今，任教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與研究所及師

大附中音樂班，並 2010年暑期，受邀於巴黎近郊 Colombes 音樂院開設雙簧管大師班課程。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博士（Ph. D），先後主修歷史音樂學、民族音樂學，副修文化人類學。現

任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暨音樂學研究所專任教授，曾擔任該校音樂系系主任、教務長、

校務研究發展中心主任、《關渡音樂學刊》創刊號主編、師資培育中心主任等。

顏教授出生於彰化，彰化女中、東吳大學音樂系畢業後，曾擔任亞洲作曲家聯盟秘書、雅

歌月刊主編、中學音樂老師。1978年赴德深造，在柏林工業大學隨 C. Dahlhaus、Helga da la 

Motte、Clemens Kuhn 以及自由大學 R. Stephan、J. Kuckertz 等十多位音樂學家，1988年秋獲

博士學位，1990年底回台，1991年任職於台北藝術大學至今。曾獲教育部優秀教育人員獎，

另外亦曾擔任國家文藝獎、新聞局金曲獎、金鼎獎等評審，以及國家音樂廳評議委員、高中

音樂課本審定委員會主委、大學評鑑委員、藝術教育館節目審議委員⋯等。研究領域及教授

課程：音樂學的理論與方法、音樂的演奏與實際、二十世紀音樂、新維也納樂派、台灣音樂

史、歌仔戲音樂、音樂評論、浪漫主義、舒曼專題等。專書：《音樂欣賞》、《音樂評論》、

《不固定樂思》、《台灣的音樂》、《台灣的真情樂章—郭芝苑》、《張炫文的土地之戀》等，

主編《台灣當代作曲家》、《台灣音樂百科辭書—當代篇》。特別感謝                                                                                 對春秋樂集所有活動的支持與贊助

董事名單 邱再興．馬水龍．洪敏弘．施振榮．林曼麗．林大生．高智裕．王世榕．廖學興．張麗華．邱君強
春秋樂集 創辦人  馬水龍 教授 邱再興文教基金會 執行長  邱君強 邱再興文教基金會 音樂總監  謝宛臻

贊助單位主辦單位 指導單位

免費入場  歡迎團體或個人預約報名

六 Sat. 2:30pm　 
鳳甲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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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伯特 (1797-1828)：D小調第十四號絃樂四重奏《死與少女》，作品 810 (1824)
Franz Schubert: String Quartet No.14 in D Minor, D. 810, Death and the Maiden

《山居隨筆 I》─林進祐
 Life in the Mountains I─ Chin-Yow Lin

《弦樂四重奏─小河淌水》─錢南章
String Quartet 1977─ Nan-Chang Chien

樂曲解說

這首曲子，創作於 1977年，是我在德國慕尼黑音樂院求學時期的作品。1978年 2月 28日由 

Volpini弦樂四重奏團，在慕尼黑作曲家協會（Muenchener Komponistenverband）新音樂工作室

（Studio fuer Neumusik）所舉辦的作曲發表會中首演。那時正是我開始接觸西方現代音樂之際，

但又想放一些東方民歌素材於創作當中，這多少也正代表我那個時期的作品風格。

創作這首曲子的時候，我是「春」，人生一晃，數十寒暑，現在已然是「秋」啦！

感謝邱再興文教基金會及馬水龍老師，長久以來，支持現代音樂的創作與演出，謝謝！

作曲者介紹
畢業於中國文化學院及德國慕尼黑音樂學院。作曲師事劉德義教授及 Prof. W.Killmayer。現任教於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2008 在台北獲中國文藝協會頒贈音樂類榮譽文藝獎章 ( 終身成就獎 )。

2005 獲第九屆國家文藝獎。

2005 以作品《第一號交響曲「號聲響起」》獲新聞局第十六屆金曲獎「最佳作曲人」獎

2002 以作品《佛教涅槃曲》獲新聞局第十三屆金曲獎「最佳作曲人」獎

1998 以作品《馬蘭姑娘》獲新聞局第九屆金曲獎「最佳作曲人」獎

1997 以作品《擊鼓》獲新聞局第八屆金曲獎「最佳作曲人」獎

1978 以作品《詩經五曲》獲「中山文藝創作獎」

1976 以合唱曲《小星星》獲教育部「黃自作曲創作獎」

《茗饗，（秋）暝、想》為笙、柳琴與弦樂
四重奏─李思嫺 (春秋樂集委託創作 )

Tea Meditation in (Autumn) Evening─ Szu-Hsien Lee

樂曲解說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 

聞柳葉似水，見笙聲如風。 

絃色飄動，共譜煙雲織錦。

問：是風動，亦或柳葉動？ 

無妨。淡看，隨意春芳歇。

收拾心念，煮一碗茶。 

只為一生一會。 

恬、敬、謹、緩。 

啜！品，醞──，韻。 

乍現空寂露地。

然若不捨，新盅何味？ 

念鬆不執，不生不滅。 

於是見─── 

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2012年 8月，於西子灣邊柴山腰的研究室裡寫下此篇短詩，也為正在醞釀的新曲聚合稍縱

即逝的意念及可堪呈示的意象。謹以此兩種創出形式，共同感懷即將入秋之節氣，也紀念自

己春芳漸歇，首晉樂集秋季樂饗之悅。

作曲者介紹
李思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士，國立交通大學碩士，於 2004年獲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理論作曲博士 (Ph. D.) 學位。其國內外主要師承楊聰賢教授、吳丁連教授，Prof. Roger 

Bourland以及 Prof. David Lefkowitz。作品《合》曾獲 1993年台北市立國樂團作曲比賽佳作，《雪？櫻．
漫の徑》獲 1998年「音樂台北」作曲比賽首獎，並於 2001年獲選為兩廳院作曲類「樂壇新秀」。其
作品曾於國內外各地演出，包括了美國，德國，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國大陸等地。

李思嫺目前任教於國立中山大學音樂系，曾獲中山大學優良教師及傑出教師獎。於致力音樂理論
教學之外，也積極嘗試各種形態的音樂創作，包括音樂會音樂，劇場音樂，及商用音樂等。其為中
山大學駐校樂團「巴洛克獨奏家樂團」編曲製作之《璀璨．西．灣》曾入圍 2007年金曲獎最佳跨界
類專輯，《童話．童畫》亦入圍 2010年傳統藝術類金曲獎最佳編曲人獎。

1817年，舒伯特為德國詩人克勞迪歐斯 (Matthias Claudius 1740-1815) 的詩作寫了一首藝術歌

曲《死與少女》。在這首歌曲中，演唱者得扮演兩個角色，以截然不同的兩種聲音表現兩極心

情，儘管歌曲短小卻張力十足。沈重肅穆的鋼琴序奏暗示死神的靠近。接續的樂段表現少女

對死神的恐懼和抗拒：「走開！啊！快走開！你這可憎的骷髏！我還年輕，快走開，不要碰我，

不要碰我。」隨後回到序奏時的情緒，死神以低沈的嗓音對少女聲聲召喚，溫柔求愛：「把手

給我，美麗溫柔的少女！我是妳的朋友，不會傷害妳，別害怕，我一點也不可憎，快來安睡在

我的懷裡吧！」儘管舒伯特對此詩境的想像生動清晰又細膩，但或許因為年輕，沒人將死亡與

二十歲的他作任何聯想。

1824年，舒伯特的新作 D小調第十四號絃樂四重奏因引用了藝術歌曲《死與少女》的片段而

得名，並引發諸多聯想。這一年舒伯特甫經歷一些人生的折難：梅毒病發、歌劇上演失敗、朋

友離散或分裂等，著實令他的意志極度消沈。他在寫給好友庫佩維哲 (Leopold Kupelwieser, 

1796-1862) 的信中充滿沮喪：「我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快樂、最悲慘的人⋯ 每晚睡前，我

總希望自己隔天不會再醒來，每個清晨只在不斷地提醒我昨日的悲傷。」眾多說法直指這首

絃樂四重奏為舒伯特的死亡見證，反映他當時絕望悲苦的心情。事實上，舒伯特受困時和貝

多芬受耳疾之苦而隱遁深居遠避塵世的情況是截然不同的。他繼續過著放縱恣肆、隨心所欲

的生活，投身於扶持他的朋友之中夜夜笙歌，儘管內心多所惆悵，外在仍是個生氣蓬勃的享

樂主義者。另一方面，舒伯特顯然地受到德國浪漫主義的影響，對死亡的迷戀和讚頌更甚於

恐懼和禁忌。死，對他而言，或許和貝多芬一樣，不僅能喚醒內在的生命，更能激發創作的能

量，帶有特殊的美感和正向意義，並非完全面目可憎。舒伯特將死神樂段用在這部絃樂四重

奏中或許意有所指，但不容否認地，全曲不只有對抗和衝突，亦處處綻放活力，精神昂揚，展

現的更可能是一位藝術家對生命的專注和積極投入。因此，若將此曲所有的對比情緒皆二分

為少女與死神的對峙，或以死亡詮釋曲中所有的轉折與衝突，不免流於矯情，也忽略了此作

內在更深沈的意境。

舒伯特寫歌之餘，與絃樂的淵源亦頗深。他八歲學小提琴，在寄宿學校的學生樂團中擔任第

二小提琴手，還在家人組成的絃樂四重奏以及朋友組成的小型管弦樂團中拉奏中提琴。儘管

他在青少年時期已寫下不少絃樂四重奏，但他在此類型作品的創作上卻始終跛足不前，完全

無法像在歌曲中一樣地自由發揮。直到 1820年，舒伯特遇到當代著名的絃樂四重奏小提琴

手修潘吉 (Ignaz Schuppanzigh, 1776-1830) 後才又開始創作絃樂四重奏。舒伯特此時期的創

作技法已臻成熟，雖仍受貝多芬影響甚鉅，但已走出自己的風格，尤其是這首 D小調絃樂四

重奏，堪稱此類型作品中的經典傑作。作曲家通常在一部多樂章作品中會嘗試表現各種不同

的情緒，然而這首絃樂四重奏卻從頭到尾以小調寫成，情緒較為單一且色彩晦暗，但它的起

承轉合間充滿戲劇性變化，抒情和威力並進，直搗靈魂深處。三連音節奏動機乃全曲的動力，

各樂章透過它的一再重現彼此緊緊相扣，連成一體，達到一氣呵成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

此曲的音響飽滿深具管弦樂效果，因而吸引了馬勒 (Gustav Mahler, 1860-1911) 將它改寫給大

型絃樂團。遺稿在馬勒死後多年才被發現，經整理後於 1984年倫敦出版，紐約首演。和原曲

1830年代的出版及正式首演遙遙相隔了一百五十多年。

第一樂章：奏鳴曲式。短小的序奏簡而有力地帶出此樂章的主要靈魂 三連音節奏，並清楚預

示了全曲的戲劇性衝突。騷動不安的第一主題和抒情的第二主題在三連音節奏的催促下交相

激盪，情緒持續翻攪。發展部以第二主題展開，不久後即退居為三連音動機的伴奏，直接躍

入再現部。尾奏由第一主題主導，三連音節奏持續竄游，最後凌人的氣勢急遽直下，曲終徒留

悵然。第二樂章：主題與變奏。主題取材於歌曲的鋼琴序奏及死神樂段。四部樂器形成縝密

的和聲緩緩行進，單調的節奏一以貫之，如沈鬱的輓歌。六個變奏由各樂器展現主題的多種

風情，伴以第一小提琴裝飾性的旋律。除第四變奏轉到明亮的 G大調之外，所有變奏皆維持

在陰鬱的小調上。曲末，音樂漸入沉寂，但在最後一刻竟出奇不意地被拖曳到大調上結束。第

三樂章：詼諧曲式。粗獷的主段由持續大膽的切分節奏主導，在高低音樂器間彼此呼應，再

次將音樂拉回小調的衝突世界裡。中段轉入大調，圓舞曲般的旋律平和優雅地搖曳著，緊張

氣氛終於在此暫時得到緩解。第四樂章：輪旋奏鳴曲式。此樂章浮躁激動的性格常讓人聯想

到標題暗示的死亡及其可能帶來的內心衝擊，實際上，這是一首純粹的舞曲 即傳說中可治癒

狼蜘蛛之吻的塔朗泰拉舞曲。主段以踉嗆的 6/8拍節奏奔竄。第二主題為寬長的四聲部旋律，

三連音節奏在此以伴奏之姿再現，幻化為快速音群帶著第二主題忘情地狂舞，更進一步烘托

出第三主題的高昂情緒。全樂章在激烈和溫婉之間迅速轉換，狂野的活力未曾鬆懈。尾奏是

猛烈的極急板，在三連音節奏的驅動下如狂風襲捲，從大調躍入小調，全曲在昂揚的氣勢中

結束。

樂曲解說
因卸下繁重的系務，賦閒山林中，雖不是「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過的是悠閒的生活，可以閒
看「黃庭」。可說是一邊過著，絲毫塵事不相關的生活，一邊卻感到完全不是味道。儘管是「貪嘯
傲」、又是「任衰殘」，好像毫不介意，實則是激憤。不妨隨處且開顏，「原知造物心腸別」，「老卻英
雄似等閒」。

樂曲約分為五個段落，竹笛與琵琶為主要旋律，四把絃樂襯托其間，並運用疊置、排列、變化組合
方式成為基本音響層面，並將大小二度音程滲透其間，藉由傳統樂器的特性與演奏技法，來探尋
『閒居山林』時那種內心悠閒與激憤的衝激聲響。

樂器編制：中國笛（曲笛與梆笛）、琵琶與絃樂四重奏（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與大提琴）

作曲者介紹
台灣彰化人。現任台中教育大學音樂學系音樂理論與作曲教授，台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音樂理論與
作曲兼任教授，亞洲作曲家聯盟中華民國總會理事，國際現代音樂協會理事。曾任台中教育大學音
樂學系系主任，先後曾任教台中市曉明女中音樂班、私立台南家專音樂科、東海大學音樂學系。曾
於 1999年榮獲第一屆台灣省藝術類音樂創作獎赴俄羅斯進修考察。

林教授在對於台灣音樂創作與教育領域皆有相當之貢獻，1984年至今，創作作品豐碩，每年於台
灣各地舉辦作品發表會，並應邀參與海外樂曲創作發表活動近年來包括 :

2012 1月鋼琴奏鳴曲（全曲三樂章）發表於國家演奏廳。

2011 1月鋼琴曲《油桐花祭》鋼琴組曲、11月中國笛、琵琶與絃樂團《山居隨筆》發表於國家演奏 

 廳。

2010 1月雙鋼琴曲《俠侶協奏曲》、11月室內樂《竹林中的精靈》發表於國家演奏廳。12月管絃樂 

 曲《明潭隨想曲》發表於台北中山堂中山廳。

2009 5月《夙怨》發表於國家演奏廳，10月鋼琴協奏曲《宇宙》發表於國家音樂廳，10月《對話 2》 

 發表於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演奏廳。

2008 1月鋼琴曲《寒冬的行者》5月《小提琴狂想曲》發表於國家演奏廳。

2007 1月鋼琴曲《禪、氣、凝、滌》。10月為高音、中音、低音豎笛與電腦音樂 Rhapsody《豎笛的幻 

 想》發表於國家演奏廳、12月歌曲《海戀》發表於許常惠基金會表演廳。

2006 10月室內樂《福爾摩沙之春》發表於國家演奏廳、11月赴奧地利格拉茲及法國巴黎發表作品。

2005 6月《生命之歌》豎笛與絃樂團、室內樂《竹林中的秘密》發表於國家演奏廳。1月“The 

 Universe”鋼琴協奏曲「雙鋼琴版」發表於國家演奏廳。 

2003-2004 鋼琴組曲閒情逸緻話農家，由鋼琴家林明慧教授發表於國家演奏廳。小提琴《無常見 

 有常》由提琴家謝宜君教授發表於台北十方樂集。秋收的季節（大提琴與鋼琴）發表於法國 

 巴黎、韓國漢城、台灣等。大提琴獨奏曲《誰共我，醉明月》由波蘭籍法國大提琴 Barbara.  

 Marcinkowska首演於法國巴黎，ARMIANE 公司出版。 

2002 「歸鄉」五重奏，入選「啟動台灣之聲」。交響詩《懷故鄉》發表於台中國立交響樂團演藝廳。

2001 小提琴曲《台灣》幻想曲發表於美國波士頓與馬里蘭。《銀河密使》絃樂與長笛發表於國家 

 演奏廳。

曾士珍撰文（美國華盛頓大學鋼琴演奏博士）



西元 1989年出生於桃園縣，畢業於桃園縣中興國中音樂班、武陵高中音樂班以及國立臺北

藝術大學音樂系。主修小提琴，曾師事於洪寶珠、曲靜彭、李志堅、陳慧貞、嚴玉潔、曲靜家、

蘇正途、法籍 Marina Chiche 教授，現就讀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管絃擊研究所二年級，師事於宗

緒嫻教授。

奧地利維也納市立音樂院演奏家文憑特優獎畢業，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琵琶底音樂院大

提琴演奏碩士，台灣中生代最受矚目的大提琴演奏家之一，目前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專任及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兼任副教授。

旅居歐美十數年，劉姝嫥曾隨俄籍大提琴泰斗羅斯卓波維奇 (Rostropovich)前往法國埃維揚

(Evian) 音樂節為其委託製作之作品做世界首演。返台後獲選為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樂壇新秀並

多次應邀於國際知名演奏家如大提琴家亞力山大．魯丁 (Alexander Rudin)、小提琴家林昭亮

等來台音樂會中合作演出。近年之演出還包括：2008年與伯牙三重奏赴美於明尼蘇達室內樂

協會及麻省理工學院表演藝術中心巡演、獨奏會—「站在巨人的肩上」系列、2009年與光環

舞集於「無言 2009」中跨界合作、以及 2011年與高師大交響樂團協奏演出柴可夫斯基《洛可

可主題與變奏》⋯等等。

除傳統曲目外，劉姝嫥亦積極參與當代音樂之演出，早年曾與 CCOT (台北人室內樂團 )赴歐、

美、中巡演，為英國作曲家 Dorothy Kerr 作品“Solo for Cello”。

之演奏深受作曲家本人喜愛而指定於英國廣播節目中播出；也曾於個人獨奏會中首演吳丁連

教授《獨—默、吟、唱、白》、李子聲教授《短歌》等大提琴獨奏曲。 

1986年生於彰化縣，曾就讀光復國小、雙十國中、台中二中音樂班、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現就

讀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管弦與擊樂研究所二年級，主修大提琴，曾師事張瑜卿老師、賴怡蓉老

師、張正傑老師、李百佳老師、陳哲民老師、李玫瑩老師、馬諾欽老師、現師事劉姝嫥老師

1996 參加台中市大提琴市賽兒童組第二名

1997 參加台灣省大提琴比賽兒童組第五名

1999 與雙十國中音樂班管弦樂團到維也納黃金音樂廳演出

2002 參加台中市大提琴市賽青少年組第一名 

 擔任台中二中音樂班樂團首席 

 參加台中二中音樂班協奏曲大賽第二名，同年於台中二中音樂廳與二中管弦樂團協奏 

 《聖桑》大提琴第一號協奏曲

2003 參加陳哲民老師舉辦“大提琴的家”音樂營，被獲選與歐陽伶宜老師協奏，維瓦第：四 

 季﹙秋、冬﹚代表學校參加台灣省弦樂四重奏比賽得到全省第三名

2004 參加行天宮菁英獎進入決賽 

 參加大學術科甄選成績為全台大提琴組最高分，考取第一志願台北藝術大學

2005 參加美國音樂營“Musicorda”受教於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n Ann Arbor Professor, and  

 Pacifica Quartet’s Cellist Brandon Vamos. 

 參加北藝大弦樂四重奏受教於 Borromeo String Quartet.

2006 參加行天宮菁英獎進入決賽

2007 擔任北藝大管弦樂團與弦樂團首席

2008 3月獲選北藝大代表接受 American String Quartet 大師的指導，深受大師喜愛。

2008 考取台北藝術大學管絃與擊樂研究所

2008 12月獲邀參加由小提琴家胡乃元成立的 Taiwan Connection 弦樂團，並與大提琴家王健 

 於國家音樂廳一同演出。

2009 3月接受慕尼黑音樂院大提琴教授楊文信的大師班指導

2009 7月與台北藝術大學參與高雄世運開幕典禮樂團演出

2009 12月再次獲邀參加由小提琴家胡乃元成立的 Taiwan Connection 弦樂團巡迴演出。

2009 12月與加拿大籍低音管大師 Jesse Read 合作演出 Piazzolla: Angel Series 擔任大提琴獨 

 奏。

2010 參加 RS 團隊，與排灣族唯一靈魂女聲芮斯，擔任大提琴獨奏部分

東吳音樂系作曲組畢，師事馬水龍、盧炎教授，長笛師事陳澄雄教授。指揮師事徐頌仁及黃

曉同教授。

1976 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國樂類第一名（作品：搏浪）。

1979 獲台視五燈獎笛子五度五關及全國簫獨奏比賽第一名。

1985 以《笛篇》獲金鼎獎唱片「最佳演奏人」獎。

1992 獲選全國十大傑出青年。

2004至今任南藝大國樂系。 

其編劇、作曲的音樂劇《雞同鴨講》，被選入台灣及香港的國小音樂課本欣賞樂曲。 

其製作、作曲的台語兒歌「紅田嬰」，獲 1999金曲獎「最佳兒童唱片」及「最佳演唱」獎。 

其指揮的「絲竹傳奇」CD，獲 2005金曲獎「最佳演奏人」獎。 

其製作、作曲、指揮的兒童合唱曲《永遠的楊喚》，獲 2006金曲獎「最佳作曲」（作品：春天

在哪兒呀）、「最佳兒童唱片」、「最佳演奏人」及「最佳演唱」四項提名。

2009 其製作、作曲的國語兒歌《小球聽國樂—外婆橋》獲金曲獎「最佳兒童音樂」。

任北市國指揮 12年間，致力推廣國樂及本土樂曲的創作。也曾獲邀指揮香港、新加坡、北京、

上海等專業國樂團演出。

紐約市立大學小提琴演奏博士，曼哈頓音樂學院碩士，二次獲選至小提琴泰斗帕爾曼 Itzhak 

Perlman的 Master Class表演；並贏得紐約著名經紀公司 Artists International Co.舉辦的 Young 

Artists Concert Series 「Special Presentation Award」，於紐約卡內基音樂廳 Weill Recital Hall 舉

行個人的小提琴首演 ; 隔年獲邀至 Merkin Hall舉行個人獨奏會。 

在美讀書期間，曾返國受著名小提琴家胡乃元先生之邀，在國家劇院所舉辦的“胡乃元以樂

會友”節目中，與胡乃元先生及四位中外著名音樂家，表演布拉姆斯降 B大調弦樂六重奏。曾

與小提琴家林昭亮先生、大提琴家 Gary Hoffman、王健、日本名指揮家 Mr. Heiichiro Ohyama，

以及 Eroica Trio同台演出。

2000年獲聘為美國著名音樂夏令營 Eastern Music Festival正式老師 ; 同年返國服務。2006

年加入對位室內樂團，2009年成為該團首席。2007年受胡乃元老師邀請，參加 Taiwan 

Connection弦樂團演出至今，為該團創團團員之一 ; 同年成立台南獨奏家室內樂團。2011年成

為“琴願琴緣”團長，致力於古典音樂的推廣。目前任教國立台南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

台南女中、國立高雄中學等

1986年生於台北，自幼出生於健全家庭，母親為鋼琴教師，父親對古典音樂有著濃厚的興

趣，三歲起學習鋼琴，六歲始學習小提琴，啟蒙於黃淑女老師，九歲時以第一志願考進敦化國

小音樂班就讀，小學期間曾受教於廖純，張玲玉兩位老師，後考進仁愛國中音樂班，受教於江

維中老師，並以保送甄試總成績全國第四名進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音樂班，師

事於李俊穎老師，高中畢業後以弦樂組榜首考進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於 2008年考進國立台

北藝術大學管擊弦樂研究所，師事蘇顯達老師。並於 2011年六月順利畢業，取得碩士學位。

現為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團員。在學期間多次獲獎，更多次與校內外樂團合作演出。

得獎紀錄 

1996 台北市音樂比賽兒童組第三名

1997 台北市音樂比賽兒童組第三名

1999 台北市音樂比賽少年組第二名

2003 行天宮音樂比賽青少年組優等獎

2004 行天宮音樂比賽成人組優等獎；世紀之星協奏曲大賽入圍獎 (NTSO主辦 )；獲校內比 

 賽關渡新聲協奏組優勝

2005 獲校內比賽關渡新聲獨奏組優勝；永豐愛樂古典菁英獎小提琴組優勝及永豐獎

2008 國立台灣交響樂團小提琴協奏曲大賽第二名

現為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專任助理教授、當代藝林樂集團長；曾任香港中樂團全

職柳琴樂師及署理首席、中國文化大學中國音樂學系與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柳琴、阮咸兼

任講師、台北柳琴室內樂團首席。

1996年獲中國文化大學音樂系國樂組藝術學學士學位，同年以第一名優異成績考進中國文

化大學藝術研究所音樂演奏組，主修琵琶演奏，師事王正平教授。1998年獲中國文化大學藝

術學碩士學位，1999年回台任教於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至今。

2001年灌錄《雨後庭院》柳琴協奏曲，由蘇文慶先生指揮北京中央民族樂團，收錄於上揚唱

片發行的「燕子」專輯中。2004年與台北柳琴室內樂團錄製《Cat’s—無言歌》柳琴協奏曲，

收錄於「台北柳琴室內樂團之無詞歌」專輯，上揚唱片發行。2007年與絲竹空樂團錄製「絲

竹空」專輯，由喜馬拉雅音樂發行，2008年榮獲入圍金曲獎最佳演奏專輯。2010與 2011年分

別創作柳琴獨奏曲《天黑黑隨想曲》與《左手香》；2012年創作柳琴獨奏曲《福爾摩沙》與彈

撥樂合奏曲《卡帕多其亞的回憶》。

柳琴 / 陳怡蒨
Liuqin / Yi-Chien Chen

1993年取得市立維也納音樂院演奏家文憑，期間受教於 Fritz Bauer及 Johannes Frieder教授，

同年進入德國德特摩音樂院就讀，追隨當今國際中提琴大師今井信子及 Tatjana Masurenko學

習。

1987年取得藝術家演奏文憑並於維也納市立音樂院獲協奏曲大賽第一名。得到多位大師的

肯定，包括與 Julian Rachlin、Lilia Bayrov、Lauren Kozia等多位國際知名音樂家合作，於美國、

奧地利、義大利等地演出；合作樂團包括維也納人民歌劇院樂團、台灣絃樂團、台北愛樂青

少年管弦樂團、台北市內交響樂團、台北愛樂室內及管弦樂團等；積極參與不同形式之演出，

2008年更為國際大師今井信子訪台演出指定合作之音樂家，2009年八月受邀至日本沖繩演

出孟德爾頌兩百周年紀念音樂會。

現任教於嘉義大學、東海大學、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等音樂系。

中提琴 / 王意權
Viola / Yi-Chiuan Wang

1998 法國巴黎師範音樂院全體裁判一致通過之大提琴高級演奏家文憑

1999 法國巴黎師範音樂院大提琴最高演奏家文憑

2001 法國巴黎師範音樂院室內樂高級演奏家文憑

2003 美國耶魯大學音樂系大提琴演奏碩士

2007 美國馬里蘭大學大提琴演奏博士

旅美法大提琴演奏家曾加宜於 1994-1996年間三度獲選為亞洲青少年管弦樂團團員。1995

年輾往巴黎師範音樂院就讀，在校期間深受恩師 Teuliers 教授之喜愛。1999年僅以 20歲年

齡榮獲該校之最高學位並受邀接受已故大提琴泰斗羅斯托波維奇大師班指導《羅可可變奏

曲》。2001年，輾往美國耶魯大學音樂系繼續深造，師事名大提琴家 Aldo Parisot 教授。2003

年榮獲全額獎學金進入馬里蘭大學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並擔任助教，並與 James Ross 教授學

習指揮法。

2007年榮獲大提琴演奏博士學位，返國後除了舉辦多場各人獨奏會及室內音樂會外，多次受

邀與高雄市教師管絃樂團協奏，並定期受邀至全省各大音樂比賽及入學考擔任評審，致力於

藝術傳承工作。2010年創辦“舞動琴弦”大提琴重奏團於全臺各地巡演，並於 2012暑假增設

“舞動琴弦”大提琴重奏營，引起熱烈迴響。此外，有別於大提琴演奏家之身分，加宜於 2010

年接任國立成功大學管弦樂團指揮之職務，定期於每年暑假展開全臺巡演，多受好評。

現任 :輔仁大學、東海大學、台中教育大學、屏東教育大學大提琴助理教授。

大提琴 / 曾加宜
Cello / Chia-Yi Tseng

大提琴 / 劉姝嫥
Cello / Chu-Chuan Liu

大提琴 / 張琪翊
Cello / Chi-Yi Chang

小提琴 / 張聖佳
Violin / Sheng-Chi Chang

「充滿活力、熱情洋溢的演奏及大匠的琴藝 ......自信與技巧成熟的樂風，一種毫無隱瞞的表

現，誠實明朗地展現了多種風格之韻味 ......」( 紐約時報，首演獨奏會 )

「這位獨奏家，帶給人泰然自若，賞心悅目的演出 .....」 ( 紐約時報，卡內基音樂廳 )

華裔小提琴家宗緒嫻，多次應邀在國內外演出，廣受各界的讚賞及肯定。1987年首次回國，應

國家音樂廳交響樂團之邀擔任國家音樂廳交響樂團首席。之後宗緒嫻以獨奏家和室內樂演奏

家的身分與來自歐洲、亞洲、澳洲、加拿大和美國等地的樂團，指揮家與音樂家們合作演出。

興趣廣泛的宗緒嫻也多次應邀擔任現代作曲家作品首演的發表演出，包含小提琴與管絃樂

團、小提琴與鋼琴及各種室內樂型式的組合。

畢業於紐約茱麗亞音樂學院 The Juilliard School，宗緒嫻在該校獲得每年的獎學金，並取得音

樂藝術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

回國前宗緒嫻也曾經應邀擔任茱麗亞音樂院先修班教師，成為自己恩師 Dorothy DeLay 的助

教。  同時，宗緒嫻於 1987年入選為美國 AT&T錄音及拍廣告，便連續三年出現於美國百萬

電視觀眾眼前，進一步奠定觀眾對她才藝的肯定。

自 1987年宗緒嫻除了演出也將時間與精神投入培育下一代的音樂家。多位現在活耀於音樂

舞台的年輕音樂家們也都屬於宗緒嫻回國後投資的心血。

宗緒嫻 1997年榮獲第三十八屆「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之傑出音樂演奏獎。

宗緒嫻目前擔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系教授。同時也稱職地扮演五個小孩的母親。

台中縣人，畢業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管弦與擊樂研究所，主修小提琴，曾師事魏淑華老師、徐

錫隆老師、林文也老師以及蘇正途教授，並曾參與費城管弦樂團首席 David Kim、前史卡拉愛

樂首席 Stefano Pagliani、胡乃元、林昭亮、Simon Standage 等大師指導。

除了獨奏外，也熱中於管弦樂團和室內樂等各種不同型態的音樂演出，與 TC 室內樂團員組

成四重奏，與胡乃元老師一同到至台中曉明女中、新竹交通大學、桃園華航貴賓區、台灣大學

雅頌坊巡迴演出《貝多芬命運交響曲—c小調的抗奮》講座音樂會，2012年也以弦樂四重奏

的形式甄選入圍台北藝術大學所舉辦之 "女人心 ~ 校友室內樂音樂會 "。

小提琴 / 宗緒嫻
Violin / Nancy Tsung

小提琴 / 林文琪
Violin / Wen-Chi Lin

小提琴 / 林一忻
Violin / Yi-Hsin Lin

趙怡雯為茱莉亞學院首位華人中提琴博士。2000年赴美攻讀碩博士，受教於 P. Neubauer 及 

S. Rhodes，2005年以最低年限取得博士學位。在台灣受教於陳永清、黃國寶、楊瑞瑟、何君恆、

梁建楓教授。

趙怡雯曾獲亞洲文化協會及茱莉雅學院全額獎學金、紐約「國際藝術家」甄選「特別表演獎」、

茱莉亞協奏曲大賽第二名、北京中央音樂院「全國中提琴專項比賽」第二獎、中正文化中心「樂

壇新秀」、瑞士 Verbier協奏曲比賽第一名、國台交「中提琴協奏曲大賽」首獎、1995-97年臺

灣區中提琴比賽優等第一名。

趙怡雯曾與臺北縣交、中提琴家協會樂團、Verbier節慶樂團、國臺交，費城精英室內樂團、東

海大學樂團、台藝大弦樂團、北藝大管弦樂團合作演出協奏曲。01年擔任日本「太平洋音樂

節」中提琴首席，與 C. Juillet、S. Hough，及 NHK 樂團首席堀 正文合作室內樂；05年擔任「壇

格塢音樂節」指揮家小澤征爾之中提琴首席，受大師祖克曼指導；09年她與巴黎高等音樂院

教授 Duha、鹿特丹音樂院教授 Stegenga 合作，於法國「楓丹白露音樂節」演出。

旅美時趙怡雯受聘於現代音樂團體 Continuum Ensemble，並於卡內基廳舉行獨奏會。曾先後

應邀於上海音樂院、北京中央音樂院舉行演講、大師班與獨奏會，並赴紐約大學 (NYU)及奧

克拉荷馬州立大學 (OU) 表演藝術系指導大師班。現專任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黃譯萱，I-Hsuan Huang，先後受教於 Kim Kashkashian, Paul Neubauer, Toby Appel 等國際知
名大師。2004年於 New England Conservatory 新英格蘭音樂學院取得音樂碩士，2008年於 

Rutgers 紐澤西州立大學取得音樂博士。在台期間師事林安誠、陳瑞賢及何君恆等中提琴老
師。

黃譯萱為奇美文化基金會第 13和 14屆藝術人才培訓獎助金得主，曾多次贏得國內外中提琴
獨奏及協奏曲比賽首獎。擁有豐富的獨奏 / 協奏、室內樂、樂團及中提琴首席經歷。在美期
間曾在 Alabama Symphony Orchestra 擔任中提琴手 (2009-2010) 及 West Virginia Symphony 

Orchestra 擔任代理中提琴副首席 (2010-2012)。現任教於東海大學音樂系暨研究所兼任助理
教授。

中提琴 / 趙怡雯
Viola / Yi-Wen Chao

中提琴 / 黃譯萱
Viola / I-Hsuan Huang

現專任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學系

曾與國立台灣國家國樂團、台北市立國樂團、高雄市立國樂團、中華國樂團、台南市立民族管

絃樂團、當代青少年國樂團、小巨人國樂團、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台灣省立交響樂團、世紀交

響樂團、國防部管弦樂團、美國西雅圖愛樂管弦樂團、南瀛交響樂團、台北樂興之時交響樂

團、長榮交響樂團等合作琵琶協奏曲：《飄》、《祝福》、《天鵝》、《春秋》、《秋夕》、《花木蘭》、

《高原魂》、《塞上曲》、《祁連狂想》、《春江花月夜》、《西雙版納的晚霞》、《草原小姐妹》、《怒》、

《功夫》、《春雷》、《天祭》、《玉露珠》、《武嶺尋勝》、《月兒高》、《海青拿天鵝》、《陰霾》、《琵

琶行》、《秋閨怨》、《梁祝》、《樂興之時》自 1982年起迄今演奏足跡遍及台灣、希臘、義大利、

德國、英國、法國、比利時、瑞士、荷蘭、美國、韓國、日本、越南、蒙古國、印度、香港、新加坡。

CD出版品：琵琶與交響樂團《封神榜》、王世榮的琵琶新視界《古苑尋聲》

旅奧小提琴家李佳芬，出生於高雄，曾就讀鳳西國中音樂班、高雄中學音樂班、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音樂系，於 2010年 10月畢業於維也納普萊納音樂暨戲劇學院 (Prayner Konservatorium)。

於維也納留學期間，師承德國名小提琴教育家及德國歐費斯蘭 (Ostfriesland) 音樂節總監 柯

尼希 Prof. Wolfram König 教授，並隨國立維也納音樂暨表演藝術大學 Teresa Leopold 教授研習

室內樂。

2007年於維也納成立「普萊納弦樂四重奏 (Prayner Quartett)」，並成為駐校弦樂四重奏團

體。該團自 2008年起，活躍於國際間各大音樂節：德國歐費斯蘭 (Ostfriesland) 音樂節、德國 

Schleswig-Holstein 音樂節、奧地利音樂節，並於德國、奧地利十多個城市巡迴演出，均獲得

德、奧報紙極高評價；並且曾為奧地利作曲家 Michael Salamon、德國作曲家 Georg Heike 之弦

樂四重奏作品在歐洲作世界首演。室內樂曾合作之音樂家包括：大提琴家 Alexander Gebert (德

國 Detmold 音樂院教授 )、Tomasz Skweres (德國 Regensburg愛樂大提琴首席 )、奧地利鋼琴

家 Anna Magdalena Kokits、Ingrid Marsoner、豎笛家 Maciej Golebiowski、法國小提琴家 Philippe 

Graffin、錢國昌教授、亞德 Jade 弦樂四重奏。

2011年，由維也納之管弦樂團協奏於維也納 Ehrbar 音樂廳演出莫札特第五號小提琴協奏

曲 KV 219。除了演出之外，也擔任奧地利現代音樂協會會員，以及創辦維也納音樂愛樂協會

(Wiener Musikverein-Integration durch musikalische Förderung)，致力於推廣現代音樂，並在奧

地利促進音樂家之交流、及協助當地音樂留學生。演奏足跡遍及二十多國，曾於德國柏林愛

樂廳、萊比錫布商大廈音樂廳、荷蘭阿姆斯特丹大會堂、東京 Suntory Hall、洛杉磯 Hollywood 

Bowl 等音樂廳演出。

琵琶 / 王世榮 
Pipa / Shih-Rong Wang

小提琴 / 李佳芬
Violin / Sophie Chia-Fen Lee

笛子 / 陳中申
Bamboo Flute / Chung-Sheng Chen

小提琴 / 林佳霖
Violin / Chia-Lin Lin

台南藝術大學講師，笙專業委員會榮譽理事。目前任教於國立台南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

及高雄市鳳新高中、樹德家商、大仁國中、前金國中、前金國小等音樂班擔任笙專業教師，同

時指揮高雄市立高雄女中國樂團及高雄市立大仁國中國樂樂團。專職於教學及演奏，對音樂

教學具有高度的熱忱，對音樂推廣更不遺餘力，目前在高雄廣播電台（FM94.3）製播國樂廣

播節目「南風樂府」，於每星期六晚上 9點 –10點主持「南風樂府」第二階段節目。

近年個人重要經歷：

2012 7月應異樂團邀請，於高雄市音樂館「挑戰極限」音樂會中擔任笙獨奏及中西管樂五重 

 奏演出。

2011 9月應台北青年國樂團邀請，於國家音樂廳在與青年音樂家「風獅爺傳奇」中擔任客席， 

 演出《交響音畫—孔雀Ⅰ .Ⅳ》三十六簧笙協奏曲。

2010 2月應新竹市立青少年國樂團樂團邀請，於台南市立文化中心演藝廳「風情 國樂金曲 

 之夜」中擔任客席，演出《文成公主》笙協奏。

2010 6月 25日 於高雄市音樂館，舉辦蔡輝鵬 2010笙獨奏會「笙聲不息」。

2010 2月應虹摩坊室內彈撥樂團邀請，於台中市中山堂經典協奏之夜「華麗的弦舞」擔任客 

 席，演出《笑傲江湖》三十六簧笙協奏。

笙 / 蔡輝鵬
Sheng / Hui-Peng Tsai

歡迎加入 春秋樂集 SQ+粉絲團及春秋之友獲得第一手春秋樂訊

只要有一隅能讓我們靜靜分享音樂的空間 
都歡迎與我們聯絡

想去需要音樂的地方

鳳甲音樂沙龍

C.I.M. Concerts in Museum

以在地、原創的精神，提倡親子共賞， 

從理想出發，在鳳甲音樂沙龍裡， 

用多元的角度讓音樂藝術再度發揮魔力。

聲樂、打擊樂、西樂、傳統樂器、 

說故事人、歌劇、當代歌唱作品⋯⋯等等

以輕鬆活潑、深入淺出、聽演互動的角度讓音樂
充滿可能性。

01. 13 （日）14:00 十方樂集—打擊“樂”

03. 30 （六）14:00 知心音樂嬉遊—童話寓言

04. 27 （六）14:00 采風樂坊—三隻小豬

2013年

　 

歡迎大朋友帶著小朋友　共同參與歡樂知性的音樂之旅 免費入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