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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致力傳統音樂推廣與發揚，透過文化軟實力推動國民外

交，2018 年與韓國國立國樂院1（以下簡稱國樂院）簽訂 3 年「臺韓交流演出計

畫合作（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MOU)，臺灣國樂團（National Chinese 

Orchestra Taiwan，NCO）依雙方合作約定與國樂院展開首次合作。2019 年本團

前往韓國執行第 2 年 MOU 計畫，分別於臺韓兩地共完成 4 場文化交流音樂會，

達到深度交流之目的。而原定 2020 年執行第 3 年 MOU 交流演出，受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COVID-19)肆虐全球影響，調整以延期方式辦理，惟仍未澆熄雙方

合作決心，2022 年下半年疫情趨緩，本團積極展開協調及宣傳準備作業，並順

利於今(2023)年完成 MOU 合作計畫。 

本報告係本團 2023 年 11 月 7 至 13 日赴韓國首爾與國立國樂團執行第 3 年

MOU 跨國合作演出及文化交流活動，提升臺韓傳統表演藝術能量。本案共計完

成 2 場次音樂會。第 1 場次（11 月 10 日）由本團與國樂院創作樂團合作共演，

特邀臺韓作曲家特為兩地國樂團創作譜寫新曲，由兩團演奏家合作演出協奏曲，

如：臺灣作曲家林心蘋以韓國江原道民歌《一百年》與京畿道民歌《道拉基》為

創作起源的《江原道》、韓國作曲家崔智慧為韓國奚琴與臺灣二胡創作《二絃》

雙協奏曲、臺灣作曲家洪千惠為臺灣傳統打擊樂器與韓國打擊樂器四物創作協奏

曲《集擊㗊》等。第 2 場次（11 月 11 日）為本團專場音樂會，向韓國觀眾展現

臺灣國樂團高超技藝演奏能力，內容安排臺灣作曲家顏名秀、陸橒等具客家、廟

宇陣頭等臺灣文化特色的作品及融合韓國傳統歌謠的新創作《韓國幻想曲》，期

望在全球疫情蔓延之後，生命得以甦醒《重生》等，展現國樂對於不同族群文化

及音樂語彙的強大包容力與多樣性。兩場音樂會計有近千名觀眾蒞臨現場聆賞，

包括駐外使節、僑胞、臺灣樂友、韓國民眾及音樂界重要人士。演出結束後廣受

好評，當地媒體亦多方報導，達到良好文化外交。本團劉麗貞團長表示，本次《和

                                                 
1 韓國國立國樂院 https://www.gugak.go.kr/site/main/index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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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同2》(Harmonization of Korean Taiwanese Traditional Arts)公演主題，其意義

非常深遠，臺灣與韓國同樣具有亞太地區古老的文化傳承，透過雙方音樂家的通

力合作與用心交流，不僅在異中求同，也在同中求異，激盪出非常棒的音樂火花、

跨文化對話。2023 年雖為 MOU 合作備忘錄交流演出的最後一年，但雙方透過如

此深度之共創合作，已更加深臺韓友誼，為合作計畫劃下完美句點。 

此外，出訪期間並拜訪我駐外使節，前往「韓國國立劇場」、首爾市區昌德

宮秘苑及江原道南怡島進行文化參訪，實地瞭解場館表演設施及 14 世紀朝鮮王

朝歷史文化，以為後續國際巡演場地參考。 

 

 

 

 

 

 

 

 

 

 

 

 

 

 

 

 

 

 

 

 

 

 

 

                                                 
2《和而不同》音樂會 

https://www.gugak.go.kr/site/program/performance/detail?menuid=001001001&performance_id=3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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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參訪緣由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與韓國國立國樂院於 2018 年簽定 MOU（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合作備忘錄，透過兩地音樂家們的實際交流，提升臺韓傳統表演

藝術能量，韓國國立國樂院的來訪也讓臺灣聽眾欣賞到最正宗的韓國傳統音樂。

臺灣國樂團依雙方合作約定，在 2019 年首度前往韓國進行交流演出，帶給韓國

觀眾臺灣最美的音樂故事，從客家音樂、描繪排灣族的優美旋律，以及氣勢磅礡

的經典國樂樂曲等，無不令韓國觀眾耳目一新，感受深刻。2020 至 2022 年雖經

歷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雙方第二次的交流演出迭經多次延期辦理，仍

澆不熄雙方攜手登臺的決心，今(2023)年終於順利再度啟動 MOU 國際交流合作

計畫。 

二、參訪目的   

  本案演出場次共 2 場，11 月 10 日於國樂院禮樂堂與該院創作樂團共同演出

「和而不同」專題音樂會，11 月 11 日演出專場音樂會，使韓國當地民眾及專業

音樂家感受本國傳統音樂之美。 

  本案透過上述音樂會演出活動，達到以下文化交流之目的： 

（一） 了解當代韓國傳統音樂傳承發展狀況，為雙方合作預作觀察：韓國國立

國樂院(ational Gugak Center）為發展韓國傳統國樂之機構，除定期演出傳統

音樂，另設置國樂博物館，保存韓國傳統樂器及國樂影像資料、出版品、

CD 等，推動普及韓國國樂教育。透過交流觀摩韓國傳統音樂部門，了解當

代韓國傳統音樂發展狀況及豐富民間藝術，並為雙方合作預作觀察。 

（二） 宣傳行銷臺灣文化並增加本中心與本團國際能見度：本團近年以「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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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訴說臺灣最美的故事」為品牌精神，透過本案與韓國交流，宣傳臺灣在

地文化與特色，並將臺灣優秀音樂家與作品推廣至韓國，使本項活動深具

國際交流性質，另外，藉由此項國際活動，行銷臺灣國樂團，增加國際曝

光率。 

（三） 透過兩地音樂家相互交流，擴展國際人脈：本案由我方音樂家擔任獨奏，

與國樂院演出協奏曲，並舉辦本團專題音樂會，透過音樂家與雙方樂團直

接合作，共同完成交流音樂會，達到深度交流之目的，感受兩國傳統音樂

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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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演出行程安排與參訪過程 

一、出訪人員 

領 隊：臺灣國樂團團長 劉麗貞 

副 領 隊：臺灣國樂團代理科長 曾麗芬 

演 職 人 員：周聖文、涂聰雲、汪志芬、郭子軍、黃予祈、吳佳倩、

劉貞伶、張君豪、陳麒米、徐翠芳、崔洲順、石瑞鴻、

林明慧、劉寶琇、王乙曲、張洆瑊、姚碧青、賴佑青、

林雅雪、黃純鈴、林君庭、王均寧、王哲娟、吳宜芳、

葉維仁、戴  瑋、鍾宜珊、高孟嵐、張雯溶、許雅婷、

邱婉怡、陳律貝、江靖波 

 

二、參訪行程 

   本團劉麗貞團長暨 35 名演職人員，於 11 月 7 日分批抵達韓國首爾展開演出

交流活動，行程概述如下： 

（一） 第 1 天：11 月 7 日（星期二）第一批演職人員出發前往韓國首爾。 

1. 本團演出組同仁與擊樂聲部首席先行搭機前往韓國，赴當地樂器公司

租借所需之樂器及演出設備，並前往演出場地執行舞台樂器擺設、演

出座位安排等事宜。 

2. 本團劉麗貞團長帶領第二批出訪人員搭乘長榮航空班機，自桃園國際

機場飛抵韓國首爾仁川國際機場，由國樂院節目部主任宋炫錫前來接

機，歡迎本團到訪。 

（二） 第 2 天：11 月 8 日（星期三）文化交流音樂會排練工作及拜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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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午前往國樂院，由國樂院介紹整體環境、舞台整備及確認託運樂器、

借用樂器事宜。本團劉麗貞團長帶領音樂總監江靖波、演出規劃科曾麗

芬科長等人拜會國樂院金英云院長，院長表示歷經 3 年等待終於盼到

NCO 來韓演出，雙方均期盼合作交流演出成功。會後，江靖波音樂總監

即帶領樂團展開排練，介紹雙方參與音樂交流成員，確認樂譜演奏技法、

演奏段落。此外，臺灣作曲家洪千惠亦專程到場參與，講述創作理念，

讓國樂院演奏團員更能理解樂曲意涵。 

2. 為擴大活動效益，本團劉麗貞團長、曾麗芬科長接續前往駐韓國臺北代

表部拜會，與梁光中代表、齊永強副代表、新聞組林靖貴副組長等人會

面，除致贈樂團文創出版品，邀請蒞臨本次音樂會，同時感謝代表部協

助宣傳、邀請各國駐韓使節及當地國會議員、藝文界重要人士等貴賓，

提高活動能見度。 

 

（三） 第 3 天：11 月 9 日（星期四）排練工作及技術會議，舞台設備空間調整。 

1. 上午出發前往國樂院再次參與排練，於演出前確認演出技法及演奏表

情記號等。 

2. 臺灣作曲家林心蘋專程到場參與排練及觀賞演出，親自講述創作緣由

及詮釋方式，讓整體音樂展現更能符合樂曲特色。  

（四） 第 4 天：11 月 10 日（星期五）「和而不同」文化交流音樂會記者會及演

出。 

1. 本日於國樂院禮樂堂演出「和而不同」文化交流音樂會，出訪人員上

午出發前往表演場地，下午 2 時 30 分與國樂院創作樂團進行著裝彩排

記者會。韓國媒體及國樂院其他部門同仁陸續進場聆賞，國樂院亦安

排專業攝影完整紀錄，作為後續宣傳露出使用。駐韓國臺北代表部齊

永強副代表伉儷、新聞組林靖貴副組長等人均出席記者會及參與記者

聯訪。韓方對於雙方合作方式深感認同並對創作樂曲之創意結合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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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同。 

2. 晚間 7 時觀眾入場，駐韓國臺北代表部齊永強正使伉儷、代表部新聞

組林靖貴副組長及臺灣作曲家林心蘋、洪千惠、國樂院金英云院長、

藝術總監權星澤、朴星範科長、演出部門金采洹系長、學藝研究官朴

正卿、企劃營運園長潤純皓、亞洲文化中心(Asia Culture Center)文化評

論員 Lee Jeong-eun 等貴賓出席本場音樂會。另為增進臺韓雙方交流，

本團特邀請駐韓國臺北代表部同仁、韓國漢城華僑協會、中華民國在

韓同學會等臺灣在韓單位進場觀賞演出。 

3. 演出結束後，本團後臺同仁與國樂院技術人員共同整理場地，調整為

本團專場音樂會座位，並於舞台區召開演出技術會議，確認演出細節

及流程。 

（五） 第 5 天：11 月 11 日（星期六）臺灣國樂團專場演出。 

1. 本日於國樂院禮樂堂演出本團專題音樂會，向韓國觀眾展現臺灣國樂

團豐富多元演奏能力。出訪人員上午前往表演場地整理樂器，下午執

行彩排，音響調校及演出協調。下午 4 時觀眾入場，計有駐韓國臺北

代表部梁光中代表伉儷、代表部新聞組林靖貴副組長、梨花大學(國樂

院前任院長)Kim Hae Sook、柏林愛樂(Berliner Philharmoniker)雙簧管首

席 Albrecht Mayer 及韓國藝文評論員等貴賓到場聆賞，為此次交流合

作給予鼓勵與支持。 

2. 演出結束國樂院特別安排演後座談會，兩團團員皆一同參加，彼此相

互交流，增進情誼；國樂院藝術總監權星澤於座談會表示：「當知道

這個 MOU 合作案後即有非常高的期待，此次首次欣賞 NCO 演出，

篳篥與管、奚琴與二胡雙協奏曲、笙獨奏曲等都感到非常驚豔，很高

興臺灣國樂團能來到韓國演出，這次演出非常成功，也獲得多方熱烈

迴響，也很期待 12 月在臺灣的演出，期待能充分展現韓式風格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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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臺灣的觀眾，也共同提升臺韓傳統表演藝術的質量。」。 

（六） 第 6 天、第 7 天：11 月 12 日（星期日）至 13 日（星期一）「演出及企

劃工作會議」、「韓國國立劇場設施參觀導覽」及「韓國非物質文化遺

產」文化參訪、搭機返回臺灣。 

1. 與國樂院就 12 月回訪台灣進行工作協調，由於臺灣戲曲中心有完整

Meyer Sound 主動式聲學系統，透過精密計算，搭配上合宜硬體設備，

可在一空間內創造全新音場，將完美音質傳遞至空間內各個角落。為使

演出更臻完美，本團分享主動式聲學系統使用經驗，加深彼此傳統音樂

技術交流，期使觀眾在最優質環境下體驗最原汁原味演出。 

2. 根據韓國觀光公社
3
紀載有多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登錄的世界文化遺

產，此次出訪人員前往位於首爾市區昌德宮秘苑4及南怡島參訪，實地

瞭解 14 世紀朝鮮王朝歷史文化，另也前往韓國國立劇場參訪，作為後

續國際巡演場地參考。 

3. 出訪人員於 11 月 13 日傍晚抵達首爾仁川國際機場，搭乘長榮航空班機

返回臺灣，於晚間 9 時 40 分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七） 有關本案演出交流活動行程表如附表 1。 

 

三、演出內容 

  本案演出時間與曲目如下： 

第 1 場－《和而不同》臺韓交流音樂會 

日    期：2023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五） 7：30pm 

地    點：國樂院禮樂堂 

                                                 
3 韓國觀光公社 https://big5chinese.visitkorea.or.kr/svc/main/index.do 
4 昌德宮

https://big5chinese.visitkorea.or.kr/svc/contents/contentsView.do?vcontsId=172564&menuSn=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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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rirang》（幻想曲）崔成煥 曲、朴偉哲 編 

2、《江原道》（管子、篳篥雙協奏） 林心蘋 曲 

3、《風雲的饗宴》（管樂、打擊合奏） 桂成源 曲 

4、《二弦》（二胡、奚琴雙協奏） 崔智慧 曲 

5、《集擊㗊》（打擊與樂隊） 洪千惠 曲 

第 2 場－《和而不同》專題音樂會 

日    期：2023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六） 5：00pm 

地    點：國樂院禮樂堂 

1、《來食茶》顏名秀 曲 

2、《融》王辰威 曲 

3、《韓國幻想曲》(墜胡協奏)李哲藝 曲 

4、《重生》(笙協奏)黃俊達 曲 

5、《陣》陸橒 曲 

 

第 1 場：11 月 10 日音樂會由本團與國樂院創作樂團聯合演出，音樂會依循

合作備忘錄之文化交流精神，經多次工作會議研討，在曲目、演出者、作曲家、

樂隊編制等各種方面進行發想，從而衍生出融合兩國音樂文化特色的節目。曲目

方面，本場音樂會共計 5 首作品，種類含括合奏曲目及協奏曲目，當中 2 首作品

本國作曲家之委託新創，另外 3 首作品則是韓籍作曲家之新創作品。 

演出者方面，透過「雙協奏曲」的安排展現兩國特色器樂，諸如奚琴之於二

胡、篳篥之於管子、中國打擊樂之於四物打擊，得以在對等及交流之前提下，展

現各自特色。音樂會中由臺灣國樂團嗩吶首席崔洲順演奏管子，與韓國傳統樂器

篳篥演出《江原道》雙協奏曲，另二胡 II 首席戴瑋演奏韓國作曲家所創作樂曲，

表現與奚琴演奏技巧的異同；樂隊編制方面，採混合編制組成，演奏團員由兩團

各占一半，充分展現對話及交流之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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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場 11 月 11 日音樂會為本團專場演出，節目設計上，兼具宣揚臺灣傳統

文化及兩國交流，曲風囊括「陣頭」、「客家」、「韓國傳統民謠」、「現代派」……

等不同面向，希望展現國樂團遊走於不同音樂語彙間的自如。此外，音樂會當中

的五首作品皆為國人創作，並安排本團優秀青年演奏家擔綱協奏曲演出，希望從

曲目及人員的安排中，傳達「以音樂訴說臺灣故事」之核心精神。另也演奏韓國

傳統歌謠的全新創作《韓國幻想曲》，該曲取材自《阿里郎》、《江原道阿里郎》，

由臺灣國樂團二胡 I 聲部首席吳宜芳演奏墜胡，表現韓文演唱韻味，並保留《江

原道阿里郎》的五拍子特色，展現臺灣國樂團多元之演奏能力。 

四、演出排練、演出音響調校事務 

  本次演出排練、音響調校由本團周聖文副指揮主責、指揮由江靖波音樂總監

擔任。有關現場音場調教之分工，於前置場勘工作會議即與國樂院取得共識，國

樂院相關擴音由該院樂長林奎樹主責，本團擴音部分則由周聖文副指揮主責，兩

團若需調教則各自與韓國國立國樂院音響組技術人員對口。當天試音行程結束

後，重覆確定各聲部擴音參數皆已存檔，以利演出當天使用。 

   演出場地「國立國樂院禮樂堂」屬劇場性質，考量觀眾欣賞角度，演出皆採

擴音方式設計音場。 

（一） 11 月 8 日進行本團專場音樂會試音，弦樂部分採每兩人一組麥克風、管

樂及彈撥樂採每人一組麥克風，打擊組除「馬來手鼓」外，皆以原音呈現，

無額外擴音。現場音場溝通由副指揮與韓國國立國樂院音響組技術人員主

責，並於當天試音行程後確定各聲部擴音參數已存檔，以供演出當天使用。 

（二） 11 月 9 日進行二團聯合演出音樂會試音。在擴音方面，本團弦樂部分採

每兩人一組麥克風、管樂及彈撥樂採每人一組麥克風，打擊組則以原音呈

現，無額外擴音。國樂院方面，弦樂、管樂、彈撥樂皆採每人一組麥克風，

打擊組以原音呈現，無額外擴音。而協奏者方面，篳篥/管子、奚琴/二胡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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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音量於樂團試音行程結束後單獨測試。 

 

五、客席音樂家聯繫接待 

  本案演出曲目《江原道》、《集擊㗊》之作曲家林心蘋與洪千惠，特至韓國參

與排練及觀賞演出，作曲家全程參與排練，使樂曲演示更貼近創作理念。除在樂

曲更顯明的表示演奏的表情力度、樂句語法之外，作曲家洪千惠在排練時請演奏

員增加肢體動作，如：將頭上擺、下擺、左擺、右擺，類似舞龍舞獅正在「弄獅」

的概念，為樂曲及整體演出增添風采，使《集擊㗊》更充分展現臺灣傳統獅鼓樂

特色。而作曲家林心蘋亦參與《江原道》排練，與管子、篳篥兩位協奏者溝通交

流演奏及樂曲詮釋方式，讓整體音樂展現更能符合樂曲特色。 

 

  

《江原道》林心蘋作曲家與指揮及兩位協奏者溝通演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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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擊㗊》洪千惠作曲家與指揮溝通樂曲詮釋方式。 

 

六、公關接待、記者會及媒體報導 

  本案由韓國國立國樂院主責行銷宣傳相關事務，宣傳海報、節目單均由國樂

院製作，本團協助配合提供行銷宣傳資訊，本團於 11 月 2 日前導宣傳於臺灣發

布即將前往韓國公演新聞稿。11 月 10 日演出當日下午辦理排練記者會，於總彩

排時間開放記者進場拍攝，總彩排後進行媒體聯訪。 

為擴大宣傳效益，韓方特於地鐵、百貨商場等地區設立電子看版，宣傳本次

交流音樂會，並特別規劃韓國知名文化音樂雜誌「객석」（中譯為「客席雜誌」，

介紹臺灣國樂團及演出曲目並闡述臺韓兩方演出特色，藉由報導讓讀者了解兩團

交流音樂會。11 月 11 日本團專場音樂會，特邀柏林愛樂(Berliner Philharmoniker)

雙簧管首席 Albrecht Mayer 欣賞，並於演後與本團交流致意。有關本案宣傳海報

及媒體報導如附錄 2。 

  

於韓國百貨電子廣告輪播 於韓國地鐵廣告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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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文化參訪紀要 

（一）11 月 12 日參訪紀要 

   兩場音樂交流演出後，韓國國立國樂院宋炫錫老師帶領本團同仁參觀國立國

樂院周邊藝術殿堂(예술의전당)，藝術殿堂為韓國的綜合藝術空間，內有歌劇

院、音樂廳、美術館、戲劇劇場、藝術資料館等，其中藝術資料館還有許多歷史

樂器展覽、古代樂譜、古畫等，許多藝術品的展示，設有互動設施及沉浸式劇場

體驗，使團員們透由參觀能更認識韓國傳統藝術文化，國樂院內部設有三個國樂

公演場所，分別有 300 座的牛眠堂、800 座的禮樂堂以及可容納 2,000 人的大規

模野外劇場，在許多藝文場館中其中一館為「牛眠堂」，因該場館位於在「牛眠

山」下，故取名「牛眠堂」，展演韓國傳統音樂，國樂院固定週六在牛眠堂舉辦

「周六名品公演」演出活動，演出內容從韓國傳統宮廷音樂到民俗音樂、創作音

樂、舞蹈等許多韓國傳統藝術表演，極富有傳遞傳統文化之意義。 

    探訪 1997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錄入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昌德宮」。教科文

  

媒體聯訪記者會 
柏林愛樂雙簧管首席 Albrecht Mayer 與本團演

出獨奏團員(左起)陳麒米、吳宜芳交流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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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委員會表示，這個地方是「遠東宮殿建築和花園設計的傑出榜樣」，因為這

些建築群被「融入和融合了自然環境」，並適應「地形和保留當地樹木覆蓋」。經

由專人介紹、實地探訪後苑秘境，瞭解朝鮮王朝悠久歷史文化。 

（二）11 月 13 日參訪紀要 

    此次交流演出本團特委託作曲家林心蘋創作《江原道》（管子、篳篥雙協奏

曲），「江原道」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1945 年）南北分治，一直都被兩國各

佔一半，未有因朝鮮戰爭而變更。為分別南北雙方各自的領土，北朝鮮曾經單方

面把北半部改稱「江原北道」，而韓國方面的一半稱為「江原南道」，此曲以江原

道民歌《一百年》與京畿道民歌《道拉基》為創作起源。 

    第一樂章〈憾〉，運用太白山脈東部的曲調特色 Mi, Sol, La, Do, Re，以篳篥

與低管表現簡單而悲傷的情感，並藉由緊拉慢唱的自由演奏段落，展現歌詞中「我

要活 500 年」的心情。第二樂章〈道拉基〉又稱為〈桔梗謠〉，是以桔梗為對象

抒發親情與愛情，以篳篥與不同調的傳統管、結合輕快明朗的節奏，生動地塑造

朝鮮姑娘活潑的形象。 

    島上自然風光已是令人神往，其硬體的佈建及相關維護同樣令人讚嘆，該島

更曾經作為韓國代表性歌唱賽事之指定地點，同時有「劉宏軍民族樂器展示館」，

是由曾為《末代皇帝傳奇》及紀錄片《絲綢之路》創作配樂的劉宏軍所捐獻，劉

宏軍因與南怡島有著不解之緣，甚至表示要將餘生音樂事業奉獻給南怡島，這間

民族樂器展示館珍藏了中國、蒙古、韓國、非洲、東南亞等來自世界各地的樂器，

館內還有一處彩虹舞台（Rainbow Stage），可以做小型展演。如此結合美景與文

化活動之作法，值得借鏡。 

 

八、人員旅運安排 

  本次旅運皆由國樂院全程落地接待，搭乘長榮航空(BR-160)航班前往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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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程搭乘(BR-159)航班返回臺灣。於韓國期間下榻首爾市「帕納斯洲際酒店」

（InterContinental Grand Seoul Parnas），另以遊覽車接駁往返排練、演出場地。 

 

九、樂器設備 

    此次樂器及演出設備運輸安排委由凌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 月 1 日

於臺灣國樂團進行清點所有樂器及包裝後，11 月 3 日將樂器送抵韓國仁川機場，

並使用暫准通關證通過，並依約於 11 月 7 日上午 10 時送達韓國國立國樂院禮樂

堂並進行樂器清點交接作業。 

    演出結束後依約於 11 月 11 日晚上進行點交，運離韓國國立國樂院；凌群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安排 11月 12日起飛的直飛班機將本團樂器送抵臺灣桃園國際機

場，並安排 11 月 14 日下午送返本團，進行點交、驗收事宜。 

    本次樂器貨運內容物於運送過程中皆完好無損，演出任務順利執行完成。    

託運樂器裝箱清單詳見附件「託運樂器分配表」。 

 

十、前、後台事務 

  國樂院禮樂堂前臺平日為開放性空間，觀眾可於索取相關演出之海報、

DM、專刊，本次演出國樂院特別搭建音樂會主題《和而不同》背板及相機拍攝

裝置，拍照辦法為憑票券即可拍攝，讓觀眾在欣賞音樂會的空檔可即拍即印出照

片作為紀念，引起觀眾高度興趣，紛紛偕同親朋好友一同拍照留念，現場有許多

民眾紛紛將照片翻拍上傳社群軟體，讓本案音樂會大量曝光在韓國民眾的社群軟

體中。前台現場除拍照裝置外，於場館內外輸出本案音樂會文宣，達到宣傳效果。  

   「韓國國立國樂院」之舞台事務、後台休息室、技術人員配合、燈光音響硬

體設備等，皆屬盡心盡力接待本團演職人員，得以順利執行各項展演業務，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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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寒冷（均溫-2°C～8°C），場館皆開啟暖氣空調，休息室準備熱飲、零食，以備

演出前體力之補充，是一次極佳之交流演出經驗。  

 

 
 

國樂院禮樂堂前台設立立可拍供觀眾憑票拍攝 

  

演出前台與場館輸出本次音樂會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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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宣傳海報及媒體報導 

中、韓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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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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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新聞： 

1.“국악기 피리와 대만악기 관즈의 만남”…국립국악원-대만국악단 교류공연 

‘화이부동(和而不同)’ 

http://www.sctoday.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41740&fbclid=IwAR003XhX

uOHsJ4n0B0Gjg0yZHusAfDN3Ic9EOl10nuyAoReqi5MctnqbOJ8 

2. 국립국악원, 대만국악단 교류공연 '화이부동' 예악당 무대에

 https://www.newdaily.co.kr/site/data/html/2023/11/01/20232021100024.html?fbclid=

IwAR0xPou2TCMxhU5gOt35RQ8HPT74AVS9vrDfBMBCyjlxJ3khcXASAbPOCP8 

3. 국립국악원, 10~11 일 대만국악단과 교류 공연 '화이부동'

 https://n.news.naver.com/article/018/0005609057?sid=103&fbclid=IwAR00YSfnun

YPiIxkgLx9Eazoe08x9lKSrBGSLLpD0fcx2hBcIR1A0g344E8 

4. 대만·한국 전통연주자 한 무대에…국립국악원, 초청 공연

 https://n.news.naver.com/article/003/0012181039?sid=103&fbclid=IwAR2o2xHnyT

kg85AK27sdLH8icn8pp4PdHXcGouSqubW3BoYi1W6RnBsgShE 

5. 한국·대만의 전통음악 비교하며 듣는다…국립국악원 '화이부동'

 https://n.news.naver.com/article/001/0014301510?sid=103&fbclid=IwAR1qAnaXHi

OKYQe8etbtrF8SgS6JbsKzf0lA5x3slc7SJ6HqL7av7SC__qY 

 

http://www.sctoday.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41740&fbclid=IwAR003XhXuOHsJ4n0B0Gjg0yZHusAfDN3Ic9EOl10nuyAoReqi5MctnqbOJ8
http://www.sctoday.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41740&fbclid=IwAR003XhXuOHsJ4n0B0Gjg0yZHusAfDN3Ic9EOl10nuyAoReqi5MctnqbOJ8
https://www.newdaily.co.kr/site/data/html/2023/11/01/2023110100024.html?fbclid=IwAR0xPou2TCMxhU5gOt35RQ8HPT74AVS9vrDfBMBCyjlxJ3khcXASAbPOCP8
https://www.newdaily.co.kr/site/data/html/2023/11/01/2023110100024.html?fbclid=IwAR0xPou2TCMxhU5gOt35RQ8HPT74AVS9vrDfBMBCyjlxJ3khcXASAbPOCP8
https://n.news.naver.com/article/018/0005609057?sid=103&fbclid=IwAR00YSfnunYPiIxkgLx9Eazoe08x9lKSrBGSLLpD0fcx2hBcIR1A0g344E8
https://n.news.naver.com/article/018/0005609057?sid=103&fbclid=IwAR00YSfnunYPiIxkgLx9Eazoe08x9lKSrBGSLLpD0fcx2hBcIR1A0g344E8
https://n.news.naver.com/article/003/0012181039?sid=103&fbclid=IwAR2o2xHnyTkg85AK27sdLH8icn8pp4PdHXcGouSqubW3BoYi1W6RnBsgShE
https://n.news.naver.com/article/003/0012181039?sid=103&fbclid=IwAR2o2xHnyTkg85AK27sdLH8icn8pp4PdHXcGouSqubW3BoYi1W6RnBsgShE
https://n.news.naver.com/article/001/0014301510?sid=103&fbclid=IwAR1qAnaXHiOKYQe8etbtrF8SgS6JbsKzf0lA5x3slc7SJ6HqL7av7SC__qY
https://n.news.naver.com/article/001/0014301510?sid=103&fbclid=IwAR1qAnaXHiOKYQe8etbtrF8SgS6JbsKzf0lA5x3slc7SJ6HqL7av7SC__q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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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活動心得及困境 

一、 活動心得： 

（一） 本次出訪「韓國國立國樂院」距上次（2019 年 5 月）已歷時 4 年半之

久，國樂院已逐漸加入使用平板電子樂譜裝置設備，朝相對較為環保

友善無紙化邁進，有優點亦有缺點，不難看出韓國已經為 3C 電子大

國跨出一步示範作用，可作為我們持續觀察及借鏡參考。 

（二） 「韓國國立國樂院」表演場地已有「樂團返音板」系統，但還是使用

大量擴音系統，幾乎每項樂器皆架設收音麥克風，故舞台上之線路、

軌道繁多，亦增加人員移動、換場之危險性。國樂院表示期待 12 月

到臺灣戲曲中心使用「主動聲學系統」，期借鏡臺灣經驗作為國樂院

場館之音場改善參考，本團亦期許臺灣場在使用聲學系統後，舞台呈

現能較為簡潔、音響更優。 

（三） 國樂院所有同仁皆非常親切，雖語言不通但無微不至的各項關懷及照

顧讓所有團員備感溫馨，且分享舞台執行的各種經驗，也汲取了國樂

院在音樂會演出時的技術呈現方式，同時雙方也為 12 月國樂院臺灣

場演出預做各項準備。 

（四） 本團劉麗貞團長拜會駐韓國臺北代表部梁光中代表時，代表表示臺韓

之間的交流十分密切，也非常感謝本團在疫情後再度起動 MOU 合作

計畫，帶動藝文活動，提升臺灣藝術文化於國際舞台之能見度。建議

本中心各團隊積極與韓國團體合作，可參照國樂院設計本中心名品節

目，讓駐外代表透由 30~40 分鐘節目內容，清楚了解本中心的團隊、

臺灣文化及傳統藝術，作為日後向外賓、藝術節或重要活動能介紹臺

灣的團隊及文化，本中心亦可透過宜蘭傳藝園區、臺北臺灣戲曲中心

作為展演基地，匯集 3 團 1 館及民間傳統藝術團隊的展演能量，提升

國內傳統藝術推動廣度，強化傳統藝術質量。 

（五） 本次演出共計 2 場音樂會，第 1 場由本團與國樂院創作樂團共同演

出，由臺韓作曲家為兩地國樂團創作譜寫新曲，並邀請兩團演奏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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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演出協奏曲，達到深度交流的目的。臺灣作曲家林心蘋以韓國江原

道民歌《一百年》與京畿道民歌《道拉基》為創作起源，由臺灣國樂

團嗩吶首席崔洲順演奏管子與韓國傳統樂器篳篥演出《江原道》雙協

奏曲；韓國作曲家崔智慧則為韓國奚琴與臺灣二胡創作《二絃》雙協

奏曲，臺灣國樂團二胡 II 首席戴瑋將表現與奚琴演奏技巧的異同；壓

軸則由臺灣作曲家洪千惠為臺灣傳統打擊樂器與韓國打擊樂器四物

創作協奏曲《集擊㗊》，曲名意義為集合一群打擊樂家，並加入兩團

國樂團為競奏，來一場熱鬧喧嘩的音樂會。第 2 場則為臺灣國樂團專

場演出，安排臺灣作曲家顏名秀、李哲藝、黃俊達、陸橒創作具臺灣

文化特色的作品，如客家文化、廟宇陣頭文化，充分提升臺灣藝術文

化於國際舞台之能見度。另也結合韓國傳統歌謠進行全新創作，展現

國樂對於不同族群文化及音樂語彙的強大包容力與多樣性。 

（六） 為充分展現雙方合作默契，本案特安排音樂總監─江靖波擔任訪韓交

流音樂會指揮，出訪期間江指揮積極協助雙方藝術交流、專業意見交

換，韓方亦大表贊同，對於本次交流合作在專業上有莫大助力。 

（七） 林心蘋、洪千惠等 2 位臺灣作曲家以自費方式前往韓國出席記者會及

首演音樂會，並親臨排練會場，提供專業意見，使樂曲演示更貼近創

作理念，對於本次交流合作有極佳的成效。 

（八） 本次演出邀請駐韓國臺北代表部梁光中代表伉儷、齊永強正使伉儷出

席，亦透過代表部邀請多國駐韓使節蒞臨，除此之外，亦有多位韓國

當地國會議員、教育界代表等貴賓出席，結束後來訪貴賓皆給予高度

評價，透過此次的國際交流活動，有效行銷臺灣國樂團，增加國際曝

光率，亦可納入本團後續國際交流規劃之參考。 

（九） 本次「2023 韓國巡演」交流共舉辦 2 場音樂會，演出深獲觀眾好評，

當地媒體亦多方報導，累計蒞臨現場聆賞的觀眾近千人，達到良好國

民外交。 

二、 交流困境與突破： 

（一） 因兩國語言不同，雙方透過英文書信往來商討 MOU 第 3 年演出內

容，雖本團 2022 年 10 月到訪韓國進行技術協調，但作曲家針對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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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臺韓樂器音律標準、樂器特性及音量等多項細瑣問題進行多次

線上會議，以求突破多項困境。 

（二） 韓國記者會模式與臺灣大不同，本次為彩排記者會，全以正式音樂

會方式進行，待彩排結束，雙方長官、指揮、主奏人員即坐列在舞

台上，以韓文方式訪談，過程中翻譯不及，故造成回應上有時間落

差，最終還是請韓方協助逐句翻譯，以確保韓方媒體充分了解、給

予完整報導。 

（三） 此次雖為第 2 次與韓方合作演出，但團員、演出曲目與前次完全不

同，為順利排練及演出，本團演奏團員展現高度專業水準，排練時

身兼數職，各聲部團員除演奏外，亦同步告知韓方演奏團員所需注

意之段落及演奏表情，最終順利 克服困境，演出順利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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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事項 

一、 積極落實國家文化政策「國際合作在地化5」，積極爭取與各國文化單位建

立平台，促成更多國際連結，強化臺灣的文化外交。 

    文化是一個國家的根、是長期永續的工作，持續將臺灣的文化創作推向世

界，讓臺灣走進世界，達成「在地文化的國際化。」此次透過兩地音樂家、作曲

家們的實際交流，帶給韓國觀眾臺灣最美的音樂故事及表演藝術能量，讓臺灣被

世界看見，取得外國人士對我國之欣賞與認同，此次，柏林愛樂 (Berliner 

Philharmoniker)雙簧管首席 Albrecht Mayer 及韓國藝文評論員特親臨會場給予高

度評價，期許未來有合作機會。 

 

二、 朝「多面向拓展文化外交6」之國際合作目標，持續促成與國際文化機構在

臺合作。 

  本中心所屬臺灣國樂團近年來逐步推動「用國樂訴說臺灣最美的故事」、「在

地取材、取才」、「以音樂連結世界和臺灣」等理念，建立臺灣國樂團的品牌精神。 

  為落實文化部「多面向拓展文化外交」目標之國際合作在地化目標，本中心

將透過國家團隊專業及高水準之藝術表現，行銷臺灣文化品牌進入國際，以臺灣

素材為題的經典曲目及創作曲，行銷國家形象及特色。為促進深度文化對話，應

邀請國際文化機構來臺與本團聯合演出，找到文化之連結及共鳴，安排合適演出

曲目及主題，提升臺灣在國際上的能見度及知名度。 

  本中心將持續致力落實政府推動文化交流的政策，積極爭取與國際合作的機

會，推動大型編制樂團國際巡演活動，將臺灣獨特的國樂風格與各地愛樂者進行

深入的對話分享，持續國際文化交流之深度及廣度。 

 

三、 以本中心所屬園區當作發展基地，透過國際藝術交流與展演，使所屬國家

專業劇(樂)團作為文化先鋒，提升臺灣藝術文化於國際舞台之能見度。 

  傳統藝術是國家重要的文化資產，本中心為蘊育當代傳統藝術人才，積極整

                                                 
5 文化部文化交流政策 https://www.moc.gov.tw/cp.aspx?n=118 
6 文化部文化交流政策 https://www.moc.gov.tw/cp.aspx?n=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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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並推動傳統戲劇、音樂、舞蹈之研究發展、展演交流、教育推廣與人才培育。

此次文化參訪發現，各地具有文化資產的地點均有定點的展覽或結合地景之活

動，提供讓當地民眾、來訪遊客、外國旅客等更認識韓國傳統文化。本中心為展

現臺灣傳統藝術文化，透過所屬 3 個園區：宜蘭傳藝園區（傳承體驗）、臺灣戲

曲中心（創新展演）及臺灣歌仔戲中心（藝術推廣）同時推動，除安排中心所屬

3 團 1 館舉辦展演活動外，亦於臺灣戲曲中心每年舉辦臺灣戲曲藝術節（含旗鑑

製作）、亞太傳統藝術節等大型演出活動，透過國際藝術交流與展演，使所屬國

家專業劇(樂)團作為文化先鋒，提升臺灣藝術文化於國際舞台之能見度。 

 



 

25 

附錄 

一、附表 

附表 1：本案演出交流活動行程表 

日期 行程 地點 

11 月 7 日 

（星期二） 

出訪人員搭機前往首爾 

大型樂器借用，舞台位置擺設 

臺北→ 

首爾 

11 月 8 日 

（星期三） 

上午：國樂院環境導覽、兩團聯合排練、拜會駐韓國

臺北代表部 

下午：兩團聯合排練 

國樂院禮樂

堂、駐韓國臺

北代表部 

11 月 9 日 

（星期四） 

上午：兩團聯合排練 

下午：舞台擺設調整、演出技術會議 

 

國樂院禮樂

堂 

11 月 10 日 

（星期五） 

上午：音響調校、記者會彩排 

下午：「和而不同」音樂會彩排記者會 

晚上：「和而不同」音樂會演出(第 1 場) 

國樂院禮樂

堂 

11 月 11 日 

（星期六） 

上午：音響調校、音樂會彩排 

下午：「和而不同」音樂會演出(第 2 場) 

晚上：演後座談會 

國樂院禮樂

堂 

5 月 26 日 

（星期日） 

上午：演出及企劃工作會議 1 

下午：演出及企劃工作會議 2、文化參訪 

參訪韓國文化組織：國立劇場、昌德宮 

首爾 

5 月 27 日 

（星期一） 

上午、下午：文化參訪 

江原道、劉宏軍世界民族樂器展示及修復」展覽 

晚上：搭機返回臺北 

首爾→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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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媒體報導 

 

韓國知名文化音樂雜誌「객석」（中譯為「客席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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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報紙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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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報紙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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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報紙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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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本案演出樂器裝箱表 

編號 箱號 樂器箱 裝點負責人 內容說明 

1.  1 彈撥-1 
賴佑青 

王乙曲 
大阮*1、琵琶*1、琴架*2 

2.  3 彈撥-2 
張洆瑊 

劉寶琇 

中阮*2、柳琴*1、琴架*4、鐵製腳踏*1、 

木製腳踏*4、琴竹放置架*1 

3.  4 打擊-1 
林雅雪 

林君庭 

鐘琴*1、X 架*1、樂器架*21、扁鼓架*1、木魚*1、

小堂鼓*1、黑箱*1(內含三角鐵*2、鈴鼓*2、風鈴

*1、梆子*1、小鑼*3、小鈸*2、大軍鼓棒*4、膠

帶*1、鑼槌*3、演出服*1、演出鞋*1、鋩鑼*2、

罄+墊*1、鈸支架*1、木板*1) 

4.  9 打擊-2 林雅雪 

排鼓*5、板鼓*1、扁鼓*1、北管小鼓*1、小軍鼓

*1、馬來手鼓*1、棒袋*1、雨棒*1、板鼓架*1、 

後照鏡*1、除濕器*1、演出服*1、演出鞋*1 

5.  19 彈撥-3 

林明慧 

姚碧青 

郭子軍 

揚琴*1、三弦*2、備弦袋*1、揚琴架*1、 

譜板*40 

6.  20 全團-1 全體人員 演出服*23、演出鞋*23、靠背式鋼琴椅*2 

7.  23 打擊-3 
林雅雪 

林君庭 

花盆鼓*1、鼓架*1、通通鼓*1、桌臺*4、踩鈸架

*1、通通鼓腳*3、鈸袋*1(內含吊鈸*1、雙鈸*2)、 

鈸袋*1(內含吊鈸*2、踩鈸*2、蘇鈸*2) 

8.  24 打擊-4 黃純鈴 北管鑼(含鑼架)*1 

9.  25 打擊-5 黃純鈴 低鑼(含鑼架)*1 

10.  29 打擊-6 黃純鈴 

風鑼*1、大鑼*4、吊鈸*1、桌臺*3、樂器架*7、

鑼架*2、鑼槌*4、 

大軍鼓棒*2、蘇鑼*1、黑箱*1(內含三角鐵*2、梆

子*2、小鈸*2、 

木板*1、三角鐵棒袋*2、蘇鑼槌*1、三角鐵夾*2、

四塊*1、梳子*1、吹風機*1、定音鼓布膠帶*1、

棒袋*2、剪刀*1) 

11.  30 低音-4 
陳律貝 

林雅雪 
倍革胡高腳椅*1、小圓高腳椅*1 

12.  32 打擊-7 林君庭 大鼓(含鼓架)*1 

13.  39 低音-1 許雅婷 
革胡*1、備弦*4、弓*1、止滑帶*1、尾針*1、松

香*1、演出服*1 

14.  41 吹管-2 徐翠芳 
中笙*1、吹嘴*1、X 架*1、桌板*1、鐵製三角墊

*1、調音工具*1 

15.  44 吹管-1 

劉貞伶、張君豪 

陳麒米、崔洲順 

石瑞鴻、郭子軍 

竹塤*4(紙箱裝)、置笛盤*8、中音嗩吶*1、嗩吶

袋*2、中音管*1、高笙背帶*1、高音加鍵嗩吶*1、

特殊高度譜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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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箱號 樂器箱 裝點負責人 內容說明 

16.  45 拉弦-1 

王均寧、王哲娟 

吳宜芳、葉維仁 

戴  瑋、鍾宜珊 

高孟嵐、張雯溶 

陳麒米、邱婉怡 

 張君豪 

高胡*2、二胡*4、中胡*2、墜胡*1、高音笙*1、

大提琴弓*1、笛袋 

17.  46 低音-2 邱婉怡 
革胡*1、備弦*4、弓*2、止滑帶*1、尾針*1、松

香*1、調音器*1 

18.  47 打擊-8 林雅雪 雲鑼(含鑼架)*1 

19.  48 低音-3 陳律貝 
倍革胡*1、備弦*4、弓*2、止滑帶*1、松香*1、

調音器*1 

20.  49 行政-1 
涂聰雲、郭子軍 

黃予祈、吳佳倩 

譜袋*26、工具箱*2、吹風機*1、針線包*1、演出

鞋*2、錄影機包*1、腳架*1 

 

附表 4：本案工作分配表 

領隊 劉麗貞 副領隊 曾麗芬 

業務執行 （前台）黃予祈        （後台）曾麗芬(涂聰雲) 

音響調校  周聖文 

樂器組 
郭子軍 

（舞監） 

吹管組 

(笛子)劉貞伶、張君豪 

 (笙) 陳麒米、徐翠芳 

(嗩吶)崔洲順、石瑞鴻 

拉絃組 

(高胡)王均寧、王哲娟 

(二胡)吳宜芳、葉維仁、戴  瑋、鍾宜珊                                                         

(中胡)高孟嵐、張雯溶 

彈撥組 

(揚琴)林明慧 

(小阮)劉寶琇 

(琵琶)王乙曲 

(中阮)張洆瑊、姚碧青 

(大阮)賴佑青 

低音組 
(革胡) 許雅婷、邱婉怡 

(低音革胡)陳律貝 

打擊組 林雅雪、林君庭、黃純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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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  台 座椅 涂聰雲 

(吹管)劉貞伶 

(拉絃)高孟嵐 

(彈撥)林明慧 

(低音)許雅婷 

(打擊)林雅雪 

樂譜管理 譜務  郭子軍 

後  台 封箱 涂聰雲 

事務組 

住房 

旅運 
涂聰雲、郭子軍（車長：黃予祈、吳佳倩） 

總務 

膳雜 
涂聰雲、汪志芬 

前台/文宣紀錄 攝影接待  黃予祈、吳佳倩（含作曲家） 

醫務組  曾麗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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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影像紀錄 

  
劉麗貞團長、江靖波指揮、曾麗芬科長赴國

樂院拜會院長及指揮、系長等代表。 

劉麗貞團長致贈 NCO「凍水牡丹」影音出版

品。 

  
江靖波指揮致贈 NCO 文創品予 NGC 權星澤

指揮。 

國樂院金英云院長親臨排練會場給予指導。 

  
周聖文副指揮於控制台與韓方溝通及調整燈

光、音響。 

NCO、NGC 二團團員排練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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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靖波指揮確認韓國作曲家韓文樂器說明 NCO、NGC 二團團員排練實況。 

  
NCO、NGC 二團團員排練實況。 《風雲的饗宴》（管樂、打擊合奏）NCO、NGC

二團團員排練實況。 

  
臺灣作曲家林心蘋到場參與排練，說明樂曲

創作理念。 

臺灣作曲家林心蘋到場參與排練，並與獨奏家

溝通樂曲演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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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作曲家洪千惠到場參與排練，說明樂曲

創作理念。 
臺灣作曲家洪千惠到場參與排練，並與演奏團

員溝通樂曲演繹方式。 

  
周聖文副指揮協助溝通校對樂譜。 《二弦》（二胡、奚琴雙協奏）排練實況。 

  

《風雲的饗宴》（管樂、打擊合奏）NCO、NGC

二團團員排練實況。 
《集擊㗊》（打擊與樂隊）作曲家與 NCO、

NGC 打擊音樂家排練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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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O《韓國幻想曲》(墜胡協奏) 排練實況。 NCO《重生》(笙協奏) 排練實況。 

  
NCO《來食茶》、《陣》、《融》等合奏曲排練

實況。 

NCO《來食茶》、《陣》、《融》等合奏曲排練

實況。 

 
 

《阿里郎》NCO、NGC 二團團員排練實況。 《阿里郎》NCO、NGC 二團團員排練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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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會字幕校對。 
本團劉麗貞團長與駐韓國臺北代表部梁光中

代表、齊永強正使合影。 

  
本團劉麗貞團長拜會駐韓國臺北代表部梁光

中代表、齊永強正使。 
駐韓國臺北代表部梁光中代表、齊永強正使。 

 
 

《和而不同》NGC、NCO 聯合記者會。 《和而不同》NGC、NCO 聯合記者會，駐韓

國臺北代表部齊永強正使及 NGC 院長、NCO

團長、指揮、獨奏家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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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NGC、NCO 聯合音樂會實況。 《和而不同》NGC、NCO 聯合音樂會實況。 

  

《和而不同》NGC、NCO 聯合音樂會實況。 
《和而不同》NGC、NCO 聯合音樂會實況。 

 

  

《和而不同》NCO 專場音樂會實況。 

 

《和而不同》NCO 專場音樂會實況。 



 

40 

 
 

《和而不同》NGC、NCO 聯合音樂會，駐韓

國臺北代表部齊永強正使伉儷親臨現場。 

《和而不同》聯合音樂會結束，駐韓國臺北代

表部齊永強正使向 NGC 院長致意。 

 
 

《和而不同》NCO 專場音樂會，駐韓國臺北

代表部梁光中大使伉儷親臨現場。 

劉麗貞團長向梨花大學(國樂院前任院長)Kim 

Hae Sook 致意。 

  
《和而不同》音樂會演出前台實況，NGC 設

置立可拍互動區。  

《和而不同》NCO 專場音樂會，駐韓國臺北

代表部梁光中大使向梨花大學(國樂院前任院

長)Kim Hae Sook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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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韓國臺北代表部梁光中大使伉儷向本團演

奏團員致意、打氣。 

《和而不同》NCO 專場音樂會演出結束後，

柏林愛樂(Berliner Philharmoniker)雙簧管首席 

Albrecht Mayer 向團員致意。 

  

《和而不同》NCO 專場音樂會演出結束後，

全體貴賓與演出團員共同合影留念。 

《和而不同》NCO、NGC 聯合音樂會演出結

束後，全體貴賓與演出團員共同合影留念。 

 
 

音樂會演出結束後，全體動員將樂器、演出

器材裝箱。  

音樂會演出結束後，全體動員將樂器、演出器

材裝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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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演出結束後，全體團員戶外合

影。 

文化參訪「爾藝術殿堂」，認識場館機能及設

備。 

 

 

文化參訪「昌德宮」，瞭解朝鮮民族文化。 文化參訪「韓國國立劇場」，認識場館機能及

設備。 

  

文化參訪，瞭解《江原道》一曲之創作起源。 文化參訪，位於南怡島內之博物館展出「劉宏

軍民族樂器展覽」一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