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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交響樂團-2009 兩岸藝文交

流-交響之旅 
出國報告 

 

 

 

 

 

 

服務機關：國立臺灣交響樂團 

出國人員：國臺交團長等 91 人 

出國地點： 中國北京 

出國時間：民國九十八年十月廿八日 

至民國九十八年十月卅一日 

報告日期：民國九十八年十二月廿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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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兩岸具有中華文化的共同基礎，文化與學術的交流是兩岸互動過程中最需優

先進行的活動，藉此讓兩岸樂界及民眾觀摩學習不同的文化風格與民族風貌，開

拓生活視野，建立新世界觀。國立臺灣交響樂團自 2005 年起即派員出訪福建、

北京、上海、廣州等音樂院及藝術團體展演場所學習相關實務經驗，於今(2009)

年度繼 1988 年訪問韓國之後，再度全團友好參訪北京演出。並聘請曾與國臺交

樂團多次合作演出經驗之現任布達佩斯 MAV 交響暨管弦樂團總指揮湯瑪斯‧蓋

爾 Tamás Gál 擔任客席指揮。除安排多首膾炙人口的台灣民謠，使中國的同胞親

自體驗不同文化對音樂的迴響與激盪外，更以柴可夫斯基作品展現國臺交之演奏

實力。本次能順利出訪特別感謝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財團法人台灣省文化教

育基金會、頂新國際集團、台東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謝忠弼董事長、功學社商貿有

限公司等鼎力襄贊。當天音樂會的演出除創造出融洽的交流氛圍外，更達到建立

兩岸合作模式，以國際視野共尋未來發展的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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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的 

 

一、開啟兩岸國際藝術交流平臺 

透過參訪及音樂會演出，促進兩岸文化藝術團體相互交流、彼此觀摩，藉

以增進整體音樂素質，並開拓深廣視野。 

 

二、開拓國際視野，與世界接軌 

    透過本活動的舉辦，拓展國內樂團新視野，讓兩岸音樂學者及團體集結在 

國藝術文化區域，讓中國的民眾沉浸在兩岸文化與多元音樂的氛圍中，藉此

將兩岸藝術文化的進步與發展向外傳遞遠播。 

 

三、擴大交流效益，提昇整體素質 

    經由此次北京演出之機會提升國立臺灣交響樂團之國際能見度，提升 

演出水準，進而提供國內樂團與中國樂界交流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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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會暨參訪過程 

 

 

一、行程表 

 

2009/10/28 

搭機啟程 

 

2009/10/29 

音樂會演出 北京國家大劇院 

 

2009/10/30  

參訪 故宮 

     頤和園 

 

2009/10/31     

搭機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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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樂會 

(一)演出時間、地點 

  98 年 10 月 29 日(四)19:30 中國國家大劇院 

(中國北京市西城區西長安街 2 號) 

(二)演出曲目 

1.柴可夫斯基：第 5 號交響曲 

2.鮑元愷：台灣音畫 

3.台灣民謠組曲  

  (三)客席指揮：湯瑪斯‧蓋爾 Tamas Gal 

(四)演出團員：國立臺灣交響樂團團員 

  (五)演出紀實 

國立臺灣交響樂團在 10 月 29 日首次登上北京國家大劇院舞台，經過多次

返場謝幕，現場觀眾的掌聲仍如雷貫耳，當樂團奏出一曲北京愛樂者耳熟能詳

的《高山青》時，這首安可曲讓現場觀眾的情緒再度達到高潮，觀眾即隨著樂

曲響起有節奏的掌聲，響遍劇院。 

此次的北京行讓樂團再度與國際樂壇接軌，國臺交這次帶往北京的曲目

包括鮑元愷的《台灣音畫》與柴可夫斯基《e 小調第五號交響曲》，由匈牙利

籍指揮家湯瑪斯‧蓋爾(Tamas Gal)擔任指揮，前者表現中國作曲家對台灣的想

像；後者則是氣勢澎湃的樂音，這樣的曲目對於北京樂迷來說，既有獨特性，

也滿足對古典音樂的要求。 

北京當地媒體包括北京日報、新華網、中國網及中評社等，對於國立臺

灣交響樂團此行及演奏頗多報導，對於作曲家鮑元愷的《台灣音畫》表示肯定。

《台灣音畫》共分為〈玉山日出〉、〈安平懷古〉、〈宜蘭童謠〉、〈恒春鄉愁〉、〈泰

雅情歌〉、〈鹿港廟會〉、〈龍山晚鐘〉、〈達邦節日〉8 個部分，其中，中國網指

出；「樂團在匈牙利籍指揮家湯瑪斯．蓋爾的指揮下，用詩一樣的音樂語言，

將台灣的美景演繹的美輪美奐。聽眾在台灣藝術家們演奏中，仿佛看到台灣玉

 6



山噴薄欲出的紅日，聽到了宜蘭童謠中《天黑黑》的親切旋律，感受到鹿港小

鎮廟會的歡快熱烈，觸摸到寶島中央山脈的雄渾與剛健。」劉玄詠團長表示：

本次的賣座相當好，雖然北京的樂迷水準還有待加強，但是對樂團來說，每一

次出國，就會多一次凝聚士氣的機會，回來也會更上層樓。當地音樂界專業人

士對於國臺交的表現，深具信心，目前已經接獲國家大劇院明年的再度邀訪，

就是最好的證明。除了為國臺交所有參與的團員與工作人員鼓掌之外，也對於

樂團的未來充滿信心。 

     出國一趟不易，國臺交除了感謝文建會大力支持近兩百萬的旅費之外，也

向頂新國際集團、謝忠弼董事長尋求贊助，並感謝中國國家大劇院、財團法人

台灣音樂文化教育基金會、功學社及台商等對於樂團的支持，而讓樂團沒有後

顧之憂，令人相當感動。本次的北京出訪是國臺交繼 1988 年訪問韓國之後，

再度全團友好參訪演出，除了音樂會創造出融洽的交流氛圍外，也讓北京市民

認識了來自台灣歷史最悠久的交響樂團，進而使當地觀眾對台灣文藝的有了接

觸，而達成雙贏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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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臺交團員抵達北京 

 

 

 

 

國家大劇院舞台與觀眾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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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團彩排 

 

 

 

 

 

客席指揮/湯瑪斯‧蓋爾 Tamas 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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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臺交團員與客席指揮於劇院外合照 

 

 

 

 
由舞台觀看國家大劇院觀眾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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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會後樂團於劇院內合照 

 

 

 

 

劉玄詠團長與作曲家鮑元愷老師 

 

 11



 

劉玄詠團長與頂新國際集團藤總經理 

 

 

三、北京故宮及頤和園參訪 

 

(一)北京故宮參訪 

10 月 30 日一早，全團趨車前往北京故宮及頤和園參訪。北京故宮是明、清

兩朝皇帝的宮殿。從明永樂年起，明成祖集中全國匠師，征調了二、三十萬民工

和軍工興建而成的宮殿組群。清朝沿用以後，只是部分經過重建和改建，總體佈

局基本上沒有變動，為中國國家重點保存文物之一。正由於故宮為古典中國的代

表之一，更是帝制中國的權力核心，所以我們特地前來參訪，當天遊客如織，人

潮眾多，無草無樹的宮廷裡，一股股凜冽的冷風，伴著我們自「外朝」走向「內

廷」，感受著皇宮的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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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訪北京故宮 

 

 

 

 

正大光明殿_北京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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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合影_北京故宮 

 

 

 

北京故宮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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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頤和園參訪 

頤和園位於北京的西北郊，前身叫清漪園，於清朝乾隆時期(1750 年)修建

完成，1860 年清漪園被英法聯軍焚燒，1888 年慈禧太后動用 3000 萬兩重建，花

了 10 年時間竣工並改名為頤和園，成為慈禧太后垂簾聽政的所在；頤和園佔地

290 公頃，其中水面就佔了 3/4 面積，利用萬壽山、昆明湖當基底，以杭州西湖

的風景當藍圖，融合中外各地建築精華的建築風格建造的天然山水園，也是一座

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園林，頤和園並於 1998 年 12 月 2 日被聯合國教科文組織列入

《世界遺產名錄》，更被譽為世界幾大文明之一的有力象徵。 

  

北京頤和園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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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合影 1_北京頤和園 

 

 

 

 

 

團員合影 2_北京頤和園 

 16



 

 

遠眺頤和園 

 

 

 
賦歸(於北京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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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大劇院簡介 

國家大劇院位于北京市心臟地帶，西長安街沿綫，與人民大會堂和天安門廣

場相鄰，占地面積 11.89 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 21.75 萬平方米（包括地下車庫

近 4.66 萬平方米）。 

  國家大劇院主體建築爲獨特的殼體造型，高 46.68 米，地下最深 32.50 米，

周長達 600 余米。殼體表面由 18398 塊鈦金屬板和 1226 多塊超白玻璃巧妙拼接，

營造出舞臺帷幕徐徐拉開的視覺效果。殼體周圍是面積達 3.55 萬平方米的人工

湖及由大片綠植組成的文化休閑廣場，不僅美化了大劇院外部景觀，也體現了人

與自然和諧共融的理念。  

  

  國家大劇院北入口與地鐵天安門西站相連在入口處設有售票廳，走過波光粼

粼、夢幻仙境般的 80 米水下長廊，從橄欖廳乘扶梯而上便進入了大劇院內部的

公共大廳，三個專業劇場展現于眼前：中間爲歌劇院、東側爲音樂廳、西側爲戲

劇場，三個劇場既相對獨立又可通過空中走廊相互連通。歌劇院 2398 席（含站

席），主要演出歌劇、舞劇等；音樂廳 2019 席（含站席），用于演奏大型交響樂

和民族樂；戲劇場 1035 席（含站席），以上演戲曲、話劇等爲主。  

  

     在國家大劇院內，除了三大專業劇場和一個試驗小劇場以外，還設有水下長廊、

展廳、橄欖廳、圖書資料中心、新聞發布廳、天臺活動區、紀念品店、咖啡廳等

爲豐富大衆文化生活而創造的活動區域，可謂展現大劇院無限魅力的“第五空

間＂。徜徉其中，將會感受藝術的陶冶，獲得精神上的愉悅。  

  大劇院內設有齊全的劇院配套設施，包括化妝間、練琴房、排練廳、指揮休

息間、演員休息廳、演員候場區、換裝間、道具間、繪景間、貴賓廳、禮儀大廳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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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大劇院音樂會小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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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這次北京行雖只有 4 天，音樂會僅有一場次，行程雖然短暫緊湊，但仍深深

地感受到中國國家大劇院建築的宏偉，以及行政工作人員追求完美及藝術極緻的

理念與實踐。國家大劇院不僅讓來自各國的民眾感受硬體建築歷史之美，當下更

是積極努力的開創新局，多元且具特色的節目，使在現今全球不景氣的消費市場

裡，仍然擁有廣大的聽眾及龐大的財力支援。 

    國立台灣交響樂團除了是台灣歷史最悠久的交響樂團，也是最早及最持續投

入音樂文化教育的交響樂團，不但在籌辦各式音樂節及音樂營等各種活動上早已

建立起良好的聲譽，近年來更是努力的策劃推動音樂文化園區的發展，如果每年

能夠繼續兩岸藝術交流，除了可彼此觀摩，增進整體音樂素質，開啟兩岸國際藝

術交流平臺外，更可讓中國的民眾沉浸在兩岸文化與多元音樂的氛圍中，藉此將

兩岸藝術文化的進步與發展向外傳遞遠播。 

這次參訪最讓國臺交最感動的就是能與北京當局在實質對等下進行兩岸交

流，也要特別感謝各界的協助讓國臺交得以順利成行，我們將記取別人的優點，

繼續在自己崗位上努力，以求百尺竿頭更進一步！ 

 

二、建議 

    思想、價值觀念與生活方式之交流，難收立竿見影之效，惟有藉制度化與經

常性的交流—不論是人際的親身接觸或資訊的傳遞，才能打破籓籬，打開禁錮

的思想與封閉得心靈。鑑此，茲提出兩岸未來的藝術文化交流建議如下： 

一、藝文交流：了解兩岸傳統與現代藝文現況，透過各具特色的藝文人士及藝文

學術出版品之交流，實質促成兩岸藝文發展。 

二、藝文教育：推展兩岸藝文師生互訪、觀摩、研討、及傳習等活動，互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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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發展經驗，提昇兩岸藝文教育水準。  

三、藝文傳播：藉由兩岸報紙、書刊、廣播、電視、電影、有聲出版品等傳播事

業、出版品以及人員之交流，提供兩岸人民充份資訊，豐富文化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