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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頒「現階段兩岸文化交流實施原則」，基於中

國與臺灣有著相同的文化背景，應積極推展兩岸文化交流，以充實文

化內涵，促進文化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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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今年度

(2010)繼 2009 年度參訪北京演出後，本團同時接受上海世界博覽會臺

灣館與蘇州科技文化藝術中心之邀，除參與臺灣館演出活動之外，並

前往上海音樂廳與蘇州科技文化藝術中心進行演出。聘請現任西澳大

利亞交響樂團的總指揮馬蒂亞斯‧巴墨特（Matthias Bamert）與本團

新任駐團指揮梶間聡夫（Fusao Kajima）擔任指揮，並且由著名小提

琴家蘇顯達教授與任教於上海音樂院王之炅小姐擔任獨奏。在蘇州場

安排多首膾炙人口的台灣民謠及臺灣作曲家的作品，使中國的同胞親

自體驗不同文化對音樂的迴響與激盪，另外上海場更以古典樂風的作

品展現國臺交之演奏實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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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能順利出訪特別感謝院會長官指導與協助，三場次音樂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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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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目的 

 
一、以音樂為根基，成功開創兩岸藝術文化交流平臺  

  透過參訪及音樂會演出，促進兩岸文化藝術團體互動、彼此觀 

  摩，藉以相互提升整體音樂素養，更為臺灣打下國際文化品牌。 

二、達成對內提升音樂活動規程，對外傳遞臺灣文化特色的目的 

  擴展音樂文化視野，並同步將臺灣的藝術特色、文化的獨特性向 

  外傳遞，將臺灣兼容並蓄的藝術內涵，充滿生命力的音樂力量， 

  呈現給大陸的朋友。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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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擴大交流效益，提昇整體素質  

  經由此次上海、蘇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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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樂會演出外，並參與上海世博會的各個展區親探世界風情與宏 

  觀創新、親身體驗國際城市上海的發展與規劃。 

 

 5



參、音樂會暨參訪過程 

一、 行程表 

日期 工作記要 行程 備註 

9/11 

(六) 
啟程參訪 

04:30 霧峰→桃園機場 

04:30 台中→桃園機場 

07:00 桃園機場(Check-in) 
09:05 桃園機場→浦東機場 

10:50 浦東機場→上海市 

12:30 上海新綠波廊酒樓 

13:30 上海→蘇州 

15:30 蘇州市區參訪 

18:30 前往餐廳 

19:00 蘇州 雅爾戈富宮中餐廳 

20:00 抵達飯店、休息 

     維景國際大酒店 

 

交通車路線： 

本團線：本團→機場 

中港線：火車站→公益黎明路

口→ 朝馬（國光站）→機場

中清線：金典酒店→漢口路中

港路 

    口→曉明女中→中

清敦化路口）→機場 

航班：CI501 班機(台北-上

海) 

 

9/12 

(日) 
排練演出 

09:00 參訪拙政園 

14:30 前往蘇科文大劇院 

15:00 蘇科文大劇院總彩排 

17:30 晚餐 

19:30 蘇科文大劇院演出 

21:30 劇院→維景國際大酒店 

 

09:30-14:00 

舞台工作人員前置佈台 

 

9/13 

(一) 
參訪 

09:30 蘇州→上海 

12:30 上海黃埔區城隍廟 

15:30 上海市參訪 

21:00 回飯店休息 

景點參訪:寒山寺 

上海市區導覽: 

安排行程-東方明珠-新天地-

橫山路-靜安區-人民廣場-南

京路-外灘 

9/14 

（二） 
彩排演出 

13:30 上海市區，前往音樂廳 

15:00 上海音樂廳總彩排 

17:30 晚餐 

19:30 上海音樂廳演出 

21:30 回飯店休息 

09:30-14:00 

舞台工作人員前置佈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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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 

（三） 
參訪演出 

09:00 綠地東海岸豪生酒店→ 

     上海世博會 

13:00 上海世博會臺灣館 

     銅管五重奏演出 

14:00 弦樂四重奏演出 

16:00 木管五重奏演出 

21:30 上海世博會→ 

     綠地東海岸豪生酒店 

 

8:30 

室內樂演出人員綵排 

工作人員場地佈置 

13:00~17:00 

室內樂演出 

 

 

航班：CI502 班機(上海-台

北) 

9/16 

（四） 
回程 

09:00 上海→浦東機場 

09:30 浦東機場 Check-in 
12:05 浦東機場-桃園機場 

13:50 桃園機場→台中 

13:50 桃園機場→霧峰 

交通車路線： 

中港線：機場→朝馬(國光站) 

→公益黎明路口→火車站 

中清線：機場→中清(敦化路

口) →曉明女中→漢口路中

港路口→金典酒店 

本團線：機場→本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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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音樂會 

(一)演出時間、地點 

  99 年 9 月 12 日(日)19:30 蘇州科技文化藝術中心大劇院 

  (蘇州工業園區觀楓街 1 號) 

  99 年 9 月 14 日(二)19:30 上海音樂廳 

  (上海市黃浦區延安東路 523 號) 

  99 年 9 月 15 日(三)13:00~17:00 上海世博園區臺灣館 

  (上海世博會園區浦東 A 片區) 

(二)演出曲目 

99 年 9 月 12 日(日)19:30 蘇州科技文化藝術中心大劇院： 

1.李哲藝：廟埕 

2.蕭泰然：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 50 （小提琴/蘇顯達） 

3.普契尼：公主徹夜未眠，選自歌劇《杜蘭朵》（男高音/李建林） 

4.克提斯：重返蘇連托(男高音/李建林) 

5.臺灣民歌：Ho Yi Yan、丟丟銅、天頂的月娘啊、月亮代表我的心、 

      玫瑰人生、愛拚才會贏（演唱/許景淳） 

99 年 9 月 14 日(二)19:30 上海音樂廳 

1.羅西尼：「鵲賊」序曲 

2.史特拉汶斯基：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小提琴/王之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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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貝多芬：A 大調第七號交響曲，作品 92 

99 年 9 月 15 日(三)13:00~17:00 上海世博園區臺灣館 

銅管五重奏：滿山春色、天黑黑、流浪到淡水、夜來香 

弦樂四重奏：望春風、四季謠、何日君在來、鼓聲若響 

木管五重奏：阿里山歌謠、茉莉花、淡水暮色 

(三)演出人員 

客席指揮：馬蒂亞斯‧巴墨特（Matthias Bamert）(上海) 

指    揮：梶間聡夫（Fusao Kajima）(蘇州) 

小 提 琴：蘇顯達(蘇州)、王之炅(上海) 

男 高 音：李建林(蘇州) 

演    唱：許景淳(蘇州) 

   演出團員：國立臺灣交響樂團團員 

(四)演出紀實 

  國立臺灣交響樂團於 9 月 12 日與 9 月 14 日分別於蘇州科技文化

藝術中心、上海音樂廳、世博臺灣館演出，經過多次返場謝幕，現場

觀眾的掌聲仍如雷貫耳綿延不絕。 

  此次，國臺交這次帶往蘇州的曲目包括台灣作曲家李哲藝的《廟

埕》，以及蕭泰然的 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邀請台灣著名小提琴家蘇

顯達老師擔任協奏，並由本團新任駐團指揮梶間聰夫（Fusao Kaj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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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指揮，下半場則是以較為輕鬆的方式呈現，分別邀請了當地著名

的男高音李建林與臺灣的女演唱許景淳，李建林老師演唱了高亢動人

的公主徹夜未眠（選自歌劇《杜蘭朵》）與義大利民謠重返蘇連托，

這樣的組合讓現場觀眾爆以熱烈掌聲。下半場許景淳老師則是帶來了

許多在台灣耳孰能詳的經典小品，例如”天頂的月娘啊、月亮代表我

的心、玫瑰人生、愛拚才會贏…”等等的曲目。 

  最後更以一首兩岸人民都知悉的我只在乎妳替音樂會畫下溫馨

的句點，而樂團也擇以一首氣勢磅礡的《達邦節日》舞曲回饋聽眾最

熱情的反應，這首安可曲讓現場觀眾的情緒再度達到高潮，觀眾的掌

聲也隨之響遍大劇院內，達邦節日選自中國作曲家包元愷老師的台灣

音畫組曲，表現中國作曲家對臺灣的想像，當做這場音樂會的結尾真

是在在忠實地用音樂本身呼應兩岸藝文交流的宗旨。  

  上海的曲目則以經典古典樂曲為主，安排了羅西尼的鵲賊序曲，

史特拉汶斯基 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以及貝多芬的第七號交響曲，

本場演出除了邀請現任西澳大利亞交響樂團的總指揮馬蒂亞斯‧巴

墨特（Matthias Bamert）擔任客席指揮，更邀請上海音樂院最年輕的

小提琴專業教師王之炅擔任協奏曲演出，是本次參訪演出深具實質意

義的交流方式，這樣的曲目對上海樂迷來說，既有獨特性，也滿足對

古典音樂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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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出訪本團受上海世界博覽會臺灣館之邀，參與臺灣館演出活

動，為呈現音樂專業多元風貌，當天分別由銅管五重奏、弦樂四重奏

與木管五重奏擔綱演出，皆安排以臺灣的民謠或經典小品為主，在台

灣館內用最悅耳動聽的音樂感動來參觀的民眾，從流浪到淡水、鼓聲

若響、月亮代表我的心、阿里山之歌、四季謠、何日君在來都受到民

眾的喜愛，甚至會跟著熟悉的旋律哼著小調。 

  中國當地媒體對於國立臺灣交響樂團此行及演奏頗多報導，對於

國臺交的演出也表示深具肯定，出國一趟實不容易，國臺交感謝文建

會對於樂團的支持與鼓勵。本次的上海、蘇州出訪是國臺交繼 1988

年訪問韓國及 2009 年訪問北京之後，再度全團文化參訪演出，除了

音樂會創造出融洽的交流氛圍外，也讓上海及蘇州市民認識了來自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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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達成雙贏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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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州科技藝文中心大劇院內的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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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舞台觀看蘇州科技藝術文化中心大劇院 

 

 

 

 

 

 

 

 

 

 

    蘇州科技藝術文化中心大劇院觀眾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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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長於彩排演出前勉勵團員 
 

 

 

 

 

 

 

 

 

 

 

 

 

    與小提琴獨奏蘇顯達老師彩排 

  

  

 14



 

 

 

 

 

 

 

 

 

 

 

 

 

   與男高音李建林老師彩排中 
 

  

   與女演唱許景淳彩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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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州科技藝術文化中心大劇院外觀 

 

 

 

 

 

 

 

 

 

 

 

    

 

 

 

 

蘇州科技藝術文化中心大劇院內部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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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州科技藝術文化中心大劇院屋頂設計 

 

 

 

 

 

 

 

 

 

 

 

 

 

 

 

   全體團員於蘇科文大劇院外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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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音樂廳外部景觀 
 

 

 

 

 

 

 

 

 

 

 

 

 

 

 

 

    夜間的上海音樂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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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揮馬蒂亞斯‧巴墨特指揮樂團排練中 
 

 

 

 

 

 

 

 

 

 

 

 

 

 

 

 

  

 

與小提琴獨奏家王之炅排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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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音樂廳演出 

 

 

 

 

 

 

 

 

 

 

 

 

 

 

 

  上海音樂廳演出結束謝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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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博臺灣館 

 

 

 

 

 

 

 

 

 

 

 

 

 

 

  世博臺灣館天燈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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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樂銅管五重奏於臺灣館內演出 

 

 

 

 

 

 

 

 

 

 

 

 

 

 

   

   

 

 

團長劉玄詠(左二)與臺灣館總館長葉明水(右二)一同欣賞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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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館內導覽員與弦樂四重奏老師們合影留念 

 

 

 

 

 

 

 

 

 

 

 

 

 

 

   室內樂木管五重奏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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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館內參訪來賓欣賞演出中 

 

 

 

 

 

 

 

 

 

 

 

 

 

   演出團員及行政人員與團長於世博臺灣館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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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蘇州科技文化藝術中心大劇院及上海音樂廳簡介 

一、蘇州科技文化藝術中心大劇院 

    創造生活的璀璨，是蘇州科技文化藝術中心孜孜以求的終極理

想，而有品質的璀璨生活離不開高雅的藝術之花。 科文中心大劇院

正是這樣一朵嫵媚動人、嬌豔欲滴的舞台奇葩。 自開業以來，大劇

院引進了蜚聲世界的名團名家，節目形式涵蓋了鋼琴、話劇、戲曲、

雜技、綜藝、芭蕾等。  

    大劇院位於整個科文中心的中心位置，歌劇、舞劇、交響樂、獨

奏、話劇、戲曲等在這裡交相輝映。 頂級的設備配以頂尖的演出，

創造蘇州文化演出最盛期。  

    擁有 1200 個座位的多功能鏡框式劇場，可利用面積達到

18mX18m 的一流舞台，適合包括歌劇、芭蕾舞、多媒體、交響樂，

獨奏及爵士樂等各種形式的表演。 該劇院將生活品位與文化藝術相

結合，創造出無限的靈感。 舞台採用了國際通用的品字形佈置，前

台、後台和側台均達到 18mX18m，主舞台設置雙層升降台、演員活

動門、電動吊桿；同時配備了車載轉台、芭蕾舞板等一系列專業設備。  

    科文中心大劇院演出範圍涵蓋了音樂、舞蹈、戲劇以及各種類型

的舞台藝術。 科文中心先後引進布達佩斯節慶管弦樂團、阿依達•戈

麥斯舞蹈團、帕森斯舞團、維也納施特勞斯節日樂團、法蘭克福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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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響樂團、BBC 蘇格蘭交響樂團、羅梅羅吉他四重奏團、茱莉亞音

樂學院管弦樂團、俄羅斯芭蕾舞劇院、中央民族樂團、國家話劇院、

中央芭蕾舞團、李云迪、馬友友、傅聰、賴聲川等名團名家名角，把

100 多萬蘇州市民帶進了世界頂級的藝術天地。  

二、上海音樂廳 

  上海音樂廳位於上海市黃浦區延安路西藏南路，建於1930 年，原

名南京大戲院，1949 年改名為北京電影院，1959 年再更名為上海音

樂廳至今。 

  上海音樂廳共有觀眾席 1122 座，其中樓下 640 座，樓上 482 座。

鏡框舞台深 8.35 米、寬 16 米，舞台可使用面積約 100平方米。舞台

上方有可調控反響板，備有斯坦威D -274三角鋼琴一架、美國鮑德溫

SD-10 三角鋼琴一架60 路調光台、24 路山葉調音音響一套、台口話

筒插口 16 隻，冷暖氣齊備。 

  上海音樂廳由華人建築師范文照設計，建築風格屬於上海地區少

有的歐洲傳統風格。休息大廳十六根合抱的赭色大理石圓柱氣度不

凡，觀眾廳的構圖簡介規範，複雜又不顯零亂，富有層次變化，色彩

莊重淡雅，與其演繹的古典音樂有著驚人的統一。自然音響之佳，得

到建築學專家及眾多的中外藝術家認同。 

 26



著名的小提琴家斯特恩、阿卡多、祖克爾曼；鋼琴家拉籮查、傅聰、

殷承忠，費城交響樂團的室內樂團、香港管弦樂團、中國交響樂團等

都曾來此表演，並獲得巨大成功。 

  為配合延安路高架的拓寬建設，2003 年4 月 15 日上午 10 時，上

海音樂廳平移工程開始，工程耗資 5000 萬人民幣，先在原地頂升 1.7

米，然後向南移動 66.46 米，再在新址往上頂升 1.68 米。2005 年1 月

1 日，平移工程完成，上海音樂廳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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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樂團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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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音樂會演出小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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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參訪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近幾年來，大陸對於藝術教育發展的積極度以及隨著兩岸社會條

件的進步，使得人民渴望交流相互了解的期盼日益殷切，也到了展現

臺灣軟實力的時刻，本團為期對於大陸之藝術文化的運作現況進行瞭

解，以面對面接觸、互訪，藉由表演藝術交流匯演，分享文化成就、

傳播文化經驗，增進彼此瞭解。 

  本次的上海蘇州行雖只有六天，但分別於蘇州及上海演出了兩場

截然不同的大型曲目，並受邀至世博臺灣館內演出，對演出團員與行

政人員來說都是一種新的挑戰與嘗試。除了深深地感受到中國當局對

於蘇州科技藝文中心大劇院硬體建築的宏偉，也可以體會到上海音樂

廳的歷史建築之美，在兩個場次與當地行政工作人員的交流更能感受

到他們追求完美的理念與實踐，並且具有一定的專業度，近年來中國

積極努力的開創新局，嘗試建立多元且具有特色的藝術節目，也鑒於

此，即使在現今全球經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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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不同的面向都是值得我們參考學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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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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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音樂文化園區的發展，經由這次的參訪演出，國立臺灣交響樂團再

度跨出了台灣，並且在世界級的蘇科文大劇院及上海音樂廳演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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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更能藉由國際舞台與他國音樂精英交流，相信這也是國立

臺灣交響樂團的一個里程碑。 

  這次上海蘇州行雖然有兩場次的演出，但是這僅此於單方面，期

待下次有機會能有雙方面的交流，甚至可邀請對方樂團來台演出、或

是共同演出，相信對雙方的視野、音樂交流與經驗都有更進一步的成

長。另外，本次前往上海接受了世博台灣館的邀請，於台灣館內進行

演出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不僅近距離與參訪民眾用音樂交流，推

展台灣的經典民謠，也展現國台交演奏團員的實力，廣受聆聽民眾的

熱烈喜愛，未來若有這樣的機會必建議積極出訪，若能在更多公開的

場合演出，必定能帶來更多的效益以及更多鼓舞樂團的士氣。 

本次參訪另一個價值就是能與對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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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臺灣交響樂團得以順利成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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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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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