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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國立臺灣交響樂團自民國 77 年赴韓國演出至今，28 年來雖多次受到國際間各

音樂機構之邀請，但因受限經費及相關限制，均未能成行。 

本年度(105 年)應新加坡交響樂團之邀請，以及行政院出國展演專案經費之核定

編列，讓本團得以順利受邀前往新加坡維多利亞音樂廳進行兩場演出。音樂會由本

團現任藝術顧問簡文彬擔任指揮，國內知名梆笛演奏家陳中申以及 2015 年獲得第

15 屆柴可夫斯基音樂大賽小提琴組最高獎項銀牌小提琴家曾宇謙分別擔任兩場演

出獨奏，這三位是目前臺灣最具代表性的音樂家之一，藉由他們加入新加坡巡演，

對提升臺灣音樂文化具有特別的意義。音樂會特別安排演出臺灣作曲家錢南章、馬

水龍、鍾耀光及蕭泰然的作品，使新加坡的民眾能夠聆賞臺灣具代表性作曲家的作

品；除此之外，兩場演出亦安排布拉姆斯及貝多芬的經典交響曲，以展現本團古典

音樂演奏實力，期達到以軟實力建立推展藝文外交合作模式，以國際視野共尋未來

發展之契機。  

 

緣由與目的： 

（一） 以音樂為根基，建立與國外藝術文化交流之平臺：透過音樂會演出及參訪，

促進本團與國際音樂文化藝術團體互動、觀摩，藉以相互提升整體音樂素

養、藝術行政能力，並開創臺灣國際音樂文化之品牌。  

（二） 達成對內提升音樂活動規程，對外傳遞臺灣音樂文化特色的目的：希以此

次音樂會擴展本團音樂文化視野，並同步將臺灣的藝術特色、文化的獨特

性向外傳遞，將臺灣兼容並蓄及充滿生命力的音樂文化內涵，呈現給新加

坡的民眾。  

（三） 開拓國際視野並與世界接軌：將透過本活動的舉辦，提升樂團新視野，讓

海內外音樂學者及團體集結在藝術文化領域，讓新加坡的民眾接觸到不同

多元文化音樂氛圍中，藉此將臺灣音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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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交響樂團近年來於國際間之表現，

成為亞洲具代表性交響樂團之一，本團榮幸受邀，經由兩團之間的團務交

流，相互提升，對日後樂團營運成長，頗具效益。並經由此次新加坡演出

之機會提升國立臺灣交響樂團之國際能見度，進而提供國內音樂團隊與新

加坡音樂文化界交流之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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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行程安排及演出相關 

一、 行程表 

日期 內容說明 備註 

03/30 
(三) 

臺中→桃園國際機場，中華航空 CI 751 行前人員 

抵達新加坡樟宜機場  

03/31 
(四) 

於新加坡維多利亞廳場地佈置暨安排演出相關事宜 行前人員 

04/01 
(五) 

臺中→桃園國際機場，中華航空 CI 751 
所有演出

相關人員 

抵達新加坡樟宜機場  

22:30 於維多利亞音樂廳場地佈置及樂器準備  

04/02 
(六) 

09:00 於維多利亞音樂廳裝台工作  

14:30 彩排  

19:30 第一場音樂會  

22:00 進行第二場演出之裝台暨樂器調整工作  

04/03 
(日) 

上午於維多利亞音樂廳裝台準備工作  

14:30 彩排  

19:30 第二場音樂會  

21:30 演出相關物品及樂器打包裝箱  

22:00 交流餐會 (於維多利亞音樂廳)  

04/04 
(一) 

10:00 濱海藝術中心等藝文單位拜會參訪  

04/05 
(二) 

新加坡樟宜機場搭機回程，中華航空 CI 752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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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出國人員名單 

編號 職稱/樂器別 中文姓名 備註 

1 團長 劉玄詠 

2 藝術顧問/指揮 簡文彬 

3 獨奏家 陳中申 

4 獨奏家 曾宇謙 

5 演出活動組組長 林佳瑩 

6 研究推廣組組長 高芝蘭 

7 演出活動組組員 吳珮華 

8 演出活動組組員 陳俐君 

9 舞台監督 林詩訓 

10 譜務 張嘉芳 

11 研究推廣組組員 陳達章 

12 助理指揮 范楷西 

13 樂團首席 謝佩殷 

14 樂團首席 張睿洲 

15 第一小提琴 林祐丞 

16 第一小提琴 陳姵汝 

17 第一小提琴 張致遠 

18 第一小提琴 蕭倞瑜 

19 第一小提琴 尤儷璇 

20 第一小提琴 莊雅如 

21 第一小提琴 葉育宗 

22 第一小提琴 江惠君 

23 第一小提琴 劉芳佑 

24 第一小提琴 曾臺衍 

25 第一小提琴 崔延平 

26 第一小提琴* 張瓊尹 

27 第二小提琴 徐晨又 

28 第二小提琴 吳昭良 

29 第二小提琴 張藝献 

30 第二小提琴 陳以先 

31 第二小提琴 蔡麗甘 

32 第二小提琴 何嘉浤 

33 第二小提琴 李香瑩 

34 第二小提琴 黃士瑋 

35 第二小提琴 何婷涵 

36 第二小提琴 陳俐如 

37 第二小提琴 陳怡廷 

38 第二小提琴 鄧凱鴻 

39 中提琴 蕭惠珠 

40 中提琴 裘宗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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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職稱/樂器別 中文姓名 備註 

41 中提琴 陳美秀 

42 中提琴 謝敏玉 

43 中提琴 紀霈婕 

44 中提琴 王彩鳳 

45 中提琴 曾慶琳 

46 中提琴 蔡依倫 

47 中提琴 楊青霏 

48 中提琴 邱瑞琦 

49 大提琴 李百佳 

50 大提琴 黃佳文 

51 大提琴 李佩蓉 

52 大提琴 鍾鎮宇 

53 大提琴 林怡芬 

54 大提琴 古昀申 

55 大提琴 張偉儷 

56 大提琴 劉孟臻 

57 大提琴 李妍慧 

58 低音提琴 呂孟君 

59 低音提琴 李青芳 

60 低音提琴 戴佩勳 

61 低音提琴 江秀如 

62 低音提琴 劉雅薇 

63 低音提琴 簡秀錦 

64 長笛 陳麗明 

65 長笛 陳彥婷 

66 長笛 陳師君 

67 雙簧管 薛秋雯 

68 雙簧管 張美慧 

69 英國管* 廖蓓翎 

70 單簧管 田永年 

71 單簧管 孫靜玉 

72 單簧管 蕭也琴 

73 低音管 李勤一 

74 低音管 黃心怡 

75 低音管 林釗如 

76 法國號 王姿蓉 

77 法國號 蔡佩津 

78 法國號 盧怡婷 

79 法國號 陳雪琪 

80 法國號 邱怡屏 

81 小號 侯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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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職稱/樂器別 中文姓名 備註 

82 小號 張中茗 

83 小號* 鄒佳宏 

84 長號 羅嘉琦 

85 低音長號 蘇偉勝 

86 低音號 梁國霖 

87 定音鼓* 黃堃儼 

88 打擊 蔡哲明 

89 打擊* 郭庭芳 

90 打擊* 謝宛錚 

91 打擊* 孫名箴 

92 打擊* 余若玫 

93 打擊* 邱莛熏 

94 豎琴 王郁文 

 

三、 音樂會演出內容  

(一) 音樂會名稱：樂見臺灣—2016 NTSO 新加坡以樂會友音樂會 

(二)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三)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交響樂團、新加坡交響樂團 

(四) 演出單位：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五) 藝術顧問／指揮: 簡文彬 

(六) 梆笛／陳中申 (4 月 2 日演出) 

(七) 小提琴／曾宇謙 (4 月 3 日演出) 

(八) 演出時間、地點： 

2016 年 4 月 2 日(六)19:30 新加坡維多利亞音樂廳 Victoria Concert Hall 

2016 年 4 月 3 日(日)19:30 新加坡維多利亞音樂廳 Victoria Concert Hall 

(九) 演出曲目： 

  4 月 2 日 

錢南章：龍舞 
Nan-Chang Chien: Dragon Dance 

馬水龍：梆笛協奏曲 
Shui-Long Ma: Bamboo Flute Concerto 

布拉姆斯：第一號交響曲 
Brahms: Symphony No.1 in C minor Op. 68 

      4 月 3 日 

鍾耀光：《節慶》管弦樂曲 
Yiu-kwong Chung: “Festive Celebration” for Orchestra 

蕭泰然：小提琴協奏曲 
Tyzen Hsiao: Violin Concerto in D Major, Op. 50 

貝多芬：第七號交響曲 
L. v. Beethoven: Symphony No.7 in A Major, Op.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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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演出人員介紹 

1、 指揮／簡文彬 

簡文彬生於臺北，國立藝專（現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鍵盤組畢業，1990
年負笈奧地利入國立維也納音樂院（現國立維也納音樂暨表演藝術大學）

鑽研指揮，1994 年取得碩士學位。在校期間，曾於義大利及法國等地國際

指揮大賽中獲獎。1995 年於以色列榮獲首屆伯恩斯坦指揮大賽特別獎。

1996 年起擔任德國萊茵歌劇院〈Deutsche Oper am Rhein〉駐院指揮迄今，

並於 1998 至 2004 年擔任日本太平洋音樂節〈Pacific Music Festival〉常任

指揮。1999 至 2001 年簡文彬獲邀擔任國家交響樂團（NSO）首席客座指

揮，並於 2001 至 2007 年擔任音樂總監。 

擔任 NSO 音樂總監期間，簡文彬以創新思維規劃樂季節目，推出《發

現系列》定期音樂會，有系統以西方經典作曲家為主題，搭配講座、專書、

音樂會前及廣播空中導聆，讓音樂會從單純的聆賞拓展為獨特的體驗與學

習經驗，成功培養交響樂欣賞人口。以跨界概念推出的《歌劇系列》、《永

遠的童話》，廣邀劇場名家及團體合作，成功擴展新觀眾群，同時安排國

外專家來台培訓，為國內年輕聲樂家打造綻放光彩之舞臺；簡文彬也積極

委託國人作曲家創作，催生臺灣交響樂新作品。2006 年帶領 NSO 挑戰華

格納全本《指環》，創亞洲地區自製該劇首例，獲得國際專業媒體大篇幅

報導與佳評。2007 年受太平洋音樂節之邀，率領 NSO 成功征戰日本札幌，

是至今唯一獲得該音樂節邀請之亞洲職業樂團。 

簡文彬除以歌劇指揮身分，受邀於奧地利、荷蘭、德國及瑞士等地劇

院指揮演出，也客席指揮包括奧地利、義大利、捷克、俄國、法國、日本、

德國、香港及中國等地交響樂團。1998 年他率領德國萊茵歌劇院於「維也

納藝術節」〈Wiener Festwochen〉演出；2007 年帶領德國萊茵歌劇院與

NSO 首度跨國合作，於臺北國家戲劇院演出全本理查‧史特勞斯《玫瑰騎

士》；同年率德國萊茵歌劇院於瑞士「九月音樂節」（Septembre musical）
演出普羅科菲夫歌劇《三橘之戀》。2009 年簡文彬與導演 Christoph Nel
合作推出荀白克歌劇《摩西與亞倫》新製作，被德國重要媒體及評論譽為

該劇院近十年來最成功的製作。萊茵郵報讚道「在簡文彬的指揮下，《摩

西與亞倫》綻現出美而優異的全新樣貌，甚至讓聽眾完全忘記這其實是一

部複雜的『無調性音樂』作品。」2010 年簡文彬帶領德國萊茵歌劇院於德

國魯爾區「2010 年歐洲文化首都」（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計畫中，

演出德國作曲家亨策（Hans Werner Henze）歌劇《費朵拉》（Phaedra）。 

在臺灣，簡文彬帶領 NSO 與國光劇團於 2007 年合作推出交響京劇《快

雪時晴》；2008 年推出金希文歌劇《黑鬚馬偕》世界首演；2009 年與澳洲

歌劇團於臺灣首次合作，演出比才歌劇《卡門》。 

2012 年簡文彬於德國萊茵歌劇院指揮史特拉汶斯基《夜鶯》及布禮頓

《壁廬冤孽》之新製作演出，以及德國新銳作曲家 Anno Schreier 之歌劇《殺

人犯 Kaspar Brand》世界首演；此外亦受邀於英國倫敦與英國愛樂管絃樂

團首度合作演出，並擔任奧地利「Klangspuren」現代音樂節開幕音樂會指

揮，繼續為臺灣音樂家寫下新紀錄。 

2007 年 10 月簡文彬首度客席指揮國立臺灣交響樂團，演出艾爾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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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德和及德弗乍克作品，2009 年 8 月於 NTSO 國際音樂節合作演出「米夏‧

麥斯基與國臺交」音樂會；並在 2014 年 8 月起擔任國立臺灣交響樂團藝術

顧問迄今。 

2、 梆笛獨奏／陳中申 

 學歷：11 歲起自習竹笛。台中師專及東吳大學音樂系作曲組畢業。 
 師承：隨陳澄雄習西洋長笛，隨賴德和、馬水龍、盧炎習作曲。隨徐頌仁、

黃曉同習指揮。 
 經歷：國小音樂老師；絲竹雅集召集人；台北絲竹室內樂團團長；歷任台

北市立國樂團吹管組首席、研推組主任、副指揮、指揮；台南藝術大學副

教授；2011 自由音樂人；2013-2014 擔任九歌民族管絃樂團駐團音樂家。

2013 起擔任雙溪樂集(以發表國人作品為主的演藝團體)藝術總監至今。

1992 年當選全國十大傑出青年。 
 1979 獲台灣電視台五燈獎笛子五度五關及全國簫比賽第一名。 
 1979 年起出版個人笛簫獨奏專輯十餘張。 
 1985 以《笛篇》獲金鼎獎唱片「最佳演奏人」獎。 

首演笛簫曲五十餘首，以《梆笛協奏曲》最著名。 
 2003 指揮北市國錄製「絲竹傳奇」CD，獲 2005 金曲獎「最佳演奏人」獎。 
 2010「抒懷-陳中申笛子作品專輯」入圍金曲獎「最佳民族音樂專輯」 
 2012 笛子獨奏專輯「秀才騎馬弄弄來-台灣笛子作品專輯」獲得金曲獎「最

佳民族音樂專輯」。 
 
 1976 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國樂類第一名（笛曲”搏浪”），已創作笛簫曲”扮

仙”、”草螟弄雞公”、”望鄉”、”抒懷”、”九陰真經”、”風的想念”、”桃花要

過渡”等 20 餘首，及合奏、室內樂、歌曲百餘首。 
 作品《雞同鴨講》、《數蛤蟆》，被選入台灣及香港國小音樂課本欣賞樂曲。 
 製作及作曲的台語兒歌(20 餘首)＜紅田嬰＞CD，獲 1999 金曲獎「最佳兒

童音樂專輯」及「最佳演唱」兩個獎。 
 製作及作曲的兒童合唱曲(4 首)「永遠的楊喚」CD，入圍 2006 金曲獎「最

佳作曲」(作品：春天在哪兒呀）、「最佳演奏」、「最佳演唱」及「最佳兒童

音樂專輯」四項。 
 製作及作曲的國語兒歌＜外婆橋＞CD 獲 2009 金曲獎「最佳兒童音樂專

輯」。 
 近年來致力於笛簫教學及研究，編輯教材、創作新曲，研發陳氏半音笛。 

已出版”聽見品仔聲”(抒懷、秀才騎馬弄弄來)及”品仔有意思”(呼風幻語-陳
氏半音笛專輯)兩個系列的臺灣笛簫作品 CD 及樂譜，宣揚台灣笛簫音樂。 

 2015 年製作”台灣絲竹聲（1）- 臺灣絲竹室內樂精選專輯” 及”台灣絲竹聲

（2）- 陳中申絲竹室內樂作品專輯出版發行。 

3、 小提琴獨奏／曾宇謙 

1994 年出生於台北，5 歲開始學琴，6 歲即受邀與台北市立交響樂團

合作演出協奏曲。9 歲榮獲三個全國性小提琴比賽第一名，11 歲時首次參

加國際性比賽，即以最小年紀榮獲曼紐因國際小提琴比賽青少年組第三

名，並獲頒奇美獎學金特別獎。在台灣時受教於林柏山老師、沈英良老師、

李宜錦老師、陳沁紅老師，2008 年進入著名的美國寇蒂斯音樂院，師事 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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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vafian、Aaron Rosand。 

宇謙在美期間，繼續藉由比賽來磨練自己，屢創佳績，在歷次比賽中

皆以最年輕入選並獲得獎項，包含：2009 西班牙薩拉沙泰國際小提琴比賽

第一名及最佳演奏獎；2011 韓國尹伊桑國際小提琴比賽第一名及最佳詮釋

獎；2012 比利時伊莉莎白國際小提琴比賽第五名及觀眾票選第一名，隨即

被比利時知名唱片公司 Fuga Libera 網羅，錄製首張個人專輯，並於 40 餘

國家同時發行；2015 新加坡第一屆國際小提琴比賽第一名，並將與 Naxso
唱片公司合作錄製協奏曲專輯；同年於第 15 屆柴可夫斯基音樂比賽中榮獲

小提琴組最高獎項銀牌。除了比賽之外也積極參加各種演出，曾合作過的

樂團有：國家交響樂團、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台灣弦樂團、美國費城管弦

樂團、西班牙納瓦拉交響樂團、比利時國家交響樂團、比利時瓦隆尼亞皇

家室內樂團、新加坡交響樂團、俄國國家交響樂團、馬林斯基劇院樂團等，

並受邀多場獨奏會的演出。未來仍陸續在全世界有多場獨奏會和與樂團合

作的演出，及新的專輯錄音計畫。 

深深感謝師長們的教導與鼓勵以及企業的贊助與幫忙，並將繼續努

力，期待再一次突破自己為台灣爭光。衷心感謝奇美文化基金會長期贊助

名琴及創辦人許文龍先生、奇美博物館前館長郭玲玲女士、聚和文化藝術

基金會及董事長郭聰田先生、三商行董事長陳翔立先生及夫人長期贊助支

持，以及文建會音樂人才庫的培育。 

4、 樂團：國立臺灣交響樂團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創立於民國 34 年，為臺灣歷史最悠久的交響樂團。

成立之初，先後隸屬於臺灣省警備司令部、臺灣省藝術建設協會、臺灣省

政府教育廳及文化處等單位。民國 88 年 7 月改隸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更名為「國立臺灣交響樂團」；民國 101 年 5 月改隸文化部。 團址座落於

臺中霧峰，有專屬音樂廳、大小排練室，是擁有完整軟硬體的全方位音樂

團體。 

在臺灣古典音樂的發展過程中，國立臺灣交響樂團一直扮演著極為重

要的關鍵性角色。自創團以來，邀請國內外優秀音樂家參與演出，開啟國

人欣賞古典音樂的風氣；在經濟起飛的年代，樂團致力扎根教育，全方位

培育古典音樂教師種子，對於古典音樂的普及，居功厥偉。雖幾經更迭，

樂團持續以國家級演奏團隊為其定位，以擴大國內古典音樂美學視野，提

昇臺灣古典音樂演奏與欣賞水準為目標，並期許推動創新，深化並轉化，

進而躍上國際舞台，建立樂團的品牌地位。 

七十年來，國立臺灣交響樂團歷經蔡繼琨、王錫奇、戴粹倫、史惟亮、

鄧漢錦、陳澄雄、蘇忠、柯基良、劉玄詠、林正儀、張書豹、黃素貞等團

長的帶領，現又由劉玄詠團長回任續推展業務。樂團以其所累積的豐富演

奏經驗，曾邀請許多的國際團隊及音樂家共同演出，如指揮克里斯托弗‧

霍格伍德(Christopher Hogwood)、里昂‧弗萊雪(Leon Fleisher)、歐可‧卡

穆(Okko Kamu)、克勞斯‧彼得‧弗洛( Claus Peter Flor)、約翰‧尼爾森(John 
Nelson)、安德魯‧李頓(Andrew Litton)、 陳美安(Mei-Ann Chen)、張大勝、

陳秋盛、陳澄雄、亨利‧梅哲(Henry Mazer)、羅徹特(Michel Rochat )、芬

奈爾(Frederick Fennell)、瓦薩里(Tamás Vásáry)、水藍(Lan Shui)、簡文彬；



 11

鋼琴傅聰、陳必先、陳毓襄、雅布隆絲卡雅(Oxana Yablonskaya)、波哥雷

李奇(Ivo Pogorelich)、鄧泰山(Dang Thai Son)、小曾根真(Makoto Ozone)、
白健宇(Kun Woo Paik)、貝瑞‧道格拉斯( Barry Douglas)、讓‧依夫斯‧提

鮑德( Jean-Yves Thibaudet)、布利斯‧貝瑞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史

蒂芬‧賀夫(Stephen Hough)、安琪拉•赫維特(Angela Hewitt)；小提琴胡乃

元、曾耿元、林昭亮、祖克曼(Pinchas Zukerman)、張莎拉(Sarah Chang)、
夏漢(Gil Shaham)、安‧蘇菲‧慕特(Ann-Sophie Mutter)、朱利安‧拉赫林

(Julian Rachlin)、陳銳(Ray Chen)、基頓‧克萊曼(Gidon Kremer)；中提琴

今井信子(Nobuko Imai)、馬克西姆‧瑞沙諾夫(Maxim Rysanov)；大提琴楊

文信、依瑟利斯(Steven Isserlis)、顧德曼(Natalia Gutman)、麥斯基(Mischa 
Maisky)、鄭明和(Myung-Wha Chung)、王健( Jian Wang)、林恩‧哈瑞爾(Lynn 
Harrell)；雙簧管麥爾(Albrecht Mayer)；長號林伯格(Christian Lindberg)；長

笛阿朵里安(Andras Adorjan)、帕胡德（Emmanuel Pahud）法國號斯特芬‧

多爾(Stefan Dohr)；團隊柏林愛樂 Divertimento 重奏團、維也納國家歌劇院

合唱團(Konzertvereinigung Wiener Staatsopernchor)、新加坡交響樂團等。 

樂團在前任藝術顧問水藍先生帶領下，奠定良好基礎；民國 103 年 8
月起由簡文彬先生接任本團藝術顧問。長期以來，國立臺灣交響樂團以向

舊傳統取經，與新時代接軌，期以「精進技藝、傳統創新、教育扎根、美

學推廣」為己任，期待「精緻」與「和眾」並重，「經典」與「創意」均

足，以提昇全民音樂生活，達到社會和諧美好的目標。 

 

四、 音樂會演出場地介紹 

維多利亞音樂廳（Victoria Theatre and Concert Hall） 

維多利亞音樂廳（Victoria Theatre and Concert Hall）是新加坡的一組建築，

兩座建築由一座高 54 米的鐘樓（建於 1906 年）連接。 

1919 年 2 月 6 日，新加坡的建城一百周年時，一尊萊佛士雕像移到紀念館

前，由新建的半圓形柱廊和池塘環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新加坡戰役期間，紀

念館曾被用作醫院，收容遭日軍轟炸的受害者。在日本占領期間，雖然柱廊被

摧毀，但是建築物本身未受重大損害，萊佛士的塑像轉移到國家博物館。戰爭

結束後，這座雕像於 1946 年回到原來的地點。此處也是日本戰爭罪行的審判

場地。1954 年 11 月 21 日，人民行動黨在此成立。1979 年，紀念館改建為維

多利亞音樂會堂，以容納新加坡交響樂團（SSO）。 

維多利亞劇院及音樂會堂在 1992 年 2 月 14 日公布為國家歷史文物。2014
年 7 月重新開放維多利亞劇院和維多利亞音樂廳，四年整修後恢復建築原有的

1905 年結構，創造新的商業和公共空間。維多利亞劇院和維多利亞音樂廳現已

配備支持新加坡日益增長的藝術產業，它的場地和空間是由濱海藝術中心有限

公司管理。 

(參考文字資料：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官方網站及維基百科維多利亞劇院及音樂

會堂  

https://www.esplanade.com/venue-hire/victoria-theatre-and-victoria-concert-hal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維多利亞劇院及音樂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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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音樂會演出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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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音樂會演出節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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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O 活動宣傳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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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O 活動宣傳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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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音樂會及行程相關照片 

 

 

4 月 1 日: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所有演出相關人員於新加坡樟宜機場合影 

 

 

 

4 月 1 日:本團工作人員至新加坡維多利亞廳進行演出佈台前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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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演出之新加坡維多利亞廳外觀 

 

 

此次演出之新加坡維多利亞廳進出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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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 日: 指揮簡文彬與本團於新加坡維多利亞音樂廳排練 

 

 

4 月 2 日:指揮簡文彬與本團於新加坡維多利亞音樂廳排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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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 日: 指揮簡文彬、陳中申與本團於新加坡維多利亞音樂廳排練 

 

 

 

4 月 2 日: 新加坡維多利亞音樂廳前臺觀眾進場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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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 日: 於新加坡維多利亞音樂廳前臺觀眾進場狀況 

 

 

4 月 2 日:於新加坡維多利亞音樂廳觀眾就座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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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 日: 於新加坡維多利亞音樂廳即將舉行演出 

 

 

4 月 2 日: 指揮簡文彬、陳中申與本團於新加坡維多利亞音樂廳演出 



 45

 

 

4 月 2 日: 指揮簡文彬、陳中申老師與本團於新加坡維多利亞音樂廳演出 

 

 

4 月 2 日: 指揮簡文彬、陳中申老師與本團於新加坡維多利亞音樂廳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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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 日: 演出結束駐新加坡代表張大同夫婦、文化部許秋煌次長、田又安參事、 

劉美芝科長至後台與指揮簡文彬恭賀 

 

 

 

4 月 2 日: 演出結束新加坡交響樂團音樂總監水藍與指揮簡文彬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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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 日: 指揮簡文彬與新加坡維多利亞音樂廳排練 

 

 

4 月 3 日: 指揮簡文彬與本團於新加坡維多利亞音樂廳排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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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 日: 指揮簡文彬及小提琴曾宇謙於新加坡維多利亞音樂廳排練 

 

 

4 月 3 日: 指揮簡文彬及小提琴曾宇謙與本團於新加坡維多利亞音樂廳排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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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 日: 團長劉玄詠、指揮簡文彬與本團於新加坡維多利亞音樂廳合影留念 

 

 

4 月 3 日: 新加坡維多利亞音樂廳演出前觀眾詢問票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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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 日: 新加坡維多利亞音樂廳演出前觀眾進場 

 

 

4 月 3 日: 新加坡維多利亞音樂廳演出前觀眾進場就座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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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 日: 指揮簡文彬及小提琴曾宇謙與本團新加坡維多利亞音樂廳演出 

 

 

4 月 3 日: 指揮簡文彬及小提琴曾宇謙與本團新加坡維多利亞音樂廳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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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 日: 指揮簡文彬與本團新加坡維多利亞音樂廳演出 

 

 

4 月 3 日: 演出結束陳中申老師恭賀小提琴曾宇謙先生演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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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 日: 演出結束新加坡交響樂團舉辦歡迎茶會，樂團總裁莊學鵬致詞 

 

 

4 月 3 日: 演出結束新加坡交響樂團舉辦歡迎茶會，文化部次長許秋煌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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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 日: 演出結束新加坡交響樂團舉辦歡迎茶會，駐新加坡代表張大同致詞 

 

 

4 月 3 日: 演出結束新加坡交響樂團舉辦歡迎茶會，本團團長劉玄詠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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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 日: 演出結束新加坡交響樂團舉辦歡迎茶會，樂團總裁莊學鵬與團長劉玄詠互換禮物 

 

 

4 月 3 日: 演出結束新加坡交響樂團舉辦歡迎茶會，樂團總裁莊學鵬與團長劉玄詠互換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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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 日: 演出結束新加坡樂團舉辦歡迎茶會，(由左)團長劉玄詠、新加坡交響樂團 

         總裁莊學鵬、駐新加坡代表張大同與文化部次長許秋煌共同合影 

 

 

4 月 3 日: 演出結束新加坡樂團舉辦歡迎茶會，(由左)梆笛演奏家陳中申、新加坡交響樂團 

         音樂總監水藍、小提琴家曾宇謙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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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 日: 演出結束後(由左)本團團長劉玄詠、新加坡交響樂團總裁莊學鵬、 

               小提琴家曾宇謙、梆笛家陳中申、駐新加坡代表張大同夫婦、 

               文化部次長許秋煌、指揮簡文彬、新加坡交響樂團音樂總監水藍茶會合影 

 

 

4 月 3 日: 演出結束新加坡樂團舉辦歡迎茶會本團團員及新加坡當地樂迷同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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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音樂會巡演相關報導 

(一) 報紙報導 

新加坡當地 
 3 月 22 日《聯合早報》《臺灣交響樂團首度訪新-呈獻臺灣本土交響樂饗宴》

臺灣新聞報導 
(1). 3 月 14 日《中時電子報》《「樂見台灣」音樂會 2／3 曲目原汁原味 國台交

與曾宇謙將赴星巡演》 
(2). 3 月 30 日《NOWnews 今日新聞》《國台交將赴新加坡 演出多首台灣作曲

家作品》 
(3). 3 月 30 日《新網新聞網》《國臺交赴新加坡 陳中申曾宇謙演繹馬水龍蕭泰

然作品》 
(4). 4 月 1 日《中央社》《樂揚新加坡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跨海獻藝》 
(5). 4 月 2 日《自由時報》《國台交首度赴星國演出 樂聞台灣古典好實力》 
(6). 4 月 2 日《中時電子報》《國台交新加坡演出 陳中申驚豔全場》 
(7). 4 月 2 日《中時電子報》《讓世界聽到台灣之音 國台交首赴新加坡演出》 
(8). 4 月 3 日《中時電子報》《梆笛打頭陣 國台交驚豔星國》 
(9). 4 月 3 日《中時電子報》《曾宇謙挑戰蕭泰然《小提琴協奏曲》飄揚新加坡》

(10) 4 月 4 日《on.cc 東網專訊》《國台交攜手台灣之光曾宇謙撼動新加坡》 
(11) 4 月 4 日《自由時報》《國台交新加坡演出 陳中申驚豔全場》 
(12) 4 月 4 日《中央社》《新加坡首演 強化臺星邦誼 樂見臺灣-2016 國立臺灣

交響樂團新加坡以樂會友音樂會》 
(13) 4 月 5 日《東森新聞》《國台交新加坡演出  小提琴新秀曾宇謙同台撼動樂

迷心》 
 

(二) 樂評 

新加坡當地 
(1). 4 月 5 日《THE STRAITS TIMES》《Listening To Taiwan reviews - Dazzling 

musical treat…》 
(2). 4 月 5 日《THE STRAITS TIMES》《Listening To Taiwan reviews - …with 

joyous finale》 
臺灣新聞報導 
 5 月 19 日《太平洋時報》《簡文彬與 NTSO 讓台灣的聲音響徹新加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