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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人員：劉玄詠團長、演出活動組林佳瑩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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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團創團至今 72 年，自民國 77 年赴韓國演出之後，少有整團出國演

出之機會，期間雖多次受到國際間許多音樂機構之邀請，但因受限經費及

相關限制，均未能成行，直到去年度 105 年(2016)年經行政院文化展演經

費之核定編列，讓本團得以順利受邀前往新加坡進行演出，並獲得當地及

亞洲地區許多音樂團體及愛樂者熱烈的迴響，同時透過演出對臺灣音樂文

化有了直接的接觸及了解，緣此，本團對於未來國際巡迴演出的規畫更具

信心，期待藉由階段前期作業，與國際間指標性音樂節慶活動主辦單位與

表演場域商討合作，開創未來文化展演活動新思維，因此本年度辦理出國

計畫考察「歐洲音樂節訪視暨合作計畫商討」以利未來本團提升全團國際

舞台呈現機會。 

一、緣由及目的： 

 （一）提升專業，拜會當地音樂專責機構 

    奧地利維也納素有音樂之都之美譽，當地人文地景為提升文化素 

養學習之指標，本案出國計畫特別安排拜會享譽盛名的維也納愛樂交 

響樂團(Vienna Philharmonic) 樂團首席及維也納國家歌劇院(Wiener  

Staatsoper) ，經由本團劉玄詠團長親自拜會，該單位分享其專業經營 

管理演出經驗，提升本團未來專業營運永續性概念。 

（二）開創演出活動新思維，拜會奧地利林茲電子藝術中心 

    表演藝術活動規劃推陳出新，如何將電子科技元素新風貌結合交 

響樂團音樂，共同呈現於演出當中，藉此提升表演藝術欣賞人口，及 

網路瀏覽量，開創演出活動新思維，本案出國計畫特別拜會奧地利林 

茲電子藝術中心「Ars Electronica Center」期待該中心所開發的無人機 

硬體經驗可以分享，同時執行於本團未來年度旗艦音樂劇演出計畫中， 

呈現多元性演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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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加德國德勒斯登音樂節，商討未來本團受邀參加合作內容 

    一個著名的音樂節對於樂團在國際能見度的提升具有正面的意 

義及效益，德勒斯登音樂節辦理至今 40 年，在歐洲具有卓越的成效， 

許多具高度知名的音樂家及樂團如能受邀參加，對樂團具有提升專業 

之具體效益，本案透過實際參與該音樂節開幕及活動，對未來合作將 

有正面積極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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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行程安排 

一、 參訪行程表 

 

日期 星期 項目/時間 工作內容 天數 備註 

5 月 11 日 
四 啟程 

23:40 

臺灣－奧地利維也納 

長榮 BR61 

第 1 天 宿/飛機 

5 月 12 日 

 

 

五 抵達 

10:05 

維也納 

 

第 2 天 宿/維也納 

13:30 拜會維也納愛樂交響樂團
樂團首席 Rainer Honeck 

Albena Danailova 

5 月 13 日 

六 08:40 維也納至林茲  
 

第 3 天 維也納至 

林茲 
10:00 參訪奧地利林茲現代電子

科技研發中心 

Ars Electronica Center 

Morgen, Anna-Sofia 

 

Managing Director, 

Mr. Horst Hörtner 

 

Head of Operations,  

Mr. Harald Dirisamer 

5 月 14 日 

    

日 

11:00 拜會維也納愛樂銅管音樂
家 

        

第 4 天 

         

維也納 

19:30 欣賞維也納愛樂交響樂團
演出 

5 月 15 日 

 

一 

   

  11:00 

 

拜會維也納國家歌劇院 

 

第 5 天 

 

維也納 

5 月 16 日 

 

 

二 

11:30 奧地利鋼琴家 Anika Vavic 

見面 

第 6 天  

19:30 Wien-Berlin 室內樂 

維也納金色大廳音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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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7 日 

三 啟程 

07:10 

11:06 

維也納至布拉格 

 

第 7 天 維也納至 

德勒斯登 

12:28 

14:43 

布拉格至德勒斯登   

18:00 拜會德勒斯登音樂總監

Jan Vogler  

  

5 月 18 日 

四 11:00 

 

參觀德勒斯登音樂節 

主要演出音樂廳 

 

第 8 天 德勒斯登 

 

20:00 

參加德勒斯登音樂節開幕

音樂會系列一暨開幕茶會 

5 月 19 日 
五 20:00 

 

參加德勒斯登音樂節開幕

音樂會系列二 

第 9 天 德勒斯登 

5 月 20 日 

 

六 

啟程 

07:08 

09:27 

德勒斯登至布拉格 第 10 天 德勒斯登 

至維也納 

10:52 

14:49 

布拉格至維也納   

5 月 21 日 

日 回程 

19:35 

維也納—台灣 

長榮航空 BR62 

 

第 11 天 維也納至 

台灣 

5 月 22 日 
一 抵達 

17:05 

台灣 第 12 天 台灣 

 

 

 

 

 

 

 

 

 

 

 

 

 



 7 

二、 參訪內容  

    本團此次前往奧地利維也納、林茲、德國德勒斯登等地，主要是邀請

維也納愛樂交響樂團樂團首席 Rainer Honeck 擔任本團下個樂季駐團藝術

家，藉其豐富的樂團演出經驗、樂團首席經驗與本團緊密交流，提升本團

專業代表性，除此之外，與維也納歌劇院交流，希望未來本團與台中國家

歌劇院的合作當中，可以與世界指標性之維也納國家歌劇院專業團隊共同

合作，提升共製歌劇之品牌專業度。最後親赴德勒斯登音樂節參與 40 週

年系列活動，除與節目音樂總監 Jan Vogler 進行深度對談外，更參與開幕

系列活動與多位本次參與音樂節演出的交響樂團，如蘇黎世愛樂

(Philharmonia Zürich)、馬林斯基劇院管弦樂團(Orchester des 

Mariinsky-Theaters)與音樂家葛濟夫(Valery Gergiev) 法比安·路易西( Fabio 

Luisi) 安蘇菲·慕特(Anne-Sophie Mutter) 等多位重量級音樂家演出與交流

活動，更是直接行銷本團最佳時機，除此之外也同時經由音樂會的欣賞，

了解當地演出場地音響特質，為日後演出場地先行評估與了解。 

 

 

 

 

 

 

 



 8 

参、參訪場館及團體介紹 

一、奧地利林茲電子藝術中心 

林茲電子藝術中心在建築上完整呈現了電子音樂的精髓，對事物的探索求

新與實驗性。它將明日的世界作為其舞台，是各種前衛的思考和價值觀之

大成的代表。遊客可以自行探索整個場館中心，或詢問展覽中駐點提供詳

細訊息的工作人員來更加了解場館相關資訊。 

林茲電子藝術中心長期都會有數個展覽同時展出。常設展「人類的新視野」

建構出以策展作為核心概念的主題。其中有四間完全分離的實驗室，檢視

人類和我們生存的世界如何變遷、人類如何影響環境以及我們的世界未來

可能會朝什麼方向改變。 

除了常設展，林茲電子藝術中心還有更多可以去探索的。而所有展覽所共

有的核心價值在於不遺餘力地採取不同高度和角度的層面來接觸有關於

人類、人類現今的生活和其未來的展望。 

您可以在展覽頁面找到目前展出的展覽敘述以及當中等著您發掘的豐富

內容。其中，新的展出中心繼 1996 年的原型，經過改裝及升級，更於 2009

年林茲作為歐洲文化首都當年開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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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s Electronica Center 

 

The Ars Electronica Center is the architectural expression of what Ars 

Electronica is all about: a place of inquiry and discovery, experimentation and 

exploration, a place that has taken the world of tomorrow as its stage, and that 

assembles and presents influences from many different ways of thinking and of 

seeing things. Visitors can encounter the Center on their own or seek guidance 

from the expert Infotrainers stationed throughout the exhibits. 

There are always several exhibitions running simultaneously at the Center. The 

permanent exhibit “New Views of Humankind” constitutes the core of the 

curatorial program. Four labs—by no means strictly segregated from one 

another—examine how we human beings and the world we inhabit have 

changed, how we influence our environment, and how our world might be in 

the future. 

In addition to this permanent exhibition, there’s lots more to discover. What all 

exhibits have in common is that they take different standpoints as their point of 

departure in approaching the subject of humankind, human life today and its 

future prospects. You’ll find an overview of the current exhibitions and 

descriptions of the things that await you in them on the Exhibition page. 

The new Center—an enhanced and updated version of the 1996 

original—opened in 2009, the year Linz  

served as 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Attendance figures now surpass all 

other museums in this city that has dedicated itself to art in all its many forms. 

林茲電子藝術中心官方網站  https://www.aec.at/center/en/ 

 

 

https://www.aec.at/cent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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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也納愛樂樂團 

世界上應該沒有其他樂團像維也納愛樂樂團一樣與歐洲古典音樂有如此

強烈的歷史淵源和牽絆。在維也納愛樂樂團 175年的歷史當中，此傑出樂

團的音樂家們以及各個天賦異稟的作曲家和編曲家們扮演了舉足輕重的

角色，使樂團脫穎而出，有著其無可取代的特色。樂團與此豐富的音樂歷

史之間的緊密連結，在過往數不清的傑出音樂家們口中流傳下來，成為最

好的證明。華格納認為維也納愛樂樂團為世界最頂尖的樂團; 布魯克納稱

之為「最優異的樂團組織」; 布拉姆斯稱自以為樂團的「朋友和仰慕者」; 

馬勒聲稱透過「音樂藝術的連結」融入在樂團中; 理查‧史特勞斯更是總

結了這些評語並說道: 「所有對維也納愛樂樂團的讚美都還只是輕描淡

寫。」 

標誌性的關聯: 維也納歌劇院/維也納愛樂樂團 

Hans Knappertsbusch 曾經形容維也納愛樂樂團是『無可比擬的』。而他的

評論在多方面都是正確的。其中最顯著的一個原因便是維也納歌劇院和維

也納愛樂樂團之間密不可分的緊密連結。根據愛樂樂團的規定，只有維也

納歌劇院的成員可以成為維也納愛樂的一員。在加入愛樂樂團之前，必須

先通過歌劇院的面試，並且在三年間證明自己的實力，才能取得申請維也

納愛樂樂團的資格。愛樂樂團音樂家的獨立性在外界演奏家逐日競爭激烈

的情況下逐漸鬆綁，使得外面的音樂家有機會參與愛樂的甄選。我們也了

解，沒有維也納歌劇院就不會有維也納愛樂樂團的誕生。在維也納，歌劇

院以及愛樂之間標誌性的關係也是眾所皆知的事實，當然，大家也有志一

同地認同兩機構為維也納帶來的音樂氣息。 

民主式的自我管理 

在幾近一個半世紀的歲月裡，樂團選擇民主式的自我管理這條路也曾經歷

過些微幾次地調整，但從來沒有被完全的改變。整個組織的結構前身就是

樂團本身。除了年度的組織會議以外(法律規定) ，樂團也會在其間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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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次其他會議。在這些會議中，任何議題都可以被提出來討論並且作表

決。實際開會時，大量的表決結果會交由十二位由委員會選出的代表來做

最終的決定。這些代表共同決議如果他們的決定在定期的會議上仍然是可

以由整個樂團所認同接受的就可以通過。投票時需要超過總投票人數的

4/5，並且所有投票的執行都是每位委員會成員的責任。隨著組織逐漸擴

大，成長為中型的企業組織，雇用多的行政人事便是必要的。也因此樂團

中委員會的決定更加重要並且背負更大的責任。 

藝術性和組織獨立性 

從 1842 年 Otto Nicolai 創立組織開始，樂團中的作曲家和編曲家一直都

有極佳的表現，而樂團也擁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觀眾。大多數的音樂表演形

式同質性極高，並且隨著時間一代一代地傳下其獨特的結構及歷史。而對

於透過莫札特和貝多芬的曲子來證明其藝術價值的慾望也帶著原本屬於

歌劇院的樂師們逐漸形成一股勢力，開始演出”交響音樂會”系列，獨立

在歌劇院表演並且自己承擔其演出的責任和風險。組織本身選擇這樣的經

營方式也是透過民主方式來決定，在政壇這樣的進步可是在六年後經歷一

番腥風血雨才達到這樣的結果。 

音樂的訊息 

維也納愛樂樂團透過演出真正達到用音樂融入日常生活、與人道主義者溝

通並且融入傾聽者的內心這些功能。在 2012 年，維也納愛樂樂團成為第

一個 IIASA 所認同的國際親善大使樂團。而 Ludwig von Beethoven 被視

為樂團交響樂靈感來源的作品，”Missa Solemnis” – 「將心，比心。」

更是為音樂家們重視並且用心雕琢，以呈現完美的演出。 

 

維也納愛樂官方網站  

http://www.wienerphilharmoniker.at/orchestra/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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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enna Philharmonic 

There is perhaps no other musical ensemble more consistently and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history and tradition of European classical music than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In the course of its 175 year history, the musicians of this 

most prominent orchestra of the capital city of music have been an integral part 

of a musical epoch which due to an abundance of uniquely gifted composers 

and interpreters must certainly be regarded as unique. The orchestra's close 

association with this rich musical history is best illustrated by the statements of 

countless pre-eminent musical personalities of the past. Richard Wagner 

described the orchestra as being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in the world; 

Anton Bruckner called it "the most superior musical association"; Johannes 

Brahms counted himself as a "friend and admirer"; Gustav Mahler claimed to 

be joined together through "the bonds of musical art"; and Richard Strauss 

summarized these sentiments by saying: "All praise of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reveals itself as understatement."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Vienna State Opera / Vienna Philharmonic 

When Hans Knappertsbusch said that the Philharmonic was "incomparable," 

his comment was correct in more ways than one. One notable aspect of this 

incomparability is certainly the uniqu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ienna State 

Opera Orchestra and the private association known as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In accordance with Philharmonic statutes, only a member of the Vienna State 

Opera Orchestra can become a member of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Before 

joining the Philharmonic therefore, one must first successfully audition for a 

position with the State Opera Orchestra and prove oneself capable over a 

period of three years before becoming eligible to submit an application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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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hip in the association of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The independence which the Philharmonic musicians enjoy through the opera 

is returned in kind due to a higher level of artistic performance gained through 

the orchestra's experience on the concert podium. Without the Vienna State 

Opera there would be no Vienna Philharmonic as we know it, and in Vienna it 

is common knowledge that this symbiosis is advantageous for both institutions, 

and that it greatly enriches the city's musical life. 

 

Democratic Self-Administration  

Over the course of one and a half centuries, this chosen path of democratic 

self-administration has experienced slight modifications, but has never been 

substantially altered. The foremost ruling body of the organization is the full 

orchestra membership itself. In addition to the yearly general business meeting 

(required by law), several additional meetings of the full orchestra take place 

during the year. At these meetings, any and every issue may be brought up and 

voted upon. In actual practice, numerous decisions are delegated to the twelve 

elected members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These members find out at 

periodically scheduled elections if their decision-making still inspires the trust 

of the entire orchestra. With the exception of changes to the statutes, which 

require a 4/5 majority, all decisions are made based on a simple majority, and 

the execution of those votes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While the expansion into a mid-sized business enterprise has 

required the hiring of some extra administrative personnel, it is nevertheless the 

elected officials, members of the orchestra alone who make decisions and carry 

ultimate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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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ic and Entrepreneurial Autonomy  

Since its inception through Otto Nicolai in 1842, the fascination which the 

orchestra has exercised upon prominent composers and conductors, as well as 

on audiences all over the world, is based not only on a homogenous musical 

style which is carefully bequeathed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but also on 

its unique structure and history. The desire to provide artistically worthy 

performances of the symphonic works of Mozart and Beethoven in their own 

city led to the decision on the part of the court opera musicians to present a 

"Philharmonic" concert series independent of their work at the opera, and upon 

their own responsibility and risk.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chosen for this new 

enterprise was democracy, a concept which in the political arena was the 

subject of bloody battles only six years later. 

 

The Message of Music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has made it its mission to communicate the 

humanitarian message of music into the daily lives and consciousness of its 

listeners.  In 2012,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became the first Goodwill 

Ambassador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 

(IIASA). The musicians endeavour to implement the motto with which Ludwig 

von Beethoven, whose symphonic works served as a catalyst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orchestra, prefaced his "Missa Solemnis" - "From the heart, to the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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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音樂藝術節 

德勒斯登音樂節在過去四十年歷史的成長中已經成為當地風格獨具的文

化慶典，並且在每年的五月至六月於易北河畔吸引不只來自德國的觀眾們

一起共襄盛舉。為期三周的音樂節中，會有知名的交響樂團、一流的獨奏

家及團體來到德勒斯登，並且在被豐富歷史圍繞的美麗場館用音樂充滿整

個城市。 

雖然德勒斯登音樂節曾是薩克遜選民在過往於「謬思的遊戲」和「茨溫格

宮的派對」中的一環，但德勒斯登音樂節的存在是於冷戰期間由政府官方

所認可的。在柏林，德國民主共和黨的首都，德國統一社會黨的中央委員

會和首相議會法令有明文規定: “從 1978 年開始，德勒斯登必須每年舉

辦具有國際知名性質的音樂節，稱作德勒斯登音樂節。此明文規定的音樂

活動必須與德國國內可互相比擬的相似活動如『柏林音樂節』、『音樂雙年

展』和『韓德爾音樂節』彼此競爭，並在藝術層面一樣有較高的要求。” 

從現今的景況看來，此”條例”的頒布的確十分確切地被執行，也有好的

表現。德勒斯登音樂節在缺乏國外資金的情況下仍然成為了一個成功的文

化活動。聞名世界的巨星，諸如 Marilyn Horne, René Kollo, Barbara 

Hendricks, Dietrich Fischer-Dieskau 都因其作為音樂之城的名聲來到

此地，或是與當地的教堂一同演出。在鐵幕時代，許多交響樂團的傳奇巨

星都曾在此合作。如卡拉揚與柏林愛樂、阿巴多與米蘭斯卡拉樂團以及祖

賓梅塔和紐約愛樂的演出。在德勒斯登音樂節重新統一後，新的挑戰也隨

之來臨。音樂節必須在開放且不斷成長的歐洲中持續佔有一席之地。在過

往的三十個月季當中，德勒斯登音樂節不只推出過遵循薩克遜法院規定的

歌劇、芭蕾舞劇、和煙火秀，更有包含古典音樂、現代音樂、世界通俗音

樂、爵士樂和舞蹈的管弦樂團、室內樂、獨奏音樂會表演。直到今日，德

勒斯登音樂節的節目仍然不斷與時俱進，推陳出新。每年德勒斯登音樂節

都會根據過往的傳統核心價值推出一個新的年度主題，使觀眾不僅能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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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音樂世界，更能參與探索的過程。“德勒斯登音樂大合唱”於 1981

年正式登場。這項展演是德勒斯登音樂節最受歡迎的其中之一傳統活動，

每年吸引成千上萬的歌手和觀眾在布呂爾平台一同響應。露天音樂會對觀

眾來說不只是在具有歷史風情的城市享受音樂的禮物，更棒的是觀眾們能

直接參與演唱會一起感受音樂的魅力。 

 

格拉蘇蒂原創音樂節大獎 

格拉蘇蒂原創音樂節大獎於 2004 年開辦，是德勒斯登音樂節中一個重要

的節目。此獎項表揚對古典音樂有絕佳表現或貢獻的年輕演奏家，或對於

培育古典音樂年輕一代不遺餘力的前輩們。 

 

格拉蘇蒂原創音樂節大獎得獎名單 

2004 Kurt Masur 

2005 John Neumeier 

2006 Joachim Herz 

2007 Gidon Kremer 

2008 Christa Ludwig 

2009 Gustavo Dudamel 

2010 Valery Gergiev 

2011 Berliner Philharmonikerand Sir Simon Rattle 

2012 Hélène Grimaud 

2013 Thomas Quasthoff  

2014 Hilary Hahn 

2015 Mariza 

2016 Andris Nelsons 

2017 Steven Isser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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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總監 

Jan Vogler 從 2009 年便擔任德勒斯登音樂節的管理者。隨著音樂節的復

興，他希望未來能持續強化德勒斯登音樂節在都會化以及異質化上的特

質，並且成為德國官方最舉足輕重的國際音樂活動。Jan Vogler 也表示他

十分支持德勒斯登音樂節為世界各地不同觀眾規劃各種類型的音樂，將音

樂的魔力與世界一同分享。 

 

德勒斯登音樂節藝術總監名單 

Since 2008: Jan Vogler  

2002 to 2008: Prof. Hartmut Haenchen  

2001 to 2002: Torsten Mosgraber  

1993 to 2000: Dr. Michael Hampe  

1991 to 1993: Mattis Dänhardt  

1977 to 1991: Dr. Winfried Höntsch 

 

德勒斯登音樂節官方網站 http://www.musikfestspiele.com/en/music-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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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MUSIC FESTIVAL 

Over the course of it's 40 years history the Dresden Music Festival has 

established itself as distinctive cultural institution in Dresden and attracts an 

audience far beyond Germany’s borders between May and June to this city on 

the River Elbe. During three festival weeks renowned orchestras, top-class 

soloists and ensembles come to Dresden to perform at the most beautiful 

venues in its historic center and surroundings and fill the city with music. 

Although the Dresden Music Festival has its historic precursors in the »Muses' 

Games« and »Zwinger Parties« of the Saxon Electors, they owe their current 

existence to a government decree issued in the midst of the Cold War. From 

Berlin, capital of the GDR, the SED's Central Committee and Ministers' 

Council decreed: »Beginning in 1978, Dresden will have an annual music 

festival of international renown, the Dresden Music Festival!« This enacted 

musical event had to face considerable competition alone in the former GDR 

like the »Berlin Festival«, the »Musikbiennale«, the »Handel Festival« among 

others and had also started with high artistic requirements. Indeed, this decree 

»from above« proofed to be very productive, and despite a lack of foreign 

currency, the launched Festival became a cultural event. 

World stars such as Marilyn Horne, René Kollo, Barbara Hendricks, Dietrich 

Fischer-Dieskau came to Dresden, following its reputation as a center for music, 

or to perform with the »Kapelle«. During the iron curtain era legendary guest 

performances of famous orchestras include Herbert von Karajan and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Claudio Abbado and the orchestra of the Scala in Milan, Zubin 

Mehta and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Orchestra. 

After reunification the Dresden Music Festival had to meet new challenges and 

the Festival had to find its place in a more open Europe as it was gr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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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gether. During the more than 30 seasons not only grand operas, ballets and 

fireworks, following the tradition of the Saxon court, were offered but also 

orchestra, chamber and solo concerts, early music and contemporary music, 

world music, jazz and dance – a variety that characterizes the program of the 

Dresden Music festival until today. Every year, the Festival presents a new 

theme continuing a tradition that exists since its inception and thus annually 

puts the focus on a new musical world that the audience can discover. 

»Dresden singt & musiziert« (Dresden sings & makes music) that was founded 

in 1981 under the motto »The Music Festival comes to its audience« has 

become another popular tradition which attracts hundreds of singers and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Brühl’s Terrace. The open air concert is a gift to the 

audience that is not only invited to enjoy music in front of the historic city 

center of Dresden but also to join the performance by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cert. 

THE GLASHÜ TTE ORIGINAL MUSICFESTIVALAWARD 

The award ceremony of the Glashütte Original MusicFestivalAward, initiated 

in 2004, is an important event of the Dresden Music Festival. The award 

honours personalities of the classical music scene who rendered outstanding 

services to the advancement of young artists or to projects which are committed 

to the education of classical music. 

THE GLASHÜ TTE ORIGINAL MUSICFESTIVALAWARD WINNERS 

2004 Kurt Masur 

2005 John Neumeier 

2006 Joachim Herz 

2007 Gidon Kremer 

2008 Christa Ludw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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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Gustavo Dudamel 

2010 Valery Gergiev 

2011 Berliner Philharmonikerand Sir Simon Rattle 

2012 Hélène Grimaud 

2013 Thomas Quasthoff  

2014 Hilary Hahn 

2015 Mariza 

2016 Andris Nelsons 

2017 Steven Isserlis 

 

ARTISTIC DIRECTOR 

Since the 2009 season, Jan Vogler has been intendant of the Dresden Music 

Festival. Through the growing resonance of the music festival, his vision is »to 

sustainably fortify Dresden's attraction as a cosmopolitan, heterogeneous and 

lively metropolis of culture and to turn it into Germany's most significant 

authority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festival circuit«. In this position he supports 

the idea of tolerance and the encounter of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n 

Dresden through the power of music. 

 

THE ARTISTIC DIRECTORS OF THE DRESDEN MUSIC FESTIVAL 

Since 2008: Jan Vogler  

2002 to 2008: Prof. Hartmut Haenchen  

2001 to 2002: Torsten Mosgraber  

1993 to 2000: Dr. Michael Hampe  

1991 to 1993: Mattis Dänhardt  

1977 to 1991: Dr. Winfried Hönt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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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訪心得 

本案到維也納與德國兩地參訪，透過音樂節、電子藝術中心、交響樂

團、歌劇院等場館參訪，希望可以互相學習並改進現行樂團營運相關制度

的問題，本次參訪心得縱列如下: 

 

一、 參觀林茲電子藝術中心: 林茲電子藝術中心是一個極具科技專業技

術的藝術中心，在網路上已經有非常多案例在執行科技與表演藝術

結合的成功作品，這次可以親自參觀對於科技元素如何融入表演藝

術活動有了非常直接深刻的了解，同時有機會拜會該藝術中心總經

理/ 世界級的新媒體藝術家，電子藝術中心的創始人之一，「未來實

驗室」資深總主持人，Mr. Horst Hörtner，他曾經代表奧地利邀請

歐洲歌唱大賽的英國選手到林茲體驗無人機，經由他豐富專業詳細

的解說，讓我們了解無人機科技與音樂結合的創新與奧妙。同時 Mr. 

Horst Hörtner 在會談當中對於本團即將與李崗導演共同合作的音

樂劇裡面融入新的科技元素與無人機感到非常的佩服，並且期待與

我們有更密切的合作。當然我們也對於林茲電子藝術中心這些年

來，藉由科技新興元素融入表演藝術活動盛事與交響曲、舞蹈等連

結所呈現的網路精彩媒介感動，尤其是無人機的部分所結合的音樂

演出，或是其他表演活動不同的場域所呈現的高度亮點更是我們此

次參訪當中最希望學習的。 但是，我們更希望從學習當中能夠把這

些經驗與臺灣當地的科技人才緊密結合，這樣對未來表演藝術科技

產業才能夠真正的有啟發性的功能，如果只是放煙火形式的合作模

式，相信也不是我們所樂見的，所以除了參訪之外更希望學得深入

的科技展演經驗，以達到更好的成效。 

二、 維也納愛樂與歌劇院參訪心得： 

     2011 年本團首次實施樂季，邀請了林昭亮老師擔任樂團駐團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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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術家，獲得極大的迴響，近兩年雖然沒有持續執行駐團藝術家 

     的計劃，但是仍然積極尋找適合的人選，很幸運的是，此次訪 

     視計劃當中，與維也納愛樂交響樂團的首席 Mr.Rainer Honeck 

     由劉玄詠團長親自邀請擔任本團 2016-2017 樂季的駐團藝術家， 

     這不僅代表著國立臺灣交響樂團與世界接軌，在演出的經驗上可 

     經由擔任樂團主角的樂團首席彼此分享豐富的演奏經驗，同時 

     與聲部的首席以及團員們更能相互學習，除此之外，藉由 Rainer  

     Honeck 所擅長的古典形式曲目，讓團員由古典出發再回到古典 

     經典。在此次參訪當中，也同時欣賞了由維也納愛樂與柏林愛樂 

     兩團 Wien—Berlin 的合作，兩團共同合作多年演出的計劃， 

 對於世界樂迷來講高度期待，這次有機會可以親自欣賞更是榮幸，            

 反觀國內的樂團，如果可以藉由這樣子的合作平台，固定的合作， 

相信也是臺灣樂迷最大的福氣。除此之外，參訪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當

中，了解了歌劇院整個舞台布景空間規劃運用與樂團之間緊密的關

係，另外舞台運用快速換景加速劇作場景使用的流暢度，而歌劇院與

樂團之間透過固定的樂季歌劇形式安排，讓傳統的歌劇或舞劇有了新

的創作生命，同時戶外轉播的演出形式，更是培養觀眾最直接的呈現

方式。 

三、 德勒斯登音樂節參訪心得： 

     一個代表性的文化節慶活動，不但能成就活絡當地的文化觀光生 

     態，人才培養，更能成為國家的品牌指標，而德國許多音樂藝術節 

     當中，德勒斯登音樂節就是其中之一，尤其今年的 40 週年音樂節各 

     系列活動，音樂家與樂團眾星雲集，齊聚音樂節平台上，更讓主辦 

     地點德勒斯登易北河畔樂聲縈繞。 

     德勒斯登音樂節辦理場地集中，分別安排在不同聲響、場域的演出 

     地點，例如德勒斯登文化宮 Kulturpalast、森柏歌劇院 Semper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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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母教堂 Frauenkirche、維克巴斯古堡 Schloss Wackerbarth (Radebeul) 

 德意志人民大會堂 Deutsches Hygiene – Museum (Grosser Saal)、節慶劇院

 Festspielhaus Hellerau、皇宮大花園 Palais Im Grossen Garten、雷根斯堡 

    Alter Schlachthof、聖十字教堂 Kreuzkirche、三皇教堂 Dreikonigskirche 

    等等，多元形式的場地，各種節目型態安排讓德勒斯登音樂節不僅舉 

    世聞名，更以可以參加該音樂節為榮，再加上街道許多室內樂、街頭 

    藝人的演出，讓城市文化氛圍濃厚，此音樂節在歐洲歷史的背景同時 

    更因為 2004 年開辦的格拉蘇蒂原創音樂節大獎 THE GLASHÜ TTE  

    ORIGINAL MUSICFESTIVALAWARD 當中對古典音樂表現絕佳的演 

    奏家以及培育年輕一代具有卓越表現的音樂家們所貢獻的獎項，達到 

    非常卓越的成效，尤其獲獎者幾乎都是當代樂壇的指標性人物，例如 

    2004 Kurt Masur、2007 Gidon Kremer、2009 Gustavo Dudamel、2010  

    Valery Gergiev、2011 Berliner Philharmonikerand Sir Simon Rattle、2012  

    Hélène Grimaud、2014 Hilary Hahn、2016 Andris Nelsons、2017 Steven  

    Isserlis 等等，經由他們的影響力也是帶動此音樂節成功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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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議 

一、出國展演計劃前期規劃的重要性 

    參與國際演出活動前期作業非常重要，如何藉由與合作單位的協定讓

音樂節得以成行或者讓樂團可以順利參與國際重要活動，前期的計劃與經

費都是非常重要，然而這部分往往對於本團而言卻是最具挑戰，因為無法

在二至三年前可以確切的了解執行計劃的完成度以及預估核定經費，因此

在與合作單位洽談的時候也相對充滿了不確定性，未來希望能藉由行政院

展演計劃的經費規劃明確的知道執行的方向與可行的進度。 

二、古蹟活化成為音樂廳 

    臺灣有許多具有古蹟特色的場域，如果可以藉由他的特色成為小型室

內演奏場地或其他演出型態的場域，將會成為具有特色型態的表演場地，

德勒斯登就是利用現在的音樂廳與原有的教會教堂相互運用，讓整個城市

都在音樂節的氛圍當中充滿著各式各樣的活動，如果臺灣有許多具有古蹟

特色的場地，也能借鏡這樣辦理藝術節慶活動，相信更具有不同的文化魅

力。 

三、展現科技創意、提升展演效益 

    臺灣的許多科技創意並不遜色於國外，但是若要與文化創意結合總是

缺乏整合的平台與介面，公部門應該在這樣子的平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此次參訪林茲電子藝術中心，對於他們在整合創意的平台上可以發揮許多

科技創意的效益深感佩服，未來如果真的能夠由本團經由參考此案與國內

團隊執行出效益來，相信也可以鼓舞臺灣不管在文化或科技領域上繼續求

新求變化。 

 

四、強調亞洲交響樂團優勢 

歐洲的交響樂團以及音樂節已經在其既有的基礎下穩定的永續經營並且

成長，亞洲新興樂團的崛起，以及大家對亞洲文化興趣的提升，還有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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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的華人以及亞洲巨星，紛紛在國際賽事中嶄露頭角，因此邀請亞洲

樂團參與歐洲國際盛事也是近年來相較於過去更為增加的情形，如果身為

文化部唯一公立樂團的國立臺灣交響樂團能在這一波浪頭上踏浪而行對

樂團可以於國際上快速提升臺灣的國家文化品牌，加上在國外的許多臺灣

的留學生，如果也能藉此機會在學習當中維持對國內樂團一定程度的互動

以及了解，對於未來人才的穩定度具有相對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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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拜訪維也納愛樂兩位樂團首席 Rainer Honeck 以及 Albena Danailova 

 

 

劉玄詠團長與 Rainer Honeck 以及 Albena Danailova 討論與本團合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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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納歌劇院戶外廣場同步演出柴可夫斯基舞劇「天鵝湖」 

 

 
維也納愛樂新年音樂會演出場地 

Wiener Musikverrein 金色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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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Wiener Musikverrein 金色大廳欣賞 Wien-Berlin精彩演奏會 

 

 

於 Wiener Konzerthaus(維也納音樂廳) 

欣賞由指揮大師 Daniel Barenboim 丹尼爾‧巴倫波因 

指揮維也納愛樂音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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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茲電子藝術中心展館 

 

 

 

林茲電子藝術中心展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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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玄詠團長向林茲電子藝術中心 

Mr. Horst Hörtner 以及 Mr. Harald Dirisamer 說明本團創意 

 

 
林茲電子藝術中心 

Mr. Horst Hörtner 以及 Mr. Harald Dirisamer 向團長介紹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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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玄詠團長於林茲電子藝術中心體驗科技創意 

 

 

 

Mr. Horst Hörtner 為劉玄詠團長親自介紹林茲電子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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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茲電子藝術中心展示無人機體 

 

 

 

Mr. Harald Dirisamer 介紹展示所研發之無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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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玄詠團長與 Mr. Horst Hörtner 合影於林茲電子藝術中心 

 

 

位於湖邊的林茲電子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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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玄詠團長與德勒斯登音樂節藝術總監 Jan Vogler會談 

 

 

劉玄詠團長與德勒斯登音樂節藝術總監 Jan Vogler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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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斯登音樂節宣傳資料呈現各地 

 

 

劉玄詠團長與蘇黎世愛樂團長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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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斯登音樂節主文宣處處可見 

 

 

德勒斯登音樂節宣傳資料呈現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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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斯登音樂節宣傳資料呈現各地 

 

 

 

德勒斯登音樂節宣傳資料呈現各地 



 38 

 

德勒斯登音樂節主文宣以各種形式呈現於廣場 

 

 

 

廣場前的街頭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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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玄詠團長與廣場前的銅管重奏團 

 

 

 

聖母教堂內景 



 40 

 

聖母教堂內景 

 

 

位於易北河畔的德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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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斯登音樂節開幕系列由蘇黎世愛樂與 Fabio Luisi指揮演出 

 

 

 

德勒斯登音樂節開幕音樂會由蘇黎世愛樂 

指揮 Fabio Luisi 與小提琴天后 Anre-Sophie Mutter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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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PEROPER演奏廳 

 

 

 

欣賞德勒斯登音樂節開幕系列音樂會 

於 KULTURPLAST 音樂廳由葛濟夫與馬林斯基劇院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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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德勒斯登音樂節開幕系列音樂會 

於 KULTURPLAST 音樂廳由葛濟夫與馬林斯基劇院演出 

 

劉玄詠團長於德勒斯登音樂節音樂會結束後之開幕茶敘 

與指揮 Fabio Lusis 夫婦、藝術總監 Jan Vogler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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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玄詠團長與德勒斯登音樂節藝術總監 Jan Vogler 

 

 

音樂會結束後與德勒斯登音樂節藝術總監 Jan Vogler夫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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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斯登音樂節文宣資料 

 

 

 

德勒斯登音樂節文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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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斯登音樂節文宣資料 

 

 

德勒斯登音樂節文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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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售票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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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總監至親愛樂友們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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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en Helbig 為電影(影集)路德探長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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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好萊塢遇上古典 

Bill Murray 和 Jan Vogler 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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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莫斯科 Intrada國民室內樂在 Annen教堂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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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新世界的聲音 

賦有音樂性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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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美的樂團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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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往年一樣,德勒斯登在 2017年依舊是一座充滿聲響的城市 

 

 

 

 

 

 

德勒斯登樂音充滿在各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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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年音樂節的主題是“燈光的色調和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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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週年音樂季中請來了具有爆發力的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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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斯登音樂節各活動報導 

 

 

 

德勒斯登音樂節各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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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斯登音樂節各活動報導 

 

 

 

德勒斯登音樂節各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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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斯登音樂節各活動報導 

 

 

 

 

德勒斯登音樂節各活動報導 



 63 

 

德勒斯登音樂節各活動報導 

 

 

 

 

 

 

德勒斯登音樂節各活動報導 

 

 

 



 64 

 

      德勒斯登音樂節各活動報導 

 

 

 

 

德勒斯登音樂節各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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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斯登音樂節各活動報導 

 

 

 

德勒斯登音樂節節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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