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其他   巡演   ） 

 

 

 

 

 

臺灣國樂團「晨曦燦爛－2019 韓國巡
演計畫」成果報告 

 

 

 

 

 

 

 

服務機關：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姓名職稱：陳濟民 主任等 53 人 

派赴國家/地區：韓國/首爾 

出國期間：（前置洽商）108 年 3 月 20 日至 108 年 3 月 24 日 

（演出活動）108 年 5 月 21 日至 108 年 5 月 27 日 

報告日期：108 年 7 月 12 日 



 

i 

目次 

摘要................................................................................................................................ 1 

壹、前言........................................................................................................................ 2 

一、參訪緣由 ....................................................................................................... 2 

二、參訪目的 ....................................................................................................... 2 

貳、演出行程安排與參訪過程.................................................................................... 4 

一、出訪人員 ....................................................................................................... 4 

二、參訪行程 ....................................................................................................... 4 

三、演出內容 ....................................................................................................... 9 

四、演出排練、演出音響調校事務 ................................................................. 11 

五、客席音樂家聯繫接待 ................................................................................. 12 

六、中心主任出訪重點內容 ............................................................................. 12 

七、公關接待及行銷宣傳 ................................................................................. 12 

八、票務處理 ..................................................................................................... 13 

九、文化參訪紀要 ............................................................................................. 14 

十、人員旅運、食宿安排 ................................................................................. 16 

十一、樂器設備 ................................................................................................. 16 

十二、前台事務 ................................................................................................. 17 

十三、後台事務 ................................................................................................. 18 

十四、宣傳海報及媒體報導 ............................................................................. 18 

參、活動心得及困境.................................................................................................. 19 

肆、建議事項.............................................................................................................. 22 

附錄.............................................................................................................................. 24 

一、附表.............................................................................................................. 24 



 

ii 

二、活動主視覺及相關宣傳露出紀錄 ............................................................. 27 

三、活動影像紀錄 ............................................................................................. 37 



 

1 

摘要 

  本中心所屬臺灣國樂團（以下簡稱本團）致力於傳統音樂的推廣與發揚，透

過文化軟實力推動國民外交，本案為本中心重要國際交流活動，與韓國國立國樂

院（以下簡稱國樂院）簽訂 3 年 MOU 合作計畫，前於 107 年已邀請該院來臺演

出，本年為執行第 2 年 MOU 計畫，在雙方共同合作下完成 2 場文化交流音樂會，

讓兩地音樂家與雙方樂團直接合作，成功達到深度交流之目的。 

  本次演出共計 2 場音樂會，第 1 場（5 月 24 日）由本團演出專題音樂會，

展現臺灣不同族群的音樂風格，取材自客家山歌、排灣族民謠等，展現臺灣充沛

國樂能量；第 2 場（5 月 25 日）則由本團與國樂院創作樂團共同演出，聯合演

出多首不同風格的臺韓傳統樂曲，並挑選 3 首以臺灣素材創作的協奏曲，由韓國

優秀作曲家改編，如：以臺灣民謠改編的《草螟弄雞公》、客家素材的《油紙傘

下的回憶》、描繪美麗南臺灣的《鵝鑾鼻之春》等，演出結束後廣受好評，當地

媒體亦多方報導，音樂會售票率皆超過 80%，累計蒞臨現場聆賞的觀眾近千人，

達到良好國民外交。 

  本次出訪順利圓滿成功，雙方亦期待明（109）年互訪交流，透過雙方攜手

執行 3 年的交流計畫，彼此將成為傳統藝術保存道路上永遠的朋友與珍貴的知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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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參訪緣由 

  臺灣與韓國無論是文化上、地理位置上皆相近相似，近年觀光旅遊人次更

達高峰，根據新聞報導指出 107 年雙方互訪人次已超過 200 萬人次1，另外，為

促進兩國文創合作，韓臺人文交流大會在臺舉辦已邁入第五年2，活動聚焦在臺

灣與韓國的文化交流，包括臺韓之間的文化相似性等議題，顯現兩國交流往來密

切，雙方友好關係緊密。 

  本中心為積極開創臺灣文化國際曝光機會並強化本中心臺灣國樂團（以下簡

稱本團）的國際品牌地位，本中心與韓國國立國樂院（以下簡稱國樂院）洽議辦

理「2018－2020 年臺韓交流演出計畫」，透過本項合作演出計畫，增加臺韓友好

關係。本案前於 107 年 11 月邀請國樂院來臺舉辦交流音樂會，讓彼此有初步的

接觸及認識；為強化臺韓文化交流之意義，本中心於今（108）年 5 月回訪韓國

首爾，除演出國人優秀作品，並與國樂院合作演出協奏曲，由韓國作曲家改編自

臺灣素材譜寫之樂曲，豐富演出內容，增加交流之深度及廣度。 

二、參訪目的   

  本案演出場次共 2 場，5 月 24 日於國樂院禮樂堂演出「晨曦燦爛」專題音

樂會，5 月 25 日與該院創作樂團共同演出「音樂相遇‧聽見臺灣」文化交流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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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活化本中心傳統藝術資源：國樂院為傳承和發展韓國傳統國樂之機

                                                 
1 中國廣播公司新聞報導 

http：//www.bcc.com.tw/newsView.3302725 
2 駐臺北韓國代表部官方網站 

https：//reurl.cc/bjm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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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除了定期演出傳統音樂外，另設置國樂博物館，存放韓國傳統樂器

及國樂的影像資料、出版品、CD 等。透過本案交流，吸收更多能量，

提升活化本中心傳統藝術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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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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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貳、演出行程安排與參訪過程 

一、出訪人員 

領 隊：國立傳統藝術中心主任 陳濟民 

副 領 隊：臺灣國樂團團長 劉麗貞 

演 職 人 員：陳鄭港、涂聰雲、汪志芬、陳逸庭、郭子軍、陳怡君、

王乙聿、劉貞伶、張君豪、施美鈺、陳麒米、徐翠芳、

蘇息玄、崔洲順、石瑞鴻、許慧珊、林明慧、王乙曲、

劉紫晴、林靜慧、王琇媜、黃溫配、姚碧青、賴佑青、

林意容、林雅雪、黃純鈴、張  旭、林君庭、王均寧、

王哲娟、邢芃文、楊珮怡、張璞瑛、鄭玉琴、葉文萱、

徐俊萍、鍾宜珊、高孟嵐、范程量、張雯溶、陳乃國、

邱婉怡、鄧惠文、林怡君、陳律貝、呂建忠 

二、參訪行程 

    本案演出活動概分為前置洽商作業及演出交流活動，共兩階段進行。 

（一） 前置演出洽商、場地技術協調及宣傳工作 

由本團劉麗貞團長、涂聰雲執行秘書、汪志芬及陳逸庭等 4 人，於 3 月

20 日至 24 日先行至韓國首爾進行前置演出洽商、場地技術協調及宣傳

工作，行程概述如下： 

1. 赴國樂院拜會林宰沅院長、創作樂團桂成源藝術總監洽商 108 年演

出節目細節，為確保演出之場地、樂器、器材、住宿飯店及餐食地

點等軟硬體設備，針對場地技術、演出行程與相關聯絡人進行充分

溝通，確認相關舞臺燈光及音響佈置位置，借用之樂器及相關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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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亦前往表演場地周遭適合之住宿點、餐食地點，完整規劃演

出動線及行程。 

2. 除確認硬體設備外，亦召開演出工作會議，針對行銷宣傳規劃、文

宣品內容及設計、場地及裝台概況、委託作編曲及雙方深度交流演

出細節等面相討論，確認雙方須配合模式及內容，並確認編曲內容

符合本團所需。 

3. 為擴大活動效益，本次前置工作亦拜會駐韓國臺北代表部，與唐殿

文代表、新聞組江嘉祥副組長等人會面，致贈本團文創出版品留念，

增進雙方友好關係，除邀請欣賞本次音樂會並請代表部協助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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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宣傳方面，由本團劉麗貞團長代表接受國樂院專訪，暢談本次合作

緣起、演出內容介紹等，並獲得當地雜誌社邀請，以電子郵件方式

採訪，有效宣傳本案活動。 

5. 為了解國樂院多元演出風格，廣納 109 年演出規劃之參考，出訪人

員參加國樂院「週六名品演出」音樂會，演出內容包含舞蹈、音樂、

說唱藝術等，音樂會由國樂院 4 支附屬團隊（正樂團、舞蹈團、民

俗樂團、創作樂團）接續演出，充分展現韓國傳統音樂藝術精髓，

亦為後續合作演出規劃有更進一步認識。 

（二） 演出交流活動 

本中心陳濟民主任與 49 名演職人員，於 5 月 21 日至 27 日間分批抵達韓

國首爾進行演出交流活動，行程概述如下： 

1. 第 1 天：5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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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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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本團劉麗貞團長帶領第一批出訪人員搭乘中華航空班機，自桃

園國際機場飛抵韓國首爾仁川國際機場，由國樂院學術研究官

朴正卿、行政事務官金賢哲前來接機，歡迎本團到訪。 

2. 第 2 天：5 月 22 日（星期三）文化交流音樂會排練工作及媒體聯訪。 

（１） 上午前往國樂院，由國樂院介紹整體環境及各場館，熟悉環境

後，前往舞台區整備樂器，安排排練座位，確認託運樂器、借

用樂器等事宜。排練前，本團劉麗貞團長代表介紹參與文化交

流音樂會演出之演職人員，讓雙方音樂家相互認識。 

（２） 本次文化交流音樂會，雙方共同演出 4 首樂曲，音樂會由當地

創作樂團藝術總監桂成源擔任指揮，出訪團員與該團共同排

練，確認樂譜演奏技法、演奏段落等。 

（３） 排練同時，本團劉麗貞團長代表接受 Maeil Business News（韓

國梅爾商業新聞台－每日經濟新聞）專訪，以「希望藉由傳統

音樂使臺韓融合為一」為題，專訪後邀請記者前往兩團排練現

場進行瞭解並拍攝照片，藉由報導讓讀者一窺兩團的合作特

色。 

（４） 晚間由國樂院接待，歡迎本團到訪，國樂院林宰沅院長致詞時

表示期盼本次巡演行程順利，演出圓滿成功。結束後，劉麗貞

團長另前往 TBS 電臺「1013 信息港」節目進行特別專訪，透

過主持人張玉安的訪問，讓聽眾更加瞭解臺灣國樂團及本次所

呈現的音樂故事，宣傳本團演出訊息。 

3. 第 3 天：5 月 23 日（星期四）排練工作及技術會議，舞台設備空間

調整，中心主任及第二批人員抵達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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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練結束後，本團後臺同仁與國樂院技術人員共同整理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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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為本團「晨曦燦爛」專題音樂會座位，並於舞台區召開演

出技術會議，確認演出細節及流程。 

（３） 傍晚，本中心陳濟民主任及第二批演職人員搭乘中華航空班

機，自桃園國際機場飛抵韓國首爾仁川國際機場，準備明日專

題音樂會排練及演出工作。 

4. 第 4 天：5 月 24 日（星期五）「晨曦燦爛」專題音樂會演出。 

（１） 本日在國樂院禮樂堂演出「晨曦燦爛」專題音樂會，出訪人員

上午出發前往表演場地，於 11 點整開始彩排，執行音響調校

及演出協調。 

（２） 午餐過後，於下午 2 時 30 分整著裝總彩排，國樂院亦安排專

業攝影師、錄影公司完整紀錄，作為後續宣傳露出使用。 

（３） 晚間 7 時 30 分觀眾入場，此次交流是臺灣國樂團歷年來規模

最大的一次韓國公演，駐韓國臺北代表部唐殿文代表伉儷連袂

出席、代表部新聞組江嘉祥副組長、教廷大使 Alfred Xuereb、

巴拉圭 Raul Silvero Sil Vagni 大使、統一研究員院閔泰恩研究

委員、首爾教育大學 Kim,Gyeong-Seong 校長、韓國教育旅行

協會金朝寧會長、韓國中國學會 Kim,Seung-UK 會長、外國語

大學林大根教授等貴賓皆出席本場音樂會，為此次交流合作給

予鼓勵與支持。 

（４） 晚間 8 時整正式演出，由韓國音樂評論家、音樂人類學博士玄

璟彩教授擔任引言人，以中、韓雙語解說本次演出緣起、樂曲

內容、人員介紹等；演出結束後，本中心陳濟民主任與代表處

唐殿文代表至舞台區與全團人員致意，給予本場演出極高的評

價，最後，全團人員與貴賓共同合影留念，演出順利圓滿成功。 

5. 第 5 天：5 月 25 日（星期六）「音樂相遇‧聽見臺灣」文化交流音

樂會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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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日在國樂院禮樂堂演出「音樂相遇‧聽見臺灣」文化交流音

樂會，出訪人員上午出發前往表演場地，於 11 點整開始與國

樂院創作樂團共同彩排，執行音響調校及演出協調。 

（２） 午餐過後，於下午 1 時 30 分整著裝總彩排，依照節目演出順

序，完整彩排及換場，確認節目順暢無礙。 

（３） 下午 3 時 30 分觀眾入場，為增進臺韓雙方交流學習，國樂院

特別保留貴賓席，提供客席指揮江靖波及部分本團團員進場觀

賞演出。國樂院林宰沅院長、教育研究推廣金希鮮室長、演出

部門李在炯科長、學藝研究官朴正卿、民俗樂團音樂總監金泳

吉、民俗樂團樂長劉知淑等貴賓亦出席本場音樂會。 

（４） 下午 4 時整正式演出，由韓國音樂評論家、音樂人類學博士玄

璟彩教授擔任引言人，以中、韓雙語解說本次演出緣起、樂曲

內容、人員介紹等；演出結束後，本中心陳濟民主任與國樂院

林宰沅院長一同至舞台區與全體演出人員致意，給予本場音樂

會極高的讚賞，最後，全體演出人員與貴賓共同合影留念，演

出順利圓滿成功。 

（５） 演出結束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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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樂院林宰沅院長於座談會表

示：「在 107 年 11 月於臺灣演出結束後，我內心感動不已，

這次締結合作進行 3 年的文化藝術交流，是件相當具有深遠意

義的事情。很高興臺灣國樂團能來到韓國演出，這次我們以樂

會友，用優美旋律激盪美麗的火花，演出非常成功，也獲得多

方熱烈迴響，期盼我們 109 年再次相聚，讓彼此關係更加緊密，

共同提升臺韓傳統表演藝術的質量。」 

6. 第 6 天、第 7 天：5 月 26 日（星期日）至 27 日（星期一）「韓國非

物質文化遺產」文化參訪及體驗課程、搭機返回臺灣。 



 

9 

（１） 兩場音樂會演出後，為使本次出訪團員更深入認識韓國傳統文

化，並提供本團第 3 年 MOU 合作節目規劃之參考，本次特安

排出訪團員前往由韓國觀光公社所設立的 K-Style Hub（韓國文

化展示館），深入了解韓國的飲食文化、地區歷史、傳統工藝

等，並以虛擬實境互動，增加體驗多樣性。 

（２） 韓國共保有 20 個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世界無形遺產）包含

文化、音樂、舞蹈、儀式、風俗習慣等眾多領域3，透過音樂會

演出，使出訪人員實地了解韓國理樂、傳統歌曲、阿里郎民歌

等音樂文化，為了多方認識及理解，本次出訪特前往「藝術殿

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館（UNESCO）」、「泡菜文化館」、

「韓國民俗文化村」等地，安排文化體驗課程，供出訪人員學

習觀摩。 

（３） 於 5 月 26 日傍晚，本中心陳濟民主任搭乘中華航空班機返回

臺灣；5 月 27 日傍晚，其餘出訪人員抵達首爾仁川國際機場，

搭乘中華航空班機返回臺灣，於當日晚間 10 時 25 分抵達桃園

國際機場。 

7. 有關本案前置演出洽商行程表、演出交流活動行程表如附表 1、附表

2。 

三、演出內容 

  本案演出以文化對話為主題，第 1 場為本團專題音樂會，安排臺灣文化特色

的作品，向當地觀眾展現國樂團豐富多元之演奏能力，挑選了國樂團中具有代表

性的嗩吶、二胡以及揚琴等樂器演出協奏曲，演奏「傳統」與「現代」不同類型

的樂曲，同時也展現出臺灣不同族群的音樂風格，用國樂訴說臺灣最美的故事，

                                                 
3 韓國觀光公社官方網站 

https：//big5chinese.visitkorea.or.kr/cht/ATT/3_7_1_view.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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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本團藝術經理王乙聿特別為雙方 3 年合作計畫全新譜寫《阿里郎組

曲》，現場演奏時觀眾感動不已，結束散場時，部分觀眾哼唱阿里郎旋律，透過

翻譯人員得知，當地觀眾皆非常喜歡本次演出曲目，期盼下次再赴韓國帶來更多

更美麗的音樂。 

  第 2 場演出由本團與國樂院創作樂團聯合演出，以「音樂相遇‧聽見臺灣」

為主題，透過本團團員獨奏演出協奏曲，不僅向國樂院創作樂團展現本團藝術能

量，更為當地觀眾帶來耳目一新的全新感受，文化交流音樂會本團安排與韓國傳

統樂器相似的樂器擔任獨奏，由「笛子」、「二胡」、「笙」3 樣樂器演出描繪臺灣

之美的樂曲，節目的最後，安排兩團聯合演出具有臺灣傳統北管音樂元素的《北

管風》，前述樂曲由本團藝術經理王乙聿所作，採集臺灣家鄉每逢過年過節、神

明聖誕遶境時，穿梭在巷弄間的北管音樂作為創作素材，年節神明遶境換香的習

俗對作曲者來說，象徵新的開始，鄉民傳承的香火與神明慈悲的祝福，為家鄉帶

來一整年的豐收、平安與快樂。 

  本次演出無疑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文化交流，透過跨國的音樂對話，充分展現

兩國傳統藝術高水準質量，相信透過本次的出訪，不僅讓本團出訪人員深入認識

韓國傳統音樂，更能將臺灣傳統音樂之美與韓國分享，讓彼此關係更緊密。 

本案演出曲目如下： 

第 1 場－《晨曦燦爛》專題音樂會 

日    期：108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五） 8：00pm 

地    點：國樂院禮樂堂 

1、《臺灣追想曲》 蘇文慶 曲 

2、《客家音畫》（雙嗩吶協奏曲） 劉松輝 曲 

3、《抓狂》（二胡協奏曲） 王乙聿 曲 

4、《大武山藍》（揚琴協奏曲） 林心蘋 曲 

5、《阿里郎組曲》 王乙聿 編 

Encore《青花瓷》 周杰倫 曲、朱雲嵩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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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場－《音樂相遇‧聽見臺灣》臺韓交流音樂會 

日    期：108 年 5 月 25 日（星期六） 4：00pm 

地    點：國樂院禮樂堂 

1、《合奏曲 1 號》 金熙朝 曲 

2、《草螟弄雞公》（雙笛協奏曲）  陳中申 曲、金百讚 編 

3、《油紙傘下的回憶》（二胡協奏曲）  朱雲嵩 曲、金昌煥 編 

4、《跳大神》（奚琴協奏曲） 金英才 曲 

5、《鵝鑾鼻之春》（笙協奏曲） 盧亮輝 曲、金基範 編 

6、《北管風》 王乙聿 曲 

四、演出排練、演出音響調校事務 

  本案演出排練、音響調校由本團王乙聿藝術經理主責，把關本案演出品質及

藝術表現。值得未來改進的部分有以下幾點： 

1、本次《鵝鑾鼻之春》笙作品的排練，在樂譜部分與韓方的溝通是有落差的，

未來需要先與對方確認是否明白改編的內容及方向，調整的架構與提供音

樂是否與樂譜相同，因在排練當日為了樂譜的問題，花了大量的時間修改

調整編制，影響到排練效率。此外，韓方的指揮應該需要協助排練，因為

該場是韓方樂團協奏需要做中間的音樂語法上溝通。 

2、未來委託韓方創作改編前，需要先確認對方作曲家的能力及合適性，以避

免發生如本次原訂要編創的樂曲，由於韓方作曲家的不熟悉及工作量過大

無法負荷，導致出訪前才臨時更換樂曲，影響整體規劃進行。 

3、演出音響平衡方面，韓方場內音控室人員，有提供音響擴音配置圖，也同

意韓方人員的建議平衡，只針對聲部區塊音量上的微調，在協奏曲獨奏擴

音部分，只細微調整音場的效果，達到與樂團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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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席音樂家聯繫接待 

  本案特邀前 107 年 11 月本團與國樂院聯合演出之國際知名臺籍指揮─江靖

波擔任訪韓交流音樂會指揮，江指揮熟諳現代音樂與傳統國樂及韓式風格樂種，

對於本次交流合作在專業上有莫大助力。 

  此次訪韓演出行程於 107 年定案後，即請客席指揮預留檔期，期間客席指揮

積極協助雙方藝術交流、專業意見交換，韓方亦大表贊同。 

六、中心主任出訪重點內容 

  本中心主任抵達首爾後，除參加本團專題音樂會、臺韓聯合音樂會及演後座

談會之外，馬不停蹄拜會駐韓國臺北代表部、國樂院、首爾藝術中心、韓國民俗

文化村等單位及機構；觀摩國樂院之「周六名品演出」；文化參訪青溪川、泡菜

文化體驗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館、明洞藝術劇場《亂打秀》等。 

  駐韓國臺北代表部─唐殿文代表提及日後若返國述職，希望能到臺灣戲曲中

心參訪，並建議傳藝中心設計名品節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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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公關接待及行銷宣傳 

  本案由國樂院主責行銷宣傳相關事務，本團協助配合提供有關本案所有宣傳

資訊。108 年 3 月 29 日國樂院提供演出新聞稿供本團審閱，確認後進行新聞發

佈，並同步進行票券啟售。韓方並於本團 3 月前往韓國辦理前置演出洽商期間，

邀請本團劉麗貞團長代表錄製本案宣傳影片，宣傳內容包含臺韓雙方合作緣起，

介紹臺灣國樂團給予韓國喜愛音樂的觀眾，並推薦本音樂會特地為韓國觀眾所規

劃之獨特曲目，同時搭配本團錄影精華演出片段進行剪輯，宣傳影片於國樂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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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社群媒體（Facebook）等影音平臺進行宣傳發送。 

  為擴大宣傳效益，特別規劃韓國知名文化音樂雜誌「객석」（中譯為「客席

雜誌」），針對臺韓兩方演出之特色，以書面方式專訪本團團長及國樂院創作樂團

藝術總監暨指揮桂成源，並透過專訪讓韓國讀者瞭解本團在傳統音樂上所做的努

力、傳承、發展與創新。5 月 22 日本團抵達國樂院排練期間，規劃「Maeil Business 

News」（中譯為「韓國梅爾商業新聞台－每日經濟新聞」）以「希望藉由傳統音

樂使臺韓融合為一」為題，專訪本團劉團長，並前往兩團排練現場進行瞭解並拍

攝照片，藉由報導讓讀者一窺兩團的合作特色。5 月 22 日晚間劉團長前往 TBS

電臺「1013 信息港」節目進行特別專訪，透過主持人張玉安的訪問，聽眾更加

瞭解臺灣國樂團及樂團的音樂故事。 

  本中心與國樂院皆屬於國家級的文化機關，統籌規劃全國傳統藝術之維護、

調查、研究、保存、傳承與發展等工作，具有高度同質性，相較於韓國則有文化

體育觀光部下設文化財廳及國樂院進行傳統藝術的保存及傳承，藉由本次前往韓

國交流期間，5 月 23 日上午劉團長特地拜訪國樂院金希鮮室長，學習並瞭解在

地對於傳統藝術之傳承方案且如何透過教育推廣之法規推動進行保存之工作。 

八、票務處理 

  本案進行兩場次臺韓交流公演，5 月 24 日由本團演出專題音樂會，5 月 25

日則是本團與國樂院創作樂團兩團合作交流演出。兩場演出票券於 108 年 3 月

29 日啟售，票價為三等級：S 級為韓幣 3 萬元（約新臺幣 816 元）、A 級為韓幣

2 萬元（約新臺幣 544 元）、B 級為韓幣 1 萬元（約新臺幣 272 元），每場次提供

本團 40 張貴賓席運用，扣除場地技術、貴賓席、工作席等座位數，每場販售總

席次為 486 席，5 月 24 日觀眾人數為 397 人，售票率為 81.6％，5 月 25 日觀眾

人數為 435 人，售票率為 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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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文化參訪紀要 

（一）5 月 26 日參訪紀要 

  漫步一段青溪川的河岸步道後，韓國觀光公社設置的首爾中心 K-Style Hub

（韓國文化展示館），成為眾人目光聚焦之所在，全體團員由領隊陳濟民主任帶

領下依序進入參訪，繼續展開結合韓國時尚產業與傳統文化的體驗。 

  韓國觀光公社（Korea Tourism Organization，簡稱 KTO）隸屬於韓國文化體

育觀光部，主要的任務是活化韓國觀光、強化觀光產業競爭力、開發觀光資源、

養成與培訓觀光相關的專業人才等。韓國觀光公社在世界各地設有 31 間海外分

社，其中的韓國觀光公社臺北支社成立於 69 年，藉由和旅遊業者、媒體間密切

的合作和互動，增進臺灣民眾對韓國旅遊的瞭解，進而前往韓國旅遊。4 

    韓國觀光公社的首爾中心 K-Style Hub（韓國文化展示館），跳脫過去旅遊諮

詢中心大多是靜態資料展示提供資訊為主的模式，而是精心打造了集旅遊諮詢中

心與韓流體驗、韓食展示體驗、醫療觀光等於一身的互動式體驗館。各樓層簡介

如下： 

2 樓 旅遊諮詢中心：旅遊諮詢、醫療體驗區、VR 體驗區。 

3 樓 韓食展示館：節氣與歲時風俗展覽、韓食智慧展覽。 

4 樓 韓食體驗館：韓食體驗廣場、韓食教學廚房。 

5 樓 商品宣傳館：韓服體驗、手作 DIY、文創商品展示區。 

透過新穎的設施、時尚的內容，豐富的資訊與各種體驗，讓觀光客在互動的環境

中直接體驗並接觸，加深對韓國的認識，感受韓國文化的內涵！5 

  午餐後，全員集合在首爾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會館，進入 3

樓明洞藝術劇場聆賞知名的「NANTA（亂打秀）」。 

    亂打秀（韓語：난타）是一部音樂劇場的專業表演，表演包括了雜技、魔術、

                                                 
4 韓國觀光公社官網 

https://big5chinese.visitkorea.or.kr/cht/index.kto 
5 韓國觀光公社導覽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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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劇、默劇和現場觀眾互動。韓國傳統四物打擊貫穿始終，成功將傳統打擊樂與

現代表演形式相結合。劇情內容以 4 位廚師為主角，以廚房為場景，用鍋、碗、

瓢、盆、鏟、桶、碟、刀等等廚具為樂器，加上專業級的劇場燈光音響，穿插特

技拋碗甩碟，劇情緊湊、表演張力十足，部分段落夾雜韓式發音的英文單字，更

凸顯韓風招牌意象與更多劇場趣味，是一場完美融合創意與韓國傳統音樂，兼具

視覺與聽覺的饗宴。本次欣賞的座位是 2 樓大眾票價區的 A 席，如果可以坐在 1

樓，應該可以感受到更強烈的現場互動效果。 

    亂打秀採取時尚又親民的路線，從百老匯紅回亞洲，一直是韓國最熱門的劇

場表演之一。就本團而言，先前以結合傳統飲食文化的主題製作「寶島辦桌」國

樂劇場，深獲好評、文化意義意深遠，除了打擊樂之外彈撥樂器、擦絃樂器輪番

登場，展現出來的音樂敘事性更強。兩者皆為高水準的藝術的饗宴，語言不會造

成隔閡，讓所有國籍、年齡的觀眾都可以盡情享受表演。觀賞亂打秀演出，讓出

訪人員親炙激活傳統文化的佳作，成為最具觀摩與參照效益的參訪活動。 

    聆賞完「NANTA（亂打秀）」之後，全體步行穿越熱鬧的明洞大街，抵達首

爾市中區「Seoul Kimchi Academu（首爾泡菜文化體驗館）」，跟著電視主廚一起

製作傳統美味的韓國泡菜，全程提供中、韓雙語服務。韓國泡菜實作課程的教室

環境非常乾淨，器材、食物都分類整齊，現場提供韓式傳統服裝改良的圍裙，上

完課完成手工泡菜依然保持優雅、潔淨，並可以充分瞭解韓國道地美食的秘密。

大約 1 小時的課程之後，每一個人自己親手製作的泡菜在現場密封包裝，方便帶

回國與親朋好友一同分享，達到擴大與延續文化交流學習的效果！ 

（二）5 月 27 日參訪紀要 

  本日上午前往座落於首爾瑞草區文化中心的藝術殿堂，藝術殿堂是一個園

區，由歌劇院、中劇院、實驗劇場、音樂堂、美術館、書法博物館等場館組成，

另外，韓國首爾藝術大學亦座落於此，佔地幅員廣闊，出訪人員實地進到前廳、

觀眾區、舞台區等地方參訪，認識不同國家之藝術場館，並納入後續演出場地規

劃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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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殿堂的外觀也非常具有韓國傳統特色，歌劇院屋頂設計，是以韓國男性

傳統帽子－黑笠為設計理念，「黑笠」是韓國以前朝鮮時代只有通過科舉考試的

人才能戴的帽子，在現代中融合傳統，古典中求新意，與國樂院相望，儼然已發

展成現今首爾藝術重鎮。 

  下午則往首爾南方龍仁市，參訪已有 45 年歷史的韓國民俗村，民俗村依照

韓國地區特色展現朝鮮時代北部、中部、南部和島嶼地區的傳統建築，並經過專

家學者鑑定，完整復原當時百姓居住的民宅、衙門、教育機構、醫療機構、書院、

宗教建築等，讓出訪人員實地認識韓國歷史文化及體驗朝鮮時代的生活。 

  臺灣與韓國同樣具有亞太地區古老的文化傳承，多項韓國傳統樂器與本團所

使用之樂器皆非常相似，為讓出訪人員深入認識韓國傳統短簫，本次安排韓國傳

統工藝工作坊，透過韓國著名演奏家的器樂工作坊，讓出訪人員從頭開始學習製

作、綁繩及演奏短簫，相當富有教育意義且藉此學習到韓國傳統工藝、音樂文化，

大幅增加國際視野。 

十、人員旅運、食宿安排 

  本次安排住宿於首爾市瑞草區新羅舒泰酒店，地理位置近國樂院，週邊機能

亦符合本案需求。 

  本次因分兩批人員出訪，故旅運部分則分為 2 台交通車接駁，交通車皆為 5

年內性能良好座車，充分保障出訪人員交通安全。 

  餐點部分由國樂院協助代辦，除安排韓國當地特色料理外，亦安排於國樂院

食堂用餐，避免往返演出場地及餐廳，造成演出前舟車勞頓，以免影響演出品質。 

十一、樂器設備 

  此次樂器貨運承攬採購由長榮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承接，依契約規範時間 5

月 10 日提貨，並於 5 月 21 日送抵國樂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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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5 日演出完畢後，韓國貨運方 EZ KOREA 至國樂院提貨，依契約規範

時間 5 月 31 日送返臺灣國樂團。 

  長榮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此次以打棧板方式運送，加強了在機艙內固定的穩定

性，但也因部分樂器被放倒，送抵樂團後有損傷，已請有發現狀況的演奏員填寫

「樂器點交驗收單」，彙整後向長榮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提出賠償申請。樂器裝箱

表如附表 3。 

十二、前台事務 

  國樂院禮樂堂前臺平日為開放性空間，觀眾可於前臺索取相關演出之海報、

DM、專刊，瞭解藝術節目之介紹。針對本案演出國樂院特別於前臺搭設廣告

TRUSS，中間為《音樂相遇‧聽見臺灣》音樂會主視覺，左右兩側則分別為本

團此次特邀客席指揮江靖波及國樂院創作樂團指揮桂成源之照片圖像，強調宣傳

本案演出。 

  售票處位於入口處正前方，觀眾進入前臺即可前往售票處進行購票，售票處

於演出前 1 小時開放，觀眾可事先預訂票券現場取票，亦可現場購票。 

  此次交流是本團歷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韓國公演，5 月 24 日蒞臨本團專題

音樂會的貴賓眾多，如：駐韓國臺北代表部貴賓、韓國當地國會議員、專家學者、

藝文界代表、各國駐韓使節等均到場欣賞，給予此次交流合作鼓勵與支持；為增

進臺韓雙方交流學習，5 月 25 日交流音樂會安排此次客席指揮江靖波及部分本

團團員老師進場觀賞演出，另外，國樂院林宰沅院長、金希鮮室長、李在炯科長、

學藝研究官朴正卿、民俗樂團音樂總監金泳吉、民俗樂團樂長劉知淑等貴賓亦出

席本場音樂會，透過雙方藝術工作者的實質交流，大幅度提升臺、韓傳統表演藝

術的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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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後台事務 

  本團專場演出時，指揮總譜未及早放置於譜架上，以致指揮上台後又往側台

走，後台事務人員立即補送總譜上去；整體換場流程順暢，且國樂院技術人員相

當專業，完美配合本團演出。 

十四、宣傳海報及媒體報導 

  本次宣傳海報係由國樂院製作，以「音樂相遇‧聽見臺灣」為設計主軸，因

此背景上取自臺灣、韓國兩地特色或經典建築相互交疊，呈現雙方文化相互融

合，另外，主要視覺區域以黑膠唱片播放器為主體，讓雙方音樂家在唱片上，穿

著兩團團服演奏兩國傳統樂器，象徵雙方音樂家同台演出，相互交流，設計概念

簡單、清楚、明瞭，讓民眾一眼便能看出本場音樂會之重要與特殊性。 

  本次出訪宣傳及媒體報導踴躍，除了平面媒體外，亦有電台及藝文雜誌專

訪、網路媒體等管道，有效宣傳本案演出活動，本次平面媒體計 4 篇、專訪計 3

篇、韓國網路媒體計 7 篇、臺灣本地網路媒體計 2 篇，成果斐然。有關本案宣傳

海報及媒體報導如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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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活動心得及困境 

一、 活動心得： 

（一） 臺灣與韓國同樣具有亞太地區古老的文化傳承，本次巡演為本中心

重要國際交流活動，與國樂院簽訂 3 年 MOU 合作計畫，前於 107

年已邀請該院來臺演出，本年為執行第 2 年 MOU 計畫，在雙方共

同合作下完成 2 場文化交流音樂會，讓兩地音樂家與雙方樂團直接

合作，成功達到深度交流之目的，另外，雙方行政部門也分享彼此

的工作經驗，除了讓第 3 年合作更有默契外，亦對雙方處理團務工

作上更有實質助益。 

（二） 本中心與國樂院皆屬於國家級的文化機關，統籌規劃全國傳統藝術

之維護、調查、研究、保存、傳承與發展等工作，具有高度同質性，

本次參訪國樂院之餘，並前往首爾藝術殿堂，深入認識韓國對於藝

術專業及整體推動工作；國樂院為了讓外國旅客及當地民眾更認識

韓國傳統國樂，「週六名品演出」音樂會已持續舉辦超過 40 年，音

樂會中結合宮廷正樂、說唱藝術、傳統音樂、現代音樂、傳統舞蹈

等內容，除此之外，亦針對外國旅客舉辦器樂演奏工作坊，透過定

期課程，讓國人及外國人皆能更深入認識傳統國樂。 

（三） 承上，本中心陳濟民主任拜會駐韓國臺北代表部唐殿文代表時，代

表建議傳藝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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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本次演出共計 2 場音樂會，第 1 場由本團演出專題音樂會，展現臺

灣不同族群的音樂風格，取材自客家山歌、排灣族民謠等，展現臺

灣充沛國樂能量，第 2 場演出，則由本團與國樂院創作樂團共同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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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聯合演出多首不同風格的臺韓傳統樂曲，並挑選 3 首以臺灣素

材創作的協奏曲，由韓國優秀作曲家改編，如：以臺灣民謠改編的

《草螟弄雞公》、客家素材的《油紙傘下的回憶》、描繪美麗南臺灣

的《鵝鑾鼻之春》等，演出結束後廣受好評，國樂院亦表示希望能

再次演出《油紙傘下的回憶》，改由韓國傳統拉弦樂器－奚琴擔任主

奏，讓更多韓國民眾能聽到來自臺灣的音樂故事。另外，因本次演

出整體規模較大，未來類似規模之演出可多增派一名舞台工作人

員，以充分因應後台人力需求。 

（五） 為充分展現雙方合作默契，本案特邀 107 年 11 月本團與國樂院聯合

演出之國際知名臺籍指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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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本次演出邀請駐韓國臺北代表部唐殿文代表伉儷出席，亦透過代表

部邀請多國駐韓使節蒞臨，如梵諦岡（教廷國）、巴拉圭等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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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表示期待 109 年本團再度赴韓國演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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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本次「晨曦燦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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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會售票率皆超過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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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因各國文化不同，工作期程跟規劃方式亦有所不同，本次演出原

訂由國樂院創作樂團總監為本次演出譜寫新樂曲，業於前置演出洽

商時已召開作曲工作會議，商定交稿時間及節目內容，惟其後韓方

未能於原訂安排期程繳交樂譜，且經聯繫多次未果，為避免影響演

出品質及成果，經緊急討論後，於出訪前調整演出樂曲，並委請另

一位作曲家改編，順利克服困境，如期完成排練及演出工作。 

（二） 因兩國語言不同，雙方透過英文書信往來商討演出規劃，聯繫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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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演出內容及流程，惟於出訪時透過翻譯協助才得知雙方彼此認

知有落差，本次《鵝鑾鼻之春》笙作品的排練，在樂譜部分與韓方

的溝通是有落差的，導致排練當日為了樂譜的問題，花了大量的時

間修改調整編制，影響到排練效率。 

（三） 承上，為順利排練及演出，經緊急溝通協調後，本團演奏團員展現

高度專業水準，排練時身兼數職，除了獨奏演出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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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文化部施政重點，以「越在地、越國際」的精神，建立臺灣文化主體性，

並持續與無形文化資產結合6，推展臺灣傳統文化進入國際。 

  文化是長期永續的工作，扣合本中心「跨藝匯流‧傳統入心」跨域加值計畫，

持續培育傳統音樂人才，發掘臺灣優秀作曲人才，以臺灣文化底蘊為根基，臺灣

風景人文為創作背景，持續為臺灣發聲，落實「越在地、越國際」的精神，未來

持續推薦國人優秀作品至國際，提高臺灣藝術能見度。 

  除此之外，本團將持續與臺灣重要傳統表演藝術結合，如：傳統歌仔戲、布

袋戲、節慶及飲食文化、原住民傳統音樂等面向，呈現嶄新的傳統藝術表現風貌，

與本國無形文化資產結合，合力弘揚傳統音樂文化特色，將臺灣傳統藝術之美推

展至國際。 

二、朝「多面向拓展文化外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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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文化部 108 年施政計畫 

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list_2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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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本中心所屬園區當作發展基地，策辦高品質臺灣傳統表演藝術演出，持續

推動傳統藝術展演交流，培養臺灣傳統藝術欣賞消費人口。 

  本中心為推展傳統藝術，培育傳統藝術人才的專責機構，本次參訪國樂院時

發現，國樂院持續定期舉辦「名品演出」，結合宮廷正樂、說唱藝術、傳統音樂、

現代音樂、傳統舞蹈等內容，讓來訪遊客、外國旅客、當地民眾更認識韓國傳統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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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高雄傳藝園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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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臺灣傳統藝術發展

面貌，也融合傳統與當代、本土與國際，豐富演出多元化樣貌，相信能穩定且持

續推廣優質傳統藝術。 

  未來，亦可持續規劃邀請國內外各地傳統藝術演出團體，前來本中心所屬 3

個園區舉辦演出活動、工作坊、講座等活動，供國內民眾有寬廣的視野，提升國

際觀，並期許可與國際合作，結合不同元素，提升臺灣藝術文化於國際舞台之能

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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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附表 

附表 1：本案前置演出洽商、場地技術協調及宣傳行程表 

日期 行程 地點 

3 月 20 日 

（星期三） 

搭機前往首爾 

中華航空 CI 148 

桃園 13：25→首爾 16：50 

臺北→ 

首爾 

3 月 21 日 

（星期四） 

拜會國樂院院長、藝術總監洽商 2019 演出節目細

節，2020 年演出節目規劃會議。 

2019 演出技術工作會議，實地勘查演出場地當地借

用樂器數量及清單。 

 

3 月 22 日 

（星期五） 

委託作編曲工作會議，確認編曲內容符合本團所需。 

拜會當地駐外單位，宣傳本次音樂會訊息。 
 

3 月 23 日 

（星期六） 

團隊住宿及餐食地點之場地勘查；細部活動日程及各

項演出活動進行之動線勘查。 

韓國國樂院演出既概況簡報，了解國樂院多元演出風

格，廣納 2020 演出節目之參考。 

 

3 月 24 日 

（星期日） 

搭機返回臺北 

中華航空 CI 9067 

首爾 16：20→桃園 18：15 

首爾→臺北 

 

附表 2：本案演出交流活動行程表 

日期 行程 地點 

5 月 21 日 

（星期二） 

第一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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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2 日 

（星期三） 

上午：國樂院環境導覽、兩團聯合排練 

下午：兩團聯合排練、新聞台專訪 

晚上：國樂院歡迎座談會、電台專訪宣傳 

國樂院禮樂

堂 

5 月 23 日 上午：兩團聯合排練 國樂院禮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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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行程 地點 

（星期四） 下午：舞台擺設調整、演出技術會議 

晚上：本中心陳濟民主任及第二批演職人員抵達韓國 

堂 

臺北→ 

首爾 

5 月 24 日 

（星期五） 

上午：音響調校 

下午：「晨曦燦爛」專題音樂會總彩排 

晚上：「晨曦燦爛」專題音樂會演出 

 

5 月 25 日 

（星期六） 

上午：音響調校 

下午：「音樂相遇‧聽見臺灣」文化交流音樂會總彩

排、演出 

晚上：演後座談會 

 

5 月 26 日 

（星期日） 

上午、下午：文化參訪 

參訪韓國文化組織：K-Style Hub（韓國文化展示

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館（UNESCO）」、「泡

菜文化館」 

晚上：本中心陳濟民主任搭機返回臺北 

首爾 

5 月 27 日 

（星期一） 

上午、下午：文化參訪 

參訪韓國文化組織：「藝術殿堂」、「韓國民俗文

化村」 

晚上：搭機返回臺北 

首爾→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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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管樂-1 

崔洲順 

石瑞鴻 

劉貞伶 

嗩吶*2、管*1、嗩吶包*2 

工具箱*2、置笛盤*7 

特殊高度譜架*4、胡琴備弦 14 套 

2.  41 管樂-2 徐翠芳 
中音排笙*1、X 型架*1、 

置物桌台*1、吹嘴*1、工具袋*1 

3.  43 管樂-3 蘇息玄 低音排笙、吹嘴*1 

4.  45 弦樂-1 

王均寧 

楊珮怡 

葉文萱 

胡琴*11、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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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箱號 樂器箱 裝點負責人 內容說明 

5.  5 弦樂-2 
高孟嵐 

張雯溶 
中胡*4 

6.  39 弦樂-3 邱婉怡 革胡*1、弓*1 

7.  34 弦樂-4 鄧惠文 革胡*1、弓*1 

8.  36 弦樂-5 林怡君 革胡*1、弓*1 

9.  13 弦樂-6 呂建忠 倍革胡*1、弓*1 

10.  14 弦樂-6 陳律貝 倍革胡*1、弓*2 

11.  19 彈撥-1 
林明慧 

范程量 
揚琴*2、樂譜*40 

12.  18 彈撥-2 
姚碧青 

許慧珊 

揚琴架*2、三弦*1、譜板*40 

古箏*1、古箏架*2 

13.  3 彈撥-3 

王琇媜 

王乙曲 

林靜慧 

琵琶*2、小阮*1、樂器架*3、腳踏墊*1 

14.  6 彈撥-4 

黃溫配 

姚碧青 

劉紫晴 

中阮*2、小阮*1、樂器架*3 

15.  1 彈撥-5 
賴佑青 

林意容 
大阮*2、樂器架*2 

16.  33 彈撥-6 許慧珊 豎琴 

17.  7 打擊-1 林雅雪 排鼓*6、小堂鼓*1、Tom-tom*2 

18.  23 打擊-2 
黃純鈴 

林雅雪 

踩腳鼓*1、落地鼓*1、爵士鼓配件袋*1 

鈸袋*1、桌板*4、雲鑼 1 

19.  24 打擊-3 張  旭 低鑼*1、鑼架*1、止音器*1 

20.  29 打擊-4 
林君庭 

張  旭 

小軍鼓*1、小鐵琴*1、X 架*1、黑袋*1 

樂器架*20、爵士鼓椅*1、木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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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主視覺及相關宣傳露出紀錄 

活動主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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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露出紀錄 

1.韓國音樂（MUSIC）雜誌 108 年 5 月號 

  

 

2.韓國評論（Review）雜誌 108 年 5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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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韓國客席（Auditorium）雜誌 108 年 5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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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韓國音樂教育報 108.5.1 報導 

 

 

5.每日經濟新聞 108.5.24 國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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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韓國財經新聞 108.4.30 

  

 

7.首爾經濟報 108.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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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首爾 Newspim 報導 108.5.24 

  

 

9.漢陽新聞網 108.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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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韓國非常經濟新聞網 108.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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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Move 雜誌 108 年 5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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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首爾 Newsis 新聞網 108.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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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臺灣新生報 108.5.21 

 

 

14.中國時報新聞網 108.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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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影像紀錄 

  
前置宣傳期，赴國樂院拜會院長及代表。

（108.03.21） 

前置宣傳期，赴國樂院實地場勘確認設備及

舞台狀況。（108.03.21） 

  
前置宣傳期，赴國樂院召開技術會議。

（108.03.21） 

前置宣傳期，赴國樂院召開企劃、宣傳會議。

（108.03.21） 

  

前置宣傳期，拜會韓國臺北代表部唐殿文代

表。（108.03.22） 

前置宣傳期，與韓國臺北代表部唐殿文代

表、江嘉祥副組長合影。（108.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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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宣傳期，劉麗貞團長接受國樂院專訪錄

影。（108.03.23） 

前置宣傳期，欣賞國樂院《週六名品宴》音樂

會，作為後續節目規劃參考。（108.03.23） 

  

前置宣傳期，欣賞國樂院《週六名品宴》音

樂會，作為後續節目規劃參考。（108.03.23） 

前置宣傳期，拜會國樂院創作樂團桂成源總

監。（108.03.23） 

  

第一批出訪人員抵達國樂院，全體人員合影

留念。（108.05.22） 

與國樂院同仁召開演前工作會議。（108.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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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劉麗貞團長介紹本次合作演出之團員，

讓國樂院音樂家認識。（108.05.22） 
交流音樂會《北管風》排練實況。（108.05.22） 

  

交流音樂會《北管風》排練實況。（108.05.22） 交流音樂會《油紙傘下的回憶》排練實況。

（108.05.22） 

  

交流音樂會《草螟弄雞公》排練實況。

（108.05.22） 
交流音樂會《鵝鑾鼻之春》排練實況。

（108.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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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梅爾商業新聞台專訪臺灣國樂團劉麗貞

團長，藉由報導讓讀者一窺兩團的合作特

色。（108.05.22） 

劉麗貞團長前往 TBS 電臺「1013 信息港」節

目進行特別專訪，讓聽眾更加瞭解臺灣國樂團

及樂團的音樂故事。（108.05.22） 

  

國樂院工作同仁於當天工作前召開工作會

議。（107.05.23） 

劉麗貞團長特地拜訪國樂院金希鮮室長，學習

並瞭解在地對於傳統藝術之傳承方案且如何

透過教育推廣之法規推動進行保存之工作。

（107.05.23） 

  

交流音樂會《北管風》排練，第 2 天排練實

況。（108.05.23） 
交流音樂會《草螟弄雞公》排練，第 2 天排練

實況。（108.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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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音樂會《草螟弄雞公》排練，第 2 天排

練實況。（108.05.23） 

本中心陳濟民主任拜會韓國臺北代表部唐殿

文代表，致贈中心紀念品。（108.05.24） 

  

本中心陳濟民主任與韓國臺北代表部唐殿文

代表、江嘉祥副組長合影。（108.03.22） 

本中心陳濟民主任參訪國樂院，認識場館機能

及設備。（108.05.24） 

  

本中心陳濟民主任參訪國樂院，認識場館機

能及設備。（108.05.24） 

本中心陳濟民主任參訪首爾藝術殿堂，認識

場館機能及設備。（108.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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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陳濟民主任參訪首爾藝術殿堂，認識

場館機能及設備。（108.05.24） 

本中心陳濟民主任拜會國樂院林宰沅院長、

朴正卿學術研究官。（108.05.24） 

 
 

本中心陳濟民主任拜會國樂院林宰沅院長，

致贈中心紀念品。（108.05.24） 

「晨曦燦爛」音樂會《抓狂》彩排實況。

（108.05.24） 

  

「晨曦燦爛」音樂會彩排實況。（108.05.24） 「晨曦燦爛」音樂會《客家音畫》彩排實況。

（108.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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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燦爛」音樂會彩排實況，主持導聆人

玄璟彩教授。（108.05.24） 

「晨曦燦爛」音樂會《大武山藍》彩排實況。

（108.05.24） 

  
「晨曦燦爛」音樂會彩排實況。（108.05.24） 「晨曦燦爛」音樂會演出前台實況，本團劉麗

貞團長向唐殿文代表介紹國樂院創作樂團總

監。（108.05.24） 

  

「晨曦燦爛」音樂會演出前台實況，本團劉

麗貞團長向陳濟民主任介紹國樂院創作樂團

總監。（108.05.24） 

駐韓國臺北代表部唐殿文代表伉儷（右 1、右

2）與本中心陳濟民主任（左 2）、本團劉麗貞

團長（左 1）、國樂院林宰沅院長（中）於演

出前臺主題背板合影。（108.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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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燦爛」音樂會演出前台實況，本中心

陳濟民主任與韓國外國語大學林大根教授致

意。（108.05.24） 

「晨曦燦爛」音樂會演出前台實況，本中心陳

濟民主任與梵蒂岡駐韓國大使致意。

（108.05.24） 

  

「晨曦燦爛」音樂會演出結束後，駐韓國臺

北代表部唐殿文代表與外國駐韓使節致意。

（108.05.24） 

「晨曦燦爛」音樂會演出結束後，本中心陳濟

民主任與本團團員致意。（108.05.24） 

  

「晨曦燦爛」音樂會演出結束後，指揮、導

聆與貴賓合影留念。（108.05.24） 

「晨曦燦爛」音樂會演出結束後，全體貴賓與

演出團員共同合影留念。（108.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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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相遇‧聽見臺灣」交流音樂會彩排實

況。（108.05.25） 

「音樂相遇‧聽見臺灣」交流音樂會《草螟弄

雞公》彩排實況。（108.05.25） 

  

「音樂相遇‧聽見臺灣」交流音樂會《油紙

傘下的回憶》彩排實況。 （108.05.25） 

「音樂相遇‧聽見臺灣」交流音樂會《鵝鑾鼻

之春》彩排實況。（108.05.25） 

  

「音樂相遇‧聽見臺灣」交流音樂會彩排實

況。（108.05.25） 

為增進臺韓雙方交流學習，5 月 25 日臺韓兩

團演出專場，本團部分團員老師進場觀賞演

出，演出前於前臺與劉麗貞團長合影。

（108.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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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相遇‧聽見臺灣」交流音樂會演出結

束後，本團團員與國樂院團員合影。

（108.05.25） 

「音樂相遇‧聽見臺灣」交流音樂會演出結束

後，本團團員與國樂院團員合影。（108.05.25） 

 
 

「音樂相遇‧聽見臺灣」交流音樂會演出結

束後，全體貴賓與演出團員共同合影留念。

（108.05.25） 

「音樂相遇‧聽見臺灣」交流音樂會演出結束

後，團員協助收整樂器。（108.05.25） 

 
 

「音樂相遇‧聽見臺灣」交流音樂會演出結

束後，團員與當地記者交流。（108.05.25） 

演後座談會國樂院林宰沅院長致詞。

（108.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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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後座談會國樂院桂成源總監致詞。

（108.05.25） 

國樂院致贈韓國傳統樂器予本中心留存。

（108.05.25） 

  

國樂院致贈出版品及文創商品予團員留存。

（108.05.25） 

本中心陳濟民主任代表致詞。（108.05.25） 

  

本團劉麗貞團長代表，介紹本團演出專輯致

贈予國樂院。（108.05.25） 

演後座談會玄璟彩教授與本次交流音樂會作

曲家們合影。（108.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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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參訪－全體出訪人員參訪韓國觀光公社

所設立的 K-Style Hub（韓國文化展示館）。

（108.05.26） 

文化參訪－全體出訪人員參訪首爾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館。（108.05.26） 

  

文化參訪－首爾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館非無質

文化遺產證書。（108.05.26） 

文化參訪－首爾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館大堂歷

史簡介。（108.05.26） 

 
 

文化參訪－觀摩韓國亂打秀，為本團《寶島

辦桌》音樂劇演出之參考。（108.05.26） 

文化參訪－出訪團員親自製作韓國泡菜，體

會韓國傳統泡菜醃製文化。（108.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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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參訪－本中心陳濟民主任參訪韓國民俗

文化村（韓國傳藝中心）。（108.05.24） 

文化參訪－出訪團員參訪韓國民俗文化村

（韓國傳藝中心）。（108.05.27） 

  

文化參訪－出訪團員體驗韓國傳統短簫製作

工作坊，開始前傳統工藝、音樂家示範演出。

（108.05.27） 

文化參訪－出訪團員體驗韓國傳統短簫製作

工作坊。（108.05.27） 

  

文化參訪－韓國傳統音樂家教授出訪團員演

奏短簫技巧及方法。（108.05.27） 

文化參訪－韓國傳統音樂家教授出訪團員演

奏短簫技巧及方法。（108.0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