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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配合國家南向政策，由NTSO室內樂團前往泰國僑校進行教育推廣，讓臺灣音

樂文化藉由教育傳承，落實文化交流。由樂團首席領銜的弦樂四重奏，精心挑選多

首臺灣民謠改編與經典古典樂曲，呈現國臺交最專業的一面。 

音樂文化活動就海外僑校是相對比較缺乏的資源，如能有臺灣的音樂團體前來

教學及展演必對僑校的學生有相當的傳承及啟發。本次出訪泰國中華國際學校與泰

國-台灣(BDI)科技學院，將樂團推廣文化平權之精神與海外僑界共襄盛舉。 

本團為文化部的音樂專業樂團，除專業的音樂演出外，更致力於音樂活動的推

廣與教育，此活動安排本團弦樂四重奏菁英前往演出及推廣教學，在政府推動「新

南向政策」之際，讓臺泰之間不僅經貿開發成長，更深植文化互動交流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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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海外僑校建構適性發展、快樂學習、人文關懷的友善校園，推展多元智慧、

心繫臺灣、胸懷國際的教學方針，而音樂活動則是海外學校相對比較缺乏的資源，

如能有臺灣的音樂團體前往教學及展演必對僑校的學生有相當的傳承及啟發。繼 

「2018 NTSO 印尼僑校服務」出國計畫後，本團持續規劃越南、菲律賓及泰國等僑

校推廣演出，讓臺灣音樂文化藉由教育傳承，落實新南向文化交流。 

一、僑校環境情勢與現況 

（一）泰國中華國際學校（Thai-Chi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是一所位於曼谷近

郊北欖府地區從幼稚園到高中的國際學校。該校創立於1995年初期由中華民國政府

出資興建並於1998年由我國僑務委員會時任主任委員焦仁和先生主持剪綵儀式，是

一所專為服務在泰國投資的台商家庭及子女而設立之僑校。另一個目的是在海外推

廣中華文化。 

目前泰國中華國際學校已躍升為當地前十大國際學校主要以英文授課及設計學

習內容，中文課程遵循中華文化和教育體系的方法和價值觀。此外，學校也教授泰

語，有助於促進台灣和泰國之間的經濟關係和文化交流，發展至今日超過660名學

生40名美籍及加拿大籍教師、14位台灣籍教師與8位泰國籍教師之規模。 

（二）泰國-台灣(BDI)科技學院(Thai-Taiwan (BDI) Technological College)是泰國

唯一由在地台商開辦的技職學院，由汽機車零件製造商盤谷鑄造（BDI）集團創辦

人張聚麟先生創建成立於2001年每年招收約240位泰籍學生提供有模具、電工、會計、

電商、電動車五個科系。學生多為泰北孤軍後代，透過學校技職培訓已陸續接軌當

地超過60家企業，並持續依企業需求由BDI學院推薦優秀學員以彰顯建教合作畢業

即就業，至今已培育超過三百名技術人才進入當地的台、日、泰商工作。 

二、參訪緣由與目的 

（一） 以音樂為出發，建立與新南向國家藝術文化交流：透過音樂會演出，建立

且促進臺灣與國際間文化互動，藉以相互提升本國能見度及散播軟實力，

以利持續茁壯臺灣音樂文化之國際品牌。 

（二） 開拓國際視野並與世界接軌：音樂是世界共通的語言，將透過本活動的舉

辦，展現臺灣樂團的高水準，讓海外的音樂專家學者及觀眾透過藝術表現

的肯定，進一步的增加對臺灣的面向，產生認識與認同，藉此將臺灣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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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進步與發展向外傳遞遠播。 

（三） 散播臺灣音樂教育種子至海外：本次安排由樂團謝佩殷首席領導之弦樂四

重奏前往泰國曼谷兩所與臺灣密切關聯技職學院及國際學校，除了辦理解

說式音樂會外，更與泰國中華國際學校弦樂團進行排練，樂團老師細心指

導該校學生聚精會神最後於隔日音樂會最後一曲以齊奏方式演出布蘭登堡

協奏曲獲得滿堂彩拉近彼此距離分享對音樂喜愛與熱情，成功散播本團樂

較推廣神聖使命至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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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安排及演出相關 
一、行程表 

 

    (一)、僑校活動總表 

 
日期  內容  起訖地點  天數  備註  

11/22(三)  出發  臺灣→泰國  第1天  赴駐泰國台

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文化

組 

11/23(四)  排練  泰國中華國際學校

場地勘查及租借大

提琴&排練  

第2天  泰國中華國

際學校 

11/24(五)  演出  泰國中華國際學校  

音樂會  

第3天  泰國中華國

際學校 

11/25(六)  演出  泰國臺灣BDI科技

學院 音樂會  

大提琴歸還 

第4天  泰國臺灣BDI

科技學院 

11/26(日)  回程  泰國→臺灣  第5天  返回臺灣  

泰國時間為臺灣時間減去1小時 

     

 

(二)、音樂會流程表 
  

เวลา 時間 รายการ 項目 ผูร้บัผดิชอบ 負責人 

08:30-09:30 น. 
วงดนตรซีอ้มการแสดง 樂團禮堂彩排(不開放觀眾) 

รูจ้กัดนตรซีมิโฟนี  教室課程:如何欣賞交響樂   
  อาจารยไ์พศาล 

10:00 น. เร ิม่กจิกรรม 活動開始 

พธิกีร 主持人 :  

 翁詩寒老師 

 李岳霖老師 

10:00-10:20 น. 

ผูบ้รหิารกลา่วเปิดพธิี 長官致詞    

- 安排謝首席最後致詞 

- 致詞結束後先行下舞台準備 

- 主持人開場 

- 邀請樂團老師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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เวลา 時間 รายการ 項目 ผูร้บัผดิชอบ 負責人 

10:20-11:20 น. 

เร ิม่การแสดง  表演時間 無中場休息 

1. 滿山春色／陳秋霖 (李哲藝 編)   

2. 茉莉花／民謠 (李哲藝 編)  

3. La Comparsita／Gerardo Matos Rodríguez  (李哲藝編) 

4. 在水一方／林家慶 (周宏德編)  

5. 相思河畔／泰國民謠 (周宏德編)  

6. 外婆的澎湖灣／葉佳修 (李哲藝編)  

7. 夜來香／黎錦光 (李哲藝編)  

8. 月亮代表我的心／翁清溪 (Matthew Naughtin 編) 

9. 鼓聲若響／陳昇 (李哲藝編) 

10. Love at Sundown ／Bhumibol Adulyadej (王昱尹編) 

พธิกีร 主持人 : 

翁詩寒老師 

李岳霖老師 

11:30 -12:15น. 
เร ิม่การแสดง  表演時間 

泰國當地特色舞蹈團體  

12:20 -12:30น. 

 

活動結束閉幕(含致贈紀念品及拍照) 

พธิกีร 主持人 : 

翁詩寒老師 

李岳霖老師 

12:30 -13:30น 
 

與校方及貴賓長官們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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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出國人員名單 

 

編號 樂器別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1 小提琴 謝佩殷 Pei-Yin Hsieh 

2 小提琴 王昱尹 Yu-Yin Wang 

3 中提琴 蕭惠珠 Hui-Chu Hsiao 

4 大提琴 陳廷瑋 Ting-Wei Chen 

5 行政人員 范振聲 Chen-Shen Fan 

三、音樂會演出內容 

（一）演出曲目 

1. Eine kleine Nachtmusik, K. 525／ W.A. Mozart 

2. 滿山春色／陳秋霖 (李哲藝 編) 

3. El Choclo／Ángel Villoldo (李哲藝 編) 

4. 茉莉花／民謠 (李哲藝 編) 

5. 小夜曲 ／MiMiYang 編 

6. La Comparsita／Gerardo Matos Rodríguez (李哲藝編) 

7. O Sole Mio／Rinaldodi Capua (Thorp 編) 

8. TicoTico／Zequinhade Abreu (Thorp 編) 

9. 在水一方／林家慶(周宏德編) 

10. 相思河畔／泰國民謠(周宏德編) 

11. 外婆的澎湖灣／葉佳修(李哲藝編) 

12. 夜來香／黎錦光(李哲藝編) 

13. 鼓聲若響／陳昇(李哲藝編) 

*後有加演月亮代表我的心弦樂四重奏版 

 

（二）講解音樂會曲目介紹 

1. 滿山春色 

滿山春色寫於1939年，曲風青春熱情，表達熱戀男女相偕出遊的愉快心

情。 

2.茉莉花 

茉莉花是中國民歌，最早源於清朝乾隆年間，最初名為《鮮花調》。《茉

莉花》在中國有多個版本流傳，台灣版本的茉莉花很有可能是之後海外版

本傳回來的。1793年馬嘎爾尼（George Macartney）率領英國使團訪華時，

把此首民歌帶回了歐洲，義大利歌劇作曲家普契尼，爾後也在其著名歌

劇杜蘭朵《Turandot》加入了此旋律。 

3. La Comparsita 

La Comparsita的作曲者是烏拉圭的音樂家吉拉度（Gerardo Matos 

Rodríguez）於1916年所寫，一開始的版本是沒有歌詞的，後來由Pasc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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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ursi 及 Enrique Pedro Maroni填詞，這首曲子才廣為流傳至今。吉拉度

當時是一位18歲建築系的學生，他這首曲子的曲風原本是「烏拉圭嘉年

華進行曲」，當時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他請一位朋友幫忙，約在一間咖

啡廳把他的曲子拿給探戈樂團指揮Roberto Firpo看，這位指揮看完後，馬

上將自己兩首探戈曲子《La gaucha Manuela》及《Curda completa》加入其

中，也造就了此曲有了探戈的元素 

4. 在水一方 

《在水一方》由瓊瑤填詞，林家慶譜曲，這首歌是瓊瑤1975年時為她的電

影《在水一方》譜寫的同名主題歌，由江蕾原唱。1980年，鄧麗君翻唱了

這首歌並將其收錄於同名專輯《在水一方》中，從此，《在水一方》紅

透了大江南北。 

5. 相思河畔 

《相思河畔》改编自泰国民歌《Chut Yuen Khwam Rak》，後來被鳳飛

飛、陳淑樺、蔡琴、陳百強等眾多歌手所演繹。 

6.外婆的澎湖灣 

此曲與詞為葉佳修老師所創作，原唱者為歌手潘安邦先生。 

葉佳修老師所創作的民歌約莫千首，他製作的專輯也在西元1993年被評為

台灣百張流行音樂最佳專輯。 

歌手潘安邦出生於澎湖，因緣際會與葉老師相識為友因此譜寫了這首曲

子。 

歌詞是在描述澎湖灣的景色和潘安邦兒時與外婆一起生活的回憶。 

7.夜來香 

由黎錦光老師創作的華語經典歌曲。 

西元1994年首次發表，原唱為日本籍歌手李香蘭。最有名為西元1978年由

鄧麗君所錄的版本。 

8.月亮代表我的心 

孫儀作詞、翁清溪作曲 

此曲為翁老師於美國求學期間所創作的，回台後才由好友孫儀老師填

詞。最先由歌手陳芬蘭所錄唱，在西元1977年經由鄧麗君重新演唱後就廣

為流傳。 

曲調委婉動人，歌詞淺白，卻蘊含著真切情意。 

9.鼓聲若響 

此曲由成立新寶島康樂隊歌手陳昇所創作。 

歌詞是非常悲情的，道盡所有音樂人成名前的辛酸，但因曲風為拉丁恰

恰，在舞臺上總是以歡樂的方式呈現，所以是一首跨年演唱會必唱用拉

丁語開場的台語high歌。 

10. Love at Sundown 

Love at sundown我想是在泰國這裡，最受歡迎的歌曲之一，他是由泰王蒲

美蓬1946年所創作的歌曲。泰王蒲美蓬不僅是爵士薩克斯風樂手，還會演

奏單簧管、小號、吉他和鋼琴，除此之外他更是一名作曲家。這首曲

子，也在「天賜的禮物」電影中，以充滿溫暖與愛為代表的劇情中，再

次送到每一位人民的心裡。 

 



7  

 

（三）演出單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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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司令部、臺灣省藝術

建設協會、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文化處及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等單位，101 年 5 月改隸文化部。團址座落於臺中霧峰，是擁有完

整軟硬體的全方位音樂團體。 

    七十多年來，在歷任團長的奠基，與現任團長劉玄詠的推展下，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累積豐富的演奏經驗，受邀與本團合作演出的

國際團隊及音樂家不計其數。 

    108 年起，國際知名音樂家水藍先生再度受邀擔任本團首席客席

指揮，與劉團長共同合作，推動國立臺灣交響樂團「精進技藝、傳

統創新、教育扎根、美學推廣」的任務，提昇全民音樂生活，讓音

樂就如同空氣、水、陽光一般的在你我身邊。 

 

（四）音樂家簡介： 

小提琴/謝佩殷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樂團首席。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兼任助理教

授。羅格斯紐澤西州立大學(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音樂藝術博士。 

就學期間即累積了豐富的樂團經驗，曾入選亞洲青年管弦樂

團 (Asian Youth Orchestra)、Eastman Philharmonia，太平洋音樂

節(Pacific Music Festival)。歸國後，甄選為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樂團首席。與該團演出多首小提琴協奏曲。 

在室內樂方面，曾與今井信子、曾耿元、鄭明和、簡碧青、

黃俊文、Peter Schmidl合作，皆深獲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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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王昱尹 

國立維也納音樂暨表演藝術大學小提琴、指揮雙碩士第一

獎；國立維也納音樂暨表演藝術大學小提琴 Postgraduales 

Studium文憑 (最高演奏文憑 )；德國弗萊堡音樂院指揮 

Advanced Studies學位(最高指揮文憑)第一獎。小提琴師事

前維也納愛樂首席Rainer Küchl、指揮師承Mark Stringer與

Lutz Köhler。現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表演藝術組

樂團指揮博士班，師事廖嘉弘教授。 

曾任職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助理指揮。現任職國立臺灣交響

樂團樂團第二小提琴副首席。 

 

中提琴/蕭惠珠 

高雄人，主修中提琴，在臺師事趙妙雯老師、陳恆明老師。 

1998 年 前 往 德 國 並 考 取 國 立 科 隆 音 樂 學 院 跟 隨 中 提 琴

Prof.Matthias Buchholz教授習琴。 

2002年獲得參與德國聯合多所音樂院獎學金音樂比賽第一名

佳績。 

2003年畢業於德國國立科隆音樂學院獲得藝術家碩士文憑。 

2004-2006年擔任德國杜塞爾多夫交響樂團代理職位中提琴手，

2006年德國國立科隆音樂學院最高級演奏文憑博士班畢業。 

現任國立臺灣交響樂團中提琴首席。任教於雙十國小、台中

二中、台中教育大學。 

 

大提琴/陳廷瑋 

 

陳廷瑋生於臺南，先後就讀於國立維也納音樂暨表演藝術大

學、蘇黎世音樂大學和德國德特蒙音樂大學，並於2014年取

得最高演奏博士文憑。演出足跡遍及奧地利、西班牙、瑞士、

德國和臺灣。 

回國後積極參與各種的演出，目前任職於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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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音樂會演出場地介紹 

(一) 泰國中華國際學校（TCIS）： 

泰國中華國際學校（TCIS）成立於 1995 年，是一所採用美國教育體制的國際學校。

全校目前從幼兒園到高中的學生人數約為 660 人。 

TCIS 是目前曼谷排名前十的國際學校，提供了美國課程及百分之百美式英語的教

學。學校目前的師資群包含了 40 多位美國籍和加拿大籍教師、14 位臺灣籍教師及 8 

位泰國籍教師。本校課程通過了美國教育單位（WASC）的認證，並提供多門大學先

修課程（AP 課程）。 

除了英語課程之外，全校學生每日皆須修習中文及泰語課程。本校歷年畢業生多錄取

北美、亞洲及歐洲的知名大學。 

TCIS 為一所經美國、臺灣及泰國教育部認證之學校，且為東亞國際學校行政研討會

（EARCOS）之成員。 

TCIS是由泰中國際學校教育基金會創立的。學校的主要目的是教育父母是泰國投資者

的孩子。 另一個目的是在海外弘揚中華文化。 

學校成立的宗旨為提供扎實且完善的美國教育體系及課程，以期許鞏固學生的美式英

語、中文及泰語之三語能力。打造一個國際化的環境，鼓勵學生學習東、西方的文化

與哲理。這所學校不僅有利於那些在正規教育期間返回臺灣的學生，也有利於來自其

他國家希望學習說普通話並更多地了解中華文化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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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泰國臺灣BDI科技學院： 

 

泰國-臺灣（BDI）科技學院坐落於眾多台商匯集的北欖府，隸屬於BDI盤谷鑄造股份

有限公司，資深台商張聚麟先生創立，2001年6月首次開學，是泰國唯一由在地台商

開辦的技職學院，創校後也公開邀請泰國台商企業，參與建教合作的人才培訓方案，

為培育泰國技職人才努力，成為台商的人力資源。泰國北欖府文化委員會於 2018 年 3 

月 15 日在泰國-臺灣(BDI)科技學院掛牌成立「泰國-臺灣文化暨語言中心」。為了推

動泰國及臺灣雙邊國際產學合作活動，現任董事長張玲琴成立 B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國際文教機構，結合泰台科技學院在泰國各大學或技職學院教育資源及現有臺灣相關

大學之合作關係，協助泰國政府及民間教育單位認識臺灣，亦引領臺灣前進新南向國

家的大專院校認識泰國、接觸泰國，在中華民國教育部經費贊助下，選送優秀學子前

往泰國企業實習。而 B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有充分能力引領臺灣教育機關及莘莘學

子拓展國際觀，認識真正的泰國傳統文化，讓有意前進泰國的教學團體能深入泰國，

實實在在接地氣。創造完善的泰國與臺灣之間語言文化交流優質環境，建立泰國與臺

灣雙邊教育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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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音樂會演出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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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音樂會巡演相關照片 

 

 

 

NTSO 弦樂四重奏抵達泰國曼谷機場 

 

 

駐泰文化組張秘書協助接機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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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文化部駐泰文化組田組長及張秘書邀請晚餐會議 

 

 

泰國中華國際學校辦理選琴事宜 



14  

 

 

僑校老師介紹音樂部門活動 

 

 

音樂部門馬水龍先生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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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校接待老師與樂團老師午餐會議 

 

 

泰國中華國際學校交流演出日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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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團老師於排練室調音 

 

 

僑校老師介紹本團演出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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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團首席謝佩殷老師指導 

 

 

樂團首席謝佩殷老師示範 

 

 

本團老師與該校弦樂團排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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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場地排練 

 

 

泰國中華國際學校演出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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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團首席謝佩殷老師致詞 

 

 

演出順利成功樂團與校方及董事會代表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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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贈泰國中華國際學校校方代表Mr. Richard Poulin樂團錄製台灣民謠CD 

   

 

與泰國-台灣(BDI)科技學院校方討論演出內容 

 

 

樂團老師與泰國-台灣(BDI)科技學院李副校長校門口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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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校方提供之當地文化及特色樂團老師開會討論並調整曲目 

 

 

樂團致贈泰國-台灣(BDI)科技學院張董事長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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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旗飄揚於泰國中華國際學校操場 

 

 

泰國-台灣(BDI)科技學院禮堂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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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校學生踴躍出席活動 

 

 

泰國傳統舞蹈家於後台與大家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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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傳統民族樂團於後台試音 

 

 

北欖府文化委員會主席威差博士Dr. Wichai Junjumrune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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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團老師舞台精彩演出, 貴賓認真聆聽 

 
 

 

演出成功圓滿獲得滿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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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們向樂團表達感謝之意 

 

 

泰國傳統舞蹈演出邀請樂團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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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傳統民族音樂演出邀請樂團欣賞 

 

 

樂團首席謝佩殷老師致贈該校泰籍校長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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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團首席致贈文化部田組長紀念品 

 

 

北纜府地區泰國傳統舞蹈優勝於弦樂四重奏演出結束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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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泰國-台灣(BDI)科技學院張董事長邀請午餐會議 

 
僑校服務計畫演出完成後歸還借用大提琴與譜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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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弦樂四重奏訪泰圓滿順利返國於曼谷機場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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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訪心得 
（一）與泰國中華國際學校弦樂團交流 

為達到音樂文化交流，安排四位弦樂老師與學校弦樂團學生共同排練、演奏《布蘭

登堡協奏曲》，這是音樂之父巴赫所寫的大協奏曲體裁，工整的音樂結構就像華麗

宏偉的建築物，堅不可摧。由謝佩殷首席領席，三位弦樂老師也加入樂團指導，在

近距離的演示中，讓當地學生更能觀察到演奏的技巧，在共同演奏樂曲時，也激發

起學生們更多的潛力、表現度，弦樂團師生皆感到獲益良多。 

 

（二）曲風豐富多元，精心編曲入境隨俗 

此次泰國僑校服務，本團弦樂四重奏安排了豐富的曲目，含括了古典音樂、台灣歌

謠、流行樂曲、泰國民謠，展現臺灣風情萬種的影視配樂與典雅的古典底蘊。值得

一提的是由第二小提琴副首席王昱尹改編的《Love at Sundown》（泰文：

รกัแห่งละครพระราชนิพนธ）์是由泰國前國王蒲美蓬（Bhumibol Adulyadej）創作的歌

曲，以柔和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詞而聞名，表達了對愛情的沉醉以及夕陽時分的浪漫

氛圍，在泰國被廣泛演奏，成為了泰國音樂中的經典之一。演奏本曲時，弦樂四重

奏細膩的音樂性，聽眾回饋皆倍感溫馨，給予熱烈掌聲。 

 

（三）泰國技職學院與樂團分享傳統民族舞蹈展演 

泰國與台灣相通之處在於民風純樸，山地平地文化多元皆擁有豐富多樣的民族

特色，尤其在舞蹈面相反映了泰國的歷史、文化和宗教，代表性的泰國民族舞蹈有

典雅舞蹈（Khon）、民間舞蹈、舞龍和舞獅、北部舞蹈、南部舞蹈。 

僑校在樂團演奏結束後安排當地優勝學生帶來精采動人的南部傳統舞蹈-諾拉

舞，是一項起源於洛坤府(Nakhon Si Thammarat)並於2021年12月15日被列入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可見其對泰國歷史及文化傳承之重要性。 

泰國諾拉舞蹈與小鳥之間的聯繫體現在舞蹈的動作和舞者的形象中，其中涉及

到了模仿小鳥的優雅、輕盈和飛翔的元素。這種聯繫反映了泰國諾拉舞蹈的一個特

色，即通過模仿自然界中的動植物，將它們融入藝術表演中，以表達更深層次的文

化和宗教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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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相關分析 

(一)規劃面 

僑校服務計畫為行之有年之交響樂團年度重點國外交流項目，定期派往與國家

政策相符之地區進行樂教推廣展現台灣堅強且專業之文化實力，本案由樂團精

心挑選弦樂四重奏並設計多首臺灣歌謠與經典古典樂曲，持續為新南向政策做

出貢獻。 

規劃期間，駐泰文化組積極協助，為本團搭起泰國中華國際學校及泰國-台灣

(BDI)科技學院橋樑，以利後續相關場地、弦樂團交流、行程上的協助，使本次

泰國行圓滿順利。 

(二)執行面 

為樽節經費，從機票、食宿、人員及樂器保險至當地交通(含機場接送)等皆須用

心安排並與駐泰文化組及僑校窗口保持較高程度之聯繫，行程規劃保持靈活彈性

調整交通路線。本次僑校服務重點係與當地弦樂團交流及演出，抵達泰國後與校

方樂團老師討論最適合學生的教學方式，由謝佩殷首席領席，小提琴王昱尹老師、

中提琴蕭惠珠老師、大提琴陳廷瑋老師直接進入學生弦樂團中就近指導，憑藉四

人平時工作極佳默契，很迅速地整合、提升樂團演奏品質。 

(三)效益面 

室內樂演出的優點是人數較少自由度較大，因出國演出的程序較為繁瑣交通旅宿

成本也相對高，室內樂編制如弦樂四重奏、木管五重奏、銅管五重奏、弦樂團…

等，在有限的經費下可代表國家出訪各國，展現文化軟實力。 

本次由樂團首席謝佩殷老師所帶領的弦樂四重奏專業演出，成功引起僑校對於國

立臺灣交響樂團興趣，陳述了希望參加樂團暑期霧峰音樂節，以及希望本團再次

造訪該地區以更大規模方式辦理音樂會，樂團已在第一時間表達感謝並保持樂觀

態度持續探討方案及可行性，我們期待能在不久的將來迎來充滿更多台灣特色與

泰國文化之系列活動在兩地展開。 

本次出訪僑校服務觸及人數約計 800 人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參與人次 

11/24 弦樂團交流課程 泰國中華國際學校 
 

50 人 

11/24 2023 NTSO 僑校服務 

計畫音樂會 

泰國中華國際學校 
 

 

325 人 

11/25 音樂會禮儀課程 泰國-台灣(BDI)科技學院 約計 150 人 

11/25 2023 NTSO 僑校服務 
計畫音樂會 

泰國-台灣(BDI)科技學院 27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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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事項 

音樂文化活動就海外僑校是相對比較缺乏的資源，如能有臺灣的音樂團體前來

教學及展演必對僑校的學生有相當的傳承及啟發。本團為文化部的音樂專業樂團，

除專業的音樂演出外，更致力於音樂活動的推廣與教育，此活動安排本團弦樂四重

奏菁英前往演出及推廣教學，在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之際，用臺灣音樂深植文

化互動交流的種子。 

一、立即可行建議 

（一）本次出訪是以音樂會(含現場曲目介紹)以及僑校弦樂團交流方式辦理，成效

相當良好，未來可安排器樂大師班、職業樂團行政講座、工作坊等。這些活動不僅

能夠向當地音樂學生和愛好者傳授知識，還能夠促進跨文化的交流與合作。 

（二）音樂會後僑校皆表達高度讚賞及意願期盼類似活動接續且擴大辦理，經由此

次泰國僑校服務計畫前往當地與眾多支持臺泰文化交流的單位會面，將安排本團主

辦之「2024 NTSO 國際青少年管弦樂營」前往泰國台灣會館以及泰國藝術大學

（The Silpakorn University）進行臺泰交流音樂會。 

（三）邀請當地專家學者來台進行文化交流：邀請泰國國立藝術大學雙簧管教授

Damrih Banawitayakit來臺指導，加深臺泰音樂文化交流。 

 

二、中長期建議 

（一）能夠前往僑校演出臺灣音樂給學生聽意義重大，如能再延伸更多當地專業場

館演出，讓更多海外僑胞及當地民眾欣賞臺灣職業樂團高水準演出的機會，加深文

化交流的深度與廣度。 

（二）與當地音樂團隊、文化交流機構等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共同舉辦跨國音樂文

化活動，良性的合作可以進一步拓展臺灣交響樂團的國際影響力，並為未來的展演

活動打下穩固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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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件資料 
附件一、網絡社群媒體報導 

NTSO 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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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音樂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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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媒體/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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