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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樹德科技大學於 2005 年成立藝文中心，本中心的目的是以推廣藝術文化教

育，提升校園藝文風氣，進而培養學生人文素養及美學為其主要目的。從成立

的第一年開始定期在校內舉辦音樂藝術節、藝文講座及提供校內藝術科系學習

課程。2009 年 4 月成立了第一個駐校樂團-德新獨奏家室內樂團，團名「德新」

是為樹德日新之意。由藝文中心丁亦真主任發起號召，團員以校內具音樂演奏

專長的專兼任教師為主，以「人文、經典、創新、風格、在地」為發展重點。

以培養人文藝術美感為要務，透過邀請國內外優秀獨奏家一起合作，傳承音樂

的精神與態度，傳達古典音樂的優雅及細膩，進而成為南台灣重要的室內樂

團。2012 年策畫「台灣名家音像系列」音樂會，期盼透過音樂影像記錄台灣近

代重要的音樂家，感謝他們為了這片土地所做的文化傳承及台灣音樂教育的奉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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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ud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stablished the Art and 

Culture Center in 2005. The purpose of the center is to promote art and culture 

education, enhance the campus art and culture atmosphere, and further cultivate 

students' humanistic quality and aesthetics. From the first year of its establishment, 

music and art festivals, art and literature lectures and courses in the art department of 

the school have been regularly held in the school. In April 2009, the first Artist in 

Residence, the De Xin Chamber Ensemble, was established. Founded by Director 

Ding Yizhen of the Arts and Culture Center, the members of the group are mainly full-

time and part-time teachers with expertise in performing arts, focusing on 

"humanities, classics, innovation, style, and locality". Taking the cultivation of 

humanistic and artistic beauty as the top priority, by inviting outstanding soloists at 

home and abroad to cooperate, inheriting the spirit and attitude of music, conveying 

the elegance and delicacy of classical music, and then becoming an important 

chamber orchestra in southern Taiwan. In 2012, she planned the "Taiwan Famous 

Recording" concert, hoping to record important musicians in Taiwan's modern times 



through music video, and thank them for their cultural heritage and dedication to 

Taiwan's music education for this land. 

 

Keywords: Arts and Culture Center, Resident Orchestra, Taiwan Famous Recording 

 

一、緒論 

1-1 研究動機與背景 

  本論文研究動機以樹德科技大學藝文中心駐校樂團-德新獨奏家室內樂團為

例，「台灣名家音像系列」音樂會，是樂團成立以來最重要的執行企劃之一，這

一系列音樂會是以紀錄台灣音樂家的菁英群像，突顯他們在音樂藝術的傑出貢

獻。 

  樹德科技大學 2005 年成立藝文中心，而藝文中心一直堅守在校內人文藝術教

育的崗位上，在 2009 年成立了第一個駐校樂團，希能透過音樂為橋梁在校園裡

散播藝術的種子，共創美好的藝術學習環境。而樂團就在這個理念的實踐中成

立，能夠持續的往下紮根。 

 

1-2 研究目的與目標 

  探討駐校樂團的功能性及在台灣音像系列 10 年期間舉辦了風格多元化的音樂

會之後，下一個 10 年可以發展的可能性與方向。 

  如前述，駐校樂團如何對大學校園及社區的人文藝術及藝文推廣有更多的影

響和在地連結的可能性。 

 

二、文獻回顧 

  「台灣音像系列」主要分為兩個系列，分別為台灣指揮家及器樂獨奏家的音

樂會。 

2-1 以台灣指揮家為主題的音樂會： 

2012 年 張己任教授(時任東吳大學音樂學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長) 

本音樂會的指揮張己任教授曾在美國紐約的曼尼斯音樂院專攻管絃樂

指揮，畢業後隨東德萊比錫布商大廈交響樂團的指揮布隆斯德學習指

揮，曾獲選參加「卡拉揚國際青年指揮比賽」。此次的音樂會曲目為



德奧樂派的作曲家莫札特、舒伯特與孟德爾頌的作品，均為老師的拿

手曲目。 

2014 年 永遠的徐頌仁老師紀念音樂會 

原定由徐頌仁老師與其公子小提琴家徐晨又老師合作演出的一場意義

非凡的音樂會，但徐老師在音樂會前不幸因病辭世，而改為紀念音樂

會的形式演出。 

2015 年 涂惠民教授(時任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音樂系所專任教授) 

本次音樂會邀請長期在南台灣致力於音樂教育與推廣的台南應用科技

大學音樂系涂惠民教授，因適逢西貝流士 150 週年，因此與德新樂團

首席洪寅洲老師演出西貝流士 D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以及精采的馬勒

第四號交響曲。此次演出最特別的是，在馬勒第四號交響曲中，以男

高音取代原本馬勒所寫的女高音的部分。 



2015 年 楊仁傑教授(時任國立中山大學專任助理教授) 

指揮楊仁傑教授為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管絃樂指揮博士與小提琴演奏

碩士，曾指揮國內知名樂團，近年來致力於歌劇指揮，被譽為不可多

得的傑出歌劇指揮家。音樂會演出三部貝多芬的管絃樂作品，為貝多

芬在其作曲生涯的中期作品，約在 1803 年前後完成，可觀察到作曲

家在不同的面向上見證了曲風的轉型與超越。 

2018 年 許瀞心教授(時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專任教授) 

這次音樂會指揮許瀞心教授為本團挑選了英國作曲家艾爾加的謎語變

奏曲中的小品寧錄，以及美國近代作曲家柯普蘭的阿帕拉契之春與俄

國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協奏曲，小提琴獨奏家由張雅晴老師擔

任。柯普蘭的作品具有強烈的風格，也注入了美國新音樂的精神，帶

來於有別於德奧音樂的新風格。 



2019 年 郭聯昌教授(時任輔仁大學音樂學系專任教授) 

郭聯昌教授 1981 年由法國巴黎師範音樂學院畢業，1987 年返台。本

場音樂會曲目的重點為多元，有俄國作曲家卡巴列夫斯基的作品，也

有德國作曲家華格納，以及台灣作曲家郭芝苑老師以及李哲藝老師的

作品。特別是郭芝苑老師為台灣國寶級作曲家，這次演出的民俗組曲

非常的有名非常的有名，內容共有四段，分別是盛宴、夜曲、車鼓

舞、迎神等充滿台灣本土特色的音樂。這場音樂會也是德新創團十週

年音樂會。 

  



2-2 以獨奏家為主題的音樂會： 

2013 年 小提琴家蘇顯達教授(時任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主任) 

蘇顯達教授畢業於法國巴黎師範音樂學院最高級小提琴獨奏家及室內

樂獨奏家文憑畢業。曲目選自古典樂派代表性作曲家韓德爾、莫札

特，以及浪漫樂派代表性作曲家孟德爾頌的小提琴協奏曲。 

2013 年 小號演奏家葉樹涵教授(時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專任教授) 

葉樹涵教授畢業於法國國立巴黎音樂院，以最短年限獲得小號演奏第

一獎文憑。應教育部邀請返國擔任聯合實驗管弦樂團(國家交響樂團前

身)的小號首席。同時致力於管樂的推廣教育，並自組「葉樹涵銅管五

重奏」。2005 年受聘於台灣示範大學音樂學系，2011 年擔任嘉義世界

管樂協會主辦國主席暨藝術總監。本音樂會做特別的是葉老師以小號

挑戰演奏中音號與莫札特的四首法國號協奏曲。 

  



2014 年 陳主稅 劉富美 台灣的愛從南方啟動音樂會 

本音樂會「南方的愛 從南方啟動」是一場為了紀念陳主稅老師作品

創作五十週年。從 1964 年的第一首鋼琴曲「秋」開始，到 1986 年的

聲樂曲「苦難」組曲，每一首都呈現了作曲家濃濃的愛。演出曲目除

了陳主稅老師夫人劉富美教授的鋼琴獨奏外，還有德新獨奏家室內樂

團絃樂四重奏以及高雄市音樂教育學會的老師們協助演出。 

2016 年 低音管演奏家徐家駒教授(時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專任教授) 

徐家駒教授為台灣低音管演奏與推廣的先驅，曾擔任台北市立交響樂

團的團長。本音樂會同時也是由德新獨奏家室內樂團的管樂成員所組

成的「庫特管樂團」的創團音樂會。演出曲目以徐老師為了庫特管樂

團量身訂做的，例如羅西尼的木管四重奏第四號，貝多芬為鋼琴與雙

簧管、單簧管、低音管與法國號的五重奏，更有許雙亮老師改編台灣

民謠的木管五重奏等，都是室內樂中經典又好聽的曲目。 

2017 年 低音管演奏家張龍雲教授(時任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藝術學院院長) 

張龍雲教授在國立藝專畢業後到美國留學，於茱莉亞音樂院取得碩士

學位。多年來尋求古典音樂的各種可能性，除音樂演奏與教學之外，

也曾任傳統藝術金曲獎頒獎典禮的音樂總監。這場音樂會也貫徹著老

師的理念，除了古典音樂的經典曲目外，更委託美國作曲家



Christopher Roberts 創作一首低音管與低音提琴的協奏曲，讓一般多為

伴奏的低音樂器能作為主角的難得曲目。 

2017 年 小提琴家孫巧玲教授(時任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音樂學系專任教授) 

本場音樂會邀請到任教於台灣藝術大學的小提琴家孫巧玲教授擔任獨

奏，指揮為孫老師的學生之一、台北愛樂管弦樂團的指揮林天吉老

師，為孫老師與林老師的第一次合作。孫老師以一把 18 世紀的義大

利名琴演奏「梁祝」小提琴協奏曲，孫老師認為在演奏梁祝時，小提

琴是作為一位說書人的角色。老師雖多次演出梁祝，但未曾在家鄉高

雄演出過，當丁主任與老師聯繫這場音樂會時，梁祝就成為音樂會曲

目的首選。 

2019 年 聲樂家文以莊(德國漢堡歌劇院女高音) 

聲樂家文以莊老師於國立藝專畢業後赴歐洲深造，先後在德國科隆音

樂院及奧地利維也納音樂院取得聲樂家文憑，1996 年受漢堡輕歌劇團

邀約成為該團常任女高音。此次音樂會主題為義大利寫實主義歌劇的

選曲，寫實主義歌劇是來自 19 世紀末義大利作曲家受到德國作曲家

華格納的音樂刺激而發展出的新風格。另這場指揮邀請了萊比錫歌劇

院常任指揮瑞士籍的托比亞思．英格里，指揮還為了這場音樂會創作

了以阿美族歌謠為素材的阿美古調組曲，在這場音樂會中世界首演。 



2019 年 單簧管演奏家陳威稜老師(前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單簧管首席) 

這次音樂會邀請陳威稜老師與庫特管樂團合作，演出莫札特的為木管

而作的小夜曲、法國作曲家塔法奈爾的木管五重奏等以單簧管為主的

曲目。1984 年在歷經多年赴美深造後返國，擔任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單

簧管首席，同時也常受邀在國內外各大樂團擔任協奏曲的獨奏。 

 

三、研究方法 

  此次採用的為面對面的直接訪談方式中的半結構訪談，此方式的特點是，

一、有一定的主題；二、訪問前擬定大綱，但所提問的問題可以在訪談過程中

隨時形成，是相當有彈性的一種方式；三、訪談者不需要特定的文字訪問，過

程皆以受訪者的回答為主。 

  受訪者如下： 

1. 樹德科技大學藝文中心主任暨德新獨奏家室內樂團藝術總監 丁亦真教授 

2. 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助理教授暨德新獨奏家室內樂團音樂總監 林玫

如教授 

3. 德新獨奏家室內樂團首席洪寅洲老師 

4. 德新獨奏家室內樂團大提琴首席戴秀倫老師 

5. 德新獨奏家室內樂團低音管首席熊芷羚老師 

 

四、結論與建議 

  德新獨奏家室內樂團是由一群樹德科技大學熱愛音樂的專兼任教師所組成的

樂團，其中包括 1 位指揮、19 位團員。為了能使樂團能有多元的表現，常態性

的邀請國內外優秀的音樂家來演出。成立樂團的目的除了為學校推廣藝術教

育，培育對藝術文化有深度理解的學生，並注入藝術教育的視野，豐富學生的

校園生活。 

  但實際分析演出呈現的觀眾群，發現在校學生的參與度並不如預期，以下有

幾項建議： 

1. 在宣傳方面，以開發更多元的觀眾為指標。例如，以在校學生加上鄰近大學

與社區民眾為主要對象，成為地區的藝文推廣的中心。 

2. 增加駐校樂團在校園內的知名度，幫音樂家們籌備小型音樂會曲目以音樂小



品或是耳熟能詳的名曲，打破對古典音樂難以接近的刻板印象。甚至於結合

校內音樂類型社團共同演出，以增加校內師生參與的機會，進而增加參與校

外音樂會的意願。 

3. 除在市區內的專業場館演出外，可安排在校內場域安排微演出。例如地點可

選在忘情湖畔或羅馬廣場、設計大樓、圖資大樓前都是很好的演出地點。 

4. 駐校樂團可與校內系所合作演出，例如動遊系合演出動漫主題音樂會，或是

與流設系合作，以現場樂團伴奏作為時尚發表會的音樂演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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