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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團每一次跳《四色風景》系列，散場時，總會有一、兩位勇敢的觀眾來到我面前嗆聲：「這不是芭

蕾，台灣芭蕾舞團已經這麼少了，為什麼不跳芭蕾……」雖然我極力解釋，但他們都頭不回，氣沖沖的走掉，

令人遺憾！

然而，在幾次閒聊場合，某些朋友卻又批評：「舞團的芭蕾改造幅度不大，欠缺強烈的自我特色！」

起初，雖然憤慨的想反駁，無奈卻好像也說服力不足！「為什麼芭蕾舞團不跳芭蕾？」「芭蕾的改造為什

麼不能更大？」這兩個問題其實很容易回答，雖然牽涉的層面相當廣。藝術創作的方向無所謂的正確與對

錯之路，如何去執行及執行的層度，每個人的見解各不相同。香港、新加坡、北京都有一些推廣芭蕾的經驗，

然而，大家一定希望台灣的芭蕾是完全跟它們不一樣。其實，我也不知道該如何走。

首督是個私人團體，雖然是芭蕾舞團，但並沒有義務一定要跳芭蕾，如果作品在宣傳的認知上，讓人

誤解了，實在很抱歉。在國外，Ballet 這個字的意義及範圍並不只侷限於以古典技巧跳西洋經典與穿硬鞋的

舞蹈，它是容許做大幅度的改變，只要它仍然深具美感！有人固守舊技巧舊主題，有人喜愛當代技術當下

題材，也有永遠追逐新奇的嘗鮮族！首督打從成立開始，一直在改變。技巧上，我喜新也愛舊；在表現上，

對稱穩重與奇想創新兩種都有相同的魅力；在主題上，抽象作品迷人，但當代現狀的探討，則是我最感興

趣的，能夠把內心真實的感受說出來，是我學舞的最大目的。

改變是兩面刃，可能傷害到某些觀眾，其實最大的考驗在我自己。改變意味著不安全，跟以前不一樣，

全然陌生；但也是新天地的探索、新思維的啟發。每個人都依賴先前的生活經驗去判斷未來將遇見的事件，

我也是，這卻也衍生一些障礙，創作時可能掉進之前的慣性，譬如這次作品的重視節奏、以腳步來數拍子、

動作的動機性與塊狀處理…….. 雖然這些作法也不一定是壞事；不過，合宜適切的放棄過去習性，絕對是學

習新東西的不二法門，只是知易行難。

首督會一直改變，希望自己也能精力充沛的跟著改變！

團長 徐進豐

Every time when the series of performance, Scenery in Four Colors, comes to an end, there are always a 
few of audience coming to me, plucking their courage and then remonstrating like “This is not ballet at all! 
You know how scarce Taiwan Ballet is, then how could you instruct your dancers away from the real ballet… 
” Unfortunately, no matter how hard I try to explain myself, the audience all leave wrathfully without second 
glimpse of me.

On the other hand, during some casual talks with friends, a couple of them criticize that” It is hard to fin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your ballet dancing troupe, and no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as well. ” Initially I was 
indignant at their words and trying to retort, but helplessly no convincing answers are sought and shoot. 

“Why does a ballet dancing troupe not perform ballet?” or “Why can’t there be mor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Taiwan ballet?” Actually,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are simple, though many perspective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ideas for art creation should not be simply divided into True or 
False. Thoughts, plans and executions of creators are surely diverse. In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Beijing, 
the transformed ballet all underwent promotions. While people are surely looking forward to a transformed 
Taiwan ballet which is unique to other countries, I have to say, I am not sure about the direction either.

Capital Ballet-Taipei is a private dancing troupe. Although the literal meaning of its title is related with 
ballet, that doesn’t mean performing ballet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duties of this troupe.

As a private ballet dancing troupe, performing ballet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as duties of Capital Ballet-
Taipei. I would apologize for all of those misunderstandings arisen from performance promotion. However, I 
have to claim that, overseas, ballet is not limited to those classical ballet presented with traditional techniques 
and performed by dancers in pointe shoes. As long as aesthetics is embraced within, the ballet with various 
transformations is still ballet!

People are diverse as well. Some stick to traditional techniques and classical themes, some prefer 
contemporary skills and present subjects, some always eagerly pursue the freshest novelties! Capital Ballet-
Taipei has kept changing since the beginning. As for techniques, I like both classical and new ones; as for 
manner of performance, stable symmetry or creative invention are both considered attractive; as for themes, 
in spite of the fascination of abstract ones, I still prefer those that could reflect contemporary issues. To convey 
inner thoughts via performance is the main reason I dedicated to ballet.

There are always merits and demerits following changes. Some audience might be shocked by changes, but 
actually I am the one who is challenged most. Changing is a process filled with uncertainties, unknowns and 
unfamiliarity, but also a process that could inspire new thoughts and then guide you to a novel field. Like others, 
I am used to predict future according to my previous experiences. However, such practice would be obstacles 
to creation and then lead to stereotypes. For example, in Night of Eric Satie, tempo is emphasized and beats are 
counted via steps. Besides, the motive-based, lump-arranged movements are also featured. Though stereotypes 
should not be deemed wrong, discarding them adequately and timely is definitely the best solution to learn new 
things. However, it is always easier said than done.

   Capital Ballet-Taipei will certainly keep changing and improving, hope so could I with long-lasting 
energy!

The chief of Capital Ballet Taipei   Mr. Chin-Fong H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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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者簡介
時雅玲   Dancer｜ Shih Ya-Ling

中國文化大學舞蹈系畢業。參與首督的演出有：《莎替之夜》、台北兒童藝術節《舞夢．芭蕾》、基巡《藝

傳千里》、《四色風景 2011》、《舞言歌》、《玩芭蕾 3》、芭蕾舞劇《媒體大亨》、《四色風景》、芭蕾舞
劇《郵差》、《玩芭蕾 2》、芭蕾舞劇《鳥籠》、《玩芭蕾 ~列車》、《春之祭典 ~台灣原住民篇》、《狂想曲》、
《等待下一個故事》、舞劇《悲泣的地球》、《無伊嘛也通》、《芭蕾之美》及校園巡演。曾參與三十舞蹈劇場、

風之舞形舞團、水影舞集、蕭靜文舞團、游好彥舞團及 NSO親子音樂的演出。

王俐文   Dancer｜Wang  Li-Wen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系。參與首督的演出有：《莎替之夜》、台北兒童藝術節《舞夢．芭蕾》、基巡《藝

傳千里》、《四色風景 2011》、《舞言歌》、《玩芭蕾 3》、芭蕾舞劇《媒體大亨》、《四色風景》、芭蕾舞
劇《郵差》及校園巡演。曾參與世紀舞匯及 NSO親子音樂的演出。

黃思華   Dancer｜Huang Szu-Hua

台南科技大學舞蹈系畢業。參與首督的演出有：《莎替之夜》、台北兒童藝術節《舞夢．芭蕾》、《藝傳千里》、

《四色風景 2011》、《舞言歌》及校園巡演。曾參與高雄城市芭蕾舞團演出。

林詠真   Dancer｜ Lin Yung-Chen

台北體育學院舞蹈系畢業。參與首督的演出有：《莎替之夜》、台北兒童藝術節《舞夢．芭蕾》、基巡《藝

傳千里》、《四色風景 2011》、《舞言歌》。曾參與室內芭蕾舞團演出《門》、《春之祭》、《茶花女》；
皇家芭蕾舞團《夢幻舞詩》。鶴英舞蹈團《胡桃鉗》、《帕吉達》、《卡門》、《柯碧莉亞》。

蔡雅鈞   Dancer｜ Tsai Ya-Chun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系、德國曼海姆音樂與表演藝術學院。參與首督演出的有：《莎替之夜》、台北兒童

藝術節《舞夢．芭蕾》、基巡《藝傳千里》、《四色風景 2011》、《舞言歌》。曾參與德國曼海姆音樂與表
演藝術學院和卡爾斯魯厄舞團群舞演出《仙女們》、《園丁的女兒》。曾參與焦點舞團演出《突現》、隨引

舞舞團赴西班牙、荷蘭及比利時的國際民俗藝術節演出。

陳玫伶   Dancer｜ Chen Mei-Ling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系。參與首督的演出有：《莎替之夜》、台北兒童藝術節《舞夢．芭蕾》、基巡《藝

傳千里》、《四色風景 2011》。曾參與焦點舞團演出《聚焦》；室內芭蕾舞團演出《春之祭》；心心南管樂
坊演出《霓裳羽衣》、《昭君出塞》；紫荊民族舞蹈團演出《奇緣》；伊舞集演出《西域神話》、《紅樓花語》、

《大觀夢》。

余哲宇   Dancer｜ Yu Che-Yu

臺灣體育學院舞蹈系畢業。參與首督的演出有：《莎替之夜》、台北兒童藝術節《舞夢．芭蕾》、基巡《藝傳

千里》、《四色風景 2011》；曾參與稻草人現代舞團演出《舞獨有貳》、《消失的 ATAYAL》；紫荊民族舞蹈
團演出《傳承》、《舞夢》、《人生五部曲》、《香格里拉》、《舞顏六色》。

甘蕙瑄   Dancer｜ Kan Hui-hsuan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系畢業。參與首督的演出有：《莎替之夜》、台北兒童藝術節《舞夢．芭蕾》、基巡《藝

傳千里》；大觀舞集演出《不合時宜》、《胡桃鉗》、《舞蹈風華四十年》；台北市立交響樂團演出《阿依達

在臺北》；伊舞集演出《紅樓花語》、《西域神話》、《大觀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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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劃執行
團長／編舞者｜徐進豐    Founder / Choreographer: Hsu Chin-Fong

學經歷｜國立政治大學經濟系畢業     曾任教｜國光藝校、復興劇校、中正高中、北安國中、台北體專等。
重要演出經歷｜參加台北藝苑芭蕾舞團，為該舞團之首席男舞者，演出十多支作品。

作品發表｜《尾生守信》、《芭蕾練舞曲》、《芭蕾精粹選》、《精靈之舞》、《孟德爾頌組舞》、《蕭邦五

人舞》、《愛情神話》、《無伊嘛也通》、《她是我妹妹》、《放蠱的女人》、《ㄘㄟ、！男生女生配！》、

《三三兩兩》、《框中人》、《沙樂美》等十數支芭蕾作品及編創芭蕾舞劇《鳥籠》、《郵差》、《媒體大亨》。

近期最新編創作品有 2010年《舞言歌》、《我的眼耳口鼻》、2011《三首詼諧曲》及 2012《莎替之夜》。

藝術總監｜李淑惠    Artistic Director: Lee Shwu-Huey

國立藝專畢業現改制為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雲門舞集、舞蹈空間舞團、台北體育學院芭蕾教師。於日本橘秋子

芭蕾學校畢業後返台任教於國立藝專舞蹈科，並為該校制定芭蕾分級檢定。1987年前往美國紐約傑佛瑞芭蕾學
校進修。1990年與徐進豐共組「台北首督芭蕾舞團」，擔任該團藝術總監至今。同年九月，擔任美國亞特蘭大
芭蕾舞團與台北國家戲劇院合演「巴蘭欽之夜」之助理藝術總監。曾擔綱美國 East-Ballet West獨舞者。1982年
受邀Marsha Wales-Brown共組「台北藝苑芭蕾舞團」，並擔任首席舞者。曾於芭蕾舞劇《吉賽爾》、《天鵝湖》、
《睡美人》擔綱吉賽爾、天鵝公主、奧羅拉公主及青鳥公主等角色。其創作作品包括《與光共舞》、《弦樂四

重奏》、《義大利組曲》、《謎．沒有入口的出口》、《義大利隨想曲》、《誰是我─談論你我》及山地芭蕾《高

山印象》、《出岫》等，於 2001年為首督舞團創作舞劇《春之祭典─台灣原住民篇─追尋祖靈》。

燈光設計｜盧建安    Lighting Designer: Lu Chain-an

台灣大學戲劇系畢業，現為劇場自由工作者。自 2006年進入劇場工作至今 ,第一個校外燈光設計作品為 2006
年在牯嶺街演出的《默默》，中間大多時間在各國內外團體演出中擔任燈光技術人員，包括《極限震撼》、

《貓》、《變身怪醫》等。2010年之後開始設計作品有：《21th台大盃全國熱舞大賽》、《17th建國中學熱舞
社成果展》、《文大國劇畢業公演 (誠心婚介 )》、《飛人集社 (魚 )》、《藝向空間 (對不起 )》、《 (前世今
生 )》、《台南應用科大 默叛》、《曙光種籽舞蹈教室 那些美好的時光》、《動見体 屋簷下》、《連雅文打
擊教室 終擊幻響 101》、《迪迪舞蹈劇場 拼圖》、《曙光種籽舞蹈教室 Dream High-70們的復古音樂趴》。電
腦燈 Programmer經歷有：《99級師範大學體育表演會》、《台北花卉博覽會 (百合戀 )》、《音樂時代 (渭水
春風 )》、《新劇團 巴山秀才》、《金枝演社 黃金海賊王》、《O劇團 漂浮城堡》、《明華園 (劍神呂洞賓 )》等。

舞台總監｜陳建宇    Stage Manager: Chen Jian-Yu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及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畢。2002~2003牯嶺街小劇場劇場管理；2004~2006紙
風車文教基金會紙風車劇團 /綠光劇團執行製作；2006~2007聚光工作坊技術工程師；2008~2012台北市立社會
教育館 -親子劇場常駐舞台監督。設計作品暨經歷：雲門舞集《水月》《流浪者之歌》《焚松》舞台製作、舞
台執行；雲門舞集 2《薪傳》舞台執行；國立台灣藝術學院《絕不付帳》《女人》《扇子》燈光設計，《蝶與
環》《無路可出》舞台設計；全國舞蹈大賽《框》燈光設計；低調劇團《無路可出》《愛情的場域》《Illusion/
Reality》燈光設計；文化大學《他鄉》《2007戲說孔子》燈光設計；伊舞集《大觀夢》燈光技術指導暨燈光重建；
光環舞集《人物語》《山歌踏舞》舞臺監督；中華民國日本舞踊協會《16周年慈善展演》《18周年慈善展演》
舞台監督；新竹縣文化局《北埔事件 100周年系列活動》《桐花季：悠游客庄》技術規劃；台北體院《四十周
年運動藝術表演會》《四十一周年校慶暨運動藝術表演會》《四十二周年運動藝術表演會》技術規劃；焦點舞

團《突現》舞台監督；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舞蹈學系《Beyond The Lights》舞台監督；文化大學 50週年院展《鳳
凰變》燈光技術規劃。

行政經理｜陳玉美     Administration Manager: Chen Yu-Mei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畢業。曾參與舞團多季演出，現任台北首督芭蕾舞團行政經理。

會計行政｜徐惠麗     Accountant: Hsu Hei-Li

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國貿系畢業。

聯影電影公司會計

聯影、聯贏電影公司行政經理

台北首督芭蕾舞團行政會計。

A Brief Introduction
In Taiwan, Ballet was enrooted and developed earlier than 

Modern Dance.   However, because ballet dancers have merely focused 
on the Western Classical Ballet, Taiwan local artists seldom create and 
choreograph their own ballet works.  Without accumulating any ballet 
pieces, it is very natural for Taiwan to lacking its own original ballet art.

Anything is hard from the beginning.  The Capital Ballet Taipei is 
founded on March, 1993.  Since then, the troupe’s main task is to create 
and produce innovative ballet piece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ir best 
performance, the dancers first worked five days a week, from Monday 
to Friday, just like other professional ballet companies.  Practice starts 
at ten-thirty A.M., and from two to five o’clock P.M., rehearsals are 
scheduled. This weekly work routine was followed for about six years.  
But due to a lack of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qualified ballet dancers, 
the Capital Ballet Taipei has now been forced to work only three days, 
a week.  The troupe still keeps on practicing without a rest, however, 
and they hope the ballet company can continue their work and develop 
further. 

The Capital Ballet Taipei insists on a circuit of performances at 
least once, a year. Till now, the company has produced over thirty ballet 
pieces and has done almost five hundreds performances. The dancers 
use ballet as a basic tool to explore and create new genres and styles. 
Those works which combine ballet with Taiwanese Aboriginal Dance 
are the most surprising, outstanding and highly praised. The Company’s 
first performance aboard was on March, 1999. The New York Times 
Chief Dance Critic, Anna Kisselgoff praised the performance as 
a romantic legend from Taiwan illustrating a full range of Taiwan 
imagery.

To maintain their creativity, and variety, the Capital Ballet Taipei 
invites choreographers from different territories to collaborate with them 
and hopes the troupe will continue to thrive, and make its contribution 
to Taiwan Ballet. The troupe founders Mr. Chin Feng Hsu and Ms. Shu 
Hui Lee are now the Troupe Principal and Artistic Director. 

1｜莎替之夜 2｜莎替之夜 3｜莎替之夜

 歷年演出一覽表
▍  2012 • 第 21季公演【莎替之夜】
▍  2012 • 台北兒童藝術節【舞夢‧芭蕾】
▍  2012 • 文建會基層巡演【芭蕾萬花筒】
▍  2011 • 第 20季公演【四色風景 2011】
▍  2011 • 舊作巡演【芭蕾萬花筒】
▍  2010 • 第 19季公演【舞言歌】
▍  2010 • 台北兒童藝術節童樂花園【與花共舞】
▍  2010 • 舊作巡演【芭蕾狂想曲】
▍ 2009 • 文建會藝玩大富翁【芭蕾狂想曲】
▍  2008 • 台北兒童社區藝術節—普天童慶【芭蕾好好玩】
▍  2009 • 第 18季公演 【玩芭蕾 3】
▍ 2008 • 文建會台灣藝極棒【芭蕾水噹噹】
▍ 2008 • 第 17季公演【囲 Tong】＊榮獲第七屆台新表演藝術首獎
▍  2007 • 第 16季公演【媒體大亨】
▍  2006 • 第 15季公演【四色風景】
▍ 2005 • 第 14季公演【郵差】
▍ 2005 • 表演藝術巡演【藝文做伙，台灣尚讚】
▍ 2005 • 芭蕾藝術推廣【玩芭蕾】
▍ 2004 • 第 13季公演【玩芭蕾列車 Part2】
▍  2004 • 藝術下鄉基層巡演【玩芭蕾列車 Part2】

▍ 2003 • 第 12季公演【鳥籠】
▍  2002 • 第 11季公演【玩芭蕾∼列車】
▍  2002 • 藝術下鄉基層巡演【玩芭蕾】
▍ 2001 • 第 10季公演【春之祭典∼台灣原住民篇】
▍ 2001 • 藝術下鄉基層巡演【芭蕾狂想】
▍  1999 • 第 9季公演【狂想曲】
▍ 1999 • 文建會【168藝術下鄉】
▍ 1999 • 文建會【紐約 1999年台北劇場】活動 
▍ 1999 • 【台北藝術節】演出
▍ 1998 • 第 8季公演【等待下一個故事】
▍ 1997 • 第 7季公演【悲泣的地球】
▍  1996 • 第 6季公演【無伊嘛也通】
▍ 1995 • 藝術下鄉活動系列 【大地動脈】
▍ 1994 • 第 5季公演【放蠱的女人】
▍ 1992 • 第 4季公演【西風的話】
▍ 1992 • 文建會【文藝季】
▍ 1992 • 文建會【校園巡迴系列】
▍ 1990 • 第 3季公演 【傳奇】
▍ 1990 • 第 2季公演【台北國際舞蹈季】實驗創作展
▍ 1990 • 第 2季全省巡迴 【芭蕾之美】
▍ 1989 • 第 1季【新生代舞展】

 舞碼順序／ Dance sequence

上半場／ First session
（1）某一天／ One day
（2）追憶 I ／ Remembrance I
（3）追憶 II／ Remembrance II
（4）冰冷／ Ice-cold
（5）燈桿／ A light pole
（6）行軍／Marching
（7）河魨／ The puffer fish
（8）4 × 4／ 4 × 4
（9）跟著蜘蛛／ Following a spider
（10）枕頭／ A pillow

（11）未完⋯⋯／ Unfinished....
（12）一個老人的畸想／ An old man’s fancy

<中場休息 10分鐘 >10 minutes intermission

下半場／ The second session
（1）玫伶與妞妞／Meiling and Niu Niu 
（2）我裡面有你／ You are inside me
（3）翻滾吧！女孩／ Somersault! Girls
（4）領帶與蝴蝶結／ Tie and bow
（5）脫掉！／ Take Off!

莎替，艾里克   (1866年 5月 17日生於 Honfleur；1925年 7月 1日卒於巴黎）

法國作曲家。他的音樂作品對當時的許多作曲家的影響力遠較聽眾來的大。他以怪異的行徑、幽默諷刺及荒

誕的樂曲名稱而出名。可是最重要的卻是他盡力由德國音樂的重壓之下，解放法國的音樂。就如他所說的：「我

們仍需要我們自己的音樂，而不要加上德國的酸菜！」

他生在法國諾曼第海濱的宏福路。父親是船商，母親是倫敦的蘇格蘭人。8歲之時開始學風琴。13歲時，舉
家遷往巴黎。他的父親改行，從事音樂出版的工作。莎替進入巴黎音樂學院就讀。為即卻極短。因為小莎替受不

了音樂學院中古板的教學法。一年之後即輟學。他喜歡在巴黎布西米亞區中的沙龍中彈琴。交往的人全是藝術家、

文學家及音樂家。莎替最先出版的作品是為鋼琴而作的三首拉邦舞曲（Saraband 1887）。他這三首舞曲以塊狀的
和絃緩緩移動，而且行動不按章法。與當時沉重、熱情之浪漫風格迥異其趣。第二組作品也是為鋼琴而作的。古

怪的名字叫「Gymnopedies」及「Gnossiennes」。每個名稱下各有三首。樂曲是很長的旋律，配上簡單的和絃伴奏，
暗示古代希臘及克諾索斯（knossos）的慢舞。而且在調性的組織上既不是大調亦不是小調，倒是很像古代音樂的
調式。在「格諾新內斯」中，他放棄了小節線，為的是要避免加上重音的特定節奏形態，而使節奏能自然流動。

莎替在他一生的事業中有許多不同的姿態。有一段時期他是一個神秘主義者，一位擁有神秘法術的人物。那

時期的音樂帶有中古時代的色彩。他遇見了德布西，並且慫恿他也參加這種主義的行列，並且極力鼓勵他以「佩

力亞斯與梅利桑德（Pelleas amd Melisande）」為腳本來寫歌劇。德布西真的寫了一部歌劇。但卻是印象主義的成
份居多。也就是德布西的印像主義及那些含混不清，迷迷濛濛及富於詩意的名稱，後來成為莎替挖苦的對象。

莎替自己的生活可謂簡單之極。他住在一開斗室裏，每天步行上班。有一位出版者曾請莎替根據一組水彩畫，

「運動與消遣（Sports et divertissements）」而作曲。莎替竟以報酬過高而拒絕。直到出版者同意降低報酬之後，
他才高興的接受這項工作。而他完成的作品卻是一組長而優美的作品！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莎替成了巴黎所有年青藝術叛徒的導師。這些年青的叛徒中包括畢卡索、柯克托

（Cocteau）及皮卡比亞（Picabia）。他與這些年青人水乳交融。他為戴亞幾列夫俄國芭蕾舞團寫作舞劇「遊形
（Parade）」之時，畢卡索為他做景，柯克托為他寫劇本。為了要加入現代生活中的音響，他在曲子中加入打字機、
飛機的引擎及其他的噪音器材。「瑞拉采（Relache）」是畫家皮卡比亞作的景，莎替在這首作品中竟然在舞台上
慢吞吞地開出一部小型貨車，令觀眾大吃一驚。

莎替的作品，不完全都是詼諧嘲諷的。他對工人生活的清苦，也有強烈的憐憫之心。他為他們寫了一首極其

美麗動人的「窮人彌撒（Messe des pauvres）」。他後期的作品中，有一首名為「蘇格拉底（Socrate）」，他稱這
首曲子為「交響戲劇（dramesymphonque）」，全曲由人聲及室內小型管絃樂團輕悄安靜地敘述蘇格拉底的死亡。
音樂從頭到尾沒有高潮，一如柏拉圖報導蘇格拉底死訊的簡單明瞭與安詳。莎替的影響力是鉅大的。他鼓勵了法

國當時的年輕一代的作曲家如米堯、浦 克、奧里克（Auric）、奧乃格（Honegger）及騷桂特（Sauguet）的作曲方向。
美國出色的作曲家如柯普蘭（Aaron Copland）及湯姆森（Virgil Thomson）都受其影響，而簡化了他們音樂藝術中
的複雜性。對後一輩的作曲家中，凱基（John Caye）的實驗主義，可以明確地溯源於莎替的觀念之中。莎替，這
位行事荒誕而心智清明的怪傑，啟示了後世的作曲家們，音樂並不需要用大金鋼般地咆哮與搥胸拍脯才能引人注

意；清晰，單純更能令人喜悅與忘懷。

文章節錄自「大陸音樂辭典」

    舞團簡介
在台灣，「芭蕾舞」的根植與發展較「現代舞」為早。

不過，先前的舞蹈工作者，由於只跳西洋古典舞劇作品，

本土藝術家鮮少編創芭蕾作品。因此，在沒有累積舞作

的情形下，台灣自然就稱不上有自己的芭蕾藝術。

萬事起頭難。舞團於 1990年 3月初成立，即以「編
創新作品」為主要操作導向。為維持演出水準，舞團最

先是以一星期工作 5天（星期一至五，早上 10:30練舞，
下午 2~5點排舞）的職業舞團方式，操作了 6年。後來，
在舞團財力短絀及好舞者難尋的壓迫下，近年來改為一

星期工作 3天，不過仍維持「全年無休」操練，希望舞
團能持久成長。

一年至少一次的「新作全省巡迴公演」，是多年的

堅持。舞團至今已發表了 50多支作品，近 500場的演出。
以芭蕾為基石，嘗試多種風格的探索及開發，其中以結

合台灣原住民舞蹈的芭蕾作品，最為人驚豔稱讚。舞團

於 1999年 3月首次出國演出，即獲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首席舞評家安娜‧綺色果芙（Anna Kisselgoff）
的讚譽：「來自台灣的浪漫與傳奇」「時時充溢台灣影

像」及 2008年歐洲舞蹈雜誌《Dance Europe》評論：「台
北首督芭蕾舞團創作的風格─編作新的、具創新精神的

作品。它將芭蕾結合本土的舞蹈形式、在地的譬喻及當

代題材，以創造真真正正的『台灣』芭蕾舞。」；舞團

在 2009年亦榮獲第七屆台新表演藝術獎。為保持創作活
力及多元性，舞團也邀約不同領域的編舞家來共同編作，

期望舞團在台灣舞蹈發展的長流中，永不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