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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is Quintana 
Souvenir d’une musique à venir [Prise 2] (2022)   

’  
新版本世界首演

 

- Dai Fujikura 
Breathing Tides (2010) 

 (5’30) 
笙版本臺灣首演

 

- Francisco Uberto 
Paradise (2022) 

 (7’30) 
臺灣首演

 

- Samuel Taylor 
Fuse (2022) 

(8’) 
世界首演

 

- Imporvisation 
 

- 陳 珩 

Vox I (2020) 

 (12’) 
臺灣首演

 

- 劉家麟 

Les Chants nostalogiques pour cyber-punk (2022) 

 (8’) 
臺灣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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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俐錦 笙演奏家 

李俐錦是少數演奏及創作兼具的笙獨奏家，演奏風格多元、

表演極具開創性，近年致力於國際共製合作交流，拓展器樂演奏

家表演的多元性。曾任香港中樂團正職笙樂師，現為獨立音樂家

及卡到音即興樂團成員，參與該團《慢》獲第 25屆傳藝金曲獎
「最佳跨界音樂專輯」。俐錦近年演出重心移向至肢體開發及跨

領域探索，並積極發想以笙為媒介、劇場以及音樂互為媒材的實

驗性擴展該樂器的當代風貌。 

Site officiel : https://lichinli.art/ 

 

李霏雯 雙簧管 

雙簧管演奏家李斐雯畢業於德國紐倫堡音樂學

院，取得最高文憑；德國弗萊堡音樂學院以及瑞士

蘇黎世音樂院取得演奏家文憑。返臺後積極參與各

項演出，目前任教於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新北市立

新店高中、臺北市立建安國小、新北市立忠義國小。 

 

林倢伃 中提琴 

以滿分第一獎之優異畢業於國立巴黎高等音樂學院碩士班

(CNSM de Paris)，師事法國著名中提琴家傑拉德-考斯(Gerard 

Causse) 及慕尼黑大賽首獎得主安托萬 -塔梅斯提  (Antoine 

Tamestit。旅法期間獲得 2007 年法國青年中提琴家大賽首獎 

(Concours National des jeunes altistes)，並入圍德國慕尼黑 (ARD) 

國際大賽、德國柏林 Max Rostal 國際大賽等重要賽事。演出經

驗豐富，足跡遍及如巴黎歌劇院、巴士底歌劇院、Salle Pleyel、

等各大音樂廳及薩爾茲堡音樂節等。 

林倢伃在台灣的求學養成於台南市永福國小、大成國中音

樂班、國立台南藝術大學。中提琴由張乃月老師啟蒙，曾師事王麗雯、林佳霖老師。自法

返台後積極參與各式演出如 Taiwan Connection、對位室內樂團、藝綻室內樂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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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venir d’une musique à venir (Prise 2) Remembrance of a music to come 
(Take 2)

(pianissimi) 

(Take 2) 2022 (Take 1)
une esquisse d’une œuvre à venir

Luis Quintana出生於波多黎各，是一位器樂、聲

樂和電子音樂作曲家，其創作形式從音樂會延伸至聲

音裝置。他曾獲得多個國際獎項，包含莫斯科 New 

Classic國際作曲大賽一等獎、Salvatore Martirano獎、

伊勢志摩藝術委員會及 Académie des beaux-arts 的作

曲獎。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演出，如 Ensemble 

Intercontemporain、Illinois Modern Ensemble等樂團演

奏 ， 並 在 IRCAM Manifest Festival 、 Darmstadt 

Ferienkurse für Neue Musik、Biennale de Musiques 

Exploratoires（B！ME）、日本 Born Creative festival等

音樂節上演奏。他的作品由 Babel Scores出版。 

https://www.luis-quintana.com/ 

Luis Quintana 
Souvenir d’une musique à venir [Prise 2] (2022) 
trio pour sheng, hautbois et alto (7’)  
(création mondiale) 

路易斯-金塔納 

為笙、雙簧管及中提琴的三重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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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藤倉大 1977 年出生於日本大阪。他於
15歲時移居倫敦，就讀於多佛音樂學院並完成了他
的中學教育。他最初的志向是創作電影音樂，在三

一音樂學院學習期間，受布列茲（Pierre Boulez）、
捷爾吉-利蓋蒂（György Ligeti）和武滿徹（Toru 
Takemitsu）等人作品薰陶，使他的美學觀點發生了
變化。他對電影的瞭解更使他的音樂增添了具個性

化和創新的聲響。 

他獲得了許多獎項，包括 1998年的 Serocki國
際比賽、1998年的哈德斯菲爾德音樂節青年作曲家
獎、2004年的皇家愛樂協會作曲獎、2005年的維也
納 Claudio Abbado獎、2007年的 Festival Schleswig-
Holstein的保羅-亨德米特獎和 2008年的 Giga-Hertz

特別獎。2009年，憑藉作品 秘密森林 獲尾高賞、

......如我 獲芥川獎。 

https://www.daifujikura.com/ 

  

Dai Fujikura 
Breathing Tides (2010) 
duo pour shō et hautbois (5’30) 
(création mondiale en version pour sheng et hautbois) 藤倉 大 

為日本笙和雙簧管二重奏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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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直覺，由概念性的數位聲響來塑造

他的音樂理念。以最富想像力的方式在音樂

中操控著聽者的期待，如同打一場情感上的

冷戰，Francisco Uberto的作品從獨奏涵蓋到

使用電子技術的管弦樂。他在阿根廷（UNC）

和法國（CNSMD Paris和 IRCAM）完成作曲

培訓，並從 2012年起得到了歐洲和阿根廷幾

個著名基金會的支持。 

自旅居歐洲以來，他的音樂頻頻由國際知名樂團演出。Francisco Uberto並曾於 Casa 

de Velázquez、Ibermúsicas和 Cité des Arts進行藝術駐留，如今是巴

黎 Couvent des Récollets的常駐作曲家。 

https://franciscouberto.com/ 

  

Francisco Uberto  
Paradise (2022) 
pour sheng et électronique (7’30) 
(création mondiale) 

法蘭西斯科-烏貝托 

為笙和電聲音樂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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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Samuel Taylor 
Fuse (2022) 
pour sheng, hautbois, alto et e.guitare 22TE (8’) 
(création mondiale) 

薩謬爾-泰勒 

為笙、雙簧管、中提琴及微分電吉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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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el Tayler 對探索音樂體驗的渴望引領了

他從澳大利亞到美國、中國、印度和歐洲的旅程中。

遵循他對探索「非常規音樂系統」的熱情，Samuel

的藝術創作聚焦在節奏與色彩的匯合點中，音色和

時間的組成關係。自從他在 2019年開始研究 22音

平均律（22TET）以來，微分音電吉他儼然成為這

項探索的軸心，這亦是他碩士論文的主題。 

在他的出生地澳大利亞阿德萊德，由 David 

Harris啟蒙作曲後，對爵士樂的熱情將 Samuel引向

了波士頓的新英格蘭音樂學院（NEC）。他在 NEC

跟隨 Stratis Minakakis 學習的經歷，為他打開了一

個新的音樂世界，而這股潮流將不可避免地指引他

來 到法 國國 立巴 黎高 等 音 樂 與 舞 蹈學院

（CNSMDP），在那裡他繼續跟隨 Frédéric Durieux和 Stefano Gervasoni學習作曲。他在

CNSMDP 的電子音樂教授 Yan Maresz 啟發他通過使用微分音吉他和電子器件，進一步

深入到音色探索的世界。 

https://thexenzo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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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生於台北，自 5 歲習鋼琴及小提琴，高中

始隨蕭慶瑜教授修習理論與作曲；其後受潘皇龍（Pan 

Hwang-Long）教授及蔡淩蕙（Tsai Ling-Huei）教授之

指導，在取得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士後赴法深造，

於法國國立布洛涅-比揚古國立音樂學院（Conservatoire 

Régional de Boulogne-Billancourt）修得作曲專業文憑，

師事尚-呂克-埃爾維（Jean-Luc Hervé）。隨後，就讀於

國立巴黎高等音樂暨舞蹈學院（Conservatoire National 

Supérieur de Musique de Paris）作曲班，師從傑哈-貝松

（Gérard Pesson）並獲得作曲碩士。就學期間並隨皮耶

-法哈果（Pierre Farago）、及馬克-安德烈-達爾巴維學

習管弦樂法，並在克勞德-勒杜（Claude Ledoux）的指

導下進行音樂分析；與路易士-拿翁（Luis Naón）、楊-瑪黑許（Yan Maresz）學習電子音

樂；曾參與包含阿貝托-波沙達斯（Alberto Posadas）、貝阿特-福瑞（Beat Furrer）、布魯

諾-曼托瓦尼（Bruno Mantovani）、卿納瑞-翁（Chinary Ung）、喬爾-霍夫曼（Joel Hoffman）、

溫德青、鍾啟榮等作曲家之課程。其音樂作品與舞蹈音樂設計作品曾在臺、韓、義、法

等地演出。 

https://soundcloud.com/chenhengtw 

  

Heng Chen 
Vox I (2020) 
pour sheng et électronique (12’) 
(création mondiale en version du concert) 

陳 珩 

為笙和電聲音樂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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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lin Liu 

Les Chants Pour Cyber-Nostalogie (2022) 
pour sheng et électronique (8’) 
(création mondiale) 

劉家麟 

為笙及電子音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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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歐作曲家，電子音樂創作

者。2014年起在斯圖加特國立音樂

與表演藝術旅歐作曲家，電子音樂

創作者，畢業於巴黎國立高等音樂

學院（曾獲作曲獎、配器獎，影像

配樂班在讀）、龐畢度中心 IRCAM、

司徒加特國立音樂學院（作曲及計

算機音樂博士在讀）、上海音樂學

院附中。旅法期間，他參與了巴黎

國際藝術村的駐留項目（2018-21）、

並獲得法蘭西基金會（Fondation de 

France - Prix Macari Lepeuve, 2019）

與梅耶基金會（Fondation Meyer, 2020）的支持。他的音樂曾在巴黎 ManiFeste 音樂節、

Festival Présences、史特拉斯堡 Festival Musica、卡爾斯魯厄 ZKM數字與媒體藝術中心、

巴黎國際藝術城、巴塞爾 ZeitRäume當代音樂與建築雙年展、HyperscreenVR虛擬現實音

樂節等地演出。他痴迷於物理建模技術的研究與實踐，致力於探索物理建模技術與建築、

音響裝置、樂器設計、VR元宇宙的結合併研究傳統配器法，用以改良為電子聲音進行自

動/輔助配器的技術。 

https://www.jialinli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