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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素敵な二人への祝賀

宮田耕八朗

給出色的兩位之祝賀

   私の門下生の中でも特別に優秀な渡辺治子が台南芸大の学生であったスーピンと出

会えた事は誠に幸福な事でした。治子とスーピンの力が合わさって台湾に箏の仲間が増

えました。そしてインロンという笛の名手を私に紹介してくれて、たちまち尺八の能力が開

花して私の自慢の生徒となりました。   

   スーピンとインロンはNHKのオーディションに合格してＦＭで全国に放送されました。ま

たスーピンは日本の箏曲の根源である 六段の調コンクールに見事に合格した事もうれし

い事でした。   

   二人のレパートリーは日本の伝統音楽及び、私を含め現代の作曲家の作品を充分に

理解し表現して、さらに台湾の作曲家による作品を生み出す力にもなりました。   

   日本の箏と尺八の源は中国から伝わり、日本において発達ました。いま台湾で、中国

伝来の文化の上に日本からの伝来を加えて、更なる飛翔を遂げ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は実に

うれしい出来事です。

     渡邊治子是我表現極為出色的一位門生，能與其門生宿玶相遇，對我而言，是一件

非常幸福的事。在日本箏推廣方面，治子與宿玶齊心協力，讓臺灣學習日本箏的箏友日

增月益。在因緣際會下，也認識了優秀的笛子演奏家－穎蓉，而在尺八演奏方面，穎蓉具

備相當的潛力，無庸置疑地，現在已是我甚為自豪的門生之一。 

     宿玶與穎蓉二位在日本NHK音樂比賽中脫穎而出，演奏樂曲亦透過FM電台在日本

各地播送。此外，宿玶曾在六段の調（日本箏樂起源曲）音樂比賽中獲得殊榮，令我欣喜

萬分。         

     華之和音的演奏融合傳統與現代，雖為臺灣演奏家，演奏中卻充分展現出日本傳統

音樂中欲傳遞的意涵。此外，也委任臺灣作曲家創作新的作品，相信會為音樂注入新的

力量。

     日本箏（Koto）與尺八（Shakuhachi）皆為源自於中國的樂器，在日本廣為發展。

現今，古典音樂與文化互相融合的背景下，邦樂在臺灣蒸蒸日上，使我喜出望外。



序
  感謝大家前來蒞臨華之和音五週年音樂會《秋の曲》

【2 × 5】

【2 × 5】

     回首這一路的風景，內心百感交集，若我們再次回到原點，再有一次重新選擇的機會

，是否會踏上同樣的旅程呢？草創時期的我們，答案或許與現在有所相異吧！ 

     在臺灣發展異文化，有美好亦有艱辛的地方，初期的我們，在南藝大的師長與日本老

師們的引導下開始學習日本邦樂。當時對於兩方老師的學習理念懵懵懂懂，而選擇踏進

去的契機，也許是一種嚮往，也或許是一種傻勁，當時的我們，盡可能發揮自身才能，希

望能在演奏上達到一定程度，除了讓日本邦樂界的大師們認同我們，也希望能將日本優秀

的作品，引領到臺灣來。 

     而這五年最大的變化，無非不是從單純學習樂曲逐步轉換到推展邦樂，這兩件事情

在性質上與執行項目有很大的不同。出身於中國音樂的我們，在面對邦樂教學和各種演

出企劃時，必須要學習不被國樂系統制約，由文化的角度去思考，並在其中差異尋找平衡

。無論是演奏上的學問，亦或是語言、服裝、習俗與美學觀，我們都是從零開始，非天才

的我們，每一步皆是憑藉著每個實際操演的機會進而累積經驗，以運用在每一場活動中，

期許將最好的一面呈現給大家。 

     在這條邦樂推展的路上，各方面尚有不成熟之處，但我們用這五年的努力和堅持，逐

步勾勒出屬於「華之和音」的風格，今天的曲目，希望能讓您們看到我們所走的每一步路

，而此場音樂會也是一個新的起點，未來如何將這條道路走的更開闊、更鮮明，就要看我

們的智慧和努力。

     在邦樂的路上，非常感謝帶領我們入門並提攜華之和音的師長們，每每遇到挫折時，

想到長輩們對於自己的期許，前進的動力中便多了份堅毅；同時也非常感謝這一路上來自

各方夥伴們的陪伴，除了音樂圈的朋友之外，我們也因為邦樂結識了不同領域的優異朋

友，大家在互動中分享經驗並激盪彼此的想法，這些珍貴的資產得來不易。也謝謝追隨

華之和音的弟子們，看著大家的成長，對於「傳承」這件事，讓我們有不同的體會，生活

亦更歡樂精采；最後由衷感謝我們的家人，總是無條件的支持和陪伴並給予無上限的關

愛。 

    「華之和音」再次感謝大家的蒞臨與支持，希望今天的演出能讓大家感受到成長的意

義，以及背後各種意念相乘的力量和羈絆，未來我們會持續地努力，請大家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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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之和音」 ，為尺八演奏家劉穎蓉以及

日本箏演奏家徐宿玶共同組成之日本邦樂演奏團體。

其團名由日本箏生田流大師範渡辺治子 先生所命名，

意涵為「華」，日文唸為「hana」，有「花」的意思，又可

解釋為「中華」；「和」則為日本文化中的重要概念，象

徵了萬物和諧，以及音樂合奏之意。

「華之和音」 ，展現了如花

朵一般華麗的重奏，該團除了演奏大和

民族的傳統樂器外，也具備演奏中國音

樂的能力，是一個具有雙重音樂能力

( b i - m u s i c a l i t y ) 的表演團隊。未來

也希望經由創作融合中日元素，塑造新

的音樂生命。



近 年 曾 赴 奧 地 利 、 西 班 牙 、 日 本 、 香 港 、 中 國 大 陸 等 地 演

出 ， 皆 獲 好 評 。

曾 與 「 臺 灣 國 樂 團 」 首 席 客 席 指 揮 閻 惠 昌 指 揮 合 作 演 出 ,

陳 明 志 給 尺 八 、 笛 和 薩 摩 琵 琶 的 協 奏 曲 《 聽 風 的 歌 》 ；

亦 與 名 指 揮 家 瞿 春 泉 合 作 演 出 笛 子 協 奏 曲 《 旋 舞 女 》 ；

亦 曾 與 國 際 尺 八 演 奏 家 J o h n  N e p t u n e 、 柿 堺 香 、 福 田 輝 久

同 台 演 出 。

除 熱 衷 於 傳 統 日 本 尺 八 音 樂 的 演 奏 藝 術 外 ， 同 時 還 參 與 現

代 音 樂 的 演 出 ， 探 索 傳 統 與 現 代 音 樂 結 合 的 可 能 性 。

目 前 為 「 華 之 和 音 」 團 長 、 「 臺 中 青 年 絲 竹 樂 團 」 笛 子 演

奏 員 、 國 立 臺 南 藝 術 大 學 中 國 音 樂 學 系 兼 任 講 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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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 八 演 奏 家  ╱ 劉 穎 蓉



2 0 0 7 - 2 0 0 9 年 赴 日 期 間 曾 獲 日 本 八 橋 檢 校 日 本 箏 比 賽 獨 奏 部 門

第 二 名 ， 以 《 草 笛 の 頃 》 一 曲 獲 日 本 N H K 選 秀 會 箏 組 評 定 合 格

， 其 錄 音 更 被 選 之 播 放 於 日 本 全 國 ， 為 第 一 位 獲 此 殊 榮 之 臺 灣

日 本 箏 演 奏 家 。 並 於 日 本 東 京 紀 尾 井 演 奏 廳 舉 辦 「 箏 の 架 橋 」

日 本 箏 個 人 獨 奏 會 。 回 國 後 ， 與 尺 八 演 奏 家 — 劉 穎 蓉 組 成 「 華

之 和 音 」 二 重 奏 。 2 0 1 0 年 以 國 立 臺 南 藝 術 大 學 亞 太 音 樂 中 心 日

本 箏 教 師 身 分 協 助 「 南 藝 大 日 本 箏 ． 尺 八 樂 團 」 錄 製 《 春 の 海

》 ， 並 獲 得 傳 藝 金 曲 獎 最 佳 傳 統 音 樂 詮 釋 獎 入 圍 之 肯 定 。 近 年

多 受 邀 赴 日 本 、 香 港 、 中 國 大 陸 ， 以 及 全 臺 演 出 日 本 箏 與 中 國

箏 ， 與 宮 田 耕 八 朗 、 柿 堺 香 、 J o h n  海 山  N e p t u n e 、 三 橋 貴 風

、 福 田 輝 久 、 星 田 一 山 著 名 尺 八 大 師 及 蕭 演 奏 家 譚 寶 碩 老 師 合

奏 。 並 籌 辦 多 場 日 本 邦 樂 專 場 講 座 與 音 樂 會 ， 皆 獲 得 廣 大 迴 響

， 為 臺 灣 日 本 箏 現 為 國 立 臺 南 藝 術 大 學 中 國 音 樂 學 系 兼 任 講 師

、 嘉 義 高 中 音 樂 班 古 箏 老 師 、 臺 中 市 曉 明 女 中 古 箏 老 師 、 內 政

部 消 防 署 臺 灣 警 察 專 科 學 校 音 樂 老 師 、 日 本 箏 ． 尺 八 二 重 奏 樂

團 「 華 之 和 音 」 副 團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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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畢業於北藝大戲劇學院，主修表演。曾為台南在地劇團－「鐵支路邊創作體」資深團員，歷年在高雄

、台南高中及大學的戲劇社團指導，目前在高雄師範大學話劇社「木鐸劇坊」，擔任指導老師已有五年以上

的資歷。

在2013年指導「正修科技大學」參與教育部－生命教育話劇比賽第一名。此外相關劇場創作：銀河谷音劇團

－舞台布景繪製設計、《我們的家》《三隻小豬》《摘瘤老爺爺》《頑皮孫悟空》平面設計等。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成立『晨與顧問企業社』為負責人，組織社工團體並融合相關護理及營養師，以戲劇、

團體治療、復健等，服務在高雄、屏東、台南、嘉義，各種大小安養院及護理之家。

戲劇社團：

大灣高中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  光華女中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

高雄師範大學２０１１－持續任教

校園執導／劇創作品：

《收信快樂》、《白水》、《狂人教育》、改編劇本《功夫魔坊》、改編劇本《繼承者們》、

自創劇本《一起去旅行》、自創劇本《愛情學分》、自創劇本《夢畫》、自創劇本《共生》。

表演作品： 華之和音《花さき山》，華之和音《つるのおんがえし》， １８ＬＩＧＨＴ創作體《收信快樂》， 

“東方技術學院＂與“鐵支路邊創作體＂合演年度大戲《灣生》。《西川滿－赤崁記》，鐵支路邊創作體《

雪蝶》、《先寫完劇本》，善牧基金會《天使的孩子》，北藝大戲劇學院《懷爾德寫給蒙哥馬利的一封信》

、《羅密歐與茱麗葉》、《親愛的死者》、《死亡》、《海鷗》、《逼婚》、《狂人教育》、《小王子》。



委 託 創 作 ： 作 曲 家  /  潘 家 琳

南 華 大 學 民 族 音 樂 學 系 助 理 教 授 ， 畢 業 於 國 立 臺 灣 藝 術 大 學 中 國 音 樂 學 系 、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音 樂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 美 國 肯 特 州 立 大 學 民 族 音 樂 學 博 士 。

博 士 論 文 為 分 析 大 中 華 地 區 民 族 管 絃 樂 團 的 交 流 狀 況

 ( A n  A n a l y s i s  o f  t h e  T h r e e  M o d e r n  C h i n e s e  O r c h e s t r a s  i n  t h e  

C o n t e x t  o f  C u l t u r a l  I n t e r a c t i o n  A c r o s s  G r e a t e r  C h i n a )  。

研 究 領 域 包 括 現 代 國 樂 、 印 尼 音 樂 與 佛 教 音 樂 等 。 研 究 文 章 曾 刊 登 於

A s i a n  M u s i c 、 M o d e r n  C h i n a  S t u d i e s 、 《 亞 洲 文 化 》 、 《 關 渡 音 樂 學 刊 》 、

《 美 育 》 與 《 傳 藝 》 等 ， 近 幾 年 協 助 「 國 立 台 灣 交 響 樂 團 」 以 及 「 台 北 市 立 國 樂 團 」

撰 寫 研 討 會 報 告 以 及 年 度 展 覽 計 畫 案 。

身 為 二 胡 演 奏 者 ， 在 美 期 間 ， 創 立 克 里 福 蘭 絲 竹 樂 團  ( C l e v e l a n d  C h i n e s e  M u s i c  

E n s e m b l e )  ， 在 北 美 地 區 推 廣 中 國 音 樂 ， 並 受 邀 於 美 國 公 共 電 視 網  ( P B S )  “ A p p l a u s e ＂  

W V I Z  P B S 與 美 國 全 國 公 共 廣 播 電 台  ( N P R )  “ A r o u n d  N o o n ＂  W C P N  N P R  介 紹 中 國 音

樂 。

P a n ,  C h i a - L i n
美 國 西 北 大 學 （ N o r t h w e s t e r n  U n i v e r s i t y ,  I L . ） 作 曲 博 士 。

曾 於 國 立 臺 灣 交 響 樂 團 所 舉 辦 之 作 曲 比 賽 與 其 他 比 賽 中 獲 獎 ，

作 品 經 常 獲 選 於 國 際 現 代 音 樂 協 會 年 會 暨 世 界 音 樂 節

（ I S C M  W o r l d  M u s i c  D a y s ） 、 亞 洲 作 曲 家 聯 盟 年 會 暨 音 樂 節

（ A C L  F e s t i v a l  a n d  C o n f e r e n c e ） 以 及 其 他 音 樂 節 中 演 出 ，

亦 多 次 獲 得 國 家 文 藝 基 金 會 以 及 國 立 中 正 文 化 中 心 委 託 創 作 之 肯 定 ，

演 出 場 合 遍 及 臺 灣 、 香 港 、 美 國 、 加 拿 大 、 韓 國 、 日 本 、 以 色 列 與 澳 洲 等 地 ，

演 出 發 表 活 躍 。

高 雄 中 學 音 樂 班 畢 業 後 ， 大 學 與 碩 士 班 皆 就 讀 於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音 樂 學 系 ，

作 曲 師 事 M .  W .  K a r l i n s ,  A u g u s t a  R e a d  T h o m a s ,  A l a n  S t o u t ,  J a y  A .  Y i m ,  潘 皇 龍

與 盧 炎 等 教 授 。 時 常 與 知 名 演 出 團 體 與 所 屬 音 樂 家 頻 繁 交 流 並 合 作 發 表 作 品 ， 包 含 T h e  

P a c i f i c a  S t r i n g  Q u a r t e t 、 E i g h t h  B l a c k b i r d 、 B u g a l l o - W i l l i a m s  P i a n o  D u o 、

D u o  D i o r a m a 、 N a n a F o r m o s a  P e r c u s s i o n  D u o ,  臺 北 市 立 交 響 樂 團 、 臺 北 十 方 樂 集

、 臺 灣 管 樂 團 、 長 榮 交 響 樂 團 、 采 風 樂 坊 、 高 雄 市 國 樂 團 、 新 北 市 交 響 樂 團 、 小 巨 人 絲

竹 樂 團 、 朱 宗 慶 打 擊 樂 團 以 及 國 家 交 響 樂 團 等 單 位 之 音 樂 家 。 與 各 種 音 樂 藝 術 人 士 的 工

作 接 觸 ， 也 使 得 她 的 作 品 能 呈 現 出 各 式 規 模 、 音 色 等 千 變 萬 化 且 多 元 的 風 貌 。 潘 家 琳 目

前 為 臺 北 市 立 大 學 音 樂 系 專 任 副 教 授 。

主 持 人  ╱ 李 明 晏

L e e ,  M i n g - Y a n



助演人員╱日本箏
黃 婉 甄H u a n g ,  W a n - C h e n

L e e ,  C h i n - J u  李 瑾 如

C h a n g ,  S h a o - C h u n  張 韶 純

翁 嘉 貞W e n g ,  C h i a - C h e n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碩士。現師事於日本箏演奏家徐宿玶，2011年加入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日本箏・尺八樂團，並於2016年擔任日本箏樂團團長一職，積極跟隨華

之和音一同參與多次展演活動，曾參與國立臺南藝術大學3場音樂會演出、國立故宮博物

院南部院區4場活動、開幕演出，亦曾在不同的日式建築為活動做各類型的邦樂表演，如

高雄武德殿、臺南麻豆總爺藝文中心、烏山頭水庫八田與一紀念園區、臺南吳園藝文中心

、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等。2017年隨同華之和音赴日與作曲家 宮田耕八朗先生學習演

奏技巧及大和民族精神。

師事日本生田流正派大師範 渡邊 治子與日本箏演奏家徐宿玶，於2010年加入國立臺南

藝術大學尺八．日本箏樂團，並多次參與日本邦樂音樂及講座，20 1 0年參加南方

MINAMI 尺八．日本箏音樂會，首次與尺八大師 宮田耕八朗先生、渡邊治子女士同台演

出。演出經歷豐富，曾於多種場合做邦樂表演，如烏山頭和風櫻花祭、總爺和風文化祭、

祈福音樂會、開幕音樂會等，亦曾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高雄文化中心至德堂、臺

中市府集會堂、東海大學等場地參與邦樂類型音樂會，2017年隨同華之和音赴日本與作

曲家 宮田耕八朗先生學習邦樂技藝。

畢業於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進入研究所前學習中國古箏，入所邂逅日

本音樂，並加入「尺八．日本箏樂團」。師事生田流正派大師範渡邊治子與演奏家徐宿

，並積極投入日本箏音樂會及相關活動之演出。 

細數六年來，參與全臺大小與日本文化相關活動之音樂演出，如「傳統與現代的交匯－

臺南藝術大學世界音樂會」、「阿里山花季:『櫻與音的對話』音樂會」、「故宮南院－

太和茶飄香、彈指風華現 開幕音樂會」、「新春絲竹のしらべ －尺八．日本箏音樂會」

、「總爺和風文化祭 開幕記者會演出」等。 

現職為小學專任教師，於2017年八月跟隨徐宿玶老師遠赴日本接受名家宮田耕八朗的指

導。

臺南人，現就讀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碩士班，畢業於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七年

一貫制中國音樂學系。主修古箏，師事著名古箏演奏家、教育家黃俊錫教授；副修日本

箏，師事日本箏演奏家徐宿玶老師。現為臺南市新化社區大學古箏團體班講師、臺南市

首選傑出演藝團隊「谷方當代箏界」團員。2009年至今隨谷方當代箏界於全國各地文化

中心舉辦巡迴音樂會，以及受邀赴中國大陸等地演出。2015年及2017年分別於臺南市成

功大學成杏廳與夢想田音樂館舉辦個人古箏獨奏會，並於2017年獲得敦煌盃‧首屆澳門

國際古箏大賽專業重奏組金獎、箏獨奏青年專業B組(綜合藝術院校)銀獎。自2012年開始

學習日本箏，亦累積豐富資歷，多次隨華之和音至各地展演，如高雄市文化中心、高雄

武德殿、臺中文化產業創意園區、臺南鶯料理、臺南吳園藝文中心、烏山頭水庫八田與

一紀念園區、臺南奇美博物館等地參與開幕及專場演出。



助演人員╱日本箏
L o ,  Y i - W e n 羅 苡 文

王 媛 平W a n g ,  Y u a n - P i n g  

黃 信 衛H u a n g ,  X i n - W e i
尺八

臺南市人，畢業於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七年一貫制中國音樂學系。主

修古箏，師事著名古箏演奏家教育家黃俊錫教授，副修日本箏，師

事徐宿玶老師，現為臺南樂集團員、臺南市崇學國小藝術才能班古

箏教師、雲林科技大學國樂社古箏教師、高雄市砂崙國民小學古箏

教師、臺南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古箏教師、國立臺南大學國樂社古箏

教師。

2017年於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演奏廳舉辦2017府城新勢力「絲遊

」羅苡文古箏獨奏會。

1997出生於臺北縣，自5歲開始學習古箏。啟蒙老師為陳曉蓉老師，

曾師事楊麗陵、林東河老師，現師事彭景老師。副修二胡，曾師事葉

維仁、陳玉軒、顧豐毓老師，現師事彭苙榳老師。 第二副修作曲，

現師事陸橒老師。 在南藝同時學習日本箏，現師事徐宿玶老師。

於2015年，赴北京學習古箏，師事高陽老師。

並於2017年八月跟隨徐宿玶老師遠赴日本接受名家宮田耕八朗的指

導。

1997年出生於新北市，畢業於新北市碧華國小、碧華國中，在學期

間擔任國樂團笛演奏員。

現就讀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七年一貫制四年級，目前為

南藝大日本樂團團員。

主修笛，由劉治老師啟蒙，曾師事游惠雯老師，陳中申老師，現師

為劉富吉老師。副修尺八，師事劉穎蓉老師。105年舉辦逢·笛嗩

雙人音樂會。

104年全國學生音樂比賽臺南市賽大專個人組簫第二名，105年全國

學生音樂比賽全國賽大專個人組簫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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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著
在
尺
八
的
引
領
下
︐
山
姥
姥
開
始
了
她

的
獨
白
︒
全
曲
即
由
此
種
第
一
人
稱
的
獨
白
所
貫
穿
︐
聽
者
彷
彿
化
身
為
小
女
孩
的
角
色
︐
仰
頭
細
細
聽
著
姥
姥
所
告
訴
她
的
︐
關
於
花
開
山
的
神
奇
故
事
︒
音
樂

時
而
激
昂
時
而
舒
緩
︐
跌
宕
起
伏
間
︐
與
山
姥
姥
的
故
事
緊
密
相
依
︒
而
代
表
著
生
命
力
與
花
開
的
旋
律
反
覆
貫
穿
全
曲
︐
親
切
而
動
聽
︐
一
曲
聽
來
旋
律
依
然
悠

揚
迴
盪
︐
不
絕
於
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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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
名
單

宮
田
耕
八
朗 
老
師

渡
邊
治
子 

老
師

鄭
德
淵 

老
師

陳
中
申 

老
師

設
計

書
法

翻
譯

和
服
著
衣

化
妝

招
待

工
作
人
員

攝
影

錄
音

拍
照

樂
器

夏
洛
克
設
計

陳
逸
凱

邢
佳
茵

黃
筱
婷

王
淑
賢
︑胡
芳
菲
︑謝
函
妤

李
彥
霖
︑邱
奕
君
︑江
凱
勝

陳
承
煦
︑王
彥
庭
︑王
品
文
︑許
宥
閎
︑蔡
瀚
賢

林
文
鑫
︑張
秀
娟

王
昭
惠

黃
靄
琳
︑劉
學
謙

蘇
智
偉

贊
助

真剛堂
T  0 2 - 3 3 9 3 6 0 0 3     M  0 9 3 3 - 8 8 2 5 9 0

台 北 市 大 安 區 永 康 街 4 1 巷 2 1 號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節
目
冊

N
T
C
H 

臺
北
國
家
演
奏
廳

贊助單位 真剛堂、瑞峰茶合作社、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主辦、演出單位 華之和音

2017 開演
開場 14:00 

1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