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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單位組織展會參與及展演合作 
受到 COVID19 疫情影響與旅行限制，國外實體活動大多取消舉辦，部分透過

網際網路轉為線上參與，或者更改展演計畫型態。 
2020 全州國際音樂節全面取消國際邀演，改為透過網路技術，邀請海外音樂家

參與開幕音樂會之匯演，利用即時直播的方式，讓全球的音樂家與觀眾一同共

襄盛舉；2020 首爾表演藝術市集與韓國音樂之旅全數活動以線上方式呈現，其

中，韓國音樂之旅中的亞洲策展人網絡會議（Asia Delegate network）也改成線

上方式參與，會議內容聚焦在全球疫情下藝文發展與文化政策；柏林新音樂室

內樂團《閱讀音樂》計畫緣起於全球疫情延燒，考量原計畫《給歌劇院的音樂》

無法在實際空間中演出，將這一年的實驗成果，改以錄像規格創作，於柏林進

行錄製成《閱讀音樂》，不僅是作為原計畫的創作紀錄，更是面對疫情衝擊，

讓創作者與演奏者透過非常規的空間與空間感，體現史托克豪森在上世紀提出

的音樂展演型態思維，捌號會所在 2020 年底邀請此錄像作品於 2020 再壹波藝

術節首映。 
 
2020 全州國際音樂節 
時間地點 2020/12/12-16，韓國（線上展演） 

參與人員 捌號會所藝術總監林芳宜、行政總監黃珮婕、節目暨行銷經理

賴建甫、行政暨研發經理蔡和儒、執行製作王泯淳 
古箏／楊懿惟、琵琶／蘇筠涵、打擊／方馨、笛簫／林小楓 

 
全州國際音樂節開幕音樂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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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與全球連線直播畫面 臺灣直播現場 

2020 首爾表演藝術市集與韓國音樂之旅 
時間地點 2020/10/12-15，韓國（線上展演與會議） 
參訪人員 捌號會所藝術總監林芳宜、節目暨行銷經理賴建甫 

 
韓國音樂之旅（數位線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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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策展人網絡會議與會人員 

柏林新音樂室內樂團《閱讀音樂》 
時間地點 2020，德國－臺灣 
主辦單位：捌號會所 
製作執行統籌：柏林新音樂室內樂團 

 
《閱讀音樂》錄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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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展演及音樂平台策劃 
2020 再壹波藝術節以「精神遊牧」為主題，探討當代藝術家在世界移動與資訊漫

遊成為日常的時代洗禮下，經過原生文化與養成文化之間的游移與涵化，精神上

的遊牧性格會帶來何種樣貌的文化體現？COVID-19 的衝擊，讓大部分的計畫暫

緩重整，與此同時，也提供新的切入點，讓人重新審視表演藝術的現場性與國際

網絡的功能。藝術節分成「錄像作品」的形式呈現，邀請維也納、香港、柏林的

藝術創作，藉由科技的力量突破國境封鎖、永續國際合作與共享；「現場演出」

的節目，則由臺灣新世代傳統樂器演奏家組成的「亞洲當代傳統樂團」，以及來

自蘭嶼的舞蹈家跟臺灣本島音樂家合作，呈現新世代的創作。 
2021 衛武營 TIFA 當代音樂平台邀請當前國際樂壇最具代表性的亞洲女性作曲

家陳銀淑作為駐節作曲家，安排開幕音樂會演奏大師的絃樂作品專場，另邀請臺

灣鋼琴家林佳靜演奏陳銀淑經典作品鋼琴協奏曲。此外，結合國內團隊與藝術家

展演力量—動見体《共鳴体》與臺灣青年藝術家樂舞共創新作《在．不在》，柏

林新音樂室內樂團《閱讀音樂》則以展覽的形式於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陳列，

以上都是體現當代音樂的多樣貌的展演型態與聲響。 
 
 

 
《閱讀音樂》於 2020 再壹波藝術節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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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再壹波藝術節 
時間地點 2020/12/21-22，臺灣臺北、臺南 
主辦單位 捌號會所 

 

  
涴莎藝術展演中心（臺南場） 歌德學院（臺北場） 

2021 衛武營 TIFA 當代音樂平台 
時間地點 2021 年度，臺灣高雄 
主要人員 平台策展人／林芳宜 

 

2021 衛武營 TIFA 當代音樂平台與策展人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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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音樂人才培育 

從 2018 年起，捌號會所主辦「音樂家行政實務培訓班」以漸進式的課程設

計，建立音樂家與初階行政者的製作能力與管理觀念，結合實務操作和案例

討論，兩年下來超過百位的學員參與，並在每次的課程後收到許多反饋。2020
年透過觀察市場趨勢和生態變化，第三年「音樂家行政實務培訓班」深化成

為聚焦專業知識、專題討論及國際案例分享之深度交流，並規劃分年分階段

進行主題系列講座課程。課程邀請「中華民國現代音樂協會」合作，該協會

會員包括作曲家、音樂學者與演奏家，不僅熟悉當代音樂的脈絡與發展，並

有多年經營現代音樂在台發展之經驗。此次講座將寶貴的音樂知識傳承外，

期望串連產業環境能量，刺激新作品與合作項目催生。 

2020 衛武營當代音樂平台兩項音樂人才培訓計畫：演奏培訓工作坊與說唱

戲工作坊。衛武營演奏培訓工作坊今年受到疫情影響，旅居德國廖曉玲指揮

改由線上方式指導工作坊學員排練，工作坊另安排國內學員前往高雄中學進

行推廣教育活動，策展人林芳宜從生活日常曲目與聲響角度切入，帶領同學

一步步學習當代音樂的聆聽方式。工作坊也邀請德國作曲家 Gordon Kampe
進行線上專題演講，藉由他的創作探討文本與歷史、美學、文化之間的關係

與轉化。另外，邀請林梅芳老師講授當代音樂發展各類音樂派別，從歷史理

解與樂譜分析出發，增加學員當代音樂史學與美學的廣度；藝術家工作坊邀

請熟悉現代劇場與傳統戲曲的王嘉明導演擔任戲劇指導，具有現代劇場與傳

統劇場演出經驗的京劇演員兆欣，以及參與研發之藝術家，進行為期一年的

「說唱戲工作坊」。王嘉明導演以《詩經》為文本，從文本結構、詩文含義

的理解，進入音樂質地與戲曲唱腔的跨域實驗，透過工作坊成員精湛的演奏

技術，已於 2020 年底完成精彩的階段性成果。捌號會所將持續發展本計畫，

以適合國際巡演的規模和方式，為傳統戲曲的國際發展創造新的可能性。 

 
Achtung! 2020 當代音樂講座 
時間地點 臺北 

音場基礎實務講座 2020/07/21、22、24、25 
自製樂器與典型樂器的對話與應用 2021/08/26 
當代琵琶創作與書畫藝術 2021/09/23 
與作曲家的直球對決—薩克斯風＆即興創作 2021/10/28 

主辦單位 捌號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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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寺佳史老師「音場基礎實務講

座」 
林桂如老師「自製樂器與典型樂器的

對話與應用」 

 

 

 

 
楊嘉維老師「當代琵琶創作與書畫藝

術」 
顧鈞豪老師「與作曲家的直球對決—

—薩克斯風＆即興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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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衛武營當代音樂平台：人才培育項目 
時間 2020 年度 

 

演奏培訓工作坊線上講座與排練 
至高雄中學進行當代音樂推廣教育 

 

 
說唱戲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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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藝術家陪伴 
每月固定安排閉門討論會與讀書會，給予音樂家人文與美學知識提升，並一起分

享展演、展覽觀賞後感想，藉由不同視角與觀點，增進自身思想的深度與廣度。

內容如下： 

 
2019 年出版《於此 有時 Dasein—何婉甄獨奏專輯》獲第 31 屆（2020 年）傳藝

金曲獎三項四獎提名，本團藝術總監林芳宜被提名最佳專輯製作人獎，鋼琴演奏

家何婉甄被提名最佳演奏獎。 
作曲家高愷怡 2020 年以《霜降》日本笙獨奏曲，入選「Gagaku x Contemporary- 
Naoyuki Manabe Sho Recital」國際公開徵件，也是獲選名單中唯一非日籍作曲家。

《霜降》由日本笙演奏家真鍋尚之演奏，2021 年 1 月 23日於日本橫濱市磯子區

文化中心杉田劇場舉辦音樂會演出。此外，2020 年完成鋼琴獨奏作品《四序》

（個人獲得國藝會音樂類創作補助），後續將由捌號會所安排年底正式公開演出。 
音樂家作品集正在進行「楊聰賢《（我所記得的）一九九八年夏》給長笛、單黃

管、小提琴、大提琴、豎琴、與鋼琴樂譜出版計畫」，預計 2022 年初出版；蘇

筠涵「琵琶當代演奏記譜法研究計畫」預計今年 7 月完成前置研究，之後將進行

期刊與研討會投稿計畫，並規劃後續專書出版計畫。 
捌號會所花費一年半籌備與規劃的 CUBE BAND 委託創作演出計畫，集結三位

兼具鮮明獨奏家風範與重奏合作思維的臺灣青年音樂演奏家，組成 CUBE BAND
樂團，邀請三位國際當代作曲家王穎、鍾啟榮、溫德青，為琵琶、古箏與打擊其

特殊室內樂編制量身打造新曲，展現傳統與當代音樂內涵，並在全新的編制中探

索器樂聲響、演奏技術之各種可能性，另安排蔡凌蕙琵琶獨奏《佛跳牆》、林煒

傑古箏創作曲《錚鏦》，展現傳統器樂各自的獨特聲響，整套曲目將於「《3/4》

類型 內容 
書籍 Jean-Luc Nacy, Mathlide Monnier《疊韻》（舞蹈與哲學） 

專文 
黃俊銘〈古典音樂在台灣的秀異與危機：重拾包容、參與及

社會動員〉（音樂與社會學） 
書籍 黃俊銘《音樂的文化、政治與表演》（音樂與社會學） 

書籍 
Susan McClary《陰性終止：音樂學的女性主義批評》（音樂

與性別議題） 
展覽 
觀後心得 

江賢二：回顧展 

展演 
觀後心得 

2020 新點子實驗場：林宜瑾《吃土》 

展演 
觀後心得 

巴雀弦樂團《東方音緣》音樂會 

經驗分享與討論 新型態音樂展演：Music Talk 
經驗分享與討論 音樂類型 Pod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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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BE BAND 當代作曲家專場」*演出，也是 CUBE BAND 樂團在臺灣首場演出。

捌號會所將以這套曲目，洽談國際巡演事宜（目前正在與馬來西亞音橋當代音樂

節洽談演出）。 
 
*原訂 2021 年 7 月首演，但臺灣 5 月中 COVID19 疫情嚴峻，考量各方安全，取消音樂會演出，

延至明年舉行。 

 

 
捌號會所音樂家家閉門討論會與讀書會 

 
第 31 屆傳藝金曲獎典禮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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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愷怡《霜降》日本笙獨奏曲入選國

際徵件，並於日本公開首演 
高愷怡 2020 年完成鋼琴獨奏作品

《四序》 

  
楊聰賢《（我所記得的）一九九八年

夏》出版計畫 
蘇筠涵「琵琶當代演奏記譜法研究計

畫」成果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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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CUBE BAND 當代作曲家專場海報、與國外作曲家線上排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