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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師精工 再現傳統修復技法 建古所日本傳統小舞壁研討會

【整理報導】音樂學院管絃樂團一行人於6月20日
至7月7日前往南美洲阿根廷進行交流，並舉辦5場音
樂會，深獲各界讚賞。其中，阿根廷白灣市文化局長

並代表市長致贈北藝大管絃樂團「榮譽貴賓」，表達

最誠摯的謝意與敬意，而這也是北藝大管絃樂團繼擔

任加拿大「Powell River Kathaumixw」音樂節駐節
藝術團隊後，再一次成功的藝術外交之旅。

這次樂團主要行程為參與阿根廷白灣市歌劇院

(el Teatro Municipal de Bahia Blanca)所舉辦之
2009「來自世界的盡頭」音樂節 (Festival Musical 
“Desde los Confines del Mundo” 2009)之活動，
並於6月26、27、28日一連3天舉辦音樂會，曲目融
合東西文化，如舒伯特選自舞劇《羅莎曼》間奏曲、

台灣民謠《滿山春色》、蕭泰然《玉山頌》、《陽明

春曉》、中國錢兆熹的《炫舞女-梆笛協奏曲》等知
名曲目，並與白灣市室內樂團合演台灣民謠以及多首

阿根廷民謠，場場精彩演出，獲得觀眾們報予熱烈之

掌聲。

音樂學院劉慧謹院長表示，先前北藝大管絃樂團曾

連續兩年擔任加拿大「Powell River Kathaumixw」

飛越南半球 東西音樂跨界交流
北藝大音樂學院管絃樂團遠赴阿根廷交流演出 

音樂節駐節藝術團隊，她發現學生到國外演出，在代

表國家的榮譽感下進步很快，現場也經常有超乎水準

的呈現。她說到，這次赴阿根廷演出的經費來源，分

別為卓越計畫、募款及學生自費，而卓越計畫對學生

們至海外演出，與邀請國際大師級之音樂家到台灣教

學，成效十分顯著。在首場音樂會後，白灣市文化局

長代表市長頒贈「榮譽貴賓」給北藝大管絃樂團，並

在教堂以阿根廷鄉村菜款待團員，與安排阿根廷最著

稱的探戈舞團表演，讓樂團所有成員感受前所未有的

拉丁熱情。

除了參與音樂節演出外，6月30日在首都布宜諾斯
艾利斯之猶太會館舉辦音樂會演出來宣慰僑胞，演奏

多首台灣民謠與柴可夫斯基之《小提琴協奏曲》、韋

伯《奧伯龍》序曲、阿根廷著名作曲家琴納斯特拉之

《高原印象》、阿根廷洛佩茲的《來自世界的盡頭》

等樂章，也讓這些許久未曾現場聆聽的僑胞們除了驚

嘆樂團精湛的演出技巧外，更是欲罷不能，安可聲連

連，感動到久久不能自己。

而最後一場演奏則是在7月2日晚上在巴拉那市
(Parana)錄影演出孟德爾頌第4號交響曲《義大利》

【整理報導】戲劇學院戲劇學系於6月6日受邀參與由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劇協戲劇院校亞太局假上海主

辦之首屆亞太地區戲劇院校戲劇博覽會，並於當日晚

間於上海戲劇學院端鈞小劇場演出《明天我們空中再

見》，共計演出三場，場場皆座無虛席，大受好評。此

外，6月9日另舉行一場第二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
劇協戲劇院校亞太局校長會議，邀集各十餘國相關單

位主管共襄盛舉，會議中並決定第二屆（2011年）亞太
地區戲劇院校戲劇博覽會將在印度新德里舉行，北藝

大同時也提出爭取將於2012年在台北舉辦小型戲劇節
暨校長會議。

第一屆亞太地區戲劇院校戲劇博覽會
戲劇學系《明天我們空中再見》應邀演出 備受好評

與《艾爾加大提琴協奏曲》，為遠赴阿根廷的5場音
樂會劃下圓滿句點。

此次率團老師包含音樂學院劉慧謹院長、音樂系蘇

顯達主任，以及楊其文研發長，指揮則是由國際經驗

豐富的前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團長陳秋盛擔任。 

捐款致謝

「日本傳統小舞壁研討會」於7月5日起展開一系列活動，並邀請到
日本匠師佐藤信夫先生等人親自示範日本傳統小舞壁作法。

財團法人翰林文教基金會捐贈拾萬元，作為劇場設計學系專款辦理經費之用。

林仲箎先生捐贈拾萬元，作為美術學院學生展覽經費之用。

美術系趙宇修老師捐贈貳萬元，作為美術學系辦理「94級畢業展」經費之用。
賴秀慧小姐捐贈壹萬元，作為舞蹈學院七年一貫制先修三班「畢業製作」經費之用。

幾何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捐贈伍仟元，作為戲劇學系「2009春季公演《傻瓜村》」學生展演活動經費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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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報導 資料提供/建古所】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指導，北藝大文化資源

學院建築與古蹟研究所主辦之「日本傳統小舞壁研討

會」於7月5日起展開一連三天之活動。此次活動邀請
到日本匠師佐藤信夫先生等人親自示範日本傳統小舞

壁作法，並由長岡造形大學木村勉教授擔任主講者，

詳細地介紹日式小舞壁之完整施作方式。

  負責活動之建古所黃士娟老師表示，自1895年起日本
人統治台灣期間，日本傳統小舞壁也隨著日式宿舍之

興建而出現。然而，近年來被指定古蹟或登錄歷史建

築之日式宿舍日漸增加，但因國內工匠出現斷層，熟悉

日式小舞壁施作方式之匠師逐漸凋零，在修復日式宿

舍之需求大量增加之際，有能力修復小舞壁之人力尚

未遞補進來，造成修復品質無法提升。因此，為能延續

日治時期最常出現的壁體作法，透過此次研討會，延聘

日本匠師示範操作，學員在一旁實習，並將過程加以記

錄，希望重現小舞壁的正確作法，加以提升日式宿舍

修復之品質。

  這次的實作工作坊假關渡美術館策展空間舉行，邀
請到日本匠師佐藤信夫、瀨崎佳柰子、南雲秀雄、柳

義高等人親自示範修復技法，相關施工材料由日本株

式會社大熊會社大學芳彥先生提供，並請到長岡造形

大學木村勉教授擔任主講，詳細解說了每個施工階段

的重點要領。他說明，以「土牆工法」而言，小舞壁的

施工期並不是從泥水匠進入現場後才開始起算的，而

是在工程設計階段就要開始準備塗料，及進行養護工

作。他強調，若在開始使用的２至３日前補充短稻桿的

話，不僅可以會使施工變得更為容易，還可防止出現

裂縫。此外，當土料黏度過高時，可加入適量的沙子調

整。整體而言，小舞壁所有的製作施作過程，不僅重視

在施工技法上，甚至於在事前的材料準備上，更是十

分講究每個小細節，只為讓整個施工品質呈現最佳之

狀態。擁有日本多項重要古蹟豐富修復之經驗，及擔

任重要文化財保存修理工程修復專家的木村勉教授，

同時也為台灣國定古蹟「總統府」與「臺北賓館」修復

調查與研究之技術顧問。

  除示範教學外，另舉辦一場座談會，由黃士娟老師主
持，木村勉教授、中原大學副教授黃俊銘及助理教授

薛琴等人擔任與談人，邀集國內各縣市文化局承辦人

員、匠師、古蹟歷史建築管理者、古蹟修復建築師與營

造廠、各相關系所學校人員等近百人共同參與，為國

內古蹟修復等相關議題，進行經驗分享與互動交流。

【圖文說】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舞蹈學院師生一行17人
於6月8日蒞校進行為期2週之交流訪問，這次活動包
含舉辦專業座談、舞蹈研習、與成果發表。於演出呈

現時，除了師生創作之外，並與北藝大舞蹈系學生們

共同舞出作品《魄》等作品。在這次的交流學習中，

東方武蹈因相關肢體動作重心位子的不同，對於這群

西方學生而言都是相當具有挑戰性與困難度，但在彼

此相互溝通及努力下，圓滿地呈現不同風格之美。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師生一行

蒞校訪問交流   

音樂學院管絃樂團一行人於6月20日至7月7日前往南美洲阿根廷
進行交流，並舉辦5場音樂會，深獲各界讚賞。這也是北藝大管
絃樂團繼兩度擔任加拿大「Powell River Kathaumixw」音樂節
駐節藝術團隊後，再一次成功的藝術外交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