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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由知名書畫家朱振南先生所創作之巨幅行草

書畫《琵琶行》（右圖），於10月18日在北藝大音樂系

二館大廳舉行一場隆重且溫馨的揭幕儀式。這幅長約五

層樓高的藝術品，不由讓人敬佩朱先生的創作巧思，同

時也賦予了音二館大廳牆面全新之生命力。

對於能獲得朱振南先生慷慨捐贈此幅藝術品，音樂系蘇

顯達主任說到，他與朱振南先生本為舊識，而在一次朱

先生蒞校參訪時，無意間與他談起這個牆面是否可以佈

置些什麼，讓它不再是一整片冷冰冰的牆。沒想到，朱

先生就把這件事放在心上，經過再三思量，決定創作這

幅巨大的行草書《琵琶行》。朱振南先生將此難得的巨

幅藝術品捐贈給音二館，蘇主任表示萬分感謝，並表示

朱先生的作品，不僅讓全體師生可以藉此機會常態性地

欣賞到他的創作，也讓整個音二館空間更添增不一樣的

視覺藝術新體驗。

這件巨幅的藝術品不論是從字裡行間寫作、裱框工

程 ，甚至是在六層樓高鷹架施工懸掛，都不斷考驗著每

位參與者的智慧，更是一項艱巨的挑戰。在歷時耗費半

年的時間後，這幅行草書畫《琵琶行》終於正式完成。

為此，北藝大音樂學院特別舉辦一場揭幕儀式，除朱先

生的親臨與會外，活動當天也邀請到來自各界貴賓一同

共襄盛舉，儀式中，傳音系並特地安排學生以表演，彈

奏《琵琶行》一曲，來向朱振南先生表達最誠摯的謝意

（下圖）。

朱振南先生是台灣第一位以書法水墨畫項目榮獲國家

「巴黎藝術獎」，公費赴法國巴黎研習一年的水墨藝術

家。其學養深厚、功力扎實，書畫創作豐富，為目前國

內青壯輩的重要藝術創作者。近年來國際間邀展不斷，

先後在巴黎、紐約、名古屋、台北等地舉辦過個展。此

外，他並創辦了中華書道學會，擔任首任秘書長。　

音二館巨幅行草書《琵琶行》揭幕儀式

藝術跨域新體驗

左圖  知名作曲家－北藝大音樂系賴德和教授，於2010年榮獲第十四
         屆國家文藝獎音樂類獎得主。
右圖  賴德和教授（左二））與林懷民教授（左一）等雲門舞集舞者
         們於上海演出《紅樓夢》時合影。

【本報訊】融合傳統與現代，以新穎的創意，精良的質

地，展現其作品之獨特風貌，知名作曲家－北藝大音樂系

賴德和教授，於2010年榮獲第十四屆國家文藝獎音樂類

獎得主，而這項榮耀也再次肯定他長期致力於音樂創作，

及人才培育的卓越貢獻與成就。

音樂學系創系元老賴德和教授，在他任教於北藝大的歲月

裡，不僅是一位傑出的作曲家，也是一位受同事尊敬、學生

愛戴的好老師，更是理性和感性兼備的藝術行政工作者。

對於這位亦師亦友的老夥伴獲得這項榮耀的肯定，北藝

大朱宗慶校長除同感喜悅外，並道出賴教授在音樂上的堅

持與風範。朱校長說明，賴德和教授專注而深情的向傳統

音樂學習，以個人的、現代的技法，呈現出傳統的人文情

感。事實上，這即是賴德和的作曲理念，因為對他而言，

身為一個音樂工作者，應是個有感覺的人，社會給他們的

刺激，應該可以用聲音去反應，而在一己的生活歷程中，

這些音樂元素一直不斷刺激著他，自然就形成他在傳統中

尋找作曲素材的根由。所以，賴德和教授不僅是現代音樂

的先行者，他的才華洋溢、細心，深具視野及遠見，更為

北藝大的創校與草創時期打下良好的根基。

親切待人、笑聲爽朗的賴德和教授，以尊重與相互包容

來貼近學生的想法，分享他的教學理念。「要有強烈的意

志力、企圖心、興趣」，以及「不怕苦、勤奮不倦地努力

學習」這兩件事，是他對每位想成為藝術家的學子們最深

的期許。賴教授認為，「藝術無非就是生活…」，要堅持

自己所愛，保有那份企圖心與認真學習的態度，且在日常

生活中就培養大量閱讀的習慣，隨時隨地充實自我的知識

與技能，如此一來，就算是在創作上遇到瓶頸了，平時已

紮好的基本功，會無時無刻的在自我的潛意識裡，持續不

揉合現代與傳統 音樂系賴德和教授
榮獲第十四屆國家文藝獎

斷的創作。今天解決不了的，睡過一覺，明天醒來，一

切自然會迎刃而解。

而談到他的音樂創作生涯，賴德和教授自小從原野鄉

間吸收之傳統音樂的多樣元素，與在奧地利莫札特音樂

院、奧福（Orff）學院修習到的西方音樂文化，貫通東

西方之精華，造就出他創作生涯中一首首蘊涵東西之美

的曲目。結合各項西方樂器，如雙簧管、絃樂四重奏、

大型管絃樂合奏，與傳統樂器之南胡簫、古箏、琵琶、

鑼鼓等，創作出多首膾炙人口的經典作品，如《閒情二

章》、《樂興之時》、《雙吹》、《楚漢》等，其樂曲

的嶄新結構，新穎的編制手法，呈現出獨樹一格的樂章

風貌，揉合傳統與現代音樂的創新魅力，深深獲得好評

與肯定。此外，他與林懷民教授自1974年起一同合作，

為雲門舞集如《白蛇傳》、《待嫁娘》、《紅樓夢》等

舞作譜出一首首動人的知名樂章，更於國際間備受注

目。

賴德和教授作品充份展現本土音樂特色，同時具備國際

視野，為國內作曲家學習之典範。1984年，其作品《眾

妙》被稱譽為「把中國傳統戲曲音樂精神，用現代技巧

再生之最佳範例」，獲頒吳三連文藝獎；1987年，成功

將西方管絃編制融入平劇鑼鼓與琵琶，以《紅樓夢交響

曲》一曲，獲得教育部第十二屆國家文藝獎肯定；1991
年，所創作之絃樂四重奏《辛未深秋》則獲頒文建會室

內樂創作獎。今年，他再度獲得第十四屆國家文藝獎之

音樂獎項，也讓北藝大全體師生備感榮耀。

白居易《琵琶行》

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

尋聲闇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

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迴燈重開宴。

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

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

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

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為霓裳後六么。

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

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

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

水泉冷澀絃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

別有幽愁闇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

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

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

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人秋月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