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樂國樂團卜

民國88年， 一群從各大專院校畢業的國樂社校友們， 感嘆著畢業後， 再也找不到樂團可以「輕鬆、

大膽、 無壓力」的「玩」國樂， 於是經由葉在銘先生的號召F， 串聯起了包括：中央大學、 中原大學、

中國［商、 台灣大學、 政治大學、 淡江大學等國樂社校友團的成員們， 在90年7月 21B 成立了「新樂國

樂團」， 並且在91年 5月 10B 向台北市文化局正式登記立案， 成為北台灣地區規模最大的業餘社團音樂

團體（全盛時期團員人數達百餘人）。

這幾年來， 團員們從原本的各大專院校友團， 逐步擴大到社會各階層業餘人士。 有銀髮族來這裡找

尋人生第二個舞台、 讓退休後的生活重新找到動力；也有國中生來這裡拓展視野、 實現登k舞台展現熱

情的夢想；還有各行各業的菁英， 在這裡延續學生時代以來， 一直潛在血液裡、 對音樂的熱情。

雖然沒有任何財力支援， 也沒有任何機關團體的補助， 但新樂從最早的台北市信義區黎忠里、 文山

區萬芳里， 一直到98年落腳文山區樟文里木新區民活動中心至今， 獲得了許多幫助及支持， 同時還有歷

任的音樂總監林江山老師、 楊英姿老師的協助與指導， 才能成就如今的新樂。

今年適逢新樂國樂團成立二十周年， 樂團除「準備6月 14H 於國家音樂廳舉辦的團慶音樂會之外，

亦在演奏廳準備了本場音樂會， 目的在讓樂團內的諸多獨奏好手們， 有一展長才的專業舞台， 另外也向

諸多樂友分享新樂除「大型合奏之外的各類演奏型態。









指揮渲 胡琴／張基航

張君對於國樂精緻化及推廣懷抱極大熱誠， 且多年來持續積極、 執著與努力的學習、 追求進步， 並珍惜與

感恩每一次得來不易的機會、 向每一個夢想一步步實踐。

2013年畢業於臺北市立大學音樂學系傳統器樂組。

2020年現為音樂學系碩士研究生。

主修二胡， 師事呂百理老師、 黃春興教授；自幼學習鋼琴與鍵盤， 師事許僑宴老師、 陳美然教授。 進人大

學後由張隹韻教授啟蒙學習指揮， 曾髓旅俄、 美指揮家葉和中深人學習指揮藝術， 亦持續向多位敬重之名家請

益、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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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語老歌聯奏 ／盧亮輝

9年到1990年，自己在北京那問11平方米（大約3.5坪）的房間裏，每逢星期二晚上必

，朋友們在一起 、 F棋、聊天，無拘無束、十分愉快的場景。

神遊语洲醉金城 ／朱雲嵩作曲

《神遊语州醉金城》是作曲家朱雲嵩先生2016年受金門縣金城鎮公所之邀為當地譜寫的樂曲。金門古稱

「滔州」，經朱雲嵩考察，發現金門不僅只是軍事要地、海防單鎮，亦是馬場、鹽田，且自宋明清以來擁有約

五十位進士的史實，問接印證金門當地人文發展的多樣。

樂曲開頭熱鬧歡快，胡琴悠揚的旋律象徵著百姓們安居樂業，歌舞昇平的繁榮景象，而嗩吶、笛子聲部則

吹出了氣勢磅礴、固若金湯的金門印象；在樂曲中間如歌似的慢板樂段，如說書人侃侃而談金門歷史，細數金

門曾經歷過的種種繁華與傷痛，卻不一昧沉浸在悲傷憂愁中，而是賦予了對未來的美好與期待。

山海印象 ／蘇文慶作曲

作曲者在背山面海、雄偉氣勢的花蓮和南寺遠眺著大海，傾聽著海浪拍打的聲音，看著風追著雲的影子映

照在海上隨波逐流。山的幽靜、海的澎湃，二者之間對比的景緻形成樂曲中音符的碰撞與衝擊。

此曲部分動機取材自作曲者於2005年所創作的交響詩《風的故事》，其中第一首〈紫貝殼〉發展而成。

全曲由五個段落所組成： A序奏； B快板； C中板； D慢板； E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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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曲收錄1960、80年代的經典台語曲目：《惜別的海岸》、《星夜的離別》、《碼頭惜別》、《媽媽我也
真勇健》。重新編配而成的國樂合奏版本，再次詠嘆了世上的難分難捨，心中的酸楚縱使故作堅強，又怎能輕
易抹去？而今，夏蟲不再為誰沉默，離別的笙簫已然悄悄響起，一曲曲雋永的台語老歌，幻化交織成你我心中
的記憶拼圖，我們終得以跨越時空，感受屬於那個年代最深沉的悸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