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任北市國胡琴演奏家蕭奕飛

江山代有才人出，
繼續下一段春秋大業，
三位北市國新血輪替
文 / 劉馬利（東華大學、輔仁大學音樂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圖 / 蕭奕飛、陳廷宇、王子齊

臺北市立國樂團（以下簡稱「北市國」），一個成立44年的職業樂團，近年來有年輕化的趨勢，團員平均年齡不到

40歲，這一年來年增添了三位生力軍，在經過一連串競爭激烈的甄選過程，最終脫穎而出，繼續在國樂合奏的領域

中貢獻己力。他們分別為二胡演奏家蕭奕飛、揚琴演奏家陳廷宇、擊樂家王子齊。

從「看電視」開啟二胡學習之路的蕭奕飛 

蕭奕飛，1994年出生於屏東縣潮州鎮，自2006年開始學習二胡，由吳雅菁啟蒙，後師承萬國廷、蔡鎮宇、彭苙榳、

王瀅絜、林昱廷等教授。2019年榮獲「臺北市民族器樂大賽」優勝獎、最佳人氣獎、TCO團員獎。2023年畢業於國

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碩士班。

他的音樂之旅，始於對女子十二樂坊的崇拜與好奇心。「小時候偶然在電視上看到『女子十二樂坊』的精彩演出，

心生好奇，自己主動想學二胡，一開始僅透過播放教學影片自學，經過將近一年的時間，已經能演奏出曲子，父親

見我頗有天份，決定讓我正式拜師學琴。」

從比賽的優異成績產生學習動力，他提到：「正式拜師一年後，第一次出去比賽就僥倖獲得屏東縣賽第一名，從那

時開始，就意識到自己很喜歡拉二胡，也從拉琴獲得許多成就感，就一路學下去了。」

從興趣往專業，只因老師一個提議。「國中升高中時要填志願，老師建議我可以去考音樂班，但我當時並不了解什

麼是音樂班，只知道上學還能一直拉琴也不錯，於是決定準備報考，並開始補習其它音樂專業科目，距離考前不到

一年的時間，倉促準備要考試的內容，原以為機會渺茫，沒想到一舉考上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那可是

許多人所稱的『國樂少林寺』，這也是我由學興趣往專業的發展重要轉折。」

「每個學習階段的指導老師，都讓我有不同見識，高中時期在南藝，主要是奠定演奏技術的提升，大學時期我到臺

藝之後，主要培養演奏思維的突破，而研究所階段，則是對於音樂分析、思考廣度與深度、演奏技術等方面，作融

匯貫通的培養與學習。」

「我不會忘記自己是被什麼音樂啟發且感動的，無論年紀多大，拉二胡這件事，永遠是我與童年連接的橋樑。」這

是蕭奕飛始終保持初衷與熱情的因素，也是使他持續前行的動力。

對於胡琴在樂團角色的觀點，他提到：「胡琴是如『水』的質地，能以涓涓細流的姿態穿梭，能如洶湧河川的湍

急，能軟如水、硬如冰、寒如霜、飄如雲，也如水彩一般能暈染色彩，卻也能融於色彩；而胡琴在國樂團扮演的角

色，正是如水的存在，既能夠與不同聲音融合，但又不至於被埋沒。」胡琴的音色風情萬種，不論在合奏或獨奏

時，皆能充分發揮其聲響魅力，這也是讓蕭奕飛對胡琴演奏深深著迷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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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北市國揚琴演奏家陳廷宇 新任北市國擊樂演奏家王子齊

從朝會開始揚琴之旅的陳廷宇

陳廷宇，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碩士班，多次參加全國音樂比賽，屢獲佳績。他不僅持續精進揚琴演奏技

術，也涉獵不同樂種和樂器；除了獨奏與協奏，也投身重奏和室內樂演出，試圖與戲劇、舞蹈、多媒體等領域合作，

探索更多不同的音樂風格。

回憶當年開始學習揚琴，也算是一種機緣巧合。「因為音樂班的同學在朝會時，需要幫大家伴奏，可以坐在旁邊遮蔭

處乘涼；不愛曬太陽的我便不斷在心理想著：我一定要考進音樂班，就可以不要曬太陽！」，當年東勢國小的音樂班

分有國樂班與西樂班，其學員招收為一年只針對一種音樂班招生，因此陳廷宇打趣地分享道：「如果早讀生的我是應

屆進入國小就讀，或許今天我學習的就會是小提琴了吧！」在種種的因緣巧合下，陳廷宇進入了東勢國小的國樂班，

與揚琴結下不解之緣。

說到影響陳廷宇最深的人，是揚琴名家陳思伃。「老師自高中起指導我至碩士畢業，在演奏與言行上對於任何細節都
不會放過，老師對自己如此，對學生亦然。老師如同磨刀石一般的砥礪著我。」這一切都是從生活中耳濡目染，不辭

涓滴，傳承老師的藝術理念與精神。

在正式成為北市國的團員之前，陳廷宇曾多次以約聘人員的身份協助演出的經驗，因此對於團內的老師們與運作模式

並不感到陌生，且每次的排練皆有不同的體悟。「揚琴在國樂團中是一個特別的存在；而樂團中的揚琴在許多時候是

一個黏著劑的角色，在演奏上可以運用各種不同的手法來表達樂曲中的情緒；其悠揚的音色可完美的在各種樂器與樂

曲段落之間做連結。」陳廷宇認為揚琴之於樂團就像水泥之於建造房屋一樣的不可或缺。

同時，在一次次的演繹過程中，也深刻體悟到在國樂的領域中，其實還有許多試驗型的音樂被創作出來；包括樂器的

改良、演奏的方式、創作的手法等等，都還有非常多的可能，這一切都是未來可期的。除了演奏國樂之外，陳廷宇也

敞開心胸，多方嘗試與不同領域共同合作，期許自己跳脫框架，激發無限藝術潛力。

直搗黃龍的擊樂家王子齊

王子齊，先後畢業於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七年一貫制、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日間碩士班。主修

打擊樂，中國打擊啟蒙於施德華、謝從馨，西洋打擊師事蕭曉鈴。於高雄文化盃音樂比賽中多次榮獲馬林巴獨奏特優

第一名。2024年與臺北市立國樂團演出打擊樂協奏曲《商銅》擔任擊樂獨奏。

談到擊樂的學習啟蒙，可謂一段冒險的旅程，王子齊原先是在國小的時期參加學校的擊鼓社團，這是隸屬於臺南仁德

的「十鼓擊樂團教學系統」，上了國中後也就隨十鼓擊樂團至世界各國巡迴演出，在舞臺上逐漸找到自信，但因從小

並非接受正規音樂訓練，一開始挫折連連。

王子齊認為老師在他生命中扮演的角色很關鍵。「我認為在我的音樂學習路程中，每一位教師都是缺一不可的，在每

一個不同的學習階段，配合適當的學習內容，最終消化後融會貫通轉化為自己內在的實力，成為爾後每一次於舞臺上

最絢麗的煙火。」

談到今年一月與北市國演奏王辰威老師的打擊樂協奏曲《商銅》，這是王子齊第一次以獨奏者身份與北市國合作。

「很興奮能夠與自己從小到大的夢想樂團協奏演出，任何一段細節都不敢馬虎，這次的協奏經驗與以往最大不同，在

於身份為北市國新進團員，從心態上多了一份責任外，不只是對觀眾負責、對音樂負責，更是對自己重視的北市國負

責。」，王子齊認為傳統擊樂的配置比西方交響樂團複雜，在力度上的考量就需要更加細心呵護，也有音色上的考

量，但一步一腳印，步步為營之後，換得的是難能可貴的演奏經驗。

水到渠成的國樂傳承

想當年這三位莘莘學子，憑藉著對於國樂的傻勁，不斷往專業的路途邁進，讓這份傻勁成為自己一輩子的志業。他們

身為北市國的團員，除了獨善其身之外，更希望兼善天下，這是這他們的共同願望，他們更身體力行，用努力不懈的

精神，回應藝術的價值。面對21世紀國樂曲目的與時俱進，在這一連串承先啟後之中，國樂多元的演繹樣貌，必定也

增添了更多新意與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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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O國際作曲大賽」首獎得主劉德奕，於決賽音樂會留影

文 / 顏采騰  
圖 / 臺北市立國樂團

2024年「TCO國際作曲大賽」方於4月底圓滿落幕，在海內外好手的激烈競爭之中，三位作曲新秀脫穎而出，成為樂壇

的矚目新星：劉德奕《樂園鳥》榮獲大獎，葉瀟陽《戲神》獲得第二名，卓綺柔《夜路》獲第三名。在耀眼的大獎光

環之下，令人好奇的是：他們三人是如何踏上「國樂創作」這條特別的道路？他們各自的得獎作品，有著什麼樣的創

作背景、藝術理念或願景？身為新世代的創作者，他們對國樂懷抱著怎樣的想像、期許與使命？

從以上的提問出發，本文訪問劉德奕、葉瀟陽、卓綺柔三位得獎者，請他們分享有關自身以及創作的一切珍貴點滴。

作曲家系列專題│
一屆大賽，三種美學，無限的國樂想望：
專訪����「TCO國際作曲大賽」
得獎者劉德奕、葉瀟陽、卓綺柔

劉德奕：用音樂寫日記，以創作回應內心疑問

在大賽的三位得獎者中，劉德奕可說是學習背景最「國樂人」的一位。不過，他的習樂歷程以及創作概念，卻也穿插

著許多特別之處。

劉德奕現就讀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3年級，主修嗩吶，副修作曲。他從小學開始學習嗩吶，過程中漸漸發現

自己對於作曲的興趣：「國中開始，我就自己試著寫起了旋律，也開始請教當時的鋼琴老師（林姵君）基本的寫作問

題。從那時起，上課就多了『你寫旋律，我配伴奏』的遊戲，變得很有趣。」稍有基礎後，他更積極自發地學習作

曲，透過網路學習樂理以及作曲技巧。其中，官大為的YouTube頻道「NiceChord好和弦」對他啟發甚多，「高中的時

候，我就鼓起勇氣去跟官老師上課，於是學到了更多的爵士和弦、電腦編曲以及鋼琴技巧。」

劉德奕的得獎作品《樂園鳥》取材自中國詩人戴望舒的同名詩作，以樂音寫景寫情，生動描繪各類鳥類姿態、鳥兒的

旅程與心境、樂園的昔日美好與今日荒蕪等等。在風格上，他在作品中刻意且廣泛運用了各類不同技法：「這首作品

裡有現代的音色、複調、聲響技法，有爵士和弦也有電影配樂式的元素，並根據我安排的段落，以適合表達的方式運

用。」，這些多重元素乍看之下是炫技之舉，事實上則是劉德奕給自己的挑戰，也更是對於內心疑問的自我回答。他

說：「創作《樂園鳥》時，我試著解答心裡非常多的問題。最大的問題是，我是否一定要參考、依循某個單一時期或

樂派的寫作技巧？在這個網路發達的時代，我想要把各種時代風格都融入樂曲，而且要讓一般民眾以及學院人士都能

接受。」，這封對自己下的戰帖，最後讓他征服了作曲大賽，也超越了自己。

縱覽劉德奕的各個創作，如《六道組曲第一樂章：天》取材佛教六道輪迴、《阿芙蘿黛蒂傳》刻畫希臘性愛女神、

《月食》描繪奇異自然現象等等，大多帶有神話或是神秘的色彩。不過，對於劉德奕來說，創作其實是一件釐清自

我、紀錄心情的私密行為。「除了傳說故事，我的作品也紀錄目前的生活狀態或是對於社會現象的觀察，像是用音符

寫感想或是日記。之所以寫下《樂園鳥》，也是覺得非常符合我當下的心情，也是我身邊的人都會遇到的境遇。」

雖然在「國樂作曲」的大賽中奪下大獎，但在劉德奕眼中，其實音樂創作無國界、更無樂種的界線：「無論是西洋樂

器或是國樂器，對我來說都僅是一種創作的工具或媒材。在適合的情況下使用我認為適合的樂器，並無好壞對錯之

分。」他也認為，所謂的「現代國樂」發展時間尚不長，在創作技法、樂器性能上都在持續改良研發中，需要更多人

的努力投入。他虛心地表示，「自己僅僅只是一枚推動當代國樂發展的渺小齒輪，希望能逐漸成長並受到大眾認可，

藉此拋磚引玉，讓更多人投入、學習、支持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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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O國際作曲大賽」第二名得主葉瀟陽，透過網路視訊參與決賽音樂會 「TCO國際作曲大賽」第三名得主卓綺柔，於決賽音樂會留影

葉瀟陽：轉化民俗材料，讓民樂
走向普世音樂

相對於一路學習國樂的劉德奕，來自中國湖北宜昌

的葉瀟陽則受西樂啟蒙，而後才踏上了民樂／國樂

（註：本段以下統稱民樂）的創作之路。也許是基

於這樣跨樂種的學習經歷，他對於民樂的現狀、潛

能與未來，有著更廣且深的見解。

葉瀟陽的音樂啟蒙，來自小學的薩克斯風社團課，初中時則加入學校交響樂團吹奏低音號（Tuba）。豐富的管弦樂音，成

為了他投入音樂創作的契機：「因為大號（註：即低音號）在樂隊裡的休息時間比較多，所以可以沉浸式地聽音樂，於是

漸漸對作曲有了興趣，並最終選擇走向作曲這條路。」後來，他分別向龔華華、趙澤明、錢仁平等老師系統性地學習作

曲，並成功考取上海音樂學院，攻讀民族音樂作曲方向。他說明：「之所以最後選擇民樂作曲，是因為我的導師蘇瀟教授

創作活躍在民樂創作界，之前追隨的老師們也在民樂創作上有著極高的建樹。受到老師們的影響，所以我也對民樂有了興

趣。」

相對於其他兩首得獎作品，葉瀟陽的《戲神》是民俗與宗教色彩特別濃厚的一首樂曲。該曲以泉漳廈潮及臺灣盛行的「嘉

禮戲」（傀儡戲）為題，描繪人、鬼、神三股勢力較勁的一幅神幻情境。乍聽之下，該曲似乎單純擬仿民俗色彩，其實內

部有著葉瀟陽豐富的嘗試精神與手法操作：

《戲神》的核心精神之一，是對於民俗材料的取經與重組。葉瀟陽自述，他參考了嘉禮戲傳統中自由銜接元素的特色，不

同的曲牌、戲曲素材以及道教音樂，將其打散重組為混合的民俗樂風；技法上，該曲最大的特色在於「支聲複調」

（Heterophony）的使用。他表示：「支聲手法是傳統民樂當中最常用的手法，甚至可以說所有的民樂合奏都是支聲

的。」而在《戲神》中，支聲技法「模仿了民間堂會、科儀裡嗩吶群演奏的『亂感』，也就是民間樂師吹奏時的音高參差

或旋律不統一」，將生動的民俗情景予以重現並（再）美學化。

葉瀟陽進一步指出，在這次大賽中，他最主要的嘗試是兼顧「學術性」以及「可聽性」兩個截然不同的面向。在學術性

上，他探索支聲複音的可能性，並試著重構聲部而讓每個樂器獲得平等地位，豐富了樂隊的音色層次。在可聽性上，他則

避免使用當代作曲手法（支聲複音、多調性對他來說並不當代），「因為比賽是以公演的形式舉辦的；一旦有了觀眾，比

賽的審美一定會向觀眾傾斜。」於是，那既民俗親近又新穎實驗的《戲神》，便這麼誕生了。

從西樂走入民樂的經歷，讓葉瀟陽以全然不同的眼光看待二者。他表示：「我有一個暴論，音樂是不太適合分為所謂『民

樂』和『西洋樂』的，從器樂的角度來看，它們都是樂器，只是音色不同，僅此而已！」他舉例，小提琴演奏《梁祝》那

便是民樂，二胡拉柴可夫斯基的《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即是西樂，兩者僅僅是習慣的形象與技法不同而已。也因此，葉

瀟陽在創作上從未自我設限，「無論是民樂還是西洋樂還是混合編制，都只是手段而非宗旨」，並根據不同需求來安排處

理。

葉瀟陽期盼，民樂應該超越文化的藩籬，成為和西樂一樣的普世性樂器。「民樂相比於別的樂種，它只是音色上的差異，

而不是文化上的差異，因為它本源就是超越文化的。」在這個願景下，他期許自己成為推動改革的助力之一。她說：「我

目前最迫切的願望，就是讓更多人聽到和看到民樂的變化，而且讓觀眾知道，民樂沒有包袱，沒有承負，他是自由而且多

樣的。」

卓綺柔：鍾愛老電影，音樂跨種又跨界

卓綺柔在大賽一舉奪下第三名、TCO團員特別獎和最佳人氣獎，是本屆的人氣女王。她能同時獲得評審、團員及觀眾青

睞，這其實並非偶然，而是她大膽嘗試少見風格、跳脫國樂舊有框架的成果。

卓綺柔現為全職的跨域音樂創作者，創作範圍包含電影配樂、劇場配樂、動畫音樂、國樂等等，乍看之下並非國樂的「圈

內人」；其實，國樂是她求學歷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她自述：「我從考進臺中光復國小音樂班開始就學習二胡，一路

到高中都是二胡主修。一直到現在，如果優樂國樂團有年度演出，我也會回去幫忙。」而她和作曲的不解之緣則起於高

中：「高中的杜雪芬老師建議我加修理論作曲，增加自己的技能；也大概在同一時期，我迷上了電影配樂，買了非常多喜

歡的專輯。」於是，她毅然決然踏上作曲之路，大學期間投入西樂理論作曲與新媒體藝術，後於美國西雅圖電影學院

（Seattle Film Institute）取得電影配樂碩士。

卓綺柔為本屆大賽創作的《夜路》，可說是濃縮了她這些年來的豐富學養與藝術愛好。《夜路》描繪了夜半高速公路發生

的恐怖故事，風格上仿擬好萊塢電影配樂，穿插蒙太奇手法，是本屆可聽性最高的作品之一。卓綺柔說明，她一開始只是

想要挑戰國樂曲中較少見的風格，沒有太多比賽上的考量；因此，她在創作時盡情地放入了喜愛的元素，「完全是滿足自

我妄想的作品！」她也分享，這首樂曲的故事腳本，啟發自她喜愛的許多老電影，「像是希區考克《迷魂記》、雷利史考

特《銀翼殺手》、羅曼波蘭斯基《唐人街》、大衛林區《橡皮頭》等等，他們的美學風格都非常令人驚艷，也或多或少影

響了我的創作風格。」

對於卓綺柔來說，創作就像是在空白畫布上作畫，而樂音則是要擴展出畫面與故事。她舉例，不同的音樂類型，對人們來

說有著不同的象徵意涵或既定印象，「例如經文歌與聖詠會讓人聯想到神聖、垂憐、教會；聽到鑼鼓樂時則有廟會、婚喪

喜慶、熱鬧等印象。」她進一步表示，「所有的樂器或音樂類型都是我的創作素材」，就像電影配樂中，世界上的不同樂

種能各自表現出不同的時空背景、情緒與動態，不管是哪一種音樂，其目的都是要和聽眾的生命經驗有所連結，讓接受者

產生聯想與共鳴。

回到國樂創作的面向，卓綺柔認為，國樂目前還在發展與嘗試的階段，應該要更大膽地嘗試不同的可能性。一方面，如現

今主流的「國樂交響化」、早期國樂的調式色彩與齊奏聲響等，這些既已成形的框架應該被挑戰並超越；另一方面，這些

既存的傳統也不應被完全拋棄，而是要轉化為創作的素材，更有機地穿梭、融合於全新創作之中。卓綺柔舉例，「前陣子

受DJ DinPei邀約，與高雄市國樂團合作的《虛實之間 cybercity 2050》，就是大家一起突破國樂團架構的一次嘗試。我們

盡量避開重複音域、現場收音及織度變化等方式，盡力讓整體平衡達到我們都喜歡的樣貌。」

近年，卓綺柔持續創作國樂樂曲，也不斷跨越疆域，在國樂與其他領域之間自由穿梭嘗試。「我並不敢說自己要開創怎麼

樣的未來，但我希望能在接下來的創作中，能夠嘗試更多不一樣的想法與有趣的元素，並將自己想像中的風景，分享給大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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