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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出國報告提要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出國報告提要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出國報告提要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出國報告提要 

 

報告名稱：「絲路文明藝術展演與文化機構考察計畫」 

主辦單位：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聯絡人電話：黃馨瑩/ 02-23411200#208 

出國人員：臺灣音樂館 館主任/蘇桂枝、臺灣音樂館 助理研究員/黃馨瑩 

國家國樂團 管理師/汪志芬 

出國地點：大陸甘肅蘭州、敦煌 

出國時間：101年 09月 19日至 101年 09月 26日 

報告時間：101年 11月 30日 

分類號/目：00/綜合（文教類） 

關鍵詞：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甘肅省文化廳、甘肅省演藝集團有限公司、蘭州演藝

集團、甘肅大劇院、蘭州大劇院、隴劇院 

內容摘要：本中心舉辦之「2012亞太傳統藝術節」與後續之策展方向，將持續以「絲

路」作為延伸主題，中亞與西亞地域之文化藝術為主題之一，為深化策展理念與對中亞

文化藝術之了解，本計畫以了解絲路文明的文化特質與藝術展現為目的，預定拜訪甘肅

的重要藝文機構和劇團，研討大型文化展演的製作理念與行銷方式，以及未來雙方互訪

演出機制的建立，並參觀古絲路沿線重要之石窟與博物館，就相關保存、展示與教育推

廣，進行多面向之學習與交流，以作為本中心未來辦理相關活動、經營管理之參考。 

另於 2011年 6月，臺灣音樂中心(現為臺灣音樂館)、國家圖書館漢學中心、臺灣師

範大學音樂數位典藏中心及上海音樂學院圖書館等四個單位，擬訂「世界華人音樂文獻

集藏計畫」，2011年 11月 3日獲得第八屆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理事會的肯定

及通過方案，並決議於 2012年之「第九屆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中提報執行狀況。

該計畫之目的，即是希望透過共同建立一個虛擬華人音樂文獻典藏目錄資料庫，並針對

音樂文獻處理技術訂定相關典藏規範，最終能夠建構一個世界華人音樂典藏之合作網路，

共享彼此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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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計畫緣起與目的計畫緣起與目的計畫緣起與目的計畫緣起與目的        

    

本中心舉辦之「2012 亞太傳統藝術節」與後續之策展方向，將持續以「絲路」作

為延伸主題，中亞與西亞地域之文化藝術為主題之一，為深化策展理念與對中亞文化藝

術之了解，本計畫以了解絲路文明的文化特質與藝術展現為目的，預定拜訪甘肅的重要

藝文機構和劇團，研討大型文化展演的製作理念與行銷方式，以及未來雙方互訪演出機

制的建立，並參觀古絲路沿線重要之石窟與博物館，就相關保存、展示與教育推廣，進

行多面向之學習與交流，以作為本中心未來辦理相關活動、經營管理之參考。 

 

另於 2011 年 6 月，臺灣音樂中心(現為臺灣音樂館)、國家圖書館漢學中心、臺灣師

範大學音樂數位典藏中心及上海音樂學院圖書館等四個單位，擬訂「世界華人音樂文獻

集藏計畫」，2011 年 11 月 3 日獲得第八屆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理事會的肯定

及通過方案，並決議於 2012 年之「第九屆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中提報執行狀況。

該計畫之目的，即是希望透過共同建立一個虛擬華人音樂文獻典藏目錄資料庫，並針對

音樂文獻處理技術訂定相關典藏規範，最終能夠建構一個世界華人音樂典藏之合作網路，

共享彼此資源。音樂文獻典藏為國外一門行之有年的專門學科，許多國家皆成立相關單

位負責典藏重要音樂遺產，有鑒於此，在亞洲地區建立專責機構亦為一重要議題。而近

幾年兩岸交流日趨活絡，交流的動力主要來自於資訊發展迅速，民眾思想與鑑賞能力日

益提高等趨勢及因素，因此，加強圖書館或音樂單位間之合作、互通有無，並達到共建

共享之目標則更顯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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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主要參訪行程與參訪單位主要參訪行程與參訪單位主要參訪行程與參訪單位主要參訪行程與參訪單位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行程行程行程行程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9/19(三三三三) 下午 團員集合出發赴甘肅蘭州 桃園-蘭州 

9/20 (四四四四) 

上午 
參訪甘肅省文化廳 

參訪甘肅省演藝集團有限公司 

蘭州 
下午 參觀蘭州非物質文化遺產陳列館 

晚上 觀摩道情皮影戲團 

9/21(五五五五) 

上午 參訪甘肅大劇院 

蘭州 
下午 

參訪蘭州歌舞劇院 

參訪甘肅隴劇院 

9/22(六六六六) 
上午 參訪敦煌石窟藝術保護研究陳列中心 

敦煌 
晚上 觀摩甘肅雜劇團—敦煌神女演出/敦煌大劇院 

9/23(日日日日) 
上午 參觀玉門關、漢長城 

敦煌 
下午 敦煌-蘭州 

9/24(一一一一) 
白天 參加第九屆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用會議 

蘭州 
晚上 觀摩大型舞劇大夢敦煌/蘭州歌舞劇院 

9/25(二二二二) 
上午 參加第九屆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用會議 

蘭州 
下午 參訪文溯閣《四庫全書》藏書館 

9/26(三三三三) 早上 搭機返台 蘭州-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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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    參訪考察執行情形參訪考察執行情形參訪考察執行情形參訪考察執行情形 

 

一一一一、、、、    甘肅省文化廳及甘肅省演藝集團有限公司甘肅省文化廳及甘肅省演藝集團有限公司甘肅省文化廳及甘肅省演藝集團有限公司甘肅省文化廳及甘肅省演藝集團有限公司  

（一）單位簡介 

甘肅省文化廳為當地主要文化管理部門，其組織架構除設有廳長一人、副廳長四人

之外，另設有辦公室、計畫財務處、人事教育處、藝術處、文化市場處、社會文化處、

對外文化聯絡處、紀檢組（監察室）、機關黨委等 9 個單位。另外，在甘肅省內有 30 餘

個藝術文化單位亦直屬於文化廳管理，如：省文物局、省圖書館、敦煌藝術劇院、甘肅

省話劇團、甘肅省歌劇團、甘肅省京劇團、甘肅省秦劇團、甘肅省隴劇團、甘肅省雜技

團、甘肅省曲藝團、甘肅省文化藝術研究所、甘肅省藝術學校、甘肅省電影公司、敦煌

研究院、甘肅省考古研究所等，包含各項文化藝術團隊、學校、演出及電影公司。 

文化廳的職責領域廣泛，除研究擬定甘肅省省文化藝術工作之方針、政策和法規外，

並扮演組織、監督及實施等多種角色；社會文化處主要指導甘肅省文化事業管理體制改

革，管理文學、藝術相關事業，指導藝術創作與生產，扶植具代表性、示範性及實驗性

文化藝術，推動甘肅省境內各類型藝術之發展。藝術處則辦理重大文化活動，擬定全省

文化產業發展規劃和政策、法規，指導、協調文化產業發展，規劃、指導重點文化設施

建設，研究制定、監督及實施影音市場、網路文化市場、演出市場、文化娛樂市場、藝

術品市場、藝術培訓市場管理之政策與法規；社會文化處則指導甘肅省文化市場之稽查

工作，擬定管理社會文化事業發展規劃及實施；指導甘肅省各類文化事業的建設與發展，

管理甘肅省公共圖書館相關事務，指導圖書文獻資源的建設、開發和利用，並組織推動

公共圖書館標準化、現代化建設。對外文化聯絡處主要管理甘肅省對外及對港澳臺的文

化交流工作，並將具有民俗民間文化特色之演出演出及展覽，赴歐洲、亞洲、美洲、澳

洲等國家和港、澳、臺地區展演。 

 

甘肅省演藝集團有限公司於 2012年 4 月 15 日正式掛牌成立，該集團公司包含甘肅

省歌舞劇院、省話劇院、省秦劇團、省京劇團、省雜技團、省曲藝團 6 個省直院團和甘

肅省演出公司、甘肅省舞臺美術工廠等直屬文化單位之資產為基礎，並按照現代企業制

度的要求組織建置而成，為甘肅省大型國有獨資文化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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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紀要 

本次參訪甘肅省文化廳，由文化廳對外文化聯絡處處長夏春紅女士及王濤先生接待，

並由文化廳藝術處處長暨演藝集團責任公司藝術總監胡豫川先生主持本次文化交流會

議，當日列席的尚有演藝集團責任公司副總經理陸金龍先生、甘肅省歌舞劇院一級作曲

及指揮家景建樹先生、甘肅大劇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陳曉東先生、甘肅省隴劇

院院長楊波先生等人，除為我們介紹文化廳及演藝集團有限公司的各項執行業務外，並

就未來雙方團隊演出交流等議題進行座談。 

首先，由夏處長為我們簡單說明文化廳近期著力的核心業務，主要分為藝術實踐、

藝術研究及藝術劇團等三個層面。藝術實踐上，文化廳主要扮演的角色在於專業演出團

隊的培植及指導，目前共有 14 個國家表演團隊單位，另隸屬於蘭州省、市、縣內國家

培植的表演團隊約 78 個，民間單位則數量更多，尚在統計階段。藝術研究領域上，除

甘肅省藝術研究院外，各市也有藝術研究所之設立，其任務針對藝術相關之理論進行研

究，讓藝術實際演出與理論相互結合，達到兩者相輔相成之目標。在藝術劇團方面，則

包含省歌舞劇院、省話劇院、省秦劇團、省京劇團、省雜技團、省曲藝團、省隴劇院等

國家表演團隊之經營及推展，其中隴劇更成為該省之代表劇種，成為甘肅省非物質文化

遺產之保護、傳承之重點。 

在雙方交流議題上，文化廳對外聯絡處處長夏春紅女士提到，目前與臺灣的交流仍

站在平等互惠之層面進行，如落地接待、膳食提供、場地及劇場提供等，另是否給予團

隊演出費?或將售票款項轉入補助機票及演出費用等，則皆需進一步細談。 

緊接著，胡豫川處長則就目前甘肅省主要對外交流項目進行介紹，首先介紹的為

1979年創作的大型舞劇「絲路花雨」，其內容主要以敦煌壁畫和絲綢之路為題材，透過

和平、友誼之主題，敘述敦煌畫工的女兒與波斯商人患難與共、生死相交的故事，將瑰

麗多彩的敦煌壁畫搬上舞台，再現敦煌文化的光輝形象，開創了當地以舞劇向國際介紹

敦煌藝術之先例。2008年該劇進行重新修排，成為北京奧運重大文化活動演出的重點劇

目，並在 30 多個國家和地區演出 1500餘場，是一部極具代敦煌意象之表演藝術作品。

此外，近期甘肅省文化廳與甘肅省歌舞劇院管弦樂團、西安音樂學院民族管絃樂團合作，

進行大型民族交響樂「敦煌音畫」之心創作，該創作作曲家之一、也是該作品的指揮景

建樹先生，則親自為我們說明此部作品的創作理念及過程。該曲創作的靈感，同樣來自

於敦煌莫高窟，並將敦煌石窟藏經洞中唐朝所留下來的 24 首古琵琶曲(其原始曲譜目前

保存在法國羅浮宮中)之音樂元素，透過現代民族樂團的交響手法進行改編及創作，全



7 
 

曲由七個樂章所組成，包括序曲「莫高風鈴」(場景)、第一樂章「西涼樂舞」(莫高窟 220

窟)、第二樂章「月牙泉的故事」(場景)、第三樂章「將軍出行」(莫高窟 156 窟)、第四

樂章「集市」(莫高窟 217 窟)、第五樂章「飛天」(莫高窟地 161 窟)、第六樂章「敦煌

賦」等，其整曲旋律、節奏、音色、力度、織度及意境等皆淋漓盡致的描繪、抒發出敦

煌歷史的滄桑叠新，並藉由聽覺藝術營造出特有的想像畫面，並讓聽眾沉浸在意趣無限

的幻想之中。  

最後夏處長提到，自 2008 年之後，甘肅與臺灣之間的演出交流減少許多，其主要

原因可能歸咎於甘肅當地的製作皆偏向大型舞劇、大型民族交響樂及雜劇等，演出人員

眾多、製作經費較高外，赴臺演出的舞台及場地亦受到限制，除兩廳院、國父紀念館外，

則無適合場地可提供大型製作進行演出。不過，從臺灣觀眾的角度觀之，也許是因甘肅

當地的製作皆以敦煌的議題作為出發，對於臺灣的觀眾而言，飛天或石窟等相關議題也

許剛開始具有足夠的吸引力，但長期下來，相近的故事結構、雷同的舞台布景設計及數

大便是美的大型創作中，缺乏創新的編劇、編曲及藝術內涵呈現上的貧弱，或許才是流

失臺灣觀眾的最大因素。 

 

  

甘肅省文化廳大廳 由胡豫川處長主持交流座談會 

  

與會貴賓聆聽傳藝相關業務報告及亞太藝

術節活動 
拜訪文化廳後於大廳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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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蘭州非物質文化遺產蘭州非物質文化遺產蘭州非物質文化遺產蘭州非物質文化遺產陳列陳列陳列陳列館館館館 

 

(一) 單位簡介 

  蘭州非物質文化遺產陳列館於 2011年 7 月 8 日建置完成並開放參觀。陳列館主建

物北依黃河北岸的九州山，南面黃河，在原金城關遺址上擴建而成。陳列館以「工」字

型、仿明清建築所建置，毗鄰中國秦腔博物館及正修建中的蘭州彩陶博物館。整個建築

群依山傍水，碧瓦粉牆更突顯其古樸典雅之特色。該陳列館內，一改傳統的陳列方式，

採用全新的聲光及互動媒體技術，展示蘭州市 4 個國家級、16 個省級、160多個市級非

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非物質文化遺產陳列館大門     陳列館外觀一角 

 

(二) 參訪紀要 

拜會完文化廳後，夏處長安排我們到蘭州非物質文化遺產陳列館參觀，並由導覽人

員親自為我們解說。導覽員主要為我們介紹目前列入甘肅省國家級的非遺項目，分別為

曲藝類的蘭州鼓子、民間舞蹈類的蘭州太平鼓舞、傳統手工藝類的黃河大水車製作技術

及民間舞蹈類的苦水高高蹺。蘭州鼓子主要流行於甘肅蘭州地區，於清代中晚期、用蘭

州方言所表演的一種曲藝形式；由於長期以來，蘭州鼓子的傳承及發展皆處於自流狀態，

藝人逐漸凋零，演出亦越來越難見到，故甘肅省文化廳即將其納入首要非遺項目中，以

採取有力措施加以扶持和保護。在進入蘭州鼓子的展廳裡，映入眼簾的展板上所呈現的

蘭州鼓子歷史及相關人物的介紹外，另一旁的櫥窗中，則以實品展示了鼓子中所使用到

的樂器及曲譜，而在展廳的中央，則擺上如明清時期勾欄瓦舍中一邊喝茶一邊聽戲的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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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讓參觀者可坐著欣賞眼前感應式的 3D 螢幕，欣賞一場蘭州鼓子的表演。 

 甘肅蘭州太平鼓舞已有六百餘年的歷史，素有天下第一鼓之稱，流傳於蘭州、永登、

酒泉、張掖、靖遠等地。蘭州太平鼓呈圓筒形，鼓身高 70 至 75 釐米，鼓面徑長 45 至

50 釐米，鼓重 19 至 22 公斤，雙面蒙牛皮，繪有二龍戲珠等圖案，鼓帶較長，可挎在肩

上，便於擊打，同時又可將鼓拋向任何一個方向，要揹著這 20 公斤重的鼓邊打邊跳，

還真需要強壯的男性才有辦法擔任。蘭州太平鼓舞為群舞演出型式，通常由 24 至 48 人

演出，多則可達到 108人，可說是一種結合音樂、美術及舞蹈，展現力與美的綜合表演

藝術。 

 

  

以互動式螢幕呈現蘭州鼓子的演出 名人名家介紹 

  

蘭州大平鼓 黃河大水車模型 

 

 

 參觀完非物質文化遺產陳列館的各個展廳後，我們跟著導覽員來到了秦腔博物館，

一進入展廳即看到栩栩如生、扮演秦腔的兩尊男女蠟像，為我們揭開了參觀博物館的序

幕。秦腔又稱亂彈，是中國戲曲四大聲腔中最古老、最豐富的聲腔系統，其源於西秦腔，

從秦漢時期產生，到唐元時期發展逐漸完整，於明朝時成熟，並於清朝廣為盛行，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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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於中國西北地區的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地，並且在吸取京劇等劇種的

養分及創新中，推出眾多新劇，唱腔也從原本的高亢激昂逐漸趨於婉轉柔和。由於其演

出時，常以棗木梆子為擊節樂器，所以又稱之為「梆子腔」，其演出時主要透過板式變

化進行，故屬於板腔體。 

 展場中，陳列了自民國時期後著名的秦腔演出藝術團體、成立時間及代表性人物，

在牆面及穿廊中，則以各種可愛的臉譜加以幾何排列，跳脫以往博物館中枯燥的排列方

式，此外，不論是樂器、樂曲簡譜、各種角色的服裝、臉譜化妝等，都以各個獨立的空

間展示，除平面及櫥窗展示搭配刊版的文字解說外，還常搭配著蠟像呈現拉奏樂器、化

妝著衣等景象，我們一行人還被蠟像臉上極為逼真的汗滴及表情嚇了一跳! 

 

  

各種秦腔臉譜 欣賞秦腔曲藝 

  

秦腔演出前著裝的場景 牆面上為秦腔相關的劇本及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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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甘肅大劇院甘肅大劇院甘肅大劇院甘肅大劇院 

（一）單位簡介 

甘肅大劇院於 2008年 11 月開始建設，制 2011年 6 月 20 日完工，共投入 3.5億元

建置而成，是一座包括地下地面共 7 層的嶄新建築，擁有 1500座的劇場，多個中小型

會議廳和小劇場、報告廳、國際會議廳，以及 14 個市州的會議廳，地下市民休閒廣場

等等，建築外觀及內部裝潢皆運用了建築學、建築聲學、燈光音響、舞臺機械、智慧控

制等領域的高端技術，可以說是一座從現代藝術視角講述甘肅厚重歷史文化、運用世界

一流科技裝備自身並展示甘肅文化精神的多功能劇院。 

 

  

甘肅大劇院外觀 甘肅大劇院大廳 

 

 

（二）參訪紀要 

由於 20 日在文化廳即與甘肅大劇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陳曉東先生會面，

隔日一大清早，他則親切的為我們安排劇院的參觀及相關介紹。進入大廳，首先映入眼

簾的則是一大片以馬家窯文化的陶罐造型所構成的超大金黃色牆面，牆面頂端則搭配著

取自敦煌壁畫中祥雲造型的超大水晶吊燈，營造出富麗堂皇的氛圍。而從劇場、會議廳、

報告廳、國際會議廳等空間中，皆可體會設計的高度要求及精細的品味，不論在指標、

開關、告示牌、家具、紋飾、地毯、燈具等，都充滿著黃河文化的圖騰及韻味，帶著一

種新穎卻不失協調的統一性，並清晰呈現出劇院之整體性及意象。 

陳副總經理為我們說明，該劇院主要是由中國對外集團公司與甘肅省電力投資集團

公司雙方組建而成的劇院管理公司，融入各自的優勢資源及資金，引進專業人才，培育

演出市場，規劃優質節目，開拓了蘭州欣賞藝術節目的觀眾，自營運一年來，已超過 100

場以上的演出。而為杜絕、改善大陸長期以來以贈票方式參與藝術欣賞行為及習慣，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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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劇院的行銷方式改以｢零贈票」、｢低票價」二大目標為主，除以打折、優惠政策吸引

大眾入場欣賞藝文活動，每場活動上座率約可達到 70%。在票價部份，低票價大致訂於

10-80 元人民幣，最高票價不超過 580-680人民幣，打破民眾依賴贈票方式進行藝文活

動之行為，僅贈票予低收入戶及特殊團體，而部份企業也以包場的方式作為回饋客戶與

職員的方式，這些都讓蘭州民眾逐漸養成到劇院欣賞文化演出的消費習慣，另一方面劇

院也透過精心策劃之節目，讓當地欣賞民眾接觸、欣賞到國際高水平的藝術表演，並提

升觀看演出之素質。 

 

  

陳副總經理為我們解說劇院概況 劇院裡的貴賓廳 

  

帶有祥雲圖騰的牆面裝飾 標示中亦融入圖騰意象之設計 

  

祥雲造型的大型水晶吊燈                  甘肅大劇院小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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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蘭州蘭州蘭州蘭州大大大大劇院及隴劇院劇院及隴劇院劇院及隴劇院劇院及隴劇院 

(一) 單位簡介 

蘭州大劇院是蘭州市屬專業藝術院團和演出劇場所組成的集團式演藝機構，2007

年在蘭州市委及市政府核准下進行了演藝資源整合。整個演藝機構的架構由蘭州歌舞劇

院、蘭州戲曲劇院（包含原蘭州市秦劇團、蘭州市豫劇團）、蘭州交響樂團等三個藝術

院團，另搭配負責演出及經營管理機構—蘭州演藝中心（金城大劇院、蘭州劇院）所構

成。現有演出人員及行政人員共 555名。 

蘭州大劇院近年來創作及演出方面皆積累了大量的優秀的作品，如大型舞劇《大夢

敦煌》、大型舞蹈詩《西出陽關》、秦腔《曹操與楊修》、豫劇《山月》、大型交響樂《經

典·敦煌》等，其中又以《大夢敦煌》最為著名。 

 

甘肅省隴劇團成立於 1959年，2002年 12 月更名為甘肅省隴劇院，隸屬於國家事

業單位。目前團員共有 121 人，臨聘人員 35 人，隴劇是甘肅的地方戲曲代表劇種。它

是流行於慶陽地區環縣一帶的民間皮影藝術｢隴東道情」發展而成。  

  隴劇音樂屬板腔與曲牌相結合的綜合形式，唱腔優美動聽，高亢豪放，獨具特色，

有著鮮明的民族色彩和濃厚的鄉土氣息。隴劇既保持和發揚了傳統隴東道情音樂唱腔的

特點，又發展出慢板，二流，緊板，散板等新板式，除曾強了音樂的表現力外，更因應

了舞臺藝術的需求。而在表演上也逐漸形成了一些具有鮮明特色的身段和動作，如側身

搖晃似柳絲微風飄動、睡態動中求靜，以及地遊圓場等富有音樂感的身段動作，都是在

一般戲曲身段基礎上，吸收皮影造型、隴東秧歌及民間舞蹈之元素創作而成。2005年起

隴劇亦成為甘肅的非遺文化保護劇種之一，保存與傳承皆成為其劇院重要任務。 

 

  

蘭州金城大劇院 甘肅隴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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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訪紀要 

21 日下午的參訪行程，由文化廳對外交流處的王濤先生陪同我們至蘭州市演藝集團

參觀，由蘭州大劇院副院長暨藝術指導位波先生及金城大劇院總經理程紅女士接待並為

我們導覽及講解劇院所屬的演藝團隊及營運方式。 

首先來到二樓的大排練室，正好遇到蘭州交響樂團練習的時間，才在一樓樓梯間就

已聽見遠處傳來貝多芬第三號交響曲的旋律，為避免打擾團員的練習，我們僅站在門口

欣賞，由副院長為我們介紹指揮張藝先生後，隨即前往下一個地點參觀。接著我們到了

大排練室正在排練舞碼《鼓舞中國》的歌舞劇院舞團，由於此舞演員陣容龐大，除了學

校的學生外及劇院基本的演員外，則有特約國家級演員及約聘演員參與，這些國家級演

員，除了基本底薪之外，每次排練、練功、擔任獨舞等皆可支領額外的薪資。在歌舞劇

院、戲曲劇院中的團員每年度都須接受考核，考核的委員則由蘭州大劇院聘請外地的評

審進行。 

短暫座談後，我們隨即到附近的隴劇院參觀，還沒抵達劇院門口，楊波院長就已出

來迎接我們，親自為我們解說及導覽。由於知道我們此行任務之一為參加中文文獻共建

共享會議，故一開始即帶我們參觀劇團的資料典藏室，以了解劇院資料典藏的狀況。由

於當地氣候乾燥，所以資料多半存放在一般的書櫃中，並沒有做特別的濕度及溫度控制，

不過，在影音資料的保存上，已規劃將錄音帶及錄影帶之資料進行數位轉檔作業，除防

資料因磁帶受潮或其他因素無法播放外，亦希望藉由影音轉檔的同時，建立相關詮釋資

料，讓隴劇相關資料建置更加完善並便於檢索查詢。 

結束隴劇團的參訪，晚上我們又回到金城大劇院欣賞了甘肅著名的《大夢敦煌》舞

劇，該劇是蘭州歌舞劇院 2000年創作完成的一部以敦煌做為題材的大型舞劇，截至 2012

年中旬已在中國 28 個省市及海外 6 個國家累計演出近 1000場，票房收入近億元，成為

中國舞劇成功的範例之一。《大夢敦煌》共有四幕，故事內容以敦煌藝術寶庫的千百年

創造歷史為背景，以青年畫師莫高與大將軍之女月牙的感情歷程為線索，演繹出一段可

歌可泣的愛情故事。此製作雖依靠宏大場面吸引觀眾，並以人海戰術營造出豐富的場景，

但在部分獨舞或雙人舞的場景中，則因編舞及整體藝術上的貧弱，而無法真正感動人。

且因這次觀賞的場次為企業包場，故演出時間因企業主遲滯未到而延後開演近四十分鐘，

讓在臺灣總是準時觀看演出的我們差點就忍不住性子而離席，欣賞舞劇的心情也因此大

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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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州交響樂團 金城大劇院演藝廳 

  

「鼓舞中國」彩排 「鼓舞中國」彩排 

  

芭蕾舞基礎練習 雙方就演出團隊交流議題進行座談 

  

甘肅省隴劇 甘肅省隴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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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第九屆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會議第九屆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會議第九屆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會議第九屆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會議 

 

（一）會議簡介 

「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係以兩岸多地的合作交流作為背景逐步醞釀而

來，是一個專門針對圖書館中文資源的藏品發展及合作分享所規劃形成的團體，最初以

兩岸多地的圖書館合作型態來發展，至目前它已逐漸朝向國際化的專業團體邁進。「共

建共享合作會議」於 2000年在北京成立，近十年來陸續在北京、臺北、澳門、南京、

香港、敦煌舉行會議。2001年在臺北由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與漢學研究中心辦理

第二次會議，本 2011年 11 月 3 日至 5 日在臺灣國家圖書館再次舉行第八次中文文獻資

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第九次會議則在蘭州舉行，此次會議由「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用

合作會議」理事會主辦、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承辦、甘肅省圖書館學會協辦。會

議由來自中國內地、臺灣、香港、澳門和美國等地的圖書館館長和學者，大家分別就「數

字圖書館建設合作與館藏特色資源數位化」等主題進行九場專題報告。另外，理事會單

位代表與特邀代表在會議上就如何擴大「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用合作會議」之影響及增

強會議活力等問題進行討論，並確定下一屆會議舉辦地點等事宜。 

 

（二）參加紀要 

2011 年 6 月由臺灣音樂館、國家圖書館漢學中心、臺灣師範大學音樂數位典藏中

心及上海音樂學院圖書館等四個單位擬訂了「世界華人音樂文獻集藏計畫」，同年 11 月

3 日獲得第九屆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理事會的肯定及通過方案，並決議於

2012年之「九屆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中提報執行狀況。該計畫之目的，即是希望透

過共同建立一個虛擬華人音樂文獻典藏目錄資料庫，並針對音樂文獻處理技術訂定相關

典藏規範，最終能夠建構一個世界華人音樂典藏之合作網路，共享彼此資源。 

本次第九屆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會議，有關「華人音樂文獻集藏計畫」之

議題，則由臺灣音樂館蘇桂枝館長代表報告，並就目前如何充實數位資源、建立共享數

位成果之平台，並強化音樂集藏分享的重要性等議題提報討論。其具體執行方式、進度

與內容主要朝以下四項原則進行： 

(1) 完成典藏標準訂定工作。 

(2) 發表初步合作成果。 

(3) 典藏標準與處理流程手冊出版，資源分享資料庫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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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討論擴大合作範圍與共識。 

另有關華人音樂文獻的範圍界定及文獻搜集的範圍，則包含了文字型態資料與非文

字之視聽資料型態： 

(1) 文字資料：圖書、期刊、小冊子、論文、報告、報紙、新聞稿、索引、文摘、

議事錄、年鑒、地圖、研究和實驗筆記、專利、商標、工程詳細計畫和施工標準、檔案、

手稿、樂譜。 

(2) 視聽資料：照片、幻燈片、圖片、唱片、錄音帶、微縮資料。 

(3) 21世紀科技發達所帶來的記錄載體則又增加了 VHS、Betacam、MD、VCD、

DVD、MP3 以及開始運用的 MP4，還有原生數位。而網路上部落格、機構網頁也是數

位時代不可避免需要加以關注的文化資產。 

目前擬訂定之共享平台項目如下： 

(1) 少數民族音樂 

(2) 民間音樂 

(3) 宗教音樂 

(4) 曲藝 

(5) 民歌 

(6) 歌曲 

(7) 黑膠唱片 

(8) 戲曲音樂 

(9) 曲譜樂譜 

(10) 民族器樂 

(11) 民間音樂表演藝術家 

(12) 當代表演藝術家 

(13) 鼓樂 

本計畫初步由臺灣音樂館、國家圖書館漢學中心、臺灣師範大學音樂數位典藏中心

及上海音樂學院圖書館等單位提出構想，未來擬邀請香港、澳門、以及中國九大藝術學

院、中國國家圖書館以及認同本計畫目標之全球其他音樂相關機構共襄盛舉，以達華人

音樂文獻資源共建共用遠景。另希冀藉由透過中文文件共建共享計畫之執行及推展，樹

立世界華人音樂文獻保存之共同典藏程式與標準，並建立共通之資料庫平台，以提供計

畫成果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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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次中文文獻共建共享會議全體合影 由臺灣音樂館等四個單位所提報並通過立項之

「華人音樂及藏計畫」 

  

參與會議的各理事會代表 會議主席孫一鋼先生致詞 

 

  

第九次中文文獻共建共享會議 蘇桂枝館長針對「華人音樂集藏計畫」進行報

告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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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    心得心得心得心得及建議及建議及建議及建議    

    

1. 有關甘肅大劇院中動線設計及整體規劃，皆以敦煌壁畫中的雲為意象，故劇院之整體

性及意象十分清晰；另每個展廳除符合演出場地之需求外，亦具有多功能會議室、演

講廳等之功能，如：表決系統、會議報到系統，以上皆可作為未來戲劇中心建置之參

酌。另大劇院 2013年度演出檔次，目前僅安排至第一季，下半年度仍有許多檔期可

申請，若本中心附屬的國樂團、京劇團及豫劇團到此演出，則可提供演出場地及檔期，

是否由甘肅大劇院提供落地接待及票款收益等，則需與演出團隊確認後進行細部討

論。 

2. 蘭州歌舞劇院與本中心可進行交流之項目除了歌舞劇團外，尚包含民樂團，歷年著名

作品如：「絲路花雨」等，近期新創作｢敦煌音畫」以敦煌為主要題材，為一部音樂、

歌舞、詩的綜合藝術創作。因該作品交響性強，演出人員約 70 至 80 人為佳，若邀請

來臺演出，其樂團部分則可與本中心臺灣國樂團合作。 

3. ｢隴劇」為甘肅蘭州當地特有戲曲劇種，於 2005年納入當地非遺保護之劇種，主要以

版腔體及曲牌體融合而成，唱腔以閩西語系為主，屬較特別的戲曲種類。該團演出內

容包括：道情皮影、秦腔、民間樂舞及太平鼓演出等，目前該團較缺乏編劇、編腔、

導演、舞美、燈光等技術，此部分則可與本中心臺灣豫劇團及國光劇團相互合作、交

流。 

4. 本次參加「第九屆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會議，分別就典藏標準訂定工作、初步合

作成果、典藏標準與處理流程手冊出版、資源分享資料庫測試等發表初步合作成果進

行發表。本館所提出之報告，獲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李玉文助理署長、香港公共圖

書館鄭學仁館長、澳門圖書館暨信息管理協會王國強理事長及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

協會陳秉松秘書長於會議上極力推薦及認同。另有關國家國樂團 11 月赴港演出，將

邀請上述港澳地區貴賓前往聆賞，各館館長及理事長亦將協助國樂團音樂會於港澳地

區宣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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