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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特⾊
• 培養批判性思考

• 奠定學術研究基礎

• 建⽴獨⽴思考及研究能⼒

• 著重⽂獻鑽研與實作並進

• 每學期皆邀請國內外學者⾄課堂進⾏學術交流

• 師⽣每年固定出席國內外學術研討會

• 與歷史/民族⾳樂學家合作，進⾏實地參訪

• ⿎勵跨域合作（展演、創作）

• 提升國際觀，⿎勵學⽣參與語⾔中⼼及國際處舉辦之校內外活動（第⼆外語圓桌、校內外

籍⽣語⾔交換、姐妹校短期課程及國際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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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資訊
總畢業學分：30 學分

⾳樂學類課程

⼗⼋世紀後半夜⾳樂專題
⼗九世紀上半葉歐洲⾳樂研討
⼗九世紀下半葉歐洲⾳樂研討
⼗九世紀歐洲視覺⽂化、藝術與科技
⼗九、⼆⼗世紀⾳樂與美學作品選讀
歐洲⾳樂美學選讀
⾳樂、視覺與空間
⾙多芬：理論、表演與接受史
聽/⾒九七⾹港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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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理論類課程

樂曲分析導論
廿世紀樂曲分析
⾳樂分析與詮釋

跨所跨校課程

其他課程

⾳樂學理論與⽅法

⾳樂學實務⼀/⼆/三/四

*外語能⼒要求

需修畢英語及第⼆外語各4學分（不計畢業學分）      
或提出相關語⾔證明⽅可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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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環境與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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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改變⼀個⼈，必先改變其環境，
環境改變了，他就跟著被改變了
                         
                                                                                                                  
—杜威



⾳樂學組研討室

⼤班課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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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專任教師/李奉書

主要著作：

專⾧
⼗⼋、⼗九世紀歐洲視覺，⾳樂與⽂化研究

歐洲歌劇史

華格納作品研究

“Seeing and Hearing through Glass: An Exegesis of the Artificial in Der Sandmann.” The Wenshan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6.1 (2022): 119-37.

“Tangible Phantom: Wagner‘s Re-Reading of Phantasmagoria in Das Rheingold.” Music in Art 47/1-2 (2022): 115-28.

“Vision Transformed into Sound: Der junge Siegfried and Wagner’s Creative Process for the Ring.” Acta Musicologica 90.2 (2018): 149-177.

〈視界化為聲⾳：華格納於《年輕的⿑格菲》中「諸神末⽇」之演進處理〉 。《華格納研究：神話、詩⽂、樂譜、舞台 2013 年臺北華格納國
際學術會議論⽂集》，pp. 264-287 

“Between Optical Reality and Metaphorical Illusion: Shadow in Romantic Arts.” Journal of Art and Design 創藝學報 5 (2015): 23-37. Issue: Prospect and 
Conflict: Europe and Asia 1874-1914.

芝加哥⼤學⾳樂學博⼠

波⼠頓新英格蘭⾳樂學院⼩提琴碩⼠、

 ⾳樂學碩⼠



歷任專任師資/⾦⽴群
專⾧
⽐較⾳樂史學（奧地利、臺灣、加拿⼤）

⾺勒與維也納現代主義

電影⾳聲研究

近年著作
“Between Musicology and Mythology at the Stunde Null: Austria’s 950th ‘Birthday’ and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Bruckner’s Death,” in Dreams of Germany: Musical Imaginaries from the Concert Hall to the Dance 
Floor (New York: Berghahn, 2019)

“Traditional Music, Alternative Modernity, and Internal Colonialism: Reassessing the Campaigns for National 
Music and Folk Songs in Taiwan,” in Decentering Musical Modernity: Perspectives on East 
Asian and European Music History (Bielefeld: Transcript, 2019).

2005年參與發起臺灣⾳樂學論壇
2010年秋客座任教於⾹港⼤學⾳樂系
2011年度獲科技部第49屆科學與技術⼈員國外研究補助
2011年春客座於奧地利科學院⾳樂學部
2013年擔任國際⾳樂學協會東亞分會第⼆屆雙年會學術組主席
2014-19年擔任英國《皇家⾳樂協會期刊》國際諮詢委員
2019年春客座於國科會⼈社研究中⼼ 「音樂學不僅僅是知識的建構，

更是意義的追尋。」

維也納⼤學⾳樂學碩⼠、博⼠

維也納⾳樂與表演藝術⼤學⾳樂理論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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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是珍貴寶⽯的結晶，⽂化是寶⽯放出來的光澤

-羅賓德拉納特・⼽爾泰

學
習
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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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館藏



圖書館環境

器材借⽤

當
季
期
刊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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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課程

📍 姐妹校地圖



國際處活動



師⽣近年學術活動



*加入直式頁



臺灣⾳樂學論壇—⾳樂的傳統與未來

張晨陽
「故園回⾳：《家鄉》（1984）中的
納粹聲景與德國記憶」

2023

2021

2020

2019

2019

劉⼦瑄（演奏組） 
「法國浪漫歌劇與超⾃然真實性——
多重感官下的《惡魔羅伯特》」

陳秋珍
「李斯特的顏⾊「變奏」：《浮⼠德》
交響曲的萬花筒效應」

陳秋珍
「新式、舊式⼤提琴的更迭：⾙多芬
與其晚期奏鳴曲」

林⽂⼼
「移植「野」玫瑰：德語歌曲在台灣
的後殖民翻譯研究」

⿈維清
「歐洲歌劇與澳⾨葡⼈『⾮典型』的
殖民者焦慮： 伯多祿五世劇院1860-
1937年間的檔案研究」



國際⾳樂學協會東亞分會 (IMSEA)

“Beethoven‘s Farewell to his Old Piano”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Cello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ello 
Evolution and Beethoven's Late Sonata”

2023

2022

陳秋珍



⾙多芬250週年紀念研討會



⾳樂應當使⼈類的精神爆發出⽕花

—⾙多芬

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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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邀請



講座邀請



學者蒞臨本所

Dr. Lynn Raley

Dr. Thomas Irvine

Dr. Rachel Adelstein



旅⾏是真正的知識最偉⼤的發源地
—杜南

課外活動

國內外參訪



國內校外參訪

2023
台中⼟⽿其燈⼯作室

2023
桃園⿓崗撥⽔節

2020臺南奇美博物館

2023
桃園⿓崗眷村
滇緬⽂化體驗



2023 維也納暑期遊學與參訪

暑期德⽂密集課程
IKI Language Academy

歌劇院、⾦⾊⼤廳觀賞演出

維也納⼤學參觀



國外名勝實地參訪

維也納世界史博物館

卡爾斯教堂

巴黎聖母院拜魯特節慶歌劇院

⾙多芬故居—海利根施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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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拜魯特侯爵歌劇院參訪

設計、製圖：陳秋珍、李柔

東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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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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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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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2024 ⽇本岐⾩美術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