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葫蘆墩文化中心屯區藝文中心港區藝術中心大墩文化中心

1/17（日）～2/14（日）週二至週日9:00～17:30，週一休館   
     藝術話家常：1/17（日）14:00～16:00       2樓展示場

104/12/12（六）～1/31（日）週二至週日9:00～17:30，週一休館 

  展覽室A    免費參觀

1/23（六）10:00 Hydra街頭劇場
     1/23（六）15:00威勁龍獅武術戰鼓團

  戶外廣場    免費參加

1/30（六）～3/13（日）週二至週日9:00～17:30，週一休館
     開幕式：1/30（六）10:30     展覽室A

1/23（六）～2/14（日）週二至週日9:00～17:30，週一休館 

    展覽室C

30年的膠彩創作，詹前裕依著他的生命歷程、生活體驗而有所轉折。

「海岩系列」以金銀箔點綴畫中，再現唐代金碧山水的瑰麗風格，延續古

典從中創新，大膽卻又適時收斂，詹老師的膠彩創作風格獨特。

「雪韻系列」、「五彩山意象系列」表現遊歷黃山、新疆所見之震

撼景象；宗教題材「聖地系列」、「福音西傳系列」以主觀色調寄託生命

思考，而妻子罹病逝世的衝擊，詹前裕在「玉山圓柏系列」作品中，以臺

灣高山險峻環境中的曲折柏樹，隱喻堅強的求生意志，以藍色表現黑夜

的憂鬱悲傷，而充滿生命力道的蜿蜒樹木突破了這片憂鬱，展現生命的力

量。「牡丹小品系列」是近期創作，以杉林溪牡丹為創作題材，風格雅緻

清麗。

王英峻先生是臺中聲五洲掌中劇團創辦人王金匙先生長子，也是該

團現任團長，戲棚下長大的他自幼隨父習藝，至今於掌中布袋戲的演出

和創作已逾30年，不論演出古冊戲、劍俠戲、金光戲，都能展現現場口

白的演出形式，且罕見的掌握長篇現場活戲演出，堪稱中臺灣掌中劇界

中生代菁英藝師。此次展覽，王英峻先生秉持傳統藝術再創新文化精神，

除展示該團經典戲碼人物、坐騎、信物等，並特別介紹臺灣戲偶年代演

變，及將各代表戲碼型態Q版文創戲偶做寓教於樂的展出，相信藉此更

能有助於引起民眾認識、喜愛、推廣傳統藝術布袋戲。

多次贏得國際鋼琴大賽獎項、臺灣最受矚目的新生代鋼琴家之一─

陳世偉；獲保加利亞索非亞小提琴國際比賽首獎的小提琴家─簡祥峻；

取得漢諾威音樂院藝術文憑，總受到熱烈讚嘆與迴響的中提琴家─張皓

翔；以及瑞士蘇黎世藝術大學有史以來最年輕、且以最高分得票數最多，

取得最高獨奏家博士文憑的大提琴家─謝孟峰，四位優秀新生代演奏家，

即將藉由鋼琴與弦樂間特有的情緒張力表達，用細膩而豐富的琴聲，傳

遞出浪漫時期所強調的個人化風采與豐厚的情感變化，必將讓經典重新

複寫上新生命，激盪出精彩、閃耀的鋼琴四重奏。

鋼琴四重奏「閃耀」─巴雀室內樂集

曾柯素昭80油畫個展
1/30（六）～2/17（三）週二至週日9:00～17:00，週一及春節

     2/7（日）～2/9（二）休館

     開幕式：1/30（六）15:00

   文英館主題畫廊

藝術家曾柯素昭，出生於嘉義縣布袋鎮，今年已屆80歲高齡。她平

日相夫教子，以裁縫手藝貼補家用，一直到子女都成家立業，才得以拜師

學藝，廣泛學習書法、皮包、工筆畫、國畫、油畫等，滿足從小嚮往藝術

創作的心願。

此次在文英館展出其油畫作品，題材有風景、人物、靜物等等，充

分展現創作者「生活即藝術，藝術即生活」的創作巧思，並突顯藝術家「在

畫中思詩意，於詩中想畫藝」的實踐，這等年紀能有此豐沛創作著實令人

敬佩，歡迎市民朋友們蒞臨欣賞指教。

鄭延熙，擅膠彩畫。她在創作上結合水墨的空靈及膠彩的瑰麗，在

水墨的基礎上，敷以礦岩的紛彩，賦與作品迷人的韻味。這次展出作品

以熟悉的人、事、物為創作對象，既保有傳統精神又不落刻板的巢臼，

希望能帶給觀者更豐富的視覺效果。雖然創作的路孤寂，但果實卻甜美，

藝術家以藝術耽溺自我的夢，願在不歸路上尋覓夢裡天堂，歡迎喜愛膠

彩的朋友蒞臨文英館欣賞。

1/30（六）～2/17（三）週二至週日9:00～17:00，週一及春節
     2/7（日）～2/9（二）休館

     開幕式：1/30（六）14:00

  文英館文英畫廊

鄭延熙膠彩創作展

紀宗仁作品最大的特色在於他創造了許多他獨特的繪畫符號，他把

符號植入畫面，使得每個作品都與眾不同，他認為符號最能彰顯出個人

的創作風格與魅力。近來風格大變，從現代轉入了當代，當代作品有幾

個特色，一是畫面是敘事性的；二是作品內容很具社會性；三是卡漫插

畫風味的當代表現。紀宗仁近期的作品遛蟲記系列與流浪記系列創作就

是以這樣的社會環保意識為出發點，而作了整個系列的創作表現，提醒

世人留給蟲蟲一些生存的空間。紀宗仁以一種幽默戲謔的方式來呈現這

樣的一種關懷，掌握了社會性與敘事性，而以略帶插畫式的風格來表現，

在形式上它是受到東方街頭剪影的影響，作品極具剪影的效果與妙趣。

藍田畫會成立於2001年，2002年2月首展於臺中市文化局，至今

在各縣市文化局共展出十餘次。目前會員有林憲茂老師及一群來自社會

各階層的藝術愛好者共17位。他們從平時相聚習畫，互換心得，互相切

磋，為延續各自對繪畫的喜愛，進而成立畫會，並將平時心得成果及累

積的美感經驗，藉由展覽的鞭策，加以具體呈現。本次展出作品約40幅，

題材呈現多方面探討，有自然的詮釋，有心象美感的體驗，從作品中可

看出他們將大自然中所觀察到的題材以自由表現手法，靈活應用，在承

襲傳統與突破傳統中各自尋找喜愛的繪畫語言。藉由展覽，寄望各界及

藝壇前輩能給予更寶貴的支持與指正，使全體會員能秉持藝海無涯、努

力耕耘的精神，多多學習。

上午場的活動中，由臺中知名街頭藝人團體「Hydra街頭劇場」帶來

結合雜耍與舞蹈特技的表演，配合猴年主題，加入傳統技藝，演出「花果

山鼓陣」等經典精彩橋段。

下午場則由威勁龍獅武術戰鼓團以傳統技藝及鼓聲，為觀眾帶來花式

醒獅戰鼓等傳統藝術。還有臺灣少見的北獅獅躍臺灣紅表演，以熱鬧的祥

獅獻瑞表演來迎接新的一年。

鄉情．紀宗仁創作展

藍田畫會聯展

1/9（六）19:30、1/10（日）14:30     演藝廳 
  750,800（Accupass 活動通，搜尋「親愛愛樂」）

那一天，古典音樂  遇上  傳唱的歌謠。

歌謠問：古典為什麼你這麼複雜？古典說：太簡單怕別人不了解我。

古典問：歌謠為什麼你這麼簡單？歌謠說：太複雜怕別人不理解我。

這時古典和歌謠都笑了。

那我們一起讓大家了解我們簡單的複雜吧。

這一天，親愛愛樂將複雜的古典加上純樸的歌謠，重新讓大家透過弦

樂合奏，將原民歌謠的簡單與複雜重新傳唱。

親愛愛樂成立週年募款音樂會

2016玉猴騰祥慶喜年系列活動

「純青窯」戮力臺灣陶器研發數十年不曾間斷，林建宏掌握從泥土原

料翻模、注漿成形到釉藥燒成等系列的技藝，尤以天目釉放射出絢麗多姿

的閃爍變化，兔毫狀的流紋在黑釉中透出褐黃藍綠，最為讓人驚喜！林建

宏利用原有苗栗土的特色，表現出故鄉苗栗陶的陶藝純粹，乾坤巧手將苗

栗陶土成為炻器生活陶，歡迎喜愛陶藝的朋友蒞臨欣賞。

純青窯臺灣炻器Taiwan Stone Ware─林建宏個展
1/17（日）～2/3（三）週二至週日9:00～17:00，週一休館

   文物陳列室（一）

遠在三千多年殷商時期的甲骨文，已經是一個有系統的文字體系，總

給現代的人們一種神秘、深不可測的印象。事實上，這些文字精靈讓我們

對漢字淵流更為清晰，而它們樸拙天真的造型及自然有致的佈局，對學習

書法的朋友們是非常好的啟發引導。

鹿鶴松老師的因材施教，讓學子如魚得水，發揮長才，適性的創作出

屬於自我的風格，歡迎大家蒞臨欣賞指教。

藝文研習成果展系列／鹿鶴松甲骨文書法師生展
1/1（五）～1/26（二）週二至週日9:00～17:00，週一休館

   文物陳列室（三）

王英峻文創戲偶展

而立豐采─詹前裕膠彩創作30週年紀念展

1/2（六）19:30     演藝廳  
 開演前1小時於售票口開放免費索票，對號入座，索完為止。

1/8（四）～1/31（六）週二至週日9:00～17:00，週一休館  

  2樓畫廊    免費

臺灣省中國書畫學會成立已二十四年，目前會員五十五人，顧問十二

人，共約七十人，老中青三代互相學習，感情良好。秉持馬相伯創會理事

長弘揚傳承中華文化藝術精神，游慶隆任理事長時，建立展覽作品審查制

度，蔡淑貞任理事長時，推展國外展覽及交流，是以歷次展覽，作品水準

皆有提昇。

會員中知名書畫家，如游慶隆、蔡淑貞、侯英琴、王梅南、吳春惠、

楊允謨、王和美、王瑋中、葉君萍、許朝森、吳金盆、吳燈錫、許富春、

陳妍廷、黃尊武、陳麗真、卜阜生等等多位畫家，也有曾任理事長職。資

深書畫家馮國定、吳清地等，熱心幫忙推動展覽。顧問︰汪立祿、張自強、

陳華、葉君萍等也都是著名書畫家。著名畫馬畫家馮國璋，也經常蒞臨指

導。本次展出作品，不論山水、花鳥、人物、各種書體，不同風格與技巧，

皆為年度之選，令人驚豔。

105年臺灣省中國書畫學會 春季會員作品聯展

1/23（六）14:30～16:30    1樓演奏廳   免費

時光稍縱即逝，美好事物流失易保存難，所幸有圖文影像將剎那變永

恆。攝影是捕捉美的良好利器，看似按下快門的簡單存取動作，當下實則

需要考慮及選擇，嚴肅來說就是下決定，而做決定往往不容易，換言之，

保留美好事物談何容易！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可見熟悉攝影技巧是整個攝影的致勝

關鍵，陳春隆老師參加過國內外多場影展，擔任多所民間機構攝影顧問及

政府機關和學校攝影講師，傾力傳授其累積的攝影經驗和技巧，強調唯有

磨練好技巧，再搭配高科技的攝影器材，才能拍出生動的活照片。參加本

次講座，相信能感受到陳老師對其作品所賦予的生命力，張張都感動你我。

空間魔術師─以攝影感動人生

1/23（六）9:30～12:00    大廳   免費，限額200名

2016年新春將至，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葫蘆墩文化中心為宣揚臺灣傳

統民間習俗，今年仍遵循往例邀請地方書法大家親臨現場揮毫致意，與豐

原鄉親共同喜迎丙申猴年，提前感受年節團圓溫馨氛圍，體驗傳統書法剛

柔並濟漢字之美；歡迎民眾前來索取，數量有限，額滿為止。

「丙申迎瑞‧揚眉封猴」名家馳墨
獻桃符

1/3（日）～3/27（日）    名留廣場

假日藝賞─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定目劇

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座落於文風鼎盛的清水區，園區設計以「院落

空間」作為整體空間之詮釋，仿閩南合院的風格設計古樸典雅，園區內

優美的環境、多媒材的展陳，是許多民眾假日休閒、踏青的好去處。為

推動中心更多元的藝術活動呈現，在每週日下午3:30辦理「臺中市港區

藝術中心定目劇場」，讓藝術更生活化、在地化、平易化的貼近民眾。

定目劇首波以臺中表演藝術團隊為主軸，由臺中聲五洲掌中劇團及清水

劇團，分別以在地人演在地戲為發想，演繹清水傳奇人物~廖添丁，及清

水美麗的自然環境為主線所呈現的舞臺劇，輪番上陣，帶您一同走進臺

中市清水區人文環境的故事中。

1月23日（六）19:30    演奏廳   300,500元（兩廳院售票）

大台中愛樂管樂團，創團於民國100年，由一群學有專精充滿熱情

的專業樂器演奏家，組成中南部最具高水準的專業管樂合奏團。

管樂留聲機─經典系列IV，邀請到犀利女指揮張佳韻及低音號演

奏家陳鈞瑋合作，演出曲目「Simple gifts by Frank Ticheli」、「Tuba 

Concerto by E. Gregson」、「Symphony No.2 The big apple (A New York 

Symphony) by Johan de Meij」。大台中愛樂管樂團鞭策自身以最專業最嚴

格的要求，開發管樂團經典刁鑽的曲目；以純熟高超的技術，將耳熟能詳

的音樂與民共享；更要以堅持對音樂的信仰，將音樂帶到各角落，將無比

的歡樂觸摸人心！

大台中管樂團管樂留聲機─經典系列IV

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
定目劇

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座落於文風鼎盛的清水區，園區設計

以「院落空間」作為整體空間之詮釋，仿閩南合院的風格設計

古樸典雅，園區內優美的環境、多媒材的展陳，是許多民眾假

日休閒、踏青的好去處。

為推動中心更多元的藝術活動呈現，在每週日下午辦理

「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定目劇場」，讓藝術更生活化、在地化、

平易化的貼近民眾。定目劇首波以臺中表演藝術團隊為主軸，

由臺中聲五洲掌中劇團及清水劇團，分別以在地人演在地戲為

發想，演繹清水傳奇人物～廖添丁，及清水美麗的自然環境為

主線所呈現的舞臺劇，輪番上陣，帶您一同走進臺中市清水區

人文環境的故事中。

地點│港區藝術中心 名留廣場（臺中市清水區忠貞路 21 號）

票價│免費，自由入場

場次 劇目 演出劇團

1/3（日）15:30 Q 版廖添丁 臺中聲五洲掌中劇團

1/10（日）15:30 最美麗的地方 清水劇團

1/17（日）15:30 Q 版廖添丁 臺中聲五洲掌中劇團

1/24（日）15:30 最美麗的地方 清水劇團

1/31（日）15:30 最美麗的地方 清水劇團

2/28（日）15:30 Q 版廖添丁 臺中聲五洲掌中劇團

3/6（日）15:30 最美麗的地方 清水劇團

3/13（日）15:30 Q 版廖添丁 臺中聲五洲掌中劇團

3/20（日）15:30 最美麗的地方 清水劇團

3/27（日）15:30 Q 版廖添丁 臺中聲五洲掌中劇團

假日
藝賞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其他館舍

   臺中市西區林森路 33 號  04-2375-9366

文化藝遊─萬和宮
萬和宮於雍正 4 年（西元 1726 年）建成，又

稱犁頭店聖母廟，係因地當昔日打製犁頭等農具店

舖聚集的「犁頭店街」（今南屯）而得名，是一座

三開間三進兩護龍縱深式廟宇建築。

萬和宮立面，屬於較小的「三開間縱深式」廟

宇，巧思佈局，特徵之一為三川殿三開間的門面，

全部往後退縮形一凹字型，臺灣地區稱之為「凹壽」

（亦稱塌壽、疊壽），在坐四朝，面迎旭日的方位，

隨著光影轉移變化，更加襯托出立體深邃效果。

三川殿中間屋屋脊疊加成雙層，裝飾交趾燒，

稱之為「西施背」，圖飾有人物，細緻傳

神，以及長得有點像麒麟的神獸「龍馬負

河圖」，與龍首、馬身、獅尾、牛蹄的組

合，為太平盛世才出現的神獸，相當罕

見，頗具特色。

正殿的拜殿屋頂有「鳩吻」剪黏裝

飾，內部以捲棚處理，四點金柱中前二柱

以龍柱，及二柱為洗石水泥柱，以坐獅為

疊斗，在大通中有二隻鳳凰展翅，中間以

如意紋連接變成之通橢，出居處有「惡蕃

扛南瓜」雀替支撐屋簷。

正殿共有七對柱，第三、六對為四

點金柱，第一、七對為簷柱，在第一、二

對簷柱間之員光，左為「松鼠咬葡萄」，

右為「松鼠吃南瓜」，均意合「多子、多

孫」四點金柱之間木架構為「三通五瓜」

瓜筒，造型短小矮胖，大通樑與增柱問以「鰲魚」

作為雀替，在大通樑上有「雙龍朝入卦」，正殿屋

頂中脊有「寶塔鎮守」剪黏，二旁有雙龍護塔。

後殿亦稱「觀音殿」，形式構造均較正殿簡樸；

屋頂以馬背處理，屋架是童柱，以短柱取代瓜筒，

在大通、二通、三通處各出一栱以雞舌木固定。兩

旁有城隍爺與土地公神龕，其基座有精製的磚雕，

在傳統建築中是很珍貴的藝術作品。

臺中市萬和宮是臺中市知名古蹟，更是國家的

文化瑰寶，歡迎大家一起來迎春祈福。

時間：1/1（五）～ 1/31（日） 9:00 ～ 17:00（週一休館）
地點：傳習館

時間：1/10（日）15:00 ～ 17:00
地點：惟和館

禪不立文字，教外別傳，是一種生命的減法，意在破除習

性，體悟當下，隨緣不變。禪花禪畫不受形式與慣性的束縛，

以簡練手法，呈現自在無礙而不刻意，故能一派天然，從心而

無所礙。（免費）

「以花觀心、以花會友、以花契合自然，將心安頓好，悠遊自

在生活。」王國忠的花道理念，全然展現其人文情懷。人文花到講

求精神與心法，靜心爾後插花，與花與器物共處，將天地人的和諧

精神，傳遞於作品之中。正月傳習館花藝暨展覽講座，邀請您同游

王國忠老師的人文花藝境地。（500 元／每人）

禪花禪畫─王國忠 老師花藝特展

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演武場

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南屯里萬和路一段 51 號
開館│週一至週日 5:30~22:00
票價│免費參觀
交通│ 仁友客運 10、11、30、40 路等市區公車至南屯市場下車，循南屯路二段右轉萬和路一段步行

即可抵。

臺 中 郵 局 許 可 證
臺 中 字 第 1078 號
       雜      誌
無法投遞時請免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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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樂源於人的心跳本能，是生命的原動力，也是創意的活力泉源；

而打擊樂高度的可親近性與強大的感染力，不但能夠成為自幼到老的音

樂良伴，更是人與人之間情感溝通與文化交流的最佳觸媒。三十年來，

朱宗慶打擊樂團立足臺灣、放眼世界，以類型多元的演出形式、融合傳

統與現代的專業表現，以及跨界創新的探索嘗試為主要的藝術風格，廣

為世人所熟知，不但受到國內觀眾的喜愛，同時也備受國際樂壇讚譽，

成為「臺灣行走於世界的一張名片」。

2016 年是朱宗慶打擊樂團成立三十週年，回歸初心、宣告展望，一

趟更精緻、更深刻、更寬廣的旅程，已在眼前開展。滿腔的熱情始終如一、

前進的腳步未曾稍歇，2016 朱宗慶打擊樂團 30 週年音樂會『台灣心跳 

世界撼動』，將以《三部曲》《媚影》《射日》《鑼之樂》《鑼鼓慶》等

別具特色的曲目薈萃，以及特地為 30 週年打造的新作《J 效應》，具體

呈現三十年來努力累積、淬鍊的成果，與樂迷分享生生不息的擊緻感動。

2016 朱宗慶打擊樂團 30 周年音樂會

臺中歷來人文薈萃、文風鼎盛，臺中的美術發展在許多方面都扮演

承先啟後的角色，其影響所及不僅在中部地區，更在整個臺灣美術發展史

中佔有重要地位。本次展覽擷取臺中市美術家資料館歷次展覽精華，從漆

藝、油畫、膠彩三個主題切入，以圖文及影音方式呈現，介紹在這些創作

領域中的優秀美術家，讓觀者以多元的角度認識臺中市的美術發展。

臺中市美術家資料館
─美術瑰寶 繽紛多呈

 104/11/14（六）～ 1/10（日）

 臺中兒童藝術館（臺中市大里區勝利二路 1 號）

青春無限 FOREVER YOUNG 特展邀請日本奈良美智、中國李洪波、

臺灣蔡佳葳、董承濂等當代藝術家，聯合展出 40 多件繪畫、紙雕塑、金

屬陶瓷、裝置藝術等創作藝術作品，呈現青春心靈與藝術表現的無限可

能，這是現代美術館開館近 2 年來，首次呈現的當代藝術展覽。每位當

代藝術家所展出的作品，特別敘述了對於青春的定義，讓觀眾可以透過

他們的文字與藝術作品，更貼近藝術家的青春。

Forever Young 青春無限特展
 104/8/8（六）～ 1/31（日）週二至週日 9:30 ～ 17:00，週一休館   

  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  $220（優待票），250（全票）

台中市交響樂團每年年初定期舉辦新年音樂會，規劃臺灣、法國、

奧地利、義大利、美國……等地區膾炙人口歌曲，內容包含民謠、歌劇、

古典音樂、百老匯及電影配樂，挑選具有地方文化特色且耳熟能詳的曲

目，針對曲目介紹不同時間、不同地區、不同文化的古典流行歌，將交

響樂多元又豐富的面貌呈現給所有聽眾。

台中市交響樂團《2016 新年音樂會》

1/9（六）19:30     中山堂（臺中市北區學士路 98 號）  $500,600,800,1000,1200,1500（兩廳院     

     售票，非親子節目，依館方規定，110 公分（7 歲）以下兒童不得進入，一人一票，憑票入場。）

1/16( 六 ) 19:30     中山堂（臺中市北區學士路 98 號）  

索票入場，索票請洽 04-2473-7425 陳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