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感恩與禮讚 -

欣逢基金會邁入三十年，以「科技」與「人文」兼容並蓄的原則設置的「東元獎」，順利的拔擢了三十屆計 178 位得獎人，「科

文共裕」也成為基金會與得獎人共同奉行的理念，與時俱進的科技競賽、創造力教育、文化復振的驚嘆號等各項工作成果豐碩。

在三十周年之際，特別以「感恩」為題製作專場音樂會，禮讚所有捐贈人、評審委員、得獎人、傳習團隊、老師、部落族人耆老、

教育部、原民會、文化部、花蓮、屏東、台東縣政府、志工、董事等參與其中，且攜手成就服務成果的機構與人士。

基金會在推動「驚嘆號」數位典藏的工作中，有幸參與「灣聲樂團」的成立、募款與資源整合，樂團七年來除持續支持「驚嘆樂舞」

的演出，也逐年以數十首的規模，為台灣原住民傳統的古謠編曲計達百首以上。自 2017 年起指導基金會角逐傳藝金曲獎，並且得

到七次入圍一次得獎的紀錄，也促成以「科技」為理念設立的基金會，可以在人文藝術領域嶄露頭角的實績。

台灣原住民古謠，其古老的音律素有「洗腦」的特色，本次三十周年「感恩與禮讚」音樂會，所選用的曲目不僅擁有三日不絕於

耳的特質，而且透過每一首古謠意義殊勝的意涵，與或深沉悠遠或昂揚歡快的歌曲，傳遞基金會感恩各界護持的心意。音樂貫穿

東元獎的設獎精神，也彰顯頒獎典禮豐富人文藝術生活的意涵，與倡議各界以「科文共裕」為社會發展願景的熱情與信念。

三十周年音樂會

灣聲樂團 - 臺灣樂壇創新充滿活力的樂團

以臺灣音樂文化為價值的樂團，堅持演奏兩種音樂：一是臺灣人所寫的音樂，二是以臺灣為素材創作的音樂，目的是要將古典音

樂臺灣化、臺灣音樂古典化，乘著在地化就是國際化的趨勢，以最濃厚的情感及最高的規格呈現臺灣音樂文化。

灣聲自 2017 年成軍以來，累積演出已逾 300 場次各類音樂會，其中年度售票公演平均票房更高達 9 成以上。不同於一般的古典樂

團，灣聲樂團的演出形態非常多元，除了正式音樂會之外，曾與民視合作電視節目、並曾受到警察廣播電台 & 寶島聯播網邀請製

作廣播節目；2019 年起至今，連年舉辦專屬臺灣人自己的「臺灣的聲音  新年音樂會」，並同時由電視、網路轉播至全球；2023
更首辦《臺瘋》音樂會颳起跨越交響與流行的旋風；灣聲也在今年開始積極的將臺灣音樂帶向海外，2023 年 6 月美西加州巡演，

深獲在地朋友們的支持與喜愛，未來也將持續往國際邁進；秉持著感恩回饋的心，灣聲樂團每年皆會自發性地舉辦全公益的「灣

聲樂團　臺灣行腳」公益演出活動，用「行動音樂廳」的概念，將美好的樂音帶到臺灣的每一個角落，讓臺灣人民近距離聆賞美

好音樂。

灣聲堅持純粹以民間的力量發揮最大的影響力，透過古典音樂的國際語言，讓全世界更認識臺灣。

『家己的聲　世界來聽』

祝福（排灣古謠 人聲 /范文凱 ripun tjaudring）

讚頌（排灣古謠 編曲 /李哲藝）

感謝葉藤（武陵布農族民謠  編曲 /王鈺淩）

工作常歌（都歷阿美族古謠  編曲 /王敏玲）

太巴塱之歌（阿美族民謠 編曲 /李哲藝）

讚美神靈 （噶瑪蘭古謠 編曲 /王敏玲）

我們是噶瑪蘭人（噶瑪蘭古謠 編曲 /王敏玲）

安魂曲（阿里山鄒族古謠 編曲 /李哲藝）

生日快樂（編曲 /李哲藝）

甲你攬牢牢（編曲 /李哲藝） 

飲酒歡樂歌（馬蘭阿美族古謠 編曲 /王鈺淩）

珍重再見歌 （馬蘭阿美族古謠 編曲 /蘇鈺淇）

音樂會曲目

人聲 -范文凱

灣聲樂團

范文凱（ripun tjaudring），台東縣太麻里鄉多良（calavi）部落土生土長的排灣族青年，

2013 年起擔任賓茂國中 VASA 東排灣傳統樂舞團隊傳習老師，並於 2021 年創立東排灣

青年歌謠隊。積極帶領部落青年向耆老採集與學習古謠、舞蹈、祭儀、語言等，將文化

傳習與復振發展成賓茂國中與金崙溪流域鄰近部落的特色之外，並效法 VASA「芋頭」

即使在困難貧脊的環境中，只要一點泥土、陽光、水，就能夠生長得很好的精神，勉勵

學生與團員積極向上，並肩承東排灣文化的傳承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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