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ol.16
Vol.16

２００９１２1 6

本校同學參加98學年度桃園縣音樂比賽 成績優異

晉 級 全 國 名 單

（一）Ａ組

【團體組】

管弦樂合奏 廖芊蕙老師帶隊

室內樂合奏

(鋼琴三重奏)
221 陳涓等

木管五重奏 121 劉春熙等

【個人組】

鋼琴獨奏 121 李宜軒

低音提琴獨奏 321 溫勝凱

中提琴獨奏 221 許瑜庭

小提琴獨奏 121 陳柏邑

女聲獨唱

(高音組)
321 黃柔慈

女聲獨唱

(中低音組)
221 尹安琦

大提琴獨奏 321 林榆

全國英文作文及演講比賽 榮獲佳績

廖彩雲老師指導 北區作文優勝

320 邱眉昕

廖彩雲老師指導 北區演講優勝

320 李瑋

程玉葉老師指導 北區作文佳作

                             302 張嘉文

98 學年度第一學期榮獲龍槐生、許潮英獎學金得獎名單

101 黃恩榮 102 黎光健 103 簡品心

103 李智揚 107 黃恩鴻 107 詹禮謙

111 陳鵬安 116 范翊萱 201 許家樺

203 饒孟璇 205 江煜楓 206 周珊如

209 陳慧君 210 龔 莉 218 范欣茹

301 呂學諳 301 羅國斌 301 袁睿宏

304 陳家華 304 陳沛宜 304 黃健寧

305 鍾明錦 305 林一豪 305 彭聖崴

308 林鴻麟 314 張庭慈 316 張茹淨

316 鄭瑋薇 317 許文翎 317 孫詩婷

318 張淵傑 318 林秉宏 319 黃宇玲

恭喜以上獲獎同學

武 陵 週 報
發行日期：2009.12.16(三)

發行單位：武陵高中學務處

文字編輯：顏杏潔 老師

美術編輯：劉宛芩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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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Ｂ組

【團體組】

管樂合奏

(室內男隊)
204 劉永傑等

絲竹室內樂 205 黃俊達等

混聲合唱 215 黃文磬等

室內樂合奏

(鋼琴三重奏)
117 陳筠等

【個人組】

鋼琴獨奏 115 何旻軒

鋼琴獨奏 101 朱壬杰

中提琴獨奏 208 陳宣安

小提琴獨奏 208 楊凱文

小提琴獨奏 307 韓順

大提琴獨奏 120 王甄莛

大提琴獨奏 117 陳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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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來台辦理招生說明會

＊日期：2009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一) 時間：18:30 – 20:00

地點：台北凱撒大飯店北京廳 歡迎有興趣同學參加。

＊有興趣者可以先上 www.cityu.edu.hk/international 留座。

＊香港城市大學表示，為歡迎台灣高中生就讀，可以提供全額獎

學金每年新台幣約 530,000 元包括學費、生活費及首兩年雙人

間校內住宿。

＊詳細訊息可與上述網頁或聯絡卓燕女士（電話: 852-3442 9421

電子郵箱：candy.chouk@cityu.edu.hk）或張嫦清女士 (電話:

3442 7127，傳真: 852-3442 0301 電子郵箱：

elco.elaine@cityu.edu.hk）。

總務處施工公告

＊本校校園排水系統改善工程自 12 月 9 日起開始施工,預計於 99 年 1 月

25 日完工。施工期間影響教學,請各班同學及教師見諒。另外亦請全校

師生在校園內小心行走,注意自身安全。

＊本校操場跑道以及籃球場地板整修工程持續進行中,

即日起全面禁止人員進入,請全校師生不要靠近工地,

以免發生危險。施工期間影響體育課正常教學活動,請

師生共同見諒,仍請全體師生注意上下課之安全。

展覽藝文：梵谷特展

展覽時間：2009/12/11~2010/03/28

展覽地點：國立歷史博物館

梵谷（1853-1890）是荷蘭的藝術大師，短暫的 37 年人生，繪畫創作僅約

10 年，遺留超過 800 幅的畫作與 1200 幅的素描，卻不斷地激發後人的驚嘆與讚

賞。時值他逝世即將屆滿 120 周年之際，此時舉辦他在台灣的第一次個展，別具

紀念意義。本次展覽非常難得地展出梵谷少見的素描作品，這些作品來自荷蘭的

庫勒穆勒美術館，該館秉持第一任館長海倫‧庫勒穆勒夫人「為大眾之益，為大

眾之樂」的藝術收藏精神，慷慨地借展梵谷 97 幅重要的素描與油畫作品，分享

梵谷為人讚嘆的藝術世界。此外，日本 Pola 美術館亦借展奧維時期油畫乙幅共

襄盛舉。77 幅素描以及 21 幅油畫，帶領觀眾循著梵谷立志為畫家的創作足跡，

展開一段大師的藝術饗宴。

從畫風了解心境

蔣勳老師認為梵谷的愛恨意識強烈，不加掩

飾直接表達情感，活得純粹而將情緒傾訴在畫作

上。因此每幅畫都是進入梵谷心境的鑰匙，換言

之，當大家在觀賞畫作的同時，也在閱讀梵谷生

命的歷程。

蔣勳老師提出觀賞 3 個時期的重點畫作：

早期在礦區牧師生涯中，習慣以素描勾勒礦工彎腰

生活的真實重擔；其次受印象派用色明亮之影響，

以點描手法敘述「夜晚露天咖啡座」；晚期則深受

疾病所苦，自畫像是探所自我的方式之一。在觀賞

畫作的同時也要能體會畫家旺盛的生命力，強烈的

悲天憫人情懷，才是現代社會需要的美麗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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