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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照薰
舞蹈系 78 年畢業 舞蹈系 78 年畢業 

現職：現職：

●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表演藝術學院 院長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表演藝術學院 院長 

●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舞蹈學系 專任教授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舞蹈學系 專任教授

經歷：經歷：

●  ●  教育部【藝術教育貢獻獎】活動奉獻個人獎教育部【藝術教育貢獻獎】活動奉獻個人獎
●  ●  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亞非團、歐亞團、歐非團」副團長 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亞非團、歐亞團、歐非團」副團長 
●  ●  僑委會【美國臺灣傳統週暨加拿大亞裔傳統月】：團長暨藝術總監 僑委會【美國臺灣傳統週暨加拿大亞裔傳統月】：團長暨藝術總監 
●  ●  內政部【中華民國中樞暨各界慶祝國慶大會】表演活動指導內政部【中華民國中樞暨各界慶祝國慶大會】表演活動指導
●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跨界藝象 - 系列展演】製作人暨藝術總監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跨界藝象 - 系列展演】製作人暨藝術總監
● ● 【香港演藝學院】評鑑委員、臺北市政府【臺北表演藝術中心】董事【香港演藝學院】評鑑委員、臺北市政府【臺北表演藝術中心】董事
● ● 【中華民國舞蹈學會】常務理事、【臺灣舞蹈研究學會】理事【中華民國舞蹈學會】常務理事、【臺灣舞蹈研究學會】理事
● ● 【中華民國大學院校藝文中心協會】秘書長、副理事長【中華民國大學院校藝文中心協會】秘書長、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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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愛與堅持」的舞蹈人生—

文化外交的佼佼者：

曾照薰學姊的藝術踐行之路

曾照薰學姊，現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表演藝術學院院長，中國文化大

學舞蹈系 78 年畢業傑出校友。作為舞蹈界的先鋒人物，她不僅在舞臺上

展現了舞者的藝術生命力，更在教學與行政領域中開拓了全新的可能性。

從國內到國際的文化交流，從指導學生基本功到啟發他們突破自我侷限，

照薰學姊將生活與舞蹈完美融合，成就了一段精彩的藝術人生。她以自

身的經歷與啟蒙恩師的教誨為基石，不僅將專業技藝傳承給學生，更強

調生活細節與藝術內涵的重要性。無論是帶領學生突破內心的界限，還

是在國際文化交流中用舞蹈傳遞臺灣之美，照薰學姊始終秉持著愛與自

律的精神，為後輩樹立了一個典範。

｜｜從基本功裡，體認身為舞者的專注、精益求精與

   自我提升

在《七夕雨》中體悟基本功的重要性

1996 年，曾照薰學姊在民族舞劇《七夕雨》中擔任織女一

角，這段經歷讓她深刻感受到舞蹈基本功的價值。《七夕雨》

是許惠美老師的經典作品，但在 1996 年的重演時，許老師已

離世。這次演出由她的妹妹許梨美老師接手指導。梨美老師提

出的要求簡單卻挑戰極大：「七個仙女同時出場時，觀眾一眼就能看出誰是織女，

這是主角的責任。」

 為了達成這一目標，照薰學姊往往在排練結束後獨自留在教室，專注於每一

個細節的揣摩：從腳跟、腳掌到腳尖，從手肘到膝蓋，每個肢體動作的連結，甚

至連眼神的傳遞都經過反覆咀嚼與練習。在這段過程中，她更進一步理解了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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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重要性。學姊認為，舞蹈的基

本功不僅是一種技術，而是舞者詮

釋情感與角色的基礎，甚至是藝術

呈現的靈魂所在。對學姊來說，「什

麼是技巧？」技巧不是腿舉多高，

也不是能轉多少圈，而是舉手投足

之間是否具備了最紮實的基本功。

從另一個層面來看，所有舞蹈技巧

核心，在於舞者內在的自我控制力，

如何讓每一個動作、每一步驟都能

完美銜接，並展現應有的張力和韻

味，這些才是自我內在要求的關鍵。

如此深刻的體悟不僅幫助她在舞臺上出色詮釋織女的角色，也奠定

了她日後教學理念的基石。

在中國文化大學求學期間出國表演的視野拓展

曾照薰學姊在文大的求學生涯中，不僅在課堂上吸取了豐富

的養分，也通過參與國際演出拓展了視野。大四那年，學姊隨校

到歐洲巡演，這段經歷對她的藝術生涯產生了深遠影響。德國是

此行的重點演出地，但她還在短暫停留中參觀了荷蘭、英國與瑞

士等地的文化景點，從白金漢宮的莊嚴儀式到羅浮宮的藝術瑰寶，

無一不讓她深刻感受到各種文化間截然不同的魅力。

 照薰學姊認為，表演藝術最終是在舞臺上的實踐，而國際舞

臺則為藝術家提供了與不同文化交流的機會。她回憶，在這次歐洲

巡演中，團隊合作尤為重要，舞者之間需要高度的默契和包容。這

段經歷讓她更加體會到，在舞蹈中，人與人之間的協調與理解不僅

是舞臺呈現的基礎，更是藝術交流的核心。也因此，她將這些理念

帶入教學，鼓勵學生以包容與開放的心態面對藝術和生活。

從許惠美老師對細節的重視，學會精益求精的生命態度

曾照薰在國小五年級時遇到了啟蒙恩師許惠美老師。許老師

對細節的重視，不僅影響了學姊的舞蹈表現，更深深融入了她的

生命態度。在國中時期，學姊曾因家庭變故短暫與許老師同住於

1996 年 於國家戲劇院演出民族舞劇《七夕雨》，

擔綱主要角色「織女」。「牛郎」顧哲誠（文大校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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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社。這段時間內，老師從生活的點滴教導她把握細節、打造自律的人生觀，

小至如何調整步伐輕重以保持行進間的輕盈寧靜、用餐後如何清洗碗盤，以及

洗浴後如何保持浴室乾爽⋯⋯等。這些生活細節的教導讓學姊領悟到，自律和

細膩是舞蹈藝術的延伸，也是品格塑造的重要基石。

 學姊特別提到，許惠美老師常告訴學生：「舞蹈的藝術養成始於生活教

育。」正是這樣的教育理念，使她對舞蹈的細節更加敏感，並在日後教學中不

遺餘力地將這種生活與藝術相結合的觀念傳授給學生。

許惠美老師的影響力不僅體現在教學上，更體現在她對生活自律的堅守上。

即使在生命的最後階段，許老師仍選擇自我承擔不適，不打擾身邊的學生與朋友。

直到她離世後，學姊和其他學生才得知這一消息，無不感到震驚與敬佩。

表演藝術的最終實踐：在舞臺上找尋真實

曾照薰學姊深知，表演藝術的最終實踐在於舞臺的呈現。對她而言，舞臺

不僅是展現肢體語彙的場域，更是反饋和檢視學習成果的最佳平臺。她認為，

舞者的修煉並非只在於課堂和排練中，更在於如何把這些所學落實到舞臺表演

中。學姊強調：「舞臺實踐就是表演藝術的核心，我們需要在那個時刻反映出

我們所學的一切。」這種對舞臺的重視，讓她對每一次的演出都投入極大的心

力，並將這種態度傳遞給她的學生。

舞蹈是一門注重細節的藝術，要求舞者必須精準控制自己的身體，與其他

舞者和諧共舞。照薰學姊特別指出，舞者的每個動作、每次移動，不僅是個人

的表現，更是整個團體協作的結果。「舞蹈系的學生需要高度的團結，因為舞

蹈的呈現依賴於彼此的包容和配合。」她以此提醒學生，舞臺上的每一個位置、

每一次出場，都是相互關聯的。團隊協作的訓練，使舞者們能在最複雜的舞臺

布局中達到動作的整齊劃一，從而讓每一場表演都呈現最佳狀態。

彩綢繽紛舞凌波 敦煌 - 月牙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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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者間的良好關係：從舞臺到生活的延伸

照薰學姊認為，舞蹈不僅僅是肢體的藝術，

更是人際關係的藝術。她強調，舞者之間的人我

關係至關重要，這不僅影響到舞臺上的表現，也

影響到日常生活中的協作與互動。「人與人之間

的關係不能自私，不能有本位主義，」她告訴學

生，「我們必須學會在舞臺上配合彼此，同時也

要在生活中互相支持。」

在學姊的觀點中，舞蹈是一種綜合的訓練。

舞臺不僅是檢驗技藝的場所，更是鍛煉心態的場

所。她提醒舞者們，演出前需要充分的準備，不

僅是技術上的暖身，也包括心態上的調整。每一

次演出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戰，因為情緒和身體狀

態每天都不同。正如照薰學姊所說：「我們每天

都有不同的情緒和身體狀態，但一旦站上舞臺，

我們必須全心投入，忘記其他的一切。」這種自我調整的能力，

正是舞者在長期訓練中逐漸培養出的專業素養。

舞臺表演的特色：自我調整與精益求精

舞臺演出是舞者自我挑戰和不斷進步的過程。照薰學姊指出，

舞者的每場演出都會因為不同的因素而有所不同，因此要時刻保持警

覺和專注。「舞臺魅力就在於變化，」她說，「每場演出都不可能完

全一樣，每天的狀態也不一樣，所以我們要不斷精益求精。」這種不

斷追求完美的精神，促使舞者在每一場演出中進行自我反省和調整。

她在與學生的互動中，常提到演出前的心理準備。正式演出

時，舞者應該保持專注，不受外界干擾。她提醒學生：「在準備

上場的時候，不要去談論與舞臺無關的事情。這是舞者的素養，

也是對觀眾的尊重。」這種訓練不僅提高了舞者的專業素質，也

讓他們學會如何在壓力下保持冷靜和專注。也因此，舞者的準備

工作不僅僅是在排練廳內，還體現在平日學習時的每一個細節上。

她特別強調，舞者應該通過上課前的服裝準備，幫助自己進入合

適的心理狀態：「不是只有上芭蕾課的時候才穿得乾淨整齊，梳

好包包頭；無論是中國舞還是現代舞，每個課程都有其特定的氣

質，我們應該用合適的穿著來準備自己，進入到相應的情境中。」

換言之，對照薰學姊來說，服裝不僅是一種形式，更是一種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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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和心態調整的表現。這種注重細節的態度，使她的學生在進入教室時便能

迅速進入狀態，為課程做好準備。她深信，舞者的態度與準備是相輔相成的，

從進入教室的那一刻起，就應該保持專注與認真。正是這樣高度自我要求的教

學理念和舞臺實踐經驗，使學姊成為舞蹈藝術中備受尊敬的教育者。她不僅關

注技藝的傳授，更注重學生在舞蹈中的人際關係、心態調整和自我要求。透過

舞臺，她讓學生們學會如何在變化中尋求穩定，在專注中達到精益求精，並將

這些價值應用到生活的各個方面。對她而言，舞蹈是一門全人的修養，是對內

心、身體以及與人關係的全面鍛煉。這正是照薰學姊多年來在舞臺與教學上不

斷探索、堅持的藝術信仰。

｜｜ 用舞蹈與創意搭建文化橋樑，打造中華文化

    的高光時刻

陰錯陽差成為國際青年大使的帶隊老師

曾照薰學姊的外交文化交流之路，起初竟是一場「陰錯陽差」。2012 年，

因學生推薦，她接觸到了外交部的「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劃」。儘管一開始她婉

拒學生的邀請，甚至推薦了其他老師接任，但最終因各種意外與巧合，她被請命

擔任帶隊老師。學姊回憶說：「這就是你的使命，該來的終究躲不掉。」在時間

調整後，她毅然接受挑戰，帶領學生走出國門，將臺灣文化呈現在國際舞臺上。

用國劇臉譜與舞臺舞步展現文化特色

在她帶隊拜訪汶萊的第一所學校，挑戰馬上到來。正逢回教國家的齋戒月，

太陽下山前不能進食的狀況，學姊要帶領團員們如何保持體力準備表演、還要

能如常地進行交流，在在考驗學姊的智慧。另一方面，面對語言不通、資源有

限的情況，曾照薰學姊展現了她靈活應變的能力。她指導工藝系的學生帶領當

2006 與 Butler University 交換教授並參與演出 2012 汶萊報導：與蘇丹國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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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小學生畫京劇臉譜，但如何讓靜態的作品動起來，又成為要解

決的難題。學姊靈機一動，用簡單的舞臺走位設計一場京劇臉譜

展示秀。她說：「讓小朋友輪流走到舞臺中央，擺一個姿勢，然

後展示自己的作品，再用音樂襯托出他們的創意。」這種動態結

合靜態的表現形式，不僅讓小朋友感到興奮，也讓當地觀眾對中

華文化的獨特性留下深刻印象。

在汶萊的第二所學校，曾照薰學姊面對的挑戰則是如何在短

時間內，用有限的材料呈現書法與中國文化的服裝之美。因為當

地華語老師提出了一系列關於書法的專業問題，讓參加交流的學

生們一時間無法招架。學姊睿智果斷地指導學生以剪紙藝術結合

書法，並設計出中國文化造型的服裝展示。她回憶道：「我們利

用當地商店能買到的黑色垃圾袋，剪裁出服裝雛形，再用繩子裝

飾腰帶，發揮孩子們的創意。」這場即興創作不僅解決了問題，

更以生動的方式展示了中國傳統文化與藝術的結合。

時逢汶萊蘇丹國王生日慶典活動，榮登當地報紙頭條

此行恰逢汶萊蘇丹國王的生日慶祝大典，聽聞蘇丹國王十分親

民，他的舉動展現在觀賞完慶祝節目演出，特地走入群眾與民眾的

近距離親切互動，當他看到一群穿著特別的大學生們，充分展示中

式文化特色服裝，立刻吸引國王的目光並彼此寒暄，大家高喊著歡

迎蒞臨寶島臺灣，記者群蜂擁前來拍照。當第二天學姊帶領我國訪

問團成員與國王合影的照片登上汶萊全國各大報紙的頭版，成為當

地津津樂道的新聞時，其風采足以吸引所有人目光。一時之間，「臺

灣」成為汶萊舉國上下的討論話題。

曾照薰 - 全家福：吳維平醫師（先生）、吳若葳（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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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服亞非團的種種挑戰，創造文化奇蹟

基於先前的優異表現，讓我國的青年大使交流團在國外大放異彩，學姊因

此成為外交部對外交流時不可或缺的重要帶隊人選。之後在帶領亞非團的過程

中，曾照薰學姊再次以優異的反應與組織能力，將原本要開天窗的危機轉化成

精彩的表演。當時由於航班延誤，團隊中五位節目主力成員無法與其他團員一

起抵達表演現場。面對臨時缺乏的表演人力與時間壓力，學姊在前往場地的遊

覽車上即興策劃了三個新節目。她利用隨身攜帶的道具，指導非表演科系的學

生以臨時搜集來的油紙傘、簡單的針線以及頭巾，立即製作出具有舞臺效果的

表演道具，搭配簡單卻有特色的舞蹈動作、還有僅有的二胡伴奏與歌唱結合，

呈線出具有文化特色又兼具層次感的表演。「觀眾的注意力隨著學生的表演移

動，最終我們用整齊的隊形和完美的結尾贏得掌聲，」學姊回憶道。這場臨場

發揮的演出不僅成功化解危機，也展現了她作為帶隊老師的深厚專業素養。

義大利的文化外交：以表演促進交流

與外交部呂慶龍大使共同執行「青年大使交流計畫」遠赴義大利文化交流團

時，曾照薰學姊不僅展示舞蹈，更結合布袋戲與國樂，將多樣的臺灣文化帶到當

地議會。連義大利當地地方議會的議長都在親自觀賞節目後，特地邀請學姊及團

隊參觀議會建築、還在議會獨有的特殊觀賞點鳥瞰整個城市風光，最後更贈送紀

念品以示感謝。學姊談到這段經歷時說：「文化是最好的外交。我們不僅要展現

自己的優勢，也要讓對方感受到我們的誠意與創意。」這場交流，不僅是節目的

成功，也成為團隊成員一生中難以忘懷的文化記憶。

贏得阿曼民眾關注：展現臺灣文化的軟實力

學姊帶領青年大使訪問團經歷中，將文化外交推展到極致、且最為人津津

樂道的，莫過於她在阿曼的經歷。在阿曼有一個與臺灣友好的重量級企業，為

慶祝成立百年的活動，特別向外交部提及，希望能再次邀請曾來訪演出的臺灣青

年學子團隊，於是照薰學姊再度踏上阿曼國土，以精心策劃的節目呈現臺灣文化

的軟實力，該次表演驚豔全場，成為該企業慶祝表演活動的焦點，翌日晚上將臺

灣街頭表演形式注入該城市，又是再度實證以文化軟實力成功行銷美麗的寶島—

臺灣。學姊談到這次經歷時笑說：「我們的努力得到了最好的回報，文化實力的

展現，是我們最強的外交工具。」然而，如果沒有見多識廣的照薰學姊，我們又

如何能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出訪活動，成功將文化底蘊與身後內涵展現在世人面前

呢？在她的帶領下，學生們不僅拓展了視野，也通過實踐深刻體會到文化的價值

與力量。她用靈活的應變能力和深厚的藝術及舞臺素養，讓臺灣文化在國際舞臺

上綻放光芒。這些經歷不僅是她個人的榮耀，也成為後輩們學習的榜樣，不但展

示了文化交流的無限可能性、更成為國家及母校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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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學與人生中開創美感與無限可能

雜揉教學、行政與生活的豐富人生

曾照薰學姊的生命，可說是一場雜揉教學、行政、表演與生

活的精彩呈現。她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餘，仍選擇親自擔任大一

新生的導師，並肩負研究生的指導工作。學姊認為：「教育的核

心在於相互學習，我從學生身上學到很多新世代的知識，同時他

們也需要我們的經驗與指引。」她深信教師的價值不僅在於課堂

的教學，而是更廣泛地影響學生的人生觀和學習態度。而最大的

成就，「來自於引導學生打破自我侷限，探索未知的領域。」這

是曾照薰學姊多年教學的心得。她發現許多學生因自我設限，將

自己框限在某一個舞蹈領域，例如只專注於芭蕾或現代舞，而忽

略了中國舞蹈的美感。學姊形容這種現象就像「語言能力強的人

應該學習多國語言，舞者也應該學會多種肢體語彙」。

她會耐心地啟發學生，讓他們從必修課中重新認識中國舞的魅

力。學姊舉例說：「當學生願意放下偏見，並嘗試中國舞蹈後，他

們會發現其中的肢體語彙其實與其他舞種相通，這種發現帶給他們

成就感，也拓展了舞蹈表達的可能性。」

學姊相信，學生的成長來自於突破內心的那道牆。學姊透過

仔細觀察學生特質、並深入了解他們的內在需求。她不僅耐心指

2016 年 擔任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歐非團副團長，前往義大利交流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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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更全心鼓勵學習動力不足的學生、嘗試挖掘他們失去學習動力背後的原因，

從而找到最合適的方式幫助他們成長。她用自己的經驗鼓勵學生：「自我設限

只會讓你錯失更多的可能性，而我們的身體本身就是創造力的載體，任何舞種

都能相互印證與融合。」這樣的引導方式，不僅讓學生拓展了學習的深度，也

賦予他們更大的創造自由。

鼓勵學生從多元面向培養美感體驗與內涵

曾照薰學姊深知，藝術教育的核心不僅是技術的培養，更是美感體驗與內

涵的塑造。她不斷鼓勵學生跳出舞蹈課程的框架，去接觸不同的藝術形式。她

說：「藝術是相通的，你需要多去看美術展覽、雕塑作品，甚至只是靜靜地欣

賞一幅畫，都可能帶來靈感。」她常用有趣的比喻吸引學生注意，例如遠看畫

作時，從不同角度觀察，或將畫作的名稱與自己想象的主題連結，這種方式幫

助學生感受藝術與舞蹈之間的相互關聯。

此外，學姊強調參與講座的重要性。「一場講座中哪怕只有一句話打動了

你，也可能成為未來創作的啟發。」她以生活化的方式將這些理念融入教學中，

讓學生不僅專注於舞臺上的呈現，更能在日常生活中培養藝術敏銳度。

從教育現場論教育：教育的本質是「愛與啟發」

「你喜不喜歡我不重要，我喜歡你比較重要。」這是曾照薰學姊常對學生

說的一句話。她的教學核心是一種無私的愛與啟發，不僅在課堂上教授舞蹈技

巧，更用愛心與耐心幫助學生探索內在的可能性。她相信，教育的本質在於陪

伴學生度過自我懷疑的階段，打開通往無限可能的大門。

採訪學姊的過程，彷彿欣賞了一場充滿音響與優美動作的舞臺表演。學姊

的一舉手、一投足，都充滿了令人無法拒絕的魅力。然而更令人敬佩的是，曾

照薰學姊的人生，可說是一場從基本自律出發，關於愛、啟發與傳承的藝術實

踐：她將從文大接收到的愛及啟發，用愛與無私地傳遞、引領學生，透過舞蹈

與生活中的細節，教導後進表演者們追求美感與內在的豐富體現。從教學現場

到國際舞臺，她用自身的堅持與智慧，克服重重挑戰，將中華文化之美推向世

界。因著藝術動人心弦的共通性，展現多元化藝術視角與實踐成果，讓學生們

擁有突破自我、開拓無限可能的勇氣與能力。照薰學姊不僅是表演藝術的引路

人，更是一位用愛與專業塑造後輩、傳承文化的精神導師，為所有有幸與她接

觸的人帶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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