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
本
で
、
ベ
ー
ト
ー
ベ
ン
の
交
響
曲
第
九
番
（
「
第
九
」
）
が
初
め
て
演
奏
さ
れ
た

の
は
、
一
九
一
八
年
六
月
一
日
、
徳
島
県
現
鳴
門
市
に
あ
っ
た
「
板
東
俘
虜
収
容
所
」

の
ド
イ
ツ
軍
捕
虜
の
楽
団
に
よ
っ
て
で
し
た
。 

 

外
務
省
で
は
、
「
第
九
」
が
日
本
で
初
め
て
全
曲
演
奏
さ
れ
て
か
ら
百
周
年
を
迎
え

る
二
〇
一
八
年
を
「D

A
IK

U
2
0
1
8

」
と
称
し
、
日
本
と
ド
イ
ツ
の
間
の
「
第
九
」
を 

通
じ
た
交
流
の
年
と
し
て
、
両
国
間
の
文
化
交
流
を
促
進
し
て
い
ま
す
。  

Beethovens 9. Sinfonie (auf Japanisch "Daiku"  

– die "Neunte") wurde in Japan erstmals im Juni  

1918 aufgeführt und zwar vom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Orchester im "Kriegsgefangenen- 

lager Bando" in der Stadt Naruto, Präfektur Tokushima. Das Außenministerium 

von Japan hat das Jahr 2018, in dem die erste vollständige Aufführung der 

"Neunten" ihr 100-jähriges Jubiläum begeht, auch mit einem besonderen Logo 

"DAIKU 2018" getauft und es zu einem Jahr des bilateralen Austausches mittels 

der "Neunten" zwischen Japan und Deutschland bestimmt.  

auf weitere 100-jährige Freundschaft 

次なる百年の友好関係に向け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