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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出國類別：考察） 

 

 
南京蘇州杭州藝文工作考察成果報告 

 

 

 

 

 
 

服務機關：藝文中心 

姓名職稱：張文美主任 

派赴國家：中國大陸 

報告日期：2011 年 2 月 18 日 

出國時間：2011 年 1 月 14 日至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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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3 南京蘇州杭州藝文工作考察 
 

訪問行程與內容 

 

   大學院校藝文中心協會應中華文化聯誼會之邀請，於今年元月 14~23 日，赴南京、

蘇州、杭州及紹興訪問。組成的成員涵蓋面非常廣泛，由臺灣藝術大學校長黃光男領隊，

前文建會主委陳郁秀擔任顧問，其餘成員有正修科技大學校長龔瑞璋、高雄大學校長黃

英忠、臺南藝術大學校長李肇修、臺南應用科技大學校長陳鴻助，及交大、清大、政大、

中山等校之藝文中心主任等 24 人。 

   參訪期間，在各地都受到極高規格的接待，並與重點的幾所藝術院校舉行座談會，

如：南京藝術學院、蘇州評彈學校、崑曲藝術學校、中國美術學院、浙江藝術職業學校

等。 

   以元月 15 日上午 9 時與南京藝術學院座談為例，雙方參與人員，大陸方面有南京藝

術學院米書記如群、陳世寧副院長、藝術學研究所黃惇所長、教務處莊元處長及各院院

長等 12 人外，另有江蘇省文化廳高雲副廳長、文化部外聯局臺灣處蕭夏勇處長、江蘇

省文化廳交流處車寧副處長等中國負責文化之官方代表(如圖 1)；臺灣方面則由黃光男

校長帶領所有團員參與(如圖 2)。 

 

    
    圖 1 大陸方面部分參與座談代表       圖 2  臺灣方面部分參與座談代表 

    

 首先，高雲副廳長對江蘇的建省歷史、地理環境與經濟發展，做了概略性的介紹，江

蘇省以 1%土地面積，產生的 GDP 佔全國 10%，經濟效益影響極大。在文化方面，已被

聯合國國科文組織列為人類非物質遺產的「崑曲」，它的原生地就在江蘇；古琴的兩大

流派也是從江蘇所發展出來；江蘇首府在南京，而南京的建築保留著明代及民國的特

色，極具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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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米書記以五大戰略目標為題介紹該院，1.質量立校 2.人材強調：建立大師、

培養出高質量、高水平的學生 3.學科引領：加強學科健設 4.基建：強化基礎建設 5.服

務社會：藉以引領社會 

    臺灣方面，由陳前主委談論其任內的臺灣文化建設，包含強調原鄉時尚；創作是文

化的源頭；藝術教育是基礎，藝術與文化是一體兩面；中國近期發展是時間的壓縮，應

加緊腳步，開創美好的未來。陳前主委的一席發言，獲得全場熱烈的掌聲肯定。接著雙

方進行了熱烈地討論，南京藝術學院米書記特別商請黃校長能轉請臺灣的教育主管單

位，對於大陸學歷認證的學校，除現有 41 所外，應考慮將該校優先納入下一批的行列。 

    座談會由黃光男校長進行總結，他談到兩岸的文化交流，對於雙方建立互信是有絕

對的幫助，臺藝大在今年所策畫的《老師．您好》舞台劇，若有機會可以到中國各地巡

迴交流，對於重建師道必有助益。有關南京藝術學院在臺灣的學歷認證，黃校長認為以

現有近萬名學生，14 個二級學院，是一所綜合的藝術學院，應先正名為藝術大學。他也

會積極向臺灣當局反映應將南京藝術學校納入認證學校行列之中。 

座談會在經過雙方廣泛地交流、討論後，與會者對於彼此間未來的合作，奠定良好的基

礎，是此行極大的收穫。 

    本次的參訪為文化之旅，行程中較少名勝古蹟的遊覽，較多的是高校訪問、重點文

化藝術學校訪問，如：評彈學校、崑曲學校等。同時也參訪了許多重點的博物館，特別

是經由曾任歷史博物館館長的黃光男校長的指點，讓被參訪博物館的主其事者，深感受

益良多，是本次訪問的意外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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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彈學校 (三年制、五年制(五專)) 

    蘇州評彈學校，是全國唯一培養評彈藝術表演人才的“搖籃＂，現被國家教育部授

予“國家級重點中等職業學校＂稱號。學校現設省級五年制高職教育示範專業——戲曲

表演專業（評彈表演方向），在校生 287 人。 秉承“小而精，特而強＂的辦學方針。 

      學校設施完備，師資雄厚，擁有國家級傳承人邢晏芝、邢晏春，流派創始人 2 名，

國家一級演員 4 名，高級職稱者占專任教師的 47.5%，雙師型教師達 60%，數十次獲得

文華新節目獎、文華表演獎、文華新節目創作獎、牡丹表演獎等國家級表演、創作大獎。

師生六度晉京獻演，數十次出訪歐亞美各國和港澳臺地區，連續八年被評為蘇州市文明

單位，教師個人獲得“全國五一勞動獎章＂。連續多年招生錄取比例為 1：40 以上，畢

業生就業率為 98%-100%，名列省內同行前茅。畢業生英才輩出，一專多能，多人現為

一級演員、大學客座教授。 

     三個月前學校剛遷至新的校區，目前 300 位學生，預計滿班 600 人。教學特色：複

合式教學(小而精，特而強) 40：1 的淘汰率。課程特色：音樂、舞蹈為選修，最後一年

專精教育，1 對 1 的教學。畢業學生 20%進專業劇團、80%其他行業 ，對於校方的報告，

我們疑惑的是：如專業劇團飽和後，後面的學生未來發展呢？最特別的一點，對於學生

創作比賽所得獎的作品，校方會編輯成書-----出版，讓學生踴躍創作，給於實質獎勵。 

 

校園一景 

   
 
 
 
金庸大師為評彈學校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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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熱烈歡迎臺灣地區藝文中心協會 
 

 

校方教師休息室 

 

 

學生教室 



 6

 
舞蹈教室(5 間  2 間大排練室、3 間小校室 ) 

 

 

 

校方接待室 

 

 
學生演出情形 

 

崑曲學校 

    蘇州藝術學校（蘇州昆曲學校）建於 1959 年。為培養藝術表演和文化產業專業人

才的中等職業藝術學校。以傳承世界文化遺產和弘揚優秀民族文化為教學支撐，以培養

學生創新能力和實踐能力為中心，密切聯繫社會發展和市場需求，與中央音樂學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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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音樂學院、北京舞蹈學院、中國戲曲學院、解放軍藝術學院、南京藝術學院、上海戲

劇學院、蘇州工藝美院、蘇州學院、蘇州工業園區職業技術學院等高校建立了良好的合

作關係。為中央及省、市的地方和軍隊藝術團體、社會文化機構、中外企業集團培養了

數千名各類藝術表演和文化產業的畢業生。  

      教學目標為科學研究及展示相結合。  學校現設昆曲、古琴、中國舞、器樂、影視動

畫、文物鑒賞與保護（修復工藝）、文化旅遊與賓館服務（導遊）、影視表演與藝術主持

等專業。以招收小學畢業生一直到高中畢業(六年制中專)，初中畢業生三年制中專和五

年制大專（高職）為主。學校為增強學生的社會就業技能，先後在蘇州地區及周邊城市

建立了 20 多個實訓實習基地。  

      經費來源，2—3 千萬的人民幣(省政府補助)，因有崑曲保護條例。另有招收初中畢

業生 (6：10 早功、形體課、文化課、晚上特別練習腿功)，演出及實習是主要課程。 

一個行有當 2—3 位老師指導。畢業生要學會 10 齣戲，才可離開學校。政策：技術掌握、＂

兩頭尖＂教學目標(菱形式的方式)。 

 

浙江藝術職業學院 

      浙江藝術學校（浙江藝術職業學院附中）創辦於 1955 年，是一所以專業表演為核

心，集藝術教學、藝術表演與創作、藝術研究、藝術傳承與保護於一體的綜合性藝術中

等學校。辦學 50 多年來培養了無數藝術人才，在歷屆畢業生中，人才輩出，明星璀璨：

茅威濤、周迅、董卿、何賽飛、陶慧敏、山翀、詹永明、毛戈平等；最為著名的浙江小

百花越劇團也誕生在這裡……而今又孕育了浙江越劇團、小百花越劇團新生代。 

        2002 年學校從黃龍洞景區遷至濱江區省級高教園，新校園環境幽雅，交通便捷，硬

體設施佳。學校設有音樂科、舞蹈科、表演科、美術科和文化教學科，其中音樂、舞蹈

表演專業為重點專業，享有良好聲譽。學院師資，其中副高職稱以上有 54 人，並長期

聘請國內外專家、教師任教，歷屆學生中有 1000 多人次分別在省級以上藝術比賽或匯

演中獲獎。    近三年來，學校的辦學成果豐碩，如教師發表論文 190 餘篇，其中省級以上

刊物 120 餘篇；已完成教材 12 項，創作作品 86 件；教師獲獎 47 項；學生獲獎 90 餘項。

畢業生升學（就業）率逐年遞增，基本保持在 95% 以上。    學校將堅持“以特色傳品牌,

以創新建一流＂，繼續保持全國中等藝術教育的領先地位。 

    此次訪問不僅達到預期的成果，更因著團體組成成員的多元背景，及對方的重視與

精心安排下，雖然，窗外下著大雪，卻檔不住彼此間熱情的交流，更達成了許多的協議

及建構了日後溝通交流的平台，是一次超乎預期的成功參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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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大學院校藝文中心協會參訪團日程 
 

1 月 14 日 南京　 
第一天 

1 月 14 日 接機 B7126，入住南京假日酒店。                                     

1 月 15 日 南京 

第二天 
上午：早餐後，參觀南京藝術學院並座談。 

下午：中餐後參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殺紀念館，南京雲錦研究所。  

晚上：江蘇省文化廳宴請                                                      

1 月 16 日 南京 

第三天 
上午：早餐後赴國家 AAAA 級陽山風景區—陽山碑材,猿人洞。 

下午：午餐後參觀中華門城堡，遊覽歷史悠久的秦淮河，品嘗南京風味小吃。 

晚上： 船遊秦淮河                                                           

1 月 17 日 南京--蘇州 

第四天 上午：早餐後參觀江蘇省美術館、總統府 

下午： 赴蘇州，入住蘇州雅戈爾富宮大酒店。晚餐後可在觀前街自由活動。         

1 月 18 日 蘇州  

第五天 
上午：參觀蘇州博物館、戲曲博物館  

下午：桃花塢木刻年畫館、蘇州昆劇院參觀 、 座談   

晚上：蘇州市文化局宴請                                                     

1 月 19 日 蘇州 

第六天 上午  參觀評彈學校、科文中心  

下午  離開蘇州赴杭州，入住世貿君瀾飯店                                      

1 月 20 日 杭州 

第七天 
 上午 參觀胡雪岩故居、清河坊、南宋禦街 

 下午 參觀中國絲綢博物館、浙江省博物館武林館區 

 晚上 觀賞--宋城千古情 

1 月 21 日 杭州 

第八天 上午 船遊西湖、參觀中國美術學院 

下午 與浙江藝術職業學院座談 

1 月 22 日 杭州---紹興 

第九天 上午 參觀岳王廟 

下午 前往紹興，參觀蘭亭 

1 月 23 日 紹興—杭州 

第十天 上午 參觀沈園、百草園及三味書屋 

下午 返回杭州 

19：30 搭乘 BR757 返回臺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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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人員名單 
 

編號 現   職 姓名 

1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校長 黃光男 

2 白鷺鷥文教基金會董事長 陳郁秀 

3 正修科技大學校長 龔瑞璋 

4 國立高雄大學校長 黃英忠 

5 國立臺南藝術大學校長 李肇修 

6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校長 陳鴻助 

7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伍鴻沂 

8 國立臺南藝術大學中國音樂學系專任副教授兼總務長 賴錫中 

9 國立交通大學藝文中心主任 洪惠冠 

10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主任 彭宇薰 

11 國立清華大學藝術中心主任 劉瑞華 

12 國立中山大學藝文中心主任 黃心雅 

13 國立台北科技大學藝文中心主任 黃子坤 

14 明新科技大學藝文中心主任 古旻陞 

15 國立高雄大學傳統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主任 洪碩延 

16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藝術中心主任 謝省民 

17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主任 洪明全 

18 國立臺灣戲曲學院藝文中心主任 張文美 

19 國立政治大學藝文中心藝術總監 黃巧慧 

20 正修科技大學藝術中心展演組組長 蔡獻友 

21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兩岸交流組組長 楊勝凱 

22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音樂學系教授 施德玉 

23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樂學系主任 林昱廷 

24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舞蹈學系副教授 曾照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