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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藉由此次考察活動，參觀中國美院雕塑系及造形藝術研究所等之發展情形，了解

現階段的確實狀況及交流發展。並作實地訪問及影音記錄。 
大陸當代藝術得助於官辦美院歐風教育早期、中期、近期及今後可能狀況陳述。

建立機制、製造機會、進行合作、實質施作、會廣增益、交流互惠。 
若鼓勵研究生前往交流展演 ,從而進行兩岸藝術教育交換溝通作業,仍尋需求資

金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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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1、藉由此次考察活動，參觀中國美院雕塑系及造形藝術研究所等之發展情形，  
   並了解現階段的確實狀況。 
2、與中國美院專家學者交流，從而進行兩岸藝術教育交換溝通作業。 
3、討論辦理該校專家學者來台講學之事宜，以期提升南藝造形藝術研究所及其 
   他相關教學單位之卓越發展。 
4、開闢本所研究生及老師前往考察研究與交流展演之管道，並期有利於本所畢 
   業學生之就業和未來發展。 
 
過程 
實地訪問 師生協行 
部區系所 逐樓逐層 
室間坊廠 探詢問述 
交互論談 影音記錄 
 
心得及建議 
一、心得 
    大陸當代藝術得助於官辦美院歐風教育，早期因師資、資金、圖儀、設備具

體操作有所局限，也於時代思潮推動時期目標成果已然在藝術史上定位，如今經

濟大好，資金充沛，加上因改革開放亟需人才，採取梯次性人才放洋留學計劃，

此外，近年來的「海歸潮」也為此提供了極大助力。 
    近年年輕師資輩出，而歐美現代及當代藝術為傳統古典藝術帶來革命性巨

變，尤其在新興思潮的推波助瀾之下，受到崇尚新科技的西潮新洪流的沖擊，以

及台灣、西班牙、南韓等地快速「開放」變化之情勢所影響，當代造形藝術在大

陸也開始出現時間上的濃縮版和空間上的擴充版。 
    所謂後事不忘前事之師，以前師的經驗，今日的繼之者，大有機會在身體力

行之時觀見其利弊，從而能夠更有效並實際地立基於自己文化差異做整體的改

進。因此大陸造形藝術未來的發展值得我們繼續追蹤、靜觀其變，並做比較研究。

近年急於與「當代藝術世界」接軌跟隨，又高舉藝術文化產業的旗幟，是否過於

盲從與急功近利，其浮光掠影與泡沫現象，值得各界深思。例如，官辦美院因世

世代代承習歐風美俗，試圖全盤被同化於「世界化」，以致走上與自身文化分歧

之路。各地亦因「解嚴」與「改革開放」而追求一波波的新潮流，藝術也在這股

求新棄舊的時代氛圍之下，逼迫太甚作跳躍 急追在後 急急就章，對西洋文獻史

料的研考，科技工具的使用深研細鑽不足，在研究方法與科材技法製作上均有顯

著缺乏。此外，全球化重商業即期產值之取向，也一再反映於社會價值觀，學術

圈急速變化在所難免，因此促成中國美術學院校園更新重組，並加設院系單位，

西學傳統古典與西學現代及當代藝術並駕齊驅，出現階段躍進情勢，大規模系統

快速發展，顯然已超越台灣院校情勢。但觀世界各地，大凡美術學院多自設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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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展演宣揚成果，與一般現代 當代藝術藝術館「社會教育性」功能雖互別苗

頭，但其服務圈內小眾對象多而於圈外大眾（含絕大多數知識份子、科技新貴、

政軍工商名流及廣大民眾）之「藝盲」服務鮮少，值得深思。 
    另一些學院體制外多具思潮性、社會性、政治性、經濟性與文化性批鬥意味，

所創作之作品也順應國內外特定勢力步步運作得以發展，並藉此贏得火紅名 
氣，成為商業畫廊、拍賣生態的寵兒。效之者，變本加厲，各形各色，儼如期貨、

股市，變化多端。種種跡象也不斷衝擊美院教學，其影響也漸漸浮現。不同從前

(西域 西洋)當時代的當代藝術影響”熔合”， 今受到西方一面倒下， 令主體(自
身)文化消長的重要關鍵時期，拭目以待中國美術學院有效良方作更新與更大的

跨越性發展。 
    另一顯著的城市雕塑大量需求也因應的新興行業的各地工坊製作，因流風所

及對製作技術，要求大、快、新、省之要件，作品如雨後春筍在各地冒出，快速

蔓延。因其形制幾乎相同源，因此大同小異自所難免，各地反應眾議亦褒貶不一

多有紛擾。  
    有見象山校區公共藝術學院前身為的視覺藝術學院 該學院為城市公共空間

公共藝術環境營造和諧美好、提高美化品質生活、教育研究創培養現當代造型藝

術設計中國當代創作公共藝術優秀人才與前輩以塑像放大巨型的作品與現代造

形藝術爭豔登場 
    續 2008 奧運後，承應上海四世博的大任中國美院以空前的規模，火速展開，

這一大潮造成對中國美院自身一定的影響。以現況觀察，中國美院現階段展示的

作品側重，造型取向以訴求多以社會教育提昇精神，振奮人心為訴求振興民族藝

術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為豐勝現代造型樣式彰顯 積極與世界藝術對話充滿劇

力推向高潮.西學界,百年來對西洋文化文明,衷心不已,不下於西方在 1900 前後那

陣子的”東方熱” 異國情調. 風水流留轉 ,幾年河東, 數載河西. 然而傳統文化特

色恢復生機的情形，中國各民族的特色仍然在各地自發性的進行，如今經劑濟繁

榮 觀光旅遊業大興，節慶、遊藝被重視 也因城區都會景觀造園興起,而藝術文

化產業趁勢大漲等等，訂單大量令美院藝生產力應接不遐,亦為之蓬勃不已。 
    今因應大量大型開發建設 概念生活藝術產品大量訂單需求。以藝術服務社

會服務人民為主 作為使用科技工具的要求 就必須有利器 如研發 醫療 航太 
能源等等的真正高科設備器材及藝術 高科雙料人才大量注入 才能盡其功 在極

高科競賽的世間種種危境 還是僅以家電業餘或工作站室科技商品 來要求藝術

俱體達成高層級大規模 高度服務社會人民 於高度資本工業商業文明 想成就藝

術美好文化世間斷難成其事，高度藝術美好人生從缺的高科文明低度文化現象 
敢問那地球會成什麼樣 人心會成什麼樣 我門曾在疾呼走告藝術取代宗教”前者

遺音’幾許殘存  卻墜入去情無藝的科技 離道的則哲辯解 低科技的懵懂坎坷困

境 終究哲學是哲學 科學是科學 那領域仍不容它學混入  
還是 藝術中的”最非藝術”才是當代藝術最極至 最最觀念是當代藝術最極極  
當代藝術承現代主義繼續革命 以””觀念””立命 或假傳伯拉圖  頌其崇高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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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鵲巢鳩占以破格物致知  立偽科學以棄正名 挪用鯨吞侵犯其它學科以為基 
而其它學科不以為然 不為所動 到最後 當”當代藝術”變成形仍容詞 卻仍自以

為是時”當代藝術”就成浮光掠影 泡沫現象 過了時 變相的”當代藝術”由擠身美

術 企圖擠掉美術 反倒只剩有少部分好的”當代藝術”歸順了美術 當然自然同時

也豐富了美術及其它藝術 
 
六十年來狼藉 東壁打倒西壁  
於今收拾歸來 依舊水連天碧 (西湖濟公) 
 
    中國美院創立於 1928 年 在時代藝術的前鋒，傳承民族艺术与世界艺术积极

对话，实现对当代视觉文化艺术的跨越。如今的中国美术学院更新校园，，院系

重组，学科拓展，中國美院占地 1000 餘畝，建築面積近 30 萬平方米，地跨杭、

滬兩市，有南山、象山、張江三大校區 2003 年建南山校區現代水墨美院，2007
的象山校區藝術家園的境造。 
  中國當代美術發展方向中國美術復興 學院的責任辦“一人雙環六學科”有

在校學生 9000 余人，其中本科生 6500 余人，研究生 800 余人，留學生 100 余人，

專科生 1900 餘人；教職工約千人，其中教授 110 人，副教授 196 人 現有六萬報

考生 約取 1650 人。培養 手腦並 品學兼、古今貫、中外通 藝理明、”相容並蓄”

“傳統出新”為重要的傳統，培養傑出人才人，綜合性的國立高等藝術重鎮。 
     造型藝術學院南山校區，中國畫系、書法系、油畫系、版畫系、雕塑系、

綜合藝術系、新媒體藝術系。基礎部學習 “寬口徑”，高年級的特色工作室專業

研修。  
    雕塑系創建於 1928 年設有石木雕刻、陶藝、綜合材料、金屬鍛焊、金屬鑄

造、電腦模型、纖維藝術等實驗室。學制五年。現任系主任：龍翔；副主任：翟

慶喜、班陵生現任系黨支部書記：龍翔雕塑系設五個工作室 材料視覺工作室   主
持人：龍  翔 具象雕塑工作室  主持人：張克端  纖維與空間藝術工作室   主持

人：施  慧 公共空間藝術工作室   主持人：王  強形態與觀念工作室   主持人：

李秀勤 
  主要課程：素描、泥塑、構飾基礎、金屬鍛焊、石刻木雕、環境景觀理論基

礎，有限主題創作，自選主題創作，浮雕，構式基礎、數碼圖形處理等。 
公共空間藝術系、壁畫藝術系、美術教育系、陶瓷和工藝美術系，城市雕塑、景

觀裝置、壁畫藝術、中國漆藝術、美術教育、公共藝術策劃與傳播、藝術鑒賞、

陶瓷造型藝術、玻璃造型藝術、飾品設計等十多個專業。 
院長：楊奇瑞      副院長：于小平、黃  駿、周  武 
    研究策劃部： 
研究策劃部是一個集合文化研究、媒體批判與當代藝術策展實踐的跨學科機構，

一個藝術、媒體與政治的國際性思想空間，一個直面中國當代社會現實的思想-
藝術實驗室。其宗旨是在文化研究、媒體研究與策展研究的基礎上推動當代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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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學科研究和跨領域實踐。      
    跨媒體藝術學院設聲音藝術實驗室、互動藝術實驗室、數位圖形實驗室、數

碼暗房實驗室、動力裝置實驗室、虛擬感官實驗室、跨媒體展示與表演實驗室以

及綜合材料實驗室。實驗室面對所有工作室開放，施行網路預定與管理制度。 
現有學生數 274 人，其中博士生 10 人，碩士研究生 64 人。當代藝術與社會思想 
師資概況：教師 18 名，教授 4 人，副教授 6 人；實驗師 6 人；客座教授 8 人。   
    院長：許江（兼） 常務副院長：高士明 副院長：李振鵬、楊勁松、管懷

賓研究所 主持人：高士明 跨媒體藝術研究中心 主持人：吳美純 基本視覺研究

所 主持人：耿建翌  國際跨媒體藝術中心 主持人：高士明 
    推動當代藝術的跨學科研究 實踐造型基礎訓練、專業基礎訓練、工作室研

修研究策劃中國第一所當代藝術學院有新媒體系、綜合藝術系、藝術策劃系。 
3 個研究所 5 個工作室工作室：(具體媒介工作室 主持人：張培力 實驗影像工 
作室 主持人：楊福東 空間多媒體工作室 主持人：管懷賓  開放媒體工作室 
主持人：沈立功   總體藝術工作室 主持人：邱志傑)  6 個實驗室實驗創意，技 
術開發 實踐研究、跨域策展)  (資料來源: 中國美院) 
  

二、建議 

建立機制 製造機會 

教評選聘 邀請客座 

研生受教 教師相識 

由生而熟 漸進循序 

開闢交流 交互訪問  

進行合作 實質施作 

會廣增益 交流互惠 

有關單位建立機制 老師前往交流亦在逕行中較無問題。 

 

三、改進事項 

    因中國美術學院超大，必須有各樣專業多人多次前往在此間駐點做深入研究

比較短短數日來回奔波不易盡功。 

開闢本所研究生及展演等工作經初步接觸可行 唯有經費問題 若自費徵詢本所 

若研究生前往交流展演 ，從而進行兩岸藝術教育交換溝通作業尋需求資金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