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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此次訪問試著透過位處於杭州的中國美院的教育狀況，企圖了解、洞視美院

系統在教育上對中國目前可能發生的影響，在此次訪問中得予該校不同系、所教

授們的幫忙跟協助能夠參加課堂上的討論和參觀不同工作室創作的情況。 

 

    印象深刻大約有下面幾點：一、師資方面：如新媒體系、公共藝術系、雕塑

系等科系，老師們的平均年齡約在四十歲上下，並且前兩者絕大部分都是留學海

外。另外像雕塑系這樣創系已久的科系，大部分的師資來自於該系歷年來的優秀

校友，在傳承上自有其優勢。在教學上已經做好與世界藝術教育對談的可能性。

二、與學生接觸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於他們對未來充滿著希望，因為他們正處在中

國經濟強盛的一代，而整個社會也充斥著對新樣貌藝術上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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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據本所曾在 99 年學年度請中國美院雕塑系教授前來做學術交流為其一個學

期，在此過程中該單位原預計派三位教授前來，其中兩位服務於雕塑系，另一位

屬新媒體藝術系，後者因該系職務的派動不克前來，但是在兩位教授客座的期間

的確給本所帶來一些不同的思維，基於該理由觸動申請者想較為深入了解中國美

院目前的教育現況與學生在課堂上的理解及反應。 

 

 

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在未前往之前透過所長的支持及所助理的協助與對方雕塑系的單增與龍翔

兩位教授連絡並表達本人希望該次的參訪，能與學生有實質面的直接接觸，另也

希望了解該校不同教授的授課狀況。 

 

              與單增老師在評圖的展覽場上合影                    美院雕塑系大學部學生在翻模過程 

 

    因此在抵達中國美院之後，在龍、單兩位教授的協助下，得以深入了解雕塑

系在大學部及研究所在整個專業培養上所需的一些課程架構及工坊的形成。例

如：塑造教室、焊接教室、石雕教室、纖維教室，在此過程中得以與不同的技術

老師及授課老師有所交流。尤其是讓本人甚為訝異的是該單位的技術老師的存

在，透過聊天過程了解知道他們都是在年輕時期經由學校的公開應甄，以不同的

專業技術得以入校服務協助學生在雕塑的技巧表現上有更好的成效。另外授課老

師通常扮演的角色是與學生在作品理念、思維架構、及現場空間呈現上給予評

斷，讓學生得以更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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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指導老師正在示範如何處理某種特殊的肌理        該系陶磁組學生的作品 
 

        (圖一) 研究所工作室學生成果發表                  (圖二) 
 

       (圖三) 該作品以現成物的空瓶翻製，讓形體得         (圖四) 此作箱體的部份以廢紙製成紙漿壓製而成，       以凍結。                                         在此看到不同時間的壓縮。 
 

        (圖五) 該作藉以矽膠封存不同的物件形成如同          (圖六) 以羽毛製成的節拍器在擺動中自有其詩意。        記憶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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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雕塑系目前在巴黎還擁有一間外來捐助的工作室，此工作室得以讓該系的

老師不斷地前往巴黎做為期數月甚至一年的駐足，在創作上或思維的沉澱上皆有

很大的幫助，甚至以此工作室為據點加以拓散參訪歐洲的其他國家。 

    美院雕塑系在對學生作品的要求及考核上與本所大致相同也分有期中和期

末評圖。本人在參訪期間受邀參觀期中評圖作品。 

          (圖 A) 研究生期中作品發表暨老師評圖                      (圖 B) 同上，展覽廳的一角            

          (圖 C) 同上，該系學生的作品絕大部分都以社會現況為題       (圖 D) 同上       
 

          (圖 E) 同上，此作得見作者意圖凸顯社會工人階級的尊嚴         (圖 F) 此作以暗示性的語彙將過去與                                                                  未來做某種程度的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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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G) 同上，局部                               (圖 H) 作者以淺浮雕的方式呈現內心的感受 
 

               (圖 I) 展覽場的另外一面視角                              (圖 J) 該作上彩加以極為誇張寫實的描寫，點出作品                                                             中人物的精神心態 

               (圖 K) 同上                                              (圖 L) 此作以隱喻的手法帶出即將抽芽的樹，                                                               藉由極簡船的造型航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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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參訪期間巧逢農曆九月九日登高節，系上已有慣例在該日邀請已退休的老

教授們同行出遊，在此過程中本人可以得見中國藝術教育在世代交替的師徒之

情。 

          

聚餐現場贈予該月生日的老師           該日餐點 

生日禮物 

 

    對於新媒體系的印象則完全不同於前者，雖該系只有創系十年，該院目前的

師資平均年齡在四十上下正屬創作活力最為旺盛的一群，其中很多老師都活耀在

中國當代藝壇上，此外在教學上，也不斷地邀約世界上從事此方面的創作者能夠

進入中國美院做學術演講或工作坊，甚至提出合作計畫的可能性，基於不同的努

力以致於像 2010 年的上海世界博覽會會場中很多聲光影音的作品多出自該校師

生與一些外籍人士的合作。 

 

    此外，本人也得以參訪該校的象山校區的公共藝術系，該系正努力地朝著讓

當代的公共藝術語彙能在中國生根。參訪期間得以看到學生們在國外藝術家的指

領下所做出的一些作品。 

 

        (圖 1) 影像中為公共藝術系訪校       (圖 2) 同上，各組作品中都有一些   (圖 3) 同上，所有作品使用的材料通常為      法國藝術家帶領學生所做             共同的基本元素                   日常生活隨手可得的物件      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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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同上，該件作品的組合是由                     (圖 5) 學生的肖像攝影在完成後經由電腦在色彩 不同品牌的提手袋成形，從此件作                          上的處理，可以看到每個作品被拍攝者的 品我們可以看到全球化建立品牌的                          心理狀態                              影響 
    

心得及建議心得及建議心得及建議心得及建議 

    

    中國美院目前在中國藝術教育上堪稱兩大門戶之ㄧ，每年雖招生數百人，但

報名人數往往多達三萬多餘，單此項收入就足以對該校有很大的助益。 

          (圖 a) 第三屆世界華人美術教育大會暨中      (圖 b) 公共藝術系學生依卡漫      (圖 c) 圖檔的內容為該系的雕       國美術學院、公共藝術學院教學成           造形所做的 3D 作品               塑工廠，內部的設備足       果展                                                                     以承接社會所委託的大                                                                                型公共藝術品 
   (圖 d) 公共藝術系系館內的中庭所陳設的造形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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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因為每年有如此多的學子想進入該學院，也造成了在中國美院的象山校

區形成一種世界奇特的藝術景觀〝畫室〞，這對全世界的藝術學院來說是無法想

像的〝附屬產業〞，在眾多畫室中最大者可多達五、六千學員，宛如一所私立中

學，其中所授予科目除術科之外，包括一般的學科如中、英、數等皆含括在內。

這種景象堪稱全球藝術界難得一見的奇觀。 

 

          (圖 e) 美院象山校區，圖片中的建築為該校建築           (圖 f) 同上，該建築內部廊道的連接狀態         系王澍榮老師的作品，該者為今年普里茲      克建築獎得主。      

              (圖 g) 同上，該建築外部通道設計                       (圖 h) 由建築體的中庭得見每間教室的窗戶設計 
 

    基於中國目前與世界的外交情勢，很多學校的設備不是世界大廠的提供就是

不同國家外交部的援助，例如：新媒體系的電腦教室所需的幾十台電腦均由 mac

電腦提供，再者學校也提供學者或創作者做長期或短暫的交流或創作的可能性。 

本人在參訪期中與學生的接觸也看到另外某種特殊情況，由於中國目前在各種產

品設計及包裝、平面文宣、媒體廣告皆需此方面極大量的人才，以致於學生頂著

該學院的光環在尚未畢業之前即開始接受外界委託。 

 

    整個旅行對於筆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大約有下面幾點：一、師資方面：如新

媒體系、公共藝術系、雕塑系等科系，前兩者因為新的系所老師們的平均年齡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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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十歲上下，並且絕大部分都是留學海外。另外像雕塑系這樣創系已久的科

系，大部分的師資來自於該系歷年來的優秀校友，在傳承上自有其優勢。 

 

    台灣目前在藝術教育上尚擁有的優勢毫無疑問的是言論及思維上的自由，此

優勢會讓在藝術作品的面貌呈現上有更廣及更多元的可能性，但也因為中國在美

術教育上自 1949 年之後與前蘇聯的頻繁接觸，導致於藝術是為人民服務的這樣

的思維深植整個中國，以致於具象的造形語彙普遍成為中國美術教育的主軸。反

觀目前當代藝術的局勢已經不再像是 20 世紀的 60 年代之前以抽象為主，而是在

後現代主義洗禮之後尊重多元表述的可能性。此現象反有益於目前中國的發展。 

 

 筆者在中國美院雕塑系所做的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