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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行程成員包含本人、陳約宏總務長、電影系王童老師、美術系黃立芸老師共四人，

目的在於(1)與日本映畫大學簽訂姊妹校。(2)參訪姊妹校東京藝術大學，特別是位於橫

濱校區的映像研究科。(3) 考察美術館之建築、庭園之空間規畫及公共藝術設施，並了

解國際文創產業趨勢。 

日本映畫大學為日本少數專業的電影人才培養學校，此次順利完成簽訂姊妹校，對於

日後推動兩校之實質交流，有極大的助益。姊妹校東京藝術大學位於橫濱校區的「大

學院映像研究科」創立於 2005 年，為日本國立大學系統中首次將電影、動畫藝術納入

國家藝術教育體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本次實地考察了其制度和軟硬體設施。

此外，本校校園景觀和空間規劃，還有推動中的文創產業，也在本次行程中得到許多

啟發和足資借鏡的方案，成果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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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次行程成員包含本人、陳約宏總務長、電影系王童老師、美術系黃立芸老師共四人。

陳約宏總務長主司校園規劃和工程營繕，王童老師為國際知名的導演，為本校電影系

之發展貢獻良多，黃立芸老師任職美術系，美術史專業外亦精通日文，熟悉日本文化。

各自專長配合下，對於本校之國際交流、校園規劃各方面都有極大助益。此行主要的

目標如下: 

(1) 與日本映畫大學簽訂姐妹校。 

日本映畫大學為世界著名的導演今村昌平所創，為日本少數的以培養專業電影人才

為目標的大學，歷來的校友表現斐然，在業界得到很高的評價。師資陣容不論在電

影的拍攝、評論、研究方面，也有卓越的成就。現任校長佐藤忠男教授為世界著名

的影評家，專精亞洲的電影。他長期關注台灣電影，並且將之推向日本乃至世界的

舞台。佐藤校長曾於去年受邀參與本校校慶活動，非常肯定本校辦學之成果，幾經

商議後，決定和北藝大正式締結為姊妹校。對於日後兩校師生之間實質互惠的交流

活動，有極大的助益。 

(2) 參訪姊妹校東京藝術大學，特別是位於橫濱校區的映像研究科。 

東京藝術大學是日本唯一的一所國立藝術大學，歷史悠久，師資優異，培養出眾多

著名的藝術人才，在國際間享有盛名，也是本校重要的姊妹校。近年來不論在音樂、

美術方面，藉由交換學生、聯合音樂會等等形式，均有持續而友好的互動往來。此

行特別參訪的是該校位於橫濱的「大學院映像研究科」(大學院相當於台灣的研究所)。

該研究科創立於 2005 年，包含電影、動畫等等專業，為日本國立大學系統中首創，

代表電影、動畫藝術正式被納入國家藝術教育體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其組

織制度、軟硬體設備、教育內容、產學合作等等面向均值得參訪，作進一步了解，

以為同樣是較新成立的本校影新學院之借鑒、參考。 

(3) 考察美術館之建築、庭園之空間規畫及公共藝術設施，並了解國際文創產業趨勢。 

本校夙以美麗的校園景觀聞名，但是近年因為系所增加和建築物老化等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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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空間窘迫、原有設計不符合當今需求等等的問題浮現，必須全盤檢討，盡快改

進。文創產業亦是學校積極推動的項目，有必要對國際現況和趨勢做進一步的了解，

作為發展的參考。此行的根津美術館、國立新美術館及其一帶的公共空間和藝術，

以及東京設計週展覽，都是非常值得考察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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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過程日誌 

 

10 月 30 日 

抵達東京。 

 

10 月 31 日 

由東京出發，前往東京藝術大學橫濱校區的「大學院映像研究科」進行交流參訪活動。 

東京藝術大學目前有三個校區，分別是歷史最悠久的上野校區、取手校區以及最新成

立的橫濱校區。橫濱校區鄰近橫濱港，分散在「馬車道校舍」、「萬國橋校舍」、「新港

校舍」三個地點。 

首先到行政單位所在的馬車道校舍，由大學院映像研究科的岡本美津子研究科長等人

接待，並由岡本科長介紹映像研究科的概況、播放學生作品，並陪同導覽其他校舍之

軟硬體設施，沿途隨時交換關於映像研究科之現況和國際交流的經驗、意見。 

「大學院映像研究科」成立於 2005 年，包含電影、動畫和媒體映像三個專攻，為日本

國立大學系統中首創，代表電影、動畫藝術正式被納入國家教育體系中並得到支持，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目前僅設碩、博士班而無大學部。學生必須接受幕前到幕後的

各方面實際訓練，就學期間必須密集地完成 5 到 6 部作品，希望透過嚴格的訓練，培

養學生實際操作能力。雖然是新院所，入學考、授課也以日語進行，但已有來自中過、

韓國的留學生。與國際藝術大學的交流也透過移地製作、學生影展等等方式進行中。

參訪過程中，正好遇到動畫學生以視訊會議的方式，與韓國藝術大學的學生進行會議

討論，多元的方式可一窺其活力與企圖心。 

硬體設備方面，由於東京地狹人稠，固有的校區已無空間，遂往鄰近縣市找尋可能。

橫濱港口一帶近年來經過填海造陸和更新重劃，空間寬裕，而橫濱又是近代日本對外

交流的重要口岸，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十分適合作為映像藝術發展的基地。馬

車道校舍為舊富士銀行，為行政單位和電影專攻所在。外觀為典雅穩重的石造洋風建

築物，內部空間設備則予以現代化，更新為辦公室、教室、電影院、會議室、儲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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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古今交錯，別具特色。萬國橋校舍為動畫專攻使用，緊鄰港邊，利用五樓鋼筋

水泥造的辦公大樓之一層，規劃出專業教室、學生每個人的工作空間、交誼廳等等。 

最後參訪的新港校舍則為媒體映像專攻和攝影場所在，是改造港口倉庫而成。港口倉

庫空間寬敞挑高，量體龐大，改造為攝影棚、道具製作工廠十分適合，貨櫃也被當作

道具儲存間使用。三個校舍雖然分散，但是都在合理步行或腳踏車代步範圍內，可謂

集軟硬體設施於一區，相當完備。 

 

11 月 1 日 

上午往台北駐日文化經濟代表處拜會沈斯淳代表，陪同有台北文化中心長朱文清先生、

薛銀樹秘書等等。席間，與沈代表和相關人員，就藝術大學的立場，如何增進、落實

台灣和日本之間文化交流，乃至於新的可能性例如台灣藝術課程之開發等等，交換了

許多意見。 

下午前往東京藝術大學拜會總校長宮田良平校長、副校長渡邊健一教授等等，在座還

有美術學院長保科豐巳教授、三田村有純校長代理(負責國際交流事務)等等。席間與宮

田校長共同肯定了兩校間數年來的交流活動，確實帶來了交流互惠之良好效果，增進

了彼此的情誼，未來將在這基礎上繼續努力，推動雙方之合作交流計畫，氣氛熱烈而

友好。拜會後轉往美術學院，由美術學院長保科豐巳教授接待，在座尚有美術學院清

水博泰教授、丸山純一教授、國際交流相關之李玉興先生等人，就本校美術學院和東

京藝大美術學院接下來的跨域合創計畫，交換了意見。 

結束東京藝術大學的行程後，隨即趕往位於神奈川縣的日本映畫大學，舉行締結姊妹

校的儀式並進行參訪交流。日本映畫大學最初為橫濱放送映畫專門學院，為世界著名

的日本導演今村昌平創立，是日本少數的以培養專業電影人才為目標的學校，幾經革

新改制，在 2011 年成為日本映畫大學。歷來的校友表現優秀，在業界得到很高的評價。

師資陣容不論在電影製作或是研究方面，均十分出色。現任校長佐藤忠男教授本身為

世界著名的影評家，專精亞洲的電影，尤其是他長期關注台灣電影，將台灣電影推向

日本乃至世界的舞台不遺餘力。佐藤校長曾於去年受邀參與本校校慶活動，非常肯定

本校辦學之成果，幾經商議後，決定和北藝大正式締結為姊妹校。對於日後兩校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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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實質互惠的交流，乃至開闢產學合作的可能性，有極大的助益。本校一行先至新

百合之丘校區，拜會佐藤校長、高橋世織映畫學部長、天願大介映畫學部映畫學科長

等等，舉行了締結姊妹校的儀式。儀式中還撥放了日本訪談節目訪談王童的歷史性錄

影，見證了電影界的深厚情誼。台北駐日文化經濟代表處徐瑞湖副代表亦到場致詞，

並由代表處發布正式新聞。典禮在兩校師生與代表處的見證下完成，過程莊重、感人，

圓滿順利。 

典禮後，在日本映畫大學石坂健治教授等人的陪同下，驅車前往日本映畫的學的白山

校區和今村昌平紀念攝影場繼續參訪。白山校區是由一個廢校的小學校舍改造而成，

紅、白、黑的外觀配色十分具有現代感。此校區主要用在一般課程教學，包含教室、

電腦教室、圖書館等等，整潔明亮而新穎，不過也特意保留部分小學教室的原貌當作

攝影的場景。今村昌平紀念攝影場即位在校舍對面，提供師生教學、電影製作使用，

設備和場地規劃設計均具有高度的專業，足為借鑒。不論在行程中或晚宴時，雙方都

不時就校園、攝影廠之規劃交換意見，並討論兩校交流活動的方向，例如關渡藝術節

時本校舉辦日本影展和相關專題講座的可能性。賓主盡歡，對未來充滿期許。 

 

11 月 2 日 

前往根津美術館、國立新美術館及其周邊地區，考察其建築和空間的規劃設計，以為

本校校園規畫之參考。並前往東京設計週(Tokyo Designers Week 2013)神宮外苑會場，

了解設計暨文創產業發展之最新趨勢。 

根津美術館成立於 1942 年，依據創始者，也是日本最著名的日本及中國藝術品收藏家

根津嘉一郎之遺志而創設。收藏品包含多件日本之國寶、重要文化財，以質量俱佳而

聞名於藝術界。美術館硬體近年大規模翻新，新的建築由著名的建築師隈研吾設計，

於 2009 年啟用。外觀採用了許多日本傳統建築的要素，巧妙結合現代玻璃、鋼骨等等

現代建材，又同時保有日本傳統重視木質、紙窗等等細膩質感的特質。也運用了部分

太陽能發電，在展示陳列、照明、日式庭園和茶屋的設計上亦十分考究，頗有可觀之

處。東京國立新美術館位於六本木一帶。國立新美術館為近年日本最有名的美術館設

計案之一，建築師為著名的黑川章平。這一帶過去為自衛隊基地，經過都市更新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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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規劃後，建築、種種公共設施、植栽、公共藝術設計得宜，施工精良，使得本區舒

適宜人又充滿藝術感，是成功的公共空間營造範例。考察上述的地點，給予未來本校

校園規劃很多啟發和具體可行的方案。 

東京設計週為期十天，為國際性的設計交流盛會，會場分散於東京市內，此次前往的

是最大的神宮外苑會場。展示內容包含建築、工業設計、家具、文化創意等等各個方

面，涵蓋相當廣。展示中有些呈現的是還在發展階段的設計藍圖、構思，部分則已經

達到成熟的商品化階段，不過整體觀之，還在介紹構想階段的比例較高。參展者涵蓋

知名企業，相關大學院校，在會場中也遇到來自成功大學的攤位，他們表示獲得政府、

學校的補助來參展。另外，部分展場是租給個人創作者進行展售，也碰到來自台灣設

計科系的學生。此行程對於了解國際上文創產業的動向和最新趨勢，具有相當的助益。

展場建築物和空間以白色為基調統一，次序井然，運用貨櫃屋改裝成的小藝廊、供餐

廚房、活動舞台等等設施，其巧思與實用功能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11 月 3 日 

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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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與建議 

 

(1) 國際交流之省思:規劃和落實 

此行順利地完成姊妹校的簽約和參訪，不過在與各校交換意見中，強烈感受到國際

交流不只是簽訂姐妹校，必須要有具體實質的活動，才能發揮積極的效果。例如，

本校姊妹校的數目不在少數，但是有穩定而實質活動的學校數目究竟有多少?是否

平等互惠?必須加以檢視。 

這些交流活動的類型、品質和對象，也是必須關注的。以往以來交流多半以學生之

間為主，如果能加強讓老師到姊妹校系所，開設特別講座、密集講座，不失為提高、

加深交流互惠的辦法之一。 

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雖然各校對於國際交流都有很高的共識和熱誠，但是在落實

上，語言能力畢竟是重要的關鍵。日本的院校一般都用日文溝通授課，或者日本學

生到本校來如果缺乏英文、中文能力，其實都相當困難。不只是日文，加強本校同

學的外語能力，應視為學校國際交流中的基礎工作之一來考慮。例如在大一、二時

加強培養語言能力，儲備能量，到大三、四甚至研究所階段，應當更有機會到國外

交流。 

此外，要感謝台北駐日文化經濟代表處在各方面的大力協助，讓簽訂姐妹校之行更

為順利圓滿。未來本校對於促進台灣和日本之間的文化交流，應可扮演更積極的角

色。 

(2) 校園規劃的範例 

本校以美麗而富於藝術氣息的校園聞名，但是因為位於山坡地，能開發利用的空間

較受限，而近年新設院所學生數和對專業設施的要求增加、舊有的建築物老化或不

符合時代所需、使得校園規劃、空間利用面臨許多挑戰。本次參訪東京藝大橫濱校

區租用舊的銀行、港口建築加以改造、活化，或是日本映畫大學用少子化廢校的小

學校舍加以改造一新，都是很好的範例。對建築、空間從設計到施工採取高水準要

求，才能造就品質，此點也在本次參訪的文化設施和公共空間、藝術營造中，再次



8 
 

得到了驗證。目前本校戲舞大樓完工啟用，紓解了部分空間設備的需求，其他建設、

空間改造也在積極申請或施工中了，應可有一番新氣象。不過未雨綢繆，及早為未

來的三十年規劃設想，軟硬體相輔相成，才是長久之計。 

(3) 文化創意產業之養成 

東京是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要基地，在此次東京設計週活動可以發現一個重要特徵，

即來自各國設計科系學生的大量參展。雖然他們呈現的作品大部分還在構想、摸索

階段，帶有較強烈的實驗性質，尚未達到成熟、商品化的境界，但是熱情感人。同

時在廣大的展場中，也有知名廠商展示開發中的或是成熟的產品，兩相觀摩比較，

可以刺激新生代的設計者，還有相互交流、媒合合作機會的效果。本校雖然沒有設

計科系，但近年來國際文創學程、北藝風也持續努力推動文創相關活動，如何給予

他們更寬廣的國際視野和機會，應當是可以考慮的。 

 

 

 

 

 

 

 

 

 

 

 

 

 

 

 

 

 

 

 

 

 

 



 
 

 

附錄 

 

 

 
(圖 1)東京藝術大學大學院映像研究科

(新港校舍)。 

 
(圖 2)電影、動畫、攝影棚等軟硬體設施。 

 

 

(圖 3)東京藝大之攝影場參觀。 

 
(圖 4)拜會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沈斯

淳代表。 



 
 

 

(圖 5) 拜會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沈

斯淳代表。 

 
(圖 6)拜會東京大學宮田亮平校長、渡邊

健一副校長、保科豐巳院長、三田村有

純教授等等。 

 

 

(圖 7)與日本映畫大學簽訂姊妹校。 
 

(圖 8)與日本映畫大學簽訂姊妹校。 

 

(

圖 9)考察學校軟硬體設施。 

 
(圖 10)拜會日本映畫大學佐藤忠男校長

等人，交換意見。 



 
 

 

(圖 11)根津美術館 

 

 

(圖 13)六本木一帶公共藝術 

 

 

(圖 15)東京設計週展場一例 

 

 
(圖 12)根津美術館 

 

 

(圖 14)國立新美術館 

 

 
(圖 16)東京設計週會場 

 



 
 

 
(圖 17)東京設計週貨櫃屋展場 

 
(圖 18)東京設計週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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