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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02 年 11 月 1 日至 102 年 11 月 8 日，國立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理論研

究所博士班薛保瑕教授、副教授龔卓軍、助理教授陳泓易與 8 位博士班學生共

赴北京參訪中央美術學院，參加兩校博士生《第四紀：交替與新生》交流展，

並推動博士班自 2006 年起即執行的「亞洲青年論壇」交流計劃；同時亦參訪中

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及七九八藝術特區，藉此了解當前探討之亞洲藝術的相關議

題。 

     國立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理論研究所博士班成立於民國 92 年，博士班

發展的方向，以培養創作與理論兼備之藝術類專業人才為目標。基於提升博士

班學生當代藝術方面的學養、學術研究能力、國際交流經驗與藝術展演機會，

博士班自 2006 年起即推動「亞洲青年論壇」，以論壇、研討會、創作展演等不

同類型之國際交流方式，研討亞洲現當代藝術之發展現狀，並期望能經由國際

學術交流活動，成為聯結「亞洲文化、藝術研究」的樞紐。 

     近二十年，中國大陸當代藝術的發展非常快速，其中學界亦有一定程度的

影響，而北京中央美術學院為大陸培育藝術專業人才極具關鍵性與影響力的藝

術院校。此次參訪除了本所 8 位博士生與中央美院博士生以《第四紀：交替與

新生》主題共同展出創作作品之外，也將再商討規劃兩校博士生未來兩年內學

術交流活動的內容與方向，以增加兩校博士班師生相互交換學術觀點的機會，

並凝聚亞洲新世代的藝術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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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參訪目的 

本次參訪緣起北京中央美院為增進與本所學術交流與互動，進行跨領域的

學術對話，由北京中央美院規劃「第四紀-交替與新生」展覽及座談會邀請本所

師生前往參與交流。 

此行參訪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延續本所於 2006 年赴北京中央美術美院推動

之「亞洲青年論壇」交流計畫；同時引介本校藝術創作理論研究所博士班長期

推動之「亞洲青年論壇」之具體成果。回溯當年（2006 年）北京中央美院正規

劃藝術實踐博士班，事隔多年，該校在不同藝術實踐領域已培育出許多博士生。

如何能再進一步加強兩校博士生交換藝術實踐與相關理論研究之心得、延展與

開拓不同之交流計畫、增進兩校博士班師生學術觀點之交流，皆是此次參訪的

主要目的。 

本次參訪除了以北京中央美術學院為主之外，並同時延續博士班自 2006

年起即執行的「亞洲青年論壇」交流計劃，兩校博士班師生一同前往北京西郊

「爨底下」村進行現地考察，進行《第四紀：交替與新生》交流展覽。同時亦

參訪美院中央美院美術館及 798 藝術特區，盼能從中進一步了解大陸對當代藝

術關切與推進的重點，作為未來規劃與北京中央美院學術交流之主題，與博士

班加強建構「亞洲文化、藝術研究」樞紐方式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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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參訪過程 

（一） 11 月 1~3 日 北京中央美術學院 

     北京的中央美術學院成立於 1918 年，一直是中國美術教育的重鎮，各個時

期的教師和學生先後創作出了開創的時代潮流、引領美術新風的美術作品。中央

美術學院所強調的美術教育不僅涵蓋了傳統造型類美術，還包括強調藝術性高品

味的現代設計類教育和現代建築類教育，以及相關的新媒體藝術教育和實驗藝術

教育。它既保持各類藝術學科的獨立性，也強調學科介面的打通和融會，力圖培

養、塑造敏銳的宙美感知能力。而著力打造出創造性思為活躍、動手能力強的新

一代美術人才，指出了該校對培育藝術專業人才的目標。 

     本次參訪由中央美院姚璐老師導覽介紹，參訪該校之專業藝術空間與行政

大樓建設。整體而言，中央美術學院教學設備完善，建構起整體學習氛圍。例如

素描教室建設的雕像數量多且齊全，能提供學生完善的學習環境及機會。 

    成立於 2008 年的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建築極具特色，為一國際級之美術

館。當時館內正展出特展：《”安迪．沃霍爾：十五分鐘的永恒”回顧展》與《社

會雕塑：博伊斯在中國》。而北京 798 藝術特區，由數個重要的國際性畫廊與藝

術中心及藝術家工作室所組成。參訪行程包含倫斯當代藝術中心正展出泰倫•西

蒙（Taryn Simon）《一個被宣告死亡的活人及其他章節一至十八》與提諾•賽格爾

（Tino Sehgal）的《提諾•賽格爾》同名展覽、當代唐人藝術中心展出林明弘個

展《空位》、以及佩斯北京展出尹秀珍的《無處著陸》等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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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京中央美術學院素描教室 

 

北京中央美術學院雕塑教室 

 

北京中央美術學院版畫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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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京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當期展覽海報。 

 

 
798 藝術特區 倫斯當代藝術中心 

 

 

798 藝術特區 藝術家工作室參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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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 月 4、5 日 《第四紀：交替與新生》現地考察 

本次交流展覽《第四紀：交替與新生》的現地考察為期二天的行程是由央美

策展人姚璐所安排。參訪交流展覽主題重點的「中國第四紀冰川遺跡陳列館」，

其主要目的於瞭解各項地質與自然力運作的原理以及觀察館內現地保留的冰川

遺跡，再轉往北京市西郊「爨底下」村。此村莊是距今已有 400 餘年歷史的明代

古村，現為中國Ａ級國家風景區。創作者們在村內進行訪察與創作素材的蒐集，

並於晚餐時段，進行意見交流，討論彼此在創作環境、生活與就業狀況和博士學

程規劃上的狀態與想法。 

本次現地考察的經驗，延續前幾次亞洲生活手勢探討亞洲現代性與日常性、

歷史性的討論拉到更大的地球科學範疇，將自然力與人類文明發展的關係，透過

冰川館與明代古村的生活體驗，構造出更宏觀的時空交錯和想像。 

 
爨底下村的民宅牆上標語「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的頭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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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師生與中央美院老師 

 
爨底下村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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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 月 5、6 日 《第四紀：交替與新生》交流展覽 

回到中央美院後，創作者須於短時間內進行創作思考現地創作與佈展。此次

北京的考察交流活動後將其命名為《第四紀：交替與新生》。其命名之起源於地

質學上，將距今二、三百萬年前史上最大之冰川期定為第四紀冰川時期，此次冰

川時期於北京西北方向的翠微山中，留下很多冰山漂流的遺址，可明顯看見期造

山運動之痕跡，第四紀冰川時期也是人類方史出現並走向發展的時期，因此又稱

之為人類紀，開始也成就了人類的文明世界。今年的交流主題《第四紀：交替與

新生》維系了兩校所共同關注的地域差異、文化差異，以及對地球帶給我們豐富

的地質遺產、人類生態環境變化的興趣。並借此機會繼續共同討論如何保護我們

的資源，如何共同延續我們所共有的文化。 

    北京的正西和西北方向是著名的門頭溝區和石景山區，這裡是北京民俗文化

的發源地，這裡有大量的歷史遺跡，自明清特別是近代以來，集中了北方的民俗

風情，例如：妙峰山的廟會、寺廟道觀的宗教活動、最早的北方的煤礦、清末的

鋼鐵廠、永定河周邊的古文明遺址、法海寺的明代壁畫、完整保留下來的明代田

義墓、建於唐末五代時期的靈岳寺、山中還有明初移民這裡的古村落等。因此在

交流中先藉由對北京西北方向的「第四紀冰川」遺址以及那裡的地質狀況和當地

的民俗風情進行實地考察，藉着考察所帶來的視覺上和歷史文化上的收獲內化展

現在在創作展示環節中，讓兩岸學生可以采用自己熟悉的方式，包括影像、裝置、

架上繪畫等來充分進行表達。 

 

展覽流程： 

11/4：《第四紀：交替與新生》現地考察 

11/5《第四紀：交替與新生》佈展 

11/6 《第四紀：交替與新生》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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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10:00—10:30 展覽開幕 

央美學院領導致辭 

台南藝大答辭（薛保瑕教授） 

10:30—11:30 現場導覽 

有策展人介紹展覽，藝術家介紹自己的創作 

14:00——17:30  學術交流討論會 

中央美術學院博士生培養情況介紹（許平處長） 

台南藝術大學博士生組織架構（龔卓軍） 

兩校博士生作品簡報 

 

活動規劃 

1、 策展人：姚璐 

2、 執行策展人：葛玉君 

3、 活動參加人員 

中央美術學院：學院教師及實踐類博士生 

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理論研究所教師及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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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博士生黃柏皓同學佈展中 

 

本所博士生與中央美院博士生佈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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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致詞（左起：南藝大博士班薛保瑕所長、中央美院研究生處許平處長、中央

美院設計學院副院長金日龍副教授、 南藝大龔卓軍老師、南藝大陳泓易老師、

中央美院姚璐老師） 

 

南藝大博士生郭家勳作品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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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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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得與建議 

（一）長期學術交流計畫： 

雙方將於未來持續推動兩校博士班師生學術研究與創作實踐之相關交流活

動。目前擬計劃邀請北京中央美術學院研究處許平處長及擇選之博士生，參加

本校博士班於 103 年 11 月舉辦之主題展。 

  

（二）預期效應 

1.拓展學習資源：透過此交流計畫可拓展學生的學習資源，增加術創作實踐與理

論相互推演的機會。展演計畫鼓勵學生自組團隊（涵蓋策展、理論、創作）相互

學習，於作中學的過程中，增進推動規劃與執行的能力，並瞭解相互之訴求與觀

點，。 

2.聯結「亞洲文化、藝術研究」的樞紐：兩校師資及學生交流，旨在提升亞洲藝

術的學術研究向度，使之成為一個長期聯結的學術網絡，建構「亞洲文化、藝術

研究」的樞紐。 

 

 （三）建議事項 

1.北京中央美院各個不同學院，皆規劃有自己的展場，提供學生發表作品的機

會，此項考量對專業之藝術院校，實有相當的學習助益。 

 

2.北京中央美院專業教室設備齊全，創造極佳之學習環境，尤其是該校素描專業

教室，十分有特色，能強化學生之基礎訓練。 

 

3.北京中央美院之國際化美術館，創造學生更多與國際接軌之機會，國際展覽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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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增加學生的國際視野。而其專業之硬體建設與國際重要展覽規劃，使其成為北

京市另一重要之美術館，亦由此加強了與北京市民或藝文界之聯結。此發展可以

成為台灣藝術院校在校內規畫大型且具國際化美術館之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