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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業務洽談、訪問） 

 

 

 

 

 

 

傳統姥姥剪紙與當代藝術媒材 

跨領域合作計畫 

 

 

 

 

 

 

 

 

              

服務機關：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美術學院美術學系 

姓名職稱：黃小燕副教授、陳曉朋助理教授 

派赴國家：中國 西安 

出國期間：103.04.11 至 103.04.14 

報告日期：103.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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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以「傳統姥姥剪紙與當代藝術媒材跨領域合作計畫」為題，本案著重於兩個方向：一、如何

將傳統剪紙作為創作基底，進一步與當代藝術進行跨域結合，進而延伸出教學養分及創作成果。二、實地

探訪中國西安藝術發展現況，與西安美院進行交流活動，盼能促成進一步的交流活動。 

參訪活動為期四天，分為「探尋剪紙蹤跡」、「拜訪西安美院」及「黃河流域–中華文化的發源」三

大主題，期間順利收羅剪紙相關文件，並與西安美院油畫系與版畫系交流，現場針對教學環境和課程方向

相互討論，為未來跨領域課程及教學計畫開創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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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真實參訪以及現場觀察黃河流域傳統庶民手工藝，直到現在所能保留下來的民間藝術精華。原始目的

旨在專注於陜西旬邑縣的「剪花娘子」庫淑蘭女士的剪紙藝術，庫淑蘭女士已於2004 年過世，也曾經被曾

被連合國科文組織授予「中國民間工藝美術大師」。出發參訪前，我們先在圖書館以及漢聲出版社仔細研究

這一位樸素（而且環保）的剪紙姥姥藝術，環保的理由是因為這位剪花姥姥利用的紙材都是別人剪剩的彩

紙，卻能拼貼出如此美好、華麗、動人的作品。（圖一） 

（圖一）庫淑蘭作品( getting image) 

  

台灣板橋也有一位號稱「剪紙小狀元」的李煥章大師，李先生的剪紙作品則可以與陜北民間剪紙藝術

相比擬，屬於單色的節慶敘事風格作品。如圖（二）、圖（三）。 

（圖二）陜北傳統民間剪紙（getting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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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李煥章先生的作品（getting image） 

 

 藉著這些傳統美術，映照出現代或當代創作的各種可能性。例如國內的素人藝術家洪通的作品，就與庫

淑蘭女士剪紙作品裡的樸素、天真，以及燦爛華美的風格可以互相比較。（圖四） 

 

（圖四）台灣素人藝術家洪通的繪畫作品（getting image） 

 

另外我們也可以看到二十世紀初的大師 H.Matiss 晚年的剪紙風格作品（圖五），閱讀這些些作品的同時

，結合台藝大美術系複合媒材課程的創作，恰可以讓同學以及個人思考：在求新求變的創作之餘，也必須

思考人類文明以及藝術深入民間，或是藉著民間傳統所激發出來的各種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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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Henri Matiss 的剪紙作品 1947 （getting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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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由臺灣藝術大學美術系師生仔細規畫行程，並積極尋找「剪紙姥姥」的蹤跡。但是傳統民間剪紙大

量可以見到的時令是傳統中國過年時期，我們出發的季節則為清明節過後，因此除了尋找姥姥之外，另一

個重點是探訪以及參觀黃河流域所孕育出來的中華文化。這些庶民的生活實景、古典的文物造型，或是五

千年文化所遺留下來的精緻藝術文化，都是百看不厭值得一再探訪與研究的人類文化遺產。以下按圖索驥

，分門別類敘述此次行程的過程與收穫。 

 

第一部分：探尋剪紙蹤跡 

近年來中國願意拾起剪刀的年輕人越來越少，而年邁的姥姥也一一凋零，精巧的手藝日漸消失。我

們從街坊收羅不同的剪紙主題作品（圖六、七），其中包含花鳥、皮影戲、童子圖…等主題。其剪紙之精巧

為之讚嘆，另外還有染色剪紙作品，尺幅雖小，但令人印象深刻。 

 

（圖六：原作掃描）以花鳥為主題的剪紙作品  

（圖七：原作掃描）以皮影戲為主題的剪紙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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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拜訪西安美院 

本次參訪西安油畫系及版畫系，除了參觀教學環境，更難得與兩系系主任和學生現場交流。 

 

（圖八，黃小燕攝影）西安美院大門的鎮校石。 

（圖九，張婷雅攝影）版畫系館前合照。 

 

（圖十，黃小燕攝影）西安美院版畫系，參訪時剛好遇上大停電，但是學生們依然藉著日光非常專注而且

用功。 



第 8 頁 

 

（圖十一，黃小燕攝影）版畫系的木刻教室，西安版畫系的建立還得歸功於台灣十青版畫協會幾位重量級

版畫家，例如廖修平、鐘有輝等藝術家在硬體與軟體上的協助。因此，至今我們看到的西安美院版畫系，

規模算是全中國數一數二優秀的版畫專業系所。 

（圖十二、十三，張婷雅攝影）本系教師與西安美院系主任、授課教師現場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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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黃河流域–中華文化的發源 

 

（圖十四，黃小燕攝影）此為探訪武則天乾陵之前，先行參觀的永泰公主墓。墓穴內的壁畫器皿應為複製

品，而真實物件則放置在旁邊，濕度溫度控制得宜的博物館內，此圖是展出唐代烹茶器皿，以及烹煮過程

圖解。 

 

（圖十五，黃小燕攝影）圖為永泰公主墓內的唐朝壁畫，現存於博物館內。我們可以看見當時的服裝形制

，以及體態上追求雍容華貴氣質的樣貌。 

 

（圖十六，黃小燕 攝影）圖為章懷太子李賢（654 年－684 年）墓穴甬道旁的壁畫「馬球圖」，正可以見

到當時貴族嬉戲賽馬的景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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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黃小燕攝影）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這是

王維的「渭城曲」，而渭城即古城咸陽，位於渭水北岸，在長安西北方。我們在離古詩不遠處，這裡是秦始

皇帝陵博物院的入口處。 

 

（圖十八）此為團隊參觀世界八大奇跡之兵馬俑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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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黃小燕攝影）乒馬俑坑道內實景。 

 

（圖二十，黃小燕攝影）據說兵馬俑埋葬時，其實是色彩斑斕、栩栩如生的樣貌，剛剛出土時也是彩色的

。因為與空氣接觸氧化後，就成了我們現今看到的單色兵馬俑。 

 

（圖二十一，黃小燕攝影）真實兵馬俑局部。這是一件士兵俑，在當時鞋子的概念就已經有「防滑鞋底」

的概念，腰部的盔甲上下翻，腰部以上是往上翻，腰部以下是往下翻，如此一來即使穿著盔甲，彎腰或蹲

下等等較大幅度的姿勢也不會受影響而卡住，這是秦朝精緻工藝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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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二，黃小燕攝影）西安碑林第二室，除了價值連城的石碑之外，也讓我們親眼目睹柳公權、顏真

卿、懷素、褚遂良…等等名家的書法鐫刻真跡。 

 

（圖二十三，黃小燕攝影）這是世界上四大碑之一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早期研讀中國藝術史時絕對

不會錯過的章節。「這塊石碑上說的是唐太宗貞觀年間，有一個從古波斯來的傳教士叫阿羅本，歷經跋涉進

入中國，沿著于闐等西域古國、經河西走廊來到京師長安。他拜謁了唐天子太宗，要求在中國傳播基督教

。」讀到這一段，不禁想起馬可波羅遊記，往來於義大利威尼斯與中國之間的商人，藉著這些傳教士或商

人的紀錄，給人類留下一段世界寬闊無邊，不應該閉門造車或是侷限在小小斗室呻吟感嘆而已。 

 
（圖二十四，張婷雅攝影）現場拓碑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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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與建議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美術學系專任副教授 黃小燕老師 

此次出訪，一共有八位團員（包含三位教師，一位行政人員，四位自費學生），每人均有深刻學習體驗

，未來若是有相關行程，行政人員或學生的旅費及交通費是否也能有些許補助。因為這樣文化民間藝術的

深入探訪，對於藝術相關行業，不管是創作、藝術史或是古蹟修復等領域，都非常具有積極及正面的教育

內涵。 

 另外參訪結束後，我們也積極著手於「庶民藝術與當代藝術跨領域」之創作與發表，由參訪團員陳正

才客座助理教授執行。這是一次美好的旅行參訪及考察經驗，而將其落實在創作與研究上，的確是一個創

作上的考驗，也讓年輕人學習創作的每個可能性。並且認識到歷史在時間軸上的重要性，藝術的深度與廣

度並不是關在家裡上上網就可以得到，實際的操作與親身體會是創作的基本功課。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美術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陳曉朋老師 

 

本次出訪中國陝西西安的主要目的為進行傳統剪紙姥姥文化采風，雖然出乎意料之外，姥姥們似乎

都已凋零，或難以在四天三夜的短期行程中聯絡到，但是本次參訪活動的安排相當豐富，以下為我個人印

象比較深刻，也特別有所感想的參訪機構與對象。 

 

一、西安美術學院 

中國自從經濟崛起之後，對於其境內的高教建設經費也多所注挹，名列中國三大美院之一的西安美

術學院在硬體方面也有驚人的發展，除了各教學大樓的興建重整，也特別建造教師宿舍供教師居住。 

 

本次行程參訪其版畫系和油畫系。其版畫系的設備已完全超越臺灣所有藝術大學的規模，凹、凸、

平、孔等主要版種皆有獨立的版印空間和齊全的設備。在空間的規劃上，比較特別的是版印教室之外，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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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研究生的創作工作室，這種安排讓學生在創作思考和技術操作上得以區隔開來，值得本系版畫空間規

劃做為參考。 

其油畫系的設備也有顯著提升，即使因為參訪當日停電，我們一行只能參觀到低樓層由舊建物重新

修建的油畫工作室，也能看出校方在空間安排設計上的用心。該系以授課教師工作室的方式來帶領主修課

程，五個工作室是「具象表現繪畫工作室」、「油畫的中國精神工作室」、「印象表現油畫工作室」、「油畫民

族化工作室」、「視覺藝術工作室」，我所觀察到的學生作品內容上較為傳統保守並具中國地方（陝西）特性

。 

我以為其油畫工作室即使以授課教師工作室的方式來操作，卻仍以媒材形式（或風格）為工作室名

，實際上也失去了工作室的精神，和目前本系以創作媒材為課程名稱的授課方式沒有什麼不同。我個人比

較建議，如果未來系上以授課教師工作室的方式來帶領主修課程，或許可以教師的實質研究內容為工作室

名，如「梅丁衍工作室－藝術與政治／政治的藝術」。 

 

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此博物館為建立在秦兵馬俑原址上的遺址性專題博物館，館內陳列著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蹟」的

兵馬俑和青銅之冠的秦陵銅車馬。閱讀這些兩千多年前為數如此眾多而面貌體態皆異的雕塑作品，我深深

感到不可思議，也重新思考到藝術的發展，它也許並不一定是西方現代主義以來所強調的，一種如進化論

式的發展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