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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執行設計學院 104 年赴大陸地區計畫，派任多媒體設計系蔡子瑋副教授及

商業設計系趙樹人主任，應上海戲劇學院之邀參與「新媒體演藝創新國際專家工作坊」，  

洽談雙方日後長期互相交流辦理互訪及學生工作坊事宜。參與「新媒體演藝創新國際

專家工作坊」結識來自歐洲、中國等在多媒體表演的專家，並互交換心得與結識，可

作為日後擴展其他國際交流之初步基礎。此次計畫的執行與參與，獲得跨域的教學與

創作思維、國際專家工作坊研討的方式、對外賓接待及規格教師、參與實務界的結合

與新媒體的保存與展現等方面的心得。此外，了解上海戲劇學院創意學院，在設計課

程及學生學習的過程，期日後在學生交換、展覽作品及見學工作坊上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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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上海戲劇學院創意學院與本校設計學院自 2012 年簽訂合作備忘錄以來，一直維

良好的交流關係。此次考察主要是執行 104 年赴大交流計畫，目的有二，其一為應上

海戲劇學院創意學院之邀，參與「新媒體演藝創新國際專家工作坊」，其二為洽談雙

方日後長期互相交流辦理互訪及學生工作坊事宜。 

新媒體演藝創新國際專家工作坊 

「新媒體演藝創新國際專家工作坊」為每年上海戲劇學院創意學院虛擬實驗室主

辦的國際重要會議，此次由上海戲劇學院主辦、上海市多媒體演藝虛擬空間合成重點

實驗室承辦的“2015 新媒體演藝創新國際專家工作坊——戲劇的轉折”於 2015 年 11

月 6 日至 10 日在上海戲劇學院虛擬實驗室演講廳召開。  

上海戲劇學院是一所具有近七十年歷史的綜合藝術院校。學院依託橫向的綜合藝

術學科專業群，縱向的創意、創作、管理等人才培養鏈，形成了有利於創意學科建設

和對接產業發展的優越環境，在藝術科技和演藝設備研發、產業推廣方面，多年來發

揮著促進和引領作用。在數字媒體藝術學科建設領域，建立了全國首家創意學院、上

海市第一個由科委批准的科技與藝術結合的重點實驗室，擁有一批專業實驗室和研發

機構，涉及數位演藝、燈光、音響、攝製等多個門類、在新媒體藝術方面，學院積極

對接社會需求，重點建設了新媒體交互演藝、米亞藝術、情境體驗藝術、網路藝術創

作傳播四個方面。 

上海市多媒體演藝虛擬空間合成重點實驗室成立於 2004 年 12 月，由上海市科委

資助建立，並得到文化部、上海市教委的專項資助。實驗室以藝術和科學、內容和技

術結合的理念，基於新媒體、虛擬實境、網路等數位技術，通過集成創新方式與藝術

內容創作的結合，致力於演藝創作語彙、藝術形態創新及創作工具的革新。實驗室主

要任務包括：科技與文化專案的融合與創新；新媒體演藝交互創作和實驗；創作系統

工具優化與研發；數字媒體藝術學科的建設和人才培養。2014 年 11 月 4 日，文化部

公佈首批文化部重點實驗室名單的通知，以上海戲劇學院為依託單位的“數位演藝集

成創新文化部重點實驗室” 成為首批認定的文化部重點實驗室。 

本工作坊並請專家為研究生、大學生進行專題講座、主題研討、全校演講以及短

期工作坊。此次工作坊邀請了來自英國、德國、巴西、美國等外國專家，以及國內戲

劇和表演界的傑出藝術家和學者深入探討當代戲劇藝術發展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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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本次主要參加 2015 新媒體演藝創新國際專家工作坊，行程如下 

日期 行程內容 

11/6 到達上海戲劇學院，參觀虛擬實驗室與新空間 

11/7 參與 2015 新媒體演藝創新國際專家工作坊及開幕式 

11/8 參與 2015 新媒體演藝創新國際專家工作坊 

11/9 參與 2015 新媒體演藝創新國際專家工作坊 

11/10 洽談合作會議及實地文化保存經驗交流 

11/12 回程 

 

參觀虛擬實驗室 

上海市多媒體演藝虛擬空間合成重點實驗室成立於 2004 年 12 月，由上海市科委

資助建立，並得到文化部、上海市教委的專項資助。實驗室以藝術和科學、內容和技

術結合的理念，基於新媒體、虛擬實境、網路等數位技術，通過集成創新方式與藝術

內容創作的結合，致力於演藝創作語彙、藝術形態創新及創作工具的革新。實驗室主

要任務包括:一、科技與文化專案的融合與創新；二、新媒體演藝交互創作和實驗；三、

創作系統工具優化與研發；數字媒體藝術學科的建設和人才培養。 

   

圖 1 參觀虛擬實驗室專家會前交流會 

參與 2015 新媒體演藝創新國際專家工作坊 

參與工作坊期間結識主辦者漢斯，是上海戲劇學院名譽教授、，其夫人是蕾曼莎

舞實驗室主持人田蔓莎，著名川劇表演藝術家、一級導演、一級演員，主要從事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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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曲表演、戲曲教育和藝術管理工作，此外，劉志新上海戲劇學院創意學院副院長，

文學博士上海市多媒體演藝虛擬空間合成重點實驗室，張敬平，上海戲劇學院創意學

院副教授，數位演藝集成創新文化部重點實驗室技術總監，是主要過去熟識及洽談交

流事宜者，也是此次工作坊主辦及邀請者。本校二位教師亦於會中列為專家，於會間

與其他國際專家對創意表現進行交換意見。 

  

圖 2 工作坊辦理地點新空間             圖 3 參與開幕式活動 

   

圖 4 參與開幕式活動與全體成員合影        圖 5 和主辦者漢斯及英國藝術家 Philips 於活動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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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國際工作坊會議進行全景 

會議期間，交流最多的是來自德國 Manos Tsangaris，為柏林藝術學院（2011 年

出任音樂系主任）。作曲家，鼓手，裝置藝術家，實驗音樂劇領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之一。臧加利創作的音樂作品受到國際好評，曾在多個知名音樂/ 戲劇節和劇場上演。

其發表的主題「如何在表演中擴大和改善不同媒體的使用」，利用生活中不同器物，

從不同地點發出的聲響，構成一演出，很創意的作品，雖看似荒謬的結構，但在舞台

上的構成是非常有趣的。在活動亮光的移動，加上人聲講話，變成一完整又和諧的聲

音演出。許多不經意的聲音，皆是經過仔細的安排計算安排，非即時偶然的演出，讓

觀眾可省思留意周遭本為噪音或平淡無奇的器物聲音，如何成為表演又悅耳的一項表

作品，此可延伸為記錄生活中的聲音，如座談者 Sabine Heymann 所說，使物體變成一

種聲音，是使用低技術(low technology)的新媒體表現形式。這些器物的聲音所構成的

音樂，事實上是經過作曲的過程，使用不同物品聲音的語法來創造音樂。在現場表演

時，這些器物都放在一旅行箱中，隨時可成為表演的舞台。 

   

圖 7 參與國際工作坊情形：Manos Tsangaris 聲音表演 

另一作品，其影像的敘事方式，提供多媒體設計教育很具創意性的啟示。以不同

影像格之間的互動，利用影像間自我對話，各自的畫面也是一種表達，攝影機在船上

拍攝兩岸的影像，將看到的影像重組，加上故事、想像、創作，也是岸上人(作為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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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述。 

  

圖 8 影像對話創作 

參、 心得及建議 

跨域的教學與創作思維 

參加此會議，雖是結合媒體與表演藝術，與本校設計學院主軸不全相同，但參加

心得感到介入不同領域也是好的，透過他人不同領域的思維與經營，找到自身的困境

的癥結，也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有機會開創新的方向。像是英國專家飛利浦介紹

的：另類戲劇藝術，精神物理的訓練。以及，比利時的專家魯克，介紹的楊。法布雷

及其劇團的一場 24 小時的表演，就顛覆了一個所謂戲劇的概念與形態，讓表演多了

許多的可能與發展。還有楊。羅威斯的作品介紹，在講台上遊走，以豐富的表情與手

勢，闡述作品內容，讓人有聆聽詩的感動。 就如參與的國際專家們，都是多重身份

者，他們皆表達樂於件為多重角色，也樂於和不同領域，如社會學家…討論合作，不

給自己定位，多參與跨域合作，這正是新媒體時代教育的精神。 

  

圖 9 ：奧林匹斯山。對悲劇美的崇尚。         圖 10 主題：楊·羅威斯，尼德公司及其舞臺美學 

楊·法佈雷及其劇團的一場 24 小時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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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專家工作坊研討的方式 

此次參與工作坊，也見識到不同的講座安排方式，在每一場的專家演講中，皆安

排了四至五人的參與座談者，其中包含一位主持人，在主講者分享完之後，立即以座

談的形式，由其他參與座談專家，提出看法或和主講者討論的議題，而引發更多主講

者談論的內容，也使台下聽者更從不同面向來解讀演講內容，及提出問題，使講座內

容更能充分得到迴響。是值得學習辦理講座的方式。 

  

圖 11 講座與座談的合併方式 

對外賓接待及規格 

此次國際工作坊是由上海戲劇學院虛擬實驗室(負責媒體)蕾曼莎實驗室(負責表

演者)合作負責，校方全力的資協助，主要人力甚少，除少數志工外，參與的為主辦單

位的人員學生，以辦理大型國際會來說，工作人員不多，即便大二生對接送機的接待

及應對服務，都能做得很好。並且為期多日的國際工作坊，每場會議出席率皆很高，

很多學生也都是來自學校各科系，主動參與此次校內舉辦的國際會議，其主動學習的

精神，值得國內學生學習。 

教師參與實務界的結合 

上海戲劇學院教師多強調教學與實務結合，校內實驗室也多自主營運，如上海市

多媒體演藝虛擬空間合成重點實驗室、數位演藝集成創新文化部重點實驗室，都承接

許多城市的大型投影及多媒體表演業務，蕾曼莎實驗室主要則以川劇為主，也有許多

邀至各城市表演的經驗，並與台灣劇團也多有交流。校內鼓勵教師產學合作的風氣，

甚至在外執業，也在行政上多有支援，是目前技職體系學校朝向教學實務合一，可借

鏡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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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的保存與展現 

上海戲劇學院創意學院，主要以多媒體及視覺設計為主，其校本部也位於城區，

校地十分有限，因此展覽地區也很少，很本校情形極為相似。其中多媒體投影與表演

等，為能重製至各地展示成果，則以微型投影機等設計的立體投影播放裝置，可至唐

地重現多媒體的展演作品，值得學習。 

 

圖 12 新媒體的保存與展現 

建議 

上海戲劇學校與本校已簽定有合作備忘錄，從參與期間，學生們也表示對來自至

灣中短期學習，抱高度興趣與熱忱。因此於洽談合作交流事宜，雙方皆樂見未來在學

生作品展覽交換，交換學生，並建議可從辦理年度兩校交流見學工作坊事宜開始，促

進學生互相交流共同學習，城市體驗的目的。惟本校對學生國際交流資源有限，盼國

際事務處能提供更多校內外可供爭取的資源，建立推動機制，校系合作，使國際交流

可有實質進展。 

     

圖 13 與上海戲劇學院張敬平副教授洽談後績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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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件一、上海戲劇學院虛擬實驗室簡介 

上海市多媒體演藝虛擬空間合成重點實驗室成立於 2004 年 12 月，由上海市科委

資助建立，並得到文化部、上海市教委的專項資助。實驗室以藝術和科學、內容和技

術結合的理念，基於新媒體、虛擬實境、網路等數位技術，通過集成創新方式與藝術

內容創作的結合，致力於演藝創作語彙、藝術形態創新及創作工具的革新。 

實驗室主要任務包括: 

一、科技與文化專案的融合與創新； 

二、新媒體演藝交互創作和實驗； 

三、創作系統工具優化與研發；數字媒體藝術學科的建設和人才培養。 

實驗室近年來取得主要成果有：新媒體舞蹈詩《極境》獲得 2012 上海國際科學

與藝術展創新獎；新媒體舞臺幻影成像裝置《文明•圖騰》獲 2011 上海設計展銅獎；

新媒體舞蹈詩《文明•圖騰》獲 2008 年上海國際科學與藝術創新獎；自主研發《虛

擬排演系統》(VIRP)獲 2011 年國家技術發明專利；多媒體音樂演奏會《樂•影》獲

2007 年上海科學與藝術創新獎；研究專案《演藝虛擬空間合成研究與應用》獲 2006

年第二屆文化部創新獎。2013 年創作的新媒體舞臺劇《愛情書簡》和新媒體情景詩《追

夢中國》獲得良好的社會反響。《DTAM 多維度戲劇藝術博物館》項目獲得了國家文

化創新工程項目立項，該項目以“E 演”平臺為核心，推進戲劇藝術在多維度的環境

中實踐應用；為推進文化與科技的融合創新，《多用途新媒體上戲劇院示範工程》獲

得 2013 上海市科委“科技創新行動計畫”專案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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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工作坊邀請函 

 

附件三、帶回資料 

工作坊議程專書、嘉賓證件及手提袋各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