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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本校設計學院學生獲2016「金點新秀設計獎」6項獎項肯定

博物館品牌在臺灣―大博物館裡的文創商品與設計

2

高行健「呼喚文藝復興」VS.引言人陳志誠校長

山水之域：郎靜山攝影展盛大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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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金點新秀設計獎」5月 15日在世貿一館

隆重舉行頒獎典禮。本校設計學院視傳、工藝、

多媒系多位學生參賽，榮獲4項「金點新秀設

計獎」及2項「贊助特別獎」之肯定，為校爭光。

金點新秀設計獎從去年開始由「新一代設計

獎」轉型為「金點新秀設計獎」，並納入華人

最頂尖設計大獎「金點設計獎」系列獎項，已

受到學生、教育界及設計界的高度肯定，儼然

已成為設計新秀獎的指標，今年報名件數創下

歷史新高，7大類別共有4,462件作品參賽，較

去年大幅成長400多件，經過初選淘汰後，共

有759件作品入圍決選，最後頒出 118件獎項。

視覺傳達設計類評審曲家瑞盛讚今年入圍作品

整體表現水準相當高，令人驚豔，並表示：「從

他們設計的作品可以感受到學生關愛世界的溫

度。」不過，她認為作品的深度仍有待加強，

建議學生多閱讀、多做研究，作品才不會流於

表面。工藝設計類評審召集人陳俊良表示，今

年作品水準比往年大幅提升，學生開始會尋求

一些異材質，運用不一樣工藝性的複合媒材去

做表現，是相當可喜的現象。產品設計類召集

人謝榮雅則說，今年許多產品設計已不是純粹

硬體的思考，而是結合了軟、硬體及服務，從

中可看到更周密的商業思考，值得鼓勵。數位

多媒體類評審召集人劉耕名對於學生的作品感

到驚艷，認為在敘事和設計上都變得比以往成

熟。

賀 !本校設計學院學生獲
2016「金點新秀設計獎」
6項獎項肯定 撰文 ◎ 本刊　　圖檔提供 ◎ 視傳系

左圖：2016金點新秀設計獎【包裝設             

             計類】《壽喜麵》戴子軒、張

             瑜庭

組圖：2016金點新秀設計獎【視覺傳

             達設計類】《墨生氣》陳正心、

             潘加哲

金點新秀設計獎 包裝設計 視傳系 戴子軒、張瑜庭 王俊捷、李尉郎《壽喜麵》

金點新秀設計獎
視覺傳達

設計
視傳系 陳正心、潘加哲 王俊捷、李尉郎《墨生氣》

金點新秀設計獎
數位多媒

體設計
多媒系 江居穎、羅　芯

張維忠、陳建宏

楊東岳
《20》

金點新秀設計獎 包裝設計 視傳系
楊善而、于子倩

邵子龍
王俊捷、李尉郎《movin'》

【贊助特別獎】
有藝氏創意
設計特別獎

產品設計 工藝系 陳詠蓉、溫盈茹 范成浩《踢它》

【贊助特別獎】
Pegatron Collection 

Award
產品設計 視傳系

呂彥蓉、翁靖雅

黃明惠、羅弘耀
王俊捷、李尉郎《好閒章》

獲獎訊息：

獎項名稱 參賽類別 系所 參賽者 指導老師作品名稱



由本校有章藝術博物館主辦的「抽象周瑛」特

展暨「拓朴‧巡禮－形與象的交響」版畫展，

於4月20日中午在有章藝術博物館3樓舉行聯

合開幕儀式，現場冠蓋雲集，包括著名藝術家

何肇衢先生、李錫奇先生、柯錫杰先生、樊潔

兮女士、著名學者林保堯先生、中華民國版畫

學會前會長沈金源老師、台灣有點子版畫工作

室會長賴振輝老師等眾多藝術界的貴賓，並榮

幸邀請到周瑛的家屬：周吳菊英女士、周子荐

先生等出席開幕典禮。

周瑛為臺灣重要的版畫藝術家，亦是中華民國

版畫學會創始人之一，曾參加過 1957年與 1971

年聖保羅國際雙年展，成就備受獎項肯定，作

品更受到重要美術館的典藏。周瑛一生的藝術

追求，不僅是他個人的奮鬥軌跡，同時也是戰

後台灣現代藝術運動的縮影。60年代初期的周

瑛，開始大量創作抽象版畫。最早的一系列抽

象作品出現許多「方和圓」（圖一）、大黑色

筆刷、環繞的線條等意象，70年代時，他也曾

探索直線構成。1980年代後，鑽研抽象領域20

年的周瑛，迎來其抽象藝術生涯的高峰。他的

〈石之頌〉（圖二）與〈木之讚〉（圖三），

以及運用斧劈而成的原木拼接作品等，彰顯出

強大的視覺張力。在周瑛家屬周子荐先生的鼎

力支持與協助下，有章藝術博物館將以這段抽

象的演化為展覽軸線，回溯周瑛與時代脈動息

息相關的藝術旅程。

展呈周瑛作品之同時，有章藝術博物館亦與本

校美術學系版畫藝術碩士班共同合辦，邀集臺

藝大校友與國內藝術家舉行「拓朴‧巡禮－形

與象的交響」版畫展，共邀集 16位藝術家及三

件版碩所集體創作之作品。此展除彰顯臺灣凸

版畫（木版畫）發展的因緣，也與周瑛重要的

版印藝術交相映襯。此展將以寫實與抽象風格

為主，呈現版畫家如何在版畫媒介上發展此兩

類風格與主題。並藉由此凸版畫展，對話於周

瑛重要的版畫作品中，有關木版畫（凸版畫）

的形式、技巧與媒材等運用，以及對於臺灣藝

術發展的創新定位。

有章藝術博物館劉俊蘭館長提到，這次的展覽

不同於以往，除了在展期上與國立臺灣美術館

同步，在展出作品的數量、多元性與教育性上，

都別具意義。美術系陳貺怡主任在致詞中則感

謝周瑛家屬周子荐先生，主動提出捐贈父親周

瑛大師的作品予本校，使得這場展覽無論在學

術上或教學上都讓人肯定。

「抽象周瑛」特展暨
「拓朴‧巡禮―形與象的
交響」版畫展盛大開展
資料提供 ◎ 有章藝術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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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期：2016年4月20日至6月 18日

地　點：有章藝術博物館3樓

「拓朴‧巡禮－形與象的交響」展出藝術家：

王午、田文筆、朱哲良、走話題、林羿均、版

畫運動中心、徐明豐、徐婕、梅丁衍、黃世團、

陳華峻、陳曉朋、張婷雅、楊明迭、廖峻立、

潘孟堯、懶人包、羅平和、羅欣琦。（依姓氏

筆畫排序）

展 覽 資 訊 右圖一：周瑛《名稱不詳》1964

右圖二：校長開展致詞

下圖一：周瑛《作品 89-13》1989

               （石之頌系列） 

下圖二：周瑛《 生之初》1995

               （木之讚系列）



本校有章藝術博物館於4月 13日至5月 1日舉辦

郎靜山攝影展－山水之域，在 1940年代，郎靜

山先生（1882-1995）當時所發表的「集錦攝影」

（composite picture）作品已結合西方攝影術

的寫實特點以及中國傳統山水畫之多重視點構

圖與意境，不僅融合中國畫理與寫實景物，亦

跳脫攝影從固定視點出發框架景物的侷限。在

郎靜山長達60年的創作生涯中，作品結合了寫

實與寫意、技術與精神所表現的山水風景，著

實表現出西方風景觀與中國山水思想的交會。

而在二十世紀前半葉西方新興藝術形式的衝擊

之下，其創作更對中國傳統繪畫的深刻反思，

在創新與守舊的抗衡中以山水攝影獨樹一格。

1934年郎氏以《春樹奇峰》在英國皇家攝影學

會中綻放出奪目光彩，為他日後的藝術成就開

啟了序幕；從 1941年所發表的「集錦攝影」作

品中可見郎氏創作的實驗精神以及對山水畫理

的關注；在郎靜山先生長達60年的創作生涯 

中，作品豐富且多元，囊括了紀實、新聞、肖

像以及山水攝影等；其中，融合了山水意境的

集錦攝影更使其享譽國內外，奠定了他在攝影

史上的宗師地位。

適逢4月 13日為郎靜山先生21年冥誕，本校於

當日下午2點舉行開幕典禮，除展覽外更涵括

講座及工作坊，豐富多元。此次展出集結了郎

靜山先生重要的攝影作品，除了重現一代攝影

大師創作歷程的輝煌篇章，更企圖從中展現郎

靜山先生融合西方風景與中國山水的跨文化視

野。展期間將舉辦攝影工作坊再現大師的特殊

攝影技法，並舉辦演講重探郎氏攝影美學。遠

東藝術思想現今已成為西方學界重視的研究學

科，有章藝術博物館在此時重新回顧郎氏山水

集錦攝影，將標舉出其作品跨時代的開創性以

及郎氏風格的當代性。

資料提供 ◎ 有章藝術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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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覽 資 訊 

山水之域：郎靜山攝影展

時　間：2016年3月8日至4月9日

地　點：教學研究大樓國際展覽廳 

一、展覽開幕時間：105年4月 13日下午2時 

二、講座舉辦：解析郎靜山攝影作品：從東方

與西方藝術的面向觀察

講者：朱及先

時間：105年4月 13日下午3時至5時

地點：教學研究大樓國際會議廳 

三、工作坊：濕版攝影解析

講者：周以武

時間：105年4月22日下午 1時至5時

地點：美術系大樓2004教室

上圖：遠山環繞亭可憩　/　底圖：三山半落青山外



高行健「呼喚文藝復興」
VS.引言人陳志誠校長

臺藝大與高行健

要論及臺藝大與高行健的緣分可追溯到2008年

由本校所主辦的「2008高行健文學行腳」及當

時所發表的新著《論創作》，書中收錄了關於

他的思想論述與訪談，將他對文學、美學與藝

術的思索、創見完整呈現。而這位於2000年成

為百年來首位獲頒諾貝爾文學獎的華人作家，

此次是以「藝術家」的身分出席由亞洲藝術中

心所舉辦為期一個月的「呼喚文藝復興」－高

行健個展，除了展出全新水墨創作，也放映他

自2003年迄今所拍攝的三部電影，同時陳列

「靈山」旅途中攝影、書籍與相關評論、國際

展覽現場照、畫冊等。由於亞洲藝術中心董事

長李敦朗先生為本校傑出校友，在高行健尚未

獲獎成為享譽國際的文學家前，雙方因畫展而

建立出深厚情誼。因此在亞洲藝術中心於6月8

日在大直展館所舉辦高行健專題講座—「呼喚

文藝復興」，特別邀請到本校校長陳志誠博士

擔任引言人並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台

大戲劇系教授胡耀恆共同進行三方精彩對談，

同時也獲得文化部鄭麗君部長及多位藝文界人

士到場支持。

文藝復興的召喚－陳志誠校長引言

陳志誠校長首先以高行健先生曾在2002年參加

愛爾蘭都柏林舉行的「世界高峰會議」獲頒金

盤獎時所發表以「必要的孤獨」為題的演說內

容，他所暢言：「孤獨即是甘於孤獨，甘於獨

自站立於大地之上，面對宇宙人生，獨立不移

發出個人的聲音」。而讓這篇演說點破了他那

耗費七年所完成的長篇小說《靈山》所蘊含的

深意。此外，陳校長也對於高行健的創作歷程

以細數懷舊的方式作為開場引言；並對其相關

文學與繪畫等藝術創作進行深度解析與詮釋。

猶如文學評論家劉再復：「高行健的成功，是

拒絕作潮流中人、風氣中人、市場中人，個人

獨立不移的成功。」陳志誠校長同時也引用《靈

山》的內文，點出定居法國的高行健身為異鄉

人卻未被歐洲主義所框限；雖沒有主義但卻更

具有宏觀的視野。另將高行健的水墨畫與影像

作品的關聯性作了精闢分析，另提出以應用符

號空間概念所形成的城市符號空間理論來揭示

了城市形態特徵的「城市符號」來對照不受侷

限的高氏水墨藝術的創作形態。

此次展名仍沿用自西班牙kubo-kutxa Fundazioa

個展「呼喚文藝復興」，其主要是取自於聯經

2014年出版的《自由與文學》書中高行健所撰

〈呼喚文藝復興〉一文。陳志誠校長也分析高

行健所提出的「文藝復興」應非純粹的復古主

義而是針對思想、文學、文獻、研究的戰線並

應對著科學邏輯與技術；藉由過去的體系脈絡

尋找出新的烏托邦。而長久以來文學、哲學、

戲劇皆一直扮演人文主義、人本主義最重要的

先鋒亦是文藝復興最重要的思想核心，若要具

體的以藝術的方式展現，相信自許為世界公民

的高行健必定期盼繪畫能在這個全球化且移動

快速的大眾傳媒的時代下持續扮演重要的角

色，並以「視象」、「內視」及拉岡的「鏡象」

來透析高氏畫作即具有上述相當的深度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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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祕書室 -陳美宏

左起胡耀恆教授、高行健、陳志誠校長



讓文學成為改造社會的一股強大力量

主講者高行健首先說明他在幾個展覽階段皆以

「呼喚文藝復興」為主題的緣由，主要是表達

各種主義的泛濫已在20世紀延續至今，也因

此藝術與文化在成為商品化後便幻滅了烏托邦

的理想。希望藉由倡導不同於前文藝復興時代

的新一輪文藝復興，喚回到藝術創作的初衷、

人文的精神、人性與人情，並使其成為當今所

急需的重大呼喚。也藉由文藝復興來呼喚出人

是真正超越政治喧嘩、超越市場且讓人清醒的

關注。同時高行健也表達了超越現實的政治環

境與功利主義的心境，那種不忘文學創作初衷

並渴望朝向源遠流長作品的創作追求，對比今

日功利主義的現實與瞬息即變的社會現況，更

是讓人深刻思考－當今大家所要面對「人」生

存的困境；也期盼藉由這樣的呼喚，能獲得作

家藝術價值與社會的回應。而曾於 1995年撰寫

出版《高行健戲劇六種》套書專論的台灣大學

外文系教授胡耀恆，在進行與談時特別讚揚高

行健是一名多面向發展成功的典型「文藝復興

人」（Renaissance Man），同時也分享有關

他所熟知的高行健所展現的藝術與文學的精采

創作人生。

陳志誠校長也巧妙以「二次元」的繪畫創作特

質對比高行健個人帶有超現實集成前、後簡約

場景的電影拍攝方式，映照梅洛‧龐蒂所論及

以印象主義時期畫家塞尚（Paul Cezanne）畫

作的「知覺」論點，以剖析高行健畫作所表達

的視覺意象作為講座的中段講述內容，並提到

高行健的創作成就對於藝術發展具有啟發重回

人本主義的地位。

孤獨感的詮釋

高行健引述了自身的經驗，包括他曾在參加愛

爾蘭都柏林舉行的「世界高峰會議」時所發表

了他所謂不合時宜的演說及當時在中國所創作

的《靈山》因遠遠的超越政治現實與功利，而

引發所創作的戲劇無法上演的大紛擾，但他強

調自己並不是一位鬥士，不主張文學成為一個

宣傳工具或武器。更不能因為各種政治正確的

妥協而忘卻了文學的初衷，應該實在地回到人

生存的本質，創作超越政治、現實、功利、市

場以及甚至超越時間，並創作出具有人性並能

產生共鳴永存的作品，這才是我們真正要的文

學與藝術。而他也提出：「惟有在獨處的時候

才能脫出自我以進行真正的思考；要耐住寂寞

並冷靜觀察才能達到深思自己內在與外在的世

界，而真實面對自己的存在與困惑，進而成為

他所謂的 "不壞的孤獨 "與 "必要的孤獨 "」。

以三個人稱作為文章的語言結構

在《靈山》一書中，以「我」、「你」、「他」

來作為整本書的語言結構。胡耀恆教授提出：

「他曾困惑書中的第一人稱往往是『你』而非

『我』，經探究後了解，原來是高行健在寫此

書前約五年時間中，經常獨自行走在中國西北

部高山間，從自問自答的過程中所體悟出」。

高行健表示，在敘述一個人時可用於「我」、

「你」、「他」等三個人稱成為一個主體，而

這樣的語言結構也是全球語言的共同點；深究

其中後更可發現這三個人稱是人、事件的立體

座標系，藉由這個座標系來定位、清楚並觀審

自己所在的位置。在《靈山》書中所談到「他」

時就是超脫自己；談「你」時即是你思考的對

象所提出的對話；談「我」時即是身處在現實

的環境中的自己，利用這樣的對話讓思考深入

進行。此外，他也提到：「語言是意識的表述，

而三個座標便是表述的依靠，才能達成人與人

之間相互的溝通，讓世界變得分明」。

結語

最後，高行健提到他對社會、政治發展的看法，

主張國家應該要有明智及遠見的政治。在他呼

喚文藝復興的同時，也目睹臺灣幾十年來仍持

續在進步，文化水準方面也逐步在提高，並以

臺灣教育方式及民主發展相較歐美國家的優勢

深表肯定與讚許。因此他大聲疾呼：「臺灣不

僅要出藝術家，更何嘗不可以出思想家」。

據亞洲藝術中心表示，「呼喚文藝術復興」的

展覽主軸除了在亞洲藝術中心台北二館進行高

行健2016年的繪畫新作外，也放映2003年至

今所拍攝的三部電影、「靈山」創作旅途中攝

影作品、大型畫冊、1980年代在中國出版品等

其他著作，以及於亞洲藝術中心台北一館展示

高行健相關的評論作品，展期自6月8日至7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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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陳志誠校長、胡耀恆教授、高行健、鄭麗君部長、李敦

朗董事長



博物館品牌在臺灣―
談「大博物館裡的文創
商品與設計」 撰文 ◎ 本刊

照片提供 ◎ 林志峰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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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8日教務處教發中心舉辦的教師成長講

座，邀請「一點點創意事業公司」總設計師

林志峰老師主講「大博物館裡的文創商品與

設計」。立法院在2015年6月通過「博物

館法」，象徵臺灣現代化的進程與文明的刻

度，具有文化里程碑的意義。這專法的設

立，讓博物館可以取得稅法的各種優惠，並

讓博物館可以名正言順的成立創意產業、公

司與營運基金，及授權開發創意商品，更重

要是收益可以回饋、挹注博物館本身，讓博

物館從此可以進入更多元化的經營方式。

林志峰老師表示，博物館商店是展示的延

伸，對博物館商品而言，創意是不能忽略的

要件，而且要專注於博物館的所在環境，反

映社會責任，無論是地方性或時代趨勢都是

博物館商店應考量的事。

博物館文創商品商機無限

美國作家丹布朗的小說《達文西密碼》，拜

電影賣座之賜，法國羅浮宮再度成為全球焦

點，那年前往羅浮宮參觀的人數就有820萬

以上。西班牙畢爾巴本來是一個名不見經傳

的沒落工業小城，自 1997年古根漢博物館

正式落成啟用後，博物館的參觀人數，不

到一年就有400萬人，那些門票收入占畢爾

巴市歲入的4%，周邊帶動的相關收入則有

20%以上，而畢爾巴也成為家喻戶曉新的

旅遊熱點。

倫敦V&A（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

每一年分6個季節推新商品出來，因政府

規定博物館不能營利，所以他們成立V&A

企業公司，專門做博物館周邊商品銷售，

V&A博物館營收除商品外，再加每年有

200萬至 300萬來客量，因此總營收約有

1,200萬英鎊，約合新台幣5.4億元，其中淨

利有200萬英鎊（約新台幣8,967萬元）。

法國把43家博物館組織成立「國家博物館

聯合會」，並共同開發設計文化商品，年產

值達新台幣42億。我國目前22家公立博物

館，年產值約有 12億，相較英法諸國，尚

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博物館的經營

談到博物館的經營，就不能不提到古根漢基

金會執行長柯倫斯，自從柯倫斯以「品牌概

念」來經營博物館後，「博物館」所代表的

意義就不再是大家所熟悉的三個字。儘管有

人說古根漢是像「麥當勞一樣連鎖」，「像

可口可樂一樣開分廠」，失去博物館的尊

嚴，但古根漢在全球設立的5座大博物館，

卻是大家的旅遊熱門景點，雖然是讓衛道人

士咬牙切齒，但是他們締造了畢爾巴市的奇

蹟，卻讓許多城市敞開大門來迎接他們，這

些城市包括我國的台中市。由於古根漢的刺

激與現在環境的改變，大家去博物館的想法

已與過去不同，現在全世界的博物館幾乎把

自己的博物館當作商品在經營，就如同柯倫

斯的「品牌概念」。

林志峰老師認為，商品的信譽通常建立在

良好的品牌上，這樣的觀念也適用在博物

館商店，因此所有的商品均要冠上博物館

的LOGO，2000年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的

兵馬俑秦文化特展，就成功締造了近億元之

商品營業額。所以若能透過博物館吸引觀光

客，讓城市可以實質發展無煙害的經濟，博

物館就能成為國家的另一個重大經濟來源，

更能讓博物館得以有永續經營的機會。

左圖：應莎士比亞劇作而設計的「貓」系列文創商品

右圖：國立歷史博物館 -博物館商店販售的復古版

             手提袋只賣50元

底圖：丹麥國立水族館文創商品



吃的美德―蔡幸芝老師談
餐桌上的哲學思考

本校圖書館與人事室為了鼓勵公務人員勤於閱

讀有益之圖書，引導公務人員主動學習並倡導

閱讀風氣，激勵其品德修養與工作潛能，於5

月 16日假圖書館6樓多媒體資源區共同舉辦專

書導讀會活動，特別邀請本校通識教育中心蔡

幸芝老師作《吃的美德 -餐桌上的哲學思考》

專書導讀分享，讓行政人員在工作上有更多的

視野及生活上有更健康的新知。

專書導讀會由圖書館趙慶河館長主持並引言，

趙館長表示，蔡幸芝老師在本校通識教育中心

及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授課哲學主題相

關課程，總是吸引爆滿的學生修課，且滿意度

評鑑常能名列前茅，其演講功力可想而知，本

次藉由蔡幸芝老師的經典閱讀與觀點分享，提

供本校行政人員一個互相交流與分享閱讀心得

的心靈饗宴。

蔡幸芝老師表示，所謂「吃的美德」，就是要

提出一個既深且廣的飲食哲學，一種如何吃、

如何思考、如何生活的論述，藉此為目前的飲

食大雜燴理出一些脈絡，懂得如何吃，你就懂

得如何生活。藉由飲食哲學，可以看到在西方

世界，人們對「有機」的重視程度已經下降，

目光轉移到「良心認證」的標籤，像是這些食

品是否屬於「永續」、「當季」、「在地」、「公

平貿易」，以及「動物福利」。除了健康的思

考，「吃」的行為也包含了許多值得深思的道

德問題。即使是一個日常生活中很簡單的「吃」

的行為，在深入思考之後，會有許許多多有趣

且值得深思的問題。

我們處於飲食文化的黃金年代，無論是美食、

食品營業和衛生都發展到巔峰。人是結合了理

智與情感的奇妙混和體，是一種會吃、會思考、

會享樂的動物，而餐桌就是我們可以同時做這

三件事的地方。吃是一種享受、一種社交、一

種審美、一種活著的喜悅、自然也可以是一種

哲學。它絕對值得我們深入去瞭解、思考、與

品味。所謂「吃的美德」，並不是傳統的德行，

而是更能因應世界的變化的飲食觀念。

蔡幸芝老師從為什麼讀《吃的美德：餐桌上

的哲學思考》？誰是朱立安‧巴吉尼（Julian 

Baggini）？巴吉尼對「吃與美德」的哲學觀點

是什麼？我們如何回應巴吉尼的觀點？等四個

導讀要點切題，並舉中西方飲食專家的論點與

現代生活飲食的習慣分享，透過其專業、生動

及幽默講演，讓聆聽著留下深刻印象，也對這

本書有更充分的認識與新知的獲得。

現代人不只求得溫飽，還要懂得如何吃，才算

真正懂得如何生活。破除有關食物好壞、健康

常識等飲食相關的迷思，並探討飲食的道德問

題，於日常生活中實踐美德。危害身體健康的

不是特定食物，而是錯誤的飲食方式。

(一) 不要這樣吃

1. 拒絕吃到飽！避免暴飲暴食。

2. 點餐方式：點得少比點得多好。

3. 身心合一地吃。

4. 懂得自我管理才是真自由。

(二) 好好的吃

1. 浪費食物就是不尊重食物的價值。

2. 心存感激，不時提醒有人正在挨餓。

3. 美味與否並非全然主觀，其中包含辨識食物

本身的客觀特質。

4. 平庸與優秀的味覺：培養自己對美食的鑑賞

力。

5. 飲食亦是一種藝術：米其林的饗宴，拓展自

己的品味敏感度（但久久去一次，並用心品

嚐就夠了）。

總之，一場給心靈的大師饗宴，能滿足我們每

個人心中的哲學家和饕客，讓我們重新思考

「當季、在地、有機」黃金三律的實質內涵，

懂得吃不只是懂得生活，而且會懂得珍惜自然

的餽贈與豐富生命的回憶。蔡幸芝老師在這場

演講中給了聆聽者最佳的答案及詮釋。

撰文 ◎ 圖書館 -呂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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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自己，享受表演―
參加2016捷克國際
戲劇節紀實 撰文 ◎ 戲劇學系 -鄭閔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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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很榮幸可以參加4/12-4/16 JAMU戲劇學

院舉辦的國際戲劇節，在總共約 10天的行程，

以及之前約3個月長達 100多個小時的討論和

排練，對於自己身體和思考有更多認識，更開

闊自己的世界觀，看見捷克的社會生活，歐洲

國家的戲劇文化，也反思自己可以為臺藝大戲

劇學系做點什麼改變。以下分享區分為三大部

分，一為《島》準備排練過程心得、二為 10天

的所見所聞、三為反思自己付諸行動。

《島》的準備排練過程心得

當今年初公布自己有入選捷克表演團隊時，我

真的很開心，原因很多，包含感覺到自己備受

肯定、第一次出國或能有更多表演訓練的機會

等，直到3月開始進行討論，這次的作品比較

像是集體創作，老師請我們回去搜尋關於「社

會議題」的資料，和創作一首關於「島」的新

詩。

不過，過程中一直感到疲累和挫折，尤其是出

國前的三、四個禮拜。身體上的疲憊來自於每

周白天上完課後，每次晚上約3-4小時的排練，

排練後回到宿舍，還得準備明日的報告。心理

上則是更認識自己的表演價值觀和狀態，我永

遠不會忘記，某天在排練企鵝橋段時，因為我

獨自扮演猴子的角色，那時我猶豫自己不知道

該做什麼動作，開始不知所措，當時，老師當

著大家面前跟我說：「所以你沒有在演戲」，

我聽到這句話時，以自己身為演員的身分，心

中充滿沮喪挫折，但我們還是得繼續排戲。之

後的排戲過程，我逐漸試著「做就對了」嘗試

更多可能，給自己更多信心，用「玩」的想法

進行排戲，好像慢慢更享受於表演。除此之外，

身心都必須專心，打開並控制每次的身體和五

官，耗費滿多體力，但我想這默默也影響自己

的表演身體。

出國前，自己仍是緊張，沒有心情搜尋捷克的

觀光文化資訊，腦中一直反覆想著動作的順

序，有空時借教室獨自一人排練，關於海浪的

質感、猴子的狀態，不只是能讓我更熟悉這部

作品，也更相信自己的表演。

捷克的社會和生活

約 10天的行程，對於捷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

們時常「閱讀」。第一天抵達布拉格時，搭乘

有25年歷史的捷克國際戲劇節，每年皆從世界各國徵選12-15個作品作為當年度主要的演出

節目，今年本校戲劇學系以《An Island》獲得演出機會，由藍羚涵主任、譚天老師及張勝傑助

教帶領10位學生參與此一盛會，希望能藉由此一交流活動，提升學生的專業表演能力，與現

今國際表演藝術潮流接軌。以下為戲劇學系鄭閔尹同學參加此次活動之學習分享。【編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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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鐵，我觀察附近捷克人的行為，首先是他

們常注意我們，可能我們是亞洲人吧！接著是

我的觀察，他們不常滑動智慧型手機，反而是

獨自一人站著或坐著，或是在閱讀書籍、雜誌

等，看起來不像是臺灣學生在複習教科書，而

且不分男女老少，這樣的場景我很敬佩，因為

我覺得閱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李遠哲院長

也曾在某次演講特別強調過。閱讀，除了增廣

見聞，更是訓練自己的腦袋，拓展思考的廣度

和高度，我想，這是臺灣可以學習的。

接著是物價和飲食，捷克的幣制為「克朗」，

1克朗約 1點多元台幣，沒有差太多，不過在同

樣一間有品味的餐廳用餐，價格卻比臺灣親民，

餐點分量根本物超所值！另外，他們很喜歡喝

酒，幾乎每間店都有一整面牆的酒擺放著，啤

酒一杯約快 1000c.c.是30克朗，很便宜。牛奶

也很便宜，同樣500c.c.利樂包牛奶，在臺灣至

少35元，那邊只要 14元，品質和口感還不錯。

異國戲劇交流

五天行程共看完 5齣戲，來自西班牙、波

蘭、德國及捷克大學的演出，幾乎都有英文

字幕，對我第一衝擊就是英文能力得好好再

學習。其中最有印象的是波蘭的大學演出的

《Dogville》，原劇本為電影劇本，不過採用

的手法十分反電影，在一個攝影棚內拍出整部

電影，具備劇場性，而波蘭大學最令我們驚訝

的是，原本以為演員都是專業人士，因為表現

的實在令人瞠目結舌，身體的控制情緒的轉換

堆疊，都看起來十分成熟，結果竟然都是大學

三、四年級的學生！從交流的過程中，得知他

們專業於表演，大一大二時主要訓練身體，大

三以後進行文本分析訓練，扎實且有計畫的培

訓，成就他們專業的表演。此外，在這齣製作

上，他們僅花5個禮拜完成，前期討論劇本，

後期進行排戲，在演員的要求上，希望他們把

自己化為角色生活，從早上起床到晚上就寢，

這樣的方法不知道怎麼進行，或是遇到什麼困

難，但或許我們可以試試看。

硬體設施上，捷克有許多小劇院，一個街區可

能就有三、四個劇院，但多半是黑盒子劇場，

與臺灣大興土木興建大劇院很不一樣。而他們

廣設小劇場的模式，一來看出他們國民看戲的

習慣，二來是為了幫助剛踏進劇場圈的小劇團

發展，租金上比較便宜外，更能有許多發想空

間，實驗性的作品被創作。這是臺灣可以學習

的，不過也不是到處廣設小劇場，捷克會有這

樣的現象，也跟民眾看戲習慣有關，歐洲戲劇

文化發展一千多年，已漸成熟，而臺灣還是滿

青春的，雖然根據一些資料和前輩觀察，臺灣

看戲民眾確實有在提升，看戲習慣的培養從小

時候開始，更多表演藝術教師的努力，更多公

部門的有效推廣，再加上小劇場的普設，才可

能讓劇場更加興盛。

反思自己付諸行動

在捷克的戲劇節，每場演出之後的隔天早上9

點開始，各個國家的劇組會與昨日演出團隊進

行討論，其中會有由官方派出的兩位主持人，

先進行一些提問，關於作品的一切種種，中途

其他人也可以隨時發表意見。（討論的空間很

舒適，有抱枕、軟墊或椅子可以坐，也提供麵

包和氣泡水飲食，不是在劇場空間）

我覺得這樣的討論很棒，避免所謂專業劇評的

限制，可以從更多不同觀點來討論這部作品。

目前在學校參與的劇組，比較少進行這樣的活

動，多半在演出後，隔天像是重新開始。回到

學校的班級展演，一部作品納入的觀點包含演

員和導演，或是指導老師，算起來很狹隘，頂

多十多人，而且也不確保每位參與者都有提出

想法。

我想，除了演後劇組內部的檢討外，這樣的討

論活動可以進行，而且觀看學校製作的人也多

是戲劇系的，相信會有更多不一樣的解釋。不

過，沒有這項活動，可能是時間和場地問題，

或人文風氣不一樣。但，當有人提出，可能就

是個改變，希望一齣戲不是演完就結束了。（當

然製作過程中會有很多收穫）

或是明年實驗劇展可以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