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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科中心與科藝所一行人與北京清華大學信息藝術設計系師生展開

交流及對談。

97年度本校博碩士獎學金獲選名單

【本報訊】天主教單國璽樞機主教蒞校為「關

渡講座」擔任主講者，並以「我的人生思維」為

講題來勉勵學生，北藝大朱宗慶校長、柴松林教

授、共同科吳慎慎主任皆親自到場迎接，歡迎貴

客的到來。

單國璽樞機主教說到，甚麼是幸福？在他認

為，「幸福是愛」，因為「愛」是來源，也是生

活的歸宿。他提到，「哪裡有愛，哪裡就沒有勞

苦，即便是有勞苦，勞苦也是甘貽的！」

柴松林教授也談到，愛是甚麼？是諒解，更是

感謝，懂得照顧旁人，隨時體諒對方的處境。

聽覺與視覺的絕佳組合   音樂一館中庭雕塑展開展典禮

【本報訊】每當走過音樂系系館，耳邊不時會傳來

同學們各種樂器練習的聲音，不論是悠揚的鋼琴聲，

或是悅耳的提琴聲，甚至於高亢嘹亮的歌聲，都會令

人不禁陶醉在動人的樂曲中。然而，現在於音樂一

館，除了可聽到優美旋律的迴響外，還可以看見美術

系師生們的創作作品在此展示著，這是由音樂學系與

美術學系首次聯手合作策展，並假音樂一館中庭，自

5月19日起展出師生雕塑創作作品，這次共計展出作

品十餘件。

音樂系蘇顯達主任表示，這次能夠與美術學系師生

們合作，並將他們的創作作品展示於此，不僅美化了

整體的視覺感受，也讓音樂系的同學皆可天天欣賞到

美麗的雕塑作品。他說到，藉由這次的雕塑展，同時

要歡迎這次擔任巴洛克音樂講座的大師們，分別是小

提琴家 Miki Takahashi、大提琴家Martin Seemann、
與大鍵琴家蔡佳璇等三位大師。

天主教單國璽樞機主教擔任「關渡講座」主講者 藝科中心與科藝所前往
大陸進行短期學術交流 

【圖文說】本校藝術與科技研究中心及科技藝術

研究所教師群一行5人於5月18日起前往大陸展開

為期8天的學術參訪，這次拜訪有中國傳媒大學數

字媒體藝術系、中央美術設計學院數碼藝術工作

室、中國美術學院新媒體藝術系、清華大學信息藝

術設計系、浙江大學儒商與東亞文化研究中心、上

海文化發展基金會等相關藝術院校與單位。

藝術與科技中心許素朱主任表示，這次的行程主

要是希望藉此活動，可以瞭解大陸科技藝術領域發

展之現況，並建立起兩岸之間科技藝術交流之平

台，且透過參觀相關院校，及與當地科系師生進行

座談之方式，增進相關領域之學術交流。而這次同

行的有科藝所所長魏德樂、陶亞倫、袁廣鳴、王福

瑞等教師與林雅芳小姐。

【跨領域學習之學生徵文比賽優勝作品專題報導】

《前言》為配合關渡藝術節，擴大學生專業藝術學習領域之目的，由教務處與學務處合作舉辦之跨領域學習活動於上學期首次展開，除了推出學習護照外，

並舉辦徵文比賽，讓我們一同來聽聽看同學們對於跨領域學習所表達之心得與建議…

【整理報導 / 資料來源：學務處課指組】「跨領域

學習」顧名思義就是讓同學們可以透過課程安排去學

習到不同專業領域的相關知識。96學年度上學期配合

學校關渡藝術節等各項節慶活動之辦理，特別由學務

處規劃此項活動，並由教務處通知學校各系所單位配

合辦理，讓同學們在為期一週的時間內，每天的上午

10點半至中午12點20分，可以選擇活動中任何自己要

研習的課程，並前往報名及上課。課程的安排含括有

音樂、美術、舞蹈、戲劇等各種領域，如歌劇教學、

版畫製作、名劇分析、舞蹈律動、歷史紀錄片賞析等

等，每天在各學院都推出不同的課程，動靜態皆有，

提供同學們多樣化的選擇。

就如同這次徵文比賽裡，舞創所鄭皓同學所提到，

這次校慶的跨領域學習週，是個立意非常好的活動，

在同學們限度內儘量參與各系之課程和講座，他個

人共參加有「管風琴」、「名劇分析」、「雕塑雕

塑」、「紅鼻子的靈魂」、「懷念羅斯托波維奇」、

「亞洲三校音樂會」講座，且每一堂的課程內容都是

相當地精采。

美術系二年級C同學則是說到，學習藝術當然不是

只有單一領域的接觸，而是盡可能全面學習自各種不

同藝術對於美的呈現形式以及不同的藝術表現手法，

不一樣的藝術都有各自不同的形式和層次，雖然這次

時間不長，但可以視為開闊視野的一個入門，對於藝

術的交集上可以共同討論對藝術看法和要求的那些緻

美點，這就是最令人感動並樂於學習的地方。她也說

到，印象最深刻的一堂課是由舞蹈系李柏君老師所傳

授的國劇動作。她表示，老師與學姐們賣力的教導這

些非本科生如何將基本的動作，如拖月、十三響等姿

勢做好，看到學長姐的表演與教學，那種紮實的基本

功，是最動人的欣喜，而這些經驗對於她而言，就和

對繪畫的感動是一樣的。    
劇設系筆名32001 同學談到，除了參與跨領域課程

學習之外，最特別的是他以課外活動指導組的工作人

員身份，全程參與「百人祈福-原住民舞蹈」這個課

程。他認為，「百人祈福-原住民舞蹈」這個活動除

了是所有跨領域學習課程中人數最眾多的一堂課(超
過500人)之外，他還可以從這個活動中，一次見到

校內絕大多數的學生，並可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去觀

察這一個龐大的群體所呈現出之北藝大特有的學校文

化，及學生們的熱情與活力。

美術系林正尉同學則是對這次舉辦之「世界藝術院

校高峰論壇」感到收穫滿滿。他表示，就如同議程上所

提，「如何啟蒙學生面對全球及在地的認知？」這是個

令人期待卻又落空的議題。有人說到，現在的學生普

遍比過去聰明，原因是他們只要透過電腦，稍用手指

（已趨向電影裡E.T的形態）就能得到無窮的知識。他

個人則是認為，現在的學生吸收資訊之快速，藉由網

際網路發展下的超連結平台，打破既定知識之界限與

劃分，讓求知不再是少數人能得到的專利，更無顯貴

之分。然而，真正重要的是，與其開設大量的研討會討

論著全球化與在地化，不如啟蒙學生如何以學院學習

為樞紐，立足台灣，迎接這波全球性的挑戰。

美創所珊珊同學選擇「動作分析研究」這堂課，來

表達她對舞蹈的感受與想法。她說到，課堂上老師要

學生們在地上捲、舒張、捲、翻滾動、再捲等，大家

在地上蠕動的樣子，直覺就聯想到當代藝術家常用的

手法，攝影人裸動的畫面，裝在箱子內欲想掙脫樣的

人體，把他變成一個循環畫面，不斷的重覆再重覆影

像，再把他攝入的影像展演在美術館牆上，只是表現

的形式不一樣而已。課堂中，大都是蠕動的形式，從

體會自己的身體，和看別人身體，再去說出動作，再

用說的文字去做出動作，不斷的思考著「動作」，這

種看似簡單的工作，但不是一件容易辦到的事，如果

你覺得簡單，試著描述十種揮拳的力度、速度，接著

再做出憤怒有力的揮拳和憤怒無方向感揮拳的差別。

藝管所陳紹元同學說到，藝術很美，美在每個作品所

代表的意義、美在每個創作者用盡心力想要呈現的概

念、美在每個想要對社會表達關懷與愛，在跨領域學

習週，他體會到這樣的美，尤其當他看見社區民眾參

與活動開心地笑，且熱情地參與著每項活動。此外，來

自不同領域的學生們，認真地討論著跨領域課程內容

的那一刻，他更深信著藝術之美是能融入社區、是能

深深地感動人心，更能激發許多跨域創意，而這一切

的美好，就是跨領域學習週帶給他最大的啟發。

於今年十月份熱鬧展開的關渡藝術節即將到來，有

了去年的舉辦經驗，並收集了師生的建言後，教務

處、學務處及藝推中心已對這次跨領域學習週的安

排，進行細節規劃中，預計在10月13日至17日展開

相關學習活動，各院系所也將提供各項跨學院的多元

課程。同學們，你，準備好了嗎! 錯過這次，要再多

等一年喔!
 

跨越系所圍籬 全方位領域共同學習-從關渡藝術節看跨領域學習週

美術學系黎志文副教授則提到，音樂學系與美術學

系自蘆洲時代起就互動良好，在搬到關渡校區後，能

夠再次攜手合作，感到十分高興。美術系王志文老師

也當場講解，並介紹各個作品的創作同學與使用之媒

材。此外，音樂學系同學們也特地以長號四重奏演奏

優美樂曲，歡迎美術系師生們與貴賓們的到來。

現在於音樂一館中庭也可欣賞到美術系學生的雕塑作品。

北藝大朱宗慶校長(左三)、天主教單國璽樞機主教（左四)、柴松林教授

(左五)、共同科吳慎慎主任(右一)、吳玉玲老師(左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