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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報導 資料提供/圖書館】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圖書館於10月20日舉辦『姚一葦專區』暨『曹永坤
專區』成立儀式，讓更多喜好戲劇與音樂的讀者能透

過前輩們在書中留下的筆記，深入了解他們做學問的

過程，同時也走入書藏家背後鮮為人知的邏輯思維。

被藝術界稱為「一代導師」的姚一葦教授

（1922-1997）從國立藝術學院創校籌備（今國立臺
北藝術大學）到身為首屆戲劇系主任兼教務長，與北

藝大校史關係密切。一身奉獻杏壇的姚教授培育無數

英才，在推動臺灣劇場現代化過程，更是扮演著不可

或缺的角色。就在姚老師隕落十一年後的今天，其愛

女姚海星教授特地整理出555冊，姚一葦教授稀有、
具個人或時代性的珍藏書，有的更是絕版的珍藏贈予

北藝大。其中除了戲劇相關書籍，還包括哲學、神

開拓華人影壇交流新平台
北藝大首屆「兩岸三地電影學校電影節」

【整理報導 資料提供/電影創作研究所】由國立臺
北藝術大學主辦，台北市文化局協辦，北京電影學

院、香港演藝學院共同參與的「兩岸三地電影學校

電影節」自10月16日至23日，舉辦為期8天密集的活
動，讓兩岸三地的電影人與相關產、官、學者與學生

們體驗了一場前所未有的電影盛會。

北藝大朱校長宗慶表示，設置於本校藝文生態館內

的200席電影院，於今年8月完工落成後，配合這次
的電影節活動首次啟用，且一開幕就邀集到台北、北

京與香港各電影學院菁英及業界優秀的電影工作者、

電影專業人才及藝術家，展開三校師生跨地域、跨文

化的影片競賽和交流，交換彼此的電影實務經驗、意

見，締結三校美好的友誼，開啟了兩岸三地電影系所

師生共同合作和學習的平台，相信在彼此相互激盪

下，將可開創出華人電影更為宏觀的思維及視野。

文化局李永萍局長說到，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如此努

力創立了這個兩岸三地的電影交流平台，令人敬佩，

文化局十分榮幸可以參與此次盛會。她提到，雖然景

氣不佳，但國片今年自《海角七號》榮獲第十屆台北

電影節首獎之後，也帶動了國片的熱潮與票房奇蹟。

歷史告訴我們，越是不景氣的時代，就是電影發展的

最佳時機。未來也希望兩岸三地的電影人可以不斷的

交流，來產生最佳的華人電影文化。

北藝大電影創作研究所焦雄屏所長談到，兩岸三地

的三所頂尖電影學校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
研究所、北京電影學院及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學

院，以每年輪流主辦電影節的方式，達成人才培育與

資源整合之目標，讓兩岸三地的年輕電影人定期觀摩

交流，也期望能藉此為未來華語影壇各地儲備人才，

帶來良好的合作契機。她說明，在為期8天的電影節

裡，共進行了40部教師觀摩片和學生競賽片放映、
專題演講、研討會以及5堂電影工作坊等系列課程活
動，且三校師生也得以藉由這個活動增進彼此認識，

並互啟日後的交流。

北京電影學院院長張會軍教授及香港演藝學院電影

電視學院院長葉健行(舒琪)教授也率領師生代表團15
人來台與會。張會軍院長說到，這次電影節的舉辦意

義非常好，可以為兩岸三地的電影教育付出與努力，

因為，最終受益的是學生，也是兩岸三地的電影。透

過電影這個媒介來提升三個院校的師生交流與合作，

為華人電影做出更多的貢獻。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

學院葉健行院長則談到，除了很高興可以來參加這個

盛會外，未來在電影拍攝的交流上，樂見兩岸三地的

師生們能有更多的合作機會。在這次的開閉幕典禮，

台灣電影產業界大老如李行導演、朱延平導演、知名

影后胡錦、楊貴媚等人也蒞校共襄盛舉。

此外，這次由葉健行院長與學生共同執導的《咖啡

或茶》-電影節開幕片，閉幕片-北京電影學院表演學
系教授張輝執導的《天山雪》，及教師影展中林良

忠攝影的《盲山》等3部影片都是首次在台灣公開上
映。而活動也特地安排有紀錄片、編劇、導演、攝

影、美術等五個工作坊，分別由三校的一流師資李道

明、陳慧、鄭洞天、林贊庭和王童授課，分享他們寶

貴的經驗。

學生競賽片也是此次活動的重頭戲之一，入選影片

分為劇情片、紀錄片和動畫片等3個類別，三校精銳

盡出，共有34部精采影片共同角逐電影節的最高榮
譽 ─ 「金影獎」。而這次的獎盃打造特地由資深電
影人王俠軍先生贊助設計，獨具意義。於23日的頒
獎典禮中，評審團也特別說明了這三個地方的學生作

品之特色：臺北的作品相當具有創意，同時又能融入

創作者獨特的觀察，但技術仍有進步的空間；北京的

題材則較具有社會意識，但部份文化層面仍是依靠他

人說的東西，較不鮮活；而香港的作品技術相對精

細，劇情也較為通俗，但處理得較傳統規整，而且說

的常是別人的故事，缺乏坦白及對生活的實際感受。

藉由這次的活動交流，對參與的學生們提供了良好的

刺激及學習，激盪出不同的火花及創作視野。

最後，閉幕典禮中舉行傳承接棒儀式，由北藝大電

影所王童副教授代表，交棒給下一屆主辦學校北京

電影學院代表鍾大豐教授，活動預計於2009年5月舉
行，而2010年的第三屆活動則由香港演藝學院主辦。

話學、心理學、文學批判及社會學和語言學，書籍種

類之多，讓人驚嘆。姚海星教授表示，期盼透過這次

專區的設定，能將姚一葦教授兼具革新與前瞻性的視

野，延續存在北藝大這片藝術綠洲，滋養晚輩，培育

下一代的劇場導師。

另音樂界前輩曹永坤先生（1929-2006），生前秉
持著對音樂的熱愛，不斷往返國外出席各藝術演出，

甚至還經常邀請四方音樂人前來家中演奏音樂，欣賞

之餘也不忘進行研討與評論，而透過這樣的音樂沙

龍，與許多音樂愛好者與音樂家結識。除了對音樂有

所研究外，早在1970年代起曹永坤先生就開始在《音
樂與音響》、《音樂月刊》、《古典音樂》、《PAR
表演藝術》等雜誌發表音響理論的文章。此外，在音

樂領域之外，曹先生也博覽群書，因而對文化、歷

史、藝術有獨特一面的鑑賞能力。在他辭世後，其家

屬將曹先生部分收藏共6,400冊書籍贈送北藝大，以
讓更多同樣熱愛音樂、藝術的人能從這些書籍與文章

中，體悟到曹先生對藝術的堅持與執著。

同時，曹永坤先生家屬也致贈北藝大其收藏之大鍵

琴與史坦威鋼琴各1台。而為延續曹永坤先生終其一
生致力推動國內外音樂家彼此交流的精神，以及重新

啟用Atelier Von Nagel 大鍵琴，音樂學系特別邀請3
位日本知名音樂家(皆為曹先生之舊識摯友)，鋼琴家
岩崎淑、小提琴家漆原啟子、大提琴家岩崎洸，與音

樂學系蘇顯達主任、何君恆老師、蔡佩真老師與蔡佳

璇老師等人，共同舉辦一場紀念曹永坤先生之台日交

流音樂會，以表達對曹先生熱愛音樂藝術不滅的精

神，致上最崇高的敬意。

第一屆兩岸三地電影節獲獎名單：

     最佳動畫片《她說》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林純華
     最佳紀錄片《畢摩紀》北京電影學院  楊蕊
     最佳劇情片《媽媽》北京電影學院  李嘉
     優秀動畫片《吶喊》北京電影學院  刑昊
                                      冉廣麗、王溥、肖揚、曹毅

     優秀紀錄片《復始》香港演藝學院  張寶軒
     優秀劇情片《跳格子》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姜秀瓊

從藏書中追尋大師足跡－北藝大圖書館成立姚一葦專區與曹永坤專區

曹永坤先生收藏之Atelier von Nagel大鍵琴於1989年製造完成，這
次音樂系特地邀請法國國寶級大鍵琴製琴師Reinhard von Nagel來
台，為這台大鍵琴進行整理修繕工作。他表示，這是20年前曹永
坤先生親自向他訂製，也是他製作之唯一在台灣的大鍵琴。

北藝大朱宗慶校長(左三)、姚海星老師(右一)及曹永坤先生之家屬
們一同參觀圖書館新成立之「姚一葦專區」暨「曹永坤專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