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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所國際導演謝飛
與好萊塢編劇家林偉克專題講座
【整理報導 資料提供/電影創作研究所】電影所本

學期安排了兩場專題講座，邀請到曾榮獲柏林金熊獎

的中國著名導演謝飛，與好萊塢編劇家林偉克(Weiko 
Lin)擔任專題講座教授，並就電影專業領域提出其論
點與講學， 讓同學們可以貼近大師，研習多元化專
業創作新知。

來自好萊塢的編劇家林偉克(Weiko Lin)帶來了充
滿濃濃美式風格的教學。他談到東西方電影文化上之

差異，與對編劇內容之不同詮釋。林偉克老師說到，

亞洲的電影以感覺為主，而好萊塢的劇本則是著重在

故事整體結構重心與脈絡的清楚分明；每個一段時間

就該有它的轉折起伏，每個角色也要有他存在的危機

感，這樣才會更加吸引觀眾。他也鼓勵每位創作劇本

的同學們，在畢業前至少要寫到四本以上的劇本，要

隨時不斷”Reinvent”自己，千萬不要將自己設限，

而是去發展出各種可能的自己。這學期林偉克

老師帶領同學上讀劇課，一起分享與討論每個

學生創作劇本中的角色人物，與其故事發展的

種種可能性。 
謝飛導演這次講座包括面向有「影視藝術與

文化」、「電影文化與電影導演創作談」、 
「影視寫作研究」，並剖析如何從現代藝術的

脈絡中詮釋所要呈現的作品且在創作表現上

具有原創性，與將現代科技應用於電影創作之

中，且具有實際應用之重要性。希望透過分析

中國電影情況、地位與狀態，進行對國家電影

相關議題之深入研究討論，以培養學生未來進

入電影產業工作時的競爭力；同時促進學生對

電影產業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運作環境有

較深入的理解，增加學生對國際趨勢、創作方

向之理解與掌握。
|美術學院卓越計畫專題講座|

 義大利知名藝術家皮耶‧魯奇‧塔基談策展實踐

【整理報導  資料提供/陳豪毅】美術學院於12月4
日邀請到義大利知名藝術家皮耶‧魯奇‧塔基(Pier 
Luigi Tazzi)先生蒞校舉行一場專題講座，他以「我的
策展實踐：水平的旅程Horizontal Journey」作為講
題，分享他多年來於世界各地策展的不同實務經驗。

其中，塔基先生談到自己如何接觸藝術的過程。他

表示，從很早開始就接受藝術教育，不僅只在學校，

同時也在教學相長的過程中，不斷學習。至今，他在

學校教書約有10年，自認為從學生身上學到很多，
像是他們的能量和對於方向的掌握等。而在他的養成

教育裡頭，還有很重要一點，就是在舞台上表演的經

驗，這經驗使他可以從自我身體裡面去觀眾溝通。此

外，在教書的時間裡頭，他也經歷了寫作歷程，之前

寫作都是非常分析、批判性的，且有很多黑話、術

語，對他來說這是個很不好的文學、不佳的寫作。但

他強調，寫作對他而言，基本上是建築在跟藝術世界

面對的經驗，這種照面就好像是他“坐望”看到對方

的經驗，而這就是他看見藝術的方式。他認為，藝術

像是黑夜裡頭的最後一段，一方面有種執念，另一方

面又有慾望，同時這也是明日的帷幕之際。當在寫作

時，再結合有兩個部份，一個是自己的生活，另一個

是藝術世界的客觀性。一方面用大腦寫作，這是個意

志的世界，它是個有範圍、少部分的世界；另一方面

用身體寫作，它則強調著生活經驗、慾望還有享樂。

而另一個讓他去接近藝術的方式就是策展。他說明，

策展跟寫作一樣，換言之，就是利用作品在寫作展

覽。所以，在他展覽所呈現出的稱之為「小排句」，

基本上，它就是個不那麼個人的方式。而在他的策展

經驗裡面，有的展覽在美術館，有的在小空間；但對

他來說，唯一的差別就是經濟的問題，也就是預算，

只要有預算，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但還是會遇到一些

問題，尤其是比較大的展覽，當開始面對很大的結構

時，因為結構之大，他通常都試著先把結構打破，不

要接受這些結構給予自己的條件和限制；甚至都用要

別的方式去繞境，走過那些角落。他以自己92年的文
件展等為例，在這些展覽經驗裡頭，事實上，都試著

在把現有的空間打破，也就是把裡面的東西給帶到外

面來。從這方式看來就可以得知，有些地方要讓它不

受控制，去找尋它自己的出路。

皮耶‧魯奇‧塔基是藝評家兼獨立策展人，以佛羅

倫斯工業區的一個小村落為基地而於世界各地工作。

他自80年代中期成為策展人，之後於1988年威尼斯
雙年展的許多活動中擔任策展人，1992年任第9屆德
國卡塞爾文件展協同總監，1998年在「創傷：當代
藝術的民主與救贖」（斯德哥爾摩現代藝術博物館

新大樓的開幕展）、「幸福：藝術與生活的生存指

南」，以及2003年東京的新摩利藝術博物館開幕展
等擔任協同策展人。

|音樂學系國際大師班講座|

吳菡、王健、Bruce Brubaker三位大師擔任音樂系大師班講座教授
【整理報導 資料提供/音樂學系】林肯中心室內

樂協會藝術總監暨鋼琴家吳菡教授、國際知名大提

琴演奏家王健教授，與美國新英格蘭音樂學院(New 
England Conservatory of Music)鋼琴系系主任Prof.
Bruce Brubaker於12月至北藝大音樂學系擔任國際大
師班講座教授，讓同學們可以親炙大師風采。

出生於台灣，現任林肯中心室內樂協會藝術總監暨

鋼琴家吳菡是全方位的職業演奏家、錄音權威、教育

家、藝術行政及文化的創新者，目前可說是最具影響

力的古典音樂家之一。她曾至最高音樂殿堂如林肯中

心、卡內基音樂廳、甘迺迪中心等地演出，巡迴遍及

北、南美洲、歐、亞等地。她參加的暑期藝術節包

括Aspen、Santa Fe、 Chamber Music Northwest與 
Caramoor。她和大提琴家 David Finckel的演出，足
跡遍及歐美，並曾至名Wigmore音樂廳舉行三次演奏
會。吳菡和David Finckel擔任林肯中心室內樂協會藝
術總監，這幾年來他們對於推廣古典音樂、擴大觀眾

群及幫助無數年輕音樂家的生涯規劃有卓越貢獻，同

時也是矽谷 Music@Menlo的創始者及音樂總監，而
其獨特的節目內容，早已享有國際聲譽。 

1987年紀錄片《從毛澤東到莫札特－史坦在中
國》，為王健教授十歲時參與之作品，與史坦的相

遇，使他崛起國際樂壇的過程增添傳奇色彩。隨著上

海音樂院、耶魯大學音樂院、茱麗亞音樂院的洗禮，

王健在世界國際舞台上持續發光蛻變，世界知名的樂

團、音樂家，如布朗夫曼、阿巴多、柏林愛樂等都是

合作對象。此外，他曾與薩瓦利許、艾森巴赫、鄭明

勳、阿胥肯納吉、威格爾斯沃思和哈丁等許多著名的

指揮合作。王健教授同時也是一位活躍的室內樂音樂

家，曾在世界各地的許多音樂節演出。於2000年，
他在卡內基音樂廳參加了史坦八十壽辰的慶典音樂

會。

首次擔任北藝大大師班教授，在一對一的面授過程

中，王健教授為音樂系主修大提琴的同學們指導在技

法與音色上的重點。他強調，在詮釋曲目時，要注意

的不僅是拉法，而是對曲目的通盤瞭解，才能將它完

美的詮釋出來；要將情感融入與投入，才能呈現出動

人的樂章。王健教授是百年古典皇牌DG唱片首位華
裔專屬藝人，繼馬友友之後，他已被樂壇譽為最有前

途的中國大提琴家。曾被著名《美國音樂》雜誌評選

為「全美傑出音樂藝術家」、英國弦樂雜誌《斯特拉

底》盛讚他是 「一位令人激動演奏家，他的技巧是
建立在花崗岩上的」。

而來自美國新英格蘭音樂學院 (New England 
Conservatory of Music)鋼琴系系主任Prof.Bruce 
Brubaker則於北藝大音樂廳舉辦一場《Prof.Bruce 
Brubaker Piano Recital》鋼琴示範獨奏會。Bruce 
Brubaker教授為知名的鋼琴家，曾與洛杉磯， BBC
交響樂團等合作演出Mozart， Brahms 等經典曲
目，亦專攻現代音樂。此次演出曲目共計６首，分

別有 F. J. Haydn：Sonata in C Major, Hob. XVI: 
50、S. Bussotti：Piano Piece for David Tudor 
1、S. Bussotti：Piano Piece for David Tudor 3、
P. Glass：Mad Rush、 F. Chopin：Polonaise-
fantaisie, Opus 61、 A. Curran：Hope Street Tunnel 
Blues III等，而這場示範演出，也讓音樂系的師生們
體驗一場難得的音樂盛宴。

王健教授(圖右)為音樂系主修大提琴的同學們指導在技法與音色上的重點。

義大利知名藝術家皮耶‧魯奇‧塔基(Pier Luigi Tazzi)先生分享他

多年來於世界各地策展的不同實務經驗。

北藝大朱宗慶校長(右二)、電影所焦雄屏所長(左一)、王童副教授(右一)共同

歡迎謝飛導演(左二)蒞校擔任講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