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師教學觀摩暨TA期末座談會」專題演講

心靈覺醒 提昇生命　21世紀通識教育新觀點
【綜合報導 文/黃坤騰】 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
「教師教學觀摩暨TA期末座談會」於1月15日假教學
大樓C402教室舉行，以「拓展教育新視野」為座談
會主軸，邀請臺灣大學特聘教授兼人文社會高等研究

院黃俊傑院長蒞校指導，與師生分享在面對全球化時

代，21世紀的大學通識教育該以何觀點出發，才能有
助學生因應這多變的未來。

黃俊傑院長首先以《世界是平的》的作者佛德曼

（Thomas L. Friedman）在書中所說的為例，作者告
訴自己的女兒：「女兒啊，乖乖把書唸完，因為中國

跟印度的小孩正等著搶你的飯碗。」明顯揭露在21世
紀，各地人才將不再受限於國界而互通有無；進一步

來說，「跨國化」的經濟體建立是企業發展不得不變

地轉型，也間接增加了各國間的相互連結。他說明，

18世紀英人瓦特改良蒸汽機之後，工業革命可謂開始
蓬勃發展，一系列的改革加速全球化發展，間接使得

帝國主義、民族主義在20世紀昂揚，全然忽視發展較
遲的亞洲國家的歷史特殊性，特別是中國，期間戰亂

苦難不斷。所以，做為一種「過程式全球化」的觀點

觀之，全球化的本質實是片面為西方霸權國家背書，

凸顯貧富差距懸殊，M型社會來臨的事實。他舉例，
當身為中心霸權國家美國於2001年發生「911」事件
除使得美國經濟損失1,000億美元外，也波及全球損

失3,600億美元，顯示霸權國家體系結構的脆弱性。
此外，文化趨同化的趨勢促使文化獨特性消失；據統

計，全球約6,000種語言當中，約有50%至90%會在
本世紀內消失，並以每兩週消失一種語言的速度銳

減；而以往被追著打的落後國家，卻在這一波全球化

潮流後期中鹹魚翻身，造成一波新政經秩序的重組，

特別是中國國勢的壯盛，一如2008年北京奧運、
2010年上海世博的申辦，均代表著21世紀是亞洲崛
起的時代。

黃院長表示，若總結「強凌弱、眾暴寡、富欺貧、

中心宰制邊陲」為全球化時代的本質外，21世紀同時
也是「知識經濟」與「終身學習」的時代。舉凡生命

科學、奈米科技及通訊科技，從「基因體 (Genome)
定序」到「系統晶片(System-on-the chip)」，都是
未來新科技的主流，代表著掌握know-how，便掌握
經濟命脈；而在資訊傳播快速的情況下，知識卻也快

速更新。他提到，美國前教育部長Richard Riley說︰
「2010年最迫切需要的10種工作，在2004年根本還
不存在。」清楚言明個人的學習將不只發生在求學期

間，而是每個人終其一生不輟的生活態度。他也指

出，20世紀末經濟發展所犧牲的生態環境而延伸的
環保問題日趨嚴重，空污暖化、濫墾水患直至天候異

常、物種滅絕，種種跡象顯示地球正面臨存歿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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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場 
3月20日~3月21日  (五~六) 19:30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展演中心舞蹈廳 
3月21日 (六)14:30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展演中心舞蹈廳  

巡迴場
4月04日 (六) 19：30    
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演藝廳  
4月10日 (五) 19：30    
台中市中山堂                     
4月25日 (六) 19：30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廳          
5月02日 (六) 19：30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籌備處281棟   
5月03日 (日) 14：30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籌備處281棟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因場地限制，本場次演出不含大師舞作《白之Ⅲ》。

     舞蹈學院2009春季展演

《街頭的腳步》再現瑪莎‧葛蘭姆大師經典舞作
【整理報導 文/舞蹈學院】舞蹈學院繼94年度
的現代舞經典瑪莎‧葛蘭姆《天使的嬉戲》、

二十世紀現代芭蕾代表作尼金斯基《牧神的午

後》，以及96年度喬治‧巴蘭欽的《小夜曲》
之後，今年預計將於5月再度演出現代舞大師瑪
莎‧葛蘭姆（Martha Graham）的經典作品《街
頭的腳步》 (Steps in the Street)。
在舞蹈學院的積極爭取下，美國瑪莎‧葛蘭姆

基金會授權北藝大演出現代舞經典《街頭的腳

步》。此舞作為葛蘭姆於1936年編創，是其早
年代表作《編年史》(Sketches from Chronicle)
組舞中的其中一段，清一色由女舞者領銜演

出；它同時也是葛蘭姆拒絕在1936年德國舉辦
的奧運會上演出後隨即推出的舞作，因此，作品

中充滿對當時興盛的法西斯主義的政治關切，以

及對當時紛亂的時局中人們所遭受的打擊與壓迫

之關懷，葛蘭姆藉由作品傳達對世局的不滿以及對改

變的期待，透露了藝術家的真誠與人道精神。

此次經典舞作的演出，聘請了葛蘭姆舞團首席舞

者，同時也是本校傑出校友的許芳宜老師擔任重建指

導。曾被紐約時報譽為「當今葛蘭姆技巧和傳統的最

佳化身」的許芳宜，是帶領學生進入舞蹈大師殿堂的

不二人選。許芳宜老師及參與演出的同學們，自寒假

起就展開一連串的密集練習，在每次的排練過程，許

老師不斷地提醒學生們要用心去體會《街頭的腳步》

這支作品所蘊含的意境及情感，讓同學們除了在現代

舞技巧的學習之外，也自我提升對經典藝術作品之創

作背景與文化意涵的深刻體認。

為了完美呈現《街頭的腳步》的春季公演，同學們

不畏身體訓練的辛苦，緊鑼密鼓地加緊排練中。讓我

們拭目以待她們5月份精采表現，再現瑪莎‧葛蘭姆
大師的經典舞作。

2009年焦點舞團年度巡迴公演

時刻，無獨有偶，人類同時面臨生存危機外，「憂鬱

症」的出現，更讓人類處於心力交瘁、進退維谷的窘

境；換言之，21世紀更是「生態環保」與「心靈提
昇」的時代。

在釐清21世紀是什麼樣的時代世局之後，黃俊傑院
長認為，為因應如此多變的未來，大學教育且特別是

通識教育應以「心靈覺醒」為核心，以「經典教育」

為法門，透過與經典的對話，喚醒身為知識份子的良

心、良知、良能。「唯有心靈的覺醒，才能成為自己

的主宰，才不會在文明衝撞的21世紀慘遭滅頂而成
為『飄泊的靈魂』、『失根的蘭花』、『歷史的浪

人』。」他說著。而「經典」性如何界定呢？就東方

而言，他認為在東亞儒學傳統中，「經典」的內涵主

要有三種面向：社會政治性，在日常生活中體悟超越

而永恆的理念；形上學，為人之生命賦予形上的、超

越的意義；心性論，使人向內心探求最深沉的反省。

正所謂「深入經藏，智慧如海」，循著這樣的脈絡，

使學生能從中國的經典入手，讓經典中的「真」、

「善」、「美」、「正義」、「生命的意義」等理念

與閱讀者的生命相印證，如此就能回歸身心的體驗，

藉而提昇生命的境界。最後，黃院長以一首《相思

樹》提醒在座師生，大學教育不應只獨厚「知」的追

求，「情」與「意」的重視才能更接近生命的體現。 

【文/焦點舞團】演出重量級編舞家林懷民《白之
Ⅲ》及張曉雄《春之祭》作品，更有12支新銳編舞
家的創新舞作，展現台灣新生代舞者與編舞者活潑

多元的專業演出。誠心邀請您與我們共享青春的喜

悅與舞蹈的熱情。

購票專線:  0913-926-692   范小姐   
E-MAIL:janicebeing@gmail.com
或洽兩廳院售票系統

※憑北藝大學生證至藝大書店購買2009焦點舞團─
聚焦【‧】皆享有8折優惠，演出巡迴場次(10張以
上可享有八折優惠)

許芳宜老師仔細教導同學們每個動作與姿勢，力求完美呈現出舞作之
精髓。

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