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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系大師班講座系列

加拿大UBC鋼琴教授-珍．庫普Jane Coop
【整理報導 資料提供/音樂學系】音樂學系於3月

9日邀請來自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鋼琴教授珍．庫普(Jane Coop)蒞校
擔任為期兩週之大師班講座教授，除了一對一的指導

授課外，並舉辦有兩場講座與一場音樂會。

珍．庫普教授於講座中，首先就作曲家莫札特與

蕭邦(Mozart＆Chopin)之知名作品進行現場示範與
講解。而另一場室內樂示範講座則與宗緒嫻教授、

鄭伊晴老師，分別搭配小提琴與大提琴合奏樂曲

「Beethoven Violin Sonata No.5」及 「Beethoven 
Cello Sonata」。她表示，在與不同樂器合奏時，要
仔細聆聽高低音的變化，再轉化成自己的樂器來演

美術學院 珂羅版版畫研習營 
Collotype Workshop  2009
【整理報導 資料提供/美術學院】美術學院於2月

23日邀請英國西英格蘭大學(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Bristol)版畫研究中心Paul Thirkell 教授
蒞校展開為期一週的「珂羅版版畫研習營-Collotype 
Workshop  2009」，並於2月28日假美術學院水墨畫
廊展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與英國西英格蘭大學研究

生版畫聯展》，共計展出兩校約40件作品(北藝大11
件、西英格蘭大學29件)。

Paul Thirkell 教授在為期一週的版畫研習營中，分
別就「珂羅版」(Collotype)從最基本的照相底片製
作、製版、壓印機調整、準備印墨與滾筒、感光膠製

作與塗佈、乾燥等一系列製作過程做了最詳盡的示範

與講解，並舉辦一場專題講座，講題為「真理到虛

擬-Truth to Virtually」，而所有參與的學員們也在這
一週的時間內實地製作版畫，把握難得的機會與教授

面對面的溝通與交流。

在專題演講中，Paul Thirkell 教授希望透過「物質
性的真實」之概念，進而討論如何在版畫上呈現材質

或是視覺的真實性。他說到，在版印的過程中一直用

不同的版種去呈現真實〈例：布朗庫希的雕塑〉，以

及畢卡索的橡膠版和平版等，但是進入數位時代後，

如何去面對材質的真實性是一大課題，所以，這次的

主題提到如何從真實到虛擬，如何從數位到類比，以

及在版印的材質裡去反映材質屬性的真實性。

Paul Thirkell 教授在大學階段主要專攻蝕刻凹版，
但是他發現到一些問題需要被解決，像是凹版常見必

須是使用黑墨，手繪的圖像，以及一些制式的紋理

等。他本身在創作凹版是用手繪方式構圖，大多是從

筆記本上的草圖再轉繪於版上，後來他發現為何不直

接畫於版上，從版子上直接做處理，加上拼貼等等，

之後，他的創作型態開始改變。他認為，與其是使用

一些手繪造型，倒不如開始找尋一些現成物，來進行

整個創作的主要形式，而主題也改採用於自己生活週

遭所見的事物來做轉化。而在他開始使用照相凹版

時，起初也是使用照相鋅版，後來自己慢慢研究後，

就找到了一些新的配方與樂趣，使他至今仍致力於版

畫這個領域。

他表示，回顧過去版畫史，找到了三種可以處理連

續調的照相版種，其中照相銅版可以與珂羅版程度相

當，唯一差別是照相銅版是以凹版方式印製，而珂羅

版是平版方式印製。他同時也介紹了連續調與半階調

的不同之處，連續調是與真實世界相同的灰階，而半

階調是一種虛擬的調子，不同於我們日常生活看到影

像的樣子，連續調的珂羅版可以在出版印刷上複製出

最真實的影像，對圖文傳播影響極大。對於珂羅版的

研究，Paul Thirkell 教授認為，在版種內自然而然會
有自動的結構生成。在他的研究過程中，慢慢的從一

位平面藝術家轉變成為像是攝影師的工作，早期的作

品圖像較抽象，而後慢慢走向具象，雖是具象，但從

中仍可看到某些早期抽象的構成結構。在他博士學位

的研究時，他將相同的影像用22種不同的照相製版
印出，讓不同版種的背後都有不同的屬性去呈現何謂

真實。他提到，珂羅版仍是最接近「真」的版種，所

以他持續在研究珂羅版，發展手繪、繪畫，或是某些

圖像製作型態用不同版種作為參考〈例如絹印某些特

質，用珂羅版來呈現〉。

在他創作的旅程中，在英國一個蒐藏

版畫的圖書館曾策劃一個展覽，主題為

「珂羅版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過去

所指的是珂羅版古老傳播圖文或是複

製的作品，現在就是他持續的創作，而未來他想提問

珂羅版未來的可能性。2003年時，Paul Thirkell 教授
在布里斯多舉行個展，這些作品有非常飽和的色彩，

原先工作都以黑白為主，但是慢慢的他覺得色彩也是

應該考慮的元素。就如同他之前提到，早期作品都以

拼貼組成，試著回溯不同版種中的樣貌，有很多豐富

色彩，來做為這系列作品的形式。之後，開始使用數

位噴墨的形式來看待珂羅版的創作，提出數位輸出的

狀態可以與繪畫相並列，尺寸上是可以克服的。在他

的系列作品中，月球表面有著圖像的紋理，圖像每個

表面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有關月亮的故事。此外，他

對日本漫畫造型圖像也一直非常感興趣，所以找了相

關的圖文集作參考，並將它重新組合成新的造型，剛

好其中有一張他覺得非常像台灣101的造型，就如同
植物仰起的外觀。

他談到，在18世紀時，很多資訊的傳播都靠圖像
形成，就像19世紀開始有了攝影傳播，許多圖像就
開始由攝影圖像帶領，原本資訊傳播影像已經越來越

真實；但是，顯微鏡的圖像又把大家帶入一個抽象部

分，所以他下一個系列作品就結合這樣不同型態的形

式。對他而言，創作圖像基本上沒有很嚴肅，有些是

從看過的故事中圖像來擷取靈感。

最後他也說到，在英國西英格蘭大學版畫研究中心

的一個計畫，就是如何用印的方式製作立體作品，不

是印在表面，而是成形時就是立體，挑戰數位噴墨，

打破攝影跟傳統界線，同時也打破了數位噴墨跟雕塑

的界線。除了專題演講與工作坊的進行之外，Paul 
Thirkell 教授同時也帶來了29件該校研究生之作品，
與北藝大學生作品共同聯展，為兩校版畫藝術交流寫

下成功的新頁。

(資料提供：美術學院造形所研究生李屏宜)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鋼琴教授珍．庫普(Jane Coop)蒞校擔任
音樂學系之大師班講座教授。

【文/教學與學習資源中心】「北區區域教學資源
中心」是由北區20所大學院所共同組成，主要秉持資
源分享與互惠之精神，期望區域內之各夥伴學校在通

識、專業課程、產學合作、數位科技應用及特色學程

部分可與其他夥伴學校進行分享與學習，未來亦計劃

建置「北區區域數位學習平台」，提供各校師生進行

跨校選課、無線漫遊上網、圖書借閱、圖儀設施資源

借用申請，以及瀏覽各類活動訊息等功能。

藉由結合多元、異質與互補關係的夥伴學校，該中

心將形成一個學習型組織，在各校專業分工與中心服

務學校的有效整合下，透過e化教學平台的互通與分

享，強化夥伴學校教學發展專責單位的功能、推動與

績效，並以相輔相成、永續經營的態度，共同建立校

際交流之標準化流程（SOP）、互惠機制與管考回饋
制度，以利長期合作關係的維繫與延續。同時另建置

課程、教學、圖資設施等資源交流網絡與平台，分享

夥伴學校之教學內容和教材成果、制度措施與具體特

色作法，以持續提升組織內教師教學品質和學生學習

成效。 
「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於97年10月成立，東
吳大學為該計畫之中心學校，北部計有20所一般和師
範體系校院加入為夥伴學校。

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北藝大等20所大學跨校共享教學資源

奏，就能掌握樂曲想要表達之重點。此外，她也建

議，在合奏時的彩排，應該要從每個重點小節來作

練習，而非是每次重頭到尾一直重複的演奏，找出

主要的關鍵點，才能將樂曲呈現到位。

珍．庫普教授為現今加拿大最有名的鋼琴演奏家

之一，現任英屬哥倫比亞大學音樂系教授兼鍵盤組

主任，並在暑假期間擔任緬因州克奈索廳（Kneisel 
Hall）室內音樂節的長駐藝術家，與茱莉亞絃樂四重
奏成員或其他傑出音樂家合作演出。

近年來，她與小提琴家安德魯．道斯（Andrew 
Dawes）合作錄製完成貝多芬全套小提琴奏鳴曲，
成為她音樂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

這些夥伴學校分別如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政治大

學、陽明大學、台灣大學、大同大學、輔仁大學、

華梵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藝術大學、國立空中

大學、台灣海洋大學、銘傳大學、實踐大學、真理大

學、臺北大學、佛光大學、宜蘭大學、台北市立教育

大學、中國文化大學、法鼓佛教學院。

「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相關活動及訊息網址：

http://nttlc.scu.edu.tw/
(部分資料來源：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