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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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意文化理論與實踐

舞蹈學院研究生夏威夷大學實習計畫心得
【整理報導 資料提供/樊香君、劉依晴】由舞蹈學
院舞蹈理論所趙綺芳老師所開設之「表意文化理論與

實踐」這門課，於1月18日至美國夏威夷大學展開為
期一個月的海外教學課程，而選修這堂課的5名研究
生也掌握這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充分利用與選修相關

領域之課程，讓多元學習落實在課堂中，也拓展其國

際觀與新視野。

這次在夏威夷大學的課程安排是透過曾到校擔任舞

蹈學院客座教授Judy Van Zile來安排。Judy教授比
喻夏威夷的多元文化，如同夏威夷著名的彩虹般兼容

並蓄，彼此共存、相互尊重。研究生樊香君同學說

到，在那裡一個月的校園生活獲益良多，從學校規劃

的種種課程中可以看出，當地文化政策重視各族群文

化的學習與發展空間，幾乎針對夏威夷當地主要的

各個族群，如夏威夷、韓國、菲律賓、日本、大溪

地、中國等，學校都開設相關文化課程供學生修習，

而她所修習的兩門課「Hula」舞蹈(夏威夷的傳統舞
蹈)與「Dance in world culture」 中，老師的教授方
法都相當強調文化背景的建立。她談到，尤其是教授

「Hula」的Vicky Takamine老師，她不單只是片面的
傳授動作(術科方面)，更試著從歌詞的傳唱與玻里尼
西亞字彙的理解來建立「Hula」舞蹈的文化背景。她
引述Vicky老師說到，「在學生當中各色人種都有，
而每個學生不只是學習傳統舞蹈，更是要做到對夏威

夷原住民所有文化抱持著高度的熱情與支持，這才

是重要的，而這同時也是對一種文化表達尊重的最佳

方式。」此外，依Vicky老師的看法，在傳統的創新
中，「動作」是一個重要的指標，並且也是各種傳統

舞蹈創新的一個重要關鍵，傳統的創新必然是對傳統

有一定程度的深入了解與實踐，才能夠取材自傳統。

樊香君同學表示，在傳統的傳承方面，她特別訪

談了一位參加「Hula」舞蹈的學生Kapono，來瞭
解當地年輕一代是否在觀念上接受差異。她提到，

Kapono現年20歲，本身也是夏威夷原住民，夏威夷
語是他的第一語言，並非英語，從小打獵捕魚長大。

中學進入專門教授「Hula」舞蹈的學校就讀，大學選
擇了夏威夷語言與文學系，因此當他們談到「Hula」
舞蹈以及夏威夷原住民文化時，可以從他的眼神和語

氣中看出身為年輕一輩的他對於原住民文化的了解與

認同。Kapono認為他自己是相當幸運的，許多文化
傳承的問題存在，並非由於人們本身對於文化的不認

同或理解，而是由於夏威夷原住民的普遍生存條件較

差，許多原住民的年輕人無法像他一樣有安穩的生存

環境，並且有機會念書，他們遊走於邊緣，更談不上

文化的滋養與傳承，這個部份是我們所看不到的。

所以，即使提倡多元文化，但當某些必要的生存因

素不完備時，發展與傳承是有難度的，美麗的彩虹城

市背後還是存在著問題。這種種一切，其實都可以照

應台灣現況，以及她關切台灣所發生關於傳統文化、

傳承、創新，以及多元族群等的議題的反思。

 【綜合報導 資料提供/文資學院】文化資源學院策劃
之「文化資源保存與經營管理國際教學計畫」於2月
7日至2月14日前往歷史文明古國「印度」進行國際海
外教學，本次行程以八天的時間，前往克修拉荷性廟

群（Khajuraho）、阿格拉紅堡（Agra Fort）、泰姬
瑪哈陵（Taj Mahal）、德里胡馬雍古墓（Humayun’s 
Tomb）、德里古德塔（Qutb Minar）五大世界遺產等
地進行實地教學，此次活動計有30名師生與專家學者
共同參與。

  在文資學院林會承院長的帶領下，除了參訪五大世界
遺產遺址之外，同時也走訪了佛陀初轉法輪的鹿野苑

遺跡（Sarnath）、恆河（Ganges）、琥珀堡（Amber 
Fort）、風宮（Hawa Mahal）等地。
  而在參訪印度國立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及保存

文資學院「文化資源保存與經營管理國際教學計畫」

印度古文明之行

中心的過程中，不僅欣賞到館內藏有之豐富古董、民

族繪畫、阿將塔窟院的畫作外，並與相關單位進行交

流與座談，瞭解其相關古物之收藏與維護之過程。

  印度，這個南亞地區最大的國家，人口數僅次於中
國，為世界第二多人口之國家(超過11億人)，它同時也
為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之發源地，但多數印度人仍過著

傳統的階級生活，社會貧富差距相當大。

   然而，古印度的貴族階層坐擁財富，留下相當多的遺
跡，包括巨大尺度的建築物、豐富的雕刻和圖案等；在

建築和藝術方面，創造出極高的成就。

   多年來，這裡都是歷史考古學者必定造訪之聖地，且
具有相當重要的研究價值。而這次的印度行，也讓文

資學院的師生們在海外世界遺產教學系列行程，更加

的深入與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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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文對象：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在學學生

徵文日期：自3月15日起至4月30日截止。

徵文類別：

每人(組)每個文類投稿以一件為限。篇幅如下：

短篇小說：每篇以15,000字為上限。

現 代 詩：行數、字數不限。

散     文：每篇3,000字為限。

寓言繪本：篇幅以故事完整為原則。

舞臺劇本：實際演出長度約15至20分鐘。

獎勵辦法：

1.各文類皆取首獎一名、貳獎一名、參獎一名，

   佳作兩名。

即
日
起
開
始
徵
文

【文/共同學科】為鼓勵北藝大同學燃起對中文閱讀與寫作的熱情，營造校園文學創作風

氣，共同科特舉辦徵文活動，提供同學作品發表與分享討論之園地。

2.每名皆頒予獎狀一幀、作品集二冊及獎金(圖書禮卷)。

作品格式：

請以Ａ4大小、字體12級、新細明體為原則。作品請

email至投稿信箱Gtnua20090430@gmail.com，並請另

檔附註個人資料，含姓名、系所、學號、E-Mail信箱及

聯絡電話。

評選：

評審作業將敦聘校內、外相關專業學者與知名作家進行

初選與決選。各評審意見將收錄於作品集中。

其它相關活動訊息請上網查詢，共同科網址為：

http://sites.google.com/site/guandulaurels/，或來電洽

詢，聯絡電話：(02)2896-1000 #3616 王麗雯小姐。

再次至國外發表論文的研究生劉依晴同學則表示，

這次同學們都充分利用在海外研習的每一天，不僅選

修旁聽自己喜歡的課程外，也將自己在國內之所學在

課堂上與當地同學們分享。她在課堂上講解了台灣特

有的「跳鼓陣」，不只播放影片解說，也現場教導同

學正確的跳舞姿勢。而讓她感觸最深的是，在夏威夷

大學，她並不像是個外國人，因為這裡的多元人種與

文化，對於任何一種新文化接受度都極高，讓任何一

個初進入的異國學生都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快速地融

入這個大家庭。

而另一位研究生林宜穎同學則是帶來東方舞蹈課

程-武術，來與當地學生們分享中華文化的奧妙與精
深。在每天的放學後，同學們也會與老師們分享一天

在學校的上課情形，彼此交換意見與交流，讓海外教

學的課程，不僅擴展與豐富了國際視野，也為跨國文

化交流與國民外交作了最佳的示範與詮釋。

參訪團於印度保存中心除了欣賞館內藏有之豐富古董、民族繪畫外，

並實地瞭解其相關古物之收藏與維護之過程。

舞蹈學院舞蹈理論所研究生們與美國夏威夷大學學生們一起相互

學習與瞭解彼此間舞蹈文化之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