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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學院

甄選後獲選參加「齊藤室內樂計畫」

音樂系 吳宛蓁(小提琴)、蘇哲弘(中提琴)

舞蹈學院

獲選為台灣地區代表參加「美國2009舞蹈節-American 

Dance Festival」

舞創所 楊乃璇、舞貫四 簡麟懿、舞貫七 林柔雯、張堅豪

美術學院  科技藝術研究所
2009年第7屆全球華語大學生影視獎 

「優秀動畫片獎 」 蔡玨伶  《再見蔡玨伶》

戲劇學院  電影創作研究所
2009年第7屆全球華語大學生影視獎 

「最佳劇作獎 」 林冠慧   《親愛的某某先生》

「優秀實驗片」  賴孟傑  《紅色高跟鞋》

2009年日本福岡亞洲影展入選　王承洋  《光之夏》

2009年英國倫敦台灣電影節

「台灣新星單元」入選    蔡宗翰《曬棉被的好天氣》

2009海峽大學生影展「台灣學生作品展映單元」入選

賴孟傑《紅色高跟鞋》       許富翔《天台》

2009年第11屆台北電影節入圍

「劇情短片類」  姜秀瓊  《跳格子》、賴孟傑  《恐懼屋》

「劇情長片類」  程孝澤  《渺渺》

許富翔《天台》

道地德國巴伐利亞美食、中式小點與新鮮麵包

寶萊納餐廳於藝文生態館全新開幕

【綜合報導 資料提供/寶萊納餐廳】座落於鷺鷥草
園旁藝文生態館之寶萊納餐廳於5月份正式開幕營
運，結合正統德國料理與中式小點，及麵包冰淇淋外

賣區，不僅提供多樣化的用餐選擇，另備有舞台場地

安排表演活動之用。

寶萊納餐廳主要分兩部分，一是富有濃濃德國巴伐

利亞特色之餐廳，屋頂挑高九米，搭配原木打造三角

紅色屋頂與各式桌椅，充滿歐式田園餐廳氣息。整

排落地窗放眼望去，不僅可見兩頭水牛與白鷺鷥在

草原歇憩，更可遠眺101大樓，坐擁整個關渡平原之
美景；另一邊電影café區則是佈置著各國懷舊電影海
報，設有舞台區、大型投影布幕與裝備百萬音響，結

合藝文氣息，提供配合學校各單位學生展演活動演

出，並與緊鄰在旁的北藝大電影院相互輝映。

餐廳主要供應道地德國美食，如德國豬腳、肉腸、

麵包、現釀生啤酒，與點水樓遠近馳名之中式小點，

如三星蔥油餅、小籠包、叉燒酥等，共近百種現點現

做之餐點可供用餐選擇。除了由廚房現做出爐之德式

麵包外，另也提供從市區麵包工坊新鮮配送之各式西

點。而愛吃冰淇淋的大小朋友，也可在此品嚐到來自

俄羅斯的卡比索冰淇淋。

校內教職員生可憑證件享9折優惠。訂位專線： 
2891-7677，校內分機：4598、4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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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報導 資料提供/莊子瑩、施柔安】美術學系大
四生莊子瑩與施柔安在獲得97教育部學海飛颺菁英
留學計畫補助後，前往法國國立高等布爾茲藝術學院

(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art de Bourges)展開
一學期的海外留學生活。對於學習創作的這兩個人而

言，換個環境學習，不僅可以拓展自我的創作視野，也

是為大學生活中的最後一年，留下最難忘的學習經驗。

  莊子瑩說到，這所學校坐落於Bourges的市中心熙來
攘往的街道上，一棟四層樓高的古典歐式建築，相較

於北藝大，少了廣大遼闊的校園，但麻雀雖小五臟俱

全。在那的每個學生都有自己專屬的工作室，另也有

固定的展覽空間，提供學生定期發表作品。此外，專業

設備的攝影棚，進暗房會有技術人員專門指導；器材

室則提供租借DV、電腦、相機等電子產品；電腦室放
置著MAC，讓租屋在外沒有網路的學生可以在學校上
網取得資訊；而學校的剪接室除了有專業的設備外，

也能學習專業的技術。施柔安同學則談到，比較不同的

一點，在這所學校，有配置所謂的技術員，其主要為幫

助學生處理創作上技術較艱難的部分，例如：軟體的

操作，硬體的使用，燈光架設等等；學校的各專業教室

中，皆有技術人員，從暗房到數位影像方面，有問題都

可以幫學生解決。她認為，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國外在

創意產業這一塊，能夠如此成功，應與他們的分工精細

有關。在剛開學時，導師為了讓四年級的學生相互交流

情感，特地舉行午餐聚會，大家各自準備一道食物，坐

在草地上聊天曬太陽吃美食，十分愜意。

  至於課程部分，莊子瑩提到，法國的美術學院是五年
制，一到三年級等同於台灣的大學，四、五年級則是同

等於國內的研究所，所以五年畢業後即是取得碩士學

位。在那裡，除了有台灣學生以外，另有從捷克、西班

牙、土耳其等世界各地前來的國際交換學生，而所有

的交換生都必須是四年級生，因為四年級不像三、五

年級有必須過文憑的壓力，也不像一、二年級有必修

的基礎科目，在安排課程上較為彈性許多。她表示，剛

開始上課仍然不能馬上適應，因為是以全法文授課，

使得上課有點吃力，即使在台灣已經學了一年多的法

我的海外留學記系列報導 ｜美術學院  

法國國立高等布爾茲藝術學院留學記
語，到了那裡卻還是鴨子聽雷。幸好學校有為這些國

際交換學生安排至語言中心，利用課餘時間繼續加強

法語能力。此外，每個人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安排課

程表，她則是選擇了攝影課Studio Photographie當成
主修，依照自己的創作進度拿作品和老師討論，除了

聽老師的見解外，也可以透過別人看自己的作品，來

了解自己。而每個星期二有與導師的Coordination，透
過這堂課，每個學生會介紹自己歷年的創作，並和大

家分享現正進行作業概況，讓同學們在獨立創作的過

程中還能保有與外界交流的管道。星期三的Cycle de 
Conference就是一到五年級全校師生都得聚集的一堂
課，因為學校會固定邀請一位藝術家來開座談會，除

了談論自己的專業作品外，也會和同學進行相互交流。

Dessin平面繪畫是唯一讓她感覺最熟悉的一堂課，不
需要言語盡情地描繪模特兒，畫畫成了最好的溝通語

言。然而，學校也會依課程的需求，不定期帶學生去參

觀藝術家的工作室，或是去巴黎看展覽，讓學生和當

代藝術接軌，掌握最新的相關資訊。學期末則有評鑑，

每個學生必須展出自己這半年的創作，並由五位不同

專業領域的老師進行評量，審核這學期的學習狀況，

每個學生都要拿出自己最好的一面，慎重如同開個人

畫展一樣，沒有人敢掉以輕心。

  施柔安認為，在法國，學生們都非常積極主動的約老
師談作品，不只上課大家一起討論，私底下的討論也

非常多。而其評鑑的方式是先佈置好自己的作品，再跟

老師約好時間討論。在審查的時間內，每個學生要說明

這一個學期做了些什麼，以主動的方式看待作品與觀

賞者，這點是很值得學習的地方。如此一來，不但可以

練習如何表達，就像是去面試一樣，必須準備好一些

基本回答，有些問題往往還會讓人意想不到，但這些

皆有助於平常多去想想關於自身創作的問題，而不是

作品交出去就結束了。此外，每學期也會邀請到不同

領域的藝術家來做workshop，參與的其中一次是一位
影像藝術家來開講。工作坊之進行通常為期三天，第

一天上午，大家分享各自先前拍的短片，提出一些想

法來互相討論；下午到第二天，則分組做一個project；

第三天上午就需呈現前兩天的創作成果。感到有趣的

是，雖然題目都一樣，但是大家所關注的部分、拍攝手

法，與敘述之方式，真的都非常不一樣。這是一個非常

難得的經驗，把平常根本沒有什麼接觸，埋頭做自己

東西的美術系同學接上了連結線，並擦出一些火花；不

同語言，不同國籍的組合，是考驗也是刺激，但是出來

的結果不論如何都很珍貴。

  課外活動方面，兩位同學也充分利用假期，安排旅
遊，走遍法國西部的布列塔尼（Bretagne）、比利時
（布魯塞爾、布魯日）、荷蘭（阿姆斯特丹）、西班牙

（巴塞隆納、馬德里）、德國、奧地利等地。她們說

到，身處法國真的是非常好的一個地理位置，利用這

次難得的機會買了歐洲的火車通行證，造訪了很多城

市。歐洲鐵路四通八達，在那麼多城市之間移動，火車

真的是非常方便的工具，便宜又有效率。而在日常生

活部分，省錢的同學們也是自己買菜回來煮，只是相較

於在國內，那裡的紅、白酒與各式麵包乳酪，由於價格

便宜大眾化，反倒成為日常生活美食的一部分。

  莊子瑩表示，經過這半年的時間，有快樂、有傷心、
有淚水、也有歡笑，認識很多這個年紀不曾遇過卻志

同道合的人，大家都是對藝術懷抱著夢想有緣聚集在

一起，能在年輕的時候嚐試不同的生活方式，對她的人

生有著很大的影響。除了學習知識以外，旅遊也增長

了自我見聞，懂得如何從不同面向去思考體會，這些終

將成自己的養分，無論往後遇到甚麼困難，也會懂得利

用這次經驗作為以後繼續努力的動力。

在學期一開始，班導師特地舉辦午餐餐會，讓同學們彼此認識與

交流情感。

賴孟傑  《紅色高跟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