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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逢清華百年校慶，學校規劃出版百年校慶叢書，藝術自然是盛宴中榮耀的一環。

校園與藝術的對話由二十多年前的校園一角努力紮根繁衍，至今枝繁葉茂、人文薈萃、

氣象萬千，本人自1977年開始任教於清華，深刻感受到長久以來校園藝術文化氣息活

絡滋長的歷程。

　　國民政府遷台後選定新竹為清華大學在台復校的地點，初期追求學術上卓越亮眼的

表現，而教學內容偏重實用取向的理工相關課程，直到1980年年代校方成立人文社會

系所，接著通識教育中心隨之設立，才有所改善。但藝術方面的課程則始終在主要教學

規劃中付之闕如，而校方也深感建立藝術教育課程的重要。早期在通識教育中心之下籌

設「美育實驗課程計畫」藝術教育課程。為提昇藝術教育的成效並刺激更廣泛、更直

接的藝術參與及經驗，1988年乃成立「藝術中心」，著手籌劃藝術展覽及音樂表演活

動，藉此激發整個校園藝術與人文素養。

　　清大藝術中心發展重點雙管齊下，一直縈繞著兩個核心架構，朝著多元、全方位的

藝術活動面向發展：一為靜態的藝術展覽，包括了繪畫、攝影、雕塑、陶瓷、書法、裝

置藝術、數位藝術與公共藝術。另為動態的表演藝術，包含音樂、戲劇與舞蹈。而近年

來世界藝術潮流的發展已邁向跨領域的範疇，更證明清大藝中初始的發展重點是動靜兼

備切重要領。

　　藝術中心由綜合二館八樓的辦公空間作為臨時展覽空間開始，一路披荊斬棘，到目

前完備的展覽廳與表演廳，並且規劃活動引介當代的視覺與表演藝術菁英之作，也呈現

藝術界的多樣化，吸引校內外各階層人士前來欣賞同樂。二十多年的節目活動不勝枚

舉，時常辦理藝術季、文藝季、專題影展，甚至也照顧到小眾藝術例如風箏展、傳統剪

紙、木偶戲、傀儡戲、皮影戲、中國傳統服飾、茶藝、蠟染、相聲、手工書等等，而古

典音樂、交響樂，以及現代舞、搖滾樂或實驗劇場等各種表演輪番上陣。

藝術清華慶百年
國立清華大學校長 陳力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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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二十多年來，清大藝術中心已經成為校園和社區文化藝術生活的中心；尤其是在

九○年代，大學尚未有設立藝術中心的風尚之時，更是一枝獨秀引領風華，清大藝中的

活動將服務對象擴展到新竹社區民眾，尤其是二十多年來展覽廳持續安排當代國內外藝

術家的展覽，累積豐富的視覺藝術資訊給各界參考。本人自擔任校長以來，多次參加校

內藝文活動，包括人社院學士班、中文系、外語系畢業戲劇公演、清華樂集、管樂社、

合唱團演出、藝文走廊展覽、美術史講座、書法展、畫展等，深感本校藝文氣息濃厚，

深入校園各角落。這學期的水墨展覽，我也親臨開幕與座談會的現場，向當代水墨藝術

家們與民眾致意，更能體會到他們熱烈地沈浸於水墨內化感受與美感經驗之中，充分反

映新竹民眾對藝術求知若渴的精神，而清大藝中正是藝術的傳導先鋒，也受到廣大新竹

藝術人士的肯定。

　　本人應邀為藝術中心即將出版的百年校慶專輯撰寫校長序文，藝中是清大人與民眾

接近藝術的場域，藝術創新觀念的實驗場所，也體現清大藝術精神與印記。這本百年校

慶藝術專書見證清大藝中自創立以來二十多年的藝術軌跡，內文涵蓋藝中相關人士近

五十篇的文章，也是藝術界樂見其成的紮實回顧文集，亦是有志從事藝術行政管理的新

生與研究大學藝術機構人士的重要參考。

　　藝術是文化之精華，感謝前人努力，藝術不再是附會風雅的貴族文化，校園內蓬勃

的藝術氣息，藝術儼然已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師生去圖書館時，自然而然會繞進藝術中

心看看展覽、聽聽音樂。放眼未來，期待清華大學藝術中心在不斷的創新努力下能有更

多樣化的藝術呈現，預期藝術能更深入學術殿堂及每人的生活之中，成為專業的人才搖

籃，使人人樂於欣賞藝術，喜愛藝術，甚至討論藝術。



　　清大藝術中心主任劉瑞華教授邀請我為藝術中心即將出版的專輯撰寫序文，我身為

中華民國大學院校藝文中心協會的理事長，自當義不容辭地為這樣具有校園藝文指標性

意義的書籍寫幾句感言。清華大學學術表現優異甚受各界肯定無庸置疑，在新竹已經建

校五十餘年，是一所歷史悠久與傳統優良的大學，也是國內優秀大學中唯一沒有設置任

何藝術科系的學校，可見清大藝術中心在校園中扮演的角色舉足輕重，經常舉辦藝文表

演及展覽，活絡校園文化氣息。

　　校園的展演機構具備著社會功能與文化意涵，清大藝術中心自1988年成立以來已

倏忽超越二十載的光陰，是國內最早成立的大學藝術中心之一，不僅是校園藝術機構，

也是服務新竹眾多社區的重要展演中心，看著清大寄來的每學期藝文活動印刷摺頁，不

僅要讚嘆能做到如此多樣化發展的大學藝文機構著實不多，清大藝中實堪稱為箇中翹

楚。這二十多年來，不論在視覺藝術或表演藝術的領域上，清大藝中一直努力不斷的詮

釋當代藝術風貌，讓藝術家在新竹縣市地區能有個完整場地展覽或演出，提供校園師生

及桃竹苗地區的民眾與當代各界藝術家面對面互動的機會。

　　清大藝術中心善於整合周遭的社區社群，深度開發目標觀眾群，以深層的藝文賞析

活動穩固基本觀眾，吸引每學期的大學新鮮人與一般群眾，厚植地方深度人文藝術素

養。此中心尤其善於強化藝術教學資源，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評論、藝術展覽、藝術家

簡介與國際藝文資訊等藝術資源，隨時建構更新各類型藝文教學資料，利大眾查詢。實

際上，清大藝中已經建立美學教育真切實踐的優良藝術環境，推廣講座與節目，鼓勵學

生積極參與藝術活動，使清華學生視野開闊、藝術美學落實在學生主動學習之中，校園

的藝術人文氣氛自然凝聚，提高學習興趣及學生藝術創造力深度培養，並使大學教育精

神得以綿延不絕。

　　我時常宣傳的理念「大學博物館化」、「大學美術館化」，是視覺藝術發展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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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氣風發話清華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校長 黃光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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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目前台灣的大學院校為數相當可觀，設若每所大學都能設立具典藏特色的博物館

或美術館，定能提升地方上的藝文風氣、審美觀念與社會價值。然而各大專院校在經費

的主要因素之下，或許成立各校專屬的博物館與美術館是較遙遠的藝術夢想，大多數學

校也像清大一般，先成立校內小而美的藝文機構，肩負起關鍵性的角色，每學期策劃展

覽、音樂、電影、戲劇等類型藝術節目，一步一腳印，近年來大學院校藝文中心已經逐

步發展成為台灣藝術教育生態重要的特色之一。

　　大學院校藝文中心不僅作為一個藝術實質的教育場域，也有能力帶動周邊社區文化

產業的發展。清大藝術中心在二十多年來提供師生與新竹民眾優良藝術環境與氛圍，讓

學生潛移默化地沈浸在各類藝術均豐富運作的環境，它造就傲視群倫的可觀成績並持續

成長茁壯。隨時登上清大藝中網頁瀏覽，即可發現曾辦過專業展覽數目已經超越百檔，

表演節目也是數百檔之譜，許多曾在清大藝中展出的藝術家或表演家多為當今藝術圈

的佼佼者。清大藝中曾獲教育部在1999年評選為「藝術教育績優機構」就是最好的明

證。眾所皆知，清大科技教育已是由良好的基礎中普及與深化，目前校內藝術在藝術中

心的籌劃下也朝向多元化的方向進行，科技與藝術人文教育均是百年大計都能在此蓬勃

發展，假以時日，清大定能登峰造極潛力發展為具國際水準泱泱氣勢的一流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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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心靈甦醒  
清大藝術中心主任 劉瑞華

　　三年半之前，我接到徵詢要我來擔任主任的時候，剛好因為用沙紙打磨自製的煙斗

而把手指給磨破了，心想：「藝術中心？會不會有木工車床？」於是就答應兼了這個差

事。結果，在這裡我見識了許多從沒想過會發生在清大的事情，也發現這個我已經任教

十幾年的大學裡竟然有我從來不知道的一面。我彷彿剛進入這所大學的新鮮人，重新認

識這個校園，也重新找回了那年少時期曾經有的好奇。

　　我很尷尬的承認，當上藝術中心主任之前，我幾乎不知道這裡在做些什麼，也不知

道藝術中心在清大已經存在了二十年。我想，校園裡可能有許多人和我一樣，不知道清

大藝中這二十年來為這個校園增添的美好故事。我認為應該讓更多人知道這些故事，也

讓曾經認識清大藝中的人重溫記憶。雖然在這裡我沒找到木工車床，我自製煙斗的手工

活也停了下來，可是我在這裡認識了許多可愛的朋友，發現了許多美麗的故事，在我已

經視茫髮蒼之際，卻讓心靈甦醒了。

　　這所大學一向以水清木華的校園為榮，美好的自然環境是孕育人才的重要條件，而

藝術中心在校園裡提供的是一種生活方式，不論是展覽廳裡的瀏覽與聆聽、欣賞一場音

樂會，還是跟著工作坊的老師舞動肢體、看場夜貓子的電影，或者只是走過一件公共藝

術作品、瞥見一張海報，藝術中心希望能給在這個校園裡生活的人，多一些美好的經驗

與回憶。我甚至相信藝術中心的存在就如水清木華的環境一般，在無形中影響這個校園

裡的人。這本書是把這份影響用一些文字給個交代，讓校園外的人也能知道。

　　清華大學至今仍然經常被人提到是以理工為主的大學，還沒有任何藝術領域的系

所，為什麼會在二十幾年前成立藝術中心，可能許多人和我一樣好奇，不過即使我很想

告訴大家，還是沒找到一個清楚的答案。在首屆主任宋文里老師的回憶裡，藝術中心是

從一個簡單的臨時展覽空間開始的，經過了許多熱情的人默默努力，才一點一點累積起

來。當初打開了那扇窗，讓人看見了遠方的景物，開啟的是無限延伸的空間與想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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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無法，也不想用單一的觀點敘述清大藝中的故事，於是我們邀請了許多人一起來幫我

們完成這本書。

　　藝術中心最珍貴之處是擁有許多朋友，來過校園的藝術家、音樂家、義工、工讀同

學、前任的主任，以及過去與現在的工作同仁都為這個園地做了許多。我們儘量邀請他

們來，共同講述藝術中心一路走來的歷程，以及發現未來前進的方向。我們要特別感謝

黃光男校長為封面題字，郭珊珊、李青霖都是藝術中心長期的朋友，他們的文章讓這本

書增色不少。歷屆主任都以各自的方式協助本書的編輯與出版，特別要感謝宋文里、彭

明輝撰文，徐小虎接受訪問。早期的義工沈慰芸已經旅居國外多年仍然對藝術中心深刻

關心，代表了許許多多義工的心聲。還有多位藝術家們特別賜文，讓我們銘記在心。曾

經在這裡工作的同仁、義工、學生，希望你們都繼續將這裡當成自己的家園，讓書裡的

文章帶回點滴回憶。

　　從構想到完成，編輯這本書所經歷的時間超過原先的預計，而且其間發生了許多沒

有想到的事情，正在藝術中心工作的怡君、小秋、甫珊、舒亞、小恕在工作之外，為這

本書要額外付出，尤其是小秋在編輯後期幾乎不眠不休，我要特別向他們致謝。還有貓

哥，在這段日子裡經歷了刻骨銘心的生命體驗，一直陪伴著藝術中心。在本書完成之

前，藝術中心失去了洪麗珠老師，這份傷痛更是難以言喻。這本書只能用平面的方式以

及有限的篇幅表達，而且勢必括一漏萬，我必須向未被邀請或提及的朋友們致歉，但願

讀者們能從字裡行間瞭解我們溢於言表的心意。

　　一開始我們就問過自己，這會是一本怎樣的書。我曾經很輕鬆的想，也許是一本教

育改革的書。不過，我們該給大學生什麼樣的教育，那並不是這本書能夠回答的，我們

只想從清大藝中的所見與所為，告訴大家這所大學在一般人的印象之外，還做了不少鮮

為人知的努力。當然，對這本書的內容最感興趣的人會是曾經參與過我們活動的藝術

家、義工、同學、老師與工作人員，而探索大學校園該有的生活方式卻是更多人關切的

事，我們認為，關心藝術、關心大學裡美學教育的人，乃至於關心大學教育發展的人，

都會對這本書的內容感興趣。

　　大學應該追求卓越，我們換個角度，藝術中心不是高等教育評鑑的項目，表現如何

也沒有具體的指標，可是我們一直努力在做，也會持續努力做下去。究竟為了什麼？就

為了那許許多多有夢想的人，不管是現在有、曾經有，還是將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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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大藝中歷史回顧 
文．圖/ 賴小秋

　　清大藝術中心的回顧史在此藉由歷屆的

藝中主任們的任期來串連這二十二年漫長歲

月。藝中所有工作是透過專業人才、群策群

力、兢兢業業來達成，每個時期還是借重各

個領導者特殊才能，所著重的規劃與理念均

不大相同。歷屆主任氣質各異，卻都是通情

達理、任重道遠之主管，既能尊重專業同

仁，同時高瞻遠矚、運籌帷幄，參與藝中深

切，帶走的雅韻至今回甘。在記憶長流中，

他們的共同特點是熱愛藝術，有的熱情激

昂、一身是膽，有的溫文儒雅、風度翩翩。

在此讓寸寸韶光停格凝聚，重溫舊曲！

篳路藍縷

　　清華大學藝術中心成立於1988年，這

個階段處於社會政經澎湃脈動的潮流趨勢中。政府宣布政治解嚴，開放報禁、黨禁、大

陸探親，各行各業得以脫離過往無形的威權政治桎梏，藝廊快速茁壯，藝術市場蓬勃，

經濟繁榮吸引藝術取經人口移轉回流，藝術界呈現多元化與區域化的趨勢。

　　宋文里教授當時擔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並兼任為第一任藝術中心主任（1988-

1990）。他是早期（1987）規劃通識教育中心「美育實驗課程計畫」的推手。藝術中

心的成立，著實是為了提升清大校園藝術教育並讓師生、民眾能有直接體會美感經驗的

場域，並開始積極籌劃藝術展覽。曾考慮以「清華藝廊」為名，但考量校園美育長遠發

展的教育功能與意義，最後定名為「藝術中心」。

　　此時期的室內展覽廳位於第二綜合大樓圖書館的八樓，行政區域位於人文社會學

院。活動著重於視覺藝術展覽的推展，規劃朱銘雕塑展覽、台灣早期藝術家、全校教師

眷屬畫展、纖維藝術、歷史文物、攝影藝術、電腦繪圖、水墨、油畫、陶塑等等展覽，

詳見本書第四部分李宗慬與劉惠媛兩位老師文章中均詳細提及介紹草創時期的展覽。

承先啟後

　　徐小虎主任為第二任（1990-1993）的藝

中主任，她曾任職加拿大維多利亞美術館首

任東方藝術部長及澳洲墨爾本大學藝術系所

教授，學經歷豐富，因此劉兆玄校長任內邀

請徐教授擔任清大藝術中心主任，為校園注

入新的活力，爭取經費建造綜合二館一樓的

展覽廳，並設有木製表演平台，是兼具表演

與展覽功能的藝術空間，從此時開啟藝術中

心篇篇精彩絕倫的樂章與藝術演繹。

　　徐主任為這個中心建樹頗多，規劃戲

劇、音樂、舞蹈等方面的活動，更以其專業

的藝術背景規劃了別開生面的跨領域展覽，

例如剪紙藝術、風箏展、建築與生態展覽與

清大藝術中心在圖書館8樓，並有標示的字樣。（李宗慬提供，左頁上圖）

劉振祥攝影展藝術家講座  1989（左一）宋文里，（中）劉振祥。（左頁下圖）

建築與生態道德展與會來賓  1991（上圖）　

中國服飾靜態展活動現場  1992（中左圖）　有無之間－－蕭勤的繪畫展覽邀卡(正面)  1991（中右圖）

藝術的過程與體驗　蕭麗虹裝置展活動現場  1992（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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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中國服飾設計徵件展與活動、陶塑裝置展、生物科技放射蟲展覽、貴州蠟染及

地戲面具、茶藝與茶道、四校聯展。陶藝家蕭麗虹在省美館的開館裝置作品給予清大藝

中人印象深刻，因此1992年蕭麗虹受邀到清大展出，讓清大師生能共同參與校園公共

空間裝置藝術，由歷史圖片可見當時在清大湖畔與人文社會學院空間盛況，由本書訪談

徐教授專文與張惠蘭老師文章可得梗概。

　　當時還邀請董陽孜老師於清大藝中個展，此展相濡以「墨」強調書法的空間感與藝

術性的流動氛圍。並請其為清大藝術中心題字，因而董老師飛揚俊逸的書法遂成為藝術

中心的logo標準字，歷年來沿用至今；當時也以此書法字體以金或銀色印刷於黑或白底

的紀念衫之上。

典範樹立

　　彭明輝主任在其任內（1994-1996）確立頗多重要的理念與制度規範。首先思索當

時校內對藝術中心的認知與需求程度，大學展覽場對藝術創作者的吸引力，以及藝術中

心在藝術界的定位。相對於美術機構而言，大學藝術中心的經費與資源是處於捉襟見肘

的程度。如何運用有限經費，在短暫的學期內有效地營運，前兩任主任內僅有的一兩位

工作人員都努力達成任務，而彭主任任內是更有效地讓展覽流程由多位專業同仁主導，

準備詳盡的展覽輔助資料，以協助觀眾更深入視覺藝術的核心，結合義工團、工讀生團

體。這些工作方式有承先啟後的效用，至今仍沿用其運作方式、流程與優良的理念。本

書序文之中彭主任詳細闡述其觀點。

　　彭主任為中心整合了極佳的在地資源，建立義工團體，讓所有愛好藝文的民眾能貢

獻心力長期投注於清大藝術中心，除了接受展前的藝術家親自講解的課程，平常和工讀

生搭配顧展時段，並可擔任

導覽的工作。不少當年創始

的義工，因各人生活重心的

調適，有短暫的離開時期，

也都能陸續地回流。因此藝

術中心與新竹社區民眾的在

地情誼更加深厚。

　　彭主任以理工教授的背

景親自撰寫展覽序文，對

藝中視覺、表演藝術徹底

投入。這時期的藝術表現

兼容並包：水墨、抽象、

甲骨文、絹印版畫、寫實油畫、記實攝影、樸素藝術、膠彩、原住民藝術、塔可夫斯基

影展、文化公園等。這裡摘錄各個展覽中他感性的幾段文字：「這是我們初次嘗試導

覽，一定有不盡如人意之處。請您不要因此對我們『一見心死』，我們將會在以後加

以改進……」、「……也祝您有一個愉快（而非充滿挫折感）的觀賞經驗。」、「藝

術中心已經努力踏出純美術的領域，迎向更廣大的觀眾群。……清華人能否捐棄對傳

統『畫展』的定見，以更開闊的胸懷來接納她？……」至此視覺藝術領域在前三任的

主任任內已經打下良好的根基，並持續茁壯！

樂章婉囀

　　熱愛音樂的外文系楊敏京主任，在其任內

（1998.2-2000.1）錄用兩位音樂專長的藝術

工作者進入工作團隊之中，因而表演藝術的區

塊自這個時期開始逐漸茁壯成長，藝術中心開

始進入大量推廣多元化的藝術活動。策劃美國

琵巴第大學的著名大鍵琴家、古代音樂室內樂

團、台北人室內樂團、清華教職員暨眷屬合唱

團、絲竹樂集、馬斯‧納格五重奏、台北凡雅

三重奏、新竹愛樂男聲合唱團等團體的表演節

目。新竹愛樂管弦樂團的首次公開演出的交響

樂之夜，便是在清大大禮堂揭開序曲。楊主任

為鼓勵台灣當代作曲家，辦理楊聰賢教授的作

曲發表音樂會。竹塹百人彌賽亞音樂會也畫下

楊敏京主任任內的完美樂章。

原生、族群、韌力－－原住民藝術展剪報  1996（左頁圖）

文化公園活動：粉筆彩繪（上左圖）　礦工的生活－－洪瑞麟展覽現場  1995-1996（上右圖）

高燦興雕塑展：痕展覽現場  1999（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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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文學的專業背景，楊主任任內的藝術節目也文采飛揚，黃輔棠與康美鳳合作的

「古詩今唱」詮釋千古流唱的孟郊〈遊子吟〉、李白〈靜夜思〉、李商隱〈錦瑟〉，

中國古樂之旅演出曲目也涵蓋〈楓橋夜泊〉，〈陽關三疊〉。「魔鬼與藝術」音樂會

中，楊主任、Fulbright交換學者Richard Poole教授與三位同學聯合演誦和「魔鬼」有關的

Christopher Marlowe作品〈浮士德Dr.Faustus〉；這是史上絕無僅有：藝中主任參與表演節

目的演出。戲劇方面的表演也精彩絕倫：有場深入美國戲劇史、劇場導演與演戲的探

討，並有現場串演一段經常在美國歌劇院裡上演的劇碼及兩齣美國當代劇作家的名作。

志道據德

　　李家維主任擔任過藝術中心兩次主任，第一次為期半年（1997.7-1998.2），第二

次兩年半（2000.2-2002.6）。藝中專業人員大致在李家維主任第二任任期內到達穩定

狀態不再長期流動，均是國外回國的相關專業碩士，任職至今。在此之前的工作人員多

屬大學畢業，僅將此工作作為前往海外留學前的踏角石或短暫的工作計畫。因此良好的

理念、制度、規範再加上願意長期服

務的專職人員，每月、每季、每年不

斷地更新藝術的資訊，規劃新穎的視

覺藝術與表演藝術節目給師生與新竹

民眾。李主任也在其任內賦予專業人

員「藝術企劃」人事正式職稱，使其

能在其位謀其政，循理而行，志道據

德，能充分優游於專業的藝術行政領

域之中。

　　公共藝術史上在校園的示範案例綜二綜三廣場的「清鏡」，規劃與徵件初始是於彭

明輝主任任內展開繁複的過程，並於李主任任期之內完成了評審與設置工作。李主任第

二任任期內，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均有專業人員正常運作，更司其職，逐漸有並駕齊驅

之勢，千禧年之後的表演節目的場次大量增加，並詳列於網頁之中可供點閱。

　　四校傳統的聯展方式，也在此時由清大藝中首創成功。第一屆不限媒材與技法的箱

中密戲——新竹傳奇展（Box of Legends in Hsinchu），本展覽至今成為橫跨桃、竹、苗

三縣市的十三校聯展，每年由不同的學校主辦策劃具開創性與前瞻性之展覽主題，鼓勵

學生進行創意發想、實踐夢想與理想，讓生命力與創造力在此平台演繹交融。清大特別

開放此展給社區民眾自由參加，時常有家庭主婦、上班族、中小學學生也踴躍參與創

作，為平凡的生活增添趣味並激發不同社群藝術的異想空間。

依仁游藝

　　黃朝熙教授具有經濟專長並熱愛音樂，接任第七任的藝中主任（2002-2006）。已

經使用十多年的展覽廳與辦公室區域，也在黃主任剛上任時進行首度大規模更新修繕的

工程，工程雖大，但發揮黃主任的經濟專長，再度群策群力，同仁親自監工並挑選材

料，錙銖必較，僅僅花費不到兩百萬元的經費，驗收時營繕人員聲稱這是清大最實在的

工程，每分錢都花在刀口上，選擇質樸、合乎視覺觀感的材質。將舊有笨重布面展牆換

成由上方鋼軌滑輪運行的展牆，不僅節省佈展工讀金、人力也精簡策展時程；之前布展

談牆色變，作品尚未上牆之前便聲嘶力竭、筋疲力盡、人仰馬翻的時期，進入足以媲美

美術館的優雅策展時代的來臨。數坪大的木製表演平台也在此時功成身退，表演藝術另

有更大揮灑的空間與舞台。

　　過渡時期反而讓藝中的視覺藝術擴大到校內建築空間，人社院黃一農院長力邀藝

魔鬼與藝術文宣  1998（左圖）　 不安的遊戲－－曾清揚個展活動側拍1999（右圖）

局部灌漿－－國小學生參觀  2000

第七屆國際袖珍雕塑展展覽現場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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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視覺藝術的進駐，「Oh！Là Là法國三

人展」、「身體與記憶展」、「女藝‧

女憶展」、「界外藝術展」、「新配方

——小碎藥丸」等展覽輪番在人社院空

間與師生互動，美的事物在生活中共舞

是人人所希望，但藝術不只是純粹的視

覺美感而已，它可以引領一個議題、辯

證、想像空間。

　　化逆機為轉機，化無聲為發聲，除

了為學校規劃大型2002法國藝術節，以單一國家為藝術活動的主軸，音樂、藝術、美

食、文字、旅遊、電影等為介紹橫切面，作深入的文化探討，獲得全校師生熱烈迴響，

在秋高氣爽的竹風中體會法國這道「可移動的饗宴」。2003-2005連續三屆的台灣聯合

大學系統藝術節積極地引介桃竹苗地區優質的藝文及音樂活動。沒了小舞台，需規劃大

舞台，合勤演藝廳2004年春夏開幕系列音樂會拉開另一個表演藝術場域的序曲，校園

餐廳柑仔店合作的小酒館音樂系列也深受好評。

繼往開來

　　劉瑞華教授為現任藝中主任（2006至今）；教育部三級三審的公共藝術案，由

2003年開始執行至2007年劉主任任內完成清華會館〈候鳥歸巢〉與台積館〈媒嫁科

技〉最後設置與驗收階段。〈無聲的對話〉則是邀請國際知名藝術家新宮晉在清大校園

內設置首座動力公共藝術，綿亙千古的動力在此接續延展，座落山丘睥睨塵世，是公共

藝術的精彩典範。

　　二十多年的努力在此時期，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呈現多元化藝術領域的發展。專業

行政工作已經成熟到足以應付如此龐大的策劃層面，不變的是得在同樣的經費下運籌帷

幄。此時期可見到大型五到十位藝術家聯展的主題性展覽例如「纖維印象」與「具象演

藝」受到桃、竹、苗地區民眾的喜愛，甚至有不遠千里而來的台北有心人士場場報到；

每學期系列性、主題性的音樂節目策劃是音樂朋友的最愛，近期幾乎場場高朋滿座。

　　劉主任著重開發更多元的業務讓同仁接受新事物的挑戰，例如編撰2006台灣藝術

教育年鑑，對該年的藝術教育狀況有深入瞭解。電影是其自大學時代至今的最愛，由本

書電影區塊專文中可一覽丘壑。藝中參與規劃設計的合勤演藝廳場地於2008年納於中

心業務管理範疇，錄用專業戲劇行政人員，自此開展每學期戲劇的專業講座、研習與表

演節目，營運幾學期便已進入佳境，使表演藝術臻至完善。

多元璀璨

　　清大藝中的專輯出版在劉主任懷中醞釀輾轉已久，規劃並要求專業領域的策劃人員

撰寫專文，各篇專文孵育過程漫長，如今專輯破繭而出實是貫徹理想的成果。懷抱理

想，望向未來，心中凝結這二十二年漫長歲月，我們步步踩踏前人腳印與路徑前行，步

履更加地穩健有力，締造耀眼的藝術扉頁。

台灣聯大露天藝術節  四校社團表演活動場景（左頁上圖）

清大2005年公共藝術展展場一景（左頁下圖）

2007年纖維印象展覽，藝術家張博然開幕致詞（上圖）

2009年具象演繹展覽，藝術家面對面盛況，張堂 、林欽賢、李足新、顧何忠列座講解。（下圖）



策劃主編：國立清華大學藝術中心

發  行  人：陳力俊

出  版  者：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社　   長：陳信文

總　   編：劉瑞華

執行編輯：賴小秋

行政編輯：范師豪

地　   址：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01號

電　   話：03-5714337

傳　   真：03-5744691

網　   址：http://thup.et.nthu.edu.tw/

電子信箱：thup@my.nthu.edu.tw

出版日期：民國100年3月 (2011.03) 初版

定　   價：精裝本新台幣480元

 ISBN 978-986-6116-04-9

 GPN 1010000059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藝於言表：徜徉清大校園的藝術中心／國立清華

大學藝術中心策劃主編--初版--新竹市：清大出版

社，民100. 03

240面；17×24公分

（國立清華大學百年校慶系列叢書）

ISBN 978-986-6116-04-9（精裝）

1. 國立清華大學藝術中心  2. 文集

525.833/112                             99026043

國立清華大學百年校慶系列叢書

《藝於言表——徜徉清大校園的藝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