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藝大校園雕塑藝術作品介紹之六：
由師生共同合作的校園公共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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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雕塑藝術巡禮」系列文章自 2015 年刊登於《雕塑研究》第 14 至 17 期，與第 19 至

20 期，此系列單元於本期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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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師生合作創作校園公共藝術的濫觴

1990 年代開始由行政院文化建設會所制訂的「文化藝術獎助條

例」在委員會積極推動下，促使「文化藝術獎助條例及其施行細則」

與「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等法令相繼施行，並定義公共藝術為平面或

立體之藝術品及利用各種技法與媒材製作的藝術創作。自此，除了公

共藝術在各地的公共領域獲得興盛的發展之外，更將公共藝術帶進校

園，特別是臺灣在 1999 年的 921 大地震後推動新校園運動，教育部

開始重視校園環境與美學教育，助長臺灣各級學校設置校園公共藝術

的蓬勃發展。

一般而言，校園公共藝術作品的決定者大多是由學校管理者依照

學校經費與需求而產生，因此大多數的校園藝術都是由校方發包工程

聘請藝術家前來設置藝術品；2001 年底教育部為了因應各級學校大

量的校園公共藝術設置，成立了「公共藝術審議委員會」；在隔年的

第一次會議中，委員們建議將公共藝術設置過程視為校園師生共同參

與的教育歷程。因此教育部指出校園公共藝術的設置，應發揮其教育

功能，開發潛能與校園空間環境與社區機能結合，並與課程發展相輔

相成。

近年來各國小、國中學校紛紛發展出結合美術課程，以表達地方

人文特色或是以學校的生活經驗為主，強調師生互動合作參與的方

式，進行師生共同策劃創作校園內的公共藝術，讓學校環境成為教

育、學習與實踐的一部分。藉由這樣的活動，在師生們的參與合作

下，增進師生情感，也提高了師生對學校的認同感。同時由於學校實

施參與式校園公共藝術的製作，更可以有效地減少經費支出的負擔，

因此近年來在國小、國中的校園中或圍牆上，處處可見以學生為主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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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合作的公共藝術（圖 1）。學生們充分利用土、石、木、竹、磚瓦、

陶瓷、馬賽克、金屬、玻璃纖維、塑膠等多元媒材進行創作，在共同

腦力激盪下激發出新創意，創作出各種活潑有趣造形的作品。這些成

功又充滿創意的校園公共藝術範例比比皆是，也是未來公共藝術作為

美學教育功能的趨勢。

二、臺藝大師生合作的公共藝術
 

由於臺藝大本身就是藝術大學，因此比起其他綜合型大學，有更

多的藝術專業人才，作為藝術人才培育的先鋒，在臺藝大就有三件師

生合作的公共藝術作品，分別代表了臺藝大的早期與近期師生合作的

公共藝術成果。

（一）〈孔子問禮於老子〉與〈黃帝發明指南車〉

這是臺藝大的前身—國立藝專時期的作品，作品製作完成於

1969 年 8 月。當時由李梅樹（1902-1983）率領教師丘雲（1912-
2009）、何恆雄（1942-）、許和義（1941-）暨美術科雕塑組與雕塑

科全體學生共同合作的兩幅大型浮雕—〈孔子問禮於老子〉與〈黃帝

發明指南車〉，分別放置於靠近圖書館的版畫教室左右兩側的牆面

上。在製作上，每件作品都是由 21 塊水泥片所組合而成（橫 7 塊 ×

縱 3 塊），當初是分開製作，最後再進行組合固定於牆面上，成為一

幅巨大作品（706×304 公分）。作品為水泥翻製後再加以上色，使

之看起來如同銅製般的效果。

作品〈孔子問禮於老子〉的典故來自於《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