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藝術創作專題與反思寫作

　林甫珊

看到林文琪老師的文章，感覺到我的課堂或許能夠藉

著反思的寫作增加一些思考元素。這讓我在一個陽光燦爛

的午後，積極詢查如何參加反思寫作的說明會議。希望除

了讓自己更知道學生學習的過程和創作的理念，也期望學

生因此花更多時間在創作前後思考自己的作品。美術背景

的過程讓我在清華的教學上碰到很多的衝擊，學生習慣性

的要求指令和鑽研技術。常想如果能夠讓學生多一層自我

的反思，或許能夠讓他們的創作增加深度。由於清華大學

並不隸屬於北二區，所以沒有辦法參加，因此第一學期的

教學現場沒有任何助教處理作業的回收，而是使用數位學

習系統，讓學生自行繳交。不過有些學生作業寫得不好，

好像在寫流水帳，反思的部分常常不知道要如何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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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期開始，我有機會提出一堂新課：「藝術創作

專題」。這門課程以創作現代藝術為主旨，本學期以平面

創作為起始，之後會逐步加入不同的形式。藝術教育的目

的，並非在訓練技法純熟的作者或專業的藝術家。有別於

一般藝術學院的教學時數。通識課程中的藝術教育，最重

要的是利用複合媒材，使學生體驗「藝術」本身。所以這

也是無法很容易的讓反思寫作和藝術家筆記的書寫狀況在

清華執行，因為學生不是美術系的學生。只能希望藉著這

樣的課程，讓這種創作和心靈活動陶養其自身。

當學生享受一堂自己盡情表現的課程後，即使作品生

澀，但絕對有深刻動人之處。這和藝術本身的寬闊與自由

度相合。清華大學的通識教育開了許多和藝術操作型的創

作課程，當代藝術裡有許多原創與藝術表現手法都是作者

們藉著觀察深思而表達出來，進展到 20 世紀時，亦已不侷

限在一個單一物件的塑型。

希望藉著同學們的發想，將創作的形式藉由平面延伸

到藝術專題的層次，可以是同學對生活觀察所濃縮的反應，

將由簡易繪畫技法入門、攝影、紙本藝術等做為創作的形

式。期望學生能以觀察者的角度體察藝術的本質。創作本

身是一種自身能量的延展，創作課程在清華，將是一種人

文的啟示與評析。希望藉此讓各種藝術創作多樣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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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呈現在這樣多元而豐富的校園。當學生藉著創作，思考

更多重的概念時，他們也會有能量，並引導觀眾探索作

者的心靈。

一、讓學生以專題製作方式思考創作議題，創作行動導向

之課程是強調藉著學生自身所設計出來的創作議題，

完成創作及相關之論述。本校學生多有理工之基礎，

期望藉此多媒材的創作形式，讓創作藝術作品的過程

能應用本身技法，跨領域至相關議題並整合學生所學

之專長完成創作。

二、本校學生有意畢業之後轉系至設計及創作相關之研究

所，因此本課程希望能協助學生製作創作作品集，不

論相關之工業產品設計或是媒體藝術，理工的背景雖

然賦予他們相關的智識，可設計或藝術相關科系需要

更多藝術性的呈現，故提供意見及討論作品專題，可

以協助同學釐清視覺呈現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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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設計的題目設計如下：

第一件作品：

尋找一個心中的寶石 --- 哈利波特的儲思盆。

儲思盆（英文：Pensieve）是一個雕刻著神秘記號的石

盆，可以透過它看到別人的記憶。巫師或女巫可以將自己的

記憶吸取出來，特別在大腦被大量訊息充斥時用來解除壓

力。任何人都可以透過儲思盆看到別人的記憶。盆中的世界

是以第三人稱的角度看記憶，有一點像在看電影。進入儲思

盆裡的人必須跟著主角（提供記憶的人的年輕分身）走，而

進入儲思盆的人可以看見主角已經忘了或不留意的東西。

第二件作品：

Who am I ? 定義自己／你的藝術從哪裡出發？ 

第三件作品：

我的創作專題／創作的形式與呈現 ( 合作之創作 )

這樣的主題，除了希望學生有簡單的依據，也能夠讓

學生探索內心的向度，幫助聚焦，同時書寫的過程也是一

個內省的狀態。節錄一位同學關於創作儲思盆的敘述，敘

述他如何決定自己創作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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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儲思盆

2013.12.7「已經說過的話還活著，歷史卻已經是水泥

了。」

記憶是什麼？那些記在我們腦中的發生過的事情，真的

是我們記得的樣子嗎？我們挑選、省略、增添、轉化，每次

的反覆咀嚼複習，真實性又在減少一點，虛幻的成分又再多

了一些。所以記憶不是死的歷史，記憶是活生生的，隨時增

減改變，更像夢。所以儲思盆的概念沒有錯。在與現實拉開

了距離之後，我們的疏離使我們像第三者，像閱讀故事、像

看電影，參不參與故事本身再也不重要，因為你本身就是個

創造者。

我挑選的一段記憶是 2012 年的夏天。那時在台東停留

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陽光、山林、海灘、星空、刨冰，還

有很多很多美麗的人。這些人事物已經不能用一個故事來傳

達，它們是一幅相連的畫，甚至是不太有邏輯性的。基於這

些原因我開始思考什麼樣的媒材是適合的。思考過毛線，但

這些毛茸茸的小東西是冬天的符號；攝影，但它們已經過去

了，再也無法穿越時光去截取；雕刻，石膏太堅硬了，太肯

定也太確實，我需要的是像泡泡一般的東西。最後想到的是

布以及透明水彩。想要藉由這些媒材翻閱記憶…

經過反思書寫的課程產生出來的藝術創作作品如下：

學生的作品更加個人化，同時他們的創作論述也較具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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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 : 聚思盆

作者 黃秉倫

媒材：複合媒材、樹酯、顏料、玻璃瓶

簡述：回憶總是無法

用言語完美的詮釋，而我

希望用玻璃瓶來當作內

心儲存回憶的容器，妄想

自己將珍藏的回憶收集，

無論是歡樂的、哀傷的、

幸福的、苦澀的。但在儲

存的過程中，它並不想就

此安定，總是不停的掙

扎，想要繼續支配著其他

思緒，聚思盆裂了、損壞

了，但並沒有完全消失，

回憶也就此妥協被珍藏

在那內心深處，偶爾的，

溢出一些，使我們不時地

想起那些點點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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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補助惠及此堂課，使其有機會請到不同的老師，

到教室和學生講述自己學習創作的過程，以及藝術家如何

確定自己的創作專題。本期我們邀請了藝術家／陳亭君老

師，工業設計師／趙丹琦， 交大跨領域藝術團隊的「食間」

作品。國畫藝術家／郭振坤老師。這些老師在創作的起初，

都有內在的動機和動力。同學們藉著創作者的介紹，能夠

明白作者在「觀察」這件事情上所花費的時間和過程。所

謂的創作，不是等著老師發給他們材料包，動手拼貼完成

的勞作。

節錄許懷方同學在這些藝術家蒞臨課程之後的記錄：

陳亭君老師講座後記／許懷方

特別喜歡亭君老師說的，在美國僻遠森林中的駐村經

驗。聽著她的描述，看著投影片上她和其他藝術家在當地的

作品，心思被拉到遙遠的國度，森林、湖泊、天空，小動物

們和青苔。時空間彷彿都被拉長了，一種空曠和寂靜，遠離

世俗，讓創作的心靈沉澱下來，放慢腳步去聆聽觀看。當

所有多餘的聲音都被抽離後，深海底的生物或許才會浮現。

創作的過程更柔緩而貼近自我了。突然很嚮往那樣的駐村地

點。我本來就很喜歡大自然，森林中的陽光特別有魔力。真

希望能看到她拍的房間。她的作品，讓我一直想到女作家張

悅然，為了探索全然陌生的生活，而喬裝成鐘點女傭，流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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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人私密的生活空間中，從每個細節窺見可能的蛛絲馬

跡，背後一個人的樣貌與故事。凝視著她的畫作，彷彿踏入

了色彩明麗乾淨的任意門，進到他人的世界，在物品的交錯

中充滿想像空間。如果是我，我想畫羅馬尼亞的地下社會，

流浪漢和癮君子們在羅馬尼亞的首都布加勒斯特的地下水道

組織形成了一個大家庭。還有紋刺青的首領簡直像電影情

節，很不可思議呢。我的作品不方便攜帶，在課堂上只能先

畫些草圖。想用黏土捏一個小人兒。穿著漂亮的衣服在蛛網

的中央……

能夠有機會將反思寫作的概念引進課程中，讓這樣的

練習增加一個藝術創作課程的深度，也增強學生在自己生

涯的過程中，更靈巧的知覺自身所面對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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