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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稱：美術與文創學系 

年級：二年級 

學號：B0209101 

姓名：陳嘉琪 

姐妹校名：四川美術學院 

進修期間：2015 年 2 月至 2015 年 6 月



一、 研習方向及目標 

    在華梵大學美術系，雕塑是一個還在建備中的課程，所以在前往四川美

院交換的期間，我選擇了雕塑專業作為這一學期學習新知的方向，我想學習

當藝術介入空間、當二維平面轉換三維空間的時候，這之中的轉換該如何思

考，同時，我也希望能親自去看看距離台灣如此近，也密切相關的中國大陸，

去體驗不一樣的文化、社會以及生活，更是好奇他們同年紀的年輕人與我們

有著什麼樣思想上的差異，古人云:「讀萬卷書，不如行萬里路。」更何況

書中的知識及道理，亦來自於前人生活的點滴與探索世界的未知，把握年輕

時多學、多聽、多看，都是作為未來累積經驗與沉澱知識的養分。 

二、 研習學校及特色簡介 

    此次我以交換生的身分前往四川美術學院進行交換，四川美術學院是中

國八大美院之一，並且相較於其他美院它是最接近內陸地區的一所，分別有

著位於虎溪的新校區及黃桷坪老校區，現設有廣告學、教育技術學、工業設

計、建築學、風景園林、廣播電視編導、戲劇影視美術設計、動畫、影視攝

影與製作、美術學、繪畫、雕塑、攝影、中國畫、藝術設計學、視覺傳達設

計、環境設計、產品設計、服裝與服飾設計、公共藝術、工藝美術、數字媒

體藝術、藝術與科技共 23 個本科專業；設有中國畫系、油畫系、版畫系、

雕塑系、美術學系、美術教育系、建築藝術系、新媒體藝術系、設計藝術學

院、影視動畫學院、公共藝術學院共 11 個系院。 

    川美的新校區校門口十分漂亮，它是以許多老甕、老壺、磚頭、瓦片，

許多早期農家常見的物件堆砌而成的，運用這樣手法所搭建的大門讓它在一

座高樓林立的城市裡顯得格格不入卻能讓人感受到時光的溫度，校園內也是

上坡下坡、高高低低，平面道路並不多，這些坡道都是完整保留重慶當地的

盆地地形，不刻意將道路填平，並且在校園內保留了農家與美好的生態環

境，因此在校內平日可見樹木的翠綠，三月可以看見野薑花的金黃遍野，到

了夏天池塘中荷花爭艷飽滿的場景，還有農家收割作物及溜山羊的有趣畫

面。 

三、 學習與生活 

    在經歷四個小時的飛行後，踏出飛機的第一件事是找到負責帶我們的老

師，我才發現一抵達後手機訊號頓時消失，訊號不通、無線網路連不上，生

平第一次遇見這樣的狀況，況且還身處異地，一時之間也不知如何是好，緊

張又無助，只能急忙在出口處到處張望，幸運的是不久就找到負責帶我們的

劉老師，順利地搭上專車開往川美，從機場開高速公路抵達川美的時間大約

1個小時左右，因為期待而坐立不安，我望著沿途的風景試圖找些事來填充

大腦，不想遺漏這天的任何片刻。 

    劉老師將我們送到位於學校教師住宅區中的留學生宿舍，置放完行李後

便馬不停歇地跟著劉老師帶著我們走一遍校園周遭，同時採買一些生活必需

品以及辦理手機門號，但在辦理手機門號時就遇上了問題，台胞證無法現場



認證，讓我們隔了一天才在校園的手機營業廳找到解決辦法。 

    到了第三天老師帶我們到系上了解及選課，川美的課程安排是以一個學

期十七週來算，一學期沒有最低學分限制，但學校已經幫每個班級安排好這

十七週所有的課程，而每個班級一堂課程結束到下堂課程的銜接或多或少存

在著時間上的差異，所以雖然校方並沒有以交換生的年級直接安排班級，給

予的選課自由相對於川美學生來說也是非常大的，跨系選課也是只要能自己

積極詢問，成功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如此的自由度，在安排上並沒有多大的

體現出來，所以就交換的系所選擇一個班級的課程跟著作為最低門檻是最方

便的，有想上的課程旁聽也是個辦法，另外大一和大二的學生又有集體外出

寫生的寫生週課程，有些班級也會在不同的時間安排外出考察，是在台灣課

程上很少見的教學形式，可以在選第一堂課後在班上多跟同學打聽，在日後

課表上能作些選擇上的參考。第一個禮拜，我們經常找不到老師，也常提早

了整整一節課在系上等教室開門，後來才知道雖然川美早上 8:30 上第一堂

課，但下午第一堂課卻是 2:00 才開始的，跟在華梵整整差了一個小時整，

因此確認課堂時間是非常重要的，能在一開始就詢問老師是最好的。 

    第一堂課顧慮到自己對雕塑認識的並不多，所以選了通選課中的泥塑人

體，所謂的通選課就是校方開放給學生選修不同系的課程，所以同堂課裡都

是外系來的同學，跟我一樣是沒做過泥塑的，作為開始是很適合的，而真正

認識到同學是在下一堂的景觀設計，我們漸漸地融入班級，同學們都很友

善，讓我在交換期間有著滿滿的快樂與感恩，課堂上老師對於交換生都會特

別照顧，很多我們不懂的事物都會耐心的講解，在學習上非常順利。 

    在平常的日子，三餐我會在學生餐廳、校園周圍或是學校南門對面的重

慶大學的學生食堂裡解決，價格都非常便宜，換算台幣三十到五十塊就能吃

飽，甚至還會剩下，但重慶的食物口味很重，油和鹽巴用量很高，因此更常

的時候我們會在學校周邊的超市買食材自己煮飯吃，既省錢也合口味， 

    四月底五月初，我們和交換班上的朋友一同去了趟西安遊玩，在大陸的

交通費用其實不貴，但由於土地龐大換算起來價錢也是可觀的，不過最讓我

驚訝的是門票費，在大陸景點都要收費，而一張門票動輒就是台幣三、四百，

一趟旅行下來費用相當可觀，而學生證一定要帶好，因為全票與學生票的價

差近半，可以省下非常的多的金錢，因此我們更該把握學生階段多出去行走

的機會，在玩樂之餘也能有各方面的收穫，在西安的四天三夜裏，一開始的

火車就足以讓我們驚奇，從重慶出發到西安，明明只是臨省，單趟車程卻花

了整整 13 個小時才抵達，從台北出發到高雄搭客運都沒有如此漫長，這使

我感到非常的震驚，對世界的浩大，人類的渺小有所感悟。 

    時光飛快，一學期很快地就過完了，在這段時間裡除了西安，另外還去

了成都，每個省的生活步調、民俗風情、言語都有差異，在我的兩趟遠行中

都各有體會，在大部分的時間還是在川美渡過，在最後一個月裡我接觸到一

位老師讓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想我這輩子都不會忘記，他是一位很認真、很



負責、還很勤快的教授，對於教學非常有熱情，讓人由衷的從心底感到敬佩，

在最後四週的泥塑課，他將原本禮拜一到禮拜三的課程加到了禮拜五，整整

一個禮拜沒有空堂的在學習，到了假日老師更自行加課為班上示範泥塑頭

像，強調觀察技巧與重點，雖然在這四週裡我所做出的泥塑仍有很大的學習

空間，但我非常高興的是老師一直是以觀察為基礎來指導，告訴我雕塑空間

的形與空間，而不是以解剖學的公式帶入課程，一個藝術的學問，除了實作

之外很重要的一點在於理解，學會怎麼看一直都是進入一個專業裡很重要的

一點，在這個新領域中，雖然我手還沒跟上，但在對於雕塑以及空間的認識

著實有了很大的提升這點是可以確定的，在最後這段期間甚是感恩。 

四、 心得及感想 

    也許我們自由慣了，太過害怕約束，慣了後，我們對傳統很敏感，卻缺

乏去理解它的機會。 

    一直以來，對於中國大陸的美術認知都停留在較為傳統的繪畫基礎學

習，所以當我抱著想了解對岸的同時，卻也不斷的自問，在對岸這樣的環境

下我究竟能學到什麼，前陣子我讀了篇美國交換生寫的文章，我們都知道中

西方教學文化上的差異，也羨慕他們各個自信又大方，時常質疑傳統的教學

模式，這位美國交換生也遇到了，但文章裡有段話特別讓我回味，「我看到

了我剛來台大的任性，那種堅持自己習慣的教育方式，貶低與自己不一樣的

人與想法的衝動，我看到了這種從另外一個角度的負面態度，然後覺得很厭

煩 — 對他們、對自己。」當他初來台灣，從不習慣上課無法發問到習慣坐

下來接受知識，他認知到自己的不足，更學會謙卑，我到大陸也時常會犯這

種任性，但到後來我其實很敬佩他們，他們擁有我們所沒有的，擁有我們該

學習的，正是因為環境不同而造就的不一樣，才顯示出交流的重要，看過這

些差別後我們才能比較，才能選擇，至此能有這樣一個增廣見聞的機會讓我

無比感激。 

    在川美碩大的校園裡，對於學校美術設施的建設以及提供給學生的各式

獎項、展覽、空間……等，各類型規模都是我不曾想過的，又好比剛到美院

我曾經很興奮的跟同期交換來華梵的川美同學說:「你們的學校好大呀!」本

以為他們對此應該習以為常，沒想到他們回了一句:「川美在大學城中，算

小了…」頓時間除了驚訝還是驚訝。 

    在台灣，我們習慣一件作品的開始到結束都出自於自己的手，我們得克

服很多技術上、空間上的問題，但在川美，我看到了藝術品的分工，一件泥

塑，交給師傅翻模、組裝，藝術家負責策劃指揮，一件作品就這般產生出來，

省去了許多在克服技術困難上所需的時間，品質也有保證，分工能確保最基

本的生產，而每個人各有所長都能更加精進，看到這樣的方式我很認同，認

真做好一件事，注重方向且細分的安排課程，並確保學生有合理的非上課時

間培養自己的興趣，在華梵美術系雖然可以多方涉獵課程，但常礙於學分數

的規定，時常要額外選很多課程來填補學分，對學生無疑是種壓力，如果在



規劃上能更有一致性，而非夾雜穿梭，我認為能大為改善許多課程一學期下

來只如蜻蜓點水般的起頭，後續卻再無發展的問題。 

    這次交換，感受最深的還是同學們個性都很大方自信，敢於表達自己，

同學們很喜歡全班聚餐，跟老師的關係像朋友，時時刻刻不忘了句問候，我

們雖都使用中文，但也常發生用語不同造成誤會引人發笑，我欣賞他們豪爽

有話直說的個性，文化交流需要拋開偏見且多些包容，才能理性地去思考事

物的本質，彼此不溝通絕對是最誤解的最大原因，我相信每個地區有自身合

適的制度，而制度是因群眾而改變出來的，世界不斷地在改變，大陸亦然，

許多人對於台灣的生活感到好奇，在與老師的交談中，他提到一句:「關心

台灣的未來，其實就是在看大陸的未來。」其實我們都在尋找。這次交換讓

我真實地看見對岸，而非以往單純聽人講述，聽了不同角度的認知，而在這

段時間裡我也結識了許多朋友，是這趟學習裡最珍貴的收穫。



五、生活學習照片 

新校區校門口 



 

 
新校區隨處可見的雕塑、藏書豐富的圖書館、美術館及三月盛開的油菜花 



 
西安兵馬俑 



 

陝西碑林博物館-拓碑 

 

攀爬西安華山 15 小時 



 

認真勤奮的泥塑老師-朱尚熙 

 

泥塑課堂



 
景觀設計課程 

 

班級聚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