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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藝新興科扶」專題議座 (

張悟君﹒游惠琴

6月24日下午2:00

下午北加州校友會特地安排一場軟性的「人文、藝術與科技講座J '四位演說者

分別是:思源基金會董事長邱再興學長、新竹交大應用藝術研究所劉育東副教授、張

恬君教授及宏基數位藝術中心主任玉皇瑞學長。現場亦展出張恬君教授電腦藝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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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再興學長酷愛藝術，並擁有私人藝術中心「鳳甲美術館 J a 邱學長提提道來他

如何愛上藝文，他感性地說，原本事業飛黃騰達的他，因擔任保人，朋友經商失敗

後，他在一夕間債台高築 o 處理完債務問題後，他幾乎一無所有，一個人倚著皮包到

東德打天下 O 至IJ東德原本只想尋找代理的機會，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和一位領導階

層人士吃飯，談論電子業市場，一夜之問他從逆境中再度爬起。東西德合併後，他回

到台灣，當時股市波動的很厲害，邱學長感受到台灣社會不安的現象。當時，他體認

到台灣的教育和媒體一直在塑造「賺錢是人生最重要的事」的價值觀，每個人沈淪在

金錢追逐戰中，邱學長心想 I台灣現在需要的不是商業，而是心靈的提昇。 J 邱學

長不斷地努力，期望以藝文的陶冶來改變人的價值觀。

邱學長認為，藝術的創作是人類精神的昇華，從藝術作品中我們能夠感受到時代

的脈動，並從中獲得心靈上的養分、舒解或啟發。

習慣身著深色襯衫的劉育東副教授，為哈佛大學建築設計博士，他表示，所有的

傳統藝術、視覺藝術、建築藝術都因電腦時代的來臨產生革命。透過電腦、網路、虛

擬實境等科技的應用，傳統藝術產生了許多變化、創新。「用數位媒體來進行創造，

以便來表達數位時代、當代價值觀的作品 O 因此，電腦和藝術結合後所產生的新事

物，即是我們所謂的『數位藝術J a J

在會場上，劉教授以電腦播放數位藝術的應用實例，如: 90歲的台灣知名畫家劉

其偉先生，利用繪圖軟體，連接數位，於電腦上自由創作;又如國際聞名的大提琴演

奏家馬友友先生，和電腦工程師合作，以高超的電腦技術將他拉大提琴的場景移到一

個虛擬的教堂中，此外，電腦也可以和舞蹈結合，如在羅曼菲老師身上裝置一種名為

'Illation Capt盯 e儀器，經由不同角度紀錄其舞動時的肢體動作，再輸入電腦編輯，即

可利用電腦合成技術展現不同的效果。另外，在建築藝術創作上，電腦可以解開以前

的瓶頸，如國際頂級建築大師Peter EisernanIlP慣用電腦創造出極度自由且富高度藝

俯性的建築物。劉授教認為，若沒有電腦這項新工具，藝術無法有這些突破。

笑容可陶的張恬君教授，為台灣多媒體藝術自IJ作家，她認為，科技雖然帶來了便

利與新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任其漫無限制地發展，對於這個文化整體是有害處的。

「科技與人文」這個討論主題的產生，就是要探討兩者如何透過藝術的活動，而產生

良好的立動 O 雖然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語言結構法則與表達方式都相異，看似無法

相互跨越，但是卻可以通過哲學而獲得互補性的溝通，並共同捍衛人對自身精神性與

主體性的信念，重新拾回生命的意義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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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生成，包含了許多層面，不管是屬觀念系統的科學、行動系統的技術、規

範系統的道德、表現系統的藝術，所關注的課題核心皆以人為主體。人是否能身心安

頓，在於「心 J I物」之間能不能取得平衡，所處的環境是否和諧，文化所蘊含的各

個系統是否保持良性互動 O 因為文化是一個有機整體，所以每一個變因都影響全部的

發展。以藝術為例來說，藝術是文化的表現系統，對於環境轉變的反映相當敏銳，科

學上的一個定理發現，甚或是技術上的進步，都會直接影響到藝術的創作。從史前人

類用牛血與礦石粉混合在洞窟壁上畫野牛，到文藝復興的線性透視，至fj印象派利用色

彩學混色原理的點描畫法，直到今日利用雷射、電腦為媒材的高科技藝術，都再再譚

明科技為藝術的創造開啟了新的可能性。當電腦變得越來越普及，它的力量與影響範

圍也因此越來越大，新的電腦世界，從文字數字的領域中擴充到更廣的媒體、影像、

音樂、繪畫等等藝術範圍裡 G 在這些新工具引起的衝擊與影響中，電腦供給當代藝術

家的不只是一件工具、一種媒材，更重要的是一種新的美學方向、新的再現可能 G

新竹交大不僅在大環境上，成就一個美麗的雕塑公園，且有精心規劃的藝文空間

與藝術性活動，應用藝術所的全體師生更是不遺餘力地實踐結合人文、藝術、科技的

日標，為交通大學添注不一樣的色彩 O

宏基數位藝 VItI中心主任王呈瑞學長為新竹交大電工系1993級、應用藝術研究所

1995級校友，年輕的王學長表示，宏基數位藝術中心隸屬於宏基基金會，去年底成

立，中心成立的目的在於提倡數位藝術，培育國內優秀的數位藝術創作家，並結合宏

基集團的科技研發能力，為傳統藝術注入新的活力讓一般民眾更容易親近藝術，提昇

其生活品質。因此，中心規劃出兩大發展目標.引領數位藝術風氣的具體形成、推動

藝術數位化普及。

王學長透露，他們將積極引進及研發數位藝術創作工具，包括軟體平台、硬體設

備、相關儀器、數位媒材等，讓藝術創作家可以由認識數位藝術到利用各種數位化創

作工具、軟硬體設備、相關技術或科技概念，進而創作出多元化的作品。 ltt外，他們

也將開發各種型態藝術數位化作品的呈現方式，包括呈現、展示、傳播或收藏工具，

使創作者、觀賞者透過網咯或其他數位機制，普遍、輕鬆地享受更高品質的藝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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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說完畢後，四位請者也輪流回答現場200多位矽谷科技人各種關於藝術欣賞、

創作的問題，現場氣氛十分融洽，充分展露科技與人文相結合的和諧感 O 北加州校友

分會會長談駿逸學長會後表示，原本還擔心科技人對藝文講座較沒興致，想不到大家

對藝術話題興趣盎然，反應熱烈。由此可見交大人已逐漸擺脫一般理工人「重理性，

不懂感性」的刻板形象。

「人文、藝術、科技」講座，

左起 主1 育東 El; 教授、葉豈是莘

學嫂、施提榮學長、邱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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