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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藝所所長/莊明振

交大於民國81年( 1992) ，成立應用藝術研究所，宣示交大不再侷限於科技一隅，

而將融合人文藝術，成為全方位教育的高等學府。而在應藝所成立之時，兼容並蓄了

當時交大相關的藝術與設計資源，分成了音樂與設計兩組。而設計方面更包含了建

築、工業設計、視覺傳達與藝術等不同領域。在剛設立的小所有限資源下，卻包容了

這麼分歧多樣的學習領域，是否是明智之舉，當時也引發了不少的爭辯。有可能在力

量分散下，每個領域都發展得零零落落。但這樣的佈局下，也可能預埋了往後衍生發

展的契機。幸運的是，本所在創所所長黎漢林教授的睿智及寬容的帶領下，及所內同

仁彼此尊重、相互支援的努力下，如今各領域都已在國內嶄露頭角，茁壯發展。而在

尋求更上一層樓的發展下，本所音樂組樹大分枝，今年己獨立成為音樂研究所。同時

在明年本所的建築設計領域，也將獨立成建築研究所。值此本所發展的關鍵時刻，讓

我們回顧一下應藝所的過去，並展望其未來。

過去的應藝所

本人於1992年應藝所成立的同一年加入交大，與應藝所一起成長，因此並未參與

應藝所的規劃與籌設，事實上無法如白頭宮女細數從前，僅能就聽聞所及有關應藝所

的成立緣由與過程，略作描述。

一提起交大，不論是在大陸或在台灣，大家總是浮起以理工見長大學的印象。尤

其是新竹交大在復校之初，即眼光深遠獨到的以電子工程為基點，奠定了今日交大在

以電機資訊為核心的學術龍頭地位。

然而身為全國歷史最悠久大學之一

的交大，其緣起的南洋公學，據說是相

當人文藝術的。之後的因緣際會，配合

了民國以來國家整體建設的殷切需求，

才逐步發展出今日以理工為主的交大。

或許是深藏在交大人心中的南洋公學這

顆種子，仍然持續在發酵，兩岸的交大

近年來，不約而同的極力推動人文、社

會、藝術學術領域的發展，使交大邁向

均衡發展的一流學府。
應藝所辦公室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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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交大由電子研究所到工學院，到包含工學院、理學院與管理學院的交通大

學，立穩復校的腳步之後，有識之士就開始思考規劃人文藝術方面的發展，尤其是阮

大年校長，在其任內更積極的推動。據說當時有兩種思考邏輯彼此爭論激盪，一種是

如下棋的佈局，下得遠一點，撐起較大的發展格局;另一種是由現有的資源，尋求相

關的領域逐步發展。顯然以交大人務實的作風，後一種想法較佔上風。於是黎漢林教

授在授命下，分別聘任了吳丁連教授、施克昌教授及李賢輝教授籌設了電腦音樂工作

室與應用藝術中心 o 以交大專長的電腦科技為基礎，往音樂及視覺藝術方向，開展電

腦音樂與多媒體藝術創作。而另一方面，工業工程研究所的許尚華、巫木誠等教授，

也結合其本身在人因設計與產品開發的專業，於1990年聘任官政能教授，成立工業設

計組，招收碩士班研究生。而以交大電信工程方面的成熟硬體發展為依靠，往軟體的

傳播科技開展的傳播科技研所，也在黎漢林的精心規劃下，於 1991年成立。其下設有

媒體藝術組，包含了視覺與音樂的藝術，吳丁連、李賢輝及施克昌教授加入了其師資

陣容。

1992年，應用藝術研究所水到渠成，奉準成立，由黎漢林擔任首任所長，把工工

所的工業設計組及傳播所的音樂領域都吸收到應藝所，而確立了應藝所設計與音樂兩

組。同年聘任莊明振及張恬君教授，分別負責工業設計及視覺藝術設計，配合黎漢林

教授在建築設計的專長，初步擬定設計組的發展方向。而在 1994年聘入劉育東教授，

更明確的確立了設計組的三個發展方向。而在音樂方面，初期由吳丁連教授規劃主

持，以電腦音樂及作曲為主，在陸續聘入辛幸純與楊聰賢教授之後，增加了鋼琴演奏

的領域，最近則又增加擊樂的演奏領域。

而必須一提的是與應藝所幾乎同步成長的藝術與傳播中心。其前身為施克昌教授

主持的應用藝術中心，較側重在媒體的製作與播出(包括有一實習電台)。在黎漢林教

授兼任首任主任後，主要以活動中心精緻的演藝廳、為基地，以學期為單位，規畫。出一

系列高水準的音樂演出。該中心歷經本所黎漢林、莊明振、楊聰賢、辛幸純等教授擔

任主任，而辛幸純教授更幾乎全程參與節目的規劃與執行，對提昇本校音樂欣賞水準

方面的貢獻，有目共睹。而藝術與傳播中心，也在學校整體發展的考量下，由院級單

位提升到校級單位，並聘任專業人士洪惠冠擔任主任，相信能帶動另一波的高峰。

未來的應藝所

應藝所目前與傳播所、外文所、教育學程中心為成立於 1995年人文社會學院的主

要單位。而在今年音樂所正式成立，明年建築所也即將成立，有關這兩個所的發展展

望，在本期另有專文介紹，因此以下就應藝所將遺留下來的「工業設計」與「視覺藝

術設計」兩個領域的未來展望，提出我們目前的想法，略作討論。

在討論之前，不得不提起一直困擾本所(尤其是音樂組)的所名問題。「應用藝術」

這個名詞事實上意涵並不清楚，也有點過時，在西方當「設計J (design)仍不是廣被

接受時，其有設計之意。但當今幾已無人使用。而「應用」一詞似也限制了形而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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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藝術創作。而本所未來一方面仍將保留在設計方面的發展，另一方面則將加強藝術

創作方面的拓展。在設計方面，既有的工業設計將獨立成所，配合交大在資訊與電子

方面的豐富資源，與鄰近科學園區的優勢，發展以電子及高科技產品，甚至虛擬產品

探討為主的獨特學習領域。

而原有的視覺傳達設計，在這幾年的發展，配合交大的環境與時代的需求，已偏

重在多媒體、網路等新的視覺媒體的設計，而在未來也將以此利基出發，進一步結合

介面設計、虛擬產品設計、電子商務設計等，發展出獨具特色的「資訊設計」學習領

域，並獨立設所，與工業設計所相互支援。

原有的應用藝術所仍將保留，並建議改名為「新媒體藝術研究所」。將集中於電

腦、網路、雷射或其他等新興媒體的藝術創作，並建構這些媒體藝術的美學理論基

礎 Q 而這三個所與原先音樂所、建築所及其他衍生出的研究所，組合成新的藝術與設

計學院，架構出交大在藝術與設計方面，既全面又具特色的研究領域。

莊明振教授小檔案:

1951年生。曾任職中國菱電公司及南亞塑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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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起任教明志工專工業設計科。 1988 在職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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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美國Tufts Universi ty博士學位後，繼續任教
".、旬，、旬，、、'、."，、旬，、旬，、旬，、旬，、...""、."，、旬，、、

明志工專，並兼工業設計科主任。 1992進入交大應
/、J、J、J、，.".、〈旬，、."，、J、旬，、旬，、單，、

藝所任教，目前兼任應藝所所長 O

莊明振所長

tI、歡~:電子資訊博物館徵求

8畫電子產品

母校博愛校區擬成立「電子資訊博物館 J '若您擁有或知道具歷

史價值的電子產品，敬請熱心捐贈、告知。您的貢獻，將成為交大永

l 遠的驕傲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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