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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藝術濡沐的道路上－ 
李昀珊藝術家訪談錄

訪談時間：2015 年 4 月 24 日

地 點：昀珊創意工作室

訪 談：林怡彤　國家教育研究院亞太地區美感教育研究室專任助理

龔祥生　國立政治大學博士後研究員

文字編撰：阮凱利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系兼任助理教授

……我想要繼續做我的藝術專業，但也得養活自己。當時全臺灣只有

公共藝術有經費可以讓學藝術的人來競賽，就這樣因緣際會之下參加

了。而且心裡也一直想著，好歹我在學院裡面讀了兩個學位（臺北藝

術大學、臺南藝術大學），又拿了國家的錢出國交流，也爭取到國外

駐村創作，有一些經驗……繞了一圈回來，還是想在臺灣做創作，我

想要試試看在學校學的東西到底跟這個社會是不是有關連，所以開始

參加公共藝術。

李昀珊以輕鬆的口吻談起自己成為一位公共藝術創作家的起點。1 在她的談

話中，看到了藝術家對美的執著與關懷社會的使命感。

壹、認識公共藝術，認識李昀珊

自 1996 年起，李昀珊即在公共藝術領域展現驚人的創作力，且獲獎無數。

1　 李昀珊於 2006 年成立「昀珊國際創藝工作室」。目前繼續活躍於藝術創造領域，並對學校空間設計投

入相當多的關注，長期關心兒童美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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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認為公共藝術是一個物件，當這物件放到公共空間的時候，要傳達的就是一種

生活的美感，所以它跟美感有直接性連結。公共藝術是為使用的人創作一個「東

西」，去傳達他們內在對生活的感知，或是對這個土地的認同感。例如，在創作

校園公共藝術的時候，她就希望能找到學校在美感教育的認同與經驗。

以她自己 2009 的作品「永福雲朵飛」為例 2，這是在三重市的永福國小，當

時的校園都是海砂屋建築，過了三十年之後，大家發現這是危樓，就全拆了。她

感慨地說：

人命不值錢啦！這麼久才發現。有很多我們無法理解的原因造成這樣。

你想想看，一個公共教育的場所，一個建築物裡面蘊藏了多少個生命跟

多少個家庭啊？很沈重吧？……現在，有機會重來也是一個幸運，對

不對？所以，如果今天公共藝術要進到校園裡面，我們要思考怎麼去定

義這個校園的精神？

李昀珊花了一些時間探索，發現三重早期是許多中南部人們上來打拚的落腳

地，它有很多的河水流過，有三重、二重、一重，是交通便利的地方，是勞力密

集的地方，所以它就是一個移動、移民的空間，造就了不同族群的融合環境；而

現在隨著入外籍新娘、新住民與隔代教養家庭增多，更顯複雜與多元。「面對這

樣的一個區塊，有一個新學校要產生，而這個學校能夠有什麼？」這是當時李昀

珊在思考的問題。

後來，她以「雲朵」的意象作為創作主軸，每一個小朋友就像是一朵雲，從

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地方飄到這個學校來受教育，一待可能就是六年。

這六年裡面，我希望他們能夠在這邊吸取所有的養分，再飛到下一個區

塊去；然後每一朵雲來了，不管你的過去，不管你的父母是臺灣人、本

省人、外省人或是外籍新娘，到了這個地方就是接受平等教育，校園是

2　 2009 年 1 月「臺北縣三重市永福國民小學第一期校舍整建工程心公共藝術設置案」徵選第一名。獲得

公共藝術獎／最佳教育推廣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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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重要的心臟，這個社區的小孩可能會在這個區塊待很長的時間，人

生有多少個六年可以那麼單純地在一個空間裡面學習成長？所以，我希

望在這個地方創造一個很愉快、快樂的堡壘。

李昀珊用這樣的概念跟想法去規劃。

既是公共藝術，就希望有大家參與的部分。昀珊團隊與學校共同規劃七堂

「藝術營」課程，以七個完全不同的材質，七種完全不同的藝術創作體驗，從集

體創作到個人創作，最後完成作品，就讓小朋友們戴上去踩街，告訴街坊鄰居：

「我們學校要蓋新樓了！」。踩街作品中體現多元豐富的點線面設計、色彩跟材

質，獲得在地鄰居極大的肯定與回響。

這樣的教學經驗帶給李昀珊很大的啟示。她這麼描述所看到的：

我們是一到六年級混合上課，美學這種東西，只要切入的觀點對的話，

沒有所謂的年齡限制。用一個方式去引導，他們就開始創作了，然後，

每個人創作出來的故事是不一樣的；前段都是人與自己對話，進到集體

創作的時候，人還有其他人的關係，要學會互助合作，我們要一起完成

這個東西，所以，他們從不熟悉彼此到後來大家變成好朋友。

……有個男生，個兒很小，很瘦，一看就知道他是很神經質、敏感的小

孩，可是他做東西的時候，專注度很強；第一堂來的時候很害羞，可

是他的東西很有趣。我就是鼓勵他，不管他做得好不好，都說：「你很

棒！」這個小朋友到後來會去跟別人互動。…課程結束之後，他們之間

擁有革命情感，對這個校園的認同就變強了。

我們大概上到十一點，家人來接他們，很多小朋友不肯走，想要留下

來繼續…有點難過的是，在那個課堂上面看到每一張臉是很光彩的，

可是當課程結束，離開教室的時候，他們的臉就回到平常那種有點哀

愁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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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省思藝術營課程成功的原因，李昀珊覺得是因為她鼓勵小朋友誠實地去

面對、去嘗試，做出來的東西，可以討論、可以檢討。因為美學有美術的基本架

構，是可以討論的；而教學中，老師可以教導學生怎麼觀察、記錄，發現作品的

優點。這個優點並不是老師教導的標準，而是要學生往外面看，看自然與環境，

想想與自然同在的感覺，考慮這個作品跟旁邊的關係是什麼。李昀珊一再強調，

如果你（包括作品、自己與他人）的和諧性與環境相互呼應，美感就出現了。

目前臺灣的公共藝術似乎就是缺乏這種和諧性。在李昀珊的觀察中，大家對

於美感認知及美的條件都不是很明確，有些藝術家處於喃喃自語的創作狀態，無

法跟空間、環境產生連結互動，也没有深入考量人文的肌理，没有留一個場域是

要讓藝術發生的。當這樣一件公共藝術出現的時候，又如何能引發共鳴呢？她直

言地說：「對我來講，那件作品可能跟我走過百貨公司的櫥窗是一樣的。」

公共藝術，是參與、是對話、是探索、是融入與和諧。所以，李昀珊說：「公

共藝術是讓人察覺豐富生活的媒介，以材質為骨架，藝術為血肉，不論是行走坐

臥都能倘佯在其間感受幸福的所在。」這同時也是她的創作理念。

貳、公共藝術影響公民思維

每一件公共藝術都是在與社會對話，所以李昀珊認為公共藝術可以作為公民

美學教材，因為它是一種當代正在發生的東西，它的發生往往是從人跟自己的關

係開始，拓展到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群己互動，層次很豐富。所以，一件公共

藝術作品與作者，與不同的人、空間、地方歷史及文化相互探索，在被討論、被

連結後，就產生了新的風貌。

臺灣有很多藝術家做的主題都是在談人跟環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

啊！所以，任何一個東西以藝術的資料為佐證，或是當一個教材去做

一個課程，都是可以的。

而且她覺得一旦人和自己的關係決定之後，公民美學就是一種集體的「創

造」活動。例如，先是一個人做件事，或做一個資料庫；再來就是人與他人，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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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個班級（或組別）去討論交通運輸的問題；更擴大一些，讓許多團體共同去

建立一個理想城市。這其中的每個人都會學著思索如何運作？如何解決問題？過

程中就會不斷湧現公民美學的議題，討論到自我與環境、與跟他人的關係。

在訪談過程裡，李昀珊舉了一個生活中最常遇見的事例 - 砍樹，來說明公共

藝術如何牽引著人們的公民美學思維。

現在有很多地方的樹都是亂修，亂砍，能交差了事就好，反正薪資不

高，也沒人在意什麼是正確的修砍。倘若，我們可以將行道樹都視為

一種公共藝術，樹木是與人類對話的生命，人類尊重自然、尊重樹與

自己，如此一來，樹木與我們的關係是緊密的，就自然而然知道如何

與它們相處、如何去修剪甚或創造一個新的樹型。在日本，小學生都

要學習養一個盆栽、修剪枝葉，我覺得那種經驗在他的生命過程當中

是很重要的，對完美人格的養成……是一種藝術的基本配備。

延伸這樣的想法，大家平日慣用的免洗碗、塑膠盤、塑膠袋等等，跟我們

生活之間是怎樣的連結關係呢？現在看到水溝被塑膠品塞住了，公園裡時不時就

有塑膠袋躺在角落裡，能不能想起─當初生產它們的時候，是什麼樣的公民思維

啊？現在又要怎麼解決它所帶來的問題呢？

參、美感是小時候就該有的…

美感就是美學跟生命的結合，生活裡的面向太多了，它很廣。大家對

於美的認知有很多來自於生命的體驗……而且每個人會用自己熟知的

事物來佐證這樣的感覺。

李昀珊指出美感教育是跟生活體驗比較密切。美感教育是包含生活、坐、臥、

起，所有事情就是美感，穿衣服是一個美感，吃東西也要有美感。一位校長喜歡

大自然，他的美感養成可能是從大自然裡面去學習，所以在談美的時候，他會用

在自然界的經驗跟你分享；有些老師可能熱衷於種植栽或者插花，他就會用這個



472

東西來跟你談什麼是美感。但是……

今天的學校丟太多東西給小朋友了，好像是一盤雜燴飯，胡亂吃完，很

難有美感。能不能確切地說出到底要傳達的是什麼？因為小孩子是最單

純的，有很大的可能性，我們要給的是一個有營養又健康的食物，不是

亂砸一通之後端出來。如果這個社會沒有辦法分辨什麼是藝術，什麼是

美，什麼是工藝，就是亂成一團嘛！

我覺得小學的美感教育真的很重要，他可能就是在學校這段時間，有機

會可以真的慢下來，靜靜地去體驗很多美感的事情，或是怎麼去看待事

情的美感。等到學業完成，開始工作，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壓力。如果

有一天工作十二個小時後到 KTV 唱歌、放鬆，但他可能不 care KTV 的

裝潢材質、或包廂美不美。這樣就產生很多社會問題，因為包廂裡面可

能用的都是一些很便宜的、危害身體或是危險的材料，但是他們對材質

沒有感覺，不知道什麼叫做好的材料，什麼叫做健康的材料……這是牽

一髮動全身問題…等到發生火災了，一下燒死很多人，才開始去糾正，

這都有點太晚了，來不及了！

這些是李昀珊很痛心的事。

是以，她提出在藝術跟美感教育之間，還有一個美術教育：

……要教小孩子怎麼用他的眼睛去分辨不同：點線面的不同、材質的不

同、色彩的不同、構成的不同；透過美術的觀察訓練，他們的觀察力

提升了，相信做其他事情也會有敏感度。而敏感度其實就回到美感教育

了，因為美感就是一個 sense，sense 怎麼培養起來？就是透過這樣不斷

地觀察訓練，練習分享的過程當中，才會累積經驗值，才能夠去分辨。

現在，如果有機會，她就會到學校為小朋友上課，她希望美感的學習與生活

是結合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