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談談《水象》。

公共藝術在成大

《水象：液態》，公共藝術作品，設置於成功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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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朱芳儀

自理學大樓走過，陽光穿過樹梢、再穿透層層玻璃，一

座形似水晶迴廊的藝術品矗立理學大樓門前，正是民

國108年落成的公共藝術作品《水象》系列之一：《水

象：液態》。

公共藝術是什麼？和校園藝術品有何相異？本文自公共

藝術概念為始，簡述法源、發展歷程、至成大校區內現

有作品，讓讀者能對公共藝術擁有基礎認知，並接續介

紹《水象》系列作，包含設置歷程、設置理念、造型材

質與入圍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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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藝術從何而來？
什麼是「公共藝術」？顧名思義，它同時兼具「藝

術性」與「公共性」。藉由「藝術家」（藝術創

作）、「公共空間」以及「民眾參與」三者，在政

府及專業者提供適當支援下，共同開展的藝術、生

活與文化之社會運動（註一）。為推展藝術，民國 

8 1年《文化藝術獎助條例》公布（現更名為  文化

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 ），其中第十五條之一「公有

建築物及重大公共工程之興辦機關（構）應辦理公

共藝術，營造美學環境，其辦理經費不得少於該建

築物及公共工程造價百分之一。」又稱為百分之一

A、《閃耀的瞬間》，公共藝術作品，設置於勝利校區。

B、《自轉》，公共藝術作品，設置於力行校區。

C、《永恆之光》，公共藝術作品，設置於成功校區。
A B C

條款，自法源上提供公共藝術立足之地。民國87年

《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發布，為促成公共藝術之組

織（審議會、執行小組、徵選小組等）、記錄報告書

（設置計畫書、徵選結果報告書、完成報告書）、

徵選方式（公開徵選、邀請比件、委託創作、指定

價購或租賃）、採購流程（鑑價、議價、驗收）及

經費管理維護計畫等項，列出執行端的參照規則。

以法為始，公共藝術在臺灣發展近三十年，參考自

民國88年開始舉辦之公共藝術獎數據統計，公共藝

術獎自民國88年設置以來，截至第八屆為止，全臺

設置件數已超過4,692案（註二）（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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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東西門》，校園藝術品，設置於自強校區。

E、《詩人（局部放大）》，校園藝術品，設置於光復校區。

F、《飛撲》，校園藝術品，設置於光復校區。
D E F

校內有哪些公共藝術？
成大藝術中心於民國88年成立，民國94年始代辦校

內公共藝術設置案，至今已完成18案，包含長期設

置作品與藝術教育推廣計畫，並於成功校區設有最

多作品，共計3案8件作品。若實際於校園中走動，

所見作品數量遠大於此，乃因公共藝術作品與校園

藝術品來源不同，實屬不同分類，公共藝術作品以

法源作基礎，由藝術家參考機關理念、設置地空間

特性，為公共藝術設置案量身打造而成，如：閃耀

的瞬間（勝利校區）、自轉（力行校區）、永恆之

光（成功校區）等；校園藝術品部分則透過購置、

租賃後，將已製作完成之藝術品安置於校園中，

如：東西門（自強校區）、飛撲（光復校區）、詩

人（局部放大）（光復校區）等，兩者差異較不為

人知。

《水象》為何？
坐落於成功校區的《水象》系列，為成大近年最新

落成的公共藝術作品，民國104年啟動辦理，民國

108年完成結果報告書備查，《水象》系列由三件

作品構成，分別為《水象：固態》、《水象：液

態》、《水象：氣態》，並受理學院、物理系及化

學系三系院所管理，由自然界基本元素－「水」作

為發想，結合兩系特色，融合空間特性，以簡潔的

幾何姿態配合材質之變化，體現研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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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象：固態》
材質：花崗石、玻璃、鋼。

設置地點：成功校區化學系入口前草坪。

作品說明：作品表達堅硬的意志，象徵著厚實沉穩

的性質。透過大型的雕塑形式，讓作品成為理學大

樓入口處重要的視覺地標。

作品理念：石頭是堅硬的，但比它更堅硬的是人崇

高的意志，它受到理想的指引，它能征服和鑄造最

堅硬的頑石。－麥克阿瑟

《水象：液態》
材質：花崗石、玻璃、鋼。

設置地點：成功校區物理系入口 / 東南廣場。

作品說明：作品以中介流動為概念，運用玻璃的特

性，使得作品具有流動及通透的視覺感，並於地面

安排流水鋪面，再次強化水流的概念，讓人能與作

品更親近。

作品理念：若是，朋友，你不曾透過生命，來呀，

隨我立於這崖上，這裏的－風是清的，月是冷的，

流水淡得晶明。－鄭愁予《崖上》

36

談談《水象》。公共藝術在成大



《水象：氣態》
材質：石頭漆、玻璃、鋼。

設置地點：成功校區物理、化學系館間三樓露台。

作品說明：作品以氣態擴散的概念，結合休憩功

能，讓人們可以在此聚集休息，透過聚集的交流互

動，凝結回憶，擴散創意的想像。

作品理念：霧起時，我就在你的懷裡，這林間，充

滿了濕潤的芬芳，充滿了那不斷要重現的少年時

光。－席慕容《霧起時》

G、《水象：固態》，公共藝術作品，設置於成功校區。

H、《水象：液態》，公共藝術作品，設置於成功校區。

	I、《水象：氣態》，公共藝術作品，設置於成功校區。

G 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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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團隊
劉臻 - 弈屹研造有限公司。

藝術家團隊
陳品蓁、呂佳真、陳葳 - 放開建築實驗室。

入圍第八屆公共藝術獎
文化部為彰顯公共藝術辦理成果、獎勵執行績效良

好的藝術家和相關單位，同時增進大眾對公共藝術

的賞析及瞭解，自民國96年起，每兩年辦理一屆公

共藝術獎（註四），本屆公共藝術獎於今年度舉

行，共設七個獎項，《水象》系列作則以《水象：

液態》入圍藝術創作獎，是國立成功大學首次入圍

公共藝術獎。

結語
公共藝術與美術館、典藏藝術品相對，更為強調公

眾性，在設置地點上主動躍入群眾視野，旨在推廣

與建構美學認知，近年來，除了傳統長期設置作

品，藝術祭活動、光雕投影、藝術銀行等計畫，亦

使公共藝術的組成更為豐富，多元的藝術形式不僅

展示了創作技法的進化，更帶給公眾隨技術演進的

嶄新美學刺激。

校園空間作為教育、研究、生活的多功能場域，相

較城市空間的公眾性，擁有更多不同的觀看視角，

公共藝術隨著校園內的增改修建，將在各個角落持

續發生，邀請成大人一同參與、一同關注，在空間

裡發現藝術。

陳品蓁

呂佳真

陳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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