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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教但我們玩得很愉快，我當

時很希望長大後也要做這樣的老

師。由此可知，老師的教學方式

對學生非常重要，讓學生成為好

學生或壞學生都很容易，端視老

師對學生所付出的感情。」

師範畢業當天，朱匯森校長

介紹潘館長到盲啞學校教書，當

時他考量該校離家近、不需為學

生惡補功課、又可以自在地畫

畫，一口就應聘，且一教二十五

年。潘館長後來將這些年的心

得，寫了一本《給聾啞美術教

育》。他說：「傳統的教育並沒有

課程讓師範生知道如何教有特殊

障礙的小孩，到了民國五十四年

(1965)左右，彰化教育學院(現彰

師大)才開始試辦特殊教育。我教

書的前兩年都在摸索，從簡單的

手語學起，要克服很多的難題。

啟聰學校的學生心理上多少有些

不平衡，他們很相信老師，因為

老師都為他們著想，另一方面他

們對父母有恨意，認為爸媽把他

生成這樣，老師可以透過繪畫方

式慢慢開導他們，將他們的心緩

和下來。」

「聽障的學生跟一般小孩有

很大的差距。我想要了解啟聰學

校的學生跟正常小孩的差距，偶

爾會去幾個幼稚園教，目的就是

要做個比較。畫人物時，啟聰學

校的學生常不畫耳朵，因為他們

覺得耳朵跟他們沒有關係；再

者，一般孩子用的色彩較柔和，

他們常使用較強烈對比的色彩；

我們畫的表情都比較快樂，他們

的畫臉上較無表情，比較極端。

聽不到聲音對一個人在社會上的

適應與學習，影響太大了，他們

對時間沒有概念，舉個例子，現

在飛機從哪邊飛來，一般人光聽

聲音就能知道，無形中會有過

去、現在與未來的時間概念，但

他們因為聽不到，不太了解時間

的意義，因而影響語言能力，無

法表達感情，脾氣較易暴躁。若

能透過美術教育，讓他的內心思

想、感覺可以從繪畫中表現出

來，或許多少可以紓解他的心情

鬱躁，所以美術活動對學生來

說，非常重要。為了加強他們對

時間的概念，我在版畫教育下很

大的苦工，繪畫是一種直接的表

現，但版畫是間接的，構圖完要

製版，製版完要印刷，然後作品

才會完成，其中任何一個階段若

有疏失，這個作品就不好了，所

以我從這地方來加強每一個階段

的環節，強化他們對時間的觀

念，結果有很大的成效！」

關於繪畫比賽

為了鼓勵學生，潘館長讓學

生參加許多繪畫比賽。他說：

「比賽是一個手段，不是目的。當

時我讓他們參加比賽，得到很多

國外的大獎，像是韓國和義大利

的獎；由於得了很多大獎，我的

教學出了名，有一年還被選上十

大傑出青年。參加比賽的目的是

讓學生知道：『跟世界上正常人

比，我們還比人家強耶！』這樣

來激勵他們、增進信心。」

「台灣大概是民國十年(1921)

的時候，開始推行兒童美術教

育，比賽是其中一個推廣的方

法。到了我參加第一屆至第十屆

世界兒童畫展的評審時發現，很

多老師認為比賽就是要得獎，所

以會干預孩子的表現手法，甚至

有的老師非常厲害，要學生在一

幅畫裡只用色表中四個色彩去變

化，畫出來的效果特別不一樣，

能吸引評審的眼光。比如畫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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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奇美博物館的館長室有

著香濃的卡布奇諾、特製的小餅

乾，加上浪漫優雅的古典音樂，

和潘元石館長的談話，就在這樣

舒適輕鬆的氣氛中開始。

潘館長幼時接受日本教育，

因熱愛繪畫而報考台南師範學校

藝術科，民國四十四年(1955)畢業

時(第三屆)，榮獲台灣學生美展油

畫特選第一名。當時南師的朱匯

森校長(曾任教育部長)推薦他至台

南盲啞學校(現台南啟聰學校)服

務，在這二十五年期間，對於特

殊學生之美術教育，有著相當多

的付出與心得，曾獲十大傑出青

年獎。潘館長教職退休後，投入

藝術行政的工作，這十多年來，

先後擔任信誼基金會學前教育館

長，台南市文化基金會執行長，

現為台南奇美博物館館長。

教學的回憶

潘館長相當懷念小學生活，

他說：「那時讀書只有半天課，

下午日本籍老師會留我和另一位

同學在教室畫圖，老師拿許多東

西來讓我們邊玩邊畫，雖然沒有

無聲世界的藝術天空
—潘元石專訪
An Interview with Y. S. Pan

徐憶嘉
Yi-Chia HSU
國立新竹師範學院美勞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 嘉義市垂楊國小教師

海砂，老師覺得畫得不夠，叫孩

子拿著細筆，一點一點畫出海砂

的質感，單單點那片海砂，我想

至少要十個小時以上，孩子在點

的時候痛苦得不得了，因為那不

是他的意思啊！這樣的作品送過

來，如何給他鼓勵？倒是小朋友

很輕鬆地像在海砂上面跑步，將

愉快的心情畫出來，我們會給他

鼓勵，因為繪畫本身就是一種感

情的表現。我認為畫畫比賽沒有

辦法分第一名、第二名，小孩子

的圖畫，構圖蠻可愛的，色彩蠻

可愛的，都有他的特色，站在鼓

勵的性質，不要有明顯競爭。應

該把給獎的範圍分配寬一點，像

是特優獎選二十個、優選四十

個、佳作一百個。當然比賽的時

候有一些小朋友隨便亂畫就走掉

了；有次有個小朋友很好笑，畫

完覺得自己畫得很好看，就不交

回去，他說：『我才不要交，帶

回家阿公會獎勵！』」

對於淡化學生比賽得獎的壓

力，館長認為：「學生對繪畫感不

感興趣，責任在於老師。孩子有個

特殊的心理現象，比如早上他看到

路邊有隻狗玩得很高興，晚上回家

時，又看到一群小孩在玩彈珠，就

潘元石館長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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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比如去希臘看神殿，看到

一片山，一堆石頭，有什麼意

思？但是成功的導覽員卻能讓觀

眾感動得掉下眼淚！導覽要看對

象，大人和小孩子的導覽方式是

不同的。我們有一幅『蒙娜麗莎

的微笑』，是法國的顧問替我們找

的一百年前的仿品，配上和真品

一模一樣的框，觀賞者在奇美看

過這張仿作，將來到羅浮宮看真

品時，馬上能取得畫作的精髓，

導覽時可提醒觀眾：『這幅畫最

出名的是蒙娜麗莎那世界公認最

漂亮的雙手，仔細觀察日本皇太

妃或是柯林頓的太太，到公共場

所時都是這樣擺放的，從今天開

始你的手都這樣擺的話，也會是

世界上最漂亮的手！』這會使人

產生藝術的修養，也可從這個地

方指導孩子優雅的公共禮儀。」

奇美博物館的藝術品擺設方

式與其他博物館不同，潘館長解

釋：「將雕塑和油畫間隔擺放有

兩個原因，一是空間的限制，另

一是較富變化性，使看畫者視覺

有平面立體的變化。有些國外的

專家覺得畫掛得太擁擠，說：

『在國外牆面很大，就只掛兩三

幅。』我總回答：『因為大家從

老遠來不容易，多給人家看一點

啦！』博物館最重要的特色是典

藏，奇美從十四年前什麼都沒

有，到現在的規模，都是我和同

事們一手創立起來的。目前展出

的作品，約館藏的四分之一，每

年還安排作品外借展覽，如國父

紀念館、故宮博物院等都曾有過

我們的足跡，希望有更多人可以

欣賞到我們的藝術品。通常政府

蓋博物館，蓋得越大越好，經費

都用在硬體上，軟體就顯得空

洞，必須辛苦借作品來展。奇美

不是，我們從買藝術品開始，到

一定程度後再蓋這個館，將來我

們還會在附近蓋一個更寬闊的展

示空間。」

奇美博物館將博物館的功能

發揮至極致，館長說：「大部分

的博物館都是禮拜一不開放，做

維護整理的工作。奇美利用維護

期間，開放讓有興趣的民眾來面

對藝術原作畫素描；來畫的人看

到我，總要我講評，我說：『畫

得太好啦！你們有興趣到這兒來

畫就太好啦！』曾有一群高雄市

的家庭主婦來，高雄美術館新的

館長剛好也來，我跟其中幾個市

民介紹他們的新館長，館長講了

一句非常好的話，『今天最高興

的是看到我們高雄市民，特別坐

車到這裏畫素描，這樣的熱忱令

我非常感動！』他的這句話，深

深鼓舞那些民眾，這也是我非常

強調的。」

個人創作

關於版畫創作，館長說：

「我都是利用晚上創作！這個月底

還邀請一位日本國寶級的版畫專

家 — 山高登先生在台南開研習

會。我不太畫油畫，因為發現自

己對色彩的微妙變化並不敏感，

所以從版畫製作來加強；版畫除

了色彩以外，還有幾何表現等技

法，另外藉此隱藏自己對色彩笨

拙的短處。其實，一個人對色彩

的敏銳能力大概有百分之八十屬

於天份，就像一個音樂家，音感

約有百分之八十屬於天份，沒有

音感就無法成為偉大的音樂家，

但是技法可以訓練，版畫也是一

樣。」

期許與建議

培養藝術欣賞的能力是潘元

石館長不斷強調的重點。他認

為：「美術教育一定要廣，繪

畫、雕塑、建築、音樂等都可以

含括在藝術領域裏，也許一個孩

子不喜歡畫圖，可是他喜歡玩

土，透過捏土同樣可以達到教育

的目的，因為藝術是相通的，要

以孩子的個性為主。人的一生除

了工作，也要休閒，如果有藝術

的涵養，休閒會不一樣。有些人

工作得很辛苦，即使有空閒也不

知善用，若能重視精神生活，比

如聽音樂會、看畫展，這樣休閒

是無限的。因此，美術教育不是

希望孩子將來當畫家，而是能做

一位藝術愛好者，只要大家很喜

歡欣賞藝術品，會不會畫並不是

最重要的。」█

(註：本次訪談尚有林儷婉、賴淑

卿、林泱秀、魏志菁、廖翎吟等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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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早上那隻狗。所以你只要告訴

學生：『畫完以後要將畫送去比賽

喔！』就好，不要再提起，他就忘

啦！等到得獎了再跟他說：『上次

你畫的畫得獎了。』過幾天他可能

又忘了。對他來說，這是過去的

事，得獎不得獎孩子不會計較太

多。但我知道老師的壓力來自學

校，幾年前，台南市政府辦環境保

護的繪畫比賽，一個有美術資優班

的國小送出的十幾幅畫，只有一幅

得獎，當時台南市只有那個學校設

美術資優班，結果校長跟老師說：

『你看！多漏氣，枉費是美術資優

班！』，結果那老師說：『校長，

我從今天開始不教美術班了！』沒

得獎並不表示老師或學生差，可能

是評審老師的角度不同，我們教學

生不只是要去比賽啊！但是比賽成

績卻成為老師的壓力。」

博物館教育

潘館長描述從美術教育轉為

博物館行政業務之心路歷程，他

說：「在啟聰學校二十五年的教

學生涯之後，我覺得一個正常人

應該再回正常的社會。由於每天

跟那些學生一起，很少有講話的

機會，所以我的聲音越來越小，

國語也不標準，加上手語不只是

比，還要靠臉部的表情，比如說

這個桌子很重，要有手往上搬東

西的感覺，但櫃子比桌子重，雖

然也是這樣比，但你的表情要糾

結眉頭，表示很重，久了之後，

面孔的表情肌肉就跟他們一樣，

外人常以為我也是啞巴。後來彰

化師院訓練一批老師到我們學校

來，我發現他們有熱忱有幹勁，

再加上人到一定年紀，體力也較

差，我就退下來。其實，當老師

二十五年就好，在人生最好、最

精華的時候奉獻出來，再來就做

自己想做的事，這是我的做法。」

身為奇美博物館的負責人，

潘館長依然有著教育者的使命，

他認為參觀博物館時，導覽是了

解作品精髓的重要關鍵：「如果

不是團體預約，我們還是會依需

求安排導覽，尤其是西洋美術部

分，必須經由導覽才能得知精髓

潘館長為觀眾導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