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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第八任館長退休 / 書畫家

藝教館南海劇場　 呂長俊攝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創立於

民國四十六年青年節 迄今經歷了

五十年的歲月 在教育部的指導

支持和全體同仁的共同努力下 於

中國近代藝術教育史中扮演了極為

重要的角色 在研究 推廣 輔導

台灣 含金馬台澎 地區藝教發

展 與推動國際藝文交流等方面都

有顯著的績效 也發生了極為普遍

而深遠的影響 在五十週年的今

日 我以過去在本館服務十年的親

身感受 和對國家藝術教育造福全

民美感生活的無限期盼 特以組織

和館舍為重點 聊述本館過去艱辛

的歷程與未來美好的前景 藉表賀

忱

台北市南海學園中的中央圖

書館 今之國家圖書館前身 藝

術教育館 科學教育館 歷史博物

館 教育資料館和教育廣播電台等

一群國立社教機構 都是在教育部

張部長其昀任內於民國四十五 六

年間興建的 民國四十五年的秋

天 教育部選定植物園的部分土地

規劃興建國立藝術館 延聘中華藝

術總團團長何志浩將軍主其事 八

月十五日動工 歷時一百四十天完



成 首任館長吳寄萍先生二月十日

到館視事 三月二十九日正式開館

營運 藝教館的前身國立台灣藝術

館就此誕生 展開為台灣社會推展

藝術教育的工作 當時國家財政異

常困難 台灣缺乏藝術展演場所

唯一可用之處是台北市中山堂 重

要畫展都是在中山堂後方一樓的會

議室舉行 藝術館開館後立即成為

台灣社會主要展演活動的藝術殿

堂 一個六百座位的演藝廳 兩個

三十餘坪可以陳列四十餘件畫作的

藝廊 充分發揮了藝教功能 傳統

和前衛的重要藝術展覽和演出 都

在這裡舉行 藝教推廣和社會環境

包括政治與經濟環境 是密不可

分的 在那個艱苦的時代 已經是

難能可貴了

一個國立社教機構的設立 在

依法行政的民主國家 必須有法源

基礎 因此教育部在興建本館硬體

建築的同時 已制訂 國立台灣藝

術館組織規程 並於民國四十六

年元月十二日公布實施 這個組織

規程的法源是社會教育法 從這兩

個法規中 我們可以看出兩項重要

的基本精神 是本館宏觀多元的的

職掌範疇和推展藝術教育的根本職

能 成為恆常不變的行事法則

第一 本館職掌範疇的宏觀性

與多元性 組織規程第二條規定本

館設美術組 戲劇組 音樂組 舞

蹈組 電影組和總務組 並明訂各

組織掌 其中除總務組為事務單位

外 其餘五組概括視覺藝術 空間

藝術 聽覺藝術 時間藝術 和

綜合藝術 綜合視覺聽覺和空間時

間之性質 全面兼顧多元並重

展現了恢宏的視野和氣度 成為國

家開拓藝術教育擴大文化陶冶和提

高國民生活素質的宏圖

第二 確立本館推廣藝教的

功能性和恆常性 以發展全民終身

藝術教育 提高文化水準為要旨

在本館組織規程第一條 開宗明義

的闡述 教育部為提高台灣地區

藝術水準 特依社會教育法 設

立國立台灣藝術館 掌理有關事

項 社會教育法是民國四十二年

完成立法 九月二十四日經總統明

令公布的 該法第一條特別強調

以實施全民教育及終身教育為宗

旨 本館組織規程中標指的 提

高台灣地區藝術水準 不但界定

施行的地區 而且是要提高 全

民 的藝術水準 同時又是包含各

年齡層的 終身 藝術教育 施行

的方法 則是用 調查 研究 編

輯 宣傳 展覽 表演 放映 推

廣 等方法 施教特性是全民的

終身的 因此具備了普遍性 超越

性和恆常性 而面向是寬宏的 多

元的藝教範疇 含括美術 音樂

戲劇 舞蹈和電影等相關感性 知

性 能力 習慣等全面多元的陶冶

與培養 這項極有意義的巨大教育

工程 需要充分的人力 財力和硬

體空間相配合 方能發揮理想的效

果 但當時政府財政困難經費有

限 實有力不從心之感 首位館長

吳寄萍先生做了四個月 次任館長

盧孰敬女士繼之於四十六年七月十

日接任 繼續一面充實設備 一面

拓展館務 無不盡心竭力 舉例而

言 如繼大陸時期所辦三屆全國美

展 於四十六年十月在台北省立博

物館作第四屆展出 即可看出教育

部的支持與全館同仁治事的努力

當然 其他的國際展 國內展 國

劇話劇 音樂舞蹈 電影欣賞 專

題講演等亦相繼不斷 四十七年九

月第三任館長音樂家鄧昌國先生接

事 更以最大的熱誠和國際視野推

展各項活動 如為推廣藝教創辦藝

術雜誌 為提倡文化復興與現代藝

術而赴巴黎出席國際音樂會議 協

助前衛的東方畫會在館內展新作

等 各類藝教活動更形廣泛的積極

推展 孔孟學會成立大會在本館舉

行 總統暨相關部 會首長 文教

大老 藝壇先進雲集館內 盛極一

時 正值經費 人力 空間俱感侷

限而有待提升與擴大之際 教育

部衡酌客觀條件 空間及經費困

難 於四十八年以台 48 人字

三一四八號令 將本館原有的美

術 音樂 戲劇 舞蹈和電影五組

縮編為一個 業務組 這為因應

國家財政困難所作的 精簡 措

施 對原設立五組全面推展國家藝

術教育的鴻圖 自然不無相當大的

影響 表面上看是因財政困難 實

際上硬體建築空間不足 人力及設

備均極有限 與最初理想實質上有

很大距離 欲通過立法院完成立

法 是很困難的 因此 教育部縮

藝教館行政中心夜景　 呂長俊攝



南海藝廊小天壇展場　 呂長俊攝

編本館的做法 確有不得已的考

量

國立台灣藝術館依設館位階

其組織法規應為 組織條例 須

經立法院審議通過 由總統明令公

布實施 組織規程 為次一級單

位的組織法規 但也須經行政院核

定 故教育部所頒組織規程 非永

久性的 本館組織條例 於民國

五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即經行

政院送立法院審議 茲因種種因

素 遲遲未能通過達十五年之久

對本館業務之運作與發展 形成極

大影響 其中情節 略如七十四年

立法院教育 法治兩個委員會共同

給該院秘書處的關係文書所言

查教育部為適應社會需要

實施藝術教育 加強國際藝術交

流 提高台灣地區藝術水準 特於

民國四十五年 文號略 頒發國

立台灣藝術館組織規程 成立國立

台灣藝術館 惟因未經立法 十餘

年來 無固定經費 工作人員無法

享有一般公務人員之待遇 工作

亦無確定保障 致難羅致新進人

才 於業務之推展 諸多不便 行

政院於五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提出 國立台灣藝術館組織條例

草案 送請本院審議 本會

舉行二次聯席會議 將該案提出審

查 與會委員 鑒於原草案賦予該

館 掌理台灣地區藝術教育之實施

與推廣 輔導地方教育機構 及中

等以下學校推行藝術教育 之重大

任務 而揆諸該館之場地 設備與

人員配置 稱之為 國立台灣藝術

館 顯然名不符實 不足以達成法

律所賦予之任務 職是之故 與會

委員多主張行政院應補送有關藝術

館未來擴建之詳細計劃 以利審

查 因此決議 俟行政院核定之

擴建計劃送會再行審議 本案暫

時擱置

五十九年五月 立法院法制

教育委員會聯席會作此決議後 教

育部即根據這項決議 做成 國立

台灣藝術館現址擴建計劃 呈報行

政院核定 六十一年行政院認為

原址不夠擴建 該計劃應暫緩實

施 於是又行擱置

六十五年八月 行政院因應現

實需要 並兼顧本館場地及設備條

件 提出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組

織條例草案 送請立法院審議

同時要求撤回原送請立法院審議之

藝術館組織條例草案 立法院認為

條例草案第四條規定 組主任

研究員 編輯 助理編輯等專業人

員 均採聘任 又規定 遴聘辦

法由教育部定之 均已不合時宜

因為國家機關用人所依據的 聘

用派用人員管理條例 已於民國

五十八年廢止 而教育人員任用

須待另訂法律後再行研議 因此

本館組織條例又在擱置

直到民國七十四年五月 教

育人員任用條例草案 完成立法公

布實施 本館新的組織條例 於

立法院再行提出討論 距離民國

四十六年正式成立 本館已經度過

了二十八年的艱辛歲月 其間繼第

三位鄧昌國館長之後 歷經了王紹

清館長 馮國光館長 紀登斯館長

和李懷程館長 先後率全體同仁努

力不懈的推動館務 均有相當成

效 然而因迄未完成立法 實質上

的困難依舊存在 七十三年行政院

核定本館組織規程 把業務組改成

演出組和展覽組暫時因應實需 並

彰顯展覽和演出兩項業務重點

七十四年七月 李館長懷程

辭職獲准 八月一日我奉派接事到

館服務 懷抱著繼往開來推展全

民美育的理想接下這份工作 始

發現面臨兩大難題亟待解決 第

一 本館組織條例延宕三十年尚未

完成立法 行政 人事和經費均

受到莫大侷限 業務開展困難

第二 館舍不足 全館同仁和展演

活動完全集中在小型館舍之中 活

動空間受到很大的限制 需要開拓

新的場所予以紓解 館舍與立法兩

大難題互為因果 形成本館多年困

境勢需突破 尋求解決之道 於是

在立法方面首先拜望幾位資深立法

委員 請益解決之道 得悉委員們

對本館寄以厚望 組織條例已列入

議程討論 內心充滿希望 記得最

後三讀討論時 我與張秘書 人事

主管蕭建軍先生在會場 問到我是

否有意見 我想到過去三十年未能

立法得來不易 若提意見又將延宕

時日 而且委員們認真討論之情令

我敬佩 故乃表示無意見並謝謝委

員的辛勞 經這次三讀通過後 很

快的在十月二十八日經總統明令公



藝教館行政中心前的小蓮池 呂長俊攝

布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組織條

例 本館始得與教育部所屬各社

教館所一樣 在同等的立法基礎上

發揮應有的功能 月底換下懸掛已

久的國立台灣藝術館館牌 本館進

入新的里程 業務推展有了穩固的

立法基礎

接下來要解決館舍空間不足的

問題 第一步商借教育廣播電台新

大樓三四兩層 將館本部行政單位

人事 會計 總務 秘書室和館長

室 遷入辦公 給業務單位較大的

活動空間 繼而覺得大型國際活動

仍感侷促 乃商借中正紀念堂一樓

後方七百坪空間 專案申請預算 裝

修開闢六百坪的 中正藝廊 和百餘

坪的演講廳和辦公室 把本館研究

推廣組遷入營運 敦請具有藝教專

業特長的沈主任以正和熊編輯宜中

等主導該組業務推展工作 而館本

部原址全部用作展覽 演出活動 且

勻出部分二樓原辦公場所 廣設各

類藝教班 在具有表演專業特長的

王鼎定主任領導下 戲劇 音樂 舞

蹈 電影及有關示範講演大量擴展

進而向國際發展 除在韓日琉球及

美國巡迴展出 全國美展亦在台灣

巡迴 我親率本館中華國樂團代表

國家赴中南美洲十餘國家巡迴演出

宣慰僑胞並宏揚國樂文化 全館業

務不斷擴大

借用其他館所空間終非長久

之計 最佳途徑是籌建新館 為平

衡台灣南北藝教推展工作造福全台

民眾 協調高雄市政府 允將原擬

籌建高雄市立圖書總館和社教新館

的六公頃土地 在高美館附近的公

園內 讓給本館作為新建藝教館

預定地 並承教育部支持 原則上

可籌擴建館經費後正式進行相關工

作 八十二年春天 教育部設立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遷建新館規

劃指導委員會 協助本館籌建新

館相關事宜 本館向部內長官簡報

建館規劃情形 受到支持和鼓勵

對於土地運用和新館功能特性 獲

高雄市吳敦義市長熱心襄助共同推

展 進行順利 預備建築三公頃面

積地上十層地下三層綜合性藝術教

育大樓 最後本館希望取得土地所

有權 高市府只能給予土地使用權

致無法達成協議而暫緩 繼之與歷

史博物館 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聯

合 協調規劃在台北市原松山煙場

地址 建造三館的新館舍 最後也

因未能取得土地所有權而擱置

在開拓場地籌建新館的同時

全館同仁積極開展業務 所需經

費預算亦年有增加 從十年前的

八百九十三萬增加至一億零七百餘

萬仍感捉襟見肘 使館本部和中正

藝廊成為藝教推展重鎮 雖然藝教

功能大為提升 但畢竟館舍空間不

足 仍是有待解決的大問題 為此

我覺得只剩兩年多退休無法完成建

館大事 乃於八十四年五月拜見教

育部郭部長為藩 請派年青而且更

有魄力的新人接替館長職務 部長

賜准並於八月底派部內陳專員益興

接任 我奉調教育部擔任督學 陳

館長益興在館年餘離職後 陳篤正

館長奉派接事 皆為籌建新館和發

展業務貢獻很大心力 終難實現建

設新館的理想 九十三年七月陳篤

正館長退休 吳祖勝館長繼任 除

了積極推動各項業務之外 面對日

益困難的國家經濟 籌建新館更形

不易 乃從不同的角度思考 重要

的決定很多 例如繼前任陳篤正

館長時期建置的 台灣藝術教育

網 擴大功能 借助電腦網絡推

廣國際藝術交流 又將我們開辦的

中正藝廊交還給國立台灣民主紀念

館 原中正紀念堂 以節省人力物

力 並在杜部長正勝支持下 將早

期中央圖書館舊館舍四分之三的房

舍 整修部分交給藝教館使用 原

借教育電台的樓房全部歸還 目前

雖然僅使用了小部分中圖舊館舍

將來其他部分漸次整修 若能全部

交本館使用 可作為藝教館永久性

館舍 再也無需借用他處而可長治

久安矣 吳館長有很多良好的構

想 為台灣全民藝教與美感生活發

揮廣大效用

中圖舊館舍為一方正的古典建

築傳統四舍館 座落於南海學園的

中央 坐北朝南 前有小橋蓮池

安靜清幽 與原有展演館舍近距互

應 有利業務推展 在吳館長的卓

越領導與全體同仁努力下 依照台

灣社會進步發展的需要 開拓更美

好的遠景 為台灣營造真 善 美

的人文風尚 充實和提高民眾精神

生活 實乃全民之福 期盼美好遠

景不久即可漸次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