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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王雅各 

中華民國一零五年秋季 

 

上課時間：星期一上午十時十分至下午一時 

上課地點：一樓 109 

辦公室電話：8674-1111 分機 67061 

辦公室傳真：2673-9778 

住  家傳真：2339-5851 

e-mail：ykw@mail.ntpu.edu.tw 

辦公室時間：星期一、二下午二時至三時或預約 

辦公室地點：北大三峽校區社科大樓六樓  

上課須知：上課時，禁止錄音錄影、禁止以視訊傳送上課實況、禁止使用行動電

話、平板電腦和個人電腦等所有電子儀器用品。 

 

 

主題介紹 

  藝術也許是人類社會中最奇妙的一件事了。就歷史的眼光來看，藝術自創建

迄今約略經歷了四個不同的階段。啟蒙時代由蘇格拉底發端持續到了蒙恬（也有

人將她延續到提出美學概念的鮑姆嘉通）。轉移時代是由康德到新康德的批判精

神所標示。成熟時代的藝術則與現代主義與實證主義同步，它也是藝術－美學最

為成熟和耀眼的時期。最後則是 1950 年代末迄今的後現代時期。 

  藝術是人類社會中變異和矛盾性最大的一種事物和現象。在進入現代（或近

代）之前，至少在西方的傳統將藝術和審美做密切的連結。但在實證美學的時代，

本質和超驗哲學式的藝術觀點已然被動搖到幾不復存的地步。在最近的這兩個世

紀當中，實證主義、理想主義、批判和極端自由主義等美學流派，一方面以和科

學發展結合的方式拓展藝術的觀點和範疇。另一方面，也藉著不同人文學和社會

科學的興起寬闊了藝術的視野。特別是藝術社會學、藝術心理學、藝術人類學和

藝術教育學等的興起根本的改變了人類理解和欣賞藝術的方式。 

  從藝術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非但藝術無法自外於社會，甚且它還完全受到社

會因素－－包括自然和人文的－－所影響。不論是創作、欣賞、評論或歷史，藝

術種種因素的本身就必須受到社會學知識的關注和探討。在這樣一個架構的理解

中，許多藝術領域中的刻板印象就有了相當不同的面貌。舉例來說，創作曾被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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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與生產（經濟性的活動）無關的事物，但政治經濟學的分析以及藝術家可否

被視為一個「階級」或「身份群體」的探究中，藝術創作就和經濟有了相當不同

的關係。同樣的道理，在大量的美術藝品收藏和拍賣制度的研究中，將藝術作品

當成是沒有「效益」（價格標籤）或價值的想法也完全被推翻。 

  簡單的說，藝術的所有面向都和社會－－以及社會學－－息息相關。社會學

是一門研究「群體的人」的「科學。」因此所有攸關藝術的探索都無法避免社會

學的關懷。尤其是從性別角度出發的探討，更是戲劇性的衝擊（和改變）了人們

所習以為常的美學認知方式、議題和版圖。女性主義者曾說：「女性主義改寫人

類的歷史」－－當我們照樣造句而把「歷史」改成「藝術」或者「美學」，相信

還是可以成立。 

  本課程的目標，在於給學生介紹女性主義知識論的美學－藝術觀點。藉由將

視覺藝術做為討論的焦點，我們會在課程中提到女性主義藝術觀的起源，特色、

文類、作品以及，也許是最重要的，社會意涵。在意識揚昇、個人即政治、姊妹

情誼和賦權等觀念的指引下，讓修習同學對藝術現象有一個迥然有別於以往的藝

術觀點。總結而言，本課程的目的有三。首先是讓同學對性別與藝術現象有基礎

的理解，其次是培養並熟悉若干女性主義視覺藝術的作品（和文類），最後則是

建立修課同學在藝術鑑賞上以性別視角做為理解方式的能力（和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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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分配 

日期 主題／讀物 

9／12 

第一週 

課程簡介 

發講授大綱 

9／19 

第二週 

藝術社會學視角下的藝術觀 

Wolff, 1984 

9／26 

第三週 

視覺與審美 

Langer, 1953: 24-41 

Classen, 1993:1-11; 121-38 

Weigel, 1996:63-79 

10／3 

第四週 

性別與藝術 

Pollock, 1988:1-17 

Loucie-Smith, 1994:6-7, 140-67 

Berger, 1972 

10／10 

第五週 

女性主義視覺藝術的起源 

Broude and Garrard, 1994: 10-29 

Cottingham, 1994: 276-87 

10／17 

第六週 

身體－女性特質－展演Ⅰ 

Frueh, 1994:190-207 

Harding, 199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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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第七週 

身體－女性特質－展演Ⅱ 

Diprose, 1994 

Davis, 1997:168-81 

王雅各，1998:1-54 

10／31 

第八週 

性與暴力 

Nead, 1992 

Lucie-Smith, 1994:94-139 

11／7 

第九週 

台灣景像 

傅嘉琿， 1994 

林珮淳， 1997 

陳香君， 2000 

11／14 

第十週 

電影欣賞 

Frida Kahlo 

11／21 

第十一週 

電影欣賞 II 

Furs 

11／28 

第十二週 

女性主義藝術的傳播保護和婦女運動 

許如婷演講 

12／5 

第十三週 

台灣女性藝術史 

陳淑玲， 1998 

顏娟英， 1998 

陸蓉之， 2002 

12／12 

第十四週 

性別、藝術與賦權 

吳瑪俐， 2003 

12／19 

第十五週 

女性主義藝術與(抗爭)政治 

Lopez and Roth, 1994:140-57 

Jones, 1996 

12／26 

第十六週 

總結 

交期末報告 

 

 

科目要求及計分 

  本課程在社會學系的環境中，是一個比較特的科目。由於非藝術科系的學生

（一般而言）比較缺乏視覺相關的訓練，因此我也希望藉此課程讓同學淺嚐接觸

視覺藝術的滋味。修課同學必須在課前閱讀教材，參與上課並討論，事後也必須

復習。這個部分的成績佔 1/3。另外的 2/3 則可有兩個選擇，甲方案可寫一篇書

面報告。乙方案則可做田野工作三次並繳交心得。詳細的要求和運作方式得在第

一次上課時協商制定。請注意：碩士生兩次上課缺席、博士生一次不到就必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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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此外，沒有正當理由，我不收遲交的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