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名稱：北投社區大學九十五年度第二期期末成果展

．活動時間：95.01.06（六）09：00~17：00
．活動地點：北投社區大學（北投區新民路10號／新民國中）

．活動內容：北投社大師生成果展演與課程示範教學。

★活動名稱：北投社區歲末感恩忘年會

．活動時間：95.01.07（日） 09：00~13：00
．活動地點：法鼓山雲來寺（北投區公館路186號）

．活動內容： 藉由「北投社區歲末感恩忘年會」，為獨居長者營造團圓和家的感覺，

以感謝法鼓山菩薩的慈悲，並邀請志工及社區愛心人士來共襄盛舉。

★活動名稱：北投社區大學寒假免費學習大餐

                        1/22起系列免費教學活動

．活動時間：95.01.22（一）～95.02.03（六）  共兩週

．活動地點：北投社區大學（北投區新民路10號／新民國中）

．活動內容：課程免費教學活動。

★活動名稱：北投社區大學2007年寫生交流活動—華梵大學

．活動時間：95.01.27（六）07：30~17：30
．活動地點：華梵大學（臺北縣石碇鄉華梵路一號）

．活動內容：社大師生寫生交流。

★活動名稱： 2007年北投社區大學

                      「綠建築之美–臺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寫生比賽」

．活動時間：95.01.22（一）～95.02.02（五）收件

．活動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北投區光明路251號／北投公園內）

．活動內容： 即日起請自行前往寫生（2007年1月20日上午在臺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

週邊，安排邀請北投社區大學全體美術類課程老師，現場寫生及教學示

範，歡迎當天與會）。





在
這兩年期間，走訪

過許多地方如羅浮

宮、奧塞美術館、大都會博物

館及畢卡索的展覽等，各式各

樣的展覽都看，也因此產生了

很多想法，其中，在參觀大都

會博物館時，發現館區很大，

策展人員均將繪畫按照一定的

次序，如宗教派、宮廷派、田

園派、印象派、現代派、抽象

派等規劃排列展出，這樣的景

象頓時使我恍然大悟，原來，

繪畫是一個畫家追尋自我的過

程，而這個過程分為三階段，

第一個是被人控制的階段，就

是「畫」是由畫框、畫紙、畫

布、顏料所組成，去畫一些社

會既有的文化，如宗教、建築

等，第二個階段是自我控制階

段，創造畫家自己的特色，如

田園派、印象派、現代派等，

第三階段是擺脫世俗的控制，

發展創意，由賞畫者自行想

像，如抽象派、後現代化派

等。

經營社區大學，就如同畫

家追尋自己的過程一樣，課程

規劃第一個階段，按照約定成

俗的步驟，依據學術、社團、

生活藝能的類別，逐一規劃，

讓學員依自己的興趣自由選

讀，培養學習能力。第二個階

段是政府規定要開設的課程，

如環境學、台北學等，各社區

大學依據地區特性，發展自己

的特色。非常難能可貴的，北

投社區大學在經營過程當中，

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循著方向

發展自己的特色，以所在的社

區為主，開設的課程中，著重

讓學員認識北投、認同北投，

對北投社區大學產生信念，產

生凝聚力，也因此，北投社區

大學在三年當中，成為臺北市

優良的社區大學，比其他社區

大學成長的更快速。北投社區

大學做到了自我掌控，發展出

自我的定位。

從上所述，北投社區大

學在三年的經營當中，課程規

劃是以社區認同的方式進行，

符合了北投社區大學的核心理

念，然而，隨著時間的流轉，

社區認同式的課程已具成效，

我認為必須開始轉化，開始奉

獻，才有助於公民社會的提

升。而奉獻是必須有能力（熱

心）的，必須具備回饋能力

的，所以，我認為除了維持既

有的核心課程能力之外，必須

發展北投創意文化的課程，也

就是創意與能力。此時，可能

不再由社大來規劃課程供社區

學員選讀學習，而是由社區學

員，經由集體創意自行規劃課

程來要求社大開設需要的課

程，而這個課程也許不需要講

師，這就達到了前述所說的第

三個階段，學習擺脫他人的、

世俗的、政府的或是社會集體

潛意識的控制。因此，在這次

的臺北學學術研討會當中，期

許北投社區大學，在經營及課

程規劃上，有更多的思考，在

創意與能力上，有更大的突

破，就像繪畫能突破顏料、畫

紙及畫框等的束縛，提供社大

課程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 林振春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教授



大
多數的宗教都鼓

吹「天堂」的美

好，有一些還強調唯有上了

天堂，才能免去輪迴之苦，

希望世人都要一心向善，向

天堂這個終極理想邁進。天

堂畢竟是一個看不見也摸不

著的東西，所以許多人對於

天堂之說仍是半信半疑，對

於向善的心不能持之有恆。

因此，宗教的責任就是苦口

婆心的為世人說「道」，也

編寫出許多的經典，期許眾

人都能培養出正直善良的靈

魂，在人生的終點站時步上

天堂之路。畫家也努力的透

過畫面，模擬出一幅幅天堂

的情景，使人們不必透過想

像，直接在畫裡就能看到幸

福無憂的天堂景象。

希臘神話裡把人類分

為幾個時代，第一個階段是

「黃金時代」，人類聰明善

良又能和睦相處。畫家揣摩

這個時期的樣子，畫裡的風

景美麗、氣候宜人、樹上結

實纍纍、河水清澈如鏡，人

們悠閒自在的活動，或是歡

樂的歌唱、跳舞、嬉戲，歌

頌生命的無限美好。義大利

中世紀名詩人但丁的《神

曲》中，描述了天堂般的樂

園，那裡有永恆的春天、甘

甜的泉水和豐美的果實，他

說有如回到亞當與夏娃的伊

甸園生活一般，鼓勵人們追

求美德和知識，讚美人們的

才能和智慧。

在美術史中一而再的

出現有關「天堂」內容的繪

畫，以理性的角度來看，天

堂應該只是一種心靈狀態，

不是現實世界裡可以遇見或

體驗到的情境。因此，天堂

的樣子，常常是以升天的情

景或是描繪一片樂園（希臘

神話的黃金時代或聖經的伊

甸園）。一直到了十九世

紀，自然主義畫家米勒，在

一個晴朗的早晨，他帶著自

己的妻子和五個孩子，坐上

了一輛笨重的日式繹車，駛

向距離巴黎九十多公里外的

楓丹白露森林，他只背著簡

單的行囊，步行來到巴比松

村，一家人就這樣住了下

來。這個農民的兒子終於又

回到了農村，望著那兒的樹

木和田野，他高興地喊著：

“啊！上帝，這裡真美呀! 
”米勒再次呼吸到土地的芳

香，也聽到了森林的喧嚷，

終於畫出「拾穗」、「晚

鐘」等經典作品，金黃色的

田園詩情與和諧的人物安

排，呈現出永恆、寧靜與幸

福的美景，似乎暗示了人間

一樣找得到天堂。

想想也是，似乎不難

吧！拋開物慾與權勢的貪

念，忘卻仇恨與爭逐，享受

知足常喜的生活，家鄉如此

多嬌，好山好水好人情，有

許多親愛的朋友與家人，這

裡過的每一天不就是天堂的

日子嗎？  

■ 潘蓬彬　北投文化基金會執行長/北投社區大學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