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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本計畫各項目之執行成果描述如下： 

一、活動記者會 

時間：11/14中午 

地點：科教館 

成果：邀請各家文教線與環境線媒體，共同參與記者會，與科普講座及展覽開

幕導覽共同舉辦，出席人次共 80人。 

二、《藝術與環境科學的對話》科普講座 

時間：2015/11/14，共一天，分上下午場次 

地點：科教館 

成果：邀請國內外相關的科學學者＆科學畫家演講，與科普講座及展覽開幕導

覽共同舉辦，出席人次共 80人。 

三、展覽開幕暨導覽 

主題：藝術與環境科學的對話 - 科學繪畫與生態藝術聯展 

展期：2015/11/14 - 2015/12/31，並延長至 1/17日 

地點：科學教育館 3F（詳見展場平面圖） 

成果：展出四位本土與國際藝術家劉秦勤、陳一銘、李國欽、鄭義郎之作品，

喚醒大眾環境保育意識，參觀人次近 4500人。 

四、學術演講 

時間：11/20 

地點：國立台灣大學 

成果：美國加州水資源部與自然資源署資深環境科學家劉秦勤博士演講，出席

人次共 27人。 

五、科學繪畫工作坊 

時間：11-12月間，預計共五場 

成果：邀請科學繪畫與插畫之專家，透過演講以及實際繪畫操作，加強民眾參

與度，出席人次共 60人。 

 

 

 



一、前言 

當今環境惡化有目共睹，政府單位、專家學者及社會大眾開始意識到保

護環境是人類本世紀的重大責任。在此日益惡化的環境裡，我們憂心的是人

類的文明社會可否永續地繁榮發展。因此，保護環境不僅是科學家、政治家、

法律家及社會學家的責任，更期待文學、音樂、攝影及繪畫等藝術的創作者

投入，將環境的美好及保護環境的概念傳達給社會大眾。 

科學家提供科學知識，讓人瞭解真相，並提出環境改善建議，然而，有

時科學傳播會給人冰冷的刻板印象。這時若能藉由藝術家用各種創作形式，

將大地的語言以藝術形式傳達給社會大眾。也就是說，藝術家將生態學的知

識用藝術作品表達大地語言的真實意涵，來為大地代言，同時也表達他們對

自然大地的關心。因此，當科學家用他們的科學資訊結合藝術創作的感染力

來變化人心，就可讓社會大眾自覺地扛起環境保護與挽救生物多樣性保育的

職責。 

雖然現今專業化的結果，「科學」與「人文」己涇渭分明的分成兩獨立

的領域(Snow, 1959) ，兩者之間的鴻溝阻礙兩領域各自的深層發展。惟有

在這個鴻溝上架起兩領域的橋梁，讓兩者的「模因」(meme) 相互流通，人

類的文明始有機會激出新的火花，包括進行環境保護。在數百年前觀察與詮

釋自然的博物學家，其實有許多是兼具藝術與科學的人物，例如十二世紀的

學院教育；十五世紀的達文西（Leonardo DaVinci 1452-1519），他們的身

份與其作品，均呈現當時的藝術與科學（工程學）是相輔相成的。 

藝術提供創作品，作為溝通心靈的工具，將科學知識運送到人的心中，

因此，藝術家的角色是催化劑。科學家長期投入環境保護的研究，他們的專

業知識對保護環境的實際行動彌足珍貴與實際。兩者合作產生了拯救環境的

力量與推動環境拯救的行動。 

因此，本計畫擬邀請對環境科學有素養與對生態藝術創作有成就的藝術

家或是科學家，共同為推動環境保護的知與行所舉辦的生態與藝術研討會與

作品展示會「藝術和科學的對話」，並搭配講座與科學繪畫教學工作坊，藉

此機會激盪出藝術的火花，並教育社會大眾及青年學子瞭解藝術與科學的共

通性與相輔相成的必要性。 

 



二、目的 

1. 科學與藝術的結合：在嚴謹確實的科學基礎上，科學藝術除了可以提供

人們欣賞自然之美與藝術創作的美感外，亦可增加對科學的瞭解。 

2. 喚醒對森林、濕地、到海洋的保護意識：從展覽、講座到工作坊，藉由

藝術欣賞、演講、心得分享到實作，希望讓更多人明白森林、濕地、到海洋，

每一個生態系的重要與不可或缺。 

3. 推廣科學繪畫：科學繪畫要求繪畫技巧外，還需要仔細的觀察能力。推

廣科學繪畫除了讓一般民眾瞭解科學繪畫與一般繪畫的不同，與社會對科學繪

畫的需求外，這次的活動增加了目前散在各行各業的科學繪畫家們有個共同溝

通的機會，期待未來有個溝通橋樑共同為推廣科學繪畫而努力。 

 

三、執行情形及成果 

這次《藝術與環境科學的對話》活動主要分為四個部分：科普講座、作品

展覽、學術演講及五場科學繪畫工作坊。 

科普講座的講員包括台師大設計系也是世界級的生態繪畫大師楊恩生教授

（題目：藝術家對生態保育的貢獻）、美國加州水資源部與自然資源署資深環

境科學家劉秦勤博士演講（題目一：科學與生態系統服務—鮭魚、集水區、濕

地和氣候變遷；題目二：人類健康與生態系統變化—藝術與科學的交互觀點）、

林試所陳一銘研究員（題目：畫裡荒野）、台灣生態陶瓷專家李國欽（題目：

陶藝世界的理性與感性）及水生動物插畫家鄭義郎（題目：彩繪海洋的生命） 

(見附件一:活動議程)。一整天的講演吸引了 80位聽眾，由於內容相當精彩，

因此大多數聽眾從早上聽到下午。 

作品展覽聯合了四位知名環境藝術家，除了美國加州水資源部與自然資

源署資深環境科學家劉秦勤博士外，另外邀請林試所研究員陳一銘、台灣生態

陶瓷專家李國欽及水生動物插畫家鄭義郎無償提供展演作品，喚醒大眾環境保

育意。陳一銘現仍服務於林試所研究員，他一生從未接受正式繪畫訓練，但幾

十年結合繪畫與調查工作，作品深受肯定，曾與郵政總局合作出版十幾套郵票。

水生動物插畫家鄭義郎畢業於復興美工及國立藝專美工科，得獎無數，也曾與

郵政總局合作出版多套水生動物郵票，他為了更了解他所畫的對象，至海洋大



學讀碩士班研究海洋生物，現正在中山大學攻讀博士班。台灣生態陶瓷專家李

國欽的作品栩栩如生，明明是 1300 度高溫燒出的陶瓷，卻能表現出鳥類羽毛、

海葵及魚類身體等柔軟的構造。他為了呈現出魚卵柔軟透明的感覺，所付出的

實驗精神與態度，令人讚嘆。 

由於科學繪畫有很多不同呈現的手法與面向，包括針筆、水彩、電腦繪圖、

動漫等。因此，五場科學繪畫教學工作坊分別由秀峰高中褚天安老師、科博館

彭瑄玉老師、插畫家趙澤寬、華夏技術學院講師張玉連、致理管理學院多媒體

設計系助理教授魏良成、綠自然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林家蔚及台大生科院助理

王錦堯/台大海研所研究生江勻楷等人擔任講員。他們有的利用傳統繪圖概念、

基本繪畫技巧或電腦繪圖軟體 painter及 sketchup教導報名學員學習科學繪

畫，或以演講與觀眾交換科學繪畫學習心得及學習心路歷程。雖然科學繪畫教

學工作坊的時間短促，但參加學員對此教學工作坊的舉辦都持肯定意見。 

 

表一、實際成果 

活動執行項目 數量 成果（出

席人次） 

活動項目內容 

活動記者會 

 

1場 80人 時間：11/14 

地點：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藝術與環境科

學的對話》科普

講座 

1場 80人 時間：11/14（共一天，分上下午場

次） 

地點：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展覽 

 

2015/11/14  

 - 

2016/1/17 

 

4417人 時間：11/14 - 12/31 

地點：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3樓公

益展區 

展出藝術家：劉秦勤、陳一銘、李

國欽、鄭義郎，  

學術演講 

 

1場 27人 時間：11/20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 

講員：美國加州水資源部與自然資

源署資深環境科學家劉秦勤博士 

科學繪畫工作坊 

(共五場) 

5場 共 60人 邀請各方專家，透過演講以及實際

繪畫操作，加強民眾參與度。 

 



表二、預期與實際成果分析 

指標項目 單位 預期成果 實際成果 備註 

記者會參與 人 25 80 記者會、講座與學術演講

於同一日舉辦 

講座參與 人 30 80 記者會、講座與學術演講

於同一日舉辦 

展覽參觀 人 9000 4417 展覽期間總計 

學術演講參與 人 30 27  

科學繪畫教學工作坊 人 100 60 五場總計 

 

四、檢討與建議 

根據表二預期與實際成果分析表，本活動除參觀人次外，各項指標皆達

到預期。事後檢討，本次參展的三位本土藝術家中，鄭義郎先生與陳一銘先生

也兼具科學家身分，具有一定的專業性；而李國欽先生作品更是獲得國寶級收

藏，因此，展品水準相當高。然而，此次展出於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其主要

觀眾為中小學生，但此次活動宣傳未搭配各中小學教育機構之宣導，未能有效

吸引該館主要觀眾群，加上本展籌備期較短促，在宣傳推廣上經驗不足，是造

成此次參觀人數偏低的主要原因。 

再者，由於科學繪畫的入門門檻較高，學員無法在短短 3 小時內有實際成

果，學員反應作畫時間太短是在原本意料之中，然此次活動的主要目的即在拋

磚引玉，先開一扇窗，期待能因此引能更多的關切與投入。本次策展經驗及人

員的投入都將作為未來活動之參考，以後類似活動若能提早籌畫，找到對的宣

傳行銷方向，未來相關展覽應可有更好的迴響。 

 

五、活動經費來源、額度及會計報告(表) 

預算執行率統計表 

 林務局 營建署 台大 SWAN 合計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兼任所得) 160000 70000 70000 0 300000 

實際報銷金額 160000 70000 70000 0 300000 



執行率 100% 

物品與材料(耗材) 0 60000 20000 0 80000 

實際報銷金額 0 60000 20000 0 80000 

執行率 100% 

雜支 (含國外旅費) 40000 40000 160000 22000 262000 

實際報銷金額 40000 40000 160000 22000 262000 

執行率 100% 

國內旅費 0 0 0 18000 18000 

實際報銷金額 0 0 0 18000 18000 

執行率 100% 

運費 0 30000 0 0 30000 

實際報銷金額 0 30000 0 0 30000 

執行率 100% 

合計 200000 200000 250000 40000 690000 

 

補助類別核銷統計表 

 本單位（林務局） 其他單位 

補助類別 經常門（千） 資本門（千） 經常門（千） 資本門（千） 

核定補助金額 200 0 490 0 

實報銷金額 200 0 490 0 

預算執行率 100% - 100% - 

 

 

  



會計資料明細 

 

林務局兼任所得 

項目 時數（小時） 金額 補充保費 受款人 黏存單編號 

10月臨時工資 80 9600 192 陳韋宏 104TB11E154 

10月臨時工資 84 10080 202 林勝吉 104TB11E154 

11月臨時工資 42.5 5100 102 陳紜甄 104TB11E155 

11月臨時工資 176 21120 423 楊筱薇 104TB11E155 

11月臨時工資 41 4920 98 危哲康 104TB11E155 

11月臨時工資 40 4800 96 翁霈琪 104TB11E155 

11月臨時工資 48 5760 115 陸禹涵 104TB11E156 

11月臨時工資 85 10200 204 陳韋宏 104TB11E156 

11月臨時工資 82 9840 197 林勝吉 104TB11E156 

12月臨時工資 30 3600 72 危哲康 104TB11E156 

12月臨時工資 52 6240 125 翁霈琪 104TB11E418 

12月臨時工資 32 3840 77 陸禹涵 104TB11E418 

12月臨時工資 124 14880 297 余欣怡 104TB11E418 

12月臨時工資 104 12480 250 黃湘芸 104TB11E541 

12月臨時工資 192 23040 461 楊筱薇 104TB11E541 

12月臨時工資 48 5760 115 陳韋宏 104TB11E418 

12月臨時工資 46.5 5580 112 林勝吉 104TB11E541 

台大管理費 22   

 

林務局雜支 

項目 受款人 金額 黏存單編號 

台大管理費 國立台灣大學 16000  

機票費用 劉秦勤 24000 104TB11E089 

 

 

  



六、活動照片 

● 展覽開幕 

 
圖 1.計畫主持人台大生科系陳俊宏教授致詞

 
圖 2.台大生科系陳俊宏教授、藝術家李國欽與科教館朱楠賢館長交流 

 

圖 3.記者會與講座 



 學術演講暨講座座談

 

圖 4.楊恩生教授演講 

 
圖 5.陳一銘老師演講 

 

圖 6.劉秦勤博士演講  



 參展作品 

 
圖 7.鄭義郎老師作品一 

 
圖 8.鄭義郎老師作品二 



 
圖 9.劉秦勤博士作品一

 
圖 10.劉秦勤博士作品二 



 
圖 11.陳一銘老師作品一 

 
圖 12.陳一銘老師作品二 



 
圖 13.李國欽老師作品一 

 
圖 14.李國欽老師作品二 

  



● 科學繪畫教學工作坊 

 

圖 15.講員：秀峰高中褚天安老師 

 
圖 16.講員：科博館彭瑄玉老師 

 

圖 17.講員：插畫家趙澤寬 



● 撤展 

 

圖 18. 撤展行動一  

 

圖 19. 撤展行動二 

 

圖 20. 撤展行動三 



附件一 活動議程 

 

藝術與環境科學的對話 

展覽開幕導覽暨講座流程 

 

    

09:00 ‐ 09:30 報到 
    

09:30 ‐ 09:40   貴賓致詞及引言 
  

主持人 

陳俊宏教授 

09:40 ‐ 10:30 科學與生態系統服務—

—鮭魚、集水區、濕地和

氣候變遷 

講者 

劉秦勤博士 

  

主持人 

周蓮香教授 

10:30 ‐ 10:50 休息 
  

10:50 ‐ 11:40 藝術家對生態保育的貢獻  講者 

楊恩生教授 

11:40 ‐ 13:00 午休時間、記者聯訪 
    

13:00 ‐ 13:50 創作歷程（一）及導覽 

畫裡荒野 

講者 

陳一銘先生 

主持人 

陳俊宏教授 

13:50 ‐ 14:40 創作歷程（二）及導覽 

陶藝世界的理性與感性 

講者 

李國欽先生 

14:40 - 15:00 休息 
  



15:00 - 15:50 創作歷程（三）及導覽 

彩繪海洋的生命 

講者 

鄭義郎先生 

15:50 ‐ 16:40 人類健康與生態系統變

化—藝術與科學的交互觀

點 

講者 

劉秦勤博士 

16:40 ‐ 17:30 綜合討論 
 

 

  



附件二 活動訊息(網頁或報紙)、海報、摺頁或邀請卡 

海報 

 

 
 

 

  



科教館展訊 

 



邀請卡 

  

  



媒體報導 

2015 / 11 / 22，青年日報藝文版 

 
 



2015 / 11 / 16 台北市觀傳局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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