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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的工藝美術敎育
——巴黎散記 范樸鐘茂蘭

1995年我們得到法國高等工藝美術學院，巴黎巨伯海工藝美術學院以 

及阿爾葛伊市文化中心的邀請前往巴黎訪問、並舉辦我們的〈書法、水 

粉畫作品展》。被稱爲”藝術之都”的巴黎是了解西方傳統藝術和現代 

藝術的一座里具魅力的城市；她又是世界工藝美術教育最早的發源地，有 

著適應現代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各類工藝美術教育和各種教育模式。爲此， 

我們用了較兰的時間對法國工藝美術教育的現狀和三所高等工藝美術學 

院的教學進行了考察，並到法國南部的蒙托邦市、圖魯茲市、北部的盧昂 

市，翁弗勒、埃特當等城市進行了訪問。

這裡著重介紹法國工藝美術教育及有關的情況。

我國老一輩工藝美術教育家如龐薰琴、李有行等，當年多留學法國、 

30年代回國後，引進了法國工藝美術教育的經驗，並創辦了工藝美術學 

校、爲中國的工藝美術教育奠定了重要的基礎。我們懷著對老一輩工藝 

美術教育家的懷念，也帶著對當前工藝美術教育的諸多思考與疑問，訪問 

了兩所工藝美術學院和一所高級服裝學校。

法國國家高等工藝美術學院（法文簡稱ENSAAMA）和有近200年歷史 

的巨伯海工藝美術學院（法文爲ESAA DUPERRE,英文譯爲杜培雷工藝美 

術号院）。前者是由後者分離出來的。1969年巨伯海工藝美術學院一分爲 

四所工藝美院。這兩所學校雖然都在市區，佔地面積不大，但在培養工藝 

美術人才上，爲法國作出了巨大貢獻。她們面向社會需要的教學方向、生 

動 ' 切實的教學方法……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仝年前，鐘茂蘭曾訪 

問過該校。爲了建立與該校更深入、更廣泛地聯繫，這次我們又前往訪 

問。

我們參觀法國咼等工藝美術學院時，該院院長達尼埃爾•呂卡夫人一 

一一位慈祥的老太太用整個下午的時間接待了我們。一進她的辦公室給 

人一種親切的感覺。墻上掛著東方的磨漆畫和一幅寫著"三色旗”的書 

法，她告訴我們這是一個日本教師寫的。看得出她對東方藝術極爲熱愛。 

她首先如數家珍似的爲我們介了這個學校的專業設置、並熱情地陪我們 

參觀了這所學校擁有的教室 ' 工作室和實習車間（-、二層樓是車間、三 

至五樓是教室）並詳細介紹了該院專業設置的情況。該院設有（一）、初 

級班（二年制）其專業爲⑴墻面裝飾（包括壁畫、馬賽克、漆畫）透明材 

料 ' 玻璃裝飾畫等。這是全法國唯一設置有玻璃鑲嵌畫的專業。呂卡夫 

人讓我們詳細參觀了這個專業實習室的全部工藝過程。（2）.實用雕塑：含 

金工、合成材料等雕塑工藝。

（二）高級班（三年制）專業有：⑴室内設計 ⑵陶瓷 ⑶染織設計 

⑷工業造型 ⑸視覺傳達（含圖象廣告、體積廣告）⑹建築、環境造 
型。

經高級班學習後，成績優秀者可繼續深造兩年，畢業時獲得法國造型 

藝術最高文憑。相當於我國硏究生層次。

到巨伯海工藝美術學院訪問時，院長露伊斯夫人及副院長和辦公室主 

任都出來接待我們。1992年訪問該院時結識的老院長雅克•朗波里先生 

已退休°他們介紹了這所學校悠久的歷史，該校成立於1856年。初是爲女 

子提供就業機會，學習工藝類的職業學校。一百多年來得到很快的發展， 

六十年代分出去成立了三所工藝美院。留下這所老學校現有教師84人、 

職員巴人、學生500人。每年有上千名的考生，僅收60名。在社會上享 

有很高的聲譽。該校服裝設計系、環境藝術系都辦得很有特色。我們已 

多次得到他們贈與的宣傳資料。，

過去早就知道《ESMOD高級時裝學院》，這所有特色的學校。這次 

扌能訪間。爲此我們兩次到這所學校，並觀看了三年級學生服裝表演。該 

校地處巴黎著名的文化區”蒙馬特”，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所服裝學院，建 

校於1841年。創始人拉維力先生是法國俄尼皇后的服裝師。他發明了服 

裝剪裁用的軟尺和人體模型。爲了紀念創始人這_偉大功績，至今學校大 

門走廊兩側的台燈全是以人體模型做成乳白色燈罩，形式新穎獨特，給人 

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她是國際性時裝專業學院，在世界各地辦有分院，學

員來自六十多個國家。雖然 

是一所私立的高等學校，但 
在世界同業中享有極高的盛 

譽，在於該校卓越的師資隊 

伍和嚴謹的適應社會需要的 

教學質量。爲法國培養了不 

少知名的服裝設計師。

我們參觀該校時現任校 

長安娜•德維坦夫人接待了 

我們。她仔細翻閱了送給她 

我院的簡介，並說她對中國 

有很大的興趣，今年四月還 

將到北京參加“國際服帥博 

覽會”。我們參觀了各班的 

教學，嚴謹有序的服裝工藝 

教學'符合潮流的時裝設計 

風格給我們留下了極深的印 

象。參觀各班教學時有幸結 

識了正在爲華人班上課的教 

授熊女士。她是這個學校畢業的高材生，一個中國人，其畢業作品獲一等 

獎°畢業後在巴黎著名的迪奧時裝公司工作,（1947年由世界著名服裝設計 

師迪奧創辦的時裝店、聖樂朗、皮爾•卡丹等均在此店工作過。）她現在 

又回到母校效力。熊女士讓我們觀看了每個學生的作業__西服的制作， 

工藝是很過硬的。熊女士以及該班學生多次表示願意到我校任教。因爲 

他們知道，祗要有本事，在中國是最好施展自己扌能的地方。同時我們也 

佩服校方頗有遠見卓識。把視野轉向中國。抓住時機開辦華人時裝班，這 

不僅滿足在法華人的需要，並且爲法國服裝進入中國起到很大的作用。他 

們深知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服裝市場，目前急需服裝設計和工藝技術人 

材。中國有極大的吸引力。

-該校号生的服裝表演是在學校一個大客廳内進行，場地不大，觀衆僅 

可坐兩、三百人。（學校原是個旅館改建的，佔地面積不犬，僅兩層樓建 

築。）參加表演的模特兒也是學生自己承擔，都非常認眞而大方地參加表 

演。有的還專門將自己的頭髪染成各種顏色以適應所要穿戴服裝的需 

要。服裝多是成衣設計，從貼身穿的内衣直到外套、婚禮服等，工藝是非 

常嚴謹的二害個系列表演結束，大家都報以熱烈的掌聲。

通過三所院校的實地參觀，感觸最深的有以下幾點：

— '面向?士會、以市場經濟推動工藝美術教育

從三所号校介紹均有一個共同點，爲了求得社會的了解，每年二、兰 

月份有二爭三天面向社會開放。時値放寒假或開學的前後。學校各專業 

都要利用這個日子來展示學生作品的各類展覽，並舉辦學生設計的服裝表 

演°全院師生象迎接重大節日樣，都盡自己的最大努力，以宣傳自己的學 

校。設計出獨特、新穎的展覽廣告、請柬。學生們在服裝表演中高呼著 

自己學校的名字"巨伯海！ ”我們能看到“ ESMOD”服裝學院的服裝表 

演，电正屬於他們對社會開放的内容。能親身領略到工藝美術教育在法國 

社會所處的地位，看到學校門庭若市，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是很令人鼓 
舞的。"-

學校與社會的聯繫還通過聘請大量的兼職教師（佔整個學校教師20%- 
50%）。宇些兼職教師在社會上有一定職業，如：廣告包裝、織物、服裝 

... 等設計。有的還開有自己的事務所。他們對市場情況和社會需要都 

瞭如単掌。在教學中可以有的放矢。學生實習還可以在他們開的設計所 

内進行°畢業後有不少學生到兼職教師那裡去工作。兼職教師不僅是學 

校教卑隊伍的_個補充，並且是不可缺少的一個方面。因爲他們迅速的把 

市場信息和社會需要帶到課堂，推動著學校更進—步結合社會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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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強調創造精神，培養獨創能力
在高等工藝美術學院參觀時，我們重點了解了染織專業。根據院長介 

紹，該院染織專業的教學目的是培養具有豐富的創造能力和想象能力，懂 

得設計方式又善於理解流行趨勢並引導社會消費的人才°善於運用染織 

工業產品和手工藝紡織設計，以帶給人們審美的空間，如環境裝飾面料' 

床上用品、服裝面料等。還要具有對文化和時代潮流有分寸感的表現° 

設計中旣有個性，又能根據生活方式的變化以及社會需求的變化革新自己 

的想法，使其成爲有個性又有社會性的設計人才。

關於染織專業學生畢業後的就業問題，我們詢問了院長夫人，她說前 

幾年法國染織市場發展緩慢，現在又重新活躍起來。因爲以創造性的設計 

爲軸心決定著企業間競爭與存亡的關鍵，社會對染織設計人材也就需要 

了。畢業生前往的單位有以染織'服裝風格硏究爲主的硏究所，再就是 

生產單位等。
要培養這樣的人材，相應的教學手段必然是豐富多彩的。在染織專業 

一年級教室，正在上色彩課，全班25位學生（其中五名是來自日本和非洲 

的）。他們在畫板和壇面上鋪開全開的紙 ' 畫著不同風格，不同色調的 

畫，有的如四方連續，有的又象單獨紋樣，還有非常寫實的有枝有葉有果 

實的畫面……原來學生是按一組擺有橄欖 ' 杏、枝條及各色襯布的靜物 

在進行色彩練習。在啓發講解時，教師朗誦法國詩人關於杏和橄欖的詩 

句，並譲學生品嚐水果的滋味，最後畫出一張組合的色彩畫，要求根據它 

們的形、色、味和各人的感受與理解想象進行表現，因此，每個學生的畫 

面没有重復。不是單純的色彩學生，不是客觀的描繪對象，而是在教師的 

指導下，啓發學生的想象,按自己主觀感受到的進行表現，它反映學生的 

才能不僅在色彩表現上，也包括了各方面的修養，並顯示了學生的個性°

三、 90年代------個生態保護的年代、"環保意識”是法國工藝美術教

育的重大主題
91年我訪問巨伯海工藝美院時，該院院長將歷年來服裝考試的試卷抱 

出一大堆，並介紹每年的試題。其中有"以環境保護爲主題，設計一對青 

年男女的十套服裝”。考生用了極好的構思，恰如其分的表現了這一主 

題。"保持大自然的原味”是90年代全世界的共同呼聲 '設計界提出了： 

“綠色主張重塑綠意空間”。設計中重視資源的回收與再生利用，作爲現 

代工藝美術教育進行設計的重要指導思想。我們在參觀幾所工藝美匹設 

計教學時就感受到這一點。如染織系的一位女生在編織機前編織一幅很 

漂亮的黝黑色閃閃發光的織物，仔細看其經緯線 ' 經線是尼龍絲，緯線則 

是裝垃圾用的黑色塑料袋剪成長條狀，編織後被擠壓轉折呈現出閃閃的 

澤。一種新的織物就這樣誕生了。

今年春天，倫敦服裝學院一位女生的一套以白色嗯料薄膜做成的晩禮 

服獲得大獎，除了作品本身的魅力外，還在於它適應了當前人們關心著的 

資源回收與利用的追求。（因爲當前廢舊塑料對環境的污染成了一大公 

害）。在巨伯海工藝美院參觀時'教師提出的要求是按各種植物的表面特 

徵設計紡織面料。一位學生正模仿草莓的表面特點、用蠟在紅底色紙上 

做出凹凸的草莓狀，做出紅色有泡而發光的画料。正是這種對自然美的追 

求，產生了仿樹皮紋、仿蛇皮狀 ' 娜蜴紋、岩石斑紋'葉脈紋等面料應運 

而生。難怪法國紡織面料肌理變化是那麼豐富，都圍繞著一個主題一一回 

歸自然。

引導學生在原有的基礎上進行新的創造、愛惜資源、' 重視功能' 節 

約消費成了設計中的時尚。在環藝系的教學中亦提出諸如"將一個工廠 

庫房改建爲一個俱樂部”的設計方案。德國一所美術學院工業設計專業 

入學考試的試題是："利用一個壞了的椅子重新設計爲一件有用的傢 

具”（據黃佳老師的介紹）。

由生態平衡而引伸在織物設計中的稱爲"生態素材” Z圖案多爲未 

受污染的南半球熱帶林園或原始的地域性文化，民俗民間圖案,色彩多爲 

原柿、麻絲的本白色（乳白色）或再生紙的咖啡色，服裝上的手工藝縷空 

編織，結繩……都將人們帶入大自然的懷抱之中。

四' 聯繫實際，貼近生產，強調動手能力

學院非常重視工藝實習。要求學生在校期間具有使用各種材料的能 

力和掌握一定的製作技巧。學校一'二樓一般都是實習車間，每個車間都 

有不少學生熱心製作自己的作品。學校爲他們提供方便，促使學生在學習 

期間就貼近生產，貼近社會的需要。陶瓷車間有六、七個高大的電爐和兩 

個炭爐，學生們自己操作燒製出不少陶瓷器皿。另有十幾個學生正在看教 

師翻製和上釉。院長找出學生燒製好的在雞尾酒會上用的一套杯盤，津津 

有味的介紹它如何實用，一支手可以穩穩當鳖的端著杯盤，空出另一支手 

還可以與別人握手、交談。這套酒具造型新穎，流線型的簡潔線條，給人 

以輕快美。我們參觀了玻璃鑲嵌實習室，從修復' 製作教堂内傳統的玻璃 

畫到製作各種抽象變形的玻璃畫。從以雙層鉛條製成几何型，自然形的骨 

架，到玻璃的劃製，浮雕形的燒製，都是在教師指導下完成的。這是法國 

的傳統工藝，巴黎聖母院及各地許多古老大教堂内的彩色玻璃構成了色彩 

絢麗的世界，十分吸引人。工藝手段極其豐富，把它運用於現代環境，前 

途廣闊。因此，列入了學院的重要教學内容。

到壁掛實習室，兩位女生正在動手編織。一位韓國的女生編的一幅叫 

"根”的壁掛很美。用金黃色的細銅絲織成大面積的底紋上、盤根錯節 

的"根”是用藍色的纖維編成。學生通過自己動手實習，不僅學習製作的

技藝，重要的還在於辨別，提高對各種材料的審美能力和構思能力。發現 

不同材料的美，根據材料的特徵，恰當的構想設計和使用。"材美工巧” 

是設計的最高境界。要能做到這點必須自己動手，才能理解個中之味。

五、 空間意識和體積觀念的培養

在底樓一間不大的教室内，一位50多歲的男教師正在上雕塑課。院長 

向我們介紹他是法國著名的雕塑家，聘其來校作兼職教師。這些學生不是 

雕塑專業，而每個專業的學生都必須來上這門課一一"玩體積”。學生們 

正在用泥土在雕塑台上揑塑各種變形、夸張的形體，如拉長瓶頸的瓶子， 

水果，白菜……這門課程對每個專業的意義何在？令人思考。我們注意了 

培養學生如何利用畫面來塑造三度空間，把三度空間表現在兩度空間的畫 

面上的能力。但對實實在在的立體觀念，空間意識卻淡忘了 ° 1992年在法 

國冬季奧運會開幕式上的精彩服裝設計以及巴黎許多著名的時裝設計師 

不同凡響的設計水平，都充分顯示了他們立體造型能力和空間想象能力， 

或許這與他們歷來注意體積觀念的培養有關。

六、 朝氣蓬勃的應用學科教學
在法國，人們講究生活質量。因此，從空間環境到衣食住行達到極高 

的境界，服裝設計的美妙自不必說，僅以爲孩子們設計的生活用品爲例， 

就可以看出設計考慮十分周到，象"不倒翁"似的小孩用杯子，底部呈圓 

球形而且重放在桌上絕不會倒，孩子們可隨意放在桌上，杯子有兩個把手， 

便於孩子們兩手端住自己喝水。（法國講究培養孩子們自小獨立自理生活 

的能力，這無疑提供了條件）。包括孩子們用的便盆也是很實用，輕便而 

美觀。這一切均需要一大批設計人才。據說法國很多輕工企業聘用許多 

意大利護fi■師,爲其不斷地更新產品造型。相應的各種設計學院，各類應 

用學科得到蓬勃發展。到幾所工藝美院參觀，深感到它們时生命力。我們 

觀摩“ ESMOD ”服裝學院學生服裝表演的那天晩上，學校大門前車水馬 

龍，熱鬧非凡。有服裝行業的企業主，商場老闆，學生家長等，他們都是來 

尋求所需要的人才及產品新款設計等而來觀摩的°

在巴黎辦展，訪問的日子裡,巴黎的服裝，環境藝術，產品設計，廣告 

裝潢等高水平的展示與設計，給我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而作爲培養設計 

人才搖籃的工藝美術院校的教學内容，教學方法有許多方面很値得我們借 

鑒與硏究。

① 訪問巴黎時，在巴黎市政府前留影。
② 訪問法國高等工藝美術學院時，與院長呂卡夫人（中） 

合影°
③ 訪問“ ESMOD高級時裝學院"與院長安娜•德維坦 

夫人（右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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