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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有幸得到⽂鳳儀⼥⼠的資助，使本考察旅程得以成⾏，能親⾝到台灣各地

感受當地的⼈⽂氣息、觀察台灣的藝術與⽣活的關係。出發前我所認識的⼤多

是⽐較有名的國⽴、市⽴或私⼈美術館，⽂創園區等等，此⾏我並沒有固定好

每⽇的⾏程，決定了要去的⼀、兩個地點，隨著當天遇到的⼈和事去改變、延

繼旅程，好奇於台灣所遇到的⼈和事會帶的遇到怎麼樣的學習。 

 

 

⾏程 
⽇期 地點  

7/8 花蓮 花蓮⽂化創意產業園區 

古書屋 

8/8 花蓮 太魯閣 

松⼭別館 

七星潭 

9/8 花蓮 坐便⾞看⾵景 

10/8 台東 鹽寮淨⼟ 

北回歸線 

11/8 台東－墾丁 加路蘭海岸 

12/8 墾丁－台北  

13/8 台北 松⼭⽂創 

14/8 台北 台北國際藝術村 

華⼭ 1914 

15/8 台北 中⼭藏藝所 

台北當代藝術館 

迪化⼆Ｏ七博物館 

阿嬤家：和平與⼥性⼈權館 



16/8 台北 寶藏巖 

17/8 台北 國⽴故宮博物院 

18/8 台北－台中 20 號倉庫 

台中⽂創 

19/8 台中 國⽴歌劇院 

國⽴台灣美術館 

草悟道 

勤美 

20/8 台中－台南  

21/8 台南 奇美博物館 

22/8 台南 美好⾥ 

四草 

井仔腳 

23/8 台南 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24/8 台南  

 

 

 

花蓮 
 

旅程開始時⾶抵花蓮，花蓮是⼀個商業發展度⽐較低，⾃然觀光資源較多的地

⽅。到青旅放下⾏李，向⽼闆打聽⼀下，就到市內⾛⾛。 

 

花蓮⽂化創意產業園區 

 



花蓮⽂化創意產業園區是⽇據時期的酒廠，盛產清酒、紅酒、⽶酒等。園內有

多個空間為舉辦展覽、⼯作坊、藝⽂團體租⽤、售賣⼿⼯藝品及餐廳等。 

 

 

進去建築物就是⽇本畫家⽥村映⼆的 Tam Tam world 展覽。畫作⾊彩豐富，充

滿童趣及夢想，呈現作者不同的世界觀。「阿美將」是⽥村映⼆第⼀次到訪台

灣時踏⾜花蓮，就喜歡了花蓮這個地⽅，於是為花蓮設計了「阿美將」這個⾓

式。 

 

 

 

 

 

再往裏⾯⾛是⼀個較⼤的空間，分布了不同嘅⼿⼯藝商店及⼯作坊。其中⼀個



⼯作坊是藍曬圖體驗，負責⼈說有很多參加體驗的⼈都是⾹港⼈。 

 

 

然後⾛到建築物最裏⾯的空間展⽰了酒廠時期嘅⽂物與介紹。展出了當時使⽤

的⽂件及曾設計使⽤的酒標、酒桶及⼯具，加上展板圖⽂並茂的介紹，向觀眾

說明當年花蓮酒廠釀酒的歷史。 

 

 
 

 
 

 



 

除了園區在管理及營運的倉庫空間外，亦有些倉庫空間是分組給畫廊、⼿作館

、餐廳等。有的空置的空間⾨⼜會寫着「頂讓」的牌⼦。 

 

 

 
 

 
 

 

在園區⾛着，聽到⼀棟建築物的⼆樓傳出歌聲。原來是「原住民樂舞⼈才培育

暨扶植團隊發展計劃」的展現排練。看⾒參與計劃的⼤部份也是青少年，唱着

聽不懂意思的語⾔的歌。 

 



  
 

園區內空曠⼀點的空間就會有不同的雕塑裝置。園內基本上⼈流不多，可是也

有很多居民、阿公阿嬤在乘涼，成為附近民居的其中⼀個聚腳地。 

 
 

 

晚上於⾨⼜的廣場有⼈唱歌表演。原來園區有兩個開放的⼾外表演空間，可供

各團體或個⼈⼊紙申請使⽤，園區還會提供基本的燈光或⾳響設備。 

 

 

松園別館 



青旅的⽼闆又介紹⼀個叫松園別館的地⽅，它是⼀個歷史建築，由同是花蓮出

⾝的有錢⼈所有的財團租下、管理、開放給⼤眾參觀，享⽤那裡的空間。 松園

別館裡⾯亦有展覽空間，以便宜的價錢出租給團體使⽤。 

 

到了松園別館，購買⾨票時發現，如若是花蓮的縣民是可免費⼊場，是⿎勵當

地居民多多使⽤空間的表現啊！進到園內就會看到觀海平台，⾛過草地往建築

物⾛過去有記念品店，再往前⾛會遇到舊⽇式⼩⽊屋，⽊屋是以前⽇軍召開重

要會議時⽤的，現供活動租借使⽤。⽊屋的對⾯有⼀池塘，池有⾃然教育設施

向⼩孩介紹池邊的⽣態。⾛過池邊到主建築有⼩⾷店，裡⾯有辦公室、活動室、

展覽空間。旁邊有⼀條⼩徑穿過草地及松樹群，園區內及草地各處都有放置⾦

屬⽚製的⼈形剪影雕塑及⽤⽊條製成的松果雕塑。 

 

 

 
 



當時展覽廳展出的是當地畫家畫的在地⾵景油畫，利⽤鮮明的⾊彩及線條抽象

地描繪了當地⼈熟悉的東部地型，觀畫時同⾏來⾃⾼雄的補習⽼師亦在看畫猜

地型，不亦樂乎。主建築的⼀樓⾯向海的⾛廊每⼀條⽀柱上都貼有以海為主題

的詩，松園別館每年都會舉辦太平洋國際詩歌節。 草地上有不少⽼松樹，有的

因為⽣病了，有⽀架⽀撐著樹幹，保護⽼松樹。 

 
 

 
 



經過了解後，松園別館原為⽇軍的「花蓮港陸軍兵事部」，經過戰爭後曾轉為

美軍的休閒渡假中⼼，又轉為由民間機構管理，可是於 1995 年擬定要興建成國

際觀光飯店，於 1997 件⽽對拆除危機。當時消息⼀出，花蓮居民、民間團體、

藝⽂團體的反對，向政府各部⾨反映及要求舉辦公聽會。當昤亦有許多的在地

⽂史⼯作者以及⼤學教授加⼊松園別館的研究⼯作，希望能保留在地⽂史資產。

結果松園別館於 2000 年獲得政府專案⼩組審核通過，訂為「歷史⾵貌專區」，

園區得以保留，經過經過各樣的規劃及改善⼯程後成為今⽇⼤家能享⽤到的園

區。 

 

 

 

 

台東 
 

於機緣巧合下跟隨北京⼀家⼈與司機南下往墾丁的路上，遇到鹽寮淨⼟，經過

北回歸線及加路蘭海岸。 

 

鹽寮淨⼟是由區紀復⼀⼿建⽴的，他於澳⾨出⽣，曾居⾹港，其後到台灣及瑞

⼠留學，最後回到台灣東部的海岸建⽴起環保教室，取名為鹽寮淨⼟，與妻⼦

⼀起回復簡樸⽣活，拒絕所有紙鬧、塑膠，只擁有及使⽤最基本⽇常⽤品，同

時亦歡迎民眾預約體驗簡樸⽣活。 

（於2011年關閉。） 

由鹽寮淨⼟⼩屋左右沿海岸延伸分佈著數個不同的幾何造型的雕塑。不管雕塑

與淨⼟⼩屋的創辦⼈有沒有關係，在於⼩屋的存在意義，臨海的地勢，加上簡

約的幾何造型，都為雕塑及此地⽅扣上了某種宗教意義，為靈修靜思之地。 

 

加路蘭海岸有⼀⼤⽚寬闊的草坪、休憩涼亭及觀景台，提供了東海岸旅⾏嘅休

息站也很適合觀光客拍照留念。草坪上有不少利⽤漂流⽊循環再⽤組成的裝置

藝術作品形態各異，觀者能於各作品上找到不同趣味。 



 
 

 

墾丁 
 

墾丁為過度開發的觀光地點，到處也是遊客、旅館及⾷肆。只停留的⼀個晚上

未能找到與⽂藝相關的東西。 

 

 

台北 
 

松⼭⽂創園區 

松⼭⽂創園區⼗分⼤，由舊煙廠改建⽽成。各建築物結構均有特⾊，亦按其特

⾊加以利⽤例如在獨⽴鄰接的幾個倉庫舉辦不同展覽。於正⽅形四通⼋達的建

築物內設置設計商店、設計者⼯作室、排練空間、⼤會辦公室及發展⽀援機關

，⽅便各團體維持緊密聯繫。 

 



 
 

 
觀看了兩個展覽包括⽇本的插畫家及哥師奶的展覽。⼀看展覽場內的建築結構

，令我想起了⾹港位於⼟⽠灣的⽜棚，可是松⼭園區的展覽⽐⽜棚空間較⼤， 

空間設置更具彈性，兩個展覽場地的空間設計，路向各異，均是根據展覽所需

⽽設。 

 
 

 

於會場裏空地有⼀個聲⾳館。台北⽂創記憶中⼼每年會⽤不同的主題舉辦不同

的展覽今年他們⽤流⾏曲來記錄台灣近70年的歷史。從以前民眾聽流⾏曲的習

慣到近代網上平台的流⾏應⽤。近⼗年的歌曲流⾏榜資料圖像化製作Info 

graphic顯⽰台灣民眾的⾳樂取向。亦有資料關注台語歌的市場⽐例。利⽤⾳樂



切⼊去重新檢視當代⼈的記憶、近年的歷史。 

 
 

特別的是於館外設置了約 60 個獨⽴的⽊箱，每⼀個箱可以容納⼀個⼈，箱上寫

着不同的歲數，內裏有⼀張椅⼦以及⼀個⽿機。椅⼦⾯向的牆上有該歲數的⼈

青少年時代的世界⼤事新聞簡錄。於是每⼀個找到⾃⼰歲數的箱⼦的⼈就能邊

看當年的世界⼤事，邊聽著 18、19 歲時曾流⾏的歌。 

 
 

 



台北國際藝術村 

只有⼀樓能供⼤眾參觀，2樓3樓4樓都只是藝術家駐留空間和不同的⼯作室。地

下有⼀個展覽空間及餐廳、咖啡室。 

除了展覽空間外，餐廳裡有幾幅牆可作展覽⽤。展覽品為平⾯作品為主，當時

就正在展出油畫作品，可供選購。 

雖然位於⼀樓的展覽空間挺好的，但整個藝術村感覺對外開放程度不⼤。 

 
 
中⼭藏藝所 

在前往台北當代藝術館的途中，早⼀個街⼜遇到⼀個古⽇本建築物，名為中⼭

藏藝所，於是就進內⼀看究竟。 

 

中⼭藏藝所原為⽇佔時期的職業介紹所，今為有⼼⾝障朋友的⼀個表演場所，

無論是⾳樂、舞蹈、戲劇、繪畫，皆能使⽤藏藝所的空間，作演練及展⽰場地

。 

參觀的時候正在舉辦⾝障⼈⼠的繪畫作品展。當時當值的志⼯阿姨還給我介紹

建築物的歷史，建築上的特⾊，還給我介紹附近有什麼值得參觀的地⽅，如迪

化 207 博物館、阿嫲家等等。知道我會去到台中更加把台中的美術館、科博館

、植物園等等地⽅介紹給我，阿姨對台灣的藝⽂歷史、博物館也很了解。 
 
 
台北當代藝術館 

到訪台北當代藝術館時，正在舉⾏「穿越正義」展覽。 

有⾃殺為題，科技的進步對世界的影響，國家之間的制衡，科技對民間⼒量的

集結，到殖民、被殖民、後殖民的討論。 

感覺⾹港的公營展覽⼗分敏感，絕不會做此類反思性強，有關本地⼈⾝份認同

等。多是資料學術性的⽐較多。 

 

 ⽩雙全的法庭筆記與華仔⽤過的⾷具 



 

迪化⼆Ｏ七博物館 

房⼦於2009年台北市政府以其建築與歷史保存價值列為「歷史建築」，後來被

私⼈認購，開創台灣個⼈認養古蹟的先例。擁有者以推廣古蹟活化為理念，創

辦並贊助「迪化⼆Ｏ七博物館」，期盼藉由這棟⽼房⼦蛻變再⽣的活⼒，透過

主題展覽及多樣的藝⽂活動訴說屬於台灣的在地⼈⽂歷史故事。 
 

 
 
當時正在做台灣古房⼦的⾨、窗、玻璃、窗花的展覽，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展覽

內容，⽽是參觀時由⼩志⼯──⼀個只有⼗歲的混⾎兒⼩志⼯於⾨⼜介紹，⼩

志⼯的媽媽為台灣⼈，暑假才會到台灣⽣活。⼀個博物館竟然接受國語沒有很

溜的混⾎兒作志⼯，參與展覽導航的⼯作，甚是欣賞！相信此機會對孩⼦來說

除了是練習會話外，也是透過展覽導航去了解、學習到平⽇不能接觸到的⽼台

灣在地⽂化與歷史，對孩⼦是很好的教育。 
 

 



 
 
阿嬤家：和平與⼥性⼈權館 

阿嬤家是由婦⼥救援基⾦會成⽴。⾃ 1992 年起，該會展開了對前台籍「慰安婦」

調查⼯作以及進⾏對⽇本的求償⾏動。25 年來，陪伴與照顧阿嬤們的⾝⼼，保

存了「慰安婦」的相關影⾳、書籍，以及⽂物。經過 12 年的籌備與努⼒，於

2016 年成⽴「阿嬤家：和平與⼥性⼈權館」，收錄了台灣 59 位「慰安婦」阿嬤

們的⽣命故事。是台灣⾸座以「慰安婦」⼈權運動為基礎，集結當代⼥性⼈權

議題展⽰及婦⼥權⼒的多功能社會教育中⼼。 
 

 
 
 

 
 
 
 
 
 
國⽴故宮博物院 

太多的遊客及院藏太多，⼀天絕不夠時間去細看所有的展區，建議分展區購票，

或設有兩天的⾨票，才能滿⾜想慢慢細看的⼈。 

其中以蘇州⽚為題的展覽甚是有趣。 

 

 

 



台中 
 

 
國⽴台灣美術館 

基本⼤部分展廳都在⼀樓，全部展覽都免費⼊場，之前在台北的旅館中聽到⼀

位台中出⾝的⼥⽣說是免費的我還不相信，因為在⾹港我們看任何博物館，最

基本也要付 20 港元吧，印象中是沒有完全免費的。 

於國⽴台灣美術館看了《中華民國國際版畫雙年展》、《起始．永遠—⽇本清

⾥攝影美術館典藏精選展》、《戴吉賢：蜃城》及《全國美術展》。其中《全

國美術展》是收集台灣國內所有國民的投稿，共展出 174 件得獎及優秀作品，

作品類別亦⼗分全⾯，雖然作品的成熟度各有不同，但仍是⼀個很好的機會讓

各⼈把⾃⼰的藝術作品展⽰⼈前，亦能看到台灣的藝術⼯作者的多樣性。如若

⾹港都能有⼀個相類似的展覽向市民徵件，相信會對⾹港的藝術普及帶來正⾯

的作⽤。 

 

 



 
 

 
嘉義 
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於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的展覽會看⾒台灣對在地⽂化的重視。故宮博物院

南院位於嘉義，當期的特別展覽中就有⼀個名為《旭⽇初昇-嘉義史前⽂化展》，

透過影⽚，不同年代的地圖與⽂物，去訴說嘉義在地的歷史軌跡。 



 

特別展覽中另外又有《織路繡徑穿重⼭-臺灣原住民族服飾精品聯展》，展⽰了

不同原住民的⾐服及⾐飾。除了在玻璃後展⽰的展品外，博物院還有請不同的

⼯作室去製作原住民⾐飾的樣版，供參觀⼈⼠可近距離觀看及觸摸。 

 
 
 
 

台南 
奇美博物館 

 



是奇美集團創辦⼈許⽂⿓先⽣從⼩以來的夢想，要蓋⼀間為⼤眾⽽存在的博物

館，先以私⼈之⼒蒐藏，成⽴基⾦會，終向當地政府租借⼟地去蓋⼀座博物館。 

奇美博物館的蒐藏以西洋藝術、樂器、兵器、動物標本以及化⽯為主，分成不

同的展廳為常設展。常設展的展品⾧⽰⼗分密集，卻只是館藏的三分之⼀。常

設展中最為驚喜的是有⼀個⾓落在進⾏⽂物復修的教育展⽰，透過影⽚、分拆

詔程說明、展⽰材料道具，全⾯的向⼤眾介紹⽂物復修的⼯作。⽂物復修為博

物館裡很重要卻又容易被遺忘的⾓⾊，奇美博物館就把這幕後的其中⼀個功⾂

搬出來介紹給⼤眾。（我知道台南藝術⼤學也有⽂物復修這⼀學科，不知道有

沒有關係。） 

 

當期特展是《凝視⽇常 - 荷蘭藝術家哈勒曼特》，哈勒曼特是當代荷蘭藝術家，

鍾情於古典繪畫技法和現代藝術創作觀。他不畫宏⼤的場⾯，獨鍾⽇常事物，

他的寫實不單只是再現外觀，還包括肌理、量感、空間、光影、空氣乃⾄個性

和情感等具體⽽微的深層表現，世界各地對於他的作品都給予⾄⾼的評價。現

今，漢克．哈勒曼特已被譽為歐洲當代寫實主義繪畫的指標性畫家。此次展覽

展出了哈勒曼特的靜物寫⽣及教堂寫⽣系列油畫，於油畫中曾被繪畫的物件都

有被展⽰。 
 

 
 
除了展⽰區，會場亦劃分了不少空間作教育的部分。利⽤哈勒曼特畫作的元素

來教⼩孩⼦光影、⾊彩配搭能影響氣氛，建構不同的畫⾯，讓⼩孩⼦利⽤屏幕

配搭顏⾊，利⽤燈箱為雞蛋打燈再畫下來，又或是利⽤不同物品⾃⾏搭建⼀個

靜物⾵景。 

 



 
 

 

結語 

經過今次的旅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台灣的展覽也很著重對觀者、⼩孩的藝術教

育。無論是⾝處台北的當代藝術館、松⼭⽂創、故宮博物院，台中的勤美美術

館，到台南的奇美博物館，也看到他們投放了不少的⼼思去設計⼀個空間，利

⽤不同道具、影頻去讓觀者可以學習甚⾄親⾝體驗。透過這樣的形式作藝術的

公民教育，不必是上課或藝術學⽣才學習、知道，⼤家可⼀同的參觀體驗，讓

藝術流⼊⽣活，不會像⾹港⼈般不懂得，所以沒有興趣，台灣⼈就是有事沒事

也會到市內的藝術館參觀啊！畢竟除了很多的館讓縣民能免費⼊場外，連故宮

博物院也有國民優惠，晚上更是免費⼊場！ 

可能因為有這樣⿎勵市民接觸⽂藝的環境，整個社會對⽂藝的反應也不抗拒，

⾛在路上遇到的⼈也對博物館、⽂創園等地有⼀定認識，認識程度相信⽐⾹港

⾼。 



 
 
 
這次參觀了很多跟⽂創有關的東西，每個地⽅都會有很多⽂創創意設計商品店，

於花蓮的⽂創會看到有⼯作坊的藝術「商店」，但越往市區⾛都只是⼀⼤堆特

⾊設計商品店，⽂創成為⼀個創意觀光的代名詞，連台南的林百貨，井仔腳

（曬鹽的有名地）都被⽂創商品充滿。這是⼀個很好的平台讓⼩資⽣產商能展

⽰售賣⾃⼰的作品，但當每⼀個地⽅都出現很多，甚⾄同⼀堆有名的⽂創商品、

那麼，每⼀個地⽅的⽂創的在地性強不強，有沒有地⽅特⾊，會是⼀個隱憂。 

此時在想，除了展覽廳內展⽰的，藝術在展覽場外的⽣存空間又是什麼呢？⼤

多都是被設計佔據市場（指能被市民親⾝接觸的市場，不包括拍賣會，藝廊等

等）。 

 

 

⽂創給設計藝術⼯作者有⽣存空間又帶⼾觀光，那麼藝術⼊村又能帶動觀光嗎？ 

到台南跟隨朋友⼯作，到了美好⾥──⼀條近海的漁村，鄰接⾃然濕地保護區，

⼈⼜⽼化，觀光客少，他們想⽤藝術的⼿段去吸引觀光客，於是政府請來⼀個

畫家在村內不同地點，房地、地上畫上很多主題不⼀的 3D 畫。3D 畫早年曾經

流⾏，在各個地⽅，如韓國、⾹港、⽇本也有地⽅⽤ 3D 畫作招來。3D 畫完成

那⼀年都曾吸引到⼀些觀光客特地去拍照、打卡，但⼀熱潮⼀過就回復平靜。

村民本⾝對那些畫作也沒布感覺，因為畫作的主題與村的歷史，村民的故事毫

無關係，缺乏在地性，沒有當地的特⾊。這就是政府和當地⼈溝通不完善，期

望存在差異的結果，政府想要的是「速⾷的」、很快看到結果的⽅法解決問題，

但當地的村民想要的不只是那樣，當中亦涉及很多問題，村民對⾃⼰村民⾝份

的認同，對村的回憶與期望，村民的共識，這些都並不是⼀時三刻可處理的問

題，需要投放更多時間去討論研究。像⽇本的⼤地藝術祭的負責⼈北村剛開始

時也是不停的在越後妻有遊⾛，和當地⼈溝通，了解各⽅需要及限制，加上多

年的努⼒才可發現成今天的樣⼦。 早前川⿓的「邂逅！⼭川⼈」也是先得到村

民同是，透過溝通了解，藝術家⼊村和村民⼀起創作有關⿓川的⼀⼆三事。我

想這才是⼀個好的⽅式去幫助村民全新檢視欣賞⾃⼰的村落，增加認同感，也

是好好對村外⼈介紹⾃⼰的村落。 

⾄於美好⾥，有明朝媽祖的太聖宮，村內有很多好的廟宇，據朋友說法是因為

村民個個都想當⽼⼤，於是都蓋⼀座廟宇，要出海時就拜拜⾃⼰家的。這都是

美好⾥的故事，和他們的特⾊啊！台南朋友會繼續幫助美好⾥的規劃，希望村



民快⼀點有共識，施加利⽤⾃⼰的優點，使美好⾥變得好美好也吸引⼈去認識

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