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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實踐

1) 在地歷史與記憶的消逝與考掘保存。

2) 社區意識的缺乏與提振。

3) 與城市整體發展脫軌與社區經濟活化。

場域特色及實踐主軸

• 左營│在地藝文復興

• 舊港│促進公民參與

• 前草│重振勞動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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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介入社區 │重點工作/活
動

左營區

• 1/23《左營是個記憶的所在》

社區劇場

• 3/10 社區居民焦點座談會

• 5月中劇本書出版，列入高雄

總圖「高雄百年圖書展」。



藝術介入社區 重點工作/活動

前草區

• 2019前草策展—社區理解

透過前草資料的探查和詮釋，讓居民

了解自身社區脈絡

• 2019前草戲劇—居民走出社區

結合在地興仁國中，讓學生演出自身

社區故事

• 2020前草生活節—地方生活展現平台

創造讓社區內外居民參與和展現社區

的平台



藝術介入社區 │重點工作/活
動

舊港區

• 社區策展：

再社區—過渡．聚合．創生

• 東南亞書憶：手讀工作坊

• 鹽埕好生活直播

• 公民意見蒐集：焦點座談



灣岸創生:高雄過渡社區的再現與創新轉型

2021.02.21

共鑄文化公共性：從關係的修補開始



Outline：

1.為何再社區？—公共參與x藝術/大學介入x社區/社群培力

2.如何再社區？—願景凝聚與社區策展

3.再社區之際/之後：Re to Fw





吉祥物出巡







舊港區—計畫問題意識的轉變

• 2018.07-如何運用科技媒介來推動公民參與，進而促進社區轉型？

 公民參與Freestyle 1.0/ 2.0/ 3.0

2020.12-如何通過公民參與與社群培力的滾動關係，開創地方

創生式的發展？

什麼時候，「X介入社區」才能有機會反轉或多維滾動？



美學

藝術

文化
領導

文創

以「社區策展」作為方法：
朝向文化領導力與文化公共性

• 培力與賦權

• 發展對地方/社區的多樣閱
讀與描繪

• 發展連結網絡

• 建立相互學習與交流的平台



2013(2010)大崎藝術聚落—半農半X的232生活



2010 近身潛獵－向歷史投影
2012 大崎製造：社群x風景x藝術

• 關係決定作品？

• 同時面對倫理性、藝術性、公共性的美學思考



麻豆大地藝術博物館群
位置關係圖

總爺藝文中心＋糖學埕＋總爺車站

龍泉生態月台（龍泉站遺址）

藝術家屋計畫（日式公有宿舍）

10x10大地實驗場
藝術教育扎根

2019 麻豆糖業大地藝術祭－從在地出發的博物館學
2019 Sugarcane Industry Art Field, Madou – Ecomuseum(s) based on the place
https://madou-sugarindustry-triennial.tnc.gov.tw/site

https://madou-sugarindustry-triennial.tnc.gov.tw/site


• 地景作為檔案

• 地景作為展演

• 地景作為思想

• Landscape as archive

• Landscape as Performance

• Landscape as thought





• 建築場域的盤點與復育

• 地景紋理的認識與再植

• 社區產業的探查與連結

• 藝術教育的扎根與共創

• 文史的考掘與再創



大地

產業

習俗

政治

歷史

文化

X

問題意識的問題意識：

從那些藝術之外的事開始:
人們如何生活著？

• 生活方式

• 地方感/場所感

• 對環境與關係的理解

• 對過去、現在的理解

• 對未來的想望



• 大地藝術博物館/無牆美術館/生態博物館

研究、典藏、教育、展示的革新地方創生

美術館/博物館 替代展演空間 文化園區/文創園區 生態博物館/文化實驗場

願景：從日常生活與美學的接軌到共鑄文化公共性



關係的描繪與想像：One or Many





-黃飛霖 / 市集展演平台
「舒喜巷」創辦人，齊飛文
創工作室負責人。

-張雅萍 / 新樂園藝術空
間總監，山陵線工作室負
責人

-洪榆橙 / 現任日青創藝主理人

作為培力與陪伴的社區策展講師，打造橫向連結的共學模式



六個社區夥伴



培力學員與特邀參展藝術家





長輩的地方生活與麵食記憶（鹽埕老人活動站）



家味 攝影展



鹽埕飯包野餐趣







凝聚力

溝通力

文化領
導力

創造力

社區策展培力的目標：制度傳承與革新

• 場域的盤點與復育

• 檔案的採集與詮釋

• 產業的探查與連結

• 人文教育的創新與拓展



小結：大學以藝術與策展作為社會行動策略

• 軟性介面的靈活運用

• 觸發想像力與創造力，運用科技與智慧生活介面，朝向創意城市

• 轉化地方[性]，形塑共學與共活平台的態度



•感謝內心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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