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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營團隊

舊港團隊

前草團隊

跨區顧問
計畫團隊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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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營│在地藝文復興

舊港│促進公民參與

前草│重振勞動價值

                   2018                2021                 2022                                                2025

過渡社區
左營│韌性共榮創新生態圈

舊港│韌性治理的創意轉型

前草│變革的邊緣城市開創

韌性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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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再造

社會經濟 ⽂化創意

共同議題與實踐主軸

韌性�
社區

社會/環境/經濟韌性：
公共空間的彈性與適應性

經濟/社會韌性：
打造社會經濟多元性

文化/社會韌性：
提升在地認同與公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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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營 區

共同主持⼈/左營召集⼈
李思嫺�⾳樂系副教授



「舊左營」場域

現�的⾼雄市左���依發展的�絡⼤��� 

�路和半屏⼭為界�為東西兩⼤���

東�「�左�」為現�⼈⼝密�����

西�「�左�」為�城���眷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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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動為�動⼿段����識在��⾏記憶考掘��社�共�再成為�⽂活動����同�共��

藝 ⽂ ⾏ 動
擾 動 社 區

認 識 在 地
記 憶 考 掘

社 區 共 創
再 創 藝 ⽂

⽂ 化 認 同
凝 聚 共 榮

形式｜歌唱⽐賽、社區劇場、採集策�
展等活動

形式｜以在地特⾊、⽂化記憶、族群�
故事等為內容，設計創意藝⽂活動

�唱⼤賽 (2018, 2020)
果貿��社��場 (2019)
眷村��私�� (2019)
�左��景�� (2019)
�越�幻�左� (2019)

《作�來�歌》(2020)
《⾾陣�辦�》(2020)

《�城烏⽩�》(MV) (2020)
《左�是個記憶的所在》(2021)
《我的故事�我的歌》(2022)

藝�⽂
�⾏�動



藝�⽂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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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渡社�中��由團隊�伴陪伴�記��傾�在��伴的�⾳����的⼿法促���社�轉型

傾聽需求促公⺠參與
���⺠意⾒�正視�共議題�

�動�正計畫⽅向��「左��

年來開槓」焦點座�會��

促進社會經濟多元性
推動�家�位��之培⼒�� 
較軟性之���知識���� 
�位陪伴專��「��服� 轉 
型�⾏式」��

多元⽂化理解與包容
����⼈⼠�動社�希�促成 
在�不同�群的相互交���成 
跨⽂�的理��包容��⿊⽩喇 
會客室之「���左�」��

在地記憶永續傳承
��鏡頭記��廟宇相關的⾏

�技��或者記����譜�

⼈⽣故事��《�城��

⼈》�「⼀�⼀故事�果貿�

�眷村��展」��

公�
⺠

經�
濟

包�
容

永�
續

創�新
�轉�型



創�新
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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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在地認同與公民參與：

以藝術創意考掘在地記憶，

促進社區參與共創。

公共空間的彈性與適應性：

建立一刻鐘生活圈，提倡生

活在地化，鼓勵居民有更多

元的空間使用想像，成為社

會韌性的基礎。

空間再造

社會經濟 ⽂化創意

由「過渡」到「韌性」實踐議題主軸

韌性�
社區

打造社會經濟多元性：

面對舊左營高齡化數位

落差困境，協助在地商

家進行商業模式轉型，

透過社區陪伴來提升數

位技能，並導入多元化

的數位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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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徑400�尺為圓�的永續⼈本⽣活�實驗⾏動�先
���較五⼤�（可�增）�再�擇1~2個⽣活�⾏
動�

回應�五期�計畫「�性社�」主題�本�預計實

踐「��險共存」的�常�⽣活��元發展具�性

的社��絡�

�可�續發展  (Sustainability)�提升社�容受⼒
（Carrying Capacity）為主軸�
���⺠參���⾥協作�環境改��⼯作坊��

�表演���索�社�的關��推�可�續發展�

�性社�的價值�為實踐⾏動�

⼀刻鐘社�
15-Minute Neighbour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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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議性質活動����⺠�⾳

場域�間����求改�意⾒

�⺠意⾒��

�居⺠共�在�⽣活�求題庫

各�群永續⼈本⽣活�中試⾏

⼀刻鐘社�
15-Minute Neighbourhood

街�⼩旅⾏串�店家合辦活動

活動�容設計��⺠意⾒為準

�性⾏動實踐

���來者旅�形式�⾏實驗

倡議⼈本環境�提升⽣活��

街�或店⾯環境���意競賽

團隊⿎�在��家參��協作

�間��再�

⽩⽪書�現⼤型街�改�構想

助代�傳�世代衝�轉型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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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港 區

共同主持⼈/舊港召集⼈
宋世祥�⼈科學程助理教授



第四期計畫成果

導⼊數位治理�
⼯具

積累公⺠參與�
的⾏動⽅法

擴充公⺠參與�
機制與平台

社區策展

01 02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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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參與的⾏動⽅法
01 02 03 04

設置創生基地

里長政見普查

社區聚集點訪調

電話訪調

焦點座談

共識會議

遊戲式田調

參與式陪伴

社區走讀
16



成立鹽埕研究社

鹽埕書／抒憶

青年好政

雙埕會（鹽埕／大稻埕）

鹽埕小客廳

建國市場駐村計畫

「 So Fun鹽埕」社區系列工作坊
《繁華攏是夢》環境劇場

公⺠參與機制與平台
01 02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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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粉專
線上駐點　

LINE@鹽埕543
鹽埕大小聲直播

津聲電台廣播錄製計畫

社區攝影培力課程

港邊新情曲Podcast

數位治理⼯具
01 03 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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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柑仔店：埕樂會

「我也是高雄人」駁二藝術家社區融入計畫

「鹽埕考現 x 灣岸創生」社區策展培力工作坊
「再社區—過渡．聚合．創生」社區策展成果展

「剪社區」特展

社區策展
01 04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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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在地認同與公民參與：

透過藝術生活化陪伴社區，

捲動居民參與策展

公共空間的彈性與適應性：

媒合社區舊有商場大樓的閒

置空間，促進社區公共空間

發展，改善閒置建築形象，

再造創意街區

空間再造

社會經濟 ⽂化創意

由「過渡」到「韌性」實踐議題主軸

韌性�
社區打造社會經濟多元性：

促成私人商業空間的租

用，導入多元商業類

型，發展新型態的經濟

模式，活化北鹽埕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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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代���因為當���貿易��發展�建�

�許�「�住�合⼤�」��港�場��福�場�

城中城⼤���

居住�域密���少�共�間�

����已經�去����渡�段�

⽔患��（2019年加�⾼雄市⽔患⾃主防�社

�）�

鹽埕府北地區
第五期｜韌性治理的創意轉型與永續發展

圖片來源：高雄市政府，《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鹽埕地區）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計畫書》（2008.02），頁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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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城中城⼤樓⽕災談起
2021年10⽉14⽇��2��⾼雄市鹽��的城

中城⼤�建�物發⽣����成⾄少46⼈�

��43⼈受傷�是戰�史上��⼈��⼆�

的建�物���

經⾼雄市⼟⽊技師�結構技師�建�技師�會

�定為不�居住且必須�除的危���⾼雄市

政府在事發不到⼀個⽉的�間��宣布城中城

⼤��除為�����並且�專��額辦理原

址�圍建物拉⽪�

第五期｜韌性治理的創意轉型與永續發展

圖片來源：端傳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1014-whatsnew-taiwan-kaohsiung-fire/
圖片來源：高雄市政府 https://urban-web.kcg.gov.tw/KDA/web_page/KDA020102.jsp?PK01=KDA07000000120211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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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

從�意出發的

�共�間⾏動
�意街�再�

府���的�性提升

計畫主軸
與
實作場域

第五期｜韌性治理的創意轉型與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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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性除了經濟⾯�環境⾯之����

社會⾯�⽂�⾯���激發提升社會⾯�

⽂�⾯的�性�提升社��同��動在�

⺠眾參��共事���⽽��動經濟⾯�

環境⾯的正向發展�

第五期｜韌性治理的創意轉型與永續發展從創意街區
打造韌性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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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重�成為「�共�間」����意

事件(creative events)�讓街�成為⺠

眾可�參�變�的�間�街�的變��會

成為居⺠的記憶�⽂��產��⽽成為社

會�在��的⼒量�

�⼦�2022鹽�不夜�中��港�場�

�福�場成為同學們的�作�間�街�正

向�應�



「府���」成為府�社�「真正的」社

�中⼼�社��⾥的社會�性�⽂��性

可���提升������動經濟�性�

環境�性�

協助打�府�����「�意街�」��

��動社�發展��同�

預期⽬標
第五期｜韌性治理的創意轉型與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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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城中城�址��⼤�社���三�間（咖�店�

書店���）����場�閒置的私⼈財產�間

訪�⼤��場的�理�員會�在�組織���所�⾥

⻑的�求和建議

����⽂�作為�動�略�提升�性��的知�

陪伴社��索府���的�元使⽤可�

�由促�者⾓⾊來�合�場閒置�間�促��間發展

和產��型

初期⾏動⽅案
第五期｜韌性治理的創意轉型與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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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草 區

共同主持⼈/前草召集⼈
吳亦昕�博雅教育中⼼助理教授



「前草」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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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19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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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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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與課題

⼯�發展�期作為「��城市」⽽

興盛��因産����轉型�⼯�

⼯�問題��建問題⽽�受汙��

�同����

社�照��源��社�團�活�但

壁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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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策略與成果

「勞動價值」再論述 前草網絡的整合與開創 地方品牌的共創

32

01 02 03



勞動者生命故事採集、典藏與論述：邁 
向AI世代的勞動價值論國際論壇、勞 
動價前草踹共職人講堂、「2021文 
化、社會與地方創生」國際學術研討 
會。

在地策展生產：工夫活、風雲櫃等。

在地戲劇生產：前鎮草衙我家的事、十 
月銀座街、前草少年家輪渡、褪色的銀 
座街、慈母淚痕等。

成為前草共同語言，也已逐步嵌入在地 
中小學的校本特色課程中。

「勞動價值」再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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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草願景聯盟：在地倡議與行動組織。

街區再造：重視空間裡的社會關係、多元價值與居民的 
主體性。

青年結盟：社會創新事業的開展。

翻轉「銹區」負面印象，轉向「韌性」社區的探討。

前草網絡的整合與開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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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品牌的共創

在地刊物：

前草創創生活節：

公私協力、城市共生的推展。

     工夫活一年一刊。

     已成為前鎮一區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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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在地認同與公民參與：

轉譯社區勞動記憶，以策展行動

凝聚社區認同

公共空間的彈性與適應性：

更新前鎮第二公有市場的公共環

境，營造更為適合攤商進駐的商

業空間，建立一個多元公共空間

的可能性，提升社會與文化韌性

空間再造

社會經濟 ⽂化創意

由「過渡」到「韌性」實踐議題主軸

韌性�
社區打造社會經濟多元性：

以強化在地性、建立地

方品牌為目標，與在地

居民一起發展前草區的

團結經濟模式，目前正

在進行公有市場的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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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共同�的�動�兼� 
内�部�點�⿎�各種層 
�的參���共�私⼈共 
同��間的開發�結合� 
����喜�的社�設計 
��

第五期｜變⾰中的邊緣城市開創

�往��城市�積的�動形 
式��⾥⽣活��⼈�關� 
�絡�何對���代?

��衙��⼟��理⾃治� 
�於2020年6⽉失效�的都 
市再⽣?

��⼤型開發���⼀波� 
⺠�來的衝擊?

⼯廠�⽣活產�的�關�?

���年�何夾�中求⽣存?

場域課題

行動原則

意義/價值共�

37



策略與⽅法

前草踹共
社區劇場
前草創創生活節

青年結盟平台
地方品牌

閒置空間再造：

街區再造
漁港廊道的延伸

              - 前鎮第二公有市場
              - 興仁國中校舍

第五期｜變⾰中的邊緣城市開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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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變⾰中的邊緣城市開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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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