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
市
中
心
的
邊
緣
，
各
類
邊
緣
議
題
的
中
心

│
淡
水
竹
圍
工
作
室

文
／
吳
俞
萱

　攝
影
／
竹
圍
工
作
室
提
供

慢
走
深
品  

街
弄
小
巷
的
古
樸
與
新
美
學

幾年前，我常在台北閒晃。晃到竹圍工作室的時候，被它自開自落的姿態

吸引。我心想：這樣的地方，我得與它發生一些關係。我就跑進去告訴負責

人：我沒有錢，可是我有好詩和好電影，我想在這裡辦個電影讀詩會，不跟

觀眾收錢，妳能不能免費借我場地？

負責人蕭麗虹海派地答應了我。她說話的快節奏裡，有一種溫潤、體恤的

慢，就像她從香港來到台灣，看見整個藝術生態需要有個真正善待藝術的地

方，她就創立了竹圍工作室（這是台灣第一個由藝術家成立的藝術服務事務

所）；接下來，她卻讓各種想法與行動在這裡靜靜發生、醞釀、流動，為的

是讓創作者能在不受藝術生產的結構性框架下進行自主創作。

2013 年的台新藝術獎（台灣的年度藝術盛事）得主，就是竹圍工作室和

藝術家吳瑪悧聯手推動的「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他們帶領竹圍當地居

民，尋訪都市發展中所失落的河道。在「公共」與「藝術」之間尋求平衡，

重新打造一個開放的藝術環境，以「人」為出發點，建立互動式的藝術參與

活動，擴充了「公共藝術」的原始意涵，讓藝術成為一種具備公共性的對話

關係。

一側流過淡水河，另一側流過捷運列車，竹圍工作室就在自然河流與城市

車潮之間，汲取兩股衝突的旺盛生命力，塑造出它自己的開放性格――既保

留草莽的原始野性，又與城市的脈動相應。如同德國藝術家約瑟夫．波伊斯

提出的「社會雕塑」概念，竹圍工作室即使位於城市中心的邊緣，卻是各類

邊緣議題的行動中心，充滿力量且不懈地，雕塑著我們身在其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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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老屋新生在台灣蔚為風尚，尤其在古都台南，除了著名的神農街、孔

廟「泮宮坊」、安平老街等將老屋以文創重注新生活力外，今年再增加一個

新據點—鄰近台南火車站公園路巷弄內的「321 巷藝術聚落」。

從車水馬龍的大馬路轉進僻靜小巷子，時空頓時回到過去，一大片日式老

屋群花木扶疏，古老的磚牆上有著在地書藝家軻三的題字，以及藝術家黃雅

娟以銅雕創作結合磚牆設計的裝置藝術，這一新興的藝術聚落便隱身在此，

原由日治時期的日軍步兵第二聯隊官舍群所組成，區域內有十棟建築，光復

後曾為成大等學校單位的教職員宿舍，曾有很多台南的知名人物居住於此，

如畫家郭柏川，以及國際知名導演李安等（遺憾的是李安故居已拆除）。目

前為市定古蹟但產權屬於國防部，在歷經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團隊與國防部的

協調下，推出「321 巷藝術聚落」計畫，遴選出七組藝文團體進駐其中七棟

房舍，期待結合園區藝術、人文與生態，成為「古都的藝術桃花源」。

321 巷藝術聚落主要定位為「藝術家進駐空間」，並非走熱鬧活動路線的

「文化園區」概念，現在由七個單位進駐管理，分別為「臺南人劇團」（表

演藝術）、「蔚龍藝術有限公司」（文創）、「林玉婷與林岱璇」（個人藝

術創作者）、「台南風景好」（攝影策展）、「影響•新劇場」（表演藝術）、

「聚作聯合工作室」（設計）以及進駐畫家郭柏川故居的「那個劇團」（表

演藝術），藝術類型相當豐富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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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聚落內不定期舉辦各種展覽、演出、講座等藝文活動，如「旅行＋攝

影 = 風景好！」攝影聯展、台南人劇團的「台南人戲花園」講座、讀劇、蚊

子電影院及「戲弄三二一」演出活動、那個劇團的演出、「洄 • 家」：生

活美學系列講座及導覽等，非常精彩。除了舉辦藝文活動外，各進駐單位各

有其開放時間，皆歡迎民眾前去參觀，但請先上網查詢各開放時間或預約，

以免敗興而歸。此外也請注意參觀禮節、對負有古蹟維護之責的進駐單位予

以尊重，且不要影響或打擾藝術家創作。

在這充滿歷史氛圍的美麗老屋參觀遊賞後，不妨散步至附近的老煎餅店

「連德堂」，這裡的煎餅仍由古老的機器製作，傳承前人的精湛手藝，瀰漫

在空氣中的煎餅香未曾改變。這即是古都台南的迷人之處—新時光裡的舊 
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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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炎炎的陽光下，空氣中不再充斥著那股曾因高溫而凝滯碼頭的油漬氣

味。2008 年 11 月，位在高雄鹽埕區的碼頭旁，有了別於四十多年來的一番

新樣貌。

位在公園二路旁的五金街，最早以拆卸逾齡船隻為主，之後漸漸成了收購

廢鐵、舊機件、修復再製的商家集散地。然而因應都市更新與再造，高雄市

政府只得逐步拆除當地舊有的違章建築，使得五金街榮景不再。正當居民面

臨社區變遷以及產業消失等危機之際，文化局適時地介入，邀請了一批藝術

家，希望在沿襲海港貨運以及勞力流動等文化脈絡下，利用當地拆除廢址的

許多舊五金和機件作為素材，創作藝術裝置和觀光地景。

在再造的過程中，「藝術」作為一項手段，除了需融入原有的人文特性，

更得考量再造後的空間機能等規畫。為了減輕當地居民的疑慮和擔憂，整個

藝術團隊一次次與附近的居民開會、溝通，讓他們了解這項藝術造街的目的：

強化原有在地生活特色，讓人們繼續保有部分時空，包括原先的貨櫃拆卸、

五金商家集散、港邊岸景；希望透過藝術創作的無限可能，改善整體生活的

美感經驗，不再是廢棄五金的堆疊和油漬漫漫，取而代之的是大型藝術裝置

和重新打造後的綠化空間；而過往的歷史文化精神也藉由藝術形式之工程設

計，轉化為新的活力，帶來新的觀光人潮和產業發展。

當然，所謂的「再造」，也不能夠忽略將周遭的空間特色一同納入。在更

早些年，因為一次施放國慶煙火的因緣際會，讓高雄第二號接駁碼頭旁的閒

置倉庫園區被人發掘。人文藝術團體的進駐，重新規畫倉庫成為藝文展演場

地，讓它一躍成為高雄假日人潮聚地之地――駁二藝術特區，恰好就在五金

街不遠處。此外，鄰近的綠地新化公園和另一觀光景點真愛碼頭等，如何將

人潮從這些地方引導過來都是團隊在設計時的考量。

西臨港線的舊鐵道旁有一座鐵鍊花朵裝置旋上而綻、沿港線鋪設的木棧道

和五金座椅、各式五金零件組成的造型獨特的道路指標、附近商家機具鑲嵌

的商招、在路口轉角處所架設的五金機器人花架、新化公園內利用廢棄鍋爐

鐵管所製成的五金寶寶和港區草地上立起的鐵人群影等等，有許多件創作都

不單單只是廢五金再製利用，而是為過往的文化開啟了新的想像，帶著藝術

的觀點卻又兼實用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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