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台北「好樣本事」獲選為全球最美的
20間書店之一，背後的推手是毛家駿先生（以下

簡稱「毛」）， 該年他也創辦了「時常逛市集」，
邀請朋友一起玩市集。他經常踏查日本與台灣不

同的古道具市集，也在台北市中山區有自己的小

店「時常在這裡」。
「牯嶺街」是台北著名的文化觀光景點，

其中最著名的「書香創意市集」，已經連續舉
辦了十五屆，創辦人黃海鳴先生（以下簡稱

「黃」），他也是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創系教
授、北美館的前館長，從十幾年前就開始透過

「創意市集」型態，推廣藝術與文化。
本次邀請兩位一同來談談，台灣的創意市

集，為何有趣？背後又串聯哪些不同的藝文

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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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海鳴     毛家駿　
談創意市集與在地文化

相互鏈接深耕

毛家駿（左）與黃海鳴（右）以不同角度切入對談，分享創意市集與在地日常相互鏈接深耕的可能性。

文 |  劉致良

圖 |  黃郁芳、毛家駿、吳欣穎



黃：因為我是搞藝術的，藝術能量

從殿堂放到街頭，很不一樣。我不

太喜歡在一個乾乾淨淨的廣場或草

地上辦市集，我喜歡在「真的」
街上。創意市集也像是一個大型

的展覽，光是攤位怎麼擺，它的

顏色，該放入哪些裝置、音樂與

戲劇等，甚至是街頭論壇，都需

要設計，才能成為好的市集。

毛：我對「市集」的想法，其實是
找了一些好朋友，看他們最近有什

麼新的作品，加上我最近正在做的

東西，用一個市集的方式呈現出來，

像朋友們彼此的聚會。譬如舉辦「時
常逛市集」的時候，邀了設計師何
佳興一同參與，我找來一台老腳踏

車和一只斑駁的木箱，組成移動式

書本展台放置佳興設計的書。透過

這樣的互動，讓市集不單是物件的

販售，也是和參與的朋友之間的分

享跟交流。

黃：我們的準備時間很長，會辦展

覽、工作坊，每年都有一個特別

的主題，例如第十五屆的主題是：

「家居‧連環畫」，之前則有「書
的日用品」、「工具書」等不同主
題。牯嶺街平時很荒涼，可是書香

創意市集的時候，動員非常多學生

和社區裡的人，裡面會有豐富的色

彩與活動，也跟周邊的商家配合一

些折扣的活動。我們也幫獨立出版

做了比較集中的展區，有台灣、大

陸、香港的獨立出版。2015年「城
南藝事」， 則把市集做成「街道博
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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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在日本旅行時，我不喜歡安排

好的行程，常會發現有些小站，居

然還保留了昭和時期的樣貌。我覺

得很有趣，那些空間和物件都有長

久的延續性，可是現在卻漸漸變少

了，我希望可以把過去的記憶找回

來。譬如已經沒有用的老衣架，可

以變成餐巾紙的捲軸，延續物件的

生命，而非只是收集與販售。我很

喜歡物件可以延續或轉換，這是我

在尋找東西方面很大的原則。我不

喜歡塑膠類的東西，喜歡回到最原

始狀態的東西，譬如木頭啊、玻璃

啊，這些是人的手去創作出來的東

西。台北的赤峰街以前是打鐵街，

賣很多汽車器材零件，有一次我經

過一間店家，看到很多工具箱，我

很喜歡他使用很久的痕跡，於是買

了二、三十個，現在都拿來放我的

鞋子，一個工具箱一雙鞋子，堆起

來變成一片牆。

黃：這可以辦展覽啊！

毛：哈哈，滿有趣的，只要一點點

小小的轉化，可以讓生活空間有不

同的樣子，而且以後也可以有其他

變化，因為它其實是活用性很高的

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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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姵潔（黃老師長期合作的助理，以下簡

稱陳）：「金頭獎」是我們一直持續
在做的，我們要求藝術家必須為牯

嶺街做一件與在地有關的作品，這

不是一個多大的比賽，但這是我們

對社區小小的回饋，象徵我們對牯

嶺街的定位與想法。我們並不是一

個主導的角色。

黃：是互相串聯的角色，當藝術家

沒有人和他串聯的時候，會很寂寞

的。很多以前還是小咖的藝術家，

我們就跟他們合作了，現在都很大

咖了。他們有社運的社群，有表演、

文學、藝術或文創的社群。創意

市集不只在街道上，也是不同社群

間的串聯。像是藝穗節、台北設計

師週、台北詩歌節都會跟牯嶺街合

作，我們在戶外搭一個舞台，可以

一直有活動，維持好幾個月，把時

間拉長。

陳：因為經費很有限，所以彼此可

以借力使力。

黃：我們曾經晚上辦過「肥皂箱」
（源自於倫敦海德公園，只要站

上木箱就開始表達言論自由的方

式），當時天色已經暗了，大家可

以一起討論社區的議題，你要知道

那種感覺還真好！比一個正式的空

間更好，可以直接用手指出來社區

哪塊有問題。

毛：都是當地居民嗎？

黃：都有，有學者、專家，也有當

地居民，我覺得通過市集創造人與

人之間的關係很有趣。我們也受都

更處的委託，從都市規劃的角度，

把附近所有重要的建築與街道在地

圖上全部列出來，配合學校、交通

要塞，做通盤的研究，規劃不同特

性的藝文區域。

毛：當然啊，我很喜歡這種創作與

變化的感覺，即使是拿同一個蛋糕

出去，我也會使用不同的道具。常

常在想客人把東西拿回家之後，那

些物件又會發生什麼其他的事情。

我的物件變成他的風格的一種，我

反而不會想去影響他也變成我的風

格，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樣子。

黃：舉辦展覽與市集，雖然無法完

美，可是能創造彼此的影響。讓大

家都出來，有機會見面，並且去談

論社區，了解彼此。我們也邀請博

物館的志工一起來做「家庭故事
屋」，把跟自己家庭的重要回憶放

入一個 PIZZA盒子裡，變成一本

「生命之書」，發現每個人都有一
些很有意義的東西，變成「行動圖
書館」。我們其實是透過展覽或市
集，促成這些東西跑出來，讓不同

的生命彼此被看見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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