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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唐青古物商」收集壞掉的家具加以改造，他們以再生
藝術工坊提供的再生布料，作為修繕椅面的材料，讓資源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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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美，類似再生藝術工坊的機構成立已經

超過 20年，甚至在紐約由政府成立「材料銀
行」支持藝術家們。台灣盼了超過 10年，終於

在 2015年 10月擁有全亞洲第一間材料銀行！這

是「再生好生活市集」背後所藏有的故事。
幕後團隊台灣好基金會的組長陳之軒說，台

灣其實有許多創作者正在發展再生材料的研發與

運用，這也是再生好生活市集活動的開端。近年

台灣吹起市集風，但以「再生」為主題卻是頭
一遭，再生好生活市集希望將以再生材料作為創

意商品的創作者或微型創業，有一個發表的舞

台。起初沒有想到可以找到 22組的創作攤友，

在一個拉一個的聯繫方式之下，才發現原來台灣

竟擁有如此豐沛的創作能量，讓「再生好生活」
不只是口號而有機會得以被實踐。

再生藝術工坊透過向企業募集再生材料，結合土地與環境教育，提供藝術家創作，並串連學校，

以 CIY（Create It Yourself）體驗帶來多元材料的手作創意。別於制式步驟的 DIY，希望提供的不只

是再生素材，同時也激發更多的想像力與創造力，將這座全亞洲第一間材料銀行不僅支持藝術家

的創作，也要翻轉學校基層的藝術教育。接下來，也將會繼續連結亞洲各國藝術文化機構與藝文

計畫，來到再生藝術工坊腦力激盪，貼近土地的綠色藝術風潮，已悄悄展開蔓延中，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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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聚落窄巷，體會原樸生活

除了文創市集，喜樹聚落保存了閩南老建築，並以在地文化發想，改造環境、創作裝置藝術，

呈現新舊衝突美感。「穿梭於小巷弄，在舊聚落中漫遊。我們希望來訪的人能在此尋回現代社
會遺落的純樸與悠閒。」
未來，喜事集也希望成為常態性市集，持續開發新產品。「我們會持續輔導在地居民，最終

目標是讓居民自營的黃槿花文創獲得社會認同與喜愛，文創商品帶動在地特產，提供就業機會，

吸引更多長者參與，也讓年輕人回歸家鄉。」

展現幽默特色的創意市集

喜樹聚落是台南南區的偏遠漁村，過去為嫁

娶市集。透過環保署的「營造友善城鄉環境」
計畫，施育宗帶領年輕人與居民一同進行社區

改造。希望透過環境再造與文創市集─喜事

集，讓漁村與外地人對話、互動。

鄰近海岸的居民有著討海人樂天知命的豪

爽。黃槿花文創的商品便展現在地人性格，製

作出有趣的魚包、高麗菜包。「除了要展現
老人家的幽默之外，也是表現阿嬤的生活，平

常都在賣魚，所以圖案都是西南沿海的經濟魚

種。」不只是包包，喜事集有一半為在地居民
的攤位：傳承三代的百年碗粿、絲瓜棚下現摘

現煮的絲瓜粥、傳統的手工竹編、古早味的老

餅鋪⋯⋯等等。不單是新商品，喜樹保留的老

滋味、老工藝也是十分可貴。

海岸防風林中盛開的黃槿花與散

落在地上的花瓣，是策畫文創市集的

團隊經理施育宗踏入喜樹聚落的第一

印象。阿公阿嬤創立的文創品牌─

黃槿花文創，便是以此命名。

漁 村 裡 的 文 創 聚 落  
─ 台 南 喜 事 集             

請上 Facebook 搜尋「喜樹藝術文創市集」、「黃槿花文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