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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喚被遺忘的 
記錄整理 /邱建順    圖 /陳俊宏

文 創 對 談 王志誠 VS.鍾俊彥

美好時光

夏蟬綠稻，港區藝術中心對面有一片矮屋小房，是萌芽

自和平歲月的「信義新村」，而今日巷弄的破磚殘瓦、斷壁

殘垣，卻是光陰夾縫中碩果僅存的人文風景。2014年，范
特喜與文化局合作啟動為期 18個月的「保溫睦鄰試營運計
畫」，一同為多元的文化能量引路，重新將這處歷史邊緣的

黑白聚落換上新色。以下為臺中市政府文化局長王志誠與范

特喜總經理鍾俊彥在午後時光的文化對談。

時間：2015年 8月 12日
地點：臺中清水眷村文化園區    寄風冊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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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誠：社區再造的理念逐漸成熟，無論推廣抑

或落實，近年已可看見許多成功的案例，范特喜微創

文化即是其中一例，其所建立的典範及思維，給予

我們在規劃老屋再生、街區改造許多新的想像空間，

像是在臺中市西區中興一巷執行相當成功的「綠光計

畫」，不僅得到在地居民的認同，也引起民眾廣大的

迴響，請鍾總經理分享范特喜經驗。

平衡商業與歷史的發展天秤

鍾俊彥：其實投入在街區改造之初，並未從社區

再造、歷史脈絡著手，我們從草悟道旁出發，委託一

位東海大學碩士生，藉田野調查爬梳草悟道歷史，但

建築改造並未從此切入，而是從商業性的角度思考，

包括運用時是否能滿足商業需求、外觀能吸引民眾

目光，是較純粹的商業手法。最後的成果反應兩極，

有些建築師認為把房子改得不倫不類，但許多居民則

是給予了正面的回饋。

之後，范特喜針對商業、在地兩個極端的路線

修正，期望取得平衡點，能保留建築的肌理和脈絡，

同時置入一些新的概念和想法。我觀察臺中這座城市

的個性，發現它對於小的創意、改變，不吝於給予掌

聲。所以啟動中興一巷的綠光計畫時，加入了更多大

膽的創意和嘗試，把日本的長屋設計與民國 40、50

年代的建築風格作一調合，再擺入與過去生活習慣聯

結的新業種。即使文化需要時間的醞釀，但到目前為

止，在這區域每天都能感受它成長與進步的幅度。

王志誠：我認同總經理所言，從商業考量為出發

點的設計理念，綜觀過去全國文創、閒置空間、歷史

古蹟活化的案例，若未能兼顧商業機制的健全、欠缺

妥善的管理方案，往往會無以為繼，終而淪為蚊子館

的「宿命」。

我想，導入商業思維來經營達到維持營運的基

礎，才能滿足進一步在文化形塑上施力的條件，但假

若空間活化完全摒除原有的文化因子，成為徒賸進

行商業行為的場所，則會本末倒置。以「綠光計畫」

這個非典型傳統的改造例子來說，雖然剛開始接受

度有限，但日後事實證明它是一個成功的方向，也

請總經理談一談當初「綠光計畫」對於進駐創作者、

商店的規劃。

建立整合平台　相輔相成良性循環

鍾俊彥：關於此點，須回歸范特喜成立的使命與

願景，成立之初，范特喜即希望擔任整合資源平台的

角色，周遭事物進入後能在此轉化，而此分為兩個區

塊，一是由范特喜本身執行；另一部分則是由承租

者、進駐者實踐，各司其職。

舉例來說，當一個聚落、空間形成後，由范特喜

與在地廟宇、教堂、社區大樓互動聯結，引導聚落逐

漸融入居民的日常，成為社區的一份子，導入社造的

精神與議題。同時，與許多在地團體合作舉辦講座、

安排課程，甚或企劃活動邀請承租人參與，讓其從中

了解社區背後負載的民俗、歷史輪廓，給予創作者一

個完整的邏輯性，看見區域性的全貌，有助他們創作

理論的建立、素材的選擇，及未來的延伸性。

范特喜無償投入資源在此區塊，仍須兼顧商業考

量，而回收反映在承租人的抽成、管理費用，我相

信這是一個良性循環，因為創作者素材越豐富，商

品則會更具有渲染力，理論上商品銷售會跟著提升，

而此概念就與大部分文創園區不同，避免租金不斷上

漲的問題。

草悟道周遭超過 50間的店舖、工作室，我們無

法要求每一間都具備強烈藝術、文化性，所以范特喜

在散佈的聚落正中央成立新手書店，置入一間強烈

的、具有文化代表性的地標，由這間不聚焦普羅大眾

排行榜、個性十足的書店，去述說書店老闆對社會價

值、信仰的想法，傳達范特喜和世界的對話，同時，

提升整個區域的文化氛圍，並由 50間店鋪資金的回

收，支持一間書店正常的營運，達到「魚幫水、水幫

魚」的效果。 

王志誠：使用所謂抽成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而

非用租金，因為若是一個區塊成功經營起來，租金隨

之調漲，又會讓一些店家無法負擔而另尋出路，就較

為可惜。此外，想請教總經理目前進駐的店舖是否都

為創作型的店家，而范特喜對工作室、店鋪採用什麼

樣的篩選機制？    

鍾俊彥：目前在篩選的機制，第一種就是創作型

的承租人，且符合空間設計的規劃；第二種是本身並

沒有創作，而是透過品味消化、精準眼光選物，進

而轉化成自己的語言，此種也在我們吸收的範疇內。

但以第二種為例，選物的範圍就不侷限在臺灣在地的

文化，哪怕是歐美、東南亞的文化，只要能夠闡述出

清晰的邏輯，深刻而不膚淺的，都歡迎成為范特喜的

一員。

當我們保留更多土地的歷史涵構，在地創作將更豐富具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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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誠：「綠光計畫」與清水眷村文化園區是截

然不同的兩個區塊，當初文化局本身對此處也有著想

像和期待，「保溫計畫」執行也有一段時間，總經理

對於此處整體的規劃構想？

聯結清水印象　多元文化並存

鍾俊彥：范特喜在看所謂的社區聚落時，往往不

會只看單一個點，而是從比較大的範圍著眼。清水是

海線很重要的一個城鎮，擁有得天獨厚自然及人文的

資源，在我們的想像中，只要是騎摩托 20分鐘內可

抵達的地點，都是可被涵蓋的範圍，所以清水眷村文

化園區的地理位置就是一個非常適合踏出第一步的

基地。

最初，范特喜曾想嘗試從眷村歷史背景作為切入

點，和大雅、北屯等眷村串聯成一個眷村廊道的概

念，由此延伸將旅行的概念帶入。在與清水在地的

團體，如：鰲峰人文發展協會、牛罵頭文化協進會、

學生團體、藝術表演工作者反覆地交流討論，慢慢凝

聚出一個共識，在外在硬體設施的部分維持原本眷

村的風貌，而內在則希望能孕育出如繁花盛開的多

元文化呈現，結合食、衣、住、行等不同生活層面，

都收納進這麼大範圍的園區裡。

所以，范特喜複製過去「綠光計畫」的經驗，

首先在園區內設立以推動眷村文化保存為宗旨的「寄

風冊店」，提供海線文史的相關資料、旅遊及文學的

書籍，並發揮社區營造的精神，重新凝聚在地團

體的互動。讓一間書店扎根，吸引前來閱讀的旅

人、訪客，延伸出其他各式的需求，以書店為起

點慢慢地向外滾動，牽引整個園區的前進。

王志誠：清水相較於其他地區是滿特別的，

除了豐厚的人文底蘊，在地藝文團體也相當活

躍，雖然說園區的地理位置處於相對偏僻的所

在，但其相關的條件卻是非常成熟完整。

範圍廣闊的園區，不管硬體設施的改造，

無可避免需要拉長期程外，還有文化氛圍與生活

樣態的形塑也並非一蹴可幾的，而是需要「人」

的進來，包括了常駐在此的藝術家、創作者、遊

客⋯⋯等，都會是改變此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進行一種活的文化，順勢而為是較好的方式，使

其水到渠成，而非設定好目標刻意強求，可以說

「保溫計畫」就是一種試探。

是不是有更多的誘因，諸如：巷弄美學、特

定文化點的設立，讓曾到訪過此的民眾能留下深

刻印象，能在心中顯影。藉由更多的管道傳遞訊

息，讓清水眷村文化園區散播出去，而在整個臺

中市還有哪邊可以施力呢？

鍾俊彥：確實，范特喜有嘗試過幾種方式，像是

接觸在地藝文團體、創作人，如：鰲峰人文，致力於

地方藝文活動及關懷的團體，期間也積極地給予我們

協助。此外，也持續增加空間修繕，能夠擴增更多容

納創作者的進駐。另一方面，范特喜也試著讓一些對

園區帶有期待與感情的人進來，像是文化局提出了在

「寄風冊店」持續舉辦的一日店長的活動，讓外來的

民眾帶來全新的創意與提示，補充這個園區所需要的

養分和能量。

沿著海線前進　在山海屯城開枝散葉 

鍾俊彥：值得注意的是，以清水為起點，若能爭

取到鐵道、港口的結合，豐富文化、觀光旅遊的角

度，從白沙屯到大甲、清水到鹿港、彰化，所涵蓋的

宗教、文化性、自然景觀皆具一致性。

市區的部分，從一個城區復興角度來看，范特喜

希望引進大量的創意團隊，從流行產業、時尚產業切

入，中區絕對具有足夠的能量來支撐，第一有足夠的

消費族群，第二城區衝突感很大，雖然目前建築外觀

凌亂，但是對創意產業而言卻有加分的效果，那也是

我們認為可以施力之處。

王志誠：就文化創意產業而言，舊有老舊建築把

對比拉大，反而是有很大的吸引力，不用刻意裝舊、

裝老，反而是其優勢，但該如何建構文創的商業機

制，則是一大課題。

中區代表著臺中的歷史，從火車站、雙十路，及

剛剛提到的第一廣場、中央書局、演武場、臺中州

廳、市役所⋯⋯等，是日治時代臺中演進成現代化城

市的發跡地，經濟、文化核心都在此區。

鐵路高架化後原舊鐵道，將規劃成一個綠色廊

帶、自行車、散步道，串連糖廠、臺中公園、往南至

彰化銀行、合作金庫，綠色廊道建構起來後，是帶動

中區復活的重要軸線。國外許多都市的發展，當舊城

沒落、重生之後，幾乎煥然一新，但仍保有舊城的餘

韻，在進行改造後，仍能依循原來的位置、歷史脈

絡、城市肌理思考，就算變身之後，其本質依然被保

留了下來。

期望在「保溫計畫」收到好的成效後，能轉移此

次成功的經驗至臺中市的各個區域或是農村，並在不

久的將來，即可看見文化蛻變再生的新貌。

寄風冊店的眷村文化氣息吸引學校前來參訪

窗上所著《豐歉歌》帶來處處詩意

清水小願，每周六榕樹下的藝術市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