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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
美 誠品綠園道」在臺中已然成為創意、文

學、藝術的代名詞，更是全國文青必定朝

聖的地點，周邊有草悟道、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美術

館、金典綠園道等，串成一條藝術連線。在外表覆滿

各色植栽的勤美  誠品綠園道大樓旁，與全國大飯店

中間，有塊綠地，現在上面設置滿各種藝術品，還有展

演空間與文創商店，這裡叫做「勤美術館」，是一座可

以觸摸、可以拍照、沒有圍牆的美術館。

──勤美術館成立即將一年，當初的立意是什

麼呢？臺中的藝術空間其實不少，又有國美館和藝

廊，你是怎麼定位勤美術館的？

何承育（以下簡稱何）：當初要成立勤美術館的

時候，公司其實質疑過，這裡離國美館不過十分鐘，

為什麼還要推動這個計畫？空間不缺，缺的是概念、

是該場地想表達的訴求；勤美術館是一個「街區」的

概念，我想打造一個開放的、任何創作人都能參與的

藝文空間。

勤美術館的空間設計如同公園般相當的開放，

展覽的規畫強調生活化與互動性，希望民眾在草悟

道街區散步、逛街時就能很輕鬆沒有負擔的走進這

裡，感受親民的藝術氛圍。例如館內的串門子計劃，

就是由十一間鏡面的隱形小屋所構成的戶外展間，

每三個月會固定更換一次，為民眾與藝術家提供特

殊的交流體驗。我想吸引更多人來接觸藝術，我想做

一個讓所有人都能享受的藝術行為，裡面的藝術品

只專為這個空間打造──基於這些理念，勤美術館

就誕生了。

──勤美術館的策展者，是不是會把展出的重

點放在發掘年輕、新銳或在地的藝術家上呢？

何：關於這個問題，我並不會特別規定範圍，因

為我想做每個人都能參與的「藝術行為」，這個理念

需要不斷去溝通、達成共識。勤美術館裡有件作品

「融化的車子」，是兩部沉在草地裡、爬滿青草的汽

車，很多人以為這是國外藝術家的作品，但其實是位

臺灣新銳藝術家林昆頡第一次公開發表的創作。而

開幕時的「千傘雨林」（Daily Life Jungle），則是一

個倫敦奧運的國際建築團隊AECOM，他們帶領淡

江大學建築系學生，結合臺中在地雨傘廠商大振豐

的作品。不論你是大咖小咖、有沒有學過藝術，只要

是親民、可以傳遞進人心的東西，我們都歡迎加入勤

美術館的行列。

──這一年多來，你覺得現在的勤美術館已經實

現你的願望了嗎？當初希望帶給市民的影響都達成了

嗎？

何：我覺得一般市民平時比較沒有走進美術館

的習慣，藝術家很難讓民眾接觸到他的藝術，特別是

民眾不習慣親近藝術的時候，你要怎麼把藝術帶進

生活？我希望勤美術館是一個媒介，作為美術館跟民

眾之間的橋樑。藝術家和民眾之間的想法通常有落

差，當兩者的想法貼近，藝術才能實踐在生活中。

在倫敦求學一年半的時間，我在國外感受到藝

術是沒有負擔、讓人開心的！動物壁畫在洞穴中被發

現，是人類已知最早的藝術品，推測有一萬年以上的

■ 何承育心中已經對未來勾劃出一幅藝術的藍圖，正一步

一步實踐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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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我覺得這是非常親切的事，只要有一枝筆，你

就是創作者！這幅壁畫存在的價值不在於它是知名

畫家的作品，而是它結合了生活。

普遍大家都覺得外國人比較有創意，因為他們

會把生活中的事物當成藝術來對待，例如聖誕節禮

物和聖誕樹，他們會花心思包裝跟佈置家裡；萬聖節

的南瓜燈是工藝和創作的結合，孩子們打扮成鬼怪，

能激發創意，以及復活節繪畫彩蛋等等，他們用創意

的想法來經營生活，而且是全家動員，父母帶著孩子

一起思考，自然而然就養成了一種創意美感的思維。

可是臺灣人好像不太會去享受這種生活美學。

反觀華人世界，拿粽子這件事來說，這幾年出現

一些有趣的想法，像是冰粽或特殊的內餡，可是大

多數人還是習慣傳統。中秋節烤肉、吃月餅，過年的

話、經濟活絡。第一個藝術進入，我們打算在草悟道

上實行一個「百鳥開店」計畫，在樹上設置一百個創

意插畫鳥屋，我們會邀請四十四位名家與六十位徵

選插畫家共同參與，我們希望它不只是一個塗裝得

很漂亮的鳥屋，還要加入一點特殊思考。還有最近很

紅的舉牌小人，我們將之實體化後放置在草悟道上，

上面的字卡可以自由替換。勤美術館的銀色鏡面小

屋常常被遊客說長得很像牛奶盒，這次我們邀請十

位國內指標性的設計師，請他們把小屋外觀改造成

夢想的夏日飲料口味。連勤美術館的紙飛機地標，都

會被改造成巨型西瓜切片。

我覺得社區民眾才是這個街區的主角，藝術品

是外來客，社區居民是距離最近、每天接觸這些藝術

的人，沒有他們的認同，裝置藝術不過只是另一批讓

年夜飯──好像都跟「吃」脫離不了關係，但就只是

「吃」這件事而已，這的確是造就了華人優良的飲食

文化，但似乎跟激發創意沒有太大關聯。我希望可以

把傳統的事物做些轉換，所以在今年初的時候，勤美

術館邀請大家來寫創意造字春聯。

在臺灣，有設計感的東西價格被翻倍，令人卻

步；要走進美術館才看得到藝術品，這樣很不生活

化。當我們看到大自然，看到綠樹、花朵和青山，會

覺得很放鬆、很開心，我希望人造藝術也一樣，帶給

觀眾快樂的感覺，既然這是件令人開心的事情，為什

麼不推廣出去呢？

今年七月，我們將舉辦將生活藝術精神極大化

的街區美學運動──「綠圈圈夏日藝術祭」；並提

出了四個關心的議題：藝術進入、永續發展、社區對

人看熱鬧的過客，所以我們邀請藝術家游文富老師

和三十位社區民眾一起編織一個六十公尺的竹編作

品，到時候會放置在勤美術館的大客廳，人可以在裡

面穿梭走動。全國大飯店也會加入展場的行列，把桌

子加上一點創意，讓它變得好玩，例如說乒乓球桌，

像是社區活動中心一樣。

金典綠園道的七樓，我們規劃了一個藝術家的

聚落，第一階段已經開放五個創意單位進駐，這次藝

術祭的部份作品就是請他們創作的；藝術家每天經

過草悟道，看到那塊地，他就會開始腦力激盪自己還

能做些什麼？我們希望這裡能變成一個讓不同藝術

家進駐的藝術村。如果有展覽也可以借助他們的力

量，形成一個互助互惠的合作模式──這就是我說

的永續經營。

經濟活絡這方面，大家在「勤美  誠品」不外乎

是購物、用餐，在藝術祭期間我們和年輕藝術家合

作，把特賣會空間和臨時櫃變成藝術品賣店，用更

實惠的價格讓喜歡藝術的民眾可以把作品帶回家，

買一件衣服的錢，你就可以帶一件藝術品回家，給

新銳藝術家一個發展的園地，大家也能用實際的行

動支持他們。

誠如我前面所說過的，我們希望讓藝術貼近大

眾，所以這次活動的宣傳不會只專注在藝文業界方

面，用「城市漫遊」的概念，我們會製作一張周邊地

圖，和附近店家合作，也給他們一個鳥屋自由發揮，

讓整個社區的藝術氣息串連共鳴，加上一點觀光發

展，才能共存共榮。今年是第一年舉辦，會比較多面

向，如果可以發展成年度藝術節，以後可能會有不同

的單一主題。

當藝術已經形成風氣，附近的居民或店家就會

開始發揮創意，為了吸引更多人，每年都會有新的

idea，漸漸的，整個街區的調性都會改變，瀰漫生活

美感；然後像漣漪一樣向外擴散、感染，最後整座城

市都是藝術、美學創意。像是蝴蝶效應，我希望勤美

術館可以扮演這樣的角色。

■  「百鳥開店計畫」把草悟道變成戶外展覽空間，也讓更多

有志創作者，挑戰插畫應用的可能性。圖為插畫家 Croter 的

作品〈鳥鳥的通信處〉。

■  游文富老師帶領社區民眾創作〈愛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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