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湳經貿園區公共藝術設置前置規畫 

地方說明會逐字稿-大河里 

 
日期 109年 11月 24日(二) 

時間 10:00-12:00 

地點 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校區)人文藝術中心 2樓展示區 

與談人 陳資源大河里里長、文化局視覺藝術科許秀蘭科長、呂政道、

謝銘峯、郭姍姍、賴崇仁、余燈銓、黃輝雄、林宗德、周淑媚、

謝文泰 

說明會整理 

開場-陳柏羽(長物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經理)： 

各位鄉親大家早安，今天呢是我們有關公共藝術的議題，等一下呢，在座的專家還有

底下的文化局，很詳細的介紹我們今天有關水湳經貿園區的公共藝術；其實今天是第

三場，甚至連隔壁隔壁的里長，都打電話過來說我們里為什麼沒有？為什麼只辦三

場？然後我們在場的，有參加三場的老師都有目共睹越辦越好，因為越辦越有很多人

的參與，這次的大河里呢，也是謝謝大家抽空的來聽，那我們現在呢有邀請今天邀請

的老師呢，都是各個領域，不同的領域，有建築有文化有美術， 還有做公共藝術的專

家，那目的是什麼？等一下老師會說明，這些議程都是經過我們跟陳資源里長，拜託

里長說擬定的 1 個議題，才跟文化局，也非常的用心有一些細節 ，都會再說明。大

家都有拿到資料嗎？有拿到資料，那其中的一份講義呢，是今天的主持人所準備的呂

老師，那我們現在先把主持棒交給我們的呂老師。  

 

呂政道老師： 

各位早安，這個部分也進行到第三場了，我想已經越來越熱鬧，人數也創新，越來越

多，其實從第一場人已經很擠了，現在越來越多；而且今天在這麼有氣質的環境裡面 ，

我們的所在是在水湳園區裡面的歷史建築裡面，這個是非常有意義的，在這個水湳中

央公園經貿園區裡面 ，其實它有過去的記憶，跟現在我們待會要跟大家分享的公共

藝術，這些未來我們的進行式，因為目前中央公園也在如火如荼的展開中，還有其他

相關多的公共建設以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就是，文化局當下準備有一筆這個的讓我

們這個園區更好的公共藝術的一個相關的費用，所以我們這一次才會有一個這樣的緣

份，讓大家聚在這邊。 

 

那在開始之前我先介紹一下，各位這個來賓；在我左手邊這個是，逢甲大學的謝銘峯

謝老師，謝老師陪伴我們已經是第三場了，所以他非常了解這個，當時他在經貿園區

再審查的時候，謝老師都有參與這樣子的一個過程。另外一位謝文泰謝老師，我必須

提一下謝文泰謝建築師，大家有去過台灣文學館嗎？就是出自於謝文泰謝建築師的巧

手，謝建築師長期關注建築跟藝術的關係，我們今天也特別榮幸能邀請他。 

 



另外一位弘光大學郭姍姍郭老師，我們今天這裡有建築的、有視覺傳達的、有行銷的、

有藝術專家的，還有文史的；所以我們今天這個部分呢是集各路英雄，非常的盛大，

所以郭老師是在視覺傳達整個排版非常有研究。那另外一位賴崇仁賴老師，他本身是

行銷管理系，本身也是逢甲大學的博士生，他現在已經畢業了 20 年的博士，所以他

等一下會跟我們講 20年前，賴老師他看起來很年輕，他已經大學畢業 20年了，他等

一下會跟我們講水湳這邊的故事。 

 

在我右手邊這邊是周淑媚周老師，這位是我們的東道主，藝術中心的主任，謝謝借我

們這麼好的場地，欣賞這樣的歷史建築；在我右手邊這一位是林宗德林老師，林宗德

老師他也是關心水湳這邊的文史，他本身有一個墩點工作室，在探討整個台中市不管

是水湳經貿園區，相當大台中為主的這樣子，還有所有文化歷史等等之類的，今天也

非常謝謝林老師來分享。那麼緊接著在我的右手邊的這位是余燈銓余老師，余老師呢

是一個相當優秀的藝術家，都常常參與很多的公共藝術，所以今天也是相當藉助余燈

銓余老師來跟我們分享；最右邊的那一位，黃煇雄黃老師，他也是我們台中市的審議

委員、公共藝術審議委員，也是相當傑出的藝術家，所以今天呢，有藝術家、有文史、

有藝術、有建築背景、有故事的、有行銷的、有視覺傳達的，所以今天呢，都非常關

心的公共藝術的水湳經貿園區中央公園。 

 

這邊再介紹一下，今天有議員有到場，讓我們來介紹一下，不好意思我常常說我是彰

化人，我也算半個台中人，沒有把你們介紹好真是不好意思。那我們從左邊這邊：林

祈烽議員的助理謝先生，還有我們張廖萬堅的處長張廖萬培先生，還有我們陳淑樺的

副主任紀昆廷先生，還有我們楊中正議員的秘書吳惠忠，還有我們的市議員張廖乃綸

的秘書蔡秘書，還有我們這個能促成第三場第一二場的說明會的文化局科長，讓我們

今天有緣份，可以一起來，我也講了第三場的公共藝術的說明。 

 

等一下我也會簡短的來說明一下，到底為什麼？什麼是公共藝術？那藝術我們今天在

這個藝術中心裡看到的這些字畫，那也算是藝術，但是藝術到底是什麼樣的範疇？而

且是放在一個公共空間裡面不是在美術館裡面，所以你家就是美術館，然後整個中央

公園就是你的美術館的這種概念的話，那你會怎麼對待這些公共藝術？你們家的擺設

花圃會怎麼擺？你們家的盆栽會怎麼擺？你們家的桌椅會怎麼擺？假設你們家就是

這麼大中央公園就是你們家，我們現在沒有替全家打廣告，整個中央公園都是你家的

時候，我覺得那是不得了，所以這個才要更審慎辦了這麼多場的說明會，讓各位可以

更清楚的何謂公共藝術。 

 

這個就是我們水湳經貿園區這麼大的一個輪廓，我已經連續為了要更了解水湳經貿園

區，已經連續三週帶著我家小孩，6歲跟小一的，已經連續從彰化來，帶來這一邊騎

腳踏車，後來發現我小朋友說：爸爸今天還要不要？要帶他去水湳經貿園區，我說我

已經騎腳踏車騎騎到鐵腿了，不要再叫我來了，結果我上禮拜還是來了。這個經貿園



區非常的非常的大，其實它整個經貿園區，我覺得在座的各位真的要去走一趟，不然

現在這個園區真的少了你們的參與，我覺得會遜色很多，所以有機會真的去繞一下。 

 

所以為來這裡有真的很多的像水湳轉運站，還有我們現在台中非常重要的玉米屯，還

有我們的中台會的電影中心，我們的停車場，水湳遊客中心，現在水湳遊客中心是全

家便利商店在經營的，還有我們未來的中央公園，台中聯合會館中心。其實光在這個

區域裡面，進出的非常的有特色，而且是把很多的中心移轉到這個區域經貿園區，然

後這個地方有 12 個非常有趣的，一種比較像公共藝術的空間，有機會都可以去像這

一個公共空間，有很多不同玻璃的彩虹的這一個，這是網美打卡景點，所以有機會大

家可以去看一下；很多的非常有趣的這種空間，大概再過一兩年之後樹更茂密，中央

公園會更不得了，有氣勢、有氣氛，會讓你這邊更清楚大概的說明一下，我們整個公

共藝術到底是怎麼樣？本身是建築師也在逢甲大學任教，所以這個部分也長期關注公

共藝術跟這個範疇。  

 

(簡報略) 

 

接下來就請在座的專家學者，這裡的老師先說一些對應水湳經貿園區、水湳中央公園

到底有哪一些想法，跟大家做一個分享；接下來呢，在座的居民、民眾、里民能不能

有一些想法的回應、回饋，想說這邊要做出怎麼樣的款式，故事，這個部分是大家互

相交流的，那這個部分我先請我左邊的謝銘峯謝老師，來跟大家分享。 

 

謝銘峯老師：  

謝謝呂建築師，很開心今天的這一個座談會已經參與了三次，每一次來都跟大家一起

互動，累積越來越多想法，今天就簡單的分享這三場一直到今天，個人對於台中即將

要出現這麼具有規模的都市空間當中的公共藝術，究竟可以幫我們做些什麼？今天呢

請建築師特別先 cue我，因為我等一下趕去中教大，所以我先分享一下，一樣就是我

這幾次在這個分享中提到，幾個重點，很快的跟各位分享一下，不過我今天有一些新

的想法，後面再提出來幫大家參考一下。 

 

第一就是公共藝術需要具有三個性：第一個就是公共性，就是大家都要參與，不是關

在藝術店而是要走出到我們的生活，第二個是藝術性，第三個是在地性，要從民眾的

角度出發，從設置的地點出發，還沒有提三個地，第一個是地理，第二個是地景，第

三個是地點，也就是公共藝術要跟這個區域的歷史有關係，那個地景就是這個公共藝

術要能夠跟這個環境能夠搭配，第三個地點就是跟這個在地的居民所生活的場域，有

服務我們的生活，參與我們的生活的特性 ；此外我能夠分享三個適當的適，也就是

說要適性，如果在這個地方如果要出現一個物品，就應該是什麼類型，剛剛建築師有

分享過的最常見的就是，一個設置物它也許是一個互動，是一個暫時的，一個快閃的；

第二個是適量，也就是我們這個公共藝術之後照著我們公共藝術的辦法，或許會有非



常多的公共藝術，那我們這個中央公園或許很大，那究竟這個公共藝術要不要這麼多

呢？未來是不是可以在量的程度上有所斟酌？第三個就是適點，如果公共藝術真的要

設置，就是放在哪一個位置是最有意義的？會讓大家最有感的？然後最多參與的？以

上我先提出這三個。 

 

然後今天我想分享一些從都是觀點來思考的，因為未來這個莊園是繼勤美綠園道之後

台中市最具規模的生活綠地，讓我想到說在 18 19世紀曾經有一些專家提倡藝術無用

論，就是藝術不應該出現公共性，甚至有人說藝術出現公共性是萬惡，但這些其實在

剛剛呂建築師的分享，你會發現就是公共藝術不見得符合我們剛剛所提倡的這個想

法，就是可以用的，所以在這個後 19 世紀開始出現我們所謂的城市美化運動，就透

過把城市的空間妝點，讓我們美輪美奐，甚至建築本身注重自己的樣貌；有一些整體

感，透過這樣的方式來促進社會的和諧，所以簡單講公共藝術其實可以有功能。 

 

比如剛剛建築師也提到，它其實也可以隱藏在我們的街道當中，可以一起相處，服務

我們的生活，所以公共藝術其實有環境的功能，共創性還可以有日常性的功能，所以

如果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其實出現在開放空間中的公共藝術可以扮演，比如說

我們其實知道中央公園事實上各位在基地裡面看到的很多設施，它其實有氣候調節、

溫濕度監控、捕捉噪音甚至空氣淨化的功能，那另外在我們都市環境裡面，公共藝術

可以讓我們的都市環境更有生氣、更有焦點。 

 

此外公共藝術有生活的功能，它可以對著我們每天都賴著它做休息，做交流的一些場

地的空間，那更重要的事情是，在水湳經貿園區這邊，其實有非常深厚的都市發展的

脈絡的歷程，所以公共藝術也可以把這都市脈絡發展歷程，轉變成它們藝術表達的主

題，那整個中央公園的公共藝術也會變成所謂的，開放式的空間的故事書。我們走到

這一個開放空間，看到這一個公共藝術，跟這個公共藝術相處，就可以讀到一則跟著

一個地點相關的故事。所以簡單講如果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讓這個公共藝術在這個

公園裡面，就可以呼應漢寶德在民國 100年的時候，推動的生活美學運動；怎麼樣讓

我們的藝術可以隨時隨地的看到，藝術可以隨時隨地的參與我們的生活，然後那我們

的生活變得更加藝術更加貼近，所以如果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這個公共藝術就可以

幫我們用美的，或是剛才建築師所說的用幽默的手法，在這個空間中跟這個地方的歷

史跟生活，一起相處來建立，我們可以理解的甚至於可以提供我們知識的，搞不好還

可以讓居民感受到有意義的，能夠透過它促進一些回憶，甚至於功能的，最後是美的

欣賞的這樣子的一個這個場域的美好關係。像建築師所說的，為東西找關係，所以說

很多藝術可以幫我們辦到發揮這樣的效果，我覺得就十分能夠令人期待我們公共藝

術，真的對我們來說不是一個無用的存在，以上是簡單的分享給大家參考，謝謝。 

 

呂政道老師： 

 



我們謝謝謝老師，這麼用心陪伴的大家三場，然後去分享關於公共藝術跟環境的美學

的想法，這部分非常感謝謝老師；大家可以想想看到底公共藝術，到底美學、美感、

環境當中，透過大家，來跟大家分享，那我們請謝建築師。 

 

謝文泰老師：  

各位鄉親，各位長輩，各位前輩大家早安，要中午了午安；我台語並存喔，我在做社

會營造，所以我跟各位鄉親，在地性的這個部分，剛才說老師有提到，公共藝術，我

們台灣人很害羞，我們有一個很有趣的特點就是，太害羞，看不懂的都不好意思講，

就算它很漂亮，也不知道美在哪裡，都不好意思說，是我們台灣人對藝術這兩個字，

天生就有一個害羞的距離感，但這個沒關係，因為藝術品本來就是有人看得懂有人看

沒有。 

 

這裡那麼多的字畫，有的看著就看懂， 有的奇怪我就是看不懂，難道是隨便做？其

實很重要，那是一個人寫字寫到一個狀態，他的感覺，寫出來黑的跟白的這種畫面的

說不出的美感；有時候我們去外面散步，去爬山，冷天的時候樹都掉光了，植物這樣

繞來繞去彎來彎去，不知道美在哪裡，但是就是美美的，我們內心都有一個審美的觀

念，但是我們都不好意思說出來，但也沒關係，看不懂就看不懂，看懂就看懂，但是

在看懂跟看不懂之間，那是最有趣的時候。 

 

所以我要談的是說公共藝術，剛才謝老師有提到，說它有個公共性；公共性的意思說

的比較白話就是要我們的共同理，我們對它有感覺，就會對它有親切感，對它有親切

感，我們就不會排斥它，因為它本身有一些甚至個人的，剛才有講到藝術家，做到你

看不懂，但是又看有看不懂，是因為做到有一種精神上的昇華，我們公共藝術就要有

公共性，讓大家感覺有共同，這就是我們公共藝術很重要的一個特點。 

 

要怎麼樣有共鳴？共鳴就是要跟我們的生活，跟我們的在地，我們的文化，有一些的

連結延伸跟元素，有一些基因上面的，跟我們的生活、跟我們的文化、跟我們的神話，

有相關，所以我們就會覺得很親切，所以我要跟各位講說，來看公共藝術的時候，我

們不仿有一個心情，來跟公共藝術交朋友，交朋友市怎麼樣的人，才會覺得這個人來

做我的朋友我會非常喜歡？第一個你跟他有話講，說這個藝術品要跟你有關，跟你的

生活，跟你的在地有些連結；第二，這一個藝術這一個朋友，會找話題跟你講，不會

說你很沉默他也很沉默，所以有的公共藝術會，這在說什麼？這到底是什麼？美美的，

跟你有一種感覺，我們說誘惑，跟你騷一下跟你騷一下，跟你交朋友就是正常正常的，

想說為什麼頭髮會這樣用還穿一件圍巾 …你就會跟他問，你怎麼了？今天心情特別

好啊。 

 

跟人的相處就是這樣，公共藝術也是這樣，就是想跟它說話，是不知道我們的民眾鄉

親是什麼樣的感覺，它在裡面跟環境的關係，跟它造型的關係顏色的關係，傳達一點



點跟在地有關跟文化有關，你就會覺得很親切，可是又說不出在哪裡，那就是我們交

這個朋友的目的，這個朋友如果不能夠引起你的興趣，不能夠跟你有話聊，有話聊就

是說我們有共同的經驗，可是又有一些以前沒有的生活經驗，帶給你新的生活的體驗，

這樣的朋友你才會覺得長長久久。 

 

我要比喻的就是說：這個朋友，我們的希望是，看起來挺有距離感的，又有親切感，

可是仔細想一想好像又跟以前的生活經驗有關係 ，可是又不是那一個牛車放在那裡，

那個牛車你知道我知道，具象的好像就是我們台灣人比較會欣賞具象的藝術，一個腳

踏車一隻牛，是最容易做的藝術，但是最難的；我做一隻牛你們一定看不出來，可是

余老師做一隻牛，你又看它裡面 好像在說一個什麼故事，說得非常的溫柔，非常好

像有很有文學感，那個就是他的層次，所以具象的藝術，很簡單引起共鳴，但如果它

沒有辦法到一個很高的層次，大家看了一次兩次就會覺得它跟學校的老虎長頸鹿一

樣，因為它不具有藝術性。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這個公共藝術，讓你好像具象跟抽象之間，能夠找到牽著你的手，

不會拒絕，它但把你帶到一個，沒有的想像的世界，然後這個東西會變成這個水湳的

環境裡面，跟環境融為一個很漂亮的風景，一個畫面，我會對這一個，這期許是這樣，

所以大家會覺得，呀，老師你在說什麼？你不會覺得那麼有距離感，但是多了解一點，

原來這個紅色是這個意思，多了解一點，原來這個天是以前的什麼什麼，什麼厝什麼

地方，那個故事你們可以說。 

 

一個好的公共藝術就是帶給你的話題，然後你可以講出你自己的故事，現場 54 個人

就可以講出 54 個故事，透過這公共藝術給你的右腦起發，一隻手可以抓著你去，一

隻手可以牽著你去未來，大家覺得這個地方有過去的記憶，但是未來的想像，感覺這

個公共藝術居然可以變成非常成功，而且大家都…一次兩次大家都沒有你再繼續延

伸，有未來有未來性的藝術品，這是我第一次這樣跟各位分享，謝謝。  

 

呂政道老師： 

 

謝謝謝教授，這樣說，是我成大的學長，學長真的很厲害，都可以說出這一種接地氣

的話，然後讓大家更了解什麼是公共藝術。那剛才他這樣一說，我就被打到了，打到

什麼？我們前年，去年不是有一個影片，電視劇叫做我們與惡的距離；我後來想一想，

我們與美的距離到底是什麼樣子的？透過公共藝術透過這些說明會，我們與美的距離

每個人都不一樣，與惡的距離也是，這樣每個人都不太一樣，我們與美的距離也都是

透過這種不同的像剛才謝教授提到的，跟的它談情說愛，這樣才會有一點昇華，我覺

得這個部分其實是像這樣透過一個說明會，透過這樣的一個接下來的民眾參與，大家

能去分享，也非常謝謝謝建築師跟大家分享。那我們緊接著請弘光大學的郭姍姍郭老

師，來跟大家分享一下，謝謝。  



郭姍姍老師： 

各位大哥、大姐、大家好，我是弘光大學的老師，我也練習用台語跟大家說明，有這

個機會也來跟大家說幾句；這一次是第三場，參加這個說明會，然後有專家學者，有

這個機會可以跟大家一起…如果有機會去台北，有一個很大的建築像建築師所說的，

我們老師說故事是形，設計是體 ，我就想說這個故事是形是神經病嗎？ 到底形什

麼？原來是所有的東西的設計 ，從故事開始，我這次來，這次是第三場，有許多的大

哥大姐說在地的故事，我感覺比我們大家說的還要精彩，然後呢，那 101大樓的最高

的建築物，到底是什麼東西，那是對應電機的鋼鐵，所以他用剩的鋼鐵做那個藝術，

然後他叫做，好像叫做《無限的生命》，所以如果沒有人介紹這是什麼東西，但大家

一定會跟他合照，那個東西是作業的鋼鐵用出來的，不是沒有用就把它丟掉這樣，所

以那一天我同學跟我說，下一次要跟大家說什麼叫做社區營造，我說我教書不敢教這

些大哥哥大姐姐，大家都比我厲害，我也沒什麼東西可以跟大哥哥大姐姐教。 

 

但我簡單的介紹一下社區營造的五個精神， 人、文、地、形、產 ，五個面向； 我們

社區經營 第一需求就是人，所以第一個是人；文是什麼？是我們在地的傳統文化，

港尾里、大河里、我們三個里，有不同的故事，所以有傳統的文化大家都不一樣，所

以我們跟別的里一定不一樣， 地就是我們的地理環境，我之前有去看一個報告才知

道，這麼長的地方原來是機場的跑道，所以才應付出我們所謂的公共藝術的東西， 台

灣有這麼長的地方可以讓你去做藝術，這是非常難得的，所以我們台中市趁這一次，

可以聲名大造全台灣最厲害的地方，有一個中央公園。 

 

藝術品就是要大家看得懂，他有去過曼哈頓，去過日本，說那裡的東西他都看不懂，

所以他去了後，說他去了但都看不懂，所以就走了，沒有去過這樣的地方，所以我希

望以後的公共藝術是這樣，大哥大姐都可以看得懂，然後還可以跟別人說，這個跟我

們的故事有很大的關係；所以地，就是地理環境，然後形就是設計公共藝術的所有東

西。我們這一次叫做再發展，在水南這塊地，所以我們可以變成一個地標，我的空間

或是我們工作的空間， 然後比較休閒，都有朋友來就可以來我們水湳這玩，然後呢，

產，就是在地的產業跟經濟的活動有一些結合。 

 

這個我們說比較難的是因為，在不丹，不丹一個國家很小，但是很多人很喜歡去，在

2007 年以前好像可以去五次哪裡玩，每天你要繳 250 塊的美金，差不多幾千塊的台

幣 ，一天花 1000去兩天花兩天去 3天這樣算，那樣的地方誰要去？大家都要去，所

以以後我們這個地方，被稱為全台灣市最喜歡的地方，可以說我們要去台中那個地方，

有很多的故事，大家都很會說故事， 然後你可以看懂，就像這一個，這裡的書法都是

誰寫的，都高中生寫的，高中生寫的，但他都會寫：這是誰寫的，然後上面是什麼故

事，為什麼可以寫這個書法。 

 



跟大家說，以後你的公共藝術也是這樣，這裡是什麼東西，然後有什麼故事，最好就

是我們自己看就知道，一個飛機場一個大鵬展翅什麼的，這是以前的飛機場還能起飛

什麼的，十分簡單的，剛有老師說，越簡單的越難做，就像一二三四一要寫的很好很

難，越簡單的越難做；我也希望說，我在我們的網路上看到一個台中市的一個試讀計

畫， 119頁裡面有說到很清楚，我們這個水湳經貿園區要怎麼用，比照教科書要怎麼

弄很多很多種， 所以我看完就很期待我們台中能夠變成一個高雄台北大家都要來的

地方； 那我們的經濟也能增加，很多人來，人潮就是錢潮，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對我們

學校教育來說以後就很好出來玩， 學生可以來到中部，周圍有很多的學校，有弘光、

僑光、中國醫藥學院都可以來這裡學東西也好，有來到這裡學到東西才叫教育，你來

這裡如果只是去玩，然後不做服務。 

 

我們也不希望我們的學生來到這裡是浪費資源，可以將學到的東西奉獻出來，然後這

個地方可以一起幫忙，所以我覺得幸福的東西是可以大家一起來，以後還可以跟我們

大河里的大哥大姐們說我們的故事，是最有趣的一個地方；所以大家等一下不用害羞，

有什麼有趣的事情都可以說出來，以後你說的故事就變成作品了，很多社區營造很重

要的部分，故事是形設計是體， 大家都是創造者，希望大家等一下說給我們聽，今天

就到這裡謝謝，謝謝。  

 

呂政道老師： 

 

我們謝謝郭老師，其實我們今天的陣容、老師，今天剛好很有趣，我們特別的有逢甲、

有弘光、 有僑光、有中國醫藥大學的老師，今天特別說希望集合我們一些在地的專

家學者，可以跟大家分享甚至上台報告一下一些觀念，來做溝通；非常謝謝郭老師，

說地方的故事，而且這個故事不是由我們講出來的，其實也是我們在跟你們學習，其

實每一個地方，就像我媽媽阿公住在…那里他們的故事，給我們聽，我小時候到那過

年的時候，那還有三合院，現在的土地都起厝了，我媽媽他們家的三合院也不見了，

當然故事就不見了。水湳經貿園區現在雖然沒有機場了，它的故事到底是要透過在座

的各位，才會接下來一些師生，；我們緊接著請僑光大學的賴老師跟大家分享，謝謝。 

賴崇仁老師：  

各位老師，里長，民眾大家好，20多年前，來這裡來僑光教書，我剛來的時候，僑光

路出來都是種甘蔗的，到現在 20 年來看，不要說 20 年前，十年前來看，都變了很

多，都不一樣，，謝文泰老師是台中文學館現在在做的團隊，在我小朋友國中一年級，，

就看到對面一棟房子，小時候我做我小朋友的時候，在那裡跑來跑去，我上禮拜有去

看那個文學館，非常感動，我從那裡搬走已經 40年了 30多年了，10歲以前都在那邊

玩，現在變成這個，模樣跟我以前 30幾年前離開的時候，變得很不一樣，那一個樹

看得出來沒變，就是我要去菜市場跟那個早餐店，早餐店我們很多的鄰居在那邊做工

作，所以我去看這個地方，其實我離開這個地方已經 20 多年了，可是我再去以前，



我小時候就是在那個地方，我就感覺到剛才老師說的那個，就好像有一隻手給你牽著，

40多年前就這樣牽著，牽著我去裡面看以前的那一個房子，被拆掉現在的文學館。 

 

原本我要去買早餐的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感覺，是心裡一個十分感動的感覺，那間房

子本來不是長的那個樣子，是這一個團隊把它建得很美，就是我在看那個很美的時候，

看到那個房子，我好像看到我小時候的感覺，我在巷弄裡跑的時候，爸爸說有東西會

跑出來的感覺，所以我們從這回到我們公園，現在這個地方，今天參觀的那一個，今

天第三場，我也覺得說為什麼要把這一個藝術品…，你們都住在這個地方，住很久的

時間，現在這個地方你十幾年前過來，你看他的屋頂，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我相信有

人知道，那我們有一天這整個中央公園，上面有建一些東西，有舊的東西，有新的東

西，有一些旁邊的藝術家、建築師把東西放在這個地方 ，個地方就變成你，是在地的

你，知道在地的故事。 

 

現在再說台中文學，我小時候的時候，從那時開始說，雖然我對整個建築的理念，我

也不知道，但我有一個故事，在地的故事，今天在做的就是在這幾年這個地方，有許

多的故事，比如在捷克，…它的屋頂都長得不一樣，他有一個特別的就是說 ，在 500

年前，有一次全部都燒掉，那個時候我們想說要給它建一個城堡，建城堡的話，所以

就建一間一間的房子 ，所有在下面的居民 ，都可以有一間房子，它有一個十分特別

的地方是什麼…..五六百年了 ，過了五六百年的時間 ，現在全世界很多人，去捷克

都會跑來這個城市。 可能中央公園周遭 ，全世界都會來這個地方，為什麼我們要用

這個設計？大家都要說得出來，為什麼有這個地方？為什麼有這個樹？為什麼要做成

這樣， 說不出來 所以現在就是希望說， 我們這邊開始做 ，現在做就是希望讓藝術

品有故事在裡面， 這個地方，我來這個地方已經 20多年了..。 

 

有一個同事，他阿公的那個時候這裡的旁邊都是田 那時候他阿公阿嬤在要去買地 ，

那時候買的是拿一個紅繩子去圍，他跟我說的時候真的假的， 他說真的啊，就一條

紅色的繩子去圍 ，開始圍，圍起來看你要買這一塊地還是那一塊地；那一天他阿公

跟阿嬤去看完回來，有 2塊地，在文心路有 2塊地， 1塊在台灣大哥大，有一塊就是

現在的屈臣氏，麥當勞旁邊那一間，給阿媽選看他要買哪一塊地， 阿嬤說怎麼這麼

笨，怎麼看都要買這塊地， 就是台灣大哥大那一塊， 同事就再說，如果那時候阿媽

是說屈臣氏的這一塊， 現在就換我們在賺了。 

 

這多久以前了， 三十多年前的事 ，30多年前這附近都是田 ，…從 100年前開始說，

我都沒聽過說這個地方，以前種甘蔗旁邊有什麼東西，說的不一樣，現在說要做一個

藝術。你們說的在地的你們的故事，做起來以後，就不用培訓很多外面來的人做解釋 ，

你們 50 幾個人就會有 50 幾個人的故事， 我就是在這裡住， 這個地方的故事 ，外

地的人來到這個地方，我就可以說這個地方原來是什麼。很久以後 ，這個地方就會

變成一個 20 年前不一樣， 我相信在 10 年以後，這個地方，你們住在這裡可能沒有



感覺 ，這個地方一定會發達 ，每年都發達每年都不一樣， 跟十年前不一樣，我相信

十年後，這個地方更不一樣；現在是政府有心，把我們都揪一起，在到著地方，希望

可以說一些自己的故事。現在我們就當聊天，講一些你知道的東西，就像聊天，讓老

師讓設計師要做這些東西的時候，他就有那些故事，以後你看到這些地方，原來這個

也可以共鳴。我們會說我們的故事，要把這個做起來只有藝術家可以做，以上謝謝。  

 
呂正道老師： 

我們謝謝賴老師，其實說地方的故事，唱自己的歌 ，可是這個地方的故事唱自己的

歌，我們要，最後就是要讓大家聽到，欣賞到，我覺得這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謝謝

賴老師的分享；這個部分我們請我們今天的這個東道主，藝術中心的主任，我們的周

老師這邊來跟大家分享一下，謝謝。  

 
周淑媚老師： 

我們其實是應該算是新住民， 我們學校到水湳這一塊地方其實才三年， 那這個歷史

建築我們是三年前才進來， 新校區是這個學期今年 10 月開始 ，因為本地校區所以

我們是今年 10 月才開學， 那在水湳經貿園區這麼大一塊裡面， 我們的學校的所在

地其實就是經貿一路跟大鵬路那個有教區這一塊，那我不曉得各位從哪裡從哪一個方

向過來，我們有新舊歷史建築並存。 

 

剛剛在講到公共藝術，我一直在思考說，如果我們的新建築是有可以成為一個水湳經

貿園區的地景，我想有一棟的建築它的設計非常的特別 ，一隻眼睛 ，有人在開玩笑

說， 增一隻眼閉一隻眼， 其實智慧之眼是水湳之窗， 或著說是學校自己的自我期

許， 前瞻未來，那那一棟建築呢其實就是我們的創研大樓，創研大樓到後面那一棟

好像白色玻璃的，學生還有老師都把它暱稱叫做玻璃屋， 那一棟是教學大樓， 這兩

棟大樓中間有一個圓形的，大家都很好奇 ，其實一開始在蓋的時候大家都以為他是

停車場， 立體停車場，各位猜得出來哪一棟做什麼用嗎？ 對，是學生宿舍，那這 3

棟建築很特別的地方是，他們都是綠建築，所以我在想說，因為我今天是第一場參加， 

所以很多， 我一直在聽大家，或聽各位前輩的意見，也一直在吸收，努力的吸收。 

 

那我們新舊併的這三棟歷史建築，舊的建築呢其實是在台中市文資局裡面他是屬於列

為文化資產，那當年我們學校獲得這塊地， 我們也認養了這三動資產， 那這三棟資

產其實當時，大家可以抬頭看一下 ，有那一種新舊的，那因為他已經佈置了而且各

位戴口罩，一開始進來的時候他其實是充滿檜木的味道，那個都是檜木，他的年代大

概是 1940 年代後期， 也就是二戰時期， 美軍轟炸水湳機場的時候，所以這個木架

結構已經燒毀 等到中華民國空軍接收之後， 他們當時運用了一批還具有，應該說是

日式建築風格的建築師， 他把它修復再利用， 這是二戰結束之後， 台灣光復之後， 

這個水泥結構應該是當時日本時期的， 上面的木架結構是後來在修復的， 但是呢經

貿園區規劃的時候， 開始撤離之後..那其實機場還有駐軍， 還有一些公家機關撤離



之後，這裡閒置過兩三年，他在這個閒置的過程當中， 遭小偷破壞，所以請各位抬頭

看主要的木樑，檜木其實是被鋸掉的。 

 

剛剛各位上來的時候，我有聽到有幾位阿伯說：怎麼沒有電梯這是因為這是歷史建築

所以基本上是沒有電梯，那這一動她原來是當作宿舍，軍官的宿舍，每一間隔間 6坪，

我們在一樓還保留隔間，每一間 6坪，那 6坪其實是不小的，可是大家都知道軍中官

階非常的嚴明， 軍官才一個人一間，甚至我們剛進來的時候隔間裡面還有 套房衛浴

設備，就是軍官住的套房，那阿兵哥呢 ，那阿兵哥就是上下舖 6個人一間， 那我們

修復再利用之後，能夠最大的用途用來做什麼呢？ 那這一間當年屬於軍官宿舍的我

們在一樓就做成老師的辦公室，那 2樓思考的結果就是把隔間打掉，這一個大空間總

共有 168坪，做什麼呢？作為一個開放空間，設為我們學校的人文藝術展示中心。 

 

所以剛剛各位剛進來的時候可以看到我們的產品，那今年這個學期的這個產品是配合

我們學校的特色 ，中醫藥 ，我們依附博物館舉辦全國書法中醫藥書法比賽， 那剛

剛老師可能只有看到高中組，那這個比賽呢其實是高中、大專、社會組比賽，那這一

些都是得獎作品， 而且博物館的館長是中醫師，他特別請了中醫師，就是我們學校

裡面， 高官醫院的中醫師， 為每一副作品做了白話解釋，就是講故事；所以剛剛一

直我再吸收是說，這樣的一個建築物他基本上可能是死的，如何突然他的故事，告訴

大家這是當年軍官的宿舍，等到我們修復後再利用，我們保留的木架結構，我們保留

了當初斑駁的磚牆， 有老師進來的時候說那裡怎麼破破爛爛的？ 然後其他地方很

美， 其實各位看不出來我們光是這個 168 坪， 做這些展板， 然後這些燈光軌道， 

花了三百五十萬，那個錢其實看不出來花在哪裡， 更何況那個整體的修復再利用， 

只是將這個藝術空間做成展示廳這樣子，所以呢我覺得藝術，要親民，藝術也要花錢。 

 

然後我們來到這個地方真的是跟各位交朋友，也希望把這個空間開放給在地的里民，

當大家在地的好朋友，那我一直以為，很抱歉，我一直以為我們這裡是新平里，所以

我當初辦活動的時候 其實我們跟水湳里新平里都接觸過，去了水湳里做了一些社區

職務的調查跟學校的一些計畫， 然後呢新平里的部分，所以我不太清楚到底哪裡是

港尾里， 這個部分，那當然希望各位多多參與我們未來的活動， 因為這個空間我們

未來是開放的，大家不太清楚它的一個很大的原因是，上半年的疫情， 我們這一個

展場就沒有辦任何活動， 我們大概 107 年進來之後，108 年陸續辦的許許多多的活

動， 可能各位我剛才聽說是大和里或者港尾里的里民，不太清楚，那因為各位很近 ，

這三棟歷史建築為一開放的，其他的可能就辦公空間，不適合給大家開放參觀，這一

個展場絕對是一個公開的空間 不過還是有疫情管制 所以進出校園，可能一些身份口

罩量體溫，因為學校在這一方面執行的非常徹底。 

 

那故事都要從人的身上開始，所以也是希望各位鄉親能夠參與，那如果各位看一下，

我要打個廣告宣傳， 我們那一邊有一張海報，叫做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校區數位導覽



地圖，他的裡面有好多的活動有 QR Code ， 就是我們這裡所辦的以我們這裡所辦的

活動， 那我希望日後把它建成所謂的水湳雲端都市館，那現在最熱烈的就是，這個

學期，目前正在熱烈的在舉辦的就是水湳風土攝影比賽 ，那這個水湳風土攝影比賽

的作品現在在網路上 讓大家按讚，所謂的人氣獎，主題那就是以中央公園 ，以中央

公園為主 ，當初設定這個主題是在上學期， 因為還是疫情的時候， 因為要社交距

離所以我們希望讓同學， 這個攝影展 ，攝影比賽的對象其實是我們的教職員生甚至

醫生，希望說進入中央公園，進入一個比較寬闊的自然的空間，因為我們既然要保持

人跟人之間的社交距離，去年第一屆差範圍比較大， 甚至包括水湳市場，很多同學

去拍水湳市場的招牌，今年限於疫情的原故， 所以這個攝影的主題呢就集中在中央

公園，那我想我是抱著學習的心態，那我們與美的距離其實是非常近的，在我們左右，

所以歡迎各位有機會我們的任何活動，都可以預約來參觀。 謝謝。  

 

呂正道老師： 

謝謝周老師，那個算新住民，這邊喔我們第一次是新坪里跟水湳里，然後這一次是大

和里，我一直以為我以前也以為只有水湳里 但上一次聽了港尾里之後，港尾里心裡

面有一點不是滋味，港尾里面積站最大，那為什麼最後沒有教做港尾經貿園區？ 這

只是小故事的插曲 ，那我們今天大河里這一邊的居民…涵蓋了這麼大的一片， 那每

一個里都有他一個不同的故事，這時候就需要非常有在地文史的工作者，去考古著一

些故事，接下來我們就請林宗德林老師，跟各位分享一下。 

 
林宗德老師： 

我叫林宗德，我是墩點文史工作室， 墩是台中大墩的這個墩，我現在也在中台科技

大學教書 剛才聽起來有一個感想就是說，這幾場停下來我有一個感受， 我們是做文

史的，什麼叫做文史？文史其實就是我們在地的故事，在地的故事就是要我們鄉親跟

我們說， 對我來說我現在在跑這一邊採訪， 跟大家問， 很多人對於這一邊機場的

事情都沒什麼印象，我不知道我們大和里這一邊跟機場的關係有沒有比較緊密， 現

在我回去查，然後我剛才在滑手機看古早這邊的地圖， 在以前日本時代， 1904年來

到台灣之前，我們這邊是軍館，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這一個古早算是一個「公館新厝」

這個地方 ，在我們以前古早的地圖裡面，是這一個。 

 

但是不要緊， 如果有人知道就跟我們說，不知道也沒關係，古早到現在的故事都可

以跟我們分享出來 剛剛有一些老師在說，就是說我們在地人，我們在地的人可以教

我們在地的故事，是最好的；就像我們主任剛才說的，這一棟以前是宿舍，樓下是軍

官然後這裡是阿兵哥住的地方，這就是很棒的一個故事。這是在這裡發生過的事情， 

我在採訪說很多阿伯都會跟我說，這個沒有用啦， 以前的故事就不用再說了啦，但

是若沒有你們來說故事給我們聽，到以後的時代怎麼會知道這裡發生過什麼事？ 我

們這裡現在中央公園在做起來，有多少人知道中央公園過去是水湳機場？ 現在有很

多小朋友跑來這裡說，喔~這抹茶湖， 然後一個科南愛情橋，只有人知道這一個，但



有人知道這裡在地的故事？ 說實話，我們現在如果出國，我們到國外的時候要聽什

麼故事？是國外曾經發生的一些故事，就是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這樣的事情是怎麼

傳下來的？是各位傳下來的，讓我們知道，所以我會希望說可以，如果我們有機會，

有一些我們曾經發生的故事，就像之前古早大連路那邊有一個五分車會過，經過我們

機場旁邊，去到…，知道嗎？ 

 

這就是我們古早發生的一些事情，就像賴老師剛才說的，賴老師剛才說他在第五市場

發生的故事，我就在想第五市場發生的故事，我們在那裡導覽，我就覺得這樣很好玩；

有一些我們在地的故事都可以留給我們，所以在這邊就是希望就是說，公共藝術到底

是什麼？其實我們這一場是來討論什麽是公共藝術， 當我在學校教書， 我跟小孩子

說什麼是文化創意產業，到底文化重要還是創意重要還是產業重要？ 重要的其實是

文化，如果你沒有文化我們的創意沒有辦法發想，發想出來我才跟在地有關係， 跟

在地有關係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們每一個人都是寶， 所以每個人腦袋裡面，

我們生活、經歷過的這些故事，其實都可以留下來。 

 

所以如果有機會，我想 接下來可能都有一些時間，可能要來一起聊天 因為這禮拜我

會來導覽，導覽完畢 ，水湳這裡的文化這裡的歷史要長長久久，長時間的來保留，所

以如果大家 就像老師剛才所說的人文地形產，大家都經歷過 經歷過的事情，國台語

沒有很流利，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文化很重要，怎麼說故事給孩子聽，像一個故事；

像我在採訪有一個人跟我說，你知道嗎水湳市場歐淑華就住在那，歐淑樺是誰， 歐

淑樺唱台語歌的嘛，有人知道他是水湳市場出來的嗎？ 他住在哪裡，這就是故事。 

 

這是我們可以講給別人聽的，大家都會想啊我的故事小小的，不， 每一個故事都是

重要的，就可以跟別人說…曾經是從水湳市場出來的，後戰之後又什麼人從那個地方

出來， 我們台中有什麼明星有什麼有名的人，曾經在這裡過，這都很重要，如果可以

我會希望大家的一些故事，能夠用文字留下來，或在聯絡一下我再去跟大家請教一些

故事，讓水湳這一邊的歷史的厚度可以再增加，不是說我們書裡看到的，歷史課本裡

面看到的那一些東西，生活就是歷史，歷史就是文化，生活也是文化 就是這樣謝謝。  

 

呂政道老師： 

謝謝林老師的分享，因為常常都說以前的故事，大家都覺得新的比較好，其實有時候

說一些故事，傳下去，有新的警示，故事不是舊還是新，你要跟別人解釋讓別人知道，

我們說這叫失寵，那我們接下來請余燈銓余老師，來提供他的一些看法謝謝。 

 

呂政道老師： 

謝謝余老師的分享，這是有一點抽象，去哪裡看一下去哪裡散步，從藝術中心這邊  慢

慢的走大鵬路，真的是可以去慢慢地瞭解，到底這麼大的一個園區，有什麼東西可以

給你新的發現，這真的是蠻重要的，那我們接下來請黃輝雄黃老師，跟大家分享謝謝。 



 

黃輝雄老師： 

 我們台灣的檜木是世界上僅有的， 全世界跟我們的檜木材質都差很多，我早期就是

利用檜木來創作，木雕的創作的材料，這創作的過程中間，你到了原始森林那個地方

去， 沿途幾乎都是檜木，你那個檜木已經每年都幾千年了，但是生命力還是非常強， 

所以後來真的是不能再用，台灣真的是寶島。 

 

剛才前面許多的教授都講到，公共藝術都解釋得非常的精闢更詳細，我想藉這個機會，

講一個上一場講一個什麼是公共藝術？公共藝術的定義是什麼？簡單來講公共藝術

就是一種藝術的思維，創作的概念，民眾的生活空間，結合在地性的一種藝術活動。

簡單來說它就有 4個特性，這 4個特性就是同時要具有，就是這個空間這個地點，這

個時代另外的一個獨特性，為什麼要這個時間，像我們以前常看到一些土地公，還是

觀音神像，其實那早期的也算公共藝術，但是它有重複性，到處都看到一樣的東西，

還有一個它一定要有獨特性，這個地點的；比方說針對這個地方， 來創作的一個過

程，獨特性的時代性的地點空間，也就是說空間性藝術性公共性的一個特質，它有三

個，它是藉由藝術家、公共空間、民眾參與，這樣的一個，三者的共同展開的藝術的

生活規劃的社會運動。 

 

剛才講到水湳經貿園區這一個， 我覺得是我們台中的一塊寶， 面積廣達 277公畝，

我們中央公園就佔了差不多 67 公畝，差不多站了台中的綠卉，也就是台中的中央公

園，我們都像呂建築家一樣是彰化人，其實對彰化的人的受惠也很大，假如說我要來

台中，上來快速道路， 經過就看到愛情橋，所以中央公園跟彰化受惠很高，所以前段

時間，我也去中央公園繞一圈，去體驗中央公園，其實我有一些補充，前不久林老師

曾帶我們來，策展一個從身體感藝術季，它是用眼、耳、舌、鼻、身、6個體感，他

這裡有 12 種體感，世界很多大型的中央公園其實它很少有這麼多的體感藝術，最有

想法的就是這一個這裡有一個聽覺 它用了 70幾隻的風鈴，風鈴在高高的，利用高一

點低一點，風一吹產生很和諧的聲音，其實很不錯。但是我是覺得…很流行的落羽松，

就一整排，好幾百排， 我們曾經到日本的那個美繡美術館，它一個私人的 它最注重

環保，它自己是私人的廟寺寺廟裡面，只有看到一個鐘樓，它的鐘樓排滿了整排的鐘

樓，音階大小讓它響，那個真的很美，傳片的滿滿的山林，它那個真的設計的非常的

美妙。 

 

還有那個觸感體驗區，他那個觸感體驗區我看好像一個陣一樣，其實世界上的石頭很

多種，他如果把那個堤河的量在加大，也許觸感的感受會再更深一點，還有這個思考

體驗區這一個，他在裡面見了一個密閉的空間，一個黑暗的走廊，這個是可以上那邊

去練習思考，但是我是覺得那個嗅覺不錯，這種滿了花，苞香氣的花味，….慢慢的降

低，降低人跟人的接觸就跟接近，這個也不錯。動態它的上面有一個很好的視野，溫

度的它的造型有點像外星來的飛碟，它利用屋頂的疏密還有材質，製造下來的會產生



不同的溫度，這個更有意思；這個就像普普風，彩色玻璃，變成一個好像幻想的迷宮，

迷宮一樣。 

 

這些都不是說，這些都說規模可以在，歸功能可以再放大，要不然以後大家知道這個

好玩以後，首先來的就先體驗排隊體驗先，一個人就沒有那個空間，最後我有一個建

議我上次也有提到，現在人喔，生孩子養孩子跟養寵物， 已經快到達…的時候，所以

我們有這麼大的空間 ，上次有看到一個小狗的飲水區飲水池，這邊還真的蠻貼心的， 

但是很多人都很喜歡小狗， 也很多人怕狗，怕的程度比起我們很難想像，他看到遠

遠的他就怕了，但是愛狗人愛的不能離開，所以我的建議是在這邊重新規劃一個能夠

遛狗的區域，應該這個面積沒有問題，但是一定要超過一個足球場， 那才夠， 狗是

我們最好的朋友，但是大家在公園繩子都要牽著， 現在清便沒有問題大家都會順手

把便清起來，但是繩子牽著，這個狗的運動就很不夠， 所以這個牽繩給他放掉這個

狗就會很高興一直奔跑，我的建議若在規劃一個大型的，而且有一些可以讓小狗體驗

一下，大型的一個狗的遛狗區，謝謝。 

 

呂政道老師： 

感謝各位與會的專家學者，我們現在請我們這邊的大家長，陳里長這一邊還跟我們大

家來分享一下 。 

 

呂政道老師： 

這個謝謝這個里長， 我聽說今天還是里長把大家載過來， 這真的是很熱心，而且的

確說到走公共藝術到底是怎樣，要讓大部分的人都看懂，聽得懂，這部分我想今天科

長也在這，因為這個部分現在第一場就是像一個觀念上的分享，第二個不一樣的藝術

家 跟你們介紹，到底是要怎麼樣怎麼樣用 要怎麼樣看，其實公共藝術，這種藝術的

東西就是要慢慢的跟它交朋友 慢慢的，其實懂跟不懂時間過了你就會心理 ，所以我

覺得今天你長這樣很不錯，帶你們來知道，雖然啦領便當也很重要，非常重要， 所以

你今天結束領個便當回去以後， 你也要記得什麼叫做公共藝術， 這四個字要當作配

菜，這樣就好，那今天還有其他的里民有要......？我想其實沒有那麼的複雜，你就

只要說出來，害我想到食神，你有看周星馳的電影嗎？ 每個人都是食神，每一個人

也都是公共藝術，因為你心裡的想法 有很多個你可以讓我們知道， 我不知道在做的

居民了有沒有一些想法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沒有有一些想法？  

 

民眾 1： 

各位主任各位老師您好，不好意思我不是這邊的里民，我是覺得今天對於這些長輩有

一些曲高和寡，就說就像今天所講的，你們前面的圖片可以稍微的就是多一點嗎，還

有就是你中間那些…我覺得是可以跳過，因為我不是念這個藝術的東西， 只是聽著

就會很想睡覺，然後還有就是說 是我之前有考國家考試，做了就是講故事， 就像是

在座林先生所講的，那我們里民這邊就是說這邊是機場，那我們這邊機場有誰發生過



什麼事情， 其實我剛搬過來，十幾年前剛搬過來，每次飛機經過的時候我就只是記

得很吵，然後我媽就跟我說沒關係啊沒關係十幾年以後飛機就會剷平了， 但其實我

對這邊機場沒什麼印象，因為我也不可能進來，我只記得每天就是飛機經過很吵這樣， 

這就是大概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說，我們是廟哪一邊廟哪一邊大河里 配合是政府的哪一些政策 譬如說原本

說挖一個坑，就挖一個坑挖一個坑挖一個坑，原本說要種樹說要美化，後來也不知道

為什麼你也知道台灣公共政策就是這樣，不予致聊，那時候說要種樹，很好啊很好啊 ，

結果後來又全部把它填回去，然後就變成一個圈一個圈很醜， 請問我們的納稅錢都

是? 我只有看到我們的納稅錢全都浪費在哪一邊，我不知道那邊到底在亂些什麼，所

以這是第二點我要抱怨的。非常謝謝 。 

 

民眾 2： 

因為我了解說公共藝術與裝置藝術的區別在哪裡，那如果是一個公共藝術設置在那邊

的時候，就像剛剛有老師講的與美的距離， 那在做前面的這幾位於美的距離可能都

很近，跟我們這一些平民老百姓跟美的距離會有一點差距，譬如說剛剛跟我講說那個

A1，談論體驗區，其實從我們看就是，我們就是抹茶湖啊？ 然後跟一個景觀平台，然

後他在那裡寫一個談論體驗區，誰知道哪一邊是體驗區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將

來我們有一些公共藝術設在那邊的時候， 是覺得說是不是應該要設置一個說明牌， 

那我們才能夠知道說 這一位設計師大設計出來的東西，他的想法是什麼，他的目的

是要表達什麼，那我們一些與美的距離比較遠的人，我們才能夠了解說他們表達的目

的是什麼 那我希望說將來會有很多的公共藝術，能夠放在那一邊， 放在那一邊讓我

們平民老百姓能夠看得懂，這樣才有教育的目的，以上一些意見。  

 

許秀蘭科長： 

在這大哥大姐大家好，公共藝術都聽沒有這很正常，公共藝術這個任務我在民國九十

年， 到現在算一算，做這一個任務也要 20年了，我也是最後面的這幾年，才知道說 ，

公共藝術真正要做的是什麼東西， 要讓大家知道的是什麼東西， 沒關係， 聽不懂

是正常的， 若以後我們一年一年 ，公共藝術開始做的時候， 大家看得到的， 慢慢

的你就會體驗到，什麼叫做公共藝術，為什麼要在我們的中央公園坐公共藝術， 現

在聽不懂這很正常，大哥你問公共藝術跟裝置藝術的差別在哪裡， 我們裝置藝術一

般是有時間性的，我們可能放在那裡一個月，還是兩個月三個月，半年一年我就把它

拿掉，那個就是裝置藝術；裝置藝術美還是不好，每個人看都不一樣，覺得它美就是

美，你覺得它不美也沒關係，就只是你跟它無緣， 那沒什麼重要的東西；那公共藝術

一般就是我們設置完，至少要 5年，五年以後若要拆掉就拆掉，要移位就移位，要整

理要做什麼所有都可以做未來我們在我們的中央公園， 到底可以做多少件公共藝術，

到現在其實都沒確定，所以我們是希望三場的說明會， 先聽大家看大家的意見是什



麼，要先讓大家知道說，未來文化局會在中央公園坐公共藝術， 和大家說，若有一天

我來這裡散步還是我來這裡慢跑，前面怎麼會有一個東西這麼大一個東西放在那，我

們是不希望有這種事情發生，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在我們附近的 3個里推說明會，感

謝我們的里長這麼的熱心也感謝我們在地的大哥大姐， 有這個機會讓我們聽到大家

在這裡的生活的過程的感想，那未來大家如果對公共藝術有什麼想要更加了解，沒關

係文化局的電話隨時可以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