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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正被經歷的文化，總是有一部份尚屬未知，沒有完全實現。社區的構成總是一項探險，因為意

E i i 識無法超越創造的步調，未知的經驗也沒有定理可循。」阱， Wi 11 i 訓， 1958/1983:334)
11 

口 i i 這本書記錄了幾個從事社區參與工作的一段旅程。
故事開始於第二屆公共整術節邀請負責社區工作站的任務，因為整個公共藝術節的公共藝術作品將設

; 重於大龍蝸舊街空間中，需要立基於社區動員的過程，於是有成立社區工作站的提議。基於「北大同藝文
j 園區」的整體計畫，我們設定目標希望社區工作站可以將第二節公共藝術節轉變成為未來居民與「北大同
i 蜜文園區」整體計畫的想像媒介。

當公共藝術節結束了，又參與了逐漸成為社區活動空間的蘭州派出所將被拆除的抗爭。之後的孔廟圍
牆的拆除以及大龍國小的新建案都可能成為大龍山同地區整體改造的契機，但是因為欠缺溝通的識意與行
動，而讓整個計重回到原點。公共藝術節如往常一樣，向煙火一樣煙消雲散。在公共畫畫術節所累積的人氣

與熱情逐漸消逝 l 約二年多的社區參與與動員過程中，嘗試去問「社區改變了嗎? J 似乎時間越久，失望
的指數越高!

於是，本書選錄「埔頂」與「池上」二個案例，主要約有五年的完成經驗，藉由時間的沈澱，以觀察
: 社區生活空間中的真實改變。

「淡水兒童對話」與「重建街街道工作坊」是在淡水實踐經驗中是新的經驗，開始連結 r l社區大學」
l 以及中小學美術班師生的參與所開展的在他參與形式，將會是本工作室未來在淡水工作的新的切入與任
務。將這些理念更為貼近於生活的內涵。以下分別說明本書所選五個案例的目的 :

案例一. r 先公共後藝術? J 一一台北市第二屆公共藝術節量化污水處理廠公共藝術-
基於社區參與的策略，一般以視覺藝術為主的公共藝術轉變成為「臨時裝置」、「社區培育計畫」、

「駐站藝術家」等等的形式進到社區領域中，尋找互動的可能性。一位社區媽媽說道: r 在尚未參加公共
整術活動之前，我覺得人生就如此到了盡頭，但是，參加了工作坊 ， 讓我覺得好像很多事情可以作 I J 她
最近用畫筆畫下他小時候大龍山同的景貌。
在「導引一段無法到達的旅程」作品中除了表達邊緣地景的心智經驗之外 ， 在整體市街空間架構上'

， 我們的作品擔負地點營造輿串連的作用。在變裝後的「蘭州藝術派出所」我們以行動與活動改寫了空間經
l 驗。

! 案例二:時間的形狀」自導式歷史步道系統建構----淡水埔頂文化步道修景與地點營造
! 不管是社區營造或是公共藝術，具體空間品質表現在「場所的力畫」。在本計畫操作過程中，邀請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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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建築師一起參與提案改善地點的空間環境。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生活經驗成為主體的架續下，空間成為
經~記錄的軌跡，空間解決了社區的現實需要與期待;幾年後，我們看到社區逐漸強化了環境的質感，一
切從這些小的經驗開始。

案例三:一種以景觀美質為背景的地域產業振興策略一一台東池上鄉農村體驗與文化參訪產業營造
以「池上米」聞名的池上「萬安社區 J '從「米食自導式步道」的營造開始，結合有機米的栽植發展出農 :
村體驗的新風貌。多年來主其事的蕭仁義理事長說「米食步道雖然沒有花費許多建設經簣，但是藉由解說 :
設施的設置，農民在解說牌上留下心情與簽名，就更加珍惜這一次繼續當農民的機會 I J 

在經費的限制下，鄰近的地主提供土地與設施做為公眾使用，使得幾處設施能夠如預計的成為社區生 :
活的行為空間，體驗村莊與田野交接處的地景風貌。

案例四:當代藝術與在地對話文件展:淡水兒童
「 原風景」對於淡水好像有一段長遠的歷史。當大家都關注於淡水觀光或是古蹟保存等等論述時。我

們的小孩在這個城鎮逐漸長大。經過努力，他們可以便捷地騎著腳踏車沿著河岸追逐落日。
結合信義計畫區的當代藝術展，我們企圖讓這些國外的藝術家有機會與當地孩童一起工作，以淡水的

風景做為題材，完成作品。用一種不曾有的角度看待淡水。

案例五 :建街人文步道工作坊 i 
故事開始於台北縣工務局長「重建街拓寬工程有所爭議，希望黃老師與社區居民可以一起提出一個方 i

案，下次併案討論。」於是結合社區大學的課程開設，我們進入到重建街街區。計畫道路的開闊顯然無法 i
i 解決交通的問題，甚至交通局官員說: r 這一條道路工程的實施反而會造成交通問題。」

問題當然不只是道路拓寬與否，而是環境價值觀的敘述能力的培育。在紀錄片中侃侃而談的社區居民

轉變了認知，在街角空間中用行動與活動改寫了空間的使用經驗。
在這個出借來的「重建街28號」空間中，師生與居民一起進行舊屋的改造工作，結合社區大學陸續開

設「人文步道工作坊」、「百年童顏老照片徵集 J '最後為了展出「國民美術課程」的居民創作，我們成
立重建街「街道美術館J 。

作為一個專業者，我們關心空間品質的呈現，更關心品質改變的社會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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