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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禾六藝文化館
歷史建築
臺中刑務所演武場
文、圖／蘇菲

▲ 整修後的道禾六藝文化館，日式建築洋溢古典氣息。

昔日的演武場

興建於民國 26年 (西元 1937年 )的臺中刑務

所演武場，原為警務人員日常習武練劍的專用道館，

一直以來高牆環繞、門禁森嚴，外人始終無緣窺其

堂奧；加上緊鄰臺中法院的地理因素，更予人莊嚴

肅穆、深不可測的神祕印象。民國 93年由臺中市文

化局登錄為歷史建築；民國 95年不幸遭祝融肆虐，

市府依建物原貌進行修復；民國 99完工後始對外開

放。圍牆拆除之後的演武場，日式建築古典優雅，

戶外空間草木扶疏、環境清幽，不僅是臺中市民休

憩散步的首選，更受遊客與攝影愛好者的歡迎。為

了更精準善用空間，實踐古蹟活化與再利用，讓歷

史建築發揮更多元的文化價值；民國 100年，財團

法人道禾教育基金會正式受臺中市政府委託，接手

經營管理，並以「道禾六藝文化館」的新面貌，除

延續演武場習武尚道的精神之外，並注入創新元素，

以期能發揮更大效益。

變身為文化館

從刑務所演武場轉型為道禾六藝文化館，改變

的過程可說是一場美麗的邂逅。以崇尚華人教育、

辦學起家的道禾實驗學校體系，最早於民國 85年成

立道禾幼稚園，多年來陸續創立了道禾國小、國中

及高中。「直心中觀、道法自然、知行合一」是道

禾教學課程發展的核心思維，經由「以心傳心」、

「心行傳習」、「節氣生活」、「知止敬虔」、「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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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入道」、「實習踐履」六大路徑來發展

與實現教育理念。其中，將節氣時序融入

生活脈絡，讓孩子做中學、學中做，是非

常重要的體驗與思想。民國 100年，校方

為推廣 24節氣生活的課程，四處尋覓適合

舉辦茶會的地點，偶然之間路過演武場，

發現這處城市秘境，探詢之下得知，員警

們正進行著最後一次武術與柔道操練，之

後場地將歸還給臺中市文化局，並循古蹟

活化再利用方式，對外公開招標。道禾的

經營理念與演武場屬性不謀而合，因而順

利得標。彷彿是機緣巧合，也像是老天自

有安排，一切都顯得自然而然、順理成章。

道禾為體制外的實驗學校，實施的是

真正的東方教育，師法東方儒、釋、道的

精神與古禮，從國小課程開始就會加入茶

道、劍道、書法、圍棋，國、高中加入古

琴及弓道等藝術課程，這也是基金會將演

武場命名為「六藝」文化館的主要原因之

一。

新型態的文化館，主建物「惟和館」

是一棟「和洋折衝磚造建築」，基座挑高、

格局方正，正門上方的「武」字鬼瓦，凸

顯演武場正氣凜然的威嚴氣勢。館名出自

《尚書‧大禹謨》：「正德、利用、厚生、

惟和。」衍生的意思是：端正自我德性、

便利人類生活、豐厚萬物生長，此天人、

物我、人己的至高狀態就是和諧。此館原

為柔道、劍道使用空間，如今除了劍道課

程，也是舉辦惟和講堂、文化沙龍等藝文

活動最大的室內場地。緊鄰的「心行館」

名稱取自《華嚴經》：「若人知心行。⋯

一切惟心造。」意指心為萬有之本體，乃

唯一之真實。此館現為茶道、古琴、書法、

水墨、篆刻、圍棋、花藝等教學與活動之

用。另一館的「傳習館」名稱出自《論語》

中曾子說過的話：「吾日三省吾身：為人

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

乎？」傳習即指「師傳、傳於人」以及反

覆練習、溫習之意。傳習館目前是「弓

道」、「紙藝」等課程的修業場所，以及

文化展演空間。此外，中庭的百年榕樹，

走過一世紀的水火震災，飽經風霜後依舊

傲然挺立，如今，包含周邊廣場及空地，

是音樂、戲劇等藝文活動的戶外展演區域。

六藝文化新解

許多到訪者都對六藝新解的內容甚感

好奇，到底與古代《周禮》中所指的六藝

有何不同？一般而言，國人熟知的「六藝」

即「禮、樂、射、御、書、數」，分別代

表「五禮」(五種禮儀 )、「六樂」(六種音

樂 )、「五射」(五項射箭技法 )、「五御」

(五種駕馭馬車的方式 )、「六書」(象形、

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 )及「九

數」(九種算術知識，例如田地測量、稅賦

分配等等 )。經過重新演繹、加入現代元素

後，重新詮釋的六藝，更符合時代氛圍與

創新意涵。因此，新解的「禮」指的是「茶

道」：從認識茶葉、了解茶歷史，再透過

泡茶、倒茶、品茶等等儀式與步驟，體會

東方茶文化的生活美學，並將傳統奉茶、

敬茶的禮俗延伸至其他各式禮節、禮數、

禮儀的認識與學習之中。「樂」指「古琴」，

是一 種中國的古樂器。「射」即「射箭」

與「弓道」。射箭是少數動靜兼備的運動

項目，需要極高的專注力與正確的指向；

古書中更比喻，「君子言行舉止如同射箭

一樣」，必須懂得反躬自省，才能免於傷

害他人。藉由實地射擊體驗，學習身體的

平衡與放鬆，達到心念合一的境地。「御」

的新解為駕馭竹劍，即「劍道」；劍道講

▲ 「惟和館」正門上方的「武」字鬼瓦，頗有威震八方之勢。

▲ 「惟和館」館名取材自《尚書》中「惟和」 一詞，以和其氣，
名其德。

▲ 館內除開辦六藝課程外，亦不定期舉辦藝術特展，圖為陶藝家
陳麗寛的壺具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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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順應變化、以靜制動，不只是外在的武

術與體能訓練，更有內在屏神靜氣的修為。

「書」是「書法、水墨及篆刻」；「書道」

這項國粹，從磨墨開始，在一筆一畫一撇

一捺之間，構築成黑白雙色的文字殿堂；

延伸至水墨畫的領域，體驗墨色層次的奧

妙及筆墨線條揮灑出的樸拙美感；待作品

完成時的落款蓋印，在一方空間內雕琢出

文字之美，「篆刻」是箇中翹楚。「數」

則是「圍棋」與「紙藝」，此二者皆涵蓋

邏輯與數理概念，是培養邏輯思考能力的

最佳訓練。

現任道禾六藝文化館總監曾靜鎂，建

議初學者依個人志趣、愛好，選擇六藝之

一入門：「六藝之中，從任何一門進入，

最後到達形而上的部分，精神是相通的，

先從技法、技術去熟練，並持續修練、逐

步進階，由技入藝，進而由藝入道，這是

一個進程」。除了技術上的成熟，更是藝

術層面的發揮與展現。即便未達藝術家爐

火純青的境界，累積多年的學習必定能由

言談舉止；及平時生活態度上有所改變，

氣質涵養絕非一蹴可幾，先內化成為本質

的一部分，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力，是真

正的無價珍寶。「我們的孩子高中畢業出

國念書，行李中帶的是一把古琴及一套茶

具⋯，」外國朋友從孩子氣定神閒烹茶操

琴的模樣⋯；琴韻動人、茶香繚繞，以琴、

茶會友，不但大獲讚賞、成功擄獲眾人目

光，更是最佳的國民外交。

經典與現代並存

融合演武場尚武修身的原始定位與

六藝新解的概念，道禾六藝文化館可謂完

整體現二者相融之後的共同精隨及意涵：

茶道、劍道、弓道、書道，加上古琴、圍

棋⋯，琴棋書畫、允文允武，一個有為青

年的養成，莫過於此。若擴延至教育層面，

也有異曲同工之妙，秉持「從古典禮教出

發，深耕華人教育，突破舊觀念，凸顯新

思維」，是道禾教育體系一直以來的辦學

理念。總監分享校方的立場：「我們希望

孩子學會獨立、懂得思考與明辨是非及應

對進退，從六藝裡做中學，以人師的典範

帶孩子了解真正的倫理、道德和禮教。這

些帶得走的能力雖然抽象，卻是最有能量

的。」因此，道禾的孩子會農耕、整備登

山行李、幫忙家務⋯，許多生活中看似微

不足道的小事，都能讓他們有所領悟。譬

如一年爬一座高山、溯一條溪⋯，訓練勇

氣、耐力與責任心；過程或許辛苦，但孩

子們從中得到的成長，往往超乎預期。

儘管時代快速變遷、科技一日千里，

但文明不等於有文化，許多傳統中美好的

事物與規範，應該被保留下來，予以傳承

並且發揚光大；或許，這也是道禾六藝文

化館存在的需要與必要。

▲ 手繪廣告看板。

▲ 劍道最早源自於中國文化。 ▲ 文房四寶。

▼ 「射箭場」是練習弓道與射箭的場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