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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創藝駐村概念的
開路先鋒
文、圖／林蔓禎

融入在地，連結國際

從臺北捷運竹圍站 2號出口出站後，右轉經過涵

洞及竹圍橋，竹圍碼頭近在咫尺，而放眼望去就是沿

著淡水河岸興建，連接關渡與淡水的親水步道，這條

步道總長約十多公里，不僅擁有關渡、竹圍、淡水渡

船頭等特色碼頭，還有淡水老街、紅毛城、紅樹林生

態展示館等多處名勝景點可探訪，不論散步、健走或

騎腳踏車都很適宜。沿途經過任何路段，都能隨時停

下腳步欣賞山河美景：天氣晴朗時，遠眺對岸八里，

觀音山稜線依稀可見，陰雨時分，氤氳朦朧、波光粼

粼，更顯河岸風情；一年四季、朝陽夕照，景致各有

不同。加上竹圍一帶沿河岸生長的整片紅樹林，兼具

氣候調節及候鳥棲地的功能，對生態議題的關注，讓

這條美麗的金色水岸更融合知性與感性之美。

竹圍工作室緣起

沿著與河堤步道及捷運線平行的馬路往淡水的方

向步行約 10分鐘，一道彩繪牆面躍入視線，接著，

一個富設計感的「圍」字圖騰亦緊跟其後，原來，隱

身在附近菜園及農場之間、緊鄰竹圍熱鬧街區的「竹

圍工作室」便座落於此。

▲ 在淡水河堤邊的竹圍工作室。

▲  隱身在菜園及農場之間，富設計感的「圍」字圖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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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幾年前臺北捷運尚未通車的

年代，舊鐵道路線就是現在的捷運線，以

往從臺北市到淡水得花上 1、2個小時通勤

的過往歲月已不復記憶；如今，河岸步道、

馬路及捷運軌道，三條線各自以不同的功

能及角色存在著，佇立於此將近 25年的

「竹圍工作室」，是走過時代軌跡的最佳

見證。

「三位需要空間的藝術家，以及一個

殘破的雞舍，促成了竹圍工作室的誕生」，

竹圍工作室營運總監洪秉綺指著一張上頭

布滿深淺不一刻痕的木頭桌面說，「這張

桌面其實是一面匾額改製而成」，上頭字

樣因為過度斑駁以致難以辨認⋯。雞舍的

歷史已不可考，僅知早期因位於鐵道旁，

受噪音及其他因素干擾，老舊雞舍遂逐漸

荒廢。民國 84年 (西元 1995年 )前後，

蕭麗虹因深刻感受到國內藝術家創作空間

有限、資源匱乏等困境，廢棄的養雞場因

此成為改變的契機，同年 11月，原雞舍成

了「竹圍工作室」，以獨立自營的方式，

開放給國內外藝術工作者及團體短期進

駐，從事創作、研究、文化交流及藝術教

育等活動。民國 100年，竹圍工作室正式

申請為非營利組織 (北市演藝團體第 1158

字號 )，期許成為國內外文化與藝術的交流

平台，讓藝術家及各類文化團體能充分運

用工作室空間及場地，結合各式創藝能量，

讓想像力無限延伸、創作動能源源不絕。

讓藝術發聲的創作場域

「從創意文化出發，關心社會永續

與生態，並以服務『創藝者』(Creative 

Talent)為主要任務，提供各項資源，協助

創藝者以藝術行動回饋社會。⋯」這是竹

圍工作室創立初始即立下的宗旨及目標，

25年來，以時間軸為概念，歷經「另類空

間 1995~2003」、「藝術介入空間 2002~

至今」、「藝術工廠 2003~2006」及「藝

術村 2009~至今」四大階段，各時期的發

展時間或作品創作形式或許有所重疊，但

初心不變，依舊是提供國內外藝術工作者

一個純粹展演的空間，一個可以沉澱心情、

醞釀創作題材的發想源頭。

竹圍工作室占地 2,645平方公尺，老

舊雞舍經拆除及整修後餘下 4座，也就是

現在看到的樣貌：「6個房間」(即個人工

作空間 )供中外藝術家短期進駐，除了提

供日常生活家具等基本配備外，亦提供廚

房、衛浴、交誼廳等包含室內與戶外的多

處空間，做為駐村藝術家彼此互動、交流

及構思創作之用；「十二柱」(名稱源於該

場地原有 12根柱子，為竹圍工作室最大的

室內空間 )，可作為會議、展覽及多用途的

表演場地；「交流中心及土基舍」可舉辦

小型研討會、工作坊⋯；「雕塑工坊」則

配備有電窯、練土機、砂輪機⋯設備，以

及足以容納 2~3位陶藝家的工作空間。緊

鄰雕塑工坊的是花木扶疏、綠意盎然的花

園，除了部分室內區塊可展示藝術作品，

廣闊的自然景致都是創作的靈感與繆思。

室內展區羅列了荷蘭藝術家以臺灣水泥 (傳

統材料有蚵殼、沙、糯米等 )為實驗題材

所進行的「水泥的創作」，他以豆腐模型、

磚塊等作品來呈現；雖然不算完整，但實

驗性質濃厚，也極具參考價值。廚房同時

具備餐廳的功能，提供藝術家在此下廚、

聚會，牆上張貼的鍋具與食物，則是國外

藝術家進行「參與式」創作的成果；另一

面牆上滿滿的留言，其實是 400多位駐村

藝術家的親筆簽名。此外，包含戶外廣場

及小舞台等處，都是戶外裝置藝術、行動

藝術家及劇團得以施展才華的自然場域。

臺灣「藝術村」概念的先行者

竹圍工作室是個「充滿實驗性質」的

地方，根據洪秉綺總監所說的，曾經來過

這裡的藝術家，也就是曾以竹圍工作室為

創意發想，在此駐村創作或展出作品的藝

術家，有些在當時只是初試啼聲或者才剛

嶄露頭角的新秀，還不見得是完整或成熟

的狀態，然而經過醞釀、歷練及持之以恆

的努力，如今都在各自的領域獨占鰲頭，

譬如民國 87年展出大型「花布創作」的林

明弘老師，民國 91年舉行大型裝置藝術的

「竹編裝置」藝術家王文志等。許多年輕

藝術家透過竹圍工作室的資源，也獲得更

多展演的空間與機會。

竹圍工作室還有另一項特色是「藝術

村」計畫的推動與實踐。國內的藝術村概

念最早源自 20年前，蕭麗虹老師赴國外考

察、參訪藝術村型態，回國後向文建會提

案，同時結合藝術家協會的力量，共同參

與並經營華山藝文中心最初的籌備階段。

而竹圍工作室的創藝駐村計畫，明確的起

始點則是民國 98年，除了「予藝術家創作

的時間和空間之外，也對於藝術家的實驗

工作、延伸專案以及相關調查給予支持協

助」。耕耘多年來，竹圍工作室擁有許多

國外藝術村合作夥伴，經由創意駐村計畫，

竹圍工作室以「交換藝術家」的概念，送

臺灣的藝術家赴國外藝術村短期充電並創

作，同時接受藝術夥伴推薦的國外藝術家，

到竹圍工作室駐點交流。不僅提供優質的

住宿空間、設備，以及接近大自然、鬧中

取靜的創作環境供藝術家短期駐村外，另

有藝術單位身聲劇場，以及陶藝家陳正勳、

張瓊如等在此長駐，進行藝術創作。

最近幾年，工作室更以實際行動呼應

生態永續、關心社區及環境改造等議題。

在《藝教於樂：山水之間的藝術遊廊》、《與

河共舞：藝術作為環境永續發展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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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等一連串介入

行動，透過藝術的型態或方式，來提醒或

喚起人們對環境的關心。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就是「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

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

哪裡有樹梅坑溪？到底位在何處？其

實多數當地居民應該知道，竹圍捷運站旁

有一條溪 (當地人稱「大坑溝」)，下游穿

過涵洞，至河堤旁即匯入淡水河，這條溪

便是「樹梅坑溪」。據資料記載，該地區

早期因遍植樹梅，文史學者吳春和老師為

紀念此一歷史，並期待有朝一日能重現樹

梅與溪水相映之美景，而將大坑溝取名為

「樹梅坑溪」。樹梅坑溪總長約 12公里，

上游源自大屯山系，水源清澈，由坪頂里

的水尾及吳仔厝流下，與來自北藝大後面

民生里山區及福德里的關渡埔頂等支流，

經過竹圍市街中心，再交會於竹圍里的竹

圍橋下，匯集注入淡水河。如果不是刻意

觀察並進一步了解，一般人很難想像這條

溪原來流經這麼多區域，尤其流經多處住

宅密集的區段，許多民生用水皆透過樹梅

坑溪匯流入淡水河。然而，幾十年來隨著

都市化的腳步加快，水泥建物覆蓋下的樹

梅坑溪逐漸被遺忘，很多在地人甚至不知

這條溪的存在，幾十年來涵養、灌溉竹圍

土地的樹梅坑溪，在諸如不當施工等人為

因素下，整條溪流的生態、景觀及面貌都

產生極大的變化。

為落實「環境永續，關心社區」的理

念，身為護溪聯盟成員之一，竹圍工作室

以實際行動支持「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

計畫，擔任發起者角色，並且串連附近北

藝大、竹圍國中與竹圍國小學生參與，民

國 99年至 101年間，在多位生態學者及

文史專家的協助之下，透過一系列的課程

及走讀活動，帶領社區居民、學生及關心

生態的民眾，深入了解溪流概況、水泥河

道的影響、中游及下游河口生態、與社區

生活場域的共存等議題。為期近兩年的樹

梅坑溪文化踏查及生態之旅，不但讓參與

者有機會了解水利工程樣貌及流域周邊生

態，同時藉由文史環境實境觀察的特殊體

驗，更能深刻理解居民自身與身邊河川溪

流的關係，進一步喚醒居民的社區意識、

參與公共議題。

樹梅坑溪走讀活動即便已告一段落，

但竹圍工作室秉持經驗傳承與環境永續的

初衷，每年不定期舉辦「走溪」活動，透

過生態學家、農業專家或文史學者的生動

解說與帶領，更有來自外縣市及香港學生

的參與，洪總監也強調，或許樹梅坑溪環

境藝術行動不見得能明確地去影響當地的

生態計畫或政策，但藉由一次又一次的走

溪及討論，民眾的生態保護觀念也不斷在

增強之中，甚至主動關心政府施工過程或

探討原因等等，這些潛移默化的影響，也

一步步蓄積著人們的環保意識與能量。▲ 竹圍工作室以實際行動支持「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
動」計畫 (竹圍工作室提供 )。

▲ 每回的走溪活動 , 總能吸引許多朋友參與 , 共同為生態環境
盡一份心力 (竹圍工作室提供 )。

▲ 竹圍工作室開放給國內外藝術工作者及團體短期進駐，圖為工作室室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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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在地的深刻連結

竹圍工作室關心的事物、囊括的工作

範圍既廣且深，除了上述「藝術駐村」及

「樹梅坑溪走讀」，「發行社區報」又是

另一壯舉，也是深入社區、連結在地的最

佳例證。類似的社區報或企業刊物其實不

勝枚舉，但這份由竹圍工作室從企劃、訪

寫、編輯到發行一手包辦的《樹梅坑溪阮

ㄟ報》，內容豐富多元、觀點擲地有聲，

可讀性相當高，雖然刊載期僅約兩年、共

23期，內容卻涵蓋藝術教育、創作分享、

環境生態、人文風貌、社區意識及社會議

題等面向，特別是竹圍熱鬧街區生活中的

各種大小事也在報導之列，包含與民生消

費關係最為密切的食衣住行資訊、流浪貓

狗助紮團的活動響應、太極拳高手的運動

健身經驗傳授⋯，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是難得一見真正融入在地，最接地氣的優

質社區報。

譬如，根據樹梅坑溪環境走讀活動帶

出的一連串漣漪及效應，在民國 103年 11

月，以《與社會交往的藝術》為題，從「藝

術介入」、「與社會對話」的角度，陸續

於香港及高雄駁二特區正式展出。同年 9

月，樹梅坑溪行動計畫亦受邀於臺中市國

立臺灣美術館主辦之《臺灣報到－ 2014臺

灣美術雙年展》，於「再現社會」的主題

中呈現，策展人楊智富為凸顯「行動」的

主軸，特別以「巡河日誌」的概念來呈現

該計畫的精神，巧妙串聯計畫的主體內容，

以及後續衍生的子計畫等，再現藝術家介

入溪流議題的豐富性及表現方式。這些互

動的過程、生態踏查的心得等內容，經過

文圖整合，都一一披露在《樹梅坑溪阮ㄟ

報》中。

目前，工作室因人力有限，社區報處

於暫時停刊狀態，然而透過 23期的文字書

寫及圖像記錄，已匯集成一部珍貴的竹圍

地方歷史，一份凝聚在地力量、陪伴居民

共同成長的永久性刊物。

「藝術教育」的分享與交流

在推動藝術教育這個部分，洪總監指

出，讓藝術進入校園、社區或不同的社群，

透過藝術家對社會現象細膩的觀察，以及

純粹個人心境上的傳達，各種不同面向的

交互討論，常能激盪出意想不到的火花，

尤其與竹圍國中、竹圍國小等校進行的學

校教育的合作，不只成就了很多跟環境相

連結的內容，更完成許多別具意義的專案

計畫，民國 104年與坪頂國小合作完成的

「兒童偶戲夏令營」，便是工作室耕耘藝

▲ 竹圍工作室花園中放置著創辦人蕭麗虹的陶藝作
品。

▲ 充滿實驗性質的竹圍工作室，希望給予藝術工作者更多展演的空間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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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教育領域的指標計畫之一。

坪頂國小校址位於樹梅坑溪源頭，因

地利之便，樹梅坑溪計畫成為偶戲劇本的

主要發想題材。竹圍工作室利用民國 104

年的暑假，藝術家在這兩個月期間，一周 5

天進到學校，帶領小朋友從認識附近環境、

採訪老師及長者⋯，到自行撰寫劇本、DIY

偶戲劇面具⋯，最後上台正式演出。超過

40天的互動和相處，小朋友從漫不經心到

全心投入，從一無所知到可以獨當一面參

與演出，甚至有好幾位後來都成了團體中

的領袖人物，這些化學效應與累積的成果，

帶領營隊的老師們感受特別深刻，「臺灣

的老師總是太快給答案，其實不妨放手讓

學生去做，老師則學習當個引導者」。許

家倫老師說。導演王健松則表示：「我們

做的是引導，只提點他們重要的，其餘的

讓他們自己完成。孩子們的創造力，反而

是大人必須向他們學習的⋯，在藝術的領

域，『回應』是很重要的。」這裡的回應，

應該也是一種回饋與反映，尤其兩位老師

同時提到「引導」這件事，其實也是藝術

教育的重點之一，相同一件作品、計畫或

展出，藉由不同立場、角色或面向的觀察

與刺激，往往能發展出更多層次的脈絡及

架構，歸納出更多有意義的見解。

回歸到工作室的角色，做為一座溝通

的橋梁，提供一個特別的藝術空間，連結

不同領域的人在這裡邂逅，提出各自的專

業、見解、立場或觀察，進行經驗分享及

思想交流。竹圍工作室就像一片藝術沃土，

許多藝術家從這裡出發、在這裡萌芽，受

到工作室的孕育和滋養，一步步成長茁壯，

開花結成屬於自己的藝術特性及創作風格

的果實。

▲ 藝術家簽名牆。 ▲ 竹圍工作室與坪頂國小共同合
作，舉辦兒童偶戲夏令營活動的

成果。

▲ 竹圍工作室深入社區，為店家鐵門藝術彩繪。

▲ 以特殊竹編為造型的竹圍工作室外觀，出自竹編藝術家王文志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