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藝術介入空間實踐之探討及其理論之建構 = The research of The arts-in-Space in
Taiwan and its theories

余昭亮、陳朝興

E-mail: 354561@mail.dyu.edu.tw

摘 要

文建會自民國97年開始推動「台灣生活美學運動」，其中「藝術介入空間計畫」是為實施內容之主要項目，目的在於落實

公民參及形成社會運動效應，以豐富國人的生活美學觀，並展現地方特色風采。本研究藉由案例的分析觀察及與學者之深

度訪談，並以四個面向：社區總體營造、社區劇場、舊有空間活化再生以及公共藝術進行類型學的研究，並得到具體成果

包括： (一)從都市意象到美學空間發展的脈絡。 (二)藝術介入空間之核心意義：深度擾動的過程中，進行社群網絡的強化

，並建構地方上的合作機制；形成新的空間型態並進一步形成地方上的指標性空間；引發群眾的省思並發現自我價值，進

而建立新的價值觀；幫助社區整體經濟力的提升。 (三)藝術介入空間與文化再生產之關係：強化社群網絡、公共空間品質

的提升、建構新的價值觀與建立地方品牌。 (四)藝術介入空間之效益說明。 (五)針對台灣推動現況提出具體建議。

關鍵詞 : 藝術介入空間、文化再生產、社區擾動、創意城市、空間自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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