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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uncil Since the year 1997, the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of Republic of China, began to promote “Aesthetic Life

Movement in Taiwan". To achieve this aim, the council has directed "Space art intervention plan" as the guidance for proceeding

toward this goal, to persuade people’s understanding and to form as a social movement and enrich people’s aesthetical living. 　

　　　For this study, the researcher applied observation, analysis and interviews with scholars toward four study problems: overall

community revitalization, activation of old public spaces, public theater and public arts. 　　　　The researcher has achieved

several findings through the study: 1. The context of development from urban image toward aesthetical space 2.The core meaning of

space art intervention: through the in depth disturbance which strengthened community networks 3. Achievements resulted from art

intervention of cultural regeneration. 4. Illustr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space art intervention policy in Taiwan. 5.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to current apace art intervention activitie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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