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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searches on adaptive reuse of vacant space for artistic purpose, to understand reuse and management of relevant cases.

It studies on a specific case, Fu-Sing granary, and through its history,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s, public opinions, and others, to

explore the conditions and problems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The data is collected through case studies,

interviews, observation, and others. This study indicates: Firstly, for the public, Fu-Sing granary is clearly more of a "historical space"

and "a place to relax" than an "Arts space.” Secondly, arts exhibitions at Fu-Sing granary are not famous, but it is still the key to

motivate audience to visit again. Thirdly, Fu-Sing granary needs professionals and material support in marketing promotion,

exhibition design, and art education. Fourthly, generally, people believe that moderate business practices can attract crowds and

relieve the pressure of the operating costs; however, the impact of business practices on the building itself needs to be carefully

ass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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