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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背後的人文之美　藝術背後的人文之美　

2012-03-11  記者 楊佳靜 文

「很多時候， 一件公共藝術，

不只是讓我們看見他自己，更要告訴我們美麗的風景就在那裡。」

　　　　　　　　　　　　　　　　──摘錄自《公共藝術‧故事漫遊》

公共藝術　人地相依的情懷　公共藝術　人地相依的情懷　

是否記得曾在台北市立美術館前，看見一排黑色的巨型鐵雕？或者在熙來攘往的馬路分隔島上，

矗立著許多奇形怪狀的動物像？是否會依稀想起某些建築物外圍那些巨幅的馬賽克牆？這些所謂

「公共藝術」的作品，時常出現在街頭的各個角落，通常人們只是晃眼即過，卻對它們一知半解

。然而，這些作品的背後，往往藏著更深刻的意涵及情感故事。

林志銘的《公共藝術‧故事漫遊》，以親身探索、記錄的方式漫遊台灣，告訴大家那些公共藝術

背後的精采。身為中華民國公共藝術交育發展協會的理事長，林志銘在盡力推廣公共藝術的同時

，也發現這些藝術作品的創作，是經由許多人或團體對於在地、自身的情感和無數記憶所交織而

成的。除了令人讚嘆的作品視覺表現，那些背後的故事才是最令林志銘感到回味無窮的，也讓他

決心將這些故事一一記錄下來。

「公共藝術‧故事漫遊」的書本封面（圖片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美麗背後的精采美麗背後的精采

整本書記錄了全台各式各樣有關公共藝術的案例，包括地方社區的文創產業發展、偏僻小學的校

園美化，以及為都會置入美學空間的個人藝術家等。台北市立美術館前那一排黑色鐵雕，看似一

列吹奏著樂器的隊伍，洋溢著歡騰的氣氛，這個作品「巡禮」，出自於台灣藝術家賴佳宏之手，

靈感來自於從小在南部家鄉十分熟悉的迎神祭典儀式上，最常見到的八音隊伍遊街景象。

出身南部鄉下的賴佳宏，直到長大後才有機會接受正統藝術教育，曾到西班牙求學，在留學的日

子裡，老師肯定他的本土觀點，並認為他的作品應該要做出他與他成長的那塊土地間的生命力，

因此賴佳宏的作品總是融合濃厚的鄉土情懷。

  推文推文推文推文  
推薦文章推薦文章

●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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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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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佳宏的「門神」，曾獲選西班牙藝術展覽，充分展現鄉土特色，

作品現位於台南成功大學內。（圖片來源／台南縣新聞處網站）

苗栗縣的十六份地區，原是一座客家聚落及火車站，舊山線鐵道廢除後，當地社區居民自願組成

了協會組織，利用火車停駛後留下的廢鐵與枕木，將它們搖身一變成為當地的鐵雕藝術，重整出

今日著名的觀光景點勝興車站與桐花古道，為社區再創發展的力量。

另一邊，苗栗縣大湖鄉的南村國小，經歷921地震的浩劫，原本殘破的校園，在校長、家長會長

及每一個村民們的決心下，歷經萬難而重建了當地唯一的這所小學。在美術老師的帶領下，大家

利用人人能參與的陶藝創作，以陶板手模造就了校園的藝術牆，建造嶄新的校園風貌，成了最具

特色的森林小學。

重建過後的大南國小陶藝牆門，是當地居民與學校歷經波折、同心協力而成的。（圖片來源／奇摩部落格）

書裡介紹的另一個藝術家李明道〈Akibo〉，則是從商業藝術轉而投入公共藝術的故事。李明道

早期以從事極具商業性質的視覺設計為主，歷經事業低潮期及離婚後，孩子成為他生活重心，也

改變了他原本的價值觀，「能夠為孩子多做什麼」的念頭油然而生，從此開始走入公共藝術領域

。

從一個專門設計高吸引度、炫麗浮華的作品以刺激消費的商業設計師，到受孩子啟發，開始為許

多國小製作大型、充滿藝術感的遊樂設施，李明道受到小朋友的擁戴，也讓他從中看見了不一樣

的生命價值。直到現在，他已經做了無數個以小孩觀點為主、為孩童設計的機器人公共藝術品。

這些故事都只是書中的一部分，台灣還有很多地方上演著相似的故事。林志銘在本書開頭開宗明

義的讓大家知道，這不會是一本純粹介紹公共藝術品的「型錄」，而是一本述說關於土地與人們

如何緊緊相依的「故事書」。

書中所提及的那些地方、那些公共藝術，幾乎都有個共同點──每個作品與美化計畫都是當地居民

或是相關人士自願組織、完成的，完全沒有政府、公部門的介入或贊助。每段故事，都紀錄了每

塊土地上的居民與藝術家，如何秉持著不求利益的理想，將自身與在地的人文情懷和記憶結合，

透過藝術展現與傳承。

 

生活藝術　呈現生命之美生活藝術　呈現生命之美

「一個沒有故事的公共藝術，不僅孤單，且沒有存在的生命意義。」林志銘在序言中這麼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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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
甜點與咖啡〉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
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也讓人不禁重新思考，到底公共藝術被期望能夠帶給社會的真正意涵是什麼。這些對土地保持著

最樸實情感的創作者們，即使有人並沒有專業的美術素養，卻都無意間發揮了「公共藝術」最重

要的價值核心──強調藝術的公共性、與人們的關係及情感連結，而不只是強烈的視覺感受。

勝興車站周圍隨處可見居民們利用廢鐵塑造而成的裝置藝術。（圖片來源／mmblog）

對於前往那些地方遊賞的觀光客來說，這些矗立著的、牆上的、懸掛的藝術作品，或許只是讓旅

程更美好的裝飾品，但是對於那些創作者來說，這些作品不只是單純的視覺印象，而是承載了一

段段深富意義的情感回憶，更代表了某種永恆的精神與意涵。因為這些故事，讓藝術品充滿了溫

度與情感，記錄著許多人溫暖深刻的回憶，打破以往對藝術與一般社會大眾相距遙遠的刻板印象

。

「在生活的藝術裡看見那份生命藝術。」這句話為全書下了最好的注解，或許下次經過那些藏身

在街頭巷尾的藝術品，可以停下來好好凝視它，仔細地猜想它們背後可能發生的精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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