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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臺北變得很不一樣，不論是城市的樣貌、或是居住在其中的人
們，都變得更加豐富而多元，在這個新與舊、同與異並存的土地上，文
化有機的生長著，將不同的事物連接起來，賦予新的意義。基金會作為
臺北市文化發展的推手，經營策辦許多開創性的藝文場館與文化活動，
這些各具特色的空間，除了為藝術工作者提供寬廣的舞台與藝術資源，
也將多元文化生活帶入市民的日常體驗之中，為臺北市儲備豐沛的藝術
能量。

創作者是文化發展最重要的種子，基金會透過各項人才培育與創作者扶
植計畫，在提供有形的表演空間之外，也幫助每個人開發創意與潛能，
尋找自己的舞台，優化臺北城市藝文環境的土壤養分。臺北市影視音實
驗教育機構 (TMS)，便是透過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與課程設計，培育
自主學習的新生代影視音產業人才的育才機構。這所學校最大的優勢便
是來自基金會本身豐富的文化藝術資源，包括它所在的位置正是藝術家
出沒的國際藝術村，電影委員會和台北電影節也是它強而有力的支援。
其他包括當代藝術館、松山文創園區、紅樓、表演藝術中心也都是學生
可以吸收知識和增加體驗的場所。而 TMS 校方也和荷蘭亞洲電影節及
當地藝術學校交流，帶領學生參與韓國東亞放送藝術大學	DIMA 國際拍
片夏令營，並與臺、日、韓藝術大學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辦理招生說
明與升學講座，我們希望透過這些多樣化的發展途徑，為創意人才爭取
到更多學習資源，拓展未來進路和國際移動力。

除了深化培育在地新秀，為創作者尋找良好的對話與交流平台，也是扶
植文化產業發展相當重要的一環，臺北表演藝術中心「音樂劇人才培訓
計畫」與臺北藝術節對話平台「共想吧」，透過專題講座、工作坊、講
演和對談，呈現出藝術家、評論家及製作人不同的思考面向，讓參與者
從中獲得新的思維。而台北市電影委員會辦理的「國際影視攝製投資計
畫」，以「國際資金走進來，臺灣電影走出去」作為號召，鼓勵優秀的
影視作品來臺北市取景拍攝，不僅可以提升影視產業整體競爭力，也能
帶動臺北的城市商機與文化觀光效益。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就能看到更
多精采作品在臺北市孕育誕生。

百年瞬息，臺北正在快速蛻變中。承襲著前人的記憶與累積的智慧，這
座不斷改變、持續進步的光榮城市，將繼續培育出更多自由、創新的人
才，開啟更多元的城市樣貌。文化在野是我個人的基本信念，文化不是
透過政府政策的指導，而且由政府協助推廣民間原本蓬勃力量，文基會
正是政府為民間團體所搭建的平台，實踐文化在野的理想的機構。

作為首都，臺北市的文化發展應有更寬廣的胸襟與格局，讓首都不只是
首都。因此，接任文化局長之初，我以「多元共存、數位未來、故事臺
北及共榮合作」四大構面作為聚焦性的政策推動，期待能將臺北市建構
成具有包容性、前瞻性、故事性，可分享生活經驗且有溫度的文化首都。

在政策方面，除了文化局在政府體制內推動，台北市文化基金會作為公
私部門架接的平台，也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許多業務也早已和四大
構面相互呼應。透過台北電影節所開設之「東南亞新勢力」單元，以及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辦理之《亞當計畫》，從不同領域，重新理解東南亞
地區的文化面相，融合各國多元文化特色，展現臺灣自由豐沛的藝術能
量。臺北藝穗節重視弱勢族群的權益，打造無障礙的表演與觀賞空間；
西門紅樓以及松山文創園區建置性別友善廁所，建構一個多元性別友善
的環境。文基會透過政府與民間協力，為市民創造出多元共存，彼此尊
重與理解的友善藝文環境。

數位化是世界未來發展的趨勢，松山文創園區打造AR導覽及互動服務，
帶給民眾多元趣味的參觀體驗；台北電影節推出「電影正發生：VR」單
元，邀請觀眾一起探索影像與科技的新發展；台北市電影委員會 2018
年建立「線上協拍申請服務」功能，優化協拍品質與服務效率；文基會
實現各館所無現金支付服務，讓付費更加簡便無國界，並透過各種網路
社群媒體，和民眾直接互動零界線。

臺北的城市品牌，代表著一種生活的態度，文基會每年策辦超過 5 千場
次的活動，如臺北藝術節、台北電影節、寶藏巖光節等大型藝文節慶活
動；經營重要藝文場館如台北當代藝術館、西門紅樓、松山文創園區等，
並規劃許多精彩展覽，吸引千萬人次參觀，透過這些多元展演的方式，
演繹臺北的故事，形塑臺北的生活風格，建構臺北的城市品牌，呈現出
臺北的味道。

未來臺北市更將以北北基桃大共同生活圈為基礎，於「北北基桃駐村藝
術家交流平台、北北基桃影視協拍單一窗口、兒藝節共同行銷」等面向
進行合作，串連北北基桃，發揚臺北生活態度。而臺北市作為一個與國
際交流的重要窗口，文基會也積極地與國際進行接軌，如台北國際藝術
村辦理《台北藝術進駐計畫》，每年接待來自各國的藝術家駐村，並與
各國駐村機構進行交流；台北市電影委員會帶領國片至各國參加影展，
推廣國片踏入世界的舞台；臺北藝術節延續「臺北核心，國際共制」的
精神，持續與各國合作推出許多優秀的表演節目。

我們期許文基會以過往累積的豐富經驗，接續與文化局分工合作，為臺
北帶來無限發展的可能性，使其成為一個不設限的舞台，各種文化得以
在這個城市自由地繁衍、生長，成為名副其實的文化首都。

台北市文化基金會		董事長

李遠 ( 小野 )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局				長
台北市文化基金會			執行長

蔡宗雄

董事長的話 執行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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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演 藝 術

臺北藝術節
Taipei	Arts	Festival
ASSEMBLY 為了藝術在一起

臺北兒童藝術節
Taipei	Children's		Arts	Festival
一齊馳騁藝術想像力

臺北藝穗節	
Taipei	Fringe	Festival
大無畏的表演新秀舞台		以創意轟炸臺北城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
Taipei	Performing	Arts	Center
Play	Different	Together
打破疆界，看見藝術創新面貌



TAIPEI
PERFORMING
ARTS CENTER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 ( 北藝中心 ) 是臺北巿政府文化局興建中的全新展演空間。

北藝中心的核心精神是「Play	Different	Together」，秉持藝術共樂、多元創

新的理念，強調藝術並非遙不可及，而是能夠從「翻轉觀看表演的形式」、「表

演藝術的再詮釋」、「突破表演場地的限制」三元素中獲得新生命，進入日常。

北藝中心以藝術推廣、在地連結、人才培育、國際連結四大方向努力，向亞

洲共製中心邁進，使臺灣文化藝術看見嶄新視野，激發創新思維與城市文化

活力。

Play Different Together
打破疆界，看見藝術創新面貌

藝術擴散計畫 - 去龍山拜表演：玩翻艋舺 © 張震洲

藝術擴散計畫
藝術沒有距離，時刻都可以發生。為了讓更多人在日常生活中感受表演藝術的魅力，特別選擇攘往熙来的公共
空間啟動《藝術擴散計畫》。在新北投火車站站慶的 4 月，舉辦《去北投泡表演》，以舞蹈為主題，融入火車
站、廊道及溫泉會館的埸景，由舞者扮演服務生、路人、顧客等角色，搭配音樂，旅館大堂、車站大廳瞬間變
成熱鬧又活力的舞池，讓民眾及遊客們皆大呼驚喜。6月，在艋舺龍山文創B2展開快閃演出《來去龍山拜表演：
玩翻艋舺》，以小丑及特技馬戲的方式，演出《王牌清潔員》、《華麗模特兒》、《雜耍咖啡廳》、《玩翻地
下街》等節目，帶給不同年齡層詼諧逗趣的享受，讓表演藝術更親切的發生在你我之間。

享受藝術的日常，發現生活的創意

藝術擴散計畫 - 去龍山拜表演：玩翻艋舺 © 張震洲 藝術擴散計畫 - 來去北投泡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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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舞池─Re:	Public	跳舞萬歲
秉持「藝術時刻都可以發生」的信念，北藝中心持續將各式演出帶入公共場域，
以最親近大眾的方式達到公眾參與藝術。2018 年 4 月，在臺北中山堂廣場進行
為期 2 天的大型舞蹈慶典《Re:	Public	跳舞萬歲》。以「公共空間、全民、日
常生活」為關鍵字，將舞蹈作為媒介，邀請法國編舞家波赫士．夏瑪茲 (Boris	
Charmatz)，帶來北藝中心與法國雷恩國家編舞中心 (Centre	chorégraphique	
national	de	Rennes	et	de	Bretagne) 的 國 際 共 製 節 目《 夜 舞 》(danse	de	

nuit)。透過亞洲首演的《夜舞》及專業舞者工作坊，加上由國內編舞家林宜瑾、蘇威嘉、楊乃璇、小事製作與
熱血市民舞蹈團體帶來《廣場大暖身》、《荒謬的信仰》的全民共舞活動，將多種族群的身體匯聚於廣場，讓
每一種身體都在跳舞，舞出屬於臺北的城市廣場想像，打造全民共舞的生活場景！
						

畫，呈現跨文化交流的發現、研究與特定議題的思索。「交流與論壇」集結視覺及表演藝術家及策展人，於一
系列跨領域的講座、工作坊與對談中探討亞太當代藝術最新脈動，交流最新產業趨勢。年會期間，北藝中心邀
請法國國家舞蹈中心舉辦其「CARAVANE 舞蹈旅行計畫」，以展覽、工作坊的形式分享文化的傳承與教學、藝
術資源的運用與服務等成果。

亞當計畫─亞洲當代表演網絡集會
《亞當計畫》是「以藝術家為核心」的表演網絡集會，目的為建立全新的亞太地區 ( 包括紐澳 ) 網絡平台，相
互聯繫、共享資源，以「藝術家跨國發展創作」為訴求，讓年輕藝術家有更廣泛且持續的交流機會。「亞當計
畫」主張「讓亞洲發現亞洲 (Asia	Discovers	Asia)」，以創作者為核心，並與亞太場館、藝術節等策展人攜手，
協助藝術家彼此合作，進一步建構亞太當代表演藝術網絡。

《亞當計畫》於 2018 年舉辦第二屆年會，活動分為「藝術家實驗室」、「新作探索」、「交流與論壇」
及「CARAVANE 舞蹈旅行計畫」。「藝術家實驗室」首次與香港西九文化區、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澳洲
Performance	Space 及紐西蘭 Creative	New	Zealand	4 個國際聯盟夥伴攜手，由來自 11 國 16 位各領域的創作
者，進行為期 2 週的駐地計畫，並於年會中進行成果呈現。在「新作探索」中，邀請藝術家以發展中的創作計

Art	View─國際展演趨勢分享
北藝中心積極參與國際重要藝術組織活動及藝術節活動，除了積
極了解國際表演藝術產業關心的議題及趨勢，也從中建立與國際
場館或藝術家的友好關係。在《Art	View》活動中，分享國際帶回
來的第一手資訊。《Art	View》3 月的主題是「TPAM 之旅」，表
演藝術集會 in 橫濱 (TPAM) 是目前亞洲具代表的表演藝術交流平
台，邀請藝術家黃鼎云、製作人陳汗青來分享參與 TPAM 的經驗；
11 月的主題是「紐澳法	新視野」，分享法國國家舞蹈中心 Camping	2018、阿德雷德藝穗節、亞太表演藝術
中心協會等活動。希望透過國際交流的經驗分享，與國內藝文工作者共同成長，攜手開創更多藝術創作與對話。

連結亞洲藝術網絡，接軌國際文化脈動

02

03

01

希望舞池─ Re	Public	跳舞萬歲 © 張震洲 亞當計畫─	亞洲當代表演網絡集會 © 王弼正

01				希望舞池─ Re	Public	跳舞萬歲 © 張震洲
02					Art	View ─	國際展演趨勢分享 © 林育全
03				亞當計畫─亞洲當代表演網絡集會 © 王弼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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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	Talk ─藝術工作者交流活動
臺北試演場每個月都化身成藝術工作者的交誼廳，分享劇場新知，交換工作經驗，讓藝文工作者們了解表演藝
術的資源與工作內容，開啟更多劇場未來的可能性。活動邀請表演藝術產業中的各領域工作者，包括表演者、
製作人、藝術行政、技術等，由講者規劃專題，帶領與會者一起談論當下表演藝術界的熱門話題，例如：「日
本表藝的觀察日記」、「表演場館如何接地氣，成為市民好鄰居！」、「瘋戲樂 V.S. 韓國音樂劇」、「跨界製
作的美麗與哀愁」、「觀眾看什麼？數據怎麼說？」等。透過主題聚焦，讓所有參與者密切交流與分享，激盪
更多的藝術能量。

音樂劇人才培育計畫
為厚植臺灣音樂劇的發展及創作環境，
並開展音樂劇各領域人才的培育，北
藝中心推出的「音樂劇人才培訓計畫」
邁入第三屆，包含「創作工作坊」及
「表演工作坊」2 部分，持續培養臺灣
音樂劇的表演者和創作者。

「創作工作坊」由瘋戲樂工作室創辦
人王希文及劇本構作吳政翰擔任導師，
課程核心將英語系的音樂劇創作邏輯
轉化成中文，從實務創作中建立音樂
劇的創作模式。「表演工作坊」涵
蓋表演、舞蹈、聲音、歌唱四大訓練課程，由劇場編導蔡柏璋擔任課程策劃，邀請美國的音樂劇導演 Darren	
Cohen、瑞典聲音訓練名家 Harald	Emgard、歌唱指導 David	Sisco、編舞家李明潔等擔任導師，設計系統性、
全方位的訓練。透過密集鍛鍊，開發學員的潛能與才華，發展自身的獨特優勢，讓學員有能力駕馭各式音樂劇
演出，探索更多表演的可能性，未來在舞台上發光發熱！

表演跨域─身體微旅行工作坊
「帶世界舞者來到臺灣、帶臺灣舞者走出自己」。「身體微旅行
工作坊」從肢體出發，提供一個跨國交流分享的平台，邀請比利
時偷窺者劇團 (Peeping	Tom) 劉怡君、羅馬尼亞籍知名編舞家
Ana	Maria	Lucaciu、美國國家	Young	Arts	獎的編舞家 Spencer	
Theberge、台北劇場實驗室團長程鈺婷、劇場表演指導徐華謙等
專業師資為臺灣年輕舞者授課，分享國外當代舞壇的技巧和工作
方式，並結合當代戲劇課程，以劇場表演的思考，給予學員各種
創作啟發，累積創意能量。工作坊特別規劃舞蹈與非舞蹈背景的
學員混合上課，進行跨領域的對話，破除只著重舞蹈技巧的迷思，一起打開對身體的想像。

劇場安全課程
在表演藝術產業中，劇場空間包括各式專業舞台、燈光、影像與
音響等器材設備，作業環境多變且複雜，從業人員應具備足夠的
知識與安全觀念，確保工作場域和人身安全。特別策劃「劇場安
全課程」，邀請 7 位專業師資聯合授課，內容涵蓋搬運作業、基
本用電、臨時性作業平台與展演場所高架作業、消防及緊急避難
等，使劇場工作者能提升個人安全與避險意識，學習自我防護方
法及各項應變處理要領，並期許整合現今劇場工作的安全需求，
建立有系統的教育機制，促進整體劇場工作環境之安全。

專業舞者工作坊
為打造劇場工作者持續成長的基地，北藝中心於 2017 年起與「何曉玫 MeimageDance」共同策劃執行「專業
舞者工作坊」，邀請國內外具備豐富舞蹈或編創經驗的師資，為專業舞者量身設計教學訓練課程。2018 年度
課程分為 2 梯次，總計 303 位學員參與。第 2 梯次課程內容特別規劃專題《給舞者的表演課》，著重舞者與
自己的身體對話，以及深入探索「如何表演」，涵蓋身體技巧、劇場表演、創意開發、個人特質探索等不同面
向。透過工作坊的多元課程，充實舞者在專業發展所需的各種技能與工具，以豐富舞者在未來的表演能量。

串連青年藝術家，深化在地藝文環境

培育表演藝術人才，開發創意與潛能

專業舞者工作坊

Party	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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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表演跨域─身體微旅行工作坊 © 歐陽倫		
02					劇場安全課程

音樂劇人才培訓計畫 © 王弼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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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ARTS 
FESTIVAL
臺北藝術節

2018 臺北藝術節邁入第二十屆，由國際策展人鄧富權策展，以「ASSEMBLY

為了 __	__ 在一起」為主題，包含「藝術前進中山堂」、「國際聯合共製」、

「共想吧 Think	Bar」、「典藏計畫」，邀請來自日本、南韓、香港、澳門、

越南、緬甸、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澳大利亞、美國、丹麥、英國、法國、

荷蘭、德國、波蘭等 17 國跨領域藝術家，以及臺灣創作者，推出 16 檔售票

節目、2 檔免費演出及相關專題講座與工作坊，總計 157 場節目活動，以藝

術做為社會參與的動力與媒介，邀請所有市民和藝術家，一起用藝術展現自

我，用對話擁抱差異，群聚思考，想像未來。

ASSEMBLY 為了藝術在一起

第二十屆臺北藝術節企圖翻轉觀眾作為純觀賞者的習慣，開啟觀眾與表演之間全方位的互動與多層次的參與，
而臺北中山堂在 82 年的歷史當中，是一個兼具政治性、社會性與公眾性的空間場域，其特殊性正呼應本屆策
展主題「ASSEMBLY 為了 __	__ 在一起」，因而成為藝術節主要的展演基地。藝術節邀請各類表演者、酷兒、
噪音製造者、雜耍者、視障、業餘愛好者和藝術狂熱者聚集在一起，用各種互動式、沈浸式、遊戲式的表演，
涵蓋戲劇、舞蹈、合唱、音樂、馬戲及馬拉松派對等，宣示如何在臺灣脈絡中重新界定身份認同，社會共識和
藝術自治。

以探討社會資源分配，民主議會程序為議題，藝術家黃鼎云與明日和合製作所的《山高流水之空中》(Provisonal	
Alliance) 為委託創作，是沉浸式劇場演出，用非典型的審議程序，共同決定展演的樣貌。英國克萊德劇團
(Kaleider,	Exeter) 則以《金錢眾議院》(The	Money) 邀請觀眾成為玩家，在談判桌上溝通斡旋，一同探討金錢
的資源分配。

齊聚國內外團隊			翻轉藝術的可能

《山高流水之空中》©	賴彥茹 《金錢眾議院》©	Steve	Tanner

臺北藝術節《放跑馬拉松》© 賴彥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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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著名編舞家傑宏．貝爾 (Jérôme	Bel) 以《歡聚今宵》(GALA) 與臺北的觀眾見面，邀請各種身型、年齡、
神態的素人和專業舞者，參與舞作，試圖打破舞蹈表演的刻板印象，鼓勵社會多元群體的面貌和差異。澳洲的
女王特使行動藝術團 (All	The	Queens	Men) 在中山堂廣場舉辦免費戶外《放跑馬拉松》(Fun	Run)，藝術家崔
斯坦．米虔 (Tristan	Meecham) 化身古希臘時代傳遞捷報的使者，在舞台上的跑步機一口氣跑完 42.2 公里，各
種專業及業餘的表演團體，輪流共舞成為應援團，讓大家歡樂亂入。

《但是又何 Night》(Queer	Night) 匯集在臺北藝穗節受到矚目的 6 組臺灣創作團隊，結合音樂、歌舞劇、裝
置藝術及戲劇表演，攜手打造出最酷的會議現場。前太陽馬戲團表演者陳星合策畫《釘孤枝雜耍擂台》(Ting-
Koo-Ki	Juggling	Battle！ )，下達戰帖，讓各方雜耍好手一決勝負，爭奪2018雜耍之王。《島嶼酒吧》(IsLand	
Bar) 萌芽於 2017 年《亞當計畫》( 亞洲當代表演網絡集會 ) 的實驗室作品，匯集藤原力 (Chikara	Fujiwara) 和
余美華等亞洲當代藝術家，把酒吧作為陌生聚合的想像，與觀眾上演一場一對一、一對雙、三人行的親密接觸。

成立 17 年的「G 大調男生合唱團」與臺灣第一個視障阿卡貝拉組合「蝦米視障人聲樂團」攜手合作，帶來《夢
想發聲》(This	is	me)，用音樂表達平等的權利，人人都有樂在其中的自由，邀請大家一起勇敢大聲唱。《噪集》
(Noise	Assembly) 聚集來自亞洲與臺灣的聲音藝術家，由實驗音樂狂粉無不朝聖的「Asian	Meeting	Festival	
(AMF)」與大友良英 (Otomo	Yoshihide	,	Japan)、	dj	sniff(Japan) 策劃，沒有樂譜、沒有語言，傾聽彼此，即
興回應，落實公眾參與的想法。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以「亞洲共製中心」為目標，將臺北作為創意城市的基地，邀請國外藝術家與本地團隊一起
合作、共同創作，激發彼此的創作靈感及視野，也增加在國際舞台發聲的機會。今年推動 3 件國際共製作品，
以科技為引，探求跨越時空的普世關懷。

《光年紀事：台北─哥本哈根》(Chronicle	of	Light	Year:	Tapei-Copenhagen) 是臺灣狠主流 & 狠劇場與丹麥埃
爾西諾文化庭院 (The	Culture	Yard) 合作，運用 4D	Box 幅空投影技術，觀眾必須戴上 3D 光學眼鏡觀戲，共同
聽看一場關於記憶與遺忘的故事。

《臺北東京距離計畫─我並不哀傷，是因為你離我很遠》(In	our	distance,	there	is	no	sorrow.) 是與東京藝術
節共製作品，日本劇作家柴幸男 (Yukio	Shiba) 連續 2 年來臺進行田野調查，審視人與人，臺北與東京之間「感
同身受」的時差與心理距離，並以兩個相鄰卻不相通的空間，打造出不屬於任何特定時空的世界觀。

《地平面以下》(Under	the	Horizon) 曾在 2016 被評選為 ISPA「年度最受矚目十大新作」，由黃翊工作室與旅
德日本藝術家黑川良一 (Ryoichi	Kurokawa)、荷蘭室內合唱團 (Nederlands	Kamerkoor) 合作，為亞洲首演，
結合舞蹈、科技、影音之力，探討內在自我與生死，為影子傾注靈魂，挖掘地平面之下的戰地苦難。

跨國聯合共製			科技開啟藝術想像

《但是又何 Night》©	林育全 《光年紀事：台北─哥本哈根》©Carl	Emil	Carl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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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放跑馬拉松》©	賴彥茹
02		《夢想發聲》© 陳又維
03		《歡聚今宵》©	賴彥茹

04		《地平面以下》©	黃翊
05		《臺北東京距離計畫─我並不哀傷，
									是因為你離我很遠》© 登曼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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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首次推出年度典藏計畫系列，選擇以獨特概念展現臺北特有風格的作品，讓表演藝術也可以被保存。2017
年藝術節最受歡迎的節目之一《遙感城市》(Remote	Taipei) 成為典藏作品第一號，今年再度上演。里米尼紀
錄劇團 (Rimini	Protokoll) 帶領大家，用不一樣的視角去觀看熟悉的臺北市，一起進行一場隔絕又共感的臺北
小旅行。

為紀念臺北藝術節 20 周年，特別規劃全新專題活動「共想吧 THINK	
BAR」，透過此對話平台，追蹤「表演」在近期社會運動、全球資本流
動、文化移民及青年行動主義的運作狀況，並讓大家聚在一起，參與
討論，共同思考我們與藝術之間的關聯，以及當代藝術創作與實驗的
精采歷程。

「共想吧 THINK	BAR」為藝術節策展主題	“ASSEMBLY”提出框架與亮點，以
藝術家 (the	Artist	List)、評論家 (the	Critic	List) 及製作人 (the	Producer	List) 三
個面向呈現，12 天內密集地舉辦 21 場活動，包含專題講座、工作坊、講演、
交流對談等，參與者獲得啟發，同時也兼顧實作，讓臺北藝術節成為一個具有
思考性的藝術節。

在藝術家方面，包含 Eisa	Jocson( 菲律賓 )、Jaha	Koo( 韓國 ) 的創作演出，以
及何銳安 (新加坡 )及羅芳芸 (臺灣 -德國 )的研究進展。其中Eisa	Jocson是菲律賓當代女性編舞家，演出《身
體計畫》，並舉辦創作對談與身體工作坊，引導反思身體與勞動、認同、性別的形成，以及菲律賓社會文化中
的身體政治。Jaha	Koo 是韓國劇場演出製作人和音樂作曲家，透過《Cuckoo	電子鍋》，運用誕生於 1998 年

亞洲金融危機的生活物件「電子鍋」，追溯並描繪現今韓國年輕世代的無力與孤獨感，呈現對社會政治的
觀察與反思。遊居於新加坡及柏林的何銳安，關注全球主義下「影像」的再現，於講演《亞洲不奇蹟─拷
問亞洲奇蹟危機轉機》分享對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後歷程的研究，地域橫跨泰國、南韓、日本、
新加坡及馬來西亞。

評論家方面，包括 Florian	Malzacher( 德國 )、Joanna	Warsza( 波蘭 )、內野儀 ( 日本 ) 及臺灣、香港與美
國的對話者們，如王柏偉、丘琦欣、周伶芝、耿一偉、郭亮廷、楊家彥、魂游、羅珮嘉、龔卓軍等，設計
一系列的論壇講座，涉及地方與全球背景下的當代藝術與社會根本性。其中出身德國的劇場專業策展人
Florian	Malzacher，透過講座《不只是現實的一面鏡子──尋找當代的政治劇場》、《是劇場，也是集會
──一個結合激進想像與務實理想國的場域》，分享其所觀察到的政治性劇場發展、社會與劇場的串聯模
式。而頂尖的藝術表演研究學者內野儀 (Tadashi	Uchino)，在其講座《移動時代的觀光客劇場》中探討在
這個全球移動的時代，當藝術家將自己定位為觀光客時，劇院與表演形式將會有什麼樣的可能性。

製作人方面，獨立製作人藍貝芝與亞洲製作人平台 (Asian	Producers'	Platform) 規畫「製作人選粹系列」，
傳達製作人和藝術家共同打造未來藝術環境的企圖。在《亞洲製作人平台：跨國網絡與對話工作坊》中，
邀集臺灣、南韓和澳門等地劇場獨立製作人，實際檢視表演藝術獨立工作者的現況，及探討國際交流實務。
南韓藝術家林仁子以《反審查運動：南韓的藝文黑名單》為題，講演探討前總統朴槿惠藝文黑名單事件，

說明藝文界藉由文化的力量，扭轉、改變社會的不公義。澳門編劇、
導演杜詠琪編寫《手談坐隱》故事，透過下棋與遊行，對奕比賽與
對峙事件，探索當下的社會及政治現實。新加坡藝術家陳立婷，帶
來《不男不女》，從五個不同性別角色的真實故事切入，討論陰性
陽剛 (feminine	masculinity) 的各種可能。

典藏計畫			展現臺北感性特色

全新對話平台「共想吧」		一起思考當下的未來

《遙感城市》©	拉風影像 《身體計畫》©	賴彥茹 《Cuckoo	電子鍋》©	賴彥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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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共想吧《我真的不能這樣搞─當代藝術的杯葛與抗爭性格》
02			共想吧《複數身份 - 聚合舞身份系列作品創作與發展工作坊》©	張震洲
03	《手談坐隱》©	BOK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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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CHILDREN'S
ARTS FESTIVAL
臺北兒童藝術節

2018 臺北兒童藝術節以「真實與虛幻之間」(Real	/	Virtual	-	Betwixt	&	

Between) 為策展主軸，邀請 23 檔國內外表演團隊，製作共計三百餘場展

演活動，以表演藝術為「經」，多元文化、當代科技、環保再生三大主題為

「緯」，於6月30日至8月5日間，在臺北市眾多展演空間，帶來各類型節目，

包含今年首度推出的「迷你小戲系列」、各式讓人眼睛一亮的售票演出、多

場大型免費戶外與社區活動，以及互動式展覽等，讓大、小朋友一同參與其

中，開啟想像力與美感創造，擁有獨一無二的夏季藝術體驗。

一齊馳騁藝術想像力

臺北兒童藝術節廣邀國際團隊，藝術家來自義大利、法國、德國、西班牙、俄羅斯、越南等地，共 7 檔售票演
出，結合機械、多媒體等當代科技打造各類型表演節目，重新定義眼見為憑的現實與虛構，並首次規劃「迷你
小戲系列」，用不一樣的空間及設計，給予孩子另一種想像和震撼，也為大小觀眾打開觀看世界的窗口。

「迷你小戲系列」共有 3 個節目，為孩子們帶來新的觀戲體驗，讓觀眾體會「小卻親密；大亦精緻」的劇場魔
力。擅長融合表演藝術與科技，創造出能喚醒個人夢想的西班牙團隊哈囉鬼藝術 (Holoqué)，帶來作品《秘密
心》(L'oníric	món	de	DINS)，運用浮空投影技術呈現一場短劇表演，訴說一個愛與長大的故事。創造集體驚嚇
氛圍的《恐怖露營車》(La	Caravane	de	l'horreur) 是法國電木劇團 (Compagnie	Bakélite)2 度來臺的驚悚呈現，
在黑黑的恐怖露營車裡，帶大家走進懸疑片、恐怖片的世界。俄羅斯的暗影劇場(Theatre	TENJ)帶來偶歌劇《卡
門》(Carmen)，將原汁原味的比才 (G.	Bizet) 的歌劇濃縮成 6 分鐘兒童版，在有限的時空尺寸裡，更緊密匯聚
觀眾的視線和心弦，親密體驗一場悲劇的細膩轉換。

國際團隊			融合科技與藝術想像

《恐怖露營車》©	Clément	Martin 《卡門》©	Ilya	Epelbaum

《土地的歌》© 林軒朗

23
臺
北
兒
童
藝
術
節

22



德國藝術家羅蘭．奧爾貝特 (Roland	Olbeter) 帶來一齣無真人、完全由機械裝置演出的新歌劇《格列佛的夢》
(Gulliver's	Dream)。《格列佛的夢》運用自動化機械裝置牽引特製木偶，使用行動舞台、飛船及各式機器，配
合投影技術，創造影像層疊的效果，童趣十足且栩栩如生，並由 9 位歌劇歌手結合 10 台自動化樂器錄製多元
豐富的音樂，讓大、小朋友在音樂、偶劇及科技元素中進入格列佛的奇幻旅程，一起遨遊想像無限的外太空，
享受最具未來感的劇場體驗。

《城鄉河粉》(A	O	Show) 是越南新馬戲劇團 (Nouveau	Cirque	du	Vietnam) 的作品，描寫越南鄉村生活迷人的
美景和富有的文化，演出文本、音樂皆取材自越南傳統文化。《城鄉河粉》在跨界表演類型上展現出無比的創
意，混合了馬戲表演、雜技、活躍的現代舞和現場演奏，也利用了竹子和日常生活物件作為表演道具。劇名中
的「A	O」是由「Lang	Pho」衍生而來，意旨「鄉村與城市」，希望讓觀眾藉此省視與珍視自己的故鄉和文化。

西班牙公仔劇場 (El	teatre	de	L'	home	DIBUIXAT)《銀幕之人》(Screen	Man) 則是光影劇場，結合數位與實體
素材，由虛擬影像與實體扮演之間相互對話、輪番演繹，呈現男孩追逐夢想、忘卻恐懼，不斷嘗試後夢想成真
的成長故事。連演 9 年《拇指小英雄》(Buchettino) 由臺北兒童藝術節與義大利拉斐爾藝術合作社 (Socìetas	
Raffaello	Sanzio) 共同製作，今年提供 28 場次，讓更多有興趣的觀眾一起參與。《拇指小英雄》是「一場聽
的演出」，進入木屋、躺上小床，仿佛聆聽稅前的床邊故事，故事內容改編自法國文學之父夏爾．貝洛的童話，
利用「說故事」發展超現實劇情，透過體驗參與式的感官劇場，帶領觀眾發揮「想像力」。

臺灣的製作團隊從各面向展現創新力，呈現讓大小觀眾都能深思及感動的故事。今年共有 4 組國內團隊帶來作
品：《財神兄弟》、《桃太郎的淘汰郎》、《擊樂精靈開 Party ！》及《紙箱的異想世界》。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臺灣京崑劇團帶來兒童戲曲《財神兄弟》，描述正財神與橫財神交鋒鬥智，教導大寶、小寶
兩兄弟賺錢理財的方法，深入淺出地說出安穩踏實的處事道理，讓傳統戲曲也能充滿現代感，讓老話不再長談，
新編的故事劇情更為貼近現代小朋友的生活經驗，在劇場與生活的點滴中，找到傳統之所以不斷流傳的醍醐味。

鞋子兒童實驗劇團的《桃太郎的淘汰郎》，改編家喻戶曉的日本民間傳說故事《桃太郎》，在劇中幫桃太郎新
添了一位雙胞胎弟弟「淘汰郎」，是一個慢飛天使，即是醫學上的遲緩兒，他的體力及能力都比不上哥哥，但
還是能發揮所長，幫助身邊的人，而哥哥桃太郎順利打敗大魔王，也把功勞歸功於弟弟。透過這齣戲，表現攜
手合作的兄弟情誼，也訴說天生我材必有用及關於遲緩兒的深刻體悟。

走在趨勢的前端、勇於實驗與嘗試的朱宗慶打擊樂團2帶來《擊樂精靈開Party！》，以音樂曲目融合故事劇情，
展現打擊樂的多樣性與不同面貌。《擊樂精靈開 Party ！》是為兒童量身打造的打擊樂音樂會，將打擊融合知
識教育、演奏、互動、肢體律動，透過生動活潑的演出，讓大、小朋友跟著音樂精靈一起唱跳。

長年致力於兒童劇推展的偶偶偶劇團，帶來作品《紙箱的異想世
界》，演出由工作坊及 4 段表演組合而成，工作坊帶領觀眾發揮
創意，用紙板做出屬於自己的偶戲面具，再用紙箱呈現雋永的故
事，內容結合「愛」、「生命」、「分享」、「挑戰」與「實現自我」
5 個主題，為觀眾呈現生命成長的幾個層面與歷程。

國內團隊			展現多元創意

《格列佛的夢》© 蔡耀徵 《擊樂精靈開 Party ！》© 財團法人擊樂文教基金會

01 02 03 04

《擊樂精靈開 Party ！》© 財團法人擊樂文教基金會

01	《城鄉河粉》© 林軒朗
02	《銀幕之人》©JORGE	DRAGON

03	《拇指小英雄》© 陳又維
04	《財神兄弟》©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臺灣京崑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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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生活即藝術」的理念，藝術不只存在劇場裡，因此規劃於公園及學校活動中心輪番發生。臺北兒童藝
術節期間，臺北市 12 行政區皆有免費藝術活動，共計 3 場免費大型戶外演出，67 場免費社區演出，邀請大小
朋友輕鬆感受藝術的活力與趣味。

今年免費大型戶外演出包括：《瘋戲樂 Carabet》、《遊唱動物園》及《土地的歌》。《瘋戲樂 Carabet》，
由瘋戲樂工作室打造親子家庭版，演出融合歌舞、喜劇、即興，內容包含百老匯歌曲、中港臺流行歌曲等原創
組曲，重現臺灣早期歌廳秀風華。臺灣新兒歌樂團遊唱寶貝帶來《遊唱動物園》，將兒歌重新以 bossanova
具輕快節奏、慵懶柔和風格的新爵士樂曲改編，呈現優雅可愛、不同凡響的親子音樂饗宴。福爾摩沙馬戲團
FOCA 帶來《土地的歌》，結合特技、雜耍、立方體、扯鈴等多元項目，以幽默詼諧的表演方式，讓民眾零距
離的接觸藝術，感受屬於臺灣的創新馬戲團特技演出。

在社區節目中，西班牙瓦倫西亞的草莓劇團 (Cia	Maduixa) 的《五個高女人》(Muller)，於中山堂廣場、圓山花
博廣場、電影公園演出，透過高蹺演繹舞蹈，挑戰人體肌力、耐力與平衡極限，帶來充滿生命力的表演，用身
體寫下令人難忘的風景。國內團隊也帶來類型多元的演出：台北首督巴雷舞團的《啵！芭蕾，藝開罐》，翻轉
對芭蕾的刻板印象，藉由舞蹈讓小朋友用身體說故事；尚和歌仔戲劇團的《芭蕉密碼》，以歌仔戲唱念作打表
演趣味，重塑西遊記的故事與角色；台北打擊樂團的《動物擊樂派對》，用不同的打擊樂器來呈現狂歡節氛圍；
臺北木偶劇團的《土地公的煩惱》，以幽默逗趣的偶戲呈現一則實現願望過程的故事；O劇團的《巨人與春天》
帶著大家一起進入神奇魔幻的童話世界；特技空間的《動物 FUN 城市》，結合現代劇場與特技表演，引領大
小朋友進入異想世界；反面穿舞蹈劇場的《奈勒斯》，結合物件和現代舞，描繪小孩子對安全感的需求；身聲
劇場的《老鼠娶親》，以多元表演形式「手工」打造出一台具魔幻與趣味的親子劇場。

表演藝術就在社區			輕鬆享受藝術日常

除了表演藝術外，臺北兒童藝術節亦設置一場免費裝置展《能源詩集》(Enginys	Eko.poètiks)，6 月 30 日至 7
月 15 日間在國立臺灣博物館南門園區展出；7 月 17 日至 8 月 5 日於剝皮寮歷史街區展出。本展覽由西班牙鏗
鏗鏘鏘工作室 (Katakrak) 策劃，以環保為議題，將廢棄物改造成原創互動裝置，是適合所有年紀參與的互動式
展覽。

《能源詩集》展覽中每一個裝置都是一個獨立個體，聚集在一起時，共同創造出趣味的原創空間氛圍。運用基
本電子原理、再生能源概念，再加上一些詩意，結合在一起，就變成一組組具挑戰性智力的詩歌遊戲。這次
展覽讓家長及孩子們可以運用回收廢棄物、太陽能發電等再生能源進行創作，以及在環保遊戲中拆解一首首詩
歌，從中啟發創造力與想像力。

環保概念互動裝置展			啟發創造力

01 05

06 0703

02

04

01	《瘋戲樂 Carabet》© 林軒朗
02	《五個高女人》© 林軒朗
03	《啵！芭蕾，藝開罐》© 林軒朗

04	《土地的歌》© 林軒朗
05	《動物 FUN 城市》© 林軒朗
06-07	《能源詩集》© 林軒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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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FRINGE
FESTIVAL
臺北藝穗節

臺北藝穗節已成為東亞地區最受矚目的藝術節慶之一，廣招各式實驗展演結合臺北城市場域，讓諸多國際獨立
藝術家、劇團紛紛前來報名參與藝穗節演出，今年參演包含中國、香港、日本、馬來西亞等地的藝術家。來自
日本的團隊，「H-TOA」帶來布萊希特的《伽利略傳》，描繪現代人的心理狀態；「INDEPENDENT」為 2001
年開始的單人戲劇節活動，2018 年首度跨出日本，第一站便選擇臺北藝穗節帶來無語言作品《Psyche》。

由香港、臺灣、馬來西亞三地組成的「烏有鄉」，以契訶夫的人生故事與抉擇，帶來《不是海鷗》劇本展演，
藉此對比香港現今的劇壇生態和時代，沉澱出創作者安身立命的一種可能；而中國的「ChenMo	Group」則以
即興肢體與實驗聲響、影像打造《Re：沈默》。由臺灣與中國藝術家組成的「二女」，作品《魚什麼好了？》
解構《霸王別姬》此經典文本，盼自古今對話中找到女性的自我價值。

中港臺日澳馬等多國藝術家群聚藝穗

ChenMo	Group《Re：沈默》©	廖翊珊 二女《魚什麼好了？》©	吳若彤

2018 臺北藝穗節	下一站舞蹈地圖《粉墨如夢》

2018 臺北藝穗節邁入第十一屆，以自由、開放、不設限的精神，讓表演與生

活緊密相連，成了每年夏天臺北最令人期待的表演節慶活動！總計 118 組來

自多國的藝術家團隊發揮創意，帶來 486 場精彩演出，涵蓋戲劇、舞蹈、音

樂、音樂劇、脫口秀及跨領域等各類型展演。今年演出場地聚攏於臺北市西

區的大稻埕，除專業劇場，舊臺北城的生活場域、商業空間也成了演出場地，

如剝皮寮歷史街區、新芳春茶行等等 31 個各類特色空間，透過多元演出，探

索表演與生活場域的更多可能性，迸發大無畏的生猛創意能量！

大無畏的表演新秀舞台
以創意轟炸臺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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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藝穗節不只是年輕藝術家初試身手之處，許多優秀團隊也因著臺北藝
穗節自由不設限的精神，選擇於此發表新作。其中，以阿卡貝拉與戲劇
結合的「A 劇團」，每年皆於臺北藝穗節發表新作，爾後再至各地搬演，
2018 年則以《離婚事務所》再度參演。成立 22 年的「黑門山上的劇團」
再度回歸藝穗節，帶來 20 年前的經典作品《公園》。甫於第 29 屆金曲獎
榮獲『最佳原住民語專輯獎』的「CMO 樂團」，推出新作《薩奇萊亞美
斯》，由樂團藝術總監蘇瓦那・恩木伊・奇拉雅善擔任音樂設計與演出，
以族群歷史的流轉，由自身生命史出發，介於虛構與真實之間，隱喻現下
社會的精神恐慌。

第九屆永真藝穗獎得主「天團」，2016 年以遊艇上的行為表演《他媽
的茱麗葉》驚艷全場，得到極高評價，今年受邀回歸演出，與久違的
聲音藝術團體「再見！央奈！」共同帶來新作《哈姆讓他走》，用其
擅長的行為表演結合實驗聲響，於建國啤酒廠貯酒大樓演出，賦予觀
者不同的空間感官體驗。

2017 年以浪漫愛情喜劇《阿北》獲得滿堂彩的第十屆永真藝穗獎得主「陳家聲工作室」，今年榮耀回歸，帶
來第一年參與臺北藝穗節的戲劇作品《陳家聲個人演唱會》，扮演不得志的創作歌手，在歌曲之間與觀眾分享
社會現況、生活觀察等，獻給想一同發洩生活牢騷的所有觀眾們。

藝穗得獎團隊榮耀回歸

新興團隊「僻室	House	Peace」的策展節目《我好揪節》為五齣獨角戲，
分別以自我生命狀態出發，探索表演、文本、空間以及觀眾參與的新樣貌，
於華江整宅、大可樂 Duck	Lab、剝皮寮歷史街區、龍山寺捷運站 3 號出
口等地演出。佛朗明哥舞者李律，從自身對歷史、文化的思索，舞出一則
《島民》。「嚐劇場」的《古林肯比》，自小女孩的角度，透過偶戲、物
件反思環境議題。「相親劇團」從家的空間反應當代社會現況，帶來《家
屋》。「820號房劇團」用喜劇笑看社會，淬鍊出幽默風趣的《娛人時代》。

「周寬柔與高詠婕」的舞蹈作品《腮腺筵》，以空間、物件不斷的翻轉口
腔與言語的可能性，並邀請觀眾一同參與其中。完美結合脫口秀與街舞的
「認真練舞中」，將生理用品的類別端上檯面，組成《新女性生理使用
會》。在裝置、音樂、燈光與肢體間找到實驗空間的「口口實驗室」，帶
來新作《資訊潮》。香港創作團體「37° C」，由《我的 50 呎豪華生活》
空間設計盧韻淇領軍，融合裝置與劇場的作品《迴聲》，以舊卡式錄音器
材製作成裝置，藉由不斷重構的聲音與視覺，將觀眾帶入屬於他們自己記
憶的房間。

跨形式實驗展演			凝視生命及社會現況

黑門山上的劇團《公園》©	黃謙賢 陳家聲工作室《陳家聲個人演唱會》©	黃謙賢

01 02

李律《島民》©	吳若彤 嚐劇場《古林肯比》©	吳若彤

01			CMO 樂團《薩奇萊亞美斯》©	宋小海
02			天團、再見！央奈！《哈姆讓他走》©	黃謙賢

31
臺
北
藝
穗
節

30

2
0

1
8

	

台
北
市
文
化
基
金
會
年
報



臺北藝穗節今年開幕地點為大稻埕永樂廣場，開場由壹陸工作室帶領現場民眾一同參與廣場大會舞，簡單易懂
的舞蹈動作、洗腦的旋律，吸引數百位民眾起身同樂。

為了讓民眾更加瞭解藝術工作者，並打破藝術與民眾之間的距離，首次規畫《一對一藝術小旅行》，共召集
45 組團隊、超過百位藝術表演工作者，透過藝穗年輕藝術家的創意帶領，讓參與民眾一起體驗，翻轉對大稻
埕的詮釋，甚者將劇場內的創作、設計帶至參與者面前，消弭表演於劇場空間的距離，讓表演在身邊鮮活上演。

藝術團隊們共同挑選出大稻埕特色老店或地標做旅行的終點，如老大稻埕人所開的「舞動人蛋糕咖啡坊」；由
茶行所改建、傳承傳統偶戲文化的「台原亞洲偶戲博物館」、四代傳承百年古早味的「滋生青草行」、賣了
32 年各式酒品的「銓進行」、手工磨裁縫刀剪的「曾元順刀剪店」等，讓觀眾可以透過這些有故事的地標深
入體驗及了解大稻埕的不同風貌。

此外，特別安排導覽《望春風》作詞者—李臨秋位於西寧南路的故居，由其子李修鑑老師親自導覽，回溯 75
年前的創作情境。透過一系列有趣的活動，更加貼近民眾的生活，也讓民眾更加認識臺北藝穗節。

藝穗鮮活開幕			看見大稻埕的風情萬種

藝穗節演出期間，除豐富演出外，藝穗節基地「藝穗俱樂部」於 URS44 大稻
埕遊客中心2樓開張，免費對外開放，各式講座、工作坊等好玩活動不間斷，
歡迎所有對表演藝術有興趣的朋友一同參與。俱樂部開幕當天以「招親夜」
為主題，扮裝女王盛大招親，配合音樂，由藝穗團隊「口口實驗室」打造的
體感投影，可跟著人體舞動變幻畫面，讓各路觀眾來跟藝術親密玩樂。

藝穗俱樂部除星期一外，其餘每夜皆有不同主題活動，讓藝穗創意精神延燒，
創造藝術家及參與者更多的交流機會。「週二說說夜」邀請各路好手分享製
作經驗談，也歡迎未到場觀眾觀看線上直播，直接 call	in 參與；週三「小週
末駐館表演」，邀請魔梯形體劇場的表演者方玠瑜與劉小左、獨立表演者陳
彥壯、瘋戲樂	Show	Lab、野孩子肢體劇場等團隊於現場演出；「週四私廚夜」
則邀請平常在舞台上大放異彩的藝術家一同走入廚房，看看他們除了表演之
外，還有什麼私房料理花樣；週五、週六則分別為「啤酒之夜」以及「週末
異國夜」，有飲有樂有聊有戲，讓夜晚的大稻埕擁有不羈的創意氛圍！

除了精彩展演外，臺北藝穗節每年皆廣邀各方好手組成看戲大隊，設立「藝穗看心心」專區，於演出後 24 小
時之內發表即時評論，讓演出不只是在當下的時空，經由評論可有更多交流與對話，延續演出的熱度，閉幕所
頒發的「藝穗看心心」獎項更受到各方矚目。然而，優秀作品常在藝穗節結束後便也無後續加演計畫，使戲迷
們扼腕不已，為讓藝術家們的創意能被更多人看見，今年新增「即刻重演」計畫，選出 5 組藝穗看心心的得獎
團隊，於水源劇場登台重生！

「即刻重演」包括榮獲藝穗原創精神獎的蘇品文《少女須知》、認真練舞中的《新女性生理使用會》；舞蹈中
的舞蹈─即使我們生無可戀《沒關係，白洞只是理論上存在而已》；喜劇中的喜劇—新生一號劇團《超即興誘
惑》；戲劇中的戲劇─白淑麗加工出口區《不要叫我禿頭女高音，叫我禿頭女高音》。

《少女須知》聚焦於女性議題，是一場關於愛情、身體、自由等的辯證；《新女性生
理使用會》則以女性生理用品為出發點，在舞台上向觀眾介紹「各式女性生理用品」
的優缺點，以大量的談話之中帶入身體的舞蹈性，打破我們即有的對於舞蹈劇場的想
像與框架。《沒關係，白洞只是理論上存在而已》，以相對論的白洞現象為出發點，
將青年世代的無能為力、內心的掙扎用舞蹈極盡全力呈現，生猛直接的強烈生命感讓
人印象深刻。《超即興誘惑》以沒有既定劇本的喜劇形式，演員們用不同的主題遊戲
推展劇情，並與觀眾相互拋接，從各種限制中激發笑料。《不要叫我禿頭女高音，叫
我禿頭女高音》搬演尤金歐涅斯科這齣難度不低的經典荒謬劇作《禿頭女高音》，節
奏掌握得宜、成熟，讓人面對這部半世紀前的作品卻絲亳不覺苦悶乏味。

藝穗俱樂部			期間限定的交流平台

藝穗前所未有新亮點：即刻重演

2018 臺北藝穗節開幕活動	©	林育全 即使我們生無可戀《沒關係，白洞只是理論上存在而已》©	黃謙賢

01 02 03

01			新生一號劇團《超即興誘惑》©	林育全
02			蘇品文《少女須知》©	鄭雅文
03		白淑麗加工出口區《不要叫我禿頭女高音，叫我禿頭女高音》©	李旻臻藝穗俱樂部演出─小週末駐館表演：魔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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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 L M

I N D U S T R Y

影 視 產 業

台北電影節
Taipei	Film	Festival
台北電影節 20 年			打破框架			勇於創新

剝皮寮歷史街區
Bopiliao	Historic	Block
舊味新潮			剝皮寮歷史街區的新風貌

台北市電影委員會
Taipei	Film	Commission
10 年之後			投資夢想			開創新局

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
Taipei	Media	School
隱身於寶藏巖民宅中的「學校」─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



TAIPEI
FILM  
FESTIVAL
台 北 電 影 節

2018，台北電影節邁入 20 年，除了延續以往的競賽與觀摩影展，更透過展

覽與出版品回顧台北電影節的源頭及變遷，對照當時的社會、歷史、文化環

境，梳理台北電影節的發展脈絡，以及臺灣作為世界電影文化其中一員的意

義與定位。讓我們更能理解及回應這些年來的前輩、觀眾、電影人，各種支

持者對台北電影節的期待：作一個活力充沛、創新、勇於嘗試並具有觀點的

影展。

同時，藉由選片、講座與主題策劃、專業人才培訓工作坊及跨領域實驗場的

創新合作，台北電影節積極與新一代電影創作者及亞洲影像創作及產業建立

緊密關係，連結創作、產業及觀眾之間的橋梁，並維持一個影展鼓勵新銳、

開拓創作視野的可能性。

台北電影節 20 年
打破框架   勇於創新

第二十屆台北電影節		2018/6/28	～ 7/14

影展天數
DURATION

觀影總人數
SCREENING	ATTENDANCE

活動總計場次
NUMBER	OF	EVENTS

活動參與人數
EVENT	ATTENDANCE

國際影人來訪人數
INTERNATIONAL	GUESTS

國內媒體報導則數
TAIWAN	PRESS	COVERAGE

國際媒體報導則數
INTERNATIONAL	PRESS	COVERAGE

贊助單位數
NUMBER	OF	SPONSORS

17

36,676

203

122,642

120

1,087

51

55

台北電影節主席李屏賓與開幕片《范保德》劇組共度台北電影節 20 歲生日

2018	台北電影節在臺北市中山堂隆重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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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票選 TOP20
由觀眾票選，影展期間最受觀眾歡迎的 20 部作品。

TOP	1 幸福路上
TOP	2 紅衣小女孩 2
TOP	3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TOP	4 後來的我們
TOP	5 誰先愛上他的
TOP	6 牧者
TOP	7 并：控制
TOP	8 水路 - 遠洋紀行
TOP	9 黃色潛水艇 ( 數位修復版 )
TOP	10 血觀音

TOP	11 末代皇帝 ( 數位修復版 )
TOP	12 小偷家族
TOP	13 一袋彈珠
TOP	14 非同凡響
TOP	15 希伯崙
TOP	16 在雲裡
TOP	17 徵婚啟事 ( 數位修復版 )
TOP	18 鬼影
TOP	19 尋找乳房
TOP	20 孤狼之血

以針對臺灣電影的「台北電影獎」以及引介全球新銳的「國際新導
演競賽」兩大競賽為號召，台北電影節以亞洲為基地，蒐羅引介全
球新銳、打破框架、勇於嘗試的各類型電影，透過觀摩和專題策劃
刺激本地思考及促進國際理解和交流，並積極培養年輕觀影世代。
且藉由活潑多元的方式拉近影片與觀眾的距離。來訪國際影人數逐
年增加，也盛讚影展的視野、專業度、影迷素養。

影展概述
扎根亞洲	連結世界影壇 影片總數

NUMBER	OF	FILMS

長片
FEATURES

短片
SHORT	FILMS

VR
VR	FILMS

選片國家數量
COUNTRIES

世界首映數量
WORLD	PREMIERE

亞洲首映數量
ASIAN	PREMIERE

國際首映數量
INTERNATIONAL	PREMIERE

映後座談場次
TALKS	+	Q&As

203

117

72

14

52

16

20

2

91

03

02

04

臺灣唯一針對新導演首部及第二部長片所舉辦的國際競賽，
關注新導演在形式、敘事及題材掌握、美學風格上的潛力，
今年收到來自 88 個國家 553 件作品投件，選入 12 部來自 14
個國家的電影。

今年評審團由 5 位國內外專業影人組成：廖慶松 ( 臺灣著名
剪接師與監製 ) 擔任評審團主席、來自日本的濱口竜介導演
(2016年台北電影節焦點影人)、鹿特丹國際影展選片人穆格．
迪米爾 (Müge	DEMIR)、馬來西亞／臺灣導演何蔚庭，以及來
自馬來西亞的導演陳翠梅。

國際新導演競賽
入選影片議題多元			各擅勝場			連結世界影壇

◆		最佳影片
《自己的工廠自己救》The	Nothing	Factory	/
		沛德羅·皮諾 (Pedro	PINHO)		/	葡萄牙

◆		評審團特別獎	
《騙婚風暴》The	Charmer	/	米拉德·阿拉米
		(Milad	ALAMI)		/	丹麥

◆		觀眾票選奬	
《誰先愛上他的》	Dear	EX	/	徐譽庭、許智彥	/	臺灣

01

05

01	《十年台灣》世界首映映後座談
02		2018 國際新導演競賽頒獎典禮 - 得獎者合影

03		2018 國際新導演競賽入選影片《＃滑板少女》映後，
								滑板族影迷簇擁女主角 (Rachelle	Vinberg)
04			國際新導演競賽入選影片《討拍成癮的男人》映後，演員
								亞尼斯·達可普洛斯 (Yannis	DRAKOPOULOS) 與影迷合照
05			2018 國際新導演競賽 12 部入圍影片劇組代表

2018 台北電影節開幕片《范保德》放映，中山堂全場爆滿

39
台
北
電
影
節

38

2
0

1
8

	

台
北
市
文
化
基
金
會
年
報



03

01

01

04

06

05

07

創立至今 20 年的台北電影獎，為臺灣唯一針對專業影人所設立的電影競賽平台，期能
拔擢本土優秀影像創作者、鼓勵不同題材與表現形式，為國片開發各種可能性，是年
度臺灣電影人齊聚一堂的重要盛事，也是了解臺灣電影不能錯過的指標性競賽。今年
劇情長片、紀錄片、短片、動畫片四大類共有 311 部作品投件，共同角逐 18 個獎項。

2018 年台北電影獎的得獎作品，也代表臺灣闖進金馬獎與所有華語電影競爭，包括百
萬首獎《幸福路上》、最佳劇情長片《誰先愛上他的》、最佳紀錄片《我們的青春，
在台灣》、最佳攝影獎《小美》等，都在金馬獎取得佳績。

與法國南特三洲影展第 4 年合作的工作坊，每年精選
6 組提案，來自六國講師以 9 個月 3 階段的歷程，以
一對一個別指導方式針對劇本、國際合製、銷售與提
案技巧等面向進行專業訓練，增加新一代創作者的專
業知識、對國際的了解，進而促進合作可能，向國際
說出源自臺灣的故事。

【評審陣容】

婁燁 ( 主席 )、周強、關本良、杜汶澤、陳懷恩
馬修 (Matthieu	LACLAU)、陳玉勳、李耀華、李欣芸

【得獎名單】

台北電影獎
臺灣電影年度指標性競賽			推動國片不遺餘力

國際提案一對一工作坊
找到自己的故事			向國際發聲

◆	百萬首奬	《幸福路上》
◆	最佳劇情長片	《誰先愛上他的》
◆	最佳紀錄片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	最佳短片	《洞兩洞六》
◆	最佳動畫片	《幸福路上》、《霓虹》
◆	最佳導演獎	《范保德》蕭雅全
◆	最佳編劇奬	《血觀音》楊雅喆	
◆	最佳男主角奬	《誰先愛上他的》邱澤
◆	最佳女主角獎	《誰先愛上他的》謝盈萱
◆	最佳男配角獎	《角頭 2：王者再起》鄭人碩
◆	最佳女配角獎	《血觀音》文淇

◆	最佳新演員獎	《阿莉芙》舞炯恩
◆	最佳攝影獎	《小美》中島長雄
◆	最佳剪輯奬	《血觀音》陳俊宏
◆	最佳配樂奬		《范保德》雷光夏、侯志堅
◆	最佳美術設計奬	《范保德》黃文英、王誌成
◆	媒體推薦奬	《誰先愛上他的》
◆	觀眾票選奬	《幸福路上》
◆	楊士琪卓越貢獻奬			陳國富
◆	會外賽獎項─社會公義獎
		《水路 - 遠洋紀行》、《在雲裡》

【入選企劃】

提案名稱 導演 製片

熱帶與亞熱帶
For a Better Place 郭臻 王威人

邊界女孩
The Girl on the Border 黃丹琪 洪羽潔

愛，說謊
Love Lies 王品文 謝翔宇

莎莉
Sally 練建宏 曾曼盈

熱帶性憂鬱
Tropical Blue 侯季然 蔡宜庭

青春並不溫柔
Who'll Stop the Rain 蘇奕瑄 徐千淳

																	
04			歷屆台北電影節主席出席第 20 屆台北電影獎
								頒獎典禮，左起：侯孝賢、王童、張艾嘉、
								李烈、小野、李屏賓
05	【國際提案一對工作坊】公開提案演練會，
								侯季然導演提案
06	【國際提案一對工作坊】講師與學員合影
07【國際提案一對工作坊】公開提案演練會

第 20 屆台北電影獎頒獎典禮得獎者與評審大合照

02

01			第 20 屆台北電影獎最佳女主角獎	
						《誰先愛上他的》謝盈萱
02			第 20 屆台北電影獎最佳男主角獎
						《誰先愛上他的》邱澤
03			第 20 屆台北電影獎百萬首獎
						《幸福路上》導演宋欣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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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台北電影節首度舉辦「電影正發生」單元，邀請林強從無到有、現場為短片製作
配樂，除了被動的觀看電影之外，也試圖為觀眾開創更多影展經驗，透過直接接觸發展
中的作品，啟發更多的想像。2018 年將主題鎖定在虛擬實境 (VR)，規劃 4 個不同的節目
單元，邀請觀眾一起探索影像與科技的新發展。

特展─	顯影。破格而出：台北電影節 20印記
2018 年 6 月 8 日至 9 月 30 日在剝皮寮歷史街區開展。除了回顧台
北電影節以「獨立創作」精神一路走來的歷史，更首度公開展出上
百件經典電影作品的創作手稿與文物，與眾多臺灣電影工作者的創
作故事與歷程。邀請影迷們一同回首臺灣電影這20年來的璀璨記憶。

紀念專書─一瞬二十
回到 1998 年，從臺灣電影的谷底時期，探勘並梳整 20 年來的沿革
與意義，同時描繪電影創作與當下時空的文化景觀、社會氛圍，將
台北電影節與台北電影獎入選、得獎的創作者嵌入臺灣影視環境和
文化政策的脈絡，揭露彼此滋養、傷害又相濡以沫的複雜關係。

戶外放映─ MRTaipei 電影院
2018 年台北電影節 20 週年，展前活動規劃深入各個不同領域，增
加與觀眾互動機會，創造亮點話題引起注目，本次與臺北捷運合作，
以一日遊臺北概念出發，依不同站點規劃符合居民形態、特色創意、
話題性電影，推廣電影並同時宣傳台北電影節即將開跑。

講座─正在拍片的我：2018 台灣電影人
台北電影節是許多臺灣導演首次參與的影展，更是率先曝光作品的
平台。今年除了作品的放映，結合「明日．台灣」及「台北電影獎」
兩單元，台北電影節首度舉辦「正在拍片的我」講座。邀請觀眾近
距離認識臺灣導演，透過聆聽他們創作面對的挑戰與刺激，了解年
輕創作者的想法，延伸探索臺灣電影的可能性與未來。

李鼎 /《烏鴉燒》導演
感謝台北電影節願意讓電視電影有機會在大銀幕呈現。真的很感謝
台北電影節的安排，還有支持電影的贊助商。

徐譽庭 /《誰先愛上他的》導演
謝謝台北電影節。整個過程細膩又精彩的策劃、所有工作人員的專
業敬業，超級超級感人！

曹源峰 /	資深混音師，2012 年卓越貢獻獎得主
20 歲的台北電影節歷經成年禮後，正式邁向新世代的願景，北影
加油，年年更好。

王逸帆 /《洞兩洞六》導演
我覺得不論大小事情，影展單位都照顧得非常妥善、周全，讓入圍
劇組有種備受關愛的感覺。事實上，這次應該是我目前參加過的臺
灣影展之中，讓人覺得最有誠意也最溫暖的一次。

江偉華 /《街頭》導演
第一次以入選者參加北影，過程很開心也很享受。印象最深的，是
你們團隊的每一位夥伴，都相當親切且用心，感覺像是早已認識許
久，對電影同樣抱持熱誠的朋友。以一個規模不算小的影展來說，
感到有些意外且難得。

查理．伯恩斯 (Charlie	BIRNS)/《愛人孕事》導演
參加台北電影節是非常美好的經驗。接待服務超群，放映、VR 單
元以及論壇都展現極高的水準。謝謝你們！我出席的放映場次品質
優良，甚至提升了放映效果。

蘇荷．瑞加納德 (Soho	REZANEJAD)/《騙婚風暴》女主角
謝謝在我參訪台北電影節期間照顧我的每個人。我非常感謝有機會
來到臺北，接待服務以及每個工作人員都非常溫暖，我絕對不會忘
記這次的體驗！《騙婚風暴》劇組非常高興能夠得到國際新導演競
賽評審團特別獎，也想感謝每一位評審。

蓋爾．葛林斯潘 (Gal	GREENSPAN)/《鷹架上的春風》製片
台北電影節非常有組織，不像其他影展要自己處理自己。我想要謝
謝台北電影節團隊，也謝謝接待服務。台北電影節真的是一個很特
別、傑出的影展！我想把整個影展還有觀眾都打包帶走！感謝工作
人員的努力付出，讓我可以來臺北參加影展、放映我們的影片。

索拉育．帕巴潘 (Sorayos	PRAPAPAN)/ 泰國導演
可以跟一群來自東南亞的創作者們一起在臺北真的超級好玩，希望
能夠再來參加台北電影節。謝謝。

喬吉歐．費雷洛 (Giorgio	FERRERO)/《美麗世，殘破事》導演
謝謝台北電影節肯定我們有點瘋狂的電影作品。放映品質尤其聲音
表現極度優良。台北電影節團隊非常棒，選片精彩，能夠參加台北
電影節以及認識其他導演是我們的榮幸。我們認識了非常有才華的
人，也交到很多有趣的朋友。

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
謝謝你們的團隊呈現如此精彩的活動，我們很高興能參與並且與台
北電影節再次地合作。期盼在來年的節目與活動中看到更多加拿大
作品以及加拿大影人參與。

蘇珊．高登雪肯 (Susan	GORDANSHEKAN)/《新婚躲貓貓》導演
台北電影節是一個運作非常有組織的影展，不論任何一件小事情，
工作人員都不會漏掉。謝謝你們的接待，我在臺北非常開心，會告
訴我的朋友們關於台北電影節的美好經驗，整體而言非常完美。

富名哲也 /《接近無限思念的藍》導演
謝謝台北電影節選我的片！不然沒有機會得知觀眾們的想法。

VR 感官全浸界
邀請國際重要影展獲獎的 14 支作品，呈現敘事類 VR 影片的最新發展，並以 VR 獨特的沉
浸式體驗及互動技術，邀請觀眾感受及思考全新的觀影經驗

VR 靜態展
透過靜態資料、幕後花絮及實作和現場試看，梳理虛擬實境技術的演變歷程及核心概念，
與觀眾溝通 VR 獨特的脈絡與相關知識。

VR 現場
藉由工作坊、案例分析與 6 組黑客松團隊現場創作為實驗場的開端，吸引各界來實踐、
摸索與VR相關的創作、藝術及科技的各個發展面向，重新認識、開發VR的定義與可能性。

VR 講座
經由講座及論壇，聽取加拿大、法國、澳洲重要 VR 製片公司及決策者對 VR 現況分析及
未來的預測，給予產、官、學實際的發展藍圖，激勵線上及潛在創作者投入 VR 製作，並
提供創投相關業者認識 VR 電影產業的發展現況與未來藍圖。

電影正發生
四階段深入 VR 影像與科技的新發展

特別企劃
一網打盡台北電影節的精彩

參與者的話
【國內影人回饋】

【國際影人回饋】

01

02

05

06

03

04

01			VR 影片放映現場
02			座談：VR 我說了算 -	VR 的未來是獨家
								科技或是一起向前的知識共享社群？
03			互動式 VR 影片體驗
04	【VR 現場】特別舉辦為期 3 天的 VR 黑客松
05	【顯影。破格而出：台北電影節 20 印記】
								開展當晚，舉行《海角七號》10 週年
								經典戶外放映
06			MRTaipei 電影院在捷運松山站跨夜放映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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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剝皮寮 - 健身操暨湯圓辦桌演唱會

Bopiliao
Historic
Block
剝 皮 寮 歷 史 街 區

中秋玩藝節 - 陳錫煌師傅與文劇坊

2017台北電影節進駐剝皮寮歷史街區之後，逐漸以「歷史」、「藝文」、「電

影」三個符號塑造「剝皮寮」的新風貌。

台北電影節透過這個空間，把展映活動轉化成交流、教育的能量，在剝皮寮

開始常態扎根成為新的文化定義和活動力道，同時以剝皮寮為中心輻射的西

區歷史透過導覽及主題展覽把故事說得更完整。期待磁吸更多具當代性的藝

文活動在剝皮寮發生。

當剝皮寮透過新的概念行銷，以及電影藝文能量的注入，我們能有更多的新

穎故事、活動，能和社區一起分享，重新詮釋社區與剝皮寮的共生關係，書

寫在舊街區屬於這一代、新的社區成長記憶。

舊味新潮  剝皮寮歷史街區的新風貌

剝皮寮近 300 年歷史的街區，擁有臺北市其他地方不易見到的街道尺度與樣貌，透過《夢．行西城》一整年的
特展，以淡水河的印象貫穿，呈現出萬華、臺北西區厚實的文史肌理，並透過文物原件及再現之展示，娓娓道
出西城歷經數百年的開發史，並結合剝皮寮歷史街區觸發人們思古幽情的氛圍，帶領遊客了解臺北市開發歷史
的源起，透過藝術、文化資產及觀光的能量展現出臺北城樣貌。

古老的街區從地理位置、建築風貌、人文軼事都有許多故事可以說，街區設置中英文導覽 QR	Code，提供海內外
遊客了解在地歷史，並依節氣慶典舉辦各項活動，新春年假期間《穿越剝皮寮》以扮裝遊行活動為主，穿插武術

與雜技演出，為在地商家與遊客帶來過年熱鬧的氣息；《中秋玩藝節》漢霖民俗說唱藝術團進行四周
場精彩相聲表演、文劇坊除了請來掌中戲大師陳錫煌師傅親自演出之外，更有戲偶的長期展覽以及掌
中戲講座與工作坊；《冬至剝皮寮	城事生活節》則是本年度最大型的自辦活動，分成《城事誰人知
─文化講堂》、《迺艋舺─文化導覽》、《好好過生活 -20個品牌展覽》，更有《奉茶聽講古》、《湯
圓辦桌演唱會》兩大精彩的表演活動。節慶活動希望在剝皮寮的歷史氛圍中，體驗萬華，思考生活。

剝皮寮大廣場除了提供免費的展演空間給藝文團體舉辦活動，民俗活動青山宮繞境時，也提供在地
文化發展的空間，廣場也是老松國小社團成果展現的表演場，樂齡陶笛隊與小學笛子隊、鼓隊會選
在周末與大家分享他們的精彩樂章。文化發生在人們的生活中，推廣歷史文化的同時，剝皮寮也與
當代的在地文化繼續滋長。

人文歷史展示之策劃及推展

冬至剝皮寮 - 秀卿老師奉茶講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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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展覽與演出讓剝皮寮老街呈現不同的風貌。4 月開始有來自各高中及大學生的畢業展，讓街區充滿了
年輕有活力的創作，夏天的台北兒童藝術節以及緊接著藝穗節，將老街換成兒童與年輕人的遊藝創意空間，其
他的還有動態的街舞比賽、靜態的攝影比賽、繪畫比賽，甚至還有現在最流行的小型無人機比賽以及VR展出，
年末亦有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這樣的社團大型成果展。剝皮寮更是提供理念傳達與發聲的空間，台灣
失智症協會舉辦的《2018 國際失智症月》、人生百味《貧窮人的台北》、兒福聯盟《只要有愛，我們就是一
家人》、挺挺網絡《愛上米克斯》，都在剝皮寮展出了他們的社會關懷與理念。

透過在地社造團體與商家如萬華社區小學、夢想城鄉、萬華社區大學合作，邀請「培根市集」、「艋舺城市博
物館」於剝皮寮展出；與鄉土教育中心合作《本土文化體驗營》為國小兒童提供暑期夏令營，剝皮寮歷史街區
注重在地發聲與社區連結，更期待未來可以為地方發展帶來更多交流與成長。

剝皮寮歷史街區在電影推廣的部份，除了提供影像拍攝的場景以及前製作
業的工作空間之外，更致力於觀眾與創作者的互動。期待能匯集年輕創作
能量，構築電影與藝文聚落，2018 年光是《剝剝看電影》放映活動就舉
辦了40場以上，其中也包含導演講座以及台北電影節20周年的系列活動。

針對台北電影節 20 週年，主要策畫特展《顯影。破格而出：台北電影節
20 印記》，回溯這 20 年來臺灣電影的脈絡，收錄了和台北電影節有關係
的導演們在創作歷程中最私密、最珍藏的東西，觀眾和遊客可以透過這些
看到電影工作者的創作核心。展覽分為「片格之間」、「時光印記」及「創
作獨白」三大區域，帶領電影愛好者窺探台北電影節的歷史回顧和「獨立
創作」的精神，而這次展覽最引人入勝的亮點，就是經典動畫《魔法阿媽》、《幸福路上》，以及賣座電影《海
角七號》的創作手稿與文物，將眾多臺灣電影工作者創作過程的點點滴滴完整呈現。

除了鼓勵本土電影創作，透過在剝皮寮歷史街的展覽，為古蹟帶來新意象。其他影展合作的展出還有歐洲影展、
社會公義影展、迷你城市影展的放映講座、民族誌影展、高雄電影節「VR	FILM	LAB」臺北場的展演與講座。

剝皮寮特別舉辦《童心看世界》活動，嘗試孩童影像教育，透過創作短片的放映與創作者對談，讓孩童學習如
何觀察及解構影像，探索創作主題，以及如何討論並分享自己的感想。

歷史的空間持續散發新的能量

電影藝術教育推廣等文化教育

高雄電影節「VR	FILM	LAB」講座

愛上米克斯 - 大量發生中	展覽

01

02

03 04

03			剝皮寮導覽活動
04			夢想城鄉 - 社區營造

01	《顯影。破格而出：台北電影節 20 印記	》
								特展海角七號導演魏德聖與演員們
02			剝剝看電影《血觀音》導演楊雅吉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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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雙城故事》劇組在北門廣場前執行封街拍攝，劇組將現場陳設成塞車的畫面

電視劇《魂囚西門》劇組將國立臺灣博物館當作法院場景，拍攝劇中
心裡醫生魏松言 ( 蕭敬騰飾 ) 從法院出來後被記者包圍的劇情

	2018 年是影委會承先啟後邁向開創的一年，為活絡臺灣影視產業，首次啟動

【國際影視攝製投資計畫】透過政府投入資金挹注產業提升競爭力。【第一

屆台北影視音創投會】則提供配樂、劇本創作人才與製作方對接的媒合平台，

吸引國內外優秀人才踴躍參與，共促成近 250 場會談。協拍電子化啟用更提

供劇組零時差的優質服務，一同營造友善拍攝環境。

培育影壇新星如【拍台北】電影劇本、【MOD 微電影暨金片子創作大賽】等

徵件活動，讓創作能量被看見。【台北電影學院】首次與華特迪士尼公司合

作開設動畫講座吸引爆滿人潮，持續為臺灣影視產業向下扎根向上結果，與

國際影壇潮流接軌。

10 年之後  投資夢想  開創新局

協助影視拍攝為本會成立的重要目標之一，透過單一窗口服務，積極將
臺北市打造成國際友善拍片城市。2018 年協拍 810 部影片 ( 含跨國協拍
119 部 )，較 2017 年 798 部增加 12 部，協助各項申請項目共計 2,273
個，且跨國協拍案件漸趨多元豐富，顯見臺北市已成為國際知名的拍攝
城市。

推動 810 部影視協拍			打造友善拍攝城市

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借用中山堂光復廳拍攝，導演
林君陽(右二)與男主角李赦律師(吳慷仁飾右一)討論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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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迎接李安導演《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日本導演三池崇史《十億追殺令》、吳宇森導演《太平輪》、法國
盧貝松導演《LUCY》以及美國馬丁史柯西斯導演《沈默》等跨國鉅作接連到訪臺北市後，本會已走過 10 個年
頭，在這些國際知名大導與臺灣專業的影視從業人員努力合作下得以激盪出精彩的作品，每每留下深刻而動人
的經典畫面，讓臺北之美再次展現在世人眼前，同時告訴大家我們準備好了，歡迎拍臺北！

2018年值得注意的為美、日來臺取景拍攝之劇情片，節目類型提升，如Netflix 平台播映之網路劇《罪夢者》、
《極道千金》、《虎尾 TigerTail》，與 HBO 合作的《用九柑仔店》、《獵夢特工》、《腦波小姐》、《通靈
少女2》，日本節目《TBS音樂之日》、《阿Q冒險中》、《異鄉的車站前食堂》，尤其Netflix在 190個國家、
HBO 在約 151 個國家播放，有助於將臺灣美景透過鏡頭傳達到全世界，吸引全球目光。

歷年協拍總量達 5,266 部，2018 年協拍影片 810 部，跨國合作影片 119 部：

10 年光陰			造就無數經典畫面的瞬間

類    別 協拍數量 說    明

電影 51
《失路人》、《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傻傻愛你傻傻愛我》、《人面魚：紅衣小女孩外傳》、
《破處》、《雷嘉朵少女》、《練愛》、《給我愛	the	teacher》、《第九分局》、《瘋狂電視台瘋電影》、
《叱吒風雲》、《大三元》、《聖人大盜》、《可不可以你也剛好喜歡我》等。

電視劇 85
《魂囚西門》、《第一響槍》、《派遣死神》、《薛丁格的貓》、《我們與惡的距離》、《無法辯護》、
《小貓熊胖達的奇幻冒險》、《第四名被害者》、《傀儡花》、《完美正義》、《最佳利益》、
《月印》、《遺失的二分之一》、《王牌記者》、《艾蜜麗的五件事》、《無聲練習曲》等。

紀錄片 10 《同志紀錄片 - 當陽光照耀前》、《看不見的台灣》、《郭雪湖紀錄片》等。

短片 176 《肇事者逃逸》、《偷帳號》、《隧道》、《他們在島嶼朗讀_楊牧》、《第二樂章》、《中選者》、
《掉人》、《2019 台北文學季》、《調色盤》等。

廣告 311
《聯邦銀行形象廣告》、《萊爾富時尚雨衣廣告》、《Garena	形象廣告》、《7-11	city	cafe》、
《喬山按摩椅	人生電影院》、《大金空調 - 不完美爸媽篇》、《kotex- 草本篇》、
《麒麟啤酒 - 熱愛篇》、《公視 20 看見更好的未來》、《台銀人壽廣告 - 真心話最好》、
《2018 台灣汽車高峰會 - 自駕車介紹影片》等。

MV 106
《盧廣仲 - 幾分之幾》、《韋禮安 - 不需要知道》、《徐佳瑩 - 到此為止》、
《魔幻力量 - 愛過你有多久就有多痛》、《周杰倫 - 不愛拉倒》、《江美琪 - 三明治女孩》、
《吳卓源 -l	need	you	now》、《李英宏 feat. 萬芳 - 愛上你》、《HUSH- 不詳的預感》等。

其他 71 《現在宅知道 - 宅餐車》、《在台灣的故事 - 北投溫泉採硫磺》、《呦呦自在楊英風》、
《角頭外傳》、《國民漢字須知》、《運動練習生》、《臨異街 11 號》、《勞動之歌》等。

跨國合作 119
電影《一吻定情》、《亡命之途》、《繩角》、《鹿沼》、《超級碼力》、《旅途愉快》、《灼人秘密》等；
電視劇《通靈少女 2》、《獵夢特工》、《你那邊怎樣 / 我這邊還 OK》等；網劇《罪夢者》、
《虎尾 TigerTail》、《緣份 ‧ 黑天鵝》、《喜歡你時風好甜》等。

電影《瘋狂電視台瘋電影》於敦化南路一段 233 巷拍攝，本場次因參與臨演與工作人員眾多，
並使用大型搖臂及申請道路管制拍攝，有賴地方里長與民眾的支持，才能順利拍攝完成

日本電視節目《TBS 音樂之日》節目進行到傍晚，故宮主題建築華燈初上，搭配歌曲既浪漫又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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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供劇組更完善便捷的協拍服務，本會新增 360 度環景照之場景簿頁面，提供劇組身歷其境的勘景體驗，同
時也新增更詳細的場地規定及申請辦法，並讓勘景與申請相互連結，一鍵便利處理。以及規劃建置協拍申請電
子化服務，7月1日正式上線，2018年一共有107間製作公司登記註冊，158個申請項目透過電子化提出申請，
希望達到簡化行政流程，加速協拍申請作業。為貼近影視音界的實務需求，未來亦將規劃協拍申請整合電子印
章朝向無紙化，打造兼具便利性與即時性的申請流程，以期提供劇組無疆界、零時差的協拍服務，營造更友善
的拍攝環境。

本會提供合作行銷資源協助國片宣傳，包含捷運燈箱廣告、月台 TV、公車車體及候車亭廣告、全臺全家便利
商店及麥當勞餐廳電子看版等多元宣傳管道，節省國片行銷預算並帶動票房成長。2018 年本會合作行銷宣傳
共 26 部影視作品，累積全臺總票房突破 6 億 3 千萬元，相較去年成長 23%，多樣類型影片叫好叫座。

《角頭 2：王者再起》於年初春節檔期上映即開出票房紅盤，獲得廣大觀眾迴響，口碑更勝前作。《比悲傷更
悲傷的故事》由劉以豪、陳意涵、張書豪等人主演的愛情電影，改編自韓國電影《最悲傷的故事》，延續原版
的淒美愛情元素，上映以來引起影迷熱烈討論，催淚狂賣 2.2 億票房，榮登 2018 年國片票房冠軍。《紅盒子》
與《疾風魅影 - 黑貓中隊》則為兩部向臺灣平民英雄致敬的紀錄片。《人面魚：紅衣小女孩外傳》與《粽邪》
將臺灣鄉野怪談及恐怖習俗搬上大銀幕，再度掀起話題熱潮，亦有不俗票房。《誰先愛上他的》，由知名編劇
徐譽庭聯手新銳導演許智彥共同執導，並由邱澤及謝盈萱擔綱男女主角演出臺灣少見的同志三角家庭喜劇，本
片一舉拿下「第二十屆台北電影節」4 項大獎，而後又獲 11 月金馬獎 8 項提名，女主角謝盈萱更榮獲本屆金
馬獎影后。

協拍申請電子化			線上 E 化大躍進

多元合作行銷宣傳國片			帶動國片票房成長

電影《紅盒子》特映會，貴賓們與滿場觀眾合影

2018 年電影協助共 51 部，比起 2017 年度成長了 13 部之多，顯見臺灣市場對本土產製的國片信心提升，投資
多部類型片的創作，今年的類型片大放異彩，有恐怖片票房保證的電影《人面魚：紅衣小女孩外傳》，電影《大
三元》是臺灣近二十年首部麻將賀歲片，由全民大劇團同名舞台劇改編的電影《瘋狂電視台瘋電影》，演員藍
正龍演而優則導的第一部電影《傻傻愛你傻傻愛我》主題更是臺灣影壇少
見以罕見疾病「唐氏症」為主題，為臺灣影壇創造更多元化的影片類型。

臺灣製作公司今年針對本地人、事、時、地、物之劇本開發，有改編自詩
人賴和生平的《日據時期的十種生存法則》，以及以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為
基底的《返校》、《瘋狂馬克思》，也有改編自前總統李登輝生平的電影
《幻術》、《國際橋牌社》，皆來自臺灣本地發生的故事，這表示製作公
司與投資公司皆認同本土 IP 也能夠在票房與收視上獲得不錯的收益。

臺灣影視多樣類型百花齊放

01

01		電影《人面魚：紅衣小女孩外傳》劇組將中山堂光復廳當成音樂發表會，
							這場戲發了上百名臨演學生，場面浩大
02		與中華民國廣播電視節目製作商業同業公會交流座談

為健全影視產業發展，分別於 3 月 9 日及 5 月 22 日與「中華民國
廣播電視節目製作商業同業公會」及「台北市電影戲劇業職業工
會」舉行座談交流會，2 場次約 80 位業界相關人士出席，會中說
明並討論臺北市的影視拍攝政策、兩岸交流合作等議題外，同時
宣導北投影視音園區及內湖影視音產業園區的措施計畫，讓臺北
市成為臺灣創作與製作重要的基地，透過 2 次交流會議的雙向交
流，了解基層從業影視人員之需求，作為公部門等單位政策制定
參考，一同為健全影視環境努力。

影視產業公協會座談			推動健全影視環境

02

電影《大三元》此場景是本部電影的重頭戲，劇組特別在林安泰古厝費心陳設整整 2 天時間，力求完美呈現劇中古早氛圍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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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短片競賽的【金片子】活動，今年再度與中華電信合辦【MOD 微電影暨金片子創作大賽】，邀請演技、形
象俱佳的新銳演員 ( 曾以《最後的詩句》獲得第 52 屆金鐘獎「迷你劇集 / 電視電影女主角獎」) ─温貞菱擔任
活動代言人，本屆「社會組」、「校園組」與「金片子組」3 組的參賽作品收件達 316 件，除了今年賽事總獎
金增加到近 432 萬外，更首次將得獎影展擴大辦理為入圍影展，於 11 月 3 日在光點華山電影館舉辦，結合影
片放映及映後座談，邀請入圍劇組與觀眾分享創作理念與心得，現場氣氛熱烈；並於 11 月 27 日頒獎典禮現場
公布得獎名單，最終由《紐約下雪了》榮獲百萬首獎與最佳女演員 2 項大獎，《世界之王》則奪下百萬「中華
電信合作獎」，而在獎金、獎項與規模都較先前擴增下，把本會結合影視產業資源培育人才的效益，發揮到極致。

參加國際各大影展及市場展，設立攤位推廣臺北市影視人才、宣傳本會國際投資辦法及臺北市景點協拍服務，
並與國際影視組織洽談合作。包括 3 月香港國際影視展，與多國電影委員會及影視公司洽談國際合作案。5 月
坎城電影市場展辦理「台北市國際合製影視投資起跑酒會」，向國際影人預告最新的國際影視投資辦法，吸
引逾百位國際導演、製片、策展人、國際媒體等共襄盛舉。6 月上海電影節期間，積極主動約談入圍上海影視
創投的潛力項目，積極推廣本會新推出之【國際影視攝製投資計
畫】，並出席上海電影節主辦之合拍片相關論壇活動。10 月初釜
山影展暨亞洲電影市場展及亞洲影視媒合會議期間，本會饒總監
獲選為亞洲電影委員會副主席。10 月底東京國際電影節暨日本內
容市場展，與札幌電影委員會洽談，促成本會投資之電影赴日拍
攝。11 月美國電影市場展期間則辦理【拍台北】記者會，宣傳本
會投資辦法及國際合拍成果。

參與國際電影市場展			吸引國際合拍案並宣傳臺北市拍攝之國片

【金片子】短片競賽活動與【拍台北】電影劇本徵選
替國內影壇添新血

2018【第一屆台北影視音創投會】為臺灣首見結合影視配樂與劇本創作的媒合平台，自公佈創投會消息後，湧入
近 200 名創作者報名，其中不乏來自英國、法國、美國的人才及業界知名人士參與，包含金鐘獎最佳音效得主盧
律銘、曾為入圍奧斯卡最佳紀錄片配樂的 Jérôme	Chassagnard、《通靈少女》配樂共同創作者楊琬茜及許多橫
跨電影、電視、廣告與遊戲等優秀配樂創作者；劇本創作者則有金鐘獎最佳電視電影得主施立、電影《101 次求
婚》片頭導演查迪奇(Dicky	Chalmers)、電影《共犯》編劇及原作烏奴奴與夏佩爾、《天黑請閉眼》編劇傅凱羚等，
經業界專業人士評選後遴選出 20 名配樂創作者、22 名劇本創作者，於 5 月 29 日及 5 月 30 日假松山文創園區舉
行創投會，並有索尼 (SONY) 影視娛樂、愛奇藝、鏡文學等 46 家影視公司共同參與，2 天活動促成近 250 場的創
投會談，並吸引眾多媒體報導，期盼媒合更多影視音樂人才，拓展臺灣影視產業國際競爭力及市場。

2018【第一屆台北影視音創投會】
挖掘劇本及音樂新興人才與影視產業鏈接軌

2018 第一屆台北影視音創投會，參與創作者、製作公司與現場貴賓大合照

01

03

本會饒紫娟總監於釜山國際電影節參展期間獲選亞洲電影委員會副主席

01			2018	MOD 微電影暨金片子創作大賽頒獎典禮，貴賓與得獎者大合照
02			第十屆【拍台北】電影劇本徵選決審會議評審委員合照
03			於香港國際影視展設立攤位，推廣國際投資辦法及國際合拍成果

至於【拍台北】電影劇本徵選活動今年正式邁入 10 年，多年來已催
生出不少影視作品，亦挖掘出不少優秀的編劇人才，2018 年第十屆
【拍台北】參賽作品共有 60 件，其中不乏專業或線上的編劇好手，
加上具有律師、醫師專業背景的編劇投稿，使劇本內容更能深刻描繪
職人細節，並於11月30日舉辦「拍台北電影劇本得獎人交流茶會」，
邀請本屆評審與得獎者分享在業界的寶貴經驗和對本屆得獎作品的
看法。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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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台北電影學院】包括「編劇講座」、「編劇工作坊」、「國
際動畫特效講座」、「國際製片工作坊」、「好萊塢製片講座」
及「迪士尼動畫講座」六大課程，並邀請來自 9 個國家的名師，
包括金鐘獎最佳編劇吳洛纓、美國編劇協會成員莉希雅．維拉洛
沃絲、法國知名特效公司BUF視覺特效總監奧利維耶．科維、《犬
之島》首席動畫師安東尼．埃爾沃希、亞洲電影大獎最佳視覺
效果得主石井教雄、國際影展策展顧問及評審許維文、Storytek	
Accelerator 創辦人史丹 - 克利斯丁·薩路費、前 ARRI	Media 創意
總監沃夫·博瑟、美國製片協會新媒體委員會主席約翰·坎寧、Signal	Pictures 創意總監金亨駿、鼎禛國際律師
事務所所長吳柏宏、好萊塢革命工作室 (Revolution	Studios) 執行長文斯 ‧ 托提諾、李鼎傳媒創辦人李威達及
首度來臺的迪士尼場景藝術總監馬提亞斯·萊希納，精彩課程吸引共 1,550 人次參與，透過多元豐富的影視實
務課程，為臺灣影人搭築與國際接軌之橋梁，拓展臺灣影人之國際視野，藉以提升臺灣電影產業之國際能見度
與作品品質，培育下一代臺灣電影人才。

2018【台北電影學院】名師薈萃			培育專業影視人才 為鼓勵國際影視攝製團隊在臺北市攝製影視作品，行銷臺北城市意象，由影視補助資源轉為補助型投資為呼應
目前影視產業現況所帶來的趨勢，除可擴大市府補助效益外，亦可靈活選擇投資，更符合行銷城市潛力之案件，
希望藉由投資效應行銷當地文化、帶動城市商機與文化觀光效益。

本會今年首次辦理【國際影視攝製投資計畫】，即在國際影展參展及創投會期間戮力宣傳本計畫，期透過每年
3,000 萬資金吸引更多國際優秀團隊前來臺北市取景拍攝，首次徵件自 9 月 18 日起至 10 月 29 日在短短 42 天
的徵件期，總計來自荷蘭、法國、德國、奧地利、新加坡、香港等 8 件跨國合製投資提案申請，經投資審議評
選出 5 個投資案件：包含新加坡 HBO	Asia 投資科幻影集《獵夢特工》、曾獲金馬獎最佳影片、最佳新導演、
最佳劇本等大獎的陳哲藝導演新作《熱帶雨》等。

期許透過本會所累積過去 10 年與國內外知名導演、製片人及投資者緊密的合作關係，藉由投入政府資金挹注影
視產業扮演投資領頭羊，每年吸引更多投資團隊與機構投資臺灣，同時吸引國內投資機構參與影視投資，帶動
影視產業投資規模與獲利，亦可替臺灣影視產業拓展更大國際市場，讓「國際資金走進來，臺灣電影走出去 !」

投資影視			國際資金走進來			臺灣電影走出去

台北 + 舊金山影視合拍簽約交流會與會貴賓大合照

2017 年本會與舊金山電影委員會攜手促成 Netflix 首部臺灣原創影集《雙城故事》於兩地的拍攝，為強化本會
與舊金山電影委員會合拍片互惠合作關係，5 月特別邀請該委員會主席王雋懿 (Villy	Wang) 來臺簽署合作備忘
錄，藉由本次簽約儀式，宣布未來雙方合拍互惠策略及各項優惠措施，提供臺灣影人進軍美國影視重鎮的契機，
進一步拓展國片的國際市場。6 月安排紐西蘭影人與臺灣影視產
業人士進行交流茶會及餐會，增進雙方產業界的合作共識，並推
廣拍攝場景和觀光，以開拓國際影視市場，並宣傳本會國際影視
攝製投資方案。8 月與大阪電影委員會簽署合作備忘錄，增加臺
日合拍機會，吸引日本劇組來臺拍攝，讓臺灣劇組赴日拍攝更為
便利。在 12 月的臺北上海城市論壇期間，也與上海市廣播影視製
作業行業協會簽署交流合作備忘錄，期待能以雙方影視資源優勢，
建立互利共贏的合作關係。

與各國電影委員會簽約結盟			提供臺灣影人打入國際影壇契機

01

02

2018 台北電影學院 - 迪士尼動畫講座，特邀迪士尼場景藝術總監
馬提亞斯 ‧ 萊希納 (Matthias	Lechner) 來臺授課，吸引滿場學員熱情參與

01			電視劇《雙城故事》導演葉天倫與女主角陳怡蓉 ( 桌前 ) 及劇組
								工作人員於博愛路拜拜祈求拍攝順利
02			2018 台北電影學院 - 國際製片工作坊，講師群與學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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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MEDIA  
SCHOOL
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

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 (Taipei	Media	School	以下簡稱	TMS) 是本會與臺

北市政府文化局合作，經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立案，培養高中階段的影音技術

人才。自 2016 年成立之初，一切都是全新的實驗與挑戰，除嘗試各種結合

影音特色的課程設計，並與實驗教育團體、影視產業各界交流，我們從學生

們各種適應與否，快樂與否的反應中，逐步摸索教育方向。TMS 至 2018 年

9 月有 86 位學生和 13 位專任老師。

隱身於寶藏巖民宅中的「學校」
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

2018 年 2 月 26 日市長參訪 TMS，三藝術大學簽備忘錄

展演製作成果展《對生活的一些小小想法》- 劇本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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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課程設計			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
TMS 的課程規劃以累積學生直接知識為主，強調實證
主義並培養學生的後設認知。課程是由下而上有機地
的長出來，由專任教師提出，經教學團隊共同討論後，
再徵詢學生和家長代表意見後實施，不受國家課綱的
限制。一學期分兩學季，有效運用假期，為與影音產
業同步及反應學生學習狀況，每季微調業界講師、每
學期開設新課、每學年重新盤整課程。

培養自主學習能力			拓展參與實作的機會
TMS 把一個學期拆成兩個學季，並把長假分配在春、
夏、秋、冬四個學季之間，假期長度 1 至 4 週，每個
學季不超過 10 週的課程。除了規劃「影像」、「博
雅」、「音樂」、「國際行動力」相關課程，另一特
色課程為「留白課程」，鼓勵學生利用空白課程自主
學習或籌組社團，讓師生有更多共同實作的機會，協
助學生探索其專長。目前合作單位包含中華電視公
司、公共電視、台北電影節、故事工廠和金穗獎等，
提供 TMS 學生參與業界實作機會。

特別的是今年 2 月到 3 月甄選出 3 名高二的同學前往
荷蘭阿姆斯特丹參與 CinemAsia 電影節工作坊擔任調
光混音實習生、藝術總監特別助理。

學習成果發表
1 月的成果展《眾》，由第二屆學生以平面攝影、自
拍、寫信馬拉松等方式呈現出多元的學習成果。前來
參觀的貴賓包括前文化局長鍾永豐、國立臺北藝術大
學陳愷璜校長都肯定學生在加入 TMS 一個學期後就
有如此傑出的表現。

歷經展演製作課及培訓後，TMS 學生 6 月於松山文創
園區以《對生活的一些小小想法》為題進行發表，在
業師的指導下，從改編劇本、演出、搭台到燈光和音
效皆由學生合作完成。6 月於表演 36 房永安藝文館演
出原創英語音樂劇《The	Agent》，展現 TMS 學生的
國際移動力和舞台燈光及音效的實作能力。

與三所國立藝術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
2016 年與國立宜蘭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後，2017 年
共增加與韓國、日本和臺灣的 3 所影視音專業大學簽
署，今年 2 月在柯文哲市長的見證下，新增與國立臺
北藝術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和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簽署合作備忘錄，為學生爭取更多學習資源，拓展學
生未來升學進路。

合作內容以學術研究、教學交流和申請輔導三大方向
作為本次簽約重點：

	學術研究：同意與 TMS 合作辦理實驗教育相關學
術研討會，從事相關專題研究項目，並媒合教師協助
TMS 學生展開各類有關於實驗教育的專題學習。

	教學交流：教師可開設創新教學實驗課程給 TMS
學生修習，或與 TMS 合作辦理有關實驗教育各類營
隊活動或學術講座，並鼓勵學生雙向交流。

	申請輔導：同意規劃與本校有關的實驗教育實施方
案、課程體驗與模擬面試等活動，或至 TMS 校區介
紹且提供 TMS 學生參與，另提供諮詢申請或相關事
宜之協助。

與荷蘭亞洲電影節及當地藝術學校交流
TMS 教育主軸向來強調國際移動力，這項合作除了對
提升本校教育內容有相當助益外，對正值學習力旺盛
的青少年來說，亦是難得機會。TMS	2017 年底透過
遠距視訊甄選出 3 名高二學生，其中 2 位於 2018 年
2 月間前往荷蘭阿姆斯特丹參與電影節工作坊，擔任
調光混音實習生 1 個月，並協助推動影展各式活動。
另一位則在 3 月影展舉辦期間擔任藝術總監特別助
理，協助其工作順利進行。
	
TMS 另派 2 名教師於影展期間前往荷蘭，了解 TMS
學生們於影展期間的實習狀況及生活起居，並參訪
IVKO 荷蘭藝術中學、會見阿姆斯特丹藝術大學電影學
院院長洽談未來合作機會等。

與香港兆基創意書院交流
TMS 全校師生於 2018 年 4 月前往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HKSC) 進行 4 天的行動學習。HKSC 是香港一間直資
學校，也是也是香港第一所以研習藝術、設計、文化
為主的高中學校，由 HKSC 的高中同學帶著 TMS 的
同學前往香港的老街區，如九龍、旺角、中環等地體
驗，透過交流 TMS 同學們了解當地的生活點滴，積
極認識不同背景成長背景的學生，並與書院同學交朋
友。

課程特色 交流合作

01

02

03

1

2

3

05

04

01			成果展《眾》- 觀眾看展情形
02			展演製作成果展《對生活的一些小小想法》- 行政組討論狀況
03			英語音樂劇《The	Agent》- 演出情形
04			荷蘭 CinemAsia 實習、IVKO 參訪 - 合影留念
05			TMS 與香港兆基創意書院交流活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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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電影夏令營
TMS 連續 2 年舉辦國高中生影像培訓營隊的經驗，加
上平日推動影視音實驗教育的觀察發現，為讓當代青
少年從解決問題的實際行動中探索，並以學生為學習
主體出發，今年的電影夏令營嘗試以專題實作的方式
設計課程，並限定拍攝主題為「食物」，具有以下特
色：

		3 週課程，讓學員們完整經歷：故事發想、提案、
						學習編導表演攝影收音、拍攝製作、剪接、調光混
						音、放映等過程。

	選擇對青少年熟悉或是具有教育背景的專業影像工
						作者擔任各組領航員，陪伴學員完成影片作品。

	提供製作經費等拍片資源，在專業場地放映。

雜學展
2018 年的《雜學校》延續 2017 年的模式，由老師帶
領同學共同策展，將所學學以致用。今年 TMS 的攤
位設計是以 Samsung 贊助的平板和大型 4K	QLED 螢
幕呈現學生的影音作品，提供學生對外發表及交流的
平台。TMS 的攤位如往年吸引上百名家長學生前來詢
問，柯文哲市長出席 TMS 的攤位時，除了讚賞 TMS
攤位設計很漂亮，也肯定學生現泡的咖啡很好喝。

推廣實驗教育

1

2

3

國際藝術教育趨勢論壇
呼應柯文哲市長政策，鼓勵「國際化教育」及「有節奏地擴大實驗教育版圖」，TMS 於 10 月以「國際中等及
高等藝術教育的現況與未來」為題，邀請來自日本、韓國、香港、荷蘭的講師分享教育經驗及產業趨勢，吸
引眾多關心藝術教育人才培育的家長學生蒞臨會場。出席與談包括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助理校長李以進、荷蘭
IVKO 個人中等藝術教育學校文化協調專員 Geert	van	den	Berg、影像教師 Saskia	J.F.	Steenbakkers、臺北市
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主任陳怡光、日本映畫大學校長天願大介、韓國東亞放送藝術大學國際部主任金潤哲。

當日吸引眾多關心藝術教育人才培育的家長學生蒞臨會場。前臺北市政府文化局長鍾永豐開場致詞時表示，今
年 TMS 已邁入第 3 年，開始要面對影視音學校的下一步問題，是非常甜蜜的一件事情，從下一輩的眼光、藝
術學校的夥伴經驗來想，如何整合資源，讓孩子們有更好的學習發展。

臺日韓藝術大學升學講座
TMS 成立以來，是以培養學生適性學習的方向，作為規劃課程，升學以國內特殊選才和出國就讀專業影視音
大學為主，協助學生就讀專業影視音大學及藝術大學等。為讓學生畢業後有更多元的進路，TMS 於 10 月邀請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日本映畫大學和韓國東亞放送藝術大學等三所有簽署合作備忘錄的大學進行招生說明。

北藝大今年首次開放免考學測的特殊選才；日本映畫大學與當地的日語學校合作，大學入學前 TMS 學生可先
去日本學日語，以達到日語檢定入學標準；韓國東亞放送藝術大學則提供 TMS 學生學費折扣方案，吸引優秀
學生依照自己的興趣能力和學習方式，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升學進路。

除了臺北藝術大學是首次開放特殊選才招生外，日本與韓國兩所大學去年皆與 TMS 簽訂合作意向書，映畫大
學校長天願大介、東亞放送藝術大學國際部主任金潤哲特地前來演講並與 TMS 學生、家長進行一對一會談。
對家長跟同學們來說，是難得一次認識了解臺日韓三國重量級藝術大學機會。同學可以依照自己的興趣能力和
學習方式，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升學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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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台北電影夏令營大合照
02			台北電影夏令營學員學習狀況
03			雜學展展場陳設
04			雜學展 - 柯市長與 TMS 師生合影

05			國際藝術教育論壇 - 論壇情形
06			升學講座 - 日本映畫大學天願大介校長簡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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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發展部
Creativ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從創意激發到產業扶植			全面扶植獨立原創品牌

松山文創園區
Songsha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ark
打造國際級文創聚落			厚植原創實力

文 創 產 業



CREATIV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創意發展部

臺北市文化創意產業扶植計畫多年來以「創意」為核心理念，著重於文創產

業的人才培育及產業扶植，秉持著一條龍式輔導、分階段培育的方式，專責

人才培育課程、業者諮詢輔導、通路媒合、國際拓銷、國際合作交流等產業

服務，期能深化創意端的能量並拓廣市場面的機會，全面協助臺灣文創業者

從品牌建立到海外拓銷。

從創意激發到產業扶植
全面扶植獨立原創品牌

2018 曼谷國際禮品暨居家用品展 TAIPEI	corners

協助文創業者參與日本最具指標性的禮品市場盛會《東京設計商品展》
日本是全球第二大文具禮品消費市場，創意發展部自 2013 年起即以「臺北創意生活館」(TAIPEI	corners) 方式
帶領臺灣文創業者進軍日本市場，2018 年已是第四屆參加《日本東京設計商品展 DESIGN	TOKYO》，透過參
展讓更多日本消費者有機會認識臺灣文創商品的創意與品味，同時展現臺北豐沛的設計能量，有助於形塑臺北
文創品牌之國際形象。

展覽時間：2018 年 7 月 4 日 ( 星期三 ) ～ 7 月 6 日 ( 星期五 )
展覽地點：日本東京有明國際展覽中心 (Tokyo	Big	Sight) 東六館

文創產業海外市場拓銷方案
讓國際看見臺灣文創產業的豐沛能量！

2018 日本東京設計商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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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corners 特展		展現臺北設計的風格魅力
臺北創意生活館以「大人的生活遊樂學」做為出發點，重新定義屬於大人的設計生活學，以提升生活的品味
與樂趣為方向，透過材料、故事與趣味性作為選品重要指標，導入日常生活的陳設佈置與用品中，共計有
「iThinking 愛心進」、「iclea	x	bag 點子包」、「eguchi	toys 江口設計」、「hikalimedia 明訊國際」、「Mr.
SCI	SCIENCE	FACOTORY 賽先生科學工廠」、「buy	Mood 白目叮」、「Yu	Florist 花寓設計」、「BU	WU 布
物設計」、「mordéco 九磨設計」、「PLEASANT 三青創意」、「Paper	Shoot 紙可拍」、「Binary	Pottery
元器」、「WEN	PIIM 溫品」、「INTZUITION 以覺學」、「hybridise 生物室」、「西門紅樓」、「Agaric	
Garden 艾格瑞」、「Picobaby 君創設計」等 18 個文創品牌參與，攜手帶來臺北風格選品，希望讓買家們走
進「TAIPEI	corners」選品樂園，可以體會到臺北設計的風格魅力，重新激發對生活的想像及共鳴。

東京 atré 百貨惠比壽店		同步推出「TAIPEI	corners」POP-UP	SHOP！
「TAIPEI	corners	Pop-up-Shop」限定快閃店計劃已邁向第 3 年，為了讓更多日本民眾認識臺灣文創品牌，
2018 年特別與日本關東地區最具規模的 atré 車站型購物中心合作，精選臺灣 13 個優秀文創品牌，7 月 2 日至
7 月 5 日在東京 atré 人氣據點惠比壽店 4F 推出「TAIPEI	corners	Pop-up-Shop」限定快閃店。

本次由松山文創園區松菸小賣所負責選品及陳列，挑選出符合日本市場需求、同時注入更多臺北生活元素的設
計商品，並與日本手作基地 Makers'	Base 攜手，成功塑造風格選品店形象，以臺灣在地文化「呷辦桌」為題，
大夥圍紅桌而坐，細細品味「台設計」的溫暖情懷與細膩靈魂，感受一場共創與共好的設計饗宴，讓日本消費
者也能品嘗來自臺北設計的美好品味。

市集網站minne		開設「TAIPEI	corners」專區
除了在實體通路的拓展，看重網路行銷趨勢與新型態網路購物崛起，本年度首次與日本規模最大的手作市集網
站 minne 合作，自 7 月 7 日起開設為期 6 個月的「TAIPEI	corners」網路專區，透過線上與線下連結，打造不
同以往的展售模式，希望藉由 minne 手機應用程式 APP 的高下載量與影響力，與日本消費者零距離接觸。

02 03

01

04 05

06 07

01			日本東京設計商品展 - 臺灣的創意設計能量，
								吸引絡繹不絕的參觀人潮
02			日本東京設計商品展 - 參展商 buy	Mood 白目叮
03			日本東京設計商品展 - 參展商 iclea	x	bag 點子包

04			日本東京設計商品展 - 前臺北市文化局局長鍾永豐在台北市文化基金會松山文創園區
								前執行總監周琍敏陪同下視察快閃店，細細品味「台設計」溫暖情懷
05			日本設計商品展 - 品牌設計師向貴賓介紹本次參展作品
06			日本東京設計商品展 - 臺灣的原創設計品牌吸引買家駐足洽詢
07			日本東京設計商品展 - 本會集結 18 家具代表性的文創品牌參展，展現臺北原創設計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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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為協助文創業者開拓東協市場，本會今年首度組團參加《曼谷國際禮品暨居家用品
展》，同時搭配辦理「臺泰創意產業策略合作考察團」，邀集文創業者參訪工廠／通路、進行媒合活動等，期
能藉多元交流活動，擴大深化臺灣與泰國在文化創意產業的合作並促成更多貿易商機。

展覽時間：2018 年 4 月 19 日 ( 星期四 ) ～ 4 月 23 日 ( 星期一 )
展覽地點：曼谷國際貿易展覽中心 (Bangkok	International	Trade	&	Exhibition	Centre,	BITEC)

「Attitude」主題策展		推動臺泰設計交流
本次共計徵選 10 家優質文創品牌組成臺北創意生活館，包含結合原創設計與時尚的「CLAVESTEP/CLAVE」、
讓科技帶入工藝文化溫度的「Binary	Pottery 元器」、追求生活趣味的「buyMood 白目叮」、展現手作職人精
神的「iclea	x	bag」、關心在地人文與圍繞生活創作的「inBlooom 印花樂」、強調設計師自我意識及愛的體
現的「iThinking」、以傳統文化融入設計，結合社會企業概念的「La	yoo 來喲」、關注生活細節，融合現代
與古典風格的「Mordeco」、致力歷史空間活化，開拓文創新平台的「西門紅樓」，以及用夢想與音樂元素串
聯設計的「NEW	NOISE」，集結在地文化、生活觀點與美學思維，轉化成創新設計商品，展現來自臺灣的美
好創意。

協助文創業者參與東南亞規模最大的文創設計展會
《曼谷國際禮品暨居家用品展》

此外，展會最大亮點是由台北市文化基金會攜手泰國文創經濟促進局 (CEA) 推出的「台泰設計交流展 -Attitude:	
Inspired	by	Nature」。媒合雙方的設計師進行交流合作，在 2 個城市相似卻又不盡相同的文化背景下，以各
自的生活經驗與觀察角度，探索工藝和創新之間的各種可能性。豐富的展出內涵成功加深參觀民眾對台北原創
設計力之印象。

為擴大參展效益，本次亦與曼谷知名百貨商場 Siam	Discovery 合作，自 4 月 19 日至 4 月 21 日推出快閃店活
動「TAIPEI	corners	Pop-up-Shop」，現場展售臺灣 18 個優秀品牌嚴選商品，希望協助文創品牌進一步拓展
在地市場。

臺泰創意產業策略合作考察團		擴大交流面向
為加深國際交流機會，展覽期間亦邀請 15 家優秀文創業者組成「臺泰創意產業策略合作考察團」赴泰國進行
交流參訪，除了參觀當地著名創意中心、代工廠及通路外，並於4月20日上午參與台北市文化基金會舉辦的「臺
泰創意產業商機媒合會」，當日下午則出席與泰國文創經濟促進局 (CEA) 共同辦理的「臺泰設計交流論壇」，
期能擴大雙邊產業合作，結合彼此在創意產業中的競爭優勢，深化產業鏈結、共同開發市場，建立互惠共贏的
合作模式。

01 02

01			曼谷國際禮品暨居家用品展 - 臺泰設計交流展呈現雙方設計師的合作成果
02			曼谷國際禮品暨居家用品展 - 臺北創意生活館匯聚 10 家臺灣品牌，展現豐沛的原創能量

03			曼谷國際禮品暨居家用品展 - 臺泰設計交流展呈現雙方設計師的合作成果
04			曼谷國際禮品暨居家用品展 - 參展商 inBlooom 印花樂
05			曼谷國際禮品暨居家用品展 - 臺北創意生活館吸引參觀人潮
06			臺泰創意產業策略合作考察團 - 臺灣文創業者透過商機媒合會尋求更多跨國合作機會

03 04

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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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文創產業諮詢服務：文創診療室及單一諮詢窗口
文創診療室：尋找個別優勢、深化品牌價值
《文創診療室》服務針對文創事業共通性及個別性的問題，安排專業的顧問，協助業者在不同發展階段得到相
關領域輔導顧問之建議，實際解決業者所面臨的營運實務問題。經由一對一的診療過程對症下藥，更有效率！
2018 年共計完成 12 件個案診療，每案均由本部評估業者類型，再邀請相關領域專家顧問進行深入輔導，以具
體的行動，扶植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文創產業單一窗口服務：提供便利服務、即時掌握資源
為便利業者取得相關資源，本部整合各局處窗口與資源所設置的單一窗口，包含電話單一諮詢窗口 (02-
27651388#118) 及「創意發展部官網」，針對文創業者提供便利、迅速、有效的服務。

2018 年創意發展部官網總瀏覽量為 38,415 人次，每月平均瀏覽量達 3,201 人次；而「單一諮詢窗口」總計 72
筆諮詢案件，來源相當廣泛，包含：補助資訊、通路拓點、文創資源、空間進駐、經營管理，回覆滿意度極高，
能有效整合資源、第一線了解並解決文創業者所面臨的問題。

課程實作、通路參訪與媒合會，深耕品牌市場競爭力
主題講座、實戰工作坊─產業知能擴充、深化市場實作策略
2018 年度舉辦 4 場主題講座與 4 場工作坊，邀請各種類型的專家顧問傳承實務經驗，廣泛充實文創業者在經
營品牌時各面向的專業知能與實作能力，逐步調整企業體質，確實提升品牌競爭力，以作為擬定市場策略之基
礎，進而開創屬於自己的品牌之路。累積參與業者人次：448 人次。

臺北市文創產業政策資源說明會─整合多元需求，掌握最新資源
為推動臺北市 2018 年文化創意產業年度發展目標，創意發展部邀請各政策性資源主辦機關，向文創業者及有
意投入文創產業之個人說明政府資源及政策相關資訊；便利文化創意產業業者掌握各項有利機會、強化企業體
質，進而帶動地方產業整體發展、提升城市競爭力，參與業者人次：255 人次。

說明會內容包含6個主題：松山文創園區文創扶植與人培資源介紹、2018年度藝文補助【兩岸／國際文化交流】
( 出國 ) 項目、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URS 計畫、臺北設計獎、臺北市產業發展獎勵補助資源─投資／創業／
研發／品牌／育成暨天使計畫、StartUP@Taipei，以及文化部文化創意產業相關補助計畫。

通路參訪─藉由實際體驗與交流，增加市場對接之機會
為提供文創業者向國內具特色之品牌或通路借鑒學習之機會，
規劃邀請在中山雙連創意街區已有相當導覽經驗的文創品牌─
「LOOPY ！鹿皮工作室」擔任帶領講師，藉由親身經歷及與經營者
的互動、選物策略等經驗分享，提供文創業者相關通路及通路策略
等議題之啟發，透過實際體驗與交流，增加雙方合作之機會。
參與人次：29人次。

參訪的品牌／通路包含 8 個店家：蘑菇	Mogu、台灣好，店、浮光書店、鹿皮工作室、爆炸毛頭與油炸朱利工
作室、林果良品 Oringo、`0416x1024，以及 Design	Port。

文創產業扶植計畫
提供品牌發展各階段所需資源

講座：
文創經紀人：從實例來觀察臺灣文創經紀產業的現況與發展／ BIOS	Group 執行長暨創辦人	白尊宇
傳播媒體：如何創造文創品牌的最大媒體效應？／《La	Vie》雜誌主編	方敘潔
品牌顧問：新企劃詮釋傳統，打開品牌新視野 - 全球消費市場對傳統的新觀點，
																							你還在「舊傳統」的思維嗎？／ Five	Metal	Shop 負責人兼資深企劃	陳靖雯
通路平台：從有 . 設計 uDesign 談文創產業通路平台／聯合報有 . 設計 uDesign 總監	林倫慶

工作坊：
商業攝影：燈光魔法師／中國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助理教授	秦興和
包裝設計：行銷策略與包裝加值魅力／台灣包裝設計協會理事長	袁世文
品牌行銷：如何成功經營品牌，360 度全面啟動／ EXP 創璟國際品牌顧問公司市場拓展總監	褚若堯
定價策略：文創商品的定價／宏瑞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賴宏杰

臺北市文創產業交流媒合會─搭建串接橋樑、提升品牌能見度
為幫助本市文創業者達到品牌加值與拓展銷售據點之目的，規劃以「交流媒合會」之形式，搭建創意品牌與文創
通路間友誼的橋樑。活動邀請文創品牌業者分享通路選擇與品牌經營之策略，同時安排通路業者進行交流，增進
文創業者了解品牌建立之重要性，並透過與通路業者的串聯，幫助品牌拓展形象，提升產業的成熟度與健全度。
參與業者人次：66人次。

風格通路分享：
西門紅樓／總監	趙釧玲
優居選品／店長	陳佑洋
Design	Port	International ／店長	陳彥蓁
松菸風格店家／副理	陸志豪

文創品牌分享：
Studio	Lim ／聯合創辦人	林昀廷
台灣茶香水／創辦人	潘雨晴
曉創意／創辦人	馬克 ( 林建宏 )

01 02
05

03 06

04

01-02			免費的文創診療室服務，提供一對一諮詢診斷，
														有效解決業者經營問題
03	《文創產業政策資源說明會》邀請各政策性資源的
								主辦機關解說相關辦法與資源

04			主題講座以「品牌顧問」為題，邀請陳靖雯講師
								分享新企劃詮釋傳統的案例
05			LOOPY ！中山雙連街區帶路活動 -
								參訪文創店家「`0416x1024」
06			文創產業交流媒合會邀請通路業者優居選品店長
								陳佑洋分享選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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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的發聲平台《idea	TAIPEI 創意工作營》─導入城市公共議題，
邀集市民與各領域專業人員，以 3 天工作營的形式集體發想，由
下而上提供公務部門決策上的重要參考，為我們所居住的城市許
一個改變的機會。

2018 年共計辦理 2 場工作營，由 14 位講師與講者、10 位助教共
同帶領 69 位市民學員以及市府相關局處之公務人員，針對現有議
題提出具有創意的觀點與創作方向，同時又具備提案落實的可能，
今年更首次將其中一場活動場地由松山文創園區 LAB 創意實驗室移至艋舺龍山文創 B2 辦理，提供更多與當地
溝通的機會。

辦理 2 場創意工作營		引導市民透過創意思考解決城市議題

《Light	up ！為老城區的再生點亮更多可能性！以剝皮寮歷史街區、艋舺龍山文創B2為例》
時間地點：7 月 20 日－ 22 日｜艋舺龍山文創 B2

臺北的發展，是從萬華開始的，這裏俗稱艋舺，演繹著常民的生
活文化，擁有豐富的古蹟建築、民俗信仰、宗教祭祀、傳統技藝
和產業，隨著社會變遷及時代更迭，現已不復以往的蓬勃繁華，
該如何透過在地創新，讓文化場館在轉化的過程中，依舊能夠延
續傳統價值，並帶動在地工藝與文化藝術的現代化發展？！

創意講師群：
徐敏雄 ( 社團法人臺灣夢想城鄉營造協會執行長 )、鄭宗龍 ( 雲門 2 藝術總監 )、黃適上 ( 西京文化創辦人 )、
陳德君 ( 萬華社區小學創辦人 )、徐景亭 ( 東海醫院設計工作室負責人 )、周育如 ( 水越設計／都市酵母總管 )、
陳冠華 ( 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系主任 )

《Turn	up ！臺北該如何成為一座流行音樂文化之都？以臺北流行音樂中心的行銷推廣為例》
時間地點：9 月 28 日－ 30 日｜松山文創園區 LAB 創意實驗室

你知道南港即將誕生一座臺北流行音樂中心嗎？這裡即將成為一
個匯集流行音樂、時尚潮流、休閒娛樂的複合型文化聚落，該如
何透過多元活動與民眾產生更多連結，同時扶植流行音樂產業競
爭力並和國際接軌？！

創意講師群：
詹仁雄 ( 野火娛樂製作有限公司總經理 )、江季剛 ( 相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品牌行銷總監 )、李明璁 ( 社會學家
／作家 )、梁浩軒 (INCEPTION 啟藝執行長／策展人 )、陳信宏 ( 浮現音樂創辦人 )、陳弘樹 (StreetVoice 音樂
頻道總監 )、蔡嘉駿 ( 酷瞧新媒體執行長 )

idea	TAIPEI 創意工作營	為城市發想創意好點子！ 推廣工作營理念	策辦創意成果特展

為擴展活動效益，希望透過特展方式呈現創意工作營所產出的提案，以啟發市民多加關注己身所處之城市，並
引發民眾對於創意工作營之認同和往後參與實體工作營之意願。

《idea	TAIPEI 創意工作營成果展移展活動》
2017	idea	TAIPEI 創意工作營成果展雖僅為期 10 天，但活動佳評如潮，廣受各界關注，因此，於 2018 年度 2
月至 8 月間辦理《idea	TAIPEI 創意工作營成果展》移展活動，延續展出 3 場次工作營所探討的、也正是現今
都市發展所面臨的課題，以及相對應的創意提案。

《2018	idea	TAIPEI	創意工作營成果展｜來去茶桌仔瞧事情》
為回應 2018 年 idea	TAIPEI 創意工作營第 1 場次之議題，本次成果展復刻老萬華的傳統文化「茶桌仔」，作
為整體的空間意象；並以較詼諧的方式演繹工作營成果─將這次各組的帶領講師比擬為來自各地的「角頭」，
一起坐在茶仔店裡，來喬 ( 瞧 ) 喬 ( 瞧 ) 看剝皮寮歷史街區與艋舺龍山文創 B2 未來的可能性，充分呈現萬華地
區質樸且「接地氣」的在地形象。

本展於 12 月至 2019 年 2 月間，在松山文創園區風格店家風格沙
龍區展出，透過跨界激盪與公民參與，請大家一同坐下來，瞧一
瞧剝皮寮歷史街區、艋舺龍山文創 B2 是如何在轉化的過程中，為
老城區的再生點亮帶動更多可能性！展出形式深受參觀者一致好
評，且許多民眾相當關注創意提案於 2 個基地運用的情況，以及
明年度創意工作營的活動資訊。而第 2 場次成果展預計於 2019 年
初辦理。

展覽分成3個檔期，以凸顯3場次不同屬性之議題，每檔皆包含「工
作營與議題說明、基地介紹、5 組提案成果、影像紀錄」等項目，
讓觀者易於理解與掌握基地背景資料，與清楚閱讀創意發想過程
和提案成果，達到漸進吸收及深入探究的可能性，並透過人造山
城屋舍、原裝啤酒桶 / 啤酒箱、特色地圖等裝置，營造如臨基地現
場之氛圍。

檔期 主題

2~3 月 Let's	think ！城市景觀與聚落再生的新想像？以公館蟾蜍山的活化再利用計畫為例。

3~5 月 Let's	plan ！為台北啤酒工場 ( 原建國啤酒廠 ) 貯酒大樓開創藝術空間新想像！

5~8 月 Let's	play ！尋找國際性大型藝術活動，擴大民眾參與的可行性！以臺北白晝之夜為例。

移展活動檔期一覽表

01

02

03

04

05

01			創意工作營首度移師至萬華辦理，將新的創意或設計內容
								導入，為當地帶來新的氣象和氣息
02			創意工作營首度移師至萬華辦理，讓參與者們能夠直接
								去體驗當地的環境、文化與生活情感
03			創意工作營就像是公民社會練習的管道，讓彼此互相瞭解、
								探討與激盪，並產出一些東西來產生影響和改變

04			透過移展活動，再次向廣大的市民朋友展現精彩的創意
								成果，讓更多民眾認識所處之城市
05			透過圖像的方式演繹各項創意提案，進而使民眾更容易
								了解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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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SHA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ARK
松山文創園區

打造國際級文創聚落
厚植原創實力

松山文創園區為臺北市原創基地，發展運用多元場域以推動創意經濟

松山文創園區致力促成文創聚落的凝聚，以「松菸創作者工廠」為基地並擴大漣漪效應，透過園區平台「松菸
風格店家」與「松菸小賣所」，串聯多元品牌的群聚，創造商業應用模式，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標，以傳遞
文創共好理念下進行市場行銷歷練並與消費者對話，並延伸與國際交流機構之跨國、跨域、跨界的多元樣貌合
作，透過創意交流、國際展售機會，激發創新設計與國際銷售通路。

松菸創作者工廠
「松菸創作者工廠」是個空間共享、創意共享的創作交流空間，提供個人、工作室、品牌設計師等文創業者進
駐，領域涵蓋：皮件、金工、木工、攝影、數位製造、藝術經紀、文創策展等，營造出一個非制式化的平台，
藉由運用資源鏈結、輔導服務，輔以活動策辦、國際交流等營運項目，強化競爭力以激發創意產業群聚，帶領
業者進入國際市場。2018 年 7 月推出 Member	Club 會員招募計畫，擴大此平台共享能量與效應。

以松菸創作者工廠為基地，連結松菸風格店家與松菸小賣所，
推動文創國際交流合作

日本東京快閃店活動

松山文創園區為「臺北市原創基地」，以「創意實驗室」、「共創合作社」、

「創意學院」、「創作者工廠」、「創意櫥窗」五大策略，讓創作者們群聚，

實現創作者從實驗創新、設計發想、測試製作、排練演出、通路推廣到銷售

的實驗。

由已 80 年歷史的松山菸廠活化而成的松山文創園區，自 2011 年 11 月開放

至今，從一座原本是生產香菸的工廠，現在成為產出創

意的場域。松山文創園區不僅為發揮影響力的創意樞

紐，推動創意經濟的發展；民眾來到這處活力十足的文

創聚落時，也能在此參與體驗創意，認識藝術與原創，

品味好設計，進而認識品牌，產生創意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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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活動課程，交流想像連結社群
2018 年辦理 13 場「玩點子工作坊」、8 場「創意交流工作坊」邀請進駐創作者，透過手作體驗與腦力激盪，
從產業、設計到製作面與民眾交流各種想像創意並指導應用至實作。8 場「品牌通路講座」邀請品牌及通路業
者，分享接軌創意與市場的實戰經驗。

專業機具與輔導資源，化想像為真實
提供涵蓋木工、金工、陶藝、編織及數位製造等機具場域，透過 12 場專業師資指導的「機具教育課程」，會
員可在此進行產品測試、開發打樣、微量生產。今年提供 21 場諮詢服務，使會員便利取得政策資訊，有效利
用資源，搭配顧問診斷服務，以及 2 場外出見學參訪，實際踏查相關場域，協助解決事業發展疑慮。

為更加提升優質品牌的能見度，在泰國曼谷與日本東京辦理快閃店活動，帶領多家品牌前往國際展售。另外，
店內不定期規劃多檔主題專區，以及與品牌合作開發自有商品等，串連起更多不同領域交流的可能。另外，透
過節慶主題的議題，更與品牌設計安排與民眾接觸的延伸活動，使文創商品為民眾帶來生活的體驗與樂趣。

營運逾2年的松菸小賣所2號店(原檢查哨)，2018年底起開始以異業合作的形式調整方向，拓展「松菸小賣所」
品牌經營的多元性，將跨界策展作為主軸概念，對外開放給品牌短期進駐安排再利用，並以專案合作的形式進
行推廣與銷售，在空間活化的同時，亦使文創發展的呈現有更多不同的面貌。

松菸風格店家
松菸風格店家營運至今已滿1年，所打造的商業場域空間除融入了前店後廠、微型市集、主題展區等多元概念，
試圖創造出更多的、有別以往的不同面向，讓國內外遊客能更驚豔發掘臺灣豐沛文創產業所產生出的能量。

凝聚風格主軸，展現各自特色
經過了完整 1 年營運期的觀察與測試，除了維持松菸風格店家「前店後廠」、「微型市集」、「松菸製造」三大
主軸核心，更開始將重心著重於主題展區的規劃、全店檔期活動企劃與期間快閃店的贊助洽談，透過具有話題及
有趣的內容吸引更多的民眾前來，試圖將松菸風格店家各品牌能凝聚為一個主體，同時又能展現出各自特色。

松菸風格店家 2018 年共策劃了 4 檔主題展區策展、3 檔全店行銷串聯活動、3 次微型市集營運品牌徵選替
換，以及不定期假日現場工作坊等。藉由各個面向的嘗試與努力帶動，整體營運績效較去年同期成長逾百分之
五十，全年度共吸引到訪人次超過 42 萬人。

松菸風格店家的營運目標，藉由資源平台的提供與整合，讓不同規模的臺灣文創品牌都能在此逐漸向上成長茁
壯、相互串聯合作，進而開創臺灣文創產業經營新型態。

松菸小賣所
「松菸小賣所」保留了菸廠時期的老物件，並結合文創商品展售平台及輕食咖啡休憩區，提供來訪園區的遊客
一個舒適輕鬆的特色空間，持續為松山菸廠這座古蹟扮演著融合傳統與新意美好生活的重要角色。

美好的文創共好平台
以「輕快明亮的青春」、「良善實在的生活伴侶」、「愛好冒險實驗的心」、「創作美好風景」四大主題作為
文創共好平台之主軸，松菸小賣所規劃策展選品之機制，提供各品牌業者商品上架的展售機會，2018 年度新
增入選 11 家文創品牌，同時安排輔導諮詢以協助新創品牌更符合市場需求。

01 0302 04

01	《玩點子工作坊》手作體驗課程
02	《品牌通路講座》分享創意與市場的實戰經驗

03	「松菸小賣所」保留了菸廠時期的老物件，
								並提供輕食咖啡休憩區
04			松菸風格店家舉辦各式檔期活動與主題策展，
								並串聯各領域合作創造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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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國際交流，前進韓國、泰國與馬來西亞
松山文創園區與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創作交流與銷售通路互訪合作，成果豐碩亦極具效益。

TAIPEI	corners 韓國首爾
第 4屆 2018	Seoul	Int'l	Handmade	Fair 手創展售會 (2018/5/24~5/27)
韓國首爾 SIHF 手創展售會為近幾年新興的展覽、銷售、交流、買家採購的
重要平台，集結 17 個國家、超過 335 個國際品牌參與，園區受邀參加並出
席講座，分享園區創新經營及創作扶植計畫，並邀請「Yu	Florist」與「印花
樂」參加松山文創園區 TAIPEI	corners 國際展售會，一起推廣品牌。

台泰設計交流展「ATTITUDE：Inspired	by	Nature」
松山文創園區 -松菸風格店家 (2018/7/20~8/27)
松山文創園區與泰國創意設計中心合作台泰設計交流展，4 組臺灣和泰國設
計品牌共同策展主題「ATTITUDE：Inspired	by	Nature」，強調「設計的創
造性態度源自於大自然！」，泰國擅長各類材質塑形的「SATAWAT」，遇
上臺灣專注自然材質研究的「hybridise」；泰國擅長自然纖維織品運用的
「Slowstitch	Studio」，遇上臺灣透徹服裝剪裁的「C	JEAN」，臺泰設計師
以材質為核心，設計為媒介，共同發展向自然學習的概念，將尊重在地文化、
關懷土地的態度帶入設計中，找尋存傳統、工藝、創新與生活之間的連結。

2018 喬治市藝術節	臺灣週《島嶼島》
馬來西亞檳城 (2018/8/15~8/20)
喬治市藝術節被譽為東南亞最具影響力的大型藝術活動之一，時間長達 1 個
月，超過 100 個藝術活動，包括電影播放、音樂舞蹈表演、藝術展覽及論壇
等，松山文創園區接受藝術節主辦單位總監祖西迪 (Joe	Sidek) 及駐馬來西
亞經濟文化辦事處組長周蓓姬邀請，參加藝術節臺灣週《島嶼島》系列活動。

園區帶領松菸「好家，在台灣」風格市集品牌至檳城 Mano	Plus 選品店辦週
末市集，及《松菸Lab新主藝-創作徵選計畫》林正宗作品〈噶哈巫！斷語？〉
參加藝術節戶外演出，另周琍敏執行總監與市集策展人參加臺灣週論壇分享園區的創意聚落經營經驗。此次行
程，前臺北市文化局長鍾永豐特別與檳洲市政府進行合作交流洽談及參與臺灣週活動開幕記者會與論壇。

2018 原創基地節深入發掘這座島嶼的故事，邀請不同藝術家以「溫度」為題，藉由溫度的起伏變化，看見日
常的細微剖面──回看記憶中故鄉的樣貌、感受平凡樸實的日常物件背後的風土滋養、聆聽常民生活的生機蓬
勃和對天默禱的寧靜片刻、敬佩釀造職人為追求入口剎那的甘醇與餘韻的傾心專注。本次主展區 4 號倉庫邀請
了 14 組當代藝術家及設計師、7 組表演團隊共同詮釋，加乘 5 號倉庫「松菸好家在台灣」嚴選 44 個品牌職人
跨界合作，傳遞細膩動人的溫度風景。

4 號倉庫展區：島嶼有溫度
經地殼變動而生成的這片島嶼，透過溫度刻畫出種種山川地貌，
是家鄉，我們每日住居之所，包裹著對過去的記憶與對未來的期
待。尤瑪．達陸學習編織的過程是一場漫長艱辛卻驚喜不斷的尋
根之旅，作品〈秋山〉不僅展現出部落初秋山林的紛麗，其所採
用泰雅族不同支系的傳統披肩圖紋、織線經緯交錯，宛如訴說尤
瑪一路歷經復育、種植、採收、製線、染色、織布，重建織布文
化的足跡。走進城市，曹良賓與沈柏逸〈島嶼的溫度〉計畫，藉由吳政璋、劉芸怡、李浩、李岳凌等 4 位藝術
家的多元視角呈現島嶼的不同樣貌。屏東東港外婆家後院晾曬衣物的尋常風景，是藝術家方序中兒時溫暖的記
憶；那衣物飄散出的香氣，構成〈記憶拼圖	NO.2〉的創作來源，他邀請 3 位攝影師紀錄各自不同對家的記憶，
並透過曬衣的動作，一片一片拼湊起來。

4 號倉庫展區：土地有溫度
自然風土看似平凡，但經過溫度洗禮後所產生的變化，帶給人們
不同的驚喜。原創基地節促成工藝師與創作團隊跨界合作，分別
以陶土與竹材為題進行演繹。樸實卻雋永的陶器，看似平靜存在
於日常生活當中的物件，其實是歷經高溫淬鍊下的產物；特別是
柴燒這種製陶技術，更是將人與溫度緊緊綑綁──職人汗如雨下
卻屏息靜氣的面對窯中溫度的變化，那專注的當下，人與天、地
已合而為一。地衣荒物的〈荒燼之丘〉從陶藝家張膺康柴燒製陶的過程中擷取靈感，展現柴燒將盡，而樸華誕
生的片刻。竹材在應用前即需經過除污、乾燥、加工、著色等與溫度息息相關的製程，台灣義築協會、大安高
工、南港高工與竹編師張盛輝、曾淑惠共同創作〈手做的溫度〉，藉由編織師手上的技巧與自然建材的韌性與
特有的姿態，邀請民眾進入一座精巧的手編空間，同時也強調了群眾合作、技藝傳承的溫度。

策辦原創基地節，展現多元藝術文化能量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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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2018 韓國首爾手創展
02				2018 台泰設計交流展開幕記者會
03				2018 馬來西亞檳城藝術節

04				松山文創園區年度最大自辦活動 2018 原創基地節之開幕
									記者會，邀集各界貴賓、藝術家蒞臨，為活動揭開序幕
05		〈秋山〉採用泰雅族不同支系的傳統披肩圖紋，織線經緯
									交錯，宛如訴說尤瑪·達陸歷經復育、種植、採收、製線、
									染色、織布，重建織布文化的足跡
06				台灣義築協會、大安高工、南港高工與竹編師張盛輝、
									曾淑惠共同創作〈手做的溫度〉，強調了群眾合作、
									技藝傳承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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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號倉庫展區：信仰有溫度
當對於現代都市的樣貌過於熟悉時，往往會遺忘早期街市的構成
是以信仰作為聚落中心，廟宇是人群聚集、閒話家常的所在，進
而產生經濟活動，帶動周邊產業和文化的發展。對吳燦政而言，
聲音可以是一個事件，緩慢地與快速的，是一種人類行為的背景
與精神環境，也映射了人們之間的觀點與視角。展區中〈寂靜之
外〉將日常生活中的人群匯聚場所中的對話、吵雜、細語以多層
次混音方式編輯，交疊出城市的樣貌，對比著常民生活的熙來攘
往，廟宇內對天默禱的片刻寧靜，是人們生活的寄託，有著推動
日常持續前進的穩定力量。蔡佳葳在〈香環咒〉這件由高雄老製
香廠手工打造的香環上一字一句的寫上經文，將人的心神與香、
與書寫同時沉澱，進入禪靜的空間。

4 號倉庫展區：手釀有溫度
釀造職人為了入口那一刻的甘醇，執著於果實作物從栽植到生產
的每個環節。食物風味的來源往往不是來自於農產採收的當下，
發酵，才是奧秘之所在。本展區以啤酒、醬油、可可等三種發酵
食為題，透過禾餘麥酒的陳相全、土生土長的顧瑋等達人引路，
帶領巧偶花藝的林哲瑋、溫度物所的 Isaac 和 Wayne、魏琪 Miki
實地走訪產地和釀造工坊，感受溫度對於食物所催化的化學作用，
繼而發揮藝術家的感知與巧手，訴說產地風土的溫度、人情的溫
度與發酵的溫度。

5 號倉庫：「松菸好家在台灣」不想妥協的理想生活
「松菸好家在台灣」為每年的文創盛事，2018 年延伸原創基地節
「溫度」主題，邀請 44 個品牌，呈現出品牌精神實踐家、堅持做
出滿意安心料理、不想妥協的理想生活、埋首專精一件事的職人、
幻想和欣賞的品牌跨界合作。

有溫度的小旅行，體驗松菸的美好
在主題展區以外延伸「溫度」主題，更規劃「有溫度的小旅行」
集章活動，邀請民眾藉由集章與互動遊戲，在園區走動，打造自己的小旅行，體驗屬於自己的松菸美好時光。
另外也規劃了 2 條路線，由信義區區長和在地店家 2 位不同的領路人，帶領大家從不同角度認識園區以及周邊
街區。

此外，也邀請到 VOX 玩聲樂團、Azua 樂團、雙生仔 ( 鄭宜雰 & 鄭宜雯 )、FOCA 福爾摩沙馬戲團，以及風潮音
樂的同根生樂團、安妮朵拉樂團與Control	T等表演團隊，分別以人聲演唱、月琴、現代馬戲、樂團等演出形式，
分享對土地的感念。

本次更同步舉辦「idea	TAIPEI」創意工作營成果展、松菸小綠洲、東西好文創市集及街區小導覽等周邊活動，
松菸小賣所、松菸風格店家與創作者工廠以精采的各式活動，共同彰顯原創態度，發揮無限原創精神。

《松山文創學園祭》為松山文創園區扶植文創人才、發掘原創精神的原點，以學生族群為主角，提供學生們展
現創意的舞台，從 2012 年舉辦以來，參觀人數逐年攀升，是松山文創園區年度自辦的重點活動之一，其畢展
規模與系所跨領域為國內難得一見，吸引專家學者及業者參觀，可說是學生的就業前哨站。

以「策‧世代 Curatorial	Generation」為題，透過策展與世界溝通
2018 年以「策‧世代 Curatorial	Generation」為活動主題，著重這群「校園創作者」的獨特觀點與想法，透
過策展與世界溝通，激發創意思考，努力朝夢想前行，豐富自己人生的展覽。自 4 月 27 日至 6 月 11 日舉辦，
69 間系所 35 檔畢展輪番登場，吸引各界人士與青年學子前來朝聖，參觀人次高達 28 萬，可說是全國最具影
響力的聯合畢展。

辦理學園祭之專屬展前工作坊
除了持續協助參與學園祭之學生在場地、宣傳、策展等事宜之優惠與資源，松山文創園區為這群「校園創作者」
辦理專屬的展前工作坊，以瞭解策展所需之經驗分享與交流，也是各校系之互動交流平台。

規劃創作青年交流計劃
園區規劃《創作青年交流計劃》，2018 年評選及獎勵 18 件優秀學生作品，並安排包括視覺與時尚設計、空間
與景觀設計等兩大面向之講座內容，給予初入社會時所需的職涯規劃意見與方向。

精選優秀作品，推出學園祭延展
精選優秀得獎作品舉辦《策‧世代 - 第七屆松山文創學園祭精選展》，這群創作者從腳下的土地出發，深入歷
史、農村和鄰里，在與土地與人的互動中過程中，找到年輕世代發聲的著力點，並將本園區的創意精神、交流
活動及展演資訊，擴散至全國校園，鞏固原創基地根基。

松山文創學園祭，發掘新生代學子原創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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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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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01			〈寂靜之外〉吳燦政將日常生活中的人群匯聚場所中的對話、吵雜、
										細語以多層次混音方式編輯，交疊出城市的樣貌
02					禾餘麥酒的陳相全，帶領巧偶花藝的林哲瑋，創作〈从昷則醞〉
03			「松菸好家在台灣」嚴選 44 個品牌職人跨界合作，重新看見生活上
										同與不同的溫度風景，邀您在溫度傳遞中細細品味動人片刻

04			《策·世代 - 第七屆松山文創學園祭精選展》希望讓年輕世代的觀點更多被看見
05					這群「校園創作者」透過策展，與世界溝通獨特觀點與想法
06					年輕世代透過創意找尋發聲的著力點，努力朝夢想前行
07					松山文創學園祭吸引大量人潮參觀，可說是全國最具影響力的聯合畢展					

8382
松
山
文
創
園
區

2
0

1
8

	

台
北
市
文
化
基
金
會
年
報



表演藝術領域常帶來無框架的藝術展演形式，突破既有思維，對社會提出疑問，挑戰觀眾，LAB 創意實驗室以
此特性為基礎，打造「藝術家的實驗室」。

不只是空間，更是扶植、培育表演藝術人才，鼓勵進行實驗
2018 年《Lab 實驗啟動計畫》以「無時鐘特區」為主題，探討在機械時鐘、制式的時間管理下，我們對時間
的變遷和感知方式的改變，分別帶出：巫的時間感 -何曉玫〈默島新樂園〉、自然潛伏的時間感 -葉名樺〈十七
年蟬〉、傳統與禁忌的時間感 - 瓦旦‧督喜〈織布〉和當代的無重力時間感 - 鄭尹真〈懶繡停針〉。在文明理
性的時間規範中，藝術家透過另一種創作時間，用以對抗僵化的時間制度。2018 年《Lab 實驗啟動計畫》為
期 24 天，除展覽之外，亦舉辦了 9 場表演呈現、4 場講座、2 場工作坊、2 場導覽，活動更延伸至多功能展演
廳，讓民眾更近距離接觸。

《松菸 Lab 新主藝 - 創作徵選計畫》用開放的角度給予創作者最大的揮灑空
間，2018 年入選的 3 位創作者為：周能安、姚尚德、鄭皓。每一位創作者皆
有突破成長，並挑戰觀眾慣有的觀看習慣。周能安將法會帶進劇場，舉辦一
場似真似假、保佑藝文環境的劇場法會；姚尚德則是將臺灣農業議題帶進劇
場，以農民的角度看待人生。鄭皓用數理編創舞蹈，將舞台打造為三角型舞
台，改變觀眾慣性觀看視角，3 組風格迥異，為表演藝術帶來更多可能。

《松菸 Lab 新主藝 - 創作徵選計畫》特有之「陪伴創作顧問」有如「夢想導師」，2018 年由金枝演社創辦人
王榮裕、紀錄片《無米樂》導演莊益增、跨領域、多媒材藝術家吳季璁擔任陪伴創作顧問，一路陪伴、指導 3
位入選創作者予以鼓勵。今年 10 場精彩演出，票劵幾乎場場售罄，並獲得數篇評論及企業贊助，可謂是豐收
的一年。

專案合作部分，賴翠霜舞創劇場《中途旅者》、國藝會《新人新視野》、A 劇團《茉娘》、她的實驗室空間集
的雙聲實驗《_	_》和《中三路三段》，演出類型多元且每檔都非常精彩。

LAB 創意實驗室，扶植表演藝術創作人才
「133 號共創合作社」為鼓勵非營利團體組織，透過共創合作的精神，建構文化與創意無線網絡，將時尚、藝
術、設計、音樂等文創工作者群聚進駐至園區，成為跨領域的文創產業育成基地，強化跨界交流的功能，激盪
創意火花並提升具體創作能量。

自 2017 年起透過公開徵件申請方式，2018 年共 5 家文創類別協會進駐，運用共創空間概念打造創意聚落，建
置國際交流平台與營運辦公空間，更賦予跨界合作的展示舞台。另外，133 號共創合作社備有交誼廳，提供進
駐單位策辦講座、工作坊及展演活動，並釋出閒置檔期供外部單位租賃辦理座談會、研討會活動，強化空間運
用可能性。

今年為推動進駐單位彼此更多橫向交流機會，定期邀約進行互動交流座談，發揮群聚能量創新魅力。除此之外
「財團法人台北市開放空間文教基金會」持續提供新生代藝術家發表舞台，定期辦理藝文展演活動，將藝術創
作與環境美學教育加以融合，讓大眾認識公共藝術計畫；「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協會」接力推動各縣市「設計翻
轉、地方創生」理念，亦安排國內外專題講座與展覽，增進民眾對於理念認知與實際參與；「中華民國室內設
計協會」以培育設計人才，加強設計資訊與技術之研究開發，打造與社會大眾多元互動交流場所，強化創意示
範基地的體驗；「台灣包裝設計協會」則集結優秀精銳設計師，凝聚設計專家、產業的技術、學界研究與教育
傳承，規劃國內外包裝設計競賽展，躍向國際舞台；「台北市音樂創作職業工會」，以傳承過去與展望未來華
語流行音樂進程的高度與深度，協助政府促使音樂產業升級，規劃辦理國際音樂創作營與流行音樂大師班等系
列活動，打造音樂的創作價值；「133 號共創合作社」2018 年度共呈現上百檔主題展覽、專題講座與工作坊，
吸引超過 19 萬人於此凝聚創意能量。

133 共創合作社，文創社群打造跨界創意聚落與國際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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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2018《松菸 Lab 新主藝》啟售記者會
02			《CM 色彩奇蹟粉彩畫聯展》運用手指調和粉彩的獨特繪畫方式，呈現出繽紛的色彩
03					抽象表現主義畫家	曾日昇以心象為《心靈藝術》展覽的創作元素
04			《黛玉小姐 MADEMOISELLE	DÀIYÙ》呈現文本間的霓裳世界					

2018《松菸 Lab 新主藝》，周能安作品〈超極★安龍補助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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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文創園區致力於打造多元的活動類型，2017 年首度舉辦《松菸秋分逛市集》，透過各種主題將職人精神帶
給民眾，更帶動了主題室內市集的風潮。2018 年再次以各式文化創意的切入點，自 9 月 14 日至 10 月 14 日每周
末細膩呈現最具話題的特色市集，在老菸廠中複習秋日時光，感受一場與人、與生活、與創作相遇的美好旅行！

島作─我和我所創造的
2017 年誕生於松山文創園區的「島作」，3 天活動超過了萬人參與，2018
年以「我和我所創造的」為題，邀來更多臺日品牌參與，並擴大舉辦 2 場講
座，由 8 位不同領域創作者分享「工藝」與「飲食」創作歷程。

新銳桌遊博覽會
首次以市集型態推廣新興創意的桌上遊戲，讓原創的精神與優質的遊戲能夠
在這裡集結，並焦點展示今年度國內外 50 款最新上市桌遊，讓民眾搶先免
費試玩，參與不同以往的桌遊博覽會。

東京想像─台湾限定三日店
東京最大創作工房、創作者的秘密基地 -Makers'	Base，引領日本25組品牌，
搭配臺灣 10	組品牌，首次發表「品牌風格市集」結合「工作坊體驗」的 3
日限定店活動！

東西好文創市集
承襲東區松山文創園區與西區西門紅樓的精神，運用西門紅樓常年辦理創意市集的豐碩經驗，結合松山文創園
區極具時代意義的歷史背景，提供文創工作者另一個發展平台，並為民眾提供一個品嘗生活的文化空間。

草率季─台北藝術書展
由草字頭發起的《草率季	台北藝術書展》，打造專屬臺北的 Taipei	Art	Book	Fair，超過 150 個攤位，高達 170
多組獨立出版社、書店、藝廊、小誌及國內外藝術創作者齊聚一堂，展出上萬本全球獨立刊物、藝術雜誌及畫
冊等出版品。

園區內共有藝異空間、藝思空間 2 處自營策畫展演之場域，分別為 46 坪與 11 坪，可辦理中小型展覽。

藝異空間藉由專案合作機制，與新興藝術家、設計師與小型團隊合作，共同討論策展方向並提供專業的展場規
劃、視覺設計協助，讓合作團隊的故事與內容呈現在展場空間，與民眾互動交流。

2018 年以「視野」為年度主題，邀請 4 組團隊帶來不同視角下的風景。第一檔和莊淳安、陳盈、蔡采媛 3 位
剛從輔仁大學應用術系畢業的社會新鮮人合作，延伸其參加「2017 新一代設計展」大獲好評並出版成書的畢
業製作──「鄉民曆」，將紙上的創意轉化成《鄉民曆之偏方研究室》特展，呈現新世代對於古老偏方的幽默
詮釋。第二檔《一張空白圖畫紙 - 就擁有全世界》邀請到長年深耕自閉症患者藝術治療領域的多寶學堂，顛覆
過往單純畫展的形式，藉由動畫與影像紀錄勾勒出每位自閉症患者的故事與創作脈絡，帶領大眾進入每位創
作者的生命故事。第三檔由小步 Biblio 私人繪本圖書館帶來《好奇心再進化 - 知識性繪本的時空之旅》，打破
對知識性繪本的一般想像，透過一趟可觸摸、可細看的知識性繪本旅程，帶領民眾回溯前輩繪本作家的心血
結晶、對照國際間繪本發展現況的同時，重新思考臺灣知識性繪本的可能性。第四檔	《Silhouette	of	Forest_
Landspace	#04 鏡物森林：任芯瑩創作展》，藝術家將自然的植物移進原本為工廠的展覽空間，將空間的邊界
與樣態重新定義，創造一個屬於這個場域的森林。

藝思空間則由自辦展與開放徵件的方式，推出《廠長的家書：松菸歷史影像展》、《「磚」美於前：台灣經典
馬賽克磁磚展》、《一刻瞬間：歐洲速寫特展》、《往	On	the	way》等多檔展覽，讓小型團隊、學生團體，
甚至來自香港的青年創作者，可以藉由公開徵件的機制，在藝思空間展覽與民眾對話，落實全民藝廊的宗旨。

秋分逛市集，打造主題市集風潮

藝異空間 & 藝思空間		以展覽與民眾對話

02

01

04 05

03

《松菸秋分逛市集》發掘臺灣特色主題市集，展現各式市集獨特氛圍

01		「島作」以「我和我所創造」為題，從「工藝」與
							「飲食」的角度出發探尋每位創作者的創作歷程
02		《東京想像	台湾限定三日店》同步推出 24	堂不同
									類型的創作工作坊

03	《好奇心再進化：知識性繪本的時空之旅》特展之
								Fanette	Mellier 的〈月亮〉及〈太陽〉，堆疊出
								天空中平時不易觀察到的細微光暈變化
04	《一張空白圖畫紙》特展之創作者陳樹緯的繪畫作品
05			藝異空間《鄉民曆之偏方研究室》特展，以幽默的
								復古視覺圖像呈現各種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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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菸廠古蹟中	發掘學習的美好
松山文創園區身為臺北的原創基地，希望能夠提供民眾參與藝文活動的多元選擇。《松菸講堂》於 2016 年正
式開課，以全民的創意學校為目標，規劃生活品味與職人養成的主題講座，曾邀請愛馬仕「奇境漫遊」策展人
Bruno	Gaudichon、國際燈光大師周鍊、知名建築師吳聲明等分享。

《松菸講堂》期待民眾在老菸廠舊建築中，找回學習的初衷與熱情，感受每場觸動人心的生活新提案，探索每
個創意無限的品牌新能量！

2018年除了生活品味與職人養成系列之外，更擴展主題至菸廠之歷史與美，總計舉辦22場，邀請了「雜學校」
創辦人蘇仰志、臺灣蕨類教父郭城孟、臺灣菸業產業史專家洪馨蘭、府城文化暢銷作家王浩一、打造大稻埕成
為微型創業基地的周奕成、擅長刻畫臺灣在地題材的金漫獎得主阮光民、鑽研日本藝術旅行的暢銷作家林凱
洛、蘇打綠團長暨策展人阿福 ( 何景揚 )、繪本界國寶曹俊彥及女兒曹益欣等各界翹楚主講。

此外，2018 年亦與精選品牌、指標機構等共同合作，包含印花樂、統一 L'uxpresso 精品咖啡、聯經出版社及
台北市音樂創作職業工會等，強化跨界交流，彈性運用雙方資源，創造更大的宣傳效益。

松山文創園區位於臺北市信義區，緊鄰社區與學校，近年來致力推動社區合作、文化平權，期讓到園區參觀之
民眾與鄰近社區均能感受到文創園區之活力。

多樣化導覽，輕鬆認識園區
因園區佔地廣大，且受限空間為古蹟，無法逕行調整，然考量到長輩與幼童、身心障礙者需求，園區以親切態
度與服務協助，讓各族群皆能在此達到良好參觀體驗，因此規劃各式方案團體導覽提供，從幼童、學生到樂齡
族都能獲得專業協助以了解這裡。2018 年大約有二百餘場次之團體導覽，針對行動不便或年齡較長之族群，
事先雙方討論動線，以使導覽老師事先能做好更多準備。

每趟導覽約 50 分鐘，從松山菸廠起建時之歷史背景、建築特色、歷來發展與變化、現今文創園區的營運與空
間運用，讓民眾得以更深入認識園區。此外更於 2018 年起推動「一個人無障礙園區小散步」導覽，針對 5 人
以下 ( 含陪伴者共 10 人 ) 之身心障礙者即可提供導覽服務。

擴大與小學、社區合作，提供不同互動體驗
近年，園區持續推動社區友好方案，2018 年與信義區公所合作，邀請芝山文化生態綠園，帶來鳥類大使，合
作辦理生態拓印體驗，讓鄰近之光復國小學童認識生態後再體驗拓印專屬提袋；此外，也為興雅國小辦理了體
驗活動，從生態與建築認識松山文創園區。而為擴大服務對象，園區除原有之中文、英文、日文導覽簡介外，
2018 年加製了印尼語之導覽文宣，印製實體物外也放置於官網，讓需要者可以直接下載，希能讓更多族群獲
得協助。

松菸講堂，讓職人與民眾一起激發創意 推動社區參與及文化平權

01

02 03 05

04

03					松山文創園區劃多樣化導覽，讓民眾輕鬆認識園區
04					松山文創園區舉辦「印」象松菸絹印活動，陪伴大小朋友一起歡度兒童節！
05					松山文創園區致力推動社區合作、文化平權，使參觀民眾感受園區活力

01					王浩一老師以旅行為題，鼓勵大家勇於出走、追夢，發現精彩世界
02					林凱洛以獨到觀點分享北川富朗四大藝術祭，傳授她的藝術旅人養成術			

8988
松
山
文
創
園
區

2
0

1
8

	

台
北
市
文
化
基
金
會
年
報



A R T

C U L T U R A L

V E N U E

台北偶戲館
Puppetry	Art	Center	Of	Taipei
傳承古典				創新翻轉
教育永續				藝術生活

台北｜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Taipei ｜ Treasure		Hill		Artist		Village
匯集全球				在地發生
城市連結				文化發聲

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
Taipei	Cinema	Park
公共藝術創作		街頭文化無所不在

台北當代藝術館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Taipei	
當代藝術展演與美感教育的激盪

新北投車站
Xinbeitou	Historic	Station
臺鐵淡水線僅存之百年車站
認識北投的入口				了解鐵道生活文化的起點

藝 文 館 所

西門紅樓
The	Red	House
西門紅樓八角樓			修復完成重新開幕
嶄新面貌型態再生			開啟新西區文化魅力



台北當代藝術館外觀《華麗轉身 - 范承宗》戶外作品

當代館的藝術展覽，除常設性的公共藝術展，每年依不同空間和展覽屬性規劃
不同展項：主題策畫展、室內 / 戶外實驗展、當代影像聚場、MOCA	Cube。
2018 年在館內、外共策畫了 25 檔展覽，除提供國內藝術家多樣的曝光平台，
也為臺北市民開創了兼顧知性、創意、與趣味的藝術體驗。

在地與國際的連結，多元領域的媒合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TAIPEI
台北當代藝術館

台北當代藝術館座落於大同區，原為臺北市政府辦公廳舍，2001 年轉型為臺

灣第一個公辦民營的當代藝術館，至 2008 年改由台北市文化基金會營運。

開館 18 年來，秉持多元化及全方位發展的原則，持續將藝術展演從館內拓延

到社區空間，致力打造一個富涵美學與文化創意的藝術磁場和都會景點。除

了不斷策畫具當代意涵的優質展覽外，當代館也致力於藝術教育推廣活動，

對於社區文化的經營和生活美學的提倡更是不遺餘力。期以提供一個具互動

性且整合度強的藝文平台，以鼓勵多元風貌的藝術創作和展覽，並藉此激發

國人具前瞻性的創意思考，帶動當代城市源源不絕的文化生產能量。

當代藝術展演與美感教育的激盪

台北當代藝術館外觀《pulima 藝術節 - 東冬侯溫》戶外作品

展覽策畫

《晃│影─史帝夫‧麥柯里個展》
參展藝術家：Steve	McCurry

《晃│影─史帝夫 ‧ 麥柯里個展》好攝影作品令人過目難忘，賦
與生命軌跡以形象之外，並形塑記憶結構，經典作品甚至能以影
像表達歷史縱深與當代關連。麥氏跨越許多文化與世代，從攝影
記者到以影像說故事，從膠片到數位，不變的是他對人性本質行
為之捕捉與呈現。

主題策畫展

《晃影》展覽 Steve	McCurry 作品 - 阿富汗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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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正義：科技＠潛殖》
參展藝術家：卡戴．阿提亞 (Kader	Attia)	、白雙全 (Pak	Sheung	Chuen)、吳其育 (Wu	Chi-Yu)、咸良娥 (Ham	Yang	Ah)、哈倫．法洛奇 (Harun	Farocki)、
致穎 (Musquiqui	Chihying)、格雷戈爾．卡斯帕 (Gregor	Kasper)、徐坦 (Xu	Tan)、張紋瑄 (Chang	Wen-Hsuan)、陳界仁 (Chen	Chieh-Jen)、
黃以曦 (Estella	Huang)、黃邦銓 (Huang	Pang-Chuan)、黃漢明 (Ming	Wong)

「科技@潛殖」不是歷史中特定殖民主義或後殖民處境的延伸，不像先前特定歷史階段中可清楚區分出殖民者與
被殖民者的狀況，而是指在今天社會關係的民主化與訊息的高速流通傳輸下，仍然保存了舊的支配關係，其中隨著
全球化流動而不斷變動的只是佔據支配位置的角色。毫無疑問地關注個體與結構、經驗與宇宙論的關係，並以創造
性的方式想像各種個體或社群得以實踐的方法，這正是藝術家們從未在晚近幾個世紀停止過的工作：朝向「穿越」。

《影像的謀反》
參展藝術家：許家維 (HSU	Chia-Wei)、艾薩克 ‧ 朱利安 (Isaac	Julien)、
吳燦政 (WU	Tsan-Cheng)、約翰 ‧ 亞康法 (John	Akomfrah)、葉 ‧ 芭塔娜 (Yael	Bartana)

《影像的謀反》的參展作品奠基於真實的空間、事件及文本，透
過地方、歷史、文學、電影、傳說等多重援引指涉，以深思熟慮
的影音佈署，嘗試連結更寬廣的時空脈絡，在虛構和非虛構的交
互審視與合作中，進行現實的後設批判，並生產出新的現實。

《華麗轉身─老靈魂的魅力重生》
參展藝術家：李冠然 (Kenny	Li)、沙布喇 ‧ 安德烈 ( 高勝忠 )、林淑鈴 (Shu-Ling	Lin)、范承宗 (Cheng-Tsung	Feng)、康雅筑 (Ya-Chu	Kang)	、
張美儀 (Meiyi	Cheung)、張國威 (Koyo	William)、陳宗萍 (Tsun-Ping	Chen)、傅織女 (Tricia	Flanagan)、舒米 ‧ 如妮 (Sumi	Dongi)、楊偉林 (Yang,	Wei	Lin)、
嘎瑪魯岸 (Kamaro'an)、盧聲前 (Singchin	Lo)、賴純純 (Jun	T.	Lai)

時尚、生活美學、傳統技藝一向被斥為非藝術品，但近年來卻是歐美各大美術館展覽的新趨勢，這說明了觀念
的流變以及當代手法的無限可能性。本展覽的藝術家或設計者、工藝師，在傳統與現代之間來來回回地省思與
手作，在讚嘆與驚覺之中，整合新的知識，並且成為時代的象徵。

《翻動MICAWOR	─	2018	PULIMA 藝術節》
參展藝術家：Apo'	陳昭興 (Kufir．Talo,	Ting-Ting	Wang)、TAI 身體劇場 (TAI	Body	Theatere)、
文宏 (WEN	HUNG)、司慈聖 (Paki-Takismuuzan)、安君實 (拔舒浪．魯魯安 /Pasulange	Druluan)、
伊祐．噶照 (Iyo	Kacaw)、阿道．巴辣夫．冉而山	(Adaw．Palaf．Langasan)、
阿仍仍 (Aljenljeng	Tjaluvie)、杜寒菘 (Pacake	Taugadhu)、武玉玲 (Aruwai	Kaumakan)、
拉飛．邵馬 (Lafin．Sawmah)、林戎依 (Halomai)、林喬 (Lin	CHIAO)、林光亮 (Fuday	Ciyo)、
曾秉芳 (Lahok	Oding)、陳勇昌 (Kaling	Diway)、高勝忠 (Sabra	•	Andre)、
莊國鑫 / 莊國鑫原住民舞蹈劇場 (Kuo-Shin	Chuang	Pangcah	Dance	Theatre)、
蒂摩爾古薪舞集 (TJIMUR	DANCE	THEATRE)、楊奎洋 (Yang	Kui	Yang)、潘昱帆 (Uki	Bauki)
國內外邀請展：莉莎•瑞哈娜 (Lisa	Reihana)、林介文 (Labay	Eyoong)、撒古流 (Sakuliu)
明日藝術節：葛蘭達．尼珂斯 (Glenda	Nicholls)、彼德．沃波斯 - 克羅 (Peter	Waples-Crowe)

《Pulima 藝術節》是臺灣最重要的原住民當代藝術節，體現原住民的文化精神與當代藝術新風貌。2018 年以
「Micawor 翻動」為命題，以視覺藝術、表演藝術、電影、論壇、講座、工作坊等方式呈現，並跨國連結原住
民藝術社群，攜手翻動原住民文化藝術的沃土，讓連結原住民族美好未來的各種新芽竄出，期許為未來原住民
社會創造盎然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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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土地之歌》
藝術家們以不同創作媒材及型態代替土地發聲：「我們有自然風，
不要電風扇」、「盤子上的食物是水泥飛魚嗎？」、「後遺症出
現了」、「狂舞吧，憂鬱！」、「土地如何劃分呢？」…他們透
過詼諧、反諷、自省或詩意的語彙來表達環境的現況、表達臺灣
人對於環境現狀的不滿與隱憂，期待大家	可以試著聆聽大自然的
聲音，並重新思考對於土地的使用，停止沒頭沒腦的開發。

《開房間計畫─腹語術》
《腹語術》這部只為一個觀眾所做的演出，探索事實與虛構、夢想與真實之間的表演實驗，體現藝術本質之於
表演、空間、觀眾的立體思維，並提供觀眾感官上零距離的親密互動，藉此打破觀眾與表演者之間的界限，進
行一場只為「你」而做的演出。

《不只是歷史文件：港台錄像對話 1980-1990s》
1980 年代初期，錄像藝術在臺灣與香港同時崛起，藝術家不約
而同地藉由即時、即拍即播的媒介表徵，積極介入社會議題。相
較同期的港臺劇情片與紀錄片，此種結合創意與政治表態的錄像
藝術作品形態在當時尚未引起廣泛關注，顯得弱勢而邊緣。回望
1980-1990 年代港臺錄像藝術，鑒於其歷史事件所展現的獨特感
性與洞察力，為當前兩地與中國處於愈顯緊張與對立的政局，帶
來重思歷史的契機。

2018 年室內實驗展共展出 7 檔，內容含括：國際當代藝術交流、臺灣藝術家實驗展，以及新媒體藝術展等不
同類項。具體成果如下：

室內實驗展 (MOCA	Studio)

《穿越─正義：科技＠潛殖》

04		《PULIMA 藝術節》開幕演出
05		《還原土地之歌》展覽現場藝術家導覽
06		《不只是歷史文件：港台錄像》藝術家導覽

01		《影像的謀反》Isaac 作品 - 萬重浪
02		《華麗轉身》賴純純作品 - 青春夢
03		《華麗轉身》排灣族設計師服裝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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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世代：人造知覺─詹嘉華個展》
本展覽延續藝術家長期對「數位科技／身體感」的關注，以希臘文對身體
(Soma) 的描述為觀點切入，將「時間」的元素導入身體長、寬、高的固態形
體概念之中，認為身體會因著時間的推移而累積成長，成為一個即時且不斷更
新的狀態，而藝術家則運用科技媒體將身體即時更新的狀態再現於作品之中。

《島嶼的曾在─雪克個展》
在重新組織、敘述這些過去事件與虛構文本的過程中，就像是觀察這座島嶼
曾經的存在，參與我們未曾親身經歷過的歷史。那麼，應該要問的是這些過
去的事件和我們的連結是什麼？它們是怎麼成為建構我們知識體系的基底？
又如何影響現下時空的我們？

《如果你希望我說些什麼	我會說我看見一幅影像─海希利西特個展》
本展以攝影、影像、聲音、文字、製圖、繪畫、物件、訪談等多元的媒材和
內容，逐一建構出海希利西特的跨國創作與在地觀察，展場中看似各自表述
的藝術語彙，實則一針一線地編織出龐大且緊密的都市意象。

01 05

06

《遊歷│華安瑞個展》
藝術家透過攝影去傳達拍攝當時感受的環境；由觀者的角度出發，這裡所謂
的氛圍，應也是一種對於客觀環境有所回應的心境世界。在目前這個具有小
型回顧展性質的展覽中，創作者實驗著種種傳達其追尋的方法。藝術家意圖
使得其作品觀看經驗由簡明快速的影像提供，轉化為一種逐漸展開的觀看和
沉思體會，而這也給展覽名稱「遊歷」(Wandering) 另一層較深沉的意涵。

03

02

04

《幽浮一族─ 2018	MOCA	國際錄像藝術節》
《幽浮一族》匯聚了來自法國、義大利、巴西、南非、韓國共 7
組藝術家，關注主題皆在於對身體、行為及手勢的研究探索；作
品中以跳脫常規的行為表演或角色設定，藉由社群介入、符碼挪
移、古今交疊等手法，探索二元對立之間的模糊地帶，從各式奇
想中開發出特殊美感，同時也反映了日益多元發展的現代社會，
必然經歷的融合或衝突過程。

《街頭故事：台灣訪談計畫》
《街頭故事：台灣訪談計畫》是一部隨機播放、非線性剪輯的紀
錄片，交織了臺灣街頭勞動者的身影與訪談，並置生活環境與風
景影像，讓人物心理質地與生命故事更增添色彩。拼貼的影像意
圖創造一個液態肖像，呈現出人與地方的多層次面向與交織不清
的關係。影片結構有如中日詩詞中的聯句與連歌，驅動觀者結合
並重組訪談、風景、肖像等畫面，用蒙太奇的方式讓畫面間產生
關連與交互關係。

《記憶的圖景》
時間，一種既具體又抽象的概念，以線性的動態方式為序列，而
我們所經歷的過往則於每個流動的過程中形成切入，或長或短、
或連續或斷裂，片刻的感知凝聚成記憶的樣貌，清晰的、模糊的，
那些可訴之言說或曖昧難明的聚合，繪製成時間之流的感知地圖，
而我們則在邊際間徘徊踽步或是行進擴張。

《我要神、要詩、要危險、要自由、要良善、要罪惡》
身處不安定與焦慮的年代，7 位藝術家分別針對不平等的社會支配
結構、現代人孤絕壓抑的心理狀態、以及對虛擬網路的依存慣性
等等文明徵候，進行共同體察與各自回應，匯聚成了本展的核心
議題。透過一系列視覺元素鮮明、敘事風格迥異的錄像作品，除
了關注廣義的時間命題、歷史與記憶的堆疊，同時聚焦在生命與
道德其短暫、脆弱的本質，並對日漸標準化的當代生活提出質疑，
同時嘗試探討人類自訂的「遊戲規則」與真實世界的連結與意義。

當代影像聚場 (MOCA	Video)

01	《島嶼的曾在─雪克個展》
02	《Y 世代─詹嘉華個展》吸引大批民眾實況
03	《遊歷 - 華安瑞個展》藝術家親自導覽					
04	《如果你希望我說些什麼	我會說我看見─幅影像 -希利西特個展》藝術家導覽
05				MOCA	Video《幽浮一族》
06			MOCA	Video《我要神、要詩、要危險、要自由、要良善、要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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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關渡國際動畫節 X台北當代藝術館─
藝術串聯計劃》
《關渡國際動畫節》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動畫學系所
籌備辦理，於 2011 年創辦至今已邁入第八屆，透過
國際公開徵件的過程，不僅成功的將影展推廣到世界
舞台，更成為全球各地優秀動畫藝術家與導演所關注
的重點影展。而台北當代藝術館於 2013 年起也加入
了合作串聯計劃，透過展覽期間的作品播映展示，齊
步推動國內外的動畫創作與影像視野。

《是誰在唱歌 ?》
《是誰在唱歌 ?》展覽邀請了 4 位藝術家，跳脫 MV
炫麗吸睛的商業風格，及伴唱帶的影像風情營造，重
新探索歌唱的行為與影像展演的生成意義。余政達的
〈歌唱練習：日文歌〉討論日本文化移植到臺灣後，
意義已然喪失，僅剩聲音符號依舊被傳唱；葉覓覓的
〈南無撿破爛菩薩〉，以平實幽默的影像風格與素人
演員呈現庶民精神；陳含瑜的〈印尼 Sungai	Duri 卡
拉 OK 記憶計畫〉則是紀錄友人阿琴在臺及印尼家鄉
親友的生活影像，用影像及歌唱串起漂泊的生命；
Sputniko! 的〈月經體驗機〉以 MV 影像風格探討女
性生理與科學禁忌。

《星球製造所》
一場「五感藝術體驗計畫」，結合了劇場的部分元素，也包含與參與者心
靈交流、料理品味，與類似互動體驗的工作坊形式。藉由不同的身體感官
經驗，包含空間環境設計、氣味、燈光與音樂呈現，從視覺、嗅覺、聽覺
引導參與者進入想像的星際旅程，了解並品味擁有自己特質的星球料理，
透過生命經驗的交流，與藝術家一同完成結合個人生命故事與夢想的食物
攝影作品，體驗一場全面且獨有的感官經驗。

《激情與空無》─阿里巴魯‧圖魯荷達個展
本次個展《激情與空無》集結了多件平面繪畫與小型雕塑，藉以探尋個人在感性能
量及理性規則的彼此碰撞、拉扯之下，所激發的創作靈感與才能。然而當此種才能
成為規則下的產物時，也往往是一種限制，因此藝術家認為，如何透過個人直覺去
突破路徑的過程，正如同經歷源自古希臘神話中的「迷宮 (Labyrinth)」，看似層疊
交錯，卻有著絕對的出口，而作品，則是在迷途中的探索與思考、感知與理智交融
之下的情感表達及呈現。

《越界》
「塗鴉」過去被視為一種具有爭議性，且與主流背道
而馳的藝術形式，因其創作過程時常遊走於法律邊
緣，也為作品增添不少叛逆又神秘的色彩。近年來隨
著社會大眾對於「街頭塗鴉」的關注逐漸提升，且藝
術創作類型亦趨多元化，各種跨領域合作的藝術展演
活動，開始邀請塗鴉創作者進入大型藝術場域及展演
空間。這讓塗鴉不再只是地下化或躲在陰暗角落的創
作，而是逐漸走向當代藝術的範疇，同時也象徵著塗
鴉即將邁開步伐，開始「越界」。

《低限命題．感性空間》─東和鋼鐵國際藝術家駐廠創作展
「東和鋼鐵駐廠創作計畫」緣起於 2009 年東和鋼鐵執行長侯王淑
昭女士與國家文化基金會合作為期 3 年的專案「東鋼藝術家駐廠
創作專案」。2012年開始，東和鋼鐵文化基金會持續推動此專案，
每年邀請一位臺籍和一位外籍藝術家，以東和鋼鐵苗栗廠區為創
作場域，提供廢鋼材料、專業機具及技術人員支援，協助藝術家
創作，希望透過這個計畫得以推廣鋼雕藝術、擴展其可能性及促
進不同文化藝術家之間的交流與對話。藝術家，透過自身東方文
化養成，創造出與西方思想脈絡不同的創作，反映東方形上哲學
的極簡雕塑，以簡單造型詮釋自身文化，本次創作的作品亦回歸到「鋼鐵材料」的本質，巧妙運用廢鋼材料、
將加工降至最低限，反思作品與周遭環境之間的關係。

當代館微型展覽空間 (MOCA	Cube)

02

01

03

MOCA	Plaza 李再鈐作品《只緣身在此山中》

01			MOCA	Cube《星球製造所》展間現場	透過鏡屋裝置的反射，
								呈現出如萬花筒般的絢麗氛圍
02			MOCA	Plaza 李再鈐作品《功在工力》
03			MOCA	Cube《越界》展間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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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街大歡囍─日常無感指南》
台北當代藝術館自 2012 年開啟《街大歡囍》街區藝
術專案，藉由藝術展演實驗日常生活與當代藝術碰撞
激盪的各種可能。在當今城市裡散落的開放空間中，
雨後春筍般的藝術計畫能夠關注怎樣的命題？如何藉
由藝術計畫與日常生活的疊合，讓人們重新看見生活
中微小改變所引發的蝴蝶效應、聆聽同溫層外異質群
體間的意見與討論、感知自我利益以外的公眾價值，
進而關切整體社會的權益並參與實踐社會的改變。
本年度的《街大歡囍》街區藝術計畫，結合了當代人
們「無感」的日常生活、指南的「路徑」與藝術「導覽」
形式與內涵，希望透過作品的指引與顯像，將社會日
常中隱而不顯的紛雜現象重新辨識指認，反饋至每一
個生活其中的人。

《VR變形記》虛擬實境體驗裝置
卡夫卡的《變形記》描述銷售員格里高．桑姆薩的內
心世界。某天早上醒來，他發現自己變成一隻巨大的
甲蟲，完全沒有任何頭緒。他該如何面對這個情況？
他的父母會作何反應？而老闆又會說些什麼？卡夫卡
表現主義式的文字在一百年後仍令人思索，沒有正確
答案。然而，透過這件裝置，讓我們化身為可憐的主
角，在虛擬實境的神奇世界中重生，並找出這些問題
的答案。
《VR 變形記》將卡夫卡的著作由文字世界轉換成虛擬
實境空間，主角則由格里高．桑姆薩換成了你自己，
米卡．強森如此解釋。

《「視覺─身體─世界的互換體系」行為藝術八個展》
ART	TAIPEI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
行為藝術創作者比畫者或其他類型藝術家更具強烈的
身體性，既是思想又是材料的身體，「會思想的身
體」、「身體就是世界」，如此強大的悖論打開了人
類的視野。台北當代藝術館本次展出由黃明川電影工
作室所記錄的3位藝術家：李銘盛、楊金池、許淑真，
以及瓦旦 ･ 塢瑪、阿道 ･ 巴辣夫 ･ 冉而山、旅居德國
的中國藝術家段英梅、蔡青，以及洄瀾國際表演創作
營。用影像記錄方式展出。本館在不代理藝術家，純
粹只是展覽的前提下，邀請行為藝術家作品展出，主
要表現當代藝術極少數藝術家從事卻很珍貴的一種藝
術類型，同時也與其他具有商業機制的參與單位一起
探討行為藝術收藏的方法，並且要不斷地彰顯行為藝
術家們的創作生命。

《2018 館校聯合成果展》
當代藝術館秉持著藝術扎根的精神，自 2007 年起首
先與建成國中合作，啟動了《館校合作─藝術家駐校
教學計畫》，2009 年加入日新國小，呼應了當時「九
年一貫的藝術與人文教育政策」，2011 年起，擴大與
成淵高中的藝教課程結合，落實了「藝術教育十二年
一貫」的理想。此專案計畫旨在開創師生集體創作、
藝術家與藝術教師共同合作、相互觀摩的雙向教學模
式，並且常態化實施的特殊藝教方案。

街區實驗展

街大歡囍暨館校合作專案 特別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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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01			街大歡囍 - 夏仙作品	
02			街大歡囍 - 劉銘軒作品
03			館校合作 - 建成國中
04			館校合作 - 開幕

05			歌德學院《VR 變形記》虛擬實境體驗	
06			2018 台北藝博《「視覺─身體─世界的互換體系」
								行為藝術八個展》	講座陣容堅強
07			2018 台北藝博《「視覺─身體─世界的互換體系」
								行為藝術八個展》民眾自由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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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當代館於館內及館外場域，推行7類分眾教育推廣活動，
包括：( 一 ) 針對展覽參觀者的教育推廣活動、( 二 ) 以推動藝術論
述與學術討論的「春之當代夜」、( 三 ) 以普羅大眾為對象的「廣
場藝文活動」、( 四 ) 提升全齡美學經驗的「好玩藝教室」、( 五 )
以美感教育為主的「兒童學習系統」、( 六 ) 貫串國小、國中到高
中的「館校合作計畫」、( 七 ) 以民間企業和校園為對象的「藝術
宅急便服務」。

教育推廣

(一 )教育推廣活動
2018 年共舉辦了 1,265 場教育活動，包括：服務個人的免費語音
導覽、針對團體的每日上下午定時導覽，假日的專家現場導賞，
深入淺出的 MOCA 講吧，以及專業的國際研討會等。

( 二 ) 春之當代夜
由當代館與春之基金會共同合辦，以主題策畫方式，結合專題演
講、座談、電影欣賞等各類活動。與談者來自亞洲各地區而具有
不同專業背景，包括學者、藝術家、藝評…等，希望透過跨界連結，
媒合當代藝術文化之不同知識和視野。2018 年的春之當代夜，共
舉辦 5 場講座，吸引了 677 位研究生及社會人士專程參與，印證
了推動當代藝術論述，確實有其重要性和需求性。

( 三 ) 假日廣場活動
廣場藝文活動的規劃，包括自辦以及本館和民間單位合作，平均
每月辦理 2 次，結合文創市集及藝術工作坊等不同內容，開放民
眾免費參與，有助於建立當代館與週邊里鄰的連結，活化美術館
戶外空間以及整個社區的氛圍。2018 年一共舉辦 7 場活動廣場活
動，累計吸引了超過 20,821 人次參與。

( 四 ) 好玩藝教室
為了滿足社會民眾學習藝術動手創作的需求，本館每年依春、夏、
秋、冬四季開設了不同的藝術創作套裝課程，將美學概念融入教
案中，讓藝術與生活緊密結合。2018 年總計規畫 28 場次，全程
參與人數達 535 人次。

( 五 ) 兒童學習系統
強化美感教育、讓藝術向下扎根，配合每檔主題展覽，持續推出
兒童語音導覽服務、學習單、觀察單及學習盒，輔助了解展覽內
容，增添學習趣味。此外，還有專為 12 歲以下兒童打造的親子
空間「U12 小玩藝教室」，搭配展覽規畫不同的藝術體驗活動。
2018 年總計規畫 609 場次，全程參與人數達 5,454 人次。

( 六 ) 館校合作計畫
2008 年以來，當代館積極進入周邊校園及社區推廣美術。2018 年
《館校合作─藝術家駐校教學計畫》，落實十二年一貫的國民藝
育精神，與日新國小 ( 五、六年級 )、建成國中 ( 八年級 ) 和成淵
高中 ( 高二 ) 三校合作，邀請不同領域的藝術家駐校教學，帶領同
學運用機械、陶藝、花藝等方式完成不同趣味之作。

( 七 ) 藝術宅急便服務
針對學校及社會網路之拓展，當代館除了每年培訓駐校大使之外，
2018 年也派遣館員到有興趣瞭解當代藝術的校園及公司機構演
講，透過與社會大眾 / 學生面對面的對話與行銷，深入淺出地介
紹當代館及其展覽，以開拓新觀眾。

兒童
學習系統

教育推廣
活動

館校合作
計劃

藝術
宅急便
服務

廣場
藝文活動

好玩藝
教室

春之
當代夜

MOCA
台北當代

藝術館

	當代館官網臉書：即時發表當代館最新資訊，2018年度Facebook的粉絲數突破30萬人，居全臺灣美術館之冠。
	當代館官網：提供館內各類展覽詳細內容及教育活動最新訊息，2018年底累積瀏覽人次已超過7,176,620人次。
	當代館官網影音專區：結合影音內容和 Youtube 社群平台，建立全臺收藏影音收藏最豐沛的當代藝術數

位影音資料庫，目前已累積 923 部完整的策展人 / 藝術家現身說法、講座記錄、展覽影片等，觀看人次達
1,123,953，這些影片除無償開放給學者民眾觀賞，也提供教師作為當代藝術第一手教學資源。

	智慧型手機上網即可免費下載 MOCA 官方 Instagram、WeChat，隨時隨地接收當代館展覽與活動的最新訊
息，並打造藝術網友即時交流的平台。

發展行銷

除了維持與傳統平面傳媒及電子媒體的良好互動之外，近年來當代館也積極建構更具主體性的各種網路行銷機
制，以加強和社會大眾的直接溝通與聯繫。此類機制包括：

強化網路行銷及數位傳播，提供即時性和互動
性的內容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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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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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影像的謀反》藝術家面對面講座	
02			春之當代夜《亞洲策展》講座
03			廣場活動《敗家女市集》
04			好玩藝教室

05			U12 小玩藝教室	
06			館校合作 - 建成國中
07			藝術宅急便 - 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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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紅樓八角樓修復完成，重啓西區文化榮景

西門紅樓為提供更優質的環境，2016 年 8 月起，歷經了 1 年半的修復工程，針對建物立面、屋頂及門窗修復，
管線、空調更換、加強消防設施照明設備、廣場地坪…等進行全面性修復工程，目前古蹟本體在結構補強修復
及外觀清洗後已風華再現。修復後的紅樓，此刻無論在建物或空間氛圍，充滿歷史痕跡，娓娓道來的動人故事，
更讓紅樓成為快速蛻變的西門商圈裡屹立不搖的文化地標，也是國際觀光客來到西門町必定造訪的重要景點。

傳承百年的歷史延續，全新的八角樓以歷史定位出發。因應再利用需求及歷史情境復原，紅磚
外牆及門窗經過修復清洗，回復原有的仿舊色澤樣貌。最具特色的二樓劇場屋頂鋼骨桁架，有
如雨傘骨般呈放射狀，也在此次修復工程中進行周邊鋼骨補強結構。

西門紅樓 3 月 1 日重新開幕		百年古蹟風華重現

THE
RED
HOUSE
西門紅樓

西門紅樓興築於 1908 年，為臺北市政府核定之三級古蹟，百年間歷經市場、

劇場與影院的幾番更迭，自 2007 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委託台北市文化基金

會接掌後，開啟新頁。老建築豐富的人文特色與文化創意相結合，各項藝文

表演、活動與創意展覽於八角樓、十字樓和南北廣場等區域熱鬧舉辦，營造

出前所未有的觀光榮景，已然成為觀光客來臺必遊景點之一。

八角樓因使用已久，自前年 8 月修復工程至今年 3 月重新開幕，以嶄新的面

貌型態再生，不僅承載過去的歷史，也期盼開啟新的西區文化魅力。西門紅

樓持續秉持古蹟再造理念，極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為百年建築注入新血與

活力，展現古蹟保存、傳統藝術與創新文化三方交融薈萃的新能量。

西門紅樓八角樓   修復完成重新開幕
嶄新面貌型態再生   開啟新西區文化魅力

01 02 01			修復後的二樓劇場屋頂鋼骨桁架，有如雨傘骨般呈放射狀，
								也在此次修復工程中進行周邊鋼骨補強結構
02	「百年瞬息」為主題的一樓迎賓區設計

105
西
門
紅
樓

104



一樓迎賓區以「百年瞬息」為主題，在八角樓中央打造出奇幻光景的獨特空間，並以「點」作為設計要素，透
過每一個「點」凝視回望紅樓的百年流光歲月。全新開幕的「紅樓選品」及「紅樓茶坊」，則以開放式展櫃
及懷舊風的吊燈，拓展百年古蹟八角樓更多有趣的空間想像，期望透過更多不同類型的品牌亦或不同領域如美
食、時裝、科技合作，相信將為八角樓帶來不一樣的新氣象。

未來西門紅樓也將透過文創產業，期許帶動臺灣文創產業有更多元化與國際化的合作交流，持續在百年古蹟注
入新活力，更要讓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以豐沛的文創能量見證西門紅樓今昔美好魅力！

中秋市集 9 月 22 日至 9 月 24 日，西門紅樓戶外廣場成為大型
園遊會，眾多月亮主題相關活動，集結各式創意市集、人氣電
影及舞動音樂，邀請民眾體驗一場別具特色的月光冒險，有由
西門紅樓 16 工房品牌 - 自做自售主辦的《發現復刻的美好》
主題講座，特別邀請木子設計創辦人 - 李文智先生，舉辦「分
享舊生活運動」、「旅行發現的美好」及「我的秘密基地」三
大主題內容。另外，北廣場也特別精心設置浪漫月光電影院，
帶給大家經典系列電影「E.T 外星人」及「樂來越愛你 (La	La	
Land)」，讓附近民眾攜家帶眷一起來西門紅樓與月同歡 !

西門紅樓創意市集自 2011 年起由西門紅樓接手自營，每週末舉辦常態性市
集外，亦搭配季節與特色節慶舉辦主題市集活動。傳承在地的文化背景特
色及時代意義，身為臺北市西區重要的地方生活中心，將舊文化賦予新生
命，並透過活動提供創意市集文創品牌實際展銷平台，增添以西門紅樓為
中心之地方活動特色。

「神來氣旺」的汪汪年，西門紅樓初一到初五天天營業，創意市集匯集多
家臺灣原創品牌，邀請大小朋友春節期間到西門紅樓走春看展玩創意，體
驗豐厚文創文化！新春連假結束後，2018 臺北燈節緊鑼密鼓的在 2 月 24
日至 3 月 4 日於北門及中華路一帶登場，今年採雙主場概念，主燈設在西
門紅樓前廣場，北門則展現光榮城市、進步價值意象。

兒童節連假從 4 月 4 日到 8 日一連 5 天，為了闡揚環境及動物保育觀念，
並迎接世界地球日的到來，西門紅樓推出《GREEN	HOUSE》親子主題市集，
主動引導孩子、陪孩子建立環保價值觀，讓大小朋友一同參與這場意義非
凡的綠色慶典。

西門紅樓創意市集		各式主題眾人同樂

16 工房於 2017 年開始執行快閃店計畫，希望活化空間之餘，還能藉由在
地及國際品牌的行銷展示與 16 工房的品牌相互激盪，以 3 個月為期不同的
策展主題結合展覽及文創商品，豐富整體文創商品的樣態，讓更多人親近
臺灣文創品牌豐富的創作能量。

今年第一檔快閃店，係由國立歷史博物館所帶來的《常玉玩美生活》，展
期為 1 月 16 日至 4 月 8 日，史博館此次帶來典藏常玉畫作延伸設計的文創
商品，進一步拓展年輕族群及觀光旅客認識博物館文創商品的魅力，文創
品貼近日常生活的設計美學，不僅顛覆大眾對博物館的想像，也期望透過
美學品味及實用性兼具的博物館典藏文物所轉化設計的日常物件，讓藝術
落實在生活中。

從 4 月 10 日至 9 月 2 日於 16 工房展出的係和時尚品牌「日常經典」攜手
合作，以《日常鳥日子》為策展主題，邀請大家跟著「日常經典」漫遊城
市原野間，在忙碌的都市探索生活新視角，在城市裡來趟綠洲小旅行，為
生活舒壓釋放壓力。

第三季迎向歲末年終的快閃店是 9 月 3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的「亞洲手創
展」以《讓喜歡的事成為生活》為主題，延續去年 Pop	Up	Asia	Store 的形
式，邀約 23 位不同屆的參展商，共同為「讓喜歡的事成為生活」發聲，快
閃店以「手創生活的想像」的想法出發分為「在地生活」、「自我主張」、
「甜蜜家庭」、「亞洲觀點」、「分享創作」、「手與心的對話」六大主題，
要讓更多人體驗手創生活的各種可能，希望藉此展現亞洲手創者的豐沛創
作力與夢想大無畏的精神，從手作到創業的一路足跡，鼓勵更多人透過手
作創業實現自我價值，讓喜歡的事成為生活。

16 工房快閃季現		打造多元文創樣貌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1			邀請臺北市長柯文哲、前副市長陳景峻、
								台北市文化基金會董事長李遠 ( 小野 ) 與
								前文化局長鍾永豐來到現場共同見證開幕儀式
02			獲得第 28 屆金曲獎「最佳原住民語專輯獎」的
								CMO 樂團，特別為此次開幕儀式編曲演奏，
								透過精彩音樂展現撼動人心的藝術能量

03		《GREEN	HOUSE》親子主題市集內容也大多與環保相關
04			親子市集透過遊戲關卡，寓教於樂，引導孩子們建立
								環保價值觀念	
05			中秋市集舉辦《中秋夜，藝術家柚柚班》，民眾可彩繪
								出屬於自己的中秋柚

06	「日常野草」用臺灣土地上生長的青草，無任何化學添加，煉茶師
								現場手沖茶讓您每一口都喝的到青草清香
07			來自亞洲各地超過 20 位手創者來到讓喜歡的事成為生活亞洲手創
								店，分享他們的創作熱情，跟著亞洲創作者一起同步創作生活
08			國立歷史博物館於西門紅樓 16 工房展出《常玉玩美生活》，推出
								多項博物館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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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紅樓長期致力於推廣藝文活動演出，從 2010 年起推出的「玩藝劇場」，與藝文團隊攜手，提供演出的平
台與宣傳推廣管道，已是西門紅樓年度重要的藝文活動。今年八角樓啟用後，首次嘗試以「類定目劇型式」與
臺北市歌仔戲推廣協會、陳亞蘭歌仔戲合作整整一個月的演出，共同推廣傳統戲曲，並於 10 月與瘋戲樂工作
室合作，以歌舞劇型態連續演出 12 場，作為生日慶暖壽活動。

臺北市歌仔戲推廣協會、陳亞蘭歌仔戲於6月29日至7月29日除了推出15場的自製歌仔大戲《黑家店》之外，
更投入大量心力推廣歌仔戲養成，精心策劃一系列體驗研習活動，以傳承歌仔戲文化。劇組於每場演出後舉辦
體驗活動可供民眾體驗演出主角扮相，並於舞台情景拍照留念。另有研習班，以劇本進行讀劇、角色分析、情
緒表演與戲劇排練，最後還可與演員們一同粉墨登場。加上歌仔戲教學活動，讓親子族群一同體會歌仔戲的迷
人之處，寓教於樂、老少咸宜。

瘋戲樂Cabaret於10月5日至10月18日演出經典戲碼《月光下的搖擺少女》，
共計 12 場。瘋戲樂 Cabaret 演出融合歌舞、喜劇、即興，整體故事內容從富
含歷史的老舊建築物開始，與西門紅樓鄰近地域存在之民歌西餐廳、紅包場大
酒樓等歷史空間對話，台上台下充滿許多即興互動，歡樂風情正如同臺灣歌廳
秀紅包場的黃金年代。人文地景與文本內容更是息息相關。

西門紅樓希望能透過此次之活動舉辦，以獲得更多市場回饋及相關政府或民間
支持，讓觀眾感受更多屬於土地的文化與情感，進而發展成富含在地文化色彩
的觀光類定目劇形式。

2018 玩藝劇場與藝文團隊攜手		期盼發展類定目劇形式

歷經 16 工房、八角樓接連整修，2018 年 3 月西門紅樓以全區開放形
式重新再開幕。八角樓的完工啟用，被期許成為臺北舊城區的新景點，
是西門町觀光景點的入口站。因西門紅樓與西門町繁華相連結，《西
門紅樓 110 歲生日慶 - 西城．拾光》忠實記錄西門町世代的回憶與情
感，將它們拼湊起來，重現歲月的情境與風貌，讓年輕世代及觀光客
更加深刻認識不老之城西門町及百年古蹟西門紅樓。生日慶活動接連
在 12 月 8、9 日兩日展開，其中年代特展持續展出一個月整。本次活
動主軸圍繞著西門町的歲月點滴，接地氣的重現當年的情感風貌及承

接「西區接待客廳」的使命，讓年輕
世代及觀光客重新認識不老西門町及
古蹟紅樓，重溫西門町美好年代之餘
亦期盼紅樓下個百年願景。

2018《西城．拾光》110 年生日慶一同穿梭西門古今回憶
用懷舊展望未來

1908 年西門紅樓興建至今 110 年，是最早的常民市場及各色常民的娛樂之地，經歷百年歲月的洗禮，在臺北
西區立足一席觀光首要之地。今年生日慶活動，將時光拉回西門町的風華年代，老派市集活動現場提供服飾，
並與專業髮型設計、攝影團隊合作，民眾親身體驗復古扮相，著裝後可以來到回憶拍照棚中，用老式拍立得為
大家紀錄下那霎時一刻。戶外舞台連續 2 天由表演團體輪番上陣，唱出不同年代的經典金曲，每一首歌都憶起
那段匆匆歲月，晚間走進二樓劇場就像打開時代的月光寶盒，跨越傳統與創新京劇結合的「栢優座」帶來為生
日慶特別製作的《栢優栢樂慶生辰》演出，展現新與舊的極具表現，重回紅樓劇場流年時代，讓民眾聽覺及視
覺彷彿搭上時光列車，回到過去的美好想念。

復古裝扮、懷舊老歌、創新京劇		經典重現慶生辰

01

02

04

03

05 06

瘋戲樂工作室推出經典戲碼《月光下搖擺的少女》期望打造富含在地文化色彩的觀光定目劇

01			臺北市市長柯文哲前來看戲及體驗歌仔戲文化活動
02	《黑家店》由全方位歌仔戲巨星陳亞蘭領軍，率領電視歌
								仔戲【忠孝節義】演員們，精心打造黑色幽默喜劇

03-04			戶外舞台多檔藝文團隊輪番上陣，演藝各時代年代金曲
05-06			栢優座創新京劇演出，除了經典折子戲演出之外，還加
														上觀眾互動及說書人幽默串場，現場歡聲雷動，相當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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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張泛黃的老照片，透過黑白及彩色照片的對話，訴說不老之城「西門町」的故事，藉由今昔照片對照，同
一場景不同年代的換置，重溫歲月的情境與風貌，本次特展更與在地老字號商家串聯，包含飄香半世紀的蜂大
咖啡、正宗上海糕餅滷味的上海老天祿、保存傳統港點手推車的金獅大酒樓、傳統日式料理店的臺北城美觀園、
被譽為西門町「西裝油頭的權威」的青芳理髮廳、「老臺北的傳奇」的臺北紅玫瑰理髮廳、傳統老手藝的歌林
西服，這些創始老店的生財器具，或是退役後每一個耗損及落漆都是光陰刻劃的痕跡；或是保持原汁原味，自
開店至今持續服役中。透過這次的特展，讓民眾來西門紅樓遊賞時，更能對西門町的在地老店家有更深一層的
認識與了解。

西門町記載著每一個人的年華青春，西門紅樓此次亦推出 4 場不同背景與時代的對談活動，邀請在西門町生根
十幾年的工作者、新世代的年輕代表，聽他們聊聊西門町的世代轉變、經歷和感受，一同想望百年後的西門町
樣貌。

古蹟，不只是歷史的建物，而是整個世代的轉變見證，西門紅樓經歷百年歲月的洗禮，更是臺北西門商圈歷史
演變的縮影，儘管時光不停流轉，西門町永遠都不會老，它的人文景致、生活樣貌、娛樂文化也是臺灣社會轉
變的重要指標，它的風華，留下許多寶貴的歷史痕跡，更在人民心中印下青春的烙印。

今昔特展、限量導覽、跨世代對談			重回西門迷人時光

TAIPEI
CINEMA
PARK
臺北市
電影主題公園

來到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看見整片牆的大

塗鴉創作，會以為自己置身在紐約皇后區。

從瓦斯廠房蛻變成藝文及市民共同參與街頭

文創空間，從城市一角的公園，成為連續 2

年榮獲臺北市都市彩妝金獎與銀獎的肯定。

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與周邊電影、咖啡、青

少年文化相結合，變身為藝術化、生活化的

庶民藝文場域。著名的「塗鴉牆」，廣召各

路塗鴉好手在這盡情揮灑，不斷推陳出新的

內容，豐富了西門町街區市容，除了推廣西

門町的後街文化，也開啟了臺北市電影主題

公園的新生命。

公共藝術創作
街頭文化無所不在

2018 年西門町後街文化祭於 7 月 27 日至 8 月 25 日在臺北
市電影主題公園展開，以「後 HEY 有奇」為主題，用「後
會有期」一詞預告第 10 年的到來，並以逗趣諧音字加入輕
鬆活潑的意象，”Hey”做為英文口語的招呼用語，加上中
文的「奇」字暗示著有各式各樣奇特的事情將在後街醞釀發
生。

延續原有後街文化如街舞、塗鴉及滑板等，設計了各式的親
子活動，另安排在地文化活動及講座，希望透過簡單輕鬆的
體驗，讓民眾一起參與後街的成長，貼近在地文化，這次活
動更推出免費「有月的星空，還有美樂地」影展，精選多部
音樂電影，囊括不同類型、各種議題，充滿多樣性的敘事和
角度，在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廣場播放。

2018 西門町後街文化祭《後HEY有奇》
-尋你的後街奇遇記，做你的後街奇怪夢 -

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著名的「塗鴉牆」	與藝青會合作
不定期更新整體圖樣，為公園帶來不一樣的朝氣與變化

01
03

02
04

01			紅樓茶坊舉辦對談活動，與不同世代暢聊西門町經驗
02			紅樓自辦時光特展，今昔照片對比以及復古店家生財器具的展示，勾起民眾的西門町回憶
03-04			由「幸福時光」攝影團隊協助拍攝復古照片，民眾扮裝參與相當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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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西門町後街文化祭》其中小小攝影師一日體驗課，透過專業師資帶領，讓孩子透過鏡頭發揮想像力，
用底片相機記錄美好時光。透過簡單的底片攝影體驗活動，培養孩子觀察力，用鏡頭重新觀看生活周遭，養成
觀察事物的能力，拍下美麗作品，體驗當攝影師的樂趣，另外免費的親子街舞體驗活動，也以簡單的街舞入門
動作帶領小朋友體驗街舞活動的樂趣。

此次西門町後街文化祭配合電影公園的主題身分，精選了多部音樂電影，8 月裡每週六晚間 7 時，在臺北市電
影主題公園露天廣場播放，讓大家在夏日夜裡遼闊的星空下，坐在戶外讓腦子隨著音樂電影翩翩起舞！ 8 月
12 日的親子日市集與斗笠公民市集合作，除了原有的議題短講、音樂表演及市集擺攤外，還特別加入塗鴉、
手指滑板、HRC	KIDS 街舞體驗，希望民眾攜家帶眷一起到電影公園，和孩子共創輕鬆學習的暑假回憶！

由 DJ	Chicano 創辦的節拍廣場，一直是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音樂活動
的主軸，除了推廣音樂並延續即將失傳的傳統黑膠 DJ 表演方式，也讓
大家了解 DJ 不僅僅侷限於夜店演出，讓喜歡聽音樂跳舞的民眾可以在
一個開放的空間活動，8 月 11 日更推出免費講座，Chicano 一同分享
臺灣舞廳的歷史及他的嘻哈人生，創造一個專屬音樂的廣場，讓每位愛
好音樂的朋友都能一起參與，感受單純聆聽音樂的美好時光。

今年 2 月，節拍廣場也與業界知名的舞者 AYA 共同合作辦理節目廣場及街舞比賽《GOT	OEN	FLAVOR	X	BEAT	
SQUARE	X	ROCK	CITY	TAIPEI》，跨越年紀沒有國籍的限制，現場參加者眾，ROCKING 的冠軍得主亦獲得進入
2018Rock	City 的街舞決賽之資格。

今年電影公園另一盛事則是和原英行銷有限公司於 3 月 24 日合作辦理街拍廣場兼街舞工作坊《Red	Bull	BC	
ONE	WORKSHOP》。「BC	ONE」是世界上最大型的	一對一B	BOY大賽，一對一地板對決除了自身的舞技之外，
也要跟上對手的出招，這樣一來一往的過程，是一場意志力與腦力的較勁。RED	Bull	BC	ONE 在電影公園舉辦
分享營，在其中邀請許多評審及街舞前輩前來分享 HIP	HOP 的音樂歷史及參與經驗談，讓參與者獲得實質的
傳承。

節拍廣場 2010 年 12 月舉辦至今已滿 8 周年，每個月在電影公園內擺放 DJ 台，放送音樂給年輕朋友們聽，讓
大家能夠隨著音樂舞動，已是許多街舞的舞者熟知的活動，每年到了活動期間，總是有許多新舊能手在場尬舞，
享受難得棋逢對手的暢快感。創辦者 Chicano 今年邀請許多舞團跟饒舌歌手還有其他 DJ 一起來共襄盛舉，另
外還找了嘻哈服飾店家跟舞者來擺攤，豐富整體活動。希望讓大家能夠被現場跳舞的氛圍帶動，自由不受拘束
的隨意起舞。

節拍廣場及 DJ 大講堂			隨著歡快的節拍享受搖擺

01

03

02

04

05

DJ	CHICANO《Beat	Square 節拍廣場 8 週年》活動

01			西門町後街文化祭開幕茶會，出席貴賓體驗創意斗笠塗鴉，象徵有各式
								各樣奇特的事情將在後街醞釀發生！
02			西門町後街文化祭精選多部音樂電影，8 月每週六晚間 7 點在臺北市電
								影主題公園露天廣場播放，邀請大家一起在夏日夜裡坐在戶外看電影
03			西門町後街文化祭《小小攝影師》活動，讓孩子透過鏡頭發揮想像力，
								用底片相機記錄美好時光！

04			8 月 12日的親子日市集，特別推出現正夯的手指
							滑板體驗，讓民眾攜家帶眷一起到電影公園，和
							孩子共創輕鬆學習的暑假回憶！
05		節拍廣場《Red	Bull	BC	ONE	WORKSHOP》
							舞者隨音樂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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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西門紅樓暨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舉辦《期間限定鬼樓趴》，百年古蹟西門紅樓化身「鬼」樓，邀請變
裝小鬼們來闖關，此活動掀起熱烈迴響，吸引上百人爭先報名，報名限量名額瞬間秒殺。2018 年西門萬聖重
頭戲《期間限定鬼樓趴》帶大家再度嗨翻西門街區！

參與者今年除了在西門紅樓創意市集及 16 工房扮裝搗糖之外，西門紅樓暨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希望推動西門
町街區活化及促進交流觀光，觀眾在這次的活動內還可以選擇在西門町街區內幾個合作的商家，西門町老字號
商家「上海老天祿」、「蜂大咖啡」及「台北新光影城」等，共同合作舉辦秘密尋寶活動，拍照闖關，依照任
務完成指示，即可抽取限量好禮及影城電影票。除此之外，在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由節拍廣場的 DJ-CHICANO
透過黑膠音樂釋放萬聖能量，將活動氣氛炒到最高點，體驗西門紅樓及臺北市電影公園的不同鬼影魅力。

配合萬聖節活動，品牌 Mori	Shu 更祭出限定驚喜《鬼樓手作坊 - 魔法
糖果盒》，跟著麻糬兔施展魔法聽故事，邀請大小朋友一起 DIY 萬聖
糖果袋，現場糖果裝滿滿，快樂帶著走！

西門萬聖活動邁入第 7 年，西門町聚集來自世界各地觀光客及年輕人，
搭配萬聖節活動，店家也是年年別出心裁共襄盛舉！西門紅樓搗蛋結
束後，民眾還可以跟隨著鬼怪前往台北新光影城，沿途集結各路人馬，
整個街區都是萬聖嘉年華盛會，一同大鬧西門街區！

《月光電影院》從 2010 年 10 月開始便開始於 Urban	Show	Case 都市藝術方塊舉辦，曾與公視、紀錄片行動
列車及各類影展合作，提供多媒體藝術創作者發揮的舞台，也為社區居民及喜愛電影的市民朋友們，提供一個
電影及影像的視覺藝術新平台。為鼓勵新一代影像創作者與新銳導演，月光電影院長期對外進行影片徵件活
動，希冀提供開放性影音播放平台，讓新銳影音文創藝術創作者與各大專院校相關學系作品，能有對外發表之
機會，並與公共電視、及國內外各類型影展或獨立影展策展人持續合作，透過月光電影院開放式影音平台，展
現新銳影像藝術創作能量。

2018 年 5 月與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電影學系合作畢展系列活動放映該校畢業生優良作品，共計 13 支不同的新銳
創作者製作的影片供給民眾欣賞，8 月則是與後街文化祭合併活動，播放各式音樂劇類型的影片。

月光電影院今年迎來了金馬影展 TGHFF 特別規劃的專題放映。金馬影
展在 11 月 10 日與 Skyline	Film 合作向逝世的日本動畫大師高畑勲致
敬，在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舉辦戶外放映，重現經典動畫宮崎駿的《龍
貓》(1988)、《螢火蟲之墓》(1988) 當年 2 部動畫在日本連映的獨特
經驗。11 月 11 日則是播放由李安執導、本年度焦點影人麥可唐納獲
得奧斯卡最佳配樂的作品《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在 11 月的星空下，
晚風輕拂的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民眾悠閒地躺在舒適躺椅，帶著耳
機享受電影魅力。

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秉持著推動優良影像平台來服務更多的支持者，希望廣邀各界一同推動此藝文活動，擴展
臺灣影像之創作平台。

《2018 西門萬聖 - 期間限定鬼樓趴》
- 號召「妖魔鬼怪」上街	萬聖百人變裝鬧紅樓 -

開放式影像視覺藝術平台
月光電影院展現新銳影像創作能量

0201

01			2018 西門萬聖《期間限定鬼樓趴》，不給糖就搗蛋 02			《月光電影院》

2018 西門萬聖《鬼樓手作坊 - 魔法糖果盒》，
邀請大小朋友一起 DIY 萬聖糖果袋

金馬影展 11 月在電影公園舉行戶外放映，
讓參與者新鮮體驗躺在躺椅上戴著耳機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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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 潘俊霖

2001 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於北平東路 7 號，原為養護工程處辦公室舊址，成立台北國際藝術村，以閒置空間
再利用的概念，活化既有資產，將場域規劃為藝術家創作與居住的空間。

十幾年來，台北國際藝術村透過進駐計畫，促進國內外藝術家與在地社群的互動交流，做為連接不同文化的橋
樑，實踐以城市為本的多元文化發展。台北國際藝術村位於臺北市都心，交通便利，除了藝術家的聚落，亦包
含具有展演功能的場館、舞蹈室、鋼琴室、暗房、辦公空間等。做為臺北市最早發展藝術進駐的據點，秉持著
永續經營在地文化的理念，集結來自國內外的藝術家，共同打造融合臺北城市特色的藝文環境，引領市民體驗
生活化的在地美學，進一步關懷社區文化，並支持多元的藝術創作，啟動新的文化視野。

台北國際藝術村

            

台北｜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台北｜寶藏巖國際藝術村匯集全球的藝術能量在臺北綻放，透過在地藝術資

源串流，使其藝文參與者將吸取的花蜜散播世界，打造無界限的想像未來。

藝術的能量帶動了城市社群的活絡與發展，塑造出獨特的生活態度，也創造

了「臺北」的品牌。透過藝術村的經營，激發各式藝術能量，文化契機與國

際視野得以展開，臺北的藝文生態能獲得永續蓬勃的發展。

匯集全球    在地發生
城市連結    文化發聲

01 02

01			台北國際藝術村
02			台北國際藝術村 © 潘俊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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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 歷史聚落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 潘俊霖

1980 年，臺北市政府將寶藏巖由原本的水源保護地劃入公園預定地，立即面臨被拆遷的處境；隨後，在文史
團體及社運人士的努力下，群起動員發起一連串聚落保存運動；1999 年，時任臺北市文化局局長龍應台將「藝
術村」作為未來經營之目標，以寶藏巖的特殊地理位置及歷史為特色，發展出以生態、藝術、社區三者互相對
話的場域。

寶藏巖的歷史軸線以市定古蹟「寶藏巖寺」為中心，其周圍延伸的六、七○年代違章聚落亦為寶藏巖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2004 年，寶藏巖以聚落活化的型態被保存下來，登錄為歷史建築；2006 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開
始進行修繕工程。2010 年 10 月 2 日，「寶藏巖國際藝術村」正式以聚落共生的概念開始營運，並啟動「寶藏
家園」、「台北藝術進駐」、「青年會所」等計畫，讓寶藏巖得以以「藝居共生」的方式保存，創造聚落豐富
而多元的樣態。

藝術進駐發展至今，更強調藝術家在進駐期間，與進駐地所產生的各種關係和連結。除了有助於創作者增生創
作能量，也為進駐地帶來全新的觀點和啟發。「台北藝術進駐」以台北國際藝術村及寶藏巖兩地作為藝術家的
基地，期盼促進不同領域、跨社群之族群交流，串連全球藝術進駐機構，打造多元文化的創作與交流平台。

「台北藝術進駐」利用橫向連結，串聯全球藝術進駐機構，並縱向延伸開放國內外藝術家申請進駐，透過多元
文化的交流平台，建立綿密交織的跨國界網絡，吸引更多各領域、跨社群的族群之間，彼此互動交流，開啟全
新視野。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台北藝術進駐

01 02

01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 信箱牆
02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 潘俊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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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李德茂、侯昱寬
藝術家／賈斯汀．泰勒．泰特、李德茂、利安．摩根、姚仲涵、許哲瑜、許家禎、吳權倫、劉致宏、張永達、洪韵婷

繼《燈著你回來》、《邂逅那道光》、《創作像海洋，愛你像光》後，2018 寶藏巖光節將深化關注寶藏巖現
地的直接經驗，以「平行時空」為軸，帶領觀者乘坐「時光機」，穿越寶藏巖的前世、今生、未來。寶藏巖由
六○、七○年代所興建的自造房舍所形成，建築依山傍水而建，為臺北市絕無僅有的特殊聚落樣貌。2004 年
寶藏巖正式登入為臺北市第一處聚落形態之「歷史建築」，2010年以「藝居共生」概念引入「寶藏家園」、「AIR
駐村計畫」與「閣樓青年會所」作為其營運發展之方向，成立寶藏巖國際藝術村，藉由當代藝術的「創造」與
「美感」進入這處充滿「對話」與「痕跡」的寶藏之地。

寶藏巖座落於臺北市西南區的城南博物園區，從公館蟾蜍山文化景觀向外擴散至周邊的溫羅汀人文街區；並結
合鄰近新店溪沿岸一帶自來水博物園區、客家主題公園至紀州庵文學森林。此區域紀錄了這座城市重要的眷村
文化、移民社會、自然生態景觀、水道文化、文學思潮、獨立音樂，孕育出豐富的人文內涵，塑造城南博物園
區別具風格的文化生活圈。

置身此地，總會在某些時刻出現時空錯置的經驗，像是搭乘時光機穿梭在過去與未來，而自開村以來，為數眾
多的國內外藝術家參與，也不時出現以藝術創作關注寶藏巖的獨特時空經驗。從它的歷史與現況、居民、藝術
家與民眾、園區與周遭，爬梳可能的線索。對此，今年策展方向將關注「時間」與「空間」的錯置交會，利用
作品展示及其系列活動，觀看寶藏巖過往的時空對話，現在的藝居共生及未來之於城市的角色與定位。

現在，就讓我們一同搭上時光機，來趟時空之旅。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為保存寶藏巖歷史聚落風貌，藉由舊建築的活化，將聚落規劃為三區：「寶藏巖國際藝術
村」、「寶藏家園」及「國際青年會所」，其中「閣樓寶藏巖青年會所」於 2014 年 4 月正式營運，希冀透過
住宿體驗，呈現歷史聚落發展過程中生活的真實性，由它的區位、空間形態和特性的明晰性表達出其獨特的「場
所精神」，並透過它的空間向度，揭露時間的刻痕，體現一個人類聚落的「生活」場所，同時藉由「住居」開
放於世界的體驗，亦即藉由自然的場所精神及人居的場所精神的結合和世界展開對話。

希冀入住閣樓的旅客，能夠透過短期住宿體驗，深度了解歷史聚
落發展過程中生活的真實性，增加與寶藏巖居民、駐村藝術家互
動交流的機會。

《又在這裡，又在那裡》─ 2018 寶藏巖光節

閣樓寶藏巖青年會所

閣樓寶藏巖青年會所

01

0302

01			閣樓寶藏巖青年會所 - 房間照片
02			2018 寶藏巖光節劉致宏〈DELTA〉
03			寶藏巖光節 - 開幕派對

2018 寶藏巖光節 - 洪韵婷〈影子〉 2018寶藏巖光節-姚仲涵〈光電獸#6-草地〉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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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寶藏巖國際藝術村作為國內外藝術家進駐的基地，他們在此萌發、成長，平常不輕易對外顯露的私密空
間，在開放工作室時能一窺究竟，看看藝術家是如何生活，如何在過程中嘗試失敗與追求自我，展現對藝術創
作的堅持與熱愛。	

2018 春季開放工作室於 2 月 10 日至 11 日在雙村舉辦，初春時光中，藝術村邀請民眾與藝術家來一場零距離
互動，開啟藝術交流之大門。台北國際藝術村參與藝術家包含安娜．法布里修斯 ( 匈牙利 )、雙人組合艾咪與
奧利弗・湯瑪士艾爾凡 ( 英國 )、丹羽陽太郎和山下拓也 ( 日本 )、克莉絲蒂娜・卡薩 ( 紐西蘭 ) 以及本國進駐
藝術家黃至正 ( 臺灣 )，共 7 組藝術家進行工作室開放。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則有朱利安．夸涅 ( 法國 )、王楓文 ( 美國 )、賈斯汀．泰勒．泰特、利安．摩根 ( 加拿大 )、
公休劇場、周靈芝 ( 臺灣 ) 以及 13 組寶藏巖微型群聚共同參與工作室開放；寶藏巖青年會所也開放平常僅供
房客使用的空間，並且邀請到日本表演藝術家 TANAKO，帶領大家進入她神秘的藝術殿堂。

2018 夏季開放工作室延續「裸」主概念，在 8 月 11 日至 12 日的夏日午後，於兩村舉辦工作室開放，台北國
際藝術村共有 8 組藝術家參與，包括許修榮、權敬煥、金順任 ( 韓國 )、瀧健太郎、Yukawa-Nakayasu( 日本 )、
姚柱東 ( 香港 )、蒂凡尼．辛歌 ( 紐西蘭 ) 以及帕特里克．托馬斯 ( 德國 )。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的駐村藝術家，呂洋 & 漢娜．朱拉、Flaneur	Magazine( 德國 )、黄凱馭 ( 香港 )、不廢跨村
實驗室 ( 臺灣 )，4 組藝術家工作室以及 9 組微聚工作室開放，加上當天邊緣人市集擺攤進駐，增添當天活動
的熱絡。而寶藏巖閣樓青年會所則以「窺」為概念，在對於過去記憶已不復存在的空間中，透過窺探不同的展
演，想像入住在閣樓中，與藝術發生的化學變化，並尋找旅行中的感動。閣樓的各個空間進行了不同的小型展
演讓來訪者在觀看閣樓空間外，亦能體驗「藝居共生」的概念。並藉由此活動讓更多需要展演平台的藝術家有
個發揮的空間，同時帶領民眾更加貼近藝術，體驗老房子的美好。

除此之外，更是邀請到獲獎無數的 8ROJO 劇團，在寶藏巖特有的防空洞空間中演出新作〈AFTER －愛、瘋狂
與死亡的故事〉。來自加拿大的他們擅長運用面具、光影和抽象肢體來講述故事。作品 AFTER 根據真實事件
改編，述說南美知名魔幻寫實作家赫拉蕭．奎若嘉第一任妻子安娜瑪莉亞．席列斯臨終前的驚悚體驗。臺灣演
出將是此劇的世界首演。每場只供 5 名觀眾觀賞。

藝術村有別於美術館，是創作基地也是生活場域，藝術在此萌芽而更顯得生機勃勃；透過開放工作室，觀者不
僅是單純欣賞作品的理性直觀，而是能夠與藝術家、藝文工作者，甚至和一同參與的民眾彼此連結、交流，感
受最赤裸的他們和自己。

藝術家／王德瑜、余政達、林祐聖、李勇達、鍾承旭、倪瑞宏、許家禎、張藝、SUPER	ADD、陳漢聲、王榆鈞、黃韶瑩、丁柏晏

在十字路口徘徊，漸漸隱形的身體，不屬於這裡，也不屬於那裡。

這裡，匯集各種文化與風味，華麗的外表看起來有些失真，燦爛的陽光照射下發現失真後的真實，忽遠忽近、
忽明忽滅，反差強烈，閃爍着霓虹的光芒，吸引你我靠近，當你身處此地，望向周遭，看似熟悉卻又陌生；看
似靠近卻很遙遠；看似喧囂卻也孤寂，你會感覺街頭的來往行人，不論身份、性別、目的，外表都有著泡泡薄
膜，雖然交談卻稱不上交集，彼此穿梭在這個「透明區塊」，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當你走進這「透明象限」，
試圖用鳥瞰的方式觀看這個區域，人與人、人與空間的錯身交會好似水平面下的許多泡泡，互相滾動、摩擦，
隨著時間無情的拍打，最終消失，好比人魚公主的眼淚，從一數到十後慢慢蒸發。

台北國際藝術村 (Taipei	Artist	Village，簡稱 TAV)，隱身於核心「透明區塊」的一隅，像顆泡泡暫留於此，四
個象限延伸分別有著不同功能的目的存在，卻共同擁有「神祕」與「疏離」幾個相似特質。泡泡表層有著虹彩
變化的虛幻卻透明可視；內層有著若即若離的惆悵卻容易忽視。王德瑜	X	王榆鈞合作作品〈九十五號的午後〉，
使用王德瑜慣用的充氣作品呈現，轉化空間原有的功能性打造一個透明的櫥窗，櫥窗外包覆作品如同一層無形
的膜，來往的路人期待裡面的驚喜卻也只是日常。王榆鈞將聲音創作擺放在充氣作品中，並選擇快閃 2 天現身
其中，將日常中帶有隱私與秘密，習慣與重複的展示出來，並期待在何謂展示與被展示的提問中，促成關於人
與人互動的思考。

從時空交替抽離，緩緩移動的視線，未完，待續。

藝術之於日常，並非首要卻也需要，當現實出現神祕難解的習題時，我們試圖透過當代藝術的語言去梳理、去
靠近。藝術村相對藝術展示場域顯得封閉而透明，也因此，藝術家在進駐的過程中，可以卸下絕對的框架，展
現相對的真實。《透明象限》─ 2018	TAV 藝術採集計畫，以「藝術進駐」的核心出發，透過藝術家實際踏查，
採集存在於台北國際藝術村及其周邊象限的專屬日常，利用藝術語言間接書寫，完整紀錄。

2018	TAV 採集計畫利用耕耘藝術領域數十載所建立的網絡與能量，
針對台北國際藝術村及其延伸象限區域屬性與其特質為軸，13位(組 )
當代藝術家以「into」( 駐 ) 的概念為線，利用策劃團隊所規劃的作品
展覽、音樂派對、週末活動及講座導覽等內容安排，邀請觀者無束縛
的「into」( 進 ) 入到這個「透明象限」，穿透、轉化、暫離。

《裸》─ 2018 春、夏季開放工作室

《透明象限》─ 2018	TAV 藝術採集計畫

01

02 03 04

2018	TAV 藝術採集計畫 - 王德瑜 X 王榆鈞〈九十五號的午後〉 2018	TAV 藝術採集計畫 -SUPERADD〈大正浪漫街道〉

01			2018	TAV 藝採集計畫閉幕音樂派對
02-04			AIR 開放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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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侑汝以日本秋吉台環境、地貌和人類活動作為靈感，運用視覺和
聽覺閱讀城市，思索人類離開後物件和環境的存在軌跡，透過拍攝
及錄音紀錄「尚存在，卻不敷使用」的人為或自然空間環境，捕抓
當地居民對於過往的記憶和生活狀況。展覽透過影像、裝置與現場
表演，呈現人與環境的對話及想像敘，除對一個陌生地貌的精神性
踏查，也是對於自身環境與社會的多重反思。

出訪新加坡 Grey	Projects	藝術家倪灝發起策畫，邀請另外 9 位藝術家共同展出，分別有來自美國的拜恩・彼
特森、克里斯・帕怕、瑪姬・哈參、邁克爾・萊昂、馬克・尼爾森，加拿大的亞曼達・內達華姆，新加坡的江
岫穎、來自秘魯的三島英明，以及臺灣的陳米靖。《叢林》群展結合繪畫、攝影、雕塑、裝置和錄像等多元媒材，
試圖藉由「叢林」比喻當代都市生活，串連歷史、科技、網絡空間、社會、全球化等龐雜議題，探討 21	世紀
科技進步，時代、自然與人造間的秩序混亂與衝突矛盾。

曹淳從荷蘭語詞彙─ Zeelandia 出發，探討臺灣歷史中出現的首座城堡─熱蘭遮城，以及隱藏於紐西蘭海平面
之下的西蘭大陸的關聯。透過收集在建築工地、城市各處被遺棄的磚塊，以及使用荷蘭人建築熱蘭遮城時作為
黏著劑使用的黑糖、糯米、貝殼等建材製作西蘭大陸的地形模型，連結臺灣與紐西蘭兩地的淵源，並且以整個
計畫發展的過程，與東印度公司駐臺官員所記載的熱蘭遮城日記及歷史對話。林怡慧企圖由尋找失去的東西來
審視我們所有擁有的，並質問何以我們不斷重複一邊弄丟、一面拾起的輪迴。不回覆這些問題，亦不暗示觀者
想像藝術家的詮釋，而是以緩慢且溫柔的態度讓觀者與自身探索回憶的漩渦。

異地而處脫離慣性的思維，對創作者的影響是珍貴且深遠的。台北｜寶藏巖國際藝術村提供臺灣藝術家出訪國
外藝術機構交流的機會，藝術家透過駐村進入一個異文化系統，啟動了更敏銳的觀察力、吸收力與接受度，最
終將對「異地」的想像，結合各自擅長的媒材，呈現其研究、探索與實驗的「過程」。2018 年度，百里廳推
出 6 檔極具藝術家赴外生活感知面向、移動路徑，及雙向、動態關係的展覽，為觀者帶來多元且細膩的視野。

江凱群與法國導演派翠克．穆勒 (Patrick	MULLER) 共同以《致彼特拉克》一書 (A	Pétrarque,	JonasMekas,	
2009) 為靈感，使用剪紙、水彩、底片等複合創作媒材，混合攝影、影片、繪畫、詩句形式，以異材質影像解
構後重組的視覺效果，凸顯拼貼過程中的零碎感，除了有如夢境重構，也作為影像發展史的回溯。在整體作品
時間軸上，不僅探討臺灣的歷史定位，也窺見藝術家身處外國的場景，並反映當代人日常縮影。

吳梓安從事實驗電影創作，他的作品拼貼混雜各種異質的影像、聲音與文本。《天體觀測》是想像宇宙及找尋
自我座標的方法，他將天體比擬為最早的電影，過去式的光穿過不透明的時間和空間，抵達眼幕；如同時間的
推移進程被電影機械(攝影-印片-放映)捕捉，成為觀者個體的時間。啟發於駐村期間拍攝的紐西蘭夜晚天空，
同時在無人之地下反省自己的創作方法，將認識自己與世界的慾望間，藉由 9 個關於膠卷、電影機械和「天體
觀測」的習作，提出對影像敘事的一次實驗。

黃盟欽作品長期關注於感知形塑與身體議題，思考數位操控下個人主體
與主觀意識的交互作用。展出作品結合錄像、聲音、物件裝置與身體演
出，以多種符號象徵呈現位移中的「身體感」。「心理位移」可被視為
在時間中影響著事件、觀念與敘述情節的特殊現象，影像中的身體對照
與象徵型態，形塑環境氛圍轉變為移情作用，交織成與觀者之間的互文
性關係，也創造出空間、時間、身體與流動的影像同時對話的感官體驗。

台北國際藝術村－百里廳展覽

《叢林》	 江凱群、派翠克．穆勒雙個展

01

02

01			《身體位移》- 黃盟欽個展
02			《灰燼的呢喃》－陳侑汝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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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偶戲館

台北偶戲館每年舉辦多檔特展，呈現傳統手技與現代科技並存且相互融合的奇妙感，為觀眾營造更新穎的偶戲世界。

1.	《春天兒童節：獻給孩童的愛與祝福 ~子供たちへの愛と願い ~》
展覽日期：3 月 1 日～ 5 月 27 日

春天為一年之始，象徵萬物萌生、欣欣向榮之意，正如兒童處於人生的初始階段，猶如春天般充滿希望與美好，
透過本企劃進一步了解臺日傳統文化，也讓孩童了解父母或長輩的心意，將這充滿溫度的傳統延續下去。

臺日兩國的女兒節與兒童節，皆充滿了世人對兒童的關懷與期望，更代表了父母與長輩對於家中孩童的深切期
望與無盡的慈愛，尤其在少子化的社會，孩童是稀少的人類種子，所有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順利成長茁壯，
幸福平安。

象徵萬物萌生的春天，猶如處於人生初始階段的孩童，充滿希望與美好，春天裡的 3 個兒童節，蘊含了臺日傳
統文化中對於孩童的關懷與祝福。展覽活動分為「桃花女兒節」、「床母請庇佑」、「勇健男兒節」、「玩具
木芥子」、「相撲比一比」5 個部分，讓民眾能夠感受傳統文化裡的溫暖與愛。

創新戲偶藝術多元化

PUPPETRY ART
CENTER OF 
TAIPEI
台北偶戲館

「藝術源於生活，也融於生活」，台北偶戲館以世界偶戲藝術中心為目標，

以傳統經典的根基為底蘊，並從中淬取養分，結合具有當代議題的創新發展，

其生活與藝術的融合涵蓋既傳統又現代，兼具古典與時代性。除了具有典藏、

演出、教學、展示等各項功能，並積極開發多元化的教育活動，舉辦各項偶

戲表演及研習課程，了解臺灣偶戲發展全貌，並建立偶戲平台，從全方位將

偶戲藝術從小開始扎根，並透過全球連接讓小小的戲偶，發揮文化交流的軟

實力，進而成為與國際交流的平台。更期望能將既有典藏品活化，豐富教育

推廣活動之基底，進而提供各式偶戲藝術活動，成為觀眾認識偶、欣賞偶、

把玩偶的最佳公共場域。

傳承古典  創新翻轉
教育永續  藝術生活

2018 春天兒童節《開幕記者會》2018 春天兒童節《獻給孩童的愛與祝福》特展
© 潘俊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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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rom	Paris	to	Taipei 相隔萬里的思念與敬意》李天祿逝世二十週年紀念活動
展覽日期：6 月 26 日～ 9 月 30 日

在臺灣，大家對布袋戲大師李天祿的記憶猶新，不過臺灣人可能不太知
道他對一整個法國世代的影響至鉅，無論是 70 和 80 年代到臺灣和李老
師習藝的法國人，或是曾在巴黎參加他親自主持的多場布袋戲工作坊的
法國偶戲藝師都深受其影響。

這位技藝超群的偶戲大師，其人格特質在於無與倫比的教學天分、不斷
求新求變的創作意圖、寬容慷慨與幽默風趣，這一切都對下一輩的偶戲
藝術家發展與傳承息息相關。大師此種特殊個性和討喜的人格特質，不
僅讓眾多法國年輕人深深著迷，同時也吸引來自美國、韓國、澳洲和日本等各國的年輕藝術家。

此次活動主要是要向開放精神和所敬重的恩師─李天祿致敬，以不同的方式，從各個方面藉由新作品的產生，
依據過去不同階段時期所受到李老師影響的創作再次呈現李老師傳授的技藝與精神，對過去、現代與未來的創
作實踐和反思，一切都在紀念李老師逝世二十週年的系列活動中呈現。

3.《小秘密》袖珍雕塑展
展覽日期：10 月 9 日～ 12 月 30 日

袖珍雕塑，顧名思義是一種微型化空間的立體作品，是藝術家利
用雙手指尖便能操縱自如的掌中物，如同過往皇宮貴族手上玩耍
的觀賞物一般。事實上，袖珍雕塑通常為藝術家在思維過程中，
欲將造形呈現前之模擬的縮小版，它更能直接投射藝術家的原初
構想與創意的表現。因此袖珍雕塑以其具親和力的尺寸，迷你微
形化的空間，讓觀者更能細察造形、材質與形態的意義。在這樣
的空間之中，創作者也可準確的呈現此種小尺寸的獨特性，顯現
它自身的意義與內容，而非僅只是大尺寸作品的縮小模型。在小
尺寸中，可以跨越大雕刻結構的支撐困擾，大大發揮了袖珍雕塑的可能優勢。

在今日文化創意熱烈的發展中，如何因應便利與經濟上的低成本考量，藉由工廠複製大量生產的技術，同時結
合學校教育的特質，將藝術美學的思維具體落實於社會生活中，是我們不斷思考的問題。

臺藝大袖珍雕塑展延續至今，逐漸觸及文創產業、教育推廣、國際交流、藝術實驗等面向並持續擴充，除了希
望能讓新的朋友們對於雕塑藝術有所認識，也藉著每次展覽機會重新整理思索，期許袖珍雕塑的故事能持續傳遞。
此展與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雕塑學系合作，結合文化創意產業的思維，舉辦此次「袖珍雕塑特展」，就
在這「袖珍雕塑」造就的有限空間中，期盼開啟一個無限的發展空間。

01 02

《小秘密	袖珍雕塑展》李天祿逝世 20 周年紀念活動《From	Paris	to	Taipei 相隔萬里的思念與敬意》特展

01	《李天祿老師逝世二十週年特展》開幕記者會
02	《小秘密	袖珍雕塑展》開幕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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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偶戲藝術教育中心，台北偶戲館不僅在館內介紹偶戲文化，也積極向外推廣偶戲課程。讓偶戲教育不只在
偶戲館內，更要把包含工藝製作、操演技巧等的偶戲藝術，帶入學校、社區，全面推廣偶戲技藝。

	掌中技藝傳習計畫	
台北偶戲館自 2010 年起推廣《掌中技藝傳習計畫》，吸引許多對布袋戲文化有興趣的民眾參與活動，讓傳統
藝術的種子得以逐漸發展，提升更多民眾對於傳統藝術文化的關注。並且透過教學、宣傳、演出及展示等各項
活動，在推廣掌中戲技藝上，具有相當的經驗與成效。更因陳錫煌老師的進駐，台北偶戲館已成為喜愛布袋戲
文化群眾的固定聚集地。2018 年度完成 10 場校園偶戲講座，主動至臺北市國中小、大學，甚至社區大學免費
舉辦，邀請陳錫煌老師主講，介紹布袋戲相關文化的同時，現場更讓每位學生學習操偶的各種技巧，在歡樂的
氣氛中，得到最好的教育成效。

	大師工作坊
《大師工作坊》周六班，共開設25周，由陳錫煌老師親自規劃及授課「工藝班」
及「操偶班」，「後場樂曲班」及「兵器製作班」則教授學員學習不同的技巧，
精進布袋戲所需的各項技藝，培養固定種子成員。同年，由陳錫煌藝師親自帶領
年輕藝生，共同演出「虹霓關」，將傳統布袋戲精緻完美演繹於市民眼前。演出
並展示傳統戲台「彩樓」及難得一見的傳統後台音樂演出，不僅精彩呈現傳統布
袋戲演繹技巧，同時也兼具文化藝術交流，讓市民驚艷臺灣傳統偶藝之美。

	育藝深遠─偶戲初體驗
《育藝深遠─偶戲初體驗》課程，目的在為學童人格養成階段提供關鍵性的藝術刺激，播下藝術的種子，結合
藝術資源及義務教育之權利，讓文化藝術融入正式課程之中。實施對象為國小二年級學生，結合國民小學「人
文與藝術」課程，規劃適合學童之臺灣本土偶戲體驗課程，讓國小二年級學童對傳統偶戲與相關活動具備基本
認知基礎，並對博物館導覽及觀賞有一完整體驗課程。「偶戲初體驗」完整課程內容包括博物館參觀禮儀宣導、
偶戲導覽、偶戲相關基本知識介紹，藉由課程設計讓本市國小學童具備傳統偶戲基本認知並啟發學習興趣，為
藝術教育持續扎根奠定美學教育基礎。

凝聚鄰里向心力，促進台北偶戲館與民眾情感，提昇社區民眾的休閒和文化意識。

	偶戲動畫夏令營
2018 年暑假，台北偶戲館規劃 2 場《偶戲動畫夏令營》，邀請喜愛冒險的孩子化身為史前尋寶隊員，體驗偶
戲從製作偶、人偶互動、登台演出、拍攝動畫的多重樂趣。本營隊特別結合肢體動作開發、創意偶戲製作、偶
動畫拍攝、偶劇場表演更加入後製錄音課程等活動，讓孩子在團體偶戲活動與個人創作課程中，持續啟發創意，
全面感受偶戲的豐富多元。

「影子逃跑記」背光剪影動畫營	( 初階課程 )
還記得「小飛俠」中溫蒂幫彼得潘將逃跑的影子縫回鞋底嗎？安徒生也寫過一篇「影子的故事」，描述影子離
開主人的驚奇故事喔！在中國，也有一個被自己的影子嚇得半死的膽小之人呢！如果是你的影子，它會不會在
關上燈的夜晚展開奇妙的冒險旅程呢？一起來透過古老的皮影戲藝術，搭配現代的格拍動畫技術，創作一部創
造力十足的動畫電影吧！

「海賊傳說─航向新大陸」立體偶動畫營	( 進階課程 )
頭戴草帽的「魯夫」是許多動漫迷心目中的英勇海賊，你知道世界歷史上有多少有名的海上探險家嗎？發現新大
陸的哥倫布、發掘新物種的達爾文、造就許多傳奇的鄭芝龍鄭成功父子…讓我們一起來設計自己的海賊，建造獨
一無二的船艦，捏塑黏土偶，透過停格動畫的技術，創造驚心動魄的航海大時代，完成自己的冒險動畫電影！

落實傳統偶戲工藝文化扎根 活化偶戲藝術社區化

1

2

3

1

02

01

03

育藝深遠─偶戲初體驗

01			大師工作坊「兵器製作班」
02-03	「海賊傳說 - 航向新大陸」立體偶動畫營
04		「影子逃跑記」背光剪影動畫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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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兒童節系列活動
春天為一年之始，象徵萬物萌生、欣欣向榮之意，正如兒童處於人生的初始階段，猶如春天般充滿希望與美好，
3 月 3 日正是日本女兒節，4 月 4 日為臺灣兒童節，5 月 5 日即為日本男孩節，有感於此，特別以臺日文化交
流為主軸，邀請臺日兩地偶劇團交流匯演，並安排多場工作坊課程及首次舉辦小朋友相撲體驗活動，豐富多元
活動項目，不僅能讓小孩子開心，亦能讓大人感動，引起親子共同討論的話題，吸引更多民眾共同參與，也讓
孩童了解父母或長輩的心意，將這充滿溫度的傳統延續下去。

	台北偶戲館偶戲表演藝術團隊駐館計畫
松山地區舊稱「錫口」，是平埔族稱「河流彎曲之處」( 基隆河彎曲處 )，自古以來即是南來北往必經之地，發
展至今人文薈萃、商業活動繁盛。相傳錫口慈祐宮位在一個鯉魚穴上，是錫口最早的發展之處，當地老一輩居
民環繞慈祐宮而居，形成一個每日人聲鼎沸，夜晚燈火通明的地方，成為錫口十三街庄大眾的信仰中心；而戲
劇往往因此而生，偶戲尤其又最相關，宗教節慶酬神、拚台等等，都有偶戲的影子。參與此計畫的駐館團隊必
須以松山錫口文化為內容發想，全新創作一齣由社區民眾共同參與的偶戲演出，以及辦理相關工作坊和課程活
動，期望透過社區民眾的參與和投入，重新發現地方特色與在地的多元議題。2018 年延續偶戲藝術團隊駐館
演出活動，由徵選團隊「好劇團」執行，在為期 3 個月的駐館活動中，以松山區錫口文化之發想，構思創作一
齣新戲，及其他相關課程活動，並以進行相關成果發表。

2

3

台北偶戲館除肩負傳承傳統偶戲藝術，更希望規劃多元平台，引進世界各國的偶戲表演藝術，傳遞給更多市民
共同欣賞。同時，今日劇場藝術講求跨領域創作，不斷尋找更貼切當代的劇場語彙；偶戲在物件開發的創意上，
幾乎已成為一基本但更顯自由的創作元素。有鑑於此，為了讓臺灣藝文界能放眼世界、多元展現，藉由優質偶
戲藝術家的引薦，刺激本地偶戲藝術的發展。台北偶戲館今年首度邀請來自日本也是世界唯一由聾啞人士與一
般人所組成的人偶劇團「Deaf	Puppet	Theatre	Hitomi」來臺演出經典兒童劇〈一寸法師〉。「HITOMI」的劇
碼種類相當多元，訴求兒童、成人，也有傳統的文樂表演，據稱是日本第二大偶劇團體，目前成員共 12 人，
每年巡迴日本、海外舉辦 100 多場演出。令人驚訝的是，這個團隊的工作人員包含了聽障者，連導演、演員都
是以手語彼此溝通。除繼承歷史悠久木偶戲傳統外，更開創不依賴聲音語言的新視覺表現方式。

2018 年 7 月份再度邀請到法國小宛然劇團重現經典布袋戲〈奧德賽〉。此劇碼是在李天祿大師的鼓勵下為巴
黎夏佑國家劇院創作了新版〈奧德賽〉，隨後在歐洲、	非洲、	大洋洲和亞洲巡迴演出。首演在 1988 年 7 月於
臺北龍山寺演出，並創下龍山寺首度搬演外國戲劇的記錄，2018 年在龍山寺原地重演，回味當年盛況和樣貌，
以此向李天祿大師致敬。

在開展國際偶戲藝術交流的同時，台北偶戲館也不忘推廣臺灣傳統藝術文化，結合本館偶戲藝術之意象，吸引
世界各地人民來館參觀，並獲得國內外多家媒體協助拍攝，宣傳偶藝之美。

創新開展國際偶戲藝術交流

01

03

02

05

04

06

01			親子光影工作坊 © 好劇團
02	〈最後盛開的莿桐花〉© 好劇團
03-04	〈一寸法師〉©	Deaf		Puppet		Theatre		Hitomi
05-06	〈奧德賽〉© 法國小宛然劇團

2018 春天兒童節〈素蘭小姐要出嫁〉© 笑瞇瞇老奶奶懸絲偶劇團	

〈奧德賽》© 法國小宛然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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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展覽《1980 年代淡水線鐵道生活日常特展》

重現北投「舊」場景		創造車站「新」傳統		
新北投車站於 2018 年 4 月 1 日慶祝 102 歲生日暨重返家鄉滿周歲，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及當地居民共同舉辦生
日慶典，從 3 月中旬暖身至 4 月間熱鬧登場，以多樣化的表演互動及創意市集，展開一系列新北投車站春遊驛
站鬧哄哄活動。	

在車站慶祝歸鄉滿周歲前夕，舉辦「車ㄊㄠ ˊ 金熠熠」建築護木油擦拭暖身活動，邀請北投在地各國中、小學
童及當地居民一起挽起衣袖、戴上手套，在車站志工的協助下，清潔車站建築上的灰塵並以純天然護木油擦拭
木頭，為維護臺北市僅存的百年車站建築盡一份心力。3 月 31 日生日慶活動首日，悠揚溫暖的月琴那卡西首創
在捷運新北投支線上演奏吟唱，往來的旅人們在歌聲中抵達車站；站內《新北投車站生活記憶特展》也隨即揭
開序幕，展示許多舊物件，搭配生活老照片、報章新聞等文獻收藏，民眾在新舊展品的交錯佈排下感受著 1980
年代的鐵道生活故事。此外，車站更邀請臺北市市長柯文哲揭開「新北投車站」的車站字牌，百分百再現過往
人們對車站的第一印象，並與全場民眾齊聲送上 102 歲的生日祝福。

歸鄉周年生日慶			春遊驛站鬧哄哄

XINBEITOU
HISTORIC
STATION
新北投車站

新北投車站為臺北市目前僅存之淡水線百年木構造車站建築，屋頂簷架下的

雕花托座及西元 1937 年因擴建站體而產生的 3+1 不等距組合老虎窗，為車

站特色。1988 年因淡水線停駛及捷運興建，新北投車站遭遇拆除、遷移至彰

化台灣民俗村。2004 年社區發起運動迎回新北投車站，在地居民與臺北市政

府攜手爭取車站回家，歷經重重波折，於 2017 年 4 月重組完畢並正式開幕，

離鄉數十載的老車站再度回到北投人懷抱中，透過展覽、教育推廣等活動，

重新定義新北投車站為認識北投的入口，了解鐵道生活文化的起點，延續大

家記憶裡過往片段的同時，再創下一個百年車站

生活記憶。

臺鐵淡水線僅存之百年車站
認識北投的入口 
了解鐵道生活文化的起點

新北投車站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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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生活動延續至晚上《北投「舞」GO 讚》晚會，邀請李麗華、蔣文姝等歌星
搭配陳美安老師，以舞蹈結合現場演唱方式，將車站化為 1980 年代民歌與群
舞的演藝舞台，開啟生日慶的華麗夜晚。4 月 1 日下午登場的車站慶生派對，
更邀請復古趣味樂團「旺福」、「怕胖團」及清新的「脆樂團」、創作歌手「洪
安妮」接力演出，與大家同樂歡慶，同時間於七星公園草皮上，還有在地協會、
團體 NPO 市集以及適合親子同樂的表演節目，溫馨歡樂全場齊慶生。

值得一提的是，期間與悠遊卡公司推出「限量紀念車票悠遊卡」任務活動，每
日入場並完成指定任務的前 100 位民眾，即可兌換「新北投車站限量紀念車票悠遊卡」，此活動成功引起討論
話題並造成排隊搶「換」風潮，成為本年度民眾持續詢問、印象深刻的互動體驗。

常設展
以車站建築原件或復刻物件為展示主軸，如細膩榫接工法之特色老
虎窗；保留臺灣總督府官印、木料材質尺寸等文字資訊之建築屋頂
原件、早期時刻表等，同時可動手體驗木造榫接特色，讓觀者更了
解整體建築結構及車站歷史。

主題展覽
《新北投車站生活記憶特展》
2018/03/31-2018/10/14
向民間借展多樣原車站內擺放的物件，如候車椅、剪票口柵欄，甚
至是非常罕見的古董蒸便當箱等，搭配老照片、新聞剪報及若干重
製特色展品，再透過展場整體規劃陳列，讓年長者藉由原件遙想過
往的美好生活，也讓年輕人更了解車站的文化特色，共同為新北投
車站創造嶄新的生活記憶。

《1980 年代淡水線鐵道生活日常特展》
2018/10/18-2019/07
延續今年 4 月份《新北投車站生活記憶特展》主軸架構，再搭配臺
鐵淡水線停駛 30 週年紀念，本次展覽以「點、線、面」的擴展概
念出發，以淡水線目前僅存的實體火車站 - 新北投車站出發，透過
鐵道路線圖的今昔對照、沿線小人物的生活日常，再擴展到 1988
年淡水線停駛前的活動與影像紀錄報導，看到早期鐵道沿線小人物
的生活面貌。對早期生活的展示與回顧，紀念過往的美好歲月。

主題展覽再現「點、線、面」的記憶版圖

04

05

01

02 03

01	「車ㄊㄠ ˊ 金熠熠」建築護木油擦拭活動，北投國小熱情參與
02			車站慶生派對親子肢體互動表演，溫馨歡樂
03			捷運那卡西在捷運新北投支線上演奏吟唱迎接往來旅人

04			常設展 - 志工熱情與民眾說明特色老虎窗
05			主題展覽《1980 年代淡水線鐵道生活日常
								特展》臺北市長柯文哲及前副市長陳景峻
								遙想過往時光

4 月 1 日車站慶生派對，邀請復古趣味樂團「旺福」熱唱 主題展覽《新北投車站生活記憶特展》民眾互動留言板

137136
新
北
投
車
站

2
0

1
8

	

台
北
市
文
化
基
金
會
年
報



史料蒐集紀錄
新北投車站及淡水線故事分享會暨影像紀錄訪談
邀請曾經居住在新北投車站附近或淡水線上的長者，重回新北投車
站並與民眾公開分享早年的生活經驗趣談；此外，更進一步訪談曾
於火車站工作之站務員、列車駕駛及搭乘民眾等不同族群，透過各
自的角度切入，講述新北投車站及淡水線的早期風光，而後更製作
成紀錄影片於車站內展場播放，讓年長者得以遙想當年美好的黃金
歲月，也讓年輕人理解曾經的北投燦爛。

2018 年車站共舉辦超過 230 場推廣教育活動，包含生日慶系列活動 (34 場次 )、站內預約導覽及周邊各級學校機關
參訪服務 (61 場 )、特展主題工作坊 (3 場 )、驛站講堂 (11 場 )、北投行旅生態導覽 (38 場 )、及鐵支路直直行趣味營
隊─學生體驗教育活動 (5 場 )。

活化利用			教育推廣			史料蒐集

02

01

04

驛站講堂
車站空間轉化為知識分享、歷史傳承及文化活動的接點，與北投社區
大學合作舉辦講座課程，透過故事、音樂、劇場等多元型態，推廣鐵
道及北投文化特色。

北投行旅生態導覽
與地方導覽團隊合作，以車站向周圍延伸，經由生態解說、環境體驗
等活動深度了解北投的人文歷史及生態環境。
◎時光之旅：硫磺谷→張學良先生故居→不動明王石窟→北投文物館
					→陸軍衛戍醫院北投分院→新北投車站
◎溫泉之旅：新北投車站→天狗庵＆北投溪一瀧→北投溫泉博物館→					
					瀧乃湯→北投石自然保留區→地熱谷

鐵支路直直行趣味營隊─學生體驗教育活動
學齡兒童鐵道互動教育推廣活動，串聯臺鐵文化志工隊將鐵道知識及
興趣的種子埋入兒童的心中，同時鼓勵親子參與促進情感，也可以達
到世代交替、共同學習成長的作用。以「新北投車站」為起點，透過
站內建築與展示內容的導覽解說、闖關體驗等，帶領參與者走進時空
隧道來到奔馳著藍皮火車的淡水線；隨後再到淡水線起點站─臺北車
站，講述臺灣鐵道的起源及趣味知識。

01	《鐵支路直直行趣味營隊》志工帶領小朋友及家長搭乘淡水線
								捷運，實際體會沿線風光
02	《鐵支路直直行趣味營隊》小朋友進行搶答互動

03			文創手做市集吸引民眾駐足遊逛消費
04			新北投車站及淡水線故事分享會暨影像紀錄訪談站務員陳清水

週末市集
假日於車站前後廣場舉辦小農市集、文創市集，提供北投在地小
農及新興文創、手作創作者與民眾交流之場域，成為認識北投在
地特色農產及創意能量展現的最佳地點。

特色桌遊開發《邂逅，新北投》
為推廣新北投觀光及凸顯新北投車站作為旅人認識北投的起點，車站與知名桌上遊戲製作公司一同開發《邂
逅，新北投》桌上遊戲。遊戲匯集了臺灣各專業領域上的好手們一起著手創作，更於國外參展販售，將臺灣特
色用文化輸出的方式傳達給更多人認識，深受好評。

《驛站講堂》鐵道周邊動植物導覽

03

	臺北市市長柯文哲與前副市長陳景峻體驗《邂逅，新北投》桌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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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場次／人次 備註

Party	Talk 系列活動 - 回娘家之夜 01/30 臺北試演場 1 場 /31 人 在地連結

Art	View ─國際展演趨勢分享Ⅰ─ TPAM 之旅 03/19 臺北試演場 1 場 /45 人 國際交流

Party	Talk 系列活動 - 日本表藝觀察日記 03/19 臺北試演場 1 場 /47 人 在地連結

專業舞者工作坊 - 第一梯次 03/27-06/26 臺北試演場 14 場 /195 人 人才培訓

藝術擴散計畫 - 來去北投泡表演 04/04 新北投車站、新北投車站文創
街廊道、北投水美溫泉會館 1 天 /350 人 藝術推廣

希望舞池 -Re:	Public	跳舞萬歲 04/13-04/14 中山堂廣場 2 天 /3,280 人 藝術推廣

Party	Talk 系列活動 - 場館接地氣 04/24 臺北試演場 1 場 /43 人 在地連結

Party	Talk 系列活動 - 瘋戲樂 VS 韓國音樂劇 05/29 臺北試演場 1 場 /50 人 在地連結

藝術擴散計畫 - 去龍山拜表演：玩翻艋舺 06/16-06/17 艋舺龍山文創 B2 4 場 /1,500 人 藝術推廣

Party	Talk 系列活動 - 社交 Talk! 06/26 臺北試演場 1 場 /27 人 在地連結

表演跨域─身體微旅行工作坊 07/18-07/28 臺北試演場	 10 天 /165 人 人才培訓

Party	Talk 系列活動 - 島嶼上的舞蹈，
影像，和詩 07/23 臺北試演場 1 場 /28 人 在地連結

亞當計畫─亞洲當代表演網絡集會 08/15-09/02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19 天 /1,862 人 國際交流

音樂劇人才培訓計畫─創作工作坊 08/20-09/09 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知音劇場 15 天 /187 人 人才培訓

Party	Talk 系列活動 - 藝穗之夜 08/21 臺北試演場 1 場 /25 人 在地連結

Party	Talk 系列活動 - 跨界製作的美麗與哀愁 09/18 臺北試演場 1 場 /24 人 在地連結

專業舞者工作坊 - 第二梯次 10/01-12/17 臺北試演場 8 場 /108 人 人才培訓

音樂劇人才培訓計畫─表演工作坊 10/02-10/28 臺北試演場	 23 天 /455 人 人才培訓

Party	Talk 系列活動 - 音樂劇之夜 10/28 臺北試演場 1 場 /43 人 在地連結

Art	View ─國際展演趨勢分享Ⅱ -
紐澳法新視野 11/02 臺北試演場 1 場 /30 人 國際交流

Party	Talk 系列活動 - 觀眾看什麼？
數據怎麼說？ 11/27 臺北試演場 1 場 /33 人 在地連結

劇場安全課程 12/21-12/23 臺北試演場 3 天 /30 人 人才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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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場次／人次 備註

為了打滾在一起─展演藝術翻轉論 07/03 信義學堂 1 場 /120 人 專題講座

為了有哏在一起─展演藝術老實樹 07/17 信義學堂 1 場 /380 人 專題講座

為了未來在一起─展演藝術賽先生 07/19 信義學堂 1 場 /95 人 專題講座

大龍峒日之散策 07/28 孖空間 1 場 /45 人 工作坊

亞洲製作人平台：跨國網絡與對話工作坊 08/08 中山堂─樓演員化妝室 1 場 /36 人 共想吧

身體計畫 08/08-08/09 水源劇場 2 場 /258 人 共想吧

反審查運動：南韓的藝文黑名單 08/09 中山堂中正廳 1 場 /76 人 共想吧

《身體計畫》創作對談 08/10 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1 場 /60 人 共想吧

手談坐隱 08/10-08/11 中山堂中正廳 2 場 /114 人 共想吧

山高流水之空中 08/10-08/19 中山堂光復廳 11 場 /638 人 前進中山堂

不只是現實的一面鏡子──尋找當代的政治
劇場 08/11 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感恩聽 1 場 /100 人 共想吧

亞洲不奇蹟──拷問亞洲奇蹟、危機、轉機 08/14 國立臺灣大學雅頌坊 1 場 /104 人 共想吧

Cuckoo 電子鍋 08/11-08/12 水源劇場 2 場 /225 人 共想吧

不男不女 08/11-08/12 中山堂中正廳 2 場 /212 人 共想吧

光年紀事：臺北─哥本哈根 08/11-08/19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8場 /1,035人 國際共製

Macho	Dancer 身體工作坊 08/12 臺北試演場 1場 /14人 共想吧

複數身份──聚合舞身份系列作品	創作與
發展工作坊 08/12-08/18 文山劇場 4 場 /56 人 共想吧

是劇場，也是集會──一個結合激進想像與
務實理想國的場域 08/13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 場 /92 人 共想吧

空白的舞台，擁擠的景片──以展演性為策
展策略 08/13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 場 /105 人 共想吧

私密空間裡的公共空間──公共場域的策展
行為 08/14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場 /65人 共想吧

移動時代的觀光客劇場 08/14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 場 /61 人 共想吧

社會場域策展工作坊 08/16 孫運璿科技．人文紀念館	多功能講堂 1 場 /20 人 共想吧

放跑馬拉松 08/18 中山堂戶外廣場 1場 /3,600人 前進中山堂

我真的不能這樣搞──當代藝術的杯葛與抗
爭性格 08/19 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感恩廳 1 場 /127 人 共想吧

島嶼酒吧 08/22-09/2 中山堂 4F 劇場咖啡 30 場 /473 人 前進中山堂

遙感城市 08/22-09/30 集合點：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
250 巷 1 弄 ( 聯成公園 )

30 場 /1,282
人 典藏計畫

歡聚今宵 08/24-08/26 中山堂中正廳 3場 /1,196人 前進中山堂

金錢眾議院 08/25-08/26 中山堂光復廳 3 場 /413 人 前進中山堂

但是又何 Night 08/31-09/01 中山堂光復廳 4 場 /410 人 前進中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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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場次／人次 備註

瘋戲樂	 06/30 大安森林公園露天音樂臺 1 場 /2,800 人 免費戶外演出

恐怖露營車	 06/30-07/03 中山堂戶外廣場 20 場 /267 人 售票演出

能源詩集 06/30-07/15
07/17-08/05

國立臺灣博物館南門園區
剝皮寮歷史街區 33 場 /58,790 人 裝置展覽

啵！芭蕾，藝開罐 07/02-07/05 南港區仁福區民活動中心 8 場 /3,925 人 免費社區演出

芭蕉密碼 07/02-07/05 大同區行政中心 6 樓禮堂 8 場 /4,890 人 免費社區演出

銀幕之人	 07/04-07/05 水源劇場 4 場 /425 人 售票演出

城鄉河粉	 07/06-07/08 城市舞台 3 場 /2,031 人 售票演出

卡門	 07/06-07/09 中山堂戶外廣場 120 場 /760 人 售票演出

土地公的煩惱 07/09-07/12 松山區民有區民活動中心 8 場 /3,685 人 免費社區演出

動物擊樂派對 07/09-07/12 內湖區行政中心 8 樓禮堂 8 場 /5,630 人 免費社區演出

紙箱的異想世界 07/13-07/15 水源劇場 6 場 /1,338 人 售票演出

遊唱動物園 07/14 大湖公園 1 場 /3,100 人 免費戶外演出

土地的歌 07/15 大湖公園 1 場 /2,600 人 免費戶外演出

動物 FUN 城市 07/16-07/19 信義區興雅國小活動中心 4 樓 8場 /5,585人 免費社區演出

巨人和春天 07/16-07/19 文山區凱格萬興運動中心 4 樓球場 8 場 /5,020 人 免費社區演出

空空狂想曲 07/17-07/26 剝皮寮歷史街區 10 場 /90 人 工作坊

格列佛的夢	 07/20-07/22 臺灣戲曲中心小表演廳 9 場 /1,511 人 售票演出

秘密心	 07/20-07/22 中山堂戶外廣場 30場 /392人 售票演出

拇指小英雄 07/21-08/05 中山堂光復廳 28 場 /1,328 人 售票演出

奈勒斯 07/23-07/26 士林區行政中心 10 樓禮堂 8 場 /5,985 人 免費社區演出

老鼠娶親 07/23-07/26 北投區桃源國小風雨操場 8 場 /5,840 人 免費社區演出

財神兄弟 07/27-07/28 中山堂中正廳 3 場 /878 人 售票演出

五個高女人 08/02-08/04 花博公園長廊廣場、臺北市電影主題
公園、中山堂戶外廣場 3 場 /3,500 人 免費社區演出

桃太郎的淘汰郎 08/02-08/04 水源劇場 10 場 /3,017 人 售票演出

擊樂精靈開 party!	 08/04-08/05 城市舞台 5 場 /3,713 人 售票演出

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場次／人次 備註

釘孤枝雜耍擂台 09/02 中山堂光復廳 1 場 /257 人 前進中山堂

夢想發聲 09/07 中山堂中正廳 1 場 /533 人 前進中山堂

集體噪反：聲響文化踏查 09/07 中山堂 2 樓堡壘咖啡廳 1 場 /42 人 前進中山堂

《全民大樂隊》工作坊暨演出呈現 09/07-09/08 臺北試演場、中山堂戶外廣場 2 場 /115 人 前進中山堂

躁集 09/08-09/09 中山堂光復廳 2 場 /357 人 前進中山堂

台北東京距離計畫─我並不哀傷，是因為你離我很遠 09/28-09/30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8場 /1,303人 國際共製

地平面以下 10/18-10/21 城市舞台 5場 /1,594人 國際共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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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碎人《瘋人怨》 08/04 米日一里葉晋發	 1 場 /36 人 戲劇

周先生與演員們《令人討厭的
白蘭琪的一生》 08/04-08/05 台北國際藝術村頂樓	 5 場 /274 人 舞蹈

三合院劇社《家》 08/04-08/05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2 場 /317 人 戲劇

異人劇團《伊底帕斯的無聲曲》 08/04-08/05 濕地 3 場 /91 人 戲劇

光與葵《碎了一角的，玻璃動物園》 08/04-08/06 米日一里葉晋發 5 場 /178 人 戲劇

輔仁大學戲劇社－肆年夢劇團《布萊頓濱
海小鎮的回憶》 08/04-08/08 十方樂集音樂劇場	 2 場 /140 人 戲劇

嚐劇場《古林肯比》 08/04-08/19 URS127 玩藝工場	 10 場 /474 人 戲劇

僻室《衣櫃裡的我與父親》 08/04-08/11 剝皮寮	173-23 號 8 場 /162 人 戲劇

繆劇團《指尖上的玩家》 08/04-08/18 URS127 玩藝工場 3 場 /95 人 戲劇

僻室《欸，我要回\去囉！到了打給你。》 08/04-08/11 龍山寺捷運站 3 號出口	 8 場 /98 人 戲劇

僻室《你想要的都不在這裡》 08/04-08/11 臺北水窗口 ( 華江整宅 ) 8 場 /269 人 戲劇

Ａ劇團《離婚事務所》 08/04-08/11 艋舺龍山文創 B2- 展演廳	 4 場 /593 人 喜劇 / 歌舞劇

十貳劇場《我是耶穌，你敢信？》 08/04-08/12 納豆劇場 5 場 /486 人 戲劇

徐佳《用ㄧ個尷尬的方式去一起想事情》 08/04-08/11 URS127	玩藝工場 2 場 /47 人 其他

口口實驗室《資訊潮》 08/04-08/05 思劇場 3 場 /157 人 其他

小劇女子《第 25 小時》 08/04-08/08 剝皮寮戶外舞台、
剝皮寮	173-23 號 4 場 /195 人 戲劇

茶泡飯《你說包養		我說包子》 08/04-08/06 藝・風巷 3 場 /133 人 戲劇

【清瘤】《那天下雨，我在賣場門口被幹
了一把傘》 08/04-08/12 臺北水窗口 ( 華江整宅 ) 5 場 /191 人 喜劇 / 歌舞劇

相親劇團《家屋》 08/04-08/09 新芳春茶行 10 場 /304 人 戲劇

ChenMo 小組《Re：沈默》 08/04-08/12 剝皮寮	173-23 號 5 場 /88 人 其他

僻室《杯傷茱麗葉》 08/04-08/11 大可樂	 8 場 /293 人 戲劇

僻 室《 無 盡 閃 亮 的 哀 愁	-The	Boy	
Mermaid》 08/04-08/11 剝皮寮 173-17 號 8 場 /207 人 戲劇

820 號房劇團《娛人時代》 08/04-08/12 URS127 玩藝工場 5 場 /319 人 戲劇

夏洛工作室《私房特調》 08/04-08/19 十方樂集音樂劇場 6 場 /252 人 戲劇

流浪小丑工作坊《Office	Lady》 08/04-08/12 大可樂	 3 場 /164 人 其他

頑玩劇《主角登場》 08/04-08/19 阿嬤家 4 場 /167 人 戲劇

伊莉莎白皇家貴族教育中心《你的歌	‧	
我們的故事》 08/04-08/12 伊日講堂 2 場 /155 人 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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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言藝域《英雄夢》 08/04-08/19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信誼好好生
活廣場知新劇場 2 場 /383 人 舞蹈

就是愛唱歌《就是愛唱歌》 08/05 伊日講堂 1 場 /91 人 音樂

大溪地舞分享空間《花。舞。聚》 08/05 大可樂	 1 場 /104 人 舞蹈

蔓姜會《幾種個別程度人性化固體的世界》 08/05-08/08 小劇場學校 3 場 /43 人 戲劇

H-TOA《伽利略傳》 08/05-08/08 阿嬤家、藝・風巷 4 場 /102 人 戲劇

二女《魚什麼好了？》 08/05-08/19 大稻埕戲苑 - 八樓曲藝場	 12 場 /217 人 戲劇

有我就有趣劇團《鄉巴佬漫遊大臺北》 08/05-08/12 大稻埕戲苑 - 八樓曲藝場 5 場 /114 人 喜劇 / 歌舞劇

Bonding 劇團《五種沈默》 08/05-08/19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3 場 /530 人 戲劇

磚木取夥故事劇場《點香》 08/05-08/18 納豆劇場 5 場 /509 人 戲劇

90 製作《限時動態》 08/05-08/19 Woolloomooloo	 4 場 /392 人 舞蹈

人家劇團《火焰不倒翁》 08/05-08/11 濕地 5 場 /257 人 戲劇

舞靈園《Wine	Night	信徒夜》 08/05-08/12 Pan	House 5 場 /245 人 戲劇

《製劇所》劇團《結婚我會死》X《婚後動
物感傷》 08/05-08/19 藝・風巷 4 場 /290 人 戲劇

如來神掌劇團《反噬》 08/06-08/07 濕地 2 場 /98 人 戲劇

工具人戲作室《黑色同學會》 08/06-08/08 濕地 3 場 /160 人 戲劇

秒針上的易碎蟑螂《我的口袋有你的味道》 08/06-08/08 大可樂	 5 場 /38 人 戲劇

野雁劇團《情，書》 08/07 十方樂集音樂劇場 2 場 /235 人 戲劇

旅行箱劇團《說．再見》 08/07-08/09 Woolloomooloo	 3 場 /72 人 戲劇

臏臏工作室《汙染》 08/07-08/09 台北國際藝術村頂樓 3 場 /262 人 戲劇

蘇品文《少女須知》 08/06-08/19 思劇場 4 場 /278 人 舞蹈

山田熊太郎《1996 那年》 08/07-08/11 URS127 玩藝工場 5 場 /147 人 喜劇 / 歌舞劇

劇合物《Fuck	You!!! 去你的人情味。》 08/07-08/12 大稻埕遊艇	 5 場 /309 人 戲劇

戲。劇團《被篡改的回憶》 08/07-08/16 剝皮寮	173-23 號 5 場 /104 人 戲劇

KoyinEyes《親愛的寂》 08/07-08/19 Woolloomooloo、
剝皮寮	173-23 號 4 場 /235 人 舞蹈

霓《我討厭這種無能為力 08/07-08/10 納豆劇場 3 場 /335 人 戲劇

烏有鄉《《不是海鷗》劇本展演》 08/08-08/09 阿嬤家 2 場 /47 人 戲劇

莫許《聲碎》 08/08-08/10 小劇場學校 5 場 /133 人 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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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	小行星《喜馬拉雅山上的鴨嘴獸》 08/08-08/15 米日一里葉晋發 2 場 /104 人 音樂

周寬柔與高詠婕《腮腺筵》 08/08-08/16 濕地 3 場 /204 人 舞蹈

邊陲劇團《我的名字是台北》 08/08-08/12 剝皮寮	173-23 號 6 場 /290 人 戲劇

閉嘴劇團《他來了》 08/08-08/11 十方樂集音樂劇場 5 場 /480 人 戲劇

天團	X	再見奈央《哈姆讓他走》 08/09-08/12 建國啤酒廠－貯酒大樓	 7 場 /229 人 其他

玉山箏樂團《隱味》 08/09-08/15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2 場 /97 人 音樂

人工呼吸樂隊《告別式》 08/09 小地方展演空間	 1 場 /116 人 戲劇

小白羊劇團《樂思茶鋪》 08/09-08/13 米日一里葉晋發 4 場 /176 人 戲劇

摸黑《牙洞 / 牙牙學痛》 08/09-08/11 思劇場 8 場 /260 人 戲劇

伈劇團《小小的穩定》 08/09-08/19 濕地 6 場 /305 人 戲劇

三個人《德州電鋸殺人魔》 08/09-08/12 藝・風巷 5 場 /288 人 戲劇

柔聲音樂《玩轉花間	/	鋼琴創作發表暨講
座音樂會》 08/10 伊日講堂 1 場 /35 人 音樂

不知名樂團《人聲》 08/10 藝・風巷 1 場 /64 人 音樂

他們《他與他們》 08/10 大可樂	 1 場 /45 人 戲劇

37 度 C《迴聲》 08/10-08/11 米日一里葉晋發 3 場 /41 人 其他

童路人劇團《我們的》 08/10-08/11 伊日講堂 3 場 /169 人 喜劇 / 歌舞劇

藍眼淚樂團	x	陳姓男子《藍色的詩．城市
的淚》 08/10-08/18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微遠虎山 4 場 /340 人 音樂

怪劇團《A	Dog’s	House》 08/10-08/12 Woolloomooloo	 3 場 /181 人 戲劇

落地花房《落地花房》 08/10-08/12 台北國際藝術村頂樓 3 場 /36 人 其他

燈光作物《單向療程》 08/10-08/12 新芳春茶行 3 場 /129 人 舞蹈

史多利文化創意《李怡君》 08/10-08/13 信誼好好生活廣場知新劇場 5 場 /483 人 戲劇

空 . 新劇團《彼岸花》 08/10-08/15 濕地 3 場 /52 人 戲劇

劇場外拍團《編導紀實》 08/11-08/12 小劇場學校 2 場 /52 人 戲劇

五 +1《How	Can	We	Define	Love ？》 08/11-08/12 藝・風巷 2 場 /116 人 戲劇

你聽劇團《布恩迪亞》 08/11-08/12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實驗劇場 3 場 /336 人 戲劇

藝啟製作《家家酒》 08/11-08/13 小劇場學校 3 場 /147 人 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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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一號劇團《超即興誘惑》 08/11-08/19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3 場 /619 人 喜 劇 /
歌舞劇

李律《島民》 08/11-08/15 納豆劇場 4 場 /343 人 舞蹈

認真練舞中《新女性生理使用會》 08/11-08/18 URS127 玩藝工場 5 場 /121 人 舞蹈

Monday	Hi	星期一爵士樂團	
《夏日爵士音樂會》 08/11-08/17 大稻埕遊艇、新芳春茶行 2 場 /107 人 音樂

蘇瓦那・恩木伊・奇拉雅善
《薩奇萊亞美斯》 08/11-08/18 信誼好好生活廣場知新劇場 4 場 /297 人 音樂

下一站舞蹈地圖《粉墨如夢》 08/11-08/12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4 場 /769 人 舞蹈

Movie	Character《選擇性緘默 ?》 08/12 米日一里葉晋發 4 場 /22 人 戲劇

飛舞製作《微城》 08/12-08/14 思劇場 4 場 /229 人 舞蹈

五八樂團《愛透了》 08/12-08/19 十方樂集音樂劇場、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5 場 /254 人 音樂

黑門山上的劇團《公園》 08/12-08/19 信誼好好生活廣場知新劇場、
剝皮寮戶外舞台 5 場 /386 人 戲劇

竹茹《周易儒、郭育圻、姚辰穎》 08/13-08/19 藝・風巷 5 場 /173 人 其他

翁八里灣《停思間》 08/13-08/17 信誼好好生活廣場知新劇場 5 場 /362 人 戲劇

所 ‧ 言田月表演工作室《所謂製造》 08/14-08/16 剝皮寮	173-23 號、米日一里葉晋發 3 場 /100 人 戲劇

初心劇團《療罪者》 08/14-08/18 Woolloomooloo	 5 場 /274 人 戲劇

鷗譜瑪	音樂	x	戲劇工作室	《古諾《羅密
歐與茱麗葉》歌劇選粹》 08/15-08/17 十方樂集音樂劇場 3 場 /297 人 音樂

妮子派對劇場《再見愛麗絲》 08/15-08/17 剝皮寮	173-23 號 3 場 /136 人 戲劇

裸（R.O.D）劇團《漫遊少女》 08/15-08/19 信誼好好生活廣場知新劇場	 5 場 /452 人 戲劇

白淑麗加工出口區《不要叫我禿頭女高
音，叫我禿頭女高音》 08/15-08/18 阿嬤家 4 場 /136 人 戲劇

漂流木劇團《一天如是》 08/16-08/18 納豆劇場 3 場 /155 人 戲劇

縱火社《惡意海灘》 08/15-08/19 濕地 5 場 /333 人 戲劇

晚熟劇團《鬼方佚聞錄》 08/16-08/17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4 場 /606 人 戲劇

親蠢少女《家政少女 - 上鎖的房間》 08/16-08/19 伊日講堂	 3 場 /197 人 喜劇 /
歌舞劇

不可理喻的存在 - 違規停車《發狂恆星
與靈魂黑洞》 08/16-08/19 臺北水窗口 ( 華江整宅 ) 7 場 /136 人 舞蹈

純粹製作《有海景的房子》 08/16-08/18 小劇場學校 5 場 /262 人 戲劇

2
0
1
8
臺
北
藝
穗
節

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場次／人次 備註

即使我們生無可戀《沒關係，白洞只是理論上存
在而已》 08/16-08/19 台北國際藝術村頂樓 4 場 /348 人 舞蹈

陳家聲工作室《阿北痠痛軟膏《陳家聲個人演唱
會》》 08/16-8/19 角公園	 4 場 /240 人 戲劇

第四人稱表演域《上課三部曲之二：與神同行》 08/16-08/19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
業學校 - 學生活動中心 5 場 /649 人 戲劇

老靈魂劇團《24 小時車輛進出》 08/16-08/19 米日一里葉晋發 3 場 /202 人 戲劇

高詠婕製作《戀戀紅塵》 08/16-08/19 納豆劇場 3 場 /174 人 舞蹈

INDEPENDENT《Psyche》 08/17-08/18 思劇場	 4 場 /121 人 戲劇

玉米雞青少年劇團《青春絮語》 08/17-08/18 米日一里葉晋發 4 場 /216 人 戲劇

壹陸製作工作室《網生》 08/17-08/19 大可樂	 7 場 /364 人 戲劇

過敏原人 x 搞笑救星《職男人生 3 之達成激笑》 08/18-08/19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3 場 /978 人 喜劇 /
歌舞劇

雖然媽媽叫我好好上班《歡迎光臨路家命館》 08/18-08/19 剝皮寮	173-23 號	 3 場 /155 人 戲劇

知了劇團《拾夢者》 08/19 小劇場學校 2 場 /126 人 戲劇

新生一號劇團《超即興誘惑》 09/20 水源劇場 1 場 /120 人 即刻
重演

認真練舞中《新女性生理使用會》 09/21 水源劇場 1 場 /90 人 即刻
重演

即使我們生無可戀《沒關係，白洞只是理論上存
在而已》 09/22 水源劇場	 1 場 /80 人 即刻

重演

蘇品文《少女須知》 09/22 水源劇場 1 場 /70 人 即刻
重演

白淑麗加工出口區《不要叫我禿頭女高音，叫我
禿頭女高音》 09/23 水源劇場 1 場 /70 人 即刻

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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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青少年評審團 1 04/28 台北國際藝術村 34

富邦青少年評審團 2 04/29 台北國際藝術村 34

形象廣告發佈會 05/01 剝皮寮歷史街區 80

國際新導演競賽入選記者會暨茶敘 05/08 台北文創 70

台北電影獎入選記者會暨茶敘 05/14 中山堂 280

臺藝大廣電系分享講座 05/17 華山文創 80

台灣大哥大行動創作獎 1 分享講座 05/18 台北文創 80

台灣大哥大行動創作獎 1 分享講座 05/19 台北文創 80

富邦青少年評審團 3 05/19 台北國際藝術村 34

富邦青少年評審團 4 05/20 台北國際藝術村 34

交通大學分享講座 05/20 交通大學 65

迺過二十：導演對談 05/25 台北文創 150

MRTaipei 電影院 - 大湖公園站《我愛恰恰》 05/26 捷運大湖公園站 30

MRTaipei 電影院 - 南京復興站《大佛》 05/26 捷運南京復興站 600

MRTaipei 電影院 - 中山站 R79《野潮》 05/26 捷運中山站 R79 550

MRTaipei 電影院 - 大安森林公園站《七點半太空人》 05/26 捷運大安森林公園站 250

MRTaipei電影院-松山站《命帶追逐》、《狀況排除》、《維多利亞》 05/26 捷運松山站 450

政大傳播學院聯合畢展分享講座 05/26 政治大學 80

套票首賣	X	選片指南 06/03 台北文創 800

20 周年特展 - 開幕媒體記者會 06/08 剝皮寮歷史街區 250

20 周年特展戶外放映《海角七號》 06/08 剝皮寮歷史街區 300

富邦青少年評審團 5 06/08 台北國際藝術村 17

富邦青少年評審團 6 06/09 台北國際藝術村 17

富邦青少年評審團 7 06/10 台北國際藝術村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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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場人員訓練大會 06/10 剝皮寮歷史街區 150

南山高中校園講座《神算》、《畢業旅行》 06/19 南山高中 250

富邦金控員工場搶先看 06/22 光點華山 237

選片指南再一波：東南亞短片	X	電影正發生 06/23 台北文創 55

嫚妙影癡俱樂部《花樣奶奶爭屋記》 06/28 新光影城 48

開幕片《范保德》記者會 06/28 中山堂 50

台北電影節開幕酒會 06/28 中山堂 400

SAMSUNG 搶先體驗 VR 06/28 中山堂 50

翰林茶館 Happy	Hour 06/29 中山堂 100

《非同凡響》記者會 06/29 中山堂 35

《小美》記者會 06/29 中山堂 35

嫚妙發泡錠 Happy	Hour 06/30 中山堂 100

亞洲皮克斯：一探泰國 GDH	559 的運作 06/30 台北文創 150

NYX 影癡俱樂部《我的抓狂 ( 女 ) 友》 06/30 新光影城 157

米森影癡俱樂部《誰先愛上他的》 06/30 中山堂 619

《黃色潛水艇》免費放映 07/01 中山堂 343

Aesop 香氛場《非同凡響》：Olous 芳香室內噴霧 07/01 新光影城 156

翰林茶館 Happy	Hour 07/01 中山堂 100

正在拍片的我：台灣電影人 07/01 中山堂 350

正在拍片的我：台灣電影人餐敘 07/01 中山堂 350

臺虎精釀影癡俱樂部《血色搖籃曲》 07/02 新光影城 89

國際新導演競賽頒獎典禮 07/03 中山堂 250

國際新導演競賽頒獎典禮 After	Party 07/03 中山堂 250

富邦青少年觀摩獎：採訪 07/03 中山堂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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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高利達影癡俱樂部《十四顆蘋果》 07/03 新光影城 280

翰林茶館 Happy	Hour 07/04 中山堂 100

Aesop 香氛場《新婚躲貓貓》	：Istros 芳香室內噴霧 07/04 新光影城 114

《蜻蜓之眼》- 徐冰講座 07/04 中山堂 298

仕高利達品飲酩影品酒會 07/05 中山堂 25

Aesop 香氛場《與爸爸的足球約定 + 巴黎迷路的午後》：草本腋
下身體噴霧 07/05 新光影城 27

Aesop 香氛場《薩瑪的漫長等待》：腋下身體噴霧 07/06 新光影城 154

台北電影獎評審媒體見面會 07/07 光點華山 60

嫚妙發泡錠 Happy	Hour 07/07 中山堂 100

《十年台灣》記者會 07/07 中山堂 30

《坂本龍一：終章》講座 07/07 新光影城 265

《藍色項圈》記者會 07/07 中山堂 30

VR 交流酒會 07/07 意舍酒店 300

翰林茶館 Happy	Hour 07/08 中山堂 100

《搖滾樂殺人事件》記者會 07/08 中山堂 50

《搖滾樂殺人事件》隨片登台映前演唱會 07/08 中山堂廣場 550

翰林茶館 Happy	Hour 07/09 中山堂 100

《九指魔爪》焦點影人 07/09 新光影城 227

嫚妙發泡錠 Happy	Hour 07/10 中山堂 100

富邦青少年觀摩獎：採訪 07/11 中山堂 27

饗食天堂 Guest	Lounge	Happy	Hour 07/11 中山堂 70

《東南亞新銳短片選：	越界情慾》講座 07/11 新光影城 130

仕高利達品飲酩影品酒會 07/12 中山堂 28

《FUC 短片選 II》電影大學講堂 07/12 光點華山 87

台北電影獎頒獎典禮 07/14 中山堂 520

台北電影獎頒獎典禮 AFTER	PARTY 07/14 INPARADISE	饗饗 380

楊士琪卓越貢獻獎講座 - 陳國富 07/15 中山堂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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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公義影展 01/03-02/25 剝皮寮歷史街區視聽室 8 場 /34 人

巡遊艋舺 - 穿越剝皮寮 02/18-02/20 剝皮寮歷史街區 3 場 /300 人

迷你城事影展 03/17-03/24 剝皮寮歷史街區視聽室 2 場 /73 人

萬華 murmur 節 04/14-04/28 剝皮寮歷史街區視聽室 3 場 /70 人

剝剝看電影 05/05-09/01 剝皮寮歷史街區視聽室、演藝廳 19 場 /640 人

海角七號十周年戶外放映 06/07 剝皮寮歷史街區廣場 1 場 /200 人

《顯影。破格而出：台北電影節 20 印記》特展 06/08-09/30 剝皮寮歷史街區
展間 143-147 號	 1 場 /55,801 人

特展志工電影放映課程 07/02-09/03 剝皮寮歷史街區視聽室 4 場 /59 人

本土文化體驗營 07/12-08/16 剝皮寮歷史街區視聽室 4 場 /62 人

中秋玩藝節 08/24-09/23 剝皮寮歷史街區 13 場 /637 人

冬至剝皮寮 - 城市生活節 12/21-12/23 剝皮寮歷史街區 3 場 /2,140 人

童心看世界 12/29-12/30 剝皮寮歷史街區視聽室 4 場 /1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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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美國電影導演 Eric	Schwab 團隊之電影《Metropolis	Now》首次
來臺勘景 01/17、01/19

北投製片廠、北投捷運體驗營、原住民
文化主題公園、劍南路捷運站、自來水
博物館、寶藏巖、西門町、捷運忠孝復
興站、南港科技園區、捷運大安森林公
園站、舊兒童樂園、捷運象山站

協助電影《幸福路上》合作行銷 01/05 各大戲院

電影《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永春高中多次拍攝及老泉街調撥拍攝 01/06-01/07、01/21 永春高中、老泉街 45 巷

電影《緝魔》中華路一段封街拍攝 01/26 中華路一段 59 號旁無名巷拍攝

紀錄片《伏流》協調首次劇組用三腳渡擺渡船進入新生大排拍攝 02/13 新生大排	

協助電影《角頭	2》封街及首映會 02/13 武昌街封街及樂聲影城

協助電影《角頭	2》合作行銷 02/15 各大戲院

「中華民國廣播電視節目製作商業同業公會」座談會 03/09 莉蓮會館 2 樓唯美廳

Netflix 影集《雙城故事》於大稻埕古蹟「新芳春行」拍攝 03/12 新芳春行

協助電影《上岸的魚》合作行銷 03/16 各大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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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影視展 03/19-03/22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協助電影《有一種喜歡》合作行銷 03/30 各大戲院

協助「第 40 屆獎勵優良影像創作金穗獎」合作行銷 03/24-04/01 華山光點電影館

協助「2018 第八屆台灣國際兒童影展」合作行銷 03/30-04/07 華山光點電影館

協助行銷電視電影《阿青，回家了》合作行銷 03/31-06/17 中天電視台、華山光點電影館

電影《失路人》公館路封街拍攝 04/03 公館路 209 巷 16 弄

Netflix 影集《雙城故事》北門博愛路封街拍攝 04/08 北門博愛路封

臺日電影《亡命之途》的日本團隊首次來臺勘景 04/24-04/25 中心新村、環南市場、喫飯食堂

協助電影《小玩意》合作行銷 04/27 各大戲院

電影《破處》松隆路與基隆路封街拍攝 04/28 松隆路與基隆路

臺北 + 舊金山影視合拍簽約交流會 05/02 君悅酒店二樓凱寓廳

協助《TIDF 第十一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合作行銷 05/04-05/13 台北新光影城、華山光點電影館

法國坎城影展暨電影市場展 05/08-05/17 法國坎城

2018MOD 微電影暨金片子創作大賽徵件 05/09-09/11 影委會官網公告

法國坎城影展暨電影市場展期間辦理臺北市國際合製影視投
資說明酒會 05/11 法國坎城

協助電影《市長夫人的秘密》合作行銷 05/11 各大戲院

協助第十屆「兩岸影展」合作行銷 05/12-05/31 西門紅樓、華山光點電影館

「台北市電影戲劇業職業工會」座談會 05/22 格萊天漾大飯店

第一屆台北影視音創投會 05/29-05/30 松山文創園區 2F	多功能展演廳

電影《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協調煥民新村長期拍攝 06/15-09/30 煥民新村

第十屆【拍台北】電影劇本徵選活動徵件 06/25-08/14 影委會官網公告

臺紐影人交流茶會 06/25 君悅酒店二樓凱寓廳

日本電影《亡命之途》觀山河濱公園拍攝 06/27 觀山河濱公園

協助《台北電影節》合作行銷 06/28-07/14 中山堂、新光影城、光點華山電影館

協拍申請電子化及 360 勘景場景簿影委會官網上線 07/01 影委會官網

協助行銷電影《切小金家的旅館》合作行銷 07/12 各大戲院

日本電視節目《TBS 音樂之日》協調於故宮廣場做直播拍攝 07/14 故宮首次直播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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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噬罪者》協調首度臺北地檢署觀護人室拍攝及新湖二
路道路管制拍攝 07/28 臺北地檢署、新湖二路

電視劇《最佳利益》最高檢察署及道路管制拍攝 07/29 貴陽街

電視劇《遺失的二分之一》基湖路封街拍攝及陽明高中籃球場
多次拍攝 08/11-08/15 基湖路、陽明高中

《台灣討拍 - 青年學子評審培訓營》活動 08/11 台北文創大樓 6F 多功能 D 廳

電影《叱吒風雲》社子大橋封街拍攝 08/21-08/22 社子大橋

電影《瘋狂電視台》光啟社前方道路管制拍攝 08/24-08/26 光啟社

電視影集《雙城故事》首映會 08/27 松菸誠品

協助電影《引爆點》合作行銷 08/31 各大戲院

協助電影《粽邪》合作行銷 08/31 各大戲院

協助電影《有五個姊姊的我就註定要單身了啊》合作行銷 08/31 各大戲院

協助電視影集《雙城故事》合作行銷 09/01 Netflix、公視等影視平台

2018 台北電影學院 - 編劇講座 09/07 香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

2018 台北電影學院 - 編劇工作坊 09/08-09/09 香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

2018 台北電影學院 - 國際動畫特效講座 09/10-09/11 香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

協助電影《搖滾樂殺人事件》首映會 09/13 欣欣秀泰影城

協助電影《藍色項圈》合作行銷 09/14 各大戲院

協助電影《搖滾樂殺人事件》合作行銷 09/14 各大戲院

協助電影《黃金兄弟》首映會 09/15 樂聲影城

電影《陽光普照》忠孝西路公車站及道路拍攝 09/16-09/30 忠孝西路

2018 台北電影學院 - 國際製片工作坊 09/17-09/21 寒舍艾美酒店

第一屆臺北市國際影視攝製投資計畫徵件 09/18-10/29 影委會官網公告

電影《電影大三元》林安泰古厝為期一週拍攝 09/19-09/25 林安泰古厝

協助電影《紅盒子》特映會 09/20 松菸誠品電影院

2018 台北電影學院 - 影人交流活動 09/21 香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

協助電影《黃金兄弟》合作行銷 09/21 各大戲院

2018 台北電影學院 - 好萊塢製片講座 09/29 香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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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灼人秘密》襄陽路封街拍攝及首次協調劇組進入捷運駕駛倉及
尖峰時段月台拍攝 10/07-10/08 襄陽路、景安捷運站

電影《穿透陰霾的舞蹈》加拿大團隊首次來台勘景 10/23 陽明山中山樓、陽明書屋、松山文化
園區、中山堂、大稻埕

釜山影展暨亞洲電影市場展及亞洲影視媒合會議 10/06-10/09 韓國釜山

2018 台北電影學院 - 迪士尼動畫講座 10/15 香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

協助電影《疾風魅影	-	黑貓中隊》首映會 10/16 台北信義威秀影城

協助電影《紅樓夢》首映會 10/17 長春國賓戲院

協助電影《紅盒子》合作行銷 10/19 各大戲院

協助電影《紅樓夢》合作行銷 10/19 各大戲院

東京國際電影節暨日本內容市場展 10/23-10/25 東京池袋太陽城會議中心

協助電影《哈囉！有事嗎》首映會 10/23 台北信義威秀影城

電影《狂徒》合辦首映會	 10/24 武昌街 ( 豪華影城 )

協助電影《幸福城市》首映會 10/24 台北信義威秀影城

協助電影《狂徒》合作行銷 10/26 各大戲院

協助電影《幸福城市》合作行銷 10/26 各大戲院

協助電影《哈囉！有事嗎》合作行銷 10/26 各大戲院

協助電影《疾風魅影	-	黑貓中隊》合作行銷 10/26 各大戲院

美國電影市場展 10/31-11/07 美國洛杉磯 Loews	Hotel

電影《給我愛》聯合醫院昆明院區防治中心首次開放給劇組進行拍攝
跟愛滋病相關的劇情 11/10 聯合醫院昆明院區

台北市電影委員會委員會議 11/02 影委會

協助電影《誰先愛上他的》合作行銷 11/02 各大戲院

【2018	MOD	微電影暨金片子創作大賽】入圍影展 11/03 光點華山電影館

美國電影市場展期間辦理【拍台北】記者會 11/04 美國洛杉磯 Viceroy	Hotel

協助電影《有五個姊姊的我就註定要單身了啊》首映會 11/11 NEO	STUDIO、信義威秀

參加【台北電視內容交易及創投媒合會】 11/13-11/15 萬豪酒店

協助電影《人面魚：紅衣小女孩外傳》首映會 11/21 台北信義威秀影城

協助電影《人面魚：紅衣小女孩外傳》合作行銷 11/23 各大戲院

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2018	MOD	微電影暨金片子創作大賽】頒獎典禮 11/27 中華電信大樓	12	樓	國際會議廳

電影《角頭前傳》林森北路巷弄封街 11/27-11/28、11/30-12/01 林森北路 399 巷	

協助電影《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合作行銷 11/30 各大戲院

第十屆拍台北電影劇本徵選活動 - 頒獎暨交流茶會 11/30 福華飯店百合廳

協助電影《小美》合作行銷 12/01 各大戲院

第一屆臺北市國際影視攝製投資計畫審議結果公布 12/10 影委會官網公告

2018 臺北上海城市論壇 - 文化分論壇影視專題演講 12/20 晶華酒店

Netflix 原創影集《罪夢者》協調劇組於臺北車站置物櫃拍攝 12/20-12/21 臺北車站、臺北捷運

HBO 影集《獵夢特工》觀山河濱間歇交管拍攝 12/26-12/27 觀山河濱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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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說明會 01/27 TMS 二期校區 200

2018 成果展 -《眾》 01/27-02/25 TMS 校區 10000

春季香港行動學習 04/23-04/26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80

展演製作 -《對生活的一些小小想法》 06/02 松山文創園區 2 樓多功能展演廳 200

英語音樂劇 -《The	Agent》 06/23-06/24 永安藝文館 - 表演 36 房房頂小劇場 100

2018 年台北電影夏令營 07/02-07/21 寶藏巖、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66

親師座談會 09/08 洛德城堡 67

雜學校 10/05-10/07 華山文化創意園區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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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活動形式

2018 台泰創意產業策略合作考察團 04/19-04/21 泰國曼谷 國際考察團

2018 曼谷國際禮品暨居家用品展 - 臺北創意生活館 04/19-04/23 泰國曼谷 國際展會

2018 日本東京設計商品展 - 臺北創意生活館 07/04-07/06 日本東京 國際展會

2018 臺北市文創產業政策資源說明會 03/29 Lab 創意實驗室 講座

文創扶植「實戰工作坊」- 商業攝影：燈光魔法師 07/19 文創交流中心 工作坊

文創扶植「主題講座」- 文創經紀人：從實例來觀察臺灣文創經紀產業
的現況與發展 07/20 文創交流中心 講座

文創扶植「主題講座」-傳播媒體：如何創造文創品牌的最大媒體效應？ 07/25 文創交流中心 講座

文創扶植「實戰工作坊」- 包裝設計：行銷策略與包裝加值魅力 07/26 文創交流中心 工作坊

文創扶植「實戰工作坊」- 品牌行銷：如何成功經營品牌，360 度全面
啟動 08/02 文創交流中心 工作坊

文創扶植「主題講座」-品牌顧問：新企劃詮釋傳統，打開品牌新視野 -
全球消費市場對傳統的新觀點，你還在「舊傳統」的思維嗎？ 08/03 文創交流中心 講座

文創扶植「主題講座」- 通路平台：從有 . 設計 uDesign 談文創產業通
路平台 08/10 文創交流中心 講座

文創扶植「實戰工作坊」- 定價策略：文創商品的定價 08/17 133 號共創合作社交誼廳 工作坊

LOOPY ！中山雙連街區帶路活動 - 文創業者場 11/09 中山雙連街區 活動

LOOPY ！中山雙連街區帶路活動 - 一般民眾場 11/16 中山雙連街區 活動

2018 文創扶植交流媒合會 11/21 松菸小賣所 活動

《idea	TAIPEI 創意工作營成果展移展》Let's	think ！城市景觀與聚落
再生的新想像？以公館蟾蜍山的活化再利用計畫為例 02/07-03/26 松菸風格店家 展覽

《idea	TAIPEI 創意工作營成果展移展》Let's	plan ！為台北啤酒工場
( 原建國啤酒廠 ) 貯酒大樓開創藝術空間新想像！ 03/28-05/28 松菸風格店家 展覽

《idea	TAIPEI 創意工作營成果展移展》Let's	play ！尋找國際性大型藝
術活動，擴大民眾參與的可行性！以臺北白晝之夜為例 05/30-08/27 松菸風格店家 展覽

Light	up ！為老城區的再生點亮更多可能性！以剝皮寮歷史街區、艋
舺龍山文創 B2 為例 07/20-07/22 艋舺龍山文創 B2 工作營

Turn	up ！臺北該如何成為一座流行音樂文化之都？以臺北流行音樂中
心的行銷推廣為例 09/28-09/30 LAB 創意實驗室 工作營

《2018	idea	TAIPEI	創意工作營成果展｜來去茶桌仔瞧事情》 12/05-
2019/01/28 松菸風格店家 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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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活動形式

學園祭：展前工作坊 03/03 LAB創意實驗室 工作坊

學園祭：中國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畢業成果展 04/27-05/01 1 號倉庫 展覽

學園祭：【山間鯤】中國文化大學美術學系第 52 屆畢業成果展 04/27-05/01 2 號倉庫 展覽

學園祭：中國文化大學 106 學年度聯合畢業成果展暨大學博覽會 04/27-05/01 3 號倉庫 展覽

學園祭：【眾要部位 HighLight】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103 級畢業成果展 04/27-04/29 4 號倉庫 展覽

學園祭：【敢想】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2018 畢業成果展 04/27-04/29 5 號倉庫 展覽

學園祭：2018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 ( 所 )	北京服裝學院畢業生服裝動態展演 04/27-04/28 多功能展演廳 展覽

學園祭：【以怪目之】中國科技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04/27-04/29 北向製菸工廠 展覽

學園祭：【突觸	S	Y	N	∀	P	S	E】世新大學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第 24 屆畢業展 05/04-05/07 4 號倉庫 展覽

學園祭：【砌】中華科技大學建築系畢業設計展 05/04-05/06 2 號倉庫 展覽

學園祭：【SPOTLIGHT】玄奘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103 級畢業成果展 05/04-05/06 北向製菸工廠 展覽

學園祭：【漂流星球】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創新經營學院商品創意經營系暨商業設
計管理系暨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107 級聯合畢業展 05/04-05/06 1 號倉庫 展覽

學園祭：【印物實驗所 &	From	none	to	non-】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
學系日間暨進修學士班 107 級畢業聯展 05/04-05/06 5 號倉庫 展覽

學園祭：【萬丈豪情】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術系 107 級畢業展 05/05-05/07 3 號倉庫 展覽

學園祭：【結 -絆	OUR	CONNECTION】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第13屆畢業展演 05/05-05/06 多功能展演廳 展覽

學園祭：【設計中】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設計系 107 級畢業展 05/10-05/13 1 號倉庫 展覽

學園祭：【出限】醒吾科技大學時尚造形設計系畢業展演 05/11 4 號倉庫 展覽

學園祭：【潮間代】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第 24 屆畢業展 05/11-05/13 3 號倉庫 展覽

學園祭：【仰視練習】崇右影藝科技大學數媒系畢業展 05/11-05/13 北向製菸工廠 展覽

學園祭：【123	木頭人】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第四屆獨立畢業成果展 05/11-05/13 多功能展演廳 展覽

學園祭：【攝視非零度】佛光大學傳播學系 103 級畢業展 05/11-05/14 北向製菸工廠 展覽

學園祭：【新市計】銘傳大學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第 12 屆畢業成果展 05/12-05/13 2 號倉庫 展覽

學園祭：【第四象線】2018	玄奘大學時尚設計學系第 4 屆畢業展演 05/12-05/13 5 號倉庫 展覽

學園祭：【404	Not	Found】亞東技術學院材料與纖維系織品服裝設計組第 4 屆
畢業展 05/13 4 號倉庫 展覽

學園祭：【Intro】第七屆全國室內空間設計聯合畢業展 05/18-05/21 1號 -5號倉庫、
北向製菸工廠 展覽

學園祭：【第四屆景觀新秀展】-2018 年全國景觀校系聯合畢業成果展 05/25-05/28 1號 -5號倉庫、
北向製菸工廠 展覽

學園祭：【埊緣 Di	Yuan】華梵大學環境與防災設計學系第 16 屆畢業展 05/31-06/04 北向製菸工廠 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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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園祭：【荒芥】2018 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學系所 06/01-06/04 4 號倉庫 展覽

學園祭：【沌沌：保持清醒】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第八屆畢業展 06/01-06/04 1 號倉庫 展覽

學園祭：【合東師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7 級設計系畢業展 - 無腦	/ 國立東華
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 107 級畢業展 - 四十國中國 06/01-06/04 5 號倉庫 展覽

學園祭：【失夜派對】2018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第十二屆畢業展 06/01-06/04 北向製菸工廠 展覽

學園祭：【未生人類】淡江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17th 畢業成果展 06/01-06/03 3 號倉庫 展覽

學園祭：【門】金門大學建築系 106 級畢業展 06/02-06/05 2 號倉庫 展覽

學園祭：【奇點】中國文化大學	x【空間悖論】銘傳大學 - 建築畢業聯展 06/07-06/10 3 號倉庫 展覽

學園祭：【Form	Follows	Fun】2018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畢業設計展 06/07-06/11 1 號倉庫 展覽

學園祭：【50 個為什麼】中國科技大學建築系 50 屆畢業展 06/08-06/10 北向製菸工廠 展覽

學園祭：【粹玖良辰】2018 國立聯合大學建築學系畢業展 06/08-06/11 4 號倉庫 展覽

學園祭：【士梭新語】龍華科技大學文化創意與多媒體設計系第四屆成果展 06/08-06/10 多功能展演廳 展覽

學園祭：【築者們的混沌】2018 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畢業設計展覽 06/08-06/11 5 號倉庫 展覽

學園祭：【所以】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 106 級畢業展 06/09-06/17 2 號倉庫 展覽

學園祭：頒獎典禮暨交流座談會 09/07 創作者工廠 活動

學園祭：精選展 10/12-10/28 藝思空間 展覽

秋分逛市集：島作 - 我和我所創造的 09/14-09/16 北向製菸工廠 主題市集

秋分逛市集：島作講座 - 工藝篇 09/15 文創交流中心 講座

秋分逛市集：島作講座 - 飲食篇 09/15 文創交流中心 講座

秋分逛市集：新銳桌遊博覽會 09/21-09/23 北向製菸工廠 主題市集

秋分逛市集：新銳桌遊博覽會 - 新品發表馬拉松 09/22 文創交流中心 活動

秋分逛市集：新銳桌遊博覽會 - 桌遊講座論壇 09/22-09/23 文創交流中心 講座

秋分逛市集：東京想像 - 台湾限定三日店 09/28-09/30 北向製菸工廠 主題市集

秋分逛市集：東西好文創市集 10/06-10/07 文創大街 主題市集

秋分逛市集：草率季 - 台北藝術書展 10/12-10/14 多功能展演廳 主題市集

松菸講堂：松菸老員工回娘家 03/22 文創交流中心 講座

松菸講堂 x 台北市音樂創作職工會：踏上音樂職人之路－音樂小鮮肝的工作須知 04/29 文創交流中心 講座

松菸講堂：鄉民曆 x 雜學校 - 雜學校與鄉民的對話 05/05 創作者工廠 講座

松菸講堂 x 台北市音樂創作職工會：踏上音樂職人之路－入門唱片圈必修的三門課 06/30 133 共創合作社 講座

松菸講堂	x	Lab 實驗啟動計劃：鄒欣寧 - 我們 ________，在自然與人造之間 07/01 LAB創意實驗室 講座

松菸講堂	x	Lab 實驗啟動計劃：鄭尹真 - 聲音中的女性想像 07/06 文創交流中心 工作坊

松菸講堂	x	Lab 實驗啟動計劃：鄭尹真與創作團隊 - 遺忘斷續：南管與林木 07/08 LAB創意實驗室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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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菸講堂	x	Lab 實驗啟動計劃：瓦旦・督喜 -tai( 看 ) 腳譜 07/13 文創交流中心 工作坊

松菸講堂	x	Lab 實驗啟動計劃：葉名樺和昆蟲學家陳振祥 - 如蟬蛻變：生命的舞蹈 07/14 LAB 創意實驗室 講座

松菸講堂 x 洪馨蘭：從這裡慢慢倒著時間回去看臺灣菸草的百年故事 07/14 文創交流中心 講座

松菸講堂	x	Lab 實驗啟動計劃：瓦旦・督喜和原民傳統樂舞專家洪淋忠
( 伊掃	•	旮都 )- 跳回從前還是舞向未來 07/15 LAB 創意實驗室 講座

松菸講堂 x 王浩一：我的孤獨旅行 08/11 文創交流中心 講座

松菸講堂 x 郭城孟：生態台北城 08/18 文創交流中心 講座

松菸講堂 x 周奕成：歷史街區的文化運動 - 大稻埕與藝術節 09/01 文創交流中心 講座

松菸講堂 x 阮光民：島嶼上的漫畫 09/08 創作者工廠 講座

松菸講堂 x 林凱洛：藝術旅人養成術 - 里山 + 島嶼 + 藝術的大冒險與醍醐味 10/06 文創交流中心 講座

松菸講堂 x 何景揚 ( 蘇打綠團長阿福 )：當紐約發出驚艷：Wow，Taiwan ！ 10/20 文創交流中心 講座

松菸講堂 x 印花樂：文青創業行不行？ 11/03 文創交流中心 講座

松菸講堂 x 印花樂：小眾進化論：如何讓小眾文化產生大眾影響力 11/10 文創交流中心 講座

松菸講堂 x 印花樂：「台灣製造」的現況與未來之路 11/17 文創交流中心 講座

松菸講堂 x 曹俊彥 & 曹益欣：穿越臺灣童年時光長廊 - 兩代人的繪本通訊 11/24 創作者工廠 講座

松菸講堂 x 印花樂：美感教育主題 12/02 文創交流中心 講座

LAB茶敘交流 02/22 LAB 創意實驗室 茶會

Lab 實驗啟動計劃《無時鐘特區》 06/04-07/15 LAB 創意實驗室 展演

在北城市計畫系列 -《中途旅者》	 08/27-09/02 LAB 創意實驗室 表演

國藝會《新人新視野》 11/12-11/19 LAB 創意實驗室 表演

松菸 Lab 新主藝：周能安《超極★安龍補助大典》 11/26-12/02 LAB 創意實驗室 表演

松菸 Lab 新主藝：姚尚德《福壽螺到底該怎麼處理 ?》 12/03-12/09 LAB 創意實驗室 表演

松菸 Lab 新主藝：鄭皓《動量的條件》 12/10-12/16 LAB 創意實驗室 表演

A 劇團《茉娘》 12/17-12/23 LAB 創意實驗室 表演

雙聲實驗《_	_》、《中三路三段》 12/24-12/30 LAB 創意實驗室 表演

2018 原創基地節 12/7-12/16 全園區 活動

原創基地節舞台演出：VOX 玩聲樂團 12/08 4 號倉庫 演出

原創基地節深度導覽：周琍敏 x 方序中 12/08 4 號倉庫 講座

原創基地節：好家音樂表演 - 拍謝少年 12/08 5 號倉庫 演出

原創基地節：主題講座 - 禾餘麥酒，用台灣的穀物，釀台灣的酒 12/08 4 號倉庫 講座

原創基地節舞台演出：風潮音樂 - 同根生樂團 12/08 4 號倉庫 演出

原創基地節舞台演出：FOCA 福爾摩沙馬戲團 12/09 5 號倉庫 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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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基地節：好家音樂表演 - 榕幫 12/09 5 號倉庫 演出

原創基地節深度導覽：周琍敏 x 溫度物所 x 地衣荒物 x 魏琪 Miki 12/09 4 號倉庫 講座

原創基地節街區小導覽：信義區區長	游竹萍 - 從松菸過去看現在的轉變 12/11 園區、周邊街區 活動

原創基地節街區小導覽：七三茶堂創辦人王明祥-從在地店家分享生活觀點 12/13 園區、周邊街區 活動

原創基地節深度導覽：周琍敏 x 曹良賓 12/15 4 號倉庫 講座

原創基地節舞台演出：Azua 樂團 12/15 4 號倉庫 演出

原創基地節：主題講座 - 甘醇出釀 12/15 4 號倉庫 講座

原創基地節舞台演出：風潮音樂 - 安妮朵拉樂團 12/15 4 號倉庫 演出

原創基地節深度導覽：劉方瑀 x 尤瑪．達陸 12/16 4 號倉庫 講座

原創基地節舞台演出：雙生仔 ( 鄭宜雰 & 鄭宜雯 ) 12/16 4 號倉庫 演出

原創基地節：好家音樂表演 -孩子王 12/16 5 號倉庫 演出

原創基地節深度導覽：劉方瑀 x 林哲瑋 12/16 4 號倉庫 講座

原創基地節舞台演出：風潮音樂	–	Control	T 12/16 4 號倉庫 演出

原創基地節戶外演出：大環藝術家 - 楊世豪 12/16 文創大街 演出

鄉民曆之偏方研究室 03/30-05/27 藝異空間 展覽

一張空白圖畫紙－就擁有全世界 06/15-07/29 藝異空間 展覽

【展覽講座】一張空白圖畫紙	就擁有全世界 06/24 133 號交誼廳 講座

好奇心再進化－知識性繪本的時空之旅 08/10-09/30 藝異空間 展覽

好奇心再進化－知識性繪本的時空之旅	
【展覽講座】台灣史上最大童書出版計畫：中華兒童叢書與田園之春 09/08 133 號交誼廳 講座

好奇心再進化－知識性繪本的時空之旅	
【展覽講座】讓知識有溫度：談台灣在地文化的圖像設計 09/16 133 號交誼廳 講座

Silhouette	of	Forest_Landspace	#04 鏡物森林：任芯瑩創作展 12/28-
2019/02/10 藝異空間 展覽

廠長的家書：松菸歷史影像展 03/16-04/29 藝思空間 展覽

「磚」美於前：台灣經典馬賽克磁磚展 05/11-07/01 藝思空間 展覽

一刻瞬間：歐洲速寫特展 09/01-09/30 藝思空間 展覽

往	On	the	Way：郭子藍、吳天悅	雙個展 11/04-11/18 藝思空間 展覽

工廠見學 - 春池玻璃參訪 03/01 春池綠能玻璃觀光工廠 參訪課程

品牌通路分享講座 - 美好日常的幕後推手 - 生活選物 03/28 松菸創作者工廠 講座

機具教育課程 - 陶藝設備運用教學 05/11 松菸創作者工廠 課程

玩點子工作坊 - 手織環保飲料杯套 05/20 松菸創作者工廠 工作坊

機具教育課程 - 陶藝設備運用教學 05/25 松菸創作者工廠 課程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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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活動形式

玩點子工作坊 - 日用之器 - 竹編杯墊 06/16 松菸創作者工廠 工作坊

玩點子工作坊 - 原來以前被打屁的雞毛撢子是這樣做的啊 06/24 松菸創作者工廠 工作坊

品牌通路分享講座 - 打開木材的內在能量 - 木工工藝 06/27 松菸創作者工廠 講座

台泰設計交流 - 動 - 此時，此刻：植物＆藍染手作坊 07/21 松菸創作者工廠 工作坊

台泰設計交流 - 不要再吵珍奶怎麼喝了！		讓台泰設計師來告訴你，
除了吸管以外的事 07/21 松菸創作者工廠 講座

玩點子工作坊 - 窗花鑰匙架 07/22 松菸創作者工廠 工作坊

OPEN	DAY- 現場導覽 07/28 松菸創作者工廠 導覽

OPEN	DAY 體驗工坊 - 接的恰恰好 - 榫接窗花杯墊 07/28 松菸創作者工廠 工作坊

OPEN	DAY- 體驗工坊 - 天然陶土吸水杯墊 07/28 松菸創作者工廠 工作坊

玩點子工作坊 - 花寓設計手作坊 08/11 松菸創作者工廠 工作坊

機具教育課程 -	3D 印表機與金屬雕刻機課程 08/12 松菸創作者工廠 課程

玩點子工作坊 - 花寓設計手作坊 08/14 松菸創作者工廠 工作坊

機具教育課程 - 雷射切割機課程 08/15 松菸創作者工廠 課程

機具教育課程 -	U	V 印刷機課程 08/18 松菸創作者工廠 課程

機具教育課程 - 雷射雕刻機與割字機課程 08/22 松菸創作者工廠 課程

品牌通路分享講座 -市場的彼岸 -國際設計展會經驗淺談 08/22 松菸創作者工廠 講座

品牌通路分享講座 - 打磨光芒璀璨的手藝 - 草山金工 X 光在金工 08/29 松菸創作者工廠 講座

創意交流講座 - 光影互動	Light	Interaction 08/30 松菸創作者工廠 講座

創意交流講座 - 行銷關鍵點 - 你的產品會賣嗎 ? 09/05 松菸創作者工廠 講座

機具教育課程 - 木工機具初階 09/22 松菸創作者工廠 課程

品牌通路分享講座 - 打開跨界聯名的那扇窗 - 後台集創 XCLASSICO 09/26 松菸創作者工廠 講座

創意交流工作坊 - 創意編程工作坊 09/28 松菸創作者工廠 工作坊

機具教育課程 - 木工機具初階 09/29 松菸創作者工廠 課程

機具教育課程 - 基礎金工機具運用 10/06 松菸創作者工廠 課程

創意交流工作坊 - 創意編程工作坊 10/12 松菸創作者工廠 工作坊

品牌通路分享講座 - 品牌如何借力使力 ? 10/17 松菸創作者工廠 講座

創意交流工作坊 - 創意編程工作坊 10/26 松菸創作者工廠 工作坊

玩點子工作坊 -	AM0000	Chill	Bubble	Bag 10/27 松菸創作者工廠 工作坊

機具教育課程 - 雷射雕刻機運用 11/03 松菸創作者工廠 課程

品牌通路分享講座 - 風格店鋪經營學 11/07 松菸創作者工廠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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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活動形式

創意交流工作坊 - 創意編程工作坊 11/09 松菸創作者工廠 工作坊

工廠見學 - 三重黑色聚落參訪 11/14 松菸創作者工廠 參訪課程

玩點子工作坊 - 手繪動物園插畫包體驗 11/17 松菸創作者工廠 工作坊

創意交流工作坊 - 創意編程工作坊 11/23 松菸創作者工廠 工作坊

品牌通路分享講座 - 品牌授權與企業接案 11/28 松菸創作者工廠 講座

機具教育課程 - 基礎陶藝機具運用 ( 上 ) 12/01 松菸創作者工廠 課程

機具教育課程 - 基礎陶藝機具運用 ( 下 ) 12/08 松菸創作者工廠 課程

玩點子工作坊 - 窗花鑰匙架 12/09 松菸創作者工廠 工作坊

創意交流工作坊 - 創意編程工作坊 12/14 松菸創作者工廠 工作坊

玩點子工作坊 - 手作積木盒 12/15 松菸創作者工廠 工作坊

玩點子工作坊 -金屬敲印工作坊 12/22 松菸創作者工廠 工作坊

創意交流工作坊 - 創意編程工作坊 12/28 松菸創作者工廠 工作坊

主題特展 - 食在生活 2017/11/01-2018/02/28 松菸小賣所 展覽

白目叮手繪紅包袋活動 01/28、02/04 松菸小賣所 活動

AR 擴增實境古蹟導覽 03/15 松菸小賣所 活動

主題特展 - 毛孩的異想世界 03/01-08/30 松菸小賣所 展覽

主題特展 -	Coffee	Life 08/31-11/29 松菸小賣所 展覽

文創產業交流媒合會 11/21 松菸小賣所 活動

主題特展 - 好食節 11/30-03/04 松菸小賣所 展覽

寶島搜神記 12/07-2019/02/19 松菸小賣所 展覽

小黃間 - 大小孩秘密基地 6/27-7/19 松菸風格店家主題展區 展售

磚美於前 - 台灣經典馬賽克磁磚展 8/29-9/24 松菸風格店家主題展區 展售

視聽嗅味觸 - 五分之二空間展 9/26-10/29 松菸風格店家主題展區 展售、工作坊

Blue	Smoke	PROJECT	- 藍煙計畫 10/31-02/25 松菸風格店家主題展區 展售

松菸風格店家 - 旺旺來福報新年 12/26-02/28 松菸風格店家 全店活動

風格店家．周慶散策 07/27-08/31 松菸風格店家 全店活動

暖心聖誕．溫度手感 11/30-12/31 松菸風格店家 全店活動

TAIPEI	corners 在韓國首爾：第 4 屆 2018	Seoul	Int'l	
Handmade	Fair 手創展售會	 05/24-05/27 韓國首爾 國際展會

台泰設計交流展「ATTITUDE：Inspired	by	Nature」 07/20-08/27 松菸風格店家主題展區 展覽

2018 喬治市藝術節	臺灣週《島嶼島》 08/15-08/20 馬來西亞檳城喬治市 國際展會

「印」象松菸 - 束口袋絹印手作課程 04/04 風格店家 活動

Samsonite 任意門 04/16-06/30 文創大街 展覽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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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活動形式

古蹟日走讀雙古蹟 - 從松山菸廠到臺北機廠 09/15 園區、臺北機場 活動

松山文創園區 x 芝山文化生態綠園 - 在松菸遇見鳥 10/03 文創交流中心 活動

松菸小綠洲試營運 11/24 起 椰林大道 主題市集

能量花園 2	- 黃浩德曼陀羅創作計畫 --- 戶外裝置展及民眾彩繪參與 01/12-01/31 133 號共創合作社 展覽

《建變 -- 我們這一代》-- 東南科技大學營建與空間設計系聯展 02/02-02/13 133 號共創合作社 展覽

《自性渾成》-- 王程穎繪畫創作展 02/23-03/06 133 號共創合作社 展覽

《抽離》-- 謝華玥個展 03/09-03/20 133 號共創合作社 展覽

《擁抱玉山林瑞玲個展》 03/23-04/03 133 號共創合作社 展覽

《百日紀》李勁毅插畫圖文個展 04/05-04/18 133 號共創合作社 展覽

《The	final	call》-- 成功高中攝影社聯展 04/20-05/01 133 號共創合作社 展覽

《藝起來串臉 -- 聽我、話我、看我》 05/04-05/15 133 號共創合作社 展覽

《難言之影》-- 開南大學電影與創意媒體學系 05/18-05/29 133 號共創合作社 展覽

《微光 glimmer》-- 北教大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工藝組聯展 05/31-06/13 133 號共創合作社 展覽

《藝夏如何》-- 臺北市立古亭國中美術班第 22 屆九年級畢業展 06/14-06/27 133 號共創合作社 展覽

《意途之外》-- 李明剛創作個展 06/28-07/14 133 號共創合作社 展覽

曾日昇心靈藝術創作展 07/19-08/22 133 號共創合作社 展覽

《黛玉小姐》	文本間的霓裳視界	服裝特設展 08/23-09/05 133 號共創合作社 展覽

《色彩奇蹟》粉彩創作展 09/27-10/10 133 號共創合作社 展覽

《植物中的隱色》楊慧如創作展 10/11-10/24 133 號共創合作社 展覽

曾日昇心靈藝術創作展 10/25-11/21 133 號共創合作社 展覽

《關於書寫 2》許敬忠林凱婕雙人展 11/22-12/19 133 號共創合作社 展覽

築跡 - 東南大學建築與空間設計 12/20-01/02 133 號共創合作社 展覽

學生設計營 - 印尼設計系學生交流設計營 08/06 133 號共創合作社 講座

兩二設計交流座談會 - 江蘇 08/23 133 號共創合作社 講座

2018 設計翻轉地方創生	計畫成果聯合特展 09/14-09/23 133 號共創合作社 展覽

金門問鼎計畫聯合展出 11/01-11/10 133 號共創合作社 展覽

優席夫藝術家 - 講座 06/23 133 號共創合作社 講座

美學的轉身	─「從文化品味的再現。到設計藝術的思考」論壇 07/28 133 號共創合作社 講座

TID 台灣室內設計大獎回饋展 08/18-08/23 133 號共創合作社 展覽

李仁豪法律講座 10/27 133 號共創合作社 講座

2016	ASPaC 亞洲包裝設計巡迴回饋展 11/17-01/20 133 號共創合作社 展覽

打包展 02/21-02/28 133 號共創合作社 展覽

嘉義文創展 03/22-03/28 133 號共創合作社 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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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APD 亞洲設計師交流作品展 05/31-06/23 133 號共創合作社 展覽

『台灣走出去 - 在地品牌包裝的成果故事』 05/17 133 號共創合作社 講座

VVG 集團執行長演講	產品美學到生活包裝 05/26 133 號共創合作社 講座

羽緹 x 宮能安	說書小唱會「地球人遇見小王子 - 現場音樂版」 01/07 133 號共創合作社 講座

配樂人才馬步計畫說明會 02/14 133 號共創合作社 講座

A&R 研習營 03/17-03/25 133 號共創合作社 工作坊

【踏上音樂職人之路－音樂小鮮肝的工作須知】講座 04/29 133 號共創合作社 講座

捷運站體環境音樂 - 隱音	說明會 05/02 133 號共創合作社 講座

聲音地景工作坊 06/15-06/17 133 號共創合作社 工作坊

清華音樂科技健康論壇 06/16 133 號共創合作社 講座

縱橫好萊塢三十年－奧斯卡國際配樂大師講堂 06/17-06/18 133 號共創合作社 講座

我與吉他的下班約會 - 心中小小的音樂夢 06/25-10/31( 每週一 ) 133 號共創合作社 工作坊

踏上音樂職人之路－入門唱片圈必修的三門課 06/30 133 號共創合作社 講座

2018	環島寫歌大富翁－黃建為台北站 7/21-7/22 133 號共創合作社 講座

詞曲實戰創作班 7/1-12/31( 每週六 ) 133 號共創合作社 工作坊

唱片企劃策略實戰班 7/1-12/31( 每週日 ) 133 號共創合作社 工作坊

UTS 亞洲大師講座－陳零九 10/14 133 號共創合作社 講座

唱片宣傳實務：一場行銷力與溝通力的總和試煉 11/18、11/25 133 號共創合作社 講座

臥房音樂家的誕生 - 新時代音樂器材展 12/12-12/19 133 號共創合作社 展覽

色廊 Color	Gallery	 01/08-04/03 2 號倉庫 展覽

媒體設計系 106 年第一學期大同大學媒體設計系期末展 01/19-01/21 北向製菸工廠 展覽

2017 文化館所人才培育課程 01/24 133 交誼廳 活動

春夏服裝發表會 02/06-02/09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影委會協拍：《破窗效應》 02/06 閱樂書房外公共空間 影片拍攝

Youngvoice 不簡單生活節 02/21-03/27 北向製菸工廠 活動

文化局春酒 02/22-02/23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英雄序曲 02/25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宜蘭漫遊創作計畫 03/02-03/12 4 號倉庫 展覽

21 世紀不動產台灣區年度業績表揚大會暨不動產品牌展 03/05-03/06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輔仁大學第 21 屆廣告系畢業展覽 03/08-03/11 1 號倉庫 展覽

創新實驗教育博覽會 03/09-03/11 3 號倉庫 展覽

「校園美感環境教育國案例文件展」 03/09-03/28 5 號倉庫 展覽

2018 國際青年創業領袖計畫創業新兵戰鬥營 03/10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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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活動形式

2018 台北國際攝影藝術交流展 03/14-03/18 3、4 號倉庫 展覽

			I’m	20	微笑力量	不倒的愛─唐氏症基金會 20 週年感恩有您 03/16-03/17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西語日 03/16-03/18 1 號倉庫 活動

第八屆台北新藝術博覽會預展 03/19-03/27 3 號倉庫 展覽

第二回 Culture&Coffee	Festival	in	Taipei	 03/23-03/25 4 號倉庫 活動

青年志工服務績優團隊及團體分享暨表揚活動 03/24-03/25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DEPOT 品牌上市 - 紳夜派對 03/25-03/26 1 號倉庫 活動

路易威登 SS	Trun	Show	 03/28-03/31 4、5 號倉庫、巴洛克花園 活動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第四十五屆畢業展演：目 03/28-04/02 1 號倉庫、北向製菸工廠 展覽

國立嘉義大學視覺藝術學系 107 級畢業展「觸生」 04/03-04/09 北向製菸工廠 展覽

台北義術博覽會 04/04-04/08 1 號倉庫 展覽

台北藝術自由日 04/04-04/09 2、3 號倉庫 展覽

Dior	Addict	Lacquer	Plumper 上市派對 04/10-04/14	 2 號倉庫 活動

ASUS	ZenFone5 發表會 04/11-04/12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運動品牌路跑活動 EXPO	 04/11-04/14 1 號倉庫 活動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業務暨成果展 04/12-04/14 北向製菸工廠 展覽

防災園建置績優學校大會師 04/12-04/14 3、4、5 號倉庫 活動

Swing	Taiwan 六週年慶舞會 04/14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2018 臺灣文化創意設計博覽會 04/15-04/23 多功能展演廳、1-5 號倉庫、
北向製菸工廠 展覽

2018WET 泳裝新品發表會 04/24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DanielWong	春夏時裝秀發表會 04/24 1 號倉庫 活動

物聯網感測器服務平台專案年度期末成果公開展示 05/08-05/09 5 號倉庫 活動

2018 第一屆台北影視音創投會 05/28-05/30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TMS	2018	展演製作成果展 06/01-06/02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別成為討厭的大人 06/01-06/08	 藝異空間 展覽

達帕亞洲攝影藝術博覽會 06/12-06/17	 1 號倉庫 展覽

淡江建築系 50 屆畢業展覽 06/13-06/19 北向製菸工廠 展覽

五月女桂子的逆襲特展 06/17-08/30 4 號倉庫 展覽

篠山紀信展	写真力 06/17-09/04	 5 號倉庫 展覽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畢業設計成果展 06/18-06/27 2 號倉庫 展覽

哥吉拉展 06/18-09/21 1、2 號倉庫 展覽

「暖心培力 x 在地永續」社會創新創業市集 06/22-06/23 文創大街 活動

本日蚤物市 06/22-06/24 北向製菸工廠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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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活動形式

Bifesta	夏季派樣活動 06/24、07/15 文創大街 活動

2018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系設計創作展 06/28-07/02 北向製菸工廠 展覽

實踐大學推廣教育部第十屆服裝設計精修班成果發表會 06/29-06/30 3 號倉庫 活動

Little	Summer	小暑 07/04-07/09 2、3 號倉庫 活動

2018 中華三菱「為幸福出發	童心瞰視界」偏鄉小學攝影展 07/05-07/09 133 交誼廳 展覽

電腦就醬玩 ! 電競、水冷、挖礦	多元應用展	 07/07 北向製菸工廠 活動

2018 福爾摩沙國際藝術博覽會 07/10-07/16 2、3 號倉庫 展覽

金門酒廠行銷活動 -DIY 體驗一夏 07/12-07/19 文創大街 活動

潮 , 屏 , 東 - 地方青年外展活動 07/13-07/14 北向製菸工廠 活動

夏日慈善攝影展 07/16-07/30 多功能展演廳 展覽

Design	x	Art	for	Taiwan	 07/17-07/23 3 號倉庫 展覽

台北蚤之市 07/19-07/22 北向製菸工廠 活動

影委會協拍 ( 嘉揚電影有限公司 ) 連續劇「越界」 07/23-07/24 133 交誼廳 影片拍攝

經典雜誌二十週年《壯遊》攝影展 07/24-08/27 3 號倉庫 展覽

世界和平會 -「搶救受飢兒」愛心公益活動	 07/25-07/30 北向製菸工廠 活動

南迴地方創生記者會 07/25 133 交誼廳 活動

影委會協拍短片〈RPG〉 07/26-07/30 133 交誼廳 影片拍攝

TOP-DO	2018	形象目錄拍攝 07/27 公共空間 平面拍攝

魏嘉瑩 Arrow	Wei 新歌發表街頭巡迴演唱會 07/28 文創大街 活動

107 年鄭豐喜文教基金會臺北義賣書展 07/31-08/28 北向製菸工廠 活動

Smiley	Rhythm 創意祭 08/01-08/05 藝異空間 活動

音樂劇場《代孕城市》座談會 08/05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107年救國團臺北市團委會社會團務義工「多元關懷服務知能研習營」 08/05 藝趣空間 活動

Good	Design	Award	台灣區二次審查會 08/06-08/09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2018 台北國際紋身藝術音樂季 08/10-08/13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噴泉的預言平面拍攝 08/16 巴洛克花園、公共空間 影片拍攝

鬪魂 2018	- 台灣格鬥遊戲電競嘉年華 08/16-08/19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2018 亞太空間設計聯盟國際年會暨第十一屆 TID 台灣室內設計大獎 08/16-08/23 2 號倉庫 活動

柔米 Zoomie「新的人事物」專輯發表會 08/18 巴洛克花園 活動

影委會協拍短片《314PM》 08/20 文創大街、133 交誼廳 影片拍攝

Universidade	Unifies	Us-The	artifacts	exhibition	and	symposium	of	
the	legacy	of	Taipei	2017	Universiade	運動團結我們 - 世大運經驗傳
承研討會、座談會文物展	

08/23-08/26 多功能展演廳 展覽

新加坡設計科技大學 SUTD 軟硬整合媒合會 08/27 133 交誼廳 活動

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活動形式

臺北國際水環境產業展暨臺北國際水環境論壇 08/28-09/02 2、3 號倉庫、多功能展演廳、
文創大街、北向製菸工廠 活動

杜拉克教你經營完美人生	讀書會 09/02-10/13 藝趣空間 活動

臺灣第二十一屆視障藝術季 - 聽我唱一首時光的歌 09/02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金點設計獎複審 ( 臺北場 ) 評選會議 09/03-09/08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2018 台北插畫藝術節 09/03-09/10 北向製菸工廠 展覽

TRANS	Conference	2018	 09/06-09/09 4、5 號倉庫 活動

花花世界：塗鴉年代 09/07-09/08 3 號倉庫 活動

紙膠帶文創市集 09/08 2 號倉庫 活動

LUXGEN 戶外展車活動 09/08-09/09 文創大街 活動

2018 設計翻轉地方創生計畫成果聯合特展 09/10-09/24 3 號倉庫 展覽

超擊核揍樂 09/11-09/16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臺北市傑出演藝團隊整合行銷說明會 09/12 133 交誼廳 活動

南非文化祭 09/14-09/16 4 號倉庫 活動

廣告拍攝 (PORSCHE)	 09/16 文創大街、鍋爐房前 影片拍攝

金點設計獎決審評選會議 09/17-09/21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United	Colors	of	Benetton	2018秋冬服裝系列媒體記者會 09/18 2 號倉庫 活動

蔚龍藝術有限公司臺北共融 -	2018 臺北設計城市展 09/18-10/22 4、5 號倉庫 展覽

行星國際 -	2018 經銷商茶會 09/19 133 交誼廳 活動

臺丹環境教育計畫夥伴聯合記者會與展覽活動 09/20-09/23 133 交誼廳 展覽

2018 歐洲語言日 09/22 1 號倉庫 活動

2018 年「孩子超有戲」- 幼兒健康推廣計畫 09/25-09/28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台電文資保存特展 09/25-10/23 3 號倉庫 展覽

粉紅絲帶乳癌防治宣導慈善活動 09/26-09/27 巴洛克花園、133 交誼廳 活動

無障礙生活節 09/26-10/01 1 號倉庫 活動

2018 臺北爵士音樂節 09/28-09/30 文創大街 活動

2018 貧窮人的台北 -4AM 你沒看過的台北 10/02-10/12 133 交誼廳 展覽

第三屆亞洲公共住宅論壇及展覽 10/02-10/24 北向製菸工廠、多功能展演廳 展覽

2018 立體文學「無河之島」展覽回饋 10/02-10/24 1 號倉庫 展覽

第二屆臺灣漫畫節 10/03-10/15 2 號倉庫 展覽

無礙吾愛 ll 天使的微笑 10/16、10/25-10/28 多功能展演廳、133 交誼廳 活動

2018 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決選活動 10/16-10/17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你才做善事，你全家都做善事 10/18-10/29 藝異空間 展覽

臺北茶藝新故事 - 松耑 10/19-10/20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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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活動形式

Up 擁抱毛小孩 - 公益暖心活動 10/20 文創大街 活動

愛馬仕幻想世界 10/23-10/30 4、5 號倉庫 活動

TLC 共餐日 10/24-10/29 2、3 號倉庫 活動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多媒體設計系第十二屆畢業展 10/25-10/28 北向製菸工廠 展覽

2018 第四屆台灣輕鬆藝術博覽會 10/25-10/28 1 號倉庫 展覽

影委會協拍 ( 電影 - 握三下我愛你 )	 10/25-11/09 多功能展演廳、鍋爐房、
巴洛克花園 影片拍攝

臺北周末音樂不斷電 10/26-10/27 文創大街 活動

Paper	Round	紙膠帶	X	明信片紙雜貨市集 10/26-10/28 北向製菸工廠 活動

法律上你應該知道的幾件事 - 李仁豪律師講座 10/27 藝趣空間 活動

身心障礙勞工對談講座 10/28 133 交誼廳 活動

2018甜點時光市集 10/28 文創大街 活動

StarUP@Taipei	挑戰極限 - 臺北亮點廠商頒獎典禮暨創新成果展 10/30-11/01 2 號倉庫 展覽

【野地如茵】印花樂品牌十年展 10/30-12/19 藝異空間、巴洛克花園 展覽

音樂錄影帶拍攝 10/31 開放空間 影片拍攝

2018 藝鳴金揚金門設計問鼎計畫成果展覽 10/31-11/10 133 交誼廳 展覽

2018 闇影詩章總冠軍賽 11/01-11/03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第十六屆「台北魅力展 Taipei	IN	Style」 11/02-11/12 1、2、3、4 號倉庫 展覽

影委會協拍 ( 電影 - 幻術 )	 11/07-11/08 多功能展演廳 影片拍攝

台灣賓士員工大會 11/08-11/09 5 號倉庫 活動

森那美起亞汽車車展 11/10-11/11 文創大街 活動

《107 年度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宣導計畫》藝文展覽系列活動 11/12-11/28 133 交誼廳 展覽

以沛有限公司 Google	Partners	Summit	大中華合作夥伴峰會 11/13-11/14 1 號倉庫 活動

台北多元藝術空間青少年發展促進會亞洲手創展 11/13-11/18 2、3、4 號倉庫 活動

魯迅國際設計有限公司「2018 第十三屆臺北數位藝術節」- 超機體 11/13-12/02 5 號倉庫、北向製菸工廠 展覽

Meet	Taipei	2018-iDrip 之夜 11/15 1 號倉庫 活動

澳門文化嘉年華 11/17 文創大街 活動

榕樂季 11/17 1 號倉庫 活動

起源 11/17-11/18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綻放 - 美好年代兩岸論壇高峰會 11/19-11/22 4 號倉庫 活動

Hoii 后益 2019 春夏新品發表會 11/19-11/23 1 號倉庫 活動

樂空星宿、聲情詠戲 - 周藍萍的臺灣小夜曲排練演出 11/19-11/23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2018 公益攝影展 11/19-11/26 2 號倉庫 展覽

2018 紙上躍躍然 ･ 典美插畫大賞─「Image･ 台灣」 11/22-11/30 藝思空間 展覽

黎明技術學院服飾設計系畢業展演 (UN	Common)	 11/23-11/24 4 號倉庫 展覽

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活動形式

〈時 . 線〉畢業成果展 11/24-11/25 1 號倉庫 展覽

金點設計獎頒獎典禮 11/26-11/30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107 年度法人鏈結產學合作成果發表會 11/27-11/28 4 號倉庫 活動

2018 美商利惠公司業務發展會議 11/27-11/29 1 號倉庫 活動

台灣科技設計加值策進會第 2 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1/29 133 交誼廳 活動

2018	GTDF	全球青年設計大會松菸文化體驗 11/29 133 交誼廳 活動

臺灣微笑可可內埔地方創生暨國際品牌實踐計畫成果展 11/29-12/02 3 號倉庫 活動

肖年頭家吃辦桌。聊文創 11/30 4 號倉庫 活動

有質生活文化展 11/30-12/02 1、2 號倉庫 展覽

城市瑜珈大連結 12/01 4 號倉庫

字字珠璣 12/01-01/08 藝思空間 展覽

行動妝知識全民一起來 12/02 文創大街 活動

2018 資生堂美型髮藝大賞 12/03-12/06 1、2 倉庫 活動

飛利浦Saeco新機發表記者會 12/04-12/05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2018	IEEE	車輛網路研討會 12/04-12/07 3 號倉庫 活動

第二屆國際阿根廷探戈樂舞盛典 12/06-12/09 多功能展演廳、巴洛克花園 活動

聖誕愛心公益活動 12/06-12/09 北向製菸工場 活動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第十五屆畢業展 12/06-12/09 2 號倉庫 展覽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104 級畢業成果展 12/06-12/09 1 號倉庫 展覽

2018 我的主場 SHOW 血友獎學金頒獎典禮 12/08 3 號倉庫 活動

金門酒廠 - 勇敢愛 Bar 12/08-12/09 文創大街 活動

2018 世界華文創意節 12/10-12/11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從海灣走進小鎮	海灣精彩一整年活動展 12/10-12/16 2 號倉庫 展覽

鏡文學年度發表會 12/11-12/12 3 號倉庫 活動

第六屆公共藝術獎頒獎典禮 12/13-12/14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台北蚤之市 12/13-12/16 北向製菸工廠 活動

漂移 - 我們的世代，我們的漂移 12/15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有意思生活節 12/18-12/24 北向製菸工廠 活動

2018Curves 年會 12/21-12/22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鐘聲喚起平安夜銷聲匿跡的舞鞋 12/24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米奇 90 週年特展 12/14-04/13 1 號倉庫 展覽

角落小夥伴展 12/17-03/07 2 號倉庫 展覽

櫻桃小丸子 30 周年展紀念特展 12/19-03/06 4、5 號倉庫 展覽

1 比 100 の迷你小人世界 ~ 寺田尚樹的療癒特展 12/24-03/07	 3 號倉庫 展覽

《咘哩隧道	No!No!No!》反霸凌特展 12/25-02/01 北向製菸工廠 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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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場次 / 人次 備註

「淘寶 Home 年中慶」 04/26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198 人 活動

「UA	Train	Program	媒體體驗記者會」 04/30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155 人 展覽

愛玩客之移動廚房錄影 05/01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145 人 戲劇

《台灣的味道》阿郎兄攝影展 05/08-06/30 八角樓一樓中央展區 1 檔 /233,331 人 活動

第十屆兩岸電影展望論壇 05/12、05/26、
05/30、05/31 八角樓二樓劇場 4 場 /440 人 活動

KIRIN 啤酒熱血行動體驗活動 05/12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291 人 演出

「遷臺歷史記憶庫搶救計畫發佈會」 05/14、05/15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280 人 活動

漢霖民俗 / 兒童說唱藝術團春季公演 05/19、05/20 八角樓二樓劇場 2 場 /510 人 活動

臺北城市意象影片 05/26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20 人 活動

「臺北藝術節啟售記者會暨茶會」 05/28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250 人 活動

麥香 _ 畢業季活動 : 你想對誰說 06/02、06/03 西門紅樓北廣場 2 場 /400 人 活動

「華文原創音樂劇《木蘭少女》記者會」 06/05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80 人 活動

「2018 國泰夢想豪小子林家夜市球迷會」 06/05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400 人 活動

「全國第一屆青年公益實踐計畫 Demo	Day」 06/08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180 人 音樂

「107 年青年和平志工團隊授旗儀式」 06/09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120 人 活動

李玉璽簽唱會 06/09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500 人 活動

「森林小學第 29 屆畢業演出暨畢業典禮」 06/16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250 人 活動

「淘寶 Home 年中慶」 06/17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400 人 活動

「佐佐井秀嶺來台灣」 06/18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130 人 戲劇

「〈雞蛋〉公開發表記者會」 06/22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150 人 活動

2018『玩藝劇團』歌仔戲	夢 . 遊	紅樓 - 黑家店 06/29-07/29 八角樓二樓劇場 19 場 /1,906 人 活動

2018 西門紅樓「玩藝劇場」—	我也要身騎白馬 07/03-07/26 八角樓二樓劇場 8 場 /27 人 活動

2018 西門紅樓「玩藝劇場」—	媽呀！我要粉墨登場！
( 基礎培訓班參與 ) 07/04-07/27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檔 /2 人 活動

2018 西門紅樓「玩藝劇場」—「楊麗花電視歌仔戲─
忠孝結義」演員經驗分享 07/20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26 人 音樂

「YAMAHA 新車上市發表會」 07/07、07/08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450 人 活動

「BGTM 台灣藍琴吉他音樂成果發表會」 07/13-07/15 西門紅樓北廣場 3 場 /1,200 人 音樂

「2018 宜蘭童玩國際藝術節」記者會 07/20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150 人 音樂

八三夭簽唱會 07/21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500 人 演出

AMOi	AMOi 團體簽唱會 07/29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250 人 活動

2018 台北藝穗節系列演出 08/04-08/19 八角樓二樓劇場 23 場 /2,626 人 音樂

「愛學網 - 愛學播音室」 08/11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250 人 活動

「蕭秉治新專輯簽唱會」 08/12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300 人 戲劇

藝文館所

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展名 展覽日期 展區 參觀人次 

主展覽「台北美術獎」	
表象之城－賈科莫・札加內利個展	
「地下人」

01/01-02/04	
( 主展覽展期為 2017/11/23-
2018/02/04)

台北當代藝術館
( 主展場＋實驗展場 )

22,309

主展覽「晃影」、「影像的謀反」	
還原土地之歌	
開房間計畫：腹語術	
不只是歷史文件：港台錄像對話 1980-1990s	
星球製造所

02/05-05/06	
( 主展覽展期為 02/24-05/06) 82,609

主展覽「華麗轉身─老靈魂的魅力重生」	
不只是歷史文件：港台錄像對話 1980-1990s

05/07-07/22	
( 主展覽展期為 05/19-07/22) 54,685

主展覽「穿越─正義：科技＠潛殖」	
島嶼的曾在 -	雪克個展	
遊歷│華安瑞個展	
	Y 世代：人造知覺─詹嘉華個展

07/23-10/21	
( 主展覽展期為 08/04-10/21) 57,907

主展覽「翻動 MICAWOR	─	2018	PULIMA 藝術節」	
	Y 世代：人造知覺─詹嘉華個展	
如果你希望我說些什麼	我會說我看見一幅影像—
海希利西特個展

10/22-12/31	
( 主展覽展期為 2018/11/03-
2019/01/13)

49,615	
( 採計至 12/31)

總計 267,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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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場次 / 人次 備註

八角樓 01/01-12/31 西門紅樓八角樓一
樓 1,210,212 人 八角樓參

觀人次次

西門紅樓 16 工房 01/01-12/31 十字樓16工房 1,547,227 人 十字樓參
觀人次次

河岸留言西門紅樓展演館【現場音樂 Live】 10/06-12/31 十字樓橫段一 / 二
樓河岸留言 4,905 人 音樂

西門紅樓創意市集 01/01-12/31 西門紅樓北廣場 114 檔 /967,149 人 活動

趣玩紅樓 - 美感工坊 01/01-12/31 十字樓 57 場 /961 人 交流會

故宮小編分享交流會 06/11 西門紅樓會議室 1 場 /28 人 交流會

自做自售分享會 - 發現復刻的美好 09/22 紅樓茶坊 1 場 /27 人 活動

台灣 pay 分享會 02/05 西門紅樓會議室 1 場 /28 人 活動

「花甲大人次轉男孩」電影首映會 02/08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420 人 活動

可樂果台灣加油 03/24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331 人 活動

NIKE 跑鞋新上市活動 03/27-04/02 西門紅樓北廣場 5 場 /1,127 人 音樂

「新三國志玩家見面會」 04/14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287 人 演出

2018	Hito 流行音樂獎－拉票會北部場 04/15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277 人 活動

《丁西林喜劇三則》 04/17-04/19 八角樓二樓劇場 3 場 /495 人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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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場次 / 人次 備註

《台灣討拍》臺灣精神－年輕世代影像徵件活動 08/24、08/25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200 人 戲劇

「歌仔戲 ‧ 憶童年」 08/31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220 人 活動

「森林小學第 29 屆畢業公演：意外之火」 09/01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280 人 活動

「美好年代感恩派對」 09/07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270 人 活動

「國民體育日─快閃扭蛋機」 09/09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400 人 舞蹈

「日本星野集團台灣記者會」 09/12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220 人 音樂

2018 第十六屆台北國際探戈節 09/14-09/16 八角樓二樓劇場 3 場 /820 人 舞蹈

「張立昂新專輯簽唱會」 09/16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450 人 活動

西門里中秋聯歡晚會 09/18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500 人 活動

《記得─因為愛 II：瀰漫的雲》展演暨觀後分享會 09/21、09/22 八角樓二樓劇場 2 場 /200 人 活動

「用愛發願─中秋愛心晚會暨園遊會」 09/21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350 人 展覽

概念整合行銷 -「復古慶生晚宴」 09/26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100 人 活動

北市府教育局 / 木柵高工特優教師 09/27-09/30 八角樓一樓中央
展區 1 檔 /1,050 人 舞蹈

北市府教育局 / 木柵高工特優教師頒獎典禮 09/27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330 人 戲劇

「台北樂曼波舞團成果發表會」 09/29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260 人 音樂

瘋戲樂 Cabaret ─月光下的搖擺少女 10/01-10/18 八角樓二樓劇場 12 場 /2,760 人 活動

「甲天借問新歌發表會」 10/06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250 人 演出

貝尼亞瑟 / 虎牌啤酒 2018Tiger	Crystal-1 度 c 冰釀極凍車試
飲活動 10/07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500 人 展覽

救國團終身學習中心師生成果展演 10/13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400 人 活動

〈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攝影展〉 10/13-10/21 八角樓一樓中央
展區 1 檔 /35,133 人 活動

〈阿嬤的繪本〉短片拍攝 10/16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100 人 活動

「Samsung	Galaxy	A9	廣告拍攝」 10/18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300 人 活動

ONER	臺灣粉絲見面會 10/20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500 人 演出

「中台灣好玩卡推廣活動」 10/21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450 人 活動

「黃小胖 2018 個人次脫口秀《我的奶 GG 了》」 10/26、10/27 八角樓二樓劇場 3 場 /485 人 音樂

「耐刺台北市國際彩虹文化節」 10/26-10/28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檔 /4,000 人 戲劇

2018 台北爵士音樂節國際名爵大師班 ( 河岸 ) 10/28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80 人 演出

「安能辨我是雄雌？《新救風塵》、《新大登殿》傳統再現」 11/04 八角樓二樓劇場 2 場 /440 人 音樂

「國際硬漢理髮秀」 11/05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260 人 活動

還我母語運動 30 週年客家紀念音樂發表會 11/06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250 人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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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場次 / 人次 備註

Miss	First	Nation	Taiwan	台灣原住民變裝皇后選拔 11/09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240 人 音樂

「新世代智造夢想號行動列車」 11/10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320 人 活動

「歐開合唱團專輯發行音樂會」 11/11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400 人 活動

2018 金馬影展－金馬電影學院十年有成特別企劃 11/14、11/15 八角樓二樓劇場 2 場 /100 人 活動

「SkinLife	X	反骨男孩	痘痘那邊見面會」 11/18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500 人 舞蹈

坦白 - 裝置陳設 11/24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160 人 展覽

「國際融舞藝術節─遇見」 11/24 八角樓二樓劇場 2 場 /380 人 音樂

「107 年加強司法與社會對話─司法影展」 11/28、11/29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80 人 活動

聯合醫院昆明防治中心 11/30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240 人 活動

聯合醫院昆明防治中心 12/01、12/02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檔 /640 人 音樂

聯合醫院昆明防治中心 12/01、12/02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檔 /480 人 活動

110 生日慶 - 西城．拾光特展 12/04-12/30 中央展區 1 檔 /103,351 人 展覽

蔡依林新歌預購行動車 12/04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320 人 音樂

栢優栢樂慶生辰 12/08、12/09 八角樓二樓劇場 2 場 /352 人 活動

謝和弦 2018 新專輯《像水一樣》發佈記者會 12/10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160 人 戲劇

上海肯德基 - 新年展翅篇 12/13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32 人 戲劇

七七歌仔戲團《四兄弟》 12/15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240 人 活動

七七歌仔戲團《啥人次的 DNA》 12/16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240 人 活動

「西區燦爛，讓世界直播更好的台北	記者會」 12/17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100 人 活動

藝珂公司年終晚會 12/20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250 人 音樂

亞洲航空電視宣傳廣告片 12/21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21 人 活動

入夜風景	2018 黃瑋傑與山寮樂隊年終巡迴 12/21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230 人 演出

聖誕搖擺爵 12/22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280 人 活動

「聖誕魔術節」 12/23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400 人 活動

「卡米地跨年秀：笑旺派對」 12/31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200 人 活動

PaMi	曾拌麵『點十成金』見麵會 12/27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80 人 演出

90 分鐘末日倒數 - 電影宣傳 12/23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240 人 活動

漢霖民俗 - 顛覆文學 ‧ 說唱經典 12/29 八角樓二樓劇場 1 場 /960 人 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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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場次 / 人次 備註

節拍廣場 01/01-12/31 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 10 場 /5,183 人 活動

月光電影院 01/01-12/31 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 13 場 /1,135 人 放映

後街文化祭 07/27-08/25 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 16 場 /1,069 人 活動

西門萬聖 10/27 西門紅樓 / 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 3 場 /481 人 活動

藝青會練舞 01/01-12/31 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 19 場 /245 人 活動

電影《衝組》元旦簽票會 01/01 藝術廣場 1 場 /156 人 活動

SPEXIAL 簽唱會 01/05-01/07 藝術廣場 1 場 /2,753 人 活動

萬壽里 107 年度第 1 次里鄰工作會報 01/29 多功能展演廳 1 場 /21 人 活動

運動品牌形象平面拍攝 02/06 藝術廣場 1 場 /24 人 拍攝

臺北燈節－藝青閣及電影角頭 2 聯合記者會 02/10 藝術廣場 1 場 /56 人 活動

長榮航空廣告拍攝 03/07 後街廣場 1 場 /34 人 拍攝

《魂囚西門》電視劇拍攝 03/12、
04/16、04/17 多功能展演廳 3 場 /134 人 拍攝

西鬧二手市場 x 文化大學大眾傳播科系畢業製作我
們市集 04/01 藝術廣場 / 藝術方塊 1 場 /500 人 活動

Q 音樂廣告拍攝 05/24 後街廣場 1 場 /37 人 拍攝

廣告拍攝 06/12 藝術廣場 1 場 /32 人 拍攝

快閃活動氣球充氣區 06/17、06/18 藝術方塊 2 場 /34 人 活動

《攝影大對決》電視節目拍攝 07/01 藝術廣場 1 場 /35 人 拍攝

台北流行音樂中心活動發電機擺放 07/03-07/04 後街廣場 2 場 /10 人 活動

《就 jump 跳，熟齡街舞計畫》廣告拍攝 07/05 後街廣場 1 場 /56 人 拍攝

逼逼日記粉絲同樂會 07/21 多功能展演廳 1 場 /67 人 活動

《瘋狂電視台》電影拍攝 07/2、08/16 後街廣場 2 場 /110 人 拍攝

2018 兒童藝術節－表演活動 08/03 藝術廣場 1 場 /450 人 活動

《kicks	dance》廣告拍攝 08/13 後街廣場 1 場 /34 人 拍攝

S26 廣告素材拍攝 08/25 藝術方塊 1 場 /12 人 拍攝

＜華納電影藝青會藝術家合作展覽活動－鬼修女＞ 08/22-09/06 多功能展演廳 16 場 /519 人 活動

# 創造你的滑板新生活 09/08 藝術廣場 1 場 /527 人 活動

西鬧二手市場 x 電司批婆市集 x 黑色磁力派隊活動 09/15-09/16 藝術廣場 2 場 /1,987 人 活動

《三星手機廣告》拍攝 10/17-10/18 後街廣場 / 多功能展演廳 2 場 /105 人 拍攝

汽車廣告拍攝 11/18 藝術廣場 1 場 /56 人 拍攝

金馬影展《戶外電影院》活動 11/10、11/11 藝術方塊 / 藝術廣場 2 場 /1,289 人 活動

金馬影展《貴賓休息室》 11/07-11/23 多功能展演廳 17 場 /1,360 人 活動

西門紅樓生日慶展架製作使用 11/27-11/30 多功能展演廳 7 場 /30 人 活動

《1028 暹羅貓眼線液城市篇》廣告拍攝 12/06 藝術廣場 1 場 /42 人 拍攝

107 年網路名人聯合反毒宣導計畫案反毒宣導活動 12/09 多功能展演廳 1 場 /617 人 活動

旅行的藝義在台北市集活動 12/28-12/30 藝術廣場 3 場 /740 人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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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違章》─寶藏巖歷史重述展 01/01-12/31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194,068 人 展覽

週五漫談夜 01 01/19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60 人 研習 / 課程 / 講座

週五漫談夜 01-2 01/26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50 人 研習 / 課程 / 講座

寶村一家一菜	-	寶藏巖共生聚落歲末敦親睦鄰祈福
聯歡 ( 尾牙 ) 餐會 01/20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70 人 社區交流活動

林裕軒《	游擊隊：When	Pigs	Fly ！》 01/07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30 人 研習 / 課程 / 講座

Stupin- 共享工作室計畫	費登奎斯 atm 體驗課程 01/28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15 人 研習 / 課程 / 講座

《好想把你的頭抓去撞牆》-1 月詩人櫥窗 01/01-01/31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430 人 展覽

座談會：象徵與寫實 - 蔣闊宇與曹馭博 01/14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12 人 研習 / 課程 / 講座

座談會：現代詩裡的思想與抒情 - 蔣闊宇、崎雲、
郭哲佑 01/27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15 人 研習 / 課程 / 講座

「實物單版印刷」- 杯墊印製體驗工坊 01/07、01/14
01/21、01/28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4 場 /25 人 研習 / 課程 / 講座

TAV 春季開放工作室 02/10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744 人 其他

THAV 春季開放工作室 02/11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場 /971人 其他

Stupin- 共享工作室計畫	費登奎斯 atm 體驗課程 02/04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15 人 研習/課程/講座

Stupin- 共享工作室計畫	費登奎斯 atm 體驗課程 02/11 台北國際藝術村 1場/15人 研習 / 課程 / 講座

14X14	Open	studio	/	Master	讀劇展演 02/24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65 人 演出

14X14	Open	studio	/	Master	讀劇展演 02/25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50 人 演出

《寫生詩作與攝影展》- 郭哲佑新詩展 02/01-02/18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380 人 展覽

保護色 - 周孟曄個展	 02/10-03/11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9,180 人 展覽

食物化石圖鑑 - 石膏拓印工作坊 02/11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15 人 研習 / 課程 / 講座

食與時與石 _ 食物化石圖鑑 02/11-03/11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10,550 人 展覽

「飄飄」-Atashi	×	Tanaka	臺灣場 02/02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60 人 其他

馬花臺開 -陳治旭剪花首展 12/30-02/20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18,396 人 展覽

好狗 (果 )提燈工作坊 02/24-03/02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70 人 研習 / 課程 / 講座

我們在此相遇 02/24-03/03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場 /1,118人 展覽

寶村 3 月一家一菜 03/17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50 人 社區交流活動

2018 第一季駐村藝術家聯展開幕 03/09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154 人 其他

2018 第一季駐村藝術家聯展 03/09-03/25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1,533 人 展覽

臺北市青年事務委員會「臺北的獨特與包容」論壇 03/18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165 人 研習 / 課程 / 講座

2018	第一季寶藏巖駐村藝術家聯合發表開幕 03/02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100 人 展覽

2018	第一季寶藏巖駐村藝術家聯合發表 03/02-03/18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12,174 人 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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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臺灣與德國的藝術合作 03/03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20 人 研習 / 課程 / 講座

江凱群、派翠克．穆勒雙個展開幕 03/31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80 人 其他

《又在這裡，又在那裡》-2018 寶藏巖光節記者會 03/22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60 人 其他

《又在這裡，又在那裡》-2018 寶藏巖光節開幕 03/24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4,832 人 其他

《又在這裡，又在那裡》-2018 寶藏巖光節邊緣人市集 03/24-03/25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8,986 人 其他

《又在這裡，又在那裡》-2018 寶藏巖光節藝術家座談 03/24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60 人 研習 / 課程 / 講座

《又在這裡，又在那裡》-2018 寶藏巖光節總監導覽 03/31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2 場 /25 人 其他

《又在這裡，又在那裡》-2018寶藏巖光節時光募集活動 03/24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300 人 其他

「輕量級」- 跨校工作營 03/17-05/06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100 人 展覽

蟾蜍山微光展：平行時空下的愛情故事 03/24-04/08 蟾蜍山廣場 1 場 /300 人 展覽

《又在這裡，又在那裡》-2018 寶藏巖光節 03/24-05/06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場 /74,378人 展覽

《我在你的念中化城》- 崎雲新詩作品展	 03/01-03/31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430 人 展覽

「怪怪廢廢手作工作坊」- 陳必綺老師 03/31-04/01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場 /8人 研習 / 課程 / 講座

週五漫談夜 02 04/20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60 人 研習 / 課程 / 講座

週五漫談夜 02-2 04/27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30 人 研習 / 課程 / 講座

江凱群、派翠克．穆勒雙個展開幕 03/31-04/22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4,326 人 其他

《天體觀測》- 吳梓安個展開幕 04/27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133 人 其他

《天體觀測》- 吳梓安個展 04/27-05/20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1,433 人 展覽

《又在這裡，又在那裡》-2018 寶藏巖光節表演「光梭	
光計」 04/14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2 場 /70 人 演出

《又在這裡，又在那裡》-2018 寶藏巖光節表演「寶藏
巖時空之旅」 04/28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2 場 /70 人 演出

《又在這裡，又在那裡》-2018 寶藏巖光節策展人導覽 04/21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3 場 /25 人 其他

聲與身當代薩滿 04/07-04/08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120 人 演出

「扮仙兩天」倪瑞宏	似顏繪 04/07-04/08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2 場 /80 人 其他

《四月降靈會》- 廖啟余新詩作品展	 04/01-04/29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450 人 展覽

他們在島嶼寫過：余光中Ｘ洛夫 04/07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15 人 研習 / 課程 / 講座

小 ( 我 ) 敘事與大 ( 眾 ) 文學：葉青 04/14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12 人 研習 / 課程 / 講座

假如上帝不讀詩：小冰與新詩賽博格 04/15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15 人 研習/課程/講座

零雨的愛與怒 04/22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12 人 研習/課程/講座

他感覺那是現代：方思 04/29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8 人 研習 / 課程 / 講座

寶村 5 月一家一菜 05/19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50 人 社區交流活動

《又在這裡，又在那裡》-2018 寶藏巖光節策展人導覽 05/05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3 場 /25 人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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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之後│尖蚪│春天小屋工作坊 05/07、05/13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2 場 /25 人 研習 / 課程 / 講座

尖蚪 X 火山製陶工作坊 05/27-06/30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8 人 研習 / 課程 / 講座

《果醬、密室、按下暫停鍵》- 謝三進	新詩作品展 05/01-05/31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480 人 展覽

《森波之夏》-Otomekko 個展 06/23-07/08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2 場 /250 人 展覽

《新加坡詩人	懐鷹》-	新詩作品展 06/05-06/30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450 人 展覽

Let's	go!	Dragon	boat	!	- 一起吧划龍舟 06/16-06/17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30 人 其他

「藝術營造環境」- 幽竹小塾	X	臺藝講堂 06/23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66 人 研習 / 課程 / 講座

《身體位移》- 黃盟欽個展開幕 06/29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100 人 展覽

《平常》- 徐又喜塗鴉個展 06/01-06/24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480 人 展覽

2018	第二季駐村藝術家聯展開幕 06/01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294 人 展覽

2018	第二季寶藏巖駐村藝術家聯合發表開幕 06/01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215 人 展覽

2018	第二季寶藏巖駐村藝術家聯合發表 06/01-06/24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7,644 人 展覽

2018	第二季駐村藝術家聯展 06/01-06/24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5,732 人 展覽

《島隱》- 劉梅玉	新詩攝影作品展 07/01-07/31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250 人 展覽

《『在每個時刻裡	這座城市都包含著另一座城市』-	
黃妙貞	陶藝創作展》 07/14-07/29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300 人 展覽

「	在還在的時候	」寶藏巖 - 朱淑宛現地創作計畫 07/21-12/16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2,480 人 展覽

《身體位移》- 黃盟欽個展 06/29-07/15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318 人 展覽

週五漫談夜 03 07/20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30 人 研習 / 課程 / 講座

《灰燼的呢喃》陳侑汝個展開幕表演 07/21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20 人 演出

《灰燼的呢喃》陳侑汝個展開幕座談 07/21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15 人 研習/課程/講座

《灰燼的呢喃》陳侑汝個展開幕茶會 07/21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35 人 其他

《灰燼的呢喃》陳侑汝個展 07/21-08/19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500 人 展覽

週五漫談夜 03-2 07/27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30 人 研習/課程/講座

寶村 7 月一家一菜 07/21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50 人 社區交流活動

2018	第二季寶藏巖駐村藝術家聯合發表 06/01-07/29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場 /18,576人 展覽

2018	公休劇場駐村演出《平行世界越來越擠》 07/20-07/22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70 人 演出

「當植物變成金屬」-	自然採集的金工鑄造課	Metal	
Casting	Workshop

08/01、	08/08
08/11、08/18	
08/26、	09/02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5 場 /25 人 研習 / 課程 / 講座

《幻所幻》- 葉莎	新詩攝影展 08/01-08/31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200 人 展覽

《寶藏地城：異界行》- 三目：魔法道具屋	/	迷你魔法展
08/10-08/12
08/17-08/19
08/24-08/26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150 人 展覽

2018 剪紙半日夏令營 08/17、08/18
08/24、08/25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4 場 /30 人 研習/課程/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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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慣用手書法大賽」 08/12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60 人 其他

《裸》-2018 夏季開放工作室 08/11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98 人 其他

《裸》-2018 夏季開放工作室 08/12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1,523 人 其他

2018	第三季駐村藝術家聯展開幕 08/24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60 人 其他

2018	第三季駐村藝術家聯展 08/24-09/23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592 人 展覽

2018	第三季寶藏巖駐村藝術家聯合發表開幕 08/24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233 人 其他

2018	第三季寶藏巖駐村藝術家聯合發表 08/24-10/28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場 /19,980人 展覽

日日陶冶｜視聽障捏陶公益展 08/10-09/09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1,620 人 展覽

「當植物變成金屬」-	自然採集的金工鑄造課		Metal	
Casting	Workshop

09/02、09/18
09/13、09/20
09/30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6 場 /20 人 研習/課程/講座

《誰打翻燈塔任思念東湧》- 小實	沈駿璿	新詩攝影展 09/08-09/30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300 人 展覽

《愛福祿》—	Mongo	x	Unwoods	x	Zia	Wei	三人聯展 09/01-09/30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2 場 /500 人 展覽

有趣的單台裝幀小工坊 09/08-09/09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50 人 研習 / 課程 / 講座

「我的幸運日」- 演出 & 手作 09/09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4場 /35人 演出

〈…邊界〉行動投影演出 09/13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50 人 演出

幽竹小塾	X	臺藝講堂「藝術駐村的公共性」系列論壇 -
場次四：藝術節的製作 09/06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45 人 研習 / 課程 / 講座

《藏心室圖書館》 09/13-10/28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750 人 展覽

《透明象限》-2018	TAV 藝術採集計畫 09/29-11/04 台北國際藝術村 1場 /51,225人 展覽

《透明象限》-2018	TAV 藝術採集計畫開幕似顔繪 09/29 台北國際藝術村 3 場 /40 人 其他

《透明象限》-2018	TAV 藝術採集計畫開幕梅小姐的私
人對談 09/29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40 人 其他

《透明象限》-2018	TAV 藝術採集計畫開幕座談 09/29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30 人 研習/課程/講座

《透明象限》-2018	TAV 藝術採集計畫開幕邊緣人市集 09/29-09/30 台北國際藝術村 2 場 /100 人 其他

寶村 9 月一家一菜 - 中秋烤肉 09/21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50 人 社區交流活動

《來我裙子裡點菸》- 劉曉頤	詩展 10/01-10/31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2 場 /300 人 展覽

《眾蜉島跨界聯合展演》 10/06-10/28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2 場 /1,000 人 展覽

《透明象限》-2018	TAV 藝術採集計畫導覽活動 10/06 台北國際藝術村 2 場 /8 人 其他

《歲時 . 寒露茶會｜金工茶器	&. 首飾作品展》 10/13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2 場 /40 人 展覽

《透明象限》-2018	TAV 藝術採集計畫導覽活動 10/13 台北國際藝術村 2 場 /10 人 其他

《眾蜉島跨界聯合展演》-- 體驗竹編工作坊	 10/14、10/21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5 人 研習/課程/講座

週五漫談夜	Friday	Night	Talk 10/19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35 人 研習 / 課程 / 講座

《透明象限》-2018	TAV 藝術採集計畫座談 10/20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15 人 研習/課程/講座

《透明象限》-2018	TAV 藝術採集計畫導覽活動 10/20 台北國際藝術村 2 場 /25 人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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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象限》-2018	TAV 藝術採集計畫週末活動	
劇場演出《半天》" 10/20、10/21 台北國際藝術村 3 場 /105 人 演出

週五漫談夜 10/26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50 人 研習 / 課程 / 講座

《眾蜉島跨界聯合展演》- 動態展演 10/28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100 人 展覽

《寶藏線物 – 虛實之間展》 10/27-11/25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600 人 展覽

《透明象限》-2018	TAV 藝術採集計畫週末活動 _One-
Forty	快閃學校	(Pop-up	School)	來了！ 10/27-10/28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350 人 其他

《叢林》 10/30-11/25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847 人 展覽

《透明象限》-2018	TAV 藝術採集計畫週末活動《轉世
花木蘭》 10/02 濕地 2 場 /350 人 其他

《叢林》開幕 11/02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40 人 其他

《透明象限》-2018	TAV 藝術採集計畫閉幕似顔繪 11/03 台北國際藝術村 2 場 /40 人 其他

《透明象限》-2018	TAV 藝術採集計畫閉幕梅小姐的私
人對談 11/03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25 人 其他

《透明象限》-2018	TAV 藝術採集計畫閉幕座談 11/03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20 人 研習 / 課程 / 講座

《透明象限》-2018	TAV 藝術採集計畫導覽活動 11/03 台北國際藝術村 2 場 /3 人 其他

座談─「墨西哥亡靈節：以影像留存記憶」 11/02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15 人 其他

電影放映《可可夜總會》 11/02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10 人 其他

祭壇 - 親愛的外婆我愛你 11/01-11/11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1,350 人 其他

《透明象限》-2018	TAV 藝術採集計畫 -「路過一下」
紙本市集 11/03-11/04 台北國際藝術村 2 場 /4,451	人 其他

「路過一下」紙本市集 _ 講座 11/03-11/04 台北國際藝術村 2 場 /20 人 研習 / 課程 / 講座

「路過一下」紙本市集 _ 落語演出 11/03-11/04 台北國際藝術村 2 場 /60 人 演出

「今天適合小散步 - 小山城市集第二回」 11/03-11/04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2 場 /2,904 人 其他

《你擁抱我像平房練習午後的寂靜》-楊智傑	詩 /攝影展 11/01-11/30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2 場 /200 人 展覽

"《奇怪當飯吃》火山快閃店	
奇幻食堂特別來賓—Zz 先生 /	三目魔法道具屋 " 11/10-11/25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300 人 展覽

《奇怪當飯吃》火山快閃店	開幕食堂 11/11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2 場 /20 人 其他

「餃子の感謝」水餃同樂會 11/17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15 人 其他

「山城野地拾秋」寶藏巖週邊植物導覽 & 植物標本製
作工作坊 11/17-11/18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2 場 /32 人 其他

《看見你眼裡的光》-Yinke 創作展 11/17-11/25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場 /300人 展覽

寶村 11 月一家一菜 11/17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50 人 社區交流活動

2018	第四季駐村藝術家聯展開幕 11/30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60 人 其他

2018	第四季駐村藝術家聯展 11/30-12/23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700 人 展覽

2018	寶藏巖第四季駐村聯合發表開幕 11/30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306 人 其他

2018	寶藏巖第四季駐村聯合發表 11/30-12/23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7,080 人 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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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菊〉望月恵剪紙示範	 12/14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20 人 其他

〈交織─痕跡〉舞蹈演出 12/14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40 人 演出

「窗櫺有光，歡迎光臨」-	連俞涵個展 12/15-12/23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500 人 展覽

《手做的溫度》-	陳治旭木器展 12/08-01/05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100 人 展覽

台灣傳統椅凳講座	 12/15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10 人 研習 / 課程 / 講座

「普魯斯特的暮冬風光」慢手 12/14-12/30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100 人 展覽

《逃生》吳俞萱	新書發表會 12/16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30 人 展覽

《失物招領》	Lost	and	Found	＆《熱蘭遮》	Zeelandia-
林怡慧、曹淳雙個展	開幕 12/28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40 人 其他

《失物招領》	Lost	and	Found	＆	《熱蘭遮》		
Zeelandia- 林怡慧、曹淳雙個展 12/18-01/13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1,253 人 展覽

「你的夢想是什麼」─概念攝影工作坊	 12/07-12/19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4 場 /8 人 其他

事事如易	-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藝術行政人才培育計畫 12/14-01/13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200 人 展覽

60+ 國際工作坊及演出計畫 12/28-12/30 台北國際藝術村 4 場 /200 人 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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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活動 01/01-12/31 台北偶戲館 14,106

戲偶製作 DIY 01/01-12/31 台北偶戲館 4,215

互動教學演出 01/01-12/31 台北偶戲館 6,784

《育藝深遠》國小二年級學童偶戲參觀課程 3 月 -12 月 台北偶戲館 3,763

陳錫煌老師─大師工作坊 3 月 -12 月 ( 每週六 ) 台北偶戲館 5,000

陳錫煌老師校園巡迴講座 09/01-12/31 臺北市各級學校 1,805

2018 春天兒童節《獻給孩童的愛與祝福》系列活動 03/01-05/27 台北偶戲館 10,215

李天祿逝世 20 周年紀念活動 06/26-09/30 台北偶戲館 5,874

法國小宛然劇團《奧德賽》演出 07/28-07/29 台北偶戲館 / 龍山寺 600

2018 兒童偶動畫夏令營 07/03-08/17 台北偶戲館 40

《小秘密》袖珍雕塑展 10/09-12/30 台北偶戲館 7,497

駐館團隊演出《最後盛開的莿桐花》 11/17 台北偶戲館 100

大師工作坊成果發表會 11 月 台北偶戲館 100

陳錫煌掌中劇團年度公演《虹霓關》 12/09 台北偶戲館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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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入館人數 全年度 374,897 人

特展：新北投車站生活記憶特展 03/31-10/14 1 場 /190,424 人

特展：1980 年代淡水線鐵道生活日常特展 10/18-2019/07( 統計至 12/31) 1 場 /113,425 人

生日慶系列：春遊驛站鬧烘烘生日慶 03/31、04/01 2 場 /5,000 人

生日慶系列：車站護木油擦拭活動 03/21-03/25 11 場 /312 人

生日慶系列：捷運那卡西 03/31-04/01 13 場 /1,300 人

北投行旅：冬季生態導覽 01/06-02/25 14 場 /84 人

北投行旅：春季生態導覽 04/21-05/27 12 場 /86 人

北投行旅：冬季小巴導覽 11/14、11/15 4 場 /80 人

北投行旅：生日慶生態導覽特別場 03/31、04/04-04/08、04/14-04/15 8 場 /215 人

跟著市集去旅行：新北投車站文創市集 每月第一周周末 24 場 /36,000 人

青菜底家啦！新北投車站小農市集 每月第三周周末 30 場 /15,000 人

驛站講堂 每月第三周週六 11 場 /425 人

特展工作坊：故事分享會 06/23、08/26 2 場 /50 人

特展工作坊：手機鏡頭下的鐵道風情 12/02 1 場 /30 人

火車直直行鐵路營隊體驗 10/20、10/21、12/01 5 場 /184 人

學童 / 團體預約導覽 01/01-12/31 61 場 /1,906 人

創意生活 DIY 系列

驛站揮毫迎新春 02/10 2 場 /60 人

去北投泡表演舞蹈演出 04/04 3 場 /200 人

原住民歌舞表演 04/06 1 場 /60 人

春季花見茶會 04/07 2 場 /60 人

月琴民謠演出 04/08 1 場 /200 人

新北投車站月琴體驗課 07/28、07/29、08/03 3 場 /45 人

邂逅，新北投：桌上遊戲試玩會 07/21、07/22、08/11、08/17、
08/18、11/10 8 場 /70 人

邂逅，新北投：巨大化桌上遊戲試玩會 10/18 1 場 /20 人

秋季茶會 09/15 2 場 /60 人

有機農夫市集講座 12/26 1 場 /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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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
電話：(02)2599-7973
地址：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四段 200 號 ( 臺北試演場 )
網址：www.tpac-taipei.org
             臺北藝術節│ www.artsfestival.taipei
             臺北兒童藝術節│ www.tcaf.taipei
             臺北藝穗節│ www.fringefestival.taipei

台北電影節
電話：(02)2308-2966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 151 號
網址：www.taipeiff.taipei

剝皮寮歷史街區
電話：(02)2302-3199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 173 巷
網址：www.bopiliao.taipei

台北市電影委員會
電話：(02)2709-3880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 630 號 1、2 樓
網址：www.filmcommission.taipei

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
電話：(02)7705-5355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 230 巷 18 弄 7-1 號
網址：mediaschool.taipei

創意發展部
電話：(02)2765-1388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 133 號 2 樓
網址：www.taipeicdd.taipei

松山文創園區
電話：(02)2765-1388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 133 號
網址：www.songshanculturalpark.org

台北當代藝術館
電話：(02)2552-3721
地址：臺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 39 號
網址：www.moca.taipei

西門紅樓
電話：(02)2311-9380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成都路 10 號
網址：www.redhouse.taipei

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
電話：(02)2312-3717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 19 號
網址：www.cinemapark.taipei

台北國際藝術村
電話：(02)3393-7377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北平東路 7 號
網址：www.artistvillage.org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電話：(02)2364-5313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 230 巷 14 弄 2 號
網址：www.artistvillage.org

台北偶戲館
電話：(02)2528-9553
地址：臺北市松山區市民大道五段 99 號 2 樓
網址：www.pact.taipei

新北投車站
電話：(02)2891-5558
地址：臺北市北投區七星街 1 號
網址：www.xbths.taipei

各單位聯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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