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長的話

新北市長

離開城市中心，
找到創作重心。

城市生活的便利，對上班族很有魅力，但是對於自

由接案的創作者或者藝術工作者，都市的快速步調

反而成為束縛。幸運的是，我們所生活的新北市幅

員廣大，不但具有大都會的繁華，也有遼闊的田園

風景可看，就算住在海邊或山邊，透過便利的交通，

仍然擁有現代城市的生活品質。

這一年多以來，全球疫情蔓延，許多人被迫在家上

班，如何在有限的居家環境，區隔出「生活空間、

親子空間、工作空間」，成為大家最迫切需要學習

的課題。長期窩在家，發現自己竟然和一起生活好

多年的周邊環境不熟，正好可以把握這段居家時光，

好好認識居住的地方。

本期《新北市文化》季刊邀請在新北各地落腳的創

作者們，分享他們如何從生活中找到創作靈感的方

法，好好地享受身邊唾手可得的自然環境，從避開

人群密集的鬧區中找尋街巷裡的趣味。

本期內容製作期間，適逢疫情嚴峻時刻，為了避免

群聚，季刊團隊以線上邀稿及連線採訪，取代過去

幾期的現場拍攝採訪。感謝受邀的創作者們配合市

府相關政策，線上工作呈現的創作品質非常精彩，

特此感謝。

封面故事部分，邀請這些需要獨立工作空間的視覺

工作者們，分享他們的創作環境：圖文創作者王春

子小姐和藝術家老公廖建忠，選擇住在八里的觀音

山半山腰，他們覺得在八里生活比較放鬆，創作更

自由；熱愛拍貓的吳毅平攝影師，出了好多本跟貓

有關的攝影作品，平常他住在交通超級便利的新店

大坪林站附近，方便他前往許多人跡罕見的角落遇

見貓。

文字創作者不喜歡住在太熱鬧的市中心，他們偏愛

住在城市邊緣：小說家高翊峰年輕時在新店山中的

社區租屋，後來在此購屋，一轉眼二十年過去，他

特別撰文拍照分享他的山居生活，以及他在郊山生

活的幾位自然界「好友」；詩人廖偉棠從香港移居

林口，他居台思港，落筆成詩，拍照如畫，他說吸

引他的是林口的霧；長期住在花園新城的作家楊索，

她幾乎認得整個社區的資深住戶，每個人都有說不

完的人生故事。

新北市歡迎各式各樣的創作者前來，許多不是新北

原住民，因為不同的緣分，被動也好，主動也有，

到了新北生活，在這裡繼續創作：

年輕時期的張小雯，多才多藝，不僅是創作歌手，

在台北市中心也開了知名義大利餐廳，後來搬到新

店中央新村，轉型成私宅無菜單料理，許多人專程

前來；這幾年移居北海岸在金山開店的大 Q，曾是

簡單生活節團隊的重要成員，也曾擔任好丘創始店

的店長，選擇離開城市快節奏的步調，在金山過起

另一種生活。

此外，本期還邀請了幾位在板橋 435 藝文中心駐村

的藝術家，以及長期在鶯歌從事陶瓷創作的工作者，

分享他們在地創作的心得。疫情期間，大家都辛苦

了，希望新北市的創作者們持續努力，期待大家未

來更精彩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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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文化》季刊第 38期以「在新北拜拜」為題，讓編輯
部萌生了帶讀者去廟宇走走的念頭。我們以「在地」定錨，
從新北名廟新莊慈祐宮、大眾廟、中和烘爐地等兜了一大圈，
最後決定走進位在三峽在地人生活圈的祖師廟。

䁕♢⮧絇 䁕♢⮧絇

㡩䵍䈌䈌離開紇⻮，我們接爿䵠過老街⓾口，不到↭分

晖就㗵縋在地創生多年的合習聚落。2017 年⭮嫦長林峻

⇂租䠡 70 年㺓❷的愛捳揮梞，倥合↭そ在地工藝文化

咺匱人⚪人，開戚廇製所⽋習⣅店咺匱厲岦爷所。一忧

縊這㯿新生的建产，眼前正在製作廇燭製品的䚸䝾屋裡，

帔人感受到∡䃼、線生、新淊，更多的是在地工藝⽋悆

的䠡心咺崮㑘。

⫈在愛捳揮梞主建产裡，我們䳱⤖口㼿，➈爿䇛味䋌✡

的㘙䕋廇花綄爣。從㩎橙䵷戶隔爿側㑘䧂然的㈇梞望➖

對面的別爎，現ㅐ是一㛌工藝的工作⫂：㩎椌、䦤⊙、

版以㐽⑫曾是揮梞的景㿜。

離開合習聚落，我們糢爿↭そ㿏継⎁步忧在䲤ㄽ街，也

是↭そ最㤙㊴成的聚落。無獨有␔，公所請人在民宅

䕅上畫爿䥴工⯌漛，正好為這怖↭そ小燨嫦☑↯❪烵。

這是我丌一絿來↭そ㾮有遇到人䉸，也㾮有特別忧縊

⣅㲍㼿㎻的老街，但㖐㖐⽋⽋帔人感受到這裡所擁有

的緼人㼿㎻。

5 㨰 12 㤕↯⛒，維憤部及币者們一嫦人在板橋愿站㝢上公愿，不綄

↭十分晖就離開了絮Ⲛ大㴱群，㗵縋↭そ這壵繁㳎一時的䲤剔小旬。

這怖小燨嫦，有䠑㴠文創的同≤桼Ⲹ以爰師紇為起烵，全程絇屏。

或許䡮㤕是平㤕⛒後，一㣲㤙市ㅐ㡩㡗，紇裡❯有⽳㢪在地居民❊㘚，

帔我們得以柏榎地尋訪這間有爿 250 多年㺓❷，㺓偧↭絿重建的爰

師紇。

⇩匙爰師紇的藝術質地，䫦㬕㢪搐多是最大特唡犝㠍說有 130 㭜犞，

大多出自在地工⚪⇯手。一㭜㭜䫦㬕可以㸿彘唞⇩，不❯有廢絗➎

燼的熢漏花漁到緕姽人䕨⭱本㹚，還有現代風動䕨如貓橙瀔、䵠山䠫、

榆奷、䷀海從㬕網中㛛橙，䠓咦看得到拵比特、剔人海繙繙主題廑

⼲䥴帋，工法倆呝帔人汹廕。

䢣絚䔇䥲◛Ⲇ繗↭そ⪨㣫☃䠘ⲋ㇎的䠑㴠㢹☃繗㆔橄新北㢹紩币爻➑縎↭そ繖

䕸�▵�崷�㤾

要跟「❊咺活動䥱岫、但㾮有㗽中的」䨲多币者㨳友們縒㹥，
接↯來每一期我們會不⼁期咼戚切題的活動，焩⚀大家多多以
⽋棔嫦動忧縊周縖的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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䚈㥕⺸
㜊畫家王春子，創作靈感來自於生活的所見、所匙和所感，透過㵖㘗、䷅䳾❏
ⓟ䈌㐽⑫的畫筆，抰㤕常中的剔好。

春子創作燭型多ⓝ，梠了圖文㨠、儴本，作品也㢕見於椓崜、⢳䕆、㨠封和視
覺圖⑫丩，也曾為香港《PHQ繋V�RQR》椓崜⽐過專燤，㜇儴生活䝞事咺椓感。

䡚㲍於台䍫藝術大學視覺縋俔，曾䫠㧖縊⓾公❽就匱，因紵往接案的自由而
離匱，⇯後她到㹬䁌縊嫦↭個㨰的燨嫦，���8 年⩖⪃後創作出圖文集《一個人
縔怪 %H�VWURQJ》，也就此成為自由接案者。

2012 年和捌間小恥前主維㾤】㵘創戚《風⪗䣛》，䠡特㺦的⮧刊方式出䕇，俙
敄ざㄜ獨特的風⪗岫㓽，帔人⛷廢深刻。

成為㻩親後，開始為⓫子創作儴本，���3 年出䕇《⸧⸧在⡭裡耯》，填由各種
匬音的㜇儴，帔⻑子創承Ⲛ毌嫦空的㐽⑫。���8 年出䕇《椦純的屋樱》⽬台䍫
的屋樱風景以及特有種動䕨，交儞成生動活䉝的畫面，⇊彠∫動䕨⍽卩㑘義。

近∷年重要的作品有，儴本《岡✴的櫚風》、《大家來䚦愧貓貓》，圖文集《⌂
的㤙㦗是≣烕耯》、《漁取春㢕策》丩。

㩒⋾⡄Ѵ┃損潛哀ѵ繗▍咞Ѷ椦純的⾬樱ѷ繗縔䁚▍䕇繗���6 ㇎繖⽬❵䍫的⾬樱櫑㦞⊈紬䕸㨱䴒♢䕨繗≇儞㕖䠘♢䁕䉝的䡣榔繖

Q1. 䏀⋷縚㟺⾦⋱┃損耥㨱⡭∾⤚㹽䥺✦⩘耥∃㨱↱⤚

㹽䥺⥊耥

一開始是因為ⓢ生的工作⼋就在八里，也䈌喜歡這裡，

就搬來一起住。我們都在家工作，不同於台北⽝⪗⽝金，

八里有較大的空間，厲⌿照需㽞隔出工作⼋和生活不同

來⿌㍳⌡䠡，可以各自獨立工作❏生活在一起，這些年

來空間也不㣩的調整，從單身、━個人到☮⓾小⻑。

平㤕大部⊠都待在各自的工作⼋活動，疫情這段期間❯

厲待在家裡，但咦⽳還厲在家裡轉轉，或到梞子望望外

橙。住在郊區刂烵多是不方便，⛺⌡㐽❰外緿選擇也不

多，更㾮有好➈的剔ѡ、烏⚐、䠕烵，購䕨也不是很方

便，不過幾年↯來㈱藝也被迫精縊算是㑘外的㡩䵍。

Q2. 㨦⋱縑爈市⠐挎⛊，━⪨㑨❝㨱⋷↱➑耥䏀⋷縞㥟

縚㟺⋱⪠城市䥺拐債耥

可厲從小在囔華長大，住的是老社區，ㅅ捳❸哀㙥的很

近，有任何匬縰䲼崬幾乎是塱不住，得䡑㑘不要㇍㠱到

別人。後來搬到台北市㪗區一樣也是得縴㒶捳居，待在

家的時間一長，得忧出去到附近的公園才有開闊放鬆的

感覺。不過住在都市生活的䮪很便利，餐廳、㨠店繙繙

㔐有䧕有。

住在八里，出怖枾⩖家的恥儈是䈷長，有時會㔽䢉起為

≣烕要住到這烕縔的地方，但是每䡮⩖到山裡，一上山

ⓢ是䆻㈀䃑䔼的抰䄮個━↭㈀，繅子裡匙到的是山裡特

有的㵗林味，一恥ㅅ❸的㵗埑㝌㨛、媍漐、貓橙瀔⠀⠀

匬⪅儨，儈⊇人放鬆，這時絣㍴的㍂橙儈會宿↯，㐽起

住山裡有山裡的好。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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㜊畫家。創作靈感來自於生活的所見、所匙和所感，透過㵖㘗、䷅䳾❏ⓟ䈌㐽
⑫的畫筆，抰㤕常中的剔好。

創作燭型多ⓝ，梠了圖文㨠、儴本，作品也㢕見於椓崜、⢳䕆、㨠封和視覺圖
⑫丩，也曾為香港《PHQ繋V�XQR》椓崜⽐過專燤，㜇儴生活䝞事咺椓感。

䡚㲍於台䍫藝術大學視覺縋俔，曾䫠㧖縊⓾公❽就匱，因紵往接案的自由而
離匱，⇯後到㹬䁌燨嫦↭個㨰，����年⩖⪃後創作出圖文集《一個人縔怪�%H�
6WURQJ��》，就此成為自由接案者。

����年和《捌間小恥》前主維㾤】㵘創戚《風⪗䣛》，䠡特㺦的⮧刊方式出䕇，
岫敄ざㄜ獨特的風⪗岫㓽，帔人⛷廢深刻。

成為㻩親後，開始為⓫子創作儴本，���3 年出䕇《⸧⸧在⡭裡耯》，填由各種
匬音的㜇儴，帔⻑子創承Ⲛ毌嫦空的㐽⑫。���� 年出䕇《椦純的屋樱》⽬台䍫
的屋樱風景以及特有種動䕨，交儞成生動活䉝的畫面，⇊彠∫動䕨⍽卩㑘義。

近年重要的作品有：儴本《岡✴的櫚風》、《大家來䚦愧貓貓》，圖文集《⌂的
㤙㦗是≣烕耯》、《漁取春㢕策》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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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䏀⋷縚㟺⾦⋱┃損耥㨱⡭∾⤚㹽䥺✦⩘耥∃㨱↱⤚

㹽䥺⥊耥

一開始是因為ⓢ生的工作⼋就在八里，也䈌喜歡這裡，

就搬來一起住。我們都在家工作，不同於台北⽝⪗⽝金，

八里有較大的空間，厲⌿照需㽞隔出工作⼋和生活不同

⿌㍳來⌡䠡，可以各自獨立工作❏生活在一起，這些年

來空間也不㣩地調整，從單身、━個人到☮⓾小⻑。

平㤕大部分都待在各自的工作⼋活動，疫情這段期間❯

厲待在家裡，但咦⽳還厲在家裡轉轉，或到梞子望望外

橙。住在郊區刂烵多是不方便，⛺⌡㐽❰外緿選擇也不

多，更㾮有好➈的剔ѡ、烏⚐、䠕烵，購䕨也不是很方

便，不過幾年↯來㈱藝也被迫精縊算是㑘外的㡩䵍。

Q2. 㨦⋱縑爈市⠐挎⛊，━⪨㑨❝㨱⋷↱➑耥䏀⋷縞㥟

縚㟺⋱⪠城市䥺拐債耥

可厲從小在囔華長大，住的是老社區，ㅅ捳❸哀㙥得很

近，有任何匬縰䱀崬幾乎是塱不住，得䡑㑘不要㇍㠱到

別人。後來搬到台北市㪗區一樣也是得縴㒶捳居，待在

家的時間一長，得忧出去到附近的公園才有開闊放鬆的

感覺。不過住在都市生活的䮪很便利，餐廳、㨠店繙繙

㔐有䧕有。

住在八里，出怖枾⩖家的恥儈是䈷長，有時會㔽䢉起為

≣烕要住到這烕縔的地方，但是每䡮⩖到山裡，一上山

ⓢ是䆻㈀䃑䔼的抰䄮個━↭㈀，繅子裡匙到的是山裡特

有的㵗林味，一恥ㅅ❸的㵗埑㝌㨛、媍漐、貓橙瀔⠀⠀

匬⪅儨，儈⊇人放鬆，這時絣㍴的㍂橙儈會宿↯，㐽起

住山裡有山裡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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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緤⠐币爻紤≎，⋱⪠┃損䥺Ⓞ烵犝㕜↤哝≝↱䫙縒

䥺┃損 ) 耥

住在觀音山半山腰，㦊上的山很⻰榎，梠了被媍漐作縰

儨爿外，人和愿匬都匷不見，⛺⌡半ⲍ㖕焩、恩一整ⲍ

的哏也不䠡縴㒶捳居，山裡⢱一➺鬧有匬縰的大㲢就是

我們了。ⲀⲚ不熱，但絞子㙥爿山ⰲ，椞季儈是䋞临临

的，得棠時䡑㑘䋞㈀，不過一㤖Ⲛ耨，大┵瀍便出來儨

爿山橙漐❰儨⪀也䈌有趣的。

榒海口和䃶㽐一樣，糇Ⲛ儈是很╋，而ⲀⲚ的山因為咺

自然為捳，◖要䡑㑘㑘外的訪⼉，有半ⲍ來㢤枾的䊭繆、

住在䂌⼋裡的榆奷丩各種㤶媍、小動䕨繙繙

Q4. 紤≎↤⼜↭❨犝縞㨱↤棳弓犞⪠┃損䥺㤕㆖䠘䁕。

植然一樣在家工作，但因為疫情還是和以往大不相同。

㤙㦗被貓❰揕放上貓ѡ，┢丩䨓正的鬧晖縰起❰揕小

⻑，䆧㤙餐，貓繼續䩕。㤙餐後，小⻑去線上上課，

我、ⓢ生和貓喐㾮絙事就┢去孳䨔䩕個⩖似覺。␔䔽匷

見老師在縔䷏的椯吚裡⠀⤈烵名，就怌一怌↯課中的小

⻑⩖到椯吚前，有時貓在課⭹上⤱⤱❰，老師同學們在

另一橙㜈揕。

中⛒，和ⓢ生憟㨧䆧⛒餐，有時小⻑也會來㇆㌦，同

時㐽好㦊餐的菜唡⏸些䆧，爌後一起爖⠚⣟，全家在

⼉廳看新匙❏或某匆，然後屶㢕各自去工作，最近的↯

⛒到㦊上，我大多一面❳⧹䭿㍂小⻑⽐作㲍，一面工作。

㩒⋾⡄▍咞⪎㢹棾Ѷ⌂的㤙㦗㥟≣烕耤ѷ繗�縔䁚▍䕇繗���4 ㇎繖䡣▍↤⼜↭❨⠐↤棳烩弓繗⪠┃損紪⿑吤繕䃶㽐㿏ㅅ〘的䠘䁕櫑㦞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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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做了八里家附近的貓狗地圖，記錄這一帶的小貓小狗。

Q5. 您曾說過，在八里生活很鬆，創作的東西也較自由。

有哪些作品或靈感來源是與八里有關？

因為待在家的時間很長，閒來會去先生的工作室晃晃，

看看他在做什麼，又或者到院子眺望遠方轉換心情。工

作時我會選適合的音樂當背景，夜裡或清早都把音量放

大也別無忌諱，聽著喜歡的曲子工作，也不用擔心在旁

邊跑跑跳跳的小孩會吵到鄰居，自然就放鬆。

曾經在香港雜誌專欄一個月刊登一篇關於八里的生活，

後來整理出版成圖文集《你的早晨是什麼？》，還記得

寫第一篇時正煩惱沒題材，拖到截稿前剛好在浴室遇到

蛇，便寫了〈夏天會遇見的一兩件事〉；以八里當作創

作主題的作品，也出現在繪本《討厭的颱風》裡，取材

了隔壁的柚子園、超市、五金行街景，還有《雲豹的屋

頂》的鴿舍等等。

Q6. 創作之餘會往山裡或河邊散步嗎？散步時曾經觀察

過哪些有趣的人事物？

曾經做了八里家附近的貓狗地圖，記錄這一帶的小貓小

狗。平常和先生喜歡騎著摩托車，繞山上的小路轉，有

時會碰巧遇見一些小動物，路邊的穿山甲，剛好抓著獵

物低飛的大冠鷲⋯⋯

又有一次騎著騎著，經過路邊的小指標，寫著曾是當年

廖添丁藏匿的山洞遺跡，隨著指示走到瀑布旁，不像香

火鼎盛的廖添丁廟，一點人跡都沒有，像是許久都沒有

人來踏訪，我和先生一起站在那兒，像走進傳奇的故事

裡，一面驚嘆那超小的小山洞，一面推測廖添丁的身形

和想像故事裡的廖添丁如何躲在這裡。
平常和先生喜歡騎著摩托車，繞山上的小路轉，
有時會碰巧遇見一些小動物，路邊的穿山甲，
剛好抓著獵物低飛的大冠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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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簡單的夾層，在客廳上方增加兒子的臥房兼遊戲室。

家具、隔間大多用剩材製作，
像是樓中樓的書房欄杆則是用不要的嬰兒床改造。 多年前建忠迷上攀岩，就在客廳牆上做了一面攀岩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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絪岼⛜☩犲䅊紽䴰Ѯ㟣㢹繘㡐㋂犲㈭㉎㌭

┃損屒樣⿑扼學繗
ⓟ䈌㊉Ⲙ的☃⋾厲搐繖

⋾�爻�≮�倏

㈭㉎㌭
藝術家。⪃立藝術學梞犝現⪃立台北藝術大學犞剔術學俔䡚㲍，近年來主要創
作重心，是⽬倅䴯十幾年的㩎工㗁術㔐䠡於作品⇯中。㟸長㩎工，還有另一個
㣎㳱身分：製作手工家具，成立品䕋「外口◆作」。

㕗的ㅄ⋾㆖紘棠爿綦⯨⠐⧣樣繗┃損扼拐㾮㨱ⲛⲋ㨫絣㍴的
捳⾦繗䨓ⳬ繖

Q1. ⳱⋷找到┃損扼⎫䵛柑耥扼學䥺綗⯶⽰創作㨱≣烕

㇆☷耥

1998 年緾⊰⇯後，透過㨳友的≮倏，在八里的一間☕

場哏台縒具公❽工作，然後就喜歡上八里這個地方。後

來離開哏台公❽，因緣棔會↯得知有一群住在八里觀音

山裡的藝術家們在尋找⼋友，於是就來到了一住就離不

開的地方。

絞子在八里觀音山裡，離山↯䄴緈橙不會太縔，攼丫䄋

╱⪗的獨㯿透Ⲛ絑絞，有爿很大的梞子，周⪅梠了ⰤⰆ

外，㾮有太多會絣㍴的捳居，對生活作㎻不正常的藝術

家們，這裡簡䧨就是Ⲛ⭹。

找到這個地方的藝術家㨳友㊴容，這個環境ⓟ䈌爿㊉大

的創作厲搐。不⑫一哝的工絑，我們工作和生活起居都

在這裡，生活和創作自然地娪為一泳。

Q2. 㟸枵㩎ㅄ䥺㏳，⼜䥺䵛柑∃㥟㏳↤㖍㖕承，緤⠐币

爻紤≎䵛柑尣☑⠐㨨䈌㑘⇯壵。

因為自己動手⏸，所以比較不會去限◆自己對空間的㐽

⑫，住在這裡二十多年了，絞㪗人很好，對於我在絞子

裡的孴⎎㾮有任何㑘見犝大㲢就是絞子不要⬥了就好的

縟種感覺犞。

在不同時期對空間有不同的需㽞↯，我有過許多絿的大

㡬承。單身時空間不大，㪗尓不多，簡簡單單，後來多

了紘⍖，對生活有了要㽞，於是多㗀租了一些空間，尣

☑了⼉廳、㨠絞、餐廳、咙絞。

小⻑出生後，利䠡簡單的ⲯ耦岿刵，Ⱀ☮了卩⓫絞，棠

爿小⻑的成長，縎㕸間、圖㨠間、⓫䷅咙絞也就梴梴續

續地出現了。最䈌㑘的是，這個空間壵於活爿的䖿㒔，

會不㣩帋化、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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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春子工作室：為了通風，家裡設計許多開窗，對小孩來說
就像祕密通道，會從洞裡探出頭和媽媽說話。
2 餐桌與晚餐：春子和我各自有工作空間，中間的過渡地帶
是生活起居空間，一家人在這裡用餐聊天。

3 浴室： 打掉部分牆壁，搭配這個空間所能置入的最大浴
缸，做出半露天風呂。
4 通道與氣窗：增加室內的光照通風與空間流動。
5 起居室玻璃：因為房間在建物中間，沒有採光，所以使
用巨大的玻璃當隔間。

八里半山腰的生活空間，
得靠空調和除濕機來維持一定的濕度，
所以夏天會有難以接受的電費支出。

工作結束之後的泡澡，
是我一天之中最放鬆的時刻，
泡澡時聽音樂、看漫畫、
喝飲料、吃零食……後來兒子加入，
取而代之的是永無止境的打水仗。

Q3. 您和春子都是在家創作和生活，如何規劃出獨立又

親密的公私領域。

我和春子都是創作型思維的人，自我意識強烈，老實說

是屬於那種沒有辦法一起工作的夫妻類型（生活在一起

倒是沒有任何問題）。

因為工作性質的差異，所以有各自的工作空間，分別在

建築的相對兩側，避免彼此的影響（主要是我的工作常

伴隨著粉塵和噪音），而中間的過渡地帶就是全家人的

生活起居空間。一家人在這裡用餐、聊天、遊戲、看電

視。

Q4. 住在半山腰上幾乎都有潮濕、採光和動物入侵等問

題，如何改善或適應？

生活起居的空間靠空調和除濕機來維持一定的濕度，所

以夏天都會有難以接受的電費支出，因為房間是在整個

建築物的中間，一直沒有很好的光照和空氣流通，所以

盡可能地用巨大的玻璃當隔間，也用工業通風系統的方

式拉通風管到屋外。後來因為室友搬走，我把空間承租

下來，打掉牆壁，有了對外窗，才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至於動物入侵的問題，其本上工作室開放的空間就讓牠

們來來去去，泥壺蜂到處做巢，青蛙跳進浴室的小花園

住下來，偶爾有室友被蜈蚣咬，比較怕的還是遇到毒蛇，

所以備一支長長的捕蛇夾，每年都會抓到幾隻錦蛇、紅

班蛇、龜殼花、眼鏡蛇⋯⋯以前會因為無知害怕而殺掉

毒的，現在抓到了都是帶去山裡無人的地方放生。

Q5. 自己最喜歡待的放鬆角落是？會做什麼事？

因為長年的腰背痛，工作結束之後的泡澡是我一天之中

最放鬆的時刻。早期浴廁是和其他室友共用，所以沒辦

法按照自己的想法來，後來隨著空間的調整再分配，我

將一個老舊的廁所改造成我們一家人的私有浴室。

藉著打掉部分的牆壁，利用內外牆的空間做了一個小花

園，拉兩條鋼索放置未來也許會用到的老檜木當天花

板，搭配這個空間所能置入的最大浴缸，實現了擁有半

露天風呂的多年願望。

有點不好意思地說，在泡澡的時候，聽音樂、看漫畫、

喝飲料、吃零食等一切可以消磨時間和放鬆心情的事

都會去做。不過比較可惜的是，後來兒子加入，就比較

沒辦法這麼享受悠閒了，取而代之的是永無止境的打水

仗。

Q6. 這兩年的疫情是否影響了您的創作，目前有什麼具

體計畫？

2021 年因為疫情的關係，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家裡，

所以想要將空間再一次進化 : 除了將舊的庫房做清理，

設置新的貨架增加收納外，也打算將目前開放式的廚房

（這裡的開放是指開放的半戶外空間），改善成煮飯時

不會被蚊子咬得亂七八糟的完美廚房，庫房邊長長的檔

土牆想做成抱石牆。

至於在創作上當然就是持續在進行的事，還有許多作品

的想法陸陸續續要去執行，包括幾件大型的戶外裝置，

所以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把空間整頓好，來迎接這些作品

的產出。

3

1

2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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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長透過精細的技巧手藝，將生活中常見的機具或車輛等物件，

以逼近真實的仿作呈現原物件的各項肌理與質感。

作品宛如電影道具遊走真實與虛假之間，

透過自己開發的方法與工序—「表面工程法」和「假裝學」擬真日常物件，

力求相同尺寸的極致寫實又饒富惡趣味，衝擊大眾對於藝術的想像。

像是有著哈雷機車外型的腳踏車、傾倒的電線桿、展場裡的堆高機、正在倒砂石的砂石車斗、露出鋼筋水泥的樑柱等，

試著透過模擬偽裝虛有其表的真實事物，對應當代生活的種種困境與疑問。

近十年重要個展為：

2011 「作為一種例外於現實的狀態」、2013 「2013 年的表面工程法—廖建忠個展」、2015 「外擴聲響」、

2016「假裝學」、2017「行至兩光之地」、2019「更衣間裡的蛇」、2020「現場」

《傾倒的電桿》 2019

一支傾倒的電線桿，橫躺在展場的牆壁上，並未完

全著地，對重量的直覺，讓觀者產生一些顧慮，夾

雜在信與不信之間。

《貨梯》 2020

一台貨梯佇立在美術館的展場裡，突兀地占據了

大半的展覽空間，是藝術展品的通道路徑？或是

作品自身？

《3/2》  2021

以美術館的室內空間建築設計元素，仿造一個樓梯，

置於展場中央，看似可以到達另一個樓層空間，卻

在行進過程中遇到阻礙，哪裡都去不了。

《摔壞的人造衛星》 2020

人造衛星從天上墜落下來了 ? 科學常識告訴我們，

墜毀的過程不可能保留這麼完整的形體，所以它是

摔壞的，為什麼會摔壞呢 ? 又是從哪裡摔下來的呢 ?

廖建忠創作介紹

《載瓦斯的小發財》 2019
一台載了瓦斯桶的小貨車，不知撞到什麼，車子前傾，車上的瓦斯桶四處飛散，如同電影場景般一瞬間停格，無比詩意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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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新店大坪林的攝影師吳毅平，到處拍貓是他的
生活日常，貓不喜歡人多的地方，於是他跑遍新北
的河岸堤防、鐵路支線沿線、海邊登山小路……讓
我們跟著他的腳步，到新北各地有貓的地方看看。

在某種因緣際會之下，十多年前住到了大坪林。在那之

前，我對這裡一無所知，就像許多人第一次聽到這個地

名，總會想到那個山裡面的坪林，應該是個鄉下地方吧。

但實際搭捷運過來，離景美其實只有一站之隔，出站後

立刻被交通流量給嚇到。

實際上這裡也真是文武百業匯集，有中央政府辦公大樓、

有一大片工業廠辦（裡面竟然還有觀光工廠）、教學醫

院，還有幾家大型出版社。最近環狀線又開通，就此變

成轉運站，尖峰時間人潮洶湧。

常被問到我住的地方離捷運有多近，我總是開玩笑地說，

當月台音樂開始響起，我衝出家門往捷運站跑過去，應

該是可以搭上車的。住在這樣的地方，對攝影創作有何

撰文．攝影＝吳毅平

貓貓說，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作 者 介 紹

吳毅平
現居新北市，曾任報紙、雜誌、通訊社
攝影記者、自由接案攝影師。目前以拍
貓為常業，二十年來足跡遍及世界各
地，從社區巷口到巴西里約，只去有貓
的地方。

代表著作：《在路上遇見貓》、《身為
職業拍貓人》，其他作品也很好看。
網站 : www.wuyiping.com，臉書請找：
吳毅平攝影 WU YI-PING Images，
IG: @wuyiping_cat_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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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呢？有位國外的攝影家曾說，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夠

好，是因為離砲火不夠近。但對我來說，情況卻剛好相

反。

曾在媒體工作幾年，每次到了有大型活動需要拍攝，我

總是害怕被分配到出任務，隨身都帶著耳塞，我只想遠

離人群，遠離噪音。這不就跟貓的習性完全相同嗎？成

為自由工作者之後，除了拍貓，還會有什麼更適合我的

呢？而哪些地方又是我最常去的呢？

碧潭——堤防比步道高，狗狗跳不上來，是步行貓天國

位在捷運新店總站的碧潭，其實人車也不少，那可是通

往烏來與坪林的重要出發點，還有一條高速公路從天而

過。但其實只要慢慢往上游走，就會發現，離開天鵝船

與水岸餐廳之後就越來越安靜，一直走到通往灣潭的渡

船頭邊，突然就變成了另一個世界。

我喜歡從捷運站出來後，沿著堤防最上排走，那裡不會

有汽機車，甚至連腳踏車都沒有，完全是步行者天國。

而所見風景也很特別，全部都是「後門」，住家後門、

菜市場後門、土地公廟後門、幼兒園與老人日照中心後

門。那到底這樣的「背面風景」有什麼好看的呢？首先

因為安靜，沿路可以聽到小朋友唱歌、市場叫賣與菜刀

切豬肉聲、照護員對老人家的鼓勵讚美聲。味道也是，

可以聞出這家的前面是饅頭店，另一家應該是豆漿店。

去的次數越頻繁，就會發現河邊的平台上也有可觀之

處。當划船的人越來越多，喊叫聲益發激烈，那就是端

午節快到了。而除了一成不變的太極拳與廣場舞外，總

會有阿姨開始嘗試新的花樣，例如網路影片上很紅的鬼

步舞，結果因為跳得太好，竟開始有人跟在後面學，變

成一個小團體。

當然，對我來說，堤防上的貓更是主角。每天都看著碧

潭風景的胖虎、總是在磨蹭欄杆的白鼻虎斑、二樓住戶

垂降飼料餵大的橘貓。換個角度看，堤防比步道高個大

約 1 公尺，狗狗跳不上來，這裡也應該算是步行貓天國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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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腳——古老生活畫面的貓和鐵道

我永遠記得第一次到十分車站所看到的景象，那已是將

近三十年前的事了，還沒有人放天燈，吊橋也是古老的

那座，甚至我還看到有人把載滿煤炭的台車推到鐵軌主

線上，鐵道就從村子中間穿越而過，與住家的距離近到

難以想像。

平溪——沒有圍籬的鐵路支線，貓兒來去自如

通往平溪的台鐵支線至今仍未電氣化，還是以柴油列車

行駛，對於喜愛機械美感與老東西的人來說，這麼近的

距離觀看龐然大物發出巨響移動，真是過癮且百看不

厭，即便我已經去過那邊超過數十次了，只要聽到火車

的聲音與震動，仍會立刻停下來觀賞。也因為是偏遠的

支線，沿線並未設置圍籬，貓兒來去自如，要拍到貓兒

用絕佳的平衡感走在鐵軌上一點都不難。

而從猴硐到菁桐之間的各站，個人最喜歡的是嶺腳，原

因當然是，人少。就算是在放天燈最熱門的時候，這裡

也沒人放，因為根本沒人賣，如果你對天燈有偏見而又

想到平溪，那真的就只有這裡了。

另外，對攝影創作者來說，有兩個關鍵字，祕境與廢墟，

在這裡你都找得到。祕境包含了觀光客總是找不到的嶺

腳瀑布，以及對我來說像是發現新大陸的小貓咖啡廳，

不關門不關窗，貓就這樣來去自如，穿梭於吧台與座位

間。

廢墟則是傳說中的遊樂園，真的可稱之為失樂園，一具

斑馬雕像算是最明顯的遺跡，也是我拍攝「萬獸無疆」

題材的開端。最近再去探險，斑馬卻也不知去向，廢墟

算是廢到底了。

水湳洞——適合貓的陡長樓梯和黑色柏油屋頂

從十五年前第一次去水湳洞開始，就覺得那是個獨特的

存在。當時九份已是人潮洶湧的國際觀光勝地，之後金

瓜石的黃金博物館開幕，上山車輛多到需要交通管制，

而「水金九」當中的水湳洞卻始終保留了原來樣貌，即

便是最近水湳洞選煉廠點了燈，大部分的人還是待在濱

海公路停車場旁，因為那裡是最佳的拍照點。

或許對一般觀光客來說，這裡不好玩又很累。不好玩是

因為沒有可拍照打卡的熱門景點，很累是因為樓梯很

多，到處都是又陡又長的樓梯，上上下下真讓人喘不過

氣來。但稍微對貓有了解的人應該聽到關鍵字了，就是

樓梯。其實貓在這樣的地方反而很自在，沒車，絕對沒

有車，遇到不善之人或牠們不喜歡的人，三兩步就往上

跑走了，人類根本追不上也沒體力追。

另外一個特色是房子。或許因為土地所有權的問題，這

邊的房子大都維持一兩層的原貌，而屋頂不是都市常見

的鐵皮，而是油毛氈再塗上黑色的柏油。黑色吸熱，夏

天對屋子裡的人來說或許不好受，但對喜歡溫暖的貓來

說，只要不是中午大太陽，這樣的屋頂可是很適合窩在

上面午睡的。對拍照的人來說，單純的背景不容易尋找，

這種高低起伏、充滿層次的大片黑色可是別處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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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行很好買，客運去宜蘭很方便，自行車道往木柵很近

雖然覺得大坪林太過吵雜擁擠，但坦白說，生活上的方便

無庸置疑。除了大小賣場、連鎖藥妝與餐廳外，隱藏在巷

弄裡的特殊小店也不少。還有幾個特別的：順安街上有許

多建材行，這對一般人來說或許無感，但對喜歡居家 DIY

修繕的人來說，真是福音。下樓走幾步就能買到空心磚甚

至角鋼、水泥，夠厲害吧。這對拍照來說也有好處，攝影

棚的工作總是需要各種道具，馬上買回來把問題給解決可

以讓整個流程更順暢。

另一個是有開往宜蘭的客運總站，還一路開到蘇澳，哪天

突然想躲到宜蘭去，出門後跳上車不用一小時就到了。

大坪林住民．攝影師吳毅平的單車路線

北海岸—— 沿路的每個小村子裡都可找到貓蹤

我喜歡開車去北海岸。最興奮的就是看到海的那一瞬

間。沿著國道三號轉台六十二快速道路，開到盡頭之後，

大海就在眼前，陰天時是沉悶的深灰色配上高飛的浪

花，晴天時則是兩種藍，海與天不同的藍，繼續往下開

經過陰陽海時，就變成了三種顏色。這條路除了海以外，

各式奇岩也很可觀，而公路的右邊常出現陡峭高山，仔

細尋找都有步道可走，沿著指示牌停下車，放慢腳步往

上爬，雖然累得讓人腿軟想放棄，但到了頂端絕對有驚

喜，那可是無敵大海景，再貴的豪宅也買不到這樣的景

觀，而在這些地方，免費。

沿路的每個小村子裡都可找到貓蹤。打開我的資料庫硬

碟，有一個資料夾的名稱就是北海岸。裡面再分為：南

雅、鼻頭角、和美、美豔山、福隆，最後則是台灣最東

端的馬崗。十多年來，每個村子都不知去了多少次，拍

了數萬張照片，甚至還想過是不是乾脆在當地買間小屋

子，搬過去住算了。

另外，大坪林緊鄰木柵考試院地區，過個橋就有自行車

道。我喜歡騎這條路的原因是豐儉由人。若以世新大學

為出發點，想要簡單的就往政大方向騎，距離不長，人

也不多，還會經過我最喜歡的，個人稱之為大河轉彎的

地方（其實就是景美溪），最後終點在動物園附近。如

果是晚上騎，還可看見黑夜裡閃亮的銀河列車飛過月亮

前面（其實是高架的文湖線捷運）。

想要難一點的，就往反方向騎。對我來說那真的可以騎

到天荒地老，因為終點可是淡水啊。住了十多年，每次

都在想著要趁著秋高氣爽的某一天來挑戰，但只要想到

就算花了四個小時成功抵達終點，卻也只完成了一半，

因為還要把車騎回來呀⋯⋯

我的資料庫硬碟，有一個資料夾名稱是北海岸，
裡面分為：南雅、鼻頭角、和美、美豔山、福隆，
最後則是台灣最東端的馬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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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來到盆地南邊的這個鄰山社區，是因為雜誌社的

採訪工作。當時，我落腳在距離編輯部辦公室近些的汐止。

採訪當日，我騎著機車，由盆地北邊，一路騎到盆地南邊，

抵達新店這個山中社區。那天，與雜誌主編一同採訪完

畫家之後，我們在畫家的陽台抽菸，圍繞著一個話題：

住在這裡寫點東西，應該不錯吧。接著，同年的一場颱風，

淹了汐止，泡壞機車引擎油箱，我便直接在這個直潭山

旁的社區，找了租屋。搬遷過來後，從租房子到購屋，

一轉眼，已是二十年。當時兩人抽菸時的話題，成了我

四分之一人生的落腳處。

撰文．攝影＝高翊峰

兒子、共生，
以及減法的郊山生活。

作 者 介 紹

高翊峰
1973 年生，苗栗客家人。法律系畢業。擔任過《GQ》雜誌副
總編、《MAXIM》雜誌編輯總監、《FHM》雜誌總編輯，現專
職寫作。曾獲林榮三文學獎、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
等，著有《2069》、《泡沫戰爭》、《幻艙》、《烏鴉燒》、《奔
馳在美麗的光裡》、《傷疤引子》、《肉身蛾》等，部分小說已
翻譯成英文、法文出版。原著劇本《肉身蛾》榮獲金鐘獎電視
電影編劇獎，原著劇本《烏鴉燒》入圍台北電影節最佳劇情長
片並榮獲紐約國際電視電影節劇情片金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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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山，喜歡與動物共處的生活

習慣山居歲月，約莫是從大學時期的陽明山開始。長時間居住於郊山，原因不複雜，就是單純喜歡山。

我不擅長在家中種植植物，但希望走出門一入眼就是大地的綠色植被。小時候，我養過不少聰明

的混種狗，以及動不動就離家出走的任性貓，很喜歡人與動物共生的日常。住在鄰山郊區，應該

有機會養狗吧。對了，若有孩子，住在空曠的山林社區，也比較方便野放失控的小孩⋯⋯這些，

我都有過想像。現在回想，選擇新店的鄰山生活，其實不自覺復刻了自己孩童時期的鄉野體感，

召喚已經逝去的田邊歲月。

定居於郊山，上班進城，下班離城，成了固定的往返模式。那些年，同事們常提及的困擾，辦公

室與住家，來回都近一個小時。每天如此，不累嗎？不累的，我一直都沒有車程遠近的麻煩感。

足夠的車程時間，反倒讓我從工作裡完全抽離，確定了「完整回家」的意義。

生活在山區無須人為人論的道理。郊山自有它的規則，人得順應著。觀察樹和花，便會發現季節；

凝視飛舞的白蟻，可以預測雨；滿地的非洲大蝸牛，足以讓人憂慮外來生物對原生環境的傷害。

若把自然理解為一場巨大、繁複、精緻的遊戲，我們只是循環之中，域界門綱目科屬種，極小的

一個點。那麼螢火蟲的數量，蚯蚓的雨地爬行，這些人與自然與生物之間，彼此的支撐點，就會

在眼前舒展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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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新 店

小說家高翊峰落腳新店山中社區二十年，沒有別
的原因，就是單純喜歡山。住在山中的七千多個
日子，從小山羌、流浪狗、台灣獼猴，甚至雨傘
節都是他的鄰居，且看他為我們帶來這些城市裡
沒有的山居樂趣。

站在陽台上往外看，台北盆地南邊的綠艙，經常令人驚豔。陽光、雨水、霧氣、彩虹，都是樣貌的催化劑。每一天，都不是昨天，明天也無法預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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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狗便便與台灣獼猴的故事是這樣的：浪狗便便是山上

土雞城違法獵食土雞的慣犯。這一區領地，狗都撒過尿

歸牠管了，直到那隻台灣獼猴開始盤據，侵犯了牠的地盤。

為了向樹上的台灣獼猴示威，浪狗便便可能咬死了猴王

的小猴仔。後來，台灣獼猴把浪狗便便引誘到社區蓄水

池的野林深處，一群台灣獼猴圍攻浪狗便便，把牠給咬

死了。社區管理委員會的成員找到浪狗便便時，牠的屍

體說了這個故事的可能因果。是的，是「一群」台灣獼猴，

不是單只一隻。

沒有浪狗便便的巡邏鎮守之後，這群台灣獼猴時不時在

住所附近偷吃熟木瓜，鄰居野種的香蕉，也被這群野猴

給扯走。為了居住安全，鄰居似乎有報警趕猴。近期，

猴群比較不敢囂張，不知是否已經撤離這區領地，但偶

爾還是耳聞，猴群又侵犯了誰家果樹、爬上哪家陽台的

社區消息。

食蛇龜、獨角仙、雨傘節，也能在此交手

另有一天，雨夜，兒子在住家旁的階梯上，發現一小怪

物正努力想要爬上階梯。他定眼一看，竟是一隻野生烏龜，

同我的手掌大小。他好奇地把那烏龜帶回家，引來幾聲

妻的驚慌慘叫。隨後，我和兒子上網尋找資料與照片，

確定是食蛇龜。因為是保育類，私自豢養會觸法，我們

趁著微雨的夜色，把這隻食蛇龜護送到遠離車道的山徑

深處。

住在郊山社區，很難阻止小男孩「短暫豢養昆蟲」。因為

金龜子、竹節蟲、鍬形蟲、螳螂、天牛和螽斯，時不時

都會出現在陽台。當然，虎頭蜂和飛天蟑螂，也是無法

躲開。猶記得，一隻差不多兒子掌心大小的獨角仙，因

為客廳燈光，一股腦兒撞上夜晚的玻璃門。撞擊聲巨大，

嚇到正在看電視的我們。我以為多年前那隻領角鴞，又

想來陽台抓食籠子裡的幼鳥。這隻記憶中最大尺寸的獨

角仙，在兒子苦苦哀求下，在我們家暫住了兩天，吸飽

水果汁、睡好木屑床之後，又再返回山林。

住在郊山社區，很難阻止小男孩「短暫豢養昆蟲」。
因為金龜子、竹節蟲、鍬形蟲、螳螂、天牛和螽斯，
時不時都會出現在陽台。

1  後山產業道路的迷途小山羌，不可思議地降臨。人與野生動物之間的距離，在這個郊山社區裡，時時刻刻由那四隻腳蹄，反覆丈量。
2  在郊山的山路上練習跑步，跑者很難預測自己會遭遇哪一類的對手。一隻舉起手臂的螳螂？牠確實是最能完成比喻的昆蟲之一。
3  觀音山與落日之間，終年都保有不一樣的距離。這像似家人，也像似情侶，最難的都關乎距離。而且那距離，得由自身這個媒介來決定。
4  郊山社區的道路反射鏡，一直都有種迷惑人心的魅力。你靜靜窺視它，那面圓形的凸鏡，便是獨眼巨人的眼睛，會為你探看彎道深處的王國。
5  少年笑得開心，因為獨角仙從來不適用金錢交易。這些盔甲勇士們，每一年都在深夜造訪陽台，靜靜趴伏於時間，看著慢慢長大的孩童。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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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編輯工作時，我十分享受一早起床，從陽台平望台

北盆地發呆的幾分鐘。那短短時光裡，我總有一種視野

上的錯覺：自己好像擁有了四分之一個盆地。空氣品質

好的時候，我可以從盆地南緣，直接眺望出海口的觀音

山，傍晚可以看見垂落在林口台地與八里之間的夕陽。

夜間的陽台，可以看見無數縮小版車輛形成的移動光感，

通知那是夜的二高，那是跨越晚間新店溪的白色陽光橋。

山羌、獼猴、流浪狗，是山居歲月的日常

假日閒暇時，我與家人會到社區後山的產業道路走走。

一圈五公里，剛好一小時半的運動，邊走邊說邊笑著某

個平凡的傍晚。曾有一次，散步在金興路的轉彎處，一

隻面部有輕微擦撞傷的小山羌，突然橫渡小路，走到排

水溝，低頭像是在找尋食物。小山羌看見我們，沒有驚

嚇逃離，像似剛從籠子逃出的幼獸，還不知道如何走快。

兒子陪牠走了一小程，也觀察了一段路。我們沒有嚇到

小山羌，隨後牠便慢慢走入林子。不到一個月，我又在

社區看見同一隻小山羌，面部的擦傷已經稍稍復原。迄今，

我偶爾還會在社區看見牠，聽見山羌齁齁齁的叫聲。

提及社區的動物，不能不談到前兩年的那隻台灣獼猴。

有一段時間，牠經常盤據在停車處的桑樹上，摘食桑椹

果實。小六的兒子走下階梯時，經常與牠鬥眼對峙，我

告誡說，小心，這隻猴子站起來可能比你高大，你太瘦

沒長肉，小心被猴子欺負。當然，後來和台灣獼猴槓上的，

不是兒子，而是我們這區共同餵食的一隻無主浪狗，便便。

浪狗便便有不同名字，我們家的命名，來自於兒子不開

心狗兒會在階梯上隨地便便，想訓牠，浪狗就跑給你追，

只有餵食時才有機會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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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美好的，當然也有較為驚悚的，就是在門外的

階梯上，遇見雨傘節與赤尾青竹絲。出聲驅趕，毒蛇瞬

間消失在夜草的暗處。有一次，巧遇赤腹松柏根，兒子

說他在網路影片上看過，消防隊教導民眾使用畚箕和掃

把移除無毒小蛇。那晚他便親自為我示範了一次，將那

隻赤腹松柏根移到遠一些的草叢，讓牠脫離。

以上與野生生物交手，都是在郊山社區生活曾發生的事。

多年累積，還有許多與自然共生的小趣事值得分享，但

容我就此打住，聊聊近期的生活狀態。

雙門冰箱，主宰了山居生活的基本飲食

當年，確定在郊山社區購屋時，第一個決定要購置的大

型家電，便是冰庫容量足夠大家庭生活的雙門冰箱。這

個決定，主宰了山居生活的基本飲食型態。有時一趟返鄉，

母親塞送一整隻鄉村土雞、一大串阿姨自家粽子和滷好

的豬腳，外加岳母在菜園栽種的七八種蔬菜水果，滿滿

一後車廂的食物，全都能分類放入雙門冰箱儲藏。食物

充足，平時無感，不過新冠肺炎疫情較為嚴峻的郊山生活，

便特別感受到「多量少買」的儲存意義。

社區裡，早晨、午後與初晚，其實都有「行動市場」的攤販，

青菜水果甚至簡單熟食皆備，還有就是你家我家的便利

商店，提供了寄物、轉匯、繳費等服務，在三級警戒之後，

不離開社區，基本上也能度日。

若只求度日，那是蹉跎了山居的人生。盆地南邊幾個新

北市的大型郊山社區，多半擁有不小的腹地。我所居住

的社區內，便有籃球場與網球場各一，只可惜游泳池已

經老舊不堪使用。從家屋到社區巴士站的距離，足一公里，

其他路徑更遠些，可以在社區內戴著口罩，緩坡慢跑個

幾公里。近日練跑，偶爾遇上社區散步的居民，都會自

動避開彼此，遠離數公尺。在過去，這是現代人與人的

疏離，但在確診數量持續攀升的當下，則是遵守防疫守

則的柏拉圖式連結。

疫情時期下，減法的日子

疫情紮紮實實改變著台灣。基於想像，若得長期防疫對

抗新冠肺炎，郊山社區似乎提供了一處可以執行宅生活

的理想場域。過去二十年的山居，我已習慣了減法的日子。

面對病毒株不斷突變的全球警戒，若能處理好飲食、運動、

讀與寫、網際網路、水電瓦斯等生活必需，調整好自我

約束的鬆緊帶，我意外發現，有機會適應較長時間的居

家防疫。這確實也是當年決定落腳在郊山社區時不曾想

到的一步。

生活穩定與否，經常取決於無法預知的下一步。現在如

此，過去也如此。我無法預知未來，在可觀察的當下，

住在城裡的朋友們，依舊努力工作，週末則在雲端線上

嚮往山林。疫情期間，我依舊在社區度日，也努力工作著，

只是不宜群聚的非常時期，可以選擇安靜待在社區，與

郊山共生。水泥世界依舊有其美麗，令人迷戀。只不過，

水泥染疫依然健在，而人即便戴著口罩，也得依隨生之

靜物持續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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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你到訪社區，請留點時間，凝視每一段轉折的階梯。不久你便能理解，抵達這裡，不是為了向上走，或者向下走。社區的階梯是人間語境的迷宮。
2  若你從白晝的階梯迷宮，拾獲了出口的鑰匙。那麼入夜之後，一小段社區階梯和一盞燈，便能為自己打開門的來訪者，提供一則寓言故事。
3  花朵在郊山經常扮演報信者角色。通知天的冷熱，通知攝影師按下快門，通知健行者慢下步伐速度，唯有一訊息是不變的——繁花定義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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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詩人廖偉棠在 2018年舉家搬來台灣，因為慕名林口的霧，在
新北市安定了下來。很快地一年後，香港開始「反送中」遊行，那
時他剛取得台灣身分證，在異鄉客多的林口已像個在地人，但他
的心，仍始終掛記著家鄉……

撰文．攝影＝廖偉棠

謝謝你，
林口的雨和霧。

作 者 介 紹

廖偉棠
香港詩人、作家、攝影家，現居台灣。
曾獲香港文學雙年獎，台灣中國時報文
學獎、聯合報文學獎等，香港藝術發展
獎 2012 年度最佳藝術家（文學）。出版詩
集《一切閃耀都不會熄滅：廖偉棠 2017-

2019 詩選》、《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遊》、
《八尺雪意》、《半簿鬼語》、《櫻桃與金
剛》等十餘種，小說集《十八條小巷的戰
爭遊戲》；散文集《衣錦夜行》和《有情
枝》；攝影集《巴黎無題劇照》、《尋找倉
央嘉措》、《微暗行星》；評論集《異托邦
指南》系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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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朋友們記憶相彷彿，不變的是這裡劇烈的雨和陽光，

也許降雨量和台北不能比，但戲劇化的程度有過之無不

及。三年前剛剛搬進來，它就以連夕苦雨帶給我潮濕的

詩意，我寫下這樣的句子：

園子現在睡了， 

生銹的客人像下了一夜的雨 

草書著流水帳： 

雞蛋花樹是我兒時的兩棵， 

但我的童年和母親沒有遷播過來； 

鮮黃的喇叭花是新開的， 

但泥土裡的小蝸牛不辨我的蠻語； 

肥胖的蜜蜂在柑橘花間忙碌， 

木瓜沉甸甸但還沒有成熟……

居
台
思
港
．
落
筆
成
詩

林 口

詩人，就是在返鄉途中的人

那時，在林口鄉間租的透天房子住下了一星期後，我

終於開始寫它的園子。一切是陌生的，一切又似曾相識，

我的童年一直到十二歲，也在一個草木茂盛的院子裡

長大。

所以這次遷居，在空間上是一個移民一般的大變動，在

另一種意義上，卻是時間上的返鄉之舉。

忘了是海德格還是荷爾德林說過：詩人就是在返鄉途中

的人。當然我們最熟悉的兩句古詩詞是：「兒童相見不

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以及「夢裡不知身是客」，詩人

寄身天地逆旅之中，該是永恆的客人，兒童算是道破天

機了；夢裡不知，乃是因為夢是所有詩人的故鄉，不會

拒絕詩人的寄身。

和絕大多數林口的香港移民不一樣，私心裡，我選擇林口，是因為慕名於

林口的霧。

在台北的朋友口中，林口起霧之壯觀，鋪天蓋地，遁入空幻之境。不過就

像他們記憶中這個郊野高地之陰冷，都已經在這幾年的林口漸漸消失——

因為人和車都數倍數倍地增加著——霧也隨之變得罕見，這是我最遺憾的。

不過每年冬天還是會有幾天霧，那時我總是趕緊拿起相機，出去拍攝濃霧

當中若隱若現的林口人。在霧裡，不分「土著」還是移民，都變成了古詩

裡那些「遷客」，深一腳淺一腳，步虛躡雲，欻忽化作畫中淡墨。

霧中的文化一路，一位東南亞移工在過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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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後一句的李煜，還寫過一句我也常常想起的句子：「醉

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是啊，為什麼我們會說「醉

鄉」而不說「醒鄉」？剛搬進來那幾晚，夏雨飄潑，我一

個人在百廢待興的新居裡喝啤酒，看着雨水嘩嘩地從玻

璃上流淌傾斜進草木之間，我無意識地在 Instagram 發

布了一段雨水的影像，配文：「就像我的人生」。

醉眼朦朧中，我並未離開粵西農村裡老宅那個天井，雨

水流過黝黑濕滑的青苔，落入我的夢，我的夢裡卻是遠

行許多光年的銀河鐵道 999 號，星野鐵郎在「雨之惑星」

的淹留。

人是客人，園卻永遠是故園

世有離亂，方有詩人。我們生逢小小的亂世，遷徙也一

波一波地進入我們的生命，把我們帶到一個個似新乍舊

的夢裡面去。古人說「安土重遷」，「安土」固然是儒家

價值，到杜甫，我們才漸漸明白「重遷」的另一重意義，

那就是遷移也是很重要的，客心也是很敏感的。

晚年的杜甫索性買了一條船，安於人類漂泊之命，親投

逝水，比傳說中的李白攬月其實更放達。因此也別說陸

遊「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淒涼，入，即

是「打馬入紅塵」之意，更何況前面還有一句「遠遊無處

不銷魂」，銷魂，當用今義。

不過這兩三年，我還是不知身是客的時候居多，像草堂

時期的杜甫，左右營度，添磚加瓦。「度堂匪華麗，養

拙異考槃。草茅雖薙葺，衰疾方少寬。洗然順所適，此

足代加餐。」人到中年自然幻想一張在偌大世界容不下

的書桌，無論這個幻想多麼短暫。第一次走進這個園子

裡的時候，在亂草和瓦礫中坐下，便有《小城之春》開

場時，戴禮言坐在廢園中吁歎的既視感。

人是客人，園卻永遠是故園，且總是風雪後。鄰居夏太

太說，這個地區冬天頗冷，甚至下過雪，在台灣的城鎮

也是罕見了。夏太太說她準備了火爐過冬。我想說，我

準備了一顆冬心，且已經年醖釀，晶瑩如那邊樹上不認

識的青果。

在異鄉，不合時宜的畸零之人

第二年，民國 108 年，我取得了台灣身分證。這時我和

林口已經不再陌生，每天除了接送一對小兒女上學放學

之外，常常以單車代步，漫遊林口周邊依然存在的野林

荒郊，有時恍惚不知身在何地甚至何時，曾經寫過這樣

的詩句：

我在林口與泰山交界的飢餓谷 

與一輛廢棄機車對視良久 

「累累若喪家之犬」 

「說你呢」「說你呢……」 

我不意學孫猴騰雲 

作一個金雞獨立之勢 

倒下便躑躅在芒草的箭雨當中 

漸漸加入被遺忘的白骨遠征軍

的確，有時會想起古遠的孔老夫子，甚至更遠的孫悟空，

他們其實都是不合時宜的畸零之人。林口不知是否因為

稍高的海拔，其陽光的照度和斜度，頗讓我記起在年少

旅路常踏足的中國西南，昆明、大理、拉薩，都有這樣

潑辣又馥郁的陽光，而這樣的陽光過分燦爛之際，人就

成了萬箭穿心的獨行俠，突然驚覺全世界都是異鄉。

1  我們在最常去的師大林口分校的校園觀魚。 

2  妻子和女兒在絢爛的陽光下玩積木。  

3  女兒在櫻花樹下玩自製的鞦韆。
4  妹妹吃西瓜，哥哥彈吉他伴奏。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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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心無處訴說，只有林口的風知雨知

畢竟林口是個宜居之地，越來越多「新住民」的湧入、

雙北其他地區人的移居，都讓這裡的異鄉感變得淡然：

都是異鄉人便無所謂異鄉了。讓人痛心的是，故鄉香港

日遠，漸漸傳來的也是意想不到的消息——在你離去之

前一切認為不可能的荒腔走板之舉，很快就已經成為常

態。所以，當我在林口這個新興城市一片祥和之中驟然

聽到香港一批批的義人被當成螞蟻一樣戲弄、蹂躪的時

候，我只能寄望於文字，寫下〈一切閃耀都不會熄滅〉

這首詩：

我坐在一個島嶼 

最新的公園 

看著女兒在沙池裡把堡壘推翻又建起 

天空上有薄薄的烏雲，雨在待命 

初夏的正常景象 

…… 

有的風在哭泣 

有的風已經穿上風衣 

我低頭向手機吃力地辨認 

老城裡一位老者的聲音 

（是我每天仍在念叨的粵語） 

……

民國 108年，我取得了台灣身分證。
這時我和林口已經不再陌生……

新城與舊城的對比，非我所願也，然而對比就這樣天天

發生著，痛心也無處訴說，只有林口的風知雨知。在另

一首寫於香港反修例運動最熾烈的時日的詩〈夜禱〉裡，

我竟獲得了我彼時所居住的林口東湖路所賦予我最大的

鎮靜：

我沒有打開窗喊出我城 

期待我該喊的口號 

沒有呼喚也沒有回應 

一道光刺穿夜林早已啞寂的蟬聲 

喚醒山谷中也許從不存在的東湖……

W.H. 奧登晚年曾寫道：「謝謝你，霧」——這句話的意味，

我十五年前初讀的體會便是現實如霧，日益含混，因而

更需要我們睜大雙眼。但霧也帶來沉靜、省思，一如奧

登說：「因為這個特殊的時期，這樣的寧靜也是這樣的

快樂。」最近這幾年這種體會更深，所以我還要說一聲：

「謝謝你，林口的霧」，是你在我中年的斜坡上，緩衝——

蝴蝶的光速。

機場捷運林口站外起霧時。 我家廚房的窗口，從香港帶來的史力奇（Snufkin）像我一樣凝望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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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之祭

春季每多祭典 

媽祖不是最後蒞臨

日本的羅漢揮汗迎鑾 

韓國的金剛力竭歸山

早櫻似刀難以回鞘 

病毒如巨輪軋軋 

不緩它的還鄉路

活下去！管他春風掀瓦 

管他漫山遍野，都是紙片人

黑貓颼颼 

弓起浪 

活成樹，潛泳裡轟鳴的鋼琴！

2020.2.25.

國道一號布魯斯

夜雨中，連根拔起的樹也在趕路 

連根拔起的人又怎能停留 

國道一號轉國道二號 

要塞多久也是你自己選的路

還在天橋下尋找庇蔭？ 

月亮你隨身攜帶 

這一個燃燒著的唱盤 

將要把你全身的唱針都磨蝕

那就唱嘶啞的歌就好 

一百輛南下的貨車都是這樣 

車上蓮花心綻開了的善男女都是這樣 

不這樣還能怎樣？

這歌聲吹灌沿線空置的家屋 

夜雨中，連根拔起的樹也在趕路 

連根拔起的人又怎能停留 

一棵樹為了成為口琴繼續趕路

2020.12.8. 夜車上

延 伸 閱 讀

廖偉棠 詩集——
《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遊》香港 kubrick 出版（2008）
《八尺雪意》印刻出版（2012）
《半簿鬼語》印刻出版（2015）
《櫻桃與金剛》牛津大學出版（2017）
《一切閃耀都不會熄滅：廖偉棠 2017-2019 詩選》新經典文化出版（2020）

晨雨中穿過泰山往關渡

就在一個教師被他的學校否認國籍的時候 

就在另一個教師在另一個國家 

被舉報、被剝奪教職的時候 

我又踏上了早課的道路，去教育雨， 

去接受雨的教育。 

不在高架橋下尋找庇蔭 

不跟迎面而來的旅遊巴交換客心 

穿過名為米蘭小鎮、輕井澤等異國地名， 

乃至泰山。 

泰山啊，昨晚我費勁地在電話裡向 

順豐的客服少女解釋「異托邦」： 

異鄉人的異，托孤的托，邦交的邦 

全部都是敏感詞，以確保我的書 

能寄到上海或者武漢 

我的書內容很簡單，寫的是： 

有時我喜歡民國的雨，台灣的晴 

有時我喜歡台灣的雨，民國的晴。

2020.5.12.

林口竹林寺下面的廟會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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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園新城位在新店區小粗坑山，是台灣第一個知名的山坡地社區開發案，
1970年代吸引了許多政經文化名人入住。作家楊索從 1981年春天入
住花園新城至今，親眼見證這裡的環境變遷和人事滄桑，如今她仍住在
新城。

撰文＝楊　索
攝影＝周一樹

永遠走不完的環山步道
和花園新城的故事。

作 者 介 紹

楊索
出生於萬華，長於永和，在花園新城落腳半生。寫創作、評論，曾任調
查記者多年。讀楊索的文章不難，認識八百字就可以了。但人生實難，
她筆下的故事總有測不準的人性，一些際遇嚙痕。著作有《我那賭徒阿
爸》、《惡之幸福》。

花
園
新
城
這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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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新
店
開
發
的
山
坡
住
宅
，
一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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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年
推
案
即
引
起
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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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 

李
敖
為
修
澤
蘭
寫
了
售
屋
文
案
：﹁
不
是
花
園
在
你
家
裡
，
是
你
家
在
花
園
裡
﹂。

花
園
新
城
．
山
坡
社
區
．
名
人
住
民

新 店

人生一瞬。火球橫空，看得忘我，等星體墜落冷涼，才意識到大把大把時間燒光了。

我在花園新城過了半生。

1981 年一個春夜，我帶著簡單行李移居新城，上山途中，葉飛草長，一切在綠

色朦朧中，兼有螢光飛舞，如夢似幻地。

最初我租屋在六路的公寓，每天放唱盤聽帕蒂．佩奇（Patti Page，美國流行音

樂女歌手，大量揉和鄉村音樂元素，1927-2013）傷感沙啞的田納西華爾滋，生

活什麼事也沒發生，我處在過渡狀態，剎那間轟隆隆，時代列車向我排闥而來。

山上的日子可以閒散悠長，同棟樓的阿婆、隔鄰蘇慶黎（台灣黨外運動和社運參

與者，1946-2004）的母親蕭不纏，兩人日日忙於照顧菜園；一個面帶憂色的男

子往返踱步，以後才知他是研究張愛玲的唐文標（出生香港的詩人和文學評論家，

1936-1985），他所住杏林樓還有淡水文理書店的王津平（1946-2019）。

當時美麗島審判已過，蘇慶黎某日悄然歸來；唐文標往還的《美麗島》主編陳忠

信在坐牢，陳的太太唐香燕愁容落寞走在路上。小城水深，卻是經歷年月方能度量。

有顯要住民也有牛鬼蛇神，大家習以為常

那時只納悶，為何那麼多人物全擠在這兒了，而且出奇怪異。舉例說，管財政的

周宏濤（曾任蔣中正的機要秘書，1958 年擔任財政部政務次長，活躍於台灣財

經領域，1916-2014）、作家薇薇夫人（知名作家，曾任國語日報社長）住百齡路，

有老將軍、企業家、藝術家散居社區，一對超前時代的老立委、老國代是女同志，

老立委理平頭做男裝打扮，大家習以為常。

花園新城有顯要也有牛鬼蛇神，白天有憲兵在聽濤館站崗，傍晚五點換警察守夜。

那時台灣仍戒嚴，老鄰居都識得警備總部派署的幾個暗樁。我那區域是一個過了

中年的微胖男子，他常藉口拜訪、套資訊檢查書櫃讀物，然後打哈哈告辭。

這男人與年輕的妻子常牽著兒子散步，儼然是一個平凡小家庭，然而他身上似有

霍桑（美國浪漫主義小說家，作品主要描述人的罪惡、驕傲與自私，1804-1864）

的紅十字，人盡皆知，卻也無妨他每日闊步漫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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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花園在你家裡，是你家在花園裡

傳言創立社區的建築師修澤蘭（知名女建築師，代表作

包括陽明山中山樓、景美女中圖書館，1925-2016）是

蔣宋美齡的乾女兒，對她取得位於小粗坑這塊 40 公頃

的土地獲極大助益。

花園新城是第一座在新店開發的山坡住宅，1968 年推

案即引起社會矚目。社區如觀光勝地有公園、噴水池、

動物園、遊樂場、游泳池，新城公司設有園藝組，定

期更換家戶大樓前的盆栽，李敖為修澤蘭寫了售屋文

案：「不是花園在你家裡，是你家在花園裡」。

偶爾抽身旁觀，花園新城彷彿是黨國耽溺遺夢，如詩

如畫的住宅區，有一座龐然的蔣介石像，背倚一道長牆，

上刻「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蔣公

臉部表情生動，多年後我查找詢問，得知那是鄭問在

復興商工讀書時的作品。除此，新城圓環還有一塊「國

民黨花園新城黨部」看板，張貼各種公告。花園新城逢

元旦、雙十節等與國家慶典相關節日滿山必升國旗。

我入住初期，民進黨尚未成立，山上住了許多黨外人士，

如後來出任宜蘭縣長的劉守成、田秋堇夫婦，情侶檔

黃武雄、蘇治芬；林濁水、陳文茜；那時搭公車的陳

文茜身穿白襯衫、牛仔褲，還看不出將成一代妖姬。

花園新城就如台灣的縮影，內部充滿政治張力，藍綠

互貼標籤，政治對立顯現在管委會、里長選舉及大小

選事與社區事務上。猶如封閉小村落，耳語流言滿天飛，

令部分受中傷者寧可遠遷。

風光歲月結束，在黑暗中掙扎許久

然而，山城有多嬌一面，引騷人墨客競逐，藝術家林壽

宇、莊普、賴純純、李銘盛、吳瑪悧、胡坤榮等，作家

劉俠、柏楊、管管；出版人蕭孟能、許鐘榮、郭重興等

安身；文化藝術圈的龍君兒、蔡明亮、詹偉雄⋯⋯也住

過這裡。鶯飛燕舞，還有七○年代一群當紅模特兒活躍

於此。

我記得，霧峰林家長孫的林壽宇醺然歸來，在交通車

唱京戲情景；才從馬德里學成的莊普常在週末宴客，

他的西班牙妻子瑪俐總於賓客已至、方才做西班牙海

鮮飯，眾人飢餓下先喝酒吃前菜，正餐未上時已經醉了。

你我青春正盛，高聲朗笑喧嘩到天明，也總引來鄰居

報警抗議。

當我回想新城風光歲月結束，不是因翡翠水庫完工，花

園新城被列為水源保護區而禁建，新城公司倒閉；不是

交通車停駛，住戶一夜間斷腿；不是超市關門，頓失生

活機能；不是超級有錢人撤退到對山的大台北華城。是

一件早被遺忘的過往，讓我感受社區沒落的滄桑。

其時，社區新建案常收了頭期款，卻改名重推，坑殺善

良百姓，或以同塊土地去重複貸款惹出許多法律糾紛。

當然，對外開放的遊樂場、動物園也關了，一日，有位

住在六路底公寓四樓的澳洲友人 Julie 聽到敲門聲，她

開門發現是一隻巨猿，是動物園的猴子，因為飢腸轆轆

而去叩門，以後陸續有人家應門見到牠，最後牠被通報

來的警察開槍打死。在我眼中，這隻猴子孤獨不幸的一

生，是花園新城奇異光環褪色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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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游泳池忽然走入一位僅穿丁字褲的外國人，他的步伐像葉片飄落般慢，後面跟著是莊普，他手持一桶白漆，悠閒隨意地
給這人上漆，從頭頂、臉部五官，一寸寸地塗刷……這是莊普的行動藝術作品。（藝術家莊普提供）
2  花園新城有一座龐然的蔣介石像，背倚一道長牆，是漫畫家鄭問在復興商工讀書時的作品。（攝影＝黃威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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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我記得，霧峰林家長孫的林壽宇醺然歸來，在交通車唱京戲情景；
才從馬德里學成的莊普常在週末宴客，高聲朗笑喧嘩到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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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花園新城變得平凡，並且在黑暗歲月中掙扎許久。淡薄荷綠的交

通車停駛，一部部在風吹日曬後摧枯拉朽；社區在水庫旁，但我們沒

有自來水，枯水期時，大家排隊等水車取水；入口的警衛崗哨撤了，

過去要購票進入的社區任人踩踏。新城沒有污水處理設備，還因排放

污水受罰而上報，這是山上老人最覺恥辱的一天。

是可忍，孰不可忍，躲債的修澤蘭將社區水權抵押給地下錢莊，錢

莊以維修水管為名要漲水費。新城人跳起來了，鄰居們相互串連集

結在小公園抗議，在一波波的努力下，最後錢莊撤退。但有號稱據

新城代表權者折磨住戶很久，另外由於當年新城公司規劃社區時，

宣傳所有土地公園住戶可免費享用，可是廣大土地仍屬於建設公司，

未列入政府細部計畫，因而發生公車站亭土地被法拍或如住宅畸零

地被賣掉等事。

我與鄰居打過一場場仗，只求現世安穩

青黃不接期，連中產階級都撤守，路上早已不見漂亮人物。我非常想

念聽濤館下的開闊游泳池，當時台北人以來此游泳競技為時髦。每年

夏天，我在家穿好游泳衣，披著浴巾，手拿蛙鏡就走往泳池，噗通一

聲從跳板躍入池中，覺得自己跳姿很帥。水池中有蝶式、蛙式、自由

式，雲影、日光，浪裡白條起落，那時的日子宛如蜜糖流淌。

一個有微風的下午，游泳池忽然走入一位僅穿丁字褲的外國人，他的

步伐像葉片飄落般慢，後面跟著是莊普，他手持一桶白漆，悠閒隨意

地給這人上漆，從頭頂、臉部五官，一寸寸地塗刷。識與不識滿池大

大小小被驚動了，大家紛紛起身擠到池邊觀看，嘈雜泳池變得安靜到

只於鳥鳴風動。我想起那人是西班牙籍劇場演員，聚會時見過。這樣

的行動藝術也發生過幾回，李銘盛住這兒，我們什麼沒見過！

似這般良辰美景的賞心樂事，在回憶中更增藴藉風流，或許是這點點

滴滴，讓我一直被綑綁在這塊失樂園，如此歷經 40 年。我與鄰居在

此打過一場場仗，為求現世安穩奮鬥。

說出來會惹人訕笑，當綠 3 公車開上山時；當新店捷運開通時；當全

家便利商店在圓環開張時；當兩年前自來水上山時，鄰居與我都近乎

涕零，彷如從遙遠的蠻荒一步步跨入文明。

但是其實我們什麼也不缺，花園新城有走不完的環山步道，四季綠葉

娑婆，台灣藍鵲在此生養繁殖。新城人有別於城市人，步履閒緩，親

切相守。不管先來後到，這兒總有你的位置，歡迎落腳來作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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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北往烏來方向看，尤其在新店環河路未蓋起高樓前，

這棟矗於綠坡的磚紅色大廈卓然醒目，它是花園新城輝

煌時期的註腳。

當時，建築師修澤蘭挑選視野最遼闊處起造這棟 12層

大樓，預計設計為旅館，挑高頂樓做景觀餐廳；事與願

違，最後隔間分戶出售。第一批住戶眾星雲集，有前駐

美大使沈劍虹、歌星費玉清；作家柏楊、張香華、高信疆、

彭歌、郭楓；學界的朱惠良、郭力昕等。租屋有陳文茜、

林濁水。

社區經幾輪汰洗，大樓住戶更換，原本的眾星雲集轉成

「亂臣賊子」樓，為首是蹲過白色恐怖牢災的柏楊家，經

常匯聚綠林好漢談詩論藝兼臧否人事，一室沸沸揚揚，

儼然家國興亡繫此於。賊窟竟成聖地，引得兩位總統陳

水扁、馬英九及今之行政院長蘇貞昌來問訊。

後來幾次總統大選，前行政院長張善政，他和朱惠良都

在新城時選過副總統。

柏老時代結束了，大樓有新大砲紀惠容、馮賢賢、詹順

貴及他的流氓婆林子淩；另外刺殺蔣經國的頭號要犯黃

文雄也常來大樓妹妹家侃大山，亂臣賊子台灣魂不亂，

這群人自然賊味相投，慨當以慷，憂思時局而相互爭鳴。

自然大樓內有反亂集團、藍營孤臣孽子，圖謀於大樓及

社區撥亂反正，其中有君子也夾雜小人，手法不一，倒

垃圾時段能察覺隱伏暗流，這又要等一次事件或選舉大

爆發。微妙的是，其實誰也分不清誰是正派邪派，長年

對峙視為正常能量釋放，過了又可相安繼續度日。

從眾星雲集，轉變成亂臣賊子大樓

攝影＝楊索

攝影＝陳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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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緻繘䑪䕆㜈⌽犲㊇⽱椤Ѯ㟣㢹犲民≐⋘

⪠⇑ⲟ新㩷
㨱梞⺸的勀䀥絞繗
㖿⩖咞ㅏ的Ⲛ匱咺⌡⠁繖

❝�岼�爻�仾�≮

㊇⽱椤
埧喯主義創戚人，光⇯䤹綛師。

17 㺎開始音㴠生䃄，從民歌手、㝌綋㴠團斵䧘手索主⢳，
到峮㨚創作、維㨚、⢳䕆製作，為 90 年代㴠ⰸ全才創作Ⳣ
匬。出䕇過《張小雯創作專憤》、《生活就是》、《咽䟰搃
新掕》。┍中Ѵ我㐽䡑↯來梦⌂生活ѵ偧歌手張㔾┢㈀峾搌
⢳，受到年輕㨳友喜愛。

38 㺎以義大利地中海料理為⭱䯽，創戚自有品䕋「埧喯主
義」；偧䓡過⽋泳餐欘、傅恥弦⢰。���1 年開始在新店中央
新村偧䓡私宅無菜單料理，持續剔ѡ䠛品䬇發、製作、㛡廣、
㨵♦。曾出䕇ѡ川：《我的埧喯主義》、《揯子最好➈》。
 
46 㺎時，⾶⣝靈㍳學習咺工作，現在是咯∸靈㼿絇師，個
案厲搐場屶币，也是 QHHT ⑉䨔䤹綛師。���0 年出䕇《光
的䤹綛：↯慾更新更高䕇本的自己》，分享靈㍳學習的故事。
䧢前主持䕼手⇯匬傅恥椯台《和⌂分享愛》，㟠出時間：每
抎↭㦊間 �҈ 10 烵。

䔞䔮新兎♣籮⪿《蕞玘㸫霁》的䝡硾，豤螈╭聋ⱁꀡ人䒠㸰곯，
在人生中㖪，蕞新䍕中㝡獘ⶤ一䋱耙몰的脛䨽㲳潸ꆲ。
㟨在脛㺒鎮⢳褻、⻩ゃ、㷫娬、剹㷫、絋ⲍ、渶湗⠥咀，
䭧纭┯偖地ⱁ✑和䱳筻，俠⻉귝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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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請跟讀者分享，為何離開台北，並選擇新店中央新

村重啟「蕃茄主義 ｣ ？

我在東區經營餐廳六年，黑暗的日子接踵而來，撤離

是非常不得已的。當時我有兩家店，欲轉型向銀行貸

款，成立中央廚房。才剛弄好，房東卻限我一個月內

搬家。我住新店山上，只好倉促地在山腳下租了層公

寓，將器材、桌椅塞進去。

負債、婚姻也幾乎沒了，只剩下一個廚房設備，我蟄

伏了六年；一邊照顧重病的母親，經營網購宅配，學

習靈氣，重新整理自己。母親過世後，心上的大石落

下，腦子的神經突觸好像一下子被打開了許多對話框。

有一天練功靜心，聽到指導靈菩薩對我說「救、渡、眾、

生 ｣，心裡很抗拒，不知自己能做什麼。後來想，既然

Q2. 老房子最吸引妳的地方是什麼？妳的書裡寫到，有

一棵香樁樹在等妳？

我本來就愛撿老東西，喜歡有歲月痕跡的事物，覺得

老房子有一種很濃郁的情感。這屋子原本租給水電行，

外觀被鐵皮包覆，像個鐵甲武士。拆掉鐵皮後，只是

油漆粉刷，我請園藝把庭院鋪上的水泥地挖掉，復原

種樹。二樓原本有三個房間，打掉牆面，卻留下門框；

因為門上方有鑲嵌玻璃和百頁的氣窗，很有味道。

我在二樓做個案，下午三四點，西南面的陽光會照進

屋裡，我打開後陽台的門，光線一連穿透三個門框，

光影極美，某個情境裡，像穿越時空，總感覺光是來

陪我的。

我原本要租的房子是在 11 號，後來屋主要都更重建大

樓，沒談成，但屋裡頭的老物件、植物，屋主說我都

可以去搬。唯一沒動的就是香椿樹，因為它有三層樓

高，園藝公司說移樹要花好幾萬塊，且不保證能活，

我怕的是搬動反而傷了它。

每天開車經過，香椿樹都會跟我打招呼，它是一棵陽

性的樹，五十多歲的中年男子，很挺拔也很豁達。有

一天我聽它說：「帶我走」；一個月後，我申請封街

開始移植，出動兩輛吊車，但園藝公司搬動時沒有包

覆棉被，怪手刮傷了一大片樹皮。 

看它受傷我好難過，跟它說對不起，它反而安慰我：

大自然自有修復的力量，能留在這條街上已經很開心。

「每天看到我的家人經過 ，總比去一個完全沒有熟悉的

人的地方要好。｣ 確實將它從安坑日式老房舍移植過來

的老先生，就住在後面，我給他一把鑰匙，他幾乎每

天都會到院子裡看看走走。

七年之後，它壽終正寢，死前還開花落果，現在院子

裡還有它的孩子。我後來才知道，香椿插枝就可以活，

跟箭竹一樣，每當開花就代表要死了，它們對生死的

想法，跟人類不一樣，死也是生的循環。我一直覺得

樹跟人很像，人是會走路的樹，我從植物身上學習到

定力，敞開的枝葉，則是給予，與植物的互動溝通中，

我獲得很大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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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再回音樂圈，唯有透過做菜、開店這件事，還

能看到一線希望，我決定靜下來，做一個有關「蕃茄

主義」的冥想。

冥想過程中，指導靈告訴我 :「只要找到一個地方，做

我想做的事就對了。」並給了我一個 sign——「不在

前、不在後，在中間⋯⋯」我打開地圖，查看新店的

中間在哪裡，輾轉來到中央新村。這裡有一些約莫 60

年代、兩層樓帶有院子的小洋房，還保留了兒時常見

的白橫條紅木門，非常有感覺。

當時我五十歲，走到人生中段，後來找到的房子地址

是中央五街 55 號，5 正好也是 0 到 10 的中間。到現

在這個 sign 仍然非常好用，我發現自己就是一個中間

者，負有傳遞訊息的使命，這個空間就像我這個載體

有許多的可能性，不只是用來做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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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談談為何蕃茄主義以地中海飲食為主，搬到新店後，

在菜色和型態上做了那些調整？

全世界的廚藝，中菜是最棒的，各種悶蒸煮燉⋯⋯，但我

覺得在家做菜可以不用那麼有學問。我做地中海料理的

初衷是它很簡單，使用的材料無非就是大蒜、蘑菇、番

茄⋯⋯，海鮮是我最愛的蛋白質，作法很容易上手，簡單

又不失熱情，讓人覺得做菜是有趣的。

搬到中央新村這樣的老社區，一開始不知道要怎麼經營，

菩薩告訴我：「不用擔心，妳什麼都有。也不用擔心錢，

妳動，錢就來，妳不動，錢就不來，只要想妳想做什麼。｣

這些話把我從外圍的考量推向我自己。

我決定不迎合市場，也不受過去制式菜單的侷限，提供無

菜單料理套餐，有沙拉、湯、開胃菜、手工麵包、私房主菜、

甜點、飲料。後來我體會到這個房子有家的感覺，來這裡

吃飯像是回家，因此台北的老客人，不管多遠都願意來；

捷運開通之後，更不受限於地域性。

Q4. 來到中央新村後，妳人生的重心有了調整與轉變，

請談談如何成為光的療癒師。

我開店的第一年就做解讀的工作，為個案測量脈輪能

量，進行清理和還原，我稱這個解讀的過程為超渡；但

一開始我接觸的不是人，而是四處飄蕩的靈魂。我遇過

各種動物靈，小昆蟲、人類，甚至史前時代的暴龍；我

看見牠走避不及，被流星擊中，卻不知自己發生了什麼

事，一直不曾解封。

剛開始我很痛苦，他們會上我的身，必須幫他們處理問

題，唯有他們解脫，我才能解脫。有一天，我在山上遇

到蜘蛛精，看見他收留了一個死在池子裡的女生。蜘蛛

精告訴我，他在這裡很久了，很多人和動物的靈體都在

流浪，沒地方可去；現在我來了，這些靈體想要跟我走。

我發現他很善良，即使已變成那個地方的老大，做的就

是收留流浪漢，一點也不恐怖。超渡並不像宗教儀式那

麼複雜，就是光的源頭的接引，將低頻送上光的高頻，

透過我這個媒介，我上升了，他們就跟著我上升，讓靈

魂回到源頭。雖然每次超渡，我就得跟著他們死一次，

過程卻很感動，對生死看法也有了不同。

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我從能高越嶺下山，看到一個日

本兵，他斷臂殘肢地倒在地上，但靈魂還在旁邊一直打，

同行夥伴看著我一直揮拳，我心想，到底要打到什麼時

候？他說：「身為軍人，就是要一輩子戰鬥。｣ 我只好大

聲吼出來：「你已經死了，可不可以好好安息！ ｣ 突然

他整個人消氣，靈魂回到驅殼裡，那句話把他喚醒了。

原來人的罣礙可以這麼久，從霧社事件到現在，他不相

信自己已經死了，意志力一直撐在那裡。聽起來是不是

也很像人困在某個執念裡？一個人的頻率低到谷底的時

候，就跟鬼差不多了，人與鬼之間，也就是一念之差。

每個人多少都有一些過不去的事，我開始用我的解讀能

力，解開其身上的負能量，鬆開綑綁之後，能量上升，

人就變得輕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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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5. 妳在書中談到疫情有其美意，人類在其中有該做的功課。最近餐廳生意不免也受到衝擊，妳如何調

整腳步因應？

在經營上來說是遇到大困難，人突然不見了，影響從去年三月就開始了。我把最後一筆勞退解約，讓自

己心安，看能用到什麼時候。其實是交托出去；如果老天讓我存活，表示我有存活的必要和價值，就繼

續往前進。就現實來看我們沒有退路，既然沒退路就不考慮停損，開這個店不是來賺錢的，是讓我來做

事，讓員工有收入，讓朋友彼此分享成長的交流，不光是餐廳那麼簡單。

疫情以來，生活有很大的調整。以前是預約制，下午三點前我都在練功、寫東西。三級警戒打亂了生活，

要做外賣，中午就得開菜單，思考臉書發文要寫些什麼。我不想只 po 菜色，喜歡寫下與客人、夥伴的

互動。因疫情重出江湖的佛卡夏麵包很受歡迎，好多客人帶來酵素茶、水果、薑絲洋芋燉肉等，幾乎每

天都在收禮物，人與人之間就是一種能量的交換。 

甚至有客人拿了一疊錢，我嚇死了不敢收，他說：「妳收下，就這樣子，我要預付以後來吃飯的錢。｣

口罩雖然遮住了臉，但擋不住感動。我身邊一直有很多這樣的朋友，包括借我錢還銀行貸款的好友，我

常想我何德何能，我總要繼續做事。所以疫情對我的影響，就是比從前更相信，老天自有安排。

Q6. 妳喜歡爬山，親近大自然，請為讀者介紹新店附近的山林步道。

我常去烏來、三峽登山，最近因為疫情有所限制，就近去新店屈尺、翡

翠水庫一帶。屈尺國小好可愛，景觀公園也跟大自然很貼近。往裡面濛

濛谷方向沿著公路開車，大約二十分鐘，可以看到大桶山入口，山林與

溪流很舒服，有一條路可以走到茶園，眺望翡翠水庫，非常漂亮。最近

去的人少了，步道上多了許多螞蟻窩，我在森林裡吟唱，也看到有年輕

人帶著非洲鼓在山林小屋裡，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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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介 紹

曾祥軒
鶯歌在地人，從小就對陶瓷藝術有興趣，就讀鶯歌高職時，奠
定陶瓷彩繪的技巧，進入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後，持續發展立體
成形的技法及多媒體素材。近年來作品持續在國際亮相，入
選 2020 年台灣國際陶藝雙年展、台灣青年陶藝獎、台灣金陶
獎等。

1  月影杯｜材質：瓷／白金｜尺寸：9.5×9.5×3.5cm

以月亮週期的弧度為發想，將層層的色澤變化在銀白色的月光映照出珍珠的光輝，如同一曲歌一杯酒的情境意象。
2  一襲青花相｜材質：瓷／鉑金｜尺寸：33×33×77cm

將旗袍的曲線美融入青花瓷中，呈現出玲瓏的女性美與濃厚的東方韻味，將花的色、香、韻繪入如絲緞般光滑細緻的瓶身中。
3  晨曦暮色｜材質：瓷／白金｜尺寸：17.5×17.5×6cm

由細膩的青花勾勒出花的筋骨，加以填色渲染出青花的墨韻，並以鎏金搭配青花的彩繪，交織出晨曦暮色所綻放的玫瑰花語。

Q1. 請說說在新北市居住、念書、工作、參與新北創
作獎項的經驗。

我家住新北鶯歌，從小就對陶瓷有興趣，就讀新北鶯歌

高職陶工科，要獲得這方面的知識與傳承也較容易，陶

瓷界的涉略範圍相當廣，創作過程的失敗率也很高，感

謝許多老師傅傳授經驗幫助我。

進入位在板橋的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系之後，開

始有了更多材質與立體造形方面的嘗試與突破。2012 年

在鶯歌成立祥軒藝術工作室，獲頒新北市技職之光，新

北市美展雕塑組優選，第一屆新北市陶藝獎入選。

Q2. 從事陶藝創作，影響您的老師或前輩藝術家。

我從小就喜歡美術，高中時除了繪畫，希望多接觸立

體創作，選擇就讀鶯歌高職陶工科，並拜師於存仁堂

汪弘玉師傅門下學習青花瓷繪，也加深了我對陶瓷裝

飾的興趣。後來到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學系就

讀，習得多種媒材的應用，在留澳學術博士梁家豪教

授的指導下，將傳統技法與創意思維融合，為我帶來

更多的衝擊與想法。

我的作品除了呈現各式手繪陶瓷器皿，也進一步發揮在

釉藥成色、裝飾技法及立體造形，並以自然元素為發想，

連結人的生活與自然生態的關係。

Q3. 請跟讀者分享，未來一年將進行的創作計畫。

啟發思考，發現藝術與技術的應用，並以花的結構與色

彩搭配東方元素，詮釋出特有的文化氣息，將傳統落實

文化生根，藉此傳達自然凝聚共生的力量，呈現不同樣

貌的生活記憶，並延續新的生活故事。 

技術的傳承，運用視覺誇張化，加上傳統文化的內涵，

將花的元素利用在創意商品上，將藝術商品化，生活藝

術化，並賦予全新的設計美感，使工藝品成為生活中的

主角！

撰文．作品圖像提供＝曾祥軒

整合傳統與現代的

藝術語彙，

加入創意元素。

濊 㹨

1 2 3

城市生活的便利，對上班族很有魅

力，但是藝術工作者，都市的快速

步調反而成為兩面刃，如何在享受

便利的同時，找到創作的空間；本

期《新北市文化》季刊，特別邀請

在鶯歌從事陶藝創作的在地創作

者，以及在板橋 435藝文特區駐村

的藝術家們，分享他們的創作歷程

和作品；創作不是只靠突如其來靈

感的即興創作，這些藝術家們認真

觀察在地生活場景，跟地方的情感

連結成為作品最大的養分，以下是

三位鶯歌陶瓷創作者和四位在板橋

藝術村駐村藝術家的創作分享……

專
題
企
劃
．
採
訪
執
行
＝
黃
威
融
．
賴
玥
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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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孔雀開屏
透過多層次施釉與厚薄拿捏，在烈火淬煉下產生出孔雀斑紋。鼓勵大家遇到任何困境都要懷抱希望，像孔雀
一樣努力讓人生光彩亮麗！
2  木葉天目
在 1260 度的高溫窯燒下，讓葉子與釉藥相互融合，呈現出完整葉脈與釉彩的獨特性，適合品茶把玩，倒入茶
水欣賞杯中的秋紅之美。
3  蝶戀花
蝴蝶翩翩，花兒嬌豔，相互交織，浪漫逍遙。1260 度的高溫燒製，透過多層次交疊施釉，創作出蝶戀花浪漫
唯美的氛圍。

1 2

3

撰文．作品圖像提供＝邱毓寧

跟隨父親腳步，

傳承陶瓷釉彩與創作經驗。 濊 㹨

作 者 介 紹

邱毓寧
1995 年生於桃園，從小在新北市鶯歌長大。2015 年自國立台北商業大學資管系畢業後，決定跟隨爸爸邱奕志的腳步，
傳承父親四十年的陶瓷釉彩與工藝創作經驗，並注入創新思維，研發孔雀系列釉彩，於 2018 年受 「鶯歌燒」評鑑為優
質在地作品。

Q1. 請說說在新北市居住、念書、工作、參與新北創作獎項的經驗。

我從小玩樂成長的地方就在鶯歌陶瓷老街，在這個古樸又充滿文藝氣息的地

方生活，這裡是我的根基。就讀鶯歌國中時，在何振源老師的帶領下，我們

每個假日都會去鶯歌陶博館當導覽志工，那段期間收穫了很多陶瓷的發展歷

程與知識，對陶瓷的興趣也漸漸萌芽。20 歲那年從北商大資管畢業後，就

決定跟隨父親的腳步，踏上「陶瓷釉彩的冒險之旅」。

Q2. 從事陶藝創作，影響您的老師或前輩藝術家。

影響我最深的是我的父親邱奕志老師，爸爸的作品從小陪伴著我成長，長大

後我意識到這項技藝可能會失傳，加上興趣使然，於是決定走上陶藝創作這

條路。

爸爸鑽研釉藥四十餘年，教會我的不只是如何研究釉藥，而是要用什麼心態

與心境來走這條路，他從不會要求我該怎麼做，而是告訴我：「研究釉藥沒

有捷徑，就是要不停地試驗。」「在別人眼中不可行的作品，我們要在裡面

找出一絲絲可用之處。」

Q3. 請跟讀者分享，未來一年將進行的創作計畫。

近期受到疫情影響，讓原先的規劃有了變化，接下來的一年將調整步調，放

慢腳步，去做更深入的實驗與嘗試，不論是配方、技法或燒成曲線。

我覺得一件作品的誕生跟作者那段時期的心境有很大的關聯，在我各系列的

作品中，像是《孔雀開屏》、《木葉天目》、《寫意汝窯山水》、《蝶戀花》⋯⋯

都能呈現出我每個時期的心境，所以我也很期待接下來這一年能創作出什麼

樣的作品。

影
響
我
最
深
的
是
我
的
父
親
邱
奕
志
老
師
。

爸
爸
鑽
研
釉
藥
四
十
餘
年
，
教
會
我
的
不
只
是
如
何
研
究
釉
藥
，

而
是
要
用
什
麼
心
態
與
心
境
來
走
這
條
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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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作品圖像提供＝張振興

師徒傳承不只是技術，

還有人生智慧。

作 者 介 紹

張振興
畢業於鶯歌高職，科班出身，熱衷投入陶藝是畢業後在老街當陶藝老師的經歷，和小朋友接觸，發現簡單真誠的創作
快樂。學生時期參加過全國青少年金鶯杯陶藝競賽獲得第一名，畢業後陸續受邀參與新北市藝術家雙聯展，擔任新北
市致理技術學院社團陶藝指導老師。

濊 㹨

1  蒼墟，燈塔
「蒼」代表綠意，經過海浪及海水的侵蝕，外面呈現出破舊滄桑感，但卻有一群青苔新生命披
被在燈塔上，使燈塔不再孤寂。此藝術品在茶器美學中擔任茶道具置物桶。
2  鑄壺簍雕，壺爐煮茶
將柴燒、鐵鏽釉、鈞釉等釉色，搭配鏤空、雙層坯體等特殊的塑型技法，做出像是古器般華
麗燦爛的壺爐組，最後輔以金銀、珊瑚等多元媒材，完成典雅奇異、特殊結合的作品。
3  黃金流翠，焙茶燈
焙茶燈結合鑄鐵、黃金流翠等釉色搭配鏤空的雕花技術，每個都有不同的氣質，除了擺設觀
賞和照明的功能，焙茶燈的上方蓋子掀開更可以置入茶乾，加溫去除茶乾殘存的濕氣，兼容
美觀實用。

Q1. 請說說在新北市居住、念書、工作、參與新北創作獎項的經驗。

我從板橋到鶯歌高職就讀陶瓷工程科，本來對陶瓷完全沒有興趣，遇見一位

學長，他對陶瓷的熱情讓我感覺到陶瓷的魔力，進而打開陶藝之路。經由學

長的介紹，到陶瓷老街半工半讀教陶藝，直到畢業當兵回來都是在陶瓷老街

擔任陶藝老師。後來因為想精進技術，轉而去許朝宗老師工作室學習。直到

許老師鼓勵我自行創業，就這樣從 2013 年做到今天。

Q2. 從事陶藝創作，影響您的老師或前輩藝術家。

從事陶藝快 20 年，我最感謝的有老師也有學長，尤其是剛得到新北市文化

局認證人間國寶的許朝宗老師，他讓我了解陶藝生態及創業過程中，技術不

是全部，而是做人處事的方式。很多人都問我，跟著許朝宗老師學到什麼特

別的釉藥或燒窯方式嗎？但是拜師不只是學技術，還包括日常生活小常識，

以及如何面對收藏家，述說創作理念，學到太多了。

Q3. 請跟讀者分享，未來一年將進行的創作計畫。

我的創作風格主要是利用簡單釉色，配上幾何圖形，本身雖然有拜師學釉藥

技法，但因為我是把釉藥當作作品的衣服，而不是把釉藥當作研究的創作者。

未來一年的創作計畫，是朝向生活體驗家的模式，將生活所思所想所感轉化

呈現在作品中。

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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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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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Story 狰 Living Here, Creating Here.⽦榔㡸∮狰⪠新北䠘䁕，◀新北☃⋾狰⋾爻咺⋾⡄

緩緻繘⋾⡄⪎⑫㜈⌽犲緶緒㏪Ѯ㟣䴢犲彮䚢⋘

來台灣以後，

我的作品多了很多色彩。

⋾ 爻 ≮ 倏

 Satoru Kondo
㤕伪攝影創作者，1969 年生於㤕本㪗≏，喜⪃⏋㢘藝術大學 (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 ) 䡚㲍，㟸長拍攝生咺㺗
以及生⠁力的題㩶，曾在 2013 年䙯得 Sony ↺界攝影大䙋「自然 & 搏生」燭殶䙋，是丌一位䙯得此㺦㳎的≁䁌人。
2013 年咺∵動孴刵藝術家烛心␃合作，在台北市政府㚲運↺弼中心站⾶出「相遇時刻」公┈藝術作品。2019 年忛ガ文化
園區㡬承工程位在忛ガ㪗街的工程⪅佈，以「TIME」為主題，集合成☭⪃小 100 位小㨳友的影⑫和在地居民的老照䕆，
⇖連成一㮾時光長絏。2020 年於新䷙剔術爎⾶出「匱人䥴㒔 workers」及板橋 435 藝文特區⾶出「⽛塱–TREASURES」
岛畫。

Q1.

我於 2008 年開始⼁居在台䍫，住在板橋府中，從住家

的┄㴱䵷外就可以看到䆄棽ⲍ市，植然ⓟ䈌➺椓匬，但

很喜歡人群熱鬧的感覺。在板橋住了6年，期間㜓了地方，

但都在ⲍ市附近，搬到台北Ⲛ㻩後，現在最㔽㍂的還是

ⲍ市的㿕爌、爼廇各、䏪䚆住、䓔彝繙繙

因為交通便利、地緣的關⍢，選擇 435 駐村，很喜歡這

裡的環境，可以⻰心自在地創作，去Ⱀ☮和不同岛畫、

不同橄⭖藝術家的合作㵽會。來台䍫以後，我的作品有

了很不一樣的轉帋，也許是因為環境，┢☮上有了⻑子，

和以往的作品相較起來，多了很多唡彩。我一䧨認為，

台䍫是唡彩很廑⼲的地方，從住家附近的⽟紇到周邊街

縒，⩓壵可見不同的橺唡，無㊴⇯中，也愛上了台䍫的

多ⓝ㍳唡彩。

Q2.

去年因為「䉸㍂咽生活節」，文化⾡希望帔大家┢絿認識

府中這個地方，為社區䡑↯俙敄。我認為攝影最獨特的

⒓⏜就是俙敄。因為外在環境不㣩在帋，而↸速㈀很快，

䳱不䡑㑘就敯過了，就⑫板橋烛䫦市場現在也在㡬建中，

我們⢱一❯有透過攝影，岫↯這一刻。

人是廑⼲地方的「⽛塱」，因此「⽛塱」岛畫有了⣝動的

㵽會。在⽋棔拍攝前，花了 3 Ⲛ忧訪烛䫦市場附近的店

家，和⣅店老栃們匆匆Ⲛ，峲⣎他們拍攝的㑘檃的同時，

也發㛒他們的故事。後來的攝影⾶，也邀請老栃們來❊☮，

無㊴⇯中☮㊉他們的地方認同，捳居間的親切∵動好⑫

大家㈇，覺得很有㑘思。

Q3.

䫠期內植然㾮有新的作品發嬀，但未來會繼續㩃人䕨攝

影的創作㴿式，㙓㛒不同地方、不同匱㲍的故事。我對

於人⑫的㚒㚆很爿緼，因為人的活動，⍣縊社區活倶，

㫴個程㈀具有地方感。而攝影不僅是一個䖿㒔的㚒㚆，

很多時⎹⻪是一個ⷽ≮，⇖起地方重新認識自己的方式。

就⑫⇯前在台⛟忛ガ㪗街「時光⇖䁚藝術岛畫」，還有新

䷙「匱人䥴㒔 workers」藝術岛畫，䠓咦是⇯前烛䫦市場

「⽛塱」岛畫，都是以「攝影」作為藝術嫦動的出發烵，

創承和社會的連倥。未來也希望我的作品厲ⲑ不僅是放

在藝絏或紫䕨爎縟種䥳䧆子空間，可以➖外延⋚，放大

到戶外空間，也許是大型䕅面或街區，厲ⲑ把藝術和生

活倥合，㖕䬦藝術的界線。

㪤㵩

1 2 3 4Ѹ⽛塱ѹ岛䡣
㪤㵩烛䫦市⮪嫰⛊≝䕨㡐㋂岛䡣犯⪠烛䫦⇑充市⮪─㝢岿咜㥲㡐㋂㯺繗緤勀栃⎱㆔爿≹⎱絎㤕ㅄ⋾⌡䠡的爘紡
紬㨵孴繗䧕搐⪠ 5 紤晖⊈─繗㚒㚆≹⎱㨨䨓⽋繕咞䐼的㵁⺸繖
5 6  TIME-忛ガ㪗嫰㥲ⓣ⇖䁚塿緙岛䡣 2019-2020

7  忛ガ㪗嫰↮的㣮ㅄ⪅佈繗⟌䛺緶緒㏪星橙↯㕖☭⪃⽱的⻑⺸⎱愠㋂繗帔㹿⪠㡬帋㺓❷嫰縒的縑䳯繗⾶䛺▍䡮
⊆䁕䉝的㵁弌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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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Story ｜ Living Here, Creating Here.封面故事｜在新北生活，到新北創作｜作者與作品

撰文．作品圖像提供＝張徐展

傳統紙紮工藝與雕塑物件，

結合動畫與電影，

顛覆既定認知。

作 者 介 紹

張徐展
以動畫作為藝術創作的實踐，並結合傳統紙紮工藝與雕塑物件，揉合錄像裝置、擴延電影、多頻道投影，探索擴展觀
影經驗的各種可能。2018 年以錄像動畫《Si So Mi》入圍第 55 屆金馬獎最佳動畫短片獎。 近期新作展出於日本橫濱美術
館「橫濱三年展」。

Q1. 請說說在新北市居住、念書、工作、參與新北創
作獎項的經驗。

我在台北出生，一歲後在新莊長大，小時候家裡後面都

還是荒草，記得家人還會在那裡種些簡單的菜，自種自

栽，常有一些野狗在那園地聚會。隔了幾年後，家裡附

近走路不到一百步的地方，蓋起了大樓，一個名為「鴻

金寶」的百貨（沒錯，就是同香港武打明星洪金寶的發

音），小時候沒事時都會在那棟百貨遊蕩，接近頂樓的

地方有保齡球館、碰碰車，四樓還有一家首輪電影院，

區域向外擴散，圍繞著藏著寶藏的菜市場、地方信仰的

廟宇、各種餐飲連鎖店，新北市的各地似乎都有不少像

這樣的小型商城，像是小型聚落一樣。

當然，新北市這樣的各種小聚落裡，也藏著不少各式

各樣有趣的人，聽說慧慈也住新莊，在新莊搭公車還

有機會遇到她，我自己是還沒遇過，若有機會想請教

她跟她的娃娃平常的對話模式與交流方法，以及她對

大眾蠻不在乎的勇氣；對我來說，新莊就像大衛・林

區記憶裡描述的費城，存在著各式各樣如怪夢中出現

的人，散落在各個角落，以無秩序的自由方式，在有

秩序的日常裡生活。

Q2. 您出生在新莊百年紙紮手藝的新興糊紙店，這個
背景對您的創作有何影響。

我覺得最大的影響應該是對禁忌的顛覆，大家平常較少

有機會見到的喪葬文化，在我的生活裡卻是一種再平常

不過的日常。所以對我而言，我從來不會把它當成既定

印象中的紙紮，倒是很多象牙塔的想像會投射在這層外

皮上。而我對重新顛覆這個既定認知更感興趣，顛覆的

方法有很多種，其中一種方法，即是在顛倒印象的起手

式裡，混入一點點日常生活的觀察，成就一杯像喜宴上

用來整新郎的特製調酒，而那些被人在生活中忽略的事

物，就是配料。

Q3. 請跟讀者分享，未來一年將進行的創作計畫。

2020 年獲得德意志銀行年度藝術家獎（Deutsche Bank 

Artists of the Year 2020）的獎項，正在籌備 2021 年於德

國柏林美術館（Palais Populaire）的展出，新作品將結

合跨文化相似的民間故事，並以台灣動物藝陣扮裝為靈

感，以擬動物化的祭典人重新詮釋一段過河民間 / 童話

故事，希望完成後明年有機會在台灣發表，也期望疫情

期間的大家都能平安。

1  Si So Mi

以新莊四維市場發現的扁老鼠乾屍作為創作的起頭，重新想像生與死的現場，並編織了一段舞蹈，透過舞蹈述說牠們自己的來來去去。
2  動物故事系列 - 魔山普陀巖｜場景裝置：報紙、漿糊、顏料、玻璃紙．2019．關渡美術館．攝影：吳俊諺
正在進行的新作「動物故事系列」延伸的裝置作品。這次除了錄像動畫，亦將結合空間的聲音裝置。在展覽現場則是以台灣的醒獅鼓與印尼的甘
美朗做跨文化的混合，此作品也與專業音樂人進行合作。
3  Newpaper Skin -NTMOFA

我的作品運用了很多各式各樣的紙材質進行創作，有時更會運用報紙進行空間裝置的創作，報紙是傳統紙紮常用來作為動物神明的身體肉身基
底的一種，而我把它轉換到我的動畫空間裡，並取了一個名字稱為「紙膚」。

板 橋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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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Story 狰 Living Here, Creating Here.⽦榔㡸∮狰⪠新北䠘䁕，◀新北☃⋾狰⋾爻咺⋾⡄

㟣㢹繘⋾⡄⪎⑫㜈⌽犲㈭椻絎

新北有時讓人覺得

嘈雜擁擠，

稍微離開一點就好。

⋾ 爻 ≮ 倏

1982 年生於新北市新嘵。⪃立台北藝術大學剔術創作䮙ⱜ䡚㲍，曾燨居㤕本㶉䋹多年，現在生活咺工作在板橋。主要
⌡䠡㿕畫為創作ⷽ㩶，以個人生活裡␔遇的現⽋景䕨為對廢，㛛岡≭㤕的具廢儴畫可嬀現⇯㨀㥗、㺃義㍳和㗽廢㍳。
作品曾在⪃內外剔術爎、畫絏咺㨧代空間中⾶出。

Q1.

我出生在新嘵，㍂的是大䨲紇㣲的新嘵⪃小，䡮時還❊

☮了由小尓園㛆中☕團所㆔橄的⓫䷅㛆中☕團。小時⎹

就對畫畫有咻趣，便去币了板橋新⭋⪃中的剔術班，從

此便忧上了剔術學習的縒恥。高中⇯後植然到台北市就

學，但在㍂⪃立台北藝術大學時也因離學㭄近，☮上租

金便⼃，有一段時間住在䃶㽐䷙⪅還有八里一㆔，在縟

邊可以有較大的空間䡮作自己的畫⼋，也因此有㵽會對

䃶㽐㿏附近的文化㺓❷有更縊一步的認識，我㐽這種種

偧汶都是對藝術⣝址、㛛索很重要的縸分。

Q2.

我較㤙的一個作品俔▨是以二重䢇䁄縒為主題，這個⮚

桯外的空間可以說梠了愿嫦便縒外，是一個❯有公園側

地和各式縎㓰場所的特㺦、俬侔場⭖。而↸視搏開闊，

椓∥的都市㴱絞也都被⮚桯债縗住了，㋈㋐❯有身在縟

樣過䄴㍳的地方時，我們才厲得到䨓正的放鬆咺⤖㎻。

新北债我的感覺就是燭⋞這哝，植然平常工作或生活有

時帔人覺得⦃椓擁㠓、⤖不過㼿，但是❯需要䳱絖離開

一烵緲離，就可以找到許多厲䤹綛人心的地方風景。

Q3.

我燨居㤕本多年後在去年⩖台，䧢前⌡䠡位於板橋 435

藝文特區內的藝術家工作⼋。因為從小就對附近環境䈌

熟㏕的，厲ⲑ一⩖來就在這裡工作⽋在帔人感到很親切。

未來一年我會持續這━年新開⾶的⼋內 / 榎䕨俔▨，㐽

呈現㤕常生活景䕨中帔自己感到有些㗽離的䪠間。植然

不知縒⇯後疫情的影縰程㈀，但樾岛⽬會❊☮≭年的台

北⪃棔藝術紫屏會，年也會分別在台中的䲵ⓝ藝術中

心有個⾶和❊咺⛟㗖㻯儫剔術爎的匩⾶。

㪤㵩

1  㵩 -3 狰㿕絕絯繁ㅡ繘180×180cm繘2009

扼⊙慸㤙㩅的⋾⡄繗䡣的⛺㥟⪠䢇䁄縒─䧿◀的㵩↯櫑㦞繗島爿⪠䛺⽋綗⯶⇑絆㖿扼㵁㗽廢⽌榎的㼷⪅繖
2  櫑㦞 A 狰㿕絕絯繁ㅡ繘72.7×60.6cm繘2018

縂縑∾絖的帋㊴咺㭩㦞縚❜繗⪠䧿⋞絎╴的燨縎櫑㦞學䚦絆⺿縎㕸繖
3  烩唡的㭯⺸↮狰㿕絕絯繁ㅡ繘80.4×65.2cm繘2019

欲㭯↮◩ⳬ㠭㡱的↤∾椓䕨繗縂縑倆㌑屒⽄繗㤕㆖的␔䐼∃厲候➍▍↤∾㨱怚的㗽廢䡣榔倥絾繖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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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Story ｜ Living Here, Creating Here.封面故事｜在新北生活，到新北創作｜作者與作品

撰文．作品圖像提供＝林辰勳

突破個人內省式

的創作思維，

更觸及公眾議題。

作 者 介 紹

林辰勳
1992 年生於台北，畢業於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雕塑系碩士，致力於雕塑創作，專精泥塑與景觀藝術。作品樣貌多變，以

「人」作為創作核心，從現今社會上種種意識衝突的遭遇為主軸，關注社會發展所產生的生活無力景象，並不乏追求創
新，歷年作品獲得國內各大獎項肯定。

板 橋

1 2  非理性偏愛 Irrational preference ｜ FRP、現成物．184×61×56cm．2016

兔子以雙角的新樣貌凝視於被切下的雙耳，如同人類不滿足於自身樣態，須以切割、剝奪、殘害其他物種，
滿足自身最原始無意義的慾望。
3  限 像 3 - 無 辜 的 安 逸 時 代 Limited appearance lll - Innocent of cozy generation ｜ FRP、 現 成 物．
152×93×111cm．2017

「限像」系列的作品，不斷以物和人的關係作為核心，傳達「物因人而異化，人因物而分量」的概念。

Q1. 請說說在新北市居住、念書、工作、參
與新北創作獎項的經驗。

進入雕塑藝術領域迄今近十年， 前年退伍後，

成立了工作室，嘗試接觸公共藝術的思維，

工作室合夥人進駐 435 藝文特區；在合作討

論的需要性之下，有幸多次造訪此地，對此

地漸漸有了認識，便開始喜歡， 其中以「人文」

特質令我最有感觸。

過去於瑞芳金瓜石有個人工作室，臨山面海、

遠離塵囂，對於創作上習慣冥思的我而言，

是相當舒適的地方；然而環境缺乏「人」的因

素則成為其劣勢。長期獨處埋首創作，未能

有太多機會與他人交流。創作生涯迄今近十

載，嶄新的一年開始，希望創作上的缺陷能

有更大的解決、創新。

Q2. 您曾參與執行「板橋 435 藝文特區 VS

板橋國中『船遞』裝置」藝術計畫，請介紹
這個創作計畫。

「當藝術作品被擺設到一處空間場域時，不是

強行介入，而是適才適所。」這是我們在公共

藝術、景觀雕塑和空間藝術設計時，所秉持

的初衷。藝術作品與在地民眾參與並對話，

是作品設計最重要的條件。

以《船遞》為名，取於諧音「傳遞」，座落於

435 藝文特區正門側旁的入口道路，嘗試保

留既有紅磚牆、電纜線的原型，電線隨機且

有個性的彎曲弧度，有如板橋在地歷史「枋

橋」流水的輕柔悠遠，故藉此連結之。

Q3. 請跟讀者分享，未來一年將進行的創
作計畫。

持續參與全國與地區性美展的雕塑類競賽，

全力籌備個人展覽。 如何突破個人內省式的

創作思維，更觸及公眾與社會議題，讓作品

脈絡中對「人」的議題的操作手法更多元，將

是今年最大的課題。

希冀透過更多與人面對面的接觸，不論是與

駐村領域藝術工作者的心得交流，或是實際

與社區民眾互動交流，能成為創作上衝撞與

突破的一大助力。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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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自 107 年推動「貢寮老街駐街在

地創生計畫」，於 107 年 6 月 24 日啟用「貢寮街有機書

店」，不僅成為在地的「社區圖書館」，更於 109 年 4 月

招募到手工藝品製造團隊「月桂樹工作坊」進駐老街書

店，為地方注入新能量，看到不一樣的貢寮老街。

貢寮街有機書店靠著交換書來活絡地方，更經由「東北

角書店聯盟」各書店間的串聯，號召地方居民參與來持

續活絡，並於月桂樹工作坊的創辦人蔡旭榮及顧佩莎的

進駐後有了不一樣的改變。蔡旭榮早期從事樹酯工藝品

及紀念品藝術性提升的開發打樣工作，後自營工廠，營

運至今已有包含來自瑞士、德國、丹麥、日本、美國及

台灣的合作夥伴及客戶，產品屬於少量且多樣客製化。

近年因父母年事已高，於是著手計畫並尋找適合地點和

從業人員，發現貢寮街有機書店非常適合當工作室，因

而進駐偏遠鄉鎮來從事人力手工生產。

貢寮老街透過企業進駐貢寮街有機書店，為地方投入新

的能量，也為地方創造工作機會，讓有機書店產生更多

樣化的面貌；更透過月桂樹工作坊的進駐，讓空間活用

更加提升。歡迎大家下次經過貢寮時，來體驗這樣別具

風格的慢活步調。

美麗宜居的新北，
來自這群人不懈怠的努力。

封面故事｜在新北生活，到新北創作

時代的浪推著我們前進，城市環境也必須迎頭
趕上，隨時改變與更新，在此情況下，也衍生
出一些社會議題，如農村人口外流、城市綠地
減少、偏鄉與城市發展不均等，都是我們現今
關注的課題。而城鄉發展局的設立，就像是城
市的願景規劃師，協助了解城市現況、發現問
題、整合資源，打造更為友善的居住環境與空間。
這次我們就從近一年來的規劃成果，一同見證
他們的付出與努力。

圖文提供＝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社
區
花
園
．
濕
地
公
園
．
有
機
書
店

新 莊 貢 寮

三 芝

Cover Story ｜ Living Here, Creating Here.

特 別 說 明

原文收錄在新北市政府製作的《城鄉發展月報》第 149、158、159

期。感謝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的鼎力協助，同意轉載。

手 工 藝 品 製 造 團 隊 進 駐 的 社 區 圖 書 館

貢寮街有機書店

1 月桂樹工作坊進駐貢寮街有機書店。
2 在地社區媽媽認真專注加工產品的身影。
3 月桂樹工作坊內部陳列。
4 進駐企業月桂樹工作坊的創辦人蔡旭榮先生及顧佩莎小姐。

1

2

3 ４

7372



封面故事｜在新北生活，到新北創作 Cover Story ｜ Living Here, Creating Here.

小 孩 與 銀 髮 族 最 愛 的 社 區 祕 密 花 園

三芝洗衫窟

三芝洗衫窟舊街區，是早期當地居民共同清洗家庭衣物

的地方，可視為早期凝聚情感的聚集地，後因傳統產業

興衰使得該區逐漸少人關注而形成社區暗角。近年來因

文史紀錄、青年回鄉經營，讓在地的文化脈絡得以留存。

新北市城鄉發展局與社造夥伴，在 2021 年 3 月 20 日齊

聚新北市三芝區的福成社區洗衫窟，舉行「109 年度新

北市社規師暨營造點」成果發表會。活動會場「洗衫窟」

即是營造成果之一。

三芝福成社區舉辦多場居民可參與的活動並實作工作坊，

將洗衫窟整理美化，賦予新生，並串聯社區兒少陪伴據點、

開心農場與居民活動據點，讓「洗衫窟」成為孩童與銀

髮族共融的社區祕密花園。更透過連結瑞芳社造夥伴，

讓老街的瓶燈點亮入口的陰暗川廊。

本次改造計畫也期望延續社區的動力，與在地團隊、

社區發展協會合作，並以居民手作、共同討論的方式

將實際需求納入，齊力完成三芝洗衫窟場域再造。如

今洗衫窟已有大片草原供社區進行各項活動，同時也

成為社區孩子們的第二教室、社區遊樂場，連結老中

青三代的社區庭院就這樣從今天開始，在大家的共同

努力中持續改善。

延 伸 資 訊

想更了解社區空間改善成果的市民朋友，可以至 FB 粉
絲專頁「新北市社區規劃師」（https://www.facebook.

com/ntcplanner）獲得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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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志工服務隊利用天然素材營造多孔隙的昆蟲公寓，提供多樣小生物居住空間，昆蟲公寓的一磚一瓦都是志工隊的
大小朋友們一起努力營造而成的。
4  志工服務隊於 110 年 1 月辦理成果發表活動，分享塭仔底濕地豐富的生態資源。
5  志工們也設計了護樹圈，保護樹木不易受到割草機的打傷。
6  志工透過社區規劃師計畫營造塭仔底濕地旁的樹木休憩椅。

封面故事｜在新北生活，到新北創作 Cover Story ｜ Living Here, Creating Here.

原 生 植 物 達 1 0 0 種 以 上 的 昆 蟲 水 岸 公 寓

新莊塭仔底濕地公園

新莊塭仔底濕地公園與中港大排相連，為新莊人重要的

休憩空間，新莊社大濕地志工服務隊有感於副都心人口

成長對於公園生態造成衝擊，參與新北市城鄉局 109 年

社區規劃師計畫，打造昆蟲公寓、植物護圈、歇腳椅，

期盼創造人類、城市、生態共融的環境。春天不想去各

大景點人擠人，不訪來到中港大排與塭仔底濕地公園悠

閒散步，或許能發現來到昆蟲公寓的第一批可愛住民。

新莊社大濕地志工服務隊表示，公園內原生植物達百種

以上，曾吸引紅冠水雞、白腹秧雞等鳥類築巢下蛋，是

都會區裡少見具有生物多樣性的濕地生態公園。本次運

用疊石生態工法改善邊坡表土沖刷現象、設置護樹圈預

防除草機打到樹幹，並釘製框架，填置孔隙大小不一各

式材質，形成昆蟲公寓。減少被鳥類掠食機會，並可讓

小朋友近距離觀察生物的多樣性，讓下一代在都市中更

有機會接觸自然生態。

1

2

3

４

5

6

延 伸 資 訊

想更了解新莊環境改善的市民朋友，可以至 FB 粉絲專頁
「守護大新莊人文生態聯盟」（https://www.facebook.com/

groups/492814350772130/）獲得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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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新北市多了許許多多特色建築，像是新
板特區與新莊副都心的開發、整治五股垃圾山等，
徹底翻轉了人們對新北市景的刻板印象。透過市
容與建築的重建，結合現代設計與城市願景，造
就更豐富美麗的新北市。

新北市的建築，以不同形式擁抱世界之美，在新北市府

團隊提出的六大願景「新住民、新領導、新趨勢、新美

學、新創生及新連結」下，幾乎都與城市發展連結在一起，

並持續推動「簡政便民」，期盼改變公務體系的傳統思維，

提升行政效率，給予本市建築更為活潑、更有創意，創

造嶄新的新北風格。以下介紹三個新北特色建築，讓市

民們看看本市亮眼的城市風采。

書摘授權＝木馬文化
文章．照片提供＝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一睹新北城市風采，
二百年建築足跡。

作 者 介 紹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2009 年成立，迄今已有上千位建築師會員，是新北市執業建築師的大
家庭。積極配合新北市政府辦理各項建築相關業務，並提供各項專業
訓練、法令傳播，更為社會大眾提供各項專業服務及公益活動，如社
區建築師派往各地方駐點、舉辦新北建築師青少年營隊、新北市海岸
淨灘活動等。公會人才濟濟，隨時可為各界服務，是一活潑進取，熱
情正向的專門職業團體。

輔
大
中
美
堂
．
中
港
大
排
．
運
動
中
心

中 和

新 莊

外 柔 內 剛 的 古 羅 馬 競 技 精 神

輔仁大學中美堂

天主教輔仁大學是一所天主教大學，1925 年建校於北京，由本

篤會、聖言會依次主辦，1952 年一度停辦後，1961 年於台北復校，

改由聖言會、耶穌會與中國聖職單位合辦。林慎白（Friedrich 

Linzenbach）神父擔任校園規劃的總建築師，協助輔仁大學在

台復校的興建事宜。該建築設計應由林慎白神父主導，陳濯、

李實鐸、沈大魁、趙楓等四位台灣建築師提供專業諮詢與簽證，

再由殷之浩的大陸工程施作而成。

「本校體育館，承襲古羅馬城形式之建築物。據說是依據一位

義大利神父依羅馬城的軌跡設計出圓形的建築藍圖而建築，象

徵著古羅馬競技精神。中美堂共有 70 枝弧形樑柱支撐著，每

枝樑柱重約 4 噸，樑上再加瓦片，整個中美堂上覆蓋約 400 噸

重的重量，平均分散到圓形建築各處，為當時世界上僅有之第

三、第四座無直樑支撐的建築物，造價極高，約需美金 30 萬元。」

今天回頭看中美堂仍顯巍峨有力，自然是因為略帶象徵古羅馬

競技場或戰士頭盔的骨架所形成的力學之美，但外牆覆以粗石

砌貼片與八角形的水泥花隔磚，又有種天主教崇尚的素樸之美，

形成一種張力——一種古羅馬的巨大驕奢與天主教「貧窮」之

間的張力，達到內剛外柔的空間效果。 外牆造型

建築設計：利群建築師事務所
建　築　師：林慎白 

座落地點：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
層樓高度：2 層
完工時間：1969 年

Cover Story ｜ Living Here, Creating Here.

徐明松 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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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大排原是一條遇到大雨便極易氾濫的溝渠，且周遭

的都市生活廢水也多直接排入溝中，使其成為新莊地區

環境髒亂的主要來源。本計畫的工程整治範圍由上游自

立街起，至下游貴子坑溪匯流處止，主流長約 2.3 公里；

以河川整治為出發點，同時兼具環境美化的目標。在設

計時，於原渠道兩側設置排水箱涵，將生活廢水導入收

集並引流到末端處理，再將部分的水抽回、重新放流。

在洪水氾濫時，可作為排洪河道使用，平時則將剩餘的

河道空間還給市民用於休閒。設置於河廊中的所有設施，

都必須耐河水衝擊，並低於 50 公分以下，避免影響河

道的排洪功能。

中港大排還有許多設計巧思與理念：一、本計畫以重現

原中港大排河岸風貌為設計主軸，並依各廣場綠地的區

位條件及角色定位，進行不同的設計與解說；二、全區

河岸空間的規劃設計，動線安排必須能串連各個廣場空

間，並加以整合現有的基地條件；三、希望創造永續生

態可居性、在地文化、與觀光招商三贏的動能平台，造

就整體延伸（帶狀公園）休憩、（新綠帶）都市、（都會

生態遊憩教育）景觀的整合性目的；四、規劃主軸以河

廊內外上下部串連為主，以輕盈、通透、明亮為調性呈

現五座既有橋樑，並細設以新莊文化元素與植物仿生為

裝飾（並可融入歷史文化主題），讓漫步本區的市民、遊

客可以體會各區段與橋樑間的關聯與同質性，透過植栽

景觀長廊觀察變化有序的四季盎然；五、於整治河廊中

段擴大河道，形成凹灣碼頭，並結合公園用地設置願景館，

於其底部留設半戶外休憩空間及廁所，使其成為這條藍

帶綠廊的活動新節點。

建築設計：黃孟偉建築師事務所
建　築　師：黃孟偉
座落地點：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
層數高度：願景館地上 2 層
完工時間：2012 年 1 月

四 季 盎 然 的 藍 帶 綠 廊

中港大排

Cover Story ｜ Living Here, Creating Here.封面故事｜在新北生活，到新北創作

1  願景館，中港大排廣場入口河廊景觀
2  昌中橋
3  自信橋河廊
4  河廊景觀
5  願景公園地標塔

1

2 3

4 5

黃孟偉建築師事務所 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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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面對全新的項目，我們總是企圖全面理解、分析、進而批

判或檢視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建築類型，並透過對歷史、案例的

研究，試著重新定義或挑戰其建築類型的構成及意涵。本案進

行的過程中，我們大量分析閱讀了許多運動中心的案例，試圖

打造富有公共性的「城市客廳」，進而縫合基地與社區的分裂

（雙向 80 公尺快速道路阻隔社區與基地），進而連結也拉近市

民與運動中心的距離。

在空間創意上，我們在 1 樓入口處打造了全台灣最大的「城市

客廳」：長 60 公尺、寬 12 公尺、高 8 公尺的開放空間。在此，

運動中心除了承載自身的功能以外，同時還可以是社區中心、

教育中心、演唱會場地及其它社會參與的公眾場域。居民可以

輕鬆地閱讀報紙、下棋休憩，學生也可以溫習功課、討論學習，

週末時更可以舉辦親子活動，促進社區情誼。

錦和運動公園雖然幅員廣大，但實際上賦予興建的可建範圍卻

不甚寬裕。我們以定性定量的方式，將所有的空間模擬成數個

實際大小的空間立方體，並進行拆解組合、模具分割及樓層分

配，試圖降低龐大的量體，並減少建築對都市造成的影響。我

們將性質較雷同的運動空間聚集在一個挑高 2 層的「城市客廳」

內，結合大跨距的鋼構系統，收納了兩座寬度不同的羽球場（3

樓）及籃球場（4 樓）。不僅如此，我們進一步結合永續節能的

綠化屋頂，透過淺層植披阻擋太陽直射，降低室內空調的負荷。

我們試圖找尋所有空間、結構、材料的的共同因子，從最宏觀

的建築幾何到最細微的扶手欄杆，皆以「少即是多」（Less is 

more）的原則進行全面性整合。我們執著於將結構、機電、空

調、室內裝修等建築元素化於無形，藝術油然而生。

1  井然有序的羽球空間
2  開闊無柱的曲棍球場
3  結合地景的建築語彙
4  挑高寬敞的城市客廳
5  收納場景的帷幕立面
6  景觀廣場的入口動線

特 別 說 明

原 文 收 錄 在 2021 年 1 月 木 馬 文 化
出版的《新北建築：二百年建築足
跡》，感謝木馬文化鼎力協助，同意
轉載。

不 只 運 動 ， 更 是 市 民 相 聚 的 好 所 在

中和國民運動中心

建築設計：曾永信建築師事務所
建　築 師：曾永信
座落地點：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 350 之 1、2 號
層數高度：地下 2 層、地上 4 層
完工時間：2014 年 12 月

Cover Story ｜ Living Here, Creating Here.封面故事｜在新北生活，到新北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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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㢋卩繘䗖䗖┈币繘在地深綼

㟣㢹繘䑪䕆㜈⌽犲側㨠ㇱ

績䚈緼⼕學的䱀⼬⭱⪨繗
㨨䒳浆的∯㖍㨠ㇱ繖

⋾ 爻 ≮ 倏

綠書店

起始於對柯币的愛，咺㨠店好
友們一起柯币㨠本、人生、⪗
地，多年來持續䤃䗁承ⲓ⇊♕
㢔⽋現，努力成為社區分享柯
币、幸燽咺生活的小角落。

Field Culture Practice

㽔⠐

位偠寏和䉇䐾鎮的粎剹䍕，一走進㹧⺪舤⯒大人㸰㳘們劫讀侚◜的舉꼟。
䍕⪠ꩾ期蕢ꀡ⻄甦ꫛ讀、繞勔、璇㳴、生䡤等䲀䏼活ⳛ，┯⥾儱❔㵊䖦
中的闋䣛剹䍕，剳儱㝍䞰鏬ꅑ䏴、侚◜☆䳗䨿、璇㳴ꆺ䨥㷞덴㵎

䈷步在㽔和巷㉘內，如㫁⌂⑫我一樣時常壵於緼哛䖿㒔，一不小心就容㥃緼Ⲣ方

➖，不過別擔心，⌂有可厲因此而咺㨠店有一場剔好的相遇。

新北市㽔和區有一個壽綡「績王緼⼕」的巷㉘，⎸喐忧在 151 巷 8 ㉘，㥐⓾眼伛

的是一㯿有爿絲綦㵶唡外䕅的建产，這裡就是⻑子們所說的䱀密⭱地。忧近㛡開

大枾，便可匷到絷币故事的匬音，㨠店裡的大人咺小⻑們對㨠店的熟㏕感，⼂喐

身壵自宅㨠絞哝的㏫縎自在。曾有人說，這是一家忧縊來就很容㥃帔人㌥岫時空

的㨠店，≉有人說這是屶㓊㨠店、ⲓ㐽製承絑、故事交㜓所、䲵學縎㕸⽋汶⼋，

更有小㨳友大⤈爿說：「這裡是最熱鬧的㨠店耰」

「最熱鬧的㨠店」這樣的㊴容䨓的好弹切。25坪大小的空間內，㨠店的㤕常光景是：

⪋㉺區的小⪋㭯㣲，一位⸧⸧正在為⻑子說故事，㢋⼋區有一群小㨳友正在岡嵡

☭課，❸前方的⸧⸧們開心地匆爿最近看到的好㨠，如此熱鬧歡㴠的㼷⪅是㨠店

小㇆手最䈌怪的㨠店時光。而這⊠䈌怪是由一個家㈇開始，㒫㒫有更多家㈇☮⓾，

㺓偧㺎㨰䁚轉倅䴯無㢪的家㈇，握搃出如此的㨠店風景。

如㫁有一Ⲛ，手上爵然有一筆為㢪不小的金敢，⌂㐽⏸≣烕⟦耯一位熱愛柯币，

於光≤中學㢋㛂地䲵咺理化的楊㓹➎老師，自㢋匱緾⊴後⽬䡚生䴯坫咺緾⊴金㗖

⓾開岿側㨠店，在 2013 年糇Ⲛ⾶開了ⲓ㐽中的㨠店人生。⌿䳤還岫得楊老師䡮

▮㤕ⲍ不⊴，開心䈌怪地整理心愛的塱㨠上㫛，期待咺⼉人們分享選㨠⡵學，為

了厲帔更多㨳友忧縊㨠店┈享柯币，更放手帔小㇆手尣☑各種柯币㛡廣咺親子┈

币活動，於是㨠店自開ㆱ咦≭，每年咼戚超過↧十場柯币咺藝術㛡廣活動。

梠了抎間柯币活動外，㨠店在組爣⏧更咼戚䲵學、生㒔、勂❩、藝術主題䓡隊，

期䧰透過活動帔⻑子從小在䲵學⽋汶、生㒔㛛索咺藝文泳汶中，認識自己的文

化咺身邊的環境，而店內墫塱廣㿶↸大搐的䲵㦝咺側厲相關㨠伪，更是許多⻑

子最喜愛的延⋚柯币㨠伪。㨠店的⋪刵上更娪⓾側唡厲䆡咺環境㢋卩的㲢㍂，

❯要䳱䳱䡑㑘就可發現太梹厲愿、熢泆㽐愿、小型風力發椯㵽、㽐力發椯熢橙

丩側唡厲䆡的小䚦具，更有ㆃ㼿的獨角≼、斬型媍、花金繆、䷙節媍丩在㨠店

角落熱鬧地生活爿，還有最受歡迎也是最喜歡匷故事的䗖䗖老師 Josh。⻑子常

說：「這是一間塱有很多䱀密的㨠店，每絿來都會有新發現。」在㨠店，不僅柯

币㨠本，更㐽要咺⻑子們一起柯币生活，❯要≷倆觀⽄就會有許多發現，如同

㛛索無⬗的小⻮⼀。

1  ⋯絯績䚈緼⼕⇯綡的㽔⠐ㅕ
㉘─的側㨠ㇱ繗㥟⻑⺸⎱的祕
⼬⭱⪨耥
2  ☃戚≝Ⲝⷑ㱪㓹➎犝⪎ㅅ犞
咺⋻䲤䜯犝⪎❸犞絯柉ㆱ◛戏
喑㢦䜂㨠㩒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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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文化實踐｜ ｜ Field Culture Practice ｜

與退役導盲犬 Josh 一同朗讀的繪本時光

只要來過書店的朋友，就一定認識 Josh。一次成功的台日導盲犬交流中，2014

年 Josh 以交流犬的身分從日本北海道飄洋過海來到台灣，書店的活動小幫手是

導盲幼犬 Josh 的寄養家庭，在幼犬訓練階段與小幫手一起在書店工作，只要客

人一進門，就會前往客人面前打招呼。

在幼犬社會化的訓練過程中，我們一起感受到社會因不理解而導致有些環境對導

盲犬不友善，於是開始籌辦「導盲犬養成日記」說故事與宣導活動，以故事來認

識導盲犬的任務，分享自身的經驗與遭遇，瞭解環境友善以及「三不一問」對導

盲犬與使用者的重要性。即便 2016 年 Josh 因身體不適任而退役，在書店的宣導

活動仍持續不間斷。五十三場宣導活動中，共有一千八百多人次參與，期間我們

感受到大家對導盲犬的愛與支持。

今年 7 歲，邁入初老的 Josh 陪著書店孩子們長大，喜歡聽著大小朋友說故事，

每次孩子們到書店就是挑選一本繪本，打開繪本並開始朗讀給 Josh 聽，這是書

店最悅耳的聲音，而孩子們也是讓書店持續下去最大的動力。

1  書 店 獨 立 出 版 的 河 流 繪 本
《醜泥怪》，是由在地居民共同
參與創作。
2  孩子打開繪本與 Josh 一起
共享閱讀時光。
3  定期舉辦親子生態觀察活
動，透過一起閱讀生活，發現
在地故事。

與孩子們一起書寫在地故事

三年前舉辦「畫談雙和百年印象」雙和耆老論壇活動，從耆老口述得知書店旁有

一條天然的河流——瓦磘溝。在人口密集的雙和都會區，有一條潺潺河水流動，

何等珍貴。長期關注環境教育向下紮根的我們，認為讓孩子們關心自己的土地與

河流的議題刻不容緩，於是隔年即以「認識瓦磘溝」為主題規劃並舉辦一系列親

子走讀活動。去年開始在地河流繪本出版與 OPEN《醜泥怪》社造計畫，以參與

式繪本的形式與孩子們一起書寫在地故事。

一群最小的在地人以自己的方式投入守護河流的行動，他們不畏烈日寒冬多次走

訪瓦磘溝，學習河岸生態訪查並記錄沿岸景物觀察與環境，更與在地居民進行深

度訪談，孩子們將所取得之珍貴紀錄與資料，繪製成流域地圖、瓦磘溝色票，與

生態寫生等集體藝術創作形式為河流發聲。

從孩子身上我們看見改變的力量，他們帶著大人一起投入守護河流的行動。也因

為這些行動，我們找到了一起為河流家園努力的好朋友們，期待在一齊努力下，

找回與生態共榮的宜居環境，讓我們從書店出發，一起讓河流家園變得更熱鬧更

美好。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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縔離城市繘移居金山繘跟海學習

㟣㢹犲Ⲙ QѮ䑪䕆㜈⌽犲榒北縑㤕⺸ Q.B.Days

⇊榐㺀⪨椴尕㕗繗
勊㥟㕗㨜椴尕扼䕆⿑㽐繖

搒⿑

Field Culture Practice

人生┪㖪在⺬北ꌬ劋䩤䬱的大 Q，䗋爒䈰✑▇넭，一⯒⢏傽㹧⯒北嶯
㽺剨㝛갅、溭⼭侒痀、銘嶛。2016䌑 3劓，♒瓌㺈ꓭ㻘，ꪛ了一ꪨ┯一
埞的鐁⻉䑑넕냌痀ꪨ，㷞鵖♒從屡繜、弱ⷂ、庤ꉔ等地⺇⯒ッ溭的ꪛ䍕
㝍䞰。

㭦園大䆺䨫村長大的我，24 㺎緾⊰後，從正在開㙓的㚲運板⛟線開始，工作偧㺓

了崮品、台北⇯音、年代 I繋m TV，到☮⓾ Simple Life 簡單生活節團隊，每Ⲛ超過

二分⇯一的時間都是糢爿台北忠⻅㪗恥這㮾䥳橄⇯㿏來⩖嫦縊爿，㤕㋹一㤕地䵠

㯍在烩㧂交通咺剔好未來⇯間，僅◷戚公㭯前弹爿海ざ㾵䍠的㤾⎁䕆是橄我前往

自然的任㑘枾。

⋾ 爻 ≮ 倏

大 Q / 王鵬淩
㭦園大䆺䨫村長大，曾在崮品、
台北⇯音、年代���������������工作，I 繋P�79
⇯後☮⓾������������������������簡單生活6LPSOH�/LIH
節團隊，2015 年完成了↭間「
好丘」店面後，2016 年���㨰到金3
山中角䍫開了「榒北過㤕子」，
從都市中心移居到北海岸。

被「⏸喜歡的事，帔喜歡的事有⒓⏜」這崁⑉化，和⭮嫦長張⭰≤ⓢ生創立了集

Ⲛ發生，這段偧㺓帔我幸運地㘼到了空間偧䓡㐽⑫咺厲力的暮⚣。

2015 年完成了↭間好丘店面後，不㐽年過⩓十還繼續為了縋成⊤㲍㠟岕的䧢㴷↯

䖦䕱⒓⏜觀而後爝；不㐽在城市裡繁䣲了心的恩動，希望從生活裡移梠被䕡䕡⼁

義的「成☭」二字。

毅然㾖⼁戡去儈偧理一匱，更仁⼁更榒近自己心中的丌⩓間店，喐以⊤㲍視角倪

對是會放㯤的店。⢱一㮾⊙是這間店要⌿海而生，⑫椯影《⽌榎⠚⣟爎⇯歌》縟

樣在縔方䈎港村落，工作䕇圖不限於畫在烛䊎䊎的都心裡。喜文店名❰⏸「Quiet 

B. Days」就是透楦了這⊠㐽望，但⏧㤕人多➺椓是始料未及，也請大家絘爿了。

1  ㋮⿑樱↮䨮㩁搒⿑爥〘繗⊈
紬⌿⿑的㯏䠩繖
2  咺㤕㩒椓崜ѶPAPERSKYѷ
↤嫦≝繗嫦忧⪠海恥❩縒的峃
橺㵩繖
3  咺㤕㩒椓崜ѶPAPERSKYѷ
↤嫦≝繗恥拐弴⪨䟖繖
4  咺ѸTaiTai LIVE WILDѹ桼
䀊咺⟊⟊繗⪠搒⿑氮 U-bike繗
䵠态爥拐唺橙㯏䠩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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狰⪠⪨㢹紩⽋悆狰 狰 Field Culture Practice 狰

1  ⡤ㅄ燨縎▣ SUP ◀䓯❵椐
ㄜ繖
2  ⪠搒⿑糢爥〘氮 U-bike繗㸿
彘恩䫦爥〘繖
3  ㋮搒⿑┄卙絎✦氮 Gogoro 

GoShare繗≎❝捌㩷櫑ⓣ繖

㎼ㅆ過去爿緼於ⓟ䈌大海咺側㑘的海外自☷燨嫦，㾲儳币庸村恥上的「indigo」椓

緭❩䕨店、㈁落在㰎林裡的「Ժ՜屋㽐┛」烏⚐店都䈌䆲爿㩎質味；被㽻⇯椯䵠

态的「腰态」棠時可見氮爿單愿慾爿嫵䂃板的居民，空㼿中透爿㤕本䅪⛟專⿌的

塯；䄙拉❩城敯落於住宅、䅖平㿏継各式⠚⣟店，㢕發爿㒽㔼✂不棠便的㼿㼷。

這些地方的┈同特㍳就是縔離城市接地㼿，⇊↸不會因地壵偏捌而帔專㲍㖕㗙，

台䍫許多偏捌小店也是如此，⻪們都是我縟時開店的絊大動力。

開ㇱ㋝恕捳⾦∵♢，找⩖䨫㩷ㅅ捳❸哀㋑⌨䥺䆻絲

選擇在金山中角䍫犝前綡㾵䛝䍫犞以嫵䂃匙名的北海岸落腳，起於2005年的ⲀⲚ，

一到⏧㤕就去㨔太梹、發⟊放空、嫵烵小䂃，為了搌放ⱄ力而來。㾮㐽到十年⇯後，

看見⎺爿海䍫塯㏫㏫的━耦老絞，立刻匩倶屋主会↯了人生的↯一個十年。

在台䍫䠡不同的交通方式可帔━地往緷價成一㤕生活⪀，但對於被群山環儨的椐

北人來說，綺過山橙才厲㗵縋⇯壵⋞乎是另一方Ⲛ地，同⿌新北市的∁⊠、金山、

平䆺就呈現咺綜地內完全不同的生活風情。為了不成緫䄙㦗從海平線上⛑起的㤕

出，不敯過ⲍ㦊海邊㟞平心情的⽌榎，2016 年 3 㨰棠爿店枾正式㖕開，移居咦金

山囔Ɱ里的生活就此⾶開。

緿往迎來㌦縊㌦出是開店者每㤕面對的理所䡮然，烵傇┍中可愛的部分是找⩖如

䨫村ㅅ捳❸哀往來的䆻絲，喐是店裡䆧的䏕熢烏斋㾮彝完會分緿债捳居、絞

㪗時常緿上自己種的搏菜或地䟖、捌間的⪗地公䫦⑫被␕就和熱心里民┢迎一絅

來繼續照縴大家，還有↯田㜊䳋、咺店枾口䇡嫦而過的大奥對眼相望、在䄍㽐的

毌恥上⛜☷㾙愿叟⩨，⠀❰ 119 㢃☷㟑的老人家、⭂圓被愿子㟑到⊇人心䣓的

貓⠮、㨧囔金䫦毌㘉絸選手☮㿕、在㤙餐店或便利店㽔縔有崁不完的㤕常，㤕常

咺人情⋞乎❯出現在海Ⲛ遼闊⇯壵⣉耰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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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文化實踐｜

每
年
11
月
到
4
月
的
東
北
季
風
，
彷
彿
全
世
界
只
剩
我
一
人
，

走
在
傘
都
撐
不
住
的
漆
黑
海
邊
，
我
想
跟
大
海
說
：

﹁
你
夠
了
沒
？
請
放
過
我
吧
！
﹂

在海邊生活必須向自然學習，才開得出堅韌的花

聽起來依山傍海、鄉間聚落間開店如此迷人浪漫？實則不然！這中間也是不斷「捨

去」的練習，才換來安定。跟家人朋友相處、城市裡唾手可得的便利、參加各式

誘人的活動、穩定收入的追求等，「功成名就」的定義都必須捨去。

每年 11 月到 4 月的東北季風，彷彿全世界只剩我一人走在傘都撐不住的漆黑海邊，

會跟大海說：「你夠了沒？請放過我吧！」總跟朋友們說移居到海邊不難，但想

宜居的閒適幻想或靠海謀生開店得要仔細思量。

初到之時，周遭的鄰居估算外來者何時會打道回府（因為歷年三任承租者都早早

退場），期待自己在守不住的那天來臨前，能否像濱海植物「馬鞍藤」緩慢地爬生

著？攀趴在鹽分高、養分貧瘠的沙灘前緣上，得受烈日、海風、潮水的反覆侵襲，

到了夏季便開出最大的紫花，因為它四處擴散扎在土裡的莖，保留了需要的水分，

同時也避免被灼傷，用潛盾的方式生活著。在海邊生活就必須向自然學習，開出

一朵堅韌的花必須學會沉潛，即使多數人叫不出名字也沒關係。

被眾人奉為自然生活指引的亨利．梭羅曾這麼說：「我並不想要任何人採用我的

生活方式⋯⋯也希望這個世界盡量要有各式各樣的生活方式⋯⋯年輕人可以去建

築、種植與航海，只要他真正想做的事不要受到阻礙就好了⋯⋯就像水手或逃亡

的奴隸都知道，眼睛要注意北極星的方向，光是這點，就可以作為我們人生的指

引了。也許無法在預訂時間抵達目的地港口，但都能維持在正確的航道上。」「靠

北過日子」的 logo 裡就藏著指北針，就是這般提醒，難以抵擋的大風大浪都是一

時，往航道上前進就是了！

跟日本朋友一起，從士林走到陽明山，沿魚路古道下行

這些年開店在金山、移居金山，以不打擾不攀附的方式融入地方，並非此地需要我，

而是我更需要這片山水。就算現在時興地方創生或文化再造，朋友鼓吹著要發動

點什麼，我絲毫不敢輕言，深怕一味地迎合觀光客終究只是複製貼上，也有違來

此的初衷。

店 家 資 訊

Q.B.Days 靠北過日子
新北市金山區海興路 174 號
02-2408-2332 

F B :  w w w.fa c e b o o k .c o m /

qbdays

Web: www.quietbdays.com

｜ Field Culture Practice ｜

1  金山清水溪
2 「靠北過日子」的海灣營地

反倒喜歡朋友們以輕鬆的步伐來認識金山，例如日本《PAPERSKY》雜誌一行人

從士林走上陽明山冷水坑，我們會合後再沿魚路古道下行到「靠北過日子」，他

們兩天一夜的慢走行程，從 1000 公尺的高山陡降至海平面，從首都居然穿越高

山草原、火山地貌、中海拔闊葉林、低海拔蕨類、綠色農村平原，最後可以邊啃

地瓜走到 Q.B.Days 生火野營。

對日本戶外品牌「山と道」的主理人夏目彰先生來說：「作為魚貨交易運輸的古道，

後來變成日本軍隊運送物資的山路，現在它卻是徒步健行的步道。看到大海時，

非常感動。特別的是我從台北市以步行的方式走到海邊，相當開心。」

隨即隔年又和「TaiTai LIVE WILD」夫妻倆再走了一次，這次繞進八煙聚落、野溪

溫泉，甚至用 U-Bike 和共享機車騎進了三界六股平原，完成山海風情的串連。

我心中理想的金山風景透過他們的眼睛與雙腳傳達了出去，讓眾多追隨者踏著

相同步伐抵達中角灣。唯一可惜的是兩組朋友都遇到浪況不佳而無法體驗海上

SUP，遺憾吃不到完整的海陸全餐。

我們所有人都期待有朝一日魚路古道能全線修復，完整串連途中的小農野菜與火

山溫泉，終點還有漁港海鮮或我們的小卷烏龍麵，相信這絕對是金山最名符其實

的一日青春山海線！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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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 Art & Culture Activities

枝枒現象，
線上和實體雙重展。

金工記事．新芽綻放

資料整理＝《新北市文化》季刊

臺灣當代金屬工藝創作已邁入三十年，無論在材質、技法、類型與觀念上，

伴隨國際金工創作發展，皆開啟了許多可能性。在創作實踐上，除了承

繼傳統工藝工法，隨著科技的發展也帶入工業與嶄新技術，因此媒材、

技法與創作上，都有新的跨界嘗試。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在 2016 年及 2020 年，分別委託臺南藝術大學的徐

玫瑩老師與康立穎老師，針對臺灣的金工發展做了兩份具體的研究調查，

歸納彙整臺灣當代金工的發展脈絡，本次《枝枒現象——臺灣當代金工

與首飾創作譜記》特展，將研究成果呈現，希望讓更多人感受金工之美

與藝術家的多元創意。

所謂的「枝枒現象」，康立穎老師這麼說：「可以從一個描述的圖式談起，

一株樹所延伸枝枒的現象圖式還原。一株樹由土地生長，根脈朝下落地

生根，樹幹於地表挺直，樹枝於樹幹分出枝枒，繼而冒出點狀嫩綠，長

出綠葉⋯⋯之後落葉，又生一樹，復歸於大地的現象存有圖式。」

展覽以實體及線上展雙線的方式進行。實體展部分邀請王以安、王譽霖、

江郁航、余孟儒、吳采軒、林蒼玄、張珈釩、張皓涵、陳亭君、廖建清、

葉方瑾、葉玟妙等 12 位新生代金工藝術家，展出 19 個系列代表作品，

並依金工特色分為「首飾與身體物件」及「容器與金屬物件」兩展區，讓

觀者認識臺灣當代金工璀璨的枝枒現象。

線上展則分為「金工記事——臺灣當代金工藝術家譜記」及「新芽綻

放——新生代金工藝術家作品展」兩大內容，介紹自 1990 年代興起的臺

灣當代金工藝術家及其作品。

其中「金工記事——臺灣當代金工藝術家譜記」，分為「臺灣當代金工的

重要推手」、「承先啟後的中生代」及「迎向未來的新生代」三個世代，

囊括 46 位藝術家的經歷、作品及其創作特色。

「新芽綻放——新生代金工藝術家作品展」因應疫情，將實體展線上化，

藉由每一件作品 360 度的呈現與文字解說，讓民眾宅在家的同時，也能

細細品味當代金工匠心獨具之美。

Art & Culture Activities ｜藝文活動

2021 新北綠生活音樂節，
12 集節目線上相見。

新興樂團．多元活力．5G 共好 

資料整理＝《新北市文化》季刊

今年五月份突如其來的疫情警戒擾亂了計畫。一波一波

的防疫警戒，口罩、居家上班、人流管制⋯⋯防疫期間

想必大家都悶壞了，待在家裡時間變多，常常焦慮不安，

只能上網追劇看防疫新聞，盼著解封的日子。

為了陪伴大家宅在家的日子，新北市府品牌音樂活動「綠

生活音樂節」（Green Life Festival）將透過系列節目，

帶大家聽音樂轉換心情，為精神充飽電。

去年九月在三重大都會公園連續兩天的「綠生活音樂

節」，雙舞台設計，引入新興獨立樂團（老王樂隊、甜約

翰）與活躍螢光幕的表演藝人動力火車、八三夭、雷光夏、

艾怡良等表演，接力輪番開唱，吸引不少聽眾慕名而來。

今年雖然很遺憾無法與觀眾面對面一起 high 唱，但為了

延續活動精神，我們把演唱會轉成線上音樂娛樂節目，

由新生代最強偶像街舞男團 B.T.O.D 擔任主持人，增添年

輕活力，體驗輕鬆搖滾綠生活。

節目主題延續去年首屆「綠生活音樂節」的創始精神，

結合音樂、市集、創意、運動、藝術與人文元素，推出

的 5G 共好觀點，以 Green Fusion Music（聽見新北）、

Green Creation（吃遍新北）、Green Art（看見新北）、

Green Style（玩遍新北）、Green Yourself（舞動新北），

五種不同方式，來呈現專屬新北市的多元活力形象。 

Green Fusion Music 一起創作綠生活的主題音樂、Green 

Creation 不出門也能嚐遍新北各式美食、Green Art 來趟

認識新北的線上旅行、Green Style 製作環保手作作品、

Green Yourself 用家中隨手可得的輕便器材鍛鍊身體。

別錯過 12 集的新北綠生活音樂節目，一起邊聽邊看新北

綠生活，一起創造新的回憶！

節 目 資 訊

即日起至 2021 年 9 月，節目最新消息敬請鎖定：【新北市文化局】粉
絲專頁、【新北市綠生活音樂節 Green Life Festival 】粉絲專頁。

1  枝枒現象線上展 - 康立穎作品 

2  枝枒現象線上展 - 楊夕霞作品 

3  枝枒現象線上展 - 趙丹綺作品 

4  枝枒現象線上展 - 阮文盟作品

展 覽 資 訊

即日起至 2022 年 1 月 2 日，線上展請點閱連結：
https://reurl.cc/pg5qjl

更多相關資訊請洽黃金博物館官方網頁：
https://www.gep.nt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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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離不開生活，生活的㴿樣是作品的原型。生活的所在，⚐㘪內在的自宅空間和

外在的城捌環境，就從《apartamento》和《自縎人》這━本椓崜說起➬。

殶ⓢ≮倏的是《apartamento》，創刊於 2008 年 4 㨰，由ㅒ⯑燮綧和住燥維憤團隊

策☑製作，採䠡喜文綈通，在全↺界岿岛相關通恥弦⢰，椓崜刊名的㑘思就是「公

⼸」，一哝人的生活場所，⻪的⼁位是「an everyday life interiors magazine」：⮧絇

㤕常生活⼋內環境的椓崜。每期超過 200 樰，⼁⒓ 12 㹬ⓝ，半年發嫦一期，每期

專訪十多個↺界各地的創㑘工作者，文䷀採䠡 QA 的㭟式，㝢配受訪者生活空間的

照䕆，廣⟎主要是㹬䁌家具品䕋。

《apartamento》跟一哝⼋內岿岛家居椓崜最大的不同，在於⻪呈現的不是刻㑘孴出

來的完剔居家圖⑫犝高級的家具餐㭯和可㍢的弱族剔學犞，⻪呈現的是創㑘人䨓⽋

的居家生活䖿㒔：通常有烵∥，儈是很䄋㝢，䠡品很家常，主角橃有型，䨓情很䁚楦。

另一本是 2000 年在㪗≏出現的生活椓崜《自縎人》，創戚人〉⋲十唞是⪗生⪗長

的㪗≏人，創刊⩓年後，〉⋲十唞從㪗≏移居新䌑僯。他的說法是，到戦㲍大僯生活，

思勂欘ѡ的原烵，住在捌↯一邊⏸椓崜，一邊綼作。

在地方深綼十年後，《自縎人》ⓢ從椓崜本㲍恞到戦㲍䠛擷，成立了「Organic 

Express」，⽬䡮地戦䠛品透過椓崜擷⢰债㤕本各地的币者；接爿，接手䡮地深山的

老燨爎，⠁名為「里山十ㅴ」：整合在地資䆡，透過欘ѡ、居住、䵠爿、戦㲍、環境、

藝術、燨縎、䤹綛、␃㈑和聚會這十⊙事，吸引城市人前來，創承了新型㒔的地方偧䋨。

本期《新北市文化》季刊策☑起橙，㖕算以「在新北不同區⭖落腳的創作人」為主題，

延⾶㲢㍂和製作㐽⑫，深受《apartamento》和《自縎人》的紳發，在此特別感謝。

《apartamento》選擇的⮧絇人䕨，來自↺界各地不同橄⭖的創作者，透過創作者的

生活空間影⑫，㝢配創作者的丌一人綡訪嵓，帔币者更厲感受創作者的所思所㐽。

《自縎人》的主題選擇，反㥐了時代轉㗙承成的生活㊴㒔轉帋，所嶈的創作不┢專

⿌於城市文藝㾵熢，更多創作厲搐來自城市以外的地方捌旬，人們緽㽞的生活更多

ⓝ㊚㍳。

感謝❊咺本期《新北市文化》季刊的創作者們，在新北生活的⌂們犝王春子、廖建忠、

吳毅平、高翊峰、廖偉棠、楊索、張小雯、㽔和側㨠店、金山榒北過㤕子犞，到新

北市創作的藝術家們犝板橋 435 藝文特區駐村藝術家和鶯歌在地陶瓷創作家犞，生

活的所在就是我們創作的地方。

䠘䁕的絟⪠繗
☃⋾的⪨㣫繖 㟣㢹犲烛娪

黃威融

鴚汔編輯人。1998䌑和㟳
겑둑ⱁ✑《在⺬北生㲾的
一溯⠥槏氮》，2006䌑亵
⚉《Shopping Design》 ⱁ
刊緶編輯，2012䌑蕞《㸰
傽㲳》ⱁ刊ꂁ䌑䭧纭蕞
⻄꽟㔔編輯◜ⳡ。

儈維⮧⟎

Ѷ咞縎≝ѷ
Ѷ咞縎≝ѷ的⽦榔▛➒↯㣫繗
㨱↤㛌喜㢹⺿犯Ecological, 

Creative, Organic. We繋re 

Designing Lifestyles繖 扼
崷㤾∩㩒椓崜的⼁⋯犯䠘㒔
的繗☃㑘的繗㨱㵽的繗扼㥟
㕗⎱ㅪ㩁☃承的䠘䁕㊴㒔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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䕸憤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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㠭岿繕⼋─孴⎎繕絎榔岿岛
⪎的㍂橙繗↱㉎己䧿扼㩒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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