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在全球化與現代化的過程中，都市化快速發展，都市空間不僅成為經濟與政治

活動的焦點，更逐漸成為藝術文化的展演平台。城市中的大型場館，如博物館、紀

念館、藝術中心等，不僅肩負著文化資產保存的任務，同時也具備社會藝術教育的

功能。這些場館所扮演的角色與其公共性的功能，是否如臺灣傳統社會中的廟宇，

既是人們的信仰中心，也是社區社會的活動空間、地標、生活文化的精神指標。

國父紀念館最初的設計與建設，主要是為了紀念孫中山先生的偉大事蹟，並作

為展覽歷史文物與進行政治活動的場所。但，隨著時代的變遷與社會需求的演進，

該場館逐漸從一個政治象徵性的空間，轉型成為一個多功能的公共藝術與文化教育

的場域。這一現象反映了現代都會場館的公共性在文化教育與藝術的扎根上扮演越

來越重要的角色，以及如何活化場館活動彰顯實際執行的效益與影響，值得關注。

二、國外案例

國父紀念館作為一複合式館所，內含劇場、展場、教室、小型商場等，這些

公共空間是否可以藉著有形與無形的文化藝術活動的連結與聯展，產生藝術聯網，

加深加廣活動與開放空間產生的意義。作者認為要理解都會場館作為社會藝術教育

中心的作用，除了國內的案例之外，這裡列舉幾個國外案例，關於這些公共場館在

藝術教育活動辦理的方向，所帶動的影響，提供參酌。從倫敦的泰特現代美術館

（Tate Modern），到紐約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這些知名的都會場館，不僅在展示藝術作品方面有卓越成就，也積極推動

藝術教育，將社會文化教育融入日常生活。

1. 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

泰特現代美術館作為全球著名的當代藝術場館，透過其展覽、公共教育計畫以及

社區合作計畫，成為倫敦市民與國際遊客探索當代藝術的重要場所。泰特現代美

術館的社會藝術教育策略包括：提供多層次的藝術教育活動，如藝術家工作坊、

導覽活動、公共講座以及針對不同年齡層的教育課程。泰特現代強調「參與」的

概念，並邀請社區居民與藝術家合作，共同創作，讓藝術成為社會對話的一部分。

2.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擁有跨越數千年的豐富藏品，但其社會教育功能同樣值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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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都會博物館設有多樣化的藝術教育計畫，包括學校參訪、社區藝術推廣計

畫、兒童及青少年藝術教育活動等。該博物館不僅展示藝術作品，還與學術機構

合作，透過研究與教育推動藝術的社會影響力。大都會博物館也積極利用數位科

技，讓世界各地的觀眾通過網絡參與其中，實現藝術教育的無國界化。

3. 巴黎龐畢度中心

龐畢度中心作為巴黎的藝術與文化心臟，是另一個將場館功能與社會教育緊密結

合的例子。除了展示現代藝術的精華外，龐畢度中心還擁有一個專門為兒童和青

少年設立的藝術實驗室，該中心重視藝術的互動性和教育性，通過多媒體、互動

展覽、藝術工作坊等方式，吸引各種年齡層的參與者。龐畢度中心的教育理念強

調「藝術是一種生活方式」，並致力於將藝術融入日常生活，促進大眾對當代藝

術的理解和接納。

這些國際案例展示了都會場館如何通過多元化的策略成為社會藝術教育的核心地

點，並啟動該國國內場館的轉型與發展。國父紀念館位於東區的重點位置，其所

屬的公園腹地的面積也是人們交流頻繁之處，如何進行田調，在藉著活動策展，

媒合社區的學校與機構成為夥伴關係，該館應是混合使用開發「藝術特區」的絕

佳地點。

三、策略與主體性

國父紀念館作為一個具有高度象徵意義的場館，以及位於臺北市東區重要位

置，可以是東區的社會藝術教育中心代表。若企圖成為東區藝文的精神標的，明確

的策略性思考與主體性發展是必須思考的。作者認為可思辨下列幾個面向，

1. 作為文化交流的平台

國父紀念館應積極與國際藝術機構合作，舉辦國際性的藝術展覽與文化交流活

動。這些活動不僅促進了臺灣與其他國家的文化交流，還提升了本地觀眾對世界

藝術潮流的認識。通過這些交流，國父紀念館進一步鞏固了其作為國際文化平台

的地位，並推動臺灣文化在國際舞台上的能見度。

2. 策展策略的多元化

策展策略不須侷限於政治歷史的展覽，而是通過策劃不同類型的藝術展覽，包括

現代藝術、當代藝術、傳統文化藝術等，吸引更廣泛的觀眾。這些展覽不僅提升

了觀眾對藝術的欣賞力，還促進了社會對多元文化的理解與包容。同時展藍之間

可以透過主題串聯在一起，造成跨域的知識連結。

3. 社區參與與共創

積極推動社區參與計畫，搭起「藝術夥伴關係」的橋樑，與當地藝術家和文化團

體合作，促進場館與周邊社區的緊密聯繫。例如，舉辦的「藝術走入社區」計畫，

讓居民有機會參與藝術創作，並將作品在館內或公共空間展示，增強了市民的歸

屬感與參與感。這樣的共創模式強化了場館的社會功能，讓藝術不再是少數精英

的專屬領域，而是全民共享的文化資源。

4. 教育資源的廣泛投入

通過多種形式的教育活動來推動藝術教育。除了展覽，該館設立了多樣的藝術工

作坊、講座、藝術家座談會等，並針對不同年齡層設計適合的課程，從兒童到成

人，從基礎到進階的藝術知識教育。這樣的廣泛投入不僅提升了觀眾對藝術的興

趣，也在潛移默化中培養了下一代的藝術欣賞力與創造力。

與附近的中小學合作體制內的彈性課程，以藝術統整的方式，或是STEAM的協

作教學，都是很好藝術扎根，美感素養生活教育的養成。

5. 科技與藝術教育的結合

可以積極地應用科技手段，提升藝術教育的普及性與互動性。該館透過線上展

覽、數位導覽、虛擬與現實體驗等方式（例如AR、VR、XR、MR），打破了

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讓更多民眾，特別是無法親臨現場的觀眾，也能透過網絡參

與藝術活動。這樣的創新手法不僅提高了藝術教育的可及性，還增強了觀眾與藝

術作品的互動性。

6. 辦理各種主題不同的類節慶活動

根據社區、文化或特定意義來選擇活動主題。例如，國父紀念有許多經典藏書，

可以選擇一個時期，每年固定辦理「曬書節」，根據曬書節的主題進行活動內容

設計。活動目標可以是促進社區凝聚力、提高文化認識或慈善募款等。

四、結論

國父紀念館作為臺灣重要的都會場館之一，從紀念性空間逐漸轉型為社會藝

術教育中心的實踐，不僅是場館功能拓展的典範，也是現代都市藝術教育發展的縮

影。其多元的策展策略、社區參與計畫、教育資源的投入以及科技的應用，展現了

現代都會場館在推動藝術教育中的重要角色。期許國父紀念館作為社會藝術教育中

心的實踐，可以有轉身華麗的姿態如下，

1. 人人都是生活藝術家

生活在藝術公園旁邊，路過就是藝術氣息的浸潤，隨手可及，不需遠求。

2. 大眾藝術欣賞力的提升

透過豐富的展覽與教育活動，更多的民眾將接觸到多樣的藝術形式，提升對藝術

的興趣與理解，奠定整體社會的藝術文化素養。

3. 社會凝聚力的增強

國父紀念館通過社區參與與共創模式，促進民間的文化交流與合作，這不僅增強

了社區的凝聚力，也讓藝術成為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平台。

（容淑華／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 專任副教授兼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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