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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地方文化特色及藝文人口培育計畫 

  臺南市 111 年「臺灣文化節慶升級」摘要表 

計畫名稱 2022漫月美行動暨 2023月津港燈節 

申請單位 

主辦機關 臺南市政府 執行單位  文化局 

地址 臺南市新營區中正路 23號 5樓 

電話(分機) 06-6321350 
聯絡人 

(職稱) 
陳富堯(股長) 

銀行帳戶 
行名/分行：臺灣銀行/臺南分行 

帳號/戶名：009045000108 

主辦單位 

單位名稱 臺南市政府 

電話(分機) 06-6321350 
計畫聯絡人

(職稱) 
陳富堯(股長) 

E-MAIL fuyling@mail.tainan.gov.tw 

節慶元素 

本計畫以光影、立體藝術展演為主要節慶元素，並結合博物館定位，以鹽水全區為

範圍，重新賦予月津港燈節新的架構與詮釋，以「月之美術館」整合鹽水地景、巷

弄及文化歷史，打造國際級文化節慶。 

實施期程 111年 1月 1日至 112年 3月 30日 

經費需求 

（元） 

申請本部補助 10,000,000元；佔總經費比例 62% 

自籌 

配合款 6,000,000元 

其他機關補助或民間贊助 0元 

總經費 16,000,000元 

本案計畫是

否申請或已

接受本部其

他計畫補助 

文化部計畫或要點名稱 無 

縣市計畫或活動名稱 無 

mailto:fuyling@mail.taina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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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或已獲補助金額 無 

計畫內容摘

要 

本計畫將以「月之美術館」為核心，透過藝文展演、設計導入、文史深耕等策略帶

動鹽水小鎮創生發展，執行子項目包含 2022漫月美行動、2023 月津港燈節車站燈

區策展、2023 月津港燈節新創燈區策展、2022 月之美術館年度營運等執行方案，

為週期性節慶賦予傳承地方文化及落實文化教育之功能，並達到永續經營之目標。 

延續型計畫

之成果盤點

/發展期許 

◤歷年成果： 

1.留置常設作品 24組 

2.辦理藝文推廣活動逾 60場次 

3.活化閒置空間 3處 

4.在地居民參與逾 500人次 

5.在地團體合作逾 10組 

6.平均年度觀光人次逾 120萬人(2019-2020) 

關鍵績效指

標（KPI） 

衡量指標 

1.質化效益 

型塑月津文化藝術風貌，傳承華人春節優良傳統及臺灣民間重要習俗儀式，同

時強化鹽水老街白日參觀之亮點，凝聚鹽水在地認同意識，成為國際級臺灣文

化節慶，逐步完成月之美術館整體規劃建置。 

2.量化效益 

(1)預估國內外參觀人次：預估全年突破 140萬人次 

(2)整體宣傳價值：預估視覺傳達人口超過千萬人次  

(3)改造、活化地方空間 1處 

(4)設置至少 2組常設藝術作品 

(5)設置至少 8組新設藝術作品 

(6)辦理相關推廣活動 20場次以上 

(7)居民參與 500人次以上 

申請單位過去三年接受本部或其他部會補助之情形 

受補助計畫名稱 補助機關 補助金額 

流動饗宴─月津港夜之美術館 文化部 6,000,000元 

無聲的歷史‧變動的地景 

2020月之美術館策展計畫 
文化部 5,150,000元 

月之美術館 2021漫月美行動 文化部 3,5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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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漫月美行動暨2023月津港燈節 

壹、 計畫理念及具體目標 

一、 鹽水‧月津港 

鹽水昔因位於倒風內海水路糧道，與安平、鹿港並列南台灣水路交通要地，

人稱「一府、二鹿、三艋岬、四月津」，更突顯其重要性。鹽水因港成市，

貿易興盛，當地一句俗話「九萬二十七千」，便是形容當時九戶人家的財產

達到萬元以上，二十七戶有千元以上的身價；日治時期進行市區改正，並設

有製糖工廠，盛極一時。隨著時代推演，鹽水港已不復原有功能，周邊改以

興建親水公園，成為各式節慶活動的重要場域，而這些遺留下的街道紋理，

更豐富了這個場域的歷史性及獨特性。 

二、 具體目標 

(一) 延續擴大月津港燈節效益，打造月之美術館 

(二) 整合鹽水傳統節慶、地方文化，擴大節慶效益 

(三) 凝聚在地認同，以核心節慶帶動地方創生 

貳、 計畫內容 

一、 計畫總論 

(一) 廣域化 

「月之美術館」計畫將突破既有月津港水域策展模式，將計畫範圍推展

至鹽水全區，並將以鹽水歷史街區為優先規劃之重點範圍，搭配月津港

水域配合前瞻計畫工程逐年整治拓寬，整體範圍將擴大延伸，保留當地

自然生態及歷史文化肌理，也將使原有節慶期間動輒交通堵塞癱瘓之問

題得以舒緩。 

(二) 常態化 

月津港燈節為臺灣春節期間重要活動之一，參觀人潮逐年增高，迴響踴

躍，惟活動結束之後鹽水小鎮即歸於平靜，觀光人潮落差過大，造成鹽

水常態性營運之相關服務、觀光產業未能健全發展，且策辦至今已逾八

年，惟受限於水域環境及整體經費考量，仍未能設置常態行藝術作品。

本計畫將延續月津港燈節效益，透過相關規劃持續帶動鹽水文化觀光動

能，同時逐年設置常態性指標藝術作品，達到效益最大化之目標。 

(三) 在地化 

生態博物館之核心為在地之居民、現地之物件；鹽水曾經繁華一時，鹽

水八景雖多已不在，部份地景仍能微觀昔日盛況，歷史街區內50年以上

老屋更多達585棟，而今日留存之岸內糖廠、五分車站，更是日治時期

鹽水作為製糖中心的具體見證，地方仍有打鐵、糕餅、木工等特色產業

留存，宗教文化尤為核心，蜂炮節慶聞名世界，本計畫除將保存推廣鹽

水豐富之在地文化特色，也將透過藝術擾動在地社群，促進地方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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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凝聚地方共識。 

(四) 友善化 

友善平權不僅是現代開放式公共空間需要落實的目標，也是節慶舉辦時

重要的服務內涵。「月之美術館」兼具節慶策辦及博物館營運之主軸，

如何增進友善平權服務亦為計畫須實施之項目，包含公共空間之改善、

休憩空間之營造、交通疏運之暢通引導、各年齡層、多元族群之參與、

實為重要之課題。 

二、 執行內容 

(一) 分年計畫 

2019年月之美術館計畫啟動之初，為轉化地方短期節慶策辦之思維，並

了解地方藝文參與之情形，爰以四大指標推動相關計畫之架構，並辦理

常態性活動與地方進行溝通；計畫執行第二年起，市府積極盤點街區閒

置空間，透過各種方式推動活化，並與街區、商圈、在地社團進行合

作，以傳達計畫概念；預計自2022年起深化合作機制、培育地方藝文團

隊、打造在地特色藝文街區；預期自2024年起建立地方自主參與及公部

門策辦之雙軌模式，以達節慶永續發展之目標。 

(二) 月之美術館年度展演(月津港燈節)五大展區 

1. 時間 

(1) 2022漫月美行動│2022/12/17-2023/3/1(暫定) 

(2) 2023月津港燈節│2023/01/14-2023/3/1(暫定) 

2. 展區設定 

(1) 巷弄燈區(漫月美行動)：以鹽水王爺廟巷、連成巷、一銀巷、

魚鱗巷、中山路、中正路為主要展演場域，邀請藝術家透過在

地歷史人文脈絡及共創等方式現地製作藝術裝置。 

(2) 新創燈區：以月津港公 2-公 4水域為主要場域，邀請歷屆徵

件燈區優修策展團隊以多元手法呈現自然地景特色。 

(3) 車站燈區：以鹽水舊五分車站倉庫群為主要場域，以光影藝術

跨域合作等方式突顯區域特殊地景。 

(4) 藝術燈區：邀請國內外藝術團隊以月津港公 1-公 18-1水域及

鹽水人文歷史為核心，搭配全區光環境，展現水岸藝術魅力。 

(5) 徵件燈區：以月津港公 18-2水域為設置場域，廣邀全臺新銳

藝術創作者以創新實驗手法提案創作。 

三、 執行項目 

(一) 2022漫月美行動 

1-1打造鹽水藝文街區 

目標│磁吸效應‧活化串聯 

本計畫將進一步以「月津故事館」、「月美一號館」及2021年整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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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的「蔡和泉故居」為據點，透過老街巷弄的串聯、常設藝術作品的

設置維護、公共空間的美化，規劃月之美術館藝文行旅路徑及導覽服

務，以持續吸引遊客造訪；期間亦將委託藝術團隊現地製作藝術裝

置，於漫月美行動展出。同時月美一號館亦將開放藝文產業進駐，透

過商運及特色賣店延長遊客參觀時數，並作為示範據點鼓勵地方自主

活化閒置空間及街區。 

1-2在地藝術共創 

目標│凝聚共識‧深度參與 

本計畫將著重於地方美感自主意識提升及環境維護觀念之養成，包含

定期舉辦藝文講座、展覽及地方共創等藝文課程，深化月之美術館計

畫執行內容，建構小鎮特色藝文品牌。 

本項計畫也將進行在地商家、社區串連，以改造後之商家為月之美術

館衛星館舍，定期辦理推廣活動、共識會議等，包含講座、導覽、走

讀、表演活動等，由居民、遊客、藝術家陪伴商家共同成長，成為地

方重要文化據點及支援人力，帶動產業自主發展提升。 

1-3地方設計平台 

目標│品牌識別‧產業共榮 

透過前期的空間活化及活動推廣，月之美術館計畫一定程度提升了小

鎮平日的參觀人次，惟本計畫期待透過長期的推廣及協力，與地方建

立更緊密的夥伴關係，透過與不同團隊、不同面向的專案合作，挖掘

鹽水的人文內涵及地方特色，發展鹽水藝文產業。 

2022年度，月之美術館將持續與地方合作，透過平面設計、立體裝

置、產品開發、品牌行銷等不同方式協助地方提升產業價值，同時相

關成果如產品開發、識別系統及行銷專案也將整合於漫月美行動中，

作為最終成果露出。 

(二) 2023月津港燈節新創燈區 

本區域昔為八掌溪流域出海口，鄰近古蹟大眾廟及鹽水舊五分車站，極

具歷史價值；整治後水域前寬後窄，沿岸步道較寬，利於觀展。為呼應

本區域歷史脈絡及地景特色，爰以「新創燈區」規劃階段性策展。本區

域將優先以月津港燈節徵件燈區過往參展之傑出團隊為合作藝術家，鼓

勵以創新性策展手法搭配「水上行舟」、「水上船屋」等動態規劃，跳

脫原有燈區委託藝術團隊創作之方式，並開啟地方參與共創機制，以朝

永續發展目標邁進。 

 

(三) 2023月津港燈節車站燈區 

2018年岸內糖廠推動活化為影視基地，鹽水五分車站亦配合前瞻計畫進

行整體環境整治，其中車站倉庫群因有老樹共生，盤根牆面，形成連綿

樹牆的特殊景觀，極具特色。 

本區域沿著糖鐵軌道及自行車步道將可串連岸內糖廠影視基地及月津港

親水公園，爰規劃為月津港燈節展區，並將以多元策展手法呈現場域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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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生態景觀及人文脈絡。                                                                                                                                                                                                                                                                                                                                                                                                                                                                                                                                                                                                                                                                                                                                                                                                                                                                                                                                                                                                                                                                                                                                                                                                                                                                                                                                                                                                                                            

(四) 2022月之美術館年度營運 

為持續推廣月之美術館計畫，將定期辦理講座、徵件展覽等藝文推廣活

動，並持續完善拓展觀光旅遊服務，並結合包含鹽水岸內糖廠影視基

地、後壁俗女村、新營鐵道園區等周邊藝文觀光景點，提升整體藝文觀

光路線之內容豐富性及多元性。 

四、 發展願景、區域連結性及可行性評估 

(一) 發展願景 

本計畫以「月津古港‧文化慢城」為發展願景，透過「月之美術館」之

規劃，打造兼具節慶氛圍及博物館功能的無牆美術館， 並延續擴增兩

大節慶之效益，結合地方既有特色及資源，連結周遭地區農村觀光路

線，創造鹽水獨一無二，文化慢城的觀光魅力，並以藝術、影視產業跨

域連結帶動地方全面發展，吸引人口回流，型塑有別於溪南舊城安平的

文化特色，成為溪北以文化治理帶動產業復甦的核心引擎。 

(二) 區域連結性 

本計畫將以原有鹽水市區月津港場域為核心，透過分區分段策展與在地

村里合作，落實在地民眾參與，並透過街道美術館計畫，深入鹽水街道

巷弄，連結古蹟景點，強化與地方居民、社團、商圈的合作，激發地方

參與意願，共同合作，建立對於鹽水歷史文化的認同。同時以岸內糖廠

影視基地、南榮科技大學為技術研發核心，刺激藝文及影視產業供需，

使產、官、學、民緊密串聯。 

(三) 可行性評估 

本計畫包含街道場域之改造美化，及地方民眾之組織參與。除須與在地

區里辦公室、宮廟團體取得共識外，尚需整合龐大主協辦單位，包括臺

南市政府各局處及各級學校、在地企業及公益組織，需透過系統性分

工、召開跨局處協調會議及與當地居民充分溝通，並進一步媒合相關資

源，以期在既有基礎上，提升在地節慶發展。 

五、 預期效益 

(一) 質化效益 

型塑月津文化藝術風貌，傳承華人春節優良傳統及臺灣民間重要習俗儀

式，同時強化鹽水老街白日參觀之亮點，凝聚鹽水在地認同意識，成為

國際級臺灣文化節慶，並逐步完成月之美術館整體規劃建置。 

(二) 量化效益 

編號 項目 達成目標 

1 鹽水全年參觀人次 1,400,000人次 

2 相關視覺宣傳觸及人次 10,000,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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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造活化地方空間 1處 

4 常設藝術作品 2組 

5 新設藝術作品 8組 

6 藝文推廣活動 20場次 

7 地方居民參與 500人次 

 

參、 辦理單位分工及配合事項 

一、 計畫召集人及主要承辦機關 

(一)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 

(二) 承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三) 計畫召集人：黃偉哲市長 

(四) 總策劃：葉澤山局長 

二、 相關局處之分工及配合方式 

(一) 跨局處協調會議：協請府一層召開跨局處協調會議，針對跨局處事務統

合討論，建立完善之協調機制，以解決活動執行所遭遇之複合性問題。 

(二) 各局處分工 

1. 文化局：燈節及五大活動之規劃及執行。 

2. 水利局：月津港水域之水情掌控維護。 

3. 工務局：活動地點周邊環境整修及維護。 

4. 環保局：活動地點環境之整潔維護、流動廁所、環境清理。 

5. 農業局：周邊地景花海之營造維護。 

6. 交通局：交通運輸之宣導控管與大眾運輸之安排。 

7. 警察局：交通指揮及活動秩序維護、違規之取締。 

8. 經發局：商家串聯及市場行銷。 

9. 新聞處：國際宣傳行銷、外媒邀請參訪 

10. 鹽水區公所：區里溝通協調及配合活動注意事項之宣導執行。 

肆、 資源整合及行銷宣傳說明 

一、 整合公部門各局處單位，全力推動活動執行。 

二、 促進社區參與，組織地方文史工作者，輔導民間團體共同合作。 

三、 強化在地文史課程教育，結合師生開發藝術課程共同參與。 

四、 媒合企業贊助合作，強化節慶公益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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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執行進度及計畫期程 

年度 

計畫 

111年 112年 

2月 4 月 6 月 8 月 
10

月 

12

月 
2月 4 月 6 月 8 月 

10

月 

12

月 

2022漫月美行動  ● ● ● ● ● ●      

2023月津港燈節新創燈區    ● ● ● ●      

2023月津港燈節車站燈區    ● ● ● ●      

2022月之美術館年度營運 ● ● ● ● ● ●       

陸、 經費預算表 

編號 項目 說明 金額 
經費來源 

補助款 配合款 

1 
2022漫月美

行動 

藝文街區 
規劃設計費、材料費、人事費、

交通費、維護、水電、雜支 
4,000 2,500 1,500 

藝術共創 
規劃設計費、材料費、人事費、

交通費、水電、雜支 
1,500 1,200 300 

設計平台 
規劃設計費、行銷宣傳、人事

費、出席費、交通費、雜支 
500 300 200 

2 2023月津港燈節新創燈區 

規劃設計費、材料費、人事費、

交通費、維護、水電、器材租賃、

雜支 

4,500 3,000 1,500 

3 2023月津港燈節車站燈區 

規劃設計費、材料費、人事費、

交通費、維護、水電、器材租賃、

雜支 

4,500 3,000 1,500 

4 月之美術館營運 
人事費、水電費、講師費、出席

費、交通費、雜支 
1,000 0 1,000 

總計 16,000 10,0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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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地方文化特色及藝文人口培育計畫 

臺南市 111年「臺灣文化節慶升級」摘要表 

計畫名稱 2022 Mattauw大地藝術季展演計畫 

申請單位 

主辦機關 臺南市政府 執行單位 文化局 

地址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 2段 6號 13樓 

電話(分機) 06-5718123 聯絡人 劉家伶 

銀行帳戶 
行名/分行：臺灣銀行/臺南分行 

帳號/戶名：009045000108/臺南市公庫 

主辦單位 

單位名稱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電話(分機) 06-5718123 計畫聯絡人 劉家伶 

E-MAIL dada751027@mail.tainan.gov.tw 

節慶元素 
曾文溪流域文化、生態地景藝術、視覺裝置藝術、表演藝術、自然人文聲景採集、

現地創作、竹構建築、農村及社區共創、流域文學 

實施期程 111年 1月 1日至 111年 11月 30日 

經費需求 

（元） 

申請文化部補助   3,000,000  元；佔總經費比例  70  % 

自籌 
市府配合款  3,000,000    元 

其他機關補助或民間贊助     0    元 

總經費      6,000,000   元 

計畫內容

摘要 

2022 Mattaw大地藝術季，以三年進行深入調研策展，以流域為標章，倡議新時

代、人類世反省下的流域治理，以藝術為中介啟動上中下游的地文、水文、生文、

人文的溝通對話為目標，舉「千重溪──曾文溪的一千個名字」為主題，探討嘉南

母親之河曾文溪在孕育豐饒物產及人文、形溯地貌與歷史下，傳統與現代所帶來的

流域治理、水資源問題，並期以藝術呈現、社區共創、教育深耕帶著民眾深入議題

核心。在前兩年流域倡議、地史踏查、族群對話、土地連結、藝術扎根、共伴創作

等行動策略基礎上，向土地和水文擴展其探索範圍，與上中下游的人文社區族群交

流，用水文的歷史帶出土地與人文的歷史，共同思考曾文溪流域的近未來命運，形

成公民參與式的倡議行動，2022年展演計畫設定曾文溪流域中游為展演核心，並劃

分為兩大展示場域，包括總爺、拔林/渡仔頭，啟動一連串行動。 

關鍵績效 衡量指標（質化） 衡量指標（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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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KPI） 

使觀眾與臺南居民認識曾文溪全

段流域的完整樣貌與歷史文化，

打破行政區域治理的概念，以藝

術性的倡議行動，了解自然生態

如何孕育社會經濟和不同族群，

反思人類社會行為對自然生態的

影響。讓曾文溪流域對話成為人

類世極端型氣候下的社區與國際

亮點。 

1. 專業藝術工作者(顧問、策展人、藝術家、展演

團隊等等)合作至少 20人/團隊；相關協力單位

(公部門機關、非營利組織、社區協力單位)合

作至少 8個。 

2. 教育團體聯結點如國小、國中、社大、大專院

校至少 6點。 

3. 包括 8-10場藝文團體、學校或社區匯演、6-8

場論壇及工作坊、1-3場走讀導覽活動等，總計

15-21場線上/實體活動。 

4. 總計 20-25件藝術裝置創作。 

5. 藝術季帶動觀光人次預計達 8萬人次。 

本案墊付

金額 

1. 「111年度地方文化特色及藝文人口培育計畫『臺灣文化節慶升級計畫』案」申

請墊付新臺幣 600萬元整(中央補助 300萬元，市配合款 300 萬元) 

2. 依據文化部 111年 1月 11日文藝字第 1113000887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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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理念及具體目標： 

    「2022Mattauw大地藝術季：曾文溪的一千個名字」倡議的內容緣

起，因應極端型氣候缺水與水患的國土安全問題、人口老化與農業糧

食安全問題、下中下游文化資源平等與串聯溝通問題，分為方法上、

形式上、內容上的倡議三個部分。方法上的倡議，在於「蹲點－累積

－連結－擴大－轉型」這個大地藝術季準備工作與方法上的嶄新模

型。透過前期走入流域生活紋理的踏查、具體人文地史的關懷行動與

對話性的成果出版，溝通族群流域文化內涵，進行流域文化的扎根教

育。形式上的倡議，將結合影片與出版物的巡迴放映和座談，聯結在

地公民團體，擴及全國流域議題，進行審議式民主與流域治理新模式

的倡議。內容上的倡議，將透過藝術計畫的表現與展演，促進流域上

中下游與公民團體間的互動，讓藝術計畫與作品的感性力量，帶動文

化記憶與流域治理的深度反省與再生。以下陳述 2020 年至 2021 年的

前期準備工作，以及相關成果基礎，進而導出 2022Mattauw 大地藝術

季的七大範疇。 

    本計畫具體目標如下： 

1、 重塑貼近土地認同的地緣美學：  

    「2022Mattauw大地藝術季：曾文溪的一千個名字」計畫，從挖掘曾

文溪的身世出發，往上游溯源溪流的根本起源，跨越了行政區域的藩籬，

自臺南的沿溪走進嘉義縣阿里山鄉的森林中，在鄒族的獵人帶領踏查過程

中經歷了身體精神在空間、知識上的衝突感受。另一方面，團隊以生活考

古方式，將曾文溪在地理、地質人文的時間尺度拉了出來，形成了對曾文

溪跨領域、跨區域、更多面向的理解，團隊及藝術家在遺址現場觸及陶片

的殘片，似乎在某個程度上是跟數千年前的人藉由這個介面相互接觸，近

20人團隊的大型攝影計畫滲透曾文溪流域的生活節點紀錄，在策展的過

程，藝術家也由此進入曾文溪生命的韻律，在生態政治、水文變遷、地質

累積、人文景深的美學轉譯的過程中，帶出屬於這條溪流的認同，凝聚溝

通族群流域文化內涵，也重塑貼近地緣而發展的美學。 

2、 多面向、多層次、多焦點、參與式的行動倡議：  

    本展演計畫認為，應跳脫國內地景藝術節的地方節慶設計模型，強化

其公民倡議的聯結平台角色，以聯結流域上中下游的地文、水文、生文、

人文為具體目標，透過藝術展覽的籌備與創作過程，提出流域的族群、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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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生態、土地倡議，讓「藝術家／公民」、「觀眾／公民」的角色更加突

顯出來，與地方上的專家團體、曾文溪流域及水利設施的治理單位、非營

利環境組織一起互動，讓曾文溪促成跨界對話。 

貳、計畫內容： 

    「2022Mattauw大地藝術季：曾文溪的一千個名字」決定以七個不

同的而相互關聯的範疇，以位於中游的總爺藝文中心和拔林工作站為兩

大基地，延伸向曾文溪沿岸的 171市道南北腹地中農地，幅射出 12公

里的範圍，透過「水」的國際倡議、「聲」的地景共振、「影」的動態捕

捉、「土」的陶燒捏塑、「植」物生態的對話、「竹」材實驗的共學循環

學校、「農」業生產傳銷的合作介入，將上中下游的串聯透過藝術計畫

進行實質的串接，進行 2022 年大地藝術季展覽的準備，由龔卓軍總策

展人召集沈昭良、林芳宜、楊志彬、陳冠彰、黃瀞瑩、洪榆橙等偕同策

展人共同規劃七大分項計畫，2022 年展演計畫在前兩年流域倡議、地

史踏查、族群對話、土地連結、藝術扎根、共伴創作等行動策略基礎

上，設定曾文溪流域中游為展演核心，並劃分為二大展示場域，包括總

爺、拔林/渡仔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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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影像計畫─策展人 沈昭良 

A「潛行攝影計畫」 沈昭良 

    潛行攝影隊在曾文溪流域的線性擴散概念下，由源頭至出海口的上、

中、下游，進行含括空中、地面以及水下拍攝的立體性視覺建構。拍攝標

的/對象，包括廣義流域概念下的地理、工程、建築、景觀、生態、空

間、人文、產業以及宗教活動。具體執行將透過田調以及資訊的閱讀彙

整，針對具架構意義的特定區域、範圍和對象，邀請來自藝術、媒體領域

不同世代的攝影創作者，加入潛行攝影計畫團隊。整體的攝影風格與美學

展現，也將在支撐藝術創作與表現自由的前提下，一方面靈活調整攝影內

容與呈現方式，在親民、親切、易讀與有感的方向上，帶動公眾對藝術季

的參與意願。 

 (2)聲景計畫─策展人 林芳宜 

    有別於裝置藝術、視覺藝術的持續性觀看，觀賞時間具有限制的表演

作品，自帶節慶的體感，以聚集連結地方人文的表演節目，注入生活的儀

式性，透過來自儀式性活動的感知，觸發觀眾對本計畫所倡議的知識領域

以及所產生的藝術創作更深入的關注。而串連在地的設計，也將塑造有感

的節慶活動，在短暫的五感經驗之後，留下對倡議議題、藝術體驗與美感

的意識與記憶，最終，MATTAUW 大地藝術季亦能逐步成為曾文溪流域的公民

記憶，為曾文溪流域的土地關懷產生續航力。  

 (3)土壤計畫─策展人 陳冠彰 

土地如何書寫？除了史學常討論的沖積平原的文明發展史外，海拔三

百米以上的贊米亞（Zomia）抑或地下積累的考古遺址，又如何透過土層以

下的故事慢慢的說呢？Mattauw 大地藝術季團隊，以曾文溪為主體展開對於

上、中、下游不同地理、空間、族群、氣候進行研究，為了對溪流進行時

間縱深的思考，團隊將考古納入藝術季的規劃，進一步觸發團隊的是「土

壤」如何書寫？觸覺又如何思維？「土壤計畫」目前有四個關注的點。 

⚫ 歷史：團隊透過遺址踏查擴大對曾文溪時間尺度的認識，從歷史時期向

前推進至史前時期對於曾文溪的認識。 

⚫ 族群：透過曾文溪沿線族群的文化以及互動關係，建立對曾文溪的流域

內涵的認識。 

⚫ 記憶：透過遺址文化內涵銜接與地方族群的口傳敘事。 

⚫ 技藝：土壤作為敘事的媒介並邀請陶藝家、部落工藝師、聲音藝術家、

農試所研究員透過藝術、工藝、科學分析、土壤詞彙描述建立曾文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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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敘事。 

(4)植生計畫─策展人 黃瀞瑩 

    植物與人之間的共伴關係，形成了網絡性的多元物種共存狀態。也因

次，在涉及全流域敘事的水論壇、竹計畫與土壤計畫之外，我們嘗試將自

2020年啟動的曾文溪流域踏查中，由「植生」所帶來的感知擴張經驗，接

壤至這片地域中。在「植計畫」中，將以「總爺藝文中心」、「拔林工作站/

川文山森林保育園區」為主要場域，透過音場再造、植物探查等主題，順

應在地植生樣態，進行地景裝置、聲景共伴與菌絲書寫計畫，並嘗試在這

片看似極為日常的異質結構中，思考「種植之人（planter）與採集者

（gatherer）」的行動腳色，及其可能的當代意義。 

 (5)農人帶路計畫─策展人 吳克威、蔡郁柔 

    透過一連串行動的設計，中介專家學者的理論知識、以不同理念及方

法因應現地狀態的農民及關心土地、環境議題的公眾，經歷協商、權衡的

過程，將理念與可行的實作方案落實在一塊田區進行實驗，紀錄期間各式

溝通、現實利益的考量與交換、實作遭逢的困境後的堅持、妥協或是放

棄，完成一場測量自己對於土地想像現實與否的實驗計畫。 

以大地藝術季來發動的這場「社區營造」涉及的不是單一社區的

發展，而是在這樣的過程中擾動及引動的人群更能實際在產業的層面持續

經營，而農業生產地景的保存從里山倡議的角度來看待，更意味著大量生

物棲地的保存，成為 171 市道沿線社區永續的里山資本。 

 (6)竹構計畫─策展人 陳冠彰 

    結合 2022 Mattauw大地藝術季的「流域倡議」，在設有「顏水龍紀念

館」的麻豆總爺藝文中心打造曾文溪上中下游的「竹藝手作共同體」，顏水

龍在日治時期提倡的「自由工藝」，在 2022年將透過「流域一體．共生共

學」的方法，成立一個從採集、築造、編織一體共學的「實驗學校」。而我

們選擇竹造竹材竹藝，一方面是國際生態建築的重要趨勢，另一方面 1943

年柳宗悅來臺南考察後，最讚不絕口是學甲、關廟等地的竹屋、轎椅等竹

造工藝，因此在策展計畫內，我們將探討與實踐的是，如何在當代與自然

共生、共學、共作的觀點下，進行竹造創作的轉譯。 

(7)水文化倡議計畫─策展人 楊志彬、洪榆橙 

    強調參與對象的浮現與邀請，使倡議訊息觸及到全台灣關心自然環

境，或是與曾文溪流域生活相關的人。包括觀測行動、公共審議、萬物

議會、國際論壇，讓計畫兼容感性詮釋與科學監測，借重藝術，聲音、

表演劇場等想像力，促進不同領域之間互相對話，鬆動不同專業領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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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界，鋪陳更長遠的願景，包含河川治理、國土計畫、流域法人化等的

討論，以及翻轉和實踐的可能。 

 

參、預期效益 

1、 質化效益 

 ∙透過流域藝術，提出當代人類世生態系的文化觀點 

結合曾文溪與鄒族部落文化路徑，讓曾文溪的故事多元化，改變過去

曾文溪以漢人移民為中心的論述方式與歷史表述，提出「人類世」的

多元觀點，讓臺灣的生態議題與族群傳統領域問題得到一個深度對話

的機會，民眾透過對談、劇場、舞蹈、紀錄片放映、裝置與聲音，得

到深度而多元的理解。 

∙透過流域藝術，呈現嶄新的生態美學視角 

結合深度田野訪談的近觀視角與遙控空拍機的大尺幅地景視角，讓鄒

族獵人之美、獵徑之美、堤壩之姿、流域農事之樣態的美和曾文溪地

景之美，隱含價值思考與批判視角，這些水資源的人類世面貌，都得

以呈現在當代攝影美學的影像思考中，利用攝影家的水利、人文、生

態、地文攝影專長，不再停留在沙龍式的美感模式中。 

∙透過流域藝術，達成地理策展與社會溝通的倡議行動 

    由於本計畫中邀請的文字書寫與訪談者，皆有參與當代藝術展覽

或策展經驗，其創作本身就算是一次策展行動的展現，預計將延伸出

未來可能的潛在展覽，如「曾文溪的一百個故事」集合出版、「千重

溪：曾文溪的一千個名字」影像展覽，紀錄片放映、聲音地景、流域

對談和萬物議會等，更是有利於嘉義與大臺南藝術生態地理人文的整

合呈現，促進流域的深度對話，面對未來的極端型氣候體制。 

2、 量化效益 

(1) 專業藝術工作者(顧問、策展人、藝術家、展演團隊等等)合作至少

20人/團隊；相關協力單位(公部門機關、非營利組織、社區協力單

位)合作至少8個。 

(2) 教育團體聯結點如國小、國中、社大、大專院校至少6點。 

(3) 包括8-10場藝文團體、學校或社區匯演、6-8場論壇及工作坊、1-3

場走讀導覽活動等，預計15-21場線上/實體活動。 

(4) 總計10-15件藝術裝置創作。 

(5) 藝術季帶動觀光人次預計達8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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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辦理單位分工及配合事項： 

1、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2、 協辦單位：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臺南市政府秘書處、臺南市政府新聞及國際關係處、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臺南市政府民政局、臺南市

政府警察局、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經濟部南區

水資源局、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臺南市官田區公所、臺南市麻豆區公

所、各級學校等、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麻豆區農會、麻豆商圈、連鎖

企業、國內外藝術文化工作者、麻豆文史工作室暨麻豆文教聯誼會、曾文

社區大學等。 

3、 合作單位： 

臺南藝術公社、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捌號會所 Studio Acht 、

2022再壹波藝術節、壞鞋子舞蹈劇場、總爺文教協會、臺南藝術大學、首

府大學、微物官點工作室、官田育苗場、官田烏金合作社、菱炭生活工場、

麻豆柚香學堂(鐵營創意有限公司)、吉園休閒農場等。 

 

伍、執行進度及計畫期程： 

2022 年 1-2月 3-4月 5-6月 7-8月 9-10月 11-12月 

計畫提案、修正       

進駐創作       

行銷宣傳       

工作坊、論壇籌

備及執行 

      

出版品製作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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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經費概算表： 

        2022 Mattauw大地藝術季創作計畫經費概算表   單位：元 

項次 項目 預算細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壹 

人 

事 

費 

專案臨時人員 式 1 540,000 540,000 
依「文化部臨時人員管理要

點」進用專案助理 

貳 

業 

務 

費 

策展費 式 1 550,000 550,000 含策展人 7位策展規劃費 

主視覺設計費

及印刷輸出 
式 1 300,000 300,000 

邀請卡、海報、文宣手冊、場

域地圖、展場說明、作品說明

牌等設計及印製、羅馬旗、關

東旗、車體廣告、大型看板帆

布輸出、網頁宣傳圖示等 

主題專刊出版 式 1 400,000 400,000 

出版製作，包括稿費、創作、

作品授權費、美術編輯、排版

編輯 

藝術創作規劃

設計費 
式 1 3610,000 3610,000 

計 20-25 件作品規劃創作費、

材料費、設置費用(吊運施工、

運輸費、租金、鐵工、木工、

電工、光環境、輸出製作等)、

作品照片攝影 

教育推廣計畫 式 1 400,000 400,000 

6-8 場論壇及工作坊、1-3 場

走讀導覽活動等，預計 15-21

場線上/實體活動 

行政雜項支出 式 1 200,000 200,000 

專家學者、藝術家等出席會議

或策展活動之交通、出席、住

宿、出差等費用;辦理記者會

主持費、開幕式餐點等、保險

費、運費、翻譯費、潤稿費、

臨時人力工資、誤餐費、郵資、

電話費、印刷費、辦公用品、

文具、防疫物資、器材設備租

用等 

總經費 6,000,000 

以上經費請准予於概算表總額內互相勻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