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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心—規劃設計面

吳旭峰 高苑科技大學建築系專任講師，2005~08年曾任職高雄縣政府文化局長

重新銜接都市發展的
地方文化中心之探索

一、啟動新建文化中心計畫的都市空間

背景

鳳山自1788年築城（即從位於左營的「鳳山

縣舊城」遷來的「鳳山縣新城」）起，歷經日治

時期成為以高雄為「南進」前哨的後勤與防衛基

地，戰後沿續成為軍事人才培育重鎮以及高雄縣

治，頗能反映台灣近三百年來政經國防與民生發

展歷史的特色。也因為毗鄰戰後快速成長的高雄

市，使得鳳山部分地區扮演衛星城市的角色，分

擔大量城鄉移民的居住人口，都市發展問題益形

複雜。混合著舊城區、軍事設施與眷村、都會邊

緣住商社區以及新興重劃區域的發展形態，鳳山

的都市公共設施建設長期處於質量不足的窘境。

在台灣二十世紀七○年代起的各縣市文化中心的

興建潮中，由於高雄縣特殊的「三山」空間區位

地緣關係，當時的文化中心並未選擇在縣治所在

的鳳山興建，而是設置在人口較少的岡山。之後

為應付鳳山地區藝文展演活動的需求，選擇位於

舊城區原有一處集會活動廳舍，整建成「鳳山國

父紀念館」提供展演與圖書館的空間。「大東文

化藝術中心」的興建規劃首先是選擇此一城市

空間的組織脈絡，以取代既有文化設施的功能出

發，選址上也反映出這樣的思考取向，將興建基

地決定在「鳳山國父紀念館」一路之隔的「大東

國小」校地。

二、大東文化藝術中心基地聯結的都市

發展議題

選擇以「大東國小」作為新的藝術文化中心

興建基地，另外至少涉及兩個重要的都市發展議

題：一是舊城區年輕人口外移與少子化的雙重影

響所導致的老學校規模縮減；另一則是當時已動

工興建的高雄捷運橘線將在基地旁設站。當「大

東國小」的存廢已成為地區發展的關鍵，新的藝

術文化中心似乎是一個具有充分正當性的承繼共
圖1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周邊地區都市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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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而以藝文設施作為現代化象徵的捷運銜接歷

史城區的節點，也被認為是具有前瞻性的政策構

想。雖然後來實際上「大東國小」順應社區的要

求而改採縮小規模原地改建的作法，但嶄新且小

而美的小學校園，卻也受到普遍的肯定與歡迎。

另外從與捷運路線連結的面向來檢視，由

於兩項公共建設規劃時程上配合的問題無法克

服，未能達成捷運車站與藝術文化中心共構設計

的方案。然而彼此依存相成的發展，是在藝術文

化中心規劃階段就已經預期得到了。這條並不算

長的捷運橘線西起西子灣，往東穿越鳳山老城區

的路線，可以直接串連高雄市文化中心、衛武營

文化藝術中心與大東文化藝術中心這三座南台灣

最具代表性的表演藝術殿堂，幾個不同性質與規

模的表演廳共可同時提供將近一萬個符合國際水

準的室內觀賞表演座位，這其實是一項城市發展

的特殊經驗。大東文化藝術中心落成啟用後的高

人氣，也立即反映在捷運橘線的運量上，應證捷

運場站與設施開發共生發展的不變道理。未來待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完成成後，由展演設施與捷

運路線構成串起高雄的新藝文軸線，其效應不僅

值得期待，也將會被視為都會發展的重要觀察對

象。

三、文化中心對基地周邊環境的新生效

應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與捷運大東站共生發展的

效應，也同時開始擴及周邊的都市場域，原屬於

鳳山老城區邊緣的區塊，被注入新的發展活力。

在高雄市政府交通規劃藍圖中的四大次轉運中心

（鳳山、旗山、岡山、小港等地區），鳳山轉運

中心設置點捨台鐵鳳山站而取捷運大東站，正可

說明捷運場站與藝文中心共區規劃所產生的磁吸

效應對都市發展的影響。地區轉運中心將來更可

提供短途旅運所帶來的購物及餐飲需求，與這個

地區原有的藝文與休閒機能，結合產生更強的都

市發展潛能。

這種與周邊都市介面之間關係的處理，是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學會0426.indd   15 2013/4/30   下午9:34



16 2013.04 臺灣建築學會  會刊雜誌

文化中心—規劃設計面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在規劃之初就已經注意到，而

且被視為空間配置的重要指導原則之ㄧ。對照於

過去上個世紀全台各地的文化中心，以建築體聚

集前方留設廣場，外圍綠地環繞的配置模式，大

東文化藝術中心一則因為基地規模的限制，不適

合做類似的規劃；再則思考如何與都市介面順

暢連接，創造一處延伸的都市休閒場域，原來就

是當時的重要課題。在維持必要的專業場館管理

運作的前提下，大幅提升民眾親近藝文空間場

域的可能性，並感受到藝文場館的存在感。事實

上，在設計徵圖階段，入圍第二階段的作品幾乎

都反映了這樣的規劃取向，空間配置規劃將基地

的核心位置設計成各種型態的開放空間，將過去

文化中心冷峻的「殿堂」意象空間，開始轉化為

像有著大廟埕或大街般親切可停留的場所。決選

完成後，脫穎而出的設計案，也持續朝此方向修

正發展─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最具有特色及識別性

（Identity）的連續漏斗狀造型膜構構成的半戶外

空間，在對應南台灣戶外氣候課題的同時，也清

楚地呈現出這樣的空間開放思維，實際上更有效

的吸引民眾前來停留駐足，創造一處民眾會認同

的都市公共空間和活動場域。未來若能再適度引

入相容的商業消費機能，以及多元類型活動的辦

理，將可見到更具蓬勃活力的空間景象。

四、結合藍綠帶重構都市休閒空間場域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基地東側原先就緊鄰鳳

山溪，隔著光遠路對面即為鳳山市區最主要的公

園綠地。因此在規劃之初，是希望以「園區」的

概念來發展，建構一處包含藍帶與綠帶交織，完

整的藝文休閒空間場域。後因大東國小改採原地

改建的方案，園區整建的方式牽涉較廣，就僅以

既定基地內文化藝術中心設計與施工先行的策略

來做。這當然也影響日後整體「藝文休閒園區」

的發展構想與結果。就在大東文化藝術中心主體

工程設計與施作的同時，原來「園區」概念中的

羅東文化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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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藍帶（鳳山溪）與休閒綠帶的構想也逐步開

展，但因經費切割之故，影響開發的計畫步調。

原有提出以土堤墊高基地邊緣再以步道陸橋方式

跨過光遠路連結基地對面的大片綠地公園想法

並沒有實現，而基地邊緣墊高的土堤，反成了文

化藝術中心空間與鳳山溪岸連結的阻隔，殊為可

惜。以大東文化藝術中心為核心的都市藍綠帶交

織構想，或能再創造一處新型態的都市景觀與市

民活動空間，深化文化藝術中心導引都市空間再

造的價值。這個都市發展的願景，仍需要更大的

宏觀視野來支持。

五、從反映古城環境的思考銜接民意的

多元考驗

除了就基地的實質環境考量發展的特性外，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的規劃也是一個結合了歷史古

城銜接現代都市發展多元面向議題關照的過程。

「大東」的名稱正是延續鳳山縣城「東門」（朝

陽門）的歷史與地理意義，稱為「大東門」是相

對於「東便門」（同儀門，也稱「小東門」，現

仍存，為縣定古蹟「鳳山縣城殘蹟」的一部分）

而來。然而，藝術文化中心畢竟有其機能性的考

量，在經過徵圖的遴選過程，出線的建築設計方

案是強調以沉穩簡約的風格，讓本身的角色退守

基地內，不去干擾已經顯得紛亂的街景。而鳳山

縣城兩百多年的歷史痕跡，似乎就在其中沉澱收

斂了。事實上，「大東文化藝術中心」原先徵圖

結果的素樸造型方案，也曾引發一些爭議，甚至

在縣議會審查興建預算的過程中，遭致議員對設

計方案的質疑。也因此後來在設置發展階段，藉

由主辦機關與設計團隊的溝通與合作，逐步發展

出具有更強烈風格的整體造型元素。大東文化藝

術中心最後呈現在鳳山縣城中的樣貌，設計過程

其實已經經歷許多專業意見的討論及焠鍊，也包

容社會上不同階層看法。與一般公共建築興建過

程相較，或許因為當時興建計畫與經費預算定案

的過程，遭遇許多的關卡，反而讓其有機會面對

更多不同角度的檢視，這又是可作為大東文化藝

術中心興建所帶給專業者一些值得省思的課題。

六、跨國設計團隊專業合作機會的嘗試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興建計畫的另一個考驗，

來自於跨國設計團隊的溝通整合與專業合作。基

於引進國際級設計提案與專業服務的期待，興辦

機關以提高設計費率為前提，要求設計團隊必須

由國內建築師事務所與國外專業者共組，而這次

由台灣本地及荷蘭的建築師事務所共組的團隊，

設計過程固然也是磨合不斷，但畢竟所提出的是

不同於以往經驗的專業視野，對設計質量的提升

也有相當程度的提升。

七、大東為地方文化中心發展遠景帶來

的可能性

我們其實可以從地方文化中心的規劃設計、

經營管理與使用情形，看到台灣整體生活與環境

品質在這些方面的提升。藝術文化類型的場館建

築，也已經被視為是地區開發的「利基」，足以

提升整體的房地市場價值，更被許多的執政者期

待為具有代表性且足以傳世的「政績」。而進一

步來思考在我們的文化生活領域中，地方文化中

心已不僅只作為提供特定使用人群的展演機能設

施，更可以是蓄積、生產、展現地方生活文化的

場域，兼作藝術文化的工場、倉庫、櫥窗、門市

甚至是網路擬境投射的綜合體。除了大東文化藝

術中心，同在2012年啟用的羅東文化工場（宜蘭

第二文化中心），也展現出跳脫現有地方文化中

心空間框架的企圖心，與周邊城鎮空間展開特別

的對話方式。於是我們不禁要期待，台灣下一個

階段的地方文化中心，將會與地方民眾一同發展

出更多元體驗與更豐沛活力的文化生活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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