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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心—營運面

林豐澤 文化部文化事業審查委員會委員．宜蘭縣政府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委員．
 雲林縣政府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議委員．都市計畫專業技師

訪視文化中心
整建工作之發想

時間過得真快五年的光陰荏苒，終於讓各縣

市文化中心整建的工作告一段落，很高興有機會

再來訪視整建成果。接受台灣建築學會之邀，跟

隨著賴榮平理事長與計畫主持人謝育穎教授，夥

同優秀的工作團隊努力地跑遍南北。這次的整建

成果斐然，建築與空間煥然一新。更難能可貴之

處是在近距離觀察與訪談裡，發覺文化行政人員

已經普遍有建設性的主張與作為，給整建工作加

分不少。

在訪視的過程中仍然給我不少觀念上的衝

擊，這次整建的預算據說已是歷年來最多的，但

各縣市政府都還覺得仍不足以全面更新？有趣的

是，當被詢問到是否要轉型？或有縣市文化政策

來配合嗎？未來的經營管理方針與對策為何？這

些關鍵性的問題，對於主其事的人員似乎都避重

就輕，或是自認層級不夠高，無法表示意見，甚

至就終止對談與討論。既然站在第一線的文化行

政人員都感覺到力有未逮，協助的建築師及營造

廠就更不知所措了。本文僅就一個參加訪視與近

距離觀察者的角度，提出問題的思索加上一些想

像的看法，發表出來恐怕見笑了。

文化中心整建不只是建築硬體改造，更要讓

政府與人民一起參加改造才有機會，想創造出嶄

新的文化場域，來容納現在多元的文化，則應以

公私協力的方式，透過賦權的手法來共同營造。

多少年以前，國家在各縣市陸續建設文化中

心，希望能提升人民的文化水準，本來是一件天

經地義的神聖使命。國富而民強是那個時代所追

求的主流價值，文化建設必然也要遵循國家的總

體目標。所以文化中心的規劃設計也必須先要範

疇化，更要仔細的建構文化中心展演的內容，當

然建築與空間的形式也一定要有標準可循。

所以放眼各縣市文化中心都有著相同巍峨

宏偉的建築，佔地必須廣闊而且庭園修葺得美輪

美奐，長得是那麼地超凡脫俗，與現實世界隔著

一層神祕的面紗，才能彰顯其是聖潔而不可隨意

侵犯的殿堂模樣。國家以此標竿作為文化建設的

典範，讓人民認識文化這一回事。再進一步舉辦

各種文化與藝術性的活動，希望大家來接受與認

同。然而這些努力的結果，卻與普羅大眾的生活

習慣有極大的落差，依舊把文化中心當作是官府

衙門來看待，人民望之卻步的眾。

記得有位哲學家曾經這麼描述過，一個國家

的文化內容不會只是表現政府具體施政的成果，

應該是國民生活裡養成習慣的過程中，對於認同

為較好的事與物，再經長時間的淬鍊，逐漸凝結

出一個有綜合層級的樣貌。換句話說，文化就是

存在於常民的生活之中，並不是國家能刻意在短

時間內創造來的。從過去三十多年來縣市文化中

心艱辛的歷程看來，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

民主時代的來臨，人民也很想對文化中心整

建與再發展表達意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順

應著潮流與民意，也想利用這次建築與空間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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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來重新界定文化中心的意義與內涵。乍

看之下這次整建的成果，似乎只有表現在硬體的

修葺工作上，其實在計劃執行的過程裡，已經要

求必須考慮到軟體的改造，包含納入更多戶外小

劇場來讓民眾親近，庭院要能通透簡約。

更進一步以政策來鼓勵及引進民間的力量，

以委託經營的方式借重其人才與資金，來活化文

化中心的功能，這些措施都是希望能回應與滿足

許多人民的期待，亟思讓文化中心能擺脫過去僵

硬的型式，展現民主時代的新風貌。很高興看到

經過這次整建，已有一些文化心確實朝此方向前

進，也有不錯的成果。

時代在進步中，文明進程中價值體系也要跟

著改變，文化中心的內涵要與人民的文化價值同

步。空間、時間與人間等三個向度更需要緊密鏈

結，才能適應現在多元文化的世代，同時政策也

必須鬆綁調整，引進更多的民間力量。

從民國96年（2007﹚接受翁金珠主委邀請，

開始參與行政院文建會對於各縣市文化中心整建

工作的訪查，來回穿梭各縣市文化中心。從硬體

的查勘到與行政人員討論未來的軟體建構，發現

當年從圖書館開始蓋起來，接著又是音樂廳、

展演廳⋯.等等。不斷的發展成為文化中心的模

樣。

帶有儀式性的建築正展現很強的國家意識形

態，說明當時的社會氛圍，強調人民應遵從國家

造福人民的旨意，文化中心的空間布置與建築形

式，是不可造次也不能自由創作。所以無論這個

文化中心是建設在台北大都市或是蓋在台東的縣

轄市，必定都要有相同的機能模樣也要相近。

如今是民智已開的民主社會，人民渴望文化

中心的空間能釋出，營運上能具備有更多元的功

能。文化既然是人民生活的延伸也就是人間的事

務，當代的一些流行文化也應有空間找到出路，

嚴肅的議題也有輕鬆的一面，這樣建構起來的才

會有

時代的意義。這次再整建計畫進行之初，

文建會就已先徵集各類表演團體、設備與營運等

專家與學者，廣納各方的意見形成政策來據以執

行，希望更能滿足各項文化活動的需要。

文化中心的概念隨時空轉變也要轉型，這牽

涉到政府的文化政策、文化行政與文化資源運用

的課題。過去將文化以事與物的形式，封印在中

心的殿堂裡靜態的展示，守株待兔的等待觀眾上

門，現在文化要從雲端回到人間，正需要靠著大

家對未來豐富的想像力去完成。

猶記得文化中心草創的時期，也正值國家經

濟起飛之時。政府想要告訴人民經濟發展是主流

價值，對於繁榮興盛的未來社會是可以期待的。

政府以抄襲翻版手法，將先進國家的文化樣態直

文化中心整建不只是建築硬體改造，更要讓政府與人民一起參加改造才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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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搬到這個社會來，更想利用建築空間的模仿，

想快速又有效的提升國家的文化水準。

這是政府一廂情願的想法，對於人民而言這

些設施與內容，與其生活的文化落差甚大，是無

法融入的而且心裡上產生望而生畏的感受。政府

想藉文化中心之名作為精神的號召，期盼人民能

利用這個場域，努力學習所提供的主流價值。但

事與願違，換來的結果是中心的經營日益困難，

因參加的民眾人數嚴重不足，財政上根本無法負

擔龐大的營運成本。於是乎建築與庭院無力來維

護修繕，設備老舊也無法更新，一段時日後就需

要中央政府編列大筆預算來大肆整建。這樣子的

文化中心應是一種美麗的錯誤，也將是政府財政

上長期沉重的包袱。

有鑒於此，想要去逆轉這種情況並設法改

善這個政治上的難題，是當前政府機關急切要努

力解決的要務。文化中心要想永續經營就要想到

公私協力的策略，認真的思索內容與經營型態，

也就是要從雲端回到人間，與群眾為伍而且將權

力下放，賦權各個參與的團體讓大家共同承擔責

任，如此才能扭轉形勢創造有利的空間，同時

要解放過去的束縛對未來的發展發揮充分的想像

力。

民主思潮帶動對文化價值有新的定義，政

府與人民都要努力去體認。現在連溝通的語言形

式也在改變，文化展演空間的範疇變得廣泛而多

元，文化中心的意涵自然也要順應轉換並走出過

去的樊籠。

目前台灣社會思想開放，大家已經習慣用民

主的方式來思考及解決問題，自由選擇與創意表

達的多元文化已是常態。由於政府與人民的權力

關係在改變，帶動所有權力的位階也都在調整，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分權，地方自治是未來了

的選項，不同縣市會有不同的思維與實際的需

要，不同的文化區塊將需要不一樣的文化中心，

這樣就給了文化中心一個新生命的機會。

政府與民間也從上下關係轉為合作的對等

關係，公辦民營的經驗也已經累積不少。從高速

公路休息站的公共服務，到公辦民營的國民教育

也習以為常，這代表新的模式已經形成。現在已

有太多的文化資產就分布在全國各地，這跟三、

四十年前的情形大異其趣。無論古蹟或歷史建築

已到處林立，還每天都有新的發現而且正努力要

來登錄。這些文化資產能否納入文化中心的經營

體系去思考，如此才可以動態的展現文化的整個

內涵。

人民對文化資產的觀念上有了新的瞭解。新

聞傳播與各種媒體也不斷在提醒人民要去跟上時

代的腳步，所以新的文化價值也漸漸普遍為大眾

所接受。新的生活型態也正改變了人民的生活習

慣，連溝通的語言也在改變，展演的場域範疇也

變得廣泛而多元，文化中心的意涵當然也要再重

新來檢討。表面上來看好像是政府與民間的界線

趨於模糊了，實際上是主客關係的轉換。人民要

國家機器扮演更有效率的角色，人民也可以透過

民主的選舉手段來表達人民的意志，逼迫政府形

成政策來執行。

所以我們應有一個體認，這次文化中心整建

是一個龐大的政策執行。動員許多的人員也耗用

國家大量的資金，當初設定的政策目標似乎也大

部分達成。但是文化中心作為政府文化施政的窗

口，如今隨著行政院改組成立文化部，即將更積

極扮演文化政策制定的角色，同時也是文化行政

的執行機關。期待著文化部可以帶領我們國家的

文化發展更上層樓，也讓文化中心經營能與人民

的生活融為一體，同時串聯文化資產並活化納入

文化中心的經營體系中，還要制定政策獎勵民間

共同來經營文化資產，這樣對於未來仍是可以充

滿希望也還可以繼續擁有夢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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