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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心—營運面

沈芷蓀 建築師．曾任教於逢甲大學及成功大學．曾任經建會文化次類別審議委員兼召集人

台灣文化設施之省思

有幸參與這次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現

稱 中華民國文化部)委託辦理之「縣市文化中心

整建計劃執行成效評估」，參訪了台灣許多文化

建設進而引發一些感想，在此提出幾點看法希望

中央政府能夠參考。

談到文化建設不得不從經國先生在任行政

院長時談起，經國先生開始推動一縣市一文化中

心後，各地方政府才開始重視地方文化建設，但

由於地方財政不足加上縣市財源分配不均的情況

下，文化建設永遠是被犧牲及遺忘的一塊。從這

次的參訪就很容易看出，原本中央希望將補助款

運用在地方文化政策推動以及軟硬體的補強上，

結果都因為地方財源不足，連基本現有設施空間

的維護修繕都無法執行（尤其在漏水、洇水、保

養及破舊上都欠缺經費處理），又有一些縣市因

事先未加妥善處理，完工後的空間卻被原單位挪

為他用，因而浪費了中央補助的美意也失去了原

本期望的文化效益。更遑論要發展更高層次的文

化建設。在這裡必須一提的是：各縣市的文化局

同仁雖然不諳工程事務，但他們對計劃的付出及

用心是令人敬佩的！雖然迫於經費限制但他們總

是能把錢用在最急迫需要改善的地方，更屬難能

可貴。

由上所述，未來中央經費的運用應該需要

以更嚴謹的構思、更深入的探討來建立一套制度

化的規範，如此才能將文化建設的經費用在國家

最需要的地方，以下提出幾點淺見供諸位先進參

考：

1.依據各地方不同的文化政策、財務狀況、

人口數據、土地面積、稅收及上年度文化項目的

執行成果績效等因子，將其劃分為不同類型之城

市，以此作為未來文化經費補助之依據，而本劃

分辦法並非為永久定型式的，將隨著每年不同的

情形而有所調整。

2.中央政府應將文化經費類型化：

a.依各地方現有文化設施，以不同需求及不

同類型之城市建立不同百分比級距的補助(除特

定縣市外，地方應該要有一定的配合款)，藉此

來推動適合各地方文化設施的修繕及更新經費補

助之依據。

b.依各地方不同的文化需求提出最適當的文

化政策及經費分配，並以分類及分期完成的方法

撰寫計畫書，再由文化部聘請專家學者評選出若

干名計劃完善且可行性高的計劃給予特定百分比

的金額補助。

c.若有企業或團體在新建建築時，願意成立

基金會，將基地的部分樓地板作為一個推動文化

工作的熱點，經地方政府輔導及審查後不僅不計

算該基地的容積並可獎勵額外的容積，而額外容

積所賺取的利潤其3分之2必須撥給基金會作為推

台南海安路老屋改造，同時活化公共人行步道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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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文化工作的基金及經費。

   d.對於城市內目前已不堪使用的老舊房屋

或空地，如果可以有計劃的將其整修、維護及規

劃成為文化空間或文化活動的綠地使用，政府可

依類型城市的劃分給與不同的補助經費，輔導其

成 立民間的文化協會推廣在地文化。如執行若

干年後，待此區塊新建時給予特定的容積獎勵。

e.都市內適當的舊建物作為文化空間使用若

干年以上，經地方政府審查後，在未來新建時可

得到容積獎勵，如此執行可將已開發都市內老舊

的建物更新，並可充分發揮在地文化價值；更可

增加都市環境之美觀。

我們觀察到世界各國在文化的經費上都永遠

不足！近年來台灣政府預算也年年不足，最後犧

牲的一定又是文化部門，我們何不善加利用民間

的財力及潛能，使都市的舊屋、空地及新建的豪

宅以鼓勵的方法讓民間可以自動自發建設地方及

區域文化空間及設施。我們永遠別忘了政府的資

源是有限的，民間的力量是無窮的！文化發展更

需要大眾的力量源源不絕的注入，只要給人民適

當的鼓勵可以讓我們的城市成為文化之都。

以上所述是筆者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希望

拋磚引玉供文化部門的長官們參考，更期盼文化

部龍部長 深思，如果我們妥善的利用民間的力

量，將其整合為區域性及全國性的文化建設網

絡，而這個網絡又分為硬體聯繫網絡及軟體聯

繫網絡，台灣將成為一個具有文化網絡的先進國

家。當台灣都市空間中滿佈文化空間後，可連接

交通網絡(包含大眾運輸、人行步道及單車道系

統)串聯成一個文化觀光交通的都會，讓民間的

力量充分發揮在文化建設上，若能再加上文化產

業扶植與提昇並配合整體性的行銷策略將使台灣

的都市轉化成一個具備當地文化特色、文化創意

產品、觀光資源及交通網絡的多元文化都會。

「建築設計教育」是一個複雜的「教」

(Teaching)與「學」(Learning)的過程。在某些時候，

它是一種知識整合的平台，使原本獨立、片段的知

識(如結構、材料、環境技術、使用行為、空間形

式等等)在設計操演中得以結合成為一體。在某些

時候，它是一種誘導、啟發的活動，強調學生的

自主學習與發現，講求因材施教與因地制宜，不

能大班授課也無法一成不變。在某些時候，它是一

種「專業訓練」(Professional Training)，就像律師與

醫師的養成，最好有博雅(Liberal Arts )   教育的基

礎，然後要求專精與長期的投入。 在跨進21世紀

之後，「建築設計教育」變得更加複雜。氣候變遷

帶動的環境問題使建築設計教育的價值產生了根本

「建築設計教育」專刊內容簡介

的改變。環保思維與綠能科技取代了上世紀的各種

建築宣言，新興的設計尺度從改變生活的綠色材料

到改變城市的智慧電網。數位工具與快速成型設備

不只提升了設計的生產速度，也改變了設計的思

考、創新、溝通、與製程的模式。這些外在與內在

環境的改變，是否影響了台灣的建築設計教育？建

築學院中的老師們如何面對愈來愈複雜的設計教學

問題？他們關心的課題有那些？如何帶領下一代的

建築設計者進行探索？ 七月號的專刊邀請國內建

築系所設計課程的召集人撰稿，說明各個學校近年

的設計教育狀況，以及背後的理念與執行的方法。

這些資料將呈現台灣建築設計教育的個別與整體現

象，也可以作為彼此觀照的參考。

劉舜仁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下期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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