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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策展
與社區共作過程中的文化素材紀錄與應用

中山大學 國科會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 NSYSU HISP PROJECT

從過渡到轉型：以創意發展高雄灣岸韌性社區



中山大學 國科會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 NSYSU HISP PROJECT

從過渡到轉型：以創意發展高雄灣岸韌性社區

文
化
檔
案
庫

作為檔案的記憶、事件及歷史

轉譯與策展

權力反思



文化應用與社區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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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

•三區-環境劇場

•前草-校園劇場

•左營/前草-社區劇場

音樂

•左營-新創詞曲

聲音

•左營-聲景採集

•舊港-港邊新情曲

Podcast

影像

•左營/前草-紀錄片

•前草-微電影

•前草-小旅行影片

展演

•左營-說唱大賽

•左營-實體辦桌

•前草創創生活節

遊戲

•前草-街區遊戲

•前草-街區解謎遊戲

空間

•舊港-建國市場駐村

•舊港-臨港社區的青春輿圖

出版品

•前草-工夫活

•舊港-鹽夏再社區

•左營-左營是個記憶的所在

•左營-左營逛市場 是在哈囉

社區策展

•舊港-人生柑仔店

•舊港-再社區

•舊港-剪社區

•左營-聲景地圖

•前草-工夫活 風雲櫃



舊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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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腳城市－舊左營場域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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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定義 場域特性

人文 社區居民的情感、價值觀與規範
閩南聚落與軍眷歷史，包含
宗教、民俗、節慶、飲食等

自然 地理環境、氣候分布及動植物 蓮池潭、大小龜山、半屏山

產業 在地產業與經濟活動
軍區服務娛樂產業、廟宇宗
教產業、觀光旅遊產業等

空間 公共空間、生活環境及獨特景觀
古厝、巷弄、廟宇、埕、眷
村房舍、古蹟與歷史建築等



二、社區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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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每週一次與左營地區居民以及與左

營有淵源的民眾們相聚交流、分享與對

話，將兒時記憶、在地人文與生命故事

匯集成劇本。

• 經過近5個月每週一堂課的表演訓練，最

後共有11位居民演員與6位青年演員一同

登台演出，年齡從20歲到90餘歲，橫跨

老、中、青三代。



三、聲景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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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舊左營一連串的「聲景」（soundscape

）採集工作，發掘舊左營過去與現在的日

常與文化聲音。

• 讓舊時的「聲」與「景」在舊城的「埕」

與「集」（市集或集市的地方）上再生，

或可於記憶重現後進一步衍生（「演聲」

，以聲音演示）出新的地方藝文風景，讓

「沉寂」之處再次發聲，再顯生機。



四、新創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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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歌曲創作」為關懷行動之展現與成果，創作

過程著重「為何而寫」的思考。

• 從陪伴、閒聊、訪談等方式，了解社區並關懷長

者，紀錄許多於舊左營此地有所感懷的故事，並

從中擷取個人或集體的左營記憶，紀錄後轉化為

歌詞與歌曲。

• 最終成果產出10首新創歌曲、2首朗誦作品。



五、職人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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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鏡頭記錄與廟宇相關的行業技藝，從訪

談中了解職人故事與行業在場域內的現況與

處境。

• 廟宇的相關產業職人逐漸凋零，如傳統糕餅

師傅、佛畫師、辦桌總鋪師、傳統樂師等。

• 紀錄職人面臨社區過渡疫情困難的現況。

• 現階段成果為傳統糕餅職人3部。



舊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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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發展需求（2018.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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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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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社造

市井生活

公民參與

社區共作



鹽埕抒憶：在地文藝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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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物質與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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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社區居民生活中熟悉的物質媒材作為記

憶接點，搭配金屬工藝的輾壓技藝，運用物

質本身來創造金屬媒材表面豐富質紋，除了

可以呼應鹽埕在地的重要產業（如新樂街的

金飾店）和日常記憶，也讓物質和金工的結

合具有視覺的敘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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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說鹽埕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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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飲食與插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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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再社區的教學、補助和陪伴「畫說鹽埕麵」

團隊的社區策展，雖然執行時間和預算都極為

有限，但藉由足以引發共鳴的「飲食文化」記

憶分享的創造性，以及鹽埕地區不同麵店的點

與點串連的開放性，逐漸開展出一幅具有主題

性的集體記憶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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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社區：相印燈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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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地景與卡典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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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卡典西德的剪黏技法，將鹽埕風景和個人記憶，

逐步轉化為斑斕多彩的光影速寫。並且，透過燈箱

裝置的微光流洩，輝映創作自述的女性聲音，反轉

闐黑沉默的空間，形構出一座記憶發光的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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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性．發展性．永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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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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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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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勞動」，指的是人們為了自身的生存所需而改變所處環境的行動，勞動

的價值更在於人們透過這些改變環境的各種行動，創造了文明文化，建構了生活

世界。勞動並不是單純的苦活，而是與行動的歷程、工具、技術發展有關，這樣

的勞動觀念、工具與技術，都構成了我們當前所擁有的文化內涵與世界面貌。



工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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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草為主題的地方誌，一年一刊。



前草風雲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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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貨櫃為載體的地方知識策展，或者可以說是《工夫活》的轉譯



前草風雲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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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地方知識轉譯成文化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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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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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作為擾動社區的手段，在前草扮演相當重要的位置，從專業劇團到社區媽

媽到在校學生，都可以演出屬於前草在地的戲碼。



社區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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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踅過高雄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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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我們田調得來的文史知識轉譯成旅行影片的嘗試。



遊戲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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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前草仔——在回憶消逝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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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區導覽遊戲，希望藉由遊戲來讓玩家更理解前草，也能了解為何這邊會變成

如今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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