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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藝文中心和地方文化資源的運用與整合研究
─以南臺灣為例 (I)

摘要

台灣地區的一百五十六所大學院校中，至少已有三分之一的學校設有藝文中

心、藝術中心或附屬於行政單位下的相關單位。

過去對於大學藝文中心的研究並不多見，研究主題亦多為定位與功能或是管

理方面的探討，少有針對大學藝文中心與地方文化資源的運用及整合之研究。然

而，如何運用學校的藝術資源，推動校園及社區文化發展，以及地方文化資源策

略連結是目前各校藝文中心的發展趨勢。

本研究計畫嘗試從資源共享及互助的觀點切入，站在學校與地方文化機構互

動的立場，其目的在於瞭解南臺灣各大學院校的藝術資源內容，及其與縣市文化

單位的互動關係，期能在此基礎上共同推動藝術文化，並嘗試找出整合的方法，

建立區域豐富的文化藝術學習網絡。

本研究擬以二年期計畫。在實際執行上，採取資料蒐集、訪談、個案研究、

分析與觀察等研究方法。第一年實際造訪台南地區九所大學院校，第二年造訪高

屏地區七所大學院校及各地方文化機構，與相關人員進行訪談，希望藉此瞭解南

臺灣各大學院校相關文化資源的運用及整合的可行性，期有效達成藝術文化教育

的推廣與深化。

關鍵字：大學藝文中心、文化資源、南台灣、藝術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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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灣地區的一百五十六所大學院校中，至少已有三分之一的學校設有藝文中

心、藝術中心或附屬於行政單位下的相關單位。

過去對於大學藝文中心的研究並不多見，研究主題亦多為定位與功能或是管

理方面的探討，甚少有針對大學藝文中心與地方文化資源的運用及整合之研究。

然而，如何運用學校的藝術資源，推動校園及社區文化發展，以及地方文化資源

策略連結是目前各校藝文中心的發展趨勢。

本研究計畫嘗試從資源共享及互助的觀點切入，站在學校與地方文化機構互

動的立場，其目的在於瞭解南臺灣各大學院校的藝術資源內容，及其與縣市文化

單位的互動關係，期能在此基礎上共同推動藝術文化，並嘗試找出整合的方法，

建立區域豐富的文化藝術學習網絡。

壹、研究目的

近年來，大家關心的議題隨著大學教育與服務的對象的改變，已經從學生漸

漸擴及到社區或是地方民眾，而大學所提供的也不再限於傳統的學院知識。大學

院校內藝文中心的成立，以利推廣與帶動藝文活動及推展全人教育。

本計畫研究目的在於了解南臺灣地區各大學院校的藝術資源與縣市文化單位

的互動關係，並企圖結合二者資源，共謀地方藝術環境與學生文化涵養之提昇。

同時，藉此讓各校藝文中心成為縣市文化中心體系之外的另一個重要的展演管

道，進一步成為具有推動社區文化活動、政府教育文化單位之協力夥伴的積極角

色。當大學院校的藝文中心資源與展覽整合後，所凝聚及擴散出來的力量，再與

地方單位的文化資源結合，將會對南臺灣地區藝術生態及整體文化之發展，產生

重大的影響。

貳、文獻探討

由於過去對於大學藝文中心之研究並不多見，討論範圍亦多設定在定位與功
能或是管理方面的探討，少有針對台灣地區大學藝文中心與地方文化資源的運用
與整合之研究。因此，如何運用學校的藝術資源，推動校園及社區文化發展，以
及地方文化資源策略連結，更顯得重要。

有關台灣地區大學院校藝文中心之研究，主要來自碩士論文和藝文類期刊。

根據研讀相關文獻資料，筆者大致上分為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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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是認識大學藝文中心為主的介紹、規劃及經營。陳如枝，民國 91 年發

表的「認識中大藝文中心-專訪歷屆主任」；高子衿（93）有關臺南藝術大學「藝

象藝文中心」的成立經過及高燦榮（92）成大藝術中心的介紹，皆是以各校藝文

中心簡介為主。另外，藝文中心規劃方面的文章有廖敦如（91）的大學校園成立

「藝術中心」之規劃模式及王芸三（95）的碩士論文「台灣地區大學院校藝文中

心之研究」，後者重心則放在大葉大學藝文中心規劃。此外，著重在經營方面的

有張肇麟（91）對靜宜大學藝術中心如何經營當代藝術提出的看法。

第二類是藝文中心功能與定位，相關的研究有典藏今藝術雜誌（89）所策劃

的「大學藝文中心定位與展望」座談會，同年，中央大學也舉辦了以「大學藝文

中心角色發展」為主題的研討會。另外，清華大學洪麗珠老師民國 91 年主持的大

學藝文中心之功能與定位研究的計畫成果報告，不容忽視。台南藝術大學博物館

學研究所陳仙明和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研究所洪家同，分別在 90 年及 94 年發表「大

學博物館經營管理之研究」及「大學藝術中心組織與功能定位之研究」的碩士論

文；前者採用深度訪談調查法，分別從組織行政的現況、發展的條件、市場分析、

未來的經營策略及展望等面向來分析，後者則採用電話與網路調查與實地訪查法

來分析其組織架構、軟硬體設施、展覽內涵及教育推廣。

第三類文獻資料與我們的計畫重點最為接近，也是當今校園藝術資源急需整

合與研究的重心。早在民國 88 年，黃巧慧、王錦華已發表「走出學院藩籬共築社

區文化-大學藝文中心的整合與發展」及「走出校園象牙塔的大學藝術中心」等文

章，彰顯藝文中心深具校園與社區影響力。91 年大學院校藝文中心協會主辦的「大

學藝文中心與地方中心的連結與資源分享研討會」聚集了許多專家學者、政府教

育文化單位、協會會員代表、「藝文站」中學代表，以及其他學校與藝術團體代

表，從政府單位、學校單位、藝術團體及專家學者的角度，探討大學藝文中心與

地方文化中心連結之方式與展望。但是，討論的範圍仍是以北部為主。

由以上文獻的整理得知，目前尚未有與本計畫研究範圍相關的論文或文章。

所以，以南台灣地區大學藝文中心及地方文化資源的運用與整合之研究的計畫，

成為必要。

參、研究方法

由於本研究計畫採「質」的研究方法，嘗試從資源共享及互助的觀點切入，站
在學校與地方文化機構互動的立場去瞭解南臺灣各大學院校的藝術資源內容，及
其與縣市文化單位的互動關係，所以，除了圖書館與電子資料庫的期刊論文以外，
實際到各校及相關文化單位訪談及文化資源調查成為必要。在實際執行上，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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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資料蒐集、訪談、個案研究、分析、分類與比較及歸納等研究方法。

一、文獻探討以彙整大學院校藝文中心之相關研究，參考其方法、經驗與成果。
二、資料蒐集則為網路上資料，及各大學院校藝文中心所提供的相關資料。
三、實際的進行深入的訪談、記錄。本研究第一年實地造訪台南地區九所大學院
校（國立成功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崑山科技大學、嘉南藥
理科技大學、南台科技大學、台南科技大學、遠東科技大學、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藝文中心主任或相關人士。
四、再就訪談與觀察之資料內容，進行最後之比較、詮釋與分析。

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與藝文中心主任或相關人士深度訪談及歸納分析等過
程，整理當今大學藝文中心與社區資源、地方資源、自然資源的運用、整合與支
援的情形，並提出相關建議以供學界或相關研究者做為參考。本研究結論與建議
如下：

（一）結論

1. 大學藝文中心資源與運用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為藝術學校，每一個系所都能夠展演、發表成果，藝文中

心功能跟一般的綜合大學或或是科技大學實屬不同。藝象藝文中心在 2006 年 12
月 31 日結束營運之後，校內可利用的空間相當多，大約有七、八處；包含博物館、
音樂廳、演藝廳、南畫廊、北畫廊等空間，藉由設置展演處把這些單位全部做一
個整合。

國立成功大學與國立臺南大學屬於綜合大學。國立成功大學藝文空間多，分
布也廣，共有四處展覽場地，包含成大藝坊、雲平櫥窗、鳳凰樹藝廊及圖書館藝
廊；六處表演場地，包含成杏廳、成功廳、鳳凰樹劇場、中正堂、華立廳及格致
廳。累積的展覽數量最多，展覽類型也很多元、豐富，包含有視覺藝術、文物工
藝、音樂、舞蹈及戲劇表演等類型。國立臺南大學，藝文空間以展覽功能為主，
校內有第一藝廊以及誠正大樓的藝術走廊，校外有由舊校舍改建的藝術特區，包
含五個室內展場及室外表演活動的南風廣場。

台南縣的六個科技大學，嘉南藥理科技大學的展覽空間分為兩處，一在圖書

館九樓的文化藝術館，以文物類主題展為主；另一在國際會議廳一、二樓的嘉南

藝苑，以展出高檔繪畫作品；演藝廳則為音樂、戲劇、舞蹈的演出場地。崑山科

技大學藝文中心設置在創意媒體學院下，最主要的展場空間在創意媒體大樓，多

為學生創作；另一重要展場，位於圖書資訊館地下一樓，以國內外邀請展為主。

南台科技大學藝文中心的展覽空間在圖書資訊館一樓，包含展覽大廳、特展室及

多媒體影音播放室，展覽的類型以視覺設計為主，也有音樂、舞蹈及戲劇表演。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藝文中心的展示空間在圖書館二樓，以視覺藝術和文物工藝為

主。遠東科技大學的藝文展覽廳位於圖書資訊大樓五樓。台南科技大學的展覽空

間為藝文中心一樓，多為美術相關科系學生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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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學藝文中心的展演空間與資源各有不同，藝術展覽或是表演類型皆朝向
多元化發展，多數學校展演活動，仍是以相關系所專業性質為首要。例如，崑山
科技大學藝文中心設置在創意媒體學院下，其展出內容也傾向視覺藝術。另外，
藝文展演空間有的學校是集中在一大場地或是分佈在校園各角落；前者，有助於
學生養成習慣到固定展場去參觀；後者，則在距離系所遠近皆能享受藝文薰陶。

2. 大學藝文中心之間的資源分享
因為各大學藝文中心的條件與展演風格的差異，各校之間的交流、經驗分享

與資源分享尚少。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採定期合作展覽的模式，與成功大學互為姐
妹校，除了彼此間的課程學分相互承認之外，兩校藝文中心不定期的交換展覽。
其他各校藝文中心之間僅有參觀訪視，並無交換展出的實例。

3. 大學藝文中心與社區文化資源
大學藝文中心，設置於校園中，主要為提供藝文活動與節目，推動藝文教育

與提昇學校師生之藝文氣息之機構。藝術中心並非為一個學院或是一個系所作
的，而是為一個學校全體服務的。

藝文中心一開始的服務對象是設定校內的學生，近年來，為倡導校園與鄰近
社區藝文風氣，大學院校與社區民眾的互動變的重要。根據訪談得知，各大學院
校藝文中心都展覽讓社區民眾自由參觀。其中國立成功大學藝術中心成立以達成
「學校社區化、全民共同學習」的教育目的，並與校外社區結合，提供藝術與美
學學習的場所，也融入學校課程，讓學生也可以在課程中參與。遠東科技大學藝
文中心亦以提供社區多元的藝文活動，帶給居民人文藝術的生活為成立的宗旨，
自詡不僅是校內的藝文中心，更是社區的藝文中心。

大學藝文中心扮演的角色像是提供各種藝文活動及休閒與學習，邀請校內師
生與社區居民共同參與，是站在給予資源的角色。大學藝文中心與鄰近社區文化
資源的交流互動關係似乎還沒有被建立。如果鄰近社區有社區文物館、社教站、
圖書館、活動中心、藝術或文史工作室，就可以整合共同推動藝文活動及推廣人
文藝術教育，提升藝文生活環境的品質，並成為與政府單位及地區互動之重要橋
樑。

4. 大學藝文中心與地方文化資源
就台南縣市文化局網路公布資料顯示，大學藝文中心與地方公私部門文教單

位交流的例子甚少，相關的文化藝術活動並沒有和大學藝文中心合作。多為文化
藝術相關系所或是學校社團和台南市政府文化觀光局、台南縣政府文化處、文化
中心主辦或協辦文化活動；與其他縣市政府文博機構合作的例子也不少，但是仍
以國立大學的專業系所為主。

文化中心活動與學校相關系所結合，資源與空間共享，有許多實例。台南科
技大學美術系陶藝創作展，以「棋藝人生」為主題，2008 年 7-8 月於台南市立文
化中心第二藝廊展出。2006 年 9 月，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在假日廣場舉辦「健康‧
美麗－黃豆文化節」，開幕系列活動及親子狂歡活動，由嘉南藥理科技大學食品
科技系策畫演出。同年，由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樂系主辦，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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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樂系弦樂團定期演出。此外，為深耕南瀛學的研究， 2007
年「第一屆南瀛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由台南縣政府主辦，台南縣政府文化局、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及南瀛國際人文研究中心合辦；2008 年，第二屆則由台南
縣政府主辦，南瀛國際人文研究中心、國立台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共同合辦。
另外，台南市立文化中心，2006 年 9 月，在假日廣場舉辦「春之頌—南區大專團
契詩歌演唱音樂會」，由崑山科大喜信社結合了南區九所大學院校的大專團契青
年及財團法人真耶穌教會東昇教會共同策劃。

大學各系所與公部門之文化觀光局、縣政府文化處、文化中心的結合，多於
和民間文教基金會、促進會及社區大學之間的互動。而大學藝文中心與地方公私
部門文教單位共同策劃或合作展覽的交流與整合方式，還有很大的空間。

（二）建議

1. 校際整合與策略連盟
台南地區各大學院校藝文中心的資源條件各異，所面臨問題也有所不同。各

校藝文中心可以做跨校際之間的整合，運用資源分享及策略連盟的方式，讓藝術
加速在校園生根。

有時候，一個好的展覽或展演出是好幾年時間累積的東西，如果各校可以利
用交換展演、校際巡迴展出、共同合作策展、跨校聯展的方式，好的展覽或展演
便可以達到擴大推廣及教育的目的。一方面能加強各校藝文中心之間交流、聯繫
與合作，做藝術聯誼；二來各校合作後藝文中心也可以節省展演支出，經費就可
以做更有效的結合與運用。或者，各校藝文中心整合一套作法，大家一起策展或
輪流，然後由各大學輪流負責各項聯絡事宜，重點是以分享及擴大藝文參與人口，
共同提昇文化氣息為目標。

目前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與國立成功大學維持良性互動與密切往來，期望讓國
立成功大學優質的展覽環境與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優秀且豐沛的創作資源相結合。

此外，整個台南地區可以算是一個團隊，若以「大學藝文中心校際合作案」
的計畫方式去進行校際整合與策略連盟，效率會更好。才能發展出具備連續性、
一致性、統整性的展演活動。

整合台南地區大學院校文化藝術資源，使學校成為地方文化傳承與再創造的
重要基地。發展一校一特色，使學校藝文中心成為地方文化的發展基地。各校所
在環境特色發展學校特色。

2. 推動校園、社區、地方文化發展
各校藝文中心在校內舉行的展演活動，希望也能深入至附近社區演出，與社

區居民共同參與，不只是提供各種藝文活動及休閒與學習的角色。學校內諸多相
關系所與社團不定期舉辦的活動，也可以和縣市文化中心或文化局做連結，學校
與地方文化資源結合起來，共同開發與運用地方區域資源，共享互惠，建立地方
區域的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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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學術界、文化界級藝術工作者…等相關的人物，形成地區文化的人才資
料庫，可以支援每一個學校藝文中心所進行人文藝術領域相關的課程或是工作
坊，或是進駐地方藝文中心的藝術村。

校園的藝術中心就可以扮演藝術教育與推廣的前哨站，透過教育多開發一些
藝術欣賞人口。台南地區台南市有八大文化園區與許多公園，如果大學藝文中心
的活動能和公私部門文教單位合作，在這些場地辦活動，有效的運用社會資源，
必定能擴大影響力量及效應。充份利用社區文化機構與文化資源，促進社區文化
機構的活化與新生。並結合地方文化人、鄉鎮圖書館與文化中心，整合文化資源，
以傳承地方文化。

3. 區域文化藝術學習網絡的建立
進一步了解大學藝文中心協會的未來計劃，以及各院校藝文中心的定位與推

廣對象。鼓動學校附近的藝術家、居民，社區參與大學藝文中心活動。我們學生
與市區民眾的要的不只是欣賞藝術，還包括人文的修養、生活美學的養成等等，
應該從很多的面向去考慮，我們這樣才是回歸到藝文中心成立的本質。藉此讓各
校藝文中心成為縣市文化中心體系之外的另一個重要的展演管道，進一步成為具
有推動社區文化活動、政府教育文化單位之協力夥伴的積極角色。透過校際整合
與策略連盟，結合台南地區大學藝文中心的力量，可以建立區域文化藝術學習網
絡，有效達成藝術文化教育的推廣與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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