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下街施工 海安路殘壁處處

為了興建地下街，海安路在民族路至友愛街這個區段被臺南市政府徵收開

路，部分民房因此被拆除或削去大半，無奈的住戶領取拆遷補償金之後，多

半選擇搬遷另覓新居，留下道路兩側多處斷垣殘壁，棄置七、八年仍無人聞

問，形成窳陋的殘破景象。

為此，臺南市都市發展局向內政部營建署提案爭取經費，原本只打算透過

綠美化改善街區意象，後來在藝術策展人杜昭賢的建議下，大膽嘗試以

「傷痕藝術 」的手法，用藝術介入街道改造，成功打造出臺灣第一條「街道

美術館 」。

藝術家杜昭賢早年在舊金山等地念書，就喜歡觀察城市的紋理和活動，並習

慣把有趣的觀察所得記錄下來，其中，一些城市利用趣味和接近民眾生活的

公共藝術，展現街區和城市活力的例子，讓她咀嚼再三，相當感興趣，希望

有朝一日也能透過類似的手法，讓藝術融入常民的生活之中。

藝術造街練習曲

參觀美術館一定要買票入場嗎？

一群藝術家在臺南市海安路上，利用破落的建築斷面進行藝術創作，

配合夜間照明，讓整條街道宛如成了露天美術館，

原本破壁殘垣和凌亂空間，透過裝置藝術和壁畫的妝點，

重新塑造了街道的性格，也擺脫孤寂、被遺棄的街面意象，

找回流失已久的生命力。

01

122

Chapter 2

致
善

臺南市海安路藝術造街計畫

01  海安路藝術造街成果

亮麗，吸引新人拍婚

紗照。

02  藝術家利用開路留下

的斷垣殘壁作畫，讓

奄奄一息的街道空間

活了起來。



民權老街改造 海安路藝術造街的「練習曲 」

也是臺南人的杜昭賢，有一次回到故鄉臺南市，看到臺南最有歷史的老街民

權路逐漸走下坡，儘管周邊有赤崁樓等古蹟撐腰，仍不敵新興街區集結人氣

的強力抗衡，看在杜昭賢眼裡十分可惜。因此，她進入這條老街進行訪視，

發現這裡保存著傳統街屋的歷史環境氛圍，如果結合文化藝術，應該可以灌

溉未來永續發展的養分。

於是，她一一和屋主溝通，租借八棟閒置的老房子展開改造，她讓每一棟老

屋各自成為「藝術商店 」，透過藝術創作讓每一棟房子展現不同風格，並在

其中展售藝術品，吸引民眾爭相參觀，也成為府城的熱門話題。

這是海安路藝術造街前的「練習曲 」，因緣巧合，因為地下街工程而封街多

年的海安路，市府正打算整理門面，看到杜昭賢在民權老街的藝術手法和大

膽嘗試，打動了當時的都市發展局長李得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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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柔的陷阱 打造美好城市的原動力

「這是令人難以抗拒的溫柔陷阱，知道不能跳，還是跳下去了！」杜昭賢回

憶當年的心情，興奮中帶有一絲絲猶豫，但她始終認為，如果能讓市民享受

更好的生活空間，同時為臺南市在邁向優質、美好的城市之路貢獻心力，有

些犧牲也是值得的。

都發局向營建署爭取城鄉風貌改造經費，原本打算對這條「斷壁殘垣 」的

建築長廊進行綠美化，由於民權路案例的營造效果良好，當時擔任都發局長

的李得全找她討論藝術造街的可能性。

公部門帶頭做藝術造街，在臺灣還極為少見，海安路的例子不但前衛，也冒

不小的風險。例如居民的認同度與藝術家的想像存在不可測的差距，因此，

杜昭賢雖然想像著許多可能性，也不時揣度居民反彈的因應之道。

於是，她展開全面性的田野調查，「你期待的海安路是什麼樣貌？」面對被

截斷的老家，而且還棄置了七、八年之久，原住戶面對詢問不免餘怒猶存，

談到要借他們的房子嘗試做裝置藝術，部分居民開口就指責市府的不是，起

初並不很順利。

第一階段的藝術造街工程即將啟動，杜昭賢進一步在當地舉辦說明會，向街

坊鄰居無條件商借外牆，作為藝術創作的舞台，他結合藝術家進行外牆彩

繪，因為拆屋而搬遷的老伯回來看到這一幕，興奮地說：「少年仔，你們在

做什麼我看攏嘸（看不懂），不過，看起來有夠讚！」看到頹廢多年的老家

又活起來的感覺，老人家的眼睛再度迥迥有神。

第一階段藝術造街 吸睛效果佳

「藝術造街的核心價值不是滿足藝術家的表演慾，必須考慮公共性、目的

性，和居民創造共同的利益。」杜昭賢揭示行動的意義，說明造街的目的在

回饋街區里民，為街區的第二春尋找契機。

正如同對岸的上海新天地，人們驚訝老建築重生竟可跨越時空，引領人們浸淫

在前衛與流行的空間氛圍裡；走進被藝術創作所包覆的海安路，你會更訝異，

老舊建築群所留下的，不僅是懷舊，更帶你在歷史遺跡中享受浪漫人生。 

改頭換面後的海安路讓人眼睛一亮，入夜後配合照明呈現繪畫、裝置藝術等

創作特色，呈現迷人景緻，越夜越美麗。海安路在藝術介入後，成為老建築

重生的另類部落格，也見證臺南古城在面對環境衝擊時，的確具備轉型與再

生能力。這項成果也讓杜昭賢獲得第三屆台新藝術獎。

從仲夏到晚秋，是海安路最熱鬧的時候，走一趟街區，白天常有國內外遊客

駐足欣賞拍照，晚上的消費者多半是年輕世代，情侶約會、吃吃喝喝，談笑

風生，問他們喜歡海安路哪一點？「氣氛好、自由自在」是魅力所在。

01  藝術街景在臺南市區

的景觀很另類。

02  這樣的藝術街道教人

不想看一眼都難。

03   藝術造街後的海安路

成為情侶約會、拍婚

紗照的熱門地點。

04  創意和藝術是海安路起

死回生的重要元素。

05  裝置藝術進駐海安路，

是別開生面的環境美化

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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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街成功 藝術也深入民心

由杜昭賢組成的「臺南市 21 世紀都市發展協會 」分三個階段，為這條四百

多公尺的海安路進行藝術造街，不僅振興了當地商機，影響所及，更深入當

地民心。

在藝術造街的過程中，有附近巷道內的居民也跟著有樣學樣，感染到這股藝

術氣息。「你看我做的，藝術嗎？」一位女屋主請來室內設計師重新規劃設

計老房子的空間，看到街頭藝術家的創作，也跟著手癢，乾脆辭退設計師，

自行找尋漂流木等素材 DIY，做到一定程度，就請杜昭賢「鑑賞 」一番，這

段有趣的共鳴，讓杜昭賢很欣慰，「學習用藝術的態度過生活，才是藝術造

街最大的目的。」

藝術造街吸引咖啡、餐飲店和小酒館進駐，也有年輕人帶著有限的資金來這

裡租屋開店，成立設計工作室，店越開越多，生機也越來越蓬勃，重現五條

港昔日風華，入夜後也成為遊客最佳去處，未來社區再生、再造、再發展，

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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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人 」放手支持 杜昭賢無後顧之憂

開過畫廊，一直從事藝術推廣的杜昭賢，肩負這項重任，為了自己的招牌，

也為了這條面目破碎的長廊再生發展，「這項冒險只許成功、不准失敗。」杜

昭賢在極有限經費的情況下，充分運用她在藝術界的人脈，邀請許多畫家、

攝影家和裝置藝術家參與創作，並事先設想每位藝術家適合創作的形式，第

一階段針對十餘處應優先解決的建築物產出攝影、平面繪畫、裝置藝術等不

同作品。

她的熱忱感動這群藝術家情義相挺，還在執行階段，就陸續吸引市民騎機車

前去爭相目睹，並為他們喝采加油！

「感謝李得全局長的放手和全力支持，沒有他這位『貴人 』，臺南市不可能

創下這項令人驕傲的紀錄。」言語之中，杜昭賢再三感謝這位關鍵推手，盛

讚他沒有官架子，只有解決問題的膽識和容納異見與創意的雍容大度。

01  把斷垣殘壁的舊屋變

藝術景點是藝術造街

成功之處。

02  海安路藝術造街效果

很「吸睛」。

03  海安路不僅街景變美

了，更吸引許多藝術

表演團體在此演出。

04  藝術造街後的海安路

吸引不少參觀人潮。

05  夜間的海安路休閒人

潮絡繹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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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藝術遭反彈 創作與溝通的大考驗

海安路藉藝術能量重新注入生機，帶來觀光人潮，成為臺南市的新景

點，老街牆和前衛藝術在街道上並存，既協調又矛盾，也是生活美學空

間的展現，連行政院文建會也給予金援。 

文建會曾盛讚，這種以「現成物（ready-made）」概念來刺激民眾觀

賞藝術的形式，挑戰傳統美術館殿堂的「高貴 」藝術，它以全國首創的

「另類美術館」模式呈現，可以說是「撿來的美術館」。 

前兩個階段是向屋主借用牆面和街道空地植入裝置藝術與壁畫，由點、

線擴展到面的整合，不過，到了第三階段，由臺南藝術大學建築繁殖場

團隊執行的「非間帶─開放實境 」公共藝術，由於利用許多白色水桶裝

置藝術燈籠，引起附近攤商和居民反彈，也導致作品提早下檔。

附近居民指責吊掛這些白色水桶變裝的燈籠，有如辦喪事，很觸霉頭。

當地里長直接向市長「告狀 」，市議員的質疑聲浪也不斷，讓策展單位

從堅持尊重藝術創作，也不得不從善如流檢討修正，在白色燈籠上畫上

小紅點，凸顯藝術創作與居民認同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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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管理 應回歸自由市場機制

藝術造街曾轟轟烈烈地引發臺南市環境改造的話題，知名度更因為日本觀光

客的驚艷，吸引日本媒體派員前來臺南採訪。這段輝煌的紀錄讓杜昭賢和臺

南市政府上上下下都備感光榮。

由於藝術造街作品皆屬私有產權，在地區商業活絡之後，部分作品已成為

PUB 與泡沫紅茶店，甚至拆除重建新大樓，因此，臺南市政府認為，應順應

自然，逐漸回歸都市計畫與自由市場機制，由產權所有人自行維護管理，如

果因為沒有商業使用價值而無力維護者，也可透過社區營造機制向政府申請

補助。

臺南市長許添財說，海安路藝術街在網路上被票選為最受歡迎的戀愛約會

地點，知名度頗高，加上陸續有新的商店進駐，顯見當地商機已經被藝術造

街所帶動，這些新商家進場之後，慢慢就會形成維管機制，應該讓它自行發

展，不必過度呵護，以免剝奪社區學習成長的機會。

許添財表示，社區營造不只靠市政府，更要靠社區居民共同投入，發揮無窮

民力，才能使府城成為美麗城市。

01  海安路藝術造街成

功，後續維護管理卻

考驗著市府。

02  藝術造街已成功吸引

商家進駐海安路。

03  牆面藝術創作成為視

覺焦點。

04  一群藝術家熱情參與

海安路藝術造街，也

號召民眾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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