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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火車穿山望水賞藝文

  台灣的鐵路至今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許多鐵道迷們就是被這豐

富獨特的歷史背景吸引，常常南北東西往來地逐站遊覽，儘管隨著社會變

遷，鐵路交通不再是獨霸全台最迅速的大眾交通工具，仍然樂此不疲 。

在台灣行政院文建會的規劃下，重新打造全國五個鐵路站的廢置倉

庫，翻修設計成五種不同風格的藝術村，從北到南貫串聯成一氣，統稱

「鐵道藝術網絡計畫」，讓喜歡旅遊的火車客們可以欣賞更多豐富藝術歷

程，同時也賦予了台鐵全新的現代價值定位。其中台中20號倉庫是這一系

列計畫中打頭陣的第一號，是首座公辦民營的藝術家工作室，也是第一個

有國外藝術家進駐的藝術村，回顧從前，20號倉庫的故事要從1997年開始

說起。

說到鐵路和火車，你會想到什麼？是香噴噴的鐵路便當，

還是火車進站時轟隆隆的聲音？又或許有些人會想到朱自清的《背影》……

但除了這些既定的印象以外，台灣鐵道網如今多了創造文化與藝術功能，而且這

些年來，逐漸發展地越發有聲有色！

廢墟裡一朵當代藝術花
台中     號倉庫 文／布蘭加

圖／橘園國際藝術、張育嘉

1、2. 20號倉庫ArtelierCafe。

3. 從台中火車站月台看20號倉庫。

4. 20號倉庫戶外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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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再利用倉庫不只是倉庫 

1997年的夏天，經文建會安排，東海大

學建築系針對中部地區的閒置空間進行研究

後發現，位於台中後火車站的數間鐵道倉庫

內又高又寬敞，非常適合擺放藝術作品展

示，甚至把這幾間倉庫當作工作室，進行藝

術創作。從20號到26號這幾間倉庫就成了第

一個實驗作品，並且以主展場20號倉庫為代

表命名，2000年正式開放營運，迄今已有八

個年頭。

認識20號倉庫空間利用

20號倉庫：主展場、咖啡廳、行政辦公

室，以及商品販售區。

21號倉庫：實驗劇場，提供表演團體租借使

用，非常適合小劇場演出，如《外表坊時驗劇

團》曾以此地為演出地點，藉由劇團的宣傳使

21號倉庫一起曝光，全台灣關心劇場生態的觀

眾們都知道，原來台中有這樣一個地方。

22號倉庫：創意工坊，提供藝文團體作講

座課程之用，或影展展演。今年夏天曾舉辦

過多場手作課程：用羊毛氈作玩偶、雕刻皮

章、手工風車製作教學等。

23-26號倉庫：藝術家駐村工作室，駐村規

定為一年一期，共有九間工作室，三間給受

邀藝術家使用，另外六間開放申請，個人名

義也可一起組團報名。

八年點滴打造魅力

文建會和台鐵承租了20號倉庫後，2000

年啟用時交由橘園公司管理經營，一個百年

歷史的荒廢倉庫，開啟絢爛的春天。2003年

轉由大開劇團負責，至2005年才又回到橘園

的手上。談起20號倉庫這些年的改變和最初

的模樣，工作人員林怡汎小姐回想起8年前

仍覺得相當難忘：「那時候我只是一個工讀

生，來幫忙而已，這裡就像一個大家庭，藝術家

的工作室總是開放的，和民眾有很多互動，大家

常聚在一起聊天，非常好玩。」

也許就是帶著這樣的記憶，林怡汎後來全心

投入20號倉庫營運，成為核心人員。以下為林怡

汎小姐代表20號倉庫的訪談記錄。

Q：簡單介紹目前20號倉庫的運作方式？

：園區時常推出內容豐富的展覽，按照文建

會的規定，每年只需要做六檔即可，但我們仍做

到十二檔！在每年暑假規劃一個月作為藝術月，

當月排滿演出活動輪番上陣，除了展覽藝術家的

作品外，有樂團、舞蹈動態演出及影展。並且一

年會有三度「來尬創意市集」，約每三個月一

次，提供各式各樣的手創作品參與擺攤。

Q：有多少個攤位參加來尬創意市集呢？申請

需注意的事項？

：每次差不多都有50～60個攤位參加。申請

規則嚴禁販賣二手品，以手工製品為主，非跳蚤

市場。篩選原則避免太多同性質的作品，其實不

只有年輕人來申請，曾經有一群媽媽們組團賣手

工藝品，做得非常精緻美麗，結果大暢銷。目前

也考慮未來邀請街頭藝人、地下樂團一起參加，

和大家有更多的互動。

Q：經營20號倉庫的困難？

           號倉庫

地  址：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37巷6-1號

電       話：04-2220-9972

官方網站：www.stock20.com.tw/db/s20/pages.asp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 11:00-20:00 (週一休館)

交通資訊

1. 由台中火車站對面左側的地下道走，出地下道後右轉或直走小 

 巷道，遵循指標即可抵達。

2. 搭乘火車抵達台中火車站，直接由站內地下道往後站出口右側 

 進入。

參觀須知：20號倉庫主展場舉辦的定期展覽皆為免費展出，不需 

    購票即參觀。參觀時請勿隨意攝影、照相或錄音，藝 

    術家亦不定期開放工作室，與觀眾們互動。

5. 21號倉庫劇場——世紀當代舞蹈演出

6 75

6. 日本藝術家久野志乃（右一）作品於咖啡廳展出 7. 來尬創意市集

：這些倉庫都是百年的老古董了，目前沒有

足夠的經費可以徹底地好好整修。每到下雨天或

颱風天，屋頂漏水，藝術家們快速把作品搬高，

以免損壞，剛開始沒有經驗，曾經因為下雨淹水

弄壞了很珍貴的作品，非常可惜。除了硬體的設

備以外，另外就是台中市民還不是很了解20號倉

庫，與民眾交流有待更多的努力。

Q： 20號倉庫在台北和國外的知名度為何？

：之前曾有歐洲的博物館館長親臨參觀訪問，

還有很多國外來的背包客對20號倉庫非常好奇。其

實每年與國外的藝術家定期交流，常常發現外國朋

友比本地人更了解。目前每年和日本交換藝術家駐

村的活動，也開放歐美的藝術家駐村。不僅讓民眾

可以看到更多國際化的作品，外地與本地的藝術家

們也可利用這些機會產生創意激盪！

Q： 20號倉庫的宗旨和未來的方向？

：雖是鐵道藝術村中佔地最小，但橘園營運

期間一直以成為「中部地區的當代藝術中心」

努力，持續深耕。現在漸漸把群眾帶回來，就

是我們的成就感，還有很多專業的策展人來探

視場地，及訪談駐站藝術家們，也是對20號倉

庫經營的肯定。過去這些倉庫是屯放香蕉和木

材，現在卻可以開放為台灣當代藝術家展覽的

空間，我們希望持續地運作，並影響本地人更

認識當代藝術。



46 • 2008.11

文化視野

www.stpa.org • 47 

給年輕人一個發聲的機會

欣賞完20號主展場中的作品，我們走

進21號實驗劇場，黑膠地板和挑高的空

間，平常這裡上演的是劇場人生，但採訪

當天剛好是從事藝術創作的學生們正舉辦

畢業展覽！各種尺寸不一、風格各異的畫

作懸掛其中，幾名學生在作品上添抹顏

料，專心創作著。不知為何看到這樣的

場景，竟意外地被觸動了。

台灣的藝術環境並不如歐美擁有豐碩

的資源，可提供年輕人很好的發揮空間，

他們無法負擔高昂的展場租借費用，但20

號倉庫收費價廉合理，無疑是有熱情無知名度的

年輕藝術家最好的發聲空間！他們也許不夠資格

奪得國際大獎，成為最閃亮的新星，但在這裡可

以勇敢創作，展示成果，讓來訪者欣賞或批評，

甚至可以組團一起申請駐村，共享50坪大的空間

自由揮灑，不受任何限制。以點點人系列作品出

名的張育嘉就是如此。

駐村帶來創作能量 

就讀彰師大美術研究所的張育嘉和朋友以

「雙吉堡」兩人組合在20號倉庫共享一間工作

室。有趣的是，這間最靠近邊陲的工作室只要拉

開鐵門就與社區相連，由於夏季天氣炎熱，創作

時門總是開著，常有小朋友直接跳進來聊天，附

近居民也會點頭打招呼，順便關心一下創作進

度，簡直就是他們作品的第一眼觀眾。

「我很喜歡這樣的感覺，以前在家裡或是在

學校常常愛畫不畫的，來這邊以後因為創作被看

見了，於是創作量變得更豐沛。」張育嘉一邊介

紹作品一邊分享駐村心得。

「雙吉堡」工作室曾被形容很像紐約SOHO

區的房子，老舊的磚牆上有親手噴漆LOGO，

工作室裡還有自製的籃球場，玩滑板也是生活

的必需，廢棄的滑板也當作創作工具，畫完掛

在柱上便成為強烈個人風格

作品。一台電腦、一台CD音

響，一張大書桌上擺滿了畫畫

所需用的筆，張育嘉說能夠擁

有這樣的空間自由創作，很多

同學都覺得很羨慕，他想再申

請一年駐村。

點點人的世界

張育嘉以獨特的「點點

人」系列作品為創作重心，聊

起這個先在畫布勾勒的草圖再

以麥克筆一點一點組合起來的

人物，張育嘉說：「點點人代

表的就是慾望！人類的各種慾

望。」張育嘉將生活周遭中觀

察人的心得融入創作中，不管

是基本的食慾、情慾，或是人

與人之間微妙的互動，在他的

作品中都由點點人來表現。每張點點人的臉看起

來有些類似卻又有些不同，張育嘉說點點人的五

官都是真人模擬的表現，也就是說，那些點點人

是街上路過的陌生人，也是電視機裡面出現的明

星，他們是你也是我。

聽張育嘉說創作理念，會發現這個像大男孩的

年輕人真有想法，但當他指著《想太多》和《走

吧》介紹說：「這是頭跟腳，還缺一個身體正在

畫，將來要讓三個作品『合體』。」還是忍不住笑

出來，小男孩玩金剛戰士合體的概念也可以運用在

點點人的世界裡。

荒蕪重生不再閒置

「不要讓閒置空間再變成閒置空間。」在訪談中，林怡汎語

重心長分享了她最想說的一句話。的確，以實際的行動參與就是

最好的支持！是支持經營工作團隊，辛苦把過去破舊的倉庫搖身

一變成為當代藝術中心，亦是支持這些在其中埋首創作，燃燒青

春和夢想的台灣藝術家。

  8. 26D倉庫雙吉堡藝術家張育嘉

  9. 26D倉庫張育嘉工作室

10. 侯俊明於戶外創作

11. 尋獲的記憶-林平個展

12. 24B倉庫侯俊明工作室

13. 藝術家工作室預約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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