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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館園區的
紅色精靈腥紅蜻蜓

文、攝影／周文藝（高雄市自然觀察學會首任理事長）

美術館園區(內惟埤文化園區)內已知的紅色蜻蜓有：硃紅蜻蜓、紫紅蜻

蜓、褐基蜻蜓、褐斑蜻蜓、大華蜻蜓、及腥紅蜻蜓等六種，其中最鮮紅的應屬

腥紅蜻蜓。除了體色最鮮紅外，它也是園區數量最多的紅蜻蜓，其和粗腰蜻蜓

是園區每年最早報到的蜻蜓。每當2月底、3月初，冬天還沒有結束，寒流仍舊

吹著冷風的時節，腥紅蜻蜓就已悄悄的出現於園區的蓮花池。夏天時，腥紅蜻

蜓一般在深夜就會開始羽化，並在天亮前羽化成功，以免遭受鳥類或其他天敵

的攻擊。在冬末羽化的腥紅蜻蜓，由於氣溫較低，夜晚也較長，所以羽化的時

間會晚一些，有時甚至太陽已經出來很久了，腥紅蜻蜓才開始羽化，只見它從

稚蟲1 胸部的背面慢慢的浮現出來，頭、胸部及翅膀先出來，再伸出六隻腳，

等腳可以抓住前方的附著物時，再把腹部拉伸出來。剛拉出來的腹部很短，只

比稚蟲的腹部長一些些而已，慢慢經過一段時間之後，腹部就會拉長到正常

的長度，約莫是剛出來的3倍長，翅膀由於較早伸出來，且較薄，所以在腹部

尚未完全伸長之前，就已經伸到正常的長度(約莫是翅膀剛伸離稚蟲時長度的5

倍)。腥紅蜻蜓剛伸滿長度的腹部呈淡淡的黃色且透明，在逆光狀態時，可以

清清楚楚的看見腹部裏所有器官組織的位置，讓人不禁的會多看兩眼，經過陽

光的刺激，腥紅蜻蜓才會呈現出真正的外觀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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腥紅蜻蜓是中型的蜻蜓，體型約3公分左

右，雌、雄體型大小相似，但外觀顏色則是大不

相同。雄性腥紅蜻蜓的外觀是鮮艷的紅色，雌性

腥紅蜻蜓則是呈土黃色，值得一提的是，腥紅蜻

蜓雄蟲尚未成熟時，亦呈土黃色，與雌蟲極相

似。腥紅蜻蜓除了外觀顏色的特徵外，它的翅膀

是全透明，只有在翅基的部位有些許的黃褐色斑

塊，翅痣黃色，腹部背面中央有一條連續的黑

色，是辨識上一個很重要的外觀特徵。

腥紅蜻蜓雄蟲平時活動於水域的周圍，喜歡

停棲在有置高點的位置，除了可以捕食飛過的小

昆蟲外，也可以提早發現雌蟲的蹤跡，獲得與雌

蟲交尾的機會。其他的蜻蜓如橙斑蜻蜓、褐基蜻

蜓也有相同的行為特性，因此，停棲位置的爭奪

是一場精彩的戲碼。同種的雄腥紅蜻蜓會互相競

爭，褐基蜻蜓的體型比腥紅蜻蜓大一點點，而腥

紅蜻蜓又比橙斑蜻蜓大一些，體型大的物種在爭

奪棲息位置時，當然有較大的優勢，但生存的競

爭不是只有棲息位置一項，還有溫度的耐受力、

補食的能力、產卵的能力⋯⋯等。在美術館蓮花

池裏，數量上反而是橙斑蜻蜓最多，腥紅蜻蜓次

之，褐基最少，證明了體型大，不一定是優勢，

體型小也不見得不容易生存。

腥紅蜻蜓的雌蟲平時都棲息於水域的外圍，

只有產卵時才進入水域區，當雌蟲進入水域，擁

有置高點的雄蜻蜓會以霸王硬上弓的方式，以

腹部尾端的夾器，夾住雌蜻蜓頭部的後緣，等待

雌蟲腹部向前伸，完成交尾。交尾時雄蟲在前，

雌蟲在後，共同飛行幾秒鐘的時間，就雌、雄分

離，分離後的雌蟲馬上進行點水式的產卵。剛開

始產卵時，雄蟲還會跟在雌蟲身旁，雌蟲換了幾

次產卵位置之後，就不見雄蟲跟在周圍，只有雌

蟲單獨產卵了。由於雌蜻蜓會有不斷換地方產卵

的特質，有一些水蟎會利用這種特質；水蟎若蟲
2 時期在水裏會尋找蜻蜓雌蟲的終齡稚蟲，寄生於

其身上，當蜻蜓羽化之後，就可以幫助沒有翅膀

正在羽化的腥紅蜻蜓 剛羽化出來的腥紅蜻蜓 展翅成功的腥紅蜻蜓 漸漸顯現顏色的腥紅蜻蜓

腥紅蜻蜓雌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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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蟎移居到其他的水域，藉用雌蜻蜓到處產卵
的特質，擴大自己的生活領域。

橙斑蜻蜓由於數量最多，開始活動的時間

也較早，睡得比較晚的腥紅蜻蜓，出來活動時就

得搶佔橙斑蜻蜓的據點，當然，橙斑蜻蜓也不會

輕意的禮讓。橙斑蜻蜓會高舉腹部，並將腹部灣

曲，做勢驅趕腥紅蜻蜓，就是不離開棲息位置，

而腥紅蜻蜓則是使命的用六隻腳抓住橙斑蜻蜓腹

部的尾端，又是推，又是拉，想盡辦法就是要將

橙斑蜻蜓趕離停棲位置。最後體型較小的橙斑蜻

蜓還是會敗下陣來，被腥紅蜻蜓趕離停棲位置。

腥紅蜻蜓佔據了停棲的置高點後，橙斑蜻蜓有點

不死心，仍會飛回原來的停棲點，想搶回置高

點，無奈體型較大的腥紅蜻蜓一點也不讓位，經

過幾次的失敗之後，橙斑蜻蜓只好悻悻然的退守

到周邊較不醒目的停棲位置，等待腥紅蜻蜓離開

的時候，再站回自己的地盤。

飛行中的腥紅蜻蜓 直線連接等待交尾的腥紅蜻蜓

好的置高點不僅不同種的蜻蜓會爭奪，即

使同種的腥紅蜻蜓也會爭奪。腥紅蜻蜓與橙斑蜻

蜓體型大小不同，所以爭奪的大戲很快就分出勝

負，當同種的腥紅蜻蜓互相競爭時，在勢力相當

的情況下，就不只是推、拉、扯而已，直接正面

衝撞，由背後衝撞⋯⋯，各種有趣的動作都有可

能出現，衝撞完之後，可能同步急速飛行一段距

離之後才分出勝負。兩隻紅色蜻蜓爭鬥的實況，

實在相當精彩，只是實況不易看到，需有較長時

間的觀察才看得到，選擇一個陽光普照的早晨，

在美術館蓮花池旁，找一個有綠蔭的地方，舒服

的蹲或坐下，靜靜地欣賞蓮花池裏的荷與睡蓮，

腥紅蜻蜓一定不會讓你失望的。

內惟埤園區內觀察到的蜻蜓與豆娘，到目前

為止有20種，腥紅蜻蜓是其中的一種，或許還有

更多的種類尚未被觀察發現。一個美麗的環境需

要有許多不同的物種來相襯，才能更豐富。幽靜

被水蟎寄生的腥紅蜻蜓雌蟲

同種腥紅蜻蜓爭奪停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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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挺的腥紅蜻蜓 腥紅蜻蜓與橙斑蜻蜓爭奪停棲點

的池水有荷花和睡蓮讓池水活了起來，荷花與睡

蓮有蜻蜓相伴，讓整個池水起舞雀躍，再加上坐

在池畔欣賞，願意保護自然的人類，清風南來，

陽光曼波灑下，這是何等的和諧美景，它就在我

們的身旁。

1 不完全變態中，半行變態昆蟲的幼體稱為稚蟲。

2 不完全變態中，漸行變態昆蟲的幼體稱為若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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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友煌（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文化藝術學系教師）

高雄地景的藝術停格與續行

無盡的此時此刻

1999年由畫家李春祈、黃崗、林進忠、洪廣煜、王俊盛等人合繪三十公尺長之﹝美哉高雄﹞水墨作品局部，該作品為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長期陳列於展場。

滄海桑田是句老話，大自然本身就具有自我改變的能

量，但人類力量越來越強大，對地貌的改造（破壞）更

大，城市就是個顯著的例子。城市流轉，在我們獲得什

麼的同時又失去了什麼，我們保留了什麼或想重新找回

些什麼？藝術家能對此提出解答或看法嗎？

新濱老街廓的保留，見證民間文史團體文化先行的力量。（攝影：李友煌）

一、輿圖：想像的王土與城市

新政府上任後，文化部提出「再造歷史現場示

範計畫」，高雄市文化局的「左營舊城見城計畫」及

「興濱計畫─哈瑪星港濱街町再生」，獲文化部全案

核定，預計以8年時間投入新台幣27億元，重現左營

舊城、哈瑪星新濱町歷史現場。

舊城在哪裡？翻開清康熙台灣輿圖（1696∼

1704年），在高雄左營還是鳳山縣興隆庄、愛河還

是硫磺水、旗後稱岐後、高屏溪還沒有名字的年代，

左營尚未建城，半屏山仍巍峨聳立。時代往後，這裡

是榛莽一片，原住民各社競逐鏢獵，梅花鹿「獲若

丘陵，社社無不飽鹿者」的年代（陳第〈東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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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3年）；往前，這裡蓋了台灣第一座土城、石

城，中間還在現今鳳山（埤頭街）蓋了新城，新

舊雙城記開展高雄先民蓽路藍縷、胼手胝足的血

汗。然後，舊城塌了，日本人來了，舊城拆了，

國民政府來了，舊城城牆成為眷村家宅地基、牆

壁。歲月匆匆，車水馬龍，拱辰井被當做大型人

孔蓋，至今還躺在勝利路中央被車壓。

我們在得到的同時也在失去！究竟何者較為

寶貴呢？藝術家沒辦法解決這個難題，亦無人有

明確的答案。但藝術家具有見證紀錄和想像創造

的能力，並深信人類有辦法從中取得平衡，過更

美好的生活。

所以，修復舊城，見城計畫，再造歷史現

場，也許就是現在我們要的答案。把失落的重新

找回來，但它肯定已不是當初的樣貌與內涵。這

是一種文化規劃，也與「創意城市」這樣的時髦

口號及「文化觀光」的經濟想望相連結。

重回清康熙台灣輿圖，再看看雍正台灣輿

圖（1727∼1734年），它們不僅是地圖，也是

傳統山水畫，或者應該說它是擔負起地圖任務的

中國山水畫。輿圖中可見檳榔茅屋、竹林村舍、

官署營盤、城牆砲台、河港桅船、耕田廟寺，甚

至梅花鹿、牛隻牛車，

以及牛車趕路、挑夫步

履、人物活動等動態畫

面。

台 灣 山 陵 起 伏 的

地貌也盡入畫中，只是

崇山峻嶺上面加註「人

跡不到」字眼（因其在

清朝勢力範圍外，台灣

東部也因同樣原因在地

圖中缺席）。所謂江山

如畫，當皇帝展圖，當

興「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的豪情壯志，此為

權力視野，也是藉藝術

手法對文明與「蠻荒」

進行的文化切割。

地圖企圖對現實空

間加以客觀描述，卻只

是再現，它亦象徵主宰

與征服。對後人而言，

則為人文及自然地貌的

古老再現，它遠遠超越

美好年代的寧靜停格，

它出自藝術家手筆，是

想像與創造的結晶。

高雄地景持續變化中，蓮潭雙塔半屏山風情今昔殊異。（攝影：陳漢元） 高雄地景持續變化中，蓮潭雙塔半屏山風情今昔殊異。（攝影：陳漢元）

二、〔美哉高雄〕看見與想像的港都高雄

時間來到現代，另一個年代寧靜停格的地點

─高雄市立美術館二樓廊道，一幅長三十公尺、

寬一點五公尺的巨幅水墨畫〔美哉高雄〕，見證

的是1999年，距今十七年前，藝術家眼中的高雄

之美，成為高美館做為執高雄市藝術行政牛耳，

在藝術政治上交出的作品。

〔美哉高雄〕聯合創作活動，依「地理高

雄」架構，東起澄清湖旁連綿不絕的山丘，西至

壽山、柴山的人文生態，南起欣欣向榮的大樓、

港口、機場，北至半屏山、工業區等，邀請五位

在地傑出藝術工作者，李春祈、黃崗、林進忠、

洪廣煜、王俊盛聯合創作，執筆合繪，歷時半年

完成，成為高美館永久典藏及長期展出的巨幅長

卷水墨畫作。

〔美哉高雄〕前置作業，藉田野調查、現場

速寫呈現當時高雄的人文自然景觀，以掌握時代

風貌。第二階段的整合創作，更彰顯藝術在地理

景觀上的紀錄功能，直接依「地理高雄」架構做

紀實性創作，舖陳出有如輿圖般的畫面。

觀察〔美哉高雄〕對各種景觀的見與不見，

放大與縮小，聚焦與逐除，再對比古地圖的視角

與表現，大概也只有滄海桑田可以形容這種巨大

的地貌變化了。從「古圖」中空曠遼闊、大量留

白的自然地形，以山海河港為主體，人文景觀僅

稀疏錯落的點綴；到「今畫」中巨大高聳、密集

輻輳的各種人工建築量體的呈現。人工物成為市

容主角，城市現形，大自然退居角落或間隙，成

為渲染啣接人類文明的配角。空間在改變，從自

然到人工，彷彿已是不可逆的發展方向。

〔美哉高雄〕畫家再現高市地景，使用藝術

手法大比例的綠美化這座現實上已成為水泥叢林

的城市，重新塑造了城市景觀。這種對城市「靜

態生活的寫照」，雖是「不可信的隱喻」，利用

一種文雅範式「總結城市的複雜性」。1 但相對於

執著現實，藝術家毋寧在尋求一種立基於現實又

能超越現實的創造，表現其對城市的美麗想像與

期望。                 

三、風景演變：城市地景的書寫與建構

從地圖到地景的繪製創作，文學和藝術同

樣在紀錄、想像和創建地景。從文學角度同樣可

以看出高雄地景的轉變。清領時期官宦文人眼中

「鳳山八景」是：鳳岫春雨、龍巖冽泉、淡溪秋

月、球嶼曉霞、岡山樹色、泮水荷香、翠屏夕

照、丹渡晴帆（《鳳山縣采訪冊》）。除蓮池潭

「泮水荷香」的文廟學宮，及「丹渡晴帆」的帆

影外，盡為大自然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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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日治時期的高雄八景：旗山夕照、埕埔

曉鷺、猿峰夜雨、戌樓秋月、江港歸帆、鼓灣濤

聲、苓洲晴嵐、江村漁歌（《高雄州地誌》），

已呈現較多人文景觀，如「埕埔曉鷺」裡晨霧中

白鷺飛掠鹽田的景象、「戌樓秋月」的旗後砲

台秋月夜景，其他如「江港歸帆」、「鼓灣濤

聲」、「苓洲晴嵐」、「江村漁歌」，也都與港

口漁村的人文景觀相連。地景書寫以更富隱喻性

的文學手法提煉美化了帝國（清帝及日帝）王

土，把台灣收編進入中國文學典籍。多如過江之

鯽的八景書寫傳統，其意象的「可辨讀性」2 雖不

高，但多少也為台灣本土留下富於文人情懷的古

老想像與見證。

城市意象實體形態的組成素包括通道、邊

界、區域、節點、地標3。地標可以是高山大河等

醒目的自然地景，也可以是人工建物等凸出於背

景的特色景物，後者在城市裡越來越受重視與刻

意建構。

在藝術與文學對地方（城市）的文化再現

中，從自然到文明、從鄉至城；特色地景從自然

景觀到人文景觀，再至人工建築地標的轉換，不

獨高雄，是世界潮流，現在如此，恐怕今後也將

如此。此所以，高雄長谷世貿50層大樓之後有高

雄85大樓，台北新光大樓之後有台北101；而世

界最高建物之爭更方興未艾。

左營舊城是打狗古老的文化地景（攝影：陳漢元）

四、城市意象的再塑造與城市文化的復振

在全球城市競爭的潮流下，沒落工業港灣城

市的轉型迫在眉睫。1980年代起許多城市都在

進行城市形象再塑造與城市復興工程，希望創造

宜居城市和觀光景點，其方法大致分為兩類，一

是大規模的再開發工程，強調休閒娛樂與觀光旅

遊；另一類是低調的文化規畫，關注於本土文化

身分認同和創意城市的營造。4

在城市再造與行銷上，地標建築、超大特色

建築量體本身（建築藝術），一向就是媒體矚目

焦點與城市振興利器，西班牙畢爾包古根漢美術

館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人工建造的城市景觀

並非城市重塑的萬靈丹，原本追求的風格特色不

見，「結果打造出來的卻常常是雷同

的、可以相互替代、彼此抄襲的城市

景觀」，「既缺乏內涵，也與周圍環

境格格外入」。5

台灣許多城市並未放棄建造特

色建築景觀的迷思，甚至憑空造出完

全沒有在地文化連結的量體；它並非

沒有成功的機會，這就鼓勵了前仆後

繼一窩蜂的巨額投資（投機），冒著

蚊子館林立的風險，拖垮財政，也排

擠其他文化軟體營造的預算。不僅奇

觀地標，文化規劃及內造皆須慎防移

花接木、水土不服、廉價艷麗的塑膠

花。

高雄超大建築量體新地標即將

走到大爆發期。已落成啟用的大東文

化藝術中心、高雄展覽館、新市立圖

書總館，即將完工的衛武營藝術文化

中心，大興土木的海洋文化及流行音

樂中心、高雄港埠旅運中心，還有將

執行的市圖總館共構的會展文創會館

BOT案等。如何吸引外來、培養在地

足夠的藝文消費人口來撐起這一座座

張開巨口等待餵養的場館，挑戰才剛

開始。同樣是沒有靈魂的空殼，金碧

輝煌的蚊子館絕對比結蜘蛛網的一般

蚊字館更難善後。

與此同時，高雄市的文化規畫也在進行著，

並結合前者，例如以水岸輕軌連接的亞洲新灣區

及鹽埕哈瑪星等舊城區，港灣周邊土地的釋出

開發與駁二藝術特區閒置空間的活化再利用等。

駁二藝術特區的成功，在於官方的接手營運與挹

注，締造可觀的參觀人潮與文創群聚能量，證明

即使非新建量體，仍有創造藝文新地標的可能，

且其影響能量不一定小於大型新建量體。

五、從奇觀到內造：藝文地標的轉變

地標不一定要巨大或顯目，它甚至可以是

非視覺的。過去我們走省道南下，車到民族路最

北端，遠遠的聞到一股石化怪味，就知道高雄到

了。氣味成為無可取代的共同記憶，比視覺上中

油高雄煉油廠高聳的煙囟更早進入我們的鼻腔，

喚醒專屬高雄的負面嗅覺；過去髒臭的愛河也是

一樣道理，而愛河微笑鐵鍊水泥欄杆更是港都歷

久彌新的地標。

地標在改變之中，藝文地標在改變之中，因

為城市時時刻刻在改變之中，這改變不只是外觀

的，更是內在的。鐵塔摩天輪奇觀式的地標建築

外，美術館、博物館、古蹟、歷史建築等理所當

然的新舊藝文地標外，舊聚落、老街區、軍眷村

等過去被忽略的公共與私人空間，也因深烙空間

紋理，富於歷史與人文厚度等價值而成為新興的

保護與營造目標，並從點到線、街到區，成為官

方與民間內造再現的城市「新」意象，具有成為

藝文地標的潛能。

臨港閒置的碼頭倉庫群（駁二）只是個開

端，人們發現原來舊有、廢棄、待拆的，稍微整

修改造後再運用，也可以那麼美好有味，時光在

這裡處處留下的痕跡與故事，絕非新建物可以比

擬。而在文化內造的過程中，人們追尋空間的身

世，串連了過往與現在，同時也是對自我與族群

的尋根肯認，其深刻性是超乎創意城市空間營造

的，對本土文化身分之認同。

台灣這許多年來的發展跡象顯示這一條走向

人文懷舊復古的意趣之路。各地返鄉或在地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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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的駁二依然充滿吸引觀光客打卡的魅力（攝影：李友煌）

人、社區文史工作者投入古宅歷史建築、閒置空

間及特色社區聚落等有形無形瀕危文化資產的保

護與再利用上，並逐漸獲得公部門資源挹注與大

眾傳播媒體關注。除了官方在這一波在地文化尋

根復振運動中，挾其政經優勢，展現文化規劃的

主導能量；民間更有一股沛然先行的力量，從爭

取、抗爭到影響扭轉官方認知，以團體甚至個體

運作的方式，為這些空間的內造激活付出心力，

在尊重既有空間紋理的情況下，重新賦予文化內

涵與文化創意，並吸引城市漫遊者的到訪與共

鳴。

2010、2013年，高雄市文化局先後將左營

海軍眷村及鳳山黃埔新村登錄為文化景觀，並提

出「以住代護‧人才基地」黃埔新村活化計畫，

展現官方在文化規劃上的主導能量。而民間力量

的展現時有挫敗，也有扭轉官方立場或成為官方

助力的可能，如2009年打狗驛古蹟指定聯盟發起

的台鐵高雄港站保存運動，2010年獲官方成立打

狗鐵道故事館及鐵道文化園區的正面回應。前述

「哈瑪星港濱街町再生」的催生亦與打狗文史再

興會社的努力有關，在民間努力下，新濱老街廓

可望朝保留歷史街廓的方向努力，規劃為文化保

存示範廣場。從拆除到保留活化，看似只在官方

轉念間，往往是地方有志之士紀錄研究、奔走抗

爭的結果。

六、復古烏托邦的危機與生機

從集中、群聚，到分散、深化，這股在地文

化尋根復振運動有遍地開花的趨勢。由城至鄉，

可喜的是，一批批年輕文化藝術工作者到城市舊

區街巷或鄉鎮農村社區蹲點，一間老屋、一棟舊

宅、一座廢棄廠房，就可以相濡以沫共同構築出

藝術窗花與創意門道。年輕就是本錢，夢想就是

動能，當老時光碰上新血輪，激撞出來的不是政

府燒錢施放的高空煙火，而是常民生活微血管末

端的電流振顫。前者炫麗短暫，後者卻有細水流

長的機會。

高雄在這一波源於府城台南「老屋欣力」風

潮（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2014年發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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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欣力宣言」）下，夠不上古蹟或歷史建築的市

區老厝古宅，經適度設計改造翻修成為藝文、文

創、工坊、書局、民宿、茶坊、餐廳或咖啡等充

滿舊時光氛圍的人文空間。其實，利用老建物或

歷史建築做商業藝文使用的案例很早就有，像鼓

山哈瑪星山形屋，幾經換手，目前為「壹貳樓古

蹟餐廳」。但這一波與之前不同的是，在空間營

一二三，正是這種文化空間從官至民，從大至小，從商業性大眾到文化小

眾，分化發展的具體實例。就區域性而言，鹽埕和哈瑪星，星棋羅布的老

屋新生密度最高也最吸引人，包括元老級的新浜碼頭藝術空間（前身為阿
普畫廊）、弔詭畫廊、參捌旅居、打狗港都文化藝術倉庫、打狗文史再興

會社、河川手作藝文空間、湊町（御典茶館、愛木）、好市集手作料理 Le 

Bon Marche等。

老屋新生加入文化藝術內涵或商業生機的個案，不只發生在原市，縣

市合併後生活圈的擴大，也讓民眾有機會看見城鄉互異的文化風貌與深耕

果實，鳳山黃埔新村眷永堂、橋頭糖廠白屋藝術村、大樹龍目社區藝術營

造等都是成功案例。

不過這波老房子新生熱潮，除非有官方資源持續挹注者，否則也需面

臨經營的現實問題，能否維持不是光靠熱情和理想就可以，前車之鑑歷歷

在目。1968年底，藝術家林天瑞就在鹽埕街開設「巴西咖啡畫廊」，是

高雄最早的複合式藝文空間，藝文空間起起落落、難以為繼的情況更比比

皆是。入夜後的駁二依然人潮如織，觀光巴士忙進忙出，但也有早早拉下

鐵門乏人問津的文創商店，商機往往以庸俗化為代價，但不賺錢卻斷無生

機。

七、結語：歡迎新城市漫遊者光臨

「城市乃是古代人類夢想的實現，是迷宮。行而不知的漫遊者，獻身

的正是這個現實。」6 在人與城市的互動中，城市意象時時刻刻異動著，漫

遊者充滿匿跡人群探索追尋的樂趣。「漫遊也具有懷舊的功能，或涉及對

於逝去的時間、感覺、地景的著迷追憶。」7 藝術文化工作者就像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筆下的城市漫遊者，某種神迷世俗的朝聖者。

這提醒我們換個角度來思考藝文地標一事，何妨像班雅明一樣把城市

視為一個巨大的室內，從內容而非外觀去判斷，化整為零，實地去走踏體

驗空間的蘊涵：人文、故事、歷史，以及最重要的「此時此刻」─生活，

創意與想像加值中的「現下生活」。是現下生活讓這些老舊空間再度活化

起來，重新連結前世今生與未來。是以，我們得以據此召喚心靈相映的群

眾─新的城市漫遊者的光臨。
駁二文創藝術群聚效應，對年輕人充滿吸引力（攝影：李友煌）

1 Deborah Stevenson著，李東航譯《城市與城市文化》，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147。

2 Kevin Lynch著，胡家璇譯《城市的意象》，遠流出版，

2014，頁11。

3 同註2，頁77。

4 同註1，頁11∼12。

5 同註1，頁128。

6 摘自Simon Parker著，王志弘、徐苔玲譯，《遇見都市：

理論與經驗》，台北：群學，2007，頁25。

7 同註6，頁26。

造及使用上人文藝術氣息較濃厚，且能與建物生

命及在地歷史結合；在建物方位上，有從主要道

路走街穿巷進入老舊街區巷弄耕耘的情形，除了

年輕創業者租金成本的考量，也讓這股力量有進

入社區深化扎根的可能。

以高雄圖書空間而言，新市立圖書總館、

駁二誠品、台鋁書屋，到三餘書店、書店喫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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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童鈺華（藝術工作者）

1,2,3

根著於土地的，才能讓人們不斷追溯；也正因根著於

土地，人們的追尋才得於某處安放。

1904年　填海造陸工程開始。

1908年　高雄築港計畫。

1912年　打狗港第二期擴港工程。

1914年　打狗港旁的海埔新生地填築完成（時為湊町、新濱町及壽

町）。

1920年　臺灣行政區劃調整，地名雅化，打狗更名為高雄。

1937年　高雄港第三期築港工程，位置在戲獅甲區，建立以軍需為導

向的工業重地，其中包括日本鋁業株式會社高雄工場。

1920年　一二三亭

2013年　書店喫茶 一二三亭

日本的大正年代與昭和前期，是最美好的年代，從幕府末期邁

向現代化，大量吸收了西方現代科技、技術與文明，但同時又有一股

力量亟欲保留著日本的精神與文化，在這樣兩端的力量拉扯與交融之

下，來到了昭和時代。時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日人填海造陸、高

雄築港，靠港邊的地區，是如今的哈瑪星、鹽埕一帶，也是高雄繁榮

興盛的伊始。一二三亭，在這樣的氣氛之下，以有藝妓的高級料亭之

姿開啟了建築的生命，並且歷經戰後船運公司、倉庫與茶樓的易手經

營，在2012年面臨被拆除改建的命運，再經「打狗再興文史會社」與

在地居民的奔走，後由當時文史會社的協會監事姚銘偉先生承租二樓

空間，開始了「書店喫茶  一二三亭」的經營。

昭和初期，日本殖民台灣已經過近30年，社會漸趨安定，但學子

與鄉紳們逐漸認為台灣人應該建立台灣人的文化，而在東京、在台灣

各大城鎮展開了串連的行動。2016年中電視台熱映的「紫色大稻埕」

在老空間裡閱讀

中亦有青年志士聚集「喫茶店」（咖啡

店日文）、發起各式文化活動的情節。

書店喫茶一二三亭，在姚老闆經營時，

除了日間咖啡與餐點的營業之外，週末

晚間則會邀請基進側翼、南之洛馱思論

壇等具有批判性、哲思性的組織或人物

在此演講。呼應整個空間所使用的家

具、陳列的書籍、燈罩、老皮箱、打字

機、玻璃杯等等重現大正、昭和時代的

物品，似乎，連當時的台灣精神與社會

景況，都逐一掀開了。在選書方面，姚

老闆希望大家不僅僅只在咖啡館看著八

卦雜誌，也期待著能夠在一杯咖啡的時

光認識高雄、了解台灣，不僅還原空間

舊有名稱「一二三亭」，還加上了「書

店喫茶」之名。書架上供閱讀的書冊包

括了日文書寫的昭和史、小說、台灣歷

史相關書籍，並且定期進一些與台日歷

史、文化相關的新書。

「書店喫茶‧一二三亭」入口

「書店喫茶‧一二三亭」2樓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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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店喫茶的第二任老闆接手後，維持了

一二三亭原本的氣氛，但在餐飲的細節上更為講

究，也規劃增加和果子與咖啡搭配；販售的選書

上，增加了與建築、日本飲食相關的書籍，並定

期至日本尋找日系風文具、台灣設計師獨立品牌

等小物。在音樂選播上，也有稍稍調整：原先多

是爵士樂加上演歌，如今維持爵士樂曲風，但加

入了日系清新風格的音樂，讓昭和氣氛增添了現

代感。不過還蠻期待哪天能再聽見日本演歌的

呢。

如果選在午前踏進一二三亭，可以在寧靜

中，選讀架上的一本書；或者什麼也不讀，只輕

撫鑽石壓紋的老玻璃窗、欣賞沈穩的磨石子地

板，以及即將近百歲的屋樑桁架，藝妓彈奏的三

線餘韻可能還繞樑細語。日治時期的木構造與磚

牆、戰後水泥樓板及樑柱系統，雖部分更換了老

屋的容顏，街廓的歷史一直被記錄著。

如果在冬日拜訪，約莫在午後3至4點間，是

舒服的時刻。從一樓入口穿過暖簾、踩著磨石子

樓梯步上二樓，進門的瞬間，抬頭，會遇見冬季

溫暖的午後陽光，穿過一排老窗，將人聲、樂音

都氤氳了⋯⋯。此時此刻，假如剛好時空交疊，

或許，會跌進某個昭和日暖吧。

離開前，如果港口傳來汽笛聲，會驚覺，原

來我們離港口這麼近。

1935年　日本鋁業株式會社

2015年　MLD Reading 台鋁書店

在南高雄一間知名家具品牌的鄰近，過去的

30餘年間始終空盪著、被隔離著，鮮少人對這個

區塊有印象、也不甚清楚其前身是什麼地方？但

在2015年底，因為電影院首映宣傳，重啓了人們
對這一大片區域的關注。

MLD台鋁，台鋁二字來自於台灣鋁業股份有

限公司，其前身為日本鋁業株式會社。1935年6

月22日，臺灣日日新報刊載「日本鋁業會社設立

手續完成」，內文並寫著將於高雄設置工廠。從

此開啟了高雄世界第二大規模製鋁業輸出地的歷

史。二戰後由台灣鋁業股份有限公司接收，1980

年代中期停止運轉後即一直荒廢著，部分廠房也

被拆除。然而在鋁業株式會社之前，這片土地還

有個身份——日本海軍苓雅寮飛行場。1933年建

置完成的苓雅寮飛行場，因颱風帶來的淤沙而使

日本政府改覓他地另建機場，而這片土地在昭和

10年（1937年）的「高雄市街計畫圖」中，已

繪出了日本鋁業株式會社的位置。追溯其初始，

MLD台鋁的原址，竟是高雄第一座機場所在地

（或鄰近）。多了這層認識，書店不再像拔地而

起的嶄新建築，而是與土地、與港灣有所連結的

身份。

整個台鋁的建築，是在原有建築架構之內築

起的。被舊建築包覆的場館，書店位在正中央，

以知識做為整體發展的基礎為概念，向兩側展開

為電影院及宴會廳、用餐區及市場等。為了與一

樓的氛圍有所區分，進入書店，必須搭上長長的

手扶梯，隨著手扶梯的攀升，視野也逐漸開闊，

入口處總會有灑落的陽光光束，讓讀者進入書店

前似乎有個心境上的轉換。書店內部規劃，設定

一處中心區域作為論壇、講座之用，如同古時羅

馬廣場群眾聚集討論思辯之空間，再由廣場延伸

發展成各個書區。書區擁有獨立空間與別具風格

之入口設計，一如沿著廣場周邊矗立的家屋或商

店。書區內的長桌、沙發、造型燈具、或獨立座

位及空間色彩，也隨著文學/小說、歷史典籍、行

銷/商業、藝術/設計等類別，給予或典雅沈穩、

或明亮輕快的語彙。想來是極為歡迎讀者在此安

然自在地享受一小段閱讀時光。而攝影書籍/暗房

區及黑膠唱片區，就讓讀者在舊建築所生的機械

年代，尋找當時的時尚美感了。

在這裡，除了日常關心的時尚、潮流、書

寫練習，以及文具雜貨之外，最好的選擇就是捧

起一本書，一本書寫高雄的冊葉，讀起，遠方飛

機引擎隆隆聲響，或將從字裡行間傳來。隨著聲

響，80年前的高雄灣景，或有種模糊漸清晰的光

景。「書店喫茶‧一二三亭」2樓一隅

台鋁書店台灣文史書區，沈穩的

藍色調與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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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　中正二路簡宅

2013年　三餘書店

走進三餘，好似進入某個愛書的家庭裡，一

樓滿擺的書籍，能讀出主人的偏好：社會運動、

台灣歷史、詩集、小說、高雄文史⋯⋯；登上二

樓的階梯，一階一階，如魚骨般整齊排列，與樓

地板相同，是冰涼且厚實的磨石子質地。二樓天

花板有著雅緻的裝飾，與牆面的連接處以斜切角

處理，視覺上少了銳利感；是接待客人的空間。

在二樓可以獨自面牆閱讀，一盞盞站立的檯燈小

人，照亮書頁裡的字字句句；沙發區，可合併亦

可獨坐；角落，屋主留下的鋼琴靜立。地下一樓

及三樓，不定期舉辦展覽、講座、表演等活動，

可自在穿梭其中，或靜或動。 

1960年代，連接高雄市與鳳山（或說連結鹽

埕與鳳山兩處熱鬧街區）的主要道路：中正路拓

寬，當時仍是一片農田的區域，道路從田地中央

穿過，簡家擁有的芭樂園被一分為二，便在路邊

興建起了自己的宅第。樓高三層，在當時是唯一

可以俯瞰四周的高度。新興的宅第，外牆滿佈馬

賽克磚，進入大門是小小的一方庭院，兩棵二樓

高的椰子樹是從前芭樂園與其他農田的界樹。L形

的房舍，如同傳統建築的單伸手，仍想延伸基地

40 藝術認證

面積，卻始終停留在單手環抱小庭院的姿態。而

地下室，猶如小小的秘境，滿貼白色方形磁磚，

為現在的書店提供另一個獨立而有特色的展覽空

間。

這棟民宅有段時間只有現屋主的母親獨自居

住在二樓以上，一樓陸續出租給婚紗店、咖啡器

具店家。為了區隔各自的動線與空間，原本的一

樓大門，直接連接上二樓的台階，是簡家的兒孫

輩們往二樓探望祖母的路徑；騎樓側，另外開出

一道門，供店家出入。三餘書店在整理籌備時，

將一樓出入口位置還給了原本的門，騎樓側入口

改以大面積玻璃呈現店內風景。然而，門的意象

依舊，店長尚樺說常有讀者「不得其門而入」，

幾經尋找後，方能轉過大門、進入庭院，再推開

原本的玻璃門，這過程，似乎也將心情好好做了

轉換，也因為百轉千折的試驗，讓彼此的相遇多

了一個趣味。書店選書，以高雄文史、台灣歷

史、在地出版品為主要書目；詩集，有著獨立的

展示平台。首次進到三餘書店時，喜見數本詩集

而入手一冊，當店長仔細為詩集包上書衣，能感

受如同日本書店般，體貼收納讀者閱讀的心情。

書店進駐，據說現屋主惋惜著，當初滿屋

子的書留下來就好了。「滿屋子的書」，似乎

是等待書店的伏筆。屋主居住的二樓起居空間

外有個小陽台，或許

在某個寧靜的冬日午

後，年少的屋主捧著

書，伴隨著鋼琴聲，

在陽台，望著田園景

色，讀幾頁書。時空

交疊，在現在的三餘

書店，仍舊可坐在窗

邊，就著斜照的光，

一杯咖啡搭配甜點，

與一本書共處一整個

下午，在字句中漫遊

高雄的古往今昔。

店長尚樺說，並

不刻意再現或重現原

台鋁書店似一棟棟獨立存在的空間
三餘書店大門與小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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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屋主家的生活場景，僅僅揭開屋舍原本的樣貌

（一二三亭也是掀開天花板，讓屋頂木構造重

現），就著原本的格局，切分出各樓層的經營方

向，然後，貼心地在一樓入口右側牆面，張貼一

張手繪樓層圖，向初來書店的讀者做一個自我介

紹。家居的氣息雖已淡去，曾經是最高的樓房也

成了最矮小的建築，然而在書店裡可以自在翻

書、坐著小讀一會兒，步入庭院望著路邊車水馬

龍；或選擇和店長聊聊天，如同造訪一個愛書的

朋友般自在。

2017  書店、書店與可喫茶的書店

旅人總是貪心的。貪心地想一口嚐盡旅遊之

境的各種滋味，在一趟得來不易的旅行之中。然

而，不論走哪條路線總是片片段段，總只能與表

面的什麼交談、短暫打個照面。捨棄一般的旅遊

資訊中心，先到書店吧。

MLD Reading台鋁書店在介紹台灣文史的書

區入口，張貼著1929年（昭和4年）出版的「大

日本職業別明細圖」印刷海報。哈瑪星一帶，已

標記出當時的「一二三亭」；在書店喫茶一二三

亭的角落，發現平成28年（2016）9月的月曆

（出刊時應已更換），上頭以日文書寫著：「書
を読むは当に三余を以てすべし　冬は歳の余な
り　夜は日の余なり　陰雨は時の余なり」（讀
書的三個余暇時光：冬日、夜晚與陰雨天）。是

暗示著走訪高雄的下一站，該往三餘書店？三餘

書店，就讓她成為進入這座城的入口吧。熱情的

書店主人將告訴你搭哪條線的捷運、往哪個方向

走，會遇見什麼年代的高雄；不用急著抱一堆書

陪伴數日的旅程，而是在離開之前，挑選一本作

家帶有鹹味的筆鋒書寫的高雄，或者再加上單車

漫遊打狗的書冊，在歸途中回味剛結束的旅程。

然後，準備下次的啟程。

三餘書店貼滿白色磁磚的地下室，如一室秘境，是展覽空間。

三餘書店1F書區，在滿是書的書架下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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