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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作品﹝收容者﹞  設計團隊：邱維煬、易雲扶、奧麗維婭‧佩爾森（攝影：鄭景陽）

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與城市進化 
看貨櫃藝術節的發展與改變

文／黃志偉（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所專任副教授）

兩年一度的「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在2015

年底於駁二鐵道園區隆重登場，今年以「明日方

舟」為題，延續上一屆貨櫃藝術節以建築師為策

展與創作主體—「可以居」，提出末日說的感知

想像，開展出對環境與居住的概念貨櫃建築空間

探討，貨櫃建築藝術仍是矛盾的指涉了資本主義

全球化下不可逆的環境生態問題。資本經濟賴以

傳遞維生的鐵盒子，諷刺的被賦予環保生態的議

題，是衝突、是反省、是救贖，櫃體材料本身亦

是問題意識的拋出⋯

鐵打的藝術節

「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自2001年開辦至

今已邁入第八屆，與2002年登場的「高雄國際

鋼雕藝術節」年復一年相互輝映輪番上陣著，充

分展現出高雄港都鮮明的產業特徵與獨特的城市

風貌，讓我們嗅到這城市從破銅爛鐵的黑手油氣

味，進化為高雄所獨具的鋼鐵藝術礦味，成為港

都文化藝術硬派實力的重要標記。一年貨櫃、一

年鋼雕交織出的藝術節慶，不難看出高雄市政府

主政者的用心與氣魄，試圖透過鐵打的產業文化

風景，將港都城市包裝轉化為充滿藝文氣息的都

市景觀。歷經8屆約莫16年的「高雄國際貨櫃藝

術節」，時間雖未夠長久但在與「高雄國際鋼雕

藝術節」相互推展下，鋼鐵印象已深植烙印在城

市居民的心中，紮實的建構起港都鮮明又醒目的

城市象徵符號，讓鐵打的藝術節成為城市行銷成

功的標記。

1996年丹麥哥本哈根舉辦了「貨櫃96‧藝術

跨洋」(Container96’)至今剛好滿20年，第一屆

「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和哥本哈根相較下雖是

追隨其風潮，但在與國際接軌的時間差距上並不

太遠，而說這長不長、短不短的16年過程中，主

辦單位可說是招數盡出，各種舉辦節慶的手法與

運作模式不斷的被嘗試與實驗運用，推陳出新的

經營出自己的軌道與特色。本文試著以「明日方

舟」為引，回探這16年貨櫃藝術節的發展、變化

與影響，從每一屆不同的議題設定、資源條件、

經費挹注、展出場域與時空背景中，探勘港都進

步的過程與貨櫃藝術節之間互為的影響，嗅出一

些進化的線索與看不見的軌跡。 

明日方舟

不可諱言，藝文活動節慶化操作已被政府部

門視為最直接、最快速達到效果的城市行銷絕佳

手段。而我們也經常提問質疑喧囂煙火的活動過

後又創造了些甚麼？留下了些甚麼呢？而貨櫃藝

術節雖屬一種季節式、短暫時間性的文化藝術活

動，雖說參與藝術家也是一時之選，針對性的來

對貨櫃做創作思考與表現，但卻跟一般以藝術為

名的節慶不太一樣，有著特殊的藝術形式—貨櫃

作為創作載體，肯定留下了諸多值得被討論與研

究的藝術文本。

筆者得知此展的訊息來自《文化高雄》一刊

的封面，在酷與新而頗具吸引力的平面視覺設計

下，乍見以為又有甚麼好展覽要推出，細看之下

才知貨櫃藝術節又將開啟，且以「明日方舟」為

名更讓人期待，不過心中亦浮現怎麼那麼快就走

到了方舟之說，明顯的連結到暖化後地球的生存

處境，2013年的「可以居」是首次跳脫視覺藝術

框架走入建築居住空間的貨櫃藝術主題設定，相

隔一屆後馬上進入明日與末日的禍福想像與希望



60 藝術認證

展 覽 迴 響
ART  ACCREDITING

61藝術認證

展 覽 迴 響
ART  ACCREDITING

N O . 6 7  A p r i l  2 0 1 6 N O . 6 7  A p r i l  2 0 1 6

期待，讓人覺得有種不合時宜之感，那下一屆該

會走向何方？該是以何為題？所謂的不合時宜，

一者可能跟筆者希望循序漸進的延續「可以居」

之議題的個人期待有關，二者，現在又不興末日

說或說環保議題是否已被過度操作而了無新意(過

去幾屆有關環保議題不斷的被操弄)；不過，進場

深入觀看後才發現到，「明日方舟」一題的策畫

乃是針對貨櫃這一載體議題的釋出與希冀帶動的

對話主題想像，聚焦在人類面對極端氣候變異下

我們的居住生存空間與環境所面臨的挑戰，以貨

櫃作為希望方舟的隱喻，提出救助、賑災與環保

再生等問題，帶出收容方舟、移動方舟與希望之

舟的「未來居」，可以實踐進入到我們真實的生

活空間裡，就此「明日方舟」的議題設定上是成

功的。

來到駁二鐵道園區，漆上鮮明橘黃色高聳

的主題櫃體引領著我們的視線進場，各式各樣的

貨櫃藝術作品沿著鐵道曲線錯落有序的配置在這

空曠的空間中，這些依照著其實用性或概念性計

「2015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林志峯建築師作品﹝蟄居﹞（攝影：鄭景陽）

畫想像的櫃體建築，造形上其實並不奇異帶著簡

樸的俐落，外顯或加裝的結構形式多半來自功能

的需求，去除了為增添貨櫃形體的獨特性所做的

裝飾。如﹝呷飽未﹞一作，將貨櫃變造成結合耕

種、行動廚房和水資源回收利用系統自給自足的

行動救助居所。再者，如針對災民而提出臨時性

避難所能延展使用時程的設計思考﹝收容者﹞，

創造出一個可開放閉合的新類型貨櫃體。這兩者

皆是以功能性考量來對貨櫃體進行切割延展所帶

出的櫃體形式。而另一較大形體以四座傾斜的大

貨櫃和四個小型貨櫃所組構出的﹝種子方舟﹞，

則全然的以末日的明天過後為主要思考概念，建

造一座在形式上將工業與自然並存且極具儀式性

的種子倉庫，象徵著延續生命的聖堂，種子方舟

內部中心種植了一棵大樹，藉以撫慰被災難肆虐

後殘破的心靈。 

末日方舟

關於末日方舟的另一層面思考，則是對自然

能源的利用與開發來作櫃體的改裝設計，像﹝星

核﹞一作，以太陽能板包覆櫃體表面，從貨櫃內

部可變化隊形延伸出各種小型櫃體，具備著多層

次空間、衛星通訊，自行發電和機動迅速的空投

進入災區之功能，如同一座「微型發電站」為災

難現場提供最即時的緊急救援方案；而在整個貨

櫃藝術節的作品中讓筆者最感興趣的﹝蟄居﹞一

作，將一20呎的小型貨櫃體打造成一行動式的膠

囊旅館，提供了睡覺休息、盥洗、餐飲與垂直式

菜圃植栽牆，同時也設置了太陽能光電板於櫃體

屋頂來供應用電，不僅於災難時提供成臨時避難

所，也可做為郊外旅遊休憩使用，此一貨櫃單元

件的提案相當具有發展潛力，可於平時量產為不

時之需預作準備，政府相關部門應將此案納入救

災防災系統的規劃裡。

2015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明日方舟」一展

的總體提案，基本上不全然針對末日說做出思維

想像，絕大多數皆對氣候變遷或震災所帶來的災

難，提出安頓災民物質與精神的庇護所的意念，

然而，明日一展在冬季展出，並無事先預期到會

有豪雨驟降，讓這些貨櫃體陷入窘境，絲毫無法

抵擋突如其來的豪大雨量，到處漏水及電力配置

因雨失靈，僅為展覽的臨時性裝置變成了需要被

救援的方舟。 這裡帶出另一個貨櫃建築設計與材

料工程的問題，是否我們仍把貨櫃視為一種臨時

性的居住建築？我們先撇開短期展覽性功能的理

由，是否至少該推出一種堅固的、安全的避風遮

雨的示範呢？概念的丟出與實驗想像的精神，若

能在實踐上將櫃體與材料上做出完整而實用的成

品，讓發想具體成真則能真正的嘉惠眾生，或許

主辦方在下一屆可以針對此一問題來思考！這一

問題讓人聯想到上一屆2013年以貨櫃建築為主體

的「可以居」之議題，「可以居」適時的推出新

的貨櫃藝術方向，讓前幾屆以視覺藝術為本體，

玩到快沒招數、逐漸節慶形式化的貨櫃藝術一掃

陰霾。也就是說從過去當代藝術被過度運用在節

慶場域後的一種朝向實用的思維轉向，以貨櫃建

築和建築師為操作主體，把視野放在以「人」為

「2015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林志峯建築師作品﹝蟄居﹞（攝影：鄭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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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張淵程作品﹝好久﹞（攝影：林宏龍）

尺度的城市生活空間上，並重新思考貨櫃於過去

被視為簡便臨時性居所，到現今可納入永久性建

築的可能性想像。

由於貨櫃成本低、切割、拆卸組裝和移動

性簡單的特性下，在台灣的常民生活裡，我們經

常看到廢棄貨櫃被運用在檳榔攤、工寮、小型倉

庫等臨時性用途，通常都以一種恣意縱性、混搭

雜置、竹篙裝菜刀的形式外表顯現，因而被視為

廉價且具髒亂破壞性的城市景觀。「可以居」貨

櫃藝術節的提出與轉向，不僅讓人有耳目一新感

且激發了人們重新省思與面對自己生活環境和空

間，當時提出的概念除了貨櫃做為永久性建築居

住的可能，也涉及到貨櫃做為災區最快速的庇護

想像。如作品提案︰﹝樂高櫃﹞即是以模矩化的

概念納入貨櫃為基本單元型，可做不同的空間組

合和重複使用。而﹝住宅﹞一案，主體結構簡單

的外表，內部空間變化多端有趣，營造出寬敞明

亮的貨櫃住宅，屋頂以太陽能板覆蓋既遮陽隔熱

外，又可提供內部照明及通風之電力，是相當成

功的貨櫃綠建築的提案案例。從「可以居」到

「明日方舟」，基本上都帶出貨櫃建築與當前人

類生存環境的互為關係，綠建築、環保、自然資

源回收利用與再生能源等設計考量，應已然滲入

建築本質而非口號宣告，議題概念釋出後的實踐

和面對居住實用問題的解決，將是未來貨櫃做為

永久庇護所—家的重要課題。

流變的展域與城市進化

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從它的操作機制、主

題設定、展演場域、行銷方式和經費資源挹注，

皆隨著港都市政府的城市與文化治理政策有著極

為微妙的關係，唯一不變的則是要利用這一高雄

獨特的產業經濟象徵來做城市行銷，經費資源投

入的多寡更影響了藝術節的操作機制與規模，這

「2013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姜樂靜、陳子豪作品﹝聚與散─吸菸亭﹞（攝影：鄭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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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我們可從其展覽場域不斷在遷移更替看出一些

眉目。

自2001年以「關於貨櫃的101種想法」為主

題，在海洋之星以節慶式、嘉年華會的方式熱鬧

登場後，直到2011年「新式幸福風︰藝術 家」

為止，十年來都是以當代視覺藝術角度來對貨櫃

這一鐵盒子進行創意想像，有的把貨櫃當成替代

性展場，或裝置切割、塗鴉彩繪、焊接、架接或

外掛模組等，幾乎是花招盡出新意難尋，「新式

幸福風︰藝術 家」議題的出現，在無形中卻埋

下了一個伏筆，從Artbitat 到 Habitat，讓2013年

的「可以居」得以以實用居住空間來重新定位貨

櫃藝術，讓僵化的形式與機制操作的惰性找到出

口；回探細數過去，初登場享有新鮮特權的第一

屆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在公部門運用與整合資

源和大筆預算的投入下，各種儀式、表演等活動

輪番上場，參與族群不僅只有藝術相關人員甚至

是以全市嘉年華會的方式在進行著，讓貨櫃藝術

節轟動各界也成功的行銷了高雄，不過，雖以貨

櫃藝術為主角，但滿溢的表演與行銷活動卻不自

覺的搶了貨櫃的風采。2003的「後文明」試圖以

「城市產業特質」V.S.「城市文化特色」來和全球

的港灣城市彼此連接交流，邀請12個國家來參與

意欲營造出「國際貨櫃藝術村」的氛圍來跟國際

藝壇接軌。雖是此，當屆貨櫃藝術的重任仍是背

負著行銷城市、促進觀光休閒產業為重要使命，

同時為得到更多的經費補助也得列出配合中央

「二○○四台灣觀光年」活動的名目，本末倒置

的讓主角變成配角。這裡其實反映出台灣在十多

年前開始推出各項文化政策有關的總體現象，尤

其文創產業更是罪惡，藝術文化真實內涵被節慶

活動包裝為耍花槍、跑龍套的角色，大量的經費

預算都跑去辦活動、放煙火、做行銷，因此，讓

台灣生活真的「好多節」。

到了2005的「童遊貨櫃GBox」經費開始縮

減，展覽場域也從海洋之星移轉到城市內部，在

高美館大門對面的大草坪展出且由高美館接手主

辦，讓貨櫃進入社會的價值思考，回歸藝術表現

本質。這一屆採公開招標的方式進行比件，想得

「2007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日本藝術家鈴木貴彥作品﹝全球商店資訊網﹞（高美館資料片）

標的藝術家面對貨櫃的臨時/即時思考，必須選

擇性政治正確以回應主題要求，以至於該屆的

貨櫃藝術節猶如藝術遊樂場，回應了「童遊貨櫃

GBox」的主題，而招標模式也規範了廠商(藝術

家)，並依招標條件驗收的方式來檢驗「貨櫃藝

術」提案，藝術本質的回歸去了哪裡？儘管每屆

資源條件不一，主辦方也僅能依有限的現實條件

來執行，經費資源外其他相關產業單位的整合和

配合，其實也影響了貨櫃藝術節的走向。2007 

以「永續之城」生態貨櫃創作計畫為題，因企業

贊助貨櫃體無法再給藝術家切割破壞，高美館以

策展和徵件的方式執行，策略上提出以自然環

境生態回收概念為主軸，為貨櫃載體表皮進行

彩繪，在高美館周邊人行步道現場彩繪和展出。

全然的以視覺藝術為主的一種難以窺見的浪漫想

像，讓展覽在海上發生漂浪到各國去，讓各國看

見高雄貨櫃藝術的表現。因為這些彩繪後的櫃體

將繼續物流工具的任務，它在海洋航行中展覽展

給鯨魚看，留下藝術交流文本，這是在地文化內

涵向外主動溝通、跨界移動的好樣板。

從海洋之星轉進到高美館周邊及內部，再從

高美館拉到高雄駁二藝術特區(2009「邁向理想

城市的N種想法」、2011「新式幸福風︰藝術 

家」與2013「可以居」)和2015的鐵道園區，我

們看到展覽場域的流變亦隨著港都的城市文化治

理藍圖而變動著，這些場域都是藉由文化藝術的

推動來成就其休閒觀光產業勃發與城市行銷的目

的，尤其是2009到2015這幾屆都放在大駁二藝

術特區內，除了駁二在近幾年成為觀光休閒的火

熱景點外，也跟整個高雄發展亞洲新灣區的城市

願景有著密切的關係。另外我們也從貨櫃藝術節

每屆的主題中看到，關於貨櫃藝術的想像幾乎很

難逃離「環境生態—家—城市」的關係，就連創

意思考、製作工法甚至在行銷手法上也難以再提

出新意，呈現文化極速耗損，惡性循環焦躁疲軟

的窘境。

未來方舟

沿著「明日方舟」一展的動線逐一觀看，到

鐵道園區末後的路橋下有一件類似貨櫃藝術的作

品，但又好像是一座雙人或闔家可盪鞦韆的休憩

工具，筆者在書寫本文的期間，媒體正好報導了

這件裝置的危險性，更應證了當時觀展的感受，

明明一個好好的有深度的貨櫃藝術展，為何要放

置一件遊戲或休憩性的物件在那兒？可見辦理活

動的心態仍是存在，仍會希望或要求承辦或策展

方提出某種較為親民或可供遊戲的類作品的貨櫃

藝術之櫃體，實是多此一舉也自找麻煩。這問題

其實是一種迷失，都是以讓普羅大眾更容易體驗

藝術為理由而做出的弱化藝術主體的舉動，希望

未來主辦單位能更堅持專業的純粹與主導性。

從「可以居」到「明日方舟」相當成功的帶

出貨櫃藝術的新方向和可能性，然就櫃體與各種

材料媒合的研究與實踐，若能提出具體的方案來

展現將會更好，這裡當然不是要說貨櫃藝術以視

覺或建築角度切入孰優孰劣，而是希望主辦方能

以更開放、更活潑的思維，將此獨特的城市美學

實驗場釋出，或許請藝術家與建築師相互置換對

位，邀請純粹視覺藝術家來進行貨櫃建築設計想

像，請建築師用其專業來處理貨櫃視覺化的另類

思考，讓建築師與藝術家彼此視野交融，可能會

擦出貨櫃藝術新視野的火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