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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櫃新力 
城市流動的能量

文／崔綵珊(任職弔詭畫廊)

在碧娜‧鮑許(Pina Bausch)的Dancer in the Factory1舞蹈場景，

整場2分24秒的影像是女舞者在工廠的空景下忘情的舞著，非舞台

及非日常的呈現，讓整個舞劇有著一股魔幻的魅力，碧娜翻轉了工

廠鋼鐵機械的冷硬，讓它帶點「人」介入的孤寂與溫柔，和場域內

那理所當然的堅硬，形成了衝突的觀看美感。影片中那貫穿工廠的

鐵高架，望去的第一眼瞬間，彷彿讓人看到了高雄港口裡搬運貨櫃

的起重架，如此相似的畫面，讓我在看碧娜‧鮑許的作品時，內心

不禁顫抖了一下，而那發顫的部份是──我們離港口很近，也離漂

蕩有些近，又或者說：「也許是我們離啟程的浪漫近，但同時也明

白，我們離停泊的歸宿，也近。」

高雄貨櫃碼頭(攝影：古佳蓁)

2011年的高雄貨櫃藝術節，我對理查‧賀曼

(Richard Humann)﹝為我靜默﹞(Silently For Me)的

作品印象相當深刻，藝術家理查‧賀曼利用貨櫃

的序號，調查了這只除役貨櫃的「一生」。十七

年前，它從浙江寧波出發，開始了「流動」的旅

程，﹝為我靜默﹞的外部所繪製的全球地圖與紅

線，就是這個貨櫃曾經停留過的港口與行徑的

路線，理查保留了貨櫃的完整性，並在貨櫃的外

部詳述了貨櫃一生的旅途，最終，它落腳在高雄

港成為一件藝術作品。「這漫長的旅程啊！是孤

單抑或是飽滿富足？」看著這件作品，當時的我

心裡如此想著。「在旅程終結後，對貨櫃本身而

言，究竟是榮退還是定義上的死亡？」

飄呀盪的，貨櫃的本身或許就是個希望載

體，在乘載如此多趟且長遠的期待後，還記著些

什麼風景？而另一組藝術家盧昱瑞、平烈浩的作

品﹝我們都還在歸航的途中－21639海浬﹞探討

的則是「歸途」這個議題。他們充分利用貨櫃流

動的本質性，翻轉了觀眾對於空間的理解。全黑

的貨櫃密封著，創造出兩種不同的世界，然後藉

由民眾觀看的過程與影像的播放（輪船行徑間的

海洋畫面），藝術家把我們所行走的外在空間轉

2011年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盧昱瑞、平烈浩的作品﹝我們都還在歸航的途中－21639海浬﹞。(高美館資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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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一種「船艙」的想像，讓觀眾在靠近貨櫃並

往裡面窺視的同時，意識到自己正處於「漂泊的

大海中」。﹝我們都還在歸航的途中－21639海

浬﹞用反轉船體內外的角度告訴我們，我們的世

界就如同一艘大船，貨櫃內部就如同一片汪洋，

於是當我們貼近藝術家所開的櫃身圓孔時，就會

看到海平面在貨櫃內漂搖晃盪，載浮載沉。或許

這就是「貨櫃們」內心的風景，一輩子最深刻的

記憶。飄呀盪的，航行，靠岸……。

替代居住的創意想像

1956年，﹝箱子﹞的作者Levinson曾提及，

當58個鋁製卡車車體被吊上停靠在美國新澤西

州紐華克港的一艘舊油輪上時，世界海運運輸的

革命新紀元就此展開。由工廠直接對產品進行

控管與包裝運輸的貨櫃，削減了過去對碼頭工人

的需求，也同時減少港口工人罷工所造成的成本

損失，就資方營運的效益與成本來說，貨櫃的發

明，加速及節省了許多人力，同時也造就了日後

大量國際海運貿易的契機。而貨櫃規格化且方正

易堆疊的特性，亦讓海運的貨品運送量突破過

往所乘載的紀錄，因而加速國際間彼此的貿易供

需。至此，貨櫃本身所蘊含的意象，至今已不單

只有商品裝卸的表象。更多直指核心價值的區塊

則是全球資本主義的擴張，及新自由主義推動

後，人們生活上所面臨的美麗與哀愁。

在諸多原因所造就的世界財富不均狀態之

下，身在其中台灣，同樣也正面臨資本炒房所

造就的房價高漲，這讓多數青年對於買房安居的

企盼常有如夢幻泡影之感。近年世界漸掀起一股

「貨櫃居住風」，除倡導除役貨櫃再利用外，或

許也與原物價上漲、經濟不景氣等相關聯。在

面對類似的居住問題時，貨櫃成為「家屋」的想

像，也許就成了另一種替代居住的思維。

談到替代居住，不免要提到英國的貨櫃城。

英國倫敦碼頭中心的「貨櫃城市計畫」(Container 

City project)將「貨櫃」的臨時性與廉價性，反

轉成設計新穎的居住與工作單位，為符合資源再

利用的概念，空間八成使用成本較廉價的回收物

料，只需4天，便能組裝完成22個單位，提供約

8.2萬呎的總建築面積。而這樣的貨櫃屋概念更

推廣運用在各種藝術展覽、青年屋、學校、辦公

2011年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理查‧賀曼(Richard Humann)作品﹝為我靜默﹞。(高美館資料片)

室、宿舍等的臨時或永久性工程。大部分的人會

認為貨櫃本身鐵材料會造成許多居住的不便，但

實際上在設計類似的替代居住時，我們所理解的

水電配置，甚至是溫度控制，都是能透過建築師

尋求解決的途徑，甚至可以更加環保。以2012年

在倫敦一間40-45呎的貨櫃屋為例，一只貨櫃平均

售價為￡38,000至￡47,000，這對想要「有房」

的倫敦青年而言，不失為是可負擔買「屋」價

格，而在倫敦市中心相類似的貨櫃屋租金大約是

￡600至￡1000，租屋價格也低於同區實體房屋

的市價。

而類似的概念在高雄駁二藝術特區也有出

現，只是不同於英國的「貨櫃城市計畫」，駁二

藝術特區主要以藝術展演及文創發展為主，同樣

利用貨櫃倉庫群的聚集效益，帶動城市區域的整

體文化發展動能，除有展覽與小型演唱會外，文

創商家的進駐與藝術家的駐村，在高雄也漸形成

一股藝術匯流的能量。透過高雄港本身滿載的貨

櫃意象與公園路曾有的五金街歷史，高雄的貨櫃

藝術節與鋼雕藝術節儼然已成為高雄城市的「藝

創象徵」。

回歸到替代居住的想像，「貨櫃」似乎從

「替代屋」的身分連結了工業革命後，鋼鐵與

「人類」間的居存溫度。所謂的替代，正面的思

考是試圖解決財富分配不均所造成的居住問題，

發想者用貨櫃容積取代家屋環境，創造出另一種

居住的格局想像，也正因為貨櫃本身所蘊含的機

動性，所以立即性的補給需求，便能創意延伸出

的各種可能的想像，包括藝術的串聯甚至是生活

空間的替代。從微觀反思，在過去，城市的工業

2011年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理查‧賀曼(Richard Humann)作品﹝為我靜默﹞。(高美館資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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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人們也許只會用「迫害自然的傷痕」去看

待，但現今卻有可能用「停止耗損」、「功能翻

轉的資源再利用」、甚至是「歷史文化景觀」去

閱讀。自工業革命開始後，我們要省醒的是──

如何讓文明發展與自然生態並存，以及如何將已

破壞的園地幻化成另一種形式的「花園」。

城市創意加值

自2001年高雄舉辦第一屆貨櫃藝術節起，貨

櫃在高雄所蘊含的想像，就已不僅是港口的「運

輸載體」而已，而是人們能透過貨櫃去建構對美

好世界的想像，甚至是尋找真實世界的救贖或解

藥。透過藝術的穿針引線，我們總能試圖談談內

心的嚮往與代謝心裡頭深層的傷痛。觀者們可

從許多貨櫃藝術作品中閱讀到藝術家們對當今資

本主義橫行的反思，及全球化後所帶來的生活衝

擊，又或是透過貨櫃的漂流與停泊，讓內心有機

會回歸心靈層面的思考與休憩。在辦理多年的貨

櫃藝術薰陶下，高雄居民對於貨櫃的想像，已逐

漸從「欣賞藝術創作」延伸發展至「創意城市建

築」。

對與居住在海港的人們而言，貨櫃似乎是一

種共通的國際景觀。位於高美館鄰近的「飛天謎

鹿」餐廳，就是台灣第一間合法通過的貨櫃建築

餐廳。因台灣地理環境(多地震颱風)與國家建築

法規規範的不同，英國倫敦的「貨櫃城市計畫」

(Container City project)，對台灣而言只能是一種

居住的想像。台灣合法貨櫃屋的建造價格，在現

以貨櫃為主結構的高雄「飛天謎鹿」餐廳 (飛天謎鹿提供) 飛天謎鹿餐廳外部一隅 (飛天謎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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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飛天謎鹿餐廳廁所的洗手台配上板手水龍頭的設計，工業意象

的質感可說與高雄在地的文化相結合。(飛天謎鹿提供)

2.飛天謎鹿餐廳內部的裝潢加上了鋼筋的線條設計，讓櫃台主視

覺的觀感恰與高雄鋼鐵歷史的記憶相扣合。(飛天謎鹿提供)

1 2

今政策要求下，其經費往往並不亞與一般大樓住

宅。這也就是為何高雄離港口這麼近，但卻極少

見到富有創意的貨櫃建築。

「飛天謎鹿」餐廳的主結構是由五個40呎的

加高貨櫃與兩個20呎貨櫃搭建而成，為符合台灣

的建築法規，貨櫃相連處的鋼構及底部挖空建造

的地基，都有著與一般建築相同的耐震考量。紅

黃藍的外觀色彩基調，配上二戰造型的飛機與象

徵加拿大的麋鹿飛行員，這醒目的顏色與巨型的

公仔，都讓「飛天謎鹿」餐廳在美術館鄰近一帶

極為耀眼。

「做台灣第一間的貨櫃屋餐廳」。是經營

者吳光展兄弟從加拿大溫哥華回國後，創業的

目標設定。溫哥華就如同高雄一般，皆是海港城

市，在貨櫃成為國際港口的眾印象之一後，吳光

展就希望能將兩地港口的貨櫃意象做串連延伸。

他保留了貨櫃主體性的外觀，讓外部肌理仍有著

漂盪的潛質，而內部的裝潢則加上了鋼筋的線條

設計，讓櫃台主視覺的觀感恰與高雄鋼鐵歷史的

記憶相扣合，廁所的洗手台配上的是板手水龍頭

的設計，工業意象的質感可說與高雄在地的文化

相結合。貨櫃城市文化的創新，我們可以在「飛

天謎鹿」的嘗試上見到一番新氣象。值得一提的

是，店內的擺設除有骨董的美軍電話外，更有一

份一百五十年前的報紙，手繪印刷的新聞即時圖

案，彷彿讓人有穿越時空之感。

在與吳老闆談話的末了，我聊起了二次世

界大戰時期，美軍轟炸高雄港的歷史。在「飛

天謎鹿」外那醒目的機身，對高雄港而言或許是

另一種「沈船經濟」，若不是日軍的軍艦大量地

沉入高雄港，過去的老鹽埕公園路又怎會有「五

金街」及「拆船業」。繁榮超過一甲子的高雄港

灣，現在除了例行進出的船隻與貨櫃外，更多了

些城市歷史與藝術的能量。回到一開始我乍見碧

娜‧鮑許的Dancer in the Factory舞蹈場景，那最

最令我難忘的不是空掉無人的工廠，而是舞者進

入到場域後所迸發的溫差──人們與冰冷的鐵的

接觸。終究，工業是人造出的高牆，於是也需人

用溫度來穿越鋼鐵間的縫隙。

1
碧娜‧鮑許(Pina Bausch) Dancer in the Factory

https://youtu.be/Bu6lEI2-s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