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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水財

　　「貨櫃藝術節」自2001年舉辦迄今，已邁入第三屆。2001年以「貨櫃的 101 種想法」作邀請，2003年，則

以「後文明」作為策展主題，兩屆都在港邊的「星光碼頭」舉行，今年轉移陣地，改在美術館東側空地上，主題

定為「童遊貨櫃」，往常的海洋口味轉換為快樂兒童餐。

　　歷經兩屆的累積，並出版專刊，匯集了許多論述，關於「貨櫃藝術節」的意義與參展作品已多所討論，本文

只是做為一個市民對歷屆「貨櫃藝術節」走馬看花的一些記憶與隨想。

貨櫃與高雄是利益和生命共同體

　　首屆「貨櫃藝術節」以嘉年華會的型態開幕，吸

引了各地的藝術家及滿坑滿谷的市民，氣氛之熱烈，

在高雄的藝術活動，誠屬空前盛況。以「貨櫃」之

名，匯集了舞集、管絃樂、歌手、劇場、海上煙火、

法國飛行異人等的表演，市井小民∕達官政要、藝術

家∕群眾、工業經濟∕文化休閒……在此交會。原來

這些人與事是可以互相聯通的，藉由「貨櫃」編織起

的網路，拆除精緻藝術的藩籬，為市民尋找新的藝術

可能，開創了一個全新的都市美學面向。在此，藝術

沒有性別、年齡、觀念、時空的限制，實踐了「沒有

圍牆的美術館」的構想，體現了藝術與生活、產業、

空間之間的高度連結。 「貨櫃」從冰冷的運輸容具，

轉化為熱烈的文化載體。

　　貨櫃與高雄，可謂命運共同體。60年代第一貨櫃中心於中島區內興建，70年代則快速蔓延，陸續興建了第

二、三、四、五貨櫃中心，到2003年高雄港貨櫃吞吐量已達849萬個的貨運量，約為高雄市現有人口數的6倍，估

計每天有兩萬多個貨櫃進出。如此龐大的數量，塑造了高雄鮮明的都會景觀。這不僅是生產層面，「貨櫃就在你

身邊」，成了高雄市民生活中無可逃避的現實。貨櫃、市民、產業、生活，交織為一片繁忙的高雄人文景觀。

　　從高處眺望或行經貨櫃場，會忽然發現，貨櫃不僅是高雄的外表，也成了城市的內裡。到處都是相同的景

觀，都是貨櫃。貨櫃以無性生殖的方式自體繁衍，每個貨櫃都具備相同基因，長相千篇一律，無限蔓延、擴張，

似乎要吞沒整個港口、都市。外表的確難以辨識，標籤是最唯一的識別證；每個貨櫃都遵循著一定的軌跡運作，

而人的行動和建築物則又複製了貨櫃的秩序。貨櫃的聚集一如人的聚集，全憑「機緣」----天涯海角不期而遇的

機緣。而每一個人對貨櫃都可以有自己的解釋，在解釋中找到可能的存在，雖然有時候解釋並不完全，也互相矛

盾，可能還有一些讓人失望的理由。每一個高雄人，不管你已察覺或未察覺、同意或不同意，貨櫃都是視覺上、

觸覺上、聽覺上甚至是性格中的重要的一部分。

文化公民權----「職群」的權益與多元文化價值

　　九○年代以來，由舊建築再利用衍生出許多藝術村、鐵道網路、藝術特區等的新興藝術場所，也落實了「場

域‧互動」的觀念，藝術不再只是個人的創作行為，而是一種社會行動。藉由新興藝術場所的運作，連結了人

群與社會，營造出一種更為開闊、開放的社區美學。以「貨櫃」為名的藝術節，延伸了上述的理念。以「節慶」

的快樂氛圍，凝聚市民的目光，以地域產業特徵為焦點，吸引各式各樣「職群」的介入，不僅解開了過去藝術的

封閉形式，也突破「社區美學」的格局，成為更為擴張的「都市美學」。「貨櫃藝術節」是一個無疆界的人文場

域，藉「貨櫃」之名，開拓藝術領域，也以「藝術」之名營造城市風格，提供「藝術」與「城市」之間相互營造

的絕佳機緣。

　　「藝術產業化」是近幾年頗為氾濫的概念，如果貨櫃產業是高雄的主要命脈，以「產業介入藝術」作反向思

考，則「貨櫃藝術節」可以視為啟動高雄都市營造的一根鑰匙。文建會2002提出「文化創意產業」的施政要點，

思考經濟生產與消費部門的關聯性；2005年再提出「文化公民權」，回應台灣多元族群與政治　社會建構的展

望。從「文化創意產業」轉向「文化公民權」，明白宣示官方對文化事物的態度已從「產值」迷思轉向更為文化

本質的「文化共享」概念，並提出「以文化藝術作為不同個體、族群與國家之間彼此溝通的公共領域，追求一個

審美的生活與思想共同體的台灣。」的施政訴求。文化公民權的倡議，方向正確，但台灣文化現實面一個更為迫

切的問題----「職群」之間的文化差異及其所衍生的「文化公民權」問題卻從不曾被觸及。

　　文化施政著重「多元族群」思考，其政治意涵遠大於文化意涵。擺脫政治操作，文化在現實面上並無明顯

的「族群」問題，倒是呈現出嚴重的「職群」落差。如以都市營造觀點來看「貨櫃藝術節」，應該思考的是「職

群」而非「族群」問題。「貨櫃」意象原本應充滿「勞動」意味，但「貨櫃藝術節」卻少有「藍領」氣息。顯

然，「貨櫃」並未打開疆界，把「藝術」對佔高雄人口大多數的「藍領」開放。

●2005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開幕暖場活動，樹德家商啦啦隊表演（攝

　影：魏鎮中）

●《一圈就有一種快樂》-方米廣告設計工程公司（攝影：林佳禾）



3� 3�

作的媒材或作為一種象徵，就藝術層面來看，「貨櫃藝術節」無疑開

啟了一個無遮蔽、無國界的開放藝術空間，也以「高雄」與「貨櫃」之

名，開拓「藝術」的諸種可能。

　　貨櫃是一個流轉不已的文本，有多少貨櫃就有多少故事，有多少

故事就有多少憧憬與慾望、多少人與多少年事。在眾多貨櫃之間，有

一條看不見的線相互聯繫著，交織成為錯綜的網路，一如海圖上的航

道一般。這些線將網路線上這一端的人同另一端的人綁在一起----不

論是相關的或不相關的、相識的或不相識的、自願的或非自願的，將

所有文本聯結在一起，讓全世界都隨著貨櫃在移動的空間中伸展，流

通、移轉、交換，交流著不同的產物與文明，也流盪著各種異質的眼

光與話語。

　　每一只貨櫃都有一個訴說不盡的文本，貨櫃為藝術創作所開展的

機緣，絕對不止於「101種想法」，有多少人就有多少貨櫃，藝術形態

的貨櫃，既是現在式，也是未來式，更可能是奇想式。藉由貨櫃，藝術

家有機會跳離創作慣性，以鮮敏的觸角伸入文明現實，從新面對一個

正在蔓延的新都市內裡。每一件《貨櫃》都在這個外表封閉的長方體

模具中，架設一個頻道，通向任何方位與任何時空，尋求任何可能的

交流與對話----不論是私密的或公然的、幽微的或顯明的。

貨櫃　藝術　都市　未來

　　將「貨櫃」置於高雄意象的中心點，不僅承載「經濟物流」，也承

載「人文物流」。「貨櫃藝術節」閃亮耀眼的嘉年華般節慶氣息，雖然

短暫，卻以熱烈火花拆除許多都會中長期存在的圍籬，不僅是城市與

港灣的界籬，也包括產業∕藝術、大眾∕精英、地域∕國際等多邊疆

界的泯除。當然，將來文化上「職群」圍籬的拆除與否，將會是觀察

「貨櫃藝術節」成效的一個重要指標。

　　今年「貨櫃」的規模明顯縮水，叫人擔心的不是預算的刪減與嘉

年華氣氛的衰退，而是一個都市對自己未來的期許不在，也讓人懷

疑當初標榜舉辦「貨櫃藝術節」的目的與意義----所謂型塑「城市藝

文風格」，原來只是簡單的「政績」考量，更遑論「提昇國際視野，

體驗海港的獨特文化與優勢」的雄心企圖了。「貨櫃藝術節」原本就

是一個正在成長都市的形塑行動，其定位目前仍游移未定，活動的方

式、形態、內容都有待試探與調整。部分人士對過去兩屆的「貨櫃藝

術節」或許有一些不同的意見，都可視為「都市參與」的一部分，但

不能因此冷卻「都市形塑」的熱忱，讓高雄變成一個看不見未來的都

市。

　　今年的「童遊貨櫃」規模雖小，但在會場充斥的天真眼神中，似

乎也閃爍著高雄未來的一絲希望。

城市的可能

　　在眾多貨櫃中，唯一嗅到的一絲「藍領」氣息，

是2003年第二屆中由「新濱碼頭」提出的「黑手打狗

　勞工陣線」。該貨櫃由鄭明全策展，參展者包括暱

稱「黑手藝術家」的楊順發、吳寬瀛、林正盛、洪政

任、劉丁讚、洪龍木、黃吉祥、王有邦等，算是兩屆

「貨櫃藝術節」一片「白茫茫」中的一絲「藍光」！

策展中特別強調參展藝術家的「基層」屬性：「成員

皆為任職中鋼、中油、南亞塑膠或獨立焊工、磁磚工

人等的藍領藝術家。他們強調了高雄大都會向來以勞

工為城市主要命脈的歷史與發展。藉由這些勞工階層

的藝術家所創作的作品理念，發揚大都會中基層生活

美學觀。」並標榜：「對基層人文藝術與勞工美學觀

的探索與重視，並企圖凝聚出21世紀大高雄新形態的

城市風格。」李俊賢並在作品評析中明確指出藍領的

「黑手風格」，謂：「草莽粗獷是最大的特色，由非學院背景的藝術家組成的團隊，表現更自然直接的風格，製

作傾向於「重機械、重勞動」，也表現區域性格。」頗能凸顯「貨櫃藝術節」對高雄都會的意義。」

　　藝術向來似乎都只是「白領」階級的專利，而與「藍領」無涉，這是文化推動上的死角，限制了文化風貌

的開展。「貨櫃藝術節」其實有機會掃除死角，催生更為普羅性格的「藍領美學」，開啟未來的都市風格的新走

向。德國藝術家波依斯主張「擴張的藝術」概念，認為「人人都是藝術家」，強調藝術的社會性與開放性之「社

會雕塑」觀點。「貨櫃藝術節」的推動似乎有意呼應波依斯的觀點，建構一個不設疆界的文化場域，為「藍領」

提供一個可以介入的契機。

　　我們對文化參與的人口一直缺乏「職群」的分析。且不提「人人都是藝術家」這種充滿理想性格的高概念，

但人人都可以是、也應該是藝術的參與者。因此，「貨櫃藝術節」如何為廣大的「藍領」市民開啟參與的大門，

就成了一個必須嚴肅思考的課題。以「人頭」論斷文化活動的成敗可能是一種迷思，但開啟各種「職群」參與的

契機，是對城市一個美好的想像；「貨櫃」是勞動都市的象徵，「貨櫃藝術節」對「藍領高雄」而言，實是未來

「城市可能」之所寄，以「藝術」之名，為高雄的未來尋覓一種更為海洋本質的都市型態。

流動不已的文本

　　第一屆貨櫃藝術節計邀請十六個國家、二十位國外藝術家，並且從五十四件徵展作品中挑出十六件藝術家

作品參展；第二屆展出二十七組件約計四十三只貨櫃作品，參展藝術家包括來自美國、奧地利、英國、德國、希

臘、香港、冰島、日本、馬爾他、挪威、俄羅斯、瑞士、瑞典及台灣的國內、外藝術家。貨櫃不論作為載體、創

●李孟龍-《海洋意象》（攝影：林佳禾） ●《海洋意象》-藝術的萬花筒（攝影：林佳禾）

●《對話》-徐瑞憲（攝影：林佳禾）

●《聲音黑盒子-高雄2005》-巫義堅

　（攝影：林佳禾）

●《雪落》-蘇子文（攝影：林佳禾）

●2003年新濱碼頭作品《黑手打狗  勞工陣線》（攝影：張俊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