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

　　「貨櫃藝術節」以貨櫃為主要創作元素，從2001年「關於貨櫃的第101種想法」，初引

藝術家對貨櫃的思考，2003年「後文明」構築出貨櫃藝術村文化交流場域，2005年則以「G

（Game）Box：童遊貨櫃」為創意發想主題，創作出屬於聽覺的、視覺的、或遊戲互動式的

童趣作品，展場中不時可見不分男女老幼把玩貨櫃的歡樂畫面。

　　歷經3屆的演練，承辦單位逐漸累積經驗，其中有許多值得肯定之處，也甚多可再成長

的空間。為策勵將來，在此，除了本屆視覺藝術呈現內容之評述外，亦就「貨櫃藝術節」的

辦理略作回顧檢討，可為日後續辦之參考。

童遊貨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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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每兩年舉行一次，自2001年起至今已舉辦第三屆，本刊特別專訪貨櫃藝術節催生者暨策

展人～現任高雄市立美術館館長李俊賢，暢談他與貨櫃藝術節的淵源。

一、貨櫃藝術節的源起

Q: 最初舉辦貨櫃藝術節的概念是如何成形？

A: 早在1990年代中，高雄藝術界一直有關於以「貨櫃」為藝術表現的討論，覺得很有高雄當地特色，大家都覺 

 得這個議題值得推動。當時的高雄市秘書長姚文智，可以說是貨櫃藝術節的始作俑者，後來他就委託我規劃 

 貨櫃藝術節，並選定了十九號至二十一號碼頭的海洋之星，當作第一屆的場地，就此揭開貨櫃藝術節的序

 幕。

Q: 第一屆貨櫃藝術節遭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A: 因為都是初次經驗，在半年緊密的籌畫後，由國內六位經驗豐富的藝評家、藝術家、藝術行政者所組成的評 

 選會，邀請十六個國家、二十位國外藝術家前來參展，並且從五十四件徵展作品中挑出十六件台灣藝術家作 

 品參與展出。

　　不過真正困難還是行政上的部份，高雄沒有大型國際性藝術活動經驗，在行政上、法令上都在摸索下進行， 

 還好當時姚文智算位高權重，即使常常覺得很混亂，最後還是如期開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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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場域如火如荼的進行建構的情景（攝影：經典商業攝影工作坊）

●小朋友於徐瑞憲作品《對話》歡樂的聆聽另一方的聲音（攝影：魏鎮中）

採訪：李幸潔  2005.12.4

地點：第三屆貨櫃藝術節「G Box（Game Box）：童遊貨櫃」現場～

　　　高雄市立美術館東側草地

訪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的

深切參與者─李俊賢

●米倉藝術家社區協會進行《搶單Game Box》創作

（攝影：經典商業攝影工作坊）

二、貨櫃藝術節的海港城市風格

Q: 貨櫃藝術節的特色？

A: 全世界都在舉辦相關的藝術節活動，目前全世界有一百多個 

 藝術節，但是很少人能夠列舉出五種藝術節的名稱吧！曾經 

 舉辦類似活動的有日本、丹麥等國家，但大多只舉辦一屆而 

 已。台灣因為文化因素加上社會的期待，才能越辦越有趣。 

 台灣文化有一種很強烈的拼湊性格，就以貨櫃來說，很少見 

 到對貨櫃資源再利用像台灣這麼多樣化的，例如：工寮、檳 

 榔攤、橋墩等功用。就因為生活方式和貨櫃自然的結合，所 

 以能將貨櫃藝術節持續的舉辦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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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小朋友在《搶單Game Box》玩得不亦樂乎（攝影：林佳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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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幾屆貨櫃藝術節的經驗來說，因為過去台灣

 是處理貨櫃的地方，因此修復和整理貨櫃的專業

 人員也多；台灣藝術家處理貨櫃的時候，總是東

 拼西湊的，這邊切下來一截，那裡接補上一塊；

 而國外藝術家在創作貨櫃藝術時，就比較維護貨

 櫃的完整性，這裡就呈現出台灣特有的文化風

 格！

三、貨櫃藝術節歷屆的發展與比較

Q: 貨櫃藝術節舉辦以來的發展情形，第一屆的舉辦 

 有什麼困難嗎？

A: 第一屆的主題是關於「貨櫃的101種想法」，邀請 

 許多國內外藝術家共同參與。第一屆舉辦還沒有經驗，許多部分都還在嘗試階段，因此也發生很多狀況；像 

 是許多國外的藝術家從未出現，觀眾無法見到創作者本身，令人感覺很失落；借來的自動控制機器也多數出 

 狀況，軟體硬體因為經驗沒那麼多，總是一再出問題。

 但是那是一個開始，也是貨櫃藝術節逐漸發展的開端，雖然在摸索中成長，也是一個基本經驗。後來的貨櫃 

 藝術節都是這樣一點一滴累積經驗，還有各方資源的匯聚。

Q: 第二屆和第一屆有什麼樣的差異？

A: 第二屆我擔任策展人，邀集許多藝術團體共同參與，例如：嘉義鐵道藝術村、米倉藝術村等，還有經過徵選

 出來的件作品。第二屆是以「後文明」為主題，主題策展讓藝術家的介入更深，讓來自國內外不同文化背景

 的藝術家，將人類對文明的省思，透過視覺語言在貨櫃藝術節中展出，參與視覺藝術展出的二十七組件

 作品，計四十三只貨櫃，來自國內外不同文化背景的藝術家，在同一個地方聚集形成「貨櫃藝術村」！ 

 第二屆貨櫃藝術節有別於第一屆的部份，還有貨櫃造鎮～以貨櫃堆疊出一個販售紀念品、享用美

 食小吃的大型空間，有來自各地的特色商品駐場販售。除此之外，也研發出貨櫃藝術節周邊產

 品，例如：貨櫃CD收藏盒、貨櫃鐵盒餅乾、文具用品等等，都算是創新的開發。配合密集的音樂、舞

 蹈表演，營造出節慶的歡樂氣氛，這也讓貨櫃藝術節更廣泛的發展，形成整體的行銷意向。

Q: 第三屆的主題「G Box：童遊貨櫃」，「G Box」的涵義是什麼呢？

A: 今年舉行的第三屆「G Box：童遊貨櫃」，場地選定在高美館東側的綠色草地上舉行。「G Box」就是「Game

 Box」～一個遊戲的盒子。配合高美館全台灣首創的兒童美術館為活動主題，希望營造出一個童趣、遊樂場

 般的場景，邀請大人、小孩一起攜手同遊貨櫃藝術節，尋回失落的純真與歡笑。決定舉辦第三屆貨櫃藝術節 

 的時間有些晚，一直到八月底市政府才確定要繼續舉辦，因此經過密集的籌備與徵選，共有八十件作品報名

 參加甄選，最後決選出十二件優秀作品。現在他們已經在現場創作，許多有趣的作品逐漸在成形當中，我原

 本因為時間緊湊而擔憂整體呈現的效果，今天在現場看來，情況還滿樂觀、滿好的。

 關於議題的產生，應該要慎重審思，也應該是長期觀察社會脈動之下的產物，應該順應世界潮流、國際形勢 

 等普世價值，對藝術家來說，比較有說服力也更加促發思考與連結。

四、貨櫃藝術節策展機制總檢討

Q: 關於貨櫃藝術節的策展有固定的模式嗎？

A: 貨櫃藝術節從第一屆舉行以來，並沒有固定的小組在策劃，都是由市政府方面下決策，再由各相關單位配合

 執行；若是能有固定的小組負責統籌計畫，長時間的經營，應該可以將貨櫃藝術節辦得更加精緻。像國外的

 藝術節都有固定的群組負責統籌策劃，可能在正式活動舉行前一、二年，就已經開始準備了；除此之外，民

 間團體的加入也是值得考慮的。集合藝術相關團體的菁英，將可以使藝術節更加生動活潑。

 前兩屆其實承受非常多的意見與批評，像是被認為花了很多錢，卻沒有很多的人潮，其實因為場地很大，相

 對的人看起來就比較稀少。而且以前經費很多都是用來整理場地，另外，藝術活動有時還是要不同於一些比

 較群眾性的活動，才能使參與者真正感受藝術的內涵。

 貨櫃藝術節有別於其他藝術活動，只要如期順利

 舉行即可，貨櫃藝術節需要經營，若有一群人持

 續的關注與推動，將會更有深度。單單倚賴官方

 單位很難，但民間團體可以做到。如果貨櫃藝術

 節有官方和民間團體共同長時間經營會更有穩定

 性，那麼藝術家就無須擔憂政黨輪替之後，貨櫃

 藝術節是否會繼續舉行？而能排除外在不確定的

 因素，專注在藝術創作本身。

五、貨櫃藝術節的期許與未來

Q: 您對貨櫃藝術節有什麼樣的期許？

A: 貨櫃藝術節的國際能量其實還沒有發揮，在宣傳

 操作上對國際行銷需要逐漸去進行；如今已經第

 三屆，仍未對國外媒體行銷，但是目前國外藝術

 家仍然很關注貨櫃藝術節的舉辦。雖然沒有行銷

 卻仍受到注目，如果經過行銷將會形成一個好的

 循環，主辦單位提供更完整的創作條件，讓參與

 藝術家獲得全額補助。像國外藝術節主辦單位也

 只提供有限的補助，藝術家也必須承擔部份材料

 費，如果能將貨櫃藝術節推廣得更盛大，藝術家

 也更願意投入心血、共同承擔藝術品的品質更

 高。

 貨櫃藝術節至今已舉辦第三屆，所營造的藝術節

 特色已讓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當我拿著貨

 櫃藝術節的作品集向國外藝術家介紹時，都可以

 感受到他們的驚奇與高度興趣。因此，我希望貨

 櫃藝術節能夠逐漸建立一個專業團隊，長時間的

 投入並做更縝密的規劃，結合更多民間力量，整

 合相關資源，讓象徵高雄地方特色的貨櫃藝術節

 能夠持續的舉辦下去，也能夠更精緻的呈現出結

 合貨櫃精神的視覺藝術。

後記：

貨櫃藝術節有別於一般的展場空間，視覺藝術作品

本身須和貨櫃～既定的材質、尺寸規格做結合；除此

之外，整體展出空間在戶外以及如何和觀眾互動的考

量，策展工作人員和參與的藝術團隊都必須具有堅韌

的精神和耐力，才能克服準備工作的重重難關。換句

話說，這也是貨櫃藝術節之所以迷人的地方，當我們

進入一個戶外的貨櫃藝術展場，腳下踩的是真實的黃土或草皮，頭上頂的是白天的晴空或是夜晚的星空，同樣

是回歸自然的心靈呼喚。當我們以自然人的角度觀賞貨櫃藝術的經驗，也令人吸取了活動的精髓，彷彿參與了

集體的藝術嘉年華，超脫了世俗的經驗。

採訪李館長的過程中，一面觀看藝術工作者在空曠的場地上創作，幾天前還是統一形式的貨櫃盒子，已經一一

變身、色彩變化、或掏空、或傾斜擺置不復相同，我們可以期待第三屆貨櫃藝術節～「G Box：童遊貨櫃」藝術

作品與表演節目同樣精彩。

●方米廣告設計團隊準備帶給人們踏行於雲彩中的快樂（攝影：經典商業攝影　

　工作坊）

●被鐵金鋼踩到的小汽車進行裝置中（攝影：經典商業攝影工作坊）

●徐瑞憲專注的進行創作（攝影：經典商業攝影工作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