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一：國際文化交流活動報告表 

請務必填寫執行補助案計畫時所收集（如下列）之相關資料，作為本會國際文化

交流資料庫之使用，其中標記（※）之符號將為公開上網資訊。 
                                                           註：如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一、活動介紹 

 

 駐村單位（中文）：光子基金會 

         （英文）：Photon Foundation 

 網站：https://fundacjaphoton.pl/ 

 

 □機構邀請 ■自行投件徵選 □其他______________ 

※二、駐村期程 (起)西元 2019 年 11 月 30 日～ (迄) 西元 2019 年 12 月 07 日 

※三、駐村國家/城市 

      (請詳列) 

(1)克拉克夫,波蘭(Krakow, Poland) 

(2) 

(3) 

※四、駐村單位簡介

(起源、特色、重要性

與現況)（約 400 字） 

光子基金會(Fundacji Photon)為非營利性、非政府組織，致力於支

持文化和跨科學數位藝術發展，為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Audio Visual Performing Arts 國際藝術平台的成員之一。組織成

立於 2016 年，策畫前瞻技術和新媒體藝術為主的年度活動，也是

波蘭克拉科夫數位藝術節 Patchlab(Digital Art Festival 

Patchlab)的主辦策畫團隊。 

領域：藝術節、多媒體、跨學科項目、培養觀眾、視覺藝術。 

 

此次國際徵件計畫的目標是提供藝術家能夠在環形方盒投影的影

像空間裡實驗以及研發創作。徵件資格並無限制，入選者將透過沉

浸式 360 度投影空間呈現聲音影像作品，提供給觀眾不同的想像。

光子基金會(Fundacji Photon)提供七天的獨立個人住宿、交通、製

作補助以及完整使用場館的時段，最終評選 6 位藝術家在克拉克夫

市中心的 Hevre 空間中創作。藝術家需在進駐期間舉辦一次公開

活動，型式包含講座、過去作品簡報、或任何非正式與民眾的交流

聚會，進駐最終須舉辦成果發表，作品型式與活動規畫需在進駐前

提供給主辦方。 



※五、檢附駐村照片

（例工作室、發表展

演場所，至少兩張） 

 

 
⚫ 藝術家演出列表@ HEVRE 360 Gallery 

 

 
⚫ 場地環景圖@ HEVRE 360 Gallery 

 

 
 



 

⚫ 演出紀錄@ HEVRE 360 Gallery 

 

 
⚫ 演出紀錄@ HEVRE 360 Gallery 

 

 
⚫ 藝術家合照@ HEVRE 360 Gallery 



※六、駐村單位/機構

聯絡方式 

聯絡人 Karolina Paluch 電話 +48502368637 

e-mail 
air@fundacjaphoton.pl 

地址 
Joselewicza 18/18 31-051 Kraków Poland 

※七、本屆及歷年來

參與之台灣藝術家或

團體名單 

(1)黃偉軒 

 

 

八、駐村單位實際負

擔條件(勾選後請說

明) 

□  1.演出費________ 

□  2.運費________ 

■  3.交通費__1000PLN___ 

■  4.日計生活費__120PLN__ 

□  5.文宣廣告費_______ 

□  6.保險費________ 

□  7.住宿費________ 

■  8.安排當地拜訪或參觀行程 

      _克拉科夫高等音樂學校_ 

■  9.安排與計畫有關之活動

（包括成果發表）___________ 

□  10.其他________ 

□  11.無 

九、其他資訊提供 

(限 300 字內) 

名稱：Hevre+1 space 

地址：Beera Meiselsa 18, 31-058 Kraków, Poland 

簡介：Meiselsa 和 Corpus Christi 街道的交匯處是兩種文化和兩

種宗教的聚會場所。 2017年 Hevre 重新打開了歷史建築的新篇

章，Hevre 是兼容現代化與傳統精神文化的場所。Hevre 為複合式

空間 - 咖啡館、餐廳、酒吧、音樂俱樂部和創意工作場所。場館

共有三層樓，經常舉辦新型態的活動，如聲音演出、來自各個領

域的專家分享知識、影像創作者提出個人發展計畫和公開活動的

想法，促進藝術家和熱愛藝術文化的人們共同參與，打造克拉科

夫在地所需的精神/娛樂/藝術/科藝/跨域的場所，使 Hevre 成為

俗稱小波蘭最有價值的地方之一。 

十、綜合（交流心得與

建議） 

此次交流心得： 

這次的影像內容大部份的取材以臺灣城市風景為主，希望帶

著臺灣特殊的文化城市面貌，展現給異地的觀眾，除了視覺之

外，此次運用了許多聲音地景，將屬於臺灣獨特的捷運、廟宇、

餐廳的聲音結合到演出中，讓在地能夠看見，讓沉浸更富想像。 

    新形態的藝術駐村計畫能夠有更多空間實驗與研發，隨之而

來的是因開放而缺少規格化的場地技術資料，Hevre+1 space 的

多投影劇場有許多技術資訊須研究和測試，但館方所提供的七天

進駐時間稍短，且須與其他活動及藝術家分配場地測試時間，最

後能夠測試的總體時間約為 9 個小時。此次計畫提早前往克拉克

夫製作及當地取材，故有足夠時間能夠提供較完整的製作，也預

留了可能需要調整的影像製作時間，相較於其他兩位藝術家，時

間成為製作最大的壓力，最後的成果需有相對的妥協，來因應演

出，已建議主辦單位能夠延長駐村時間，才能有效的將演出品質

提升，並符合駐村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