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型美術館
　　　　　　發展策略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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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美術館自 2007 年正式啟用，作為國內最早具備縣級美術館

功能的場館，自「素原真：臺東美術館開館首展」揭示的樸素藝術、

國內美術名家，到南島國際美術獎、臺東聲音藝術節的興辦，逐漸

形塑自身特色並累積藏品，與縣內興辦的地方文化館駐地創研交流

計畫、各大地藝術節、多元公私部門館舍與組織合縱連橫為一座

橫亙山海具「南島文化首都」內涵的大美術館。發展至今已逾 17 年

的臺東美術館，即將進入第三期館舍的興建，正逢國內第二波

美術館浪潮帶來的加劇競合關係，重新審視臺東美術館的發展與

在地美術建構更顯重要。

為此，臺東美術館與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Taiwan Visual Art 

Archive, TVAA）合作，由 TVAA 策劃本次「機構與地方性：中小型

美術館發展策略論壇」，並 邀 請 其「 機 構 文 本 」（Institutional 

Text）作者群於本次論壇發表。該平台創辦於 2023 年，延續

自 TVAA 對國內藝術機構發展的長期關注，以新機構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批判性的藝術機構實踐為宗旨，反思藝術機構

作為展演櫥窗之外，作為社區中心、實驗室、學院的可能，邀請

國內外學者、策展人、年輕評論者貢獻專文，並以公共活動的辦

理，強化相關議題的討論效益。

緣起

02



有別於國家級或六都級美術館，臺灣各縣市中小型美術館資源雖

然有限，然而透過典藏、研究、展覽、公共活動對地方美術的深度

挖掘，仍可在大寫的「臺灣美術史」之外，帶來多元地方美術

視野。機構如何處理「地方性」，正是拉近藝術與公眾距離的關鍵，

地方性更進一步展現在靈活發展與地方組織的多重協力、建構與

在地社群的緊密關係，並深刻紮根於當地語境。

本次論壇分為五個場次，從多元地方性的考掘出發，由新加坡國家

美術館策展及展覽管理處長辛友仁的國際演講開場，呈現東南亞—

拉丁美洲／南方—南方的跨地方藝術史比較方法。潘小雪教授的

專題演講呈現「美之拓樸：花蓮美術館典藏作品展」對地方美術館

藏品的梳理；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團隊的專題報告，則將分享近年

與各地方美術館的協力經驗。

「機構文本」作者群陳嬿晴、吳尚育、張正霖等將發表國內外典藏

常設展的規劃與族群展演策略的研究；為兼顧與實務經驗的對話，

邀請臺東美術館、花蓮美術館、宜蘭美術館、新竹市美術館等館務

相關人員，分享各地方館舍的營運經驗，並以圓桌論壇「地方美術館

策略聯盟」，共同探討地方美術館的機會、策略與困境，特別是「小」

或微型尺度所具備的價值與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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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Day 1 2024/10/07（一）臺東美術館大文創教室

時間 場次 議程

簽到

開幕致詞（文化部藝發司、臺東縣政府長官）

休息

茶敘

晚宴

辛友仁（新加坡國家美術館策展及展覽管理處長）

潘小雪（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學院退休榮譽教授）

陳嬿晴（前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部專案研究助理）

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民間藝術史料研究單位）

吳尚育（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研究員）

張正霖（國立聯合大學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教授兼
藝術中心主任）

呂佩怡 主持（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當代藝術評論與策展全
英文碩士學程主任暨副教授）

林永發 主持（國立臺東大學美術產業學系榮譽教授）

潘小雪 主持（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學院退休榮譽教授）

場次１
國際演講

場次 2
專題演講
與報告

場次 3
多元地方性

的建構

比較作為方法：藝術史的解殖、批判性的修復、全球南方
再現的困境

花蓮美術發展史——以「美之拓樸：花蓮美術館典藏作品展」
策劃為例

跨地方的維度：高雄市立美術館「大南方多元史觀典藏
特藏室」中的跨界思考

典藏、機構與美術史：地方美術館的興建與重建策略
(2017-2023）

從對抗到處境：西班牙馬德里索菲亞王后藝術中心美術館
典藏常設展（2008-2021）

族群博物館與文化平權：臺灣客家運動機構化展覽實踐

13:00

13:10
13:10

13:20

16:30

16:50

18:10

15:00

15:10

13:20

15:00

15:10

16:30

16:50

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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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Day 2 2024/10/08（二）臺東美術館大文創教室

時間 場次 議程

簽到

休息

閉幕致詞

賦歸

郭璧慈（前臺東美術館專業助理）

林鍾妏（花蓮縣文化局視覺藝術科科長）

林翰君（宜蘭美術館展覽組研究員）

張馨之（前新竹市文化局局長）

中小型美術館從業人員及與會人員 共同與談

張溥騰 主持（國立臺東大學美術產業學系副教授）

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 主持（民間藝術史料研究單位）

場次 4
地方美術館
營運經驗

場次 5
地方美術館
策略聯盟

重繪與再標定：臺東美術館定義藝術公共性的方式
(2020-2023）

有形後如何有神？花蓮人需要什麼樣子的「花蓮美術館」？

回望歷史．前瞻未來——宜蘭美術館的發展策略

小型地方美術館協力治理模式探析——新竹市美術館視角

・地方性的形塑
・典藏發展及典藏展示策略
・中小型美術館之資源串連策略
・中小型美術館的困境

1
2
3
4

08:50

09:00

10:20

10:30

11:50

12:00

12:00

09:00

10:20

10:30

11:50

討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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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壇場次共為 5 場：

・場次 1：國際演講

　100 分鐘（含逐步口譯，演講 90 分鐘、問答 10 分鐘）

・場次 2：專題演講與報告

　80 分鐘（專題演講 30 分鐘、專題報告 30 分鐘、問答 20 分鐘）

・場次 3：研究發表

　80 分鐘（每位講者 20 分鐘、問答 20 分鐘）

・場次 4：地方美術館營運經驗

　80 分鐘（每位講者 15 分鐘，問答 20 分鐘）

・場次 5：地方美術館策略聯盟

　80 分鐘（每位與談人 15 分鐘，回應各 10 分鐘，綜合討論 30 分鐘）

發表至倒數前 2 分鐘時一響鈴，時間到二響鈴，請即時結束發表。

問答時間以此類推。

為使會議順利進行，懇請與會來賓配合以下事項：

1・妥善保管個人隨身貴重物品。

2・會議進行期間請將手機、3C 產品調至震動或關機，如須回覆重要來電，

     請赴會場外接聽。

3・如有任何疑問，請洽配戴工作證的場內人員或至報到台尋求協助。

4・若有未盡之處，將依當日會場發布相關規定為準。

議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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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作為方法：
藝術史的解殖、批判性的修復、
全球南方再現的困境

SESSION 1

我們如何研究多元且幅員遼闊的跨區域美術史？比較作為方法在民族

國家的劃界下，在全球南方的藝術史間迸發，也產生在研究區域間與

區域中的美術史時該採取何種方法的焦慮。對於在策展、研究、典藏、

觀眾參與中運用比較方法的美術館而言，研究龐雜的區域史、多元的

語言及文化差異僅是其中的幾項挑戰。

新加坡國家美術館可視為一例個案，該館將東南亞藝術視為一個區

域，自 1960 年代起持續建構典藏，並推出在區域中進行比較或跨區

域比較的展覽。展覽「熱帶：來自東南亞與拉丁美洲的故事」（2023 年

11 月 18 日至 2024 年 3 月 24 日）值得矚目地以比較的方法，在橫跨

逾兩百件東南亞及拉美藝術品的大尺度中，以策展意圖追溯兩區域

的藝術家如何挑戰常規、促進團結，反抗地重申他們在藝術故事中

的位置。

「熱帶」展中的全球南方—南方間的比較作為一個持續成長的研究領

域，得益於在全球南方的藝術家對抗殖民主義的鬥爭中，解殖的策展方

法使他們之間的團結變得可見。本次發表將以「熱帶」展及新加坡國家

美術館策劃的相關比較藝術史展覽為例，並與阿德里亞諾．佩德羅薩

(Adriano Pedrosa）策劃的第 60 屆威尼斯雙年展「處處都是外人」

進行比較，探討再現作為比較的策展方法如何被評論與擴張。

場次 1　國際演講

辛友仁（新加坡國家美術館策展及展覽管理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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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友仁

新加坡國家美術館策展及展覽管理處長。墨爾本大學

博士，曾任教於拉薩爾藝術學院亞洲藝術史碩士班與

藝術學士班。研究興趣涵蓋地方藝術史，其焦點在於

海外群聚、移民與文化移轉研究相關的東南亞藝術。

目前正研究藝術活動及其歷史，並以東南亞展覽史與

藝術家集團為重心。其策展研究擴及「關係」、概念論，

攸關社會的藝術工作，並把未完成、遭拒和未實現的

藝術作品視為一塊研究沃土。策劃的展覽有「從文字

到圖畫：馬來亞緊急狀態時期的藝術」（2006），和其

他策展人合作策劃「藝術村 20 年」（2008）、「胡丰文：

證言」（2009）與「鍾泗賓：橋接世界」（2009），以

及 2013 新加坡雙年展「如果世事變遷」。

國際學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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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美術發展史——
以「美之拓樸：花蓮美術館典藏作品展」
策劃為例

SESSION 2

今年（2024）年初，本人策劃「美之拓樸：花蓮美術館典藏作品展」，

以「美之拓撲」（The Topology of Aesthetic）為主題，展開花蓮

美術發展的真實面貌，以及未來努力的想像。本講座即以此為內容，

分享給大家。

臺灣的歷史，從名稱的轉變，可以看出每個時代對臺灣這塊土地的

想像，例如「蓬萊仙島」、「福爾摩沙」、「南國」、「高砂」、「南島

的故鄉」等。從不同稱謂可以看出各時代透過永恆、寶藏、文明等

概念集體想像的「臺灣」。

花蓮地處島嶼邊緣，但是，每個地方都有它的大地與世界，自由與

文明，我們對一個時空的想像就是對一個時代的美感拓撲，本演講

內容以花蓮美術發展的「斷裂與再生」、「島嶼的隱身」、「後山與

前山」、「近代與當代」等四大主題為主，表現各時代的美術風格。

場次 2　專題演講

潘小雪（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學院退休榮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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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小雪

早年從事藝術創作與教學，其後轉向美學研究，以

創作型的美學思辨者自居。曾任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學院

院長、臺北當代藝術館館長，參與及開創臺灣解嚴

後的各項文化政策與藝術運動，曾在英國、德國駐

村展出、參與亞美尼亞雙年展、臺灣美術雙年展，

個展無數。擔任臺北當代藝術館館長期間，反省到

當代因為求新求變，最後難免疲於奔命，藝術成為

服膺前衛思潮的產物，與存在無關，所以重整各項

展覽，提供疲敝的人心予野性的思維，恢復生命

力。退休之後從事相關寫作，計有南島藝術思潮、

花蓮藝術的故事、梅洛龐蒂的美學等，將於 2025、

2026 年出版。相關著作有《美學》（1998）、《未完

成的象徵》（1998）、《臺灣美術地方發展史全集——

花蓮地區》（2003）、《石雕藝術在臺灣》（2005）、

《風微微——潘小雪個展畫冊》（2007）。

發表人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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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機構與美術史：
地方美術館的興建與重建策略
(2017-2023）

SESSION 2

2018 年起，文化部推動「重建臺灣藝術史」的政策，從「前瞻

基礎建設計畫」的特別預算中，逐年補助各縣市藝文場館的營運

升級、場館整建及興建等計畫。何以臺灣藝術史需要重建？各機

構又該如何重建藝術史？本文首先回顧此一政策的發展，從藝術

史的問題情境，考察該政策設計的作法與配套；其次，從政策論

述與倡議課題，探討興建整建的縣市場館機構，如何從自身的問

題與需求研提方案，以回應重建政策的目標；最後，以部分地方

美術館為例，探討如何導入民間專業與學術範式，構築以典藏為

核心的知識體系。

本文將指出，地方美術館與民間學術團體結成長期夥伴與策略

聯盟，未來將使美術史成為較具在地實踐與永續發展的方向，

也符合國際間新機構主義的趨勢。

場次 2　專題報告

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民間藝術史料研究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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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

2020 年於臺南成立的民間單位，以建構臺灣藝術

史料、出版及推廣臺灣文化藝術為宗旨，倡議藝術

檔案之建置、創作與策展的重要性。不同於官方機構

的收藏，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關注民間的現當代藝術

作品及其檔案，如書信、日記、草圖、口述紀錄等，

並與作品綜合研究，整合為「研究—出版—策展」的

實踐方式，期以檔案作為方法，提供更為豐富的全球

視野和在地思考。近年曾受邀與新北、新竹、嘉義、

高雄、臺東等縣市美術館合作，執行地方美術史學術

研究計畫。

發表人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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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地方的維度：高雄市立美術館
「大南方多元史觀典藏特藏室」
中的跨界思考

SESSION 3

2019 年高雄市立美術館成立「大南方多元史觀典藏特藏室」，

以主題方式策劃典藏常設展，成為第二波美術館運動中重新定位

自身的重要起手式，在近年臺灣美術館的機構實踐中相當具特殊

性。

本場發表將聚焦上述典藏特藏室兩檔展覽的策展實踐：首部曲

「南方作為相遇之所」（2019）、第二部曲「南方作為衝撞之所」

（2023），以跨界思維作為主軸，叩問藝術如何成為測量「南方

意識」與世界關係的起點，並從高雄、南部、亞洲之間展開不同

空間尺度的文化歷史比較。進一步透過覺察南方美術史中被忽略

的能動性，運用檔案、當代藝術、跨域與移動概念創造再議的

空間，反思地域主義（Regionalism）與中心主義的侷限，從典藏

展示展現跨地方的多重維度。

場次 3　多元地方性的建構

陳嬿晴（前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部專案研究助理）

14



陳嬿晴

現任新北市美術館籌備處典藏行政組專案人員，

前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部專案研究助理（2020-

2023）。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評與古物研究所

碩士，曾任《藝術觀點 ACT》編輯、「南島、冷戰

和今日地緣：菲律賓和臺灣的藝術史書寫及當代文化

策展」（菲律賓當代藝術網絡、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

共同策劃）協同研究員（2021），參與策展高美館

「寓懷的行板：劉生容研究展」（2023）、「民．間」

（2023）、「感知棲所——關鍵典藏 2019-2020」

（2021）。研究關注當代典藏研究與策展、跨界理論

與臺灣美術史的關係。

發表人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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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對抗到處境：
西班牙馬德里索菲亞王后藝術中心
美術館典藏常設展（2008-2021）

SESSION 3

公立美術館的典藏肩負為未來世代保管藏品及彰顯公共性的責任，

並被賦予透過典藏書寫區域或國家敘事的任務。現當代美術館的

典藏常設展，常以時代演進、地理區域、風格流派、創作媒材、

藝術家或團體等作為分類；亦有不同的美術館典藏展示，對上述

典範進行反動。

西班牙馬德里索菲亞王后藝術中心美術館（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ía, MNCARS）於 2008 年至 2021 年

間，提出兩次重大典藏常設展變革，展現從對抗（antagonistic）

到處境（situated）的概念演進，前者強調歷史的衝突與張力、

藝術與社會脈絡的關係、檔案與文件、解殖視野，後者強調於所

處位置書寫與世界的對話，帶入女性主義、去殖民、生態主義等

方法論，展覽史、建築、流亡等元素。本研究將列舉不同典藏展

展示模式，比較索菲亞王后藝術中心美術館兩次典藏展示變革的

核心思維，從中圖繪一種政治性的典藏論述與實踐。

場次 3　多元地方性的建構

吳尚育（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研究員）

16



吳尚育

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研究員，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

評與古物研究所碩士。近年擔任臺東縣政府委託臺東

美術研究及口訪影音拍攝專案管理，擔任《另一個

故事：臺東美術再探》（2022）、《另一個故事 II：池上．

蘭嶼美術》（2023）執行編輯。長期關注全球南方、

批判性的機構實踐，文章散見《藝術家》，與 Brenda 

Fernández Villanueva 共同進行國際藝術機構館員及

雙年展策展人之訪談，如廣東時代美術館學術副館長

蔡影茜、前香港 M+ 水墨策展人馬唯中、第 13 屆上海

雙年展、第 34 屆聖保羅雙年展策展人。

發表人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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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博物館與文化平權：
臺灣客家運動機構化展覽實踐

SESSION 3

1980 年代以降，客家族群運動在臺灣逐步興起，除提出族群語言

復興及保存等訴求外，更企圖透過有效的展覽策略，讓社會公眾

認識客家之族群地位與存在，乃至於透過展示推進客家族群認同；

2000 年後，中央層級之客委會成立，其下設立附屬機關「客家

文化發展中心」，以博物館之組織架構推動客家文化之展覽、典藏

等工作；2023 年，客委會在族群平權的理念下，推出「世界客家

博覽會」的展覽複合體。

本文將以此歷史過程為分析對象，詮釋解嚴後的客家族群敘事如

何跟經典的展覽形成關聯，特別是在機構化脈絡下的形成者。本

文將剖明族群敘事如何藉由多樣態的展覽技藝和模式，更好地達

到族群文化平權，乃至於提出與時俱進的臺灣客家論述。

場次 3　多元地方性的建構

張正霖（國立聯合大學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教授兼藝術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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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正霖

國立聯合大學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教授兼藝術

中心主任，曾任中央美術學院藝術管理與教育學院

教授、藝術商業管理工作室主任、北京大學文化產業

研究院兼任教授、藝術銀行執行長、國立臺灣美術館

研究員、亞洲藝術文獻庫研究員，並曾擔任義大利

波隆那大學交換教授。曾獲選註冊國際藝術經紀人

協會委員，同時參與中國大陸國家文化新經濟開發

標準試驗區戰略規劃，並曾擔任中國藝術品金融研究

院客座研究員、中國藝交所少年 100 藝術資質計畫

專家委員、深圳文化產權交易所藝術金融類專家顧

問。主要研究領域為藝術市場與資產管理、文化

產業理論與實務、美術館理論與實務、華人當代藝術，

亦深入處理藝術機構整體運營等範疇。

發表人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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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繪與再標定：
臺東美術館定義藝術公共性的方式
(2020-2023）

SESSION 4

在國內第二波美術館競爭態勢，與國際博物館學界倡議「美術館

作為社會機構」（museum as a social agency）的聲浪中，臺東

美術館近五年的營運模式，涉及「館舍定位與發展策略」、「地方

美術史的研究出版」與「展覽和教育活動的辦理」三方面的重整

與轉型。

本次發表以該館 2021 年開始至今的駐地創研計畫「交會地方．

藝駐共創」為案例，分析臺東美術館如何掌握自身條件及自然環境

孕育的藝術特質，回應中央前瞻基礎建設的宗旨，同時運用申請

補助資源的機會，重新爬梳典藏品的脈絡與內涵，建構既有臺灣

美術史未曾關照的面向，從而在探掘、訪查、書寫地方藝術史的

過程中，不斷強化機構與在地生活文化的連結，同時與學校、民間

研究社群合作，展開重繪與再標定藝術公共性的工作。

場次 4　地方美術館營運經驗

郭璧慈（前臺東美術館專業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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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璧慈

新北市美術館研究典藏部專案人員，國立臺南藝術

大學藝術史學系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碩士。曾

任臺東美術館專業助理（2020-2024）、《藝術觀點

ACT》編輯 (2012-2014)。任職臺東美術館期間，

執掌館務營運規劃建議及研究、典藏、出版相關

業務，參與申請文化部「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升級

計畫」、「推動藝文專業場館升級計畫：整建、典藏」

與「藝文場館營運升級計畫」提案計畫書之撰寫與

執行。在美術館的實務經驗中，持續思考機構生產

知識的模式與影響力，關注機構治理的反思性。

發表人簡介

前臺東美術館專業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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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後如何有神？
花蓮人需要什麼樣子的「花蓮美術館」？

SESSION 4

花蓮美術館，前身是 1983 年花蓮縣政府啟用的「文物陳列館」，

早期是以陳列原住民文物、地方名人捐贈物件為內容之展示館，

並與周邊的文化局圖書館及演藝廳，併稱當地民眾熟知的「文化

中心」。自 2000 年文化中心改制為文化局後，文物陳列館隨著

時代趨勢變化，逐漸朝展出藝術家創作內容發展，遂因應需求更

名為花蓮美術館。其後文化局於 2013 年制定《藝術品典藏管理

要點》後，陸續收藏了大量的當代藝術作品，雖如此硬體卻趕不

上內容成長之速度，陳舊的展示設備讓美術館之名經營起來徒顯

疲憊而有名無實。

然而 2020 至 2022 年這個垂暮館舍迎來了一個改變的重大契

機，文化局成功爭取到中央近五千萬經費進行花蓮美術館的整體

改建工程，這不但是這棟館舍啟用四十年來第一次才有的硬體大

規模改善，更重大的意義是，也讓花蓮美術館千辛萬苦地趕上了

「大美術館時代」這列各縣市文化競演的末班車。隨著地方民眾

的高度期待，花蓮美術館在 2024 年 2 月以嶄新樣貌重新開館，

卻隨即面臨許多現實挑戰與轉型衝突。究竟，有形後如何有神？

花蓮民眾需要的「花蓮美術館」應該長成什麼樣子呢？

場次 4　地方美術館營運經驗

林鍾妏（花蓮縣文化局視覺藝術科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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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鍾妏

現職花蓮縣文化局視覺藝術科科長。

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美術學系理論組。

發表人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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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歷史．前瞻未來
——宜蘭美術館的發展策略

SESSION 4

宜蘭美術館擁有自己美術史的區域範圍與文化脈絡，也因此，

有自身館舍必須負責的藝術知識的工作範圍與內容，進行美術

館的各項功能及活動。

自 2014 年宜蘭美術館成立後，著重宜蘭的地域性與特殊性，以

典藏為起點，以研究為基礎，以展覽為核心，以教育為目標，

透過藝術議題的考察與爬梳，作為宜蘭美術館回顧與前瞻的立

足點。並透過外部合作，導入專業策展和學術資源，探索宜蘭

這塊土地所發生的藝術中的人、事、物，讓宜蘭美術館不僅是

藝術史知識應用的場所，也成為建構藝術史知識的重要角色，

進而在當代脈絡中，再次反思地方美術館的定位與價值。

場次 4　地方美術館營運經驗

林翰君（宜蘭美術館展覽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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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翰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藝術學博士，國立臺北

藝術大學美術史研究所藝術評論組碩士，現 任 職

宜蘭美術館展覽組。著有《王者．大器．黃銘哲》、

《陳德旺與李德的繪畫思想的關係之研究》。曾策劃

關渡美術館「台灣『ㄒㄧㄣ』人」、宜蘭美術館「風華．

再現——宜蘭美展三十年」、「詩意的凝視——宜蘭

美術館典藏特展」、「生生不息：黃銘哲個展」、「宜美．

典藏」等展覽。研究重心座落於臺灣美術史、現當代

藝術思潮、美學與藝術評論、宜蘭美術史及藝術博物

館研究。

發表人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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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地方美術館協力治理模式探析
——新竹市美術館視角

SESSION 4

講者以新竹市美術館 2017-2022 年之發展作為研究基礎，以

協力治理理論觀點檢視新竹市美術館的實踐歷程，嘗試釐清其

協力治理動態循環過程中的概念化系統，並提出新竹市美術館

實務上可操作性之協力治理架構，作為文化機關下一階段朝向

協力治理制度化之可行性研究基礎。

另以新竹市美術館與宜蘭美術館、臺東美術館三座治理層級相

近之地方美術館之比較分析，嘗試揭露彼此共同面臨的治理課題，

及各自在專業發展中嘗試尋求的策略及契機，藉此論證新竹市

美術館協力治理模式建構之特殊性，以及協力治理運用於地方

美術館治理之可能，進而推導地方美術館協力治理模型之內涵

及重要利益關係人角色，為現階段未成立獨立機關的小型公立

美術館提供一種思索發展策略的能動性視角。

場次 4　地方美術館營運經驗

張馨之（前新竹市文化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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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馨之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當代視覺文化博士。現任加沃文行

藝術總監，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兼任助理教授。曾任

新竹市文化局局長、新竹市文化基金會執行長、社團

法人美感跨域協會創會理事長；亦曾任帝圖科技文化

公司藝術部總經理／拍賣官、非池中藝術網藝術

總監、沃沃美學藝術總監、ETtoday 東森新聞雲撰述

副總編輯等。

實務及研究取向為地方美術館、公私協力治理、當代

策展實踐、藝術行政管理、藝文場館營運等領域。以

人文藝術為發展職志，長期觀察著力於展覽生產與美學

教育之內涵，尤其關注地方文化生態與當代藝術的介

入及擾動。近十年之策展實踐在公私立美術館、藝文

空間、地方文化資產場館等場域。於新竹州圖書館策劃

「重啟．未來閱讀」展覽獲得 2022 德國 iF 設計獎，

合著專書《竹光重現：戰後新竹美術發展》獲得

110 年度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獎勵出版文獻書刊優等獎。

發表人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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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題

1

2

3

4

・地方性的形塑

・典藏發展及典藏展示策略

・中小型美術館之資源串連策略

・中小型美術館的困境

SESSION 5

場次 5　地方美術館策略聯盟

中小型美術館從業人員及與會人員 共同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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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簡介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當代藝術評論與策展全英文碩士學程主任暨副教授。

英國倫敦大學柏貝克學院人文學暨文化研究博士。研究方向分為兩

部分：一為關注當代藝術策展，2015 年研究出版《臺灣當代策展

二十年（1992－2012）》獲得第十屆AAC藝術中國「年度出版提名獎」。

策劃系列演講「對談雙年展」（臺北市立美術館，2016）、「亞洲策展史

I ＆ II」（春之當代夜，臺北當代藝術館，2017-2018），以及進行「台新

藝術獎二十年研究計畫」（2021-2022）。另一脈絡為美術館之外的

藝術實踐（off-site art），從公共藝術、藝術與城市、社區／社群

藝術、社會參與藝術，到藝術行動主義等，探尋不斷創新越界的藝術

實踐，2024 年專書《「藝術／運動」作為公共平台之可能：當代藝術

與社會運動之間》為研究成果。曾擔任台北當代藝術中心理事、立方

計劃空間學術顧問、台新藝術獎決審團、桃源國際藝術獎評審、

南島國際美術獎評審等。

1954 年生於臺東，喜自然山水，從事水墨畫創作，中國文化大學藝術

研究所碩士。現任國立臺東大學美術產業學系榮譽教授、都蘭山畫院

院長、中國畫學會理事、中國美術協會理事、中國書法學會顧問。曾

任國立臺東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館長、臺東縣

政府文化局長，臺灣全省美展、全國美展、臺東美展、宜蘭美展、

高雄獎等評審。曾獲第 41 屆全省美展首獎、第 39 屆中國文藝獎章

（美術教育類）、韓國國際晚松藝術文化獎、韓國仁壽文化獎。

著作包含《林永發水墨畫集十二冊》、《七友畫會及其藝術之研究》、

《日出．台東．丁學洙》。

呂佩怡

林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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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從事藝術創作與教學，其後轉向美學研究，以創作型的美學思辨

者自居。曾任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學院院長、臺北當代藝術館館長，參

與及開創臺灣解嚴後的各項文化政策與藝術運動，曾在英國、德國

駐村展出、參與亞美尼亞雙年展、臺灣美術雙年展，個展無數。擔任

臺北當代藝術館館長期間，反省到當代因為求新求變，最後難免疲於

奔命，藝術成為服膺前衛思潮的產物，與存在無關，所以重整各項展

覽，提供疲敝的人心予野性的思維，恢復生命力。退休之後從事相關

寫作，計有南島藝術思潮、花蓮藝術的故事、梅洛龐蒂的美學等，將

於 2025、2026 年出版。相關著作有《美學》（1998）、《未完成的象徵》

（1998）、《臺灣美術地方發展史全集——花蓮地區》（2003）、《石雕藝術

在臺灣》（2005）、《風微微——潘小雪個展畫冊》（2007）。

國立臺東大學美術產業學系副教授，財團法人東臺灣研究會文化藝術

基金會董事。出生彰化，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地質學系，舊金山藝術

學院電腦藝術研究所，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商業設計博士肄業。長期

以動畫和數位影像為媒材創作，曾多次參與電視廣告、電影與劇場等

跨領域影像設計製作。2006 年離開臺北移居臺東，看到東部美好的

自然環境面臨人為開發的破壞，創作主題開始關注生態與環境議題，

擅長以詩意且隱喻的影像看待我們的環境危機。近年涉足策展工作，

持續邀請藝術家赴臺東駐地創作與展覽，並連續策劃五屆臺東聲音

藝術節（2020-2024）。

2020 年於臺南成立的民間單位，以建構臺灣藝術史料、出版及推廣

臺灣文化藝術為宗旨，倡議藝術檔案之建置、創作與策展的重要性。

不同於官方機構的收藏，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關注民間的現當代藝術

作品及其檔案，如書信、日記、草圖、口述紀錄等，並與作品綜合研究，

整合為「研究—出版—策展」的實踐方式，期以檔案作為方法，提供

更為豐富的全球視野和在地思考。近年曾受邀與新北、新竹、嘉義、

高雄、臺東等縣市美術館合作，執行地方美術史學術研究計畫。

潘小雪

張溥騰

臺灣藝
術田野
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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