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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新浜碼頭25週年檔案研究三年期計畫 

About 

新浜碼頭25週年檔案研究三年期計畫，以新浜碼頭藝術空間（1997-）做為研究對象。研究

強調三項特⾊：⼀、為梳理空間之重要性以及其歷史價值，⼆、聚焦空間內過去所發⽣之重

要性展覽和藝術活動，對照其展演事件與⾼雄藝術⽣態之間的關係，三、期待透過此研究計

畫，重新思索新浜碼頭未來的定位。 

三年期計畫分為三期：第⼀期研究調查、第⼆期平台建置、第三期出版。第⼀期透過研究與

書寫輪廓整體歷史與重要觀點，進⾏檔案整理與建立；第⼆期聚焦於地區型的中介平台想

像，透過策展、活動、出版計畫結合網站資料庫的建立，形成多對話的交流場域；第三期則

期待能透過專書的出版，除了整合「新浜碼頭25週年檔案研究三年期計畫」之內容，使其

能持續發酵，並持續產⽣不同的觀點與對話。 

第⼀期研究調查，⾃2020年9⽉啟動⾄2022年3⽉完成，其資料性⽂字及檔案包含：⼀、新

浜碼頭歷史性⼤綱書寫（黃加嘉）⼆、⾼雄藝⽂發展多⾯向（邀請⼗位作者撰⽂，進⾏地區

歷史梳理和觀點建立，共分為六個⾯向：藝術發展、社會公⺠、藝術環境、⾏政體系、實驗

新⽣、它地連結）三、公共性刊物平台（新浜熱第八期復刊號出版）四、新浜碼頭歷史重要

⼈物訪談（影像拍攝紀錄）。 

第⼆期平台建置，結合2022年新浜碼頭25週年的時間意義，以「新浜碼頭的未來定位？」

為提問，藉「灣岸藝術未來學」之題發起⼀⾏動⽅案，透過多⾯向的⼦題策劃展覽與活動，

其⾯向包括：新浜展覽系譜、⾼雄錄像發展、⽥調型共創、跨社群對話等。同時，銜接第⼀

期的研究產出，持續進⾏公共性刊物的出版，以及網站資料庫的建置。平台成果分為：⼀、

公共性刊物平台（新浜熱第九期出版）⼆、檔案建置（1997-2021展覽系譜） 三、地區藝

⽂空間梳理（䢷凱夫計畫—台灣/⾼雄 2022）四、播客平台建置（新浜萊特輪 

PODCAST）五、⽥調創作平台（鹽層索引） 六、公共性網站優化（紀錄建檔與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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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歷年展覽系譜：檔案建置 

（⽂章請參⾒：新浜網站）                    研究撰⽂｜徐婉禎、陳誼芳、曾⽟冰 

研究製圖｜王怡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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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期⽂章彙整：灣岸藝術未來學 

（⽂章請參⾒：《新浜熱》第九期） 

主編｜邱俊達 

以「灣岸藝術未來學」為主題，嘗試將未來學的思維帶入探討藝術⽣態之變化、發展與想

像，希冀通過不同的⽅法論和切入視⾓，描繪出未來藝術⽣態／⾏動之可能⾯貌，同時也期

待以⼀種帶點老派⼜參雜些許新潮的⼿勢，在主流論述之外另闢可能的對話空間。「灣岸藝

術未來學」的提出並非原創，⽽是在筆者長年的策展實踐、島國⽣活經驗以及近年來南島／

南⽅／南向論述的潮流啟發下，嘗試以⼀種中長程的研究與策展規劃題做出回應，同時，也

藉此思考新浜碼頭藝術空間的下⼀階段。在啟動階段，我們主要錨定千禧年前後迄今的⾼雄

藝⽂⽣態進⾏梳理和反思，並以三個⾯向進⾏主專題的邀稿與探究： 

1.多元⽂化與融合（異質社群的串連與地⽅實踐）； 

2.價值轉換與創造（典型勞動⽂化轉向團結經濟與⽣態永續關懷）； 

3.流動參與與陪伴（流動創⽣實踐與新常態的雲端交往）。 

這些⾯向的設定，可說是筆者對當代藝術和藝術替代空間之⾓⾊的反思，以及在全球化所造

就的流動⽣命圖景下，新地⽅主義與新機構主義如何⾯對新⼀波的移動性議題——勞動、遷

徙、難⺠、疫情、遠距學習／上班等，所帶來對於藝術實踐、社會參與與創新的要求？這些

關注，⼜如何通過⼀個長程的藝術計畫來將論題與⾏動⽅法逐步創造性地開展？以「過去」

引致各種區隔的「邊界」提問，向「未來」做出反思性的倡議，並以主體、測繪、實驗、偵

測、巫⾔、參與來描繪邊界的混沌、孕⽣與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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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檔與上傳：網站優化與建置 

統籌執⾏｜王瑀、蔡舒帆、王怡鈁 

技術⽀援｜北⾓⼯作室（李德茂） 

新浜碼頭網站的優化共分為五個⾯向：1.藝術家資料庫、2.出版書寫平台、3.教育活動平

台、4.新浜萊特輪PODCAST、5.影片導覽、6.單位合作，將新浜歷年的重要資料建檔與上

傳，透過網站進⾏檔案化。除了藉此保存重要的發展歷程，並期盼藉由網路平台的推廣與發

佈，能讓更多⼈能知道新浜以及過去⾼雄地區藝術發展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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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藝術家資料庫：展出藝術家資訊 

網址：https://sinpink.com/藝術家資料庫/ 

11

https://sinpink.com/%E8%97%9D%E8%A1%93%E5%AE%B6%E8%B3%87%E6%96%99%E5%BA%AB/


2.出版書寫平台：展覽專⽂＆新浜熱網⾴版 

網址：https://sinpink.com/出版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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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inpink.com/%E5%87%BA%E7%89%88%E6%9B%B8%E5%AF%AB/


3.教育活動平台：活動記錄 

網址：https://sinpink.com/教育/ 

13

https://sinpink.com/%E6%95%99%E8%82%B2/


4.播客平台：新浜萊特輪 PODCAST 

網址：https://sinpink.com/pod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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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inpink.com/podcast/


5.影片導覽：新浜Youtube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sinpin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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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sinpinker/videos


6.單位合作：外部檔案建置 

(1) 計畫前期：臺灣藝術⽥野⼯作站 （Taiwan Visual Art Archive，TVAA） 

台南的TVAA在2021發起「碎片港—南⽅藝術⽣態觀察計畫」，試圖提出臺北以外藝評架構

的新想像。將串連相關藝術空間、學者、藝評⼈、策展⼈，觀察書寫臺中、臺南、⾼屏地區

甚⾄東部的在地藝術⽣態，建構「藝評書寫—網站媒介—藝術空間」全⽣態式的專業書寫平

台，展現臺灣當代藝術⽣態的不同⾯向。 

在TVAA的邀請下，2021年新浜與TVAA共同合作，新浜參與每次的觀察員會議，並提供⾼

雄活動場地與⽀援部分觀察員稿費。 

2021年新浜⽀付由觀察員簡⼦傑撰寫的〈試論美學特異性的失去，嗯這是我不那麼在地的

在地論述〉、以及觀察員王瑀撰寫的〈藝⽂空間／組織的⾓⾊與意義——以新浜碼頭藝術空

間為例〉⼆篇稿費，且恰好⼆篇內容皆與新浜相關。 

(2) 計畫後期後期：亞洲藝術⽂獻庫（Asia Art Archive，AAA） 

香港的AAA在2022年⽂化部的⽀持下，以「台灣獨立藝術空間檔案」為主題，就1980年代

⾄21世紀初台灣獨立藝術空間之⼀⼿⽂獻檔案進⾏整理建構，並預計產出3-5個典藏檔案，

以中英雙語於AAA之線上系統開放全球檢索運⽤，讓台灣的藝術資料有更多機會在台灣以外

被看⾒。本次研究計畫以三年為期，預計於2024年完成。 

在AAA的邀請下，2022年新浜與AAA共同合作，將相關的第⼀⼿檔案（如⼿稿、照片、展

覽與活動邀卡，或甚⾄是通訊信件等等）讓AAA進⾏數位化與公開。同時針對1997成立⾄

2008年這段期間的檔案進⾏蒐集與數位化。 

⾄2023年初新浜已將以下資料寄⾄AAA： 

(1)《南⽅藝術》「1994年10⽉的試刊號」⾄「1997年7、8⽉第23期」停刊，共24期。缺 

     18、23⼆期，共22本。 

(2)「新浜碼頭」歷年（1997-2022）的展覽⽂宣紙本。 

(3) 《新浜熱》第1-9期。缺第7期紙本（只有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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