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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靜琪
1
 

                                                 
1國立中山大學財務管理學系講師，93 年度教育部創意校園計劃「西哈藝起來-中山大學最老的建築遇見在地最

老的發源地」創意校園計畫協同主持人，負責計劃書的擬定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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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哈藝起來-中山大學最老的建築遇見在地最早的發源地 

創意校園計劃個案分享 

 

 細說從頭  

 

教育部「大專院校創意校園營造計劃」是我接下兼任藝文組組長工作之後，主

管所託付的第一個任務。此時距離繳交計劃期限只剩 30 天的時間，如何在極短的時

間產生出一個創意校園計畫書，對於平日帶著學生參加創意、創業競賽的我而言，仍

然是一大挑戰。 

在依山傍海的美麗校園服務已邁入第 17 年了，對於中山校園既熟悉(在這裡度過

伍仟多個日子)但又有些陌生(活動領域似乎只侷限辦公室、研究室與教室間)，而利用

這次寫計畫的機會，正可讓我好好佇足細細發覺這個校園所蘊含的能量。 

 

尋找創意精靈  

在創意精靈2這本書中提到尋找創意精靈的四個階段：準備、孵化、孕育而到最

後一個令人愉悅的創意靈光一現。循著這樣的路，我開始了找尋創意精靈之旅……. 

 

 

 

                                                 
2《創意精靈》(The Creative Spirit)，Daniel Goleman, Paul Kaufman, Michael Ray ，中天出版，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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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準備階段 

 

在準備階段首要任務是要熟讀教育部「大專院校創意校園營造計畫」辦法，如此

才能確切掌握要達到的目標，也才能瞭解為什麼要推動創意校園計劃，而校園創意空

間到底要形塑什麼樣的氛圍﹖在辦法3中寫著….校園的創意空間可以視為重新界定

校園的公共空間的機會。它至少有四點特性可以描述： 

1. 這裡是多重功能重疊的空間，甚至是容許預料之外的使用方式與鼓勵非正式活動

容易發生。 

2. 這裡是師主動參與，充滿可能性，期待什麼事會發生的地方。 

3. 這裡是能支持公開說話，有助相互認識、溝通、消除歧視與成見、營造公共論述

的發言空間。 

4. 這裡是鼓勵學生與社會、與市民之間進行互動的地方。 

在不定時閱讀辦法的同時，常做的就是到校園各地方巡禮，看到宿舍區那整片石

頭牆面，腦中就想著有沒有可能變成橫向的攀岩場域、走過隧道時，想著之前「隧道

自然醒」的創意校園空間計畫、穿梭在老榕樹下所浮現的是「樹的對話與創意藝廊」

創意校園整體規劃案⋯⋯.思考著校園裡有那裡是可以達到上述四點描述的呢⋯⋯這

個答案就在我走到藝文組所管理的場地之一~蔣公行館西灣藝廊而清晰呈現⋯ 

蔣公行館是中山大學裡最老的建築，從早先的禁地而到後來的開放，讓中山學

子、社區居民以及遊客得以進入而一窺其中奧秘。1999 年中山大學推動創意校園空

                                                 
3 教育部九十三年度「大專院校創意校園營造計畫」徵件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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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在保留有原有陳設原則下將行館部份空間改建為西灣藝廊，定期展覽藝術家的作

品，讓學子、市民與遊客得以來這裡享受藝術的洗禮。然而在展期之外，師生與學子

對這個空間的使用率並不高，反而是附近社區居民常來行館，因為這個建築空間對於

哈瑪星的居民有著不一樣的意義，尤其四Ｏ年代後出生的居民，行館伴隨他們的成

長，看看舊有的文物並流連在館內回想著與這個空間曾有的共同回憶。  

中山大學所在地「哈瑪星」是高雄市最早的發源地，在二十世紀初期，哈瑪星地

區因漁業、軍事、交通運輸之發展，成為最繁華的地區，也創造了許多「高雄第一」

的史蹟，但隨著高雄車站與遠洋漁港遷移，在產業無法轉型與發展腹地受限等種種因

素之下，使得哈瑪星逐漸走向沒落之路，其蘊含豐富人文也逐漸在現代潮流中為人所

忽略，甚至許多中山師生也不瞭解哈瑪星曾有的璀璨風華。 

蔣公行館同時扮演西灣藝廊角色後，為中山大學師生藝文園地以及社區居民與高

雄市民增加了一處藝文展場。然而因囿於展期不多，在沒有展覽期間，中山師生對於

這個空間的參與並不多，使得這個原本親切的空間卻使用率不高，而社區居民與中山

師生雖然在同在蔣公行館場域活動，但卻往往擦身而過，並沒很多交集與互動。 

如何將這個原本親切但卻低度使用的空間，轉化為校園內的創意空間，如何與哈

瑪星社區的豐富人文結合⋯⋯於是這棟中山大學最具歷史的老建築「蔣公行館」就成

為我們的創意空間基地，我們也開始饑不擇食的蒐集、準備相關素材，做為我們創意

發想的基礎。 

（一）初訪蔣公行館 

對於我們計畫主角當然不能不認識它了，而我對於它的

認識，原先僅只於耳聞、觀望，但卻從未親自探訪過（也許

是之前禁地不開放的關係，再加上一些道聽途說，更增添對

它的畏懼感！）。在某個沒有展期的下午，展開我的初探蔣公

行館之旅，因為沿襲展期時不開窗簾的習慣，整個一樓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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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透光的，而當我獨自上二樓，竟有一股寒意從我背脊升起（都是聽了一些傳說，

自己嚇自己！），看著老舊的傢具、古老的照片加上昏暗的光線，讓我興起趕緊離去

的念頭，這次初訪只是很迅速的瀏覽的行館內部，還沒有很深的體會。 

（二）觀察蔣公行館週遭環境 

除了創意空間基地之外，其週遭環境也都可能是我們創意發想的素材。於是拿起

相機，好好地繞著行館走了好幾圈。 

 

1. 西灣藝廊的前方~榕樹下的候車站  

西灣藝廊的正前方隔著校園內汽車車道有著一株樹齡逾 80 年的老榕樹，大樹

下是學校公車停靠站，老榕樹的後方與旁邊則是一群榕樹蔽蔭下的方形廣場以及

教職員停車場。 

西灣藝廊的右側為

欖仁樹小徑 

西灣藝廊的左側為一片

綠地公園,有著超過30種
的各類植物,荷花池以及

建康步道 

西灣藝廊的前方有

著一株超過 80 年樹

齡的老榕樹,也是校

內公車停靠站 

西灣藝廊的後側為

連外道路以及機車

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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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子在老榕下等待校園公車，與西灣藝廊隔著道路遙遙相對。而教職員的汽

車行經西灣藝廊，或停放車輛在停車場，與西灣藝廊雖近在咫尺，但在非展期間，

很少有機會踏入西灣藝廊或一旁的綠地。 

 

 

2. 西灣藝廊的後方~機車停車場與連外道路陸橋 

校方為了維持教學區的安寧，幾年前在西灣藝廊的後方建設了連外道路，並開

闢了機車停車場，學生在停放機車後，都會沿著西灣藝廊的外牆進入教學區，也因

為連外道路的開闢，使得學生不像以往從西灣藝廊的前門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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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灣藝廊的左側~哈瑪星居民的後花園 

藝廊的右側為一大片的綠地公園，有著古色古香的涼亭、鴨群穿梭其間的荷

花池，還有著多達三十種的各類植物，其中包含了樹齡達八十年的老榕樹，榕樹

下是哈瑪星居民最常駐足的地方，每天清晨、傍晚居民總在這片綠地間散步、運

動與談天。然而學生總是在停放機車後，匆匆地穿越綠地，進到教學區，並未細

心品味綠地生態之美也未與社區居民有所互動與交集。 

 
 

4. 西灣藝廊的右側~欖仁樹小徑 

往來教學區與機車停車場的路徑，除了穿越藝廊左側的綠地外，就是沿著右

側佈滿欖仁樹的小徑，欖仁樹會隨著季節變換，時而滿樹火紅、時而落葉滿地，

轉眼間又從嫩芽轉換為綠葉，也為矮牆內的西灣藝廊點綴不同的風味。然而學子

僅是穿過小徑進入教學區，而對於矮牆的建築、造景並無深刻體會。 

  
 

（三）再訪蔣公行館 

繼初探蔣公行館沒有特別收獲之後(也許最大收獲就是發現沒有展期時，裡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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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暗與外界隔離的)，又陸續造訪行館好幾次，這其間曾遇到社區民眾帶著友人來重

溫兒時回憶，而他們也跟我分享一些有關於行館的歷史，而有一次和儷娟老師4重訪

行館，儷娟老師告訴我有關於建築方面的設計、緣由⋯也因此開始發現了「蔣公行館」

的創意之處。 

  

  

樓梯上特別的鏤空造型，彷佛

是 ART 的英文字母，當時建

築設計用意為何已不可考，也

許我們後人的穿鑿附會憑添

了一份趣味。 

   

在幾次造訪蔣公行館之後，慢慢開始喜歡上這個地方，也享受在這個具神秘感的

空間氛圍，並真的發覺它蘊含著極大的能量，等待開發。 

(四)蔣公行館西灣藝廊環境 

西灣藝廊入口右側有著一處日式造景角落，在三株盤根交錯的榕樹下搭配著日式

庭園，彷彿娓娓訴說著西灣藝廊悠久的歷史。 

  

                                                 
4 王儷娟老師，文藻外語學院資訊傳播系講師，愛好古蹟、藝術人文，精通美術、設計。 



 9

走進藝廊，是歷史與現代並陳的配置，左側部份保存了當年蔣公行館的擺設，包

括了一樓的會客室、二樓的客廳、餐廳、書房以及起居室，其中客廳的沙發還是當年

從南京運過來的，而在迴廊上則懸掛著有當年蔣公與家人的生活照。右側的部份，校

方在 1999 年改建為藝廊，一樓有二個展覽室，二樓則有一個展覽室，在展期外，這

三個空間目前是閒置並未善加運用。 

 

此展覽空間的中

間有一個天井,

挑高的感覺讓這

個空間多一份莊

嚴。 

 

一樓平面圖 

此展覽空間中間隔版隔開形同二

個小空間,其中一區有一長形木質

地板。 

 

 
 
 
 
 
此大廳原是行館的客廳及餐廳，陳列的家俱也都保持

行館的原貎。客廳的皮沙發是當年從南京運來，一直

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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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樓平面圖 

紅色框線區為展覽室，有著本

質地板，明亮寬敞的空間，但

在非展覽期間為閒置。 

 
綠色框線部份為保留行館時期的舊貌，包括主臥室、辦公室、書房跟客房，都是當年

的老樣子。在走道上還展示很多的舊照片，大部分都是民國五十年代蔣公在西子灣所

留下來的黑白照片。 
 

（五）尋訪他山之石 

我和俊頡5特地分別北上親自拜訪草山行館、台北故事館、林語堂故居、紅樓、

台北光點、國父史蹟紀念館等地方，蒐集計劃可能需要的素材。 

                                                 
5 吳俊頡，中山大學財管系 94 級學生，對於文化的保存有著一份執著的使命感，對於這塊生長的土地更有著

十足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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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哈瑪星巡禮 

哈瑪星，很美很特別的一個名字也是高雄市最早的發源地，從原本不存在的陸

地，在 1908 年﹝明治 41 年﹞起日人利用築打狗港時用疏浚航道的淤泥，填築岸邊碼

頭與新市街用地填海造陸的結果， 並在此興建濱線鐵路〔日語濱線為 HAMASEN〕。

當地居民則稱之為「哈瑪星」，鐵路線名轉換成地區名、社區名。哈瑪星也是移民人

口踏入高雄的起站。二十世紀初期，哈瑪星地區因漁業、軍事、交通運輸之發展，成

為最繁華的港濱都市與最進步的地區，亦創造了許多「高雄第一」的史蹟。但隨著高

雄車站與遠洋漁港遷移，在產業無法轉型與發展腹地受限等種種因素之下，使得哈瑪

星逐漸走向沒落之路。 

除了悠遊網路間來瞭解哈瑪星的歷史人文，我們更實地拜訪哈瑪星文史協會張來

喜先生，他除了告訴我們哈瑪星的故事，更給了我們一些珍貴的書刊資料，並帶我們

到鼓山國小看他所提供的哈瑪星老照片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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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俊頡帶著學弟瑞霖6開始踏遍哈瑪星社區，拍下許多珍貴的照片(包括

了古蹟、老房子⋯.)並訪問了當地居民。 

  

 

（六）人物專訪 

除了相關基地的探訪外，我們還大量蒐集相關人員的意見，這包括瞭解在蔣公

行館旁運動的社區民眾、來行舘參訪的遊客、校內的師生們以及畢業的校友們他們對

於蔣公行舘、哈瑪星的印象。我們也請教曾參與之前創意校園計劃的張玉山老師7，

他提供了我們很寶貴的點子(如國外大學很重視老建築，通常會在歷史建築內做重要

的學術演講⋯)。 

以上種種資料，都是我們在擬定計劃的準備階段廣泛地吸納各項素材，以做為我

們下一階段的重要材料。 

 

                                                 
6 王瑞霖，中山大學財管系 97級學生，喜歡拍照，是計劃的專屬攝影。 
7 張玉山老師，中山大學財管系教授，參與多項教育部創意計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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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孵化 

 

 
 
 
 
 

 

在大量蒐集各式相關的資料之後，「孵化」階段反而是化主動為被動，不再是饑

不擇食主動外出覓食，而是消化吸收素材，反芻為自己想法的時機！做為下一階段孕

育創意點子的基礎。 

三、孕育 

 

 

 

 

 

 
在大量吸納資料的準備階段、消化資料的歷程之後，孕育創意點子成為重點工

作，而完成計劃只有 30 天的時間，扣除先前準備工作，所剩時間並不多，但也不能

因此而手忙腳亂，反而有時要讓自己從沈浸的問題中抽離，即使做些天馬行空的做做

白日夢也是無妨，因為這些對於創意的產生都是有幫助的。 

在孕育計劃書的期間，正好遇上原已安排的台東之旅，而這也是我暫時遠離創意

基地的機會，白天很快樂的遊山玩水，有時也會突然冒出一些創意想法，而在夜深人

靜的時候，就拿起 Notebook 開始把想法、不成熟的規劃點點滴滴的記錄下來。 

計劃書就在不斷回顧規章辦法、消化資料、與相關人員閒聊、討論，有時親近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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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基地、有時什麼都不想………而慢慢成形。 

四、靈光湧現 

 

 

 

 

 

 

 

 

 

 

 

 
在創意發想的過程中，最快樂莫過於靈光湧現的時候~對！就是這個 idea，讓所

有之前的辛苦都化為雲煙。 

這個計劃原先即有個概念是以蔣公行館為創意基地，並引入哈瑪星社區的元素，

而蔣公行館西灣藝廊是中山大學最老的建築，而學校所在的哈瑪星社區是高雄最早的

發源地，因此計劃副標~中山大學最老的建築遇見在地最早的發源地，反而是比主標

題先產生，而正當一直思索著用什麼標題能切入計劃主題又能吸引人的某一個時點，

腦中突然閃過「西哈藝起來」，擷取的是「西灣藝廊」、「哈瑪星社區」第一個字，而

「西哈」音似「hiphop」(嘻哈)，以比較年輕人的語言，來消除「蔣公行舘」予人不

可親近的隔閡感，而這個計劃的主旨本來就是以藝文做動力，並且結合數位科技的運

用，，因此「藝起來」其實包含了用「藝」文、「e」化結合社區、學校、師生、民眾……..

「一」起來激發創意。 

有了創意的發想，並不是結束，而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如何將想法轉化為行

動力是更重要的歷程。 

 

 

 

 

沈浸於問題 白日夢 + 靈光湧現 
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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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灣藝廊活化之夢想  

 

一個被遺忘的空間，一段被淡忘的歷史，是否就這樣繼續沒落下去

呢？當各個學校說著空間不夠，其實我們反思的是校園內是否有什麼空間

沒有充分運用，未能發揮綜效？我們發現了中山大學校園內一個美麗的地

方、一個社區居民以及遊客最常來的地方，而對師生而言卻是低度使用的

空間，我們並不想去大興土木去營造改建，而是試著將它原有的資源與能

量發揮與釋放出來。 

本次計劃由推教中心藝文組8亦即西灣藝廊的管理單位來主導，並結合

校內相關行政單位與對這塊園地有熱情的學子，當然還有社區裡的里長與

文史工作者，共同來開發這個創意校園空間。我們深深的期望透過西灣藝

廊的活化，拉近師生對這個校內最老的建築的距離，讓校園裡的師生與社

區民眾增進交流、相互學習，更進一步關懷學校、社區豐富的歷史人文，

並從中體會校園之美、社區之文化，以累積心中創意的能量，在這個空間，

激發創意。 

在這樣的學術環境中，我們嘗試以校園內最具歷史的建築西灣藝廊做

為創意的基地，並與學校所屬社區也是在地最早發展的哈瑪星社區的人文

結合，希望藉由空間的再造，凝聚一個學子與社區、實質與虛擬結合的人

文創意互動環境，並藉由參與式的運作，使這個充滿能量但尚未發揮的空

間，重新展現其生命力，讓身為中山大學的學生真正在這裡『生活』，在

這裡『思想』、在這裡『築夢踏實』。 

                                                 
8 九十四年八月一日藝文組升級為校一級行政單位「藝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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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期望透由本計畫的落實來達成以下的目的： 

1.多元運用西灣藝廊的歷史建築空間 

藉由空間運用改造，使社區居民和中山大學師生親身體驗舊空間的

新生命，因而凝聚社區意識和校園文化，進而提升知識水準與創新能力。

在這樣的多元功能的空間除了平日的行館文物展、定期藝廊的展覽，還

可以是博士論文口試的場所、也可以是學術交流的場域，更可以是社團

成果發表的展場以及社區民眾、遊客與學子互動交流的空間。 

2 結合哈瑪星社區文化及西灣藝廊的豐富資源 

哈瑪星社區典雅特質及西灣藝廊的文化涵養以及其週邊自然景觀特

色，作為學生創意發揮及社區生活的展場，使大學融入社區環境，並且

凝聚居民的社區意識。加強學校與社區在空間上的連繫關係。 

3.增進師生與社區居民的互動 

中山大學屬於高雄市最早發展的哈瑪星社區，社區有著悠久的歷

史文化，而老一輩的社區居民對於中山大學有著一份特殊的情誼~曾經

在這塊土地玩耍、成長，因此藉由與社區居民情誼最深的中山最老的建

築~西子灣行館為連結居民與師生的媒介，透由彼此的互動，讓在地文

化深植校園並得以延續。 

4.自在的學習空間 

在教室之外，這裡將是另一個學習的地方，在這裡師生可以交流、

學子間可以分享，師生與社區居民間可以互動。從活動中交流學習、向

自然生態學習、學習在地發展史、與居民互動中學習多元價值！  

5.結合資訊科技，推廣文化創意 

利用中山大學既有的網路資源，設置多媒體公共資訊站，在西灣藝廊

綠地旁的步行經驗中安排校園導覽、活動簡介及學生作品的體會之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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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建構網頁，讓更多人透過網際網路，認識地方特色之美以及校園空間創

意。 

 

 
 

 規劃構想  

當我們著手規劃校園創意空間營造案時，我們思忖著，在這個空間飽

和的校園中，我們是否需要再以硬體建築來「營造」一個創意空間，抑或

我們要透由「營造」的概念，形塑一個再造的創意空間。我們也思考著當

學子在中山求學畢業後，會讓他們難以忘懷的記憶除了教室上課、操場運

動、宿舍打電腦、在月圓時看美麗的月光海之外還有什麼？學校所屬的哈

瑪星社區對於他們的意義是否僅止於洞口好吃的蔥油餅、渡船頭阿雪獨特

的香辣炒飯，還是聞名全台的海之冰的超級大碗冰？這個曾經是高雄地區

最早發源地、最繁華的社區是否在學子的記憶中留下什麼？而對於長年在

校服務的教職員工，每天行經哈瑪星社區來到學校，是否對於這個社區有

什麼特殊情感？同時在全心在教學、服務中付出，對於依山傍海的校園是

否遺漏了什麼？而總是將校園當成後花園的社區居民，當他們在校園裡漫

步，有什麼地方曾有他們兒時的足跡？最令他們感懷？學校本來就是社區

的一份子，學子與社區居民的交集，難道只僅於在校園裡擦身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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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希望在校園內找尋具有潛能的創意空間，創造一個賦予

新生命的地方，以提供安全、親善、活潑、豐富與趣味的空間，使師生、

社區民眾與校園環境產生良好的互動關係。故在規劃標的的選擇上，以校

園既有的自然景觀以及能引起師生與社區民眾共鳴為考量重點而選擇了

校園最老的建築~西灣藝廊為創意空間為主體，而衍生到其週邊環境做為

創意空間的再造，並結合了歷史、故事、人力資源、自然資源、資訊科技

等元素規劃「西哈藝起來」，期望透過上述元素並在藝文的氛圍形塑促進

西灣藝廊和哈瑪星社區的交流，以激盪更大的創意火花。 

 

 

 

 

 

 

創意元素 說    明 

歷史 校園最老的建築~西灣藝廊 

高雄最早的發源地~哈瑪星發展史 

人力資源 校園內的 e世代學子與教職員工 

社區裡銀髮族、文史工作者、里長。 

自然資源 生態綠地、老榕樹、欖仁樹、蝴蝶、鳥類。 

故事 哈瑪星的故事、西灣藝廊的故事以及屬於創意空間發展出來

溫馨故事或是創意故事。 

資訊科技 校園無線網路, 虛擬創意空間網頁。 

歷史

自然資源 人力資源
西哈藝起來 

資訊科技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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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歷程  

計劃主題是以西灣藝廊為創意空間為主體，並衍生到其週邊環境做為

創意空間的再造，使這片具歷史意義、資源豐富但卻低度使用的空間，成

為連繫校園與社區、師生與居民遊客、歷史人文與自然資源、結合實體與

虛體環境的校園創意空間。 

因著創意基地四週有著不同的意向，我們規劃了春遊、夏嘻、秋詩、

冬樂四季的藝文活動，這四個活動每年可以有不同的內容，即便計畫結束

後，這四季活動仍可在校園內繼續地推動。 

(一)、秋詩 

計畫的開始在秋天，「秋詩」是我們所推出的第一個熱身活動。展覽

讓校內成員注意力再次轉到這個空間。 

2004 年 11 月 12 日校慶當天，我們在西灣藝廊舉行鄭善禧、黃光男、

盧福壽「名家珍藏書畫展」的開幕茶會，也同時宣誓創意校園營造計畫「西

哈藝起來」-中山大學最老的建築遇見在地最早的發源地空間營造開始起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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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最具創意與活力的學務長鄭英耀老師以及副校長王維賢老師為這

個活動揭開序幕！機電系教授創意設計通識課程的許正和老師，帶著學生

共同參與，並充當起導覽員。 

 

活動期間，社區的小學生開心地來參與活動, 也為這個空間增加了活

力! 

 

 

 

 

在蔣介石先生接待外賓的餐廳與客廳, 展覽當代名家的詩詞書法及藝術

品, 讓原本嚴肅的空間多增添了藝文的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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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冬樂冬閱 

許多國內外大學都極力保存校園內歷史建築，學子在離校後最難忘的

反而是老建築。以歐洲而言，大學校園空間最早可追塑至中古世紀時期修

道院建築。在封閉式的院落建築群裏，修士們除在室內研讀與教義有關之

書籍外，亦漫步在圍繞著花園般中庭的迴廊裡，修士們在此場域思考與辯

證他們的論點。我們在這一季，將以冬閱為主題，而蔣公行舘西灣藝將開

始蛻變，展現不一樣的空間風貌。 

我們彙集一些學子對於西灣藝廊的印象：「這個地方可以進去參觀

嗎?」「感覺好陰森，尤其晚上時更顯得恐怖。」「之前進去看過常玉的展

覽，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及瞭解遊客對蔣公行館的情感：「我小時候

就在哈瑪星長大, 以前那裡還是美軍浴室⋯..要講古,找我就可以了!」

「我是專程來看那部黑頭車的啦!」「我是帶著日本友人, 來看看蔣介石紀

念館。」⋯其實在非展覽期間，西灣藝覽對於學子並不是那麼可親近！ 

  

打開與外界的籓籬，其實並不難！拉起窗簾~與外界溝通是我們的第

一步，,同時也讓陽光灑進來、讓外頭四季的自然美景呈現在眼前。哇！

原來這個地方與校園並不是那麼疏離！ 

   



 23

我們發現其實這個地方很適合閱讀，於是在西灣藝廊的入口玄關處，

我們找出行館的舊書架，募集或新購了書籍。 

  

書籍的分類可分為哈瑪星在地人文書籍，以及有關音樂、戲劇、文學

等書籍，期望在這麼一個自在空間中給大家不同於教科書的創意啟迪。 

同時我們採納了許多人的建議，設計了讓到此一遊的人留下些什麼溫

馨回憶：包括了紀念章、讀書心得手扎、留言本、磁性書籤。 

‧ 紀念章 

在入口玄關處放置了紀念章，讓到此一遊的民眾或學子，可以蓋

章留念。 

 

 

‧ 讀書心得手扎 

在這個空間自在的閱讀，也可以分享自己的閱讀心得，讓不同時空

來到這裡的人，因為閱讀，而有共同的書香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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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言本 

為了讓來西灣藝廊的訪客，留下隻字片語的心情記錄，計畫的義工

們精心設計了不同版本的留言本。 

  

‧ 磁性書籤 

製作磁性書籤一方面可以推廣「西哈藝起來」的活動，一方面可以做

為訪客的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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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蘭建校最早的大學學府~萊登

大學，而其校內博士生的最後論文答辯

以及國際知名的學術演講都在校區內

的百年建築舉行。 

 

我們在中山大學最老的建築內，進行了二場論文口試，在中山度過

第六年的志豪，談到這個難得的經驗，仍不掩興奮激動之情。的確！當陽

光從屋頂天窗灑下來彷彿自然的聚光燈, 而這簡潔的空間中, 搭配著具

歷史的方桌, 木雕茶几, 在這裡做論文口試真的別具意義! 這樣的體驗

也更顯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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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春遊 

春天，邁向新的一年，我們規劃了「新年新希望~許你做蔣公行館的

主人」創意提案賽，期望從從學子的角度來賦予這棟老建築不同的意義，

同時也讓學生參與這個創意空間的計畫! 

雖然活動期間適逢近期末考期間，計畫的義工同學們，紛紛利用閒暇

來製作海報。 

即便在期末考期間放寒假前，但提出

創意的學子極具多元性，包含了大學部學

生，碩士生更有博士生的參與；背景則有

來自管理學院、理學院、工學院、社科院、

文學院、海洋學院的同學。我們也邀請 

了多元化背景的評審，包含了本校創意教師、本校藝文行政人員、本校研

究生、本校大學生、畢業校友、媒體行銷專家、視覺設計專家。 

評審結果： 

組別 成員 名次 

誰的行館?誰的文化? 
化學 92 曾建洪、外文 92 吳

恬綾、機電 94 范遠一、政經

94 蔡昕俞、政經 94 林孟希

第一名

光和夢的蔣公行館 公事所黃家興  第二名

x 檔案 財管系何佳穎 第三名

應數二人組 
應數系 96 陳奕璁、應數系 96
蔡蕙瑜 

佳作 

白宮傳奇~打造中山新地標 
環境工程研究所博士班林俊

宏 佳作 

除了「新年新希望~許你做蔣公行館的主人」創意提案賽外，我們也

開始妝點西灣藝廊內部，我們結合了社區民眾、文史協會、計畫義工製作

了哈瑪星風華看板，成為常態性的展覽，讓中山學子以及來西灣藝廊的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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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可以一窺進入哈瑪星到西灣藝廊沿線的璀璨過往。 

  

 

 

增加了常態性哈瑪星風華展之後，遊客來這裡時，多了參觀的場域，

也對這塊土地有更進一步的瞭解，而不再只是匆匆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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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夏嘻 

計畫在九十四年三月十五日結案了，但夏天還沒到來，然而西哈藝

起來的活動仍將在中山校園中沿續下去，這個夏天我們將西灣藝廊這個場

域交給學生社團，在這裡做動態與靜態的成果發表，而同時將陸續展開的

是各式各樣的藝文活動、美化校園的服務課程協助西灣藝廊週邊的美化工

作⋯⋯⋯⋯ 

 

  尾聲    

計劃的結案並不影響我們對於這個創意空間的投入，雖然囿於西灣藝

廊(蔣公行館)屬於市定古蹟，本校僅為代管單位，同時也基於計畫提出之

的初衷，不以大興土木做為營造的基礎。因此我們自願放棄了校園創意營

造案第二階段的評選，然而我們仍持續圓夢計畫⋯我們將在館內播放記錄

片的電影賞析、將推出弦樂四重奏解說式音樂會，將在這裡學舞、編舞、

跳舞、看舞⋯各項的藝文活動都將陸續在這裡啟動深耕，而未來我們也將

結合青年學子以及社區民眾擔任藝文志工⋯⋯ 

我們還有好多夢要去做，結案~是我們另一個創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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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您來一遊，分享我們的創意發想與實踐! 

西哈「藝」起來!中山大學最老的建築遇見在地最早的發源地 

www.finance.nsysu.edu.tw/hiph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