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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以「南部兩廳院」定位，面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國際趨勢，極具指標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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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泰源

　　臺灣現有國家級音樂廳及戲劇院等精緻藝術表演場地，僅有臺北市國家音樂廳及國家戲劇院，中南部民眾難以享受「兩廳院」的文化饗宴，或有高水準的藝文演藝活動，必須付出更多的

時間及金錢才能參與；此種城鄉文化設施分布失衡的情況，導致偏遠地區民眾的文化參與權明顯受到忽略。為提振南部藝文生態，落實民眾參與表演藝術活動的文化公民權，也為提供表演藝

術團隊在南部有一個完善的表演場地，文化部（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配合行政院「新十大建設」政策目標，於93年奉行政院函同意辦理「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興建計畫，在衛武營園

區內興建國家音樂廳及戲劇院，規劃一處以表演藝術為核心，結合都會生態公園及歷史，建構充滿自然、人文氣息的藝術文化園區，並期待以此園區之文化建設帶動周邊區域的整體發展，提

升人民的生活素質。 

　　衛武營本是軍事用地，經由公園催生運動，再轉化為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其過程不僅是市民意識與城市再造的覺

醒，更是臺灣當代劇場重要的一步。為推動執行「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興建計畫，文化部於95年３月以任務編組方式成

立籌備處（96年８月30日行政院核定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籌備處暫行組織規程，96年９月１日正式成立衛武營藝術文化中

心籌備處），專責辦理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的企畫、營運、工務與技術籌劃事宜，並以開放國際競圖方式公開邀請國內外

優秀建築師共同參選競圖設計，計有來自世界44個建築設計團隊參與，經兩階段評選後，於96年３月23日選出由荷蘭

「Mecanoo Architecten B.V.」與臺灣「羅興華建築師事務所」共同投標，其設計如鼓動魚鰭的大魟魚造型作品獲得首獎，

經完成政府採購作業程序後，於96年11月21日簽約，開始展開規劃設計作業。另為因應機關人力及專業能力不足，並為提

升計畫執行之效率與品質，再行委託「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擔任本計畫之專案管理工作。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基地面積9.9884公頃、建蔽率34.39%、容積率79.65%、建築面積34,353平方公尺、總樓地板面積

141,050平方公尺、建築高度37.42公尺（戲劇院最高點）、開挖深度25.6公尺（戲劇院舞台機坑）；位於高雄市鳳山區，北

臨三多一路，東為國泰路與商業區相隔，西側及南側則與「衛武營都會公園」連為一體，鄰近國道１號高速公路中正交流

道，並有高雄捷運橘線O10車站（衛武營站）可直達，交通十分便利。興建計畫總經費經核定為新臺幣101.71億元，將設

有2,260席的戲劇院、2,000席的音樂廳、1,254席的中劇院以及470席的演奏廳，並有戶外廣場、餐館、文化藝品店、多功能

廳、屋頂景觀台及停車場（車位：汽車780、機車547、自行車50、遊覽車10、大型裝卸車８）等公共設施。興建工程部分

主要分成７標辦理，分別為主體結構工程、建築裝修水電空調工程、特殊設備工程（舞台、燈光、音響）、管風琴採購、

景觀工程、捷運連通道工程（另委託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代辦）、營運空間整修工程等，已陸續辦理採購發包決標作

業，並於99年３月１日開始進入工程施作階段，預計將於104年底全部完成驗收及設備試運轉作業。

星光音樂會—衛武營熱古典

維也納新年音樂會戶外轉播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興建為一軟、硬體並行之計畫，除工程硬體進行外，軟體方面如南方團隊扶植、培養藝文欣賞人口、專業劇場人才培訓等亦屬計畫執行之重要項目。在南方團隊扶植

部分，96年至99年間共計扶植425團隊，合計補助新臺幣5,959萬元（100年度以後業務回歸文化部辦理）。在培養藝文欣賞人口方面，自籌備處成立以來，即不斷持續辦理藝文展演活動，以培

養民眾觀賞藝文演出之習慣，除「維也納新年音樂會戶外轉播」、「優人神鼓─金剛心」戶外公演、「柏林愛樂12把大提琴音樂會」、「寶島一村」等國內外大型演出活動外，每週於戶外榕

園空間均安排有中小型展演活動；另自101年開始辦理「衛武營童樂節」及「衛武營玩劇節」，嘗試以藝術節方式締造更多之欣賞人口，亦獲好評。經統計97年至101年演出場次與參觀人數，

５年來總計1,153場次，總參觀人數358,523人次。此外，觀眾付費欣賞演出是未來衛武營營運成敗之重要指標，為建立觀眾「使用者付費」之習慣，籌備處積極鼓勵演藝團隊進行售票演出，售

票場次係利用舊營房於96年整修為室內小劇場之「281展演館」與「285展演館」為主。依據統計，由籌備處主辦或贊助之售票場次98年為６場次、99年為25場次、100年為28場次、101年為32

場次，顯示每年之售票場次正逐漸提升中。在專業劇場人才培訓方面，則透過不定期邀請國內外劇場專業人士，以講座、研習等方式進行理論與經驗傳承。

有關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未來的營運組織，依據文化部現行組織架構圖，將實施行政法人機制，將其定位為「衛武營兩廳院」，並與「臺北國家兩廳院」同屬「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下轄之行

政法人單位，共同以１法人多館所之方式營運（由同一董事會指派不同藝術總監負責執行）。有關「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草案」已於100年１月27日第3232次行政院院會通過後

函送立法院審議，經101年５月31日立法院法制及文化教育委員會聯席審查通過，目前處於等待黨團協商通過後逕付二讀之程序中。俟法案通過後，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組織即將進行大規模改

制，以分年進用方式補足正式營運所需人力，並開始著手規劃開館營運之國際團隊洽談時程。讓我們一同期待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正式開館營運那一天的到來吧！

（作者為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籌備處工務組組長）（作者為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籌備處工務組組長）

▲Top


	藝起南方─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的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