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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補助案基本資料表 

計畫名稱 從審議到倡議的公民文化參與：好民請願運動 

計畫 

主持人 
林芳如 性別 女 

聯絡 

電話 
04-22231523 

實施期間 
2020年  4月25 日起至2020年  12月  15  

日 

實施 

地點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台中州

廳、全安堂太陽餅博物館、

一隅場地租借空間 

實際支出金額 1,005,284 

實 際 參

與 活 動

人數 

男： 女： 原計畫 

總經費 
762,400 

小計：850人 

實際經費分攤

情形 

文化部補助：762,400 

其他單位補助：150,000 

自籌款:92,884 

附件 

※必備附件 

□結案報告書紙本、文宣品1式2份。 

□活動照片電子檔(jpg) 3張。 

□議題手冊紙本1式2份、電子檔。 

□結案報告書電子檔(PDF、WORD) 

□補助款預算與實支對照表(機關免附) 

□原始支出憑證(機關免附) 

※其他附件 

□報導剪報影本     份。 

□DVD 或光碟片     片。 

□其他（         ） 

受補助單位 

 

社團法人臺中市好民文化行動協會 

（請加蓋報告單位戳記或報告人印章） 

負責人 黃琳媛 (副理事長代行) 性別 女 

地址 

 

403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 53 巷 10 號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章（民間團體免填） 

承辦人  科長  局處長  

文化部核章 

承辦人  科長  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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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團隊成員： 

（一）專任、臨時人力之學經歷與執掌 

 

專任及臨時人力 

姓名 學經歷 專案執掌 

林冠廷(專任人力) 正修科技大學電機

電子系 

專案執行 

林冠億(專案兼任人力) 逢甲大學會計學系 

南臺科技大學會計

資訊系碩士班 

行政及核銷事項 

陳怡溱(專案兼任人力) 高雄師範大學視覺

設計學系 

專案美術設計 

（二）主持團隊、專家學者顧問簡介 

 

專家學者顧問 

姓名 現職 簡介 

呂旺積 玉鼎法律事務所執業律師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畢業目前為玉鼎法

律事務所執業律師，關心文史、都市規

劃、自治條例之律師 

張翰文(格魯克)  台中文史復興組合創辦人 於2014年成立台中文史復興組合，推動台

中火車站周邊地景保存，提出「臺中綠空

鐵道軸線計畫」的構想，鐵路高架後的立

體舊鐵道，打造台灣第一個鐵道空中花園 

洪士育 台灣熱吵民主協會專案經理 熱吵民主協會專案經理、審議式民主推廣

與參與式預算執行推廣團隊 

蘇睿弼 東海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 中城再生文化協會理事長、專業領域為 

亞洲都市與建築研究、GIS 與都市形態解

析、當代集合住宅、建築活化與都市再

生、日本現代建築 

劉曜華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及空間資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區域及都市計畫博士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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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學系副教授 業領域:都市規劃史、非營利組織、區域發

展政策、中台灣區域研究 

主持團隊: 

 

洪士育 

現職 

臺灣熱吵民主協會 

學歷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士 

2014-2017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觀護人室少年輔導志工 

審議主持經歷 

2016臺中市參與式預算推動計畫與總顧問團推動輔導委託案區域輔導員 

2017好民文化行動協會辦理文化部補助民間團體辦理文化論壇「從社區、社群到社會：社區營造與參與式預算

公民培力論壇」審議主持人 

2017國發會公部門培力計畫「JOIN 平台眾開講工作坊」，南投縣與雲林縣審議講師群 

2017－2018臺中市參與式預算推動計畫與總顧問團推動輔導委託案住民會議 審議桌長 

2018 高雄好過日文化協會辦理文化部補助民間團體辦理文化論壇「遷村陰影下的大鼻願景工作坊」審議桌長 

2018 台南市政府社會局「I WANNA SAY 發聲什麼事」青少年審議民主培力營 審議桌長 

2018 友善書業合作社辦理文化部補助民間團體辦理文化論壇「新書售價規範公民會議」審議主持人 

2018 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辦理文化部補助民間團體辦理文化論壇「社造總體檢－社區營造政策審議」區域會

議台北場審議分組主持人 

2018 文化部107-108年深化公民參與暨輔導公所推動公民審議進階社造工作 審議輔導業師 

2019 友善書業合作社辦理文化部補助民間團體辦理文化論壇「點一盞閱讀的光明燈：實體書店跨入未來的生存

之道」願景工作坊審議主持人 

2019 桃園市政府108年民政局及十一個區公所地方小型工程參與式預算 審議主持人 

2019臺灣熱吵民主協會辦理文化部補助民間團體辦理文化論壇「友善好電影－台中電影文化產業政策論壇」審

議主持人 

2020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行政社造化推動辦公室執行文化部公民審議公所 審議輔導業師 

2020 文化部109－110年輔導及培訓縣市與公所推動公民審議工作計畫議事人才培訓課程 審議講師 

2020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辦理文化部補助民間團體辦理文化論壇「從審議到倡議的公民文化參與：好民請願運

動」審議主持人 

2020 嘉義縣政府「嘉義作伙講！-2020嘉義縣博物館&城市發展論壇」聚落走讀暨小組座談會審議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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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實施情形： 

 

（一） 前言:好民請願運動 

 

本會自 2018 年起開展「好民請願運動」，前期曾邀請國內審議式民主實務工作者講授審議

民主相關之概念與主持技巧與方法，藉以讓本會職員、理監事具備審議工作能力並充分理解。

今年度也將以台中州廳發展乃至整體台灣文化政策為議題核心。透過內部培力課程，學習審議

民主、文化資產、都市發展等相關課程，提升內部成員之專業能力，以利專案順利推動。 

 

2018年台中市府與文化部簽署「國立台灣美術館臺中州廳園區」合作意向書，有意推動

台中州廳成為為國家級藝術場館，然今年2月新市府宣布中止與文化部之合約，未來台中州廳

將恢復原始辦公用途，原因是在地議員與周圍商家擔心原機關搬離州廳後，生意會大受影

響，另有議員指出以有興建中的綠美圖，無須再增加美術館，甚至稱其為國美2館，然而在地

居民對於州廳想法各持己見，缺乏溝通協調平台，舊城區作為文化城中城的發展想像，應有

更多元更開放，廣納四方的討論。市府在面對對於州廳有不同期待的各方意見，應有具體發

展方向，凝聚各方聲音的具體作法。 

 

本會認為台中州廳為國定古蹟，除了為國家重要的文化資產，同時見證了台中舊城區的

興衰，對台中都市發展深具歷史文化意義。本會也參與了多個在地團體發起的「台中州廳重

啟討論」連署，一周內達到1200份以上的連署。對於州廳未來發展的想像，市民的聲音逐漸

在網路上發酵，州廳得重啟討論已是勢在必行，因此，在未來規劃上，除應以整體區域發展

作通盤考量外，也應充分納入市民的意見與期待，本會也將透過請願工作坊及接下來多場的

審議開講及團體串聯，具體的提出台中州廳及其舊城區整體的活化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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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覽總表(依活動時序) 

類別 內容 地點 日期 

議題

前導

活動 

跟著內行人走！發現舊城之美 I 

台中州廳（403台中

市西區民權路99號） 
4月25日 

跟著內行人走！發現舊城之美 II 

台中舊城區、台中州

廳、中山綠橋、台中

市役所、宮原眼科等

(403台中市西區民權

路99號) 

5月2日 

好國

好民

系列

講堂 

4.25【好國好民講座】台灣能源轉型的現

況與未來 洪申翰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 

（西區民權路53巷10

號） 

4月25日 

5.23【好國好民講座】文資保衛戰！兩位

戰士的對談 蕭文杰&陳建融 
5月23日 

5.31【好國好民講座】台灣轉型正義的盼

望與困境 楊翠 
5月31日 

6.14【好國好民講座】青年新政，基隆革

新。 
6月14日 

6.21【好國好民講座】舊城欣力-漫談藝

術與臺中城區的共榮與創生。 
6月21日 

7.15 【好國好民原轉月講座】寫吧!讀

吧!寄情於二行詩吧。｜瓦歷斯·諾幹 
7月15日 

7.18 下午【好國好民講座】自費醫材上

限?生醫工程立委怎麼看?─莊競程 
7月18日 

7.18 晚間【好國好民講座】護台防中新

科立委─陳柏惟的第一個會期。 
7月18日 

7.26 【好國好民原轉月講座】「最美的靈

魂都在這裡—部落 adju運動經驗」。｜董

晨皓&瑪達拉·達努巴克 主持:招弟 

7月26日 

8.1 【好國好民講座】萬人響應萬人到

場，庶民如何刮起罷韓旋風？─罷韓四君

子張博洋 

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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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好國好民原轉月講座】噶哈巫牛眠

文物館地景導覽｜潘正浩 Bauké 

南投縣埔里鎮牛眠社

區發展協會(545南投

縣埔里鎮西安路二段

171號) 

8月2日 

8.5【好國好民原轉月講座】當桌遊遇見

排灣文化｜ Saiviq Kisasa &方惠閔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 

（西區民權路53巷10

號） 

8月5日 

8.19【好國好民講座】死刑 - 給被害者

唯一的禮物？─李宣毅 

8月19日 

8.23【好國好民原轉月講座】巴宰文化復

振運動｜ 潘英傑＆潘文輝 

8月23日 

9.26【好國好民講座】創黨即革命：突破

黨禁彼當時｜陳彥斌 

9月26日 

10.05【好國好民講座】文學、口述、紀

錄劇場 白恐三部曲 ｜廖俊凱 

新手書店(403台中市

西區向上北路129號) 

10月5日 

10.21【好國好民講座】搖滾樂的社會實

踐:獨立音樂與社會脈動 ｜陳恅諾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 

（西區民權路53巷10

號） 

10月21日 

10.24【好國好民講座】物種保育、友善

耕作、集資創生的烏托邦實踐 -諸羅紀農

場 | 賴榮孝 X張竹芩 

10月24日 

11.5【好國好民講座】哪吒夢醒中城? 唯

劇場談舊城區劇場的扎根融合─張庭溦 

11月5日 

11.22【好國好民講座】如何投入參與台

灣的地方創生政策？ 以日本的地方創生

戰略思維為鏡─謝子涵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 

（西區民權路53巷10

號） 

11月22日 

11.28【好國好民講座】歷史街區的經濟

振興和文化復興｜周奕成 

全安堂台灣台中太陽

餅博物館(400台中市

中區台灣大道一段

145號) 

11月28日 

審議

培訓

工作

坊 

請願運動介紹 | 陳穗妮&林芳如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 

（西區民權路53巷10

號） 

5月16日 

審議民主與社會運動 | 羅凱凌 5月16日 

議員忙甚麼 | 黃守達 5月30日 

地方議會監督經驗分享 | 吳蕙如 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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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文化政策的探究與議會之間的折衝 

| 陳逸芯 

6月13日 

淺談台中地方政治生態 | 陳彥斌 6月13日 

台中舊城的興衰與未來的發展 | 蘇睿弼 6月14日 

認識地方財政 | 洪敬舒 6月27日 

評論寫作技巧 | 簡永達 6月27日 

空間再造的想像 | 姜樂靜 6月28日 

審議主持技巧 | 許恩恩 7月11日 

審議實務操作 | 林于聖 7月12日 

活動 

§ 詩畫舊城思話台中_給市府的公民詩畫 

§ 瓦歷斯·諾幹 X 黃至民 

台中州廳(403台中市

西區民權路99號) 10月17日 

市政研究聚會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 

（西區民權路53巷10

號） 

11月17日

／11月24

日／12月

01日／12

月08日／

12月15日 

議會小旅行 

臺中市議會(407台中

市西屯區市政北一路

56號) 

11月24日 

12月8日 

審議

開講 

2020好民來開講 ▏旅宿業 

一隅會議空間(400台

中市中區建國路49

號) 

7月1日 

2020好民來開講 ▏青創店家 

一隅會議空間(400台

中市中區建國路49

號) 
7月19日 

2020好民來開講 ▏公民&文史團體 

一隅會議空間(400台

中市中區建國路49

號) 
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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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好民來開講 ▏中西區鄰近就學業者 

一隅會議空間(400台

中市中區建國路49

號) 
9月5日 

2020好民來開講 ▏中西區鄰近就學業者 

一隅會議空間(400台

中市中區建國路49

號) 
9月27日 

專家

諮詢

會議 

專家諮詢會議(文史、都市計畫、法律、

建築) 

一隅會議空間(400台

中市中區建國路49

號) 
10月17日 

綜合

座談 

從審議到倡議的公民文化參與:台中州廳

及舊城區未來發展綜合座談大會 

全安堂台灣台中太陽

餅博物館(400台中市

中區台灣大道一段

145號) 

11月21日 

 

 

執行量化指標 

工作項目 預計量化指標 實際達成量化指標 

講座（22場） 250參加人次 384參加人次 

導覽（2場） 40參加人次 55參加人次 

審議培訓工作坊(12

場) 

150參加人次 159參加人次 

活動(3場) 20參加人次 40參加人次 

審議開講(5場) 100參加人次 120參加人次 

綜合座談(1場) 50參加人次 60參加人次 

 

  



10 

 

（二） 議題前導活動： 

 

台中州廳的爭議讓我們思考，或許市民在討論議題之前，應該實際到即將成為討論主角的

城市空間走走，並且了解城市空間本身的歷史脈絡與現況。因此，我們舉辦了議題前導活

動，邀請文史專業講師與建築專業講師，從不同角度帶領市民重新認識台中州廳與舊城區。 

 

由中城再生文化協會理事長東海大學建築系蘇睿弼以及台中在地資深文史工作者黃慶聲老

師帶領與解說，實際走訪台中舊城區並以台中州廳為出發點，引領民眾關心州廳議題了解在

地的文化歷史與發展興衰，促進思考符合在地需求與都市整體規劃的發展願景。 

 

活動照片 

圖一:台中州廳內部導覽 

 

 

 

 

 

圖二:講解過程 

 

 

 

 

 

圖三:參與民眾 

 

 

 

 

 

圖四: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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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民培力：好國好民系列講堂 

 

「好國好民系列講堂」將以「轉型正義」、「民主發展」、「台中州廳」、「文化政策」為主軸，

透過講座互動討論的形式，深入討論台灣民主發展的進程與自由民主的可貴，期待深化市民

對於國家主權的理解與認同。除了是對自身的期許，也希望藉由持續的在地行動，深化公民

社會，增進市民對在地議題的理解，並鼓勵投注討論與參與，期以培力更多好民，撐起民主

自由的台灣。故，「好國好民系列講堂」設定為雙軸線，包括大社會的政治向度，如轉型正

義與政治新力、能源轉型。另一軸線則邀請講師以「文化實踐」、「文化治理」、「文化權」來

探究當前台灣文化政策的相關議題，同時包括在地議題等探討。思索台中區域發展、文史資

產之保留及文化空間之運用，藉以匯聚、串聯更多關注臺中州廳發展的市民，共同參與未來

行動。 

 

好國好民系列活動一覽表 

內容 地點 日期 

4.25【好國好民講座】台灣能源轉型的現

況與未來 洪申翰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 

（西區民權路53巷10

號） 

4月25日 

5.23【好國好民講座】文資保衛戰！兩位

戰士的對談 蕭文杰&陳建融 
5月23日 

5.31【好國好民講座】台灣轉型正義的盼

望與困境 楊翠 
5月31日 

6.14【好國好民講座】青年新政，基隆革

新 張之豪 
6月14日 

6.21【好國好民講座】舊城欣力-漫談藝

術與臺中城區的共榮與創生 黃至民 
6月21日 

7.15 【好國好民原轉月講座】寫吧!讀

吧!寄情於二行詩吧 瓦歷斯·諾幹 
7月15日 

7.18 下午【好國好民講座】自費醫材上

限?生醫工程立委怎麼看? 莊競程 
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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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8 晚間【好國好民講座】護台防中新

科立委 陳柏惟的第一個會期。 
7月18日 

7.26 【好國好民原轉月講座】「最美的靈

魂都在這裡—部落 adju運動經驗」 董晨

皓&瑪達拉·達努巴克 主持:招弟 

7月26日 

8.1 【好國好民講座】萬人響應萬人到

場，庶民如何刮起罷韓旋風？ 張博洋 
8月1日 

8.2【好國好民原轉月講座】噶哈巫牛眠

文物館地景導覽 潘正浩 Bauké 

南投縣埔里鎮牛眠社

區發展協會(545南投

縣埔里鎮西安路二段

171號) 

8月2日 

8.5【好國好民原轉月講座】當桌遊遇見

排灣文化  Saiviq Kisasa &方惠閔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 

（西區民權路53巷10

號） 

8月5日 

8.19【好國好民講座】死刑 - 給被害者

唯一的禮物？ 李宣毅 

8月19日 

8.23【好國好民原轉月講座】巴宰文化復

振運動 潘英傑＆潘文輝 

8月23日 

9.26【好國好民講座】創黨即革命：突破

黨禁彼當時 陳彥斌 

9月26日 

10.05【好國好民講座】文學、口述、紀

錄劇場 白恐三部曲 廖俊凱 

新手書店(403台中市

西區向上北路129號) 

10月5日 

10.21【好國好民講座】搖滾樂的社會實

踐:獨立音樂與社會脈動 陳恅諾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 

（西區民權路53巷10

號） 

10月21日 

10.24【好國好民講座】物種保育、友善

耕作、集資創生的烏托邦實踐 -諸羅紀農

場  賴榮孝 X張竹芩 

10月24日 

11.5【好國好民講座】哪吒夢醒中城? 唯

劇場談舊城區劇場的扎根融合 張庭溦 

11月5日 

11.22【好國好民講座】如何投入參與台

灣的地方創生政策？ 以日本的地方創生

戰略思維為鏡 謝子涵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 

（西區民權路53巷10

號） 

11月22日 

11.28【好國好民講座】歷史街區的經濟 全安堂台灣台中太陽 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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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興和文化復興 周奕成 餅博物館(400台中市

中區台灣大道一段

145號) 

 

活動側記 

好國好民講座側記 

《4.25【好國好民講座】台灣能源轉型的現況與未來 洪申翰》 

主講：洪申翰(立法委員) 

主旨：  

側寫： 

(泓儒/參與民眾) 

 

這個講座令筆者感觸良多，許多筆者學生時期念到的公共政策理論，都真實上演在真實世

界，以筆者淺見，公共政策某些層面上，其實就是一個分配的藝術，尤其是在能源轉型的

議題上，如何顧及不同利害關係人的政策傾向，箇中滋味更是奇妙又無比關鍵。 

  

我很贊同委員在講座中提到的一句話，就是公民團體存在的意義，其實就是在公共政策的

場域中發聲，起到一定的「定位」（順便ㄧ提，定錨效應雖然字面上很像，但應該不適用在

此處）作用，甚至盡可能發展為較強力的利害關係人，從而影響整體政策制定的走向， 

  

以筆者尚顯淺薄的經驗，從過往東西方民主社會的政治領域或實務，公民團體想增強自身

在能源轉型政策中的角色，可以著眼於「強化自身的政策專業」與「釐清不同利害關係人

的核心利益」等途徑；其中強化自身政策專業變不多贅述，此為參與公策油系的基本素

養，而透過理解不同利害關係人的利益，進而有可能推斷其決策傾向，從而找到其中的競

合關係，也可增進政策場域中的溝通效益。 

  

最後想跟洪委員說，委員以其過往環團背景「入世」，其賭注之大著實令人欽佩，雖然委員

應該以精深有所感，但小弟還是不厭其煩的提醒「莫忘初衷」四個字，尤其在政治這個光

譜複雜，顏色又深的醬缸中，許多言者無心，聽者有意的情境必如流水般無孔不入，慎之

病共勉之。 

《5.23【好國好民講座】文資保衛戰！兩位戰士的對談 蕭文杰&陳建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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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蕭文杰&陳建融(文史工作者) 

主旨： 

「做台灣文化資產保存的播種人，成為文化恐怖份子是一種加冕，歷史將會證明一切。」 

  

好民文化行動這次講座邀請到長期投身文化資產保存運動的蕭文杰與陳建融，跟大家談談

台灣文化資產保存的困境。全台灣文資爭議現場跑透透的蕭老師是關心台灣文史的民眾們

熟悉的名字，經常投書媒體訴諸文資保存議題的看法，幽默的筆鋒犀利的批判，常常點醒

了民眾對於文資保存的看法，而另一位講者陳建融則是台中本地的文化工作者，從台中州

廳、天外天劇場到炎山藥行(黝脈咖啡)、張婦產科醫院等等，台中文化資產需要被關注的

地方都能看到到建融的身影，兩人講座上互相配合補充，再搭配將近70頁的簡報圖文，相

信幾近爆場的這堂講座每個人都收穫滿滿。 

側寫：  

 

(林冠廷/好民文化行動協會專員) 

 

#誰對土地認同誰就是台灣人 

  

這幾天台灣最大的文資爭議莫屬台南湯德章故居保留與否引起文化界與民眾的議論，，湯

德章先生原名坂井德藏，父親為日本人母親為台南人，之後湯德章過繼母系，故從母姓

「湯」，在二二八期間遭國民政府逮捕刑求，再嚴刑逼供之下仍未鬆口說出國民政府所要

求的名單保護當時許多台南仕紳與學生，最後死狀悽慘曝屍民生綠園，再槍決之前吶喊

「台灣人萬歲」，70年過後這句話及過往事蹟仍震撼現代的我們。然而 2020 4/17下午，

湯德章故居因所有權再次轉移，面臨了拆除危機，原屋主將湯德章故居產權賣給永和醫

院，而院方則計畫將故居拆掉，擴建成停車場，並無持有與我們相同想保存故居的共識。

但目前經過與院方多次溝通說服，院方也願意成全台南人對於歷史文化的尊重，接受以當

初購入的價錢回賣。(註 1)，近日由台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發起群眾募資希望能搶救這

棟對於台灣歷史發展重要人士的故居修繕為紀念館，讓更多台灣人憶起這段故事，諷刺的

是獨裁者能成被歌頌紀念成為古蹟，「而這位為捍衛台灣人子弟的烈士卻連故居都保存不

下來，我們真的再做轉型正義嗎?」蕭老師也呼籲台南市作為古都且文化資產系所眾多，應

展現出該有的自覺，為文化資產保存而戰。 

  

#我們這個年代註定以更多的失去交換舉步維艱的獲得 

  

當建融提到台南文貴醫院遭拆除一事，不禁留露出扼腕得神情，文貴醫院建築頗具特色，

完工於 1928年，立面為當時流行得仿巴洛克風格並融合閩南建築特色，前棟為醫院，後棟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8%AA%B0%E5%B0%8D%E5%9C%9F%E5%9C%B0%E8%AA%8D%E5%90%8C%E8%AA%B0%E5%B0%B1%E6%98%AF%E5%8F%B0%E7%81%A3%E4%BA%BA?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vtWNJj_irRO5HNJL7Iez5LHP5KnH791JJqScGsACtnfGgtCaaRj_e0ejnXXzFcLklcvXTQzFIGh2UCzdeJOoo-rdbDIPu1D4Y4jBN6Z42_gvu1hsZFwp295pIlyM0sVyZZwFXcK1-fp_xChAQhoC23EPHH4Eh0kboheo0r67Rf5AkeIPQTD8F2Ox-MP25A3HV1IaECuhDwXu51B5GrGEOtkJJCoRYEVyCv2P65EGV2U-b0-fVqzNAKHnIN9UkOM7Xc5NUSg2mOCpytvAf4xuD0cfLa9k8YTFHVenRW4zncCmExRAREvfsaCaOrSsVndvMKO18OPJmEdNeO6MGYvMcsQ&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6%88%91%E5%80%91%E9%80%99%E5%80%8B%E5%B9%B4%E4%BB%A3%E8%A8%BB%E5%AE%9A%E4%BB%A5%E6%9B%B4%E5%A4%9A%E7%9A%84%E5%A4%B1%E5%8E%BB%E4%BA%A4%E6%8F%9B%E8%88%89%E6%AD%A5%E7%B6%AD%E8%89%B1%E7%9A%84%E7%8D%B2%E5%BE%97?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vtWNJj_irRO5HNJL7Iez5LHP5KnH791JJqScGsACtnfGgtCaaRj_e0ejnXXzFcLklcvXTQzFIGh2UCzdeJOoo-rdbDIPu1D4Y4jBN6Z42_gvu1hsZFwp295pIlyM0sVyZZwFXcK1-fp_xChAQhoC23EPHH4Eh0kboheo0r67Rf5AkeIPQTD8F2Ox-MP25A3HV1IaECuhDwXu51B5GrGEOtkJJCoRYEVyCv2P65EGV2U-b0-fVqzNAKHnIN9UkOM7Xc5NUSg2mOCpytvAf4xuD0cfLa9k8YTFHVenRW4zncCmExRAREvfsaCaOrSsVndvMKO18OPJmEdNeO6MGYvMcsQ&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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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日式木造屋及庭院。日洋閩特色混和猶如台灣這塊島嶼殖民的縮影，建築往往反映當時

得風情樣貌，能讓後世一窺其貌，然而在 2009年底由北極殿玄天上帝廟購置並規劃拆除，

雖本地文史工作者極力爭取保存然在法規上因文貴醫院只算歷史建築而非古蹟無法擋拆，

現今得我們只能在紀錄或影像中看見最後的身影。「沒有文化資產意識如同稻草人般沒有

靈魂。」蕭老師感慨得說著「人在歷史上非常渺小，我們不過就是在拚湊歷史。」就像老

師一直強調得我們就是在播種，將文資保存得意識一代傳下一代，為了留下先人得故事與

足跡，筆者認為當建築保存住了我們才得以想像曾經的人文風景絕代風華。 

  

”做為文恐不過是為了回饋土地_母親” 

  

#文資保存的困境 

  

在法規面，蕭老師提到名人故居要點雖立意良善，然而經常為與所有權人充分溝通造成憾

事，其只注重門面往往凸顯法源不足及不周延之處，文資審議在過去並沒有配套措施造成

相當多的悲劇，文化資產不是政府在搶地，是為了公共利益大眾福祉，雖現代強調配套相

較過去進步許多，但文資爭議仍是不斷，以卸任文化部長鄭麗君曾說「部部都是文化部」

其文化政策含蓋既廣且深，政府應有更多的協調溝通。蕭老師及建融皆不約而同理解到各

地文化局皆有的通病。 

●經常列冊不追蹤，當發生誤拆或意外毀損已來不及。 

●普查清點卻不作為。 

●都市計劃往往凌駕文資價值，多少遺跡早已掩埋在柏油路之下呢? 

●縱使已列冊，將來在文資審議上仍舊不保險。 

  

提到台中天外天劇場，現場許多聽眾都開始專注會神，許多曾參與天外天保存的民眾也在

台下，建融提到天外天當時可謂串起台中多個地方仕紳家族，從起建者東大墩吳家到神岡

林家的擴張就連遠在海線的陳瑞年家族都曾經交手過，山線的林通家族其多元化投資經營

也曾與劇場有過牽連，一棟當代絕世建築象徵台中省城士紳的茁壯與傲骨，來到現場聽講

座的李坤城老師也見證過天外天劇場改為國際戲院後曾演出的脫衣舞孃團，隨興上台秀了

一段給大家看，勾起了老師的年少回憶，雖然天外天建築體早以頹傾，「但當活在別人的

回憶中，就代表永遠回著」，許多台中在地團體仍為著天外天劇場的保存努力著，蕭老師

也提醒我們，善用自媒體及公民力量凝聚共識後才能有機會影響政府單位的決策，「作為

文化人，只有對與錯。」保留台灣人共有的記憶拼湊台灣人完整的歷史，建構專屬台灣人

的共同體，相信是所有參與文資保存者心中的戰場，也是堅持下去的理由。 

  

#在台灣欣賞文化比想像中困難或只是我們太依賴教科書 

  

這句話是建融這幾年參與文化保存運動留下來的心得，當我們對於文化的想像僅止於就學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6%96%87%E8%B3%87%E4%BF%9D%E5%AD%98%E7%9A%84%E5%9B%B0%E5%A2%83?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vtWNJj_irRO5HNJL7Iez5LHP5KnH791JJqScGsACtnfGgtCaaRj_e0ejnXXzFcLklcvXTQzFIGh2UCzdeJOoo-rdbDIPu1D4Y4jBN6Z42_gvu1hsZFwp295pIlyM0sVyZZwFXcK1-fp_xChAQhoC23EPHH4Eh0kboheo0r67Rf5AkeIPQTD8F2Ox-MP25A3HV1IaECuhDwXu51B5GrGEOtkJJCoRYEVyCv2P65EGV2U-b0-fVqzNAKHnIN9UkOM7Xc5NUSg2mOCpytvAf4xuD0cfLa9k8YTFHVenRW4zncCmExRAREvfsaCaOrSsVndvMKO18OPJmEdNeO6MGYvMcsQ&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9C%A8%E5%8F%B0%E7%81%A3%E6%AC%A3%E8%B3%9E%E6%96%87%E5%8C%96%E6%AF%94%E6%83%B3%E5%83%8F%E4%B8%AD%E5%9B%B0%E9%9B%A3%E6%88%96%E5%8F%AA%E6%98%AF%E6%88%91%E5%80%91%E5%A4%AA%E4%BE%9D%E8%B3%B4%E6%95%99%E7%A7%91%E6%9B%B8?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vtWNJj_irRO5HNJL7Iez5LHP5KnH791JJqScGsACtnfGgtCaaRj_e0ejnXXzFcLklcvXTQzFIGh2UCzdeJOoo-rdbDIPu1D4Y4jBN6Z42_gvu1hsZFwp295pIlyM0sVyZZwFXcK1-fp_xChAQhoC23EPHH4Eh0kboheo0r67Rf5AkeIPQTD8F2Ox-MP25A3HV1IaECuhDwXu51B5GrGEOtkJJCoRYEVyCv2P65EGV2U-b0-fVqzNAKHnIN9UkOM7Xc5NUSg2mOCpytvAf4xuD0cfLa9k8YTFHVenRW4zncCmExRAREvfsaCaOrSsVndvMKO18OPJmEdNeO6MGYvMcsQ&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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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紙本上能傳遞資訊往往過於冰冷難以親近，背誦式的教育文化讓我們失去靜下來觀

賞聆聽土地的聲音，拔地而起的建築承載著什麼樣的故事等著我們去挖掘呢?我們來得及在

它失火、拆除之際留下甚麼嗎?難道都要失去了才在惋惜嗎? 

太多的疑問藏在每個作為文化資產保存者的心中，往往「一棟房子倒下後只留下無言的控

訴」，筆者認為這一切或許如同賴和的《無聊的回憶》「啊！時代進步與人們幸福原來是

兩件事，不能放在一起並論的啊！」但也別忘了同樣是賴和「勇士當為義鬥爭」在文資的

無盡保衛戰中，每個人都是戰士也理應是戰士。 

  

作為播種人，歡呼收割吧! 

  

#蕭文杰 #陳建融 #天外天劇場 #台中州廳 #湯德章故居 #文資審議 

註 1 :湯德章故居搶救行動 https://pse.is/RJCXM 

 

《5.31【好國好民講座】台灣轉型正義的盼望與困境 楊翠》 

主講：楊翠(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主委) 

主旨： 

從4月第一場 #好國好民講座 開始，每一場講者都會帶來滿滿的內容與經驗分享，總是超

過表定時間非常多，每一位講師及與會者總是能深刻的互動，這場由促轉會主委 楊翠 老

師帶來的「#台灣轉型正義的盼望與困境。」為稍微悶熱的午後加入溫柔而堅毅的聲音。 

側寫： 

(林冠廷/好民文化行動協會專員) 

“監獄的高牆很有趣，剛入獄時你痛恨它；漸漸地，你習慣生活在其中；最終，你會發現

你不能沒有它，這就是體制化。These walls are funny. First you hate them. Then 

you get used to them. Enough time passes, it gets so you depend on them. That's 

institutionalized. ” 

──《刺激 1995》 

從 4月第一場 #好國好民講座 開始，每一場講者都會帶來滿滿的內容與經驗分享，總是超

過表定時間非常多，每一位講師及與會者總是能深刻的互動，這場由促轉會主委 楊翠 老

師帶來的「#台灣轉型正義的盼望與困境。」為稍微悶熱的午後加入溫柔而堅毅的聲音。 

  

█  #轉型正義沒有雲淡風輕 

  

從解嚴到促轉會的成立已過 31年，我們真的好好的嗎? 

真的如同那句「只要懂得笑，就不會恨了。」我們真的好好的嗎?真的可以「歡慶二二八連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8%95%AD%E6%96%87%E6%9D%B0?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vtWNJj_irRO5HNJL7Iez5LHP5KnH791JJqScGsACtnfGgtCaaRj_e0ejnXXzFcLklcvXTQzFIGh2UCzdeJOoo-rdbDIPu1D4Y4jBN6Z42_gvu1hsZFwp295pIlyM0sVyZZwFXcK1-fp_xChAQhoC23EPHH4Eh0kboheo0r67Rf5AkeIPQTD8F2Ox-MP25A3HV1IaECuhDwXu51B5GrGEOtkJJCoRYEVyCv2P65EGV2U-b0-fVqzNAKHnIN9UkOM7Xc5NUSg2mOCpytvAf4xuD0cfLa9k8YTFHVenRW4zncCmExRAREvfsaCaOrSsVndvMKO18OPJmEdNeO6MGYvMcsQ&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9%99%B3%E5%BB%BA%E8%9E%8D?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vtWNJj_irRO5HNJL7Iez5LHP5KnH791JJqScGsACtnfGgtCaaRj_e0ejnXXzFcLklcvXTQzFIGh2UCzdeJOoo-rdbDIPu1D4Y4jBN6Z42_gvu1hsZFwp295pIlyM0sVyZZwFXcK1-fp_xChAQhoC23EPHH4Eh0kboheo0r67Rf5AkeIPQTD8F2Ox-MP25A3HV1IaECuhDwXu51B5GrGEOtkJJCoRYEVyCv2P65EGV2U-b0-fVqzNAKHnIN9UkOM7Xc5NUSg2mOCpytvAf4xuD0cfLa9k8YTFHVenRW4zncCmExRAREvfsaCaOrSsVndvMKO18OPJmEdNeO6MGYvMcsQ&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A4%A9%E5%A4%96%E5%A4%A9%E5%8A%87%E5%A0%B4?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vtWNJj_irRO5HNJL7Iez5LHP5KnH791JJqScGsACtnfGgtCaaRj_e0ejnXXzFcLklcvXTQzFIGh2UCzdeJOoo-rdbDIPu1D4Y4jBN6Z42_gvu1hsZFwp295pIlyM0sVyZZwFXcK1-fp_xChAQhoC23EPHH4Eh0kboheo0r67Rf5AkeIPQTD8F2Ox-MP25A3HV1IaECuhDwXu51B5GrGEOtkJJCoRYEVyCv2P65EGV2U-b0-fVqzNAKHnIN9UkOM7Xc5NUSg2mOCpytvAf4xuD0cfLa9k8YTFHVenRW4zncCmExRAREvfsaCaOrSsVndvMKO18OPJmEdNeO6MGYvMcsQ&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8F%B0%E4%B8%AD%E5%B7%9E%E5%BB%B3?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vtWNJj_irRO5HNJL7Iez5LHP5KnH791JJqScGsACtnfGgtCaaRj_e0ejnXXzFcLklcvXTQzFIGh2UCzdeJOoo-rdbDIPu1D4Y4jBN6Z42_gvu1hsZFwp295pIlyM0sVyZZwFXcK1-fp_xChAQhoC23EPHH4Eh0kboheo0r67Rf5AkeIPQTD8F2Ox-MP25A3HV1IaECuhDwXu51B5GrGEOtkJJCoRYEVyCv2P65EGV2U-b0-fVqzNAKHnIN9UkOM7Xc5NUSg2mOCpytvAf4xuD0cfLa9k8YTFHVenRW4zncCmExRAREvfsaCaOrSsVndvMKO18OPJmEdNeO6MGYvMcsQ&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6%B9%AF%E5%BE%B7%E7%AB%A0%E6%95%85%E5%B1%85?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vtWNJj_irRO5HNJL7Iez5LHP5KnH791JJqScGsACtnfGgtCaaRj_e0ejnXXzFcLklcvXTQzFIGh2UCzdeJOoo-rdbDIPu1D4Y4jBN6Z42_gvu1hsZFwp295pIlyM0sVyZZwFXcK1-fp_xChAQhoC23EPHH4Eh0kboheo0r67Rf5AkeIPQTD8F2Ox-MP25A3HV1IaECuhDwXu51B5GrGEOtkJJCoRYEVyCv2P65EGV2U-b0-fVqzNAKHnIN9UkOM7Xc5NUSg2mOCpytvAf4xuD0cfLa9k8YTFHVenRW4zncCmExRAREvfsaCaOrSsVndvMKO18OPJmEdNeO6MGYvMcsQ&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6%96%87%E8%B3%87%E5%AF%A9%E8%AD%B0?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vtWNJj_irRO5HNJL7Iez5LHP5KnH791JJqScGsACtnfGgtCaaRj_e0ejnXXzFcLklcvXTQzFIGh2UCzdeJOoo-rdbDIPu1D4Y4jBN6Z42_gvu1hsZFwp295pIlyM0sVyZZwFXcK1-fp_xChAQhoC23EPHH4Eh0kboheo0r67Rf5AkeIPQTD8F2Ox-MP25A3HV1IaECuhDwXu51B5GrGEOtkJJCoRYEVyCv2P65EGV2U-b0-fVqzNAKHnIN9UkOM7Xc5NUSg2mOCpytvAf4xuD0cfLa9k8YTFHVenRW4zncCmExRAREvfsaCaOrSsVndvMKO18OPJmEdNeO6MGYvMcsQ&__tn__=%2ANK-R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pse.is%2FRJCXM%3Ffbclid%3DIwAR2KYBj2ZTLqsR9GKSfap-rJ3UoHCJzwmomckBJRlV-elxcw2vR-t83BRYQ&h=AT3tyVLyXiuQakkVY_iiXW1bm0D9ObLq-i-XKbB0KuY5eHKoe6NF90WICpRYh0W7itie6tEfexxRJJFpLmWpM1VOlE8_4vesXCMBAmMwl2aB5rFOGKWmjzKb_qE1IwqsvlkTcD6qwOKcu_UMCdk6_5w_TlKi_zd45i5tjNmpuitkA1LvGmauJ9iJwAAz1iabzt-yqCB0seUUvX31Snmdr5-GjUO300btD2Q34tsWK5Ai2bqWK7KTeI9WX_Fe1sI8jI2UTOZYkk4DR7A6I4tDzPxHYFGYoi7yccHGP3HMKlpluJwaKY-tlJuNf6lLmy9iOdqz4P_WJJhM2XqFvqcnAIgcOPEHzuLtqp2hLkkojanHj1wivY_5DUxwwxmj_cOmB2vQRwfSrPih0jT_AhL1gcuoG2PSpg2nqI700GA67stNSf10FXuMEJo0ZWe-0WPd3DWgurU9jg-prYBhV_7YVao6QaLtwHIlnrkURFOnzn4hNCo5aEpafZ33ky84ncvfEKAN1962--1l3SbBH7dRTvvweTA6s_n4KkbSXW4t9f1G6ZXqdI9o8dw5I0b9XoSkYWAIfZNJMGnRLdCP0DUX5FNlnWYwuUqVd929s6L7GFoYlNHAHdIFYoFZwMgu9kK8Mq8s6g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A5%BD%E5%9C%8B%E5%A5%BD%E6%B0%91%E8%AC%9B%E5%BA%A7?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73C92Vlc0YrZf2EDq9DqXXIw16G9Lww6EB6V8PShM_fMMw6xuCUx4LIVywUYWV6Bawc3jpQG5i5iOOqPGtB4ivCIsNUEc3GCJcPIQmnAU_NlfMhu4ArX336E-d050XxWw1OAj8yMNDigFyxZcRLIpmFmhz1rVk2Xv__EO6J-rttqLSwPkPYEaianKOGnpYfsRu0XV8LHdrFJiemGn6MISz4_nUCvfxKgKI_9ZOSPNMCy3nZWZZwqlDnJ4Ww67_3WVzxI0h-gzSPglqboDNWRD13DmZrN2lXlSJNAShK3y6G2gHuRzaON3-Wb1V0wC8aZGgfEQCn2XZ5TTIR6Wt82oQ&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2462523961&__tn__=K-R&eid=ARAfFHyExc7Wobgv94Z10eJH9j-SyysbjNY4aUvft93LEfq4YCf5QmDfX8pe9qQd_QJIWstqmnhgL_Cs&fref=mentions&__xts__%5B0%5D=68.ARB-73C92Vlc0YrZf2EDq9DqXXIw16G9Lww6EB6V8PShM_fMMw6xuCUx4LIVywUYWV6Bawc3jpQG5i5iOOqPGtB4ivCIsNUEc3GCJcPIQmnAU_NlfMhu4ArX336E-d050XxWw1OAj8yMNDigFyxZcRLIpmFmhz1rVk2Xv__EO6J-rttqLSwPkPYEaianKOGnpYfsRu0XV8LHdrFJiemGn6MISz4_nUCvfxKgKI_9ZOSPNMCy3nZWZZwqlDnJ4Ww67_3WVzxI0h-gzSPglqboDNWRD13DmZrN2lXlSJNAShK3y6G2gHuRzaON3-Wb1V0wC8aZGgfEQCn2XZ5TTIR6Wt82oQ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8F%B0%E7%81%A3%E8%BD%89%E5%9E%8B%E6%AD%A3%E7%BE%A9%E7%9A%84%E7%9B%BC%E6%9C%9B%E8%88%87%E5%9B%B0%E5%A2%83?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73C92Vlc0YrZf2EDq9DqXXIw16G9Lww6EB6V8PShM_fMMw6xuCUx4LIVywUYWV6Bawc3jpQG5i5iOOqPGtB4ivCIsNUEc3GCJcPIQmnAU_NlfMhu4ArX336E-d050XxWw1OAj8yMNDigFyxZcRLIpmFmhz1rVk2Xv__EO6J-rttqLSwPkPYEaianKOGnpYfsRu0XV8LHdrFJiemGn6MISz4_nUCvfxKgKI_9ZOSPNMCy3nZWZZwqlDnJ4Ww67_3WVzxI0h-gzSPglqboDNWRD13DmZrN2lXlSJNAShK3y6G2gHuRzaON3-Wb1V0wC8aZGgfEQCn2XZ5TTIR6Wt82oQ&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A5%BD%E5%9C%8B%E5%A5%BD%E6%B0%91%E8%AC%9B%E5%BA%A7?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jaU39DFPSARj9WVX80tZvVowxq9FDxEbnfM2HfaiWwBR72NdmEy8EqMYfMkhHVQ66IFzbekgZfYV7-EJ0y3Cb3DRWPDBYTkwz4B4elqGDm6KRx7_GNleRDoOoN3b8b_bo9fltUpujCQZfzHoNDFv2AdJrxDxGMivvcrcf7R0_TDmQKFoxbxWxmtX_Za7qHQesXqGI_0Zk0s6FHwBQr1MlRSEJymAzRvlhCbu3rx4jMTdO57aNzHnAfGAT3S22GcmJdquQVIJvuP6ezSW-YNnk4VsGY3TJEHFZisnXvsdvg1UV9vsK5LDzPMIjf5i5lREmhCCdBWO6mvVBVxQSDsoZ3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2462523961&__tn__=K-R&eid=ARD6L9DJ5Bowm3GmUG6Zy-IPqxjtvYs5xaTEnuQFIm474n_qXmbxURnloU3smlv3_aeCJraXL_jqkAa4&fref=mentions&__xts__%5B0%5D=68.ARCjaU39DFPSARj9WVX80tZvVowxq9FDxEbnfM2HfaiWwBR72NdmEy8EqMYfMkhHVQ66IFzbekgZfYV7-EJ0y3Cb3DRWPDBYTkwz4B4elqGDm6KRx7_GNleRDoOoN3b8b_bo9fltUpujCQZfzHoNDFv2AdJrxDxGMivvcrcf7R0_TDmQKFoxbxWxmtX_Za7qHQesXqGI_0Zk0s6FHwBQr1MlRSEJymAzRvlhCbu3rx4jMTdO57aNzHnAfGAT3S22GcmJdquQVIJvuP6ezSW-YNnk4VsGY3TJEHFZisnXvsdvg1UV9vsK5LDzPMIjf5i5lREmhCCdBWO6mvVBVxQSDsoZ3g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8F%B0%E7%81%A3%E8%BD%89%E5%9E%8B%E6%AD%A3%E7%BE%A9%E7%9A%84%E7%9B%BC%E6%9C%9B%E8%88%87%E5%9B%B0%E5%A2%83?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jaU39DFPSARj9WVX80tZvVowxq9FDxEbnfM2HfaiWwBR72NdmEy8EqMYfMkhHVQ66IFzbekgZfYV7-EJ0y3Cb3DRWPDBYTkwz4B4elqGDm6KRx7_GNleRDoOoN3b8b_bo9fltUpujCQZfzHoNDFv2AdJrxDxGMivvcrcf7R0_TDmQKFoxbxWxmtX_Za7qHQesXqGI_0Zk0s6FHwBQr1MlRSEJymAzRvlhCbu3rx4jMTdO57aNzHnAfGAT3S22GcmJdquQVIJvuP6ezSW-YNnk4VsGY3TJEHFZisnXvsdvg1UV9vsK5LDzPMIjf5i5lREmhCCdBWO6mvVBVxQSDsoZ3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8%BD%89%E5%9E%8B%E6%AD%A3%E7%BE%A9%E6%B2%92%E6%9C%89%E9%9B%B2%E6%B7%A1%E9%A2%A8%E8%BC%95?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jaU39DFPSARj9WVX80tZvVowxq9FDxEbnfM2HfaiWwBR72NdmEy8EqMYfMkhHVQ66IFzbekgZfYV7-EJ0y3Cb3DRWPDBYTkwz4B4elqGDm6KRx7_GNleRDoOoN3b8b_bo9fltUpujCQZfzHoNDFv2AdJrxDxGMivvcrcf7R0_TDmQKFoxbxWxmtX_Za7qHQesXqGI_0Zk0s6FHwBQr1MlRSEJymAzRvlhCbu3rx4jMTdO57aNzHnAfGAT3S22GcmJdquQVIJvuP6ezSW-YNnk4VsGY3TJEHFZisnXvsdvg1UV9vsK5LDzPMIjf5i5lREmhCCdBWO6mvVBVxQSDsoZ3g&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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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遊樂園票券買一送一!」或許我們只是閉起眼睛假裝那些傷痛不在罷了。 

  

楊翠老師開場便告訴了我們為何會從學術圈進到了促轉會，多年來老師總是四處奔走台

中、台北、花東到處跑，看最多的景色是透過台鐵的窗外行過綠田穿越山洞，然而一直以

來老師的學術研究總關注台灣歷史文化、女性白色恐怖經歷的題目，同時也是受難者後

代，雖自承不適合也不擅做行政然而生命總有不可預期之事，之所以會答應是因為這就是

一直以來在做得事。老師認為促轉會的工作就是在處理 #衝突 #矛盾 #對話 #溝通 ，處理

轉型正義會面對的衝突，時常遇到矛盾的事如何透過誠心的對話進而達成良性的溝通。雖

然在這之前母親及家中相當反對這樣的事 

  

「你是頭殼壞去喔，好好教授不做，跑去那個什麼促轉會，當那個什麼官?啊你是知道嗎?

現在當官有多難?多痛苦?你是頭殼壞去喔??」 

家裡得反彈聲音很大，但老師認為這是他該做的事，也想起前輩，忘年之交吳晟老師的鼓

勵。 

  

█  #被改掉的名字被遺忘的歷史被唐突登陸的陌生人給頤指氣使 

1998年吳晟老師發表了詩作《機槍聲》 

- 

一九四七．渡海而來的機槍聲 

密集掃射，未曾停歇 

這一排一排子彈 

鞏固了台灣島上無所不在 

黑壓壓的銅像 

繼續去搜查有骨氣的文字 

去跟蹤批評的聲音 

一一押進黑牢 

趁勢封鎖島嶼全部海岸線 

斷絕天空雲來雲往的出入 

- 

隨即化身白色標語口號 

在每場慶典，呼喊 

在每處公共場所，盯視 

在每座印刷機，潛伏 

在聲光媒體的控制室，梭巡 

在大大小小的機關，坐鎮 

並佔據教科書每頁文句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8%A1%9D%E7%AA%81?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jaU39DFPSARj9WVX80tZvVowxq9FDxEbnfM2HfaiWwBR72NdmEy8EqMYfMkhHVQ66IFzbekgZfYV7-EJ0y3Cb3DRWPDBYTkwz4B4elqGDm6KRx7_GNleRDoOoN3b8b_bo9fltUpujCQZfzHoNDFv2AdJrxDxGMivvcrcf7R0_TDmQKFoxbxWxmtX_Za7qHQesXqGI_0Zk0s6FHwBQr1MlRSEJymAzRvlhCbu3rx4jMTdO57aNzHnAfGAT3S22GcmJdquQVIJvuP6ezSW-YNnk4VsGY3TJEHFZisnXvsdvg1UV9vsK5LDzPMIjf5i5lREmhCCdBWO6mvVBVxQSDsoZ3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7%9F%9B%E7%9B%BE?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jaU39DFPSARj9WVX80tZvVowxq9FDxEbnfM2HfaiWwBR72NdmEy8EqMYfMkhHVQ66IFzbekgZfYV7-EJ0y3Cb3DRWPDBYTkwz4B4elqGDm6KRx7_GNleRDoOoN3b8b_bo9fltUpujCQZfzHoNDFv2AdJrxDxGMivvcrcf7R0_TDmQKFoxbxWxmtX_Za7qHQesXqGI_0Zk0s6FHwBQr1MlRSEJymAzRvlhCbu3rx4jMTdO57aNzHnAfGAT3S22GcmJdquQVIJvuP6ezSW-YNnk4VsGY3TJEHFZisnXvsdvg1UV9vsK5LDzPMIjf5i5lREmhCCdBWO6mvVBVxQSDsoZ3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B0%8D%E8%A9%B1?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jaU39DFPSARj9WVX80tZvVowxq9FDxEbnfM2HfaiWwBR72NdmEy8EqMYfMkhHVQ66IFzbekgZfYV7-EJ0y3Cb3DRWPDBYTkwz4B4elqGDm6KRx7_GNleRDoOoN3b8b_bo9fltUpujCQZfzHoNDFv2AdJrxDxGMivvcrcf7R0_TDmQKFoxbxWxmtX_Za7qHQesXqGI_0Zk0s6FHwBQr1MlRSEJymAzRvlhCbu3rx4jMTdO57aNzHnAfGAT3S22GcmJdquQVIJvuP6ezSW-YNnk4VsGY3TJEHFZisnXvsdvg1UV9vsK5LDzPMIjf5i5lREmhCCdBWO6mvVBVxQSDsoZ3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6%BA%9D%E9%80%9A?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jaU39DFPSARj9WVX80tZvVowxq9FDxEbnfM2HfaiWwBR72NdmEy8EqMYfMkhHVQ66IFzbekgZfYV7-EJ0y3Cb3DRWPDBYTkwz4B4elqGDm6KRx7_GNleRDoOoN3b8b_bo9fltUpujCQZfzHoNDFv2AdJrxDxGMivvcrcf7R0_TDmQKFoxbxWxmtX_Za7qHQesXqGI_0Zk0s6FHwBQr1MlRSEJymAzRvlhCbu3rx4jMTdO57aNzHnAfGAT3S22GcmJdquQVIJvuP6ezSW-YNnk4VsGY3TJEHFZisnXvsdvg1UV9vsK5LDzPMIjf5i5lREmhCCdBWO6mvVBVxQSDsoZ3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8%A2%AB%E6%94%B9%E6%8E%89%E7%9A%84%E5%90%8D%E5%AD%97%E8%A2%AB%E9%81%BA%E5%BF%98%E7%9A%84%E6%AD%B7%E5%8F%B2%E8%A2%AB%E5%94%90%E7%AA%81%E7%99%BB%E9%99%B8%E7%9A%84%E9%99%8C%E7%94%9F%E4%BA%BA%E7%B5%A6%E9%A0%A4%E6%8C%87%E6%B0%A3%E4%BD%BF?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jaU39DFPSARj9WVX80tZvVowxq9FDxEbnfM2HfaiWwBR72NdmEy8EqMYfMkhHVQ66IFzbekgZfYV7-EJ0y3Cb3DRWPDBYTkwz4B4elqGDm6KRx7_GNleRDoOoN3b8b_bo9fltUpujCQZfzHoNDFv2AdJrxDxGMivvcrcf7R0_TDmQKFoxbxWxmtX_Za7qHQesXqGI_0Zk0s6FHwBQr1MlRSEJymAzRvlhCbu3rx4jMTdO57aNzHnAfGAT3S22GcmJdquQVIJvuP6ezSW-YNnk4VsGY3TJEHFZisnXvsdvg1UV9vsK5LDzPMIjf5i5lREmhCCdBWO6mvVBVxQSDsoZ3g&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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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教師飛濺的口沫 

緊緊箝附莘莘學子的腦袋 

彷如永遠除不去的遺傳基因 

在台灣子弟體內滋長、繁殖 

- 

一九四七、二二八 

渡海而來的機槍聲 

密集掃射、餘音震盪 

聲聲化作強勢的政令 

伸入島嶼各鄉鎮 

至今，未曾停歇 

- 

楊翠老師帶著我們拆解詩作其中的巧思及含蘊 

  

“統治者的機槍，子彈成排，聲音密集，子彈穿透人民身軀，化為獨裁者的銅像，銅像即

是獨裁者的意志，它更進一步變身為無所不在的黑牢、標語、口號、字句、口沫，最後成

為台灣子弟的「遺傳基因」” 

  

“家園的日常就會扭曲劣化，變成一場場惡夢，生活其間的人們，只能被惡夢吞噬入腹，

殘喘、掙扎，或者被迫把自己也融入惡夢一景，日久成為自然，失卻原初家園的記憶，失

去主體自身。” 

  

這首二十二年前的詩作讓我想起了新一代的饒舌歌手楊舒雅於 2019年底發布的作品《華康

少女體內份子 who is in my body?》裡面的歌詞是這麼寫的: 

  

“我記得和他相遇的一九四五年 

那是我還穿著和服第五十個秋天 

飄著雨的夜 流連在明星咖啡店 

像異位性皮膚炎特別迷戀他背面的那些罪孽 

穿著軍官的制服 

穿梭自如 他帶著鱷魚的笑臉 

試圖接近一個善良的女子 長髮垂肩 

他說他沾滿鮮血的過往只是飛煙 

他來自黃埔軍校 搏君一笑的技巧正是服從的需要 

那是威權也是權威的圈套 

他那過於喧囂的孤獨與恐懼向世界宣告 

不是他的歸人我只是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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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二選一中的後者 

或者只是眼前的意外 

當他抽著繾綣的情懷我則靦腆的笑 

當槍響時我卻只能逃跑著叫” 

  

歌曲與詩詞在此時交錯了，都是訴說著同一場悲劇，演到至今的悲劇。 

《機槍聲》與《華康少女體內份子》都同樣了演繹了所謂的威權遺緒滋養著島民心中的恐

懼，彷若刻印在骨子裡，遍佈的各地銅像、中正路、中山路，長期的威權遺緒變成自然，

自然的扭曲我們的認知，社會上總有人說「這些銅像這些路名是我兒時記憶，憑甚麼要改

變?」對於我們來說這樣的認知可以理解但不能接受，只有正視威權遺緒問題的存在才能真

正的 #還原問題 #實現正義。 

█  #轉型正義沒有高速公路而是一場馬拉松 

「促進轉型正義的艱難在於龐大的威權遺緒」老師無奈的說著「台灣轉型正義太慢開始

做」。雖然台灣已不流血的民主著稱，然而卻也忽略了轉型正義得重要，民主不當只有投

票也包含理解、多元、共生等等卻因為長年官方推動轉型正義而讓轉型正義逐漸體制化，

而甚麼是體制化呢?我想起了電影《刺激 1995》著名台詞是這麼說的:「監獄的高牆很有

趣，剛入獄時你痛恨它；漸漸地，你習慣生活在其中；最終，你會發現你不能沒有它，這

就是體制化。」沒有經歷轉型正義的台灣，威權的遺緒佈滿我們的生活空間，但我們渾然

不知，我們早已習慣它、接受它、甚至抗拒改變它，內心總有個小警總告訴我們不要在公

開場合評論政治、不要在跟老闆透漏政治傾向、政府怎麼規定就照著走、惡法亦法，路名

有甚麼好改的?銅像好好的幹嘛拆?相信大家只要閉上眼睛好好想想一定能得到相當多的省

思，威權遺緒如影隨形，這也是老師說的必須對轉型正義更有耐心，我們是在跑一場馬拉

松在德國的經驗裡，德方自述自己得轉型正義如果以 42KM馬拉松比喻就像只跑了 10公

里，可見工程之浩大。 

  

█  #讓過去真正過去 

  

甚麼是轉型正義?為甚麼必須進行「轉型正義」? 

這樣的大哉問老師先用聯合國安理會在 2004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報告〈衝突中和衝突後社會

的法治和轉型正義〉之定義告訴我們 

  

「轉型正義的概念包含了該社會嘗試面對過去大規模人權迫害的完整程序與機制。該完整

程序與機制的目的在於確認責任，追求正義與社會的和解。 

這些程序和機制包含了司法與非司法性的機制，例如個人刑事責任的審判、補償、真相調

查與制度改革如行政官員的去留。」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9%82%84%E5%8E%9F%E5%95%8F%E9%A1%8C?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jaU39DFPSARj9WVX80tZvVowxq9FDxEbnfM2HfaiWwBR72NdmEy8EqMYfMkhHVQ66IFzbekgZfYV7-EJ0y3Cb3DRWPDBYTkwz4B4elqGDm6KRx7_GNleRDoOoN3b8b_bo9fltUpujCQZfzHoNDFv2AdJrxDxGMivvcrcf7R0_TDmQKFoxbxWxmtX_Za7qHQesXqGI_0Zk0s6FHwBQr1MlRSEJymAzRvlhCbu3rx4jMTdO57aNzHnAfGAT3S22GcmJdquQVIJvuP6ezSW-YNnk4VsGY3TJEHFZisnXvsdvg1UV9vsK5LDzPMIjf5i5lREmhCCdBWO6mvVBVxQSDsoZ3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AF%A6%E7%8F%BE%E6%AD%A3%E7%BE%A9?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jaU39DFPSARj9WVX80tZvVowxq9FDxEbnfM2HfaiWwBR72NdmEy8EqMYfMkhHVQ66IFzbekgZfYV7-EJ0y3Cb3DRWPDBYTkwz4B4elqGDm6KRx7_GNleRDoOoN3b8b_bo9fltUpujCQZfzHoNDFv2AdJrxDxGMivvcrcf7R0_TDmQKFoxbxWxmtX_Za7qHQesXqGI_0Zk0s6FHwBQr1MlRSEJymAzRvlhCbu3rx4jMTdO57aNzHnAfGAT3S22GcmJdquQVIJvuP6ezSW-YNnk4VsGY3TJEHFZisnXvsdvg1UV9vsK5LDzPMIjf5i5lREmhCCdBWO6mvVBVxQSDsoZ3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8%BD%89%E5%9E%8B%E6%AD%A3%E7%BE%A9%E6%B2%92%E6%9C%89%E9%AB%98%E9%80%9F%E5%85%AC%E8%B7%AF%E8%80%8C%E6%98%AF%E4%B8%80%E5%A0%B4%E9%A6%AC%E6%8B%89%E6%9D%BE?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jaU39DFPSARj9WVX80tZvVowxq9FDxEbnfM2HfaiWwBR72NdmEy8EqMYfMkhHVQ66IFzbekgZfYV7-EJ0y3Cb3DRWPDBYTkwz4B4elqGDm6KRx7_GNleRDoOoN3b8b_bo9fltUpujCQZfzHoNDFv2AdJrxDxGMivvcrcf7R0_TDmQKFoxbxWxmtX_Za7qHQesXqGI_0Zk0s6FHwBQr1MlRSEJymAzRvlhCbu3rx4jMTdO57aNzHnAfGAT3S22GcmJdquQVIJvuP6ezSW-YNnk4VsGY3TJEHFZisnXvsdvg1UV9vsK5LDzPMIjf5i5lREmhCCdBWO6mvVBVxQSDsoZ3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8%AE%93%E9%81%8E%E5%8E%BB%E7%9C%9F%E6%AD%A3%E9%81%8E%E5%8E%BB?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jaU39DFPSARj9WVX80tZvVowxq9FDxEbnfM2HfaiWwBR72NdmEy8EqMYfMkhHVQ66IFzbekgZfYV7-EJ0y3Cb3DRWPDBYTkwz4B4elqGDm6KRx7_GNleRDoOoN3b8b_bo9fltUpujCQZfzHoNDFv2AdJrxDxGMivvcrcf7R0_TDmQKFoxbxWxmtX_Za7qHQesXqGI_0Zk0s6FHwBQr1MlRSEJymAzRvlhCbu3rx4jMTdO57aNzHnAfGAT3S22GcmJdquQVIJvuP6ezSW-YNnk4VsGY3TJEHFZisnXvsdvg1UV9vsK5LDzPMIjf5i5lREmhCCdBWO6mvVBVxQSDsoZ3g&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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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而下再來看看聯合國定義轉型正義的五大要素 

  

●調查真相、起訴元凶、確定元凶按照國際法律精神與法條受罰 

  

●確保獲知真相的權力 

  

●賠償 

  

●重整參與迫害組織與制度 

  

●全國性討論與諮商，以促成和解 

  

再來看看台灣得促轉條例呢? 

●開放政治檔案。 

  

●清除威權象徵、保存不義遺址。 

  

●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 

  

●處理不當黨產。 

  

●其他轉型正義事項。 

兩者相較之下大觀念相同，但是呢台灣不一樣的並沒有 #起訴元凶確定元凶按照國際法律

精神與法條受罰，其實已是相對溫和了，但這樣的溫和仍被 ＃威權遺緒 

拍桌、辱罵、摑掌。 

「我楊翠常被罵，要罵都罵我吧」或許就是老師的樂觀開朗才能支撐這幾年一路走來的荊

棘之路吧。 

「我們任何人都無權說『讓過去的事過去吧』，然後揮手間一切就真的過去了。我們的共

同經驗恰好相反——過去的一切並未消失、沉寂。除非我們能徹底地解決一切，堅定地直

視它的核心，否則它就會不斷回過頭來糾纏我們，甚至挾持我們；因為這正是它奇特的本

質。」 

——戴斯蒙‧屠圖 

過去，如何才能「過去」? 

老師以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主席，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戴斯蒙‧屠圖的話告訴我們”拒絕

面對（某些）過去，不僅是「史觀」的問題，同時是一種政治態度，也是一種人生態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8%B5%B7%E8%A8%B4%E5%85%83%E5%87%B6%E7%A2%BA%E5%AE%9A%E5%85%83%E5%87%B6%E6%8C%89%E7%85%A7%E5%9C%8B%E9%9A%9B%E6%B3%95%E5%BE%8B%E7%B2%BE%E7%A5%9E%E8%88%87%E6%B3%95%E6%A2%9D%E5%8F%97%E7%BD%B0?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jaU39DFPSARj9WVX80tZvVowxq9FDxEbnfM2HfaiWwBR72NdmEy8EqMYfMkhHVQ66IFzbekgZfYV7-EJ0y3Cb3DRWPDBYTkwz4B4elqGDm6KRx7_GNleRDoOoN3b8b_bo9fltUpujCQZfzHoNDFv2AdJrxDxGMivvcrcf7R0_TDmQKFoxbxWxmtX_Za7qHQesXqGI_0Zk0s6FHwBQr1MlRSEJymAzRvlhCbu3rx4jMTdO57aNzHnAfGAT3S22GcmJdquQVIJvuP6ezSW-YNnk4VsGY3TJEHFZisnXvsdvg1UV9vsK5LDzPMIjf5i5lREmhCCdBWO6mvVBVxQSDsoZ3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8%B5%B7%E8%A8%B4%E5%85%83%E5%87%B6%E7%A2%BA%E5%AE%9A%E5%85%83%E5%87%B6%E6%8C%89%E7%85%A7%E5%9C%8B%E9%9A%9B%E6%B3%95%E5%BE%8B%E7%B2%BE%E7%A5%9E%E8%88%87%E6%B3%95%E6%A2%9D%E5%8F%97%E7%BD%B0?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jaU39DFPSARj9WVX80tZvVowxq9FDxEbnfM2HfaiWwBR72NdmEy8EqMYfMkhHVQ66IFzbekgZfYV7-EJ0y3Cb3DRWPDBYTkwz4B4elqGDm6KRx7_GNleRDoOoN3b8b_bo9fltUpujCQZfzHoNDFv2AdJrxDxGMivvcrcf7R0_TDmQKFoxbxWxmtX_Za7qHQesXqGI_0Zk0s6FHwBQr1MlRSEJymAzRvlhCbu3rx4jMTdO57aNzHnAfGAT3S22GcmJdquQVIJvuP6ezSW-YNnk4VsGY3TJEHFZisnXvsdvg1UV9vsK5LDzPMIjf5i5lREmhCCdBWO6mvVBVxQSDsoZ3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A8%81%E6%AC%8A%E9%81%BA%E7%B7%92?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jaU39DFPSARj9WVX80tZvVowxq9FDxEbnfM2HfaiWwBR72NdmEy8EqMYfMkhHVQ66IFzbekgZfYV7-EJ0y3Cb3DRWPDBYTkwz4B4elqGDm6KRx7_GNleRDoOoN3b8b_bo9fltUpujCQZfzHoNDFv2AdJrxDxGMivvcrcf7R0_TDmQKFoxbxWxmtX_Za7qHQesXqGI_0Zk0s6FHwBQr1MlRSEJymAzRvlhCbu3rx4jMTdO57aNzHnAfGAT3S22GcmJdquQVIJvuP6ezSW-YNnk4VsGY3TJEHFZisnXvsdvg1UV9vsK5LDzPMIjf5i5lREmhCCdBWO6mvVBVxQSDsoZ3g&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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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去政治化其實是最政治的，這社會從來不存在政治歸政治，XX歸 XX，我們總得面對

問題，更重要的是還要處理它。真相的揭露、理解歷史背景、感知他人的痛苦進而達成和

解。#沒有歷史正義就沒有轉型正義。 

█ #轉型正義的實踐 

老師告訴我們轉型正義：至少包含三層面： 

1.制度轉型：政治、法律、社會、經濟、文化 

2.價值轉型：歷史清理、因果釐清、民主思想 

3.社會心理轉型：去除威權遺緒的集體潛意識，健全社會的民主心志 

  

如此的龐雜其實也攸關於白色恐怖的期程是比我們想像的時間更長的，在廣義的白色恐怖

時期被定義為 1949-1987，跨越三位總統，蔣家獨裁時期佔了 8成的時間，在這段期間架

構出來的法律可說一層含一層，疊床架屋般在島嶼上布下天羅地網只為鞏固黨國利益。 

  

綿密的監控網絡，人人都是匪諜人人都該被檢舉，無數的悲劇就此產生，現為景美人權園

區關過無數良心犯，園區牆上寫下無數個坐過黑牢的名字，恐懼在此滋養牢牢警抓台灣人

的咽喉，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之下無數青春與奔放的思想被禁錮，羅織罪名大搜捕是島

上的日常，或許數十年已過，然而傷害卻是一輩子，被稱為共匪的兒子、匪諜的家人，終

其一生被汙名，這樣得例子太多太重，放眼全世界經歷過獨裁政權的國家都必須面對處

理，老師也舉出多國的例子與行政機關的經驗，南非、波蘭、阿根廷等。 

特別引述韓國的例子，以水刑刑求致死男大生為背景的《黎明到來的那一天》其中的台詞: 

  

「有個人白白枉死，為什麼你會無動於衷?」 

  

1987年韓國掀起 6月民主運動，上百萬韓國民眾在全國各地示威抗議。迫使盧泰愚宣布

「民主化宣言」，釋放政治異議人士舉行公民投票修改憲法，確立公民直選總統，沿用至

今。 

台灣「轉型正義」工程如何做？ 

1.政治檔案的開放，歷史真相的還原 

2.威權象徵的清理，記憶空間的保存 

3.司法的平復，傷痛的療癒 

4.人權素養，思想解嚴 

5.國家記憶工程，即刻起行 

6.共罪、共傷、共感：聆聽創傷者之必要 

老師講到轉型正義得難題提出 3個必然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6%B2%92%E6%9C%89%E6%AD%B7%E5%8F%B2%E6%AD%A3%E7%BE%A9%E5%B0%B1%E6%B2%92%E6%9C%89%E8%BD%89%E5%9E%8B%E6%AD%A3%E7%BE%A9?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jaU39DFPSARj9WVX80tZvVowxq9FDxEbnfM2HfaiWwBR72NdmEy8EqMYfMkhHVQ66IFzbekgZfYV7-EJ0y3Cb3DRWPDBYTkwz4B4elqGDm6KRx7_GNleRDoOoN3b8b_bo9fltUpujCQZfzHoNDFv2AdJrxDxGMivvcrcf7R0_TDmQKFoxbxWxmtX_Za7qHQesXqGI_0Zk0s6FHwBQr1MlRSEJymAzRvlhCbu3rx4jMTdO57aNzHnAfGAT3S22GcmJdquQVIJvuP6ezSW-YNnk4VsGY3TJEHFZisnXvsdvg1UV9vsK5LDzPMIjf5i5lREmhCCdBWO6mvVBVxQSDsoZ3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8%BD%89%E5%9E%8B%E6%AD%A3%E7%BE%A9%E7%9A%84%E5%AF%A6%E8%B8%90?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jaU39DFPSARj9WVX80tZvVowxq9FDxEbnfM2HfaiWwBR72NdmEy8EqMYfMkhHVQ66IFzbekgZfYV7-EJ0y3Cb3DRWPDBYTkwz4B4elqGDm6KRx7_GNleRDoOoN3b8b_bo9fltUpujCQZfzHoNDFv2AdJrxDxGMivvcrcf7R0_TDmQKFoxbxWxmtX_Za7qHQesXqGI_0Zk0s6FHwBQr1MlRSEJymAzRvlhCbu3rx4jMTdO57aNzHnAfGAT3S22GcmJdquQVIJvuP6ezSW-YNnk4VsGY3TJEHFZisnXvsdvg1UV9vsK5LDzPMIjf5i5lREmhCCdBWO6mvVBVxQSDsoZ3g&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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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牽涉 對「過去」的解釋 

▏必然牽涉對「未來」的想像 

▏必然牽涉對「現實」的安置 

老師透漏在過去五波檔案解密開放只有 1萬多件，在經歷促轉會的溝通協調後得第六波已

突破 ＃13萬件，我們可以到促轉會官網去爬梳這些資料，檔案的解密只是第一步，在今

年更多的法律專業背景知識的委員加入促轉會後，相關法案更能完備，過去人手不足的窘

境一人當三人用也得以緩解，或許我們能期待更多促轉會的表現。 

  

促轉會做為一個任務型單位，要在有限得預算與時間裡解決積弊已久的威權毒素是困難且

不實際的，然而我也同時相信一樣來自電影《刺激 1995》的台詞 

  

「地質學是一門探討壓力和時間的學問，而壓力和時間，正是做好事情的關鍵。」 

男主角花了 20多年的光陰挖出隧道、爬過糞管最後淨身在救贖之雨下，成了真正的

FREEMAN，或許我們應該更有耐心一點一滴扎實的完成轉型正義的工作，路阻且長，但我們

依然抱持希望。 

希望是美好的，也許是人間最美好的事；而美麗的事物，永遠不會消逝。Hope is a good 

thing, maybe the best of things, and no good thing ever dies. 

──《刺激 1995》 

 

《6.14【好國好民講座】青年新政，基隆革新 張之豪》 

主講：張之豪(基隆市議員) 

主旨： 

2018年選上基隆市安樂區的市議員，同時也是基隆在地團體基隆青年陣線（Keelung Youth 

Front）的成員這次風塵僕僕應邀好民的好國好民系列講座，來跟我們分享基隆經驗”青年

新政基隆革新”。 

側寫： 

(林冠廷/好民文化行動協會專員) 

因著東北季風而一整年總是陰雨綿綿的基隆，沒想到也將 #豪雨 帶來台中，這天台中車站

還因暴雨造成淹水而上了新聞版面，之豪開場還被戲謔了一番，不愧為來自雨港基隆阿，

之豪以基青陣的在地經驗分享這幾年下來在基隆產了那些改變。 

#我們一旦站出來，就不會退回去了 ▏基隆青年陣線成立宣言 2014.09.13 

「甚麼都往台北跑，連社運都跑去台北」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13%E8%90%AC%E4%BB%B6?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jaU39DFPSARj9WVX80tZvVowxq9FDxEbnfM2HfaiWwBR72NdmEy8EqMYfMkhHVQ66IFzbekgZfYV7-EJ0y3Cb3DRWPDBYTkwz4B4elqGDm6KRx7_GNleRDoOoN3b8b_bo9fltUpujCQZfzHoNDFv2AdJrxDxGMivvcrcf7R0_TDmQKFoxbxWxmtX_Za7qHQesXqGI_0Zk0s6FHwBQr1MlRSEJymAzRvlhCbu3rx4jMTdO57aNzHnAfGAT3S22GcmJdquQVIJvuP6ezSW-YNnk4VsGY3TJEHFZisnXvsdvg1UV9vsK5LDzPMIjf5i5lREmhCCdBWO6mvVBVxQSDsoZ3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KeelungYouthFront/?__tn__=K-R&eid=ARD2_jMsdI80l5917lyIPCFP9BvJ_bgYmD81bx3hu831EvhnrYvAsEyxhDJpg0oqcPj-2wgJP9EOHiuH&fref=mentions&__xts__%5B0%5D=68.ARBOHHafQ0mGmNCCHG8L-SuY1bbxOXr651Xux-IVygzQYll542jOHE9UGOPaeF1zSGSVZLxTcgkw8gSE9RJ7KhFd-UgXwnpe4mjNcm6wPrZmbS3I3B2DrC7jjpwFrRGPDnDQSiK8kzssCY2TqinaGmtrhP9mfafGkPobqqb_dkY-x1QR6xCWC9Z6qDkCmPcZYYtIA3hmuOI5IuRKvr7oWSoDQEy5b2IcXPJbEcQPwIYRISEaw40tAz4uDzeTld14HR8pbq4KL8DthUdaZa4rhJ4Ee7sbVx7olcWZMHW51a9mn7VFUA3K8K7b_RM63O8yAGc08P-QWxvfLT49c1VEuX0yEQ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KeelungYouthFront/?__tn__=K-R&eid=ARD2_jMsdI80l5917lyIPCFP9BvJ_bgYmD81bx3hu831EvhnrYvAsEyxhDJpg0oqcPj-2wgJP9EOHiuH&fref=mentions&__xts__%5B0%5D=68.ARBOHHafQ0mGmNCCHG8L-SuY1bbxOXr651Xux-IVygzQYll542jOHE9UGOPaeF1zSGSVZLxTcgkw8gSE9RJ7KhFd-UgXwnpe4mjNcm6wPrZmbS3I3B2DrC7jjpwFrRGPDnDQSiK8kzssCY2TqinaGmtrhP9mfafGkPobqqb_dkY-x1QR6xCWC9Z6qDkCmPcZYYtIA3hmuOI5IuRKvr7oWSoDQEy5b2IcXPJbEcQPwIYRISEaw40tAz4uDzeTld14HR8pbq4KL8DthUdaZa4rhJ4Ee7sbVx7olcWZMHW51a9mn7VFUA3K8K7b_RM63O8yAGc08P-QWxvfLT49c1VEuX0yEQ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8%B1%AA%E9%9B%A8?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OHHafQ0mGmNCCHG8L-SuY1bbxOXr651Xux-IVygzQYll542jOHE9UGOPaeF1zSGSVZLxTcgkw8gSE9RJ7KhFd-UgXwnpe4mjNcm6wPrZmbS3I3B2DrC7jjpwFrRGPDnDQSiK8kzssCY2TqinaGmtrhP9mfafGkPobqqb_dkY-x1QR6xCWC9Z6qDkCmPcZYYtIA3hmuOI5IuRKvr7oWSoDQEy5b2IcXPJbEcQPwIYRISEaw40tAz4uDzeTld14HR8pbq4KL8DthUdaZa4rhJ4Ee7sbVx7olcWZMHW51a9mn7VFUA3K8K7b_RM63O8yAGc08P-QWxvfLT49c1VEuX0yEQ&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6%88%91%E5%80%91%E4%B8%80%E6%97%A6%E7%AB%99%E5%87%BA%E4%BE%86?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OHHafQ0mGmNCCHG8L-SuY1bbxOXr651Xux-IVygzQYll542jOHE9UGOPaeF1zSGSVZLxTcgkw8gSE9RJ7KhFd-UgXwnpe4mjNcm6wPrZmbS3I3B2DrC7jjpwFrRGPDnDQSiK8kzssCY2TqinaGmtrhP9mfafGkPobqqb_dkY-x1QR6xCWC9Z6qDkCmPcZYYtIA3hmuOI5IuRKvr7oWSoDQEy5b2IcXPJbEcQPwIYRISEaw40tAz4uDzeTld14HR8pbq4KL8DthUdaZa4rhJ4Ee7sbVx7olcWZMHW51a9mn7VFUA3K8K7b_RM63O8yAGc08P-QWxvfLT49c1VEuX0yEQ&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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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豪認為基隆的問題在於甚麼都不在意，小小的不在意進而成了集體大大的不在意，不明

就裡不想解決根本問題，直到問題充滿了爛瘡，直到城市病懨懨成了一攤死水，基隆的問

題:#不關懷、#不光彩、#不回來，那問題要如何解決呢? 

★#自己來 

找出基隆的答案很簡單，擁抱關懷、找回光彩、「北」漂回來，聚集一群關心基隆的青年

朋友，來自各行各業此時的基青陣成立在那街頭風風火火的 2014年，做基隆的有機知識份

子愛著腳下的土地，看見問題、解決問題，找回脈絡展開對話採取行動。 

● 認為基層腐敗問題嚴重? 那就參政吧，2014 年參選基層里長，從基層改變。 

● 認為文化資產保存不被重視? 那就來打掃荒廢的古蹟吧，打掃許梓桑故居辦理文化祭，

將文青風吹回港邊。 

● 認為市容太醜不堪入目? 那就串起社區居民，共同美化斑駁的磚牆，重新上漆，畫出美

麗的紋路。 

● 認為政治骯髒充滿黑箱作業? 那就一起去監票，自己的選票自己盯。 

● 認為基隆缺少文化氣息? 那就辦活動、文化祭、導覽、親子活動、文化市集文藝青年不

在只是往台北跑。 

● 認為本地文化出現斷層? 做台灣獨立運動要先有台灣認同，認同自己腳下的土地需要一

代又一代的傳承，將祭典保存下來透過導覽員培訓讓青年學子學習普度慶典事宜發展脈

絡，看懂這些陣頭背後的故事。 

自 2014年辦理超過百場的活動、工作坊、市集等等捲動基隆市民，建構基隆人意識從上班

族到學生、從在基隆成長的小朋友到剛搬入基隆的新基隆人，讓他們透過一場又一場得活

動，漸漸從不在乎基隆到產生認同進而挖掘潛藏在城市之下文化歷史，捲起基隆青年改變

這座城市的動機，聚集起一群人成為一股不容政府忽視的公民團體。 

 

《6.21【好國好民講座】舊城欣力-漫談藝術與臺中城區的共榮與創生─黃至民》 

主講：黃至民(前中區區長) 

主旨： 

此次講座邀請到 #中區前區長黃至民 來跟我們分享舊城欣力─漫談藝術與台中城區的共榮

與創生，引言人特別邀請到深耕台中舊城故事的@寫作中區，人稱寫哥的朱書漢來幫我們做

開場主持。如果有追蹤至民區長的臉書可以看到有許多台中建築有關的速寫作品，也帶來

許多作品與我們分享。 

側寫： 

(林冠廷/好民文化行動協會專員) 

建築專業的至民區長，建案工程經驗相當豐富，其中有幾項建築在這邊向大家分享，跟中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4%B8%8D%E9%97%9C%E6%87%B7?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OHHafQ0mGmNCCHG8L-SuY1bbxOXr651Xux-IVygzQYll542jOHE9UGOPaeF1zSGSVZLxTcgkw8gSE9RJ7KhFd-UgXwnpe4mjNcm6wPrZmbS3I3B2DrC7jjpwFrRGPDnDQSiK8kzssCY2TqinaGmtrhP9mfafGkPobqqb_dkY-x1QR6xCWC9Z6qDkCmPcZYYtIA3hmuOI5IuRKvr7oWSoDQEy5b2IcXPJbEcQPwIYRISEaw40tAz4uDzeTld14HR8pbq4KL8DthUdaZa4rhJ4Ee7sbVx7olcWZMHW51a9mn7VFUA3K8K7b_RM63O8yAGc08P-QWxvfLT49c1VEuX0yEQ&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4%B8%8D%E5%85%89%E5%BD%A9?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OHHafQ0mGmNCCHG8L-SuY1bbxOXr651Xux-IVygzQYll542jOHE9UGOPaeF1zSGSVZLxTcgkw8gSE9RJ7KhFd-UgXwnpe4mjNcm6wPrZmbS3I3B2DrC7jjpwFrRGPDnDQSiK8kzssCY2TqinaGmtrhP9mfafGkPobqqb_dkY-x1QR6xCWC9Z6qDkCmPcZYYtIA3hmuOI5IuRKvr7oWSoDQEy5b2IcXPJbEcQPwIYRISEaw40tAz4uDzeTld14HR8pbq4KL8DthUdaZa4rhJ4Ee7sbVx7olcWZMHW51a9mn7VFUA3K8K7b_RM63O8yAGc08P-QWxvfLT49c1VEuX0yEQ&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4%B8%8D%E5%9B%9E%E4%BE%86?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OHHafQ0mGmNCCHG8L-SuY1bbxOXr651Xux-IVygzQYll542jOHE9UGOPaeF1zSGSVZLxTcgkw8gSE9RJ7KhFd-UgXwnpe4mjNcm6wPrZmbS3I3B2DrC7jjpwFrRGPDnDQSiK8kzssCY2TqinaGmtrhP9mfafGkPobqqb_dkY-x1QR6xCWC9Z6qDkCmPcZYYtIA3hmuOI5IuRKvr7oWSoDQEy5b2IcXPJbEcQPwIYRISEaw40tAz4uDzeTld14HR8pbq4KL8DthUdaZa4rhJ4Ee7sbVx7olcWZMHW51a9mn7VFUA3K8K7b_RM63O8yAGc08P-QWxvfLT49c1VEuX0yEQ&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8%87%AA%E5%B7%B1%E4%BE%86?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OHHafQ0mGmNCCHG8L-SuY1bbxOXr651Xux-IVygzQYll542jOHE9UGOPaeF1zSGSVZLxTcgkw8gSE9RJ7KhFd-UgXwnpe4mjNcm6wPrZmbS3I3B2DrC7jjpwFrRGPDnDQSiK8kzssCY2TqinaGmtrhP9mfafGkPobqqb_dkY-x1QR6xCWC9Z6qDkCmPcZYYtIA3hmuOI5IuRKvr7oWSoDQEy5b2IcXPJbEcQPwIYRISEaw40tAz4uDzeTld14HR8pbq4KL8DthUdaZa4rhJ4Ee7sbVx7olcWZMHW51a9mn7VFUA3K8K7b_RM63O8yAGc08P-QWxvfLT49c1VEuX0yEQ&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4%B8%AD%E5%8D%80%E5%89%8D%E5%8D%80%E9%95%B7%E9%BB%83%E8%87%B3%E6%B0%91?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xcNvAFWDWgR4LgK8MkHe93SBERR5x-TL1HXUUpjG4lca6b6hIEv9PbBQ-A-pUiDBoFqgGvSjRz07WS69LcAQEsjx0VAayG1qRhrYCgPekxD5G--vqu2MqBb_l1rT9Hr602vDWU-tl_IFQ67E1632ebodZWiAfLzwPAUlLvZQQz23UJ3q9ICLcnDomBCaTsBY5PIYh9uzL6O_C8OEXBebn1EO1TTMR_Vi2SBkNU_DxiS_cWFqh_iOPFPpon-IvKKwcPjcoxTOyjjigtRsYgJbTuwekLlpJIqCWAj9sPK5hohO8cWEv7pPLCvWYaA3fUZKrmWQsY4KSmFahlc5MPtIcHQ&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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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最連結的則是綠川下游環境改善工程，工程期間與社區連結成了現今的綠地公園，得到

多項建設獎項，如2008年「優良環境文化類卓越獎」等最高榮譽，但如果提到至民區長最

津津樂道的建設案則是位於文心路上的「＃圓滿戶外劇場舞台」不單是國家卓越建設獎也

榮獲了世界不動產聯合會公共基礎建設類_全球卓越建設獎首獎。 

  

 現今退而不休的至民區長最大的興趣就是寫生、速寫，那何謂速寫呢?在美術中而言是一

種快速的寫生技法，擅長透視、素描等技巧透過觀察社區、歷史建築、廟宇等等諸多作品

都分享在至民區長的臉書上與朋友分享，甚至跟著自已的小朋友投稿比賽也得到了不少獎

項。 

  

 至民區長的速寫作品從風景自然到建築細節，作品廣泛，連當天美術背景相關的與會者

都相當欣賞，在這邊也分享幾幅老師的作品。 

  

 對於台中的發展至民區長也將城區的發展脈絡介紹給我們認識，舊稱為大墩街的中區介

於綠川與柳川的小丘陵地，清代時在高凸處設置煙墩，附近的市街被成為大墩街，在日本

時代的台中是台灣第一個公告的都市計畫，也曾是文化最燦耀的地方，如當時央書局有是

地方文人雅士的聚會所在，是眾多藝文創作者的搖籃，中區在最繁榮時也集中了大部分的

電影院、百貨等等更是當時的地價王，這個在台灣最小的行政區卻建構了無數的商機與特

有的文化脈絡成為中部的商業重鎮。 

  

 如果大家來到中區也會發現這裡有許多特色商圈，如聞民世界的 ＃繼光香香雞 就是來

自繼光街商圈、大家想買有關微電控零件也會來到電子街，美食集散地聞名遐邇的第二市

場也在中區，雖然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看似蕭條，然而隨著車站得翻新、綠川柳川的整

治、以及歷史建築的再生運用，中區已然漸漸成為新的亮點。 

  

 閒置空間活化利用的成功案例越來越多，無形中也吸引產業再投資，如知名宮原眼科販

售冰淇淋、飲料甜品已是許多外地客必來台中的景點，近期的中央書局再開幕可謂風華再

現重燃台中文化魂已軟實力推動中區再生，對外已走讀、手繪城區等方式來群眾看見舊城

之美，對內串聯店家、商圈共榮美化改造等方式塑造台中人光榮的共同體。 

  

 感謝中區前區長至民老師帶來的精采分享，歷史建築的再利用與新生不僅需要有心的業

者願意投入資源，政府也有必要提出清晰的文化政策，與公民們充分溝通協調，攜手合作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9C%93%E6%BB%BF%E6%88%B6%E5%A4%96%E5%8A%87%E5%A0%B4%E8%88%9E%E5%8F%B0?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xcNvAFWDWgR4LgK8MkHe93SBERR5x-TL1HXUUpjG4lca6b6hIEv9PbBQ-A-pUiDBoFqgGvSjRz07WS69LcAQEsjx0VAayG1qRhrYCgPekxD5G--vqu2MqBb_l1rT9Hr602vDWU-tl_IFQ67E1632ebodZWiAfLzwPAUlLvZQQz23UJ3q9ICLcnDomBCaTsBY5PIYh9uzL6O_C8OEXBebn1EO1TTMR_Vi2SBkNU_DxiS_cWFqh_iOPFPpon-IvKKwcPjcoxTOyjjigtRsYgJbTuwekLlpJIqCWAj9sPK5hohO8cWEv7pPLCvWYaA3fUZKrmWQsY4KSmFahlc5MPtIcHQ&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7%B9%BC%E5%85%89%E9%A6%99%E9%A6%99%E9%9B%9E?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xcNvAFWDWgR4LgK8MkHe93SBERR5x-TL1HXUUpjG4lca6b6hIEv9PbBQ-A-pUiDBoFqgGvSjRz07WS69LcAQEsjx0VAayG1qRhrYCgPekxD5G--vqu2MqBb_l1rT9Hr602vDWU-tl_IFQ67E1632ebodZWiAfLzwPAUlLvZQQz23UJ3q9ICLcnDomBCaTsBY5PIYh9uzL6O_C8OEXBebn1EO1TTMR_Vi2SBkNU_DxiS_cWFqh_iOPFPpon-IvKKwcPjcoxTOyjjigtRsYgJbTuwekLlpJIqCWAj9sPK5hohO8cWEv7pPLCvWYaA3fUZKrmWQsY4KSmFahlc5MPtIcHQ&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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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找回台中文化之都的美譽。 

《7.15 【好國好民原轉月講座】寫吧!讀吧!寄情於二行詩吧─瓦歷斯·諾幹》 

主講：瓦歷斯·諾幹(作家) 

主旨： 

 

 

側寫： 

(林冠廷/好民文化行動協會專員) 

〈自由寫作，解放書寫〉好民文化二行詩寫作 

應「好民文化」的邀約，15日晚來到會場，與會者大多是好民的朋友。 

我說明不是來演講，只是帶領大家寫作，楬櫫「自由」指的是敞開寫作者自由的心靈，

「解放」即是紓解安放在寫作者身上各種形式的壓迫。 

在「自由寫作，解放書寫」的精神下，我們進行了一場輕鬆愉快又不失「好民文化」旨趣

的寫作活動，最終有了以下的作品，希望大家讀詩愉快。 

01  —  大勇國小六年一班王義鈞 

一隻很髒的牙籤／不能用了 

02  ｜  社工系李健新 

要努力打破的心牆／意識到了，就是成功的一步啊 

03  ／  黃小奈 

彩虹的弧線／也是相愛之人嘴角上揚的弧線 

04  ／  方惠閔 

拉倒的吳鳳像／解放原民的污名 

05  ／  張快樂 

忙碌的上班族們／隨着公車的剎車，傾斜了身體 

06  ｜  陳叔倬 

一對冥婚的夫妻／永不成雙 

07  ／  劉育安 

威脅的／，／是共匪對準臺灣的飛彈 

08  ｜  Apollo Laurence 

如何是禪？僧問。／師豎一指曰：「此即是。」 

09  ／  張佩瑜 

沒有倚靠的梯子／誰有往上走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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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陳威齊 

老師在我人生的考題上／劃了無數道錯誤的筆畫 

11  族群  留之助 

「你來自哪裏？」／啊，多麼難的問題 

12  好民文化  吳憲龍 

在地瓜的中心／種下一顆自由的種子 

13  好民文化  道卡斯族王商益 

接起話筒／牽起歷史漣漪 

14  好國好民  張宏遠 

在成長的路上／不要怕跌倒 

15  好國好民  張可亞 

關心小小的事／也會是島上最重要的存在 

16  走向  林冠廷 

好民如何走向好國？／從自由的書寫開始 

17  好民  貓下去 

所有渴望目光的角落／在自由巷弄盡情發光吧 

18  好民三態  留之安 

｜ 

最挺拔的站姿／試圖讓自己的每一步都俯仰無愧 

— 

最失意的趴姿／被現實的殘酷擊中而垂頭喪氣 

／ 

最努力的撐姿／縱使失意，仍堅持紮根所愛之地 

19 關於<好民>的思考 噶哈巫 Bauké Pan 

甚麼是台灣人?是熱愛這片土地願意付出所有的人。 

甚麼是族群?是殖民者分化人民的工具。 

甚麼是族群邊界?是你我無法理解彼此的鴻溝。 

甚麼是民主?是政客口中良好的形象包裝。 

甚麼是地方社會?是一個被國家管控失去自我生存能力的社會。 

_ 

「寫吧！讀吧！寄情於二行詩吧。— Walis Nokan 」隨寫心得／黃小奈 好民文化行動協

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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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工作是搶來（？）的，這禮拜臨時抱佛腳先讀了老師的兩本書。其中對《當世界留下

二行詩》超級驚艷，好喜歡。從生活、從土地、從部落、從社會關懷出發，最喜歡提到

「溪州護水」與「大埔事件」為主題的系列詩作。詩人之眼即便短短兩行，背後蘊含無限

的況味與深度。 

就像昨晚 Walis 老師在講座中提到的：「準確就是美。」 

當你開始提筆寫詩，越寫越多，用詞就會越精準。詩的美感就會出來。 

Walis 老師在講座一開始就說，他不是來演講的，他是來分享「二行詩的秘密」。在老師

的帶領下，大家從「｜、／、—」這三個符號開始聯想，一步一步完成應該是現場多數人

「第一次」的二行詩創作。覺得超級好玩！ 

Walis 老師很親切，知道我的工作也是小學老師，活動進行中特別到我旁邊，提點了一些

實務操作的技巧與做法。昨晚這堂課，我們是學生，也被當成是教育者來培養。真的收穫

良多。打算八月開學就讓 #小六生 來試試看。一定很好玩！ 

附上我以「六色彩虹」為題的組合詩，靈感來自我趴在好民櫃台振筆疾書時，在我面前飄

揚的小小的兩枚彩虹旗。也許不是多美多成熟的作品，但想呼應 Walis 老師說的：「詩能

療癒自己就足夠了。」嗯，我的確很喜歡自己的第一組二行詩創作呦。（笑）🌈 

 

｜是直立的彩虹旗 

為了愛與尊嚴挺身 

／是彩虹的弧線 

也是相愛之人嘴角上揚的弧線 

— 是平等 

在愛裡人人平等你不孤單 

#好國好民原轉月 接下來還有許多場優質的講座與活動，在轉型正義、建立台灣國、成為

好國好民的路上，我們必須要納進不同族群、性別，各種多元的觀點。這是好民文化行動

一直想做的。很欣喜與感謝夥伴這次策劃了原轉月的活動，讓我這個從小在彰化農村長大

的都原，可以更貼近媽媽給我的血緣一點點，也提供給在意議題的台獨份子們更多元的視

角。一起來參加吧～（拉） 

 

《7.18晚上【好國好民講座】護台防中新科立委─陳柏惟的第一個會期─陳柏惟》 

主講：陳柏惟(立法委員) 

主旨： 

#走上政治路 

7.18號好國好民講座邀請到新科立法委員陳柏惟來到好民與我們分享新科立委第一個會

期，柏惟從講述他如何踏路政治這條路開始說起，從最初的工作歷練地方性體育協會開始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B0%8F%E5%85%AD%E7%94%9F?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joWFX6C3bwV2d6Bx5XbZQ6UEhA6_gdQ-umM8oMAdbgrb3l4kmdmmrSetxDnWDhL-kAXUwtKCtq4fh66b1OYb95b0Tzje7NFrKVy4NMT8ciKTroMfPUPAEeH_vxNY1qOw_6N7plw3Al2Nmz7WkpImdbRpawtXdHtl7YHRHLC4ncIX45G4848fDe1Tf6x9XJ2NtZ6Zn2MEXktKkC9CgFl2DngDHO8KSDeqGBOCLFLu47s5IWFdmZqO0S4F0JQFSqOxJqQtkqxHX28trTaO6EoeQbvA_qQsLQhnuGmDSlyCGQ3IH53ljXPhdirahpZPCC8Xl_UlXt9Q1J0XdtOu1uDIiX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A5%BD%E5%9C%8B%E5%A5%BD%E6%B0%91%E5%8E%9F%E8%BD%89%E6%9C%88?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joWFX6C3bwV2d6Bx5XbZQ6UEhA6_gdQ-umM8oMAdbgrb3l4kmdmmrSetxDnWDhL-kAXUwtKCtq4fh66b1OYb95b0Tzje7NFrKVy4NMT8ciKTroMfPUPAEeH_vxNY1qOw_6N7plw3Al2Nmz7WkpImdbRpawtXdHtl7YHRHLC4ncIX45G4848fDe1Tf6x9XJ2NtZ6Zn2MEXktKkC9CgFl2DngDHO8KSDeqGBOCLFLu47s5IWFdmZqO0S4F0JQFSqOxJqQtkqxHX28trTaO6EoeQbvA_qQsLQhnuGmDSlyCGQ3IH53ljXPhdirahpZPCC8Xl_UlXt9Q1J0XdtOu1uDIiX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8%B5%B0%E4%B8%8A%E6%94%BF%E6%B2%BB%E8%B7%AF?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4nbSixDKJqZGYy4B9gSJ8BxXnLmAHTcVnlI0LInMXbCMhyT9tz4zqnvWQsmRMiPabEc4OAd8HLEI6Z1tPtFH9I9rqrSUhg4IVegrHm373klXCja5_TxYZFASIF7RzZTLiO0ZHMstBwnYk_OgDN-4vSKbYcIaLn5wZGH2hJPiGz4dlk96mjrxVlcNbZgkOkfsK4KBY-Et0JuOKDDZGjrBp9y37OiKeI_wG97k9LxJr4nikOLdHMwK9AfnmYniM1pLvKUTZGILoLN0CZo-9eFtC3gDMxOcfKGTzq1knwINySlsAOyGXOUi6Z0t4MzMeWFB4MLFL7R6MuSfVS282JLwZRQ&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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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電影公司的經歷，更提到了原來那間電影公司是當時高雄第一間最大最完整的電影

公司，在這間公司之下管理海內外相當多的工作人員。 

「我認為所有的事走到盡頭，都關乎政治。」為何走上政治?這是柏惟的對這問題的答案，

不管是各種關乎環境、勞權、空氣種種社會運動都無法迴避政治，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業

與能力如何透過政治去發揮自身的影響力以達到倡議目標。 

側寫： 

(林冠廷/好民文化行動協會專員) 

#選擇台灣基進 

柏惟從 318學運開始說起，當時在中國的他請在台灣的同仁將議場的畫面一段段剪出來再

轉為壓縮檔，以免被中國政府查禁訊息，當看到在台灣的年輕學子一批又一批的抵抗蠻橫

的政權，心中想的是台灣有這些年輕學生真好，當時的柏惟想的是如果有機會為台灣奉

獻，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之後便尋訪了當時還是稱為基進黨的台灣基進與日正中天的時代

力量。 

柏惟也分享到兩次的拜訪雖都未見到兩位黨主席，但離開不久後，基進黨黨主席陳奕齊便

打給柏惟「要不要出來喝咖啡!」在喝咖啡的過程中，奕齊主席向柏惟分享了舊約聖經中所

羅門王的智慧:真媽媽假媽媽的台灣版故事，雖然這個故事從陳奕齊早期在各種場域都講過

不下數百次，但柏惟仍舊被這故事所感召所感動，便在 2017年底與基進結緣，隨後便代表

基進在三民區選舉，雖解果不如預期但選舉過程中基進也找到了堅實的夥伴直到今日。 

#立委平常都在幹嘛? 

一大清早，柏惟得趕高鐵北上參加委員會或院會等等，馬不停蹄的開會甚至受訪，三餐不

定時是常有的事，下午接近傍晚時趕回台中繼續跑地方行程或是服務處的委員時間，常常

回到家已是深夜，還得準備確認質詢內容等等，如果有經常關注柏惟的朋友也會發現常常

柏惟的直播已是深夜 12 點 1點。 

大概的工作場域大多是國會辦公室和地方服務處要做質詢、提案、公聽會、記者會、會

勘、選民服務、大小活動等等，非常充實且忙碌，協調、說明、座談是工作的重中之重，

雖然這些工作辛苦但柏惟仍好整以暇地說笑面對。 

「立委平常都在幹嘛?」 

「吃、睡、呼吸。」 

#政見 vs政績兩者的距離 

「許願的時候很簡單，但要開始行動時才是挑戰，端看你下了多大的決心。」 

柏惟以中火停機與否之爭議做說明(詳細請看直播)，告訴我們政見與政績的距離有兩點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9%81%B8%E6%93%87%E5%8F%B0%E7%81%A3%E5%9F%BA%E9%80%B2?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4nbSixDKJqZGYy4B9gSJ8BxXnLmAHTcVnlI0LInMXbCMhyT9tz4zqnvWQsmRMiPabEc4OAd8HLEI6Z1tPtFH9I9rqrSUhg4IVegrHm373klXCja5_TxYZFASIF7RzZTLiO0ZHMstBwnYk_OgDN-4vSKbYcIaLn5wZGH2hJPiGz4dlk96mjrxVlcNbZgkOkfsK4KBY-Et0JuOKDDZGjrBp9y37OiKeI_wG97k9LxJr4nikOLdHMwK9AfnmYniM1pLvKUTZGILoLN0CZo-9eFtC3gDMxOcfKGTzq1knwINySlsAOyGXOUi6Z0t4MzMeWFB4MLFL7R6MuSfVS282JLwZRQ&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7%AB%8B%E5%A7%94%E5%B9%B3%E5%B8%B8%E9%83%BD%E5%9C%A8%E5%B9%B9%E5%98%9B?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4nbSixDKJqZGYy4B9gSJ8BxXnLmAHTcVnlI0LInMXbCMhyT9tz4zqnvWQsmRMiPabEc4OAd8HLEI6Z1tPtFH9I9rqrSUhg4IVegrHm373klXCja5_TxYZFASIF7RzZTLiO0ZHMstBwnYk_OgDN-4vSKbYcIaLn5wZGH2hJPiGz4dlk96mjrxVlcNbZgkOkfsK4KBY-Et0JuOKDDZGjrBp9y37OiKeI_wG97k9LxJr4nikOLdHMwK9AfnmYniM1pLvKUTZGILoLN0CZo-9eFtC3gDMxOcfKGTzq1knwINySlsAOyGXOUi6Z0t4MzMeWFB4MLFL7R6MuSfVS282JLwZRQ&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6%94%BF%E8%A6%8Bvs%E6%94%BF%E7%B8%BE%E5%85%A9%E8%80%85%E7%9A%84%E8%B7%9D%E9%9B%A2?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4nbSixDKJqZGYy4B9gSJ8BxXnLmAHTcVnlI0LInMXbCMhyT9tz4zqnvWQsmRMiPabEc4OAd8HLEI6Z1tPtFH9I9rqrSUhg4IVegrHm373klXCja5_TxYZFASIF7RzZTLiO0ZHMstBwnYk_OgDN-4vSKbYcIaLn5wZGH2hJPiGz4dlk96mjrxVlcNbZgkOkfsK4KBY-Et0JuOKDDZGjrBp9y37OiKeI_wG97k9LxJr4nikOLdHMwK9AfnmYniM1pLvKUTZGILoLN0CZo-9eFtC3gDMxOcfKGTzq1knwINySlsAOyGXOUi6Z0t4MzMeWFB4MLFL7R6MuSfVS282JLwZRQ&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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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當初喊出政見時，是否有考慮客觀科學數據與民眾是否能接受 

二. 是否有決心將政績落實到當初喊出來的遠大目標以及落實到何種程度 

三. 政見與政績的距離就是決心與否，有決心沒有甚麼是做不到的 

#少年的靈魂即是追求自由民主公平正義的靈魂 

柏惟認為所謂少年並非指身體的年輕而是在靈魂，即是求自由民主公平正義的靈魂，這樣

的靈魂在台灣民主化運動的前輩身上都有，冒著生命安危與青春歲月為台灣後代子孫衝破

禁錮心靈與身體的威權牢房，這樣的靈魂在每個世代每個人身上都可能出現。但有一天可

能會累了…倦了…想順從體制了…妥協了…老去了…那可能就是真正老去的一天。 

柏惟勉勵我們保持少年的靈魂，是追求公平正義很重要的特點，轉型正義之所以重要，在

於過去威權時期，古老保守的觀念將我們每個少年靈魂赤子之心深深關進了恐懼的大牢

裡，而轉型正義要做的一件事工之一也是解放我們的內心的恐懼。 

#對於選民的承諾 

國會層面 : 

參考澳洲政策持續推動反中滲透法案 

‧ 基於對選區選民的承諾，提案請政院評估： 

‧ 首都減壓 

‧ 國會山莊 

‧ 對外保衛台灣整體主權與福利： 

‧ 推動護照正名 

‧ 檢討健保資格中探親三四五資格調整 

‧ 持續推動《境外勢力影響透明法》加嚴中資來台審議標準 

地方層面 

在有能力的情況之下，回應民眾的需求 

‧ 選民的需求，我們團隊一直放在心上 

‧ 【20】件爭取地方建設 

‧ 【47】次會勘 

‧ 龍井地區 11次 

‧ 烏日地區 8次 

‧ 大肚地區 6次 

‧ 霧峰地區 9次 

‧ 沙鹿地區 12次 

‧ 【28】場社會公益服務 

#接下來的功課呢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B0%91%E5%B9%B4%E7%9A%84%E9%9D%88%E9%AD%82%E5%8D%B3%E6%98%AF%E8%BF%BD%E6%B1%82%E8%87%AA%E7%94%B1%E6%B0%91%E4%B8%BB%E5%85%AC%E5%B9%B3%E6%AD%A3%E7%BE%A9%E7%9A%84%E9%9D%88%E9%AD%82?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4nbSixDKJqZGYy4B9gSJ8BxXnLmAHTcVnlI0LInMXbCMhyT9tz4zqnvWQsmRMiPabEc4OAd8HLEI6Z1tPtFH9I9rqrSUhg4IVegrHm373klXCja5_TxYZFASIF7RzZTLiO0ZHMstBwnYk_OgDN-4vSKbYcIaLn5wZGH2hJPiGz4dlk96mjrxVlcNbZgkOkfsK4KBY-Et0JuOKDDZGjrBp9y37OiKeI_wG97k9LxJr4nikOLdHMwK9AfnmYniM1pLvKUTZGILoLN0CZo-9eFtC3gDMxOcfKGTzq1knwINySlsAOyGXOUi6Z0t4MzMeWFB4MLFL7R6MuSfVS282JLwZRQ&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B0%8D%E6%96%BC%E9%81%B8%E6%B0%91%E7%9A%84%E6%89%BF%E8%AB%BE?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4nbSixDKJqZGYy4B9gSJ8BxXnLmAHTcVnlI0LInMXbCMhyT9tz4zqnvWQsmRMiPabEc4OAd8HLEI6Z1tPtFH9I9rqrSUhg4IVegrHm373klXCja5_TxYZFASIF7RzZTLiO0ZHMstBwnYk_OgDN-4vSKbYcIaLn5wZGH2hJPiGz4dlk96mjrxVlcNbZgkOkfsK4KBY-Et0JuOKDDZGjrBp9y37OiKeI_wG97k9LxJr4nikOLdHMwK9AfnmYniM1pLvKUTZGILoLN0CZo-9eFtC3gDMxOcfKGTzq1knwINySlsAOyGXOUi6Z0t4MzMeWFB4MLFL7R6MuSfVS282JLwZRQ&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6%8E%A5%E4%B8%8B%E4%BE%86%E7%9A%84%E5%8A%9F%E8%AA%B2%E5%91%A2?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4nbSixDKJqZGYy4B9gSJ8BxXnLmAHTcVnlI0LInMXbCMhyT9tz4zqnvWQsmRMiPabEc4OAd8HLEI6Z1tPtFH9I9rqrSUhg4IVegrHm373klXCja5_TxYZFASIF7RzZTLiO0ZHMstBwnYk_OgDN-4vSKbYcIaLn5wZGH2hJPiGz4dlk96mjrxVlcNbZgkOkfsK4KBY-Et0JuOKDDZGjrBp9y37OiKeI_wG97k9LxJr4nikOLdHMwK9AfnmYniM1pLvKUTZGILoLN0CZo-9eFtC3gDMxOcfKGTzq1knwINySlsAOyGXOUi6Z0t4MzMeWFB4MLFL7R6MuSfVS282JLwZRQ&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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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選舉這件事情而言，就像一場賽跑，堅持抵達終點的才是贏家，柏惟說到在賽跑的過

程中，你不可能一直回頭看你的對手，而是眼盯著終點線，最大的對手其實是你自己，即

是自我要求與自我挑戰。政見如何落實﹑選民服務如何讓民眾感到溫柔與體貼。 

下一個功課在哪?將自我要求的功課做好，把每一件想辦的活動辦好「在可以努力的地方多

努力一點」不只是國會的工作，在任何一個人生實踐上都要謹記於心 

#關於台灣獨立如何在國會實踐 

首先柏惟提到了愛爾蘭的議會抗爭路線，以體制內選舉的方式實踐獨立自治，對照於台灣

如同民進黨的方式，當長年保持議會多數時則表示議會路線的成功，但這樣的策略顯現的

問題是，當必須取得多數人的認同時勢必也得爭取中 華民國支持者的支持，貿然要求民進

黨高喊台獨恐怕會讓議會無法保持本土派的多數，而高聲喊台獨則是基進黨能做的，要做

就做 #體制內最衝的衝組。 

台灣基進做為台獨立場鮮明且採最硬的政黨，柏惟承諾「我永遠都會站在我們(黨)的論述

基礎上，盡最大的努力推動法案」。 

#每一次的選擇都在尋找為台灣最好的選擇，如此台灣才能越來越好 

柏惟提到或許有些知識不足或專業不足的大家共同來討論，但是柏惟永遠都站在兩個選擇

當下對台灣最好的方案。 

對於接下來的四年對於團隊而言就是一場賽跑，自己與自己的賽跑。也期許自己的歷史任

務，繼續在選區連任，服務選民對得起選民交付的任務。 

 

《7.18 下午【好國好民講座】自費醫材上限?生醫工程立委怎麼看?─莊競程》 

主講：莊競程(立法委員) 

主旨： 

講座當天，正好是國會歡樂水球日（？）的週末。一開始競程委員先用比較輕鬆的口氣，

分享他新科立委體能活動的甘苦談。口氣雖然輕鬆，但箇中辛苦也是不為人知。例如徹夜

守門，不會要求開冷氣呀，又熱又餵蚊子。例如為了讓監察院長能進到國會走完程序，和

在野國民黨的各種攻防。競程委員特別提到，像國民黨這樣鬧事真的非常不好。在立法

院，應該還是要先以論述能力去做交戰。如果你的論述都很有道理，卻沒有辦法達成訴

求，再來做這樣的身體抗爭。 

側寫： 

(黃小奈/好民文化行動協會理事) 

例如 2014 年馬英九提名一批非常有爭議的監察委員，當時在野、人數弱勢的民進黨立院

黨團，透過認真地爬梳資料、認真質詢，在質詢台上清楚點出不適任的理由。引起社會輿

論、大眾不滿，連帶的連國民黨黨內立委也不願支持。最後許多提名人中箭落馬。這就是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9%97%9C%E6%96%BC%E5%8F%B0%E7%81%A3%E7%8D%A8%E7%AB%8B%E5%A6%82%E4%BD%95%E5%9C%A8%E5%9C%8B%E6%9C%83%E5%AF%A6%E8%B8%90?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4nbSixDKJqZGYy4B9gSJ8BxXnLmAHTcVnlI0LInMXbCMhyT9tz4zqnvWQsmRMiPabEc4OAd8HLEI6Z1tPtFH9I9rqrSUhg4IVegrHm373klXCja5_TxYZFASIF7RzZTLiO0ZHMstBwnYk_OgDN-4vSKbYcIaLn5wZGH2hJPiGz4dlk96mjrxVlcNbZgkOkfsK4KBY-Et0JuOKDDZGjrBp9y37OiKeI_wG97k9LxJr4nikOLdHMwK9AfnmYniM1pLvKUTZGILoLN0CZo-9eFtC3gDMxOcfKGTzq1knwINySlsAOyGXOUi6Z0t4MzMeWFB4MLFL7R6MuSfVS282JLwZRQ&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9%AB%94%E5%88%B6%E5%85%A7%E6%9C%80%E8%A1%9D%E7%9A%84%E8%A1%9D%E7%B5%84?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4nbSixDKJqZGYy4B9gSJ8BxXnLmAHTcVnlI0LInMXbCMhyT9tz4zqnvWQsmRMiPabEc4OAd8HLEI6Z1tPtFH9I9rqrSUhg4IVegrHm373klXCja5_TxYZFASIF7RzZTLiO0ZHMstBwnYk_OgDN-4vSKbYcIaLn5wZGH2hJPiGz4dlk96mjrxVlcNbZgkOkfsK4KBY-Et0JuOKDDZGjrBp9y37OiKeI_wG97k9LxJr4nikOLdHMwK9AfnmYniM1pLvKUTZGILoLN0CZo-9eFtC3gDMxOcfKGTzq1knwINySlsAOyGXOUi6Z0t4MzMeWFB4MLFL7R6MuSfVS282JLwZRQ&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6%AF%8F%E4%B8%80%E6%AC%A1%E7%9A%84%E9%81%B8%E6%93%87%E9%83%BD%E5%9C%A8%E5%B0%8B%E6%89%BE%E7%82%BA%E5%8F%B0%E7%81%A3%E6%9C%80%E5%A5%BD%E7%9A%84%E9%81%B8%E6%93%87?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4nbSixDKJqZGYy4B9gSJ8BxXnLmAHTcVnlI0LInMXbCMhyT9tz4zqnvWQsmRMiPabEc4OAd8HLEI6Z1tPtFH9I9rqrSUhg4IVegrHm373klXCja5_TxYZFASIF7RzZTLiO0ZHMstBwnYk_OgDN-4vSKbYcIaLn5wZGH2hJPiGz4dlk96mjrxVlcNbZgkOkfsK4KBY-Et0JuOKDDZGjrBp9y37OiKeI_wG97k9LxJr4nikOLdHMwK9AfnmYniM1pLvKUTZGILoLN0CZo-9eFtC3gDMxOcfKGTzq1knwINySlsAOyGXOUi6Z0t4MzMeWFB4MLFL7R6MuSfVS282JLwZRQ&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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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詢的力量。 

  

分享完立院攻防，競程委員簡單向與會者自我介紹。委員畢業於台大醫工博士，曾任交通

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助理教授。在今年一月初的立委選舉，在普遍被認為是台派艱困選區

的北區北北屯區逆轉勝，打敗老將沈智慧當選第十一屆立法委員。也是此屆國會，少數擁

有醫療、醫學工程專業背景的民主代理人。 

  

隨即切入此次主題，娓娓談起此次「八大類自付差額醫材價格上限」爭議從何而來， 

  

首先，八大類醫材共 352 項包含： 

  

一、人工水晶體 

二、特殊材質生物組織心臟瓣膜 

三、淺股動脈狹窄塗藥裝置 

四、冠狀動脈塗藥支架 

五、特殊功能人工心律調節器 

六、複雜性心臟部整脈消融導管 

七、特殊材質人工髖關節 

八、調控式腦室腹腔引流系統 

  

競程委員表示，這幾類醫材都屬於蠻重症、緊急需要時會使用到的。委員也整理了健保署

與醫界不同的想法，正反並陳，一一分析與提出他的看法和可能的解方。 

  

＃健保署： 

◆ 部分品項在不同醫療院所價格混亂 

👉 價格不同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同功能、不同材質，效果會有差別。 

👉 即使同功能、同材質、同效果，醫院進口的數量多寡，以量制價，也會影響價格。 

💡 可能的解決方案：找出極端、價差特別高的醫材，由政府統一向國外訂購，量大好談價

錢，再依不同醫療院所的需求量分配。不用所有的醫材都由政府談，只要找出極端值的就

好。 

  

◆ 為民眾荷包把關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81%A5%E4%BF%9D%E7%BD%B2?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dZLRK6iKFRSodSh07ZX6XN_r4hywg99VkjE64Upc0RlA7ZbaNC_5nb5er1nzBxODAFCrpF8KClrUQCsRorfe8gufOWprfefYd6OppvcjB3m904HbNq9_y4EGJ3_a3zDrNfUJdoXne5gojUZpkMdW0cwXuj_HeaeLh-kUnwH8qfATfxnyJXtCF7Ver75lVu64WufCUybq1QaXWam1KHE9AWK6NWR-tyX_hlNwBp_YMTI_L5cKItHTY03wfemwaWB8ITstlZnzZf5nmZbIhlB1ygyiBjF5FL8p6_qQUTSGUGvUQGHzNKjiVGVZ8c42L4FILLvWQ9-l1FICRLTEcjq6g&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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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購買醫療保險，部分給付都會由保險實支實付。 

👉 弱勢民眾仍能選擇最基本的健保全額給付醫材，仍能得到基本的醫療照護。 

💡 可能的解決方案：首先必須落實公開透明，現有的醫材比價網，使用不夠直覺，政府部

門可透過積極更新與宣導民眾多加利用，這才是荷包把關之道。  

  

  

＃醫界： 

◆ 健保署不該插手自費醫療市場 

👉 手機類似功能，不同品牌價差甚大。 

👉 醫療器材的研發，有許多看不見的隱形成本。投入研發、通過認證、上市販售的時間，

可能數十年。 

  

◆ 可能使優質醫材因價格戰而退場 

👉 同功能但不同材質，較好較貴的醫材不願降價寧願退出台灣市場。造成之後可能有錢都

買不到較好的醫材。 

👉 台灣已發生不合理的砍藥價，造成原廠藥退出台灣的後果。例如廣為人知的「百憂解」

要價從 1995 年的一顆 49 元跌至 2019 年的一顆 1.96 元。 

  

◆「把民眾當冤大頭」是汙名化醫界 

👉 價格上限討論目前只以功能分類，忽略技術成本、專業訓練成本、後續照護及長期醫療

追蹤的細項。 

👉 醫病照護有高度專業與倫理關係，不該被視為市場管制來處理。 

👉 醫師到國外受訓，技術提升，也可能造成同醫材不同醫師不同收費。 

  

◆ 反而有圖利私人保險公司之虞 

👉 許多人自己購買的醫療保險保費不低，以往健保部分給付差額，都會由保險公司實支實

付。但齊頭切之後，反而造成保險公司須理賠金額降低，犧牲民眾權益。 

  

▲ 反不利台灣相關產業發展 

👉 這次的武漢肺炎疫情，也讓全世界看見台灣的生醫產業技術非常好。衛福部應該要看見

這塊也重視這塊，並支持大力發展。價格上限一刀砍，可能會抑制了這個產業願意繼續投

入新創與研發的能力與意願。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9%86%AB%E7%95%8C?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dZLRK6iKFRSodSh07ZX6XN_r4hywg99VkjE64Upc0RlA7ZbaNC_5nb5er1nzBxODAFCrpF8KClrUQCsRorfe8gufOWprfefYd6OppvcjB3m904HbNq9_y4EGJ3_a3zDrNfUJdoXne5gojUZpkMdW0cwXuj_HeaeLh-kUnwH8qfATfxnyJXtCF7Ver75lVu64WufCUybq1QaXWam1KHE9AWK6NWR-tyX_hlNwBp_YMTI_L5cKItHTY03wfemwaWB8ITstlZnzZf5nmZbIhlB1ygyiBjF5FL8p6_qQUTSGUGvUQGHzNKjiVGVZ8c42L4FILLvWQ9-l1FICRLTEcjq6g&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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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總結，管理不合理的價格有很多種方法，健保署此次卻選擇了做起來最簡單，但實質

可能將造成許多不利影響的方法。 

他選舉時主推長照政策，在迎接高齡社會時，台灣必須保持甚至突破優質的醫療水準。醫

材不是普通器材，研發成本不應被忽略，那才是背後的價值。差價的原因有很多，醫院的

議價能力、產品功能差異、產地來源等等。資訊不透明、不對等的情況應該先改善，讓患

者自主選擇。健保制度應通盤檢討，為顧全制度而壓榨醫護不應該再繼續下去。 

  

最後，側記小志工想分享在 QA 時間的觀察。競程委員給人感覺是很有包容性的。今天在

場有意見相左的民眾，委員聽對方說話，他也表達回饋，一來一往互相攻防，慢慢似乎就

能從極端找到折衷。不卑不亢的。可以想像在國會討論議題與法案時，委員應該也會是這

種風格的。覺得國會有這種類型的立法委員蠻好的。這是社會大眾可能比較看不到的部

分，所以特別想寫出來。 

  

《7.26 【好國好民原轉月講座】「最美的靈魂都在這裡—部落 adju運動經驗」─董晨皓&

瑪達拉·達努巴克 主持:招弟》 

主講：董晨皓&瑪達拉·達努巴克(阿嘟音樂節主辦方) 

主旨： 

在2017年電影《阿莉芙》上映後，大眾對”A-dju”一詞漸趨熟悉，該詞常以華語「阿

督」、「阿嘟」等字書寫，原是排灣族語當中女性友伴相互稱呼的指稱詞，後為跨性別生理

男性所挪用，成為從代稱到身份指認的新名詞；過去該詞接近「閨蜜」之意，現今則生理

男女皆可使用，代表一種認同。 

  

 在好民文化行動協會今年（2020年）「好國好民 原轉月系列講座」中的「最美的靈魂都

在這裡—部落 Adju運動經驗」場次中，邀請 @Colorful Wi 原住民多元性別聯合陣線 兩

位成員瑪達拉．達努巴克 ( Danubak Matalaq ) 和董晨皓 ( Remaljiz Mavaliv )，分享

原住民部落文化脈絡下的性別運動，以及「阿督音樂節」籌辦經驗，讓我們更進一步了解

Adju的意義。 

側寫： 

(陳穗妮/好民文化行動協會監事) 

  

＃姊妹在文化脈絡中的束縛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A7%8A%E5%A6%B9%E5%9C%A8%E6%96%87%E5%8C%96%E8%84%88%E7%B5%A1%E4%B8%AD%E7%9A%84%E6%9D%9F%E7%B8%9B?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C0yOJOGDZwJ8_wVdpKW53fcg7H_3jSSnIvJP2O1XScKVXw8B6IRQLxiKO-aWbKHa6YvPCZ_Ib36Eh-Z8hydGUR8M2e3I0x2rSVubhwC73svkNaDDJuC0_hvmBe8FVQdzwEmlDCFcdTqhr-CSnGDKmxpQGr4NKUvJNVl12eekWjclnZn6etMOxxEoWiOHqIGFd-AeIkM0TTyOxEzUrC_PmwzatjD-KGx14L6XwfgNsGja7kfDZVKe-HKXGlmRT5uObOh65I76bFc2xqDhRdW9b0pGdWNcnOeWt9pvb4XkSDpCvLgf7ppCduHSniZ399vu2d8FNrubdcLMCctd7RY9Czw&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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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ju作為在地性的稱呼用法，是承載著部落傳統文化與制度、姊妹（北排灣及其他部落

的跨性別生理男性）群體共識凝聚的發展脈絡，與西方（現代性）LGBTIQ 分類中的同志或

同性戀不同。晨皓提到，不使用「男同志」來標示自己，是由於姊妹們想與漢人的詞彙做

區隔。 

  

 其實，全球各地的原住民部落中，亦早有存在跨性別身分者的歷史及尊重個體的文化。

如北美原住民中的雙靈人（two-spirit），被認為體內同時擁有男、女兩種性別的靈魂，

擔任社會中特殊的儀式者執行角色；如夏威夷原住民中的 Māhū，同時擁有男、女兩種性別

特質，通常擔負祭神儀式的重責；如薩摩亞群島原住民中的 Fa’afafine，著女裝、被社

會視為女性，是家庭支持的重要主力。 

  

 比起漢人社會中的父系繼承文化、父權思想影響下的性別不友善，階級分明的排灣族社

會對生理男、女性，仍較有平權且合理的對待；關於繼承，排灣族人相當重視「長嗣文

化」，不論男女，只要家中第一個出生的孩子即擁有繼承家屋的權力（第一個看到太陽的

孩子）。這樣的背景下，遵循異性戀婚姻的規則，可鞏固長子、長女在族內的權力，也有

機會提高下一代的地位，跨性別生理男、女性亦會基於此考量，選擇暫時伴侶締結婚姻關

係。 

   

 部落中，姊妹的認同資源普遍不足，往往是在部落外尋求支持，且基督教信仰長久以來

深植族人觀念及日常中，因此主流教義中凡反對同性戀者的經文，都讓 Adju在自我定位、

面對家人與族制時，感到痛苦不已，信仰、傳統文化緊密扣合，一旦離開教會，就等於離

開家、離開部落。 

＃我是 Adju，也是____。 

   

 基督教文化、部落制度、來自漢人的外來強勢文化掠奪等因素，根深蒂固並交錯形成了

原住民性別運動中，複雜且棘手的難題。《同性婚姻法案》通過後，達努巴克也和伴侶登

記結婚，但在近期的部落活動中被問到「結婚了嗎」，仍要對「還沒」這個反射性的回答

踩煞車，大眾所認定的生理男女組合成異性戀婚姻，讓他仍在習慣自己的已婚身分。 

   

 達努巴克認為：「應讓每個人的個別化，在文化脈絡中可展現出來，若被框架化，其實

只會讓部落文化加速瓦解。」身為台灣原住民基層教師協會理事的他，多年來也發揮教育

者的力量，讓社區連結更為完整，並和伙伴投入 Colorful Wi的團體行動，透過表演、研

討會、影展座談、音樂節的辦理，兼顧推廣「尊重差異」、「尊重多元性別」、「部落發

展與文化保存」，盼能讓每種人都用自己的樣貌生存著。 

   

 ＃ColorfulWi 主力籌辦且極受矚目的活動，即是 @ Adju阿督音樂節。身為第一屆阿督

音樂會總召的晨皓提到，原民性別運動和漢人性別運動脈絡不同，但前者常受後者影響，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6%88%91%E6%98%AFadju?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C0yOJOGDZwJ8_wVdpKW53fcg7H_3jSSnIvJP2O1XScKVXw8B6IRQLxiKO-aWbKHa6YvPCZ_Ib36Eh-Z8hydGUR8M2e3I0x2rSVubhwC73svkNaDDJuC0_hvmBe8FVQdzwEmlDCFcdTqhr-CSnGDKmxpQGr4NKUvJNVl12eekWjclnZn6etMOxxEoWiOHqIGFd-AeIkM0TTyOxEzUrC_PmwzatjD-KGx14L6XwfgNsGja7kfDZVKe-HKXGlmRT5uObOh65I76bFc2xqDhRdW9b0pGdWNcnOeWt9pvb4XkSDpCvLgf7ppCduHSniZ399vu2d8FNrubdcLMCctd7RY9Czw&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colorfulwi?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C0yOJOGDZwJ8_wVdpKW53fcg7H_3jSSnIvJP2O1XScKVXw8B6IRQLxiKO-aWbKHa6YvPCZ_Ib36Eh-Z8hydGUR8M2e3I0x2rSVubhwC73svkNaDDJuC0_hvmBe8FVQdzwEmlDCFcdTqhr-CSnGDKmxpQGr4NKUvJNVl12eekWjclnZn6etMOxxEoWiOHqIGFd-AeIkM0TTyOxEzUrC_PmwzatjD-KGx14L6XwfgNsGja7kfDZVKe-HKXGlmRT5uObOh65I76bFc2xqDhRdW9b0pGdWNcnOeWt9pvb4XkSDpCvLgf7ppCduHSniZ399vu2d8FNrubdcLMCctd7RY9Czw&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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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2011年真愛聯盟事件及 2019年國民黨反同事件，過程中公眾人物的發言、公投前夕的

不實謠言、教會牧師（宗教及部落中具有話語權）在大會中的公開批評，都重挫 Adju的自

信，但也更加速催生出第一屆阿督音樂節的誕生。 

   

 音樂節完全由團隊及成員們自籌款項舉辦，搭配市集、工作坊、故事展，邀請各部落的

個人、團體或原住民名人表演，或拍影片接龍串連，或在現場揮舞著「ADJU旗」，希望透

過音樂消弭社會大眾對 Adju的偏見和歧視，讓多元性別身分者發聲、展現自我樣貌，讓受

傷的心靈被撫慰，讓每位參與者都感受到自己即是主角。 

  

 講座的參與者回饋並提問：「音樂節舉辦之後，部落中的反同者是否有所改變？」達努

巴克認為，儘管難以即刻撼動受過高壓教育、對各種壓制不易發聲的世代，許多籌辦者或

參與者之間的家庭關係仍有細微變化，比如籌措經費期間，就有家長義不容辭的大額捐

款，正因為發起了音樂會的舉辦念頭，有些支持的力道才被看見了；而新生代對傳統文化

的提問，如：「Adju可以殺豬嗎？」，也讓公共議題看法總與生活脫鉤的長輩世代，重新

反思政治對生活的影響。 

 

《8.1 【好國好民講座】萬人響應萬人到場，庶民如何刮起罷韓旋風？─罷韓四君子張博

洋》 

主講：張博洋(台灣基進新聞部主任) 

主旨： 

2018年地方大選，韓國瑜在全台灣颳起一陣政治旋風，有人視他為蔣公傳人復興中華，也

有人視他為洪水猛獸中國白蟻，總之這場政治旋風的兩年之後的2020已證明對高雄人而言

是場政治鬧劇，高雄人以93萬票同意罷免票以民主的方式決定 fire掉這位荒腔走板的公

僕，究竟以新興網路政治生態的面向是怎麼看待這場罷韓旋風呢?由台灣基進新聞輿情部主

任同時也是罷韓四君子的張小博來解析是最適合的。 

側寫： 

(林冠廷/好民文化行動協會專員) 

#罷韓四部曲之一 高雄人為何憤怒? 

  

回顧 2018年 11月拿下 89萬票擊敗陳其邁，跌破許多人的眼鏡，而那時的高雄人也帶著翻

轉的心情去看到他們的新任首長，只是一年後忍無可忍的高雄人終於送出了他們的罷韓第

一階段連署，其連署理由有以下五點 

  

●上任後違背責任政治、誠信原則 

●市政滿意度連續性不滿意度全國最高，拒絕反省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7%BD%B7%E9%9F%93%E5%9B%9B%E9%83%A8%E6%9B%B2%E4%B9%8B%E4%B8%80?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qo9nKjHtxm5VCgwNkqPcUYawmqapXctVW8j9vZ_YQ0rsSkMVVeQZz2zioKWvleo7YBRDeo14781ce1RiOt4Zf16T0iehPmqjUNDo9hfT5ssmzdnz4zEd_i7ZJPGMYy3-0rvefEMin0XaAPqhvrFNHgh8-XwUSipuWWEOo-XQEaIRDZVCa9vc6l19cCSnhnyMPTfCahlG6_zQgo7bHbFl3DBmr_pAAVSfEnHc2okl-nXvfSvNkxg6Io0Wri6bhTbr5_jgtYt_sxrf8VMbcRWVCOjv7QGPqtJhJCHfcuwokXaYHc8UwKEw0s8gMixDNyMbH4CJ4i1zpftVbp5UrqNGpvg&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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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荒廢停擺，政見變成謊言 

●不正常紅媒介入台灣民主，製造「韓流」 

●屢發性別及國籍歧視言論，嚴重損及城市及國家形象 

  

終歸ㄧ句 「＃背信棄義市政失能親中滲透」 

   

小博用心整理出幾點高雄人絕非只是情緒性的罷免，而是有邏輯有判斷的選擇罷免失職的

市長。 

  

市政失能：背後伴隨的是民主危機 

  

議會強勢多數表決更改規則為韓國瑜量身打造開議時間，市政標案各種無俚頭無邏輯浮報

預算，罷韓期間選擇性執法，過去依循的掛看板原則再罷韓時掛ㄧ 面拆ㄧ面，無規則可

循，甚至鼓吹不要去投票引響民主規則。 

  

關鍵字: #市府標案無釐頭 #愛河星光大道 #光頭節 #選擇性執法拆看板 #議會規則量身打

造 

  

親中：與亡國感產生共伴效應 

  

猶記得選後沒多久 2019 年三月份便與港澳中聯辦主見面，背後的意義就在於中共要召見韓

國瑜，韓國瑜也乖乖到香港會面，端看之後香港局勢的劇烈變化，再回頭看看這位親中市

長的舉止更是不寒而慄。放到中國的官場文化像這樣的會晤可以說是兩岸買辦之間的 #業

績 交流，小博也提醒了這樣的觀察面向。 

  

韓國瑜訪問馬來西亞時簽下一筆一億元的 MOU(合作意向)，便大肆做文章稱高雄為沉睡的

巨人，卻被踢爆與當地大馬糧食商會會長拿督斯里蔡寶強是馬華一帶一路中心執行主席」

與「中國海外交流協會第 6屆理事會理事」身份，根本只是統戰的手法，政治訂單罷了。 

  

關鍵字:#中聯辦 #一帶一路 #兩岸密使 #統戰 

  

背信：貫穿整個運動的情緒主軸 

  

「酸!溜之大吉」、「做不好罷免自己」、「抱歉三個月不在家陪你們」、「有白紙黑字

嗎？」這些都是韓國瑜自己打臉自己的說詞，台灣民主發展雖不斷的學習進程當中，但仍

有不足之處，我們在選擇候選人時常常還是以這位候選人是否符合自己喜好為優先考量而

非理想性或政見，但沒有人會喜歡ㄧ位說話不算話經常出爾反爾的人，小博認為貫穿整個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8%83%8C%E4%BF%A1%E6%A3%84%E7%BE%A9%E5%B8%82%E6%94%BF%E5%A4%B1%E8%83%BD%E8%A6%AA%E4%B8%AD%E6%BB%B2%E9%80%8F?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qo9nKjHtxm5VCgwNkqPcUYawmqapXctVW8j9vZ_YQ0rsSkMVVeQZz2zioKWvleo7YBRDeo14781ce1RiOt4Zf16T0iehPmqjUNDo9hfT5ssmzdnz4zEd_i7ZJPGMYy3-0rvefEMin0XaAPqhvrFNHgh8-XwUSipuWWEOo-XQEaIRDZVCa9vc6l19cCSnhnyMPTfCahlG6_zQgo7bHbFl3DBmr_pAAVSfEnHc2okl-nXvfSvNkxg6Io0Wri6bhTbr5_jgtYt_sxrf8VMbcRWVCOjv7QGPqtJhJCHfcuwokXaYHc8UwKEw0s8gMixDNyMbH4CJ4i1zpftVbp5UrqNGpv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B8%82%E5%BA%9C%E6%A8%99%E6%A1%88%E7%84%A1%E9%87%90%E9%A0%AD?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qo9nKjHtxm5VCgwNkqPcUYawmqapXctVW8j9vZ_YQ0rsSkMVVeQZz2zioKWvleo7YBRDeo14781ce1RiOt4Zf16T0iehPmqjUNDo9hfT5ssmzdnz4zEd_i7ZJPGMYy3-0rvefEMin0XaAPqhvrFNHgh8-XwUSipuWWEOo-XQEaIRDZVCa9vc6l19cCSnhnyMPTfCahlG6_zQgo7bHbFl3DBmr_pAAVSfEnHc2okl-nXvfSvNkxg6Io0Wri6bhTbr5_jgtYt_sxrf8VMbcRWVCOjv7QGPqtJhJCHfcuwokXaYHc8UwKEw0s8gMixDNyMbH4CJ4i1zpftVbp5UrqNGpv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6%84%9B%E6%B2%B3%E6%98%9F%E5%85%89%E5%A4%A7%E9%81%93?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qo9nKjHtxm5VCgwNkqPcUYawmqapXctVW8j9vZ_YQ0rsSkMVVeQZz2zioKWvleo7YBRDeo14781ce1RiOt4Zf16T0iehPmqjUNDo9hfT5ssmzdnz4zEd_i7ZJPGMYy3-0rvefEMin0XaAPqhvrFNHgh8-XwUSipuWWEOo-XQEaIRDZVCa9vc6l19cCSnhnyMPTfCahlG6_zQgo7bHbFl3DBmr_pAAVSfEnHc2okl-nXvfSvNkxg6Io0Wri6bhTbr5_jgtYt_sxrf8VMbcRWVCOjv7QGPqtJhJCHfcuwokXaYHc8UwKEw0s8gMixDNyMbH4CJ4i1zpftVbp5UrqNGpv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85%89%E9%A0%AD%E7%AF%80?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qo9nKjHtxm5VCgwNkqPcUYawmqapXctVW8j9vZ_YQ0rsSkMVVeQZz2zioKWvleo7YBRDeo14781ce1RiOt4Zf16T0iehPmqjUNDo9hfT5ssmzdnz4zEd_i7ZJPGMYy3-0rvefEMin0XaAPqhvrFNHgh8-XwUSipuWWEOo-XQEaIRDZVCa9vc6l19cCSnhnyMPTfCahlG6_zQgo7bHbFl3DBmr_pAAVSfEnHc2okl-nXvfSvNkxg6Io0Wri6bhTbr5_jgtYt_sxrf8VMbcRWVCOjv7QGPqtJhJCHfcuwokXaYHc8UwKEw0s8gMixDNyMbH4CJ4i1zpftVbp5UrqNGpv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9%81%B8%E6%93%87%E6%80%A7%E5%9F%B7%E6%B3%95%E6%8B%86%E7%9C%8B%E6%9D%BF?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qo9nKjHtxm5VCgwNkqPcUYawmqapXctVW8j9vZ_YQ0rsSkMVVeQZz2zioKWvleo7YBRDeo14781ce1RiOt4Zf16T0iehPmqjUNDo9hfT5ssmzdnz4zEd_i7ZJPGMYy3-0rvefEMin0XaAPqhvrFNHgh8-XwUSipuWWEOo-XQEaIRDZVCa9vc6l19cCSnhnyMPTfCahlG6_zQgo7bHbFl3DBmr_pAAVSfEnHc2okl-nXvfSvNkxg6Io0Wri6bhTbr5_jgtYt_sxrf8VMbcRWVCOjv7QGPqtJhJCHfcuwokXaYHc8UwKEw0s8gMixDNyMbH4CJ4i1zpftVbp5UrqNGpv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8%AD%B0%E6%9C%83%E8%A6%8F%E5%89%87%E9%87%8F%E8%BA%AB%E6%89%93%E9%80%A0?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qo9nKjHtxm5VCgwNkqPcUYawmqapXctVW8j9vZ_YQ0rsSkMVVeQZz2zioKWvleo7YBRDeo14781ce1RiOt4Zf16T0iehPmqjUNDo9hfT5ssmzdnz4zEd_i7ZJPGMYy3-0rvefEMin0XaAPqhvrFNHgh8-XwUSipuWWEOo-XQEaIRDZVCa9vc6l19cCSnhnyMPTfCahlG6_zQgo7bHbFl3DBmr_pAAVSfEnHc2okl-nXvfSvNkxg6Io0Wri6bhTbr5_jgtYt_sxrf8VMbcRWVCOjv7QGPqtJhJCHfcuwokXaYHc8UwKEw0s8gMixDNyMbH4CJ4i1zpftVbp5UrqNGpv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8%AD%B0%E6%9C%83%E8%A6%8F%E5%89%87%E9%87%8F%E8%BA%AB%E6%89%93%E9%80%A0?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qo9nKjHtxm5VCgwNkqPcUYawmqapXctVW8j9vZ_YQ0rsSkMVVeQZz2zioKWvleo7YBRDeo14781ce1RiOt4Zf16T0iehPmqjUNDo9hfT5ssmzdnz4zEd_i7ZJPGMYy3-0rvefEMin0XaAPqhvrFNHgh8-XwUSipuWWEOo-XQEaIRDZVCa9vc6l19cCSnhnyMPTfCahlG6_zQgo7bHbFl3DBmr_pAAVSfEnHc2okl-nXvfSvNkxg6Io0Wri6bhTbr5_jgtYt_sxrf8VMbcRWVCOjv7QGPqtJhJCHfcuwokXaYHc8UwKEw0s8gMixDNyMbH4CJ4i1zpftVbp5UrqNGpv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6%A5%AD%E7%B8%BE?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qo9nKjHtxm5VCgwNkqPcUYawmqapXctVW8j9vZ_YQ0rsSkMVVeQZz2zioKWvleo7YBRDeo14781ce1RiOt4Zf16T0iehPmqjUNDo9hfT5ssmzdnz4zEd_i7ZJPGMYy3-0rvefEMin0XaAPqhvrFNHgh8-XwUSipuWWEOo-XQEaIRDZVCa9vc6l19cCSnhnyMPTfCahlG6_zQgo7bHbFl3DBmr_pAAVSfEnHc2okl-nXvfSvNkxg6Io0Wri6bhTbr5_jgtYt_sxrf8VMbcRWVCOjv7QGPqtJhJCHfcuwokXaYHc8UwKEw0s8gMixDNyMbH4CJ4i1zpftVbp5UrqNGpv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6%A5%AD%E7%B8%BE?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qo9nKjHtxm5VCgwNkqPcUYawmqapXctVW8j9vZ_YQ0rsSkMVVeQZz2zioKWvleo7YBRDeo14781ce1RiOt4Zf16T0iehPmqjUNDo9hfT5ssmzdnz4zEd_i7ZJPGMYy3-0rvefEMin0XaAPqhvrFNHgh8-XwUSipuWWEOo-XQEaIRDZVCa9vc6l19cCSnhnyMPTfCahlG6_zQgo7bHbFl3DBmr_pAAVSfEnHc2okl-nXvfSvNkxg6Io0Wri6bhTbr5_jgtYt_sxrf8VMbcRWVCOjv7QGPqtJhJCHfcuwokXaYHc8UwKEw0s8gMixDNyMbH4CJ4i1zpftVbp5UrqNGpv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4%B8%AD%E8%81%AF%E8%BE%A6?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qo9nKjHtxm5VCgwNkqPcUYawmqapXctVW8j9vZ_YQ0rsSkMVVeQZz2zioKWvleo7YBRDeo14781ce1RiOt4Zf16T0iehPmqjUNDo9hfT5ssmzdnz4zEd_i7ZJPGMYy3-0rvefEMin0XaAPqhvrFNHgh8-XwUSipuWWEOo-XQEaIRDZVCa9vc6l19cCSnhnyMPTfCahlG6_zQgo7bHbFl3DBmr_pAAVSfEnHc2okl-nXvfSvNkxg6Io0Wri6bhTbr5_jgtYt_sxrf8VMbcRWVCOjv7QGPqtJhJCHfcuwokXaYHc8UwKEw0s8gMixDNyMbH4CJ4i1zpftVbp5UrqNGpv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4%B8%80%E5%B8%B6%E4%B8%80%E8%B7%AF?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qo9nKjHtxm5VCgwNkqPcUYawmqapXctVW8j9vZ_YQ0rsSkMVVeQZz2zioKWvleo7YBRDeo14781ce1RiOt4Zf16T0iehPmqjUNDo9hfT5ssmzdnz4zEd_i7ZJPGMYy3-0rvefEMin0XaAPqhvrFNHgh8-XwUSipuWWEOo-XQEaIRDZVCa9vc6l19cCSnhnyMPTfCahlG6_zQgo7bHbFl3DBmr_pAAVSfEnHc2okl-nXvfSvNkxg6Io0Wri6bhTbr5_jgtYt_sxrf8VMbcRWVCOjv7QGPqtJhJCHfcuwokXaYHc8UwKEw0s8gMixDNyMbH4CJ4i1zpftVbp5UrqNGpv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85%A9%E5%B2%B8%E5%AF%86%E4%BD%BF?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qo9nKjHtxm5VCgwNkqPcUYawmqapXctVW8j9vZ_YQ0rsSkMVVeQZz2zioKWvleo7YBRDeo14781ce1RiOt4Zf16T0iehPmqjUNDo9hfT5ssmzdnz4zEd_i7ZJPGMYy3-0rvefEMin0XaAPqhvrFNHgh8-XwUSipuWWEOo-XQEaIRDZVCa9vc6l19cCSnhnyMPTfCahlG6_zQgo7bHbFl3DBmr_pAAVSfEnHc2okl-nXvfSvNkxg6Io0Wri6bhTbr5_jgtYt_sxrf8VMbcRWVCOjv7QGPqtJhJCHfcuwokXaYHc8UwKEw0s8gMixDNyMbH4CJ4i1zpftVbp5UrqNGpv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7%B5%B1%E6%88%B0?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qo9nKjHtxm5VCgwNkqPcUYawmqapXctVW8j9vZ_YQ0rsSkMVVeQZz2zioKWvleo7YBRDeo14781ce1RiOt4Zf16T0iehPmqjUNDo9hfT5ssmzdnz4zEd_i7ZJPGMYy3-0rvefEMin0XaAPqhvrFNHgh8-XwUSipuWWEOo-XQEaIRDZVCa9vc6l19cCSnhnyMPTfCahlG6_zQgo7bHbFl3DBmr_pAAVSfEnHc2okl-nXvfSvNkxg6Io0Wri6bhTbr5_jgtYt_sxrf8VMbcRWVCOjv7QGPqtJhJCHfcuwokXaYHc8UwKEw0s8gMixDNyMbH4CJ4i1zpftVbp5UrqNGpvg&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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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韓運動直到最後的仍是「背信」兩字，沒有人喜歡被騙更沒有人喜歡被糟蹋。 

  

關鍵字:#館長直播 #溜之大吉 #白紙黑字 #罷免 

  

#罷韓四部曲之二 萬人響應一個不缺 

  

韓國瑜再 2018年掀起的網路聲量以來從粉絲專業來看有將近九十萬人按讚，而罷免團體三

本柱 Wecare 20萬、公民割草行動 25萬、台灣基進 24萬，而且三者高度重疊，雖然是萬

人響應，但大魔王有近 90萬人支持...可謂小蝦咪對上大鯨魚，小博有透露出初期在網路

聲量 PK上的困難，尤其是三個團體在組成、發展、募款方向各自不同，要如何合作呢?至

是新的嘗試與挑戰! 

小博接著簡述了各階段連署門檻，也提到了在高雄罷韓連署的盛況，甚至有民眾開始積極

詢問地方議員「人家都有連署站了你們怎麼還沒開始?」，一改過去民眾對於政治總是被動

的傾向。 

  

到底萬人罷韓旋風成功的關鍵因素是甚麼? 

小博解析了五大因素 

  

｜媒體宣傳: #傳統媒體 報章雜誌看板街頭宣講等 #自媒體 youtube fb 等 #議題:記者會 

line圖卡 

  

小博也自嘲每天就把自己變為韓粉，不斷刷新韓國瑜的搜尋版面，就是想掌握韓國瑜的最

新消息，不僅如此當時還推出了類似美食外送平台，只要收集 10分以上的連署就去你家收

連署幫你運送至連署站。 

  

｜公眾情緒: 

韓國瑜的不斷失言與荒盪的市政運作，都讓他不斷引火自焚，歧視性用語不斷出現，歧視

移工、歧視女性、歧視性別等等，都讓他流失信任與選票死不道歉更是惹人怒，然而有趣

的情緒是激起高雄人想保護自己家鄉的感覺。 

這場選舉注定在某部分撕裂了彼此的情感，可能你的鄰居是韓粉，爸媽親友是韓粉，而選

舉過程可能會出現互相傷害的情緒字眼出現，對於罷免運動而言除了實現民主的價值外，

選後如何平復這樣的情緒也是課題之一，所以選擇以保護這座城市為價值呼籲而非對立撕

裂的激情喊話，用愛化解城市。 

   

｜陸戰組織: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9%A4%A8%E9%95%B7%E7%9B%B4%E6%92%AD?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qo9nKjHtxm5VCgwNkqPcUYawmqapXctVW8j9vZ_YQ0rsSkMVVeQZz2zioKWvleo7YBRDeo14781ce1RiOt4Zf16T0iehPmqjUNDo9hfT5ssmzdnz4zEd_i7ZJPGMYy3-0rvefEMin0XaAPqhvrFNHgh8-XwUSipuWWEOo-XQEaIRDZVCa9vc6l19cCSnhnyMPTfCahlG6_zQgo7bHbFl3DBmr_pAAVSfEnHc2okl-nXvfSvNkxg6Io0Wri6bhTbr5_jgtYt_sxrf8VMbcRWVCOjv7QGPqtJhJCHfcuwokXaYHc8UwKEw0s8gMixDNyMbH4CJ4i1zpftVbp5UrqNGpv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6%BA%9C%E4%B9%8B%E5%A4%A7%E5%90%89?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qo9nKjHtxm5VCgwNkqPcUYawmqapXctVW8j9vZ_YQ0rsSkMVVeQZz2zioKWvleo7YBRDeo14781ce1RiOt4Zf16T0iehPmqjUNDo9hfT5ssmzdnz4zEd_i7ZJPGMYy3-0rvefEMin0XaAPqhvrFNHgh8-XwUSipuWWEOo-XQEaIRDZVCa9vc6l19cCSnhnyMPTfCahlG6_zQgo7bHbFl3DBmr_pAAVSfEnHc2okl-nXvfSvNkxg6Io0Wri6bhTbr5_jgtYt_sxrf8VMbcRWVCOjv7QGPqtJhJCHfcuwokXaYHc8UwKEw0s8gMixDNyMbH4CJ4i1zpftVbp5UrqNGpv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7%99%BD%E7%B4%99%E9%BB%91%E5%AD%97?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qo9nKjHtxm5VCgwNkqPcUYawmqapXctVW8j9vZ_YQ0rsSkMVVeQZz2zioKWvleo7YBRDeo14781ce1RiOt4Zf16T0iehPmqjUNDo9hfT5ssmzdnz4zEd_i7ZJPGMYy3-0rvefEMin0XaAPqhvrFNHgh8-XwUSipuWWEOo-XQEaIRDZVCa9vc6l19cCSnhnyMPTfCahlG6_zQgo7bHbFl3DBmr_pAAVSfEnHc2okl-nXvfSvNkxg6Io0Wri6bhTbr5_jgtYt_sxrf8VMbcRWVCOjv7QGPqtJhJCHfcuwokXaYHc8UwKEw0s8gMixDNyMbH4CJ4i1zpftVbp5UrqNGpv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7%BD%B7%E5%85%8D?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qo9nKjHtxm5VCgwNkqPcUYawmqapXctVW8j9vZ_YQ0rsSkMVVeQZz2zioKWvleo7YBRDeo14781ce1RiOt4Zf16T0iehPmqjUNDo9hfT5ssmzdnz4zEd_i7ZJPGMYy3-0rvefEMin0XaAPqhvrFNHgh8-XwUSipuWWEOo-XQEaIRDZVCa9vc6l19cCSnhnyMPTfCahlG6_zQgo7bHbFl3DBmr_pAAVSfEnHc2okl-nXvfSvNkxg6Io0Wri6bhTbr5_jgtYt_sxrf8VMbcRWVCOjv7QGPqtJhJCHfcuwokXaYHc8UwKEw0s8gMixDNyMbH4CJ4i1zpftVbp5UrqNGpv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7%BD%B7%E9%9F%93%E5%9B%9B%E9%83%A8%E6%9B%B2%E4%B9%8B%E4%BA%8C?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qo9nKjHtxm5VCgwNkqPcUYawmqapXctVW8j9vZ_YQ0rsSkMVVeQZz2zioKWvleo7YBRDeo14781ce1RiOt4Zf16T0iehPmqjUNDo9hfT5ssmzdnz4zEd_i7ZJPGMYy3-0rvefEMin0XaAPqhvrFNHgh8-XwUSipuWWEOo-XQEaIRDZVCa9vc6l19cCSnhnyMPTfCahlG6_zQgo7bHbFl3DBmr_pAAVSfEnHc2okl-nXvfSvNkxg6Io0Wri6bhTbr5_jgtYt_sxrf8VMbcRWVCOjv7QGPqtJhJCHfcuwokXaYHc8UwKEw0s8gMixDNyMbH4CJ4i1zpftVbp5UrqNGpv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82%B3%E7%B5%B1%E5%AA%92%E9%AB%94?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qo9nKjHtxm5VCgwNkqPcUYawmqapXctVW8j9vZ_YQ0rsSkMVVeQZz2zioKWvleo7YBRDeo14781ce1RiOt4Zf16T0iehPmqjUNDo9hfT5ssmzdnz4zEd_i7ZJPGMYy3-0rvefEMin0XaAPqhvrFNHgh8-XwUSipuWWEOo-XQEaIRDZVCa9vc6l19cCSnhnyMPTfCahlG6_zQgo7bHbFl3DBmr_pAAVSfEnHc2okl-nXvfSvNkxg6Io0Wri6bhTbr5_jgtYt_sxrf8VMbcRWVCOjv7QGPqtJhJCHfcuwokXaYHc8UwKEw0s8gMixDNyMbH4CJ4i1zpftVbp5UrqNGpv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8%87%AA%E5%AA%92%E9%AB%94?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qo9nKjHtxm5VCgwNkqPcUYawmqapXctVW8j9vZ_YQ0rsSkMVVeQZz2zioKWvleo7YBRDeo14781ce1RiOt4Zf16T0iehPmqjUNDo9hfT5ssmzdnz4zEd_i7ZJPGMYy3-0rvefEMin0XaAPqhvrFNHgh8-XwUSipuWWEOo-XQEaIRDZVCa9vc6l19cCSnhnyMPTfCahlG6_zQgo7bHbFl3DBmr_pAAVSfEnHc2okl-nXvfSvNkxg6Io0Wri6bhTbr5_jgtYt_sxrf8VMbcRWVCOjv7QGPqtJhJCHfcuwokXaYHc8UwKEw0s8gMixDNyMbH4CJ4i1zpftVbp5UrqNGpv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8%AD%B0%E9%A1%8C?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qo9nKjHtxm5VCgwNkqPcUYawmqapXctVW8j9vZ_YQ0rsSkMVVeQZz2zioKWvleo7YBRDeo14781ce1RiOt4Zf16T0iehPmqjUNDo9hfT5ssmzdnz4zEd_i7ZJPGMYy3-0rvefEMin0XaAPqhvrFNHgh8-XwUSipuWWEOo-XQEaIRDZVCa9vc6l19cCSnhnyMPTfCahlG6_zQgo7bHbFl3DBmr_pAAVSfEnHc2okl-nXvfSvNkxg6Io0Wri6bhTbr5_jgtYt_sxrf8VMbcRWVCOjv7QGPqtJhJCHfcuwokXaYHc8UwKEw0s8gMixDNyMbH4CJ4i1zpftVbp5UrqNGpvg&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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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百位志工如何管理，控管風險，讓每位志工發揮所長，願意拿 mic的讓它發揮願意發放

文宣的讓他知道注意安全，會做設計攝影的加強傳播媒介，重要的是在這些陸戰經驗中觀

察民主發展的進程，也是一種社會公民的培力。 

  

｜愛與包容: 

  

縱使不同立場也要陪伴投票，縱使不同選擇也要彼此尊重，感召民眾這是一場愛高雄的選

舉而非仇恨對立，理解不同立場與想法則是包容的第一步，也是高雄人亦是要守護的民主

價值。 

  

｜運氣: 

  

韓國瑜在這段罷韓時間也不斷製造負面的新聞點，如本來掛看板好好的卻把看板拆掉製造

了新聞點，而罷韓方則用投影方式投射了不可拆除的投影看板又炒起另一波罷韓新聞點，

就在罷韓熱度不衰減下直到投票的前一刻。 

  

#罷韓四部曲之三 網紅、民粹與未知的政治 

  

是甚麼製造了韓流? 中共網軍? 台灣民粹?還是世界趨勢呢? 

  

小博給了這樣的大哉問，透過媒體的包裝，紅色滲透網軍的勢力，民粹的操作，試想如果

今天不是韓國瑜而是其他更高竿的政客呢?台灣人在韓流中上了民主演進重要的一課。 

小博也提醒到「會做政治人物不一定會做網紅、網紅不一定適合做政治人物」；政治人物

也未必需要做網紅，只要好好經營地方也能是很穩定的政治人物，而作為政治網紅的韓國

瑜就很明顯不適合做為政治人物。 

  

這也帶出另個問題: 網紅政治如同商品週期會有循環嗎？ 

  

小博舉了幾位人物的例子: 

  

從聲量來看曾經立於頂端的韓國瑜現在極速衰退中可說周期已經結束，而另個也在衰退中

的政治人物為柯文哲，小博認為柯即將結束週期，而提到陳柏惟他認為是網紅轉型及轉換

跑道，從網紅變為服務地方服務國會，而呱吉亦同，而網紅政治有它的公式嗎?甚至可以透

過公關公司去包裝?這是我們民眾要去反思的。 

  

網紅政治的特色: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7%BD%B7%E9%9F%93%E5%9B%9B%E9%83%A8%E6%9B%B2%E4%B9%8B%E4%B8%89?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qo9nKjHtxm5VCgwNkqPcUYawmqapXctVW8j9vZ_YQ0rsSkMVVeQZz2zioKWvleo7YBRDeo14781ce1RiOt4Zf16T0iehPmqjUNDo9hfT5ssmzdnz4zEd_i7ZJPGMYy3-0rvefEMin0XaAPqhvrFNHgh8-XwUSipuWWEOo-XQEaIRDZVCa9vc6l19cCSnhnyMPTfCahlG6_zQgo7bHbFl3DBmr_pAAVSfEnHc2okl-nXvfSvNkxg6Io0Wri6bhTbr5_jgtYt_sxrf8VMbcRWVCOjv7QGPqtJhJCHfcuwokXaYHc8UwKEw0s8gMixDNyMbH4CJ4i1zpftVbp5UrqNGpvg&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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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更快還要在快 #簡單清楚不要拐彎抹角 #貼近的互動 #粉絲忠誠度低 

  

在這個資訊量龐大的世代，曾經有人說過每個人一輩子都有 15分鐘爆紅的機會，每天都有

新的資訊產生，政治人物新鮮感也不斷被替代也相對的忠誠度黏著度相對降低。 

  

網紅政治是一種民粹產物嗎？ 

  

小博特別拿出《王宏恩／民粹再起：速成民主與速食資訊的惡性循環》 這篇選文裡的字句

「民粹是一種修辭方式。民粹主義者與政治人物在發言時，最常強調的思維方式，就是先

強調社會中善惡黑白分明，絕無模糊之處；然後再強調政治就是一群菁英對抗眾多群眾；

菁英為惡，群眾為善，要打敗為惡的菁英，唯有「大家」跟隨我一起摧毀現有制度。」 

  

網紅在講政治或許能將難澀得字眼簡化為常民字句，但更是一把雙面刃，當事情過度被簡

化，受眾(消費者)只能被迫去選擇品牌而無法探究其內容物，因為是事情都已被簡化為表

層含義。 

  

然而網紅政治仍要提出它得正面與負面影響，打破傳統政治，傳播資訊的日新月異，許多

真相或現場畫面都可以用直播呈現在大眾面前，過去由理想稱為第四權的媒體所掌握的話

語權，透過人人都能當公民記者的工具化奪回媒體的話語權，也更容易在社交平台上橫向

同步宣傳了。 

  

然而疑慮也是有的，當人人都能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對議題闡述自己的觀點時，要如何判斷

他說的是真呢?還是只是利用資訊落差去達成自己想要的風向呢? 

  

更再者成了 #專業之死，在專業議題上未必人人都能理解產業卻也出現人人都能偽裝專

業，只為在聲量或筆戰上贏得膚淺的勝利?這對議題的討論是要幫助得嗎?值得我們深思。 

  

#罷韓四部曲之四 反思 

  

有罷韓四君子身分後也經常被詢問是否參選的小博提出了讓我們反思的問題: 

  

你怎麼會覺得網紅適合參選？ 

  

有政治網路聲量就適合選舉嗎?對於政治人物的想像是否只是來自於感覺而非出自對於政治

這個領域的專業理性得判斷，難道網紅聲量ㄧ定等於可以從政嗎?這樣的連結是否情緒感覺

的主觀判斷概念大於理性思考呢?或許這也是民粹浪潮下得產物。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BF%AB%E6%9B%B4%E5%BF%AB%E9%82%84%E8%A6%81%E5%9C%A8%E5%BF%AB?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qo9nKjHtxm5VCgwNkqPcUYawmqapXctVW8j9vZ_YQ0rsSkMVVeQZz2zioKWvleo7YBRDeo14781ce1RiOt4Zf16T0iehPmqjUNDo9hfT5ssmzdnz4zEd_i7ZJPGMYy3-0rvefEMin0XaAPqhvrFNHgh8-XwUSipuWWEOo-XQEaIRDZVCa9vc6l19cCSnhnyMPTfCahlG6_zQgo7bHbFl3DBmr_pAAVSfEnHc2okl-nXvfSvNkxg6Io0Wri6bhTbr5_jgtYt_sxrf8VMbcRWVCOjv7QGPqtJhJCHfcuwokXaYHc8UwKEw0s8gMixDNyMbH4CJ4i1zpftVbp5UrqNGpv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7%B0%A1%E5%96%AE%E6%B8%85%E6%A5%9A%E4%B8%8D%E8%A6%81%E6%8B%90%E5%BD%8E%E6%8A%B9%E8%A7%92?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qo9nKjHtxm5VCgwNkqPcUYawmqapXctVW8j9vZ_YQ0rsSkMVVeQZz2zioKWvleo7YBRDeo14781ce1RiOt4Zf16T0iehPmqjUNDo9hfT5ssmzdnz4zEd_i7ZJPGMYy3-0rvefEMin0XaAPqhvrFNHgh8-XwUSipuWWEOo-XQEaIRDZVCa9vc6l19cCSnhnyMPTfCahlG6_zQgo7bHbFl3DBmr_pAAVSfEnHc2okl-nXvfSvNkxg6Io0Wri6bhTbr5_jgtYt_sxrf8VMbcRWVCOjv7QGPqtJhJCHfcuwokXaYHc8UwKEw0s8gMixDNyMbH4CJ4i1zpftVbp5UrqNGpv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8%B2%BC%E8%BF%91%E7%9A%84%E4%BA%92%E5%8B%95?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qo9nKjHtxm5VCgwNkqPcUYawmqapXctVW8j9vZ_YQ0rsSkMVVeQZz2zioKWvleo7YBRDeo14781ce1RiOt4Zf16T0iehPmqjUNDo9hfT5ssmzdnz4zEd_i7ZJPGMYy3-0rvefEMin0XaAPqhvrFNHgh8-XwUSipuWWEOo-XQEaIRDZVCa9vc6l19cCSnhnyMPTfCahlG6_zQgo7bHbFl3DBmr_pAAVSfEnHc2okl-nXvfSvNkxg6Io0Wri6bhTbr5_jgtYt_sxrf8VMbcRWVCOjv7QGPqtJhJCHfcuwokXaYHc8UwKEw0s8gMixDNyMbH4CJ4i1zpftVbp5UrqNGpv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7%B2%89%E7%B5%B2%E5%BF%A0%E8%AA%A0%E5%BA%A6%E4%BD%8E?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qo9nKjHtxm5VCgwNkqPcUYawmqapXctVW8j9vZ_YQ0rsSkMVVeQZz2zioKWvleo7YBRDeo14781ce1RiOt4Zf16T0iehPmqjUNDo9hfT5ssmzdnz4zEd_i7ZJPGMYy3-0rvefEMin0XaAPqhvrFNHgh8-XwUSipuWWEOo-XQEaIRDZVCa9vc6l19cCSnhnyMPTfCahlG6_zQgo7bHbFl3DBmr_pAAVSfEnHc2okl-nXvfSvNkxg6Io0Wri6bhTbr5_jgtYt_sxrf8VMbcRWVCOjv7QGPqtJhJCHfcuwokXaYHc8UwKEw0s8gMixDNyMbH4CJ4i1zpftVbp5UrqNGpv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B0%88%E6%A5%AD%E4%B9%8B%E6%AD%BB?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qo9nKjHtxm5VCgwNkqPcUYawmqapXctVW8j9vZ_YQ0rsSkMVVeQZz2zioKWvleo7YBRDeo14781ce1RiOt4Zf16T0iehPmqjUNDo9hfT5ssmzdnz4zEd_i7ZJPGMYy3-0rvefEMin0XaAPqhvrFNHgh8-XwUSipuWWEOo-XQEaIRDZVCa9vc6l19cCSnhnyMPTfCahlG6_zQgo7bHbFl3DBmr_pAAVSfEnHc2okl-nXvfSvNkxg6Io0Wri6bhTbr5_jgtYt_sxrf8VMbcRWVCOjv7QGPqtJhJCHfcuwokXaYHc8UwKEw0s8gMixDNyMbH4CJ4i1zpftVbp5UrqNGpv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7%BD%B7%E9%9F%93%E5%9B%9B%E9%83%A8%E6%9B%B2%E4%B9%8B%E5%9B%9B?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qo9nKjHtxm5VCgwNkqPcUYawmqapXctVW8j9vZ_YQ0rsSkMVVeQZz2zioKWvleo7YBRDeo14781ce1RiOt4Zf16T0iehPmqjUNDo9hfT5ssmzdnz4zEd_i7ZJPGMYy3-0rvefEMin0XaAPqhvrFNHgh8-XwUSipuWWEOo-XQEaIRDZVCa9vc6l19cCSnhnyMPTfCahlG6_zQgo7bHbFl3DBmr_pAAVSfEnHc2okl-nXvfSvNkxg6Io0Wri6bhTbr5_jgtYt_sxrf8VMbcRWVCOjv7QGPqtJhJCHfcuwokXaYHc8UwKEw0s8gMixDNyMbH4CJ4i1zpftVbp5UrqNGpvg&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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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好國好民原轉月講座】噶哈巫牛眠文物館地景導覽─潘正浩 Bauké》 

主講：潘正浩(埔里牛眠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主旨： 

8/2號這天特別安排來到位於埔里噶哈巫族部落的導覽活動，噶哈巫族目前並非法定的16族

之一，但這裡有一群致力於平埔族群正名運動與文化復振運動的青年們正在用他們的方式

保存及找回祖先的智慧與根源。 

側寫： 

(林冠廷/好民文化行動協會專員) 

從 #沒有名字的人 直到找回自己的族群認同，這裡有一群青年正在進行這樣的復振運動，

其中一位則是這次帶我們導覽的 Bauké 潘正浩。 

  

當進到牛眠社區發展協會會看到外觀有馬賽克式的拼貼磚，從洪水神話的祖先一路發展到

了接觸漢人文化信仰的土地公，後來西方的長老教會也進到了埔里地區，特別的是旁邊的

觀音亭裡面的觀音像跟我們熟悉的不太一樣，是日本式的觀音像，是當地重要的文化資

產，也看見了牛眠這一帶的宗教變遷與歷史脈絡。 

  

參與者最期待的就是中午的噶哈巫特色風味佳餚，有薑黃醃漬的生豬肉、號稱東南亞水果

王的阿娜娜甜湯、糯米酒、以及相當特別罕見只能在純淨的水源下用特別的方式取下的青

苔，還有相當知名的米粉等等，讓大家酒足飯飽，一邊介紹傳統佳餚的同時也認識到了部

落文化與野菜食才間運用智慧去調配。 

  

飯飽後，正浩也帶著大家走過文化館的歷史迴廊，看著這些老照片想像過去族人的生活方

式，迴廊上也呈現許多歷史文件，一探中部平埔歷史發展。 

  

位於二樓的文物館館藏許多祭典祭祀會用到的物件，正浩也說明這些物件在祭典時都會在

被取下使用，稱為活的歷史文物，持續為社區發揮功能，文物館陳列相關復振運動中的發

展歷程，包括文字語言的保留，找回編織技巧，一步一步找回自己的文化與復興。 

  

這次的導覽，雖因下大雨沒能進部落作走讀，稍嫌可惜，但滿滿的關於復振運動資訊也帶

給我們相當的啟發，噶哈巫族持續努力將自己文化保存完整的同時，也藉由導覽走讀演講

等方式推廣原住民族正名相關議題。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6%B2%92%E6%9C%89%E5%90%8D%E5%AD%97%E7%9A%84%E4%BA%BA?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NgPy_9ZteQAPiqsxveFw9EHEI_7N-v5KxcQg2i98sj1o6czmhHurr5RMoZ-BFEzREIvUnhAo9fim7s7-rLy3RT55iqtsdWIH2Y1ymUzx_Eb-yXxfkx_25YVUxbomnC613lJxI3Jp3IOkgi5spTisCsJ3MLdCxM3yeUul8UDeb9bj3sotqpjskStvhe3bi1WoQuNqBJ9Dm1ZRTP9T_KJ2JFD2aLc9mapDBzf1WWdpyNZixswwhahYzu3V7bPh8ZP-hELp68Y0isTTt8M96ThX0lGEc338uSo1W7kEA6KlId-IGYtPUFRNtRcPZQqbuh4wutZBN67Z4O8Nch_tM87PWiw&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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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好國好民原轉月講座】當桌遊遇見排灣文化─Saiviq Kisasa &方惠閔》 

主講：Saiviq Kisasa(讓阿讓創意無限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 

主旨： 

桌遊遇見排灣文化，當一群平地人玩起排灣族文化的桌遊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桌遊專業玩

家又是如何看待這款桌遊的遊戲性跟文化性呢?在這場以桌遊認識原住民族文化的活動來看

看參與者們是如何樂在其中的吧 

  

這款遊戲是由 Saiviq Kisasa 與老公共同設計出來，目的是要以桌遊來呈現排灣族的文化

要素，如賜球/五年祭/協商概念等等，讓族人或是參與者透過好玩的方式探討自己的文化

與歷史脈絡。 

側寫： 

(林冠廷/好民文化行動協會專員) 

以 #演化論 這款桌遊為靈感，愛玩桌遊的 Saiviq Kisasa 發現透過桌遊認識排灣族的做

事方法跟文化背景，是個寓教於樂的好方法便開始著手設計，遊玩的過程漸漸像個排灣族

一樣去思考事情。 

   

卡牌分成以下幾項： 

  

§咖啡色的 #家族卡 : 成家立業的開始 有宗家 貴族 家臣 平民等 

  

§綠色的 #家族能力卡 : 能為自己的家族添加不同保護能力如抵抗瘟疫抵抗爭取獵場抵抗

飢荒等等 

  

§紅色的 #尊貴卡 : 限定抽到貴族宗家階層的家族卡玩家才能使用，功能有不受侵擾的 #

百步蛇 抵禦瘟疫跟外來開路的 #巫師 

  

§橘色的 #事件卡 #擲骰卡 #王牌卡 ：這遊戲的特色之一就是當你抽到事件卡就必須大聲

朗讀曾經真實發生的歷史事件如:牡丹社事件、羅發號事件等等而擲骰卡則是當你遇到如飢

荒在五年祭時又沒拿到賜球時可以透過擲骰的方式避免滅亡，而王牌卡則時最強的設計，

牌組內只有兩張 

  

★排灣族民族議會 : 近年排灣族人自主發起的跨部落組織以自治共榮為目標。 

  

★部落公法人：由原住民族委員研擬中的部落公法人辦法，以備未來原民部落能成為管理

傳統領域土地的法人成為自治組織的基礎。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6%BC%94%E5%8C%96%E8%AB%96?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cQhUOJgMGgivTujNVvrQOiQXOauAZyPF-LtkLfgTKVeMOnOB92zzdMCXgtl8YTkPNc5mfH4bCyWgGBlONyaQGZVx47ov9duK9gLemmUXdtpR7ACzq2cbL80B4hY3WFvqVSqy5ou4F4poKFmu6KmOP8r8oGaHnTNCc0iOfCmNgPiPbliTRpdUaAev3pmSgBeeK6sxFWu0MO-xyBgkAnOBJ5GZBkqNAuJ7Zw1kUoJnxQpSkA6veaxtYa0OVwyjSJTseX1bDKiNvl1ATsXShIrRXLmdmoA2lq-qymTl8T53BNe10bkTtUcdl8_21NoRtz49VOl5xL5nYQ583q1l3x5h_tQ&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AE%B6%E6%97%8F%E5%8D%A1?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cQhUOJgMGgivTujNVvrQOiQXOauAZyPF-LtkLfgTKVeMOnOB92zzdMCXgtl8YTkPNc5mfH4bCyWgGBlONyaQGZVx47ov9duK9gLemmUXdtpR7ACzq2cbL80B4hY3WFvqVSqy5ou4F4poKFmu6KmOP8r8oGaHnTNCc0iOfCmNgPiPbliTRpdUaAev3pmSgBeeK6sxFWu0MO-xyBgkAnOBJ5GZBkqNAuJ7Zw1kUoJnxQpSkA6veaxtYa0OVwyjSJTseX1bDKiNvl1ATsXShIrRXLmdmoA2lq-qymTl8T53BNe10bkTtUcdl8_21NoRtz49VOl5xL5nYQ583q1l3x5h_tQ&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AE%B6%E6%97%8F%E8%83%BD%E5%8A%9B%E5%8D%A1?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cQhUOJgMGgivTujNVvrQOiQXOauAZyPF-LtkLfgTKVeMOnOB92zzdMCXgtl8YTkPNc5mfH4bCyWgGBlONyaQGZVx47ov9duK9gLemmUXdtpR7ACzq2cbL80B4hY3WFvqVSqy5ou4F4poKFmu6KmOP8r8oGaHnTNCc0iOfCmNgPiPbliTRpdUaAev3pmSgBeeK6sxFWu0MO-xyBgkAnOBJ5GZBkqNAuJ7Zw1kUoJnxQpSkA6veaxtYa0OVwyjSJTseX1bDKiNvl1ATsXShIrRXLmdmoA2lq-qymTl8T53BNe10bkTtUcdl8_21NoRtz49VOl5xL5nYQ583q1l3x5h_tQ&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B0%8A%E8%B2%B4%E5%8D%A1?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cQhUOJgMGgivTujNVvrQOiQXOauAZyPF-LtkLfgTKVeMOnOB92zzdMCXgtl8YTkPNc5mfH4bCyWgGBlONyaQGZVx47ov9duK9gLemmUXdtpR7ACzq2cbL80B4hY3WFvqVSqy5ou4F4poKFmu6KmOP8r8oGaHnTNCc0iOfCmNgPiPbliTRpdUaAev3pmSgBeeK6sxFWu0MO-xyBgkAnOBJ5GZBkqNAuJ7Zw1kUoJnxQpSkA6veaxtYa0OVwyjSJTseX1bDKiNvl1ATsXShIrRXLmdmoA2lq-qymTl8T53BNe10bkTtUcdl8_21NoRtz49VOl5xL5nYQ583q1l3x5h_tQ&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7%99%BE%E6%AD%A5%E8%9B%87?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cQhUOJgMGgivTujNVvrQOiQXOauAZyPF-LtkLfgTKVeMOnOB92zzdMCXgtl8YTkPNc5mfH4bCyWgGBlONyaQGZVx47ov9duK9gLemmUXdtpR7ACzq2cbL80B4hY3WFvqVSqy5ou4F4poKFmu6KmOP8r8oGaHnTNCc0iOfCmNgPiPbliTRpdUaAev3pmSgBeeK6sxFWu0MO-xyBgkAnOBJ5GZBkqNAuJ7Zw1kUoJnxQpSkA6veaxtYa0OVwyjSJTseX1bDKiNvl1ATsXShIrRXLmdmoA2lq-qymTl8T53BNe10bkTtUcdl8_21NoRtz49VOl5xL5nYQ583q1l3x5h_tQ&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7%99%BE%E6%AD%A5%E8%9B%87?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cQhUOJgMGgivTujNVvrQOiQXOauAZyPF-LtkLfgTKVeMOnOB92zzdMCXgtl8YTkPNc5mfH4bCyWgGBlONyaQGZVx47ov9duK9gLemmUXdtpR7ACzq2cbL80B4hY3WFvqVSqy5ou4F4poKFmu6KmOP8r8oGaHnTNCc0iOfCmNgPiPbliTRpdUaAev3pmSgBeeK6sxFWu0MO-xyBgkAnOBJ5GZBkqNAuJ7Zw1kUoJnxQpSkA6veaxtYa0OVwyjSJTseX1bDKiNvl1ATsXShIrRXLmdmoA2lq-qymTl8T53BNe10bkTtUcdl8_21NoRtz49VOl5xL5nYQ583q1l3x5h_tQ&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B7%AB%E5%B8%AB?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cQhUOJgMGgivTujNVvrQOiQXOauAZyPF-LtkLfgTKVeMOnOB92zzdMCXgtl8YTkPNc5mfH4bCyWgGBlONyaQGZVx47ov9duK9gLemmUXdtpR7ACzq2cbL80B4hY3WFvqVSqy5ou4F4poKFmu6KmOP8r8oGaHnTNCc0iOfCmNgPiPbliTRpdUaAev3pmSgBeeK6sxFWu0MO-xyBgkAnOBJ5GZBkqNAuJ7Zw1kUoJnxQpSkA6veaxtYa0OVwyjSJTseX1bDKiNvl1ATsXShIrRXLmdmoA2lq-qymTl8T53BNe10bkTtUcdl8_21NoRtz49VOl5xL5nYQ583q1l3x5h_tQ&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4%BA%8B%E4%BB%B6%E5%8D%A1?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cQhUOJgMGgivTujNVvrQOiQXOauAZyPF-LtkLfgTKVeMOnOB92zzdMCXgtl8YTkPNc5mfH4bCyWgGBlONyaQGZVx47ov9duK9gLemmUXdtpR7ACzq2cbL80B4hY3WFvqVSqy5ou4F4poKFmu6KmOP8r8oGaHnTNCc0iOfCmNgPiPbliTRpdUaAev3pmSgBeeK6sxFWu0MO-xyBgkAnOBJ5GZBkqNAuJ7Zw1kUoJnxQpSkA6veaxtYa0OVwyjSJTseX1bDKiNvl1ATsXShIrRXLmdmoA2lq-qymTl8T53BNe10bkTtUcdl8_21NoRtz49VOl5xL5nYQ583q1l3x5h_tQ&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6%93%B2%E9%AA%B0%E5%8D%A1?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cQhUOJgMGgivTujNVvrQOiQXOauAZyPF-LtkLfgTKVeMOnOB92zzdMCXgtl8YTkPNc5mfH4bCyWgGBlONyaQGZVx47ov9duK9gLemmUXdtpR7ACzq2cbL80B4hY3WFvqVSqy5ou4F4poKFmu6KmOP8r8oGaHnTNCc0iOfCmNgPiPbliTRpdUaAev3pmSgBeeK6sxFWu0MO-xyBgkAnOBJ5GZBkqNAuJ7Zw1kUoJnxQpSkA6veaxtYa0OVwyjSJTseX1bDKiNvl1ATsXShIrRXLmdmoA2lq-qymTl8T53BNe10bkTtUcdl8_21NoRtz49VOl5xL5nYQ583q1l3x5h_tQ&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7%8E%8B%E7%89%8C%E5%8D%A1?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cQhUOJgMGgivTujNVvrQOiQXOauAZyPF-LtkLfgTKVeMOnOB92zzdMCXgtl8YTkPNc5mfH4bCyWgGBlONyaQGZVx47ov9duK9gLemmUXdtpR7ACzq2cbL80B4hY3WFvqVSqy5ou4F4poKFmu6KmOP8r8oGaHnTNCc0iOfCmNgPiPbliTRpdUaAev3pmSgBeeK6sxFWu0MO-xyBgkAnOBJ5GZBkqNAuJ7Zw1kUoJnxQpSkA6veaxtYa0OVwyjSJTseX1bDKiNvl1ATsXShIrRXLmdmoA2lq-qymTl8T53BNe10bkTtUcdl8_21NoRtz49VOl5xL5nYQ583q1l3x5h_tQ&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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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的 #交際卡：則是自己（部落）牌卡中的家族可以互相擁有共同的能力如透過通婚貿

易等 

  

§紅色的 #攻擊卡 #殖民攻擊卡：當拿到攻擊卡則必須攻擊其他家族有瘧疾、爭獵場、獵首

等而殖民攻擊卡則是必須按照荷蘭、清國、日本殖民順序依序出卡。 

  

更特別的當玩家把手牌出掉後就會進入排灣族的五年祭的*刺球儀式(注 1)，以擲骰子的方

式決定五年祭中賜球的數量，如果球的數量不夠就代表家族滅完，再由起始玩家進行下一

輪在進入下一個五年祭後母牌發完即進行牌卡點算。 

  

透過幾輪的遊戲後，與會的朋友們漸漸熟悉玩法，甚至開始改版用其他的桌遊的邏輯去

玩，也有不一樣的遊戲性，在遊戲中也認識到我們習以為常的文化與不同民族之間的異

同，透過桌遊互相交流。 

桌遊的老玩家有提出許多回饋，例如字體排版、遊戲性改良、文化與桌遊邏輯間的平衡，

更重視文化體驗的朋友建議可以在盒子內添加一份 #設定集，可以更了解卡牌上的字詞語

彙背後的故事等。 

  

透過這樣的交流機會，小小的理解到應以不同文化思考面向去對議題做判斷，以免總是以

自己熟捻的文化脈絡去思考其他族群的決策，透過理解彼此進而感同身受，或許這個社會

就會離所謂的文化歧視與挪用更遠了。 

  

注 1:五年祭刺球儀式是由祭師向空中用力抛擲祭球，圍成一圈的每位族人代表，各自持著

10多公尺長之專用竹竿，朝祭球爭相刺去。 

 

《8.23【好國好民原轉月講座】巴宰文化復振運動─潘英傑＆潘文輝》 

主講：潘英傑＆潘文輝(巴宰族群文化協會理事長與總幹事) 

主旨： 

§ #巴宰族文化歷史 

  

1711年 

臺灣原住民平埔族社民，受瘟疫侵襲，張達京熟練中醫，他以草藥為社人治病救人無數，

阿穆賜以女兒為妻，其餘諸社頭目也將女兒嫁給他，張達京成為番仔（原住民）的駙馬，

共娶得六名平埔族公主，俗稱「番仔駙馬」，而後由於助清平亂有功，阿穆授予擔任總土

官，張達京擔任通事。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4%BA%A4%E9%9A%9B%E5%8D%A1?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cQhUOJgMGgivTujNVvrQOiQXOauAZyPF-LtkLfgTKVeMOnOB92zzdMCXgtl8YTkPNc5mfH4bCyWgGBlONyaQGZVx47ov9duK9gLemmUXdtpR7ACzq2cbL80B4hY3WFvqVSqy5ou4F4poKFmu6KmOP8r8oGaHnTNCc0iOfCmNgPiPbliTRpdUaAev3pmSgBeeK6sxFWu0MO-xyBgkAnOBJ5GZBkqNAuJ7Zw1kUoJnxQpSkA6veaxtYa0OVwyjSJTseX1bDKiNvl1ATsXShIrRXLmdmoA2lq-qymTl8T53BNe10bkTtUcdl8_21NoRtz49VOl5xL5nYQ583q1l3x5h_tQ&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6%94%BB%E6%93%8A%E5%8D%A1?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cQhUOJgMGgivTujNVvrQOiQXOauAZyPF-LtkLfgTKVeMOnOB92zzdMCXgtl8YTkPNc5mfH4bCyWgGBlONyaQGZVx47ov9duK9gLemmUXdtpR7ACzq2cbL80B4hY3WFvqVSqy5ou4F4poKFmu6KmOP8r8oGaHnTNCc0iOfCmNgPiPbliTRpdUaAev3pmSgBeeK6sxFWu0MO-xyBgkAnOBJ5GZBkqNAuJ7Zw1kUoJnxQpSkA6veaxtYa0OVwyjSJTseX1bDKiNvl1ATsXShIrRXLmdmoA2lq-qymTl8T53BNe10bkTtUcdl8_21NoRtz49VOl5xL5nYQ583q1l3x5h_tQ&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6%AE%96%E6%B0%91%E6%94%BB%E6%93%8A%E5%8D%A1?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cQhUOJgMGgivTujNVvrQOiQXOauAZyPF-LtkLfgTKVeMOnOB92zzdMCXgtl8YTkPNc5mfH4bCyWgGBlONyaQGZVx47ov9duK9gLemmUXdtpR7ACzq2cbL80B4hY3WFvqVSqy5ou4F4poKFmu6KmOP8r8oGaHnTNCc0iOfCmNgPiPbliTRpdUaAev3pmSgBeeK6sxFWu0MO-xyBgkAnOBJ5GZBkqNAuJ7Zw1kUoJnxQpSkA6veaxtYa0OVwyjSJTseX1bDKiNvl1ATsXShIrRXLmdmoA2lq-qymTl8T53BNe10bkTtUcdl8_21NoRtz49VOl5xL5nYQ583q1l3x5h_tQ&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8%A8%AD%E5%AE%9A%E9%9B%86?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cQhUOJgMGgivTujNVvrQOiQXOauAZyPF-LtkLfgTKVeMOnOB92zzdMCXgtl8YTkPNc5mfH4bCyWgGBlONyaQGZVx47ov9duK9gLemmUXdtpR7ACzq2cbL80B4hY3WFvqVSqy5ou4F4poKFmu6KmOP8r8oGaHnTNCc0iOfCmNgPiPbliTRpdUaAev3pmSgBeeK6sxFWu0MO-xyBgkAnOBJ5GZBkqNAuJ7Zw1kUoJnxQpSkA6veaxtYa0OVwyjSJTseX1bDKiNvl1ATsXShIrRXLmdmoA2lq-qymTl8T53BNe10bkTtUcdl8_21NoRtz49VOl5xL5nYQ583q1l3x5h_tQ&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B7%B4%E5%AE%B0%E6%97%8F%E6%96%87%E5%8C%96%E6%AD%B7%E5%8F%B2?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UJsxFtjX9uy06AKwr6BWADxnSfewef9A0_rF-fuqYggKg76_EDs8SFnPj5MfG6LXLnrYE1znkSPv1Nt7lXTL77X66wKRSJkP_El_Tx1y3yu9KV7pVynMi-gGJt9v7j5fFDLi6LRhyF9cNhTc7oyJzRRulYiE0ndk7B46BeRig7wbRQ-Zdvggolg64fGqicWriP5Eqr-7RcTjNoZrXsYmSM-tExrcYF766jj_i2SnAy6Fel1WFHFAf5luw2sjjRUOc7WOv7cHviVym_QTlhIEFG_xG6Udssyi7QwofD2yLHAigXpxfvot4pevTA2mq5tj4wjWWdNK14ZHCQ3zZ82ja0w&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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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寫： 

(林冠廷/好民文化行動協會專員) 

1731年 

總通事張達京、土官敦仔，助清軍平亂，1740年皇帝賜潘姓給麻薯舊社土官敦仔。而後由

於張達京由於濫墾土地，被清政府革職逐回原籍。張達京自雍正元年（1723年）起任岸裡

五社總通事，但因稍後發生多起通事入侵番界開墾事件，且有通事聯繫高山族出草抵禦，

當局於是整肅革去張達京等具極大勢力的漢人通事，並將其遣回其戶籍所在地。 

  

張達京在大台中長年的經營，使自己變成富豪，使台中平原布滿漢人墾民。然而，也使得

巴宰族人的生存空間急遽縮小，生計困難，造成日後巴宰族集體流亡埔里，或退回祖居地

苗栗縣三義鄉鯉魚潭的慘劇。因此，雙方曾互相控訴，1823年議定遷往埔里居住。 

  

§  #復振現況 

  

1999年舉辦第一次傳統過年，邀起埔里四庄、苗栗三義鯉魚潭族親一起共襄盛舉。過年種

重要的祭儀式是走鏢與牽田，也融入了具文化性質的趣味競賽。 

  

父輩以前上山打獵帶狗一定要奇數不能偶數，打到獵物會用鹽巴進行醃製。 

牽田是族親手拉著手圍著營火，一邊喝著酒一邊唱著傳統歌謠。現在則把歌謠也改得比較

輕快。信仰基督教之後，就改掉了喝酒陋習。  

  

2001~2002因為 921大地震而停辦了傳統過年，那時災民每周三都去領取賑災品。直到

2003年始才又開始恢復。 

  

過往過年是農曆 11月 15，現在人因為周休二日，因此當代過年日期改為 11月的第一個周

六舉辦，12月的第一個周六則由苗栗鯉魚潭舉辦。 

  

總幹事表示雖然「每年過年都賠錢舉辦，但是開心就好，我們還是堅持舉辦。」早期會邀

請其他族群來歌舞，近年我們開始編排自己的傳統歌舞。 

  

並在 2003年成立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2004 更舉辦平埔大會親，多部遊覽車一起去

參與盛會。 

  

§ #母語復振 

   

部落耆老潘金玉在世能以巴宰語進行溝通，當時在賴貫一牧師的協助下，培訓了族語師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BE%A9%E6%8C%AF%E7%8F%BE%E6%B3%81?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UJsxFtjX9uy06AKwr6BWADxnSfewef9A0_rF-fuqYggKg76_EDs8SFnPj5MfG6LXLnrYE1znkSPv1Nt7lXTL77X66wKRSJkP_El_Tx1y3yu9KV7pVynMi-gGJt9v7j5fFDLi6LRhyF9cNhTc7oyJzRRulYiE0ndk7B46BeRig7wbRQ-Zdvggolg64fGqicWriP5Eqr-7RcTjNoZrXsYmSM-tExrcYF766jj_i2SnAy6Fel1WFHFAf5luw2sjjRUOc7WOv7cHviVym_QTlhIEFG_xG6Udssyi7QwofD2yLHAigXpxfvot4pevTA2mq5tj4wjWWdNK14ZHCQ3zZ82ja0w&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6%AF%8D%E8%AA%9E%E5%BE%A9%E6%8C%AF?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UJsxFtjX9uy06AKwr6BWADxnSfewef9A0_rF-fuqYggKg76_EDs8SFnPj5MfG6LXLnrYE1znkSPv1Nt7lXTL77X66wKRSJkP_El_Tx1y3yu9KV7pVynMi-gGJt9v7j5fFDLi6LRhyF9cNhTc7oyJzRRulYiE0ndk7B46BeRig7wbRQ-Zdvggolg64fGqicWriP5Eqr-7RcTjNoZrXsYmSM-tExrcYF766jj_i2SnAy6Fel1WFHFAf5luw2sjjRUOc7WOv7cHviVym_QTlhIEFG_xG6Udssyi7QwofD2yLHAigXpxfvot4pevTA2mq5tj4wjWWdNK14ZHCQ3zZ82ja0w&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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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以羅馬拼音進行教學，成立聚落式的教學班分為小朋友班、青年班、成人班進行族語

的紮根教育。 

  

我們也參與了教育部的九年一貫教材，編寫巴宰族語，李壬癸教授也出版了巴宰語辭典一

書，但我們跟他的標音符號仍有差異，之後也展開修訂辭典的事工此外我們也至社區和學

校進行族語教學。 

  

之後更參加了原住民語文學創作，以巴宰語進行創作並得多項獎項，得獎比例相當高，然

而今年沒有申請原民會的補助，總幹事略有埋怨道「40幾堂課要全程錄影，給人像是抓小

偷的感覺，因此我們不願意再繼續申請。」 

  

§ #請國家重視平埔族群人權 

  

第二位講者為巴宰族群文化協會理事長潘英傑以 #難過的心聲 、#爭取正名的看法以及對

政府的期待貫穿整個講題，呼籲政府聆聽平埔部落族人的心聲。 

  

理事長呼籲國家我們已經為原住民族身分爭取 20 餘年，但政府至今仍未兌現其承諾。希望

政府能提供我們更多資源，投入歷史文化語言的復振，也讓我們能早日恢復我們的原住民

族身分。 

  

§ #難過的心聲 

  

理事長難過但激昂的表示我們常常與原住民朋友對話，他們對我們完全不熟識與了解，許

多專家或立委還裝作不知道。 

  

立法院的委員有些人極力反對平埔族群的復振，曾經在教育部的原住民族文學獎開辦，我

們就參與其中但其中第三屆遭受打壓，因為我們不具官方原住民身分而被拒絕參加。 

  

族人很努力，但是我們遭受外來的這些打壓與不理解是我們很難過的地方。 

  

§ #爭取正名的看法 

  

許多公聽會、諮詢會，許多會議，至今仍原地踏步，常常感受他們只是在應付我們。修法

的問題，也僅僅在於政府要做與不做而已，我不了解立法委員與公部門的想法，但是我今

年已經 70餘歲了，我也不知道在有生之年能否取得原住民族身分。 

  

我們期望政府給我們一個空間，讓我們進行文化語言的復振，我們可以有個地方讓我們生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8%AB%8B%E5%9C%8B%E5%AE%B6%E9%87%8D%E8%A6%96%E5%B9%B3%E5%9F%94%E6%97%8F%E7%BE%A4%E4%BA%BA%E6%AC%8A?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UJsxFtjX9uy06AKwr6BWADxnSfewef9A0_rF-fuqYggKg76_EDs8SFnPj5MfG6LXLnrYE1znkSPv1Nt7lXTL77X66wKRSJkP_El_Tx1y3yu9KV7pVynMi-gGJt9v7j5fFDLi6LRhyF9cNhTc7oyJzRRulYiE0ndk7B46BeRig7wbRQ-Zdvggolg64fGqicWriP5Eqr-7RcTjNoZrXsYmSM-tExrcYF766jj_i2SnAy6Fel1WFHFAf5luw2sjjRUOc7WOv7cHviVym_QTlhIEFG_xG6Udssyi7QwofD2yLHAigXpxfvot4pevTA2mq5tj4wjWWdNK14ZHCQ3zZ82ja0w&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9%9B%A3%E9%81%8E%E7%9A%84%E5%BF%83%E8%81%B2?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UJsxFtjX9uy06AKwr6BWADxnSfewef9A0_rF-fuqYggKg76_EDs8SFnPj5MfG6LXLnrYE1znkSPv1Nt7lXTL77X66wKRSJkP_El_Tx1y3yu9KV7pVynMi-gGJt9v7j5fFDLi6LRhyF9cNhTc7oyJzRRulYiE0ndk7B46BeRig7wbRQ-Zdvggolg64fGqicWriP5Eqr-7RcTjNoZrXsYmSM-tExrcYF766jj_i2SnAy6Fel1WFHFAf5luw2sjjRUOc7WOv7cHviVym_QTlhIEFG_xG6Udssyi7QwofD2yLHAigXpxfvot4pevTA2mq5tj4wjWWdNK14ZHCQ3zZ82ja0w&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7%88%AD%E5%8F%96%E6%AD%A3%E5%90%8D%E7%9A%84%E7%9C%8B%E6%B3%95%E4%BB%A5%E5%8F%8A%E5%B0%8D%E6%94%BF%E5%BA%9C%E7%9A%84%E6%9C%9F%E5%BE%85%E8%B2%AB%E7%A9%BF%E6%95%B4%E5%80%8B%E8%AC%9B%E9%A1%8C?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UJsxFtjX9uy06AKwr6BWADxnSfewef9A0_rF-fuqYggKg76_EDs8SFnPj5MfG6LXLnrYE1znkSPv1Nt7lXTL77X66wKRSJkP_El_Tx1y3yu9KV7pVynMi-gGJt9v7j5fFDLi6LRhyF9cNhTc7oyJzRRulYiE0ndk7B46BeRig7wbRQ-Zdvggolg64fGqicWriP5Eqr-7RcTjNoZrXsYmSM-tExrcYF766jj_i2SnAy6Fel1WFHFAf5luw2sjjRUOc7WOv7cHviVym_QTlhIEFG_xG6Udssyi7QwofD2yLHAigXpxfvot4pevTA2mq5tj4wjWWdNK14ZHCQ3zZ82ja0w&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7%88%AD%E5%8F%96%E6%AD%A3%E5%90%8D%E7%9A%84%E7%9C%8B%E6%B3%95%E4%BB%A5%E5%8F%8A%E5%B0%8D%E6%94%BF%E5%BA%9C%E7%9A%84%E6%9C%9F%E5%BE%85%E8%B2%AB%E7%A9%BF%E6%95%B4%E5%80%8B%E8%AC%9B%E9%A1%8C?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UJsxFtjX9uy06AKwr6BWADxnSfewef9A0_rF-fuqYggKg76_EDs8SFnPj5MfG6LXLnrYE1znkSPv1Nt7lXTL77X66wKRSJkP_El_Tx1y3yu9KV7pVynMi-gGJt9v7j5fFDLi6LRhyF9cNhTc7oyJzRRulYiE0ndk7B46BeRig7wbRQ-Zdvggolg64fGqicWriP5Eqr-7RcTjNoZrXsYmSM-tExrcYF766jj_i2SnAy6Fel1WFHFAf5luw2sjjRUOc7WOv7cHviVym_QTlhIEFG_xG6Udssyi7QwofD2yLHAigXpxfvot4pevTA2mq5tj4wjWWdNK14ZHCQ3zZ82ja0w&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9%9B%A3%E9%81%8E%E7%9A%84%E5%BF%83%E8%81%B2?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UJsxFtjX9uy06AKwr6BWADxnSfewef9A0_rF-fuqYggKg76_EDs8SFnPj5MfG6LXLnrYE1znkSPv1Nt7lXTL77X66wKRSJkP_El_Tx1y3yu9KV7pVynMi-gGJt9v7j5fFDLi6LRhyF9cNhTc7oyJzRRulYiE0ndk7B46BeRig7wbRQ-Zdvggolg64fGqicWriP5Eqr-7RcTjNoZrXsYmSM-tExrcYF766jj_i2SnAy6Fel1WFHFAf5luw2sjjRUOc7WOv7cHviVym_QTlhIEFG_xG6Udssyi7QwofD2yLHAigXpxfvot4pevTA2mq5tj4wjWWdNK14ZHCQ3zZ82ja0w&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7%88%AD%E5%8F%96%E6%AD%A3%E5%90%8D%E7%9A%84%E7%9C%8B%E6%B3%95?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UJsxFtjX9uy06AKwr6BWADxnSfewef9A0_rF-fuqYggKg76_EDs8SFnPj5MfG6LXLnrYE1znkSPv1Nt7lXTL77X66wKRSJkP_El_Tx1y3yu9KV7pVynMi-gGJt9v7j5fFDLi6LRhyF9cNhTc7oyJzRRulYiE0ndk7B46BeRig7wbRQ-Zdvggolg64fGqicWriP5Eqr-7RcTjNoZrXsYmSM-tExrcYF766jj_i2SnAy6Fel1WFHFAf5luw2sjjRUOc7WOv7cHviVym_QTlhIEFG_xG6Udssyi7QwofD2yLHAigXpxfvot4pevTA2mq5tj4wjWWdNK14ZHCQ3zZ82ja0w&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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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 #原轉月的意義 

  

講座告一段落後族人前輩們一起吟唱族語歌曲，悠揚的歌聲迴盪整個好民空間，這場講座

也讓與會的民眾更加了解原來原住民族不只是現今法定上的 16族其時有更多保有自己文化

認同、語言與傳統的平埔族。 

  

台灣這座島嶼上數千年來早已有人類在此活動，早已發展出自己的歷史痕跡，然而過去很

長一段時間的教育系統，刻意篩選或忽視這樣的事實以滿足統治者方便管理的需求。 

  

將近兩個月聚焦於原住民族議題的 #好國好民原轉月講座，也告一段落 

  

》第一場關於文學創作的【寫吧!讀吧!寄情於二行詩吧!】｜瓦歷斯·諾幹 

》第二場關於同志與原民身分的阿嘟【最美的靈魂都在這裡—部落 adju 運動經驗】｜董晨

皓&瑪達拉·達努巴克 

  

》第三場關於平埔族群文化走讀【噶哈巫族牛眠文物館地景導覽】｜Bauké 潘正浩  

  

》第四場關於以桌遊體會排灣文化的【當桌遊遇見排灣文化｜Saiviq Kisasa 

  

》第五場關於太魯閣族部落孩童傳遞族人文化的一系列展演【太魯閣族生活印記】｜花蓮

家扶中心 

  

》第六場關於平埔巴宰族文化正名運動的【巴宰文化復振運動】｜潘英傑＆潘文輝 

  

一系列原民相關活動是希望與會者能透由理解原民文化的不同面向，有歡樂有文學、有困

境更有苦難，期許這座島嶼的人們能夠彼此互相包容有愛身邊不同族群的朋友，實現心中

的的理想國，一起走在好國好民的路上。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8E%9F%E8%BD%89%E6%9C%88%E7%9A%84%E6%84%8F%E7%BE%A9?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UJsxFtjX9uy06AKwr6BWADxnSfewef9A0_rF-fuqYggKg76_EDs8SFnPj5MfG6LXLnrYE1znkSPv1Nt7lXTL77X66wKRSJkP_El_Tx1y3yu9KV7pVynMi-gGJt9v7j5fFDLi6LRhyF9cNhTc7oyJzRRulYiE0ndk7B46BeRig7wbRQ-Zdvggolg64fGqicWriP5Eqr-7RcTjNoZrXsYmSM-tExrcYF766jj_i2SnAy6Fel1WFHFAf5luw2sjjRUOc7WOv7cHviVym_QTlhIEFG_xG6Udssyi7QwofD2yLHAigXpxfvot4pevTA2mq5tj4wjWWdNK14ZHCQ3zZ82ja0w&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A5%BD%E5%9C%8B%E5%A5%BD%E6%B0%91%E5%8E%9F%E8%BD%89%E6%9C%88%E8%AC%9B%E5%BA%A7?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UJsxFtjX9uy06AKwr6BWADxnSfewef9A0_rF-fuqYggKg76_EDs8SFnPj5MfG6LXLnrYE1znkSPv1Nt7lXTL77X66wKRSJkP_El_Tx1y3yu9KV7pVynMi-gGJt9v7j5fFDLi6LRhyF9cNhTc7oyJzRRulYiE0ndk7B46BeRig7wbRQ-Zdvggolg64fGqicWriP5Eqr-7RcTjNoZrXsYmSM-tExrcYF766jj_i2SnAy6Fel1WFHFAf5luw2sjjRUOc7WOv7cHviVym_QTlhIEFG_xG6Udssyi7QwofD2yLHAigXpxfvot4pevTA2mq5tj4wjWWdNK14ZHCQ3zZ82ja0w&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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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圖五:周奕成  

 

 

 

 

 

圖六:謝子涵 

 

 

 

 

 

圖七:噶哈巫部落導覽潘正浩 

 

 

 

 

 

圖八:蕭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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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民培力：審議培訓工作坊 

 

好民請願運動透過前期的議題前導活動及好國好民系列講座，招募對於公共議題、台中在

地發展、文化歷史、審議民主、台中州廳有興趣之市民，並透過後續的課程，除補充議題相

關資訊，深化學員對議題之理解，同時培訓出具備帶領審議討論與進 行議題研究的「好民

社區協調員」，期具備審議主持、倡議及研究之能力。 

審議培訓工作坊

課程一覽 

請願運動介紹 | 陳穗妮&林芳如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 

（西區民權路53巷10號） 

5月16日 

審議民主與社會運動 | 羅凱凌 5月16日 

議員忙甚麼 | 黃守達 5月30日 

地方議會監督經驗分享 |吳蕙如 5月30日 

台中市文化政策的探究與議會之間的

折衝 | 陳逸芯 

6月13日 

淺談台中地方政治生態 | 陳彥斌 6月13日 

台中舊城的興衰與未來的發展 | 蘇

睿弼 

6月14日 

認識地方財政 | 洪敬舒 6月27日 

評論寫作技巧 | 簡永達 6月27日 

 文化空間再造的想像 | 姜樂靜 6月28日 

審議主持技巧 | 許恩恩 7月11日 

審議實務操作 | 林于聖 7月12日 

工作坊課程摘要 

課程 講師 內容 

請願運動介紹 

林芳如&陳穗妮

／好民文化行

動協會 

第一堂課的課程安排將告訴學員們，好民文化行動在過去

推動請願運動，遇到了哪些困難，得到了多少成果，請願

作為人民的發聲工具，這個工具有被公民社會善用嗎？此

工作坊也將培訓審議人才，學習將自己裝備成為社區協調

員，在日後的審議開講發揮專業，在台中州廳這個議題上

如何發揮影響力! 

都是我們第一堂課要帶來的分享! 

審議民主與社會運

動 

羅凱凌／民主

創新與治理中

政大民主創新與治理中心副執行長羅凱凌博士，為我們分

享審議民主技巧與社會運動之間，以長期研究公民參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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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副執行長 學者分享審議民主如何在社會運動中實踐，尤以台灣社

會，每當有爭議性議題出現，其參與團體未必掌握審議民

主技巧，經常陷入兩極對立而未充分溝通達成共識，進而

消耗運動能量，國內外都有許多案例，而我們又要如何避

免或以更好的方式解決呢? 

議員忙甚麼 
黃守達／台中

市議員 

請願工作坊課程將由中西區議員黃守達來分享"議員忙甚

麼?" 一般市民的印象，議會就好像只有紛紛擾擾吵吵鬧

鬧，不過是藍綠兩黨的壁壘爭吵，這堂課守達將跟我們分

享究竟議員作為一份職業&志業，議員應有專業性在哪邊?

忙碌的公務行程究竟有事哪些面向?面對人民請願案，地方

議員又能幫助的哪個層次呢?入政必修課 ! 

地方議會監督經驗

分享 

吳蕙如／台南

新芽秘書長 

長期耕耘台南議會監督的台南新芽秘書長吳蕙如來傳授議

會監督入門新法，究竟議會如何監督，看直播?看市政報

告?玲瑯滿目的議事規則與法條從何開始監督?台南經驗，

台中實踐?!成為專業議會監督高手從這裡開始! 

台中市文化政策的

探究與議會之間的

折衝 

陳逸芯／議員

助理 

由現任議員助理陳逸芯來分享第一線政治實務工作者，從

台中市議會架構開始講起，搞懂甚麼局處對應甚麼單位，

實際上如何運作，台中州廳的議題議員與民間是如何折衝

呢?搞懂議會這裡讓你問到飽! 

淺談台中地方政治

生態 

陳彥斌／新文

化協會執行長 

新文化協會的彥斌大哥來分享台中地方派系江湖事，台中

故事王彥斌大哥相信熟悉好民活動的大家一定不陌生，信

手拈來就是一個故事，路上拐個彎台中大小事講給你聽，

場場邀請場場爆滿的彥斌大哥，台下的大家總是意猶未

竟，這場講座又將帶給大家甚麼樣不為人知的台中派系故

事 

台中州廳與舊城興

衰未來的發展 

蘇睿弼／中城

再生文化協會

理事長 

由 中城再生文化協會 ，理事長蘇睿弼老師深度解析台中

州廳與舊城區百年發展演變，從專業都市規劃人的角度分

析台中整體發展，自稱為文化城的台中，在州廳活化利用

的政策上，要有更多得討論，納入更多公民的想法意見，

學員也將從這堂課學習 #中城再生 不只是口號或名稱，而

是能化作具體的行動力! 

認識地方財政 洪敬舒／台灣 台灣勞工陣線工作貧窮研究室主任 洪敬舒，將為學員帶來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GoodotVillage/?__tn__=K-R&eid=ARAfxKbh0pkKN5eJBiXPBW5MQWPtlbk1h8frBekvNhgSaxyn1YvURCk9LQuT2KV6jYrh_Ca0cpNLf7Z-&fref=mentions&__xts__%5B0%5D=68.ARDI0Ucfm-T_LBM_1RBmQ9yXR9DO9kj6dKN1JX7_6d_WB_CqnLEsaH2IqTrb9a2RPZEha5up-W0Ay3hdOe7AqS_7HinVqBP1k7XO2G1FGz7Q_oq_2X8AMLz-PyPeq9YNQT5DNhH7sJqcDq-RSvSWz-JzOyDaRzNuV34ibsDeJC2tuBRIvwP4q2iUPsRxwcVGnIuu8dDyFgHks6AX3L7gF1dKRgn2ZHyevaIZlLk7glf_0Kolk8h6pYLbOx8OC6F9BIFV8KSlBjZIK7F5_NJMQ3zM6gKxpOvqBcvtBkct_uS1-oLxHQoW_mQec9SR5xJrUGH3G1ywRV3GlC7RHnOO4pv_eg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4%B8%AD%E5%9F%8E%E5%86%8D%E7%94%9F?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I0Ucfm-T_LBM_1RBmQ9yXR9DO9kj6dKN1JX7_6d_WB_CqnLEsaH2IqTrb9a2RPZEha5up-W0Ay3hdOe7AqS_7HinVqBP1k7XO2G1FGz7Q_oq_2X8AMLz-PyPeq9YNQT5DNhH7sJqcDq-RSvSWz-JzOyDaRzNuV34ibsDeJC2tuBRIvwP4q2iUPsRxwcVGnIuu8dDyFgHks6AX3L7gF1dKRgn2ZHyevaIZlLk7glf_0Kolk8h6pYLbOx8OC6F9BIFV8KSlBjZIK7F5_NJMQ3zM6gKxpOvqBcvtBkct_uS1-oLxHQoW_mQec9SR5xJrUGH3G1ywRV3GlC7RHnOO4pv_eg&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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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陣線工作

貧窮研究室主

任 

專業議題工作者監督評量政府預財政算心法，勞陣不只關

心勞動議題，經濟民主議題也多由著墨，這次讓專業的來! 

評論寫作技巧 
簡永達／報導

者特約記者 

報導者特約記者簡永達，曾來過中區深入做過東協廣場議

題的永達，將在這堂課分享文字工作者在時事評論或是深

度報導時應具備的基礎寫作技巧，相信對於想磨練自身文

字掌握技巧的朋友們可以在這堂課學到許多! 

文化空間再造的想

像 

姜樂靜／建築

師 

由建築師姜樂靜以建築師的專業來跟學員分享第一線實務

建築事工，以設計建構開放性學校空間聞名的姜老師，也

會為我們分享在古蹟修復、文化空間再造上，會遇到的局

限及難題，有志投身建築事業的朋友們不容錯過阿! 

審議主持技巧 
許恩恩／審議

民主推動者 

審議民主推動者許恩恩將帶來一整天的實務操作課程，從

零基礎開始學習審議民主技巧，各種好用審議工具一次公

開，以州廳議題演練更具真實感，學習審議民主操作，從

這堂課開始! 

審議實務操作 
林于聖／審議

民主推動者 

接續前一天許恩恩帶來的審議工具與主持技巧的學習，林

于聖將來帶專業的審議民主實務操作，紙上不談兵，畫稿

紙為審議工具，主持技巧一次公開，不藏私不囉嗦，審議

開講來了就上，實務操作直接演練。 

 

活動側記 

審議培訓工作坊側記 

《請願運動介紹》 

（5月16日） 

主講：陳穗妮&林芳如/好民文化行動協會成員 

主旨： 

    請願是甚麼?陳情又是甚麼?請願兩個字對於民主法治帶有甚麼意義呢? 

  

這些疑問，或許都能在這一系列的講座中的解答，尤以第一堂課「請願運動介紹」的內容

向學員們簡介所謂的#好民經驗。根據憲法第16條:「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明

載於憲法的公民權利應被民主化已一段時間的台灣社會所知悉，然而很顯然並不被人民所

熟知，社會上的常態是有需求及困難直接透過民意代表解決，而非依循請願法第2條: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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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對國家政策、公共利害或其權益之維護,得向職權所屬之民意機關或主管行政機關請

願。」好民文化行動協會看見了民主需要在深化的可能性，請願工作坊就是希冀台中乃至

於整體台灣民主能有革新的可能，這堂課邀請了這兩年來好民請願運動的主推手陳穗妮與

林芳如來講講好民的請願運動 

 

側寫： 

（林冠廷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專員） 

#請願運動的預備 

  

#審議民主，或許有許多人已經明白或是善用，然而在開課前的報名表中，我們問了欲報名

者一個問題，「請問您是否有審議相關經驗？」其實絕大多數的報名者都沒有相關經驗，多

是想透過這樣的工作坊學習審議民主。其實正也是反映了好民做請願運動的重要性#傳遞更

多民主的方法及想像，簡報上對於審議民主 

的說法是 

  

公民在平等、自由地參與公共事務時,在資訊充分、發言機會平等與決策程序公平的條件

下,經由意見交換、理性討論的過程,達成較為合理的決策、提出可行的意見或方案。 

  

筆者認為更容易想像的畫面是湍急的溪水中，河底下一顆顆圓滑的石頭，原先可能是不規

則、菱菱角角形狀的石頭，透過「審議民主」這道湍急溪流的沖刷，原先可能是會是充滿

衝突爭議的議題，經過這趟洗禮，每塊石頭、每個意見都能充分溝通表達進而達成相對圓

融的決策，我想這是審議民主這類民主工具所被設計的初衷吧。 

  

#好民18經驗: 請願新手村 

 

2018年好民推動了以下六項請願議題，分別是: 

 

●議會透明 

 

●交通友善 

 

●騎樓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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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長照 

 

●中學生自治 

 

●移工生活環境 

  

更辦理了高達29場的審議討論捲動將近274人次的民眾參與，回顧這些內容，筆者佩服好民

的行動能量可以辦理這樣規模的活動，種下了民主革新的種子，議題多元既廣且深從法規

面的議事規則到議題面的社會問題都涵蓋了，後續的請願成果呢?講師穗妮也向我們歸納了

市府後續的回應，《臺中市議會人民請願案處理辦法》、《臺中市議會各種委員會設置辦法》

《、臺中市議會旁聽規則》、《臺中市議會錄影、錄音管理規則》、《臺中市議會聽證會實施

辦法》等法規類將以「自律規則納法規室錄案,供將來修正時參考。」而議題類的交通友

善、騎樓淨空、社區長照等則直接逕轉市府，這樣的結果或許與當初的想像不同，然而趟

旅程下來也完備了「#好民請願運動」。 

  

透由 培訓 → 蒐集意見 → 聚集共識 → 請願遞案 → 監督倡議 這些階段，完整的請願

運動已然成形，2019年好民有承襲18年經驗做出了小改版。 

  

#好民19經驗: 針對議題精準打擊 

  

2019是個對於香港人而言風雨飄渺的一年，本是擋雨的傘成了直面催淚彈的盾，血染了東

方明珠，港人期盼的民主曙光尚未升起，等待他們的是無盡黑暗，遠在台灣的我們除了乾

著急外，各縣市級學校紛紛出現了 Lennon Wall 連儂牆台中最知民的莫過於位於 sogo旁的

地下道，市民紛紛留下便條紙傳達對於香港人的支持，然而在當時#台中市政府主管機關卻

要求發起單位盡快清除，否則將依法裁罰，2019年的 #好民請願運動(link is external) 

就在 #台中連儂牆傳拆事件誕生了。 

  

#地下道空間議題為什麼能變成市政改革的推動支點)? 

  

講者穗妮及芳如提出了這樣的大問哉，市民、認養人及市府在地下道公共應是互相搭配相

得益彰的，卻在這起爭議中形成了莫有的對立，於市府面，長期消極面對地下道空間經常



52 

 

只做最低成本的養護，對於身障者而言更是處處是障礙的空間，且在「#人本交通」的大政

策之下，地下道貌似只有封存一途，對於認養機制而言相對過高的保證金也成了公民參與

的隱性門檻，好民跟相關發起團體看見了這樣的政策缺失，紛紛提出各自的見解與想像，

市民在積極參與城市空間的過程中亦無形解放了公共空間探討的可能性，講者芳如也以中

正國小旁地下道為例，當初在封存時並未充分與校方討論，乃至校方錯愕這樣的封存引響

了學生的通學安全，凸顯市府在做決策時並未充分納入市民意見。 

 

「城市生活空間、城市未來樣貌,由市民共同參與規劃決定!」簡單的想望，在現行體制之

下似乎困難重重，「#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一群人才有力量」好民與發起團體串聯台中

各個 NGO，以審議民主的原則互相聆聽彼此意見，辦理數場審議開講活動、專家諮詢會議

及大型綜合座談會，最後歸納出 #認養維護辦法及 #陸橋地下道管理要點中的建議修正條

文，並於2020三月份辦理遞案記者會將人民的聲音送進議會。 

 

#後來呢? 

 

2020.5.4 第三屆第三次定期會議第一次會議，「報告人民請願案」顯示在大會螢幕上，或

許不是第一次，或許有議員不認同人民請願案佔用大會的時間，或許哪一天人民請願案又

會被草草帶過，但至少此時此刻，好民與眾多團體在保守的體制內鑿了一口洞，傳達了人

民也是能用體制內的方式參與政策的變革。 

 

關於人行地下道 

我們其實可以有更多的想像 

 

關於市政改革 

其實可以參與的方式還有很多 

 

 

《審議民主與社會運動》 

（5月16日） 

主講：羅凱凌 /政治大學民主創新與治理中心副執行長 

主旨： 

    本次講座邀請到政治大學民主創新與治理中心副執行長羅凱凌博士。曾經遊歷歐洲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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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並在德國圖賓根大學攻讀博士的凱凌首先向我們簡單得自我介紹，也介紹了自己目前正

在做的工作，不外乎與民主深化相關、公民審議、對公務員民主教育等等這堂課凱凌也將

完整審議操作得實務經驗充分分享給學員們，透過實際案例剖析審議民主的應用與困境。 

     

 

側寫： 

（林冠廷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專員） 

    「#何謂審議民主與社會運動)」 

  

課堂首先，凱凌及助理們請我們掃描 PPT上的 QRcode 填寫幾道題目，分別問我們對於社會

運動的直覺關鍵字，填答結束後即製作成 #文字雲) ，可以很快地發現大家對於社會運動

的第一時間認知為抗爭、改革、公民參與、抗議遊說等等，至於何謂審議民主，大家的認

知為溝通協商、對話傾聽、存異求同等，有趣的是凱凌也整理出「學者想的」、「一般人

眼中的」、「凱凌自己的看法」，三者的比較也是相當有趣，社會運動對於學者而言「是

由個體或社會群體鬆散組織為了實現推動、執行、抵制、阻止或撤消社會變革變化，而用

體制外的策略，來改變現有體制的一種政治現象行動與集體」，在一般人眼中呢? 「抗

議、遊行、丟雞蛋」凱凌自己則認為是「為了改善社會的現況」，透過這樣的比較及文字

雲，很快學員們知道其實在每個人都對於社會運動與審議民主都有不同但類似的想像，很

快地就建立起對題目的共同認知，凱凌也講到了社會運動不單只是過去的抗爭或遊行，而

是體制內外的分工競合，進而達成議題目的，而審議民主作為民主技術的一環它沒有標準

答案或定見，重要的是它必須是有脈絡化的推進，且需要與其他民主價值和概念協作才能

達到民主深化的作用。 

  

「#審議民主的 3P)：社會改革的可能性」 

  

凱凌依據依據過去學理和研究經驗所提出來的架構，提出了#審議民主的 3P法則 主要用來

提醒與盤整自己操作審議民主時會遇到的狀況。 

3P分別為: 

#Politics) 政治、政見｜ 

  

█ 審議民主原則 : 平等、知情、理性溝通、資訊透明 

  

█ 代議民主現實 : 政黨、部會、選舉週期 

  

#Policy) 政策、方針｜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4%BD%95%E8%AC%82%E5%AF%A9%E8%AD%B0%E6%B0%91%E4%B8%BB%E8%88%87%E7%A4%BE%E6%9C%83%E9%81%8B%E5%8B%95?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LKmaeS0BR1jkoiATmvO2GqsBdtjVsoxy4aW94ovbqRGWogF7qqNcukpzXiTpfVWvVZOSwgdBZkEKy9sVTPfKy_Qnr82P0J56DJNnH_B79Q33yxMXxirFSEzh1EMEUPRRwz1B2ywEANDsTBxAW-Chi7oxem-lveIqIlxhtUjqgh3vTwAzHFsMVrN2ZjaiTqu_Zm8qLmi2kr4NqajEdORMoSD0j19nryTpM0RfiLiKo8bMMXuq2UzCJYZa5W-8-Va0xHhgXvPZDWkmMgpMn2WBxdPZAx-ibFGmeZinQ-DmyJapavWvbuT10QqNscFtMaoRnMHDCAhea4Z3cuHlMRD5N-w&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6%96%87%E5%AD%97%E9%9B%B2?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LKmaeS0BR1jkoiATmvO2GqsBdtjVsoxy4aW94ovbqRGWogF7qqNcukpzXiTpfVWvVZOSwgdBZkEKy9sVTPfKy_Qnr82P0J56DJNnH_B79Q33yxMXxirFSEzh1EMEUPRRwz1B2ywEANDsTBxAW-Chi7oxem-lveIqIlxhtUjqgh3vTwAzHFsMVrN2ZjaiTqu_Zm8qLmi2kr4NqajEdORMoSD0j19nryTpM0RfiLiKo8bMMXuq2UzCJYZa5W-8-Va0xHhgXvPZDWkmMgpMn2WBxdPZAx-ibFGmeZinQ-DmyJapavWvbuT10QqNscFtMaoRnMHDCAhea4Z3cuHlMRD5N-w&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AF%A9%E8%AD%B0%E6%B0%91%E4%B8%BB%E7%9A%843p?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LKmaeS0BR1jkoiATmvO2GqsBdtjVsoxy4aW94ovbqRGWogF7qqNcukpzXiTpfVWvVZOSwgdBZkEKy9sVTPfKy_Qnr82P0J56DJNnH_B79Q33yxMXxirFSEzh1EMEUPRRwz1B2ywEANDsTBxAW-Chi7oxem-lveIqIlxhtUjqgh3vTwAzHFsMVrN2ZjaiTqu_Zm8qLmi2kr4NqajEdORMoSD0j19nryTpM0RfiLiKo8bMMXuq2UzCJYZa5W-8-Va0xHhgXvPZDWkmMgpMn2WBxdPZAx-ibFGmeZinQ-DmyJapavWvbuT10QqNscFtMaoRnMHDCAhea4Z3cuHlMRD5N-w&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politics?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LKmaeS0BR1jkoiATmvO2GqsBdtjVsoxy4aW94ovbqRGWogF7qqNcukpzXiTpfVWvVZOSwgdBZkEKy9sVTPfKy_Qnr82P0J56DJNnH_B79Q33yxMXxirFSEzh1EMEUPRRwz1B2ywEANDsTBxAW-Chi7oxem-lveIqIlxhtUjqgh3vTwAzHFsMVrN2ZjaiTqu_Zm8qLmi2kr4NqajEdORMoSD0j19nryTpM0RfiLiKo8bMMXuq2UzCJYZa5W-8-Va0xHhgXvPZDWkmMgpMn2WBxdPZAx-ibFGmeZinQ-DmyJapavWvbuT10QqNscFtMaoRnMHDCAhea4Z3cuHlMRD5N-w&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policy?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LKmaeS0BR1jkoiATmvO2GqsBdtjVsoxy4aW94ovbqRGWogF7qqNcukpzXiTpfVWvVZOSwgdBZkEKy9sVTPfKy_Qnr82P0J56DJNnH_B79Q33yxMXxirFSEzh1EMEUPRRwz1B2ywEANDsTBxAW-Chi7oxem-lveIqIlxhtUjqgh3vTwAzHFsMVrN2ZjaiTqu_Zm8qLmi2kr4NqajEdORMoSD0j19nryTpM0RfiLiKo8bMMXuq2UzCJYZa5W-8-Va0xHhgXvPZDWkmMgpMn2WBxdPZAx-ibFGmeZinQ-DmyJapavWvbuT10QqNscFtMaoRnMHDCAhea4Z3cuHlMRD5N-w&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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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 : 衝突程度、政策類型 

  

█ 結構位置 : 中央、地方、民間組織、社區、政府/社會 

  

█ 政策階段 : 找問題、議程設定、決策、執行、評估 

  

#Practice) 做法、實踐｜ 

  

█ 目的 : 提出意見/問題、相互理解、溝通、形成共識 

  

█ 對象 : 專家、菁英、散戶、異質、同質 

  

█ 操作 : 討論方法與技術、代表性、知情、具體產出 

  

透過此架構以政治包覆政策、政策包覆實踐做法，相互扣合並利用此原則分析該議題在每

個架構上所在的位置，「＃知道自己在哪才能知道要往哪裡去)」，先設定所操作議題欲達

成的目的，才能在每一場審議民主操作上明確知道自己在該場次得到的價值情報。 

   

凱凌也提醒使用 3P架構分析議題操作位置上時，因應時局變化必須不斷回溯盤點，如同選

舉時討論公共議題得氛圍一定與平常不同，操作議題的空間就會有所不同。 

  

「#能源核苦)?＃核廢廢不廢)?」 

  

凱凌分享了實務操作 ING「#核廢社會溝通規劃案)」，首先先詢問了學員大家關於核能現

況得認識，誰在管核廢料？台灣現在有在發電的核電廠有幾座？等問題，然核廢是政府部

跨單位間環環相扣，關係複雜，凱凌也提到原訂要僅規劃辦理個位數審議會議，卻發現核

心利害關係人複雜廣泛，現已辦理十多場會議，在前期簡易區分利害關係之蛋黃區定位時

發現除政府單位、公民團體及地方組織外，當實際走訪調查時才發現其實與此議題直接利

害牽扯之群眾甚多，這也是當我們在前期規劃議題操作時須注意的，前期盤點功夫需先做

足以利中期拜訪與座談時能在同個#知情 前提之下，在每一場審議會議之前都已 3P源則分

析該場次所要達成的目標，規劃手冊時也須注意應有該議題完整歷程及重大事件一覽，如

核廢在該區域爭議始末，曾有過的抗爭亦或公開資料整理等等，也須認識到代議民主有其

現實考量，傳達雙方資訊知情時須仍須注意政治判斷及地方關係等細節。 

  

「#你們團隊有幾個肝)?」 

  

聽完凱凌的所主持的計畫分享，學員無不肅然起敬，「你們的肝還好嗎? 」凱凌知道我們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practice?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LKmaeS0BR1jkoiATmvO2GqsBdtjVsoxy4aW94ovbqRGWogF7qqNcukpzXiTpfVWvVZOSwgdBZkEKy9sVTPfKy_Qnr82P0J56DJNnH_B79Q33yxMXxirFSEzh1EMEUPRRwz1B2ywEANDsTBxAW-Chi7oxem-lveIqIlxhtUjqgh3vTwAzHFsMVrN2ZjaiTqu_Zm8qLmi2kr4NqajEdORMoSD0j19nryTpM0RfiLiKo8bMMXuq2UzCJYZa5W-8-Va0xHhgXvPZDWkmMgpMn2WBxdPZAx-ibFGmeZinQ-DmyJapavWvbuT10QqNscFtMaoRnMHDCAhea4Z3cuHlMRD5N-w&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7%9F%A5%E9%81%93%E8%87%AA%E5%B7%B1%E5%9C%A8%E5%93%AA%E6%89%8D%E8%83%BD%E7%9F%A5%E9%81%93%E8%A6%81%E5%BE%80%E5%93%AA%E8%A3%A1%E5%8E%BB?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LKmaeS0BR1jkoiATmvO2GqsBdtjVsoxy4aW94ovbqRGWogF7qqNcukpzXiTpfVWvVZOSwgdBZkEKy9sVTPfKy_Qnr82P0J56DJNnH_B79Q33yxMXxirFSEzh1EMEUPRRwz1B2ywEANDsTBxAW-Chi7oxem-lveIqIlxhtUjqgh3vTwAzHFsMVrN2ZjaiTqu_Zm8qLmi2kr4NqajEdORMoSD0j19nryTpM0RfiLiKo8bMMXuq2UzCJYZa5W-8-Va0xHhgXvPZDWkmMgpMn2WBxdPZAx-ibFGmeZinQ-DmyJapavWvbuT10QqNscFtMaoRnMHDCAhea4Z3cuHlMRD5N-w&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8%83%BD%E6%BA%90%E6%A0%B8%E8%8B%A6?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LKmaeS0BR1jkoiATmvO2GqsBdtjVsoxy4aW94ovbqRGWogF7qqNcukpzXiTpfVWvVZOSwgdBZkEKy9sVTPfKy_Qnr82P0J56DJNnH_B79Q33yxMXxirFSEzh1EMEUPRRwz1B2ywEANDsTBxAW-Chi7oxem-lveIqIlxhtUjqgh3vTwAzHFsMVrN2ZjaiTqu_Zm8qLmi2kr4NqajEdORMoSD0j19nryTpM0RfiLiKo8bMMXuq2UzCJYZa5W-8-Va0xHhgXvPZDWkmMgpMn2WBxdPZAx-ibFGmeZinQ-DmyJapavWvbuT10QqNscFtMaoRnMHDCAhea4Z3cuHlMRD5N-w&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6%A0%B8%E5%BB%A2%E5%BB%A2%E4%B8%8D%E5%BB%A2?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LKmaeS0BR1jkoiATmvO2GqsBdtjVsoxy4aW94ovbqRGWogF7qqNcukpzXiTpfVWvVZOSwgdBZkEKy9sVTPfKy_Qnr82P0J56DJNnH_B79Q33yxMXxirFSEzh1EMEUPRRwz1B2ywEANDsTBxAW-Chi7oxem-lveIqIlxhtUjqgh3vTwAzHFsMVrN2ZjaiTqu_Zm8qLmi2kr4NqajEdORMoSD0j19nryTpM0RfiLiKo8bMMXuq2UzCJYZa5W-8-Va0xHhgXvPZDWkmMgpMn2WBxdPZAx-ibFGmeZinQ-DmyJapavWvbuT10QqNscFtMaoRnMHDCAhea4Z3cuHlMRD5N-w&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6%A0%B8%E5%BB%A2%E7%A4%BE%E6%9C%83%E6%BA%9D%E9%80%9A%E8%A6%8F%E5%8A%83%E6%A1%88?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LKmaeS0BR1jkoiATmvO2GqsBdtjVsoxy4aW94ovbqRGWogF7qqNcukpzXiTpfVWvVZOSwgdBZkEKy9sVTPfKy_Qnr82P0J56DJNnH_B79Q33yxMXxirFSEzh1EMEUPRRwz1B2ywEANDsTBxAW-Chi7oxem-lveIqIlxhtUjqgh3vTwAzHFsMVrN2ZjaiTqu_Zm8qLmi2kr4NqajEdORMoSD0j19nryTpM0RfiLiKo8bMMXuq2UzCJYZa5W-8-Va0xHhgXvPZDWkmMgpMn2WBxdPZAx-ibFGmeZinQ-DmyJapavWvbuT10QqNscFtMaoRnMHDCAhea4Z3cuHlMRD5N-w&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4%BD%A0%E5%80%91%E5%9C%98%E9%9A%8A%E6%9C%89%E5%B9%BE%E5%80%8B%E8%82%9D?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LKmaeS0BR1jkoiATmvO2GqsBdtjVsoxy4aW94ovbqRGWogF7qqNcukpzXiTpfVWvVZOSwgdBZkEKy9sVTPfKy_Qnr82P0J56DJNnH_B79Q33yxMXxirFSEzh1EMEUPRRwz1B2ywEANDsTBxAW-Chi7oxem-lveIqIlxhtUjqgh3vTwAzHFsMVrN2ZjaiTqu_Zm8qLmi2kr4NqajEdORMoSD0j19nryTpM0RfiLiKo8bMMXuq2UzCJYZa5W-8-Va0xHhgXvPZDWkmMgpMn2WBxdPZAx-ibFGmeZinQ-DmyJapavWvbuT10QqNscFtMaoRnMHDCAhea4Z3cuHlMRD5N-w&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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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班學員將要進行的議題為台中州廳未來及舊城區活化利用的討論，也衷心提醒了我們幾

點。 

   

1. #善用資本與社會溝通) : 串聯彼此的人際網絡，充分運用手邊工具。 

  

2. #審議民主不是全部) : 審議民主只是工具之一，並不能解決社會面臨的難題。 

3. #不可能要求所有人坐下來好好談) : 平常大家都很忙，願意撥空討論公共議題實屬不

易，應認清現實。 

  

4. #衝突有時是必要的) : 不應期待整場座談會或會議都能理性溝通，也不該刻意迴避衝

突，有時激烈得爭吵反而點醒議題討稐的兩造雙方。 

  

5. ＃善用政治局勢): 時刻觀察政治局勢，順應局勢或許能加入達成議題所設定的目標 

   

透過凱凌這堂課的分享，學員們搭配上午的「認識請願運動」對於審議民主的概念更於清

晰了，也能透過新學習到的 3P原則重新回溯過去好民所推動的題目是否落在原則上的那些

位置，透過這堂課程也進一步深化了民主核心精神_公民參與。 

 

《議員忙甚麼?》 

（5月30日） 

主講：黃守達 /台中市議員 

主旨： 

    5/30號的請願工作坊課程邀請到了中西區議員黃守達來跟我們聊聊議員究竟都沒忙甚

麼?首先他先問了學員們還記得自己2018年投票給哪位議員嗎?有來自高雄的學員表示投給

當時還是議員候選人的陳柏惟、也有來自北屯投給第三勢楊欣怡的學員，還是高中生的學

員表達當時不清楚只看過候選人基本資料幻想自己如果擁有投票權會投給誰呢。其實這個

問題帶出了議員與生活中的連結究竟是如何與市民戶相繫絆呢? 

側寫： 

（林冠廷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專員） 

    議員的存在感似乎並沒有那麼強烈，守達請學員們分享上次在哪邊見過議員或與議員

連繫呢?身為公務員的學員自然得與議員有相當的交流，但也有學員分享久久以前在公園遇

到某一任議員，其實大部份的學員在生活中並沒有太多接觸議員的機會，議員忙甚麼似乎

不那麼重要，這時候守達帶出來他認為的議員日常不外乎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96%84%E7%94%A8%E8%B3%87%E6%9C%AC%E8%88%87%E7%A4%BE%E6%9C%83%E6%BA%9D%E9%80%9A?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LKmaeS0BR1jkoiATmvO2GqsBdtjVsoxy4aW94ovbqRGWogF7qqNcukpzXiTpfVWvVZOSwgdBZkEKy9sVTPfKy_Qnr82P0J56DJNnH_B79Q33yxMXxirFSEzh1EMEUPRRwz1B2ywEANDsTBxAW-Chi7oxem-lveIqIlxhtUjqgh3vTwAzHFsMVrN2ZjaiTqu_Zm8qLmi2kr4NqajEdORMoSD0j19nryTpM0RfiLiKo8bMMXuq2UzCJYZa5W-8-Va0xHhgXvPZDWkmMgpMn2WBxdPZAx-ibFGmeZinQ-DmyJapavWvbuT10QqNscFtMaoRnMHDCAhea4Z3cuHlMRD5N-w&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AF%A9%E8%AD%B0%E6%B0%91%E4%B8%BB%E4%B8%8D%E6%98%AF%E5%85%A8%E9%83%A8?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LKmaeS0BR1jkoiATmvO2GqsBdtjVsoxy4aW94ovbqRGWogF7qqNcukpzXiTpfVWvVZOSwgdBZkEKy9sVTPfKy_Qnr82P0J56DJNnH_B79Q33yxMXxirFSEzh1EMEUPRRwz1B2ywEANDsTBxAW-Chi7oxem-lveIqIlxhtUjqgh3vTwAzHFsMVrN2ZjaiTqu_Zm8qLmi2kr4NqajEdORMoSD0j19nryTpM0RfiLiKo8bMMXuq2UzCJYZa5W-8-Va0xHhgXvPZDWkmMgpMn2WBxdPZAx-ibFGmeZinQ-DmyJapavWvbuT10QqNscFtMaoRnMHDCAhea4Z3cuHlMRD5N-w&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4%B8%8D%E5%8F%AF%E8%83%BD%E8%A6%81%E6%B1%82%E6%89%80%E6%9C%89%E4%BA%BA%E5%9D%90%E4%B8%8B%E4%BE%86%E5%A5%BD%E5%A5%BD%E8%AB%87?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LKmaeS0BR1jkoiATmvO2GqsBdtjVsoxy4aW94ovbqRGWogF7qqNcukpzXiTpfVWvVZOSwgdBZkEKy9sVTPfKy_Qnr82P0J56DJNnH_B79Q33yxMXxirFSEzh1EMEUPRRwz1B2ywEANDsTBxAW-Chi7oxem-lveIqIlxhtUjqgh3vTwAzHFsMVrN2ZjaiTqu_Zm8qLmi2kr4NqajEdORMoSD0j19nryTpM0RfiLiKo8bMMXuq2UzCJYZa5W-8-Va0xHhgXvPZDWkmMgpMn2WBxdPZAx-ibFGmeZinQ-DmyJapavWvbuT10QqNscFtMaoRnMHDCAhea4Z3cuHlMRD5N-w&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8%A1%9D%E7%AA%81%E6%9C%89%E6%99%82%E6%98%AF%E5%BF%85%E8%A6%81%E7%9A%84?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LKmaeS0BR1jkoiATmvO2GqsBdtjVsoxy4aW94ovbqRGWogF7qqNcukpzXiTpfVWvVZOSwgdBZkEKy9sVTPfKy_Qnr82P0J56DJNnH_B79Q33yxMXxirFSEzh1EMEUPRRwz1B2ywEANDsTBxAW-Chi7oxem-lveIqIlxhtUjqgh3vTwAzHFsMVrN2ZjaiTqu_Zm8qLmi2kr4NqajEdORMoSD0j19nryTpM0RfiLiKo8bMMXuq2UzCJYZa5W-8-Va0xHhgXvPZDWkmMgpMn2WBxdPZAx-ibFGmeZinQ-DmyJapavWvbuT10QqNscFtMaoRnMHDCAhea4Z3cuHlMRD5N-w&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96%84%E7%94%A8%E6%94%BF%E6%B2%BB%E5%B1%80%E5%8B%A2?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LKmaeS0BR1jkoiATmvO2GqsBdtjVsoxy4aW94ovbqRGWogF7qqNcukpzXiTpfVWvVZOSwgdBZkEKy9sVTPfKy_Qnr82P0J56DJNnH_B79Q33yxMXxirFSEzh1EMEUPRRwz1B2ywEANDsTBxAW-Chi7oxem-lveIqIlxhtUjqgh3vTwAzHFsMVrN2ZjaiTqu_Zm8qLmi2kr4NqajEdORMoSD0j19nryTpM0RfiLiKo8bMMXuq2UzCJYZa5W-8-Va0xHhgXvPZDWkmMgpMn2WBxdPZAx-ibFGmeZinQ-DmyJapavWvbuT10QqNscFtMaoRnMHDCAhea4Z3cuHlMRD5N-w&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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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要素 

  

● 問政 市政監督、審預算 

  

● 服務 選民服務、疑難雜症、陳情(如結構問題則上升至問政) 

  

● 現身 紅白帖、跑市場 

  

學員們都認為問政監督才是議員的職責所在，然而實務上卻是所謂的 #現身佔多數時間，

甚麼是現身呢?說穿了就是讓 #民眾有感(link is external)，從一早與在公園跳早操的民

眾噓寒問暖，到市場跟攤商交陪聊天，中午與各發展協會鄰里聚餐到晚上還得跑酒攤等

等，現身等於讓民眾知道你的存在，不然很快就會被選舉政治的浪淘給吞沒。 

  

稱職的議員有哪些條件呢? 

  

有人認為是要行銷城市發展在地特色、監督預算為民眾把關、在民主的架構下運用及維繫

權力並做政治教育，學員對議員總有各種期待與想像，議員本身有如何回應這樣的期待呢? 

  

守達講了相當重要的一點，必須與民眾建立”信任關係”，在跑白帖時因與家屬深刻互

動，讓民眾留下印象，在不久後民眾自行私訊守達詢問有哪些關於婚姻平權的說帖能幫

忙，雖民眾未必真的理解婚姻平權價值內涵但基於一顆幫忙的心仍願意幫忙說服自身生活

圈的人。 

 

那如何監督議員呢?其實門檻並沒有一般民眾想像的那麼難以觸擊，守達也說了最直接的方

式就是打電話反映，民眾的聲音反映到服務處是最直接最快速的第一時間時事的感受度是

最快的。 

  

守達告訴我們一個人是沒有力量的而匯聚一群人才有力量、才有影響力、才能做出改變，

共同打造 #理想的構造群，好民這樣的組織辦理如此的工作坊則可能成為匯聚的第一步。 

 

《地方議會監督經驗分享》 

（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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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 

吳蕙如/台南新芽秘書長 

主旨： 

    #地方議會監督經驗分享課程邀請到在台南專注於市政監督上面表現相當出色的 台南

新芽，為我們分享新芽是如何做議會監督且遇到那些碰壁與挑戰。 

 

成立於2016年的新芽原來當初是因為維冠大樓一群年輕人彼此互相繫絆組成「助台南志工

團」這股新而獨立的公民力量，此後在台南種下了政治的新芽，來自不同黨派各行各業帶

著一顆台南心以各種方式參與政治，工作坊、讀書會、講堂等方式類似好民也在做的方

式，由下而上一步一步引領民眾參與政治。 

 

     

 

側寫： 

（林冠廷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專員） 

 

    同樣在前一堂課守達說到議員多數的時間都要現身在民眾面前，才能讓民眾有感，而

作為公民團體，也必須搶下在地方上的話語權(麥克風)，新芽透過每日關心地方新聞的方

式，將地方新聞第一手資訊整理盤點做成圖文供民眾快速了解地方時事，深耕地方議題做

成懶人包等等如南山公墓案、未登記工廠、鄰長補助費等等議題做深入淺出的議題追蹤。 

 

在議會監督方面新芽也辦理過議會小旅行且詳實研究台南市議會錄音錄影管理規則，蕙如

也發現到台中和台南的議事規則不盡相同，網站資源與存放資料處也不太一樣，這是需要

注意的地方，再招募議會小旅行志工時也是階段性的給予任務如: 

 

● 會議前(先認識議會、明白議事規則等) 

 

● 會議中(發表短評剪輯影片等) 

 

● 會議後(作期末總結) 

 

蕙如也與我們分享新芽運用哪些方法去監督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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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與志工聚會 深化志工知識背景 

 

█ 製作議會小知識圖文 如議會議員組成性別比、年齡差等 

 

█ 剪輯荒謬影片 剪輯誇大不實為吸引鎂光燈的質詢內容，偶爾在網路上造成較大的迴響 

 

然而剪輯荒謬影片卻也帶出另個問題，過於娛樂化?會不會造成台南市議會總是荒謬的既定

印象?這些都是在點閱率與內容深度尚須做的衡量。 

 

另外新芽也印製了數十頁的 #議員觀測報告詳實紀錄每位議員總質詢內容及質詢出席次

數，供民眾判斷 #議員是否稱職，蕙如也帶出另個問題，市府的預算都是公開透明然而議

會呢?只有簡單的預算表，並沒有詳實的細項這件事情新芽也在持續追蹤中。 

 

在監督議會的同時公民團體與個別議員的關係要如何拿捏，雖都是在關注及間度市政議

題，然而中間該保有甚麼關係呢，沒有標準答案只能不斷滾動式修正 

 

蕙如也與我們分享2020新的展望，包括台南出現了類似的公民監督團體如何與之分進合擊?

互相合作，新的會期也將集中監督部分議題，或許不若過往遍地開花，單也能更深刻的在

議題上扎根，好民這邊也與新芽分享彼此經驗期待能互相學習做出更多更扎實的內容。 

 

《淺談台中地方派系》 

（6月13日） 

主講： 

陳彥斌/台中新文化協會 

主旨： 

    台中地方派系知多少? 

 

紅派?黑派?新貴派?傻傻分不清楚? 新潮流?正國會?總是分不清? 

 

這堂課由 ＃新文化協會執行長陳彥斌大哥(link is external) 帶來相當精采刺激緊張的

台中地方派系故事分享，深入淺出一次搞懂台中紅黑派歷史脈絡，民進黨派系起源，部分

內容只有現場學員獨有，這篇學員觀點的側記只能略略提過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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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生土長的台中人多少從小到大都聽過一些故事或鄉野傳奇，在網路上被戲稱為高譚市的

台中城，那個網路世界裡總是可以在路上撿到槍的台中城，為甚麼台中出身總是讓人有剽

悍的感覺呢?或許可以從紅黑派之爭說起，先不談過去，就說現在吧? 現在的紅黑派有哪些

人是代表呢?帶大家看看: 

側寫： 

（林冠廷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專員） 

★★★紅派代表★★★ ●散兵流勇到處結盟 

 

▏廖了以 前台中縣長 

 

▏張清堂 前台中市議長 

 

▏林敏霖 前台中縣議長 

 

★★★黑派代表★★★ ●一脈傳承 

 

▏陳庚金 前臺中縣長 

 

▏顏清標 前立法委員 

 

#至於為何稱為紅黑派呢(link is external)?根據彥斌大哥的考證多半有兩種說法，一是

早年在選舉發傳單時，紅派多以紅色當傳單基底，而競爭對手則以紅色的相反色黑色稱

呼，又有另一說是黑派元老們多半學醫，身著西裝黑衣，早期兩派可說是水火不容壁壘分

明，為了避免兩敗俱傷甚至輪流擔任要職互相輪替等政治遊戲規則，雖現在以沒有如此明

目張膽的政治分贓，但檯面下呢? 

 

這些台中地方派系較多都代表國民黨或無黨籍出來擔任公職，那台中的民進黨呢?這就要說

到民進黨黨內派系緣起了。 

 

█ 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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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於編聯會得新潮流在1984年由邱義仁、吳乃仁、林濁水等人發行新潮流雜誌試圖在暗

潮洶湧的社會運動中推廣組織理念，與當年黨內派系互相競合吞併，數十年後逐漸發展為

民進黨內最大也最具引響力的剛性派系，現今許多民進黨重要公職地方民意代表多為此派

系。 

 

█ 正國會 

 

2007年由時任游錫堃黨主席的通過所謂精神性方向指標”正常國家決議文”，2008年適逢

選舉，民進黨內進行初選，當時得民進黨四大天王進行招兵買馬，游錫堃亦成立正常國家

聯誼會，此後則被稱為正國會。 

 

█ 蘇系(非正式) 

 

2010年蘇嘉全競選台中市長，快速與地方人士打好關係，再與地方議員結盟，雖人數不多

但在台中也有一定的引響力。 

 

由兩大黨的派系可以明白 

 

★國民黨:黨培植的地方選舉勢力 

 

▼ 民進黨:中央派系下的歸屬 

 

接著彥斌大哥分析台中地區民進黨立法委員分屬的地方派系 

 

蔡其昌、張廖萬堅、黃國書、何欣純等為新潮流 

 

北北屯的莊競程則為正國會 

 

然而國民黨方面的紅派立委是江啟程及楊瓊瓔，黑派代表顏寬恆則被陳柏惟擊敗落馬。 

 

那現在的台中市長盧秀燕呢?可以說是的派系分屬是不明顯，有人曾說之所以能選上市長是

因為整合了地方紅黑派系，上任不久後時常被戲稱為盧秘書，暗指真正的市長不是她，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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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彥斌大哥認為這個說法有失公允，因為黑派其實已經逐漸式微了，縱使要當誰的代理人

可能也不是黑派。 

 

最後彥斌大哥幫我們詳述了台中市議會議員分別分屬那些派系，這些派系力量又是如何影

響台中市市政，從這堂課之後似乎更加看得懂檯面上得這些政治角力了。 

 

《台中市文化政策的探究與議會之間的折衝》 

(6月13日) 

主講： 

陳逸芯/黃守達議員助理 

主旨： 

此課程邀請到逸芯來跟我們談談議員助理平常都在哪些工作? 

 

開頭的自我介紹，本來念成大政治系的逸芯原先是想做甜點師，在幾經服務業的磨練後，

因緣際會下還是從事了政治工作，從民進黨中央黨部青年部專員開始，再到地方區域立委

助理，這段從中央到地方的經驗感受到政策執行上的差距，許多中央定調的議題導向，在

地方上未必合用甚至有相當的民意差距，這樣的歷練與經歷也讓逸芯明白中央與地方資訊

必須暢通，以免重大政策遠離民心。 

 

側寫: 

(林冠廷/好民文化行動協會專員) 

現今服務於黃守達服務處政策部主任的逸芯也向我們概略簡介了服務處大概的編制。政策

部顧名思義會專注在文書資料整理的部分較多的時間也在寫文稿如質詢稿或新聞稿等等，

甚至於 FB的經營或議員形象等等以及部分的選民服務都在這個範疇，而一般喜喪場合常見

的議員助理則是分屬組織部即所謂跑行程的助理，與第一線民眾接觸處理選民服務各式選

區疑難雜症，從上堂課可以知道民意代表其實需要大量的曝光，如何讓民眾記住使至關

鍵，這些助理也可以說是民意代表的代言人。 

 

然而議員乃至於議會究竟是甚麼，其實一般民眾也一時說不明白只知道四年一次的選舉與

各種是是非非，根據直轄市議會之職權我們可以清楚知道明定之下的議會職權有哪些: 

 

§ 議決直轄市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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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決直轄市預算。 

§ 議決直轄市特別稅課、臨臨時稅課及附加稅課。 

§ 議決直轄市財產之處分。 

§ 議決直轄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例及所屬事業機構組織⾃自治條例例。 

§ 議決直轄市政府提案事項。 

§ 審議直轄市決算之審核報告。 

§ 議決直轄市議員提案事項。 

§ 接受⼈人⺠民請願。 

§ 其他依法律律賦予之職權。 

 

這些職權都必須建立在一個平台或是集會上，也可以說議會是為了議員職權所存在，大家

一定也會好奇究竟一位議員會有多少薪餉， 

 

根據公督盟根據屏東市議會所整理的資料: (https://pse.is/SX698(link is external)) 

 

【議會小知識】議員薪水知多少？ 

 

縣(市)議會議員參照縣(市)政府一級單位主管簡任第十一職等本俸一級及專業加給；直轄

市議會議員參照直轄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首長本俸、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 

█ 直轄市議員$117,745；縣(市)議員$75,275 

 

█ 助理薪資：直轄市議會議員補助$240,000；縣（市）議會議員$80,000 

 

█ 直轄市議會議員公費助理6～8人；縣（市）議會議員2～4人 

 

還有相當的加給費用詳列在資料中，然而這些冰冷的數字如何解讀就看大家自己的判斷

囉。 

 

這時逸芯打開台中市議會第三屆第三次定期會議日程表，洋洋灑灑的開會日期及議程從五

月初一路到七月初，各委員會及專案報告議程都相當緊湊，這邊也分享5/4第一次會議大會

時好民也與其他請願案團體夥伴一起來場 ＃議會小旅行(link is external) 也初步在現

場見識了議員質詢發言的過程，且每場大會都會有直播，算是相較過去一個改革突破。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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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來這場課程的時間剛好是要準備市政總質詢的時候，在忙碌的時刻仍撥空前來向學員說

明議會概況也著實收穫許多。 

 

逸芯在講座後半段也用許多質詢或是議會現場實況照片向我們分享議會大概會有哪些情

形，也分享了議員研究室、開會狀況、記者會等等畫面進一步了解了議會現況。 

 

最後逸芯也回答了許多學員提出的問題，這邊擅自選出幾個筆者認為逸芯回應相當棒得題

目: 

 

Q. 平常如何接受選服，如果有一時處理不了的是如何安撫民眾？ 

 

A. 每件選服都只能拿出最大同理心，同理民眾的處境與焦急，縱使這次沒有幫助到民眾，

但民眾也會感受到處理的誠意。 

 

Q. 成功服務選民或團體的經驗? 

 

A. 其實民眾打電話過來，縱使只是陪陪民眾將困難說出來，理解同理民眾的困境也算是成

功的選服經驗，幾乎每天都能有這樣的微小成就，之前的海康威視地下道事件以及流浪動

物善終計畫等等都是成功且持續追蹤的選服 

 

Q. 議員助理需具備的專業能力？ 

 

A. 其實助理要從事的工作五花八門，會攝影、會寫文、有法律背景知識、有自己的專長都

是附加價值，入門門檻沒外界想像的高，然而或許新世代會從事這種政治工作都充滿一點

想改變社會現況的抱負，想把事情做得更完善更觸及社會每個角落所以上下班時間也比較

模糊一點。 

 

這堂課帶來滿滿且扎實的分享，逸芯盡善盡美的回答了許多學員的疑惑，期待日後有更多

議員助理或政治工作從業者能夠來到好民與我們分享。 

《台中州廳與舊城的興衰與未來發展》 

(6月14日) 

主講：蘇睿弼 中城再生文化協會 引言人：林宗德 墩點文史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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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中城再生文化協會理事長蘇睿弼此次來到請願工作坊分享「台中州廳與舊城的興衰與未

來發展」由老師深入淺出的分享，訴說州廳古往今來及未來發展的想望，也特別邀請到墩

點文史工作室同時也是台灣民俗文物館執行長的宗德來為我們做引言及主持，透由兩位相

當台中文史工作者的激盪對話更能清晰知道地方文史對於城市發展得重要。 

側寫: 

(林冠廷/好民文化行動協會專員) 

原名中區再生基地現在改名為中城再生文化協會，時常舉辦活絡中城的活動如台中「鈴蘭

通」、夜耀中城等等是扎根及活化中區的指標性組織。近期中區受矚目的重大公共建設為

「＃台中綠空鐵道軸線計畫(link is external)」其實是很重要且具啟發性公民力量由下

而上的發起茁壯進而影響政策方向改變的例子。 

  

老師首先用綠空鐵道保留運動的發展脈絡鼓勵學員們「＃知識加勇氣才能做得更多(link 

is external)」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付諸於行動才能推動社會的進步，當初有蘇老師及眾

多關心中城發展的建築師及公民組合，發起多項活動如工作坊、實地查訪、展覽等等捲起

許多在地公民力量，才能在多年後能夠看到文化保存與城市空間和平融合的綠空鐵道。 

  

接下來蘇老師更近一步分享自己整理的 #街區再生手法從提出願景、實地調查、媒合商圈

再到合一的行動，捲動街區發展，#鈴蘭通就是如此概念下的產物，透由商家串聯、遊行踩

街等文化展現活動，漸漸的有成為中區指標性慶典，舊城風華逐一再現，每年規模越辦越

盛，筆者也相當期待參與今年的鈴蘭通。 

  

講座中蘇老師翻出許多百年前中城街區圖，透由古今地圖的對照現代的地景，也慢慢的形

塑出台中城區的發展脈絡，從清代考棚演變為州廳再到日本時代的都市計劃都看出其規劃

仿效當時歐洲流行的城市計畫，老師分享1935年台中鳥瞰圖，一覽日治台中對於城市的想

望。簡報中也呈現多張台中過去的黑白老照片，看著充滿綠蔭的柳川、綠川整齊的街廓，

再對照今日舊城區發展，不免感慨美麗的城區需要現代人一一找尋回來。 

  

如果有去過州廳的朋友一定都會看到門口的噴水池，原先只是個小小由石塊砌圓而成的埤

塘，小朋友戲水之處，漸漸的加蓋成噴水池，越疊越高越做越精緻，我們現在看到的已是

第四代的噴水池，或許我們再仔細端倪一下噴水池可以看到歷代的痕跡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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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老師幫我們補充近年自2005年到現今州廳發展利用大事紀，從最初的修復調研到利用

規劃乃至文化部順天美術館藏的等事件都幫我們做了完整的說明，也提醒我們不只是以文

資角度去想像州廳及舊城發展，更提醒我們請願不單是表達立場而已更應以都市整體規劃

去想像整體城市發展戰略，都市計畫必須串接文化資產形成每座不同城市特有的都市發展

廊道，才是城市規劃的百年大計。 

《認識地方財政》 

(6月27日) 

主講：洪敬舒 （台灣勞工陣線協會研究部主任） 

主旨： 

此次講座邀請台灣勞工陣線研究部主任洪敬舒來跟我們談談地方財政的認識，長期關注租

稅政策、民主經濟以及「貧窮人的台北」 

 

＃為何關注財政(link is external)？ 

 

那財政是什麼呢？敬舒認為是關乎 

 

資源部署 

成本效益 

政策兌現 

未來發展 

 

當代均衡性為橫軸、世代均衡性為垂直 

財政不只是當代的事更是關乎世世代代的發展，常說的債留子孫所言不假，如果議會無法

發揮監督預算的功能，那浮報預算 

的狀況就會很常見。 

側寫: 

(林冠廷/好民文化行動協會專員) 

＃天空步道滿山谷滿街都是彩繪村(link is external) 

 

敬舒從天空步道、彩繪村及玻璃教堂等觀光政策預算的浮報，了解了長年被民眾詬病的＃

蚊子館是如何產生的，地方政府常常在預算編列前都是以一次性任務或是競選政策的支

票，預算編列後又經常錯估預期效益、工程上的陋習也很常見，所幸行政院加速蚊子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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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在績效不佳的縣市裡補助款都會做一定比例的刪減。 

 

＃財政為庶政之母(link is external) 

 

預算：規劃能力 

 

決算：執行能力 

 

收入：建設能力 

 

支出：執行能力 

 

債務：支付能力 

 

施政、財政變化、實際發展、政策支票、預算彼此環環相扣，才是所謂完整的預決算功

能，根據2018年地方政府自有（籌）財源概況中，台中市歲出總計1312億自籌財源歲出，

其中教育科學文化支出更是年年攀升，從2014年的331億到2018年的532億，或許是因為多

所國立高中改為市立，人事費的負擔等因素，也可能台中市更加重視教育文化得支出，由

總決算審定數歲出政事別之變動更可看出一個縣市政府重視哪些政策。 

 

財政如何監督？ 

 

通常人事費為政府主要支出，從支出比例上也能看出政府是否有餘裕去編列其他建設，也

能作為檢視政策支票兌現與否的要素之一。 

 

常常我們會在新聞上看到地方政府總是跟中央政府爭取統籌分配款的問題，究竟是在爭什

麼呢？ 

 

統籌分配款＃法源依據來自“中央統籌稅款分配辦法“ 

 

其 金額來源有4項 

A營業稅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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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所得稅 10% 

C貨物稅 10% 

D縣市土地增值稅20% 

再根據＃普通統籌分配稅款之法定公式 

 

比例：(A+B+C)*94% 是為普通統籌分配稅款 

 

因應緊急及其他重大事項則為 

 

(A+B+C)*6%+4 

 

看完公式後大略可知道稅款的分配依據 

 

其他中央亦有各種補助款等，以補足地方基準需求如： 

 

效益廣泛之計畫 

跨越縣市合作案之計畫 

具示範性作用的前瞻性計畫 

 

地方配合中央政策之重大建設案 

 

統籌分配款分配之爭議經常上演這邊也稍做分析分配款的利弊 

 

其優點： 

營業稅改為國稅，有助彌平城鄉差距 

分配比例”入法“地方政府易做財源規劃 

且分配款列為地方税課收入，且無用途限制 

中央也無權干預分配款支用項目，深具地方自治精神 

 

其缺點： 

地方失去營業稅 

分配款養成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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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比例指標項目易引發地方角力 

分配指標單一不利個地區發展差異 

 

所以這幾年常常在新聞上看到的地方與中央金費之爭也是來自於此，然而民眾最有改的莫

過於“債務“問題，根據台中市債務訊息平均內人負擔債務從2014年至2019年1月截止從

31,201元一路攀升至38,934元，呈現微幅的成長，然而提到台中的鄰居苗栗縣前幾年的不

斷舉長債來還短債造成財政失衡，政府應該嚴守財政紀律避免造成人民與政府之間的不信

任以致後續政策推行上得困難。 

 

財政政策為何重要？ 

 

財政的健康度反映地方民主程度，如果議會無法做到有效得監督造成債留子孫，財政惡化

衝擊最大的往往都是社會上得弱勢者，財政為庶政之母彼此環環相扣，藉由這堂課更能理

解財政監督的重要性，政治即生活，每個處在民主社會的人都應該在日常中落實監督政府

的公民責任。 

 

 

 

 

 

《評論寫作技巧》 

(6月28日) 

主講：簡永達 （獨立記者 / 作者 ） 

主旨： 

「成功的寫作需要強烈的競爭感，不是跟別人，而是跟自己；你必須堅韌地做到最好的自

己。」─安妮赫爾(Anne Hull) 

  

此次講座邀請獨立記者簡永達來跟我們聊聊非虛構寫作─怎麼說一個好故事，曾為《報導

者》記者且獲得多項國際與國內獎項，包括國際特赦組織《人權新聞獎》、《亞洲卓越新聞

獎》；國內則有《卓越新聞獎》深度報導獎、2019台灣新聞攝影大賽第一名等等，是一位相

當優秀的新聞工作者，在2018出版《廢墟少年》: 被遺忘的高風險家庭孩子們，分析廢墟

少年流離顛沛，從機構安置、社福支援系統、法令問題等層面討論到底有哪些政策方案有



69 

 

效用，哪些反而造成更嚴重的問題。 

側寫: 

(林冠廷/好民文化行動協會專員) 

§ #尋找好故事 (1) 

  

一開始永達用了鳳梨蝦球的照片問問學員們:「你看見了甚麼、你有甚麼感覺?」各種答案

一一而出，有人依循照片上的內容物描述、有人描繪當下想吃的感受、有人覺得擺盤很漂

亮等等，永達告訴了我們他參與寫作班的經驗中，常常出現的問題「過於注重細節而忘了

主軸」;忘了一開始想講的是甚麼被細節遷就著，這就要回歸到了自己一開始在寫文章最重

要的就是建立問題意識。 

  

#何謂問題意識? 

   

永達幫我們整理了四個方法 

  

推理｜造成這個具體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歸納｜找到不同信息之間的關聯 

  

大題小做｜從小處著眼挖掘好故事 

  

預測｜事件發展的變化過程 

  

永達更用了曾經寫過的專題:鳳梨農的中國夢(https://pse.is/RR6PM(link is external))

為例，以前述的方式向我們解析作題技巧，從預測事件的發展，著眼再大情境底下的小故

事，推理鳳梨農民及各出口商對應事件發生的態勢歸納不能訊息等等方式作為專題分析。 

  

§ #尋找好故事 (2) 

  

做的題目時的大致架構: 

  

◎這個故事有些正在展開的情節，有些事正在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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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對我敞開心胸，能不能跟他回家，看看他的衣櫥與冰箱。 

◎我有熱烈的好奇心，天啊！告訴我一切發生的事。 

◎讓你的故事展現複雜性！ 

  

述說一段故事並非只是像線性般指往同一個方向，過程中應該讓故事線複雜而引人入勝，

甚至描繪具體描繪場景物建等方式建構讀者腦海裡的世界觀，再採’之前的基本功更要做

得扎實，之後就開始上工把自己丟到田野裡。 

  

#採訪前問問自己三個問題 

   

Q. 讀者為什麼要看? 

Q. 為什麼現在要寫? 

Q. 有什麼新角度、新意義? 

 

從主題的決定到建構文章背景情節的安排到人物的描繪最後也是最難的情感連結，如果都

能一一滿足，那就會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從上述的三個問題當中更去聚焦於#範圍及#變化

這兩點。 

  

範圍｜這事件有多大 強調數量 強調地點 強調時間 

   

變化｜提供不同的正反雙方的聲音 提供不同證據數據報告案例等等 

 

並以第一廣場，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 (https://pse.is/PBMMK(link is external)) 為

例，以多項數據如移工消費力、店家數量等去呈現及組織文章的架構: 

  

「12層樓總共3萬建坪的面積，簇擁著近800家店家，混雜著4國的移工，尖峰時段每小時約

有5,000人走過，如果在發薪日之後的星期日，則有2萬名移工同時湧入。台中市經濟發展

局估算，即使店家只經營週末假日，移工每個月在一廣至少消費1.2億新台幣，相當於台灣

人整年在韓國東大門的消費。」 

  

§ #尋找好故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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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訪:親臨現場 

  

從受訪者的臉部表情、聲音、任何細節，向攝影師一樣專注觀察，更重要的保持安靜，記

住自己採訪的任務及該扮演的角色，能再一次的約訪中將問題據悉靡遺的問清楚更是重

要，免得日後整理資訊及撰稿時後悔莫及。 

  

永達更提醒了，當約訪過程盡量避免使用代名詞、縮寫等等你的「他」與他的「他」可能

不是同一個「他」，聽不清楚的一定要問清楚，因為你可能只有一次的機會可以在同樣的情

境下問出想要問的資訊。 

  

#寫作工具箱 

   

「如果故事的開頭，在房間的牆上掛著一把槍，那麼在故事結束之前，這把槍一定要發

射」─契軻夫的槍 

 

每個故事線都要有自己的功能，而非突如其來的大筆一揮，這會整個故事顯得雜亂無章，

如何避免這樣的情況發生?這時就應該拿出寫作者的工具箱。 

   

從採訪的過程中一定會收集許多素材，這時候就到了組裝的時刻，對於永達來講其實就如

同拍電影攝影及編導的過程一般 

 

▎ 

  

概述（遠景鏡頭） 

細節（特寫鏡頭） 

論據（數據、論文、新聞） 

引述（當事人、第三者） 

歷史 

人物 

接著便用廢墟裡的少年的一段內容讓大家作練習，學員也很優秀的分析用了哪些工具及元

素，接下來也介紹了幾篇專題如《逃不出的牢房》、《遮掩的傷口：安置機構裡被性侵的少

年們-》、《廢墟裡的少年》等優異的文章與學員分享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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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 QA 

  

這天學員其實都很關心永達再做這些題目時會不會受挫或情緒陷入低潮，在做這些題目時

情緒的投入會不會影響作為記者該有的專業甚至無法抽離情緒的困境等等，永達也提到在

做這些題目的過程也與約訪對象成為朋友建立關係，進而不斷延伸更多題目的靈感等等，

藉由這堂寫作課程不管是日後的專題寫作或是深度報導寫作都有更清楚的架構可以依循，

筆者相信學員們在這堂課之後對於寫作力更是大大提升，不管媒體投書或社群操作、約訪

田調等等都能有清楚的學習目標。 

  

 

《文化空間再造想像》 

(6月28日) 

主講：姜樂靜 (建築師) 

主旨：此次講座邀請姜樂靜建築師來談談文化空間的再造與想像，在中部地區擁有豐富建

築事務經驗，其知名建築作品有台中火車站20號倉庫、大墩國小等等，開放式的設計、建

築與文化的結合都充滿人文關懷的建築理念。 

側寫: 

(林冠廷/好民文化行動協會專員) 

  

#人生的各個五年 

  

姜老師以人生每五年為一個階段像我們簡短走過她的人生歷程，從與台中這座城市建立淵

源開始說起，一直到人生進入五十後的回望，以每五年為一個段落，細說屬於「姜樂靜」

的人生五十，從介紹到過程中感受到滿滿對於台中的愛與情深，對於所設計的建築也投入

相當的信念，「人要住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如何住在一起!」 

  

#幸福的關鍵字與大墩報 

  

當談到建築事務所成立後，思索如何事務所要帶給人們甚麼樣的建築，老師提出了幾個幸

福關鍵字:教育/藝術/社照/工坊/餐飲/舊建築再利用/農業經營/地域文化保存作為他關心

的核心價值，老師也特別介紹大墩報及其團隊，稱他為地下文化局局長，重新詮釋了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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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我與二十號倉庫 

  

已是二十年以上的往事，老師總算提起了20號倉庫，以藝術社造為概念，將舊的的倉庫進

行整理，用廢棄的倉庫作為藝術家工作室，以藝術家捲動復甦，整舊如舊是其關鍵字，讓

倉庫的記憶和城市之間做縫合，別具意義的是20號倉庫是廢省前最後的案子，老師也拿出

許多珍貴的老照片及剖面圖與我們分享當初的設計理念，放眼當時的公家設計案深具前瞻

性，將曾經閉鎖空間釋放給市民踏青約會的地方，一路走來老師都是以這樣的理念去完成

她的建築設計。 

   

#陽光開放大墩國中小 

  

提到姜樂靜建築師，更不得不題老師得嘔心瀝血之作，大墩國中小與向上國中，如果大家

有經過這幾所學校應該會發現設計風格開放、明亮、親近感，打破了我們一般對校園的封

閉的觀感，自然光滲透整個校園，整個就學環境舒服明亮，朝氣滿滿，在完工第一年甚至

有音樂藝術家進來校園彈奏吉他給一千多位學生聽，老師也提到她的設計理念「如果這個

區域已經很緊密了那我就會設計的寬鬆；如果區域已經很鬆散了那就設計的很緊湊。」以

這種凸顯反差的方式貫徹屬於姜樂靜的設計理念。 

  

#天橋上的說書人 

  

在綠川，橋上的說書人，位於 一本書店連接綠川對岸造型特殊美麗的橋樑也是出自老師之

手，老師也邀請吉他演奏家吳建南，先是用整個下午得時間以手縫詩，縫製詩本，晚上便

在橋上演奏吉他和朗讀，有的人西班牙文有的人台語，整個夜晚充滿了詩與音樂，如此美

好像極了愛情，「#空間 其實它有很多的可能性」。在綠川上享受著午夜夢迴的朗讀聲。 

  

其實那天姜老師介紹了近10件以上的設計案，剖析了許多作品，也讓學員們認識到了業界

的困難與辛勞，台中能有姜樂靜建築師、謝文泰建築師等等多位關心文化資產保存再利用

以開放和諧的心態去用心經營每個建案，替整個城市空間留下美好的建築載體，當經過這

些建築時不在只是冷冰冰的空間，而是這些建築師所灌注對於城市的想望與願景，期待之

後台中優秀的建築學子能夠留下更多精彩的建築。 



74 

 

 

 

 

《審議主持技巧》 

(7月11日) 

主講：許恩恩(⾏政院唐鳳政務委員辦公室副研究員) 

主旨：這堂課邀請到審議主持經驗豐富的許恩恩來到好民與我們交流審議民主的經驗，現

職為唐鳳政委辦公室的研究員，經常需要應用審議民主技巧去協調各種會議，恩恩也先請

學員做自我介紹以及期待這堂課程能有甚麼收穫。 

  

來自各行各業學員們各有自己來到這裡的背景，有公務員也有 UI設計師更有遠從台北下來

專門聽這堂課的學員，大家在這個時間裡進行各種交流，恩恩也使用了 sli.do匿名聊天室

的功能讓大家可以先把提問內容寫進去裡面待後一一回答。 

側寫: 

(林冠廷/好民文化行動協會專員) 

恩恩一開始以#行政院開放政府協作會議經驗為開頭，帶我們認識如何使用審議民主操作技

巧去進行討論，幫助故宮去進行電子票務系統的建置為經驗談，接著介紹從318學運當中意

識到了審議技巧的應用，在佔領期間每天都有無數的會議要開，「到底要如何開會」這是恩

恩在心中的疑惑，如何讓大家在討論中更有效率，也認識到 #開會其實是一門專業。 

  

接著在案例解析中恩恩已 #廢死 #能源白皮書 #主婦合作社共識營等等 

  

#廢死案例 

已廢除死刑推動聯盟想以公民審議方式討論死刑的替代方案為案例，告訴了我們「議題的

設定是審議最重要的環節」，廢死聯盟認為如果只是以廢死存廢為二元對立的題目太普遍了

而是以#死刑的替代方案為題幹，進行全台包含離島的公民討論，其中也一有一場是來到好

民這個空間作討論。從第一階段「尋找死刑的替代方案」如有期徒刑、終身監禁等討論再

到第二階段「配套措施」假釋、獄政改革等議題除了已5-10人為單位的小組討論到近百人

的大場討論都在全台各地有作紮實的收攏意見。 

  

｜身為主持人，還要注意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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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討論之前，需要有主持人的集訓與數場的模擬場次才能下場帶討論，恩恩也提醒到

「不要被表格與工具所限制」主持人該作的事也要注意到參與者百百種，有許多複雜的情

緒參雜其中，也會遇到歧視性發言等等這都是主持人要注意且處理的地方之一，行政面也

會遇到比如報名不來、臉書謾罵、專門來鬧場挑戰等等，都是主辦方要克服的難題。 

  

#能源白皮書 

  

能源轉型白皮書作為民進黨政府上台後已廢核為目標並以其他方式發電方式替代核能的政

策方向，依能源管理法及能源發展綱領為法規定位，能源轉型白皮書為推動機制，並建立

每年國家能源轉型執行報告及每五年定期檢討的檢討機制作為整個政策大方向架構，而能

源局有希望這樣得討論除了專家學者之外能有公民討論的機會，作了相當的準備。 

  

從第一階段#預備會議(收集意見)→第二階段#共同協作(聚焦意見)→第三階段#公民對話

(公民討論)，前端由廣收產業及專家學者的意見作為政策白皮書的初稿，再經過公民開放

討論，再最後收攏合併所有的建議。 

  

討論並非都是打開的，意見的收攏反饋與聚焦也是很重要，在收斂的過程也會看到政策的

盲點，就需要在打開來收集更多意見，在第三階段的公民討論更重要的是民眾認識與理解

原來#我們與政策是有關係的，透過認識政策去認識政府的運作機制而非只是政府關起門來

閉鎖政策的討論。 

  

討論幾個範例之後，大家稍作休息後便開始進入討論的實務操作，兩兩一組設定題目以積

極聆聽法在三分鐘內專注傾聽對方，再互相交換一輪為開頭暖場，並要求要作簡短的筆

記。進行一段落後，恩恩也強調任何的審議主持，最重要的第一個步驟就是聆聽，「聽懂對

方再說甚麼，讓對方可以完整表達」。 

  

#審議主持心法 

  

「帶著空空的腦袋跟有沙盤推演而主持解果會很大的不一樣」恩恩分享其實網路上都可以

找許多方法技巧論，但挑你喜歡的方式就好，因為這些複雜的詞彙都會一一變得抽象，比

如 

對恩恩而言有些討論長這樣: 「<> 」有些「>< 」更有一些「<><> 」沒來上過課的可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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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懂，只能說明年想上課報名請早。 

  

實務上審議操作是如何進行與開場呢? 恩恩提供了一些範例 

  

｜關於開場 #準備口袋問題 #認識彼此 #姿態表現 

先想好題目腦中模擬狀況、掌握會議的節奏 、適時的體態表現 

  

｜常用金句 #不要用簡短的二元對話去提問 

用軟性較開放的問題去做討論，先讓問題發散再收攏，但收攏過程可能會略顯粗暴如使用

「因為…所以…是這樣嗎?」語意解讀可能會有偏誤。 

  

｜棘手狀況 #專家開始演講 #與會者情感豐沛 #衝突產生 #聽不太懂 

避免用直接打斷，幫說話的人做簡短小節，再確認他的大意是否如此，遇到情感豐沛者主

持人能做到的是盡量將他的發言完整記錄下來，常常需要的是誠意、理解與紀錄。 

  

｜收尾 #結論的確認 #避免出現強硬的判斷與用辭 

  

 

#ORID 

  

「協助分類話語格式的心法，再龐雜的話題中找出脈絡並藉此找出當下適合#進一步探詢 

的問題」 

  

關鍵字: 分類對方的語境與話語格式 

  

▏O Objective」：觀察外在客觀 

  

▏R-「Reflective」：重視內在感受、反應 

  

▏.I-「Interpretive」：詮釋意義、價值、經驗 

  

▏D-「Decisional」：決定、行動 



77 

 

  

恩恩強調這個心法應用廣泛再不同的場次有不同的運用，但這是在心裡統整的方法，並非

一定得要按照公式，有提到練習方式可以看一些訪談節目，將來賓的回答段落嘗試去分類

看看。 

  

恩恩最後提醒我們引導與紀錄是不太一樣的技能，紀錄是將字句段落歸納、概念化簡易

化，引導則是透過肢體或話語類似諮商師，兩者的比重常常會失衡或有難點，這就是審議

主持需要練習的部分，兩者比重的分配就看場合的目地。 

  

這堂由審議主持經驗豐富的恩恩來授課，學員也提出相當多的問題，比如主持人應該保持

中立嗎? 

  

恩恩則回答端看與會者社會地位與資訊平等，主持人能做到的盡可能平等對待每個意見，

主持人都有其侷限。也鼓勵#學員主持能力不用一步到位，透過不斷的練習與討論一定能越

來越熟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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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圖九:民眾參與互動 

 

 

 

 

 

圖十:學員認真筆記 

 

 

 

 

 

圖十一:講師蘇睿弼 

 

 

 

 

 

圖十二:講師許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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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審議開講： 

 

自7至9月間好民文化行動協會，串連台中在地公民團體，預計辦理5場「開講」場次，

邀集關心台中文史、舊城發展、州廳議題及公共空間運用的市民，透過審議式民主的方式

同桌討論，提出對於臺中州廳未來發展的看法與多元願景。每場開講場次預計4小時，其

中，引言人為安排中區發展、青創商家、文化資產、歷史書寫作為開講引言人，分享該場

次或對中區發展與台中州廳的觀摩。並由好民社區協調員偕同主持，協助聚焦討論並彙整

共識。 

 

審議開講紀錄 

日期 2020/7/1(三) 

主題 好民來開講_旅宿業者 

引言人 蘇睿弼(中城再生文化協會理事長) 

主持  洪士育 

紀錄 張可亞 留之助 余明諺 劉育安 

討論人數 18 

 

審議開講紀錄 

日期 2020/7/19(日) 

主題 好民來開講_青創店家 

引言人 陳冬梅(味無味生活美學飲食空間創辦人) 

主持  洪士育 

紀錄 張可亞 留之助 余明諺 劉育安 

討論人數 18 

 

審議開講紀錄 

日期 2020/8/22(六) 

主題 好民來開講_公民文史團體 

引言人 朱書漢(寫作中區粉絲專頁發起人與主筆) 

主持  洪士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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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 張可亞 留之助 余明諺 劉育安 

討論人數 25 

 

審議開講紀錄 

日期 2020/9/5(六) 

主題 好民來開講_鄰近就學就業者 

引言人 洪士育(台灣熱吵民主協會) 

主持  陳穗妮 

紀錄 張可亞 留之助 余明諺 劉育安 

討論人數 19 

 

審議開講紀錄 

日期 2020/9/27(日) 

主題 好民來開講_中西區鄰里民眾 

引言人 黃至民(全安堂台灣太陽餅博物館藝術總監) 

主持  洪士育﹑ 

紀錄 張可亞 留之助 余明諺 劉育安 

討論人數 18 

 

開講摘要 

圖文 

 

 

 

 

 

 

 

 

 

中區想像，對你而言期待州廳該有什麼

樣的規劃，或期待完成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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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國際觀光發展協會理事長： 

在胡市長時代當時州廳本來要蓋旅館的 OT 案也有去做

了解，以旅館業者來看當時覺得是不可行的方式，當

時市府跟中央有點爭議的部分就不多做討論。與大家

分享國家歌劇院的經驗，當時花了四十幾億蓋了國家

歌劇院，當時是向中央承諾自己管理決定要 OT，當時

評估 ot一兩千萬應該沒問題，在第八次流標後，胡市

長做了決定把歌劇院送給中央，中央一年有五億左右

的預算，假設當時 OT交給民間，一定是虧的，現在有

一個中央介入是一個好的機會，地方政府資源非常有

限，捐給中央也無損市府的尊嚴，認為州廳能交給中

央管理的方向是好的，若用 OT的方向去做管理恐淪為

一般餐廳或文創小店。 

 

 

 

 

 

內部規劃交給中央，平常觀察在平等街周邊很多人拖

著行李在柳川綠川走，州廳剛好介於柳川綠川之間，

也許可以有一個步行者天國、懷舊路線，也能規劃柳

川綠川導覽、規劃安全路線、行李寄放處。 

平等街十年來被黑暗 pass，希望州廳亮起來，期待有

開放的戶外演出活動，附近有高級餐廳的生活享受，

也讓這邊整個品味提升，讓白天晚上都能很熱鬧。 

 

 

 

 

 

 

行走在街道上車流交通問題，覺得設立徒步區還不錯。

另外夜間活動安排與商家串連的部分，身邊過去經驗覺

得無障礙旅遊資訊不多，希望旅宿業者能提供更多無障

礙資源連結的交流；中區交通樞紐仰賴客運，也期待客

運業者的無障礙設施的改善，許多無障礙旅遊景點卻無

大眾運輸工具前往問題也期盼改善。州廳文化定位，前

面提到建築博物館，覺得也可以提供無障礙文化部分，

提供模型給視障者觸摸，聲音檔案給聽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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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哪裡來？為何選擇來中區開業?背後原

因/公民來參與原因？ 

 

 

 

 

 

 

 

 

離開台中快四十年，過去熱鬧繁華的景象到顯在感到不

捨。2017年底自己一人住249號這兩年看變熱鬧覺得有

往好方向在發展，年輕人進駐後房東漲價問題其實各處

都有，和蘇老師的共識是希望藉由政府的力量整理老屋

協商簽約，成為一個社會企業，當組織賺錢後商家也能

回饋至中城再生。政府的力量無論藍綠我們不知道，但

民間的力量很重要，政府做大型建設，那我們公民的聲

音必須不斷發聲，政府怕輿論壓力與法令規範，我們有

輿論的聲音可以做下去。 

 

 

 

 

 

過去發生的問題得以解決，並非政府而是這個世代改變

了，過去政府把這邊改為單行道，單純是想學台北，繼

光街與藍線都是如此，反倒是把原本的文化搞砸了，認

為商家不能依賴政府。另外也認為順天美術館也不一定

是終解，台中州廳是很大的量體，覺得要換位思考 

 

 

 

 

 

店址在中華西街，第八市場巷弄內。營業時間上其實不

利，市場也嚴重老化失去人流，市場最大問題是衛生方

面、市場規劃老舊與停車環境不便，但附近一些青創店

家營業得還不錯，如何讓這邊在熱鬧起來覺得衛生方面

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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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長當初選擇在中區開業主要是不想要一個太商業化

的空間，覺得在中區很多巷子是沒有那麼商業化且保

存非常在地的建築，是一個沒有壓力的地區，注意到

最近有許多有趣商家在這邊發芽，覺得中區在中部地

理位置上交通與住宿是非常便利的，認為往後未來發

展性會蠻好的。 

 

 

 

 

 

 

 

兩組都有討論到州廳的特色、歷史脈絡及跟在地文

化的連結，以及空間中有什麼樣的特色可以結合，歷

史地域上有什麼特色，在這裡出現的族群會需要什

麼樣的資源。 

歷史建築與商業發展上的規劃及考量，對文化者而

言效益並不是只有數字而已。 

考慮到商業與文化之間的平衡，那也有考慮到串連，

像是文化導覽串連旅遊觀光。 

 

 

 

 

 

 

 

台中哲學館目標，發展歷史、文化、教育的功能，霧

峰的審議會，具有教育意義的館舍。希望發展成一

個可以發展成台中政治發展和具有教育意涵的館

舍。 

台南州廳有個台南（台灣）文學館，台中州廳有個台

灣哲學館， 希望能在台灣推廣哲學，那為什麼，因

為，他有幾個功能，未來公民社會要怎麼運作，為了

避免我和你的 意見不一樣就造成社會撕裂，很重要

的觀念是什麼，是我們需要獨立批判、邏輯思考能

力，讓不同意見的公民可以一起對話，那我們認為哲

學館，除了歷史保存的功能之外，他也是有對話的功

能，包括我們講說他可以做一個台中文化外銷，非常

重要的一個管道，文化裡除了藝術、音樂之外語言也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為什麼要選台中呢？台中有什

麼特色，那跟前面一組有講到街區的串連，和執行長

有提到親子的部分，我也是兩個孩子的爸爸，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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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兒童教育也很重視，如何把兒童教育和這樣的哲

學館結合，也是很不錯的想法。 

台灣過去有非常厲害的哲學家，廖文魁，但現在很多

台灣人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有這樣一個哲學館來延續傳統並產生對

話。這也是一個國外的趨勢，義大利去年也是有一個

哲學館，希望強調公民之間的對話。 

 

 

 

 

 

 

日治時代的軌跡和現在發展有相關，可以做為物產

陳列館。物產陳列館對台中來講，就是紀念品商店，

可以把台中一些有特色的樂器、精工、糕餅業、婚

紗或是建築歷史把它陳列在物產陳列館，食衣住行

都可以列入在裡面。 

 

NGO進駐: 

提供相對便宜的租金給 NGO 進駐，也希望透過 

NGO進駐能建立起更完善 民眾與政府之間的管道，讓

民眾的請願、訴願都能夠更直接快速地進入到政府。

另外支撐州廳體，需要一些文創商業進駐，我們有發

想旅館，或是像金典第六市場的特色市場，宣揚台中

在地美食，像是大麵羹、麻薏的料理等等。 

 

移民故事館: 

我們討論到，台中中區其實是有一個歷史脈絡，但

我們一開始是希望不要訂在日治時期，太框架想像，

那我們是想說台中到了戰後有國民政府來、有新住

民、新移民等。這樣子的話，我們是不是可以做一

個移民故事館來談這個東西，進到台中州廳，有一

種未來展望，來展示中區是一個很多元的地方，也

更帶動中區發展。 

 

 

 

親近性： 

無障礙、親子活動，無障礙指的不只是身體上的無

障礙也是年齡上的，讓大人帶著小孩認識州廳。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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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相互配合，像是州廳中間的草皮很舒服，是不

是也可以舉辦音樂會這類的活動。 

多元應用商業性： 

商業不應該被認為是個骯髒的東西，要適度的和藝

文結合才你讓彼此越走越遠。 

沙龍講座： 

台中目前好像還沒有一個一直不斷舉辦沙龍講座的

地方，像以前的中央書局是一個大家吵架的地方，

可以進行思想的激盪，或是像台北的明星咖啡館，

像這種地方是一個城市的靈魂，或是知識可以撞擊

的地方。 

街區串連： 

舉例像台南串聯台灣文學館、台南美術館，還有新

竹串連新竹州廳、美術館成為歷史街區走讀，那台

中的部分可以配合交通政策作文化巴士或是騎

youbike以及人行道的修整，讓街區串連更加容易。 

城市導覽： 

可以導入設計概念-主視覺、城市形象顏色，讓對於

歷史故事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更快速的找到相關資

訊，目前的文史看板都比較容易被忽略或不好找。 

 

歷史故事： 

可以使用徵件的方式，徵詢一些老照片、有故事的

人，做收集和保存。 

在地性： 

台中有很多很棒的茶文化，不只是泡茶的那種，而

是像泡沫紅茶、珍珠奶茶等等的起源，也可以結合

我們的強項-糕餅業，還有印刷業，台中的印刷業再

也是很厲害，可以和展覽、城市設計、色彩的互相

串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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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團： 

我們這組有提到說會不會有更多的商業進駐之後，

有星巴克來就要推掉哪一個街屋，這是我們熱愛文

史的人不樂見的一種方式，中區已經有很多成功的

商業模式，像是宮原眼科、六信、中央書局甚至是

寶雅這個成功案例，是不是可以透過這些廠商擔任

導師的角色，結合體制內外的長官。顧問團就可以

擔任協助的角色，幫忙尋找適合的街屋，那顧問團

的成員可以有餐飲業、建築、懂水電配置的人員，

有多行業的顧問團來幫助連鎖的產業更快速地進到

這裡，然後有一個特色店的概念。 

文史和商業要互相配合才能走得長遠，那像動線規

劃，這邊有想到像是台中歌劇院的案例，台中歌劇

院的一樓是文創商場和餐廳，那對於一般只想看表

演的民眾其實會很困擾，那這個討論也是後來為什

麼台中漫畫基地流掉的一個原因。 

青創商店的進駐: 

可能要透過透明公正的機制評選適合的青創產業進

駐，那這方面也可以跟上面的顧問團做串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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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圖十三:參與民眾 

 

 

 

 

 

圖十四:引言人陳冬梅 

 

 

 

 

 

圖十五:大合照 

 

 

 

 

 

圖十六:製作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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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專家學者諮詢會議： 

 

10月17日辦理專家學者諮詢會議，邀集文化歷史、都市計畫、法規政策領域之專家、

學者出席，針對「審議開講」所彙整出第一階段討論之共識，篩選出地方層級可處理之訴

求，進行可行之評估，並提供政策擬定與法規修正之方向。 

專家學者諮詢會議 

場次 時間 屬性 邀集對象 引言人 

一 10/17 

文史工作者 

法規政策 

都市計畫 

呂旺積/玉鼎法律事務所 

張漢文(格魯克)/台中文史復

興組合 

洪士育/台灣熱吵民主協會 

蘇睿弼/東海大學建築系 

劉曜華/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

空間資訊學系 

林芳如/好民文化行動協

會執行長 

  

 

專家學者諮詢會議摘要 

何謂台中舊城區? 重新探討與定義舊城區 

 

(1)在一系列的審議開講中，我們發現到台中市政府曾於民國 109 年 09 月 10 日訂定

臺中市政府中城活化推動小組設置要點(註一)，而該要點中並未明確定義所謂中城區，且

具要點所稱之中城為臺中市中區、西區、東區等行政區，而專家學者皆認為應納入南區等，

所謂的中城應該列入舊市區中西東南區，因為中西東南區就是台中的交界，包括酒廠就在

南區，且南區之民眾應會對未納入舊市區而感到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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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觀察其他台灣都市，如台南或台北都有其歷史街區自治條例，規劃中縣市如嘉義、新

竹、桃園等都有其施行政策之方向，有其自治條例之設立，在舊城區活化推行時可依循此

自治條例，推動老屋修繕補助亦或活化獎勵補助規則等。回頭觀察到臺中市政府中城活化

推動小組設置要點其小組設置委員皆為無給職，其召集人為秘書長兼任，且小組委員未見

公民代表，同時也未見其設置要點有任何相關預算投入應質疑其臺中市政府設置此要點是

否真有推行中城活化之意。 

 

(3)在定義舊城區時，雖中區歷史建築、老屋等相當多然私人產權複雜，如範圍限縮為中

區恐活化政策推行會窒礙難行，如範圍擴及至中西東南區，且先行規劃歷史街區示範區域

相信有助於民間經營單位有更多資源投入舊市區活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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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好民請願運動」綜合座談： 

 

11月21日辦理綜合座談大會，擴大邀集曾參與討論的市民、專家學者者及新參與者，針對

前期「審議開講」、「專家學者諮詢會議」兩階段之結論，進行面對面交流，凝聚共識並完成人

民請願案之撰擬。 

 

 

 

時間 流程 

13:00-13:30 報到、茶敘交流 

13:30-13:50 主持人開場引言、導讀手冊 

13:50-14:10 來賓專題短講｜李謁政教授 

14:10-15:25 座談第一階段願景彙整:分組(一)思索州廳作為古蹟的運用 

座談第一階段願景彙整:分組(二)舊城區商業聚落的發展想望 

座談第一階段願景彙整:分組(三)文化城百年大計城市願景想像 

15:25-15:35 休息交流十分鐘 

15:35-16:00 座談第二階段:綜合討論_行動方案產出 

16:00-16:20 座談第二階段:綜合討論_討論成果發表 

16:20-16:40 座談第三階段:人民請願案_建議條例修正討論 

16:40-17:00 茶敘結尾 



91 

 

會後新聞稿 

台中州廳市民開講最終場 #三關鍵點 提醒中市府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今（21日）與熱吵民主協會 共同舉辦「從審議到倡議的公民文化參與：台

中州廳及舊城區未來發展綜合座談大會」，是今年自五月以來最後一場針對台中州廳活化方案

的論壇，本次論壇審議分為三大組進行討論：台中州廳的應用、舊城商業聚落的發展以及台中

文化願景的打造，邀請蘇睿弼教授、李謁政教授、熱吵民主協會理事長林心乙、中區前區長黃

至民、寫作中區朱書漢等專家學者，與眾多市民共同激盪此議題的各種行動方案，並總結提出

發展舊城的三個關鍵要點，包括：市府應重建與文化部的溝通、打造中城文化經濟聚落、進行

周邊交通改善，缺少任何一項要件，舊城復興都不會順利成功。本次論壇另有地方民意代表江

肇國議員、黃守達議員、黃國書立委辦公室楊豐有特助出席，台中市政府也派有文化局、建設

局、都發局、經發局代表全程參與。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執行長林芳如會後表示，介入公共空間的討論是參與公共事務的方式，況且

台中州廳是重要國家文化資產，不只是台中市地標，更是中台灣地標。這幾個月以來，好民文

化與市民對此議題進行多面向多角度的討論，地方價值與共識在這種由下而上、自主參與公共

空間的討論中浮現，充分彰顯我們是小國小民，但我們是好國好民的精神。她表示，讓市民社

會成為城市文化的基礎是好民的使命，因此，當中央與地方政府在台中州廳的活化方案開始出

現意見相左的情形，協會便開始搭建市民發聲的平台，讓這項攸關地方空間與歷史的重要政

策，有深度討論的機會，期盼透過公民參與，讓台中文化城的城市願景不再受困於中央與地方

的對抗之中。 

熱吵民主協會理事長林心乙表示，對我們來說，審議支持在地倡議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我們期

待審議的成果能夠對接到社會的不同介面。每個活動參與者，不單單只是「來討論的人」。而

是不論身處哪個社會位置，都能成為主動的行動者，帶著審議的成果往前進，持續創造社會溝

通。 

雖然台中市政府目前還沒有對台中州廳的活化方案下定論，但是文化局在幾個月前也開始進行

類似的審議活動，部分民眾也有出席文化局的審議討論。不過，今日在好民的座談會中，總結

市民的意見，整理出接下來兩年舊城和台中州廳發展的三大關鍵點：第一，因 目前的活化方

案審議是因中市府否定過往政策而起，但將來州廳和舊城聚落的營造，仍需要中央和地方在預

算和政策上合作，所以 期待中市府需主動和中央合作並保持溝通，並也在這兩年間廣納民間

公民團體與企業的意見。第二，台中是全台第一個進行現代都市計畫的地方，台中州廳作為國

定古蹟有全台性的意義，大多民眾也認同其為舊城的要發展聚落的一個代表中心， 台中州廳

的活化方案會牽動舊城聚落文化與經濟的發展方向，中市府須對市民提出清楚的政策。第三， 

被詬病多年的中區交通，須改善至對步行者、汽機車停車族與觀光運具如公車、共享單車與共

享機車都方便通行的程度，也必須強化中西區重要景點之間的接合。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4%B8%89%E9%97%9C%E9%8D%B5%E9%BB%9E?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AiOTiRz9QOyZt35bwmpMmw3wkHLmARQ1OtfCCN-VDbC5dYMcJUbSa7Snfg66iWactPVPYuIwCOUYUNMfsWFpUdZq4Gl755C97mqaOn3BQVQOQOKMv-PvaIQcMsK_-KT0ZhZ93u6sMxQyvp06-HcMXTuoWFhD4hKN_fVTWeYta2y7JdnH_QwBPGjSUZJ1mH4KUGBPB5MZAcYsL1tkpUQsVn9hHwW2kMrF2yuGoVsS8GWWiWxxNisLoBU3ElwxgsAW_X7mqkIaq6SX18eWuxaQrYkCxDJnjRw4ekr83KSKyim1P6PSDkdgmH-silFKftXqJSTNaDeYwfDhvOp_QBC3jfg&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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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摘要 

時間：2020年11月21日 13:30-17:00 

地點：太陽餅博物館 

主辦：好民文化行動協會 

協辦：臺灣熱吵民主協會 

文播：熱吵民主 林心乙 

專題演講 

李謁政老師 

14:00-14:30 

2004-2006年中區衰敗的原因，包含人口老化、人口外移、交通樞紐改變等。 

但誰推導了這個問題？就是高鐵。因為高鐵沒有跟台鐵共構，所以你強而有力的交通是

在烏日高鐵，所以中心轉移了。 

原本認識台中都是以認識中區為主，但是不可以這樣子。從城市發展、都市發展的角度

來看不行的。 

台灣第一個都市計畫就是做在這裡，1911年。台中市第一個都市計畫就是這裡。配置了

現代化的交通、公園、下水道等等，而當中台中州廳不是代表台中市而已，還代表中彰

投。 

最重要的兩件事，第一，他的都市機能因為都市計畫擴張後而被取代。原來台中市區的

擴張有三次。第一次，把北屯、西屯、南屯納入台中市，這是第一次的擴張。第二次擴

張則是七期、後期發展區時代。第三次，胡志強市長時代，文心路的外圍那圈後來稱為

後期發展區，單元一到單元十四，總面積大概一千三百九十三，後來統計則顯示胡志強

把一千八百萬公頃納入。大家想像，台中加了台中縣以後才兩千多萬。 

這概念是都市計畫做得超過了，把未來的事都做下去。但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台中市衰敗最重要的原因是甚麼？ 

在學理上，這叫做結構性的衰敗，他的交通變壞了，被高鐵取代了台鐵的位置，他的商

業機能也被新的重劃區取代。所以百貨公司優先逃離，逃到中港路去了。所以很多都市

空間因為商業衰敗改變。很多文化空間也改變。 

總結論壇成果，由市民提出的這三大關鍵點，是中市府在 2022年台中州廳修復與活化方案定

案以前，必須解決與檢討的三大要點。而好民文化行動也將延伸今年的審議成果，持續在明年

進行市民組織與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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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解決交通問題。2004年開始，我們就談高鐵到烏日去了，所以應有捷運到既有

的火車站來。但後來期待沒發生，因為捷運走了文心路，為什麼呢？因為比較好做。交

通結構性的地位沒有改變、捷運沒共構就沒機會。 

交通要一起做才能把中區建興。 

第一是上面的基礎建設。第二為中心轉運站。重點在於我們的公共投資應該要水準夠

高，能夠撐三、五十年。要做一切的事情，一定要做文化資產保存。像州廳、火車站、

全安堂等等，原來歷史中心城區都有基礎，才能做更新和再生。 

這過程我們都理解，那中心人做甚麼呢？ 

第二段，接下來是什麼時代？未來你們是這個時代。第十個(參照講師資料)是「社區治

理的崩潰時代」。我們最近在推的是歷史城市博物館。他的總館可能是州廳，或是在蓋一

個新的博物館，類似像這樣子。或者，可不可以成立媒體中心？想像我們台中有一個電

視台，可不可以放在州廳？ 

首先，要看城市的文化邏輯，第二個看人口，市政視角希望人能引入。第三個才是經濟

價值，如何在前面兩個條件之下代入經濟價值。這樣的願景就很完整自然。 

最後一個部分，我想談高雄是什麼？林佳龍前市長喊過我們希望台中變成第二大城，那

是人口面向變成第二大，但不管從市政、文化、經濟等各方面，高雄都狠狠把我們甩在

後面。跟高雄比較我們也比較能理解，州廳怎麼去思考，簡單分享，謝謝各位。 

小組討論 

(本時段無文播) 

行動方案發表 

16:00-16:20 

主持人洪士育： 

請每組三分鐘簡單介紹自己的方案。 

首先介紹來賓和專家學者： 

李謁政老師 

江兆國議員 

黃守達議員 

黃至民前區長 

朱書漢老師 

蘇睿弼老師 

黃國書立委特助黃特助 

待會我們分享完行動方案，再請來賓回應，然後將進行現場的對話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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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一 

主題：州廳古蹟的應用 

1. 我們思考可否讓休憩地，變成學生或是街頭藝人表演之處 

2. 建立品牌 

3. 城市博物館，是否能成為連結展社的方案 

4. 市民的研究員，協助導覽 

希望有教育性跟觀光結合，結合 vr ar 

願景：建立共榮感打造博物館網絡。 

中央和地方民間怎樣分配調整。中樣出資部份可以著重，地方則是營運宣傳還有導覽輔

導，民間則當任經營者。民間像是咖啡廳，劃區的串聯行導覽，吸引觀光客。 

另外美術館的展示希望多一點的展覽，能夠推廣、辦理市集。 

也希望有場地租借可以讓民眾可以拍婚紗。這是我們這組的方向。 

組二 

主題：產業發展和想望 

有關中區的產業發展，牽涉到州廳的定位。州廳定位影響產業特色。州廳大家大部分一

件都是跟藝文空間。但組員不希望只是藝文，而失去商業潛力。維持一定的開放性和公

共性事可能的方向。 

另外，可以打造 npo中心。市長府想要成立，但是市府想要拆美學招待所來成立，但可

能會破壞。但如果用州廳既有空間來使用，可能可以形成在地觀光消費和通勤的人潮，

可以成為新的可能。而且來做的很多事志工，很多退休的老林和年輕人擔任，可以互動

並為新的風貌創造想像。 

文化的願景，交通要發展。中區前區長講到很多停車場沒停滿但大家不願意用走的進入

這些空間。中區一些產業有歷史文化的元素，但如何把文化傳承和深化發展，是否歡迎

新的特色產業商店進駐，都是政府可以思考的。 

可能政府再產業輔導的時候，優先順位給有文化特色在地連結者，單事也讓一些新的產

業近來，需要經過篩選。要跟在地的文化要有結合。 

關於交通，如何解決停車場和徒步的落差問題。停車場之間和徒步區之間要有接駁機

制，不然無法串連消費和觀光。運具有各種想像，像是 bike，可以不一定要定點還車。

或者 ai自駕車、taxi，可以是實驗性可想像的空間。像是小巴等，或是智慧 app導入，

都可以讓這個斷裂連結創造便利。 

另外行人走騎樓並不通暢的問題，或是汽機車停滿不順的問題。這要跟徒步區思考如何

搭配。因為如果道路是有行人徒步的空間就可以處理。 

另外政府如何輔導中區產業，可以辦活動、商圈、職人、故事性的商店等等。這些要受

輔導的商店要能夠精緻化，文化特色是要能產生精緻感、符合在地文化脈絡歷史記憶的

想像，才能形塑城市文化的建構邏輯。 

最後有組員提到，中區可以發展自己的 app，可結合在地商家，以及優惠，還有文化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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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介紹、公共議題導入等等都可以在其中發揮。 

總之產業的願景我們希望產業特色進入、處理交通負載、綠化比率提高，而且要有新生

命不只是舊有產業還要有生生不息的可能。 

組三 

我們這一組談怎樣去做歷史景點，怎麼讓據點發散和連接。 

很多目前的行銷重點是綠空廊道，可不可以有一條支線沿著民生路，一職拉到文學館，

形成交叉的網絡。由此思考，有哪些步驟和政策可以發展 

首先有公聽會，可以收集再遞到外地民眾的意見。 

另一個問題是交通。中區其實很多地方對行人不友善，行人空間不足。中區如果有徒步

區的設置，或有人行道，才能確保城市不論是開車行車之後行走的權利。希望人形設施

的改善，可以串聯不同的景點。 

再來是大眾交通運輸。他也是提高易達性重要的環節。提高站點密度或是公車的新路

線，讓中西區的歷史建築或是環線，能夠串起觀光的移動。如果建構這個特別的路線，

在票價上可以像是消費一定的額度就可以免費搭乘。這也可以提高商業的發展，讓商業

活絡起來。 

最後一點則是舊城區容貌的規範和討論。城市沒有那麼華麗，或是很多招牌被罩住。是

不是能夠倡導用全盤性的，而不是單一的修繕規劃。形成歷史街區。 

再補充一下，舊城區容貌的改善，以前我們被稱為小京都。京都已經有通過一些景觀條

例，我們中區是不是也可以？像是招牌廣告等等的規範，讓我們這裡可以呈現過去小京

都的美學。透過這樣的整頓，讓市民還是觀光客感受到這裏是美的城市，提高台中市的

想像，喜歡這個城市。 

主持人： 

我們三組都同意這裡有一個文化脈絡和 dna，既然州廳作為最大的公共用地，前面的規

劃，從中尺度到更高的向度，我們怎麼從內光榮感，到外我們希望他是甚麼樣子。這個

型塑的過程需要公民到政府的溝通不斷。這個共識很值得大家給自己掌聲。 

綜合座談 

16:20-17:00 

座談主持 好民林芳如執行長： 

感謝大家花了這麼多時間討論建議。其實這幾個月來我們做州廳的計畫，有一個大的發

現，大家對州廳的想像越來越多元，不論是歷史定位、未來等。這個討論是有質變的，

州廳跟大家親近了，而且未來是可以討論的。 

我發現各組跟過去討論有一個一職出現的就是交通。其實大家希望有連結。另外就是步

行者的天堂。大家對中區都希望好好來散步。這也是蘇老師對於玲蘭通推動的，讓大家

來散步很有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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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睿弼老師： 

類似這樣的討論非常有意義。這個討論未來可以變成怎樣的平台。我剛剛再的組別，我

也跟大家提醒，我們希望中區州廳怎樣關聯，我們要去執行這些願景和構想，到底會落

在怎樣的腳色、組織、單位去執行。甚至中區的經營主體又會有那些不一樣？到底怎麼

樣去建構從中樣地方政府到民間企業，大家都可以協力合作的模式。到底中央政府從過

去國美館，或是文化不想做美術館，還有市府也有些想法，每個市長都有不同想法，甚

至民間也有不同想法。 

但這三者之間都沒有一個溝通交流的平台，這很可惜。中央有想法到底怎麼跟地方銜

接。這個平台可能可以從像今天這樣子慢慢發展，很希望這個討論不管換哪個市長可以

持續下去。 

李謁政老師： 

三組所提的行動方案，剛好可以串聯成政策想法。 

首先針對州廳再生使用。剛的提案我給他個標題，就是很有市民意識的提案。我記得幾

年前做州廳台中博物館的評估，是把州廳放在核心館。就是將來不只是歷史層面還是當

代都可以在這個州廳展示。我們這一組還提到，可以成為市民的租借場地像拍婚紗等

等，這就很有市民意識。就是州廳屬於市民而不是市長或市府，這很重要的概念。 

另外舊城區的願景，考量的不單只是產業。我們可以這樣想，中區雖然以前有很多活

動，但他離復甦還很遠。因為商業被取代後需要新的商業，那就會牽扯到新的商業人

口。如果基礎設施沒有為新的消費人口打造，他們不會進場消費。中區要附新還有很遠

的路途。剛剛聽倒是大家用全面復興來思考，很清楚。我的建議是如果一開始要有行動

方案，不是整個舊城市區的推動，而是某條接獲某接區的推動。或是幾個可以形成產業

聚落的或是有特色的街區聚落來推動。這樣比較有機會成功。但如果這些都希望市政府

來協助，或可以來扮演腳色。第三組提的建議就很重要，他們提的是政策決策機制的願

景。政策決策機制的意思是說，市民如何透過意見表達項公聽會的過程，請政府每一記

做政策回應。半年或一年就可以做成相關的決策來協助中區或相關產業、基礎建設等

等。這種倡議的方式，希望做成決策。或像是今天有兩位議員，他們可以把這些聽到之

後帶去議會執行，市府要配合市民意見來做決策。 

有提了幾個現在就可以做的方案。第一個就是要有免費的 suttle bus，二十年前我們連

想都不敢想，但是現在台中公車就是免費了。那你在台中中區繞一圈也沒超過十公里，

永遠都可以免費。那如果你搭配消費機制貢獻就可以坐公車，得到免費服務，那很自然

就成形了。 

除了 shuttle bus，還要連結人型等等系統。這樣中區就會非常活絡，沒有開車的人都

可以來中區。 

最後我的看法是，我們可以看到年輕世代想法連結起來，對中區整體的未來真的很有希

望。 

主持人 林芳如： 

好民請願運動一直是我們努力的，希望可以把人民的聲音送進去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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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肇國議員： 

綠空鐵道能成功也是從工作坊開始。希望大家持續為中區發聲。 

第一，大家對於歷史感覺得是資產，但是大家要注意，我們會不會被歷史的使用被綁

住。如果他是古蹟所以不能做商業使用，是不是也被限縮了或是束縛，是不是可以跳出

來？ 

第二，是哪一段的歷史成為歷史感？以前我們談的是日本的歷史，但很多在地商家感受

到的歷史是民國七八十年代的歷史，那段正好是中區的黃金時期。我們要服務的心的客

人尋找商業模式。歷史總是很長，我們還有很多精華可以萃取。 

第三，我們賦予他有區域發展的責任，大家都會講到交通，但是這個區域最重要的地方

還有台中車站。如果我們獎州廳不要忘記車站，他帶來的人潮很多。要思考還有住宿旅

館、商店街，還有神社(廟宇)。可以結合思考。 

我跟守達議員還有老師大家都會持續接收，一起努力。 

黃守達議員： 

有幾個概念是貫通的，如何去落實發揮慧是大家行動方案的重點。 

第一個概念就是聚落。有的有組別有提到，如果要談復興，可能不只看州廳，要看到中

區中西區。例如像芳如提到的市府路。因為市府路扮演連結中西區的腳色。一個活化保

存的過程，一些宿舍群、文學館，甚至向審計新村等等，這些零星散落的文化資產和歷

史景觀，如何串聯成聚落，都是不管推動任何事情很重要的前提。 

再來，交通的問題。動線怎麼規劃設計，ibike、公車、城區小巴，向苓蘭通推的三輪

車，或是 ai無人駕駛。如何推動動線讓散落的景觀可以串聯。我們這裡得天獨厚的火車

站。如何讓火車站打開、納入視野，中西區東南區，動線見智慧非常重要。 

最後，體驗。去營造中區的特色品牌，最重要的就是體驗感，我們要說出台中的故事和

歷史。透過體驗感讓更多人更願意來這裡，讓大家有一個理由願意來到中區和舊城。 

所以上訴三個概念是冠通的。回到具體行動，行動的主體是誰。 

這個主體是公司、社團、商圈還是政府部門。不同的層級地位屬性會導引不同的行動模

式。大家可以想想兩個很好的案例，一個是好民，好民能不能是行動主體，能不能發動

一系列了行動方案。另外一個就是靈籃通。連結店家等等形成慣例。 

靈籃通目前可能只是聯盟，未來可不可能變成行動主體。第三個全安堂，過去我們希望

讓全安堂變成基地，他也是文化擾動的場所空間。行動主體是誰，他條件是甚麼，這就

非常重要。 

國美，台中藝術典藏中心的構想出現。這個系列活動，大家提出很多的想像。還是要回

到一點，州廳要扮演中區怎樣的腳色？我認為州廳可以變成中區的行動主體，那他應該

怎麼辦，那要怎麼做，他要如何逐步推動落實。 

江肇國議員推動一個自治條例，雖然被擋下來，但他希望能成立再生中心，可以串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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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合作。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可能性。 

甚至我們不信任民間的企業財團，認為政府應該要扮演腳色。那政府怎麼做，應該放在

哪個位置：專案委員會、都發局是怎樣，他都會影響到是怎樣的行動主體和發揮怎樣的

功能。 

如果這個可以想像，那大家就可以往下發展怎麼推動。那完成這個偉大目標之前還是有

很多可以做的，像是城區小巴。我們是不是可以發揮串聯聚落的體驗。再來自治條例的

修正，為來台中也會有歷史街區的自治條例，如何修訂也是戰場。最後要做到體驗經濟

還是要思考文化內容。這裡有很多故事，這些故事如何變成一個讓市民旅客願意前來消

費觀光的理由，那如何產出優秀的文化內容，這個書漢花很多力氣在上面。我想大家提

到的行動方案，我們都會努力，這是一個更偉大事業的開始。 

林芳如： 

今天上午下午全安堂大概有一百人在這裡。樓下有太陽餅手做樓上有討論激盪。台中我

們這裡還中央書局。我感覺台中這裡越來越文化成了。 

黃至民： 

我要講我2004年來市府的都市更新單位。結果我做的沒有一個更新案子是成立的，因為

太複雜了。2001年是中區最衰敗的。2012年中區再生基地。2014年宮原眼科成立。2016

年紅點文旅成立。 

旅店合法的再中區就有70幾家。 

2012年中區再生基地帶來年輕人。可是公部門補助好像四年三年就沒有了。年輕人就自

發自主。榮耀要歸在地、年輕人，而我們怎麼去跟他們配合才對。舊城有青年新思維近

來，但是老店嘉縣再推不動。其實這很多，居民的光榮感不知道怎麼樣去找。 

像我們現在坐的地方，已經一百多年的歷史老店面，有新的思維出來。我覺得中區要有

新能量出來。但很多無解的問題，像是產權等等。另外我還是要有年輕人進駐才能復

甦，謝謝。 

林芳如： 

其實阿姆斯壯有住過台中的旅店。 

朱書漢： 

是復興飯店。現在復興飯店已經拆掉重建了，但是位置是的。剛剛參與到的討論，很多

都是地方文史、都市規劃的人員，但是我們還沒有看外縣市的觀點，外縣市怎麼看待我

們在乎的東西。我們剛剛有組員南投彰化的，有提到我們有捷運，那也是他們很久才會

發展。 

感謝好民舉辦這個活動，讓不同領域的人可以串連起來提出意見，給市政作為參考。 

林芳如： 

回到起點，我們這個計畫是台中市前市長林佳龍簽了備忘錄，希望州廳變成美術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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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台灣的重要畫家，讓中台灣的故事臺灣的光榮感能夠進來。但是盧市府後來不合作了，

他的政策轉彎並沒有讓大家參與討論。所以我們才會有這個旅程。我相信這個過程已經讓

我們的光榮感出現了。 

  

活動照片 

圖十七:討論海報內容 

 

 

 

 

 

圖十八:成果發表 

 

 

 

 

 

圖十九:引言人 

 

 

 

 

 

圖二十: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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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遊說倡議與組織串連： 

(1)州廳重啟討論記者會 

2020年所產出之請願案將於2021年第1會期(4至6月)開議前，遞交予臺中市議會。於2020

年12月至 2021年3月之間，將持續透過辦理記者會、撰文投書及向地方民意代表遊說等方式，

強化公眾參與之力道。同時，並持續透過組織串連之力量，擴大市民對於臺中州廳發展之關

注，藉以提升訴求影響政策之可能性。 

 

與其他在地組織作議題串聯，透過民眾連署短短兩周收集近1500份連署名單，提倡台中州

廳議題應重啟討論，而非忽略民眾聲音，以由下而上政策討論方式，捲動台中公民能量，激

起一般民眾對議題的關注，深化台灣民主根基。 

 

20200420台中州廳重啟討論記者會新聞稿 

 

盧市長決定台中州廳未來將繼續沿用為辦公廳舍，不讓古蹟修復後成為另一個「蚊子館」

而拒絕文化部重建台灣藝術史計劃。此舉引起許多市民不滿。公民團體與文史工作者、市

議員黃守達4月22日在網路上共同發起《臺中州廳市民決定連署宣言》，至今已超過1300人

實名連署，今（30）日在台中州廳發表連署名單與成果，並要求盧市府立即回應訴求，重

台中州廳市民決定連署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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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台中州廳未來規劃的討論。 

 

市議員黃守達表示，盧市長以地方民意為由拒絕文化部方案，並決定繼續作為官舍之用，

但決策過程中，不僅只開過一次說明會，還拒絕提供說明會記錄與地方連署名單，決策正

當性不足，市民當然不能接受。黃守達強調，台中州廳的活化，具有文資保存與促進舊城

發展雙重意義，歷史記憶與在地經濟缺一不可。這需要廣納各方意見，尤其需要公民參

與，而非任憑盧秀燕一意孤行。呼籲市長回應訴求，重啟討論，擴大公民參與。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理事長林芳如表示，今年七月，環保局跟都發局就要搬遷，這是市府106

年核定的兩筆3800多萬搬遷經費。古蹟修復還要兩年，市府現在就預設州廳會是蚊子館，

不僅是貶抑台中作為文化城的美譽，也忽略美學經濟可能帶來的新契機，甚至忽略未來二

度搬遷預算都還不一定能通過。倘若市府文化治理能力不足，更是應該廣邀民意進行討

論。畢竟盧市長的上述預測，都沒有任何確切的評估與討論，因此我們希望市府立即回應

公眾討論的需求，市民才是城市空間的主體，如此產生共識，台中州廳才真正是屬於台中

人共享願景的州廳。 

 

墩點文史工作室負責人林宗德則認為，具有歷史價值與建築藝術的國定古蹟台中州廳，應

該成為美感教育與文化觀光的重要據點。台中州廳位在舊城區的重要樞紐，串起中央書

局、台中公園、台中文學館與柳川、台中火車站及綠川、刑務所演武場等文化資產，這些

點都是步行可至的，是串起文化觀光的重要機會。文化資產將喚起市民的回憶，且成為這

個有小京都美稱的城市再生發光的機會。不管未來州廳是不是當作美術館，都應該讓古蹟

發揮領頭的效果，這是讓中區，乃至於台中市亮起來的機會，州廳當辦公室實屬可惜！ 

 

台中市生活願景協進會蘇承璞表示，台中州廳古蹟活化一案從胡前市長任內推動的 BOT飯

店案擱置後，直到林前市長與國美館共同合作提出州廳作為近現代美術館的提案，才讓州

廳又重現活化曙光。台中市民本以為這個提案可以為沒落已久的中區帶來新的契機，但沒

想到這個期待卻因新市府上任後的一紙聲明就胎死腹中。身為台中市民不禁想問：盧市府

草率與倉卒的決定，有尊重歷任市長的努力與照顧在地居民期盼中區再生的心情嗎？州廳

為全台灣重要的文 

化節點，更是全民重要的文化資產；在未來使用用途未明之前，應廣納民意吸取各方意見

重啟討論。希望盧市府審慎思考，別讓政治凌駕於民意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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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關懷文資議題的建築師謝文泰更強調三點，一、所謂的地方民意，其核心訴求應解讀

為對於「活化舊城、帶來人潮、振興經濟」，至於州廳作為美術館或是辦公廳舍，只是不同

人對於盼望帶來人潮的不同想像而已；二、州廳具有文化資產的特殊性，因此對其未來活

化再利用對策應該兼顧對於「人民期待」、「建築本質」跟「文化深度」的回應；三、綜

上，州廳的未來必須建立在廣徵各界聲音並了解其關切的核心課題的基礎上，邀集各領域

專業人士貢獻對策形成活化規範，再委託專業者執行。文化工作者陳建融指出，市府先前

針對國美館台中州廳園區計畫提出諸多質疑，其實充滿著邏輯上的矛盾：例如市府擔心美

術館「太靜態」，卻堅持要持續更靜謐且無法吸引人流的辦公功能；市府對外宣稱美術館、

攝影場館「不夠接地氣」，卻未提出更細緻的活化舊城方案；文化局長張大春屢次提及歡迎

順天美術館捐贈畫作在「綠美圖」展出，卻僅止於透過媒體放話，未有更積極的作為。若

市府不思考計畫對台中整體的正面影響，憑意氣用事否定過往努力，賠上的將是所有市民

的權益，以及台中自詡為文化城的名譽。中城再生文化協會理事長蘇睿弼表示，台中州廳

地區是台中舊市區 

僅存最大的一塊公有地，該地區的活化與發展，影響著未來台中城市發展的一百年，這是

一個至關重要的歷史時刻，並不是單純決定一棟老房子要做為美術館或辦公室的議題而

已。這個區塊有約四公頃多的公有地，足夠容納許多不同類型的願景與規劃內容，這需要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共同合作，也需要更多民間企業與市民團體的參與。「台中州廳重啟

討論」公民連署請願運動，主要是給台中州廳的未來，一次再思考的機會，希望中央與地

方可以好好坐下來溝通，廣納民意，為台灣之中的台中找到未來一百年的新方向！「文化

底蘊才是城市長久發展之計」、「希望台中不要只有金錢豹被記憶著」、「台中市民決定台中

州廳命運」眾多連署人同時也寫下自己的心聲。黃守達、林芳如表示，未來將號召更多人

一起加入連署，也讓行動持續下去，讓台中州廳的未來，重啟公民討論！ 

出席名單： 

中城再生文化協會理事長 蘇睿弼 

台中市生活願景協進會代表 蘇承璞 

台中市議員 黃守達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理事長 林芳如 

墩點文史工作室負責人 林宗德 

全面罷免 Total Recall 代表 陳致豪 

菜市場 Vegan Project代表 何俊昕 

建築師 謝文泰 

文化工作者 陳建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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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工作者 楊宗澧 

台中文史復興組合 張瀚文 

(2)議題保溫活動 

2020年10月17日份舉辦議題保溫活動”詩畫舊城思話台中_給市府的公民詩畫 § 瓦歷斯·

諾幹 X 黃至民”，透過創作二行詩與速寫素描州廳及市役所帶領關心議題的公民朋友們，

以紙筆感受州廳及舊城區的發展軌跡，創作思考過程中，也引領民眾思考一座城市的文化發

展究竟是要往哪個方向。 

 

 

 

 

 

 

 

 

<活動方式> 

活動當日民眾可依個人興趣選擇兩種創作形式: 

一. 以”州廳及舊城區願景”為主題由瓦歷斯·諾幹老師帶領創作二行詩詩作，為舊城區及

州廳寫詩。 

二. 黃至民老師現場帶著民眾以”台中市役所”為速寫素描背景。  

詩畫舊城思話台中_給市府的公民詩畫 活動新聞稿 

［活動新聞稿］返鄉青年與在地市民寫詩畫畫 勾勒台中舊城風華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於今天 10月 17日上午九點，在台中市役所舉辦「詩畫舊城思話台中_給市

府的公民詩畫」，邀請到作家瓦歷斯·諾幹及前中區區長黃至民，以台中州廳與舊城區發展為

題，進行了二行詩與速寫創作，吸引了多位台中返鄉青年與在地市民共同參與。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執行長林芳如表示，台中州廳與市役所的所在地市府路，路的頭尾連結了台

中州廳與台中公園，是象徵台中現代化很重要的一條路，我們也可從市府路的視角來一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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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城」美稱發展的歷史；而台中州廳目前仍在整修，未來的活化方案尚未確定，不過中央跟地

方的文化單位都有開放民眾參與審議，希望大家持續關注，有機會一起來決定州廳的樣子。 

台中市中區前區長黃至民表示，全台第一個市區改正（都市計畫）就在台中，市役所和州廳都

在當時落成，市役所最早是農田水利會，到後來成為政黨黨部、台中資料館到市府辦公單位

等，用途幾經更迭，乘載了多段台中不同的歷史。黃至民老師也拿出數本速寫作品簿，他表示

手繪是很好的觀察方式，比拍照更有印象，且門檻低、有紙跟筆就行，是旅行時最推薦的紀錄

方式。 

另一講者瓦歷斯・諾幹老師則表示，二行詩的精髓在於比喻，並強調重點是「寫什麼」，而非

怎麼寫；而歷史感動人的關鍵是故事，我們可以選擇關注的議題或故事來創作，用簡單的比喻

打動讀者的心，老師也現場分享他以關懷巴勒斯坦長年受壓迫為靈感而寫的《自由》：「你問

我自由是什麼／我望著關閉的天空」。老師也提醒，越細節的地方也可能藏有越多故事，比如

一般人認為市役所為日本人所建，但實際搭磚蓋房的是當時台灣底層的勞動工作者。 

參與者們也彼此分享了詩畫創作：「推開市役所的門窗／閃動我心中的靈魂」紀錄市役所靜謐

美好的樣貌，也有參與者表示，去台南念大學後、興起了想要認識台中歷史的念頭，因此回到

家鄉參加本次活動。 

林芳如執行長在活動結尾表示，用創作來翻轉歷史觀點很重要，能把更多歷史用庶民角度再度

詮釋，而好民文化行動協會從今年五月開始，陸續舉辦過多場【好民請願工作坊】與【好民開

講活動】，許多參與市民提出了對台中州廳活化方案的想像：比如「數位科技州廳」透過科技

打造數位台中城、製作動態地圖等；或是「州廳與社區零距離」，降低官署的權威色彩，強化

與社區的連結。 

綜合而論，市民對台中州廳的期待，大多集中在與在地歷史、科技應用、全齡共享、多元概念

的結合，並與周邊歷史建築串聯成文化聚落。好民文化行動呼籲市民對於台中州廳應持續關

注，台中州廳涉及的不只是歷史的文資議題，更是有關台中未來城市的願景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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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志工討論聚會 

 

學員及有興趣的志工投入，藉此保持成員參與度，也讓成員進行市政觀察討論、請願議

題訂定與資源盤點、讀書研討會，並邀請工作坊學員與開講參與者共同製作好民報。 

 

志工聚會場次一覽 

時間 報名人數 事由 

11月17日19:30-21:30 10 介紹台中州廳目前最新近況 

11月24日19:30-21:30 8 台中市文化局新政策：歷史街區自治條例 

12月1日19:30-21:30 10 台中的青年組織現況討論 

12月8日19:30-21:30 10 台中市議會小旅行狀況討論&綜合討論 

12月15日19:30-21:30 10 

 

 

宣傳文案 

來吧州廳倡議！好民志工動腦聚會 

 

大家好久不見！在五場審議工作坊後，我們最近發佈了11/21最後一場的台中

州廳論壇消息，除了邀請大家來參加外，也想跟大家報告目前的進度，在最

後一場論壇審議後，我們會進入倡議階段，將好民參加者們的審議方案宣傳

出去，並讓中央與地方相關的政府部門，要承諾將我們的台中州廳方案納入

評估。 

 

對於台中州廳活化方案的倡議，我們希望發起至少一場的網路活動、實體活

動，以及發行一期實體刊物。邀請你再度回來這個案子！需要好民們共同討

論與發起行動，我們希望台中州廳活化決策的過程，能成為台灣古蹟修復活

化市民公共參與時，能參考的一個案例。 

 

📍活動時間｜每週二晚上1930-2100 

11月17日／11月24日／12月01日／12月08日／12月15日 

📍活動地點｜好民文化行動，西區民權路53巷10號 

📍報名連結｜ 

 

每場我們都會準備一些小點心， 

另外最後會有個簡單的 pizza聚餐。 

 

五場聚會將由好民文化行動夥伴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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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以下的討論跟介紹， 

另外每場都會針對刊物跟倡議行動進行討論與分工 

 

 11/17  ✅ 介紹台中州廳目前最新近況 

 11/24  ✅ 台中市文化局新政策：歷史街區自治條例 

 12/01  ✅ 台中的青年組織現況討論（feat.臺中市藝造豐原協會理事長傅

智恒） 

 12/08  ✅ 台中市議會小旅行狀況討論 

每場次 ✅ 台中州廳倡議行動討論 

 

📍傅智恒，臺中市藝造豐原協會理事長 

一個人生旅途很發散的人，但多數工作都和文字相關。近年回到地方，和朋

友成立藝造豐原協會。內心給自己的期許是成為一個「城市設計」工作者。 

 

年末五場次，一起來動腦吧！ 

 

 

 

  

志工聚會活動照片 

圖二十一:志工討論洲廳議題 

 

 

 

 

 

 

圖二十二:討論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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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議會小旅行 

議會小旅行希冀透過帶領公民參訪市議會觀察市議員負責監督加強市政府的運作表現，比如監

督城市治安、都市規劃到文化發展等政策，而這些都與我們市民息息相關！ 

一起從市議會旁聽的小旅行開始，進而慢慢讓市政參與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好民招募、培

訓議會觀察網路志工，在市議會分工旁聽、紀錄，並加以彙整分析、撰文點評，逐步形成監督

的力量，改善議事品質。 

 

 

 

 

 

 

 

 

 

 

 

 

 

 

 

 

 

 

 

 

 

議會小旅行參與心得 

12.08 議會小旅行－總預算二讀心得分享 @illy 

我是一個喜愛動漫的學生，對於市政沒有太深入的了解，但透過本次參與議

會小旅行，得知原來在台中的動漫活動有不少的預算編列，但身為動漫愛好

者，似乎沒有感受到這些錢是不是真的用在活動上了，像是今年的台中國際

動漫博覽會，活動首日，居然沒有太多人參與，不知道這些預算的宣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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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都宣傳到哪裡去了呢？ 

 

雖然在第二日有稍微熱鬧一些，但依然覺得可惜，台中以文化城自豪，動漫

博覽會也是時下最能打入年輕族群的活動，居然握有這些預算卻沒有真的讓

這些人一同響應，實在是很可惜呢，希望在明年編列的預算能確實把錢花在

喜愛動漫的人們、角色扮演者以及台灣的創作者，透過盛大也熱烈的活動，

成為他們持續創作的動力。 

 

另外有點讓人疑惑的是市議會的時間管理能力，表訂10:00開會，但市長在

11:03才從容的入席，11:06由議長開會宣讀本日議事，身為第一次參與議會

觀察的市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作為學生的我們，晚五分鐘進教室可能就

是罪大惡極，遲到一小時，也就是翹了一堂課，作為市民代表的市政府和議

員們，這樣子好嗎？ 

 

總而言之，透過好民文化行動的議會小旅行，讓我認識到了直播以外的議事

現場，以及如何參訪的流程，公民參與你我都可以！下次有我關心的議題，

也要找我的同學一起來旁聽！ 

 

(5) 好民報 

邀請曾參與工作坊及審議開講活動的公民撰寫有關此次文化論壇系列活動的參與心得以及

對於台中州廳及舊城區未來發展由公民發聲進而使政策更加貼近市民的公民參與活動的相

關心的並製作為好民報以供大眾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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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審議打開州廳 落實公共空間公共化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 執行長 ／林芳如 

 

2019年 5月，好民發表了《好民短評：台中州廳的未來？》，這篇文章是我們第一次針對

即將進行修復的台中州廳以及為了因應其修復的搬遷發表相關意見。對於當時中央與地方

政府在共同修復古蹟的合作關係與修復後的期待開始意見相左，關注公共議題的公民明確

感受到，自己對攸關地方空間與地方歷史的重要政策，似乎沒有參與討論的空間。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自 2018 年度開始推動「好民請願運動」專案，我們試圖以審議民主的概

念，設計從審議、請願到倡議的一連串行動，在過程中匯聚公民對同一議題的意見。這些

議題包括「騎樓淨空」、「交通友善」、「社區長照」，並撰擬成「人民請願案」後遞送

台中市議會，促進公民直接參與民主政治。 

 

2019年，我們持續提升公民對城市空間變化的參與權益，以「人行地下道」請願運動而發

動由下而上的改革，在遞送人民請願案之前，公民以創意多元的空間想像參與討論，落實

公共空間公共化。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認為，介入公共空間的討論也是參與公共事務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地

方價值與共識是在這種由下而上，自主參與公共空間的討論中浮現。「台中州廳」為重要

國家文化資產，更是台中市重要地標。倘若其未來僅僅任由政府支配而決定，缺乏公民參

與，那麼此建物就等同被刻意塵封在歷史的威權中。因為，她沒能隨著民主化而與台灣社

會有新的互動關係，比如，公民是否可能與她進行一個超越時空的對話，討論她作為中台

灣的政治中心，曾經提供了什麼資源與啓蒙，也曾經創造了哪些結構上的不平等？正因為

她是歷史的產物，我們因此有機會進行歷史的探問，甚至對未來願景的想望。也因為她的

存在是如此與許多人的生命經驗、家族經驗，以及中台灣的歷史相互交錯鑲嵌，因此，公

民有機會並且自主參與討論她的未來發展，具有重要的民主意涵。 

期待無障礙化的台中州廳 落實文化平權／小邱 

很久之前看過一篇報導：文化藝術不該有限制和排外的狀況，不應該因為一個人的天生條

件，或外在的限制，不能好好欣賞藝術、欣賞表演。那時才知道什麼是文化平權，且意識

到身障族群對於文化的了解，處處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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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不管未來州廳什麼定位，我希望能將軟、硬體的無障礙化友善程度做到最好！讓台

中州廳落實真正的文化平權，成為台灣文化平權的一個代表。而經過幾次的好民開講下

來，發現州廳比想像中的還可以包容更多元素：文化、長照、文創、藝術⋯⋯等，若同時能

包含這些元素，更能凸顯台灣的多元發展。 

 

讓州廳成為符合台中市民想像的空間！／之助 

我一直覺得台中很可惜，明明有這麼多文化資源，卻因缺乏討論，而讓有故事的建築被閒

置、改造甚至被剷平——吳家花園、樂舞台、台鐵宿舍、天外天、州廳類似的事件不斷發

生，使我想為養育自己長大的城市點什麼。但身為只是個剛成年的學生，不能連署、不能

投票、頂多只能寫文章分享消息、下課時偷偷在廁所打電話給議員服務處。但我想做更

多，而 12堂課好民請願工作坊下來，除了對州廳的議題有更多認識和了解之外，也讓我對

審議民主的操作有了基本概念。後續開講過程中，看到一群看法不同的人，在同樣的議題

上漸漸凝聚出共識，心中不禁燃起一絲希望，如果這樣的討論能持續擴大，我相信一定能

讓州廳成為符合台中市民想像的空間。 

 

讓「州廳」成為會說話的建築／怡君 

「台中州廳」——記憶中模糊的影，尋著好民工作坊的光讓它的過去、現在甚至未來都更

顯鮮明。了解唯有公民覺醒從被動接受政府資訊轉由下而上的啟動整合，才能建構多元需

求多元選擇的全齡公共性建築物，翻轉台灣的建築物長出屬於台灣的特色美學。面對空間

再利用應轉譯在地文化與當代結合，過去的傳統融入現代生活觀點創造多元跨界的生活產

業，跳脫框架打開想像讓這裡可以是發展各種事件的地方。追尋過去邁向未來創造歷史的

連續軌跡，傳承老經驗的美好創造新發想的價值，讓「州廳」成為會說話的建築。 

 

一場普通高中生的文資與審議探險／育安 

原本只是一位正在準備學測（其實根本沒準備 w）的普通高中生，要感謝一位好友，在去

年下半年開始帶我進到中區的歷史脈絡與探訪當地的人事物，開始這場展開新視野的文資

探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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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如此，今年初時認識了好民文化行動，也參加了社區調解員工作坊，之後的台中州

廳審議，讓我學到許多主持的寶貴經歷，在這過程裡也發生了溝通方面的問題以及與夥伴

之間的磨合，但這些事件發生後，我也能夠了解與人共事時會產生的問題，往後也知道該

如何解決，也累積了同儕在目前不會有的經驗值。最後，一定要感謝好民，讓我敞開視

野，也認識許多志同道合的夥伴與許多有趣的人們。今後我一定會繼續努力！中城復興戰

士 加油！ 

 

重要的是「發聲」而不是讓市府掌握了話語霸權／明諺 

「生活即政治」是我從大學開始認知到的信條，而 2018年選舉讓我了解到政府與人民，以

及人民與人民間溝通的重要性，沒有誰是絕對的惡，只是立場不同，各自認為的正義不

同，而台灣這個社會，卻因為這些走向極化的不同，而撕裂，而受傷。但我僅僅是知道，

卻沒有付諸行動，直到參與了這次工作坊。 

 

過去對於「台中州廳」的印象，只停留在去全球影城看電影時會路過的一棟很漂亮的建

築，直到今年 2月透過新聞得知盧市府對於州廳的決議打算續做辦公廳舍使用而不是國美

2館，當時的我是很憤慨的，但這並沒有幫助，嘴砲誰都可以，但真的試著去做出改變的

人又有多少呢？而好民給了我一個投入的機會，一個改變的可能——好民請願工作坊。 

 

透過這些課程，不僅僅是培養了我日後作為主持人的基本能力，也提升了我的公民素養以

及對這塊土地及文化的認識，也是多了這些認識，我才更清楚地意識到「台中州廳的未來

發展」這個主題所涵蓋的範圍是多麼地廣。 橫跨了歷史場域、都市規劃、交通要道等主

題，以及在地居民、文史工作者、政府等各個面向的人，這麼複雜的問題，是很難有所謂

的「最佳解答」的，而這時就需要「審議民主」。透過一場又一場的審議討論，讓不同面

向的民眾好好的提出各自的想法，激盪，討論，爭執，說服的過程中，也許不一定能產出

共識，但重要的是「發聲」而不是只讓市府掌握了話語霸權。  

 

實際上審議會遇到的狀況總是充滿驚喜。像是我的第一場主持，遇到了一位推廣「台灣哲

學館」的學者，我很喜歡他的論點，連在場的不少民眾都覺得這是一個很不錯的想法，又

或者是遇到了不擅表達的高中生、因為滑板場地的問題而直接衝到交通局去反映的民眾、

帶著國小學生認識在地環境的老師、很有個性的藝術家、熱心參與公共事務的志工、在地

深耕多年的文史工作者....等。僅僅三場的討論，感受的到大家都希望這個地方更好，也

賦予了州廳各式各樣的想像，從教育、交通、藝文、親子、商業、設計⋯⋯等，很感謝他們

的參與，也感謝好民提供的時間可以讓大家好好的去表達、交流，而不是像趕火車一樣，

表達完就沒有後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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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審議討論現場的經驗外，也讓我的心境有了調整。還記得剛開始認識古蹟、老屋時，

常常對於那些被拆除的建築感到憤慨，卻從來沒試著去了解為什麼會拆除，發生了什麼事

情，還有案子不只是單純的說「官商利益」就可以說明的，而是每個人的立場是什麼，在

乎的點是什麼都應該去了解的。透過這幾場討論，我也從一個憤青，而進一步去了解市府

決策背後的脈絡，當地居民在乎的事情，青創商家經營的困難等。最後，還是要再一次的

感謝好民文化行動、熱炒民主，以及每位願意花時間來參與的公民，謝謝。 

 

以境與好民操作審議民主的差異與反思／明諺 

不確定市府是否因為民間的發聲，所以願意委外顧問公司，啟動與民間的討論，還是把這

幾場討論當作背書，去合理化自己政策的正當性，姑且先謝謝市府願意踏出這一步，讓民

眾有機會為自己的價值觀發聲，而以下來聊聊 2 個團隊在審議討論現場的差異，與我個人

認為可以調整的地方。  

 

首先來聊聊以境吧！以我參與第一場次來分享。以境的模式，在前言介紹的過程中，給了

民眾非常詳細的脈絡，從都市規劃、歷史脈絡、交通建設等面向給予民眾非常全面性的認

識，而在第二階段的討論中，也有提示民眾從 4 個面向去思考問題，以及該如何解決。我

個人認為就這樣的前言解說，以及 4個面向去引導民眾的操作是給予肯定的。首先前言的

部分能很大程度去觸及每位民眾在乎的價值，但隱憂就是民眾是否能真的吸收的了這些背

景知識呢? 而 4個面向的引導我也認為對於民眾是很好的切入角度。另外就是市府的宣傳

及動員力也很好，第一場來了約 30位左右的民眾。 

 

但就第一場而言，我所認為的缺點也很明顯：一、時間太短。 在討論的過程中，民眾往往

提出自己的想法然後就沒有然後了，缺少了彼此交流的經驗，而這樣的操作是與審議民主

的本質有衝突的。再來二、桌長是臨時推派出來的。在以境的操作中，桌長只是一個臨時

工， 隨便一個人都可以擔任，延續前一點，重要的不是討論，而只是收集意見，但我認為

這是需要調整的。 

 

而接下來聊聊好民吧！好民所規劃是透過審議民主的討論收集、整理意見後，作為明年請

願案的前置作業，也因此在前言中，除了引言人之外，也會說明好民的請願史，除此之

外，也會詳細介紹審議民主的價值以及規則。而第二階段討論的部分，除了是有透過培訓

的主持人擔任桌長外，也給與充足的討論時間，也因此我認為產出的質與量是相當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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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缺點就是在操作及宣傳上一開始限縮了「特定領域」的人士參與：旅宿觀光業者、文史

工作者等，雖然後續有做調整，但也讓民眾產生了參與特定相關領域的場次，此外由於普

遍只能透過網路宣傳，且與在地的連結較薄弱，也因此參與的人次相對較少的情況。另外

引言人的部分則是延續前一點，會分享特定領域的知識，像是分享青創經驗、州廳歷史脈

絡等，但這對於民眾來講能給與的刺激以及發想空間較少。此外有幾位引言人分享內容也

與主題不相扣，或是過度冗長的情形，我認為引言人的職責應該要引起民眾與這個主題的

關聯，這也是我認為可以調整的部分。 

 

如果可以，希望 2個團隊能互相交流，共享資源，而不是誰試著去收割誰的倡議，每個團

隊都有優點及缺點，如果可以合作，相信對於州廳以及當地民眾會是一個好的結果。 

 

台中州廳，一座城市的精神，一座城市的驕傲／意淳 

 

空間的迷人之處，往往起因於時間在它之上堆疊累積的跡痕，一般來說我們稱之為生活；

若再延展得綿長一些，就足以構成所謂的歷史。而歷史並不只能是嚴肅的記事，在這樣的

層次以外，歷史更可以被視作一群人的共同根源、集體認同與記憶。 

 

有的時候對我而言，歷史是一種浪漫。 

 

這是一直以來我都相信、並且想努力實踐的信念，或許也是我在日後開始積極參與州廳願

景倡議的起因之一。 

 

「州廳是台中人的州廳」，更甚者，是台灣人的州廳，這是從州廳當初和順天美術館的畫

作之間的連結開始，所引起的發想。如果細細檢視這批美術作品的命運，不免察覺它竟然

和台灣人這四百多年以來的流亡、糾結、困惑的命題，在在存有許多不謀而合的跡象。 

 

也因此，當我們在後來得知令人扼腕的結局，那種失落和痛，也彷彿是四百多年以來集結

的共鳴。所謂的文藝活動和展演，究竟是不是在一句「太過靜態」的評論下，就得以全盤

否定它背後所代表的種種價值呢？況且，如果我們有辦法讓這一切「不那麼靜態」的話，

會不會有出現轉機的可能呢？ 

 

再說說台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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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台中存在著舊城故有的氛圍，但其實當今的台中，也是一座多元的移民城市。身為一個

同樣來自外縣市的「移民」，在認識台中的過程中，很難不感受到台中人對台中所懷抱的

特殊情感。不僅僅是愛，或者家庭式的溫馨，台中人面對的台中，更像是以這座城市作為

勳章，可以將他別在衣襟，並為此感到無比的驕傲。那就是「光榮感」吧。 

 

所有的理念、願景、乍看之下天馬行空的提案，歸結到最後，無非是想要找回屬於台中的

光榮感，以一個當代的台中人／台灣人的身分，共同構築州廳的願景，連結這片土地的過

往，然後帶著源源不絕的能量，展望未來。 

 

不僅僅是台中，而是台灣。 

不僅僅是台中的光榮感，而是台灣的光榮感。 

意識到這樣的野心在隱隱伺機勃發，總是讓我感動不已。 

 

記得有一段話，是這麼說的：「翻轉中西區，我們擔心的不該是『太靜態』，而是缺乏想

像力。」翻轉台中，我們所擔心的，也依然是缺乏想像力。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而文化是城市的靈魂，我們之所以聚在一起，為州廳煩惱憂心，最根

本的原因，是我們由衷冀望，那個曾經在歷史舞台上亮眼登場的，台中城的最大光點，即

便到今日，乃至於未來，都依然胸懷宏觀的格局，面對更加多元的人群。我認為，這才像

是屬於一座城市的精神，一座城市的驕傲。 

 

撰文者:意淳 

 

空間的迷人之處，往往起因於時間在它之上堆疊累積的跡痕，一般來說我們稱之為生活；

若再延展得綿長一些，就足以構成所謂的歷史。 

 

而歷史並不只能是嚴肅的記事，在這樣的層次以外，歷史更可以被視作一群人的共同根

源、集體認同與記憶。 

有的時候對我而言，歷史是一種浪漫。 

 

這是一直以來我都相信、並且想努力實踐的信念，或許也是我在日後開始積極參與州廳願

景倡議的起因之一。 

 

「州廳是台中人的州廳」，更甚者，是台灣人的州廳，這是從州廳當初和順天美術館的畫

作之間的連結開始，所引起的發想。如果細細檢視這批美術作品的命運，不免察覺它竟然

和台灣人這四百多年以來的流亡、糾結、困惑的命題，在在存有許多不謀而合的跡象。 

 

也因此，當我們在後來得知令人扼腕的結局，那種失落和痛，也彷彿是四百多年以來集結

的共鳴。 



115 

 

所謂的文藝活動和展演，究竟是不是在一句「太過靜態」的評論下，就得以全盤否定它背

後所代表的種種價值呢？ 

況且，如果我們有辦法讓這一切「不那麼靜態」的話，會不會有出現轉機的可能呢？ 

 

再說說台中吧。 

 

老台中存在著舊城故有的氛圍，但其實當今的台中，也是一座多元的移民城市。身為一個

同樣來自外縣市的「移民」，在認識台中的過程中，很難不感受到台中人對台中所懷抱的

特殊情感。 

不僅僅是愛，或者家庭式的溫馨，台中人面對的台中，更像是以這座城市作為勳章，可以

將他別在衣襟，並為此感到無比的驕傲。 

 

那就是「光榮感」吧。 

 

所有的理念、願景、乍看之下天馬行空的提案，歸結到最後，無非是想要找回屬於台中的

光榮感，以一個當代的台中人／台灣人的身分，共同構築州廳的願景，連結這片土地的過

往，然後帶著源源不絕的能量，展望未來。 

 

不僅僅是台中，而是台灣。 

 

不僅僅是台中的光榮感，而是台灣的光榮感。 

 

意識到這樣的野心在隱隱伺機勃發，總是讓我感動不已。 

 

記得有一段話，是這麼說的：「翻轉中西區，我們擔心的不該是『太靜態』，而是缺乏想

像力。」 

 

翻轉台中，我們所擔心的，也依然是缺乏想像力。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而文化是城市的靈魂，我們之所以聚在一起，為州廳煩惱憂心，最根

本的原因，是我們由衷冀望，那個曾經在歷史舞台上亮眼登場的，台中城的最大光點，即

便到今日，乃至於未來，都依然胸懷宏觀的格局，面對更加多元的人群。 

 

我認為，這才像是屬於一座城市的精神，一座城市的驕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撰文者:明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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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即政治」是我從大學開始認知到的信條，而 18年選舉讓我了解到政府與人民，以及

人民與人民間溝通的重要性，沒有誰是絕對的惡，只是立場不同，各自認為的正義不同，

而台灣這個社會，卻因為這些走向極化的不同，而撕裂，而受傷。但我僅僅是知道，卻沒

有付諸行動，直到參與了這次工作坊。 

過去對於「台中州廳」的印象，只停留在去全球影城看電影時會路過的一棟很漂亮的建

築，直到今年 2月透過新聞得知盧市府對於州廳的決議打算續做辦公廳舍使用而不是國美

2館，當時的我是很憤慨的，但這並沒有幫助，只是嘴砲誰都可以，但真的試著去做出改

變的人又有多少呢?  而好民給了我一個投入的機會，一個改變的可能 - 好民請願工作坊 

 

工作坊橫跨 2個月的時間，以 12堂課組成，主題大致可以分為「台中地方政治的生態及政

治工作者的處境」「州廳歷史及文化空間再造的想像」「審議民主的理論與實作」 

總共 24小時的培訓後，投入審議民主的現場，擔任主持人的角色。 

透過這些課程，不僅僅是培養了我日後作為主持人的基本能力，也提升了我的公民素養以

及對這塊土地及文化的認識，也是多了這些認識，我才更清楚地意識到「台中州廳的未來

發展」這個主題所涵蓋的範圍是多麼地廣。 橫跨了歷史場域、都市規劃、交通要道等主

題，以及在地居民、文史工作者、政府等各個面向的人，這麼複雜的問題，是很難有所謂

的「最佳解答」的，而這時就需要「審議民主」 

透過一場又一場的審議討論，讓不同面向的民眾好好的提出各自的想法，激盪，討論，爭

執，說服的過程中，也許不一定能產出個共識，但重要的是「發聲」而不是只讓市府掌握

了話語霸權。  

 

一系列的工作坊結束後，我的心中只有滿滿的感謝，不僅感謝好民找來了這麼優秀的講師

以及顧及各個面向的課程，也感謝自己活在台灣這個地方，還能好好的為了自己捍衛的價

值發聲，但，實際的審議現場又會是如何呢? 我真的能勝任這個角色嗎? 會不會場面暴走? 

如果有人跟我立場相左，我能稱職的請他論述完他的想法嗎?   

沒問題的吧! 我想。  

======================= 

【那些成為主持人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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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個不擅長表達的人，對我來說更擅長的是聆聽，這也是我當時想擔任主

持人的原因之一，但擔任主持人不能僅僅只有聆聽，也要試著去引導民眾說出他的想法，

分析它論述背後的脈絡及所呈現的價值，以及如何把價值相近的論點連結再一起，以及最

重要的，總結，與產出。   

在第一次上場前，好民及熱炒民主協助我們幾位主持人開了一次模擬會，透過扮演不同的

角色，去應對可能的狀況，以及練習主持人帶場的節奏。雖然只是模擬，但馬上就迎來了

我所面臨的第一個困難「接下來要講什麼?」 這反映出擔任主持人很重要的一個職責 - 

「不能空場」  然而在別人論述完後，我的腦中卻是空白的。而熱炒民主的士育也是在這

時教了我一個萬用的招式 - 「整理大家目前的觀點」不空場的同時，也調整自己跟民眾的

頻率，很幸運的，這是在模擬會就遇到的狀況。 

但實際上會遇到的狀況總是充滿驚喜。像是我的第一場主持，遇到了一位推廣「台灣哲學

館」的學者，我很喜歡他的論點，連在場的不少民眾都覺得這是一個很不錯的想法，但身

為主持人，我必須要適當地去引導其他民眾發言，而不能讓整個場都被這個觀點帶著走。

事後再來檢討，我覺得方向是正確的，但方法可以再委婉一點。 

又或者是遇到了不擅表達的高中生、因為滑板場地的問題而直接衝到交通局去反映的民

眾、帶著國小學生認識在地環境的老師、很有個性的藝術家、熱心參與公共事務的志工、

在地深耕多年的文史工作者....等。僅僅三場的討論，感受的到大家都希望這個地方更

好，也賦予了這個地方各式各樣的想像，從教育、交通、藝文、親子、商業、設計....

等，很感謝他們的參與也感謝好民提供的時間可以讓大家好好的去表達、交流，而不是像

趕火車一樣，表達完就沒有後續了。  

過程中，我努力的讓自己去執行上面所提的 3點職責，引導、分析、連結，我自認為做的

還不錯，只是我的風格比較嚴肅，沒有辦法像其他主持人可以比較像輕鬆閒聊的方式進

行，以及就是我常常收尾都做得不好，沒辦法讓全組一起努力的產出總結，這是我還需要

學習的部分 

除了審議討論現場的經驗外，也讓我的心境有了調整。還記得剛開始認識古蹟、老屋時，

常常對於那些被拆除的建築感到憤慨，卻從來沒試著去了解為什麼會拆除，發生了什麼事

情，還有案子不只是單純的說「官商利益」就可以說明的，而是每個人的立場是什麼，在

乎的點是什麼都應該去了解的。透過這幾場討論，我也從一個憤青，而進一步去了解市府

決策背後的脈絡，當地居民在乎的事情，青創商家經營的困難等。 

最後，還是要再一次的感謝好民文化行動、熱炒民主，以及每位願意花時間來參與的公

民，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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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境與好民操作審議民主的差異與反思】 

 

不確定市府是否因為民間的發聲，所以願意委外顧問公司，啟動與民間的討論，還是把這

幾場討論當作背書，去合理化自己政策的正當性，姑且先謝謝市府願意踏出這一步，讓民

眾有機會為自己的價值觀發聲，而以下來聊聊 2 個團隊在審議討論現場的差異與我個人認

為可以調整的地方。  

 

首先來聊聊以境吧! 以我參與第一場次來分享。 

以境的模式，在前言介紹的過程中，給了民眾非常詳細的脈絡，從都市規劃、歷史脈絡、

交通建設等面向給予民眾非常全面性的認識，而在第二階段的討論中，也有提示民眾從 4

個面向去思考問題，以及該如何解決。 

我個人認為就這樣的前言解說，以及 4個面向去引導民眾的操作是給予肯定的。首先前言

的部分能很大程度去觸及每位民眾在乎的價值，但隱憂就是民眾是否能真的吸收的了這些

背景知識呢? 而 4個面向的引導我也認為對於民眾是很好的切入角度。 

另外就是市府的宣傳及動員力也很好，第一場來了約 30位左右的民眾。 

但 就第一場而言，我所認為的缺點也很明顯 

1) 時間太短。 在討論的過程中，民眾往往提出自己的想法然後就沒有然後了，缺少了彼

此交流的經驗，而這樣的操作是與審議民主的本質有衝突的 。 

2)  桌長是臨時推派出來的。在以境的操作中，桌長只是一個臨時工， 隨便一個人都可以

擔任，延續前一點，重要的不是討論，而只是收集意見，但我認為這是需要調整的。 

 

而接下來聊聊好民吧! 好民所規劃是透過審議民主的討論收集、整理意見後，作為明年請

願案的前置作業，也因此在前言中，除了引言人之外，也會說明好民的請願史，除此之

外，也會詳細介紹審議民主的價值以及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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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二階段討論的部分，除了是有透過培訓的主持人擔任桌長外，也給與充足的討論時

間，也因此我認為產出的質與量是相當高的。 

 

但缺點就是在操作及宣傳上一開始限縮了「特定領域」的人士參與，雖然後續有做調整，

但也讓民眾產生了參與特定相關領域的場次，此外由於普遍只能透過網路宣傳，且與在地

的連結較薄弱，也因此參與的人次相對較少的情況。 

 

另外引言人的部分則是延續前一點，會分享特定領域的知識，像是分享青創經驗、州廳歷

史脈絡等，但這對於民眾來講能給與的刺激以及發想空間較少。此外有幾位引言人分享內

容也與主題不相扣，或是過度冗長的情形，我認為引言人的職責應該要引起民眾與這個主

題的關聯，這也是我認為可以調整的部分。 

 

如果可以，希望 2個團隊能互相交流，共享資源，而不是誰試著去收割誰的倡議，每個團

隊都有優點及缺點，如果可以合作，相信對於州廳以及當地民眾會是一個好的結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撰文者:小邱 

 

很久之前看過一篇報導，文化藝術不該有限制，不該有排外的狀況，不應該因為一個

人的天生條件，或身體因為年紀的關係，因為外在的限制，不能好好欣賞藝術、欣賞表

演，才知道什麼是文化平權，且意識到身障族群對於文化的了解，處處受限。 

起初，不管未來州廳什麼定位，我希望能將軟、硬體的友善程度做到最好！！～將無

障化的程度最好，希望將文化平權真正的在州廳落實，成為台灣文化平權的一個代表。 

而這幾次的開講下來，發現州廳的定位比想像中的還可以包容更多元素：文化、長

照、文創、藝術.....等。若同時也都有包含這些元素，更能凸顯台灣的多元發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撰文者:之助 

 

我一直覺得臺中很可惜，明明有這麼多文化資源，卻因缺乏討論而讓有故事的建築被閒

置、改造甚至被剷平。 

 

吳家花園、樂舞台、臺鐵宿舍、天外天、州廳……類似的事件不斷發生，使我想為養育自

己長大的城市點什麼。但身為只是個剛成年的學生，不能連署、不能投票、頂多只能寫文

章分享消息、下課時偷偷在廁所打電話給議員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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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想做更多，我不希望每次當事件發生時只能當個旁觀者。所以我報名了這次的好民請

願工作坊，希望能讓自己學到更多知識、了解更多管道、獲得更多工具。 

 

而 12堂課下來，除了對州廳的議題有更多認識和了解之外，也讓我對審議民主的操作有了

基本概念。後續開講時，雖然我在主持方面還有些生疏，但在過程中看到一群看法不同的

人，在同樣的議題上漸漸凝聚出共識，心中不禁燃起一絲希望。如果這樣的討論能持續擴

大，我相信一定能讓州廳成為符合臺中市民想像的空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撰文者:怡君 

「洲廳」，記憶中模糊的影，尋著好民工作坊的光讓它的過去、現在甚至未來都更顯鮮明。

了解唯有公民覺醒從被動接受政府資訊轉由下而上的啟動整合，才能建構多元需求多元選

擇的全齡公共性建築物，翻轉台灣得見建築物長出屬於台灣的特色美學。面對空間再利用

應轉譯在地文化與當代結合，過去的傳統融入現代生活觀點創造多元跨界的生活產業，跳

脫框架打開想像讓這裡可以是發展各種事件的地方。追尋過去邁向未來創造歷史的連續軌

跡，傳承老經驗的美好創造新發想的價值，讓「洲廳」成為會說話的建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撰文者:育安 

 

原本只是一位正在準備學測(其實根本沒準備 w)的普通高中生，因為一位好友的媒介而開

始這場展開新視野的文資探險 

 

首先我要感謝留之助先生，在去年下半年開始帶我進到這個文化資產的世界，讓我認識中

區的歷史脈絡與探訪當地的人事物。 

 

也因為如此，今年初時認識ㄉ了好民文化行動，也參加了社區調解員工作坊(雖然只有來兩

次😂)，認識許多志同道合的夥伴。之後的台中州廳審議，讓我學到許多主持審議現場的寶

貴經歷，不只是如何主持，在這過程裡也發生了與夥伴的意見不相同，溝通方面的問題以

及與夥伴之間的磨合，但這些事件發生後，我也能夠了解與人共事時會產生的問題，往後

也知道該如何解決，同時也累積同儕在目前不會有的經驗值。 

 

最後，一定要感謝好民文化行動，讓我敞開自己的視野，也認識許多志同道合的夥伴與許

多有趣的人們。今後我一定會繼續努力！中城復興戰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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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會活動照片 

圖二十三:記者會現場 

 

 

 

 

 

圖二十四:台中州廳全民決定 

 

 

 

 

 

圖二十五:台中州廳全民決定 

 

 

 

 

 

圖二十六:民眾舉起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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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民報 

 

 

 

 

 

 

 

 

 

 

詩畫舊城活動照片 

圖二十七:黃至民前區長介紹速寫 

 

 

 

 

 

圖二十八:瓦歷斯老師介紹二行詩創作 

 

 

 

 

 

圖二十九:參與民眾創作中 

 

 

 

 

 

圖三十: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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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行銷宣傳執行情形 

 

實體印刷宣傳物: 
活動

名稱 

審議培訓工作

坊 

好國好民系列

講堂 

綜合座談大會 審議開講 

項

目: 

海報 

 

 

 

 

  

項

目: 

邀請

卡  

 

 

 

 

 

 

 

 

 

項

目: 

議題

手冊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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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及社群宣傳: 
 

本計畫欲參與之民眾須先至官方網站報名， 相關活動內容也會公告在網站及社群媒體上，以

撰寫參與心得與側記為主，以活動照片為輔，依活動內容、活動議程、影音內容、報名頁

面、補助單位及防疫須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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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實施成果： 

 

（一）議題背景說明及議題手冊： 

 

文化部近年來鼓勵民間團體推動及舉辦審議式民主論壇，推動民眾參與與落實審議民主精

神。今年好民文化行動協會以台中州廳未來發展為題在中西區辦理ㄧ連串導覽、工作坊、審

議開講等活動，希冀透過審議民主的方式共同找出台中州廳對於台中人乃至整體台灣對於文

化資產活化再利用的公民討論。此次也特別感謝熱吵民主協會，協助帶領規畫多場審議民主

開講活動亦協同好民培力多位審議主持人才，成為社區審議民主推動者，我們將其成員稱之

為「社區協調員」，透過捲動公民基層社區力量，深耕台灣民主使其發芽茁壯。 

 

2020年的好民請願運動，承接2019年探討城市空間的運用與本會關注教育文化發展的宗

旨，將聚焦在本會深根的台中市中、西區，以「台中州廳的未來發展」為題，邀集台中市民

透過審議式民主的討論，共同思索台中市舊城區的發展願景，及在地文化空間的規劃與運

用。 

台中州廳整體設計為仿馬薩式風格，設計者為森山松之助，作品涵蓋台北州廳、台南州

廳、台灣總督府等，可見當時其地位，多年後已成台中著名歷史建築與文化象徵，市民遊客

遊覽其華美時不禁驚嘆猶如置身歐洲，只可惜現階段仍作為台中市政府機關辦公場域，並未

全然對外，且台中市府歷來對於古蹟修復或再利用原則未有重視，市民參與討論之空間仍舊

不足，長年來只能被動接受其結果，這也是本會今年發動以州廳為請願運動主軸的主因之

一，希冀在決策時能真真切切納入市民的意見。 

過去幾年，好民文化行動帶大家進行議會小旅行，嘗試做議會的觀察，除了看到議會的

亂象之外，在試圖改革的過程中也遇到一些瓶頸。  

 

一般市民普遍對議會問政品質不滿，但除了選舉時的投票權，大多數人似乎覺得無力改變

什麼。面對龐大的政治結構問題，這幾年許多團體也推動國會或地方議會監督，而好民文化

行動觀察到，在台中市議會，除了典型的遲到早退或缺席統計狀況，以及議員作秀謾罵這些

行為外，對於更專業的政策，例如：市政建設、預算等，人民無從得知議員的問政是否專業

到位。  

 

其實，市民擁有向臺中市議會提出請願案的權利，透過請願能讓代議士與人民的關係回歸

公共化，小從社區大到市政，落實民主的直接參與。只是，該如何進行請願？要在什麼基準

討論？以及什麼樣的提案才符合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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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好民請願運動，承接2019年探討城市空間的運用與本會關注教育文化發展的宗

旨，將聚焦在本會深根的台中市中、西區，以「台中州廳的未來發展」為題，邀集台中市民

透過審議式民主的討論，共同思索台中市舊城區的發展願景，及在地文化空間的規劃與運

用。 

 

台中州廳為國定古蹟，除了為國家重要的文化資產，同時見證了台中舊城區的興衰，對台

中都市發展深具歷史文化意義。在未來規劃上，除應以整體區域發展作通盤考量外，也應充

分納入市民的意見與期待，本會也將透過請願工作坊及接下來多場的審議開講及團體串聯，

具體的提出台中州廳及其舊城區整體的活化政策方向。 

 

2019年5月，好民發表了《好民短評：臺中州廳的未來？》，這篇文章是我們第一次針對即

將進行修復的臺中州廳以及為了因應其修復的搬遷發表相關意見。對於當時中央與地方政府

在共同修復古蹟的合作關係與修復後的期待開始意見相左，關注公共議題的公民明確感受

到，自己對攸關地方空間與地方歷史的重要政策，似乎沒有參與討論的空間。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認為，介入公共空間的討論也是參與公共事務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地

方價值與共識是在這種由下而上，自主參與公共空間的討論中浮現。「臺中州廳」為重要國

家文化資產，更是臺中市重要地標。倘若其未來僅僅任由政府支配而決定，缺乏公民參與，

那麼此建物就等同被刻意塵封在歷史的威權中。因為，她沒能隨著民主化而與台灣社會有新

的互動關係，比如，公民是否可能與她進行一個超越時空的對話，討論她作為中台灣的政治

中心，曾經提供了什麼資源與啓蒙，也曾經創造了哪些結構上的不平等？正因為她是歷史的

產物，我們因此有機會進行歷史的探問，甚至對未來願景的想望。也因為她的存在是如此與

許多人的生命經驗、家族經驗，以及中台灣的歷史相互交錯鑲嵌，因此，公民有機會並且自

主參與討論她的未來發展，具有重要的民主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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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開講議題手冊: 

 
好民來開講！！公民鬥陣講！！ 

 

 文化部近年來鼓勵民間團體推動及舉辦審議式民主論壇，推動民眾參與與落實審議民主

精神。今年好民文化行動協會以台中州廳未來發展為題在中西區辦理ㄧ連串導覽、工作坊、

審議開講等活動，希冀透過審議民主的方式共同找出台中州廳對於台中人乃至整體台灣對於

文化資產活化再利用的公民討論。此次也特別感謝熱吵民主協會，協助帶領規畫多場審議民

主開講活動亦協同好民培力多位審議主持人才，成為社區審議民主推動者，我們將其成員稱

之為「社區協調員」，透過捲動公民基層社區力量，深耕台灣民主使其發芽茁壯。 

活動時間：2020/8/22（週六） 14:00-18:00  

活動地點：一隅（400台中市中區建國路49號） 6F 

時間 流程 

14:00-14:20 報到、茶敘 

14:20-15:00 簡介州廳及舊城區概況(寫作中區/朱書漢) 

15:00-15:15 請願運動介紹(好民文化行動) 

15:15-15:30 活動說明與審議民主精神說明(熱吵民主) 

15:30-17:30 與會者綜合討論 

17:30-18:00 總結意見 

補助單位：文化部 

台灣民主基金會 

計畫名稱：從審議到倡議的公民文化參與：好民請願運動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中市好民文化行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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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民主運動的殉道者鄭南榕先生曾說：「我們是小國小民，但我們也是好國好 民」，這句

話鼓舞著許多懷抱理想的人，投入社會與政治的改革，這些年來更有許 多理想主義者開始投

入組黨、選舉，期待改變台灣政治生態。然而面對新台灣， 除了民主選舉，人民該如何繼續

前進？  

 我們認為，台灣社會必須開啟新一波的文化行動，人民必須轉化對生活政治的想像，裝備

自己的智識，提升公共事務的思辨與討論層次。更進一步來說，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我們必

須組織彼此，成為一群有共同意識的伙伴，因為我們彼此相信，台灣不止是台灣人的台灣，

台灣也是世界的台灣，我們要團結彼此而不排除異己，這樣的理想，必須來自一個更有力的

公民社會來撐起。  

 因此，我們決定跟隨台灣民主先行者的足跡，發起「好民文化行動」，自 2016 年 3 月 20 

日至今，立志從社區扎根，在各領域裝備自己：  

§ 我們要建立共好的文化社會，推展在地的文化思想與教育。 

§ 我們嚮往共享的經濟生活，推動以合作替代競爭的社區經濟模式。  

§ 我們需要一個有共識的市民政治，以慎思明辨的精神審議在地政治。  

 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為台灣的每一個世代立下基礎，當公民社會的根基穩固，台灣就不需

再害怕是被孤立的小國小民，當台灣的公民社會土壤厚實，我們就是好國好民。 

 

 臺灣熱吵民主協會由一群熱心公共事務的公民夥伴組成。熱吵民主的宗旨為深化民主價

值、擴大公民參與、推動社區營造及促進社會對話。 

 熱吵民主設計與執行了許多得以應用於不同地區、不同場域、不同規模的參與式模式。

施作範圍北至新北，南至高雄，規模從高中和大學的公民課、社區裡的社會創新實驗，乃至

於地方政府的參與式預算，以及中央政府補助之審議會議，可說具有相當豐富多元的實作經

驗。 

  熱吵民主希望透過不斷地走動串聯，以及參與模式的研發與應用，促成更多良性的社會

對話，使原本抱持不同立場的人們能夠彼此協力，尋求共善共好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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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民請願運動 簡介 

緣起  

 過去幾年，好民文化行動帶大家進行議會小旅行，嘗試做議會的觀察，除了看到議會的亂

象之外，在試圖改革的過程中也遇到一些瓶頸。  

 一般市民普遍對議會問政品質不滿，但除了選舉時的投票權，大多數人似乎覺得無力改變

什麼。面對龐大的政治結構問題，這幾年許多團體也推動國會或地方議會監督，而好民文化

行動觀察到，在台中市議會，除了典型的遲到早退或缺席統計狀況，以及議員作秀謾罵這些

行為外，對於更專業的政策，例如：市政建設、預算等，人民無從得知議員的問政是否專業

到位。  

 其實，市民擁有向臺中市議會提出請願案的權利，透過請願能讓代議士與人民的關係回歸

公共化，小從社區大到市政，落實民主的直接參與。只是，該如何進行請願？要在什麼基準

討論？以及什麼樣的提案才符合公共性？ 

 2020年的好民請願運動，承接2019年探討城市空間的運用與本會關注教育文化發展的宗

旨，將聚焦在本會深根的台中市中、西區，以「台中州廳的未來發展」為題，邀集台中市民

透過審議式民主的討論，共同思索台中市舊城區的發展願景，及在地文化空間的規劃與運

用。 

 台中州廳為國定古蹟，除了為國家重要的文化資產，同時見證了台中舊城區的興衰，對台

中都市發展深具歷史文化意義。在未來規劃上，除應以整體區域發展作通盤考量外，也應充

分納入市民的意見與期待，本會也將透過請願工作坊及接下來多場的審議開講及團體串聯，

具體的提出台中州廳及其舊城區整體的活化政策方向。 

「好民請願運動」四階段簡介 

 

階段 時間 行動 

前置作業 2019年10月-2020年3月底 專案策劃與宣傳 

人員招募 4月中-7月中 審議主持培訓工作坊 

第一階段 意見收集 6月中-9月底 審議開講、對象拜訪 

第二階段 聚焦共識 9月底-11月初 座談會、諮詢會 

第三階段 請願遞案 
11月底-2021年3月初 

團體串聯、請願案精

緻化 

第四階段 遊說倡議 
12月-2021年 

媒體投書、體制內外

行動 

 

 

 

五月份，好民開辦「入政!看懂地方政治 好民請願工作坊」，從認識請願運動台中地方政治派

系的過去與現在，也透過審議民主實務工作者的經驗講座、審議主持實際演練等密集與專業

課程，培訓積極市民成為「社區協調員」，為投入對市政的聆聽與審議行動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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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六月份至九月份，進入第一階段，透過審議民主操作過程，透過「開講（khaikáng）」的場

次，在「社區協調員」的主持下，協助市民們透過討論，將對市政的想像具體化。  

十月份進入第二階段，即將前述場次的會議紀錄，整理出各主題的結論，召開 「專家諮詢

會」邀請專家學者以及 NGO 團體，針對第一階段各主題的結論提供建議。  

十月底舉辦「好民大會」，讓曾經或對參與審議民主操作的市民們，有機會直接透過跟專家學

者、公部門人員溝通討論，在獲得更充分的資訊下，瞭解各項市政議題的實際狀況，並聚焦

共識產出對該項市政議題的「民間版政綱」。  

除了提送人民請願案進入市議會之外也透過議會監督，以及持續遊說議員積極改善程序委員

會功能，提升人民請願案的實際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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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講場次  

共計 5大類別邀集對象： 

場次  邀集對象 引言人 開講日期 

1 中區旅宿業 蘇睿弼/中城再生

文化協會理事長 

7/1 

2 青創商家 蔡承允/後驛冊店 7/19 

3 公民、文史團體 黃鈞瑤/全面罷免

協會理事長 

8/22 

4 高中職學生 楊博安/公民教師 9/5 

5 中區及西區之鄰里長 

&社區發展協會 

黃至民/中區前區

長 

9/27 

 

開講如何進行 

「開講」是怎麼進行的？ 開講（khai-kang）不論以台語或華語發音，都代表著：不論身

分、性別、年 齡，人人都有發聲的權利；也透過悉心的傾聽及抱持尊重的同理他人，促成有

效 的對話。 一場開講約進行 1.5 小時至 3 小時不等，取決於參與者的討論情形。流程

上，好 民的社區協調員會說明發言規則（如每次發言時間不超過幾分鐘、不打斷他人發 

言、不做人身攻擊、尊重他人意見等），並依序進行三個回合：  

 

⚫ 「在此議題中你所看到/遇到的困境」 

⚫ 「在此議題中你所期待的願景」 （你認為對的事情/方式應該是如何執行）  

⚫ 「在此議題中你想到的行動方案」 （自己或相關單位應該做的事情）  

 

在三個回合中，好民社區協調員大多以便利貼為工具，讓參與者每回合進行書 寫，並就便利

貼內容進行核對，也讓其他參與者給予回饋、談論，進而形成有共 識的小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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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審議民主精神與大會討論原則 

 

審議民主的精神 

  

 民主，並非僅透過投票便能彰顯落實，由民意代表、民選官員參與立法及行政過 程的代議

民主，已出現瓶頸及失靈情形。相較於代議民主，審議民主理念倡導： 「所有受到決策所影

響的公民，都應該能夠參與集體決定。」受公民參與而影響 政策的幅度愈大，其民主發展愈

趨成熟。 

 

 上述的集體決定，是由抱持理性與無私態度的參與者，透過資訊充分的知情討論、發言機

會平等與決策程序公平的條件下，相互理解的溝通、論理提出可行方案而形成。 

審議民主重視「審思」「明辨」，符合審議民主理念的公民參與模式，有以下有幾 種特性：  

 

● 包容與平等： 參與的過程應該包含不同背景的公民，讓各種多元的聲音和主張都能夠呈

現；參與者地位平等，每個人的意見都值得受到尊重。 

 

● 資訊充分： 參與的過程必須提供充分的資訊，讓參與者能夠明智地判斷各種論點。  

 

● 對話與溝通： 參與者之間必須能夠進行對話，透過說理過程，相互瞭解。  

 

● 形成集體意見： 陳述共識結論、差異觀點、表決記錄，或以意見調查的方式，形成參與

者對解決方案的集體意見。 

 

大會討論原則  

1. 積極且完整地傾聽別人，不打斷他人發言。 

2. 回饋時，給予真誠的對話，對事不對人，切勿做人身攻擊；發言時，表達自己的看法，不

成為他人的代言人。  

3. 由各桌桌長訂定每人每次發言時間之長短，每人珍惜有限的討論時間，針對議 題精簡發

言，不重覆談論同樣的意見，不爭執無法現場解決的問題。  

4. 一次一個人發言，獲得主持人示意後再發言。 

 

五、議題背景資料 

 台中州廳整體設計為仿馬薩式風格，設計者為森山松之助，作品涵蓋台北州廳、台南州

廳、台灣總督府等，可見當時其地位，多年後已成台中著名歷史建築與文化象徵，市民遊客

遊覽其華美時不禁驚嘆猶如置身歐洲，只可惜現階段仍作為台中市政府機關辦公場域，並未

全然對外，且台中市府歷來對於古蹟修復或再利用原則未有重視，市民參與討論之空間仍舊

不足，長年來只能被動接受其結果，這也是本會今年發動以州廳為請願運動主軸的主因之

一，希冀在決策時能真真切切納入市民的意見。 

 台中州廳於2006年被指定為市定古蹟，並在2019年4月25日升格為國定古蹟 ，本會也在

2020年4月25日升格國定古蹟一周年辦理州廳導覽活動，意義在於宣導民眾，國家已經開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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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台中州廳對於台灣歷史發展其重要角色，台中市民應建立起屬於自身的文化視野與在地光

榮感。州廳過去原是台中市政府的所在地，2010年縣市合併後，僅留下都市發展局和環境保

護局於此辦公，並在今年七月整修階段逐步搬離。 

 2018年台中市府與文化部簽署「國立台灣美術館臺中州廳園區」合作意向書，有意推動台

中州廳成為為國家級藝術場館，然今年2月新市府宣布中止與文化部之合約，未來台中州廳將

恢復原始辦公用途，原因是在地議員與周圍商家擔心原機關搬離州廳後，生意會大受影響，

另有議員指出以有興建中的綠美圖，無須再增加美術館，甚至稱其為國美2館，然而在地居民

對於州廳想法各持己見，缺乏溝通協調平台，舊城區作為文化城中城的發展想像，應有更多

元更開放，廣納四方的討論，市府在面對對於州廳有不同期待的各方意見，應有具體發展方

向，凝聚各方聲音的具體作法，只可惜，截至目前仍未看到市府有意整合民間聲音。 

● 2004年及

05年間由臺中市文化局委由洪文雄、黃俊銘計畫主持歷史建築臺中州廳及臺中市役所保存修

復之調查研究、修復、再利用規劃(一)：臺中州廳當時州廳定位為「台中歷史博物館」強調

州廳文化歷史特色，結合商業與休憩空間，成為人文歷史觀光休閒區域。（資料來源：國家圖

書館 臺灣記憶 https://tm.ncl.edu.tw/） 

● 2010年台中市府將委託民間公司經營，藉以保存建築並活化空間。市府心中的理想是「擬

引入以國際藝術精品展售、拍賣、流通為主的產業，其州廳定位精品古蹟商場＋五星級飯店

開發方式，採 BOT，民間興建營運後移轉給政府，設定地上權40 年，內容規劃為引進五星級

酒店、庭園式餐館、 創意市集、古玩大街等 

● 2014年市府公告「『臺中州廳及其附近地區都市更新事業』公開評選更新單元 A及更新單

元 B實施者案」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表示，更新單元 A基地面積約3.2公頃，土地產權皆為

公有，以設定地上權方式實施都市更新，古蹟與歷史建築則以委託經營方式辦理。

(https://www.taichung.gov.tw/950479/post) 

州廳(A單元)定位: 城市博物館  B單元定位：停車場多目標使用 開發方式：Ａ單元由市府

主導，Ｂ單元採徵收與權利變換 

● 2017年文化部辦理台中文化城歷史空間再造計畫以臺中市百年建城以來的舊城區為計畫

核心，結合臺中州廳（國定古蹟臺中州廳、臺中州廳附屬建築群、歷史建築大屯郡役所）、刑

https://tm.ncl.edu.tw/
https://www.taichung.gov.tw/950479/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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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所（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市定古蹟典獄長宿舍、浴池）與綠空計畫，三大計畫構建而成的

的未來城區，打造場域再造歷史現場的想像，計畫由臺中市政府主辦執行期程至2020年底。 

● 2018年文化部與臺中市政府簽署合作意向書，國美館臺中州廳園區再現臺灣藝術史，國

美館代管區域定位:台灣現代美術藝廊+ 國家視覺藝術檔案館+國家攝影博物館，國美館代管

區由中央投資30億待大屯郡役所區域以歷史再造計畫經費修復後，文創藝廊委外經營，文資

處進駐原都發局府後街辦公樓。

(https://www.ntmofa.gov.tw/information_1078_94503.html) 

● 2020台中市府推翻文化部與前市長林佳龍簽署的「國美館台中州廳園區」合作意向書文

化部除將另覓設置地點，對於再造歷史現場「台中文化城中城歷史空間再造」計畫，涉及古

蹟修復，已於二○一七年核定補助，仍會繼續推動。4/25民間多個團體發起「台中州廳重啟

討論連署」短時間內將近1500人連署，市府也表達會聽取地方及市民意見納入施政考量。 

目前台中市定古蹟台中州廳將展開修復工程，環保局及都發局暨住宅處將於6月起陸續搬遷至

文心路原警察局大樓辦公，預計7月全數搬遷完成。 

 

 

 

 

 

六、台中市議會介紹 

 

七個常設委員會，各委員會設召集人一員，副召集人兩員：  

 

。 民政委員會審查本會會務及市政府秘書處、民政局、社會局、勞工局、政風處、人事處、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客家事務委員會、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法制局、 各區公所等暨其所屬

https://www.ntmofa.gov.tw/information_1078_945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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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有關事項。  

 

。 財政經濟委員會 審查市政府財政局、地方稅務局、經濟發展局、農業局、主計處等等暨

其所 屬單位有關事項。 

 

 教育文化委員會 審查市政府教育局、文化局、新聞局等暨其所屬單位有關事項。  

 

。 交通地政委員會 審查市政府交通局、觀光旅遊局、地政局等暨其所屬單位有關事項。  

 

。 警政環衛委員會 審查警察局、消防局、衛生局、環境保護局等，與其所屬單位相關事

項。 

 

 。 都發建設水利委員會 審查都市發展局、建設局、水利局等，與其所屬單位相關事項。  

 

。 法規委員會 審查市法規等有關事項。 

  

。 其他 程序委員會：該會召集人由議長擔任 紀律委員會：該會召集人由副議長擔任 

 

 

 

 

 

 

 

 

 

台中共 29 個行政區，市議員選區劃分為 16 個。  

 

。 第一：大甲區、外埔區、大安區 

 

。 第二：沙鹿區、梧棲區、清水區 

 

。 第三：大肚區、龍井區、烏日區  

 

。 第四：后里區、豐原區  

 

。 第五：潭子區、大雅區、神岡區  

 

。 第六：西屯區 。 第七：南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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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北屯區 。 第九：北區  

 

。 第十：中區、西區  

 

。 第十一：東區、南區  

 

。 第十二：太平區  

 

。 第十三：大里區、霧峰區  

 

。 第十四：東勢區、石岡區、新社區、和平區  

 

。 第十五：平地原住民  

 

。 第十六：山地原住民 

市議員職權  

 

。 議決直轄市法規。 

。 議決直轄市預算。 

。 議決直轄市特別稅課、臨時稅課及附加稅課。  

。 議決直轄市財產之處分。   

。 議決直轄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及所屬事業機構組織自治條例。 

。 議決直轄市政府提案事項。 

。 審議直轄市決算之審核報告。  

。 議決直轄市議員提案事項。  

。 接受人民請願。  

。 其他依法律賦予之職權。  

  

議會會期 。  

定期會：每六個月開會一次 。  

 

臨時會：  

1. 行政首長或議長請求  

2. 三分之一議員請求  

3. 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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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座談議題手冊: 

 

 文化部近年來鼓勵民間團體推動及舉辦審議式民主論壇，推動民眾參與與落實審議民主

精神。今年好民文化行動協會以台中州廳未來發展為題在中西區辦理ㄧ連串導覽、工作坊、

審議開講等活動，希冀透過審議民主的方式共同找出台中州廳對於台中人乃至整體台灣對於

文化資產活化再利用的公民討論。此次也特別感謝熱吵民主協會，協助帶領規畫多場審議民

主開講活動亦協同好民培力多位審議主持人才，成為社區審議民主推動者，我們將其成員稱

之為「社區協調員」，透過捲動公民基層社區力量，深耕台灣民主使其發芽茁壯。 

活動時間： 

2020/11/21（週六） 13:00-17:00  

活動地點： 

全安堂台灣台中太陽餅博物館（400台中市中區台灣大道一段145號） 2F 

活動宗旨： 

2020年的好民請願運動，承接2019年探討城市空間的運用與本會關注教育文化發展的宗

旨，將聚焦在本會深根的台中市中、西區，以「台中州廳的未來發展」為題，邀集台中市民

透過審議式民主的討論，共同思索台中市舊城區的發展願景，及在地文化空間的規劃與運

用。 

台中州廳整體設計為仿馬薩式風格，設計者為森山松之助，作品涵蓋台北州廳、台南州廳、

台灣總督府等，可見當時其地位，多年後已成台中著名歷史建築與文化象徵，市民遊客遊覽其

華美時不禁驚嘆猶如置身歐洲，只可惜現階段仍作為台中市政府機關辦公場域，並未全然對外，

且台中市府歷來對於古蹟修復或再利用原則未有重視，市民參與討論之空間仍舊不足，長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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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被動接受其結果，這也是本會今年發動以州廳為請願運動主軸的主因之一，希冀在決策時

能真真切切納入市民的意見。 

 

 

活動流程： 

時間 流程 

13:00-13:30 報到、茶敘交流 

13:30-13:50 主持人開場引言、導讀手冊 

13:50-14:10 來賓專題短講｜李謁政教授 

14:10-15:25 座談第一階段願景彙整:分組(一)思索州廳作為古蹟的運用 

座談第一階段願景彙整:分組(二)舊城區商業聚落的發展想望 

座談第一階段願景彙整:分組(三)文化城百年大計城市願景想

像 

15:25-15:35 休息交流十分鐘 

15:35-16:00 座談第二階段:綜合討論_行動方案產出 

16:00-16:20 座談第二階段:綜合討論_討論成果發表 

16:20-16:40 座談第三階段:人民請願案_建議條例修正討論 

16:40-17:00 茶敘結尾 

補助單位：文化部 台灣民主基金會 

計畫名稱：從審議到倡議的公民文化參與：好民請願運動 

從市政監督到請願: 公民參與的實踐之路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中市好民文化行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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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織介紹 

 
台灣民主運動的殉道者鄭南榕先生曾說：「我們是小國小民，但我們也是好國好 民」，這

句話鼓舞著許多懷抱理想的人，投入社會與政治的改革，這些年來更有許 多理想主義者開始

投入組黨、選舉，期待改變台灣政治生態。 

我們認為，台灣社會必須開啟新一波的文化行動，人民必須轉化對生活政治的想像，裝

備自己的智識，提升公共事務的思辨與討論層次。我們相信，台灣不止是台灣人的台灣，台

灣也是世界的台灣，我們要團結彼此而不排除異己，這樣的理想，必須來自一個更有力的公

民社會來撐起。  

因此，我們決定跟隨台灣民主先行者的足跡，發起「好民文化行動」，自 2016 年 3 月 

20 日至今，立志從社區扎根，在各領域裝備自己：  

§ 我們要建立共好的文化社會，推展在地的文化思想與教育。 

§ 我們嚮往共享的經濟生活，推動以合作替代競爭的社區經濟模式。  

§ 我們需要一個有共識的市民政治，以慎思明辨的精神審議在地政治。   

(好民 FB) (好民官網) 

 

 臺灣熱吵民主協會由一群熱心公共事務的公民夥伴組成。熱吵民主的宗旨為深化民主價

值、擴大公民參與、推動社區營造及促進社會對話。 

 熱吵民主設計與執行了許多得以應用於不同地區、不同場域、不同規模的參與式模式。

施作範圍北至新北，南至高雄，規模從高中和大學的公民課、社區裡的社會創新實驗，乃至

於地方政府的參與式預算，以及中央政府補助之審議會議，可說具有相當豐富多元的實作經

驗。 

  熱吵民主希望透過不斷地走動串聯，以及參與模式的研發與應用，促成更多良性的社會

對話，使原本抱持不同立場的人們能夠彼此協力，尋求共善共好之可能性。 

(熱吵 FB) (熱吵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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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審議到倡議的公民文化參與介紹及執行歷程 

緣起  

 過去幾年，好民文化行動帶大家進行議會小旅行，嘗試做議會的觀察，除了看到議會的亂

象之外，在試圖改革的過程中也遇到一些瓶頸。  

 一般市民普遍對議會問政品質不滿，但除了選舉時的投票權，大多數人似乎覺得無力改變

什麼。面對龐大的政治結構問題，這幾年許多團體也推動國會或地方議會監督，而好民文化

行動觀察到，在台中市議會，除了典型的遲到早退或缺席統計狀況，以及議員作秀謾罵這些

行為外，對於更專業的政策，例如：市政建設、預算等，人民無從得知議員的問政是否專業

到位。  

 其實，市民擁有向臺中市議會提出請願案的權利，透過請願能讓代議士與人民的關係回歸

公共化，小從社區大到市政，落實民主的直接參與。只是，該如何進行請願？要在什麼基準

討論？以及什麼樣的提案才符合公共性？ 

 2020年的好民請願運動，承接2019年探討城市空間的運用與本會關注教育文化發展的宗

旨，將聚焦在本會深根的台中市中、西區，以「台中州廳的未來發展」為題，邀集台中市民

透過審議式民主的討論，共同思索台中市舊城區的發展願景，及在地文化空間的規劃與運

用。 

  台中州廳為國定古蹟，除了為國家重要的文化資產，同時見證了台中舊城區的興衰，對

台中都市發展深具歷史文化意義。在未來規劃上，除應以整體區域發展作通盤考量外，也應

充分納入市民的意見與期待，本會也將透過請願工作坊及接下來多場的審議開講及團體串

聯，具體的提出台中州廳及其舊城區整體的活化政策方向。 

2019年5月，好民發表了《好民短評：臺中州廳的未來？》，這篇文章是我們第一次針對

即將進行修復的臺中州廳以及為了因應其修復的搬遷發表相關意見。對於當時中央與地方政

府在共同修復古蹟的合作關係與修復後的期待開始意見相左，關注公共議題的公民明確感受

到，自己對攸關地方空間與地方歷史的重要政策，似乎沒有參與討論的空間。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自2018年度開始推動「好民請願運動」專案，我們試圖以審議民主的概

念，設計從審議、請願到倡議的一連串行動，在過程中匯聚公民對同一議題的意見。這些議

題包括「騎樓淨空」、「交通友善」、「社區長照」，並撰擬成「人民請願案」後遞送臺中市議

會，促進公民直接參與民主政治。 

2019年，我們持續提升公民對城市空間變化的參與權益，以「人行地下道」請願運動而發動

由下而上的改革，在遞送人民請願案之前，公民以創意多元的空間想像參與討論，落實公共

空間公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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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民文化行動協會認為，介入公共空間的討論也是參與公共事務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地方

價值與共識是在這種由下而上，自主參與公共空間的討論中浮現。「臺中州廳」為重要國家文

化資產，更是臺中市重要地標。倘若其未來僅僅任由政府支配而決定，缺乏公民參與，那麼

此建物就等同被刻意塵封在歷史的威權中。因為，她沒能隨著民主化而與台灣社會有新的互

動關係，比如，公民是否可能與她進行一個超越時空的對話，討論她作為中台灣的政治中

心，曾經提供了什麼資源與啓蒙，也曾經創造了哪些結構上的不平等？正因為她是歷史的產

物，我們因此有機會進行歷史的探問，甚至對未來願景的想望。也因為她的存在是如此與許

多人的生命經驗、家族經驗，以及中台灣的歷史相互交錯鑲嵌，因此，公民有機會並且自主

參與討論她的未來發展，具有重要的民主意涵。 

《好民短評：臺中州廳的未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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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議題活動 

 

活動一覽 

類別 內容 

地點 
日期及參與

人數 

導覽 

跟著內行人走！發現舊城之美 I 導覽者:蘇睿弼 
台中州廳（403台中市西

區民權路99號） 

4月25日 

 

跟著內行人走！發現舊城之美 II導覽者:黃慶聲 

台中舊城區、台中州廳中

山綠橋、台中市役所、宮

原眼科等(403台中市西區

民權路99號) 

5月2日 

 

活動 
詩畫舊城思話台中_給市府的公民詩畫作品欣賞 

瓦歷斯·諾幹 X 黃至民 

台中州廳（403台中市西

區民權路99號） 

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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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 

5.23【好國好民講座】文資保衛戰！兩位戰士的對

談 

講者:蕭文杰&陳建融 

好民文化行動(403台中市

西區民權路53巷10號) 
5月23日 

6.21【好國好民講座】舊城欣力-漫談藝術與臺中

城區的共榮與創生  

講者:黃至民 

好民文化行動(403台中市

西區民權路53巷10號) 
6月21日 

11.5【好國好民講座】哪吒夢醒中城? 唯劇場談舊

城區劇場的扎根融合 

講者:張庭溦 

好民文化行動(403台中市

西區民權路53巷10號) 
11月5日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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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審議請願工作坊 

 

工作坊課程摘要 

課程 講師 內容 

請願運動介紹 林芳如&陳穗妮 第一堂課的課程安排將告訴學員們，好民文化行動在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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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民文化行

動協會 

推動請願運動，遇到了哪些困難，得到了多少成果，請願

作為人民的發聲工具，這個工具有被公民社會善用嗎？此

工作坊也將培訓審議人才，學習將自己裝備成為社區協調

員，在日後的審議開講發揮專業，在台中州廳這個議題上

如何發揮影響力! 

都是我們第一堂課要帶來的分享! 

審議民主與社會運

動 

羅凱凌／民主

創新與治理中

心副執行長 

政大民主創新與治理中心副執行長羅凱凌博士，為我們分

享審議民主技巧與社會運動之間，以長期研究公民參與的

學者分享審議民主如何在社會運動中實踐，尤以台灣社

會，每當有爭議性議題出現，其參與團體未必掌握審議民

主技巧，經常陷入兩極對立而未充分溝通達成共識，進而

消耗運動能量，國內外都有許多案例，而我們又要如何避

免或以更好的方式解決呢? 

議員忙甚麼 
黃守達／台中

市議員 

請願工作坊課程將由中西區議員黃守達來分享"議員忙甚

麼?" 一般市民的印象，議會就好像只有紛紛擾擾吵吵鬧

鬧，不過是藍綠兩黨的壁壘爭吵，這堂課守達將跟我們分

享究竟議員作為一份職業&志業，議員應有專業性在哪邊?

忙碌的公務行程究竟有事哪些面向?面對人民請願案，地方

議員又能幫助的哪個層次呢?入政必修課 ! 

地方議會監督經驗

分享 

吳蕙如／台南

新芽秘書長 

長期耕耘台南議會監督的台南新芽秘書長吳蕙如來傳授議

會監督入門新法，究竟議會如何監督，看直播?看市政報

告?玲瑯滿目的議事規則與法條從何開始監督?台南經驗，

台中實踐?!成為專業議會監督高手從這裡開始! 

台中市文化政策的

探究與議會之間的

折衝 

陳逸芯／議員

助理 

由現任議員助理陳逸芯來分享第一線政治實務工作者，從

台中市議會架構開始講起，搞懂甚麼局處對應甚麼單位，

實際上如何運作，台中州廳的議題議員與民間是如何折衝

呢?搞懂議會這裡讓你問到飽! 

淺談台中地方政治

生態 

陳彥斌／新文

化協會執行長 

新文化協會的彥斌大哥來分享台中地方派系江湖事，台中

故事王彥斌大哥相信熟悉好民活動的大家一定不陌生，信

手拈來就是一個故事，路上拐個彎台中大小事講給你聽，

場場邀請場場爆滿的彥斌大哥，台下的大家總是意猶未

竟，這場講座又將帶給大家甚麼樣不為人知的台中派系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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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台中州廳與舊城興

衰未來的發展 

蘇睿弼／中城

再生文化協會

理事長 

由 中城再生文化協會 ，理事長蘇睿弼老師深度解析台中

州廳與舊城區百年發展演變，從專業都市規劃人的角度分

析台中整體發展，自稱為文化城的台中，在州廳活化利用

的政策上，要有更多得討論，納入更多公民的想法意見，

學員也將從這堂課學習 #中城再生 不只是口號或名稱，而

是能化作具體的行動力! 

認識地方財政 

洪敬舒／台灣

勞工陣線工作

貧窮研究室主

任 

台灣勞工陣線工作貧窮研究室主任 洪敬舒，將位學員帶來

專業議題工作者監督評量政府預財政算心法，勞陣不只關

心勞動議題，經濟民主議題也多由著墨，這次讓專業的來! 

評論寫作技巧 
簡永達／報導

者特約記者 

報導者特約記者簡永達，曾再來過中區深入做過東協廣場

議題的永達，將在這堂課分享文字工作者在時事評論或是

深度報導時應具備的基礎寫作技巧，相信對於想磨練自身

文字掌握技巧的朋友們可以在這堂課學到許多! 

文化空間再造的想

像 

姜樂靜／建築

師 

由建築師姜樂靜以建築師的專業來跟學員分享第一線實務

建築事工，以設計建構開放性學校空間聞名的姜老師，也

會為我們分享在古蹟修復、文化空間再造上，會遇到的局

限及難題，有志投身建築事業的朋友們不容錯過阿! 

審議主持技巧 
許恩恩／審議

民主推動者 

審議民主推動者許恩恩將帶來一整天的實務操作課程，從

零基礎開始學習審議民主技巧，各種好用審議工具一次公

開，以州廳議題演練更具真實感，學習審議民主操作，從

這堂課開始! 

審議實務操作 
林于聖／審議

民主推動者 

接續前一天許恩恩帶來的審議工具與主持技巧的學習，林

于聖 #審議推動者 aka大明 將來帶專業的審議民主實務操

作，紙上不談兵，畫稿紙為審議工具，主持技巧一次公

開，不藏私不囉嗦，審議開講來了就上，實務操作直接演

練。 

活動照片: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GoodotVillage/?__tn__=K-R&eid=ARAfxKbh0pkKN5eJBiXPBW5MQWPtlbk1h8frBekvNhgSaxyn1YvURCk9LQuT2KV6jYrh_Ca0cpNLf7Z-&fref=mentions&__xts__%5B0%5D=68.ARDI0Ucfm-T_LBM_1RBmQ9yXR9DO9kj6dKN1JX7_6d_WB_CqnLEsaH2IqTrb9a2RPZEha5up-W0Ay3hdOe7AqS_7HinVqBP1k7XO2G1FGz7Q_oq_2X8AMLz-PyPeq9YNQT5DNhH7sJqcDq-RSvSWz-JzOyDaRzNuV34ibsDeJC2tuBRIvwP4q2iUPsRxwcVGnIuu8dDyFgHks6AX3L7gF1dKRgn2ZHyevaIZlLk7glf_0Kolk8h6pYLbOx8OC6F9BIFV8KSlBjZIK7F5_NJMQ3zM6gKxpOvqBcvtBkct_uS1-oLxHQoW_mQec9SR5xJrUGH3G1ywRV3GlC7RHnOO4pv_eg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4%B8%AD%E5%9F%8E%E5%86%8D%E7%94%9F?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I0Ucfm-T_LBM_1RBmQ9yXR9DO9kj6dKN1JX7_6d_WB_CqnLEsaH2IqTrb9a2RPZEha5up-W0Ay3hdOe7AqS_7HinVqBP1k7XO2G1FGz7Q_oq_2X8AMLz-PyPeq9YNQT5DNhH7sJqcDq-RSvSWz-JzOyDaRzNuV34ibsDeJC2tuBRIvwP4q2iUPsRxwcVGnIuu8dDyFgHks6AX3L7gF1dKRgn2ZHyevaIZlLk7glf_0Kolk8h6pYLbOx8OC6F9BIFV8KSlBjZIK7F5_NJMQ3zM6gKxpOvqBcvtBkct_uS1-oLxHQoW_mQec9SR5xJrUGH3G1ywRV3GlC7RHnOO4pv_eg&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AF%A9%E8%AD%B0%E6%8E%A8%E5%8B%95%E8%80%85aka%E5%A4%A7%E6%98%8E?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vN6g-AwUu3ZtIIEiQgC0xvztLk3-FyuuCqotb4eDolwjqzR3RUOQkYEVytBU7KhxtxbE1AoiUOz6aZpcZOQzbBYdK89OfinAQsFaQKCXHmWIGnJR10TyJShmBJ4D2c4yJCqnTIsdqJiHnZHZdslizk8vJhm21RMx7sAdOqxf0vBKQzVlYZgtpYmmy58Atb5fnTAaHpTbz3dAISCh8FelyA_ryIsOX6UdqRooJxTMDyUFxHO25KFeTNKVahAkZBp-E5LzWJJYLQBqs1rTX59TJv1Eext1h16kFkHXZCS7N--Nb0yVpB8q7sqhOHz7fEUG5ZxTWzrKAJJkVS9gUUFQrnw&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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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審議開講 

 

場次 邀集對象 引言人 開講日期 

1 以中區旅宿業為主及關心此

議題之民眾 

蘇睿弼/中城再生

文化協會理事長 

7/1 

2 青創商家及關心此議題之民

眾 

陳冬梅/味無味餐

飲空間 

7/19 

3 臺中在地公民、文史團體及 朱書漢/寫作中區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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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此議題之民眾 主筆 

4 鄰近大學/高中職學生及關心

此議題之民眾 

洪士育/熱吵民主 9/5 

5 中區及西區之鄰里民眾及關

心此議題之民眾 

黃至民/中區前區

長 

9/27 

活動照片: 

 

 

 

4. 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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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審議到倡議的公民文化參與:台中州廳及舊城區未來發展綜合座談大會國定古蹟台中州

廳，目前進入為期兩年以上的整修期，究竟這座台灣中部長年政治中心的歷史建築，未來

將作為何種規劃呢？如此華美的建築，難道只能再做回辦公室用途嗎？ 

從審議到倡議的公民文化參與：好民請願運動今年參與文化部所舉辦之文化論壇，以台中

州廳活化利用為主題進行一系列公民參與政策討論，希冀政府政策能參酌更多公民想法及

建議，自2020年5月至11月為期將近半年的好民請願文化論壇活動，捲動超過300人次參與

工作坊及好民開講等活動已收集相當民意資料，討論過程中民眾想法多元且開放，方案及

願景猶如百花齊放，討論之熱烈亦可感受民眾對於州廳及舊城區有諸多期待與想像，州廳

絕非只作為辦公廳舍之一途。 

 

開講如何進行 

「開講」是怎麼進行的？ 開講（khai-kang）不論以台語或華語發音，都代表著：不論身

分、性別、年 齡，人人都有發聲的權利；也透過悉心的傾聽及抱持尊重的同理他人，促成有

效 的對話。 一場開講約進行 1.5 小時至 3 小時不等，取決於參與者的討論情形。流程

上，好 民的社區協調員會說明發言規則（如每次發言時間不超過幾分鐘、不打斷他人發 

言、不做人身攻擊、尊重他人意見等），並依序進行三個回合：  

⚫ 「在此議題中你所看到/遇到的困境」 

⚫ 「在此議題中你所期待的願景」 （你認為對的事情/方式應該是如何執行）  

⚫ 「在此議題中你想到的行動方案」 （自己或相關單位應該做的事情）  

在三個回合中，好民社區協調員大多以便利貼為工具，讓參與者每回合進行書 寫，並就便利

貼內容進行核對，也讓其他參與者給予回饋、談論，進而形成有共 識的小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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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民主的精神 

民主，並非僅透過投票便能彰顯落實，由民意代表、民選官員參與立法及行政過 程的代議民

主，已出現瓶頸及失靈情形。相較於代議民主，審議民主理念倡導： 「所有受到決策所影響

的公民，都應該能夠參與集體決定。」受公民參與而影響 政策的幅度愈大，其民主發展愈趨

成熟。 

上述的集體決定，是由抱持理性與無私態度的參與者，透過資訊充分的知情討論、發言機會

平等與決策程序公平的條件下，相互理解的溝通、論理提出可行方案而形成。 

審議民主重視「審思」「明辨」，符合審議民主理念的公民參與模式，有以下有幾 種特性：  

● 包容與平等： 參與的過程應該包含不同背景的公民，讓各種多元的聲音和主張都能夠呈

現；參與者地位平等，每個人的意見都值得受到尊重。 

● 資訊充分： 參與的過程必須提供充分的資訊，讓參與者能夠明智地判斷各種論點。  

● 對話與溝通： 參與者之間必須能夠進行對話，透過說理過程，相互瞭解。  

● 形成集體意見： 陳述共識結論、差異觀點、表決記錄，或以意見調查的方式，形成參與

者對解決方案的集體意見。 

 

大會討論原則  

1. 積極且完整地傾聽別人，不打斷他人發言。 

2. 回饋時，給予真誠的對話，對事不對人，切勿做人身攻擊；發言時，表達自己的看法，不

成為他人的代言人。  

3. 由各桌桌長訂定每人每次發言時間之長短，每人珍惜有限的討論時間，針對議 題精簡發

言，不重覆談論同樣的意見，不爭執無法現場解決的問題。  

4. 一次一個人發言，獲得主持人示意後再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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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州廳議題背景資料 

 
台中州廳整體設計為仿馬薩式風格，設計者為森山松之助，作品涵蓋台北州廳、台南州

廳、台灣總督府等，可見當時其地位，多年後已成台中著名歷史建築與文化象徵，市民遊客

遊覽其華美時不禁驚嘆猶如置身歐洲，只可惜現階段仍作為台中市政府機關辦公場域，並未

全然對外，且台中市府歷來對於古蹟修復或再利用原則未有重視，市民參與討論之空間仍舊

不足，長年來只能被動接受其結果，這也是本會今年發動以州廳為請願運動主軸的主因之

一，希冀在決策時能真真切切納入市民的意見。 

 
台中州廳於2006年被指定為市定古蹟，並在2019年4月25日升格為國定古蹟 ，本會也在

2020年4月25日升格國定古蹟一周年辦理州廳導覽活動，意義在於宣導民眾，國家已經開始重

視台中州廳對於台灣歷史發展其重要角色，台中市民應建立起屬於自身的文化視野與在地光

榮感。州廳過去原是台中市政府的所在地，2010年縣市合併後，僅留下都市發展局和環境保

護局於此辦公，並在今年七月整修階段逐步搬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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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台中市府與文化部簽署「國立台灣美術館臺中州廳園區」合作意向書，有意推動

台中州廳成為為國家級藝術場館，然今年2月新市府宣布中止與文化部之合約，未來台中州廳

將恢復原始辦公用途，原因是在地議員與周圍商家擔心原機關搬離州廳後，生意會大受影

響，另有議員指出以有興建中的綠美圖，無須再增加美術館，甚至稱其為國美2館，然而在地

居民對於州廳想法各持己見，缺乏溝通協調平台，舊城區作為文化城中城的發展想像，應有

更多元更開放，廣納四方的討論，市府在面對對於州廳有不同期待的各方意見，應有具體發

展方向，凝聚各方聲音的具體作法，只可惜，截至目前仍未看到市府有意整合民間聲音。 

■■ 2004年及

05年間由臺中市文化局委由洪文雄、黃俊銘計畫主持歷史建築臺中州廳及臺中市役所保存修

復之調查研究、修復、再利用規劃(一)：臺中州廳當時州廳定位為「台中歷史博物館」強調

州廳文化歷史特色，結合商業與休憩空間，成為人文歷史觀光休閒區域。（資料來源：國家圖

書館 臺灣記憶 https://tm.ncl.edu.tw/） 

■ 2010年台中市府將委託民間公司經營，藉以保存建築並活化空間。市府心中的理想是

「擬引入以國際藝術精品展售、拍賣、流通為主的產業，其州廳定位精品古蹟商場＋五星級

飯店開發方式，採 BOT，民間興建營運後移轉給政府，設定地上權40 年，內容規劃為引進五

https://tm.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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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級酒店、庭園式餐館、 創意市集、古玩大街等 

 

 

■ 2014年市府公告「『臺中州廳及其附近地區都市更新事業』公開評選更新單元 A及更新單

元 B實施者案」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表示，更新單元 A基地面積約3.2公頃，土地產權皆為

公有，以設定地上權方式實施都市更新，古蹟與歷史建築則以委託經營方式辦理。

(https://www.taichung.gov.tw/950479/post) 

州廳(A單元)定位: 城市博物館  B單元定位：停車場多目標使用 開發方式：Ａ單元由市府

主導，Ｂ單元採徵收與權利變換 

■ 2017年文化部辦理台中文化城歷史空間再造計畫以臺中市百年建城以來的舊城區為計畫

核心，結合臺中州廳（國定古蹟臺中州廳、臺中州廳附屬建築群、歷史建築大屯郡役所）、刑

務所（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市定古蹟典獄長宿舍、浴池）與綠空計畫，三大計畫構建而成的

的未來城區，打造場域再造歷史現場的想像，計畫由臺中市政府主辦執行期程至2020年底。 

■ 2018年文化部與臺中市政府簽署合作意向書，國美館臺中州廳園區再現臺灣藝術史，國

美館代管區域定位:台灣現代美術藝廊+ 國家視覺藝術檔案館+國家攝影博物館，國美館代管

區由中央投資30億待大屯郡役所區域以歷史再造計畫經費修復後，文創藝廊委外經營，文資

處進駐原都發局府後街辦公樓。

(https://www.ntmofa.gov.tw/information_1078_94503.html) 

 

■ 2020台中市府推翻文化部與前市長林佳龍簽署的「國美館台中州廳園區」合作意向書文

化部除將另覓設置地點，對於再造歷史現場「台中文化城中城歷史空間再造」計畫，涉及古

蹟修復，已於二○一七年核定補助，仍會繼續推動。4/25民間多個團體發起「台中州廳重啟

討論連署」短時間內將近1500人連署，市府也表達會聽取地方及市民意見納入施政考量。 

目前台中市定古蹟台中州廳將展開修復工程，環保局及都發局暨住宅處將於6月起陸續搬遷至

文心路原警察局大樓辦公，預計7月全數搬遷完成。 

■ 2020 8月17日 台中市政府今(17)日啟動台中州廳及大屯郡役所修復工程，預計111年底

完工，文化局表示，台中州廳未來的再利用方向，原則上會依地方意見規劃作為辦公廳舍，

以維持其歷史意義，並有部分空間作為史蹟展示及服務設施，待修復完成後，文化資產處預

計進駐都發設計大樓(即舊中山地政大樓)，可就近管理台中州廳及大屯郡役所、刑務所官舍

群等文化資產。針對台中州廳戶外廣場空間，將定期邀請、媒合街頭藝人及表演團隊演出，

以多元藝術展演豐富台中州廳內涵。(https://pse.is/USJZF) 

 

資料提供:朱書漢 蘇睿弼 

  

https://www.taichung.gov.tw/950479/post
https://www.ntmofa.gov.tw/information_1078_945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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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座談第一階段願景彙整 

自2020年5月至11月為期將近半年的好民請願文化論壇活動，捲動超過300人次參與工作坊﹑

講座及好民開講等活動已收集相當民意資料。 

討論過程中民眾想法多元且開放，方案及願景猶如百花齊放，討論之熱烈亦可感受民眾對於

州廳及舊城區有諸多期待與想像，州廳絕非只作為辦公廳舍之一途。 

 

 

分組一§思索州廳作為古蹟的運用 

 

建於 1913 年，近百年來做為中部地區的政治中心，更再 2019年 4月 25 日升格為國定古蹟，

雖然隨著市政府及議會的遷移，商圈及重劃區的轉移等因素，中區逐漸式微，但近年來民眾

對於文化保存及古蹟活化利用觀念日漸關注，進入整修期的州廳及鄰近空間規劃應當是市民

所關注之事思索州廳作為古蹟的運用，透過公民討論發想並給予市府建議方向，深化公民參

與政策的空間。 

 

 



157 

 

 

 

 

7/1 至 9/27 五場開講中收集有關州廳作為古蹟運用的民眾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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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希望州廳做為美術館，甚至能成為建築物的博物館？因台中舊建築歷經不同朝代以

及統治者意志有不同樣貌，曾有建築業表示希望成立建築博物館，可以作為與在地相關

產業結合的提案。跟周邊的關聯性也是非常好，可以容納很多不同想像 

(二) 在其他縣市曾看過一個大樓裡有不同議題機構，自己身為台中人，一直沒有進去州

廳，也覺得和州廳有距離，必須吸引老中青願意進來參與，希望可以讓民間機構進去辦

活動 

(三) 過去國圖睡在圖書館的親子活動，在國圖裡面搭帳篷，這樣的活動能創造不同空間

體驗感受。 

(四) 在彰化參加不同活動，比較台中彰化青創商家與彰化青創商家，台中在地商家之間

較缺乏彼此的串連，以國內的旅遊的部分希望彼此能做串連。拉到國際觀光層次的話，

中區先前曾舉辦寫生藝術節，邀請國外畫家，夜間導覽的部分，舉例霧峰林家宮保第古

裝活動與歷史導覽、台北市白晝之夜活動，這些活動都感受蠻特別的。 

(五) 行走在街道上車流交通問題，應設立徒步區。另外夜間活動安排與商家串連的部

分，過去經驗覺得無障礙旅遊資訊不多，希望旅宿業者能提供更多無障礙資源連結的交

流；中區交通樞紐仰賴客運，也期待客運業者的無障礙設施的改善，許多無障礙旅遊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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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卻無大眾運輸工具前往問題也期盼改善。州廳文化定位，前面提到建築博物館，覺得

也可以提供無障礙文化部分，提供模型給視障者觸摸，聲音檔案給聽障者。 

(六) 州廳量體很大，標商很重要，如果在推廣觀光，認為還是要給他一點商業性。不管

是座建築管或任何歷史博物館，都還是希望他有一些亮點，晚上有一些活動在那邊，接

下來就會有很多活動可以發生，包括三輪車、夜遊中城等。推展觀光三層次市民休閒、

國民旅遊、國際觀光，若無妥善規劃僅淪為市民休閒的層次那就太可惜了。 

(七) 日治時代的軌跡和現在發展有相關，可以做為物產陳列館。物產陳列館對台中來

講，就是紀念品商店，可以把台中一些有特色的樂器、精工、糕餅業、婚紗或是建築歷

史把它陳列在物產陳列館。 

(八) 許多旅客會到觀光客服務中心，覺得州廳也可以也有一個像這樣子的規劃，對於周

邊旅館也會蠻有幫助的，希望州廳未來也有一個這樣子的觀光客服務中心。 

(九) 移民故事館:台中中區其實是有一個歷史脈絡，希望不要只定在日治時期，太框架想

像，台中到了戰後有國民政府來、有新住民、新移民等。這樣子的話，我們是不是可以

做一個移民故事館來談這個東西，進到台中州廳，有一種未來展望，來展示中區是一個

很多元的地方。 

(十) 沙龍講座：台中目前好像還沒有一個一直不斷舉辦沙龍講座的地方，像以前的中央

書局是一個大家吵架的地方，可以進行思想的激盪，或是像台北的明星咖啡館，像這種

地方是一個城市的靈魂，或是知識可以撞擊的地方。 

(十一) 城市導覽：可以導入設計概念-主視覺、城市形象顏色，讓對於歷史故事有興趣的朋

友可以更快速的找到相關資訊，目前的文史看板都比較容易被忽略或不好找。 

(十二) 歷史故事：可以使用徵件的方式，徵詢一些老照片、有故事的人，做收集和保存。 

(十三) 在地性：台中有很多很棒的茶文化，不只是泡茶的那種，而是像泡沫紅茶、珍珠奶

茶等等的起源，也可以結合我們的強項-糕餅業，還有印刷業，可以和展覽、城市設計、

色彩的互相串聯。 

(十四) 文化協會一百週年:明年屆滿一百週年，可以做個慶祝活動。文史和商業要互相配合

才能走得長遠，像是台中歌劇院的案例，台中歌劇院的一樓是文創商場和餐廳，那可以

像歌劇院一樣一有驗票的閘門口，過了那裡就是一個獨立的表演空間，不會有商業的區

域。可以讓兩者互相平衡，讓不喜歡商業的人也可以稍微忍耐。 

(十五) 辦理定期或是不定期的展覽，靜態的展覽空間。文創複合空間，結合電影院、NGO、

博物館等等。 

(十六) 市集：糕餅、茶文化、啤酒，以台南做發想的，浴衣體驗，天氣熱的時候可以在州

廳裡吹冷氣，拍照。天氣涼爽一點可以在戶外，逛逛市集。 

(十七) 教育：新課綱歷史考察、歷史現場結合教育、導覽，可以針對老中青不同世代，透

過導覽、工作坊等等讓州廳歷史再現。 

(十八) 空間：文史事蹟、街頭藝人、露天電影院展演空間，邀請藝術家做個展，結合個展

的特色來配合露天電影院播放電影。或者是白天請街頭藝人來做表演。 

(十九) 多元族群：長青學堂、共食食堂、失智咖啡廳、母語導覽、東南亞移工中心、新住

民。母語導覽結合 NGO，把東南亞移工的母語一起帶入導覽。 

(二十) 數位科技州聽：古蹟數位化：透過 AR與 VR結合互動性，數位典藏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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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後博物館概念：透過科技打造數位台中城，製作動態地圖等，透過科技看見古

蹟整合與老屋活用。 

 

 

 

分組二§舊城區商業聚落的發展想望 

 

近年，舊城區多了幾家青創咖啡館 髮廊 餐飲業等等，甚至是老屋改造為商業空間，吸引許

多有想法及創造力的青年創業者進來中區，然而我們也在幾場好民開講活動透由青創業者彼

此交流中，發現業者們希望店跟店之間能有更多的串連活動，比方折價券/店家聯盟/市集等

等而非如果過往只是單打獨鬥，在這次綜合座談大會中，我們將以舊城區商業聚落的發展想

望為題做分桌更細部且具體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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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至 9/27 五場開講中收集有關舊城區商業聚落的發展想望的民眾意見 

 
(一) 店址在中華西街，第八市場巷弄內。市場也嚴重老化失去人流，市場最大問題是衛

生方面、市場規劃老舊與停車環境不便，但附近一些青創店家營業得還不錯，如何讓這

邊在熱鬧起來衛生方面非常重要。 

(二) 順天美術館也不一定是終解，台中州廳是很大的量體，覺得要換位思考，每個人都

希望賺越多，我們不能期待房東如政府。認為翻轉中區必須有商業性，如果只是從事藝

術行為會很慘，希望把整個中區變成博物館，一部分做美術館運用。越在地越國際概

念，還是希望把它變成商業區，恢復商業區還是要有商業活動來支撐整個商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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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異業結合很棒，但無法解決人潮問題；舉例過去第二市場人潮，就無法吃到州廳周

邊的人潮。認為第二市場若好好整合與電子街規劃若再更新覺得可以更好，協助電子街

或第二市場轉型，覺得周邊效應可影響到我們。 

(四) 員林的(三色)市集半在晚上四點到七點左右，延伸對中區的想像，州廳有一塊空地

覺得可以舉辦展演活動＆延伸點亮州廳的概念。 

(五) 店家消費時的無障礙設施的改善，另外異業結合的部分適合輪椅族的部分，Ａ店消

費使用Ｂ店場地，地圖結構分享希望能夠有無障礙資訊的揭露。 

(六) 從台灣部分產業園區的案例來看，大規模區域的案例若全部委託給民間，第一風險

太大，二來會變成與民爭利；從台北華山的案例來看，本來一個區域也要做 BOT但後來

參考松菸的經驗後取消，後採比較公共性的方式。若中央作為文化建設投資，同樣之前

規劃在這邊做青創一條街，也可能採取部分 OT，甚至規劃安全的停車與交通系統、可以

有三輪車甚至延伸綠色運具規劃。 

(七) 大遊戲場概念，有強觀光和資金的挹注是很重要的，可是希望在這裡的人每個人都

是參與者，居民本身就是一個故事，也是這個地區直接的推廣和導覽者，如何以中央的

主體讓在地居民認為自己就是中區經營者，願意付出自己過去的故事和生命經驗，和新

創的產業包括設計結合勾勒出整個脈絡，甚至延伸西區往外擴展，讓每個人成為城市推

廣者。 

(八) 平等街十年來被黑暗 pass，希望州廳亮起來，期待有開放的戶外演出活動，附近有

高級餐廳的生活享受，也讓這邊整個品味提升，讓白天晚上都能很熱鬧。 

(九) 街區串連：舉例像台南串聯台灣文學館、台南美術館，還有新竹串連新竹州廳、美

術館成為歷史街區走讀，那台中的部分可以配合交通政策作文化巴士或是騎 youbike以

及人行道的修整，讓街區串連更加容易。 

(十) 中區其實已經有很多成功的商業模式，像是宮員眼科、六信、中央書局甚至是寶雅

這個成功案例，是不是可以透過這些廠商擔任導師的角色，結合體制內外的長官。顧問

團就可以擔任協助的角色，幫忙尋找適合的街屋，那顧問團的成員可以有餐飲業、建

築、懂水電配置的人員，有多行業的顧問團來幫助連鎖的產業更快速地進到這裡成為特

色店的概念。青創商店的進駐，可透過透明公正的機制評選適合的青創產業進駐，那這

方面也可以跟上面的顧問團做串連。 

 

分組三§ 文化城百年大計城市願景想像 

 

「啊~這是一個 失去歷史的城市 啊~蹛著一陣 失去記持的人民」 

——農村武裝青年《失去記持的城市》 

這首失去記憶的城市正是在書寫台中這座經歷快速工業化資本化變遷的城市，一棟棟街廓老

屋被拆除，換取短期的商業利益及居高不下的房價貌似這座城市的人們也不是如此在乎，建

築作為找回歷史記憶的座標，當建築不在了我們也正一點一滴失去找回自己從何而來的脈

絡，成了貨真價實無根的一群人，然而透過探討州廳與舊城區在百年文化下的城市願景，思

考我們究竟要留給台灣人以及後代子孫甚麼格局的城市？是工業化的銅牆鐵壁還是人文薈萃

的文化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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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至 9/27 五場開講中收集有關文化城百年大計城市願景想像的民眾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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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假設 OT交給民間，一定是虧的，地方政府資源非常有限，捐給中央也無損市府的尊

嚴，認為州廳能交給中央管理的方向是好的。 

(二) 串連中彰投的樞紐，對州廳的想像是一個城市願景館，外地人來到台中的第一個地

方得以先瞭解台中的歷史脈絡、得知旅遊資訊、甚至擴散至周邊城市，希望中區可以做

為整個中部的旅遊起點。 

(三) 平常觀察在平等街周邊很多人拖著行李在柳川綠川走，州廳剛好介於柳川綠川之

間，也許可以有一個步行者天國、懷舊路線，也能規劃柳川綠川導覽、規劃安全路線、

行李寄放處。 

(四) 喜歡逛科博館的原因是一個展間，和不同的人交流都能有更多不同的見解，開始接

觸中區覺得像是大型的博物館，科博館展場中間有一個大廣場作為展演跟交流的空間。 

(五) 美術館平時作為居民休閒的場域，但同時必須有一定的高度，能對國際觀光客有吸

引力，舉例日本兼六園附近金澤 21世紀美術館的體驗式公共藝術，有當地的獨特性與國

際知名度，再舉例順天美術館作品，如何活用創意挪用這些內容，像之前有一些睡在美

術館的活動(新北的 24h圖書館)，夜間活動文化性與商業性的結合，內容從熱鬧到安

靜。  

(六) 希望提供相對便宜的租金給 NGO進駐，也希望透過 NGO進駐能建立起更完善 民眾

與政府之間的管道，另外支撐州廳體，需要一些文創商業進駐，我金典第六市場的特色

市場，宣揚台中在地美食，像是大麵羹、麻薏的料理等等。 

(七) 親近性：無障礙、親子活動，無障礙指的不只是身體上的無障礙也是年齡上的，讓

大人帶著小孩認識州廳。軟硬體相互配合，像是州廳中間的草皮很舒服，是不是也可以

舉辦音樂會這類的活動。 

(八) 台灣哲學館:未來公民社會要怎麼運作，為了避免我和你的 意見不一樣就造成社會

撕裂，很重要的觀念是什麼，是我們需要獨立批判、邏輯思考能力，讓不同意見的公民

可以一起對話，州廳作為哲學館，除了歷史保存的功能之外，也是有對話的功能，可以

是一個台中文化外銷，非常重要的一個管道，文化裡除了藝術、音樂之外語言也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  

(九) 記憶的台中：因台中工作＆當兵的記憶，泡沫紅茶、 台中公園這些共同記憶傳承 

(十) 美學文化：順天展品到台中州廳，近代臺灣美術史，除美學更乘載台灣歷史，帶出

轉型正義結合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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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民文化行動協會  

電話  04-2223-1523  

電郵  service@ccat.tw  

臉書  搜尋「好民文化行動」  

網站  www.ccat.tw 地址   

台中市西區民權路 53 巷 10 號  

  

  

捐款支持 -定期定額  goo.gl/ftw5BM – 

單筆捐款  goo.gl/jNffeQ -ATM  

捐款   戶名：社團法人臺中市好民文化行動協會   

銀行：永豐銀行（代號 807）台中分行   

帳號：003-018-00038-789 – 

捐發票  消費結帳時，向店員告知愛心碼「0320」，即可捐贈電子發票給好民。 

 

  

mailto:service@cca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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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民意見與審議結論 

 

 公民意見與審議結論是依據2020年11月24日所辦理綜合座談所得之結論，該座談會依據前

五次「審議開講」公民討論之成果作三大組分類，分別為:分組(一)思索州廳作為古蹟的運用 

分組(二)舊城區商業聚落的發展想望、分組(三)文化城百年大計城市願景想像，總計近六十

位公民參與分組討論，以下依據三大分組整理之公民意見: 

 

分組(一)思索州廳作為古蹟的運用: 

 

第一組以州廳作為古蹟可以有哪些運用為題，首先提到應開放市民利用而非主式封閉辦公

廳舍，成為市民踏青休憩之地，學生社團及街頭藝人表演之處的開放空間，建立以台中州廳

為主的城市品牌以利推廣都市之間的交流，進一步建立規劃城市博物館，以城區導覽及相關

展設為主，增進市民對於城市的光榮感與認識所居之地的歷史脈絡，以此空間培訓”市民研

究員，協助導覽並與觀光業結合且肩負教育性，培養市民文史導覽志工，新科技展望部分結

合 VR及 AR運用，增加互動性。 

 

台中州廳作為古蹟運用之願景部分，建立共榮感打造博物館網絡，帶動街廓發展，然在經

營方面，在中央、地方及民間三者配合中，中央政府單位著重在出資補助部分，地方政府則

以營運宣傳及輔導補助部分更須著重在交通路網連結，民間單位則以當任經營者為主，如特

色咖啡廳、青創特色店家、跨區域性導覽經營等等，另外可規劃做美術館多樣化且常態性展

覽，其餘空間作為講座、市集、場地租借空間、婚紗布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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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二)舊城區商業聚落的發展想望: 

 

第二組談及商業發展與未來想望，首先定義台中州廳及鄰近區域之特色，州廳運用的公民

意見多半聚焦於藝文空間然而不希望只是藝文，而失去人潮與商業潛力。維持一定的開放性

和公共性事可能的方向。令將州廳部分區域打造為 NPO 中心，讓從事志工、非營利組織從

業員、退休老齡之志工聚集成人潮，以跨年齡層之志工在此互相交流形成產業聚落。 

 

 而產業發展願景考量到交通規劃，中區另一格顯而易見的問題及是停車場距離行人徒步區

過於遙遠，且人行徒步區仍不時可見車輛呼嘯而過，限縮了人們行走之意願晉而無法催生商

家聚落，另中區臨近產業以傳統製餅為主，如老牌一福堂等，如何深化在地連結形成特色商

業街區，政府應優先輔導中區特色產業如具故事性店家、職人、精緻文化產業，並建立公正

客觀篩選機制，文化特色是要能產生精緻感、符合在地文化脈絡歷史記憶的想像，才能形塑

城市文化的建構邏輯。 

在中區交通之進一步建議中，如何解決停車場與行人徒步區距離乃是該組討論所洞見之處，

解決方案中提到已新形態不定點還車之觀光腳踏車、AI 自駕車示範街道等智慧型新形態科

技的導入，而另一個問題意識則為騎樓淨空議題，堆滿雜物之走廊有礙行人徒步意願，此議

題也與行人徒步區規畫息息相關。 

 

在新科技發展層次，第二組也提到台中州廳及舊城區能發展 APP，結合在地商家以及優惠

資訊，導入文化歷史介紹及公共議題，商業發展應著重永續、節能與環境保護，方能在商業發

展中而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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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三)文化城百年大計城市願景想像 

 

在第三分組中談及百年文化城之落實，此組著重在讓歷史景點與文化據點發散和連接並提

到以新景點綠空廊道為借鏡，已街道直線距離為軸心，串接跨區歷史舊建築，形成交叉網絡，

而此組也規劃出倡議之行動步驟，歷史景點之串聯部分以公聽會及工作坊等形式收集建議，

不只是在地人之建議亦同時廣納外縣市民眾相關建議，然而此組同樣也提到應以人本交通之

落實、友善行人徒步區的建立為發展舊城區之根基，透過人行設施改善串接各個歷史景點，

在點與點之中有完善徒步區的使用，在大眾運輸規劃中可提高公共腳踏車之數量，另外建立

歷史建築環線專用公車，觀光客可搭乘專車環繞移動至各個歷史建築，且票價部分可配合在

地店家，以消費至一定金額即可免費搭乘之行銷城市策略，進而提高運量與商業發展。 

 

 第三組也提到，舊城區廣告招牌缺乏一致性與相對他國歷史悠久之城市較於缺乏美感，可

從單一之歷史建築臨近街廓做統一規劃修繕，並通盤檢討舊城區整體容貌及改善建議，可參

酌現今京都通過之景觀條例，可由民間倡議提出臺中市版之景觀條例，招牌、廣告及立面都

有統一規範，透過整頓、清潔以期整體歷史街區能重拾過往舊城美學，進而達到市民對於城

市光榮及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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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實論壇結論後續策略建議 

 

根據綜合座談公民結論成果報告，並根據專家學者之建議出以下整理幾點之策略建議 

 

1. 文化論壇針對修復後台中州廳的使用意見，能否成為地方、中央、民間溝通平台？ 

 

這次的座談大會審議結果，是以共識會議產生的願景和構想。這些珍貴的構想，未來若需

要更精確地確認政策若是執行，會有哪些角色、組織、單位去執行，這個部分會是需要更細緻

去釐清的部分，而且這還牽涉到中央、地方與民間如何溝通。倘若能建立起一個溝通平台，這

些民眾在在未來政策形塑的階段，也能了解這些具正當性貢獻的意見，在形塑成政策執行的階

段，又經歷了什麼樣的制度性的程序與轉折。 

 

這邊也想要再回頭談中區，因為中區的經營主體若有所不同，又會有那些不一樣？若是能

建構從中央、地方政府，一直到民間企業，大家都可以協力合作的模式，那麼中區的轉變更可

期待。到底中央政府從過去國美館，或是文化部想做美術館，市府也有些想法，每個市長都有

不同想法，甚至民間也有不同想法。但這三者之間都沒有一個溝通交流的平台，這很可惜。倘

若中央若有想法，到底要怎麼跟地方政府、地方的意見銜接繼續推進州廳的未來，是非常重要

的。 

 

 2. 審議民主打造了具有市民意識的州廳，州廳屬於市民而非市長，或市府的州廳： 

 

綠空鐵道也是從工作坊開始，最後成為政策，也為台中的舊城區帶來新的氣象。 台中州

廳跟台中火車站都是在具備區域發展的責任，特別是台中火車站，它帶來相當多人潮。因此思

考舊城願景時，也要思考住宿旅館、商店街，還有廟宇。從這個角度來看，還可以思考活動。

中區雖然以前有很多活動，但離復甦還很遠，因為商業被取代後需要新的商業，那麼考量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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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只是產業。以州廳來說，市民會來州廳拍攝婚紗，或者成為 NPO 中心，與社區接合，這樣

結合產業聚落或街區活動的開展策略，就讓州廳不再只是一個單獨的州廳，而是跟舊城區的未

來產業聚落相結合，同時也是屬於市民的州廳。 

 

3. 視台中州廳為中區的行動主體的活化策略 

 

過去國家美術館藝術典藏中心的思考，確實讓州廳與中區有了新的想像可能。但是州廳自

己本身是否能成為一個行動的主體，未來是否以公私合作的機制串聯，實現大家所提的願景。

又或者，我們若無法信任民間企業，是否應該進一步深入思考，政府（市府）的角色在哪裡？

比如：專案委員會、都發局，或者未來歷史街區自治條例，這些制度層面的節點，都影響州廳

的未來，以及整個願景的實現。而在這之前，我們或許可從目前可以做的，比如城區小巴與觀

光路網，從這個機制開始思考如何發揮串聯聚落的體驗、甚至市府若將特定街廓推動為聚落，

以搭配消費機制來思考城區小巴的規劃、連結人行道系統。文化、消費與觀光或相互帶動。而

這個方向要如何做到體驗經濟，並兼顧思考文化內容，讓台中舊城故事，驅動市民旅客前來中

區不開車入城，這也是一種友善交通、以及與老城區互動的文化累積過程。 

 

4. 大規模檢討交通政策，透過營造中區的特色品牌，串聯中西區歷史建物成聚落 

 

從台中州廳與大屯郡役所修復後，可以民生路扮演連結台中州廳到西區的歷史建築群聚落，

包括台中刑務所演武場、刑務所官舍群、台中文學館、甚至連接到審計新村，這些零星散落的

文化資產和歷史景觀，從台中火車站進入台中後，若能透過小型運具的規劃，比如 ibike、城區

小巴、甚至三輪車、AI 無人駕駛車等環保友善運具來協助運旅，搭配人行步道區，將會對這區

有很大的幫助。 

5. 這半年來的審議討論，我們將繼續透過連署機制、提點子政策平台、投稿專欄、粉絲專頁經

營、議會監督等形式持續推動倡議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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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相關文章：好民看台中州廳之議題 

 

林芳如 2020.11.30 

 

從三月提案到文化部後，好民文化通過甄選獲得文化論壇補助，讓我們得以將台中市目

前最具代表性的古蹟空間，以審議民主的方式，邀請市民朋友共同討論台中州廳在修復後

的運用可能、市民對台中州廳（以及台中）的願景討論。 

 

這半年來，我們透過議題前導活動、審議民主工作坊、好國好民講座、詩畫台中活動、好民

開講、台中州廳及舊城區未來發展綜合座談大會，一起面對這個重要的國定古蹟。 

 

台中州廳的議題不只是文化政策的議題、她同時是台灣歷史視角的議題、也是城市發展路線

與願景的議題、其位在台中舊城區，她的未來也是社區的議題。 

 

因此我們認為，將此議題帶回到市民社會討論，好民責無旁貸，因為我們的組織使命就是「扎

根台中在地、深化公民社會、推廣民主教育」，讓台灣成為一個好國好民的國家。 

 

在這幾個月來，我們以議題前導活動、審議民主工作坊、好國好民講座邀請瞭解台中舊城區

發展歷程的專家、建築師與瞭解地方政治的講師、政治工作者、舊城區創業者、審議民主主

理論與應用⋯⋯，從不同角度豐富市民對此議題的認知後，最後兩階段、再與夥伴團體熱吵民

主 Taiwan Reach-Out Association for Democracy 共同進行五場市民開講、以及兩週前的

綜合座談大會。我們非常努力規劃，希望從廣度到深度都兼具，來討論「台中州廳與舊城區

發展」。 

 

除了上述原因，好民文化到底對台中州廳的未來有什麼立場呢？以及我們到底在這過程裡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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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什麼結論呢？ 

 

台中州廳目前為國定古蹟，也是日籍建築師森山松之助設計的五座官廳之一（其中包括臺灣

總督府、臺灣總督府專賣局、臺南州廳、臺中州廳、臺北州廳），甚至有人認為比新竹州廳

更具規模。從建築物本身美學觀點來說，台中州廳是台中市瑰寶。同時，她也與不遠處的國

定古蹟台中舊火車站相呼應。 

 

對好民文化來說，台中州廳的重要性，在於歷史中，台灣人對她的各種回應。比如，1913年，

起建台中州廳之時，也是林獻堂、林列堂、辜顯榮、蔡蓮舫、林熊徵等人開始奔走、期望為

台灣青年建立一所台人中學的時候，這也是為何台中一中校史起頭總是寫著「『吾臺人初無

中學，有則自本校始』。 

 

而透過史料也知道，台中一中建校過程，前人與總督府的協商，也包括協力建造台中州廳。 

 

正是因為台中州廳，台中人開始更加有自決意識自己為 「台灣人」，並且也因為台中火車站，

這個區塊成為許多有志之士聚集、共同思索如何集結、為台灣做更多事的區域。 

 

1920年，台中州成為地方制度中五州二廳的一環，轄下從台中市到南投、彰化北斗⋯都是台

中州廳管轄。而在這麼大的區域裡，台中州廳所在的區域，是充滿族群界線，也因為殖民統

治所標記的族群身分，各方能士開始以現代民族意識、以「台灣人」作為民族認同 ，思索

如何提升「台灣人」意識以及為台灣做事的地方。 

 

1921年1月底，林獻堂領銜發起的、向帝國議會首次提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這項請願

運動持續了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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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 

 

1924-1926年，文協在霧峰萊園舉辦夏季學校，課程從資本主義、外國政治、現代醫學等等。

1926年 台灣第一位女醫生蔡阿信開設清信婦產科醫院。1927年，台灣民眾黨台中新富町的

聚英樓宣布成立。 

 

有許多關於台灣人在討論如何讓台灣更好的故事，在百年前的這一區，一直在發生，這些帶

著對土地對人民的信心與力量，當時豐沛了這個區域。而這些都是為了回應台中州廳這個官

署所產生的「行動」，無論是社會的、文化的、教育的、政治的。 

 

也因此，看待台中州廳的議題不只是古蹟保存的層次問題，我們反而在觀點是往未來的方向。

也就是，當我們看到前人在當時考慮思索的的是台灣與台灣人的未來。百年後的我們，在捲

動公民文化參與的過程，也有一個共識方向，也就是對於台中州廳與舊城區，我們希望的是

市府對州廳的未來運用方案，一定要降低「官署本色」、要做到這樣，就是不要再像過去，

民間的意見總是在官署外圍，而是州廳要成為台灣人的州廳、台中人的州廳、社區的州廳。 

 

倘若，她只是一個洽公才會進去的州廳，這樣的方向就完全辜負那段歷史的份量。因此，未

來期望市府能接受市民期待州廳引領台中未來願景的看法與政策建議，包括州廳未來不要只

做辦公廳舍，要有完整的文化聚落評估；州廳應該是一個能悅納0-99歲、無障礙的公共空間，

週邊也應該是交通友善（特別是行人友善）；州廳不只要反映記憶的台中，還有未來的台中、

要成為有市民共榮感的州廳、一個市民為主體的環境⋯。 

 

從思索州廳開始，我們已經啟動也集結了城市中的好民，一起投入市政的監督。我們也歡迎

更多人一起來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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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照片集 

 

 

 

 

 

 

 

 

 

 

 

台中州廳內部空間導覽 台中州廳內部結構分析 

 

 

 

 

 

 

 

 

 

 

 

 

黃慶聲老師帶領舊城導覽 分享舊建築地方變遷 

 

 

 

 

 

 

 

 

 

 

 

 

審議開講與民眾互動遊戲 蘇睿弼分享台中州廳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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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永達分享寫作技巧 許恩恩教導便利貼使用 

 

 

 

 

 

 

 

 

 

 

 

學員專心筆記 陳彥斌分享台中地方派系分析 

 

 

 

 

 

 

 

 

 

 

 

 

講師洪敬舒教導議會財政分析 講師姜樂靜分享空間改造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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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開講民眾專心聽講 審議開講引言人黃至民 

 

 

 

 

 

 

 

 

 

 

 

審議開講大合照 審議開講成果發表 

 

 

 

 

 

 

 

 

 

 

 

製作成果海報中 審議開講引言人陳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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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區區長黃至民教導速寫 瓦歷斯老師教導二行詩 

 

 

 

 

 

 

 

 

 

 

 

基隆市議員張之豪 立法委員莊競程 

 

 

 

 

 

 

 

 

 

 

 

噶哈巫部落潘正浩導覽 罷韓四君子張博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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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座談大會合影 綜合座談民眾激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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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眾傳播媒體及社會人士之反應或評價 
 

1.2020/11/21於台中市全安堂台灣太陽餅博物館舉辦「台中州廳及舊城區未來發展綜合座談

大會」並發布新聞稿邀請媒體記者採訪，當日臺中市中西區市議員江肇國、黃守達以及立法

委員黃國書助理皆來到現場參與民眾討論以下為當日新聞稿: 

 

台中州廳及舊城區未來發展綜合座談大會會後新聞稿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今（21日）與熱吵民主協會 共同舉辦「從審議到倡議的公民文化參與：台

中州廳及舊城區未來發展綜合座談大會」，是今年自五月以來最後一場針對台中州廳活化方案

的論壇，本次論壇審議分為三大組進行討論：台中州廳的應用、舊城商業聚落的發展以及台

中文化願景的打造，邀請蘇睿弼教授、李謁政教授、熱吵民主協會理事長林心乙、中區前區

長黃至民、寫作中區朱書漢等專家學者，與眾多市民共同激盪此議題的各種行動方案，並總

結提出發展舊城的三個關鍵要點，包括：市府應重建與文化部的溝通、打造中城文化經濟聚

落、進行周邊交通改善，缺少任何一項要件，舊城復興都不會順利成功。本次論壇另有地方

民意代表江肇國議員、黃守達議員、黃國書立委辦公室楊豐有特助出席，台中市政府也派有

文化局、建設局、都發局、經發局代表全程參與。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執行長林芳如會後表示，介入公共空間的討論是參與公共事務的方式，況

且台中州廳是重要國家文化資產，不只是台中市地標，更是中台灣地標。這幾個月以來，好

民文化與市民對此議題進行多面向多角度的討論，地方價值與共識在這種由下而上、自主參

與公共空間的討論中浮現，充分彰顯我們是小國小民，但我們是好國好民的精神。她表示，

讓市民社會成為城市文化的基礎是好民的使命，因此，當中央與地方政府在台中州廳的活化

方案開始出現意見相左的情形，協會便開始搭建市民發聲的平台，讓這項攸關地方空間與歷

史的重要政策，有深度討論的機會，期盼透過公民參與，讓台中文化城的城市願景不再受困

於中央與地方的對抗之中。 

熱吵民主協會理事長林心乙表示，對我們來說，審議支持在地倡議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我們

期待審議的成果能夠對接到社會的不同介面。每個活動參與者，不單單只是「來討論的人」。

而是不論身處哪個社會位置，都能成為主動的行動者，帶著審議的成果往前進，持續創造社

會溝通。 

雖然台中市政府目前還沒有對台中州廳的活化方案下定論，但是文化局在幾個月前也開始進

行類似的審議活動，部分民眾也有出席文化局的審議討論。不過，今日在好民的座談會中，

總結市民的意見，整理出接下來兩年舊城和台中州廳發展的三大關鍵點：第一，因 目前的活

化方案審議是因中市府否定過往政策而起，但將來州廳和舊城聚落的營造，仍需要中央和地

方在預算和政策上合作，所以 期待中市府需主動和中央合作並保持溝通，並也在這兩年間廣

納民間公民團體與企業的意見。第二，台中是全台第一個進行現代都市計畫的地方，台中州

廳作為國定古蹟有全台性的意義，大多民眾也認同其為舊城的要發展聚落的一個代表中心， 

台中州廳的活化方案會牽動舊城聚落文化與經濟的發展方向，中市府須對市民提出清楚的政

策。第三， 被詬病多年的中區交通，須改善至對步行者、汽機車停車族與觀光運具如公車、

共享單車與共享機車都方便通行的程度，也必須強化中西區重要景點之間的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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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論壇成果，由市民提出的這三大關鍵點，是中市府在2022年台中州廳修復與活化方案定

案以前，必須解決與檢討的三大要點。而好民文化行動也將延伸今年的審議成果，持續在明

年進行市民組織與倡議。 

 

2.本次計畫「從審議到倡議的公民文化參與：好民請願運動」臉書網路宣傳共發佈100篇以上

文章、側記、影音紀錄等觸及人數破20萬以上，更有單篇破萬觸及，達到宣傳效果，工作

坊、好國好民講座、審議開講及綜合座談活動皆發放邀請卡、明信片等估計2000張以上，活

動前亦在友好店家及各大學社團發送海報百張以上，然而亦有民眾表達活動資訊管道應該要

更多元如活動通或社區里民中心。 

 

3.辦理審議開講與綜合座談期間，臉書按讚數達3萬人的知名粉專「寫作中區」亦響應好民所

辦理一系列之活動，共發佈五篇歷史建築簡介搭配好民舉辦活動文章，宣傳效果顯著，有多

位民眾表示是看到寫作中區分享才前來。 

 

4.辦理審議開講期間，於8月22號所辦理之開講主要邀約對象為青創店家，其中「沐-大人味

手做布丁」發起 #台中舊城串聯企劃，走訪多家舊城區青創店家以#消費就是最好的支持 為

行動，發起店家之間的串連，頗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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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綜合檢討或改進建議 

 

1.本次公民培力-審議培訓工作坊期間為五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二日共寄12堂課，培訓期間過於

沉長，且工作坊報名人數為18人，然後全程參與者共10人，雖願意後續參與者對於議題追蹤

黏著性高，且多數亦成為審議主持培訓之重點對象，然而應多舉辦後續專注於審議民主實務

操作技巧之課程並搭配審議議題實作或模擬場增強審議民主技巧概念之掌握，此外也有學員

表示在尚未磨練完全之審議主持經驗即被推舉為桌長，造成部分心理負擔，且在主持前未能

充分知情開講所討論之流程，這是身為主辦方的疏漏，應在活動前多增加行前會議及事前審

議主持訓練，且如日後欲繼續辦理應提供更完整之審議主持教材供有興趣之學員使用。 

 

2.大眾傳播媒體宣傳等仍著重在網路宣傳與臉書社團，在廣播電台或是報章媒體投書等仍須

努力開發，改進方向可參酌現今流行之網路廣播 Podcast頻道，預計可達到議題背景資訊整

理、宣傳媒介增加與社會意見第一線交流機會等 

 

3.辦理審議開講期間每場次約莫在19-30人之間，每次為4小時，公民討論時間約莫2小時半，

然而有些公民報名多場次，雖高度參與然而在意見發表上難免重複觀點，而有些場次人數低

於預期，判斷是宣傳期程不足，來不及觸及對此議題有興趣之民眾，而在人數較多的場次發

現其邀請之引言人其知名度有助於增加公民參與意願，未來如要繼續辦理依循此模式或許可

加強宣傳引言人身分的文宣。 

 

4.今年應受疫情所影響，諸多單位原訂於上半年之活動紛紛改期排程至下半年，以至於下半

年每周末皆有眾多活動，造成活動人數之間的排擠，在邀約專家學者時也感受到其邀約之困

難，多位講者分身乏術，無法前來參與，同時疫情亦影響民眾參與意願，如日後欲辦理活動

而疫情尚未減緩，可考慮使用線上線下互動模式，行前寄發議題手冊電子檔或製做議題前導

影片等方式，而邀約講者則應提前至一個半月以利活動規劃。 

 

5.一系列針對關於台中州廳及舊城區未來活化利用之討論，從五月份的培訓至七、八、九月

的審議開講再到綜合座談大會，雖收集相當民眾之意見，如何將成果以更親民的視覺化、有

邏輯性的呈現在社會大眾及相關政府單位所理解是日後的目標與工作，再接下來的階段也會

以更多元方式達成意見收集與如網路及實體問卷、提點子政策倡議平台、撰寫社論投稿等，

同時亦會將此次文化論壇之成果整理成刊物或小冊等實體物供有文化部及社會大眾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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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全案經費支出表 

經費項目 

實際支出金額 

（包含自籌） 

備註 

 人事費 - 專任人力 361,220    專案負責人 

 人事費 - 專案兼任人力 142,630   行政協力 

 人事費 - 專案兼任人力 21,000   美術設計 

 人事費 - 臨時人員 24,648   活動協力 

 場地租借費 29,120     

 佈置費 8,400   

 餐點費 19,018   

 資料印製及影印費  19,355   

 郵電費 11,419   

 文具費 10,501   

 文宣費 56,646   

 攝影錄製費 35,000     

 交通費 21,387    

 出席費 32,500   

 講師鐘點費 190,000   

 主持團隊費 21,000   

 雜項支出 1,404   

 總計：（新臺幣） 1,005,284 元（總計金額應與結案報告書「基本資料表」所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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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部補助經費：（新臺幣） 762,400 元 

 其他單位補助經費：（新臺幣） 150,000 元 

 自籌經費：（新臺幣） 92,884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