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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導入與在地參與：

張維真 *、陳亞柔 **、黃貞燕 ***

以浪漫台三線藝術季惠昌宮廟宇

空間改造計畫為例

一、大地藝術季可以為地方留下什麼？

2023 年夏天，客家委員會協同臺三線沿線的桃園市、新竹縣、苗栗縣、臺中

市，共同主辦第 2 屆「浪漫台三線藝術季」，以全長約 150 公里的臺三線與客家

聚落以及多元文化為主體，邀請在地團體與國內外藝術家參與，為期 60 天的大地

藝術季展演活動。

大地藝術季的目的，希望藉由藝術家之眼，就土地風貌與村落紋理，或是展

現內在美感，或是拋出議題、促進對話，是臺灣近年來各地方推動文化觀光、尋

求地方再造所青睞的方法。在舉辦第 1 屆浪漫台三線藝術季之後，參與者不約而

同發問：「有沒有可能在活動結束後，留下什麼？」讓大地藝術季的藝術作品成

為永久性的公共藝術或裝置，似乎是最簡單的辦法，但這樣的目標從根本的法規、

選址、經費到後續的維護管理，都是重重挑戰。

思索著種種可能性，第 2 屆浪漫台三線藝術季提出「飲食實驗計畫」與「設

計導入」，兩個實驗性的創新構想。兩者都以深入理解臺三線客庄歷史與文化紋

理為前提，前者，希望透過設計，讓隱藏在傳統或創新的客家飲食中的客家記憶、

文化與味道，可以更鮮明展現；1 後者，希望以設計為媒介，讓在地生活記憶與場

域被展演出來，甚至可以重塑人與場域的關係。2 相較於典型的大地藝術季仍然聚

焦藝術作品，這兩個新的構想，目的是讓「作品」退位，讓土地與村落的歷史文

化更進一步成為展演的主體。

** 吾然文化參與計畫的工作成員。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所長。

*  吾然文化負責人。

1  參見第 2 屆浪漫台三線藝術季官網有關飲食實驗計畫的說明。https://www.romantic3.tw/tw/  

about/view/251B08018809。取用日期：2024 年 8 月 30 日。

2  參見第 2 屆浪漫台三線藝術季官網有關設計導入的說明。https://www.romantic3.tw/tw/about/

view/49B09f332f8d。取用日期：2024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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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負責廟宇外部候車空間的是工二建築團隊，負責內部空間與動線的是吾然文化與無制設計，奉飯 

習俗的展示，由孩在團隊規劃執行。

二、透過設計，讓惠昌宮變成一座微型博物館

竹東一帶最重要客家廟惠昌宮，成為設計導入計畫的據點之一，有 4 個團隊

參與。3 參與的團隊認為，主祀三山國王的惠昌宮，不僅僅是一個信仰活動所在，

更應該積極視為客庄文化記憶的載體，因此，希望透過設計，展現廟宇空間原本

的場域精神，也透過在地參與，呈現社區的生活與情感，以及客家廟之於客庄的

意義，讓惠昌宮彷彿成為一座在地的「微型博物館」。

惠昌宮的設計導入，分別從廟宇的外觀、內部空間和信仰文化 3 個面向，進

行梳理與詮釋。負責惠昌宮廟門入口外側候車處空間的團隊，新設為候車者擋雨、

收水的雨庇——客家話稱之為「屋簷水」，讓候車處的牆板展示了竹東過去多元

產業的意象，也增設了線條簡潔但堅固的座椅。重新改造之後的候車處，雨水可

以自然順著屋簷滴落，公車停駐的位置和行人走動的空間，也在視覺上有了一個

安全的分界。

圖 1 竹東最重要的客家信仰中心之一惠昌宮。（資料來源：李尚謙攝影、

吾然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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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飯，是惠昌宮與在地客庄仍然保有的傳統習俗。除了初一、十五，由在地

居民輪值，每日準備菜飯奉拜義民爺。負責針對這個傳統習俗的團隊，藉由攝影

紀錄，跟拍幾位準備奉飯的在地居民，除了了解如何奉飯，更藉此一窺這樣的習

俗，如何靠著 12 個鄰里延續下來。田調的成果被展示在廟埕中。

圖 2 如何閱讀一座客家廟設計改造之一：惠昌宮導覽系統說明牌，放置在

相關位置，上面有插畫輔助說明，增加閱讀性。（資料來源：李尚謙

攝影、吾然文化提供）

惠昌宮內部空間與動線的調整，是整個計畫最戲劇性的部分，也是將廟宇空

間翻轉為微型博物館最關鍵的行動。團隊透過不斷與廟方溝通、發展共作的關係

與默契，將正殿前方老舊的白鐵方型供桌，轉換為紅色的圓形供桌，重新讓廟宇

正殿神明前方、天井下的空間被釋放出來，讓參拜的信眾或者來訪的客人，對廟

宇空間與視覺都獲得更好的體驗。伴隨著正殿空間的調整，側殿空間也整頓了起

來，成為認識廟宇神明工作坊成果的展示區。此外，團隊和廟方討論後，採取隱

身於廟宇氛圍中的設計，在廟宇中設置了 8 個解說立牌，向訪客述說著惠昌宮的

歷史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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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公共性中尋找命題

本團隊一直喜歡有公共性議題的命題，例如，我們曾參與臺北設計之都

「2015-2016 年臺北街角遇見設計」計畫，將累積了 3 年經驗的「小招牌製造所計

畫」，從點狀店家擴大到具有公共性的場所，如臺北市中山區「大直市場」、大

同區慈聖宮前的小吃攤街，透過招牌的改造，提升店家特色的敘事性，以及周邊

景觀整體美感的可能性。

參與 2023 年的設計導入計畫，首先，我們被邀請去踏查東寧路，是竹東市區

最熱鬧的街道之一。東寧路的確是本地生活樞紐，竹東主要聯外的客運轉運站、

竹東地區最大的客家信仰中心惠昌宮、竹東區農會，都座落於此。沿著東寧路走，

我們發現，如果要將臺北都會的小招牌改造計畫帶到此地，還真是難——並非設

計難，而是本地商家對招牌的需求不同於都會。竹東的招牌更為巨大，甚至遮蔽

了建築物立面，樣式也眼花繚亂。更令人困擾的是，雖然東寧路通學通勤的步行

者眾，但整個東寧路連個像樣的人行空間都沒有。如此，只透過設計，改造街道

空間場域感的可能性非常小。

接著，讓我們非常感興趣的場所是竹東轉運站。這個客運站連結竹東與新竹

市區，以及尖石、那羅等淺山地區，來來往往的客家人、泰雅族、還有閩南人，

以及種種經由此地集散的貨物，這個車站轉運著通勤學生、園區上班族、下山補

貨的長老，還有著老派的半圓形月臺與藍漆欄杆，有許多發揮的可能性。我們立

即提案，且開始織羅關於設計的想像。可惜，竹東客運因諸多考量，在當面溝通

之前，就拒絕參與這次計畫。

上述這些設計導入的行動，都採取在地參與的方法推進。屋簷水的雨庇，由

在地工班製作；紀錄奉飯的團隊為竹東國中辦理工作坊，帶領國中生走進市場採

買、進廟擺盤，實際體會奉飯儀式，還請竹東國中學生自發製作的刊物《逐步東

行》進行相關報導；廟宇空間改造，甚至擾動了廟宇的董監事會，參與討論、修

正與監工。這些在地參與的過程，有助設計的導入更有機會貼近地氣。

底下，本文聚焦廟宇空間改造的工作，以設計團隊的立場，4 紀錄在這次計畫

中如何辨認在地性與課題，如何藉由對話及在地參與，讓耆老們接納設計專業改

造的提案，讓惠昌宮的在地展演成為可能。

4   本文作者張維真為吾然文化的負責人、陳亞柔為吾然文化參與計畫的工作成員之一。



141

博  觀

141

負責設計導入計畫的主團隊擷果創意，給了我們一道新的題目——同在東寧

路上，距離竹東轉運站不到三百米的竹東客家信仰中心惠昌宮。我們團隊既非客

家人，也沒有會講客家話的成員，起初，有點擔心承接不起這道題目。但抱持著

不妨一試的心態，數次走訪惠昌宮，剛開始只是隨意看看，後來發現可以跟廟方

預約導覽，認識惠昌宮，再上網搜集資料，系統性地理解消化。接著數次與廟方

負責導覽的青年交流後，我們發現，可以「外來者」的立場，將我們聽到的這座

百年客家廟宇的故事，透過設計思維，提供有效的敘事方式，讓所有來訪者可以

認識這座廟。

要怎麼介紹一座客家廟？我們不只是將惠昌宮定位為信仰的基地，而是視為

客家聚落文化記憶的載體。比方說，二百多年來歷經 4 次修建，柱子很多，這是

多次改建、擴建的痕跡。客家聚落一旦有餘裕，會秉持崇先報本的客家精神，集

眾力一步一步擴建廟宇；此外，惠昌宮裡有日本大正時期的百年供桌，也有最新

的電子支付添香油與電子式點光明燈等，一方面反映了客家人念舊惜物的精神，

一方面又總想把最新的、最好的科技也放入廟宇中，很像是母親節，幫老家的阿

婆換一臺更大的液晶螢幕電視一樣，那樣的孝心。

四、設計導入不是單向的，而是認識、理解、再溝通

我們再三體會到，設計導入、以本地為展演主體，絕非單方一廂情願或滿腔

熱血可成。合作能啟動的關鍵，在於取得共同的想像，而取得共同的想像，不外

乎，彼此認識、相互理解、再溝通。

五、設計導入是雙向的，溝通、溝通，再溝通

浪漫台三線藝術季在夏天開始，我們在前一年冬天初次造訪惠昌宮，前前後

後帶著不同的設計師來了數次，可能因為我們去得頻繁、問的問題太多，讓廟方

董監事會的耆老們留下印象，慢慢開始可以說上話，建立起共同討論的基礎。

惠昌宮董監事會的耆老們與我們分享，直到今日惠昌宮還保有奉飯的習俗，

除了廟裡舉辦重要的祭典法會之外，幾乎天天都有居民輪流來奉飯，而奉飯的菜

色豐儉由人，有時候也隨著家人喜歡吃什麼，而與義民爺分享，可能是麥當勞，

也可能是炸雞，重點不在於供品，而在於心意。當然，也有居民會互相約定，來

辦一桌大的，從炒米粉到紅糟鴨，從白斬雞到三層肉，浩浩蕩蕩擺滿整桌。但多

數時候，都是長輩來奉飯，他們一碗一碗、一盤一盤、一鍋一鍋地擺開，然後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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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們想要改變廟宇的場域感，讓來到廟宇的人們對這個空間更有感。

我們與無制設計團隊做出幾個調整方案：首先，把原本的供桌都排開，讓出正殿

裡神明前方的空地，設計一個大的、圓形供桌，把天井下方採光最好的位置讓出

來，讓神跟人可以直接面對面，讓人跟神溝通的空間更加純粹，正殿跟偏殿之間

也可以暢通無阻。在當代的社會中，供品固然重要，但人跟人之間、人跟神之間

的情感聯繫，尤為可貴。

圖 3 設計導入前的惠昌宮，主殿可見柱子眾多，傳統的白鐵供桌佔據正殿

天光最好的位置，也略微阻擋通往偏殿的路線。（資料來源：劉森湧

攝影、擷果創意提供）

開眼笑地彼此交流：「這個是我家乖孫愛吃的」、「那個是我媳婦喜歡的」，「今

天有特別叫大家回來一起吃飯」、「煮那麼澎湃！」。

所以，惠昌宮不但柱子特別多、供桌也特別多！柱子加上供桌，塞滿整個主

殿前方，第一次踏進惠昌宮，會覺得不知道要怎麼穿梭在正殿與偏殿間。耆老告

訴我們，早年物資缺乏，加上客家人惜物，拿來供奉神明的，一定是最好的，要

好好擺出來。可是現在來廟裡的年輕人變少了，有時候即便暑假孫子陪阿婆來奉

飯，他們可能幫阿婆把東西提進來，就出去，寧願在廟埕裡等，因為也不知道要

站哪裡不會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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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設計提案動作看似簡單：移開舊的供桌，放一個新的供桌。但這件事的

難度卻很高，大概像是冒然去幫家裡的阿婆整理冰箱、或改動阿公泡茶的茶桌位

置，去改變長輩早已經習慣的事，那般的困難。要如何讓惠昌宮董監事會裡，這

群平均歲數 70 以上的耆老們同意呢？

我們先與廟方負責導覽的年輕一輩一起，沙盤推演數次簡報策略，把脈絡、

基地分析那些，講了會讓長輩瞌睡的全部拿掉，直接直球對決，告訴他們舊的供

桌很棒，但會讓大家不方便行走——這個他們知道。然後，再告訴他們新的供桌

有著更多的優點：

（一）更大且有收納：新供桌的桌板可放東西的面積跟舊的一樣，但我們設計增加

了夾層，可以放置裝供品的提籃跟袋子。

（二）更好通過：新的供桌兩側開口，讓正殿跟偏殿之間參拜的人更好走。

（三）新的顏色與材質，但是一樣好清潔：美耐板的材質，顏色由董事們共同票選，

新供桌的設計會讓廟方一起參與討論。

我們在第一次的簡報提案，強調「讓我們試試看」以及「不如預期的話可以

改回來原樣」，因此獲得董事全數表決通過。方向確認後，接下來每一次會議，

我們都會打樣，比方說，先把舊的供桌移開，讓這些年長的耆老們用身體感受，

原本正殿的寬敞，以及正殿上方天井的日光，其實很美。接著，我們將供桌八分

之一的紙樣，一樣放進廟裡面，感受實際的大小，然後耆老們拿出文公尺，一起

討論供桌的「正確尺寸」。還有，我們打樣實體材質的數種顏色，放進廟的正殿

中，在實際的光線下，讓大家投票表決選擇顏色；還有表決供桌與柱子間的關係，

是否導角或者封起來等這些細節，最後，我們才實際開始製作供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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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提案被接納，但接下來要考慮的細節不少。導覽立牌要如何選定主題呢？

廟方想跟大家說的事是什麼？我們這種外來者感到好奇的事？此外，實體的導覽

立牌是否容易傾倒？會不會壓傷人？導覽立牌要醒目，但又不能讓原本視覺上已

經夠複雜的空間中，變得更加混亂，等等。經過來來回回多次討論，共同決定了

8 個導覽立牌放置的位置，每一個立牌承載 1 到 3 則有意義的細節。這些細節的內

圖 4 設計導入後的惠昌宮：將供桌改為圓形，顏色符合惠昌宮柱子的主要

色調，將正殿中天光最好的位置留給信眾，讓信眾可以正面、面對面

與眾神溝通。（資料來源：李尚謙攝影、吾然文化提供）

供桌大部分的構件在木工場製作，在現場組裝與調整，廟方董監事會幾乎天

天有人來看、來幫忙，有時候摸摸供桌的桌緣，幫忙檢查有沒有收好；有時候幫

忙定位，前前後後照看位置是否合宜。這樣來來回回的溝通、相互幫忙，最後，

我們雙方真的有了團隊的感覺。

六、結語：設計導入一定成功嗎？

供桌改造之外，我們也與廟方導覽團隊討論，除了預約導覽之外，臨時來訪

的散客，要如何認識這座客家廟？惠昌宮是個充滿故事的廟宇，但新新舊舊東西

實在太多了，令人眼花撩亂，許多細節如果沒有提示，很快就被淹沒。我們與設

計師討論後，決定在廟裡重要的地方設置導覽指引立牌，加上簡易的插畫，盡可

能讓惠昌宮的細節可以被提示、被指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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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在惠昌宮設計導入的過程中，除了與廟方定期開會溝通外，期間還舉

辦兩場由廟方、在地學子、居民參與的工作坊，主題分別是想像廟埕

打開與認識眾神明，工作坊的成果展示在此次設計導入改造的微型博

物館中。（資料來源：李尚謙攝影、吾然文化提供）

容很廣，從廟宇建築的細節到社會支持系統的呈現等等——廟前階梯幾階代表的

意義、宮娥門神、香爐上西洋天使造型的神像、參拜動線、廟宇中數量特別多的

柱子、百年神桌、奉飯輪值班表等——這些都是惠昌宮做為客家聚落文化記憶載

體的故事。

導覽柱有一定的高度，但為避免容易傾倒壓傷信眾，我們設計三腳的形式，

穩定且有一定的重量。結果，因為太重了，讓清潔打掃人員很苦惱，有些導覽柱

悄悄地被移動位置；而廟裡有重大祭典時，湧入眾多信眾，這些導覽柱再度被改

變位置，讓出更多通道空間或儲物空間。藝術季期間，我每次去，都會發現導覽

柱改變位置，有的放在更好閱讀的位置了，有的則慢慢地邊緣化，站在角落。雖

然是共同討論出來的成果，但設計導入總是在最真實的前線中被測試，作為設計

方的我們，也慢慢思考，如果還有下一次，有沒有更好的解方？

設計導入，從來就不可能一方萬解，它是在某一個時空中、某一個需求下，

做出的提問與嘗試解答，其中的過程，有設計師與使用者一起加入，相互溝通、

建立信任關係，理解彼此，共同做出改變，這個改變也不會是終點；這個改變也

許是一個新的起點，讓一座百年客家廟，做出更多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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