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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嘉義市美術館之基本構想

5-1 性格塑造與定位

根據前述對嘉美館之定位分析，我們將以歡樂休閒、寓教於樂為主要訴求來規劃嘉美

館，試圖塑造一青春活力中有內蘊氣度、歡笑娛樂中有睿智思想、前衛創新中有傳承關懷的

性格。簡單地說，這將是一座以藝術為內容，以遊戲互動學習為手段，以活潑創新為氣氛，

來經營建構的藝術遊樂園。這樣的藝術遊樂園不僅提供社會大眾一處精緻與特色藝術鑑賞之

場所也提供年輕朋友們一個快樂體驗藝術和學習藝術的休閒場所，同時透過藝術相關活動來

探討兒童與青少年文化認同等問題，扮演主流文化與次文化、精緻藝術與流行文化、大人和

兒童青少年間的溝通橋樑。因此，嘉美館應以傳承創新為規劃經營的主要訴求，不排斥任何

年齡層的民眾，藉由吸引兒童或青少年來刺激他們的父母家人一起陪同達到全家共同參與。

在我們所作的觀眾電訪中，有 1 到 2個小孩子的父母親，是到訪美術館的最大族群，這個調

查結果辨識最好的說明。

在這樣的前提下，嘉美館所要承擔的責任與義務有以下幾項：

一、展示並傳承嘉義地區特色美術為主的美術館

嘉義地區百年來之美術發展，以繪畫、雕塑及交趾陶為主要之特色，目前嘉義市文化局

之展示設施亦以此為重點，未來的美術館應在此基礎之上，將現有展示空間予以整併，並加

強其在動態展示、傳承教育、藝文推廣等方面之功能。

二、推動優質、具前瞻性藝術展演

美術館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透過展覽將藝術呈現給觀賞者，選擇怎樣的藝術品，以及

用怎樣的展現方式是決定藝術展演好壞的關鍵。可以肯定的是嘉義地區有非常好的藝術家和

藝術作品，配合更多元、更具互動性和開創性的方法，可以更有效推廣嘉義地區藝術。然而，

嘉美館也有責任將台灣與其他國家好的藝術引介給在地觀賞者，以一個藝術專業服務者的身

分，與藝術界保持緊密互動關係，不斷將藝術新知帶進來。譬如：努力爭取藝術巡迴大展在

嘉美館展出的機會。

三、開發與結合觀光休閒資源

如先前所述，美術館經營本身就可以是一種創意產業。也就是說，若嘉美館本身夠炫、

夠獨特有創意，那麼就可以吸引觀光客，本身成為重要觀光資源。

另外，嘉美館可以串聯其他觀光休閒資源，創造更強力的觀光賣點，譬如：1.整合阿里

山旅遊路線，2.整合嘉義縣故宮南院的藝術之旅和東石海鮮大饗。

四、強化藝術教育之推廣

美術館是推動社會藝術教育的重要機構，其服務的對象是全民性的，不分男女老幼或種
族社群。過去美術館一向以藝術典藏與展覽為主，忽略藝術教育的功能，近來，這樣的觀點
產生改變，逐漸著重美術館的教育責任義務，很多美術館不僅開設許多藝術課程與教材，甚
至將展覽、美術館空間、和收藏品等都視為教育媒介來規劃運用，以增進參觀者的藝術知識
及體驗機會，實現自我學習的目的，培養潛在的藝文參與人口。嘉美館將朝新形態藝術教育
的方向前進，將藝術教育推廣視為美術館經營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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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供美與安全的休閒空間

嘉美館所在的文化園區，要塑造都市核心被綠色植栽與水池圍繞以及自然環境融合的效

果。市民及外來觀光者在充滿綠意的園區內，可以神清氣爽悠閒地漫步觀賞戶外展示的美術

品，渡過戶外美術文化的一天。

六、啟動民間參與經營的機會

嘉美館將製造許多民間參與經營的機會，例如：美術館禮品店、餐飲業、文宣印刷品與

網頁、美術館保險與保全、美術館場地清潔、觀光旅遊業、藝術商品研發、大眾運輸業等。

5-2 基本的功能

一、資料收集及整理保存

1.以收集與嘉義地區關係深厚之藝術家的美術作品為重點。

2.須設置以立場超然之專家學者所組成的典藏委員會，負責美術館典藏品的審核與購買。

3.典藏品保存環境的整理、分類、保存、管理，須力求完善。

二、展示

1.典藏品之常設展

2.嘉義地區知名前輩藝術家的美術館作品介紹之常設展

3.國內、外美術品之企劃展

4.市民及現代藝術工作者之一般展示室

三、推廣教育

1.考慮從幼兒到高齡者不同興趣與關心的教育學程

2.嘉義地區藝術工作者各種講座、演講、製作指導等

3.指導、協助、市民創作、鑑賞學習等活動

四、調查研究

1.嘉義地區美術、文化之調查研究

2.美術館（或文化園區）藝文活動推展之研究

3.可考慮與嘉義大學或台南藝術學院合作

4.經費充裕可設置 1~2 位專職研究人員

5-3 嘉義巿美術館基地之選定

5-3-1 美術館選址之原則

嘉義市美術館規劃的基本條件，應以避免破壞基地現有自然與人文環境特質，提供地方

民眾完善公共設施及文化資源的需要，並在符合土地開發基本原則下，重新整合基地內計畫

保留之老舊歷史建築及設施物，透過空間再利用及活化方式進行整體規劃設計。除結合本文

化園區既有之文教建築外，進而與周邊閒置空間及舊建築產生聯繫性與互動性，提供民眾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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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豐富及高優質的藝術文化饗宴空間，有效並經濟利用土地，以帶動周圍土地開發價值。

嘉義市美術館之建築用地以位於文化園區內為主要原則，其他次要條件之考慮如下：

1.可以悠閒、安靜、愉悅的鑑賞美術作品的場所。

2.鄰接公園綠地或廣場等開放空間，可以進行戶外展示且有自然與環境調和設計之場所。

3.盡量選擇取得容易，無涉糾紛之土地，以避免籌建時程延宕。

4.交通便利及自用車可以到達且有充裕停車空間的場所。

5.可與周邊其他文化設施串聯形成未來文化核心區的場所。

5-3-2 上位及相關計畫分析

嘉義市文化局曾於民國 92 年委託東海大學景觀系，完成「嘉義市文化園區整體規劃設

計」，提案雖然未獲採行，但規劃內容仍對未來之美術館位置提出建議，規劃圖見圖 5-1 所

示。其主要之構想為:

1.以「形塑時代文化藝術潮流」的展演與交流中心為規劃目標。

2.園區內除文化局暨有館舍及竹藝加工廠區 4 棟歷史建築保存外，玉山一村及玉山二村之房

舍全部拆除。

3.原玉山一村之用地闢建為露天劇場，玉山二村則作為美術館及水與綠廣場之用地。

圖 5-1 文化園區分期分區開發平面配置圖

資料來源：東海大學景觀學系-嘉義巿文化園區整體規劃設計

未來美術館
預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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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嘉義市政府於民國 93 委託皓宇工程顧問公司，完成「嘉義市桃城風貌整體發展

計畫」，並獲得內政部之建設經費補助。計畫內容以「阿里山林業軸帶藝術聚落計畫」為優

先之執行計畫，其中嘉義市文化園區被定位為「林業文化園區」，園區發展規劃，如圖 5-2

所示。其主要之構想為:

1.整合林業文化及園區內暨有之文化設施，成為一個「藝術與美學」的生態園區。

2.園區劃分為文化行政中心、歷史之森、本文化之森、音樂之森以及美術之森。

3.美術館預定地位於玉山二村。

綜觀上述兩個與本計畫相關之計畫案雖然規劃之方向與主軸互異，但都不約而同地以玉

山二村之部分區域為美術館之興建用地。

5-3-3 基地位址之替選方案評估

依據現有之建築物及設施之狀況分析，嘉義市文化園區內適合用來興建美術館基地，本

研究認為除了前述兩個計畫所建議之拆除玉山一村老舊房舍所騰出之空地之外，尚可考慮拆

除玉山二村老舊房舍所騰出之空地。本研究將以這兩處可能之基地分別研擬規劃方案（詳圖

5-3~圖 5-6）。

圖 5-2 林業文化園區發展架構圖

資料來源：皓宇-嘉義市桃城風貌整體發展計畫

美術館預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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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案】利用玉山一村為建築基地

優點：

1.基地位於玉山一村內，土地管理單位已為嘉義市文化局，用地取得單純容易。

2.基地建築配合竹藝加工廠計畫保留之老舊歷史建築及設施物，形成具有獨特性之地區環

境特質。

3.重新檢討與整合本區閒置空間，提供彈性利用方式，規劃戶外文化廣場、戶外展示區及

徒步區等空間，強化本區具有歷史人文特質之入口廣場，空間經濟利用效益甚佳，增加

美術館獨立營運之可能性。

4.基地自然環境佳，具有豐富計畫保留之老樹資源，開發初期即可快速形成豐富景觀綠帶

意象及提供戶外展演空間綠蔭。

5.透過遊園景觀步道之規劃，可以將遊客從文化園區主入口引導至美術館，使遊客以最精

緻且深入的方式遊園，增加遊客停留文化園區之時間，獲得最大的文化旅遊收穫。

6.本基地周圍腹地較大可形塑較大之戶外活動廣場，可滿足日後戶外活動舉辦之需求亦能

吸納大量之尖峰活動人潮。

缺點：

1.基地並未鄰接本文化園區周邊主要道路，造成美術館建築空間之自明性較低。加上大眾

運輸系統並未經過本區亦降低其可及性，但未來若將鐵路引入園區則可解決可及性之不

足。

2.土地使用分區計畫主要配合基地計畫保留之建築物、設施物及植栽進行規劃作業，不過

若能順應環境、因地制宜，則可創造生動流暢的空間。

3.於博物館背面，離其他公共建築較遠，於園區內之位置相對顯得較不重要。但配合保留植

栽的自然景觀特色，柔化建築物之幾何線條及空間尺度，創造基地環境之親切感與人性化。

4.基地內仍有居民佔用現有土地與房舍，未來在拆遷及安置過程中若無完善處理，有發生抗

爭情勢之虞。

【B 案】利用玉山二村為建築基地

優點：

1.配合現況之景觀水池，即具有歷史意義的儲木池，強化本區之歷史文化特質及再現傳統

環境景觀意象，有利於未來在美術館建築物之設計。

2.透過玉山二村建議保留房舍之改造，以及園區內景觀步道之串接，可與博物館形塑文化

園區內之嘉義特色展覽區，同時也保留竹材工藝品加工廠與玉山一村串接發展為營林事

業文化體驗區之可能性。

3.基地北面臨接文化產業發展區(現為嘉義魚市場及果菜市場)，東側及南側與文化藝術活

動展演區相鄰(嘉義音樂廳、嘉義市博物館)，西側部分臨接歷史文化建築區，在空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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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文化園區樞紐之地位。

4.本基地可與園區內既有建築間形塑尺度適中之戶外活動廣場，可滿足日後戶外活動舉辦之

需求亦能吸納一定之尖峰活動人潮。

缺點：

1.基地位於玉山二村內，土地權屬雖為公有地，但是部分土地之管理單位為林務局，將來土

地撥用問題需要再協商。而且因目前玉山二村內仍有居民佔用現有土地與房舍，未來在拆

遷及安置過程中若無完善處理，有居民產生抗爭情形之虞。

2.基地未鄰接本文化園區周邊主要道路，造成美術館建築空間之自明性較低。另因北面臨

接產業發展區，現階段在從事市場交易期間或假日產業觀光活動時卻易造成人車擁塞及

噪音干擾之情況，將影響本區之文化特質。

3.基地因受到周圍現有建築物之空間圍塑與龐大之建物量體包被而形成較具封閉感與單調

感之環境，雖能完整連結文化藝術活動展演區之設施，若未整體規劃全區之開放空間，

反易造成戶外環境不調和之景緻。

本研究並根據土地取得、基地自明性、景觀配合、動線規劃、既有空間紋理、未來發展

及整體園區空間運用有效性等因子，分別評估分析各替選方案之發展可行性及配置合理性

（詳見表 5-1）。

以整個文化園區之空間機能區劃，地景氛圍等條件觀之，以 B案較佳，但若考慮

現實層面，因林務局尚未將嘉美館預定地之土地撥于嘉義巿政府使用，在此情況下

以 A案之可行性較高。

表 5-1 規劃替選方案整體評估比較表
評估項目 方案 A 方案 B

可用之基地面積 約 8600m2 約 7000 m2

土地取得 全部為嘉義市文化局所有。
部分土地為林務局及國有財務
局所有。

基地自明性
為周圍建物及植栽開闢，從園區入口
不易察覺。

從忠孝路隔儲木池可望，位置
適中，目標明確。

可及性
車輛可由南側便道進入，行人須穿越
廣場、博物館、林業體驗區，動線較
長。

車輛可由此側道路進入，行人
穿越入口廣場或儲木池即可到
達。

整體園區空間協
調與配合

與博物館、文化中心等性質類似之設
施距離較大，易形塑藝術氛圍。

可與藝術工坊及博物館形塑園
區之嘉義特色藝文展示區。

未來發展空間 可向左側及北側發展。 可向左側發展

景觀配合
以營林體驗區之木造房舍及南側阿里
山森林火車修理廠房為主，景觀及建
物造型限制較大。

周圍建物多樣，並臨近儲木池
及密林區，周圍景觀佳，建物
造型較不受限。

綜合評價
．區位次佳
．土地取得無問題，可行性較大。

．區位較佳
．土地取得待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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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場
伐木工場

美術館未來
擴展區

未來美術
館興建區

營林文化區

管樂主題館

工藝、民俗及
自然史博物館

音樂廳

行政及圖
書教育研
習中心

創意工坊

森林小火
車轉車站

未來發展區
地方特色
形象商店區

圖5-4 【A案】以玉山一村為基地規劃方案

停車場

停車場

營林文化區

嘉義特色藝文展示區

地方特色
形象商店區

文化中心

美術館未
來擴展區

未來發展區

圖 5-3 【A 案】規劃相關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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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區

藝術商場

藝術工坊

兒童美術區 未來美術館

興建區

圖 5-5 【B 案】規劃相關位置圖

營林文化區
嘉義特色藝文展示

停車場

停車場

文化中心

未來發展區

圖5-6 【B案】以玉山二村為基地規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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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嘉美館之規模設定

5-4-1 總樓地板面積之設定

嘉美館雖然是一個縣巿等級之文化設施，然而目前國內除了台中國立美術館、台北巿立

美術館及高雄巿立美術館等三大美術館外，就無其他綜合型之美術館。站在服務廣大雲嘉南

地區民眾之立場，嘉美館應可定位為一區域等級之美術館。我國目前並無館舍設施等級及規

模訂定之相關規定，以表 5-2 所示之北、中、南三大美術館之規模來看，其總樓地板面積皆

超過 20,000m2，正式編制之人員超過 40 人，已大大超過嘉義巿文化局總編制之人員數，已

非單一縣巿級政府所能獨立營運之規模。因此，嘉美館之規模必須有所限制，無法比照三大

美術館。

根據日本文部省對美術館及博物館之設置標準，縣立（其人口與面積約相當於台灣桃竹

苗、中彰投、雲嘉南等區域）美術館之規模分類：4,000m2以下為小規模，4,000~10,000m2

為中規模，10,000m2以上為大規模。另統計 1980 年代以後所興建之縣立美術館，其平均總樓

地板面積為 7,670m2。因此，嘉美館之規模可參考此數值，設定在 7500m2左右。

5-4-2 美術館各部門空間之構成比例

美術館之空間可大概區分為公共使用與非公共使用兩個部分，以日本綜合型縣立美術館之空

間機能構成而言，如圖 5-7 所示。公眾使用部門可分為入口部門、展示部門以及教育推廣部

門；而非公眾使用部門則可分為：典藏部門、研究部門、管理部門、設備機械部門以及其他

共用部門。表 5-3 為日本 5 館 4,000m2至 10,000m2之公立美術館之各部門面積構成比例。

圖 5-7 嘉義巿美術館的空間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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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台灣三大美術館營運規模表

編
號

館 名 面積分配(m2)
營
運
單
位

開館
年/月

基地面積
(公頃)

建築面積
(m2)

總樓地板
面積(m2)

天花板
高(m)

年度
營運費

主要收藏品
入館

人數/年
入館
門票

活動事業 備 註

1.主要展示室 7,136
2.戶外展示（約 121）
3.陳列室（約 1547.2）
4.戶外展示庭園（約 638）
5.兒童美育教室（約 69）
6.視聽室（約 138）
7.臨時庫房（約 60）
8.雕刻展示廣場（約 338）
9.雕刻庫房 230
10.西畫庫房 120
11.國畫庫房 120
12.臨時收藏（156.25）
13.個展室（約 176）

1 台北巿立美術館

14.教室（約 72）

巿
立 1983/12

2,23 公頃 3,691m2

＊11,741m2

(平面展示
空間)

佔地
23,784m2

具備
1,741m2的
平面展示
空間。

一樓（1A、1B
展覽室）為高 6
公尺之大牆面
及三層樓高挑
空之大型空

間，主要辦理國
內外重要大型

展覽。
（層數：地下

二層、地上
三層/高度
18.72m）

總支出：
1.經常門
20,651萬元
2.資本門
10,316萬元
去年總收入
1,966萬元
(民國 90
年度總預
算約 3 億
元收入約2
仟萬元。)

●現代之立體與平
面 作 品 如 ： 油
畫、水彩、素描、
水墨、書法、設
計、綜合媒材、
㎜版畫、攝影、
雕塑、漫畫等收
藏

約723,240人

（89 年度）
約410,004人

（90 年度）
約400,000人

（91 年度）

1.一般民眾30元
2.優待票：15 元
（未滿六歲之兒童、身

心障礙者等）

●假日親子活動
●演講/座談
●美術營
●美術教室
●資源教室
●藝術影片播放
●市民美術研
習班

1.職員數：正式編制 84 人、
薦派 4 人、約僱 6 人、駐
衛警 31 人、技工、工友
37 人，合計 162 人。（90
年度）

2.開館時間：周二到周日
上午 9:30~下午 5:30

1.主要展覽室（A1~A2
一樓）2,590

2.主要展覽室（A3~A4
二樓）2030

3.主要展覽室（A5~A6
三樓）2030

4.副展覽室（B1~）652
5.副展覽室（B1~B4）660
6.副展覽室（B5~B8）660
7.第一典藏庫 560
8.第二典藏庫 600
9.第三典藏庫 400
10.第四典藏庫 400
11.第五典藏庫 415
12.第六典藏庫 247
13.第七典藏庫 247
14.典藏修復室 136
15.特別展覽室（C1~C2）960
16.展覽室 155
17.素描教室 370
18.兒童展覽室 169
19.教育資訊室 80
20.演講室 465

2 國立台灣美術館

21.美術街 244

國
立 1986/12 102,531

公頃 13,663m2
30,790m2

(9,330坪)

-
（層數：地下

一層、地上
三層/高度
22.5m）

-

●席進德作品等人
●現代之立體與平
面作品如：油畫、
水彩、素描、水墨、
書法、綜合媒材、
版畫、攝影、雕塑
等收藏

約 824,120 人

（90 年度）
約421,936人

（91 年度）

1.一般民眾30元
2.優待票 10 元
3.團體票 20 元
（團體人數超過
20 人者）
4.免票
（未滿六歲之兒
童、身心障礙者
等）

●一般活動
●影片欣賞
●專題演講
●劇場活動
●學習活動中心
●國外藝文中心

1.職員數：館長、副館長
各一人、編制人員 60
人、導覽人員 2人、約
聘人員 27 人、義工 10
人（91 年度）

3 高雄巿立美術館

一樓：展示室、辦公室、雕
塑室、文物展售部

(6,765 平方公尺)
二樓：展示室、辦公室、

多目的室、簡報室
(4,430 平方公尺)
三樓：展示室、辦公室、

多目的室
(3,448 平方公尺）
四樓：展示室、多目的室
(2,016 平方公尺）
地下樓：圖書室、典藏室、

演講廳、美術教
室、辦公室、機房、
餐廳、展示室

(10,461 平方公尺)

巿
立

1994/6
（完成第一

期的興建工

程）

（美術園區約 41

公頃）

● 第 一展 示佔

地，約 2公頃

● 第 二展 示佔

地，約 5公頃

● 第 三展 示佔

地，約 1.5 公

頃

31,572m2

1F：6765m2

2F：4430m2

3F：3448m2

4F：2016m2

地 下 樓 ：
2016.01m2

28,127m2

1F：
壁面高 3.35m。
2F：
壁面高 3.55m、
3.00m。
3F：
壁面高 3.55m。
4F：
壁面高 3.06m。
地下：
壁面高 3.35m
圖書室、
3.00m 典藏室。

總支出：
1.經常門
12,417萬元
2.資本門
1,969萬元
去年總收入
約 99 萬元
＊(民國 90
年度總預算
約1.4 億元
收入約 100
萬元)

●現代之立體與平面作
品如：油畫、水彩、素
描、水墨、書法、膠彩、
綜合媒材、版畫、攝
影、雕塑等收藏。

●本國藝術者195項(佔展
覽總數百分之七十弱)

●國際性美術展覽者 87
項(居總數百分之三十強)

●專輯、海報、簡介等出
版品配合發行(已出版
之展覽專輯計 139 本；
海報 192 張；展覽簡介
241 份)

約 539,460 人

（89 年度）
約 349,838 人

（90 年度）
約 451,294 人

（91.1~9 年度）

免票入館 ●一般活動
●影片欣賞
●專題演講
●美術教室
●資源教室

1.職員數：編制人員 40
人、義工 800 人（91
年度）

2.1994/6 月開館營運，
至 2003/12/31 日止，
近十年期間所策畫辦
理之展覽活動共計
282 項。

資料來源：參考台灣建築、建築師雜誌、台北巿立美術館網站、國立台灣美術館網站、高雄巿立美術館網站及建築資料研究社所出版「建築設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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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日本公立美術館之各部門面積構成比例
公眾部分 卝非公眾部分編

號
館名

營運

主體

總樓地板

面積(m2) 1.入口部門 2.教育推廣部門 3.展示部門 4.典藏部門 5.研究部門 6.管理部門 7.其他.共用 8.設備機械室

m24,938.0 1,938.0 661.0 1,240.0 375.0 262.0 104.0 203.0 155.0
1 飯田巿美術博物館 巿

％ 100 39.2 13.4 25.1 7.6 5.3 2.1 4.2 3.1

7,181.4 833.0 704.0 2,009.0 1,163.0 373.0 542.0 657.4 900.0
2 平塚巿美術館 巿

100 11.6 9.8 28.0 16.2 5.2 7.5 9.2 12.5

7,761.0 377.7 457.4 1,215.4 373.6 335.2 405.4 1,066.1 3,530.2
3

丸龜巿豬熊弦一郎

現代美術館
巿

100 4.9 5.9 15.7 4.8 4.3 5.2 13.7 45.5

10,501.7 2,298.4 1,022.8 2,727.1 1,473.8 374.0 878.2 891.3 836.1
4 茨城縣近代美術館 縣

100 21.9 9.7 26.0 14.0 3.6 8.4 8.5 7.9

10,723.0 1,356.0 384.0 2,674.0 1,746.0 272.0 416.0 2,858.0 1,017.0
5 新潟縣立近代美術館 縣

100 12.6 3.6 24.9 16.3 2.5 3.9 26.7 9.5

8221.02 1360.62 645.84 1973.1 1026.28 323.24 469.04 1135.16 1287.66
5 館平均

100 18.04 8.48 23.94 11.78 4.18 5.42 12.46 15.7

5-5 展示規劃

嘉義美術館之主要展示內容，包括嘉義地區美術發展脈絡、重要藝術先師作品，以及現

代與當代藝術作品等。並依照空間需求屬性設置，分為「典藏常態展示區」、「企劃展示區」、

「巿民藝廊」和「公共開放空間」。

根據前述之分析，民眾到嘉美館之意願除了欣賞藝文展演活動之外，還希望能參加藝術

之體驗及創作活動。因此，現代的美術館活動型式，已由過去的典藏品靜態展示，漸漸轉變

成為參與式的動態展示。嘉美館之展示方式，亦應順應此一潮流，提供從靜態到動態之各類

型展示並藉由不同之活動，引導民眾由室內之藝術品欣賞走向室外動手創作，打造屬於自己

的藝術社區，達到藝術品保存推廣、人材培育以及藝術造街之多重目標。如表 5-4 嘉義市美

術館展示方式之擬議。

表 5-4 嘉義市美術館展示方式之擬議

靜態的展示
收集．保存機能 動態的展示

人材育成．學習支援機能

收藏 展示 體驗 參加 創造

典藏 文化遺產的繼承 典藏品擺設於空間

中之情境

學程安排

資訊化培育

藝術創作計畫

與裝置
保
存
方
式貴重與珍貴藝

術品之收藏

利用保存科學重視

藝術之獨創性

活用複製3D模擬 人材培育

學習支援

藝術造街

私人的 典藏品 以布景模型重視原

來的姿態

藝術工坊之設置 藝術工坊

藝術家駐村
表
現
方
式宅第

畫室．雕刻室

以視覺為中心的藝

廊形成

以五感體驗為訴求

之時空場域展示

遊戲

兒童美術館

與地區日常生

活相關聯



嘉義市美術館整體評估規劃期末修正報告

5-12

第 嘉義市美術館之基本構想
5
章

5-5-1 典藏常態展示區

典藏展示區的規劃目的在於強化「嘉義藝術傳承與文化認同」，其展覽將以嘉義美術源

流為主軸，包含歷史敘述、藝術先師、傳承人物，以及重要藝文組織等。歷史敘述方面，可

分為 1.明鄭、清領時期的文化面(交趾陶先師），2.陳澄波先生（嘉義西畫先師）不僅是第

一位入選日治時期「帝展」的台籍畫家，也是當時台灣繪畫界最主要的領導人物之一。3.

林玉山先生（嘉義彩墨先師）入選第一屆「台展」，與陳澄波先生並稱國畫與西畫雙擘。

4.蒲添生先生（嘉義雕塑先師）是繼台灣第一位入選帝展的雕塑家黃土水先生之後，入選聖

德太子展的第一位台籍雕塑家。5.吳梅嶺先生在墨彩以及美術教育方面的成就，（嘉義美術教

育堪稱全台第一人。傳承人物與重要藝文組織則載列各領域與各時期間的具代表性之重要部分。

美術館之主要展示內容包括嘉義地區美術發展史、重要前輩美術家作品、當代美術家作

品。主題展示區的規劃將以嘉義地區美術發展源流為主軸，如下圖 5-8 嘉義地區美術發展源

流與展示空間規劃示意圖所示，分為「嘉義美術史發展區」、「日治時期嘉義重要前輩美術家

主題區」、「嘉義地區傳承時代藝術家展示區」等三個室內常設主題展示區。其中以「日治時

期嘉義重要前輩美術家主題區」為本案最具魅力及吸引力的特色展示區。因為這些前輩藝術

家不僅引領嘉義地區美術發展，也使得嘉義在台灣的美術發展史上登於極至，因而有「畫都

乃嘉義」之稱號。當時期的陳澄波、李梅樹、李石樵、廖繼春、楊三郎等畫家，共同創造了

台灣繪畫史上至今仍無人可以超越的勝境。

圖 5-8 嘉義地區美術發展源流與展示空間規劃示意圖

事
件
軸

時間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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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這麼多的「第一」，如果嘉義市美術館可以將這幾位前輩藝術家的作品、遺物及相

關文物闢為專室展示，毫無疑問的將可成為台灣獨一無二、無可取代的特色美術館，而這幾

位前輩藝術家的展示專室，亦將成為嘉義市美術館之「鎮館之寶」。本研究團隊再分別徵詢

這四位前輩藝術家之家屬意見後（訪談紀錄詳附錄Ⅰ），皆表示這是一個絕佳的方式，也都

表示願意在確保嘉義市美術館能永續經營的情形之下，以捐贈或出借作品的方式協助促成這

四間專室之設立。

「常態展示區」嘗試突破以往的典型棋盤格展覽動線，或大量文字看板的說教之解說。

在考量作品保存性的前提下，可以透過空間的起伏、氛圍的營造、動線的設計等展場規劃，

並在展場間穿插互動設施，如：立式電腦（內容如為趣味問答之作品形式、內容、藝術家軼

事等）、動態立體模型（如模擬創作歷程）、立體模型（如放大作品、以雕塑替代照片影像）。

內容雖為常設，但是可配合特殊節日（如藝術家生日、組織成立等）調整設置比例，增加可

看性。

5-5-2 企劃展示區

若「典藏常態展示區」是以藝術文化保存與傳承為目的，那麼「企劃展示區」就是以創

新、前瞻為契機，希望透過多元主題與策展的方式，強化藝術展演的當代性與開創性能量，

藉以突顯嘉義美術館「活潑年輕」的形象。同時，這個展示區的空間設計必須具彈性度，以

因應不同主題與展覽的需求，除了可以符合較小型的主題策劃展或個展外，同時還得配合

偶然性的全國性巡迴特展，例如像黃金印象巡迴展之類的特展。

就展出主題與作品類型上，此展區也要具高度包容與接納，才可以開創新的藝術視野，

也比較可以吸引不同品味的觀眾，例如：此展區可以是整合大眾文化的藝術、海報藝術展、

數位藝術或科技藝術展、行動藝術與觀念藝術等等。

5-5-3 巿民藝廊

在現今講求公民美學的時代，「巿民藝廊」就顯得相當的重要，一方面這可以提供喜好藝

術的民眾可以發表個人創作的空間與機會，另一方面也可以作為藝術文化溝通的介面，讓公部

門與藝術專業領域可以藉此了解民眾的思想觀念與美感品味，形成另一種藝術論述空間。同樣

的，這個展覽空間要具備某種彈性度與包容性，讓所有想要展出的民眾可以發揮他們個人經營

展覽的創意機會，並且盡量讓不同各種媒材的作品都可以展出。

「巿民藝廊」也不見得只做為民眾展覽的場所，也可以由藝術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好好規劃

展出形式，做為傳遞重要藝術訊息或者是一種議題論壇的方式，能與民眾做更具建設性與討論性

的互動。

5-5-4 公共開放空間

「公共開放空間」大致分為「公共服務區」與「教育服務區」兩區。「公共服務區」空

間屬性較為開放，涵括室內外空間，兼具展覽、交誼、服務、消費等功能。大廳可兼備展覽

較普羅之作品；服務中心提供售票、諮詢、講座報名等功能；藝術商店與餐飲之販售，可訴

求獨特性與酷炫等，並可搭配商店停留之人潮，因應有不同型態之藝術活動與表演，如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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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劇、青少年的街舞、兒童的人偶互動（如東森 yoyo 之型態）、音樂演奏表演，提供參訪

者不同的藝術饗宴，也提供在地的藝術工作者，有更多的機會。其中亦可隨著展覽，內容、

型態、位置都而有所更迭，與展覽相互呼應。另外戶外之雕塑展示以可攀爬為主，並且延伸

至街道家具，讓美術館的效益不單純只在主體建物之內。

「教育服務空間」，屬於較為既定與封閉，如：提供研討會、大型演講之演講廳或會議

廳，小型會議或討論之研討室，作為講座、課程教學之用的研習教室，以及提供民眾閱覽的

圖書檔案室等。其中館方應建構學術研究之機制，並且擔任學術機構與社區間的橋樑，讓社

區居民有機會以不同的方式接近藝術，也提供學生另外一種學習藝術的方式。並針對義工召

募訓練、策展種子人員培訓、館方人員研習等。

除以上之外，並且針對館方之定位，開設不同方向與方式的學習，並盡量避免生硬的「上

課研習」，如舞蹈中畫圖、漫畫也是藝術、藝術背後的不為人知的小秘密、藝術家的風流史、

我也可以是小叮噹的爸－雄本不二，等另類的方式，提高青少年對藝術興趣，以及親子共同

參與之機會。

此外，為能讓美術館之展示內容更佳充實及展出更多元之美術品，可於戶外規劃一個戶

外雕塑展示場庭園展示立體美術作品，提供參觀者有別於室內展示環境之另一種美術品與環

境融合之藝術體驗機會，增加美術館之參觀價值與吸引力。

創造多元化之美術品教育推廣環境以加強美術教育推展之功能，除展示內容外，亦應提

供租借展示場、美術家與民眾對談區，由於目前一般展示設施多以靜態展示，較難吸引民眾

參與之興趣；因此，本館可設置具有互動性之美術創作體驗區，以提供參觀者實際參與美術

創作之機會，營造活潑生動之之藝術傳承之環境。

此外，在商業空間中將以嘉義市之特色美術品為主要行銷對象，除了特色藝術品之一般

販售外，亦會引入藝術家進駐之藝術創作工坊，讓藝術家能透過此場所將其實際創作過程與

成品真實的呈現在觀眾眼前，並利用適度之商業活動引介，使藝術家能有自我行銷與成長之

個人舞台。整體之美術館展示規劃如下圖 5-9 嘉義市美術館展示規劃所示。

室
外
活
動

室
內
活
動

典
藏
品
展
示

藝 術 商 場

嘉義特色藝術品展售區 藝 術 工 坊

嘉義地區美術史發展區

嘉義重要美術家主題區

嘉義巿當代藝術家展售區

戶外雕塑展示場庭園

企劃展示區

藝術家與民眾對談區

互動性藝術創作體驗區

圖 5-9 嘉義市美術館展示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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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典藏規劃

5-6-1 典藏策略

一、收藏方向

1.與嘉義地區關係深厚的藝術家之美術作品。

2.嘉義地區前輩藝術家之生平遺物及藝術風格研究。

3.嘉義地區當代藝術家經評選之創作品。

二、典藏品之種類

繪畫、書法、雕塑、交趾陶、工藝、攝影、版畫、複合媒材主題、裝置藝術、影(音)像

等純藝術作品及補助資料。

三、典藏品之收集方法

1.購入、捐贈、寄藏、借展、寄託展示。

2.須基於正確的基本調查，作有計畫的收集。

3.美術品的購入，以及接受捐贈或寄託展示須經由美術專家所組成的美術品典藏委員會之審議。

四、前輩藝術家專室之典藏方式分析

嘉美館最具吸引力的部分為前述幾個前輩藝術家的展示專室。而嘉美館若無自身的典藏

品，則這幾個名人紀念專室將失去籌設的意義。根據本研究實際探訪陳澄波、林玉山、吳梅

嶺、蒲添生等四位前輩藝術家之家屬之結果，其作品典藏以及展示之方式皆有所不同，參見

表 5-5 之分析。

表 5-5 嘉義前輩藝術家作品典藏與展示方式之分析

藝術家 作品概述 嘉義文化局
既有館藏 典藏方式 展示內容建議

陳澄波

●為台灣入選帝展之第一人作品之
提高之最高拍賣價格。

●家屬留藏作品數量少，大都為私人收藏。

一幅 以家屬寄藏及
私人收藏借展
為主，購置及捐
贈為輔。

以生平事蹟遺物展
示及畫風介紹為
主，以真蹟畫作展
示為輔。

林玉山
●作品以墨彩為主，入選第一屆「台展」。
●家屬留藏作品豐富，有捐贈成立紀
念館之意願。

六幅（其中
三幅為聯合畫
作）

以捐贈為主，借
展及寄藏、購置
為輔。

真蹟畫作輪替展示
及畫風介紹。

吳梅嶺

●作品以墨彩為主，入選第四屆「台展」。
●曾自製戰後台灣第一套美術繪畫
教材（現存於嘉義東石中學）。

●好的作品多為其學生所收藏。

一幅 以捐贈、借展為
主，購置為輔。

真蹟畫作及自製美
術教材展示。

蒲添生
●作品以人物塑像為主，入選「聖德
太子奉贊居」。
●家屬留藏作品豐富，有捐贈之意願。

一件 以捐贈、寄藏為
主，購置為輔。

真蹟作品展示。

5-6-2典藏制度

法國藝術史專家 伯特(Louis-Autoine Poat)說：「錢(Money)、專業知識(Knowledge)、時機

(Timing)具典藏三要素」。因此，充分的經費，具專業知織的執行者以及適當的時機當機立斷

購入藝術品，具典藏執行策略之重點。嘉義巿政府自文化中心設立以來，從未編列典藏品

的購置經費，未來亦難每年常態性編列。根據本研究之訪問探詢得知，國內三大美術館

之特色典藏與年度典藏經費，如表 5-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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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國內三大美術館之特色典藏與年度典藏經費

主要典藏品 年度典藏經費(萬元)
國立美術館 台灣近代及當代藝術品，約 7,000 件 7,000

台北巿立美術館 現代之立體與平面作品，約 3,900 件 3,000

高雄巿立美術館
台灣重要藝術家之作品為主，特別著力於書
法與雕塑，約 2,500 件

700

嘉義巿文化局 約 150 件 0

為突破此一困境，本研究建議利用中央補助新建嘉美館之機會，編列 1 億元的經費，成立
「嘉義市美術館典藏基金」，同時為維護典藏品蒐集之藝術與專業性，以及購入典藏品時機之
彈性，此基金之運用應由美術館館長提出，經美術專家所組成之「美術品典藏委員會」審議後執行。

此基金成立之後將提供一個平台可藉公部門預算浥注，美術館委外營運權利金提撥，以及
民間機構或私人捐獻等方式，使基金得以持續不虞匱乏，如此一來，便可以確保嘉美館能充分
掌握典藏所需之經費、專業與時機等三要素。

5-7 文化園區藝文資源整合

文化園區內已有文化中心所屬既有之交趾陶館、圖書館、演藝廳及市立博物館等設施，
未來園區內之歷史性建築(原竹藝加工廠)亦有再利用計畫，在桃城新風貌計畫中亦建議將本
園區朝營林文化園區進行規劃。因此，如何將園區內既有之展演設施及相關規劃案中之展演
設施進行整體性之整合規劃，以其創造一個更具可看性及吸引力之嘉義市特色藝術文化展示
群，使整體文化區未來能發揮最大之功能與經濟效益，將會成為本案成功與否之關鍵性議題。

有關園區內既有展演設施資源之整合概念如下圖 5-10 嘉義文化園區之整合概念圖所示

，本研究初步建議未來可將文化中心內交趾陶館移至市立博物館中使其成為自然史、民俗與
工藝博物(空間規劃詳表 5-7)；美術館則以繪畫、書法及雕塑藝術品為主；原文化中心則作
為文化園區行政、圖書及教育研習中心(空間規劃詳表 5-8)原竹材藝品加工廠等歷史建築群
相關歷史性構造與地景則作為營林文化展示與體驗場。使市立博物館、市立美術館、竹材藝
品加工廠之歷史建築形塑完整之嘉義市特色藝術文化與營林文化之區，並與阿里山鐵路維修
場區，串聯形成一個整體展示區，並配合既有文化中心之演藝廳使文化園區成為嘉義市文化
藝術與觀光活動之推廣展示與傳承基地。此舉將大大提升文化園區吸引力與觀光價值，並有
利於嘉義藝術文化向外推展傳承。

圖 5-10 嘉義文化園區之整合概念圖

嘉義市立文化中心
行政、圖書及教育研習中心

嘉義市立博物館
工藝、民俗與自然史博物展示中心

嘉義市立文化中心演藝廳
表演藝術中心

原竹材藝品加工廠等歷史性建築
(整體空間紋理與相關歷史性構造與地景)
營林文化展示與體驗場

嘉義市美術館
嘉義市特色藝術展示中心

嘉
義
市
特
色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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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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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嘉義巿文化中心規劃構想
定位 行政、圖書及教育研習中心

規
劃
構
想

1.將 B1F 之交趾陶館移至巿立博物館 3F。
2.將 3、4F 展覽室及文物陳列室移至新建美術館。
3.增加圖書室藏書及閱覽空間。
4.增加研習教室、巿民藝廊及其附屬空間。
5.增加行政辦公室及會議室空間。

現 況 使 用 規 劃 後
樓層 空間名稱 空間名稱

地下室 交趾陶館 密集書庫
一樓 期刊室、兒童閱覽室、參考室 期刊室、兒童閱覽室、參考室
二樓 普通閱覽室、書庫、行政辦公室、會議室 普通閱覽室、行政辦公室、會議室
三樓 視聽室、書庫、展覽室 巿民藝廊及展覽廳

規
劃
前
後
空
間
對
照 四樓 展覽室、文物陳列室 會議室、彈性隔間研習教室

規

劃

構

想

（將博物
館內之交
趾陶展區
完成後，
改為密集
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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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樓平面圖

二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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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樓平面圖

四樓平面圖

戶外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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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市立博物館規劃前後空間對照表

定位 工藝、民俗及自然史博物館

規
劃
構
想

1.1 F 增設研習教室及相關附屬空間，成為交趾陶研習中心。
2.2 F 交趾陶特展區移至 3 F，使全區成為石猴特展區。
3.3 F 陳澄波紀念館及嘉義藝術空間移至新建美術館。全區闢建為全新之交趾陶特展

區及歷史文獻資料展示，並納入由文化中心地下室及巿立博物館 2 F 所陳列之交趾
陶作品。

現 況 使 用 規 劃 後
樓層 空間名稱 樓層 空間名稱

地下室 典藏室、停車場 地下室 典藏室、停車場

一樓
地質廳

地質展示區、大廳、服務台、閱
覽室、研討室、交趾陶特展區 一樓

地質廳

地質展示區、大廳、服務台、閱
覽室、多功能講堂、交趾陶研習
中心

二樓
化石廳

交趾陶特展區、石猴特展區 二樓
化石廳 石猴特展區

規
劃
前
後
空
間
對
照 三樓

美術廳
陳澄波紀念館、藝術空間 三樓

民俗廳
交趾陶特展區、
歷史文獻資料展示

規

劃

構

想

一樓地質廳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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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樓民俗廳平面圖

二樓化石廳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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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嘉義巿美術館之行銷策略

美術館附有推展藝術、教育民眾之任務，須能發揮其設施之效益，就必須盡量擴大民

眾參與美術館所提供資源以及所舉辦之各類型活動，因此如何行銷美術館以及擴展民眾參與

率，將成為嘉美館首要的工作項目之ㄧ，以下表 5-9 七項行銷嘉美館之構想與具體之作法建議。

表 5-9 七項行銷嘉美館之構想與具體之作法建議

方 式 內 容 具 體 措 施
(一)親子活動 以父母及小孩可共同參與的活動

設計，吸引親子同遊。
互動展示、體驗研習營、親子創作營。

(二)社團參與 基金會、企業等社會資源之助益。 合辦活動、榮譽會員制度、邀請參加
諧議委員會。

(三)媒體宣傳 以報社、雜誌、電視、廣播等等
宣傳，吸引民眾到館參觀。

製造新聞性話題(特展或作品介紹)。
製作 CD、DVD、海報等多媒體文宣。
編制專屬業務人員。

(四)應用科技 以電腦及網路科技、行銷美術館。 設立網站並設維護人員。
開發電子書、CD-ROM、DVD 等數位加值
專業。

(五)哈雷效應 創造【稀奇不易】與【恭逢其盛】
之感，吸引民眾到館參觀。

前輩藝術家百年大展。
珍貴典藏品介紹展。

(六)旗艦計畫 塑造成區域內藝術展演設施之最
高殿堂。

以【母雞帶小雞】的方式，串連文化
局所屬展示空間。
將珍貴典藏品巡迴在區域內個展示設
施內展出。

(七)社區參與 以活動及休閒設施，提升社區民
眾利用美術之興趣與意願。

增加戶外庭園景觀休憩設施。
社區居民門票及活動優待。
舉辦專題講座。

5-9 營運組織

美術館與博物館之英文名稱都是「museum」，根據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在一九八九

年對博物館所作最新的的規章是：「所謂的博物館，乃是為了貢獻社會及促進其發展，將有

關人類及其環境的物質材料，以研究、教育、娛樂為目的，予以蒐集、保存、研究、傳達、

展示的非營利的公共常設機關。」因此，美術館理想的上層組織，為成立一個不受政治與利

益外力干擾、是可獨立運作的非營利性組織。對公部門而言即成立獨立之行政法人，對私部

門而言即成立非營利性質之財團法人。不過這兩種方式都需要有穩定的財源支持。

我國的「行政法人」制度是仿照日本的「獨立行政法人」制度設計的。所謂的「獨立行

政法人」，即在國營事業中，將「實際上無國營的必要，但若放手民營的話，則有被忽略之

虞的事業，或者是必須由一個組織單獨經營的事業」予以承擔，並將這樣的事業改制為「有

效營運的、具自律性的、自發性及透明性的法人」。具體來說，獨立行政法人的好處是能將

由政府出資的預算當成「資本金」以企業會計的方式來運用。也就是說由於不採用單年度決

算，使得虧損或盈餘的處理可以延至下個年度予以一併統計，如此可以公部門的經費，達到

類似民間企業「彈性、自主、效率」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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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截至目前為止，只有「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於 93 年通過設置條例，成為我國唯

一一個「行政法人」。經過將近一年的營運之後，在人事以及經費編列上產生非常大的變化。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目前現有正式任用之人員較改制前精簡，相對的，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

由四十餘人減至十五人；但是教育部每年編列給國立中正文化中心之年度經費，卻由三億二

千萬元跳增為六億四千萬元。雖然增加出來的經費部分係用於償還過去之負債，但是淨年度

營運經費比過去公營時期還要多卻已是不爭之事實。目前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正在制定績效評

量指標，檢討此一行政法人制度之利弊得失。因此，以行政法人的方式來營運美術館，其優

點是可以因材任用，減低政府之人事包袱，至於營運經費則無法節省。

另外在從組織的觀點來考量，希望館長人選是能夠綜括研究與經營兩種視野，並具有實

務經驗的領導者。而且，如果希望美術館員業務真能專業分工，能夠總括各項業務的核心存

在，即一館之長，確立館長一職的專業水準。

日本的美術館館員稱為「學藝員」，實際上的狀況是，從日本博物館法的條文來看，「學

藝員的理想形象」，指的應該是除了精通自已所研究的資料（或作品）之外，還能將數量龐

大的資料予以有系統地蒐集、整理、管理後加以活用，並能企劃與實行展覽活動等各種業務

的人。這些業務，在歐美，分別有專人負責；但在日本，則大多由一個學藝員來擔任全部的

工作。這就是為什麼在日本學藝員又被戲稱「雜藝員」的原因。依據日本在實施「獨立行政

法人」制度之前所定之標準，對都道府縣層級博物館館員人數「不得低於 17 人」。但是目前

實際的情形是每一美術館平均 10.8 人。台灣的情形更糟糕，以縣市文化中心而言，平均每

一文物陳列館或博物館不到 5 人。

思考日本的美術館現狀，嘉美館之設立首先應該增加美術館館員的人數，並且積極導入

分工制度，同時培養訓練有能力總括營運的人才。在分工之中，應該重視向來忽視的教育推

廣、宣傳活動或美術館商店經營等方面，這些都是有助美術館向社會開放的工作，是建立美

術館新形象的當務之急。

依據嘉義市美術館之功能，未來之組織編制將包含館長及所下轄行政與公共服務組、研

究典藏組及展示教育組。美術館的館長，除了本行以外，也可聘請大學教授、美術評論家、

媒體工作者等各種人材擔任；公共服務組則負責民間參與投資之相關事宜、公共關係、美術

館行銷等工作、以及館舍維護、總務、會計、人事及電腦資訊等工作。其乃著眼於強化美術

館之營運行銷與競爭力，所以特別設置以整合美術館整體經營資源之經營行銷單位；研究典

藏組負責美術品之收購、典藏及相關研究工作；展示教育組負責展覽活動之籌畫執行、美術

相關教育活動之籌辦等工作；其組織架構如圖 5-11 嘉義市美術館之組織編制所示。

完全由博物館出身者來經營博物館、美術館，容易帶來自我滿足的危險。因此，必需設

置一個能供美術館針對營運等問題接受館長諮詢並提供意見的評議委員會。

若美術館設立之後，無法成立獨立運作之組織，必須由文化局接掌營運時，館舍維護、

總務、會計、人事及電腦資訊等工作建議由文化局相關人員兼任，而展示教育組則由文化局

展覽藝術課展出組增職 2位專職人員因應。至於研究部門則因為其專業需求的關係，我們認

為還是需要至少增聘兩員，這兩位研究員除了可以針對嘉美館的典藏與相關展覽進行研究

外，同時也可以書寫研究計畫書向外爭取計畫經費，以及和其他學術研究機構研究合作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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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塑造嘉美館研究自主權，同時也可以和其他學術研究機構建立一種較理想的合作關係。

當然，若研究的案子過於龐大，並非一兩位研究者所能承擔時，那麼就可以委託大學相關科

系，例如：嘉義大學美術系暨視覺藝術研究所，來擔綱。

研究典藏組 展示教育組

可委託大學美術
相關科系協助

3 人，增聘專職人員

館長

行政與公
共服務組

2 人，增聘專職人員

民間參與投資商
業部門

建議委請有相關學識
背景之專家學者擔任

美術館營運執行單位
公部門：由文化局成立委員會或

成立獨立之行政法人
私部門：成立非營利性財團法人

評議委員會

圖 5-11 嘉義市美術館之組織編制

專職人員 2 人(可
委託大學美術相
關科系協助)

專職人員 3 人專職人員 3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