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口世大運選手村社會住宅公共藝術巡迴展 

《把門打開：當代生活實驗場》參考資料 

 

策展論述 
世大運選手村完整見證國家社會世代的新轉向，歷經租或售之居住

政策變革，回應混居方案的專案入住試辦先驅，也是第一座聯合中

央及地方政府從興建到參與營運的社會住宅。 

 

《把門打開：當代生活實驗場》—林口選手村社會住宅公共藝術計

畫巡迴展，為全台首見以「民眾參與行動研究」為方法的公共藝術

計畫，展覽回顧歷時四年的田野研究到集結十四組藝術家及創作者

與駐地團隊實地投入，於當前台灣最大量體的選手村社會住宅

（3,490戶）進行的當代生活實驗。 

 

社會住宅作為新世代公民共同生活的關鍵實驗場域，公共藝術計畫

以參與式藝術的創作回應關係美學，藝術家駐地過程持續以共域方

式打開新社群交流公共空間，公眾行動凝聚社宅社群，藝術把門打

開。 

 

❚ 預約導覽資訊 ❚ 

預約專線：0919-667225，漳先生  

Email：classicdesign354@gmail.com 

預約團體導覽 https://forms.gle/JXyFDrnr2iDHJfLU9 

相關資訊可至 #國家住都中心網站 

☛ https://www.hurc.org.tw/hurc/hpage 

☛ https://www.facebook.com/linkou3490 

 
 
 
 

https://forms.gle/JXyFDrnr2iDHJfLU9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9C%8B%E5%AE%B6%E4%BD%8F%E9%83%BD%E4%B8%AD%E5%BF%83%E7%B6%B2%E7%AB%99?__eep__=6&__cft__%5b0%5d=AZWwLOke4GUm19x5RoyK9Ll9Kb1iuRI_7VMEQOh0hRHdaAAnirFi1c-pz-Hl-PHPmp_aF7O3RsOQsqsbTf56igNSs__XEa-45BorLr6EMsruYwIy7Yo1WU5BWg9T-IG39keafrG26eUI30_1zgFxPH24Z2SvYDdqIOC6rVdhB1DK-F4IL36RCcQInBy1cJeFEbg&__tn__=*NK-R
https://www.hurc.org.tw/hurc/hpage?fbclid=IwAR1OjLOuVD63u_YMcfMRjG8SQkqGVxqMLJajUKkpzuBqYMAmDZ_xHJp9dJQ_aem_AcwDMmX9YU9VR78OdC1B0VAtirN77-UQnV5y2eVRirJMJ3zrSZ0SW9z5zKSPmUk6kmpc5iX-ZQ1J4gJCJG0qFIta
https://www.facebook.com/linkou3490?__cft__%5b0%5d=AZWwLOke4GUm19x5RoyK9Ll9Kb1iuRI_7VMEQOh0hRHdaAAnirFi1c-pz-Hl-PHPmp_aF7O3RsOQsqsbTf56igNSs__XEa-45BorLr6EMsruYwIy7Yo1WU5BWg9T-IG39keafrG26eUI30_1zgFxPH24Z2SvYDdqIOC6rVdhB1DK-F4IL36RCcQInBy1cJeFEbg&__tn__=-%5dK-R


展覽 6大亮點 
亮點 1  —  

社會住宅：當代生活實驗場 

社會住宅作為新世代公民共同生活的關鍵實驗場域，公共藝術計畫

以參與式藝術的創作回應關係美學，藝術家駐地過程持續以共域方

式打開新社群交流公共空間，公眾行動凝聚社宅社群，藝術把門打

開。 

亮點 2 

脆弱的禮物：風箏機體原樣重現 

《脆弱的禮物》Fragile Gift為國際藝術家北澤潤之跨國創作，藝

術作品以巨型風箏的形式，將林口歷史照片與文獻爬梳再製，重現

於機身之上，而長達 200公尺長的風箏尾翼，一句句騰寫著林口耆

老訪談所集結口述歷史。作品背後，也探討著面對戰爭的傷痛尋找

歷史的解決方法的難題。作品嘗試提供一個新觀點融合歷史的過去

和現在，更希望嘗試用藝術家的方式真正改變和呈現每日樣態，期

許讓風箏起飛！帶著脆弱的生命記憶，一起迎向未來。 



亮點 3     

人人喫茶店：等比還原社宅三房一廳描述社宅新住居文化   

藝術家李政道以我為人人的精神，打造未來場域的互助系統「人人

喫茶店」。運用空間的溫度，把大夥兒「群聚」起來。空間計畫結合

系列工作坊、以茶會友等共享空間機制，邀請居民揪團為社團，在

社宅內創造陪伴關係。社宅縱使是暫時的家，居民透過認識結夥長

出超過十八組社團，每週輪流經營空間，創造社宅內更多學習互助

的關係新曲線。 

 

亮點 4    

日日習之所：民參民藝百景  

從疫情期間長出「隨到隨玩，人人皆可參與」的作法，日日習之所

透過時常開門並舉辦不須報名的活動，降低參與門檻。鼓勵不同年

齡、身份背景者一同走進這個空間，並在互動中觀察可引起社群興

趣的活動，持續滾動並與居民共同規劃不同主題的手作活動。駐地

兩年期間，成功轉化社宅居住關係，讓許多原本獨居、足不出戶或

是缺乏社交環境的居民，有機會以+1的方式滾動出更多居住新關

係。如今，短短兩年間，每月輪流舉辦超過二十場次的「喂喂！共

享小市集」，包括連林口周邊其他非社宅居民也不捨結束的地區共享

盛事，得以持續滾動接續下去。 



 

亮點 5    

把門打開：七組社宅家庭關係  

影像創作者陳若軒集結七位住⺠故事進⾏紀實創作，包括⽂字創

作、影像、⾳樂，邀請民眾深度聆聽不同⽣命處境者的故事。歷時

⼀年半的蹲點所完成的近距離深度影像創作，紀錄下那些因緣俱足

才得以見證的畫面，並透過非敘事的方式描繪住民的日常生命，也

刻畫多元而並陳的親密關係。 

 

   

亮點 6 

最柔軟的織所：用織布療癒人心，縫合都市新部落 

藝術家林介文以太魯閣族紋織布為媒介，將傳統部落召喚到城市

裡，織著織著，人情漸漸聚攏，在此構出一個以社宅為名的部落。



透過織布行為來挑戰這些（在社宅）不可以做的事。她將於社宅内

不同公共空間中游牧所織出的織布集結起來，掛在高樓上，為建築

抹上層層色彩，為生活在高樓裡的人們帶來不一樣的風景。「當我真

正參與社宅創作計畫之後，發現自己真的很渺小，充其量是巨大載

體裡的小小力量，因此只要能提供陪伴的感，製造些部落氣氛，我

都覺得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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