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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籌備處承辦推動「衛武營藝術文化中

心」籌建計畫之相關業務，目前正進行第 1 分標主體結構新建工

程之施作及後續標案細部規劃設計，為利日後各業務推動及營運

管理之執行，實有必要參觀考察並瞭解他國大型文化展演設施、

節目設計規劃及實際營運等情形，以作為參考學習。本籌備處一

行人自 99 年 6 月 18 日至 6 月 23 日，共 6 天，前往大陸地區廣

州、廈門、上海及重慶參訪、勘察其大型展演場地設施，並瞭解

實際經營管理情形，以期促進日後本工程各專案業務推動及營運

執行，並吸取他國之經驗，作為本籌備處規劃硬體設施、軟體及

經營管理模式規劃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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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籌備處〈以下簡稱本處〉承辦推動「衛

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籌建之相關業務，目前正進行第 1 分標主體

結構新建工程施工及後續各標案之細部規劃設計，為利日後各專

案業務推動及營運管理執行，實有必要參觀考察並瞭解他國大型

文化展演設施、節目設計規劃及實際營運情形，以作為參考學

習，為使後續標案之規劃設計作業能更符合本案際需求，本處一

行人於 99 年 6 月 18 日至 6 月 23 日，共 6 天時間，赴大陸地區

參訪，計勘察廣州、廈門、上海及重慶等地區之大型文化展演場

地設施，並訪談瞭解其實際經營管理情形，以期促進日後「衛武

營藝術文化中心興建工程」各項業務推動及營運執行，並吸取他

國之經驗，作為本處規劃硬體設施、軟體及經營管理模式規劃之

參考。 

參訪人員於 6 月 18 日抵達廣州後，旋於 6 月 18 日下午參訪

廣州大劇院、廣東省博物館及陳家祠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並於 6

月 19 日轉往廈門，繼續參訪廈門小白鷺藝術中心、鼓浪嶼鋼琴

博物館及參加「第三屆海峽兩岸文化產業博覽交易會」「演藝產

業發展論壇」，於 6 月 20 日轉往上海參訪上海博物館、多倫路名

人巷，並參觀（台北－上海）雙城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及 2010

年上海世界博覽會，接著於 6 月 22 日參訪重慶大劇院。此行除

了參觀硬體設施外並與各設施管理機關相關人員會談，交流分享

營運管理及軟硬體設施興建相關經驗，行程緊湊且充實。 

此次考察行程所見對於本處後續規劃設計展演場相關設

施、展演場域管理、規劃經營等數個面向皆獲致豐碩體驗，足為

未來規劃相關業務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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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察目的 

一、參訪大陸地區廣州、廈門、上海及重慶 之大型文化展演設施之硬體建

築及相關設備，以作為本處推動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興建工程案之後續

規劃設計時之參考。 

二、考察觀摩大陸地區廣州、廈門、上海及重慶 之大型文化展演設施之經

營管理模式及實際營運情形，以作為本處未來規劃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

完工後之主要營運管理模式之參考。 

 

貳、組團規劃 

一、團員名單 

 
序號 姓名 單位職稱 

1 林朝號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籌備處 

主任  

2 楊富欽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籌備處 

行政室主任 

3 呂彥龍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籌備處 

約聘副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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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察行程 

 

日  期 城     市 行                    程 

6/18 

星期五 

1.高雄小港–桃園 

 （轉機） 

  長榮航空(BR-902)   

2.桃園機場-廣州 

 長榮航空(BR-707) 

前往 廣州 

1.廣州大劇院 

2.廣東省博物館 

3.陳家祠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 

 

＊住宿：東方賓館 

6/19 

星期六 

廣州-廈門 

廈門航空(MF-8306) 

1.小白鷺藝術中心 

2.廈門國際會展中心 

3.鼓浪嶼鋼琴博物館 

4.南音閣 

＊住宿：福聯大飯店 

6/20 

星期日 

廈門-上海 

廈門航空（MF-8511） 

1.雙城文化創意博覽會(上海世貿商城) 

2.世界博覽會：台灣、中國館、西班牙館 

3.世博會主題秀-城市之窗 

＊住宿：城市酒店 

6/21 

星期一 
上海 

1.多倫路名人巷 

2.上海博物館 

＊住宿：城市酒店 

6/22 

星期二 

上海-重慶 

東方航空（MU-5419） 

1.重慶大劇院 

＊住宿：金源大酒店 

6/23 

星期三 

重慶-桃園 

返回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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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察過程內容及心得紀要 

一、廣州行程 

（一）廣州大劇院 

（1）建築設計 

廣州大劇院於 2005 年 1 月 18 日奠基、2010 年完成，它是繼北京國家大

劇院、上海大劇院之後大陸第三大歌劇院，亦是廣州市新建的七大標誌性建

築之ㄧ，由獲得普利茲克建築獎之英國女建築師札哈．哈第(Zaha Hadid)所

設計名為「圓潤雙礫」，這個設計被稱為「一個功能、形式與可行性三者俱

佳的優秀方案」，外型整體看上去就像江邊的兩塊大石頭，具有強烈的後現

代感。 

此歌劇院陣容堪稱「夢幻團隊」：建築設計師札哈．哈第(Zaha Hadid)是建築

普利茲獎(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第一位女性的得獎人，初步設計及施工圖

設計配合單位是廣州珠江外資建築設計院-首個（Made in China）的大劇院的

設計者；中國有色工程設計研究總院負責舞台機械及燈光音響設計(此研究

院曾負責中國國家大劇院舞台機械及燈光設計)。擔綱聲學設計的是全球頂

級聲學大師，迄今為一活躍在聲學界且獲得聲學界最高獎「塞賓獎」得主—

馬歇爾所共同設計。 

     （2）劇場規劃 

     廣州大劇院是由＂大石頭＂和＂小石頭＂兩個劇場組成，"大石頭＂

有 1800 席是結合大劇場、錄音棚、藝術展覽廳及三個不同功能的排練廳等，

而＂小石頭＂則是 400 席的多功能劇場。 

    舞臺設計採取當今最流行的「品字形」，設有主舞台、雙側台和後舞台，而

且具有「升、降、推、拉、轉」等多種變換形式，適合各種節目的表演 。 

  歌劇院則是全封閉設計，如多媒體廳內的舞台、布景、觀眾座位都能

自由變動位置，如此觀眾將可以多角度地欣賞演出， 這在世界上是很少見

的；歌劇院可以滿足大型歌劇表演、芭蕾舞劇和大型綜合文藝演出的需要 。   

（3）營運規劃 

    廣州大劇院由廣州市人民政府投資 13.8 億人民幣歷時 5 年打造，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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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成為華南地區最先進、最完善和最大的藝術表演中心，目前廣州大劇院

經營管理的單位是於 2004 年 4 月成立的中國對外文化集團公司(CAEG)。它

是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設立的第一家大型國有對外文企業集團，

集團公司由國務院作為出資人，並由文化部與財政部分別作為行政主管部

門和經營性國有資產監管部門。 

    按照既定規劃，廣州大劇院以後每年固定的演出場次預計超過 250 場，

除了舉行常規性年度藝術節外，還將不定期舉辦演出季、藝術周等特別文

化活動。歌劇院每年將安排 30 場以上大型公益演教程、公開綵排演出、面

向公眾的藝術類講座，此外還將逐步開設藝術大師班等。 

    廣州大劇院未來的演出策劃方面，大劇場將以國內頂級藝術演出為主

攻方向，包括芭蕾舞、歌劇、交響樂、音樂劇等。大劇院已經向包括紐約

愛樂樂團、費城交響樂團等邀約；多功能劇場除了可以上演小型歌舞、話

劇外，還可以演出特殊種類的舞臺表演，如黑光劇等(在全黑的舞臺上打

光，投射在螢光繪製的舞臺、道具、服裝上，通過艷麗、幻化的色彩營造

出令人目眩神移的視覺魔術效果)。今年 6 月，作為全球最大的中國演出和

藝術展覽運營商，中國對外文化集團獲得廣州大劇院 5 年經營管理權。這

表示中國對外文化集團醞釀已久的“演出院線聯盟＂計劃正式進入南中國

市場。作為該計劃中的第一站，開業後的廣州大劇院將採取企業化經營，

不拿政府補貼，通過劇院自身融資和市場方式實現自主運營，自負盈虧。

所謂“演出院線＂是參照電影院線體制搭建一個開放式院線合作平台，實

現標準化管理，形成規模效應。最引人矚目的是，在引進外來文化產品過

程中，全國各地加盟演出院線的劇院，可以通過集體議價、集中採購、統

一宣傳的方式降低風險和成本，從而達到降低票價的目的。廣州大劇院的

首批“盟友＂包括國家大劇院、上海大劇院。今後例如音樂劇《媽媽咪呀》、

《悲慘世界》、《歌劇魅影》等在北京、上海演出的西方精品劇目，巡演

到廣州大劇院的機率將會大大提高，價格則比廣州一地單獨引進要便宜不

少。2010 年 5 月 9 日，廣州大劇院正式開幕時，國家大劇院、上海大劇院、

廣州大劇院三家國家級劇院同日於廣州簽署了合作協議，簽訂這份協議主

要是為了防止惡性競爭，哄抬引進劇目價格，達到資源共享。在上海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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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與國際大劇院締結協議後，兩大劇院得以互享演出劇目，國家大劇院落

成後，在管理和劇目演出上吸收上海大劇院經驗，現在各方面都更為成熟，

廣州大劇院加入之後，三大劇院實現互利共贏的局面。廣州大劇院該次與

兩大劇院合作，將會從經營管理模式、項目開發、品牌推廣等方面享同行

學習，打造華南區的國家級大劇院。 

(二)陳家祠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 

陳家祠是陳氏書院的俗稱，建於清朝光緒十四年至二十年間（1888 年

-1894 年)，位於清代廣州城西門外，是當時廣東省七十二縣陳姓宗親合資興

建的合族宗祠，供奉陳氏始祖，並為廣東各縣陳姓宗族子弟赴省城讀書、

應考、訴訟、議事等事務提供臨時居所。是典型的嶺南祠堂式建築，坐北

朝南，總面積 15000 平方米，在 1988 年被列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

位，陳家祠院落三進，大小建築物共 19 座，布局嚴謹。主體部分佔地面積

6400 平方公尺，平面約呈正方形。正門、頭門、前廳、中廳、後廳同在一

條中軸線上，軸線兩旁廳房廊舍對稱配置。以中廳＂聚賢堂＂為核心，其

他建築形成各自獨立，又相互密切聯系的整體。陳家祠採用古代傳統式的

建築布局，對封建時代家族的凝聚力，作了恰如其分的渲染。祠堂的建築

規模宏大、氣魄雄偉、廳堂軒昂、庭院寬敞，特別具有南方建築的特色。

它的建築裝飾，運用了廣東民間建築裝飾藝術的手法，多姿多彩，集木雕、

石雕、磚雕、陶塑、灰塑（加石灰的泥塑）等傳統裝飾和鐵鑄工藝於一堂，

技藝精湛、巧奪天工。 

1959 年人民政府把陳氏書院闢為「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收藏、研

究、展出以廣東地區為主及全國各地之歷代民間工藝品。館內分別陳列陶

瓷、刺繡、雕刻等數十種珍貴文物及反應嶺南民俗風情之民間工藝品，有

極高研究價值和欣賞價值。 

(三)廣東省博物館 

廣東省博物館是一座省級綜合性博物館，於 1959 年 10 月 1 日落成使

用，館藏品有 16 萬餘件，被評為中國一級博物館，廣州市愛國主義教育基

地和社會實踐基地。 

廣東省委、省政府於 2003 年決定投資 19 億人民幣，在廣東珠江新城

 8



建造「廣東省博物館」新館，該館為廣東省十項工程之重點建設項目和建

設文化大省三大文化設施之一。 

新館（廣東市天河區珠江新城珠江東路 2 號）於 2010 年 5 月 18 日落

成啟用（免費參觀），總面積為 41027 平方公尺、總建築面積為 66980 平方

公尺、陳列展覽面積約 21000 平方公尺，它仿如一個古時完美及精雕細琢

的透雕寶盒，裡面盛滿各類珍寶，吸引無數觀眾揭開此寶盒的秘密。 

該館係以廣東歷史民俗、藝術、自然為三大主要陳列主題，其中包括

力歷史文化陳列館、自然資源展覽館、藝術展覽館三大部分，收藏豐富是

值得參觀的場館。 

 

二、廈門行程 

(一)鼓浪嶼鋼琴博物館 

    廈門鼓浪嶼全島面積約 1.87 平方公里，擁有「鋼琴博物館」、「日光岩」、

「皓月園」、「菽莊花園」及「鼓浪石」等許多景色宜人的著名景點；「日光

岩」原名為晃岩是鼓浪嶼的主要景點，擁有許多歷史石刻及勝景，登臨頂

峰可將鼓浪嶼、廈門及大膽、小膽及周圍許多小島盡收眼底，日光岩頂端

凌空聳立的 40 公尺巨石，現今成為廈門的象徵，是民族英雄鄭成功收復台

灣時曾駐軍於此，是鼓浪嶼必去景點之一；「菽莊花園」位於鼓浪嶼港仔后

沙灘，園主原為台灣富商林爾嘉所有，又叫叔藏，花園就以他的名字諧音

命名，庭院以靜為主，靜中生趣，樓台亭閣不一其形、嶇橋低欄、形若游

龍，復有岩洞之幽，其中建立「鋼琴博物館」館內收藏許多稀有鋼琴值得

一見；「皓月園」位於鼓浪嶼東南部，建於 1985 年，占地約 30000 平方公尺，

是由海濱沙灘、綠樹、岩石及亭閣所結合而成的庭園，園內擁有鄭成功及

其他部將的巨型銅像，寬廣盛大且栩栩如生。 

(二)南音閣 

    廈門南音閣，處於廈門城區的中心位置，是廣大市民充分享受文化藝

術生活的理想去處。該館建築面積 2000 平方公尺，投資近千萬人民幣整修，

是一座融合閩南古典園林建築風格的兩層傳統樓閣建築。院內，迴廊與周

遭的山石、草木、水塘相互掩映、渾然天成是傳承和弘揚閩南傳統文化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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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的重要窗口。 

（三）廈門小白鷺藝術中心 

       廈門小白鷺藝術中心是由閩籍華商、新加坡金鷹國際集團主席陳江和先

生捐贈 3000 萬元人民幣所建設，思明區政府無償提供劇場用地。目的是傳

承中華民族民間文化，推動海峽兩岸藝術交流。 

        廈門小白鷺藝術中心位於廈門環島路曾厝垵，總用地面積 1.2 萬平方公

尺，建築面積近 7300 平方公尺，劇場有 550 個觀眾坐席。小白鷺藝術中心

是目前廈門市劇場中唯一具備 24 公尺深度和多種升降功能的專業舞臺。藝

術中心以廈門城市名片——廈門小白鷺民間舞團為品牌，具有民族風格與閩

台地域特色，將成為廈門小白鷺民間舞團的主要演出基地，並為招待國賓、

接待國內外重要會議和活動等提供文化活動場所，小白鷺藝術中心的空間形

態與海濱景觀融為一體，是環島路新的地標與風景。 

    

三、上海行程  

(一)上海世界博覽會 

    有史以來規模最大及花費最貴的世博會於 2010 年 5 月 1 日在上海開

幕，當然也不能錯過這場世紀盛事，此行因為時間的因素，僅參觀台灣館、

西班牙館及中國館並欣賞城市之窗主題秀。 

    穿梭在各大爭奇鬥艷的展館中，能稱得上最大氣也最霸氣非中國館莫

屬了。它佔地超過 22 個球場大小，高度達 69 公尺，並大量採用醒目的中

國紅色系。中國館的設計師何鏡堂是在中國建築界禮堪稱教父級的人物，

由 31 個省市地方館環繞的中國館，居中高高升起，採用鋼骨結構，打造出

層層向上的堆疊的斗拱建築，遠看像是一頂紅色的古代冠帽；從另一個角

度看，卻又像昔日中國農村常見用來計算糧食容量的斗。以＂斗冠＂造型

及表面覆以＂疊篆文字＂之主題構思，將無數中國人對世博會的憧憬和夢

想寄託於獨特的建築語言中，其外觀以「東方之冠」傳達中國文化的精神

與氣質，設計理念可分為：「東方之冠、鼎盛中華、天下糧倉、富庶百姓」。 

中國館一共分 3 層，面積最大的第 1 層，主要展區為「春天的故事」

及「智慧長河」﹔第 2 層是「騎乘探密」，最低層則是體驗中國的低碳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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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觀完中國館之後的心得是外觀建築撼動人心，內在設計感動人心。 

        台灣館的設計建築師是李祖原建築師，名為「山水心燈」的台灣館，占

地約 650 平方公尺，外觀是高約 20 公尺的巨型玻璃天燈，四面都能呈現出

影像，包含阿里山的日出、日月潭的碧波等，在玻璃天燈上，因為裡面鑲了

一顆巨型 LED 球體，可以讓五彩的天燈隨時變回為透明玻璃，這顆被稱為

「全天域球幕」720 度的球體，不斷綻放出各式繽紛台灣的海洋、森林等景

致的山水美景。 

    在球幕的劇院中還有許多的 4D 特效，讓人如置身在台灣。   台灣館

置身在巨大的中國館旁，如一顆以巧實力讓自己變成最璀璨的鑽石。 

西班牙館之外觀是用當地盛產的藤條所編制而成，由 Miralles Tagliabue 

EMBT 建築師事務所設計，面積約 7500 平方米，是世博會最大展覽館之一，

外型獨特狀觀，集尖端科技和實用功能於一體，藤條佈滿整個外裝，可說是

建築史上一項創舉，基於全部曲線的有機造型，被稱為＂西班牙籃子＂的展

覽館共用了 8524 塊藤板、2.5 萬米鋼管，可稱為是一座回顧往昔、展望未來

的建築傑作。 

西班牙館以＂我們世代相傳的城市＂為主題出發，分為氣勢宏大視聽效

果、裝置及現場表演，向世人展示 60 年代西班牙在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到發

展成目前的大都市的過程，尋求都市居家的模式最後以對未來的展望，既我

們希望為子孫留下什麼樣的城市？展覽館分三部份：「起源」以穿越時光之旅

方式，向世人展示西班牙的與眾不同，即力量，西班牙$在世界的 DNA，「城

市」展現西班牙過去與現在，「孩子」是未來的展望，以一個高 6.5 米巨嬰，

表達對未來更加美好、生活質量更高的西班牙城市的盼望。 

(二)世博會主題秀-城市之窗 

城市之窗表演館採用空間網架覆膜鋼結構，其挑高為 20 米大跨度空

間，以圓形劇場展現 360 度的觀賞舞台奇景之「多重立體旋轉魔術方塊舞

台」，是由台灣資深表演工作者陳琪所製作，是專為主題秀設計建造可納

2000 人大型劇本，表演館平面設計如一目眼睛，是心靈之窗，詮釋主題秀

之＂心靈之眼＂的精神內涵，以籃色為基調代表海洋與環保永續，眼球彷

彿是我們身處的地球，上下眼簾布滿中國與世界的城市標誌性建築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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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意著海納百川的上海世博會將世界各國文化、科技、藝術的精華呈現在

眾人眼前。 

世博會目標為＂成功、精彩、難忘＂，而城市之窗首創室內大型奇景

多媒體高空特技故事劇場＂一個女孩在上海遇見天使的故事＂，以舞台裝

置和演員表演相結合的方式，展現一個以科技又藝術亦感人的故事呈現，

表現出＂愛與和諧＂的傳奇故事，在短短 40 分鐘我們經歷一段穿越時空，

看見未來的不凡之旅，體驗城市歷史變遷與現代城市文化的多交會，瞭解

都市人冷漠的外表下所隱藏的溫情與關懷。 

「城市，讓生活更美好」是世博會主題，而城市之窗是回歸到「人」

的身上來探討城市生活，人是「城市」的靈魂，「眼睛」又是靈魂之「窗」，

結合上述元素的一場視聽震撼的心靈之旅。 

 (三)2010 上海-台北雙城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 

     2010 年 6 月 17~20 日之「上海、台北雙城文化創意博覽會」(以下稱

文博會)在上海世貿商城開幕，以＂讓創意說出理想＂的文博會，在參觀當

中看到了上海及台北兩地眾多知名的文化創意產業人員和企業，如霹靂有

舉辦大型布袋戲特展「霹靂英雄雙城會」，另有華元創意、高雄的三和瓦窯、

明日工作室的蔡志中老師的禪風系列、德瑞達公司的特殊造型 LED 燈飾等

等..真是台灣之光。文博會中台北部份的展示內容，依據主題及產業特色規

劃為＂觸電—數字/電子藝術生活新創意主題區＂、＂博物館衍生商品

區＂、＂創意生活區＂、＂時尚設計精品區＂等區域，呈現了豐富感及趣

味感，兼具歷史感、時尚感及流行感，相信台灣的文創產業即將在上海發

光發熱，展覽會期間並配合辦理相關論壇。 

 (四)上海博物館 

     上海博物館建於 1952 年，原址位於舊上海跑馬總會，1992 年新上海

博物館在上海市中心人民廣場南端動工，至 1996 年正式開館。館內共四層

樓，按功能分六個區域，分為開放區、庫房區、學術區、科研區、管理區

及設備區。館內一樓為「中國古代青銅館」及「雕塑館」。前區陳列了 400

多件青銅珍器，展示櫃上加上鎂光燈的照射下，營造了商周青銅器時代的

文化氣息，自公元前 18 世紀到公元前 3 世紀之獨特造型、精美紋飾、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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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藝；後區陳列了 120 餘件雕塑製品，展現了戰國至明代中國雕塑藝術得

變化、發展，其中大量的佛教雕塑更反彈了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之碰撞、

融合的過程，以金、紅、黑三色石刻塑像為主。二樓以「中國古代陶瓷」

展示區，從新石器時代到清朝末年，8000 年中國陶瓷史，精選 500 件集歷

代名窯佳作，禪述世界藝術史上一段土與火的神話；三樓是「歷代繪畫館」、

「歷代書法館」、「歷代爾印館」展示了唐代至近代的中國繪畫、充滿豐富

特色與不同風格的筆墨名作及大陸地區第一個陳列璽印篆刻；四樓是「古

代玉器館」讓人看了目不暇給及「歷代錢幣館」珍藏了許多將近 7000 件從

古至今的貨幣，數量驚人且保存完善。參觀完博物館看了許多歷史悠久的

珍藏品，更深入了解中國古代的文化藝術，真是讓人一飽眼福、大開眼界。 

 (五)多倫路名人巷 

「一條多倫路，百年上海灘」這句話說明了多倫路在 1930 年人文薈萃

的昔日景象，在此有著一種懷舊的想像力，更有氣氛，多倫路位於虹口區，

為保存短短 550 米長的老街，於 2000 年上海市斥資了 20 億人民幣整建，如

果說外灘是建築博物館，那多倫路就是名人博物館。 

走進多倫路，先看到一個牌樓「海上舊里」，兩側洋樓林立，有作家「白

先勇」父親故居、「孔祥熙」、「宋靄玲」之故居，魯迅、茅盾、郭沫若等知

名作家在此亦留下身影，洋樓係融合了伊斯蘭、新古典主義等建築特色，

小巧精緻；沿路有古董、字畫等老店、上海老電影可觀賞，讓人有回到從

前感覺。 

  

四、重慶行程 

（一）、重慶大劇院  

    重慶大劇院是委由重慶市保利劇院管理有限公司所經營管理，由該公

司盧力平副總經理接待，以 11 塊棱角分明的“石塊＂組成大劇院外形，位

於長江與嘉陵江匯合處，與朝天門碼頭隔江相望，和南山一棵樹觀景台遙

相呼應，大劇院的設計以「孤帆遠影」為主題，其建築表面選用淺綠色的

有機玻璃，整個外型酷似＂玻璃時空船＂寓意從過去駛向未來。獨特造型

將成為重慶乃至長江流域最具魅力的標誌性建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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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雪梨歌劇院外形比較圓滑柔和一樣，世界各地的劇院大都採用弧

形設計，而重慶大劇院則走了另一路線，德國建築師認為，這些“石塊＂

一是象徵了山城特點，二是完美體現了重慶人剛硬的性格特徵。11 塊“石

塊＂用中空夾膠鋼化玻璃（被稱為可“呼吸＂的玻璃），夜晚看起來，晶瑩

剔透，猶如水晶。重慶大劇院 ，地上共 7 層、地下 2 層、高度 64 公尺，

總建築面積 100300 平方公尺，總投資人民幣 16 億元，目前面積僅次於國家

大劇院。內部配置有大劇場、中劇場、音樂廳三個部分 ，大劇院 1850 席

（含樂池 88 席），主要供大型歌劇、舞蹈劇、芭蕾舞、交響樂演出，兼顧

大型綜合文藝演出；中劇院可容納 930 席（含樂池 65 席），主要用於小型

歌劇、戲劇、話劇等，音樂廳 300 席。大劇場和中劇場設計一致，舞臺都

確定為品字形，包括一個主臺、左右兩個側臺和一個後臺。觀眾看到的是

主舞臺，而兩側隱藏著的舞臺，能隨時轉動方向——後舞臺能往前移，左

右兩側舞臺能相互交叉，可以升降、傾斜、推拉、旋轉、平移，還可以進

行不同形式的組合。全自動的舞臺能迅速地把演員推到觀眾的眼前。  

         舞臺的頂部有能夠活動的聲罩，由高科技材料製作，利用有限的自然聲能，

可以將演員的聲音、樂曲最大程度地反射到觀眾席上。演員在臺上說話、獨

唱，不需要擴音設備，觀眾就能聽得清楚，聲音還不會失真，讓觀眾欣賞到

原汁原味的音樂會。重慶大劇院毗鄰長江，有著豐富的水資源，大劇院採用

“水空調＂，即利用水的恒溫原理，在夏季將房間中的熱量轉移到水源中帶

走，而冬季則從水源中提取能量通過載冷劑提升溫度後為房間供熱。據了解

“水空調＂較普通空調節能 30%左右。一旦大劇院使用“水空調＂，其使用

面積將達到 3 萬平方公尺，相當於 4 個多標準足球場，這也將成為全世界最

大的“水空調＂使用建築物。 

        如重慶大劇院水空調設計，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設計已取得「日常節

能」、「二氧化碳減量」、「水資源」及「污水垃圾改善」等 4 項指標候選綠建

築證書，並將考慮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達到節能減碳目標。 

 

肆、參訪團員心得討論 

一、大陸各地區近年來陸續興建完成數十座大小不一的專業級表演場館，興建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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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台幣數億元至百億元以上不等，各場館於完工後的經營，均面臨諸多問

題，這些現象都是值得彼此參考，如： 

(一)廣州大劇院於完工後，委由國營企業的中國對外文化集團另設公司經營，重

慶大劇院則於近完工前，委由北京保利集團另設公司經營，發現興建過程未

參與，則難與營運的需求銜接。因此，台灣目前興建中的各類型表演場館均

強調軟硬體同步，如台中大都會歌劇院，於硬體未完成設計發包之前，有關

未來營運即規劃以OT方式發包委外，惟經數次發包均流標，此並非表示表演

場館委外不可行，或可檢討委外之條件與規範，是否影響廠商參與的意願。 

(二)大陸委外經營之表演場館，政府僅酌予經營單位部分補貼，大部分營運經費

均由受委託單位自負盈虧，此可減輕政府負擔，惟經營單位必須從主場館場

租收入之外，設法擴大週邊收入，如經營各種相關服務等或將部分週邊場地

轉租，甚至擴大主場館活動內容，如廣州大劇院將考慮與企業界合作，提供

非純藝術性的活動，此種經營模式亦可供台灣即將辦理委外之場館參考。 

(三)廈門市近年完成數座表演場所，包括由民間企業集團出資興建，類似台北市

新舞台，並依音樂或戲劇舞蹈之專業屬性分開設置，雖規模不及廣州大劇院

或重慶大劇院等，但每個場地可呈現小而美效果，較易經營管理，又與當地

表演團隊或藝術學校聯合經營，可兼顧育成效果，未來台灣有些縣市或區域

級表演場所，亦可參考其營運方式，以發揮場地多元化效益。 

(四)目前大陸新建完成之表演藝術場館，大多數雖轉委外經營，但其模式與條件

亦有差異，同時也有政府自營，如北京大劇院等。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未

來營運將採行政法人制，有關營運規劃必須提前完成各項準備作業，及早設

置營運團隊，讓軟硬體同步進行，且面對鉅額營運費用，除靠政府充分挹注

外，宜思考提升週邊設施的經營，如利用中心各種空間執行文化商品、育成

工作、餐飲服務外，並密切與觀光或產業界合作，擴大場館營業內容，含主

場館之表演活動類型。 

(五)廣東省博物館與廣州大劇院毗鄰，因同時籌建，並同時於2010年5月開幕，兩

項均屬大規模文化機構，展演並列，地下停車場互通，白天以博物館停車為

主，夜晚以劇場為主，二者具互補功能，可充分解決停車問題，設計構想甚

佳。而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位處67公頃之公園內，中心地下室設置六百多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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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位，公園內亦設有地面停車位，二者亦可相輔相成，對繁忙都會中心之交

通，頗有正面效益。 

(六)重慶大劇院位處長江與嘉陵江交會口，廣州大劇院面臨珠江，地理位置優越，

如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雪梨歌劇院等面臨海灣，從劇院地標型建築，加上

優美場景，可結合觀光，塑造為一獨特景點，增加劇院多元化功能。衛武營

藝術文化中心，與數十公頃公園融合為一體，並面臨園區內人工湖，如將整

座劇院以公共藝術效果呈現，也可發揮類似效果。 

(七)近年來兩岸不斷增建各類型表演場所，除面臨鉅額硬體建設經費外，又必須

規劃長久經營的經費、維修管理、行銷及節目製作等諸多問題。有關藝術場

館的營運人才與經驗，台灣可說比大陸較具優勢，惟為發揮兩岸場館營運效

益，未來兩岸可多做策略性聯盟，積極互動。因此，衛武營藝術丈化中心於

完工前，除規劃與台北國家兩廳院密切結合外，亦可與大陸相關場館定期舉

辦營運論壇，或安排團隊與經營管理人員互訪，共同研擬節目製作，以發揮

良性聯盟效益。 

二、大陸在近年完成數十座不同規模等級專業表演藝術場所，台灣目前也正積極規

劃興建數座類似場館。大陸除北京、上海等之場館，台灣除台北市之場館營運

尚佳外，其餘含已完成或興建中之表演場所，兩岸均面臨未來營運之重大議

題，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已於2010年3月正式開工，預計2012年完工啟用，目

前已同步規劃未來之營運，因此，為結合兩岸之表演藝術資源，除規劃定期舉

辦兩岸各項策略性聯盟之外，大陸各地陸續完成之場館，目前亦有待充實各種

類型之節目，台灣諸多表演團隊為擴大表演市場，正可爭取前往演出之機會，

一方面可促進兩岸更多表演藝術之交流，一方面又可提升國內更多團隊出國演

出的機會，以擴大整體表演藝術之效益。 

三、台灣此次參加上海世博，與港、澳暨中國館同屬一區，論規模相距甚遠，惟台

灣館天燈造型、燈光、導覽等頗具特色，有關展出內容，為求充分代表台灣的

人文與自然環境，或有探討空間，如展區最後泡茶的設計，或有更佳的內容替

代。 

四、上海世博會中的主題秀－「城市之窗」，有如世博之眼，肩負傳達世博會主旨

意涵的重要任務，是世博會展演活動中受囑目的焦點，由來自台灣的台北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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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協會負責策劃與製作，融合了音樂、戲劇、舞蹈、高空特技、魔術、多媒

體、超大型多重立體旋轉魔方舞台裝置等當代劇場藝術，該協會集結國內外策

展及製作的經驗與資源，製作那一齣穿越古今時空，打破地域疆界的室內大型

奇景多媒體音樂故事劇場，專屬表演館內約可容納2千人，每日(週一除外)表

演三場，被定位為世博第一秀，是不可錯過的完美活動。目前文建會正仿照太

陽劇場規劃類似活動，並積極推動與觀光結合的定目劇，以「城市之窗」的製

作方式與內容，確有參考之處，尤其「城市之窗」的總策劃與製作，係屬來自

台灣的專業人士，顯示國內相關人才與經驗亦相當豐厚。 

五、從2010年6月中旬起，於大陸福建省舉辦兩岸海峽論壇，據說台灣各界人士約

有上萬人前往參加，此期間於廈門市國際會展中心同步舉辦第三屆兩岸文化產

業博覽會，以「一脈相傳創意未來」為主題，著力打造和構建兩岸文化交流與

產業合作的重要平台。同時，於上海世貿商城，配合台北文化週，由台北市與

上海市共同主辦2010台北上海雙城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由廈門與上海所辦之

文博會，內均含數場論壇，兩岸參加廠商與藝文界人士相當踴躍，對兩岸文創

的創意與發展，應有相當助益。惟以上兩者都在上海世博會期間，如此大規模

活動雖分散各地，分別帶來廣大人潮，可是也因為時間密集，除宣示兩岸交流

之盛況外，對行政作業及各自行銷，或許會影響整體實質效益。 

 

伍、建議辦理事項 

一、增進兩岸劇場界文化交流；規劃辦理營運管理機構論壇，含場館經營模式、節

目製作、行銷等研討。 

二、評估較具規模之表演團隊參與劇場營運之可行性。 

三、輔導國內各劇團的經營與管理能力，推動企業經費贊助與認養。 

四、表演劇場可採委外經營模式，只是委外條件宜更富彈性。 

五、爭取更多台灣表演團隊赴大陸各劇院演出。 

六、兩岸文化交流頻繁，為求實質效益，可採分項分次辦理。 

七、結合地方特色、藝術、工藝之創作，提升藝文中心商業效益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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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附錄照片 

 

廣州大劇院－內部觀眾席 

 

 
廣州大劇院－舞台劇排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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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大劇院－座椅區下方空調出風口 

 

 

廣州大劇院－內部隔音牆與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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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大劇院－建築結構一景 

 

 

廣州大劇院－建築構造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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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陳氏書院牌樓 

 

  
廣州陳家祠屋背簷雕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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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陳家祠－刺繡工藝展覽 

 

 

廣州陳家祠－廣場與屋脊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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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觀廣東省博物館－引導介紹情形 

 

 

廣東省博物館－自然資源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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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省博物館－藝術展覽館藏 

 

 

廣東省博物館－廣東歷史民俗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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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小白鷺藝術中心 

 

 

廈門小白鷺藝術中心－劇院觀眾席（550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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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小白鷺藝術中心－二樓包廂區 

 

 

廈門小白鷺藝術中心－一般演員化妝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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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從廈門港觀看鼓浪嶼海景 

 

 

 
廈門－鼓浪嶼全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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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在鼓浪嶼最高點俯視全島 

 

 
廈門－鼓浪嶼鋼琴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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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南音閣小劇場內部 

 

 
廈門－南音閣之專場（水務集團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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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界博覽會－全區導覽圖 

 

 

上海世界博覽會－西班牙館藤板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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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界博覽會－西班牙館以影音呈現城市之過去 

 

 

 

上海世界博覽會－西班牙館巨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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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界博覽會－西班牙館外部鋼結構 

 

 
上海世界博覽會－排隊參觀人潮一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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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界博覽會－台灣館外觀 

 

 

上海世界博覽會－台灣館天燈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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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界博覽會－台灣館 720 度全天域劇場 

 

 
上海世界博覽會－中國館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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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界博覽會－中國館各層平面圖 

 

 

上海世界博覽會－中國館環保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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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界博覽會－中國館第 2 層「騎乘探密」尋覓之旅 

 

 

上海世博會－主題秀城市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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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博會－主題秀城市之窗演出時間 

 

 

 

 

上海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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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館－古代玉器館藏 

 

 

 

上海博物館－藏族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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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館－中國古代青銅、雕塑館藏 

 

 

上海博物館－藏族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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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多倫路名人巷－海上舊里 

 

 

 

上海多倫路名人巷－魯迅（1881-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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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多倫路名人巷－建築特色一景 

 

 

重慶大劇院－正門口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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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大劇院－廣場指標 

 

 

 
重慶大劇院－背面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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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大劇院－參觀指引人員介紹 

 

 

 

重慶大劇院－劇院內部 1850 席位、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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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大劇院－劇院外部結構 

 

 
重慶大劇院－一般演員化妝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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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大劇院－劇院天花板圓形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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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大劇院－劇院座椅及空調出風口 

 

 
重慶大劇院－售票處 

 

 

從嘉陵江遠眺－船型重慶大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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