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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自民國 97 年開始推動「臺灣生活美學運動」，同年三

月，為了營造更良好的生活文化環境，提昇民眾的生活品質，將全國四所國立社

教館正式更名為「國立生活美學館」，希望從臺灣自身蘊含的文化力量做起，培養

民眾的美感素養，將藝術與美感具體實踐到民眾的食、衣、住、行、育、樂的常

民生活中，建立具有美學概念的生活環境，展現臺灣生活美學的精神與內涵。 

由於近年來全面實施周休二日，再加上文建會積極推動落實文化公民權，國

人愈來愈重視休閒文化的品質。為增進生活美學知識、累積及深化經驗，以提昇

國內文化休閒活動之水準，及藝術創作專業與經驗交流，並為規劃辦理國內文化

藝術旅遊路線，國立新竹生活美學館、國立彰化生活美學館及國立臺南生活美學

館前往新加坡藝術地區參訪。 

本計畫目標在透過參訪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中央藝術區、牛車水藝術地帶、

登布西路與東陵、小印度（加寶路藝術地帶）、河濱藝術區等藝術地區參訪區域內

之藝術文化機構，瞭解其營運狀況、文化商品開發、公共服務及行銷推廣等情形，

吸取其理念、經驗與作法，以作為生活美學館營運規劃之參考與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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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參訪人員 

姓名  服務機關／服務單位  職稱／官職等   

莊三修  
國立新竹生活美學館  

館長室  

館長  

簡任（派）-含簡任（派）或相當簡任（派）

吳育倫  
國立新竹生活美學館  

推廣輔導組  

組員  

薦任（派）-含薦任（派）或相當薦任（派）

曾文政  
國立彰化生活美學館  

行政室  

室主任  

薦任（派）-含薦任（派）或相當薦任（派）

曹資穎  
國立彰化生活美學館  

研究組  

助理研究員  

薦任（派）-含薦任（派）或相當薦任（派）

柳蕙瑜  
國立臺南生活美學館  

推廣輔導組  

副研究員  

薦任（派）-含薦任（派）或相當薦任（派）

林敏華  
國立臺南生活美學館  

研究組  

副研究員  

薦任（派）-含薦任（派）或相當薦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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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參訪行程 

日期 時間 行程 

13：00-13：30 桃園國際航空站第一航廈集合 
12 月 6 日 

（星期一） 16：00-21：45 
啟程，搭乘華航 CI0751 班機由臺北前往新加坡

（住宿旅館：OXFORD HOTEL） 

9：00-12：00 

中央藝術區 

新聞、通訊及藝術部大廈 MICA building 

新加坡美術館 Singapore Art Museum 

12 月 7 日 

（星期二） 

13：00-20：30 

牛車水藝術地帶 

寶塔街、丁加奴街、登婆街、史密斯街 

原貌館、佛牙寺、新加坡城市展覽廳 Singapore 

City Gallery、紅點設計博物館 Red dot design 

museum 

9：00-12：00 濱海藝術中心 

13：00-16：00 加寶路藝術地帶（小印度區） 
12 月 8 日 

（星期三） 
16：30-20：30 

河濱藝術區 

駁船碼頭、萊佛士登陸遺址、克拉碼頭、 

魚尾獅公園 

10：00-12：00 登布西路：琳達藝術中心 

13：00-16：00 

東陵購物中心藝廊 

HaKaren 客藝廊、Tzen 陳振畫廊和 Yuen 源庫 

畫廊 

12 月 9 日 

（星期四） 

16：30-20：30 滑鐵盧街藝術地帶 Waterloo St. 

8：00-8：30 OXFORD HOTEL 往機場 12 月 10 日 

（星期五） 10：25-15：00 回程，搭乘華航 CI0752 由新加坡返回臺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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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參訪過程紀要： 

一、中央藝術區 

日期：2010 年 12 月 7 日（二）9：00-12：00 

地點：新聞、通訊及藝術部大廈 MICA building（140 Hill St.） 

新加坡美術館 Singapore Art Museum（71 Bras Basah Rd.） 

參訪情形：  

新聞、通訊及藝術部大廈

（MICA building）鄰近新加

坡河，是座以新古典主義為設

計風格的建築，龐大的建築物

給人一種輕巧的印象。整體建

築以白色為基調，七彩顏色的

窗 框 佔 據 了 整 個 視 覺 的 焦

點，也是該建築最大的特色。  

大 廈 裡 有 七 間 高 級 畫

廊，出售種類齊全的藝術品，

並有若干畫展的展覽室和以及

音樂廳，定期推廣藝文活動，為一間兼具行政與文化休閒的藝術大廈。 

圖一 新聞、通訊及藝術部大廈的窗戶漆成彩虹顏色 

 

 

 

 

  
 

圖二 新聞、通訊及藝術部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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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新聞、通訊及藝術部廣場中央的

公共藝術品 

 

 

新加坡美術館（Singapore Art Museum）是新加坡重要的藝術展覽中心，

建築物有濃郁英國殖民的歐洲風格，館內設有藝文展覽室、圖書閱覽室、禮

堂及多功能會議廳、咖啡館與紀念品店。展出內容以新加坡及亞洲 20 世紀現

代藝術作品與傳統藝術品為主，此次參訪時是日本東京現代藝術作品 

（Trans-Cool TOKYO）的主題展。 

 

 

 

 

 

 

 圖四 新加坡美術館 

2010.11.19-2011.2.13 

主題展大型牆面海報 
 

 

 

美術館入口諮詢櫃台和售票處後方，設有參展藝術家文化創意商品的展

示銷售區，商品價格平實且具實用性，使觀眾在參觀前先接觸到的藝術家創

作文化產品，不但能提昇購買動機，更可加深觀眾在進出展覽室時對其作品

的印象，讓藝術消費不再遙不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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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新加坡美術館外觀 

 

 

二、牛車水藝術地帶 

日期：2010 年 12 月 7 日（二）13：00-20：30 

地點：寶塔街、丁加奴街、登婆街、史密斯街 

原貌館、佛牙寺、新加坡城市展覽廳 Singapore City Gallery、 

紅點設計美術館 Red dot design museum 

參訪情形： 

搭乘地鐵是遊覽新加坡最便捷的交通工具，目前全島共有三條地鐵線，

東西線、南北線和東北線，另有一條通往樟宜機場的支線。而興建中的環狀

線，使捷運網絡更為綿密。透過捷運工具，可以便利地遊覽牛車水、小印度、

河濱、烏節路…等。 

一行人離開中央藝術區，前往克拉碼頭站搭乘捷運，準備前往下一站「牛

車水」。自捷運車廂出來，映入眼簾的是車門兩旁張貼著交通部觀光局臺灣旅

遊的宣傳廣告，在異鄉看見介紹臺灣的文宣，備感親切。而地面上一整排的

漢字書法妝點的公共藝術，也相當具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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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牛車水捷運站內臺灣交通部觀光局廣告 

 
圖七 牛車水捷運站的地面公共藝術 

「牛車水」是華人聚居的中國城，因新加坡早期的居民都是以牛車來載

運乾淨的井水而得名，走出牛車水捷運站出口 A，映入眼簾的畫面讓人再熟

悉也不過；地鐵站出口的寶塔街上兩側林立一攤攤的藝品店、骨董店和旗袍

店。不論是中國風味的藝品店、特產店或老字號店鋪，招牌以簡體中文和英

文陳述，有著類似臺北觀光夜市內徒步區的商店街和小吃攤。 

 7



 
圖八 牛車水地鐵站出口寶塔街（藝品街）街景 

在寶塔街上，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棟看似平凡卻又不平凡的建築物，那

就是牛車水原貌館。它是記錄與展覽牛車水地區早期的歷史博物館，由舊店

面翻修而成，建築本身則是有殖民時期味道的英式洋樓，不論是博物館門口

陳列舊式的人力車，或是內部陳設擺飾，彷彿時光倒流，回到早期華人開墾

的艱辛歲月。 

      
 圖九 牛車水原貌館外觀 

    轉過一個彎，一行人來到了丁加奴街，這裡，曾是新加坡的紅燈區，如

今改頭換面，開起一家家的紀念品店。沿途經過賣藥材與保健食品的登婆街，

這裡的感覺有點像臺灣的迪化街。接著，我們來到史密斯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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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密斯街的八座建築以及丁加奴街的兩座建築頂層，於 1998 年被新加坡

國家藝術理事會收購並特別保留為藝術所用，也因此有許多藝術協會落籍於

此，新加坡寫作人協會就是一例。整區擁有各種藝術活動，如粵劇、京劇、

潮劇、音樂、舞臺劇等各種表演，以及書法和文學展覽。 

    除此之外，史密斯街也是新加坡著名的「美食街」，白天街上冷冷清清，

直到傍晚才陸陸續續有攤販出來擺攤，和臺灣的士林夜市很像，人聲鼎沸，

這裡的路邊攤可是經過新加坡當局特許才能設立，品質具有政府核可的保證。 

 

 

 

 

 

 

圖十 史密斯街前合影 

 

 

 

 

 

 

 

圖十一 夜晚露天夜市的史密斯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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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前走，看到一棟相當雄偉的建築，那就是佛牙寺。該寺建於 2002
年，是牛車水最新的佛教徒朝聖地，建築外觀模仿了中國唐朝的建築風格，

大殿內供奉彌樂尊佛和由純金鑄造供奉佛牙舍利的佛牙舍利塔，建築裝潢金

碧輝煌，不時有香客前往參拜。樓高五層，在第三層還有一間佛教文物館，

展出超過 300 件佛教藝術收藏品。除此之外，也有販賣部，販售佛像、佛經，

以及相關佛教文物等。 

                          圖十二 佛牙寺宏偉的建築

 

 

 

 

 

 

 

 圖十三 新加坡城市展覽廳的展示廳

再往南走

一點，來到新加

坡城市展覽廳 

（Singapore 

City Gallery）。

該單位是由新

加坡市區重建

局 （URA,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規劃設立，常設展展出兩座巨型新加坡空照模型，可全覽新加坡

全島城市發展歷史跟建築以及未來的都市發展藍圖，此次當期的展覽是介紹

20 位新加坡當代建築師（45 位新加坡建築師聯盟的成員）的作品模型及設計

理念，可以讓觀眾瞭解新加坡的當代建築以及現代化的都市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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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紅點設計美術館外觀 

          位於新加坡城

市展覽廳對面的紅點

設計博物館（Red dot 

design museum），是

德國紅點設計博物館

在亞洲所設最大的當

代設計博物館，而由

德國著名的設計師協

會所創立「紅點設計

大獎」，更是每年選拔國際優秀的設計作品和新銳設計師。新加坡的紅點設計

博物館，就如其名，是棟醒目的紅色建築，前身是新加坡交通警察總部，除

了有展示空間、餐飲咖啡中庭外，還是一個複合式的文化創意產業辦公中心，

附設許多家創意設計公司，不但保存了歷史文化建築，更賦予新的現代設計

文化意象。 

不論博物館是否公休閉館，入口服務櫃台都設有服務人員及放置展覽簡

介，提供觀眾諮詢服務及展覽資料索取，且博物館咖啡廳及文創商品賣店亦

開放，提供民眾休憩及選購創意商品。 

最後，參觀了馬里安曼興都廟。該廟

建於 1827 年，是新加坡境內最古老的印

度教寺廟，外觀雕塑色彩豔麗的立體神

像，內有華麗的寶塔建築，廟裡供奉的是

能治癒傳染病的馬里安曼女神，該廟呈現

新加坡的文化多樣性及對宗教的尊重與

包容，也見證了牛車水地區為印度人最早

的落腳地區。  

 圖十五 馬里安曼興都廟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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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濱海藝術中心 

日期：2010 年 12 月 8 日（三）9：00-12：00 

地點：濱海藝術中心 

參訪情形： 

    濱海藝術中心落成於 2002 年 10 月，是新加坡濱海灣最醒目的地標之一。

外型奇特凸出，從新加坡河岸對面的魚尾獅公園遠眺，彷彿兩顆大榴槤。 

 

圖十六 遠眺濱海藝術中心河岸建築風貌 

    走近一看，大榴槤的屋頂，是由數以千計的三角型鋼片所組成。這樣的

構造，相當前衛，也富有設計感，相當少見。不過它有一個美中不足之處，

那就是每半年要用人工來清洗屋頂，不僅耗時，其花費也很大，也因此成為

濱海藝術中心相當大的經濟負擔，或許這正是魚與熊掌無法兼顧的無奈！ 

 

 

 

 

 

 

 

圖十七 濱海藝術中心造型 

奇特的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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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濱海藝術中心不但是新加坡首屈一指的表演藝術地點，許多國際知名的

藝術大師都曾受邀演出。其功能相當多元化：包含 1,600 座位的音樂廳、2,000
座位的劇院、表演室與排演場、購物中心、餐廳（如寒舍）、購物中心（Epslandae 
Mall）、濱海表演藝術圖書館，以及戶外表演空間（戶外劇場與邊緣劇場）

等。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正式展售畫廊的「窗戶」，可陳列大量視覺藝術的

作品。 

    下方照片即為戶外劇場，中央高起的舞台、環形劇場的設計，輔以良好

的燈光、音響，以及有半圓型的屋頂，效果十足。此外，該劇場緊臨河岸，

濱海灣美景盡收眼底。 

 

圖十八 濱海藝術中心的戶外劇場 

一行人來到迴廊，就被這圓弧型的的展示廳吸引住了，也打破了以往對

於展場方方正正的刻板印象。而且，該場地有良好的採光，讓十餘幅展示攝

影作品與影像投影更顯自然。 

 
圖十九 濱海藝術中心迴廊正在舉辦的攝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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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寶路藝術地帶（小印度區）  

日期：2010 年 12 月 8 日（三）13：00-16：00 

地點：加寶路 

參訪情形： 

新加坡是個兼容並蓄的國家，印度人在這裡也占有一席之地，而想一睹印

度風采，拜訪小印度準沒錯！來到小印度，只見兩旁都是拱廊式的建築，兩層

樓的房子漆成黃色、粉紅色等鮮艷的色彩，鮮麗的沙龍隨風飛揚，空氣中散發

淡淡的神祕印度香料香氣，街道上販賣著各式印度特色產品。小印度區，起源

於西元 1819 年，萊佛士爵士在新加坡登陸，隨行的 100 餘位印度居民，落腳

於今日的牛車水，從事各項工程建設，他們是第一批的印度移民，直至 19 世

紀末才移居到現在的地方。 

我們首先品嘗道地的印度拉茶，其實也就是俗稱的奶茶，只見服務生將阿

薩姆紅茶放入小鍋中水煮 2 至 3 分鐘，然後倒進杯子，並添加預熱的牛奶與糖，

接著熟練地用兩個杯子相互傾倒，過了幾分鐘，一杯香濃的拉茶就完成了。 

 
圖廿 加寶路藝術區印度拉茶製作過程 

接著，我們來到加寶路（Kerbau Rd.）。這裡是新加坡晚近規劃的藝術地

區，將原本殘破不堪的建築細心修復，成為八間相當具有特色的店屋，如今已

是新加坡六間文化藝術公司的所在地，包括英語舞臺劇組 Wild Rice、Spell#7

和 Dramaplus Arts；民族藝術團體 Bhaskar's Art Academy 和 Sri Warisan Som Said 

Performing Arts；還有非常受歡迎的當代藝術畫廊 Plastique Kinetic W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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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廿一 加寶路合影 

 

 
圖廿二 加寶路藝術區繽紛華麗的印度風情店屋 

   像是一間名為 Plastique Kinetic Worms（PKW）的當代藝廊，是一個非營

利組織，成立於 1998 年，提供藝術家一個展示的平台，並舉辦相關的藝術論

壇、研討會與美學講座，進一步發展當代藝術，同時積極從事藝術探索與國際

交流。 

   這些成排的店屋，或採單一色調，或繪以七彩顏色，各具特色，連公共廁

所都也經過精心設計，遠遠望去，會讓人誤以為是餐廳或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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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廿三 加寶路藝術區裝飾華麗的廁所 

五、河濱藝術區 

日期：2010 年 12 月 8 日（三）16：30-20：30 

地點：駁船碼頭、萊佛士登陸遺址、克拉碼頭、魚尾獅公園 

參訪情形： 

河濱藝術區，是新加坡夜間最為活耀的地區。趁著天色尚早，便搭車前

往第一個地點「萊佛士登陸遺址」。該地位於新加坡河沿岸，是英屬東印度公

司的萊佛士的登陸處。西元 1819 年，萊佛士簽下自由貿易協定，展開新加坡

現代化的歷程。這裡的萊佛士雕像是白色的，以酷酷的姿勢守護著新加坡。 

 
 
 
 
 
 
 
 
 
 

圖廿四 萊佛士登登路 

遺址，對岸為 

駁船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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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船碼頭位於河岸對面，每當夜晚來臨，駁船碼頭變搖身一變，成為一熱

鬧鼎沸的碼頭，餐廳酒吧一字排開，河岸風光明媚。在熱鬧的背後，鮮少人

知這裡曾經有著一群群的苦力與水手們，為了討生活，揮灑著他們的汗水忙

碌地工作著。 

接著，來

到 魚 尾 獅 公

園，此地是遊

客 必 到 的 地

點。新加坡舊

稱「獅城」，源

自馬來語，故

以獅頭代表新

加坡。另魚的

尾巴則象徵海

之鎮，由小港口發展成今日的規模。該地有兩尊魚尾獅像，較小的一尊為原

作，因遊客眾多，怕遭破壞，於四周架起護欄。另於一旁建立一尊數倍大的

魚尾獅像，還會噴水，氣勢磅礡，相當壯觀。 

圖廿五 魚尾獅公園 

 

而改造最

為成功的當屬

克拉碼頭。碼

頭規劃成五個

區域，以不同

的顏色作為倉

庫與建築的外

觀。這裡的餐

廳酒吧，在店

外的人行道上

增設玻璃帷幕與大型透明天棚架，並設有座位區，可飽覽新加坡河夜景之美。

除此之外，還可以搭船遊河，欣賞明媚的河上風光。   

圖廿六 克拉碼頭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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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廿七 新加坡河岸風光及搭船服務 

六、登布西路 

日期：2010 年 12 月 9 日（四）10：00-12：00 

地點：琳達藝術中心 

參訪情形： 

登布西路，早期是英軍軍營和中央人力基地的所在地。這裡有一座小山

丘，名為登布西山。此區和克拉碼頭幾乎同一時間改頭換面，以寧靜高雅的

姿態成為一全新的生活據點。 

四周環繞高級住宅區，

目前進駐 10 餘家餐

廳、酒吧與藝廊，琳達

藝術中心（Linda 

Gallery）是其中之一。 

圖廿八 琳達藝術中心

該中心成立於 1990

年，主要畫廊位於印尼

雅加達，這裡的畫廊是

1999 年所成立的，最近

又於北京 798 當代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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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成立第三家畫廊。多年來，該中心在新加坡、印尼與中國辦理參與並策劃

許多重要的藝術活動，並專門從事當代中國和印尼繪畫藝術品展售工作，以

及發展當代視覺藝術。

 
圖廿九 參觀琳達藝術中心 

    我們發覺這裡展出的藝術

品相當具有特色。除了一般的

畫作外，另有一些複合媒材的

作品：如以美元圖案為素材，

製作出一件件精美的作品，像

是馬桶、蘋果…等，心想若這

些作品真的用美元來製作的

話，那應該更加「價值不斐」！

但換另一個角度想，應該也沒

有人會想真的使用紙做的「馬

桶」吧！ 

 

圖卅 琳達藝術中心「價值不斐」的 

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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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這裡的人形雕塑品也很具巧思，像下圖的這兩件作品，以燈泡為

意象，象徵人不斷燃燒自己，照亮別人；另一張則看到一群骨瘦如豺的人行

走在街上，似乎在述說人們整日忙於生活、忙於工作，一刻也不得閒。 

  

 

 

 

 

 

 

 
圖卅一 琳達藝術中心的人形雕塑作品 

 

 

 

 

 

 

     
圖卅二 琳達藝術中心的銅雕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說明牌上，除了一般常有的作者、作品名稱等作品介紹

外，還標示該藝術品的價格，這也是私人藝廊的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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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東陵購物中心藝廊 

日期：2010 年 12 月 9 日（四）13：00-16：00 

地點：HaKaren 客藝廊、Tzen 陳振畫廊和 Yuen 源庫畫廊 

參訪情形： 

    烏節路，是新加坡最著名的百貨公司街，和臺灣的東區很像，比較知名     

的有董廈、百利宮、易安城、邵氏樓、先得坊、幸運購物廣場、威士馬廣場

及遠東廣場等。 

我們來到其中的一間百貨公司

叫做「東陵購物中心」。和我們一般

所熟知的百貨公司有點不同，因為

它除了賣各式家電、服飾、百貨與

美食外，還設有著一間間的畫廊，

專門販售藝術品。而這也算是新加

坡的一大特色，藝術家嘔心瀝血的

創作，在此得以出售行銷。 

 

 
圖卅三 東陵購物中心樓層分佈圖 

（打圈者為 Tzen 陳振畫廊） 

 

 

 

     首先，我們先參觀三樓的 HaKaren 客藝廊。該藝廊建於 1996 年，引領

專業當代中國藝術，擁有許多當代油畫、水墨畫和水彩畫。此外，也展示一

些雕塑作品。據藝廊人員表示，他們在 2002 年引進前衛藝術，並在傳統與現

代間試圖進行融合，除此之外，也提供一般民眾專業的藝術服務以及國際藝

術品買賣。該藝廊最近也於北京的中央別墅區成立新畫廊，距北京首都國際

機場僅 15 分鐘車程，其進軍中國的雄心壯志不言可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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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卅四 HaKaren 客藝廊外留影 

 

    位於該樓層的另一側是 Tzen 陳振畫廊。成立於 1975 年，主要是收藏

19 世紀中國油畫作品，以及當代中國及東南亞的藝術作品。主要陳列的是

水彩、鋼筆和水墨畫以及多種選擇的卷軸。事有不巧，我們參訪時剛好遇

到休館，不過仍能從透明的玻璃櫥窗觀看精湛的藝術作品。 

 

          圖卅五 從藝廊外觀看玻璃櫥窗展示 Tzen 陳振畫廊的水彩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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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en 源庫畫廊位於地下一樓，由於位置隱密，一行人幾經詢問，才找

到它。位於環型的廊道一側，場地不大，只見老闆正忙於裝裱畫作，趕著

交貨。櫥窗內擺滿各式的藝術品，以中國畫居多，還有一些佛像。不過，

唯一美中不足的地方是，它緊臨停車場，對於外來的遊客來說，不容易發

現它的存在。 
 

 
    圖卅六 Tzen 陳振畫廊外貌 

八、滑鐵盧街藝術地帶 

日期：2010 年 12 月 9 日（四）16：30-20：30 

地點：滑鐵盧街藝術地帶 Waterloo St. 

參訪情形： 

此行最後一個地點，來到了滑鐵盧藝術地帶。位於我們下榻的 OXFORD 

HOTE 飯店附近，所以我們將這個地方放在最後，也為此行畫下一個最完美的

句點！ 

新加坡政府將「滑鐵盧街藝術地帶」改造為市中心藝術活動的集中地，

透過藝術家創意與政府或企業資金贊助，將具有文化藝術特色的閒置空間，

例如英式洋樓、商店居住空間等再利用，打造成藝術創作舞台，增添社區發

展活力，一方面保留舊有建物的歷史記憶和社會發展脈絡的痕跡，一方面配

合都市更新和現代城市發展，培育發展當代藝術，活化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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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這樣的都市規劃與文化發展策略，再加上便利的交通（捷運環狀線

百勝站），使這個地區湧現了多個藝術團體，如行動劇場、新加坡書法協會、

聚舞坊、青年音樂家協會雕塑廣場和史丹福藝術中心（實踐話劇團、新加坡

歌劇團、星海藝術研究

會）等。此外，新加坡

博物館、新加坡國家博

物館、土生華人博物館

均位於附近，讓這個地

區成為新加坡最重要的

藝術文化樞紐地帶。 

圖卅七 新加坡書法家協會與書法中心 

 

 

 

 

 

 

 

 

 

 

 

 

 

 

圖卅八 新加坡聚舞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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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一）新加坡係一個移民社會與高度發展的國家，由於移入群聚效應與政府 

      有意的規劃，發展成數個藝術帶，在如此幅員狹小的彈丸之地，呈現 

      不同的文化與特色。但也由於政府的規劃，多元民族概略分布在特定 

      的區域，形成牛車水中國城、加寶路小印度區、荷蘭村等文化區，無 

      形中也加深國際觀光客對各民族間的區域藩籬和刻板印象。 

（二）建築物的外觀是一個城市的容顏，若說大部分臺灣的建築物看起來就 

像水泥森林，灰暗、生硬、冰冷、無生氣，那麼新加坡和臺灣恰成一 

組強烈的對比。許多建築物被塗上五顏六色的顏料，像彩虹色階般色 

彩繽紛、熱鬧。綜觀整體的城市建築，留有被歐洲殖民過的歷史痕跡 

和影響，有著類似歐洲的街景，不管是熱鬧繁華的街區或古樸，靜謐 

的小巷都看得到歷史文化的軌跡。 

（三）無可諱言，在新加坡政府出名的嚴刑峻罰規範之下，新加坡商業區店 

家招牌很規矩，行道樹和公共區域綠地也經過一番設計，街道、公共 

區域很乾淨，市容非常整齊。 

（四）新加坡畫廊極多，往往一個小小的店面或空間即稱為畫廊或藝術品展

示中心，而且這些畫廊或展示中心往往坐落於人來人往之地，例如百

貨公司內或賣場中，形成當地藝術文化消費的特色。 

（五）新加坡城市地鐵網路四通八達，周邊公車轉乘系統和標示也相當便捷

與清楚，英文指標說明與簡介隨處可見，不但成功疏導交通尖鋒時間

的人潮，也增加外國旅客的旅遊意願。 

（六）新加坡的藝廊，多半與與藝術博物館、藝術區和百貨公司結合，如滑 

鐵盧街藝術地帶等著名的藝術帶商圈內，隨處可見藝廊。像 HaKaren 

客藝廊、Tzen 陳振畫廊與 Yuen 源庫畫廊，更是直接設立於於東陵購物 

中心內，不僅可以拉近文化創意產品與民眾的距離，更能有效拓展藝 

術品行銷通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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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新加坡的駁船碼頭與克拉碼頭原為舊貨櫃倉庫，經重新規劃後，不但 

有醒目獨特的城市色彩規劃，沿河餐廳、酒吧和整齊劃一的攤商林立， 

並有街頭藝人表演，吸引許多民眾駐足參觀，為典型老舊建築再利用 

成功的案例，同時吸引國內、外觀光客旅遊駐足。 

（八）新加坡因受英國統治百餘年，遺留許多洋樓古蹟，也各具特色風貌， 

但大部分都塗成五顏六色，很多建築物乍看難以一眼辨認原貌，舊屋 

古樸的感覺被新穎豔麗的顏色所取代。 

（九）新加坡是個標準的國際級都市，商旅往來頻仍，在華人最多的牛車水 

地鐵站，看到介紹「魅力臺灣、不容錯過」的廣告，顯示政府非常重 

視潛在的國外觀光客群。 

（十）新加坡的許多藝術地帶如：加寶路藝術地帶、牛車水藝術帶、滑鐵盧 

街藝術地帶等，不僅結合當地文化特色，於公共空間從事藝術活動及 

設置，並有眾多藝術團體進駐，使藝術欣賞更貼近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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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事項： 

（一）新加坡城市規劃井然有序，住商分離，處處有綠地、處處有公園，綠 

地規劃也非常重視植物多樣性，不似似臺灣的街道，多為單一的當令 

街花和矮樹欉，呈現多層次的熱帶雨林氣候植被景觀和特色，很值得 

我們學習。而公共藝術亦與周遭環境融為一體，處處皆有公共藝術品， 

空間規劃完善，可作為我們從事公共藝術規劃的參考。 

（二）新加坡政府在節慶規劃年節活動方面，甚為用心，像許多購物中心門 

口擺放大型耶誕樹，並安排表演活動，點綴聖誕節氣氛。而烏節路懸 

掛的聖誕節彩燈，明顯標示「日立 HITACHI」的 LOGO，突破刻板的 

廣告看板模式，大大提升企業的品牌形象與贊助文化藝術的意願，值

得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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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附件 

 

  
新加坡博物館指南（全國博物館簡介） 

 

 

 
新加坡美術館 10～12 月展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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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美術館展覽手冊內頁 

 

 

新加坡美術館活動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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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貌館簡介摺頁正面及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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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城市展覽廳導覽手冊 

 

新加坡城市展覽廳導覽手冊內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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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點設計博物館簡介正面及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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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海藝術中心簡介（正面） 

 
 

 
濱海藝術中心簡介（背面） 

 33



 

  

濱海藝術中心表演節目單「奇幻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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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達藝術中心展覽 DM 

 

 

 
琳達藝術中心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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