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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及各所屬機關出國報告書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2007「台灣工藝」加拿大巡迴展展覽工作報告 

承辦機關：國立台灣工藝研究所 

聯絡人/電話：呂玉萍 / 049-2334141*103 

出國人員：所  長  林正儀 

館務員  葉韋柏 

館務員  羅香珍 

出國類別：其他---展覽 

出國地點：加拿大多倫多、溫哥華 

出國期間：民國 96 年 8 月 22 日至 9 月 6 日 

報告日期：民國 96 年 10 月 27 日 

分類號/目：co/綜合﹝文教類﹞ 

關鍵詞：加拿大、多倫多、溫哥華、工藝、展覽、台加文化節 

內容摘要： 

一、任務內容：本次 2007「台灣工藝」加拿大巡迴展共有二處展點，依序為加

拿大多倫多湖濱中心 (Harbourfront Center, Toronto) 、和溫哥華萬國廣場

(Plaza of Nations, Vancouver)。本報告內容為全程展出與工作情形。本所出國

人員須負責聯繫、籌備、開幕、佈置、解說、專輯與圖表製作等事宜。 

二、展出簡介：本次特展乃由台加文化協會邀請，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為促進

國際文化交流，交由國立台灣工藝研究所承辦，前往加拿大共兩地巡迴展

出，藉以介紹推廣我國當代工藝創作。多倫多湖濱中心展出日期自 96 年 8

月 24 日至 8 月 26 日止；溫哥華萬國廣場展出日期自 96 年 9 月 1 日至 9 月 3

日止。特選台灣五項傑出工藝類項，共十位工藝家一百一十件作品展出，內

容強調臺灣工藝當代創意與傳統元素相互應用與對照的創作活力，並邀請國

寶級竹編工藝師黃塗山老師、玻璃工藝家黃安福老師同行進行示範表演與交

流，充分展現臺灣文化之特色及技藝之精緻豐美。 

系統識別號：C09601922

頁數：     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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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展覽目的與背景 

活動節慶在一般人的生活及文化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無論是娛樂、學

習、宣導抑或是宗教性的，無一不是用來標示我們生活上重要的日子或事件，因

此活動可說是我們生活中的記憶指標。由台加文化協會所籌畫的「台灣文化節」

於加拿大溫哥華舉辦、已邁入第 18 個年頭，由原先數千人參舉之音樂會形式，

成長至現今七萬人次參舉嘉年華會之規模。自 2001 年起連續 6年蟬聯「加拿大

最佳文化活動獎」之殊榮。其帶來的整體效應，除了引起加拿大當地政府的關注，

使得溫哥華市政府連續四年將台灣文化節首日命名為「台灣日」，更提供台灣辛

勤耕耘的藝文界人士一個海外的交流平台，台灣文化節無疑地成為台灣文化的最

佳代言人。 

 

本所在國內外積極推動各項中大型工藝展覽及社區營造等工作，並持續不斷

研發新作品及深耕於人才培訓等工作，2006 年透過專業及經驗豐富的台加文化

活動協會居間引介，本所第一次參與台加協會所舉辦的台灣文化節活動，並推薦

四位工藝家參展，他們的作品令當地的主辦單位與造訪的媒體、遊客們驚艷，達

到以文化節活動包裝為途徑，順勢將本所在推動台灣工藝發展的努力及台灣優秀

的工藝作品推介至加拿大主流社會的目的。今年(2007 年)台加協會邀請由本所

推薦之優質工藝產業，如天染工坊、乾唐軒陶瓷等商品前往擺設銷售；本所則以

「世代」為策劃主題，精選台灣當代五個傑出的工藝類項，共十位工藝家一百一

十件作品前往參展，再次於「台灣文化節」裡共同展現台灣當代工藝品多樣的創

作風格及工藝創意產業的生命力，並增進台、加兩國的文化交流。 

 

展覽日期如下： 

(一) 多倫多湖濱中心展出日期：自 96 年 8 月 24 日至 8 月 26 日止。 

(二) 溫哥華萬國廣場展出日期：自 96 年 9 月 1 日至 9 月 3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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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2007「台灣工藝」加拿大展覽路線圖（本圖摘自：http://listingsca.com/maps.asp） 

 

 

第二站： 
溫哥華萬國廣 第一站： 

多倫多湖濱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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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拿大展點簡介簡介 

（一）多倫多湖濱中心簡介   

多倫多位於加拿大東部的最南端，安大略湖北岸，為安大略省首府，也是加

拿大第一大城市、重要港口，全國金融、商業、工業、文化中心。全省面積 107

萬平方千米，人口 1075 萬。南部氣候條件佳，是人口密集的工農業生產地帶；

北部礦藏資源豐富，並有大片森林和湖泊。全省 40%的人口居住在全加最大的城

市多倫多。“多倫多”原為印第安語，意即“相會的地方”，顧名思義，這是一個人

口密集的大都市，人口約 300 多萬，。大多倫多由市中心區向外伸延，著名的衛

星城市有約克（York）、北約克（North York）、東約克（East York）、士嘉堡

（Scarborough）及伊芳陶碧谷 Etobicoke 等。 

    多倫多四季分明。春天通常短暫；夏季濕熱；秋天陽光普照，氣溫怡人，午

間溫度有時上升到夏天的水準；冬季寒冷，季節一直延至四月中。多倫多擁有

100 多個公園，曾多次被評為全球最適宜于居住的城市。1997 年，這個桂冠讓給

了溫哥華，但仍位居於第三。 

    多倫多是最富多元民族色彩的城市。一半以上的居民其母語是英語或法語，

除了人數最多的英裔外，這裡還有南美、亞洲、歐洲、非洲一些國家的移民。在

亞裔中，以華人居多。多倫多除了老的中國城（Chinatown）外，最近十幾年內

又形成了多處華人聚居區。華人約有 30 多萬，占全市人口的近 10%。 

 

 

 

 

 

 

 

 

 

圖二 多倫多湖濱中心位址（本圖摘自：http://listingsca.com/Ontario/Toronto-Region/map2.asp） 

 

Harbourfront Center 園區

位址： 235 Queens Quay 
West ,Toronto ,Canada 
M5J 2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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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年多倫多台灣文化節共計 3天 15 萬人次參觀，特別是與多倫多首屈一

指的活動場地-湖濱中心 Harbourfront Centre 合作，引起更多人士的關切。佔

地十英畝的湖濱中心地處多倫多市中心地區，為加拿大政府輔助營運的一個主要

藝文中心，該中心附設部分自籌營運的金工、陶藝、玻璃與纖維藝術工坊，並設

有展覽藝廊和工藝創作品販賣商店。因該場地緊鄰安大略湖，是多倫多市最重要

的藝文休閒觀光資源，除了固定的當地主流民眾外，也吸引了來自世界各地的遊

客參觀，整年度平均吸引近一千兩百萬名拜訪民眾。湖濱中心有來自加拿大政府

及大型企業的固定贊助，支持其中心運作及文化活動外，同時也經常提供與其他

國家或不同族裔從事文化交流活動的場地，每年舉辦近十場各族裔的文化展，一

般情形下，同一民族文化展每隔一年才能舉辦一次，但台灣去年及今年卻連續舉

辦兩年，顯見台灣文化已受多倫多湖濱中心的重視。 

 

（二）、溫哥華萬國廣場簡介 

溫哥華已有 200 多年的歷史。起初這裡是一個不出名的小漁鎮，1792 年英

國航海家喬治·溫哥華到達此地，並對其進行勘測。1895 年開始設立市政機構。

1863 年，第一批歐洲移民來到這裡，建立了鋸木廠並從事出口貿易。1886 年 4

月 6 日正式設市。人們為了紀念第一位到達此地的探險者，故將該市以溫哥華來

命名。 

溫哥華地理位置位於菲莎河口的三角洲之間，總面積 114.67 平方公里，約

54 萬人口，溫哥華背靠海岸山脈，面向喬治亞海峽。雖然緯度較高，但因有暖

流經過，所以冬季一般不常降雪，是加拿大西岸最大的商旅港口。其四季宜人，

市內草地常綠、繁花似錦，屬溫帶海洋性氣候。夏季氣溫一般在攝氏 20 度左右，

冬季氣溫一般在攝氏 0度以上。十一月份溫哥華的氣溫在一般保持在 3℃-9℃之

間，溫潤而舒適，冬季很少下雪，但有「加拿大雨都」之稱，尤其在冬季。溫哥

華的居民本身由不同文化背景的移民組成。溫哥華市隸屬英屬哥倫比亞省轄下的

大溫哥華區域局；區域局轄下除溫哥華市外另設 20 個市鎮，包括列治文市

(Richmond)，本那比市(Burnaby)，素里市(Surrey)等。溫哥華的「中國城」則

是北美除舊金山以外最大的中國城，是加拿大的華人重鎮，通用普通話（國語）

和廣東話（粵語）及其它各種中國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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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溫哥華市區與萬國廣場地圖（本圖摘自：www.granvilleisland.com） 

 

Plaza of Nations 位址：

750 Pacific Boulevard 
Vancouver, B.C. V6B 
5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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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前籌備 

（一）展覽規劃與執行步驟 

1. 展覽起源：2006 年，本所帶領幾位工藝家首度參與「台加文化協會」在

加拿大所策劃的活動後，感受當地僑界同胞與國外友人對於台灣工藝的

關切與熱烈迴響，「台灣文化節」並於今年初傳來第七度蟬聯「加拿大最

佳文化活動獎」捷報；因此，經獲得文建會翁主委的大力支持與鼓勵下，

本所於年初再度籌畫參與這場海外最具規模的文化饗宴。 

2. 預備時期：今年本所以「世代」（generation）為策展主題，象徵「世代

更迭、匠心綿延」，邀請十位資深及新生代優秀工藝家共同連袂展出；隨

著時代的更迭，世代的交替，臺灣工藝正面臨著手工藝匠師逐漸凋零的

情況；但也可以看到年輕一輩的工藝家運用傳統的工藝材料融入了當代

的觀念和設計思維來進行新創作。此次的展演，除了可讓參觀的民眾認

識台灣的工藝瑰寶，關心正消逝中的傳統手藝，並喚起大家一起正視技

藝的傳承，探討如何讓最珍貴的工藝資產繼續綿延於下一代，並可讓大

家一窺目前台灣當代工藝的 

3. 執行步驟： 

    國外展覽工作事項繁雜，茲簡述其工作要點如下： 

（1） 預設幾大工藝類項，擬定策展主題。調查蒐集相關資料與工藝家

作品圖錄。 

（2） 召開籌備會議，討論展覽內容及邀展作品。 

（3） 擬訂邀請展出與示範表演工藝家名單及展出作品。 

（4） 確定邀展名單及作品，發文邀展與預定收件時間。 

（5） 整理展品清冊及相關資料，並準備英譯資料，辦理國內藝術品綜

合保險。 

（6） 裝運合約發包及簽訂，進行藝術品包裝、交付運輸及報關等事宜。 

（7） 展品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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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專輯內文撰寫及英文翻譯。 

（9） 專輯、圖表及說明卡設計製作。專輯印製完成後寄送作者。 

（10） 連繫提供場地單位與當地僑民鄉親參與宣傳及展覽活動，吸引參

觀人潮。 

（11） 佈展、開幕及示範表演、現場 DIY 體驗活動等事宜。 

（12） 展覽結束，裝運公司會同美方相關人員進行卸展、檢視與包裝工

作。 

（13） 運送回國。 

（14） 展覽品退件。 

（15） 寄發紀念狀給參展工藝家。 

（16） 工作期程表 

       時程 

項目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月 11 月 12 月

展出策劃及計

畫書陳核 

         

產品收集          

展場規劃          

作品攝影          

印刷品製作          

展品海運出關          

展場佈置          

人員培訓          

開幕事宜             

卸展作品回台          

經費核銷          

出國報告          

 

（二）展覽品邀集 

1. 資料收集：蒐集國內當代工藝家名單及作品圖錄，並調查歷屆國內各工

藝大獎的名單，包括薪傳獎、民族工藝獎、國家工藝獎、台灣工藝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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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傳統工藝獎及全省美展工藝類獎項等之得獎名單，經過彙整後簽

請核定。 

2. 策展籌備會議：召開多次籌備會議，最後確定以「世代」為主題，邀請

竹編、漆藝、竹雕、玻璃、染繡五大類選項之作品共 100-120 組件作品

前往參展。 

3. 資料整理：展品清冊及相關資料整理，包括中、英版本，並辦理國內藝

術品綜合保險，裝運工程合約上網招標。擬訂收件工作計畫。 

4. 展品收件：為考慮工作時效性，先由本所同仁進行收件工作。並考慮加

拿大氣候及海關法令規定，木、竹類作品皆嚴格要求作者需先做好乾燥

和防虫處理等必要的防護工作。 

5. 展品包裝：依國際藝術品包裝標準，檢視所有作品包裝，不合標準者重

新製作包裝箱，並另製作國際運輸用大型木箱。 

（三）展覽專輯及圖表製作 

1. 工作分配：台加文化活動協會負責展品品有說明牌、宣傳海報、指引標

示。本所負責作品攝影、專輯、DM 設計製作、工藝家介紹圖表等。 

2. 承包廠商：展品交交由得標廠商合藝包裝運輸公司收件與裝箱進出口報

關作業，專輯、DM、圖表等則為佳篁彩色印刷公司進行設計印製。 

3. 專輯特色：專輯為中英雙語、彩色印刷，作者簡介居每版右上方，下方

與左方為圖文資料。其他內容依序包括：主委序文、本所所長前言、展

出工藝家與整體展出之簡介和本所簡介。專輯設計以簡潔為主，透過專

輯讓國際友人可快速清晰的瞭解到台灣當代工藝文化的精髓。 

 

（四）展品裝運 

1. 裝運內容：展出裝箱後共計五大箱。另有專輯印刷品及圖表等件。 

2. 承攬廠商：裝運工程依政府採購法公開招標，由經驗豐富之合藝股份有

限公司得標承攬，負責包裝、運輸、報關、佈置、卸展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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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包裝作業：收件後由本所同仁檢視所有作品包裝，不合標準者重新訂製

包裝木箱。作品用氣泡布及其他包裝材料包裝並置入木箱，再以保麗龍

等填充材料充塞空隙固定，箱外標示編號和照片。經由本所啟程運送至

裝運公司倉儲放置，再由裝運公司再次重新檢視所有作品包裝，另訂製

國際運輸用之大木箱，將所有小箱置於木箱內，空隙以發泡材料填充，

以達防震、防水功能，增加展品安全。 

4. 運送流程：在裝運工程發包前，先由本所同仁親自至各工藝作者家中收

件，集中本所倉庫。裝運工程發包後，經由裝運公司運送至所屬倉庫置

放。而後作品運送過程則依展點不同而依序為：各作者家中→工藝所→

裝運公司→基隆貨櫃廠→加拿大多倫多市→加拿大溫哥華市→基隆貨

櫃廠→裝運公司→退返作者家中。  

  

四、展覽工作 

(一) 展覽地點與日期 

本次加拿大巡迴展共有兩處展點，依序為多倫多市湖濱中心 (Harbourfront 

Center, Toronto)，展期為 2007 年 8 月 24 日至 2007 年 8 月 26 日。 

第二站為溫哥華市萬國廣場（Plaza of Nations, Vancouver），展期為 2007 年

9 月 1 日至 2007 年 9 月 3 日。 

 

(二) 展覽內容與佈置 

          1.多倫多站 

    本所林所長正儀率工藝家黃塗山、黃安福先生及館務員羅香珍、葉韋柏小姐

一行於當地時間八月二十二日上午抵達溫哥華機場，再轉搭加拿大境內航空於晚

間抵達多倫多，當晚並參加由台加文化活動協會與多倫多蓬萊文教基金會辦理之

歡迎餐會，所有的展演團隊一行60餘人齊聚一堂相見歡。本所工作小組二十三日

首先至加拿大多倫多湖濱中心活動區域參觀，藉以瞭解活動週邊環境。由於該場

地於二十四日才能騰空，所以直到二十四日下午，工作人員旋即會同台加文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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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協會展場規劃設計師共同展開佈展工作，工作人員以最快速度加緊趕工，終於

及時於晚間六時配合開幕典禮正式開放參觀。 

    佈展工作包括開箱檢視、展品定位與燈光調整等皆由佈展工作人員與包裝公

司合力完成。玻璃工藝家吳寬亮老師作品「帽飾—紳士」在開箱後有所毀損，經

拍照存證後重新回覆包裝置放於倉庫，暫不予展出。多倫多展覽空間包含兩個展

覽室，因該展覽空間原為綜合活動場地，不屬專業展覽館，所以有關作品的佈置

及定位，均透過本所佈展人員與台加文化活動協會及館方深切溝通後，合力完成

展覽佈置的工作。 

據本所去年承辦同仁表示，由於去年展出轟動，受到當地熱烈歡迎，湖濱中

心主辦單位為讓展出有更佳的效果，今年特別指派一專業燈光師針對作品配置燈

光，足見對本展覽的重視。今年是台加文化活動協會、多倫多蓬萊文教基金會與

當地多倫多湖濱中心第二度辦理台灣文化節，所以較駕輕就熟，無論人員的調

度，設備的規劃、動員的規模及文宣整體設計和周邊配套措施均較去年進步許多。 

2.溫哥華站 

本所林所長正儀率多倫多原班人馬包括工藝家黃塗山、黃安福、蔡文恂及約

聘館務員羅香珍、葉韋柏一行於當地時間八月三十日上午由多倫多搭機抵達溫哥

華機場，由台加協會周洪才理事長偕同幹部接機，當天晚上台加協會辦理盛大的

歡迎晚宴，駐加拿大台北經濟文化代表處李大維代表、文建會翁主委金珠也到達

現場，並以貴賓身份應邀致詞。 

三十一日工作人員展開佈置工作，今年的台灣文化節活動區援例在萬國廣場

（Plaza of Nation）舉辦。本所展覽在左側大樓二樓展覽館，相較於去年需搭接

泊車前往的弘毅社區活動中心展區，更有地利之便，惟該館亦不是正式的展覽

館，但台加協會設計師群用心規劃打造，並克服場地的限制，努力營造出展覽館

之氛圍；展覽空間包括兩間展覽室，其中小間展區展出兩位竹雕老師陳銘堂與葉

基祥老師作品，另大間主展場則展出其餘所有類別作品，此外在展場中間置放一

台DVD錄放影機，全天播放本所拍攝之「台灣工藝薪傳錄」等影片，供參觀民

眾欣賞。 

此行應邀同行的飛針繡工藝家蔡文恂老師示範表演區安排在展覽館主展場

的一角現場示範飛針繡，另外黃塗山、黃安福兩位工藝家示範表演區則安排於萬

國廣場戶外工藝市集專區。工作人員在開幕前把三位老師個人中、英文簡歷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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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作品分別佈置於各表演區，讓參觀民眾可以對工藝家有基礎的認識和瞭解。 

 

(三) 開幕儀式與展出情形 

1.多倫多站 

展出開幕酒會於多倫多首屈一指的活動場地-湖濱中心（  Harbourfront 

Centre）舉辦，湖濱中心座落於安大略湖邊，風光明媚，景緻怡人，該中心因獲

加拿大政府輔助，長年辦理多元文化活動，整年度平均吸引近一千兩百萬名拜

訪民眾，是一個聞名遐邇的藝文中心；去年台家協會透過蓬萊文教基金會協助，

爭取本活動於此區舉辦，且打想了知名度，今年第二屆舉辦本活動時，湖濱中

心即以高規格配合辦理。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六時許，在來自台東寧埔國小以台灣美麗寶島的故事為

舞蹈主題開場舞後正式揭開序幕，首先由加拿大多倫多湖濱中心地主代表致

詞，接著由共同主辦蓬萊文教基金會代表致詞，我方政府代表則有客委會邱議

瑩副主委代表政府致詞，接著有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謝武樵處長、其它與會辦

事處官員、安大略省省政府代表、其它省的省議員、多倫多市政府代表、其它

與會市議員、指定航空公司－中華航空代表致詞、首席贊助－Mandarin餐廳代

表及其它贊助單位等等輪流上台致詞，開幕典禮歷時一個鐘頭告一段落。每一

位貴賓均異口同聲讚賞台灣文化節並給予極高度的評價，身為應邀展演團隊的

本所工作同仁與有榮焉，深切感受到加拿大政府對台灣文化節的重視與肯定。 

開幕典禮一結束，所有貴賓被導引至貴賓招待區用餐，所有餐點當然也以

台灣特色點心為主，其中最難得的是來自台灣的冠軍牛肉麵也是餐點之一，原

來去年的台北牛肉麵節傳統組與創意組兩組冠軍師傅亦應邀隨行，除於活動期

間掌廚銷售介紹外，當然開幕也小試身手，大出鋒頭，讓與會外賓難忘，同時

間蓬萊文教基金會所招商的美食小攤也設攤外賣，吸引加國及台灣華僑踴躍購

買進食，另外由多倫多湖濱中心地主所邀集的黃昏市集照例加入行列，整個活

動區域彷彿嘉年華活動且熱鬧非凡。 

在開幕典禮之前，本所邀請的三位老師即於工藝街攤位就定位與民眾作近

觀互動，由於多倫多湖濱中心主管因對熱塑玻璃不甚瞭解，經溝通後仍以安全

顧慮為由，未能同意瓦斯筒、氧氣筒帶入活動會場，因此無法讓黃安福老師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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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熱塑玻璃成型的技巧，甚為可惜，所幸主辦單位特別為黃安福老師安排一場

正式的「Q and A」專訪，讓黃老師暢所欲言發表熱塑玻璃的技巧。 

今年展出110組件作品，數量雖比去年少，質感卻不低於去年參展作品，含

括竹編、玻璃、竹雕、漆藝、刺繡與金工幾位工藝師作品；參觀人潮果然絡繹

不絕，因展場沒有展櫃，作品全部置放於台座或舖上量身訂做的米色桌巾的長

方桌上，台加協會動員一批年輕的志工就各角落維持秩序及保護作品安全。 

 

2.溫哥華站 

        今年的開幕活動仍在萬國廣場舉（Plaza of Nation）舉行，九月一日上午在

加拿大的天氣風和日麗，萬國廣場一早對外開放入場就人潮洶湧，到處一片熱

鬧喧嘩；本次活動因配合邀請國內頗富盛名的青年偶像團體「五月天」前往表

演，故會場搭設一豪華開幕舞台。萬國廣場其實是一辦理戶外活動的完整空

間，整個區域呈現圓弧劇場型態，主舞台設於前方，另外三側則有多層固定之

圓弧形觀賞階梯，開幕時廣場中央再增加臨時桌椅讓貴賓觀禮用，因來賓眾多

故座無虛席。由於台灣文化節十餘年來均在此處舉辦，早已蔚成氣候，同時成

為當地所有僑界人士及加拿大人每年預期等待的重要活動。 

上午十一時許在「硬頸暢流樂團」精采的客家搖滾樂表演後展開序幕，主

辦單位邀請溫哥華說故事協會代表以八分鐘英文敘述美麗寶島台灣從過去到

殖民時代，歷經國民政府遷台，戒嚴、解嚴到民主時代來臨的整個歷程故事，

僑委會委員長張富美女士代表陳總統以流利的英文致詞，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翁主委金珠代表政府文化單位致詞，接著陸續致詞來賓有駐加拿大台北經濟

文化代表處李代表大維先生、與會各國使節代表、加拿大聯邦政府代表、國會

議員、與會省議員、本拿比市市長、高貴林市市長、康布蘭鎮副市長、市議員

等等，期間穿插台灣的徐俊文布袋戲與寧埔國小原住民歌舞表演。台加協會幹

部表示因本活動已蟬連第七次最佳文化活動獎，所以早已倍受當地主流社會的

肯定，所以加拿大政府官員樂見其成，紛紛爭取上台表達由衷的敬意與肯定，

因此整個開幕活動包括表演與致詞共歷時二個鐘頭才告結束。 

開幕典禮一結束，貴賓援例被導引至貴賓招待區用餐，餐點以台灣點特色

點心為主，包括牛肉麵、萬巒豬腳。餐後貴賓由主辦單位陪同參觀所有展覽、

市集及商店街、美食街，當然也參觀了黃安福、黃塗山、蔡文恂三位老師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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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表演區，皆獲盛讚。在溫哥華萬國廣場的台灣文化節儼然是台灣文化最好的

縮影，最佳的代言，它也是加拿大台灣社區最大最有指標性的活動，沒有因遙

遠的時空距離而有所落差。 

 

五、卸展工作 

1.多倫多站 

    展覽工作於8月26日晚間六點圓滿閉幕，卸展工作由本所人員協同合藝運輸

包裝公司三位工作人員共同進行，因展品要以陸運方式在五日之內運達溫哥華，

為爭取運輸時效，展品需於於晚間十一時以前完成一百一十件作品的卸整、裝

箱、裝櫃與上至運輸貨車完畢，這對本所與所有工作人員是一大挑戰，所幸先前

的包裝前置作業時，合藝運輸包裝公司已依本所所提供的展品資料訂製專用木

箱，所有作品的入箱順序亦有排定位置，本所展品清冊上也詳細記載物品包裝方

式，加上玻璃工藝家黃安福老師一旁協助玻璃展品的包裝細節，因此，雖然卸展

時間匆促，但仍有條理的完成所有包裝工作，台加文化協會也配合本所請求：展

板、燈光與展覽台座的拆卸皆在所有展品包裝完畢後再進行，避免忙中有亂損傷

了展品。一如預期，在晚間十一時前順利完成卸展工作。 

2.溫哥華站 

    展覽工作於 9 月 3 日晚間六點圓滿閉幕，本所人員與工兩位工藝家負責收整

在展場外示範表演區的工具和展示說明掛軸等，合藝運輸包裝公司則先至另一棟

大樓將貨櫃木箱取出搬抵展場，在一一清點各項展品後，約六點四十分即開始分

別進行單一妥善包裝，在依序放回貨櫃運輸用的大木箱中，並仔細封箱，至全數

包裝完畢時已約晚間十二點，另外台加文化協會所提供之展示台座則由台加協會

工作人員與志工負責裝運。大型木箱於第二天由台加文化協會協同貨運公司與報

關行運離展場送往海關，由本次的贊助單位陽明海運運返台灣。展品於 10 月 8

日順利抵台，復由合藝運輸包裝公司於 10 月 11 日前分別退件至各工藝家中，完

成本次展覽運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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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工作心得與建議事項 

（一）本次因多倫多湖濱中心主管單位對熱塑玻璃不甚瞭解，故以安全顧慮為由

未能同意瓦斯筒、氧氣筒帶入展覽的室內會場做示範交流，因此無法讓黃

安福老師當場發揮熱塑玻璃成型的技巧，甚為可惜，所幸主辦單位特別為

黃安福老師安排一場正式的「Q and A」專訪，讓黃老師暢所欲言談熱塑玻

璃的技巧。希望經過這次的宣揚，再加上來年台加文化協會的溝通協調下

可以有所突破。 

（二）由於中國大陸在外交上對台灣的打壓，遂使台灣在國際外交上的處境是相

當艱困，但文化交流是國際外交的最佳利器，尤其透過海外僑界的力量更

是收攏了更多元的的文化、商業與政治力量，透過這些來串連呈現出台灣

文化節，讓世界看到來自台灣的優質內涵，能夠在交流中獲得國際的尊重

與了解。 

（三）合作機制健全，籌備時間充裕，方能使展覽臻於盡善盡美：本所與台加文

化協會合作進行台灣文化節展覽活動已是第二次，雖然去年是由本所陳列館

與其他同仁所主辦，今年改由本所台北展示中心來主辦，幸而在多次與去年

主、協辦同仁請益與台加文化協會密切的溝通協調下，順利的完成策展與展

場規劃工作。展覽的專業態度日益重要，台灣文化節是嘉年華形式的假日節

慶式活動，以他售票的方式，通常會將他看做是一個民間商業活動，內容含

括流行音樂售票演出、各式中式料理飲食的販賣、但是他以台灣文化為商品

包裝，加入了原住民的歌舞戲劇表演，台灣工藝、泰山鄉芭比娃娃和高雄歷

史博物館提供的布袋戲與火車展覽成為商業活動中的延伸和附加。但因為台

灣文化節所舉辦的場地與內容在多年來建樹了良好的典範和口碑，它成為假

日休閒的一項最好選擇，所以在這個文化節的場地中在充分地提供高娛樂性

與滿足民生兩項最基本的訴求之外，也讓這些原意非為了認識台灣的工藝、

布袋戲或歷史文化而來的觀眾進行了軟性而間接的文化洗禮。 

（四）也因這樣的家年華形式使得展覽場地也皆非專業畫廊或博物館設備，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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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收件時必須注意展品在展示時的安全與溫濕度等問題，所幸台加文化協

會動員了許多志工指引展場動線與維護展品安全，也順勢地為大量的參觀人

潮簡單地解釋了展品的特色，儘管在展示上無法達到專業及的水準，但安排

在展場中的示範表演工藝家和海外青少年志工的熱誠與主動卻彌補了這些

展示上的不足，反讓台灣工藝透過「人的傳達」而更加生動了起來。 

（五）台灣文化節已連續六年獲得「加拿大最佳文化活動獎」每年每場次也都有數

萬人次的參觀人潮，台加文化協會與僑界資源的累積，取得加拿大政府單位

的共同合作，使得本項展覽受到當地媒體的矚目並大力報導，獲得當地國外

人士與華人極佳的迴響。民間熟悉國外當地的社會環境與媒體資源，而本所

擁有國內豐富的工藝資訊及專業的展覽經驗，兩者相輔相成，對於推廣台灣

文化至國際舞台有更顯著的效益。 

 

（二）附錄 

                   本所此行精選的工藝品一如去年一般，照樣受到熱烈的迴響，今年本所以

以「世代」（generation）為主題，象徵「世代更迭、匠心綿延」，於是本所邀請

了十位資深及新生代優秀工藝家共同連袂展出；每一件作品除注重功能和不同

的材質、技術及各種新舊雜陳的造形外，亦表露出工藝家對於人類生活的經驗

和對事物長久觀察、體悟的歸納，體現工藝落實於生活的情感，同質性的材料

透過不同的技巧及創意即有不同的呈現。今年所印製的專輯及摺頁無論在多倫

多或溫哥華都被索取一空（檔案如附件）。本活動因第七度蟬連「加拿大最佳文

化活動獎」，所以電子和平面媒體都踴躍報導（報導內容如附件圖片）。 

 

※公務人員出國報告 web 版無圖片上傳 

(一) 展覽文宣印刷品  

(二) 展覽活動照片 

(三) 媒體報導實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