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台灣燈會-在雲林 
 
農村再生藝術燈區 
 
藝術X社區 實驗心得報告 
    

台灣社造聯盟/星火燎原工作室 
林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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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由來 

榮耀:2007年，榮獲全球最佳慶典活動之一 

背景:關於台灣燈會 



 

:關於台灣燈會的檢討 



• 影片回顧…… 
 



●  村光乍現 

      既是燈，更是人，看見燈會之外，也要珍

視人與土地的鍊結。 

 

●  山海依戀 

      一塊有歲月的大地，在文化脈絡中呼吸，

與光的節奏共生。 

 

●  放感情的所在，有溫度的燈會 

      透過一個連結人與土地的燈會，看見雲林

的村光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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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構想 



連結雲林的山．海．平原 / 大

地上的生活 / 社區的辛勤耕耘，

綻放成翱翔的紫斑蝶，乘光飛

向未來。 

 

紫斑蝶 

意喻了人與自然環境共生的關

係，也傳達了在雲林這塊土地

上，人與環境、自然的親密連

結。 

主視覺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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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有農村/社區參與國家級燈會 

• 31社區X15位藝術家X4個團隊共同參與 

• 在竹子、鐵絲、布與紙之外，創造多樣性的燈具媒材 

• 百年工藝/農具變身，銜接傳統與現代 

• 激發農村藝術潛能(黑手師傅、勞動役、家庭主婦、繪本創作者……) 

• 最後，曲終人不散—所有作品都回到社區展示 

意義與特色 



•











• 31社區X15位藝術家X4個團
隊共同參與 



雙螺旋之舞 

社區/青年  藝術家 

在地知識 

在地工藝 

人脈組織 

創意發想 

材料運用 

藝術視角 

輔導
團隊 

創意發想，共同製作 

挖掘特色，鼓勵參與 

引入專業 協助溝通 

藝術家、社區、社造專業團隊的雙螺旋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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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有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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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廊/光環境/百貨公司常用 

高科技主燈/不是一般人可以用 

傳統型 



多樣性 

19 

諸事大吉X林純用 



多樣性 







•



林內鄉烏塗社區， 
籠仔笱 





•











•







後續效益 



•

–

•

–

有趣的討論 



•

–

•

–

有趣的觀察 



謝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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