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度工作計畫內容 

 

一、 2021南瀛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年度工作計畫 

(一) 計畫重點： 

1.辦理 2021臺南研究博碩士論文獎學金 

  內容說明：預計於 1/23前寄發海報，並於 1/19-23公

布相關資訊與寄發 EMAIL至全國相關大專院校，國外宣

傳部份，也請召集人植野弘子老師於日本宣傳，歐美方

面請艾茉莉委員及賀安娟委員進行宣傳事宜。預計

2/1-4/30進行徵稿，6月進行初審，8月確審，9月進

行頒獎。 

預期效益：推動臺南研究，建立臺南研究的基礎。 

2.撰寫臺南研究先驅專書 

內容說明：邀請學者針對臺南研究先驅，進行專書撰

寫。 

預期效益：希望透過專書的撰寫讓後續研究者可以追尋

這些研究前輩的腳步持續進行臺南研究。 

3.出版臺南研究先驅專書 

內容說明：出版已完成撰寫的臺南研究先驅專書，國分

直一先生專  

書，希望由此開啟臺南研究先驅專書系列，讓後續研究

者與民眾能夠更瞭解臺南研究的成果以及這些研究者所

做出的貢獻。 

預期效益：讓臺南研究能夠延續與強化。 

4.辦理南瀛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行政庶務 

以維護中心使用空間及環境為主，進行日常性修繕與維

護。 



 (二) 經費需求：30萬元。 

 (三) 預期效益： 

使中心日式房舍能夠維持運作，並提供更多研究者進駐使

用。 

 

二、 舉辦 2021臺南藝術節 

(一) 計畫重點： 

自 2012年辦理首屆臺南藝術節以來，2021年已至第十屆；

特聘專業策展人，以「為了在此相遇」為核心精神，規劃

專屬於臺南的限定製作，打造更具城市特色的藝術節。

2021 年臺南藝術節預計於 10 月底至 11 月辦理，把握傳

統跨界、現地創作、社會參與等軸線，策劃 13 個左右的

節目，以整個城市為舞臺，拓展城市空間，走出市中心，

以漫遊劇場、環境舞蹈、社區策展等方式，讓人們找出城

市新面貌。為擴大計畫效益，並將安排創作顧問、講座、

觀察書寫等，在全新的策展理念下，在臺南創造獨一無二

的藝術節。 

(二) 經費需求：100 萬元。 

(三) 預期效益： 

1.提升在地創作視野 

邀請在地演藝團隊與專業創作顧問合作，深入挖掘當代

題材，創作新作或舊作重製，賦予新的觀點和創作方

法，提升在地創作視野及能量。 

2.活化城市空間 

透過表演藝術活動帶領群眾深入臺南各個角落，使眾人

發現臺南的不同面向，也使城市各處都浸潤於文化藝術

裡。 



3.實現市民參與的城市藝術節 

藝術家進駐社區，帶領長者及孩童參與藝術行動，賦予

參與藝術創作之權利及語彙，實現文化平權，打造市民

參與的城市藝術節。 

    

三、 舉辦 2021 國際音樂節 

(一) 計畫重點： 

古典音樂節目過去為臺南藝術節節目類型之一，考量臺南

藝術節於 2019 年轉型後，以「現地創作」及「社會參與

型」為節目製作主軸，與古典音樂製作模式漸有區別；為

能建立專業品牌，創作專業高品質之古典音樂節目，爰規

劃獨立辦理「2021臺南國際音樂節」。相關活動非採過往

傳統採買節目模式，而改由專業策展人規劃主題、配置符

合主題之節目及活動，並預計與本市大學音樂系所合作共

創、共同製作，充分運用資源，並連接學界與業界，為臺

南古典音樂產業奠基。 

(二) 經費需求：100 萬元。 

(三) 預期效益： 

「臺南國際音樂節」為以古典音樂為核心之藝術節，與

各場館、團隊例行之演出活動尚有區別，且與以流行音

樂、觀光行銷為主要目的之節慶，在品牌及策劃方向上

皆有不同，預期將能夠提升文化質量、打造國際品牌；

促進音樂教育扎根、打造學習及交流平台；藝術普及生

活，城市處處有樂音；促進國際交流，提升藝術經濟發

展。 

 

四、 2021臺南文學季  

(一) 計畫重點： 



臺南市是臺灣文學重鎮，從明鄭、清領、日治、戰後不同

的時代文人輩出且留下珍貴的文學作品，不論是古典文學、

本土文學、當代新文學等都是臺灣、臺南的瑰寶，值得好

好保存並加以發揚。縣市合併之後，每年初秋辦理臺南文

學獎禮讚、出版臺南作家作品集、邀請文學家駐市書寫臺

南發表等文學活動在此時綻放文學的花朵。爲厚實臺南文

學的內涵及營造文學城市之氣息，因此將整合上述活動，

加入文學沙龍、作家地圖走讀、校園推廣及推動文學跨域

計畫，如文學與戲劇、音樂、讀劇、裝置藝術之結合，並

舉辦臺南文學營，積極與區域內學校、社群、文史及藝文

團隊與獨立書店共同協力，規劃成 2021臺南文學季。 

(二) 經費需求：100萬元。 

(三) 預期效益： 

本計畫將有效整合目前臺南市各項文學活動，同時也充分

結合既有文學資源，透過擴大參與層面，深入校園、社區

及地方團體，創造更多文學議題，亦可有效行銷臺南文學

之城。 

 

   五、舉辦 2021南瀛國際民俗藝術節 

(一) 計畫重點： 

南瀛國際民俗藝術節於 1996 年首次舉辦，每二年舉辦一

屆，邀請各國民俗傳統表演藝術團隊來台演出。創設之初

乃是為保存世界各地文化資產，同時藉此提供國際文化交

流平台，舉辦超過 20 年，已成為臺南市重要文化活動之

一。原「2020年南瀛國際民俗藝術節」因應 COVID-19疫

情影響，延期至 2021 年舉辦，藝術節每屆辦理皆吸引逾

10萬名民眾參與、共襄盛舉。 

(二) 經費需求：200 萬元。 



(三) 預期效益： 

1.建立國際民俗藝術交流平臺 

  南瀛國際民俗藝術節常年舉辦以來，已建立其品牌及口

碑，成為臺灣歷時最悠久的國際民俗藝術匯集平臺，為

許多民俗表演藝術團隊積極爭取參加的藝術節慶活動。 

2.促進實質國際文化交流 

  藝術節期間安排下鄉巡演及友誼單位交流活動，使團隊

實際走進民眾生活，進行實質國民外交，同時藉此保存

暨推廣世界各國無形文化資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宣傳保存臺灣以及臺南深層文化藝術，落

實深度實質文化交流。 

     六、辦理 2021臺南新藝獎展覽 

(一) 計畫重點： 

有別於國內其他美術獎項，市府於 2013 年首度辦理臺南

新藝獎徵件活動，並迅速成為美術界熱門獎項，顯示本獎

項已獲國內青年藝術家重視。本會 110年持續與市府合作

規劃辦理「2021臺南新藝獎」，邀請知名策展人，透過專

業策展，提高新銳藝術家作品受藏家青睞機會，預計媒合

10 個臺南空間，並邀請國內外知名的當代藝術家共襄盛

舉，和新藝獎得主，老、中、青藝術交流，聯袂展出，呈

現臺南當代藝術蓬勃發展的盛況。並透過系列推廣教育辦

理，使民眾親近當代藝術，實踐公民美學。 

(二) 經費需求：50 萬元。 

(三) 預期效益： 

鼓勵青年藝術家創作發展，活絡藝術市場，建立藝企媒合

平台，讓藝術家作品得以快速進入藝術市場，活絡當代藝

術發展。 

 



 七、2021 漁光島藝術節 

(一) 計畫重點： 

2017年底首屆漁光島藝術節，為期短短一個月的展覽，即

吸引不少人走進臺南美麗海上後花園，感受愜意風情與藝

術薰陶。第二屆 2019 漁光島藝術節強勢回歸，以海島新

樂園為主題吸引 30萬人次參觀，未來在市府、相關機關、

民間組織和在地社區各方都同心協力、緊密合作一起努力

共同維護這片美麗月牙灣，提供基地讓藝術家的創意能量

的開出美麗花朵，共同維護這片美麗月牙灣。 

(二) 經費需求：100 萬元。 

(三) 預期效益： 

1.藝術介入日常生活 

  委託專業策展及執行團隊，以藝術介入空間，讓藝術品

與人交流  

  互動，進入日常生活 

2.活化社區生命力 

  結合政府機關、民間團隊、社區維護島上環境，市府及

社區同心 

  協力，透過活動辦理活化社區生命力。 

3.藝術能量遍地開花 

  延續藝術創作能量，活動結束後，移置臺南市其他展區

續展，讓 

  藝術遍地開花。 

八、舉辦 2021亞太管樂節 

(一) 計畫重點： 

臺南市於 2017年爭取 2020 第 21屆活動主辦權，是 2008

年首次舉辦亞太管樂節以來第 2次獲選。亞太管樂節由亞

太管樂協會所發起，迄今已舉辦 20 屆，為國際管樂界創

造音樂交流與學習之平臺。第 21 屆亞太管樂節將於臺南



市舉辦，2019年 7月召開理事會議辦理事前籌備討論會，

原訂於 2020年 7月 11日至 7月 9日為期 9天於臺南市區

各文化場館舉辦大小型音樂會、國際大賽、管樂展覽等多

項活動，因應 COVID-19疫情影響，延期至 2021 年舉辦。

活動將邀集國內外預計近百個團隊前來臺南演出交流，深

信透過亞太地區管樂先進國家及地區帶來的經驗，必能進

一步推動臺灣管樂吹奏藝術的發展，並可深層培養臺灣年

輕一代的音樂藝術素質。 

(二) 經費需求：200萬元。 

(三) 預期效益： 

1.創造國際交流平台：將亞太地區優秀的管樂表演引入台

灣，讓國內管樂團體能與國際管樂團體互相交流、彼此

觀摩，達到整體素質提昇之效果。 

2.帶動城市文化觀光：藉活動舉辦吸引觀光人潮，延長觀

光客停駐時間，擴大每人平均消費金額。另外，也可提

振地方形象，打響地方旅遊知名度，活絡地方觀光經濟

發展，提升地方競爭力。 

3.藉由國際性的活動舉辦，可擴展國內民眾的文化眼光，

集結在地智慧，凝聚地區居民的向心力。另一方面，也

可使台灣的地方特色、藝術文化的獨特性質得以向外傳

遞。 

4.促進臺灣管樂水平提昇：落實台灣管樂協會成立之宗

旨，藉由國際性管樂活動的舉辦，促進臺灣管樂水平的

提昇，進而推動各級學校的管樂教育走上正軌，使管樂

文化深根台灣。 

 

九、2021臺南臺語月 

(一) 計畫重點： 

「臺語月」自 2019 年率全國之先首次開辦，以「語言文



化」作為藝文主題的創新活動，2020年續辦以實地走讀、

布袋戲、舞蹈和行動劇、臺語歌劇、讀劇演出、藝術詩牆、

市集、講學、音樂會等等，融合臺語文學藝術與臺南歷史

人文，將本土語言及文化得以跨域媒合。 

為繼續保留母語文化的傳承及營造臺語生活之環境，因此

將整合上述活動，並積極與在地學校、藝文團體與影視傳

媒共同協力，規劃 2021臺語月，共同推廣本土語言教育，

讓民眾得親近臺語、體驗臺語、認識臺語，打造臺語多元

藝文的城市。 

(二) 經費需求：50萬元。 

(三) 預期效益： 

本計畫將有效打造臺語家園及延續臺語文學推廣，充分結

合既有在地資源，透過擴大參與層面，深入校園、社區及

地方團體，鼓勵以臺語與人溝通交流，進而增進民眾對母

語文化的認同，轉化為愛這片土地、愛文化的實際行動，

亦可有效行銷臺南是保留母語文化重要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