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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老厕所，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卫生条件差，
采光差，破烂不堪等等，由于年代久远，有的甚至还会
伴随着安全隐患。但是，台湾去年推行的学校老旧厕
所重建计划，在恢复舒适环保，安全卫生的基础上，还
让这些老旧厕所摇身一变成为了“艺术馆”，连学生们
都笑着说：“从此上厕所更开心了！”

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台湾“教育部”从
去年起，协助各个县市的公立小学和初中推行老旧厕
所整修活动，288 所学校的 1040 余间厕所化身成为

“美感厕所。”在细节处实践美学教育，激发青少年的
艺术细胞，还能方便生活，使得这项计划深受好评。

位于新北市的埔墘小学，虽然经济环境优厚，但
是校舍厕所老旧，屋龄高达25年以上。四分之一世纪
的时间这里饱受摧残，已经破旧不堪，脏乱甚至危险
的环境，早已不适于孩子们上厕所，所以它也接受了
整修。学校采取开高窗、压力换气的方式，使得空气
形成自然对流，成功改善通气环境，去除异味。在高
窗的基础上，学校将所有灯具改为感应式灯具和LED
灯具，不仅改善了采光差的问
题，还可以节能环保。地板改
用雾面砖，另外增设排水暗
渠，利于清洗维护，让厕所更
加干净整洁。

新改装的“艺术馆”，不
仅功能上干净整洁，设计也大
方得体，难怪让人竖大拇指，
好评有加。

完成整修之后，教师还带
着学生们来新厕所参观学习改
造理念，说明如厕礼仪，让厕所
变成了教育的一环。这让孩子
们从生活学起，从身边学起，亲
身体会到了环境教育和美学教
育的魅力，怪不得有学生笑着
说：“从此上厕所都开心了。”

栖身在花莲县的铜门小
学，是一所已经有97年历史的
太鲁阁人“原住民”学校。学校

被山脉三面环绕，自然景观秀丽动人，因此在老旧厕所整
修活动中，学校采取开放式的设计，既解决了通风问题，
又可以直接看到环绕学校的山林景色，还能看到校门口
的两棵老树呢，说起来还略带点诗情画意。此番改造还
加入了当地的民风特色——红白黑三色瓷砖，有些地方
还加上了彩绘，从内部来看丝毫感觉不到像是一间厕
所。洗手台的翻修，也在设计上采用了线条与几何图案
的圆形，简约而美，充满艺术气息，瓷砖小便池的更换也
更加安全美观。这次改建让曾经的老厕所变换了“味
道”，变得焕然一新。家长们看到自己的孩子能在这么艺
术的环境中上厕所，心里宽慰了许多。

最好的教育方式是体会，最好的艺术是关怀。温
暖的爱与关怀，充满艺术气息。这次整修工程实用且
富有新意，让孩子们从小就能切身体会美在身边，关
怀无“所”不在。儿时的启发往往是最重要的，不知
道孩子们在多上了几次厕所后，会不会由“所”启
发，兴许未来的小设计师就在厕所里，构想了自己的
第一个设计呢。

让生活与艺术无缝对接

生活与艺术的无缝对接，因“社区文化大使计划”而触手可及。在小区层面
推广文艺，不仅能提升普罗大众的文化艺术水平，还为中小型艺术团体拥抱观
众、充分发挥表演艺术方面的才华创造机遇。

据康文署观众拓展经理蔡玫娜介绍，本年度开放申请后，康文署共收到超过50
份计划申请书，其中既有为民众所熟知的艺术团体，也包括崭露头角的演艺界新人，
而最终选定的19项计划，均有艺术价值高、理念创意新颖、具备可行性等特征。

蔡玫娜说，“社区文化大使计划”欢迎以往有小区表演经历的团体优化进一步
其表演内容，同时希望吸纳有潜质的新人加入。“由于新晋艺术工作者未必已成立
自己的艺团或加入某个剧团，所以我们尝试支持这类创作者，鼓励他们以组合形
式踏上小区艺术平台，累积表演经验，获取创作灵感，同时拓展观众。”

香港独立舞蹈人蓝嘉颖与跨媒体创作人黄汉梁便以“组合”的方式，共同加
入了今年的“社区文化大使计划”。香港演艺学院毕业的蓝嘉颖善于从生活细节取
材，关注舞蹈、文本、视觉的跨界融合，如此便与跨媒体创作人黄汉梁一拍即
合，两人合作推出为小区巡演而作的舞剧。

以参与推广小众艺术

在蓝嘉颖与黄汉梁共同创作的舞剧《飞飞旅游爸》中，表演空间是一辆租来
的流动车，飞飞怀抱爸爸的关爱，排除万难，以舞蹈周游列国，带着全新的感悟
向未来进发。计划通过演出、工作坊及展览等形式，邀请公众与飞飞一同在“旅
途”中体验成长，并感受家庭的温暖。

“不加锁舞踊馆”是“社区文化大使计划”的常客，今年已是第 7 次参与。
“坚持参与这个项目是因为我们觉得在香港，现代舞始终是很小众的艺术形式。希
望通过参加文化大使，加强现代舞的推广力度。”舞团艺术总监王荣禄说。

此前该现代舞团曾以弱势群体、环保、英雄等主题创作，在小区层面积极推
广创意舞蹈。今年他们又将带来怎样的惊喜？王荣禄说，这次我们会由香港式微
的传统行业或正经历重建逐渐消失的空间切入，挖掘舞蹈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王荣禄说，“正如我们很少去关注自己的身体，面对习以为常的生活环境，小
区重建带给我们的启发是清空自己才能重新注入新的活力。随着新式健身房的出
现，我们想要了解老拳馆在当下社会依旧存在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该舞团
520场表演外展活动中，除部分系列式的工作坊、培训班及个别总结演出需酌量收
费外，其余活动均可免费入场。

令文艺温暖易懂

在进行文艺推广的过程中，如何收获公众理解与共鸣，并在此过程中传递人
文关怀，“社区文化大使计划”的参与者们有着自己的思考。

实验艺团“她说创作单位”的罗妙妍说，通常编舞和导演在个人创作中，都会有
一些艺术上的表达需要去尝试与实现，但这类实验观众恐怕比较难快速融入其中。
然而进入小区与观众互动却非常重要。所以对艺术工作者而言，在小区中做演出最
困难的就是要探索怎样在不失美学原则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让观众理解，同观众
交流。毕竟艺术不应该孤芳自赏、曲高和寡，创作者需要好好拿捏。对此，蓝嘉颖与
黄汉梁选择在舞蹈的基础上，加入对白以增强叙事性，平衡舞蹈相对抽象的特质。

“不加锁舞踊馆”在此前与香港市区重建局的合作中，曾在旧式茶楼结合茶舞
进行表演，以此展示香港本土文化。此次舞者们将通过入驻老拳馆表演的形式，
借助其作品“极限重塑”的舞蹈力量，帮助港人重新体悟与土地的连结。

本年度“社区文化大使计划”特别推出两项主题，除了舞剧《飞飞旅游爸》所代表
的“家庭”外，还致力于推动不同能力人士参与表演艺术。胡涂戏班的“人人有障碍，
个个有才能”，便以集肢障、视障、听障、精神病康复者及健全人士的“无障碍剧团”团
员故事为基础，通过戏剧艺术手法，将共融平等的信息带入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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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艺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或许你会觉得这句契合中产阶级审
美趣味的宣传语，天然地带有几分傲娇，只会是“富贵闲人”的选
择，而普罗大众与文艺的距离依然遥远。然而在香港，以社区等开放
空间为平台，面向广大市民的文艺推广，正越来越“接地气”。

作为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在社区推广表演艺术的重
点项目，“社区文化大使计划”自1999年问世以来，共有103个香港
本地艺术工作者或艺术团体参与其中。今年3月起，他们又在小区、
街头、公园等公共空间，通过现场演出、展览、工作坊等形式，带动
市民“强势围观”并亲身体验。

创意“厕”身生活 艺术无“所”不在

“美感厕所”是个什么鬼？
许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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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也不过就是这几行诗／记
忆／本身的光泽／藉文字而留存
……台湾诗人席慕蓉日前携最新诗
集 《除你之外》在台北举行媒体茶
叙会，分享自己的写作历程以及对
诗歌的感悟。

“ 诗 是 诱
惑 ， 也 是 安
顿，我沿着自
己生命的道路
前行，遇到了
给我触动的主
题，我就必须
非写不可，这时诗对我就是诱惑，
直到写出来之后，我才能安顿下
来。”席慕蓉如是说。

一 朵 红 色 的 山 茶 花 璀 璨 绽
放 ， 在 暗 绿 色 的 映 衬 下 格 外 耀

眼，席慕蓉将自己的油画 《红山
茶》 作为新诗集的封面。“希望在
自己 73 岁这一年，在自己首部诗
集 《七里香》 出版 35 年后，通过

《除你之外》 向读者展现新的生命

容貌。”席慕蓉说。
身穿黑色长袍，搭配紫色披

肩，记者面前的席慕蓉精神矍铄，
神采奕奕。她说自己是“山顶洞
人”，只会写字不会打字，于是手

写下自己诗集的资料发给记者；她
说自己的缺点是接受采访时往往

“言语混乱”，于是手写下自己对于
诗的感悟发给记者。

席慕蓉生于重庆，长于台湾，著
有诗集、画册、散
文 集 及 选 本 等
50 余 种 。 但 她
祖 籍 地 是 内 蒙
古，她也一直视
内蒙古为自己的
原乡。近年来，
席慕蓉潜心探索

家乡文化，以原乡为重要的创作主
题。在新的诗集中，她也表达了对
于草原生态及游牧文明的关注。

（据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王昀
加、何自力）

▲ 蓝嘉颖在演出中被康文署工作人员相中，受邀
参加“社区文化大使计划”。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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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时代力量“立委”林昶佐日前在“立
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质询时，爆料说台湾艺
人在大陆表演遭武警监控，还指责反驳自己的国
民党“立委”不了解情况。一位在大陆工作超过
十年的台湾媒体工作者看不下去，在自己脸书上
发文说——

知识浅薄不可耻，还要硬拗才可耻。台湾在
对岸从事这个产业的人不少，找个懂得的人问一
下很难吗？

大陆只要是大型演出活动必定会有武警或一
般警察部署以阻隔观众区、工作与演出区，这是
演出活动安全法规的硬性要求。平心而论，他们
对大量人群聚集的大型活动可能出现的意外事
故，法令上所要求的预防措施比台湾严格得多。
除了警察之外，入场安检站、急救站与救护车、
消防队都必须进驻现场，消防措施与观众的疏散
引导预案也都必须在事前提交给当地消防主管单
位审查。“立法委员”们怎么不拿这个例子跟新北
八仙尘爆事件比较一下，在安全风险管理方面台
湾跟对岸的差距在哪里呢？

■ 台湾关于高等教育学费政策的争议由来已
久。有人反对教育商品化，认为“薪水不涨，学
费不涨”。有人则认为学费该涨，“教育品质绝对
与价格相关”。目前现状是学费政策受政府管制，
大学难涨学杂费，许多大学校长满腹委屈，中原
大学校长张光正日前就公开痛批——

蓝绿政党为了骗选票，拿高教当牺牲品，竟
然让大学11年不涨学杂费，真是荒唐到极点。

有一些民间团体说台湾是高学费，那是没良
心的说法。中原大学每收一个学生，每年亏5.5万
元 （新台币，下同），若单依赖学杂费收入，一年
财务缺口高达8.8亿元；长庚大学每生每年成本高
达34万元，但仅能收9.8万元学费，全靠台塑集团
的支持才能撑下去；佛光大学每生每年成本 17.8
万元，却仅能收7.4万元学杂费，能活下来，是靠
佛光山支持。为了节省支出，大学已经挖肉挖到
见骨了，还要怎样！

世界知名大学学费是台湾的10倍到15倍，却
还有人说台湾大专院校学杂费太贵，有天理吗？

■“台中人的早餐”近期成为岛内热议话题。
起由是台湾作家刘克襄近日在脸谱撰文《台中人的
早餐在哪里》，讨论台中市早餐文化，却因质疑台中
早餐文化没特色，被台中网友群起攻之，他只好再
次发文《为什么要谈早餐》辩解——

纵使我再三努力解释，自己落笔主要在探讨早
餐文化，有些电视媒体仍断章取义，刻意下辛辣的
标题。我的书写角度一直在强调，何谓台中早餐的
文化特色，但多数人都忽视这个议题。我期望台中
能够从一日之初的饮食定位城市特质。可是媒体
的报道都导向我以为台中没有好吃的早餐。

经由这样单面向披露，许多台中市民显然也
无法认同我的看法。不少人跳出来，举证台中其
实有很多早餐，连市府官员都洋洋洒洒绘出一张
早餐地图。由此强烈举证，好像都要逼我认错。
一时间我好像变黄安了。

声

音

3月17日，保利香港拍卖有限公司在香港宣布，将于4月3日至5日举行2016年春季拍卖会，届时将呈现逾1600件
艺术瑰宝，拍前估值逾7亿港元。图为专家在介绍当代艺术大师吴冠中的巨幅油画《周庄》，作品估值逾1亿港元。

新华社记者 李 鹏摄

吴冠中油画吴冠中油画《《周庄周庄》》估值逾亿估值逾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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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团“不加锁舞踊馆”以现代舞展现对本土
文化的思考。 （资料图片）

▲ 胡涂戏班以戏剧传递人文关怀。（资料图片）

花莲县铜门小学老旧厕所整修设计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