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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臺北市立美術館首次舉辦「X site」地景裝置計畫，這項融合建

築裝置與當代藝術的計畫，將於每年春天，針對北美館正門廣場，

設置一件臨時性的公共活動地景，展期持續三個月，大眾將目睹一

個全新面貌的美術館廣場。 

 

本計畫採公開徵求提案的方式，對象以建築師團隊為主，本計畫呼

應全球關注之環境永續經營、環保等議題，鼓勵低碳、再利用、減

量等構築概念；評選的另一重點為鼓勵創新工法與探討城市公共空

間議題；第三是對於裝置基地的圓山文化資產地帶及城市博物館聚

落內的美術館周邊環境提出一個適切的觀察並反應於作品之上。美

術館期望這個計畫能激發更多人對於建築的未來想像，及每年藉由

不同團隊的創意思考，有助於推動建築藝術做為城市重要的文化活

動之一。2014 計有 29 個團隊參加，選出 10 組入圍者，最後產生獲

選團隊。 

 

2014 獲選作品『邊緣地景』，創作團隊陳宣誠+任大賢+蘇富源建築

師事務所（C.J.S Architecture-Art Studio），選用竹鷹架做為裝置呈

現的概念原形，透過竹子反覆垂直水平的線性構築，將原本是早期

台灣建築生產系統中輔助的臨時性構造物、大型廣告招牌及蚵寮的



 

 

主要結構元素進行再重組，轉化爲觸動身體感覺的構築系統，進而

探討這臨時性的都市景觀，如何承載人為建築與自然環境之間的視

覺、觸覺、聽覺等經驗。整個計畫透過在地性濃烈的格狀竹子林、

環場步道與金屬線性扶手等三大組裝部分，共構成一個容納感覺發

生的場域，呈顯如鷹架城市般的巨大氛圍。團隊認為：「不論是建

築生產系統中的附屬鷹架，臨基隆河的北美館主要廣場與整體裝置

空間的思考都以一種邊緣（boundary）的特性存在，也是這次『邊

緣地景』（The Landscape of the Boundary）名稱概念的由來。整體

裝置表達了建築因身體透過遠觀及不同「間隙-運動」的作用，以及

遊走在不同高度的竹鷹架所呈現更為抽象的視覺、影像與物質觸

感，因而消弭了界定建築的視覺範圍。這個由鷹架裝置轉而思考身

體感覺的當下經驗，讓僅及於視網膜的作用及平坦影像輸出的當代

建築皮層的「影像空缺」重新獲得了生命，藉此論及建築史中未觸

及的，生成建築的方式，思考建築的另一種感覺向度，不是大與小

的尺寸關係，而是可見與不可見的間隙生成，也是感知層次不斷地

消長與滲透。 

 

『邊緣地景』的鷹架概念，由大量孟宗竹與桂竹交錯形成的建築裝

置自大門口連接至廣場。對早期台灣社會常見的鷹架，只能遠觀或

是當成廣告架的功能，這次塑造的鷹架城市，著重於真實的體驗，

民眾可走入構造體並依照工作人員管控人數往 2 層及 3 層體驗 6~9

米高的空間。竹子性質接近草且生長快速，往往須要定期砍收，以

利下次生長環境，且全台灣皆有生產，不像人工材料對環境造成的

負擔。 

 

『邊緣地景』佔地約 400 平方公尺，由超過 2000 支竹子組成，竹子

獨特的材料韌性，當有作用力發生在竹構材上時，其動能立刻相互



 

 

傳遞，人如同走在現實與潛在之間的夢遊者，進行一場空間體驗。

在這廣大的切片場域中，身體的溢遊狀態與感知，將不斷地被周遭

的鳥鳴聲、鄰近高架橋的車速聲響、場域內隱約低頻的吵雜聲、走

動所產生的力學流動、風力拍動竹構材所產生的聲響等介入，身體

因此留下被切片的感覺記憶，並且影響到接續而來進入美術館參觀

的情境。 

 

『邊緣地景』也是一個充滿時間性的作品，由移動性的身體產生的

視覺形態的差異，竹子因時間產生本質上的變化，隨著天氣顏色由

綠逐漸轉為黃褐色的外表，整體裝置宛如自然地景從開始到結束不

斷關照大地的變化，從覺察與關懷而來的本質，期望帶動每一位參

與者的身體意識。 

 

C.J.S 團隊自行實驗開放性的竹材接合方式，捨棄一般畫完圖委由營

造場施工的方式，從搬運、加工、焊接、組裝，以近乎工廠操作、

游擊作戰的方式，帶領約 100 位中原大學建築系學生在數個星期的

工作期限內與機器、竹材共處，從體會竹材的視覺感受開始，了解

自然竹材所具備的時間性與生命力，透過手做實踐，在新世代年輕

建築師身上延續關於建築教育的重新思考；建築如何被傳承與學習

也展現在這次『邊緣地景』的創作團隊理念，對參與此計畫的執行

團隊及所有觀眾而言，這是一個多方對話的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