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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啟動北美館擴建案 

首座地下美術館，林中蘊藝翻轉美術館的未來想像 
 
為提升城市創意發展競爭力並培育在地美學素養，「臺北藝術園區-臺北市立美術館擴建統包工程」是

臺北市政府積極推動的重大文化建設，緣起於市長柯文哲於 2014 年興建新美術館之承諾，提出前承

歷史後續未來，打造具指標性的文化品牌願景。今年 5 月 11 日經評選，已順利於 5 月 20 日決標，包

含藝術、建築、營建、機電、景觀等各專業領域所組成之評選委員，考量統包團隊過去履約實績、專

業組織能力、綜合設計能力、主要材料、設備選用、計畫執行與管理能力、價格組成之完整性及合理

性等因素後，由劉培森建築師事務所與福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組成團隊所提出的計畫方案獲選。 
 
北美館成立於 1983 年，為臺灣第一座現當代美術館，將於明年屆滿 40 週年。面臨當前藝術的發展演

變，以及國內外美術館舍的競爭與挑戰，亟需研擬具前瞻性的美術館藍圖，除了解決展覽、教育及公

眾服務等空間不足之現狀，更提出因應未來新類型藝術需求的空間，與提升既有首都美術館的功能，

故而美術館擴建成為藝文圈殷切盼望超過 20 年之共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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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以「花博公園美術園區」為基地，施工範圍 62,542 平方公尺、總樓地板面積 44,576 平方公尺，

為獨特之覆土式地下美術館，首開臺灣博館界先河；主建築設於地下層，輔以局部地上覆土建築，結

合公園景觀，實踐「林中蘊藝，藝中觀林」之設計理念。未來，新館地面為公園綠地，地下是新媒體

與跨領域之展演空間，整體規劃兼顧藝術體驗與自然休憩。總經費 52.34 億、統包工程經費 44.31 億，

以臺北市政府所編列預算新建，委由工務局新建工程處代辦，預計於 2027 年竣工。 
 
建築師劉培森從美術館的未來性想像出發，指出具指標性意義的北美館，其擴建案不僅是建築工程，

更具有探問臺灣美術館未來性為何的重要價值。而此案與公園之密切關聯，形成其特殊地理環境條件，

劉培森視「公園為藝術能量的延伸」，基於美術館與公園一體的規劃理念，將兩者看作「藝術」與「自

然」的雙向垂直延伸及串流，除將地面公園廣場規劃為戶外展演區域，拓展整體展示的藝術能量，而

當民眾漫遊公園時，亦可隨時搭乘就近的電梯垂直移動至地下展演空間，讓人們可以更輕鬆、自然地

接觸藝術。 
 
本計畫的主量體設置於地下層為主，故而著重施工的地質處理專業能力，福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具有

相關隧道、橋樑與道路工程經驗，曾獲得「優良隧道工程獎」，另亦有多項工程榮獲公共工程金質獎

與金安獎等。而具有關鍵角色的公園景觀，團隊邀請日本景觀設計師宮城俊作擔任顧問，其著名作品

如世界遺產平等院中鳳翔館的庭園設計，以及銀座區域最大的開放式屋頂花園（GINZA SIX）等，宮

城俊作一向強調與自然環境相得益彰整體和諧的美，以及順應綠植與水的力量。團隊主張以自然的園

林風格為設計導向，藉以與人為的藝術品創造更融洽的互動關係；而地下層展間高低錯落的量體，也

將形塑公園中波浪起伏的曲面立體地景。 
 
劉培森形容，「美術館有如河畔邊的蓮藕，透過孔隙引入光源。」團隊針對藝術園區規劃了白天與晚

上的不同視覺體驗：白天的太陽讓戶外公園沐浴在自然光下，並在建物、結構和樹木的錯落間，呈現

出不同光影效果並漫射至地下美術館的公共空間。在夜間，原先提供日照至下方室內區域的透明結構

量體，成為界定空間的視覺焦點光箱；另一方面，在兼顧園區整體的安全性之餘，戶外照明將進行分

級，於最小限度影響自然的狀態下，提供柔性的光環境，同時保留大量夜晚的黑，為市民締造一個具

有都市氛圍和自然品質的平衡體驗。 
 
同時身為高雄市大美術館計畫之內惟藝術中心興建的主持建築師，以及臺中綠美圖與日本建築師妹島

和世、西澤立衛合作的在地建築師，劉培森特別留意美術館建築中，展演空間的彈性運用潛能。在本

計劃中，地下展演空間的設計除了美術館專業機能的硬體建制之外，展間黑白盒子之間的串連結合，

如何創造展場空間最大的尺度或可能型態，亦是設計的著重重點；另一方面，顧及當代藝術創作媒材

的多樣性，例如可能使用到各式影音聲光多媒體甚至是氣體或液體等，因此展間設計也將預先考量並

賦予各種異質媒介的乘載與整合能力。 
 
本擴建計畫的特點，試圖將都市、自然與藝術的交織邏輯清楚呈現：沿著交通幹道的西側屬於都市肌

理脈絡，提供良好步行環境，讓行人易於進入公園；基地南北中軸區塊為高頻率藝文活動帶，透過穿

透性的動線規劃讓民眾在林間漫步參觀；而東側部分則規劃為生態教育區，將園區內的喬木移植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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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密植，再搭配生態池的設置，逐漸復育出新的生態體系。這三條軸帶在功能、空間、植栽及照明的

設計上皆將有各自鮮明的詮釋。 
 
關於之前外界關切的交通動線，在團隊的計畫中，因考量中山北路之於臺北市深具歷史文化的代表意

涵，故而將貨車出入口設置於北側新生北路三段；汽、機車地下停車場配置於基地的南側，出入口位

於民族東路分岔口的單行道，預計將路寬 8 公尺拓寬至 10 公尺三線道，並沿基地內縮闢建 2.4 公尺的

人行步道，降低民族東路交通之負載量。 
 
北美館園區擴建案，標誌了臺灣美術館的關鍵時刻；迎向未來趨勢與需求、具有公共性、關照生態面

的計畫，將逐步醞釀跨領域展演映、新型態作品的蒐藏機制與研究動能。未來新館空間包含新媒體藝

術展演空間、教育與學習空間與文化遊憩設施，本館則專攻臺灣美術史的常設展示與研究，將北美館

居國內美術館之冠的日治時期臺、府展經典作品，以及豐富珍貴的近現代藏品規劃展出。整體園區以

景觀建築之手法，期待成為臺北都會北區的文化綠色廊帶，成為一處更友善、能與市民生活連結更為

緊密的文化體驗場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