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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所在地為中心，策劃一場代表臺中文化、精神

的「都市地景記憶中的臺中公園」特展，從臺中公園帶您了解這座都

市的發展與文化。

撰文╱許瓊丰　圖片╱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提供

公園被譽為都市之肺，臺中公園與臺中

的都市規劃同步誕生，至今已超過百年歷史，

是承載臺中歷史、記憶與文化的重要地景。此

次展覽使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以下簡稱國

資圖）館藏日文舊籍及舊報紙進行策展，帶領

大眾深入了解臺中公園的前世今生。

湖光熠熠　臺中公園的百年故事

根據 2024 年交通部觀光署的統計顯示，

臺中公園在臺中市觀光遊憩據點，位居「熱門

景點前 10 名」的第 10 位，2024 年上半年參

觀人數達 1,378,615 人次。都市公園的興起，源於 18 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後的都市

化，世界首座都市公園伯肯海德公園於 1847 年向大眾開放。日本再將歐洲的都

市公園理念引入臺灣，臺中公園成立於1903年，位在臺中市發源地「東大墩」（今

臺中市中區）附近，初期面積約 25,000 坪。1908 年，臺灣總督府為慶祝縱貫鐵

路全線通車，於臺中公園舉辦「臺灣縱貫鐵道全通式」，使其聲名大噪，成為臺

日兩地知名景點。

隨著公園內紀念雕像、神社等設施的增設，以及舉辦各種活動，包括展覽、

釣魚、划船、主題比賽等，成為市民休憩的理想空間。二戰後，臺中公園仍保有

其都市綠洲的地位，市民在此散步、享受陽光，留下了許多美好回憶。1990 年

代前，臺中市經濟重心西移之前，臺中公園一直是市政中心與市民活動的核心。

國資圖從9月18日起在總館3樓設置「都市地景記憶中的臺中公園」特展，

展覽結合館藏日文舊籍及舊報紙資料，並取得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科學

研究專題中心、國立臺灣圖書館等單位提供珍貴圖檔，邀請大眾一起回顧這座超

過百年歷史的都市公園，展區亦設有「大家的地景記憶」留言板，讓民眾分享心

中最難忘的臺灣地景。臺中公園的歷史與其環境、紀念物已成為珍貴的時空膠囊，

記錄著這座城市的故事。

 「都市地景記憶中的臺中公園」特展

展覽日期：2024 年 9 月 18 日（三）至 12 月 22 日（日）  展覽地點：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總館 3 樓　政府出版品展示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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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傳統民俗的性別藩籬 ]

臺灣民俗性別敘事影像展　

藉影像與大眾進行對話

傳統民俗活動真的只能以男性為主力嗎？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與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合作，展

開為期月餘的「臺灣民俗性別敘事影像展」，透過名家攝影作品展現近年在民俗活動現場中

的女力。

撰文╱林瑞珠　圖片╱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提供

過去，女人的名字不會列在祖譜上，領導階層幾乎清一色男性，傳統民俗活動中看不到女性主祭，女

人總是默默執行繁瑣的後援工作，是個沒有聲音但勞苦的角色。近年，在社會變遷以及政府部門致力性別

平等法規的制定及觀念的推廣下，社會風氣有了明顯的改變，例如文化部年年執行的性別平等推動計畫，

以消除性別刻板印象、偏見與歧視，轄下的文化資產局（以下簡稱文資局）將在 11 月 5日於國立公共資訊

圖書館（以下簡稱國資圖）總館 4樓、5樓閱覽區牆面展出長年記錄民俗現場的專家黃文博，以及攝影家

趙守彥的攝影作品，以延續、轉變及期許為主題，呈現臺灣傳統民俗的性別觀，與近年社會變遷及性別觀

念轉變的過程，現場還有心得牆展區與觀展者互動。

《臺南保西代天府丁酉科架棚—

歸仁西勢黃府王爺壇拍面宋江陣之

女性持官刀》呈現出陣頭女性揮舞

官刀跳躍的威武，氣勢不輸男性。

攝影／趙守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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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民俗訪視　推廣性別平等觀念

粘振裕表示，政府的政策確實有領頭羊的功

能，官員出面溝通較能被接受。以文資局近年持續

辦理重要民俗訪視為例，透過訪視將性別平等觀念

委婉地介紹給各個民俗活動及其決策單位，鼓勵推

廣不同性別均有平等參與民俗活動及決策的機會，

藉此達到一定的效果。

目前已經有女性加入寺廟或民俗活動的領導階

層，例如北港朝天宮除有女性擔任董事，2023 年新任董監事改選，更選出第 1名女性監事；在傳統武陣中

也開始出現女性的身影，此次展覽中，便有幾幅趙守彥拍攝女性參與陣頭的攝影作品，氣勢非凡。

透過訪視活動，粘振裕也發覺這些重要民俗的保存都具有非常特殊的歷史意義，例如雲林縣口湖牽水

（讀音為ㄓㄨㄤˋ），1845 年發生於雲林口湖、四湖鄉的豪雨水災奪走數千人性命，後人因此每年舉行

盛大祭典，以道教「牽水 」來拔度亡靈，同時提醒人們治水防洪的重要性。粘振裕再舉十二婆姐陣為例，

早期都由男性反串扮演，與過去視女性有月經不潔之禁忌及性別刻板印象有關；現在觀念逐漸改變，月經

神聖說變成主流，加上政府宣導兩性平等，因此愈來愈多的陣頭出現女性成員。粘振裕強調，只要女性願

意打破傳統觀念的限制並自我突破，一切就能隨之改變。

臺灣走在亞洲性別平等的進步前線

文資局副局長粘振裕表示，這次的館

際合作，乃因文資局與國資圖相鄰，過去國

資圖舉辦書展亦經常邀請展出文資局的出版

品，雙方都認為館際之間多加連結，有助於

突破同溫層，擴大民眾參與。

而在性別平等制度及社會氛圍方面，臺

灣已走在全球進步的前端。根據行政院性別

平等處於 2024 年初發布的「2024 年性別圖

像」，首度納入 2023 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ECD）社會習俗性別指數（SIGI）評比，我國成績榮獲全球第 6名，已經數年蟬聯亞洲第 1名，像是

在 2016 年選出史上第 1位女性總統蔡英文，2019 年成為亞洲第 1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等。但民俗活

動中的性別平等仍在緩步前進中，與社會進步的速度依舊有落差。

對此，粘振裕表示，傳統民俗活動對性別觀念的刻板印象確實較難撼動，這和傳統父權社會男主外女

主內的性別分工，以及男尊女卑的社會制度有關，男性在政治、社會、家庭中擁有絕對的權利與權力，女

性只能隱藏在男性背後執行繁重的後援工作。但在政府長年推動性別友善，選舉有婦女保障名額等政策下，

許多優秀女性表現不凡，社會氛圍已然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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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力·女力·社會力－臺灣民俗性別敘事影像展」

展覽日期：2024 年 11 月 5 日（二）至 12 月 15 日（日） 

展覽地點：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4 樓、5 樓閱覽區牆面

財團法人北港朝天宮第 11

屆董監事就職典禮，首位

女監事獲頒當選證書。

攝影與提供／北港朝天宮

2011 年《羅漢門迎佛祖，

十二婆姐陣》。

攝影／黃文博

2022 年《 學 甲 上 白 礁，

宅港十二婆姐陣》。

攝影／趙守彥

《 西 港 刈 香 辛 丑 香 科 開

館—樹子腳寶安宮白鶴

陣之女性打拳》記錄一名

長相秀氣的少女打起拳來

颯爽風姿有模有樣。

攝影／趙守彥

1.

2.

3.

4.

32
41

 「神力·女力·社會力主題書展」

展覽日期：2024 年 11 月 5 日（二）至 12 月 15 日（日） 

展覽地點：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4 樓閱覽區／展示期間不外借，歡迎預約。

 「閱讀徵稿活動」

於 2025 年 1 月 31 日（五）前，參考主題書單，或現場借閱書籍，進行

線上投稿心得，可獲得閱幣 10 點，還有機會抽中文資局限量好禮。

主題講座與書展同時推出

這次在國資圖推出的「臺灣民俗性別敘事

影像展」，搭配 2場主題講座，分別於 11月 23

日與 11 月 30 日連續 2 週的下午 2點在國資圖

總館第一會議室舉行，以對談方式辦理。「神

力．女力．社會力主題書展」則集結民俗與性別

平等的相關好書，透過閱讀展現民俗節慶與女性

平權的交融。例如文資局出版品《大甲媽祖遶境

進香》、《西港刈香》等，帶領讀者認識重要民俗的各項儀典流程、禁忌或祭典特色；國資圖館藏《女人

的世界史》、《性別向度與臺灣社會》等，探討古今社會的性別關係，讓讀者更深入了解性別議題的重要性。

粘振裕表示，希望「臺灣民俗性別敘事影像展」能藉由影像、閱讀及主題講座與社會大眾進行交流與

對話，促進民眾對民俗文化資產的認識，並關注民俗信仰中的性別差異與禁忌，重新思考並破除歧視與偏

見，讓民眾在認識文化資產之餘，還能創造性別平等觀念的加乘效益。

「神力‧女力‧社會力

主題書展」網站

主題書展

線上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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