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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央到地方文化施政觀念的

轉型 
 

■陳其南／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新世紀文教基金會社會文化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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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藝術的展演活動，其本質不僅在於個人或團體的展演才能的展

現，同時也是對一個足以產生共鳴的社群單位，提供美學的昇華與精

神的慰藉。 
 

 台灣文化政策發展的歷程與台灣的政

治、社會、經濟的發展狀況緊緊扣合。每

一階段的文化政策，都與上一階段文化政

策所達到的成果及造成的限制有關。  

 台灣光復初期，社會經濟尚待復甦，而

大陸又隨即淪陷，國防與經濟自然成為政

府施政的重心，所謂文化建設也只不過是

為了配合政治、經濟的考量所做的行政措

施。  

 接續而來六○年代的台灣，逐漸由一個

農業為基底的社會過渡到以工商業為主的

社會。在繼續追求經濟快速成長的過程

中，社會也產生不少問題，政府有鑑於

此，在十大建設完成之後繼續進行「十二

項建設」，其中第十二項即為文化建設。

計畫在五年之內，分區完成每一縣市的文

化中心，之後在民國 70 年 11 月 11 日成

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民國 78 年底，文建會建立了全國藝文

資訊系統，自民國 79 年起台灣地區開始

有較基本的文化統計資料可供研究分析及

作為文化發展推估的參據。在此期間，文

建會也分別委託學術機構進行有關文化發

展的專題調查，以補充一般文化統計深度

上的不足。  

 為了落實「縮短城鄉差距」和「文化均

富」的想法，文化建設的重點如下：  

 1、充實縣市文化中心的功能。  

 2、健全藝文事業的獎助制度。  

 3、開發藝文消費人口。  

 4、改善公共環境的視覺景觀。  

 5、輔助演藝團體參與國際活動。  

 6、結合民間力量推動倫理建設。  

 從這些計劃項目中，我們也可以看出，

台灣光復以來到民國七○年代，文化政策

的思考已從抽象到具體，從意識型態轉向

實務為主，從政治、教育的附屬部門轉變

為文化專責化發展，從國族文化的打造轉

變為以文化藝術的自由表現為考量，從中

央台北開始邁向地方與本土。  

 進入八○年代的台灣，政治上束縛台灣

四十年的戒嚴令在 76 年終於解除，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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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各種力量也從不同部門以不同形式充分

展現出來。這段期間是以地方為主軸的文

化政策思考，並提出十二項文化建設計

劃。  

 以下是這些施政特質的理念背景及政策

執行的過程。  

 在藝文活動方面，文藝季辦理方式的革

新，改以各縣市文化中心為主體。  

 地方文化中心則由於財源有限，辦理藝

文活動的經費，大部份仰賴省教育廳和文

建會的補助。  

 社區總體營造觀念也在這段期間形成。

在文建會的規劃中，「社區文化發展計

畫」是以文化藝術形式做為切入點，以社

區為對象，試圖啟動社區意識的建立，激

起居民自主意願，主動推行「社區總體營

造」的觀念與做法。  

 在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和全國文藝季轉型

的過程中，許多效應也陸續產生，其中一

個最明顯的現象即是地方文史工作的蓬勃

發展。文建會為落實地方文化紮根的工

作，積極鼓勵地方上對文史工作熱心人士

進行有關調查研究或人才培訓工作。  

 另外，其他如地方環境與社區美學觀念

的建立、國際展演活動的地方化、整合中

央與地方文化行政體系，落實社區文化建

設工作等，也都是文建會十二項計劃內容

的思考方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