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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為獨棟建築改造而成的藝文空間，共含三個樓

層，設計重點必須能包含文創團隊進駐辦公、規劃獨

立或聯合的展覽空間，場地除了要符合大小規模展演

活動，也要考量當代藝術創作不斷增生的多元表現。

設計師指出，此作為長型街屋，主要採光來自兩

端，且藝廊屬性需提供參訪者舒適無擾的環境，為空

間創造餘裕感顯得更加重要。因此將入口處退縮，拓

出一塊外玄關，以梯階抬升地坪，讓動線先旋入側邊

入口再接駁入內，藉由此一短暫的過渡儀式，拉開藝

廊空間與街道的距離，助人轉換心境。另一方面，面

朝街道的立牆化為櫥窗，作為推廣藝術的另種窗口，

讓人流透過窗內風景引發好奇，主動拜訪參觀，深刻

藝廊在此地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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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長運用優美的線性語彙及豐腴的異性材質營造出精緻純粹、優雅大器

的哲性空間，並賦予空間獨具生命力之氛圍。郭宗翰認為設計是簡化出

空間裡最關鍵的元素，而不是將所有細節都植入空間，強調設計既是生

活經驗的延伸，也是欣賞美學的態度，藉由人文厚度的植入，構建空間

生活的哲學，創造人們對空間美學的無限想像。

1.使用紅色色塊勾勒外觀，為建築建立辨識度。2.1樓場地開闊，利用地坪高度、色階層次，明示各展區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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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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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以梯階抬升地坪讓動線旋入側邊入口，藉由此一短暫的過渡儀式，助人轉換心境。5.1樓，去除複雜隔間，令空間優雅俐落，具有自由運用彈性。6.7.腹
地中心的舊梯筒位置保留挑空，讓視野可以穿梭樓層，也是大型藝術品的展置點。

4 5

保留最大運用可能

「最多的可能性」是整體佈局的首要思考。1、2 樓規劃為展演空間，設計師以無隔間的開闊場地讓人能自由地行走、復

返，觀者視點得以延伸遊移，依據藝術作品尺度隨心調整觀賞距離。利用深色的抬升地坪消化坐區、展檯、梯區動線等功能，

順勢與周邊相異的色階層次明示出展區領域，令空間優雅而俐落，極具運用彈性。

另一方面，將梯座移至玄關側邊，而腹地中心的舊梯筒位置則保留挑空，讓視野可以穿梭樓層，並作為預留大型或雕塑

藝術作品的展置點。同時，它更具有兩項用意，一是開拓展覽空間的運用可能，館方可以在各樓層分別規劃個展，舉辦大

型主題展時也能利用樓層劃分子題，挑空區則作為主視覺的貫穿軸線；再者，挑空區因視覺延伸效果有助於空間突破靜態

展出形式，日後能以動態表演結合不同主題活動，碰撞出更多藝術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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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空間以灰色為底襯，用寧靜低斂的背景相襯藝術作品。9.深色的抬升地坪可容納坐區、展檯、梯區動線等功能。10.特意將茶水間置於樓面角落，使工
作人員必須行經戶外露台才能取用茶水，在短暫動線裡轉換心境。11.1平面圖。12.2平面圖。13.3樓平面圖。14.3樓為文創團隊辦公室，開設天窗令空
間感受更加開揚怡人。

14

11

12

13

「寧靜感」是第二項思考重點，全作整體以灰色為底襯，統整各種材質

紋理，用寧靜低斂的背景，相襯形色各具的藝術作品，無論古典、前衛、

多元媒材都能相融其中。在淨簡洗練的空間裡，光照與物質的交互影響更

加豐富了空間層次，設計師透過石、木、金屬等相異的材質質地相互對比，

同時也以硬體空隙之間透出的光線創造玩味細節。自大門延伸的紅色色塊

於建築外觀勾勒窗框，在室內轉變為挑空區的飾帶，此一視覺符號，讓原

本素樸美感增添亮點，為建築與空間建立清晰的辨識度。

3 樓主要是辦公空間與視聽室，設計師特意拓出一塊戶外露台，將茶水間

置於樓面角落，使工作人員必須行經戶外露台才能取用茶水，藉由此一迂

迴動線，促使長時間專注工作的團隊成員，能享受片刻的休憩與深呼吸時

光，舒展身心之後，再精神地重回工作現場。採訪」室內雜誌編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