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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品名稱 出版機關 簡介說明 

《現代美術季刊》 北美館 

《現代美術》期刊由臺北市立美術館負責策劃發

行，自1984年1月創刊至今已發行214期。各期以議

題為導向，以多元形式與藝術圈專業人士、創作者

合作，生產各式深入淺出、觀點新穎的主題評論與

創作。實體刊物企劃特殊單元內容或手工製作的設

計與物件，增加收藏性；同時，在倚賴網路閱讀與

取得知識與資訊的新媒體時代，將取得授權的文章

轉載「現代美術+」網站，讓現當代藝術思潮能更有

效的流布與廣傳。 

《現代美術學報》 北美館 

《現代美術學報》為臺北市立美術館發行之嚴謹學

術審查制度的學術性期刊，創刊以來便扮演國內藝

術學研究的重要推手，曾獲國科會評為優良期刊與

核心期刊。各期設置專題，並保留開放其他論文投

稿，徵求有關現代、當代之跨領域藝術理論、藝術

史論、藝術評析、美術館教育、藝術行政等課題之

觀點與論述。2016年轉型為電子期刊，2023年「現

代美術+」網站成立，可線上瀏覽、下載全文。 

《臺北星空》 天文館 

《臺北星空》為國內唯一天文專業期刊，採雙月刊

型式發行。每期除了有針對重要天文主題的專題報

導外，另有各項專欄，如「當月天象」與「天文新

知」深入報導最新的天文發展與觀星資訊；「天文觀

測」、「天文攝影」、「天文學教室」...等專欄與專題

報導，有系統地介紹相關知識，「天體映象館」則是

提供天文愛好者發表作品、相互觀摩的園地。近年

配合無紙化政策，《臺北星空》改版以電子期刊型式

發行，加入多媒體內容益為充實，已成為天文教學

與愛好者必讀刊物，讓天文知識普及於一般民眾。 

《影子與光：孫榮輝的歌

仔武林》 
文化局 

《影子與光：孫榮輝的歌仔武林》專書為臺北市文

化局「傳統藝術系列」叢書第二十冊，歷經一年餘

時間的田野訪談及文獻資料蒐集，篩選出約兩百張

珍貴歷史圖像以及藝師的大事記、參與電影拍攝一

覽表，始完成記錄孫榮輝藝師跨足歌仔戲及功夫電

影的精采劇藝生涯。 

孫榮輝，藝名孫榮吉，歌仔戲粗角演員，尤擅武

生。自幼於家族戲班隨父親習藝，經歷內臺、外

臺、陣頭、賣藥團、歌廳秀、電視、現代劇場等多

元演出型態。除了臺前的演員身分，也在民國六、

七十年代長期擔任武俠電影及電視歌仔戲的武術指

導及替身。104年登錄臺北市無形文化資產歌仔戲藝

術保存者，亦同步榮獲「臺北市傳統藝術藝師獎」

肯定。既能做別人身後的影子，也能綻放屬於自己

的光彩，正是這種充滿彈性的生命狀態，造就出孫

榮輝的歌仔武林。 

《威廉．肯特里奇》 北美館 
《威廉．肯特里奇》專輯以肯特里奇素描創作為策

展脈絡，從最早炭筆素描系列到素描投影系列的定



格短片，再到影片編導到舞台表演，以及晚近採用

水墨炭筆所創作的大幅樹與花，逐一探索他的創作

軌跡與美學維度。 

《臺灣‧福爾摩沙》 北市國 

《臺灣‧福爾摩沙》專輯是一張寄給臺灣當代及未

來的一封音樂情書，以臺灣山光水色、歷史人文為

題，收錄5位作曲家在臺灣這塊土地生活所留下的生

命足跡，也對當代人文與眾不同的微觀；透由他們

生命經驗中的藝術觀點與情感表述下的音樂作品，

以音符描繪城市景觀，以聲景紀錄常民活動，為後

人留下文化烙印，為不同年代留下時代精神。藉由

作曲家、指揮家與演奏家間的交流對話，透過作品

的演繹與詮釋，為臺灣保留一份純真的在地化聲

景。 

《摩登生活：臺灣建築

1949–1983》 
北美館 

《摩登生活：臺灣建築1949–1983》由吳光庭、王

俊雄、王增榮領銜研究策劃，探討二戰後臺灣現代

建築發展，聚焦其間社會與文化變遷，以32個建築

案例涵蓋美援、中國復古、中國現代、在地現代、

非典型、新生活等主題，簡明圖文資料勾勒時代內

涵。 

《交手日章旗下：日治時

期臺、日人的互動》 
文獻館 

《交手日章旗下：日治時期臺、日人的互動》經由
蔡蕙頻與郭怡棻兩位歷史說書人，透過典藏文獻與
物件，訴說紳士、漢學文青、愛國婦人會、以及受
新式教育養成的新世代青年等日治時期菁英網路
中，臺、日人相逢與交錯的片刻。組成一個個生動
精采的故事。歷史是一門充滿人性與溫度的學問，
經由過去的文物、新聞報導，描繪出大時代下不同
場域的人際互動與變動的價值觀，讓歷史更加立體
而有層次。也讓百餘年後的人們，對過往歷史有更
豐富且全面的理解。 

《溺浮沉洄：許雨仁回顧

展》 
北美館 

《溺浮沉洄：許雨仁回顧展》為北美館「溺浮沉

洄：許雨仁回顧展」展覽專輯。展覽回顧許雨仁五

十年創作歷程，透過系統性梳理其作品與筆記，展

出自1972年起的素描、水墨、油畫、複合媒材繪畫

等三百餘件。展覽專輯除了完整圖版，亦增加數件

藝術家為專輯新製作品。書中收錄兩篇專文，提供

更多解讀與欣賞的視角。「作品索引」詳盡整理作品

中的短句及文字內容，「素描手記選編」節錄重要階

段的筆記內容，引領讀者更貼近藝術家的創作思

考。 

《毋記得，無關係》 客委會 

《毋記得，無關係》為一部適合7至12歲兒童閱讀的

客語繪本，融合魔幻寫實與客家飲食記憶，探討高

齡化社會中記憶與遺忘的議題。故事藉由孩子與失

智長者的互動，引導讀者體會同理與陪伴的重要，

並反思身分、文化與包容。繪本改編自《後生文學

獎》得獎作品，不僅是親子共讀之作，更是一場溫

柔而深刻的理解之旅。 

《袁廣鳴：日常戰爭》 北美館 

《袁廣鳴：日常戰爭》為「第60屆威尼斯雙年展台

灣館」展覽專輯，本屆由藝術家袁廣鳴代表，策展

人陳暢集結藝術家近三十年來創作生涯的核心觀

念，以其專擅的錄像藝術，結合裝置作品建構出一



處「日常」的類居家場域，尋索我們目前所處之真

實生活，及「棲居難以為詩」背後的隱慮及威脅。

本書除介紹展覽作品之外，特別收錄由藝術家撰寫

的類自傳式長文，提供讀者不同閱讀視角。 

《亻厓个房間》 客委會 

《亻厓个房間》為「臺北客莊音樂影像故事」系列

全新專輯，聚焦「客家女性的流變」，以細膩旋律與

真摯故事，描繪女性在責任與自由間的抉擇，展現

跨越時代的堅韌精神；亦觸及族群內部多元性別的

生命歷程，溫柔卻有力地傳遞為自我奮鬥的勇氣。

每首曲目皆為一次內在對話，邀聽眾在都會繁忙中

感受客家音樂的溫度與文化共鳴。 

《【TSO 55週年團慶紀錄

片】行走的樂章─臺北市

立交響樂團》 

北市交 

「我們從第78小節再來一次」，桂冠指揮殷巴爾說。 

這句話背後，是無數次的嘗試、調整，以及對音樂

的極致追求。從排練廳的準備到每個音符的精緻演

繹，臺北市立交響樂團的日常充滿了挑戰與樂趣。 

不到8:30，排練廳早已準備就緒，等待著音樂家們

的到來。從樂器的準備，每一個細節都經過精心安

排。當桂冠指揮走進排練廳，樂章就此展開，每一

個音符都蘊含著無盡的情感與故事。 

這不僅僅是一場演出，更是一場音樂的奇蹟。近百

名音樂家通過不懈的努力與聆聽，將音符們組合成

一首首動人的交響曲，將樂章帶到臺北市的各個角

落。 

超過半世紀以來，臺北市立交響樂團一直在不斷進

化，讓我們一同感受這場在城市行走的樂章，一同

聆聽交響樂的魅力，一同見證臺北市立交響樂團的

蛻變與無盡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