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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國際管樂節30週年特展

醫路散策-大通二通老醫館漫遊特展

『東戶藝廊』112年第1季展覽～

「在臺畫嘉II 師生速寫聯展」

打開藝術之門 - 典藏捐贈展

游藝四時/何明宗85繪畫暨典藏捐贈展

定神－蒲添生臺灣頭人巨帙

兒童影片欣賞-昆蟲Life秀電影版(普)

花鳥傳情-劉婉如彩墨創作展

山海傳說

林老師說故事

歡迎來到德國 (普)

童話王國活動 ①：

《書包去遠足》+《彩色怪獸去上學》

王者之聲 : 宣戰時刻 (保)

假日親子電影院―佛陀首部曲(保)

嘉義市立博物館1樓特展廳

許世賢博士紀念館

嘉義東區戶政事務所

嘉義市立美術館2樓側棟展廳

文化藝廊/文化局3樓展覽室
文化藝廊/文化局4樓展覽室

嘉義市立美術館1-3樓

文化局兒童室

藝之牆/嘉義市西區戶政事務所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音樂廳

文化局兒童室

文化局視聽室

世賢圖書館兒童閱覽室

文化局視聽室

世賢圖書館兒童閱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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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影片欣賞-未來的未來(普)

「謠ㄚ謠~藝童樂逍謠」合唱音樂會

林老師說故事

當他們認真編織時 (輔)

童話王國活動 ②：

《隔壁的狸貓》+《這不是我的帽子》

龤之聲2023春季音樂會 唱遊系列(四)

《我唱你聽》

殺了七個人之前 (保)

假日親子電影院―帕蒂瑪的顛倒世界(普)

嘉鳳獅子會藝文聯展

兒童影片欣賞-電影版櫻桃小丸子 : 

來自義大利的少年(普)

古流松藤會台灣嘉義支部40週年

台日交流插花展

文化局兒童室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音樂廳

文化局兒童室

文化局視聽室

世賢圖書館兒童閱覽室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音樂廳

文化局視聽室

世賢圖書館兒童閱覽室

文化藝廊/文化局3樓展覽室

文化局兒童室

文化藝廊/文化局4樓展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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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份活動一覽表0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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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動物大觀園

林老師說故事

人生請作答! (保)

童話王國活動 ③：

《想生金蛋的母雞》+《不歡迎大象》

攻其不備 (保)

假日親子電影院―鬼太郎(保)

兒童影片欣賞-玩具總動員2 (普)

桃城豐年－林秋蓮水墨個展

嘉義市交趾陶協會會員聯展

優木良品成果展暨授證典禮

明天別再來敲門 (保)

童話王國活動④：

《魚就是魚》+《好想飛的兔老大》

咱來看醫生-嘉義市近代醫療文化特展

前陷風暴 (保)

假日親子電影院―黑貓魯道夫(普)

兒童影片欣賞-恐龍當家(普)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文化廣場

文化局兒童室

文化局視聽室

世賢圖書館兒童閱覽室

文化局視聽室

世賢圖書館兒童閱覽室

文化局兒童室

文化藝廊/文化局3樓展覽室

文化藝廊/文化局4樓展覽室

嘉義市立博物館

文化局視聽室

世賢圖書館兒童閱覽室

嘉義市立博物館1F特展廳

文化局視聽室

世賢圖書館兒童閱覽室

文化局兒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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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03

演出團隊│東吳高職表演藝術科109級
演出地點│嘉義市政府文化局音樂廳
票務訊息│索票入場
索票地點│東吳高職守衛室

五千年多以前，天地初開之時，有一隻外型如老虎而且長有翅

膀的怪物，人們稱它為「窮奇」。窮奇生性猛烈，平時以吃人為

樂，肆虐人間。某天上天派了一位英雄來拯救大家，並賜給他兩把

鎮壓法器，分別名為「山之劍」與「海之笛」，這位英雄最終使用

了這兩把法器成功制服了它，無奈元氣耗盡，他拚盡最後一口氣，

將這兩把法器與窮奇一起封印進了一本名為「山海」的經書中，並

將他交由後代把守，流傳上千年，而如今…… 。 

嘉義室內合唱團自2000成立至今，23年來凝聚了一群優秀的音

樂人，藉由溫馨、優質的練唱環境營造，歌唱水平提升以及曲目的

不斷擴充，獲得了廣大愛樂者的肯定。

嘉義室內合唱團近年來雖然致力於開發多元化的語種及曲目，

但民謠始終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故而尋思將古今中外作品作為年

度音樂會的主題，本場「謠丫謠～藝童樂逍謠」音樂會，邀請了來

自台南的泛恩合唱團以及嘉義室內兒童團一同參與演出、此次聯演

將共同帶來更為多樣化的曲目與不同的詮釋。 曲目包含中、外語及本土台、客、原住民語言歌

曲，希望能展現近年來對多元語種的掌握以及鄉土情懷的注重，務必要讓嘉義地區的愛樂民眾

大飽耳福，滿載而歸，並深刻體會合唱音樂的雅俗共賞、精彩紛呈。

「謠ㄚ謠~藝童樂逍謠」合唱音樂會

3/11（六）14:30

山海傳說

3/2（四）19:30

演出團隊│嘉義室內合唱團、嘉義室內兒童合唱團、泛 
                恩合唱團
演出地點│嘉義市政府文化局音樂廳
票務訊息│請洽OPENTIX兩廳院文化生活【200】



演出團隊│龤之聲男聲合唱團
演出地點│嘉義市政府文化局音樂廳
票務訊息│請洽OPENTIX兩廳院文化生活【200】

數年間的起起伏伏，大家小心翼翼地面對生活面對環境。世界

各地，天災和人禍接連發生，戰爭、地震、乾旱、颶風、大火、高

溫、酷寒，每一個事件都讓人痛心。為了防疫，人與人之間保持微

妙的社交距離，出門的機會少了，面對面的機會當然少了。有多久

的時間，沒能跟親人朋友暢聊大笑了呢?疫情稍微穩定下來後，生

活逐漸步入正軌，終於能夠出遊，雖然尚未完全開放，但日常的生

活及娛樂被影響的範圍越來越小了。2023年，唱遊系列音樂會重新

啟動，龤之聲合唱團帶著溫暖的心意，將傳遞滿滿的愛，到台灣的各個角落。

動物大觀園音樂會中，乃是將我們周遭所熟悉

的一些可愛動物的描寫性樂曲，內容涵蓋了傳統絲

竹樂曲、民族歌謠，最大之特色是要展現以傳統音

樂詮釋出動物的各種樣貌，表現出傳統器的特色及樂曲的逗趣，由朗朗上口的童謠至台灣民

謠，以及傳統音樂經典卻通俗的曲目，是藝術與通俗性兼具的音樂，呈現出充沛的活力與生命

之藝術新貌，非常適合闔家觀賞。

動物大觀園

3/18（六）14:30

龤之聲2023春季音樂會 唱遊系列(四)《我唱你聽》

3/12（日）14:30

07

演出團隊│台北絲竹樂團
演出地點│嘉義市政府文化局文化廣場
票務訊息│免票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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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03

何明宗董事長一生投入教育事業，創辦協志高中，作育英才無數。2001年63歲

時，無師自通，開始投入繪畫創作，2003年校長工作退休前，就辦理了首次個展。

退休後，何董事長更是日以繼夜、悠游藝海，近20年全心鑽研，竟創作了近千幅作

品，其用功之勤、戮力之深，連美術科班的專業創作者都自嘆弗如，何校長、何董事

長的稱謂之外，畫家之名已當之無愧。除了質量驚人的個人創作，何董事長也是知名

的藝術收藏家及美育推手，他於2021年精選個人所典藏的名家作品共34件，慷慨贈與

剛成立的嘉義市立美術館，大大豐厚了嘉美館典藏的質量，其藝術大愛令人欽佩。

欣逢何董事長85歲之際，特別邀請他於本市文化藝廊三、四樓，盛大舉辦「游

藝四時/何明宗85繪畫暨典藏捐贈展」，分享其創作及捐贈之典藏品。此次大展，委

請台南應用科大美術系王德合老師擔任策展人，從何董事長千幅創作中，精選出59

件，展現他20年畫家生涯的精彩篇章。

何董事長愛好旅遊，他常帶著夫人一起遊歷世界、遍訪台灣，自然與人文風景

自然成了他主要的創作來源。策展人以「游藝四時」為題，探討其風景繪畫中，依

四季歲時而生的自然之情，及景觀後隱藏的人文意涵。

本展共分為五項子題：

一、春萌藝動：春天萬物萌發，世界充滿色彩與生機。長期遊歷各國的所見與

感懷，是引發何董事長創作探索的初衷，也是他多年源源不絕的創作來源。此

子題除了呈現春天的風景，更著重於藝術家對世界的好奇與觀察。藝術家用畫

筆記錄他看到的美景，彷彿帶領觀眾環遊世界，這也正是他起心動念、藝術萌

發的根源。

二、夏致燦陽：夏天草木蒼翠、蓊蓊鬱鬱，位處亞熱帶的台灣，正是夏天景致

的最佳詮釋，此子題旨在展現畫家對台灣本土風光的描繪。何董事長在繪畫技

法漸趨成熟穩定之際，回頭用心關照這塊土地，從北海岸拍岸奇石、玉山壯闊

雲雪、東台灣山海之美，畫筆再逐漸回到了蘭潭、嘉義公園、孔廟等在地常民

生活，這應是畫家心中最燦爛溫暖的太陽。

游藝四時/何明宗85繪畫暨典藏捐贈展

2月15日~3月12日
展覽地點：文化藝廊（文化局3、4樓展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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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秋色畫韻：秋天是詩的季節，也是最有色彩韻味的時光。蒼翠的世界轉為

黃澄，稻澄將收、葉紅將落，是豐收的時節，卻也隱含愁緒。此子題呈現畫家

筆下的秋天美景，色彩時而溫柔、時而強烈，創作的主觀意圖與風格亦顯強

烈。在充滿畫韻的景致中，也屢見路途中寂寥的人物身影，是畫家心情的投射

與轉換。

四、冬藏情暖：冬天寒冷孤寂，卻也是家人團圓共享的時節，有親人摯友共聚

一堂，再冷的冬天也必是滿心的溫暖。此子題作品，包含了畫家筆下的冬天風

景及人情故事兩大軸線。歐美北國、高山雪景等冬景繪畫是具體風景的描繪；

人情故事卻是藉景寫人，在自然風景中，有家人扶持、摯友歡聚、花開燦爛，

是畫家心中溫暖的有情世界。

五、無盡大美：本展區展出何董事長捐贈嘉美館的34件名家作品，有楊三郎、

張義雄、黃水文、林東令、吳梅嶺、張萬傳、曹根等前輩藝術家作品，是嘉美

館建構畫都歷史的重要入藏。此外，也包含台灣第二代藝術家陳銀輝、朱銘、

廖修平、陳哲、黃照芳、何肇衢等名家作品，讓嘉美館的當代收藏益添丰采。

我內心的烏托邦

赤柯金針山

沙漠巨人-胡陽木 偉哉玉山國家公園

嘉義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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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03

「桃城豐年－林秋蓮水墨個展」將於112年3月23日至4月9日於文化藝廊（文化局

3樓展覽室）展出。畫家林秋蓮自幼生長在嘉義竹崎的小山村，雞、鴨、魚、蟲、

鳥、蝴蝶為純樸的鄉下眼睛所見日常，觸目所及山林果園、小溪村屋，是她小時候美

麗的印象。退休後基於對藝術的熱愛，進入臺灣藝術大學，對水墨、書法產生極大興

趣，一頭栽進水墨世界裡，領悟到何謂書畫同源，對往後的創作頗有助益。

在這全新領域裡，她受過多位名師指導，更拜師臺灣本土代表性水墨畫家之一的

蘇峰男教授，專門學習花卉沒骨彩墨技法與創作，擅長以沒骨法展現寫意花果蟲鳥。

農村子弟出身的她，尤其喜愛描繪臺灣盛產水果，筆下的荔枝、柿子、葡萄等，每每

色潤飽滿，豐豔欲滴，呈現豐收吉祥之意。

山水部分，她以双宣和麻紙來表現海浪的澎湃，雲海和雲瀑朦朧的感覺，氣勢磅

礡，重彩加上濃淡相宜的墨色來構圖，並藉由寫生、觀察，師自然、師造化。不全然

描繪景物，而是在像與不像之間呈現了氣與韻之生動，造景與造境並行，從心領悟到

大自然一切生動之態，以宏觀和微觀來構圖平遠、深遠、高遠之景。臺灣四面環海，

巨浪滔天，山川景峻，雲霧繚繞，懸崖峭壁等等氣勢磅礡，天然的奇石奇景眾多，石

濤先生曾說「搜盡奇峰打草稿」，這也是畫家所嚮往。

除寫意以外，她還擅工筆，嘗試用又工又寫來做出層次，有著不一樣的面貌。春

夏秋冬四季遞嬗，有時是繁花盛景，有時是枯樹寒鴉，盡是創作的好題材，用情在筆

墨之間，暢神在筆墨之外，隨心前行是畫家創作這些作品的心路歷程，願與同好共賞

共切磋。此次展覽以花鳥瓜果為主軸，山水海浪為輔，共展出約50幅精彩作品，邀請

喜愛水墨的民眾踴躍前來參觀指教。

桃城豐年－林秋蓮水墨個展

3月23日~4月9日
展覽地點：文化藝廊（文化局3樓展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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妃子笑

美麗的邂逅

紫藤花開春風如意

蜂戲玫瑰花有神

北海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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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03

台灣第一代留日雕塑巨擘蒲添生，一生專注於人像雕塑，其中，容貌傳神的政經

名人之人像塑造，在質量及數量上，更是蒲添生創作的一大經典。蒲添生曾言:「萬

物之中存在許多美好的聲音，我一生選擇人作為雕塑的語言，乃尊重人體之美；人類

的軀體，是大自然的縮影，在人體中可以找大自然的每個部分。」 

本展以「定神」為名，呈現蒲添生在人像塑造上的美學展現。蒲添生人像塑造的

藝術成就，不僅僅形似，還能定神於形，凝聚對象的精神與氣質於一瞬。善於捕捉人

像隱微的性格氣質與動態細節，因而頭像作品，總能精準顯露對象的神韻，整體而

言，現代寫實的時代風格，蘊藉著蒲添生的個人特質，因此在比例、肌理乃至於線條

轉折等作品細節上，揉合成另一種溫暖而敦實的個人風範。

蒲添生為台灣政商頭人造像的數量驚人，但較少被單獨提出作為展覽主體研究，

蒲添生以藝術的實踐，寫下了屬於台灣頭人像的巨帙鴻篇；藝術史家蕭瓊瑞認為，他

的人像塑造系列，等同於以藝術書寫了「台灣歷史的一個重要面向」。因此，本展以

「蒲添生台灣頭人巨帙」為副標，呈現蒲添生史詩級巨簡的台灣頭人群像，之於自身

藝術創作生涯的重要性及代表性。

為能讓觀眾更立體且深入地瞭解蒲添生的雕塑，本展共分三個展區：「來自米街

走入雕塑」、「寫神入形」、「生活風景裡的蒲添生」，以養成學習、藝術與台灣歷

史與日常生活共三種面向，勾勒並呈現台灣雕塑巨擘蒲添生的藝術生命。

定神－蒲添生臺灣頭人巨帙

2月23日~5月28日
展覽地點：嘉義市立美術館1-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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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01&02

《打開藝術之門—典藏捐贈展》展出自2019年至2022年期間的部分捐贈作品。嘉

義市立美術館自2019年1月成立、2020年10月開館以來，典藏方向包含嘉義美術史發

展之各時期作品、以嘉義為創作題材之作品，以及嘉義相關美術競賽作品等，目前有

174件典藏品的捐贈，另有由文化局移撥的299件作品，目前共有487件作品的典藏，

類型包含西畫、水墨、書法、雕塑、影像等分類，大多來自於藝術家本人、藝術家家

屬，以及收藏者/機構的捐贈，此外亦有桃城美展之首獎作品的典藏，皆成為嘉義市

珍貴的文化資產。

此次展覽的內容，除了精選部分作品為展示之外，嘉美館亦邀請各捐贈者現身說

法，藉由影像的拍攝紀錄，道出其自身的收藏脈絡，以及捐贈的動機。藉此展覽，不

僅對於作品的典藏脈絡有更多的紀錄與理解，亦希望在作品的保存、典藏和展覽中，

能鼓勵文化與藝術的傳承，並為研究工作積累更多的內涵。

《打開藝術之門》系列的展覽與活動，亦包含「資深藝術家影片放映會」，內容

為嘉美館每年所拍攝紀錄之兩位資深藝術家的生活與創作內涵，藉由影像紀錄和保存

藝術家、家屬和學者的口述，以及多種文字、資料與影像檔案的梳理與建檔等，呈現

藝術家多元的創作觀與生活樣貌。每年皆在美術節前後進行放映，今年度拍攝之藝術

家為林國治與葉茂雄。

打開藝術之門-典藏捐贈展

2月7日~4月9日
展覽地點：嘉義市立美術館側棟2樓特展廳

15



16



17

展覽03

嘉義市國際管樂節是你我身邊的老朋友，親切、俏皮又充滿活力地陪伴著嘉義

人，不僅讓市民擁有幸福回憶，也讓世界看見嘉義。2022年適逢嘉義市國際管樂節邁

向30週年，因此企盼透過「吹奏城市的樂章-嘉義市國際管樂節30週年特展」，重新

審視城市記憶、經典物件、精彩檔案等等，提出各種關乎嘉管節的故事，期待藉由訪

談，轉化成為文字、影像、影音，交錯於展場中，以設計裝置勾勒出三十年來嘉義人

的投入，共同吹奏出篇篇優美的城市樂章。

迎向三十而立的今日，以特展回顧紀念，同時期待嘉義的樂音生聲不息。

本展覽一共分為七大單元，分別為「嘉個好友吧！」、「愛上嘉管節的N種方

法」、「穿越時空了解你」、「來自各地的管樂好朋友！」、「愛樂養成術大公

開」、「管樂知識報你知」以及結尾「與管樂相愛吧！」。嘉義市管樂節的音樂饗宴

非專屬於殿堂，打破既有的印象，從一個概念延伸走入街頭、校園、社區，也走入市

民的心中，更走向國際；因此本展呼應嘉義市國際管樂節每一年的多變精彩，更期待

品牌永遠年輕化，與潮流接軌，具有當代性。因此展覽將運用不同媒材，搭配互動式

體驗與拍照裝置，讓觀者在展場的空間裡，感受多年來嘉管節的精采熱鬧。

誠摯邀請您前來嘉義市立博物館，一同回顧這三十年來的精采吧！

2022嘉義市國際管樂節30週年特展

2022/12/02(五)-2023/03/05(日)
展場：嘉義市立博物館 1樓特展廳

時間：週二～週日，09:00～17:00。(周一休館)

三十而立，樂音永續！

疫情下舉辦依然熱鬧滿分的嘉義市國際管樂節1993年第一屆嘉義市管樂節



展覽03

嘉義市擁有極高密度的醫療資源，醫院與人口比例，僅次於台北市，位居臺灣第

二名。嘉義市民對西方醫學的接受度，在日治時期就奠下基礎，當時嘉義僅有「嘉義

病院」（現衛福部嘉義醫院前身）為政府醫療機構，其他的醫療資源，以私人醫療診

所為主。除了西方醫學的老醫館、有許多從事醫療工作的老藥局、老中藥行及老草藥

店，一樣守護著嘉義人的健康。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自107年至109年進行老醫館故事的調查蒐集，累積了60間老醫

館的精彩故事，並出版3本小手冊(精華版)，也同步建置嘉義市老醫館網站(完整版)，

為了讓民眾能更親近與了解老醫館的故事，這些故事轉化為實際的展覽與紙本地圖，

本展覽這次的主角們即是挑選位於嘉義市大通二通街區的老醫館，透過圖文的介紹，

讓大家能帶著地圖，實際走入老醫館的古往今來，在老醫館的醫路時光中悠遊散策。

本展覽從嘉義火車站作為這系列醫景的起點，分兩條軸線介紹大通及二通街區的

老醫館群，大通(中山路街區)包括：吳耳鼻咽喉小兒科醫院：中山路406號、蔡耳鼻

咽喉科醫院：中山路270號、四方醫院：中山路262號、芝野醫院：中山路232號、芳

來齒科醫院：中山路211號、英安堂醫院：中山路205號；二通(中正路街區)如下：中

央醫院：中正路596號、嘉義藥局：中正路577號、安生婦產科醫院：中正路565號、

弘仁醫院：忠義街101號、振山眼科醫院：中正路

361號、十全醫院：中正路335號、仁壽醫院：中正

路313號、上池醫院：中正路167號附近、林惠生齒

科醫院：中正路161號、三泰藥房：中正路159號。

本展覽取名為「醫路散策-大通二通老醫館漫

遊」，這是老醫館故事調研成果的系列特展首部

曲，透過深具嘉義市歷史發展代表性的大通及二通

街區老醫館的故事，更能讓民眾有機會觸探並進而

深掘文化的底蘊，實際透過展覽及紙本地圖，親身

走入錯落交織的老醫館時空，漫遊「醫者町健康

地」的嘉義老時光。

醫路散策-大通二通老醫館漫遊特展

111/12/31(六)-112/3/12(日)
展場：許世賢博士紀念館（世賢路一段68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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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局今年度與10組優秀設計團隊共同研發產出10件優良木產品，並透過「優木

良品」嘉義市木產品認證計畫徵選出54件產品獲得認證，3月24日將於嘉義市立博物

館辦理授證典禮，並展出成果展，展期至4月9日，歡迎大家前來參觀。

優木良品成果展暨授證典禮

112/3/24(五)-4/9(日)
展場：嘉義市立博物館



展覽03

20

日治時期是現代西方醫學在台灣制度化發展的重要階段，除設置公立醫院外，總

督府也設立醫學校培養基層醫師，這些在第一線守護嘉義民眾的醫師其生活經歷與診

所建設豐富了嘉義的人文歷史與街道風景。

本展以「老醫館故事撰寫計畫」的調研資料內容為基礎，描繪出嘉義市醫療史的

輪廓及其所承載的歷史、空間、故事，是臺灣基層醫療文化的縮影，透過展示設計，

以人-「醫者」、空間-「醫館」、城市-「醫者町」為核心，展現嘉義市近代醫療文

化的特殊性。

咱來看醫生-嘉義市近代醫療文化特展

112/3/25(六)-9/10(日)
展場：嘉義市立博物館1F特展廳



03 親子

嘉義市閱讀推廣協會

嘉義市閱讀推廣協會

嘉義市閱讀推廣協會

嘉義市閱讀推廣協會

文化局兒童室
日期 活動項目 演出／合作團隊時間

14:00

15:30-16:30

14:00

15:30-16:30

14:00

15:30-16:30

14:00

14:00

3/1

3/4

3/8

3/11

3/15

3/18

3/22

3/29

林老師說故事志工團

林老師說故事志工團

林老師說故事志工團

兒童影片欣賞-昆蟲Life秀電影版(普)

林老師說故事

兒童影片欣賞-未來的未來(普)

林老師說故事

兒童影片欣賞-電影版櫻桃小丸子 : 
來自義大利的少年(普)

林老師說故事

兒童影片欣賞-玩具總動員2(普)

兒童影片欣賞-恐龍當家(普)

15:30-16:10

14:30

15:30-16:10

14:30

15:30-16:10

14:30

15:30-16:10

14:30

3/4

3/5

3/11

3/12

3/18

3/19

3/25

3/26

世賢圖書館兒童閱覽室
日期 活動項目時間

童話王國活動 ①：
《書包去遠足》+《彩色怪獸去上學》

假日親子電影院―佛陀首部曲(保)

童話王國活動 ②：
《隔壁的狸貓》+《這不是我的帽子》

假日親子電影院―帕蒂瑪的顛倒世界(普)

童話王國活動 ③：
《想生金蛋的母雞》+《不歡迎大象》

假日親子電影院―鬼太郎(保)

童話王國活動④：
《魚就是魚》+《好想飛的兔老大》

假日親子電影院―黑貓魯道夫(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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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局視聽室
日期 影片名稱 級別時間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3/4

3/5

3/11

3/12

3/18

3/19

3/25

3/26

歡迎來到德國

王者之聲 : 宣戰時刻

當他們認真編織時

殺了七個人之前

人生請作答!³

攻其不備

明天別再來敲門

前陷風暴

普遍級

保護級 

輔導級 

保護級 

保護級 

保護級 

保護級 

保護級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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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掃外庭

除草

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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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03

年少輕狂

何林束女士出生於民國24年竹崎鄉鹿滿村，小學時是

日本學制，讀到二年級升三年級的時候，就發生爆擊（戰

爭轟炸）事件，小學雖然沒能唸完，卻學會了許多日本童

謠和兒歌，至今仍能朗朗吟唱。

憶起年少輕狂，印象深刻，彷彿昨日才發生過的事：

三五好友結伴至嘉義市看電影，錯過晚上十點半的末班

車，只得徒步回家，在兩側濃密的芒果林道中摸黑行走一

個多小時，心中滿是恐懼忐忑，就怕壞人出沒搶劫。

生命淬鍊

何林束女士自述深刻的生命淬鍊：日治時期

的豬肉、鹹魚是依家庭人口數配給的，但十幾個

人只配給到一小塊肉，根本不夠全家分享；稻子

收割必須全數交給農會，我們曾經偷藏一點點在

草堆裡，被日本人搜到，還被罰錢呢！

還有，日治時期，政府規定家家戶戶出丁鋪

路，一個男孩算一丁、兩個女孩算一丁，九尺寬的路，各戶依照分配的長度，負責

挑石鋪路，路的兩旁鋪石鼓（較大的石頭），中間鋪細石子，而這些鋪路的石頭是

利用鹿滿溪流大雨過後，溪中的大石頭被沖向溪的兩旁，砂與小石子則沖往支流匯

流處，我們就是遠從溪中篩取這些砂石後挑回來鋪路的，算是費盡苦心得來不易

啊！

記得剛嫁到隔壁村，就開始幫人「割稻仔」，因為自己的割稻技術佳，所得工

資就與男丁一樣多。此外，竹崎麻魚埔有12座菸窯，是採「放伴」（一群人互相輪

聞名遐邇肉粽嫂_何林束

文章出處：《精采忠情．話圳頭》，嘉義市東區精忠社區發展協會出版

訪談日期：109年6月20日

訪談地點：何寓

文字撰寫：侯建全、蕭麗雎

嘉義市社區營造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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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工作）的方式集中人力採菸葉，一星期採

摘一次菸葉，我是當時技術較好的，我採三

株，別人可能只採一株，所以，大家都稱我

為師傅，並紛紛靠過來向我學習捲菸，我曾

經因為這樣，心裡一緊張，一個不留神就刺

傷手了，覺得好難為情喔！菸葉最慢在二月

以前必須採收完畢，否則菸葉會太熟，賣像

差，賣不到好價格，好的菸葉是在枝幹上第

三圍、第四圍的地方，叫「中圍」，葉面較薄多製成外銷的好菸；尾端的一兩段叫

「上圍」，菸葉較厚，製成內銷的「香蕉菸」。（驗菸時，會在捲好的菸葉上做標

記，一等的是一號，二等的是二號。）

後來，竹崎的地賣給楊文俊經理經營「欣錩涼椅」，

我就改到欣錩上班，負責煮飯，工作人員常加班到十

點，我會為他們煮點心，等收拾好回到家通常都很晚

了，雖然辛苦，但我甘之如飴，樂在工作。

社區印象

早期這裡是整片的甘蔗林和樹林，通往眷村的路旁設有彈藥庫，我會載橘子、柳

丁來村門口賣，那時候人很多，生意很好！

經由陳振輝先生介紹，我們來這裡買地蓋房，房子就蓋在精忠一村的村門口，從

定居至今，一晃眼已過了幾十載。當時對竹籬笆內的眷村生活方式並不熟悉，只知道

他們的房子都是大門對大門，後門對後門，整個眷村就像一個大家庭，很熱鬧。後

「欣錩」員工自強活動

何林束女士(後左二)年輕時的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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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可能是因為眷村的孩子長大後搬出去住的關係，人口逐漸變少，我們的生意也

跟著大不如前了。

肉粽嫂

55歲從「欣錩涼椅」退休後，開啟事業第二春「包肉粽」，我的粽子貨真價實

，一顆賣10元，由外子載到嘉義公園賣，生意非常好，慢慢的做出口碑，聲名就

此遠播。住在這裡，我關心別人，別人也對我好，朋友喜歡坐在門口的凳子上和我

聊聊天，大家都叫我「肉粽嫂」，我很開心。

以前老伴還在的時候，我常常騎著摩托車帶他四處趴趴走，無論到南投、彰化

或阿里山，都是騎著它。很感恩能活到這歲數，如今自在快活，經濟無虞，又能四

處遊覽，雖然經歷過艱苦歲月，總算苦盡甘來，孩子們也都成家立業，覺得不虛此

生。

一次疊六個蒸籠蒸粽子 煮粽子的大灶

開心地踩著裁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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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腹子延續父志守護家國

唐泰祥先生是浙江省人。父家是仕紳望族，母

親家是富豪大第，兩家是門當戶對的聯姻。父親是

黃埔軍校第六期生，畢業那年逢中原大戰，父親領

軍參戰，為國捐軀，年僅24歲，唐伯伯成了遺腹

子。望著父親著軍裝的唯一照片，說起念及，不禁

眼眶泛紅噙著淚，未曾謀面的父子有著天生割捨不

了的血緣親情。

戰亂初始，母親身懷六甲回浙江蘭谿老家待

產。父親陣亡的消息，家人全瞞著，直到唐伯伯出生；之後，母親便帶他回娘家

住。小學畢業，考入上海京滬中學。初上高中，時局更亂，他回蘭谿，再到南京找

伯父。經介紹至南京陸海空軍醫院任文書職，暫以安身，後被派至廣州流花橋醫療

中心。民國38年，隨醫院撤退，搭貨船到臺灣臺北總醫院，再到高雄第二總醫院。

爾後，他積極準備國軍升等考試，參與幹訓班、聯勤特考，晉升為軍官。

民國47年，遠調至國軍最艱苦的工作部隊「金防部預備部隊」。是時環境困厄，

部隊軍士無屋可住，住的是自己親手挖的金門雙乳山小山洞，形如墳墓，僅夠容下

自己躺臥及隨身包裹、工具，長駐者多患上風濕病症。是年8月23日，唐伯伯部隊在

第三號坑道做工防、挖坑道，收工回營途中，發生了著名的「八二三砲戰」，當時

工隊都以為是演習。砲戰後，他們整修了有名的料羅灣海防。

後來，調回臺灣本島第八師團，接著又遠調馬祖東引，再調回高雄橋頭營區。此

時，年過40歲的唐伯伯已屆可退休年齡，經同事介紹認識了唐媽媽，第一次相親即

結緣為夫妻，共組家庭。他說此生最開心的事是娶了唐媽媽。娶了老婆，成了家，

有孩子，有房子，官階也級級晉升至軍團上校，後於軍旅服務屆滿38年退休。

克紹父職˙捍衛國家的守護者_唐泰祥

文章出處：《精采忠情．話圳頭》，嘉義市東區精忠社區發展協會出版

訪談日期：109年7月1日

訪談地點：精忠新城唐寓

文字撰寫：楊心怡

嘉義市社區營造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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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恣意珍藏生活美味

年少的唐伯伯聽人說起上海是個好玩的地方，正好伯父亦在上海，便執意報考上

海「京滬中學」。初中期間，瘋迷於看家鄉戲(紹興戲)與電影，零用錢全花在聽戲看

戲。一場電影，一張本事，集成厚厚一大綑，至今仍保存著，數量之多，令人歎為觀

止。更教人驚嘆的是，它們隨著主人歷經戰亂、顛沛流離的撤退來臺，一張不少、一

張不破的被小心翼翼的完好收藏，由此得以窺見他對電影的至深鍾情。

觀賞無以計數的電影片，問唐伯伯最愛的是哪部電影？果然是超經典的《飄》。

當時，學生們看電影都是到票價較便宜的第四、五輪戲院；但是為了看《飄》，他省

下一整個月的零用錢，購買上海第一輪「大光明戲院」的昂貴電影票進場觀看。這段

年少輕狂的日子，學業成績大退步，成了現今他口中常嘆息的話語：「當下，覺得那

是最美好的一段時光，但從今日回顧，卻是最荒唐不該的歲月。」所以，他總會關愛

地叮囑晚輩們：要把握光陰，好好努力，莫重蹈他的遺憾事。

唐伯伯還有一樣收藏珍寶～愛國獎卷，自第二期到最末期，獨缺「首期」一張，

真不容易。他也愛聽音樂，家中有一整個櫥櫃的CD專輯，

有中文、西洋，有古典、現代流行的。現今會上網聽音

樂，便大方分送珍藏的CD；他說：「擺在櫥櫃裡無用處，

有人需要拿去，它們又有價值了。」

CD珍藏唐泰祥先生珍藏的電影本事及愛國獎券



海峽兩岸真情摯愛一家人

大陸淪陷後，富豪大第的外婆家自然成為「黑五

類」戶，大宅院遭沒收，母親僅分得一間小房。一個

人自營生計，於門口擺攤賣茶水，另出租屋前的路邊

小攤位，就靠極微薄的小錢度日。說至此，唐伯伯又

紅著眼眶含著淚。民國76年兩岸開放探親，他年年返

鄉省親，直至母親離去，前後往返二十多次。遺腹子

的他自然要接母親來臺享天倫之樂，盡人子之孝，卻

為母親婉拒。唐奶奶說：「我到臺灣，只有一個兒

子；在這裡，我有許多親友。」他勉強不得，只得順母意為孝。細細感之，其間蘊存

著母慈子孝的人間至情至愛。

唐伯伯育有二子，立業也成家了。對兒子婚姻自有一份的父愛心思，完全尊重孩

子們的選擇。討老婆，自己找，自己負責，比較珍惜；若幫孩子娶個老婆，太容易得

到，即不懂得珍惜。二老僅在結婚證書上蓋章，但卻未出席婚禮，不願上一代的人情

負擔移交給孩子，許給年輕人一個熱鬧輕鬆的婚禮。沒有主婚人的婚禮…！很特別的

念想。

唐伯伯歷經戰亂的顛沛流離，家庭與親人是他的摯愛。當你聽著他們數說年年拍

全家福的點滴趣事，亦感受到唐家高暖度的摯愛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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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福 唐泰祥夫婦返鄉探親

唐泰祥先生父母及親人老照片



閱讀03

長春醫院是林淇漳醫師於昭和3年（1928）創辦，舊址位於今公明路372號。早

期設有內科、眼科和牙科，後來增設Ｘ光線科，業務最繁忙時期，一天門診病患超

過百人，院內助理醫師、護理師和職工近十名。

林淇漳醫師生於明治32年（1899）7月20日，出生地約在現今中正路和公明路間

的吳鳳北路段，是家中第二個兒子。其三歲喪父，全靠慈母含辛茹苦教養長大，七

歲進入鄉塾學習漢文，九歲才進入嘉義公學校（今崇文國小）就讀。大正2年

（1913）同屆畢業68名校友，包括畫家陳澄波、堂兄弟林長庚、弘仁醫院院長方輝

龍，學友交情甚篤，在陳澄波所繪「西薈芳」圖中，右側的廣告招牌也將長春醫院

的廣告入畫。

林醫師大正5年（1916）進入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就讀，醫專畢業後回到故鄉，隨

即在同年4月與陳際唐的長女陳福治結婚。岳父陳際唐是嘉義望族，也是嘉義金融界

先驅，其所創辦的羅山信用組合即是後來的第一信用合作社。

長春醫院

開業年代：昭和3年（1928）

創辦人：林淇漳

地址：嘉義市公明路372號

文字撰寫：黃瑞逸

嘉義市老醫館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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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醫院大約在大正10年（1921）左右，由林淇

漳醫師創建，設有內科、眼科、齒科，在當時頗

富盛名（圖片來源：《嘉義寫真第三輯》）



在拿到醫學士學位後，林醫師曾於民雄短暫租屋開業，昭和3年（1928）他返回

嘉義市，購得現今公明路372號之地（當時為宜春樓前方空地），於4月開始著手興

建「長春醫院」。採用上等松木，於半年內完工，其花費相當龐大，總工程費一萬

兩千日圓，而當時中級公教人員月薪不過是五十圓左右。

長春醫院創立後，林醫師辛勤經營，醫術盛名遠播，昭和8年（1933）在山仔頂

購置約兩甲土地，斥資興建庭園別墅「梅園」。二次大戰末期，美軍戰機全島大轟

炸，林醫師和家人疏散到梅園；戰爭結束，嘉義市區如同廢墟，長春醫院位在轟炸

區域內，卻奇蹟得以倖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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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醫院院長-林淇漳（1899-1965年，照片前右2）-嘉義

市人，台灣總督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取得醫學學士學位集

齒科開業文憑，位於公民路開設「長春醫院」（圖片來源

嘉義寫真第三輯）

嘉義博愛救濟院為長春醫院院長-林淇漳先生創

建，收容嘉義地區貧困無依者（位於林森路

上），照片中的建築為嘉義博愛救濟院的醫療

所，遊林淇漳醫師與其子林景修醫師，以較低廉

的收費為民眾看病（圖片來源嘉義寫真第三輯）



閱讀03

嘉義市老醫館系列文章

二戰期間戰火重創嘉義市，終戰後一

年，林醫師和林玉書醫師、梅獅醫師及詩

人許然等人倡議組成「平糶會」救濟貧

民。同年，日治時期收容慈善團體「嘉義

博愛會」改設為「嘉義市救濟院」，其出

任首任院長。改制後連任董事長，直到民

國54年（1965）過世為止。

林醫師年過六十身體漸出狀況，X光

檢 查 發 現 右 肺 罹 患 結 核 病 ， 民 國 5 4 年

（1965）夏天病況急轉直下，10月15日因

冠狀動脈阻塞過世，享壽六十七歲。夫人

陳福治晚年定居美國，民國72年（1983）

在兒子林達明洛杉磯住處過世，享壽八十

五歲。骨灰後來由林達明親帶回臺灣，與

林醫師同葬於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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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淇漳醫師於博愛救濟院內的雕像（黃瑞逸拍攝）



閱讀03

翁內科醫院

開業年代：昭和11年（1936）

創辦人：翁大有

地址：嘉義市蘭井街167號

文字撰寫：李懿儒

嘉義市老醫館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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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內科醫院位於嘉義市蘭井街167號，目前現址改為「偶然行旅」進駐經營旅店

服務，主建物為四層樓建築，建物的外觀無太多的更動和改變，從外觀中仍可看見

原診所保有的歷史痕跡。

翁大有醫師於明治42年（1909）3月20日的嘉義廳中埔支廳石頭厝庄（今裕民

村）出生，年少因認真努力、勤奮好學，在學校推薦下，跳級考入臺南州立臺南第

二中學校（現臺南第一高級中學），且一路學業成績名列前茅，考入臺灣總督府臺

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之後被任命為臺灣總督府醫院醫官，回到故鄉嘉義來服務。

「翁大有（任醫院醫官補；俸給；勤務）」

（1932年05月01日），〈昭和七年四月至六

月判任官以下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資

料檔案》（圖片提供：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嘉義博愛救濟院民國63年第八屆董事會成立合影，前排左4

為翁大有醫師（照片來源：《嘉義寫真第六輯》）



閱讀03

嘉義市老醫館系列文章

在嘉義醫院服務四年後，後於昭和11年（1936）在嘉義市元町六丁目一三九番地

（嘉義市蘭井街167號）自行開立翁內科醫院，之後翁大有醫師有長達約五十年左右的

時間，在診所為病患診治，直到民國74年（1985）7月12日病逝為止，享年76歲。

開業之後，因為醫治病患問診細心，且仁心仁術，體民所苦，所以讓求診者口耳

相傳、絡繹不絕，門庭若市，成為地方名醫，且若遇急診重病患者須出診治療時，

他也不畏天黑風雨的立即前往，這樣的懸壺濟世精神，更是讓他的病患感動不已。

除了在醫院問診外，他還擔任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嘉義支局醫務囑託、嘉義市新高

國民學校校醫（現林森國小）、私立博愛救濟院董事、嘉義縣醫師公會常務理事以

及嘉義縣醫療物品供給合作社理事主席…等相關職務，在醫療的領域上，發揮他的

專業。

且他持續不斷地精進醫術，於民國43年（1954）前往日本研究臨床醫學，在提

出「黑水熱症」等十餘篇論文後，取得日本醫科大學研究所博士學位，另外還能研

究教育行政及心理衛生等領域，並獲得美國加州太平洋大學頒授教育心理學博士，

可見他涉獵極廣，這也展現在他於教育方面的成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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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面，他為了造福鄉里、作育英才，捐款五十萬元，提供中埔鄉裕民村籌建

學校，讓鄉里孩童能就近求學，縣政府為紀念其義舉，將學校命名為大有國民學校；

又與王乃昌、蔡錦棟、蔡福財等人創辦私立遠東工業專科學校（現遠東科技大學），

且翁大有醫師更為學校校歌作詞，從詞句之中，展現出期盼學生能奮發圖強，與各國

並駕齊驅、互相媲美的願望。

翁大有醫師曾出任嘉義市首屆參議員，及嘉義救濟院、博愛救濟院院長，對公共

事務、慈善事業、醫療服務、教育興學等方面的熱衷與關心，讓人欽佩不已，也因為

翁大有醫師對於鄉里事務的熱情，才能讓其病患、民眾以及學生受惠良多，感受到翁

大有醫師的無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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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醫療物品供給合作社

（李懿儒拍攝） 

翁大有醫師於博愛救濟院內的雕像

（黃瑞逸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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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服務台  週二至週日9:00-17:00

朱宗慶打擊樂教學系統-嘉義民權教學中心
週二至週五13:30-21:30  週六 08:30-17:30

05-2788225

05-2250068

文化局

嘉義市音樂廳

文化局圖書館

世賢圖書館
嘉義市世賢路一段685號

黃賓圖書館
嘉義市延平街328號

嘉義市史蹟資料館
嘉義市公園街42號

服務台

藝文推廣科

文化資產科

表演藝術科

博物館科

圖書資訊科

行政科

嘉義市立博物館

05-2788225

05-2788356

05-2719346

05-2788242

05-2783339

05-2788205

05-2788232

05-2780303

電話單位電話單位

05-2788225

05-2788205

05-2312794

05-2259613

05-2770518

藝文空間
電話單位電話單位

台灣花磚博物館
嘉義市林森西路282號

木都2.0。矯正塾1921
嘉義市維新路134巷19號

福樟良材
嘉義市維新路134巷37號

Luma&Succulent
嘉義市維新路134巷40號

桃城壺器創作館
嘉義市中正路503號

秘書店 Meet store
嘉義市中山路201號3樓

0905-012390

05-2760178

05-2767697

05-2312794

05-2224270

05-2288808

嘉義市立美術館
嘉義市廣寧街101號

愛木村
嘉義市文化路909-3號

嘉義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嘉義市中山路616號

祥太文化館
嘉義市大雅路二段285巷30號

許世賢博士紀念館
嘉義市世賢路一段685號

25x40藝文空間
嘉義市中正路554號

05-2270016

05-2322441

05-2160500

05-2250116

05-2312795

0905-188033

售票處OPENTIX兩廳院文化生活

售票處年代售票系統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服務台 週二至週日9:00-17:00

耐斯廣場時尚百貨 11:00-22:00

大人物書局 8:30-22:30

家樂福嘉義店(服務中心) 9:00-23:00

家樂福北門店(服務中心) 9:00-23:00

05-2788225

05-2767888#3130

05-2282648

05-2353606#9

05-2772289#732

單位/開放時間 電話

單位/開放時間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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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說明

本月刊活動內容如有變更，以各演出場地公佈為主。

免費索取

置放地點：
◆文化場館（嘉義市文化中心、世賢圖書館、黃賓紀念圖書館）

◆市政大樓1樓聯合服務中心

◆連鎖書店（墊腳石、鴻圖、金石堂、大人物、洪雅）

◆嘉義市 7-11、大專院校、飯店、高鐵、火車站及外縣市文化中心…等

《嘉-藝事》嘉市藝訊

網      址 / www.cabcy.gov.tw

電      話 / 05-278-8225

地      址 / 嘉義市忠孝路 275 號

出      版 /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題      字 / 李燿騰

主      編 / 盧怡君

發 行 人 / 黃敏惠

主辦機關 / 嘉義市政府

執行企劃 / 謝靜容、賴依欣、蔡志賢

林依玲、林朝基、鄧倚欣

Service Guide服務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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