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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現象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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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原住民編織難以與平地紡織工廠
成品區辨。（林崇熙攝於蘭嶼）

S

圖2  7-11中的福隆便當乃台南縣
麻豆鎮統一公司工廠所生

產。（林崇熙攝於斗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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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的積極性與動態性

the structure of

feelings Giles

Middleton 1999

socialized person

圖3  SONY位於柏林的歐洲總部將二次大戰受損的老建築保存
於新建築中。（林崇熙攝於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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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台糖花蓮糖廠轉型為觀光糖廠，舊宿舍整修改為民宿，則
台糖員工的專業能力亦需隨之改變。（林崇熙攝於花蓮）



三、文化產業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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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由藻井可見大木結構的優異與美學。（林崇熙攝於鹿港龍山寺） 圖7  廟宇的文化產業收入驚人。（林崇熙攝於萬華龍山寺）

圖5



33美育第154期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NO.154

6 7

NBA

social

actors

1994

The Dialectics of Cultural Enterprises 
and Cultural Commercialization



34

焦點話題
Focus Issue

1988

2005

2003

8 9

圖8  西螺獻納米訴諸於日本皇室御用。
（林崇熙攝於雲林）

圖9  白河蓮花節創造許多前所未有的文化商品。（林
崇熙攝於白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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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商業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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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埔里手抄紙所需的網架，就需視使用者的「手路」
來決定木料與工法。（林崇熙攝於埔里）

圖11  蘭嶼地下屋深具環境脈絡考量，
能抵擋夏天颱風與冬天冷冽北

風。（林崇熙攝於蘭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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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古蹟再利用為餐廳後，阻絕了沒有消費能力或意願
的民眾親近古蹟。（林崇熙攝於高雄市）

圖13  布農族八部合音在學術研討會中演出。
（林崇熙攝於台南市）



五、結語：文化與產業的相互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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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法蘭克福學派對文化工業的批判焦點集中在文化工業如何藉著「製造」大眾對既存社會的「認可」而複製資本主義霸權，並確立社會

整合的社會心理基礎。見朱元鴻（2000）。
2 最著名者為早期黃俊雄布袋戲從野台戲及內台戲走進電視布袋戲，及其後霹靂布袋戲更走向電影布袋戲，並經營相關的文化商品及霹

靂布袋戲迷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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