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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心大事記： 

● 2 月 1 日，林祥偉副教授接任防災研究中心主任一職。 

● 2 月 1 日赴防災教育輔導團實務工作坊。 

● 2 月 6 日花蓮大地震，團隊進行災區空拍作業。 

● ２月 26 日，新加坡共合參訪。 

● 3 月 6 日北海道大學參訪防災研究中心。 

● 3 月 16 日協辦花蓮縣防災整備會議。 

● 3 月 16 日辦理花蓮縣地方政府災害業務人員教育訓練。 

● 3 月 27 日環保局環教中心審查。 

● 4 月花蓮縣國中小防災計畫輔導評鑑。 

● 4 月 25 日參加亞太防災高峰論壇暨水土保持防災產業研討會。 

● 4 月 28 日辦理水土保持局防災教育宣導成果展。 

● 5 月花蓮縣國中小防災計畫輔導評鑑。 

● 5 月 2 日至 4 日花蓮縣土石流防災專員回訓。 

● 5 月 28 日辦理 UAV 無人載具教育訓練。 

● 5 月 30 日辦理土石流災情緊急連絡人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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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 日至 2 日辦理防災示範教學與防災研討會。 

● 6 月 12 日辦理承辦人防災教育訓練與宣導南區場次。 

● 6 月 16 日寧夏師範學院參訪環境學院。 

● 6 月 19 日偕同林務局進行山地空拍。 

● 7 月 9 至 11 日因瑪麗亞颱風襲台團隊進駐應變中心。 

● 7 月 28 日至 30 日參加新潟大地藝術祭。 

● 8 月環境教育輔導團學校環境教育認證人員研習。 

● 9 月花蓮縣國中小防災預演輔導評鑑。 

● 9 月 14 至 16 日因山竹颱風襲台團隊進駐應變中心。 

● 10 月 6 至 7 日辦理花蓮縣防災志工訓練。 

● 10 月 24 日辦理承辦人防災教育與宣導北區場次。 

● 11 月 2 至 4 日參與北京舉辦第五屆國際土石流研討會。 

● 11 月 9 日防災輔導團演講見證台灣地區坡地防災現況。 

● 11 月 16 日花蓮縣政府地理資訊中心專家會議。 

● 12 月 3 日辦理土石流防災專員回訓。 

● 12 月 3 日辦理土石流緊急連絡人教育訓練。 

● 12 月 4 日參加台日智慧防災科技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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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重點工作成果集結： 

 



國立東華大學防災研究中心專刊 Vol 3 Jan.2019 

 

2018 年中心工作成果集結： 

●  



6            國立東華大學防災研究中心專刊 Vol 3 Jan.2019 

 

 

 

 

 

 

                                                                                              東華大學防災研究中心研究員/薛庭芳   

 大地藝術祭簡介 

       三年一度的「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現正於新潟縣十日町市與津南町舉行，本次為大地藝術祭

舉辦的第 7 屆，預計舉辦期間為 7 月 29 日至 9 月 17 日，為期 51 天。 

    「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強調的是「里山精神」，透過活動來推動地方創生，在人口持續減少

與高齡化的廣大里山與田園上，將廢田、廢校透過藝術與世界各地連結，願景就是能重新找回老

人家的笑容。圖一最左側的 Michiko，已是高齡 72 歲的奶奶，她從第一屆藝術祭就做導覽志工，

總是活力十足的她，最開心的就是透過藝術祭，認識了來自全世界的朋友。 

 

 

 

 

 

 

 

 

 

 

 

 

 

圖一 重新找回老人家的笑容是大地藝術祭最初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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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此同時也能看到活動品牌建構所帶來的人潮與經濟效益，根據官方統計資料(表一)，截至

2015 年的第六屆，入場人數已是第一屆的三倍，從套票收入(藝術祭護照)來看，越來越多人不再

是零星地探訪藝術作品，而是有規劃地將大地藝術祭做為整個遊程的主角。本年度為第七屆大地

藝術祭，今年有 378 件作品，其中包含 170 件新作，觀光局長大津先生表示，本屆有許多來自海

外的鑑賞者，其中又以台灣與香港最多。 

表一 大地藝術祭六屆成果彙整表 

   資料來源:新潟縣十日町市-大地藝術祭總括報告書 

   ※標*者以千為單位 

屆數 1 2 3 4 5 6 

舉辦年 2000 2003 2006 2009 2012 2015 

藝術家組數 148 158 330 353 310 363 

展示作品 146 224 329 365 367 378 

展示聚落 28 38 67 92 102 110 

入場人數 162800 205100 348997 375311 488848 510690 

事業費用

(yen)* 

479613 426588 670399 681177 489034 623657 

套票收入

(yen)* 

41062 45274 138678 134518 165318 145539 

經濟效益

(yen)* 

12758000 14036000 5681000 3560000 4650000 5089000 

志工人數 800 711 930 350 1246 2270 

觀光局長大津先生表示，本屆有許多來自海外的鑑賞者，

其中又以台灣與香港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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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創作將災害工程化為美學的多元想像 

      作品之一為日本藝術家磯辺行久的創作《土石流紀念碑》，紀念的是 2011 年 3 月 12 日，由

於長野縣北部規模 6 地震，大量砂土夾雜積雪，如土石流一般，大規模滑動淹埋了 353 國道，

長度延伸約 100 公尺(如圖二)。3 月還是十日町市、津南町等地被雪覆蓋的時節，但到了 4 月，

由於震後山區地層鬆動，再加上融雪，雨水滲入地表裂隙，造成崩塌地再次擴大，總計約 16 萬

立方公尺的土方量，最大厚度達 15 公尺高。 

 

 

 

 

 

 

 

 

 

 

 

圖二 長野縣北部地震後津南盯地區的災情(資料來源:新潟縣廳) 

        災害發生後不久，當地專家與技師即

根據現地狀態以結構設計與經濟雙重考量

下，決定之後建造的攔沙壩樣式，即我們

現在所看到的鋼製圓柱形攔沙壩，在上游

堆積材料下移時，攔沙壩與 INSEM 雙層

牆可擋住，並導引水流從排水通道流出

(如圖三、圖四)。 

圖三 鋼製圓柱形攔沙壩水流排出情形 

(資料來源 :新潟縣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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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壩堤結構分析圖(資料來源:新潟縣廳) 

        至此都還是工程設計的部分，但你我眼中看似生硬、機能重於美感的建築，在藝術家的眼

中，卻像是人類與大自然的並存與角力，而這又要回到最初北川先生在大地藝術祭創立時，提出

的展覽主題「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既然是部份，那麼不論是天然美景、取自大地所賜食材的

「料理」，甚或是在災害多發地區學習與自然共生共存同時所做的「人為工程」，都可以是讓參

觀者體驗並感受到的廣義藝術。 

 

 

 

 

磯辺行久所創作的《土石流紀念碑》便是在這樣的概念下產生，除了原有的壩堤，他在災害發生

當時溢流的扇形區域樹立了 230 個 3 公尺高的黃色柱子(圖五)，以視覺化來呈現土石流存在的痕

跡，為了讓參觀者看清壩堤的原貌，周邊還特意設置了台階和觀景台。唯有從高處一探影響範

圍，才能知道大自然的力量與影響超乎你我想像。 

北川富朗：「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的力量與影

響超乎你我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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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五 鋼製圓柱形攔沙壩水流排出情形(資料來源:大地藝術祭)  

        2015 年的大地藝術祭，這個作品吸引了 11000 名以上的遊客到場 (圖 六)，今年 則可望超

越這數字達到更多 人次到場欣賞，藝術家以自己獨的 藝術觀點，做到了用與工程的跨領域結合

將化並帶入教育意涵，現場除了工程解說 看板外還設置山崩、地滑及土石流的圖(圖 七)，雖不

確定是否藝術家的本意，但我可以想見校外教學或爸媽帶小 朋友來此寓教於樂的樣子。 

圖六 紀念碑觀景台參觀人數統計圖(資料來源:新潟縣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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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七 展場旁設置有土砂災害教育訓練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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