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燈會 

燈會活動（Lantern Festivals）在全世界的很多文化中都有。像是 india的 the festival of 

lights、poland的 St. John’s night、Tokyo的 Marine day lantern festival、Thailand的 Loy 

Krathong and Yi Peng、Las Vegas 的 Rise Lantern festival、Washington DC的 Floating 

Lantern Festival、Vietnam的 Hoi An Lantern festival。自古以來，在不同的文化中，點亮燈

光大部分都代表趨除黑暗、照亮前路等意思，而這些燈會活動，表現的方式雖然不一樣，但

是大部分的用意也都在於祈求和平、表示喜慶或向世界獻上祝福，臺灣燈會也有這樣的意

思。 

臺灣燈會是從中華文化中的元宵節而來。在中華文化中的元宵節，大家會出門欣賞花

燈，在 1990年開始，臺灣每年在元宵節前後，舉辦燈會節慶活動，一開始只在臺北市舉辦，

所以叫做「臺北燈會」。2001年開始在全國各縣市舉辦，2003年開始，正式叫做「臺灣燈

會」，每年會選擇一個城市舉辦，臺灣燈會變成人民期待的活動。 

臺灣燈會的特色，是每年都會有一個主燈，用來表現主辦城市的創意和特色。例如 2019

的臺灣燈會在屏東，就用屏東的黑鮪魚做為主燈來表現創意和特色；2020的臺灣燈會在臺

中，就以樹木為主軸，結合生態保育和科技藝術；2021的臺灣燈會在新竹，因為 covid-19的

關係停辦；2022年的臺灣燈會在雄，以高雄愛河為主燈設計。 

除了每年的主燈不同之外，每年配合主燈也有不一樣的配樂。主燈秀通常會編寫新的樂

曲。作曲家會運用不同的音樂，例如中華古樂、原住民音樂、管弦樂、民謠等不同的音樂，

結合舉辦城市的特色進行創作，讓觀眾在欣賞主燈的時候，也能夠透過音樂感受到臺灣社會

的多元包容奔放。這些不同的創意主燈，表現出各個城市的特色，吸引許多人參加。由於臺

灣燈會的創意，在 2021年入選日本一般社團法人「夜景觀光 Convention Bureau」主辦的世

界夜景峰會中的世界夜景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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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燈會 

其實不只臺灣燈會這個活動得到國外的肯定，在臺灣燈會中展示的各種燈，也得到世界

的肯定，獲得了很多的獎項。以 2022臺灣燈會在高雄為例，在法國 NDA設計大獎、美國

muse設計大獎、義大利國際設計大獎等，一共獲得了 16項國際大獎。這代表臺灣燈會在作

品品質、技術性、藝術設計等項目，都有很好的表現。 

2023臺灣燈會在臺北，是 23年後再一次在臺北舉辦。隨著 covid19疫情慢慢解封，全

世界恢復正常，臺北市預計從聖誕節、跨年開始一直慶祝到臺灣燈會，相信會吸引很多的外

國人前來臺灣，一起渡過美好的節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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