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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港－南方藝術生態觀察計畫」（簡稱「碎片港」) 是由臺南的臺灣藝術田野工
作站（Taiwan Visual Art Archive, TVAA）於 2021 年發起，以藝術評論為核心，「建
構對話平台」與「發展串連合作模式」為方法，實踐此種平台模式之於當前藝文生
態可扮演的服務與未來生態建構的角色。歷經一年耕耘、疫情影響、調整與檢討
後，第二年將加入「關鍵觀察」與「智庫」概念，藉此得已更清晰且深入描繪南方藝
文生態之發展，及至驅動與落實專業服務之能耐。

本計畫的發起，係鑑於當前藝評生產平台大多集中於臺北，論述觀點亦多屬臺北中
心視角，長期下來，不僅導致論述觀點的均質化，亦抹消了地方藝文生態所具有的
差異性與獨特性。因此，本計畫意圖通過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藝術評論
書寫理念，打破地緣政治的框架，翻轉「中心－邊緣」的二元論刻板操作，建構「藝
評書寫－論述實踐－機構串連」全生態系式的專業書寫平台。

2021 年，計畫起始階段通過 10+2 模式― 10 位跨世代觀察員＋ 2 個南部民間藝
術機構 1 ―邀集夥伴並運用 TVAA 長年合作經營的藝評網站「觀察者藝文田野檔
案庫」（2011-），一同展開跨區域的藝文生態觀察、撰評與公開對話，為當代藝術
重要的展演事件進行紀錄、建立檔案、捕捉藝術實踐在不同社會背景和地方紋理中
所產生的複雜性和影響力，籌建注重多元、實驗與陪伴的專業藝文服務平台。

歷經一年的操作、實驗以及對「南方藝評」之定位、核心價值以及實踐模式的展開，
本年度擬在此基礎上持續進行調整與推進，發展為 16+2 模式，包含 16 位觀察員
＋ 2 個持續合作之民間機構 2，以此聚焦觀察主題，累積在地論述與檔案，扮演專
業服務平台角色，進而尋得世界主義下在地藝術生態系在全球城市文化語境中的座
標。

關於碎片港

[1] 2 個合作之民間機構為臺南絕對空間以及高雄新浜碼頭藝術空間；2021 年 10 位觀察員為許遠達、李書旆、
蔣伯欣、簡子傑、蔡佩桂、邱俊達、蔡宗祐、王瑀、施友傑、陳沛妤。

[2] 2022 年 16 位觀察員為 13 位核心觀察員蔣伯欣、邱俊達、蔡佩桂、黃志偉、李書旆、張敏琪、劉邦隱、
方彥翔、吳尚育、郭璧慈、陳嬿晴、陳沛妤、蔡宗祐；3 位一般觀察員簡子傑、許遠達、施友傑。

「碎片港」是新冠疫情期間在臺灣藝壇聚合成的事件性群體，並不標榜為藝術運動，
不刻意組織為團體，也不成立實體的空間，甚至避免形成固定方式的運作機制，盡
可能以隨機流動的集合方式，自然形成積累性的論述平台。

近兩年，在全球地緣政治的劇烈變動下，臺灣藝術界因疫情的隔離，將全球性內卷
化為在地性的重新組裝，建制化的藝文生態在疫情衝擊下經歷了劇烈的變動，碎片
港計劃則是希望盡可能以非建制的自由方式，將近年藝術生態面臨的瓶頸、挑戰與
危機，透過在地觀察與田野踏察，提出幾種批判性的思考路徑。

疫情作為某種隱喻，強制中止、懸置了慣常的知識生產模式，逼使我們在封城、隔
離的恐懼中改變。QR Code 和實名制的足跡疫調，再次肯認了社群媒體匿名的合法
性，在演算法的治理下，感性經驗被控管審查，大數據生產窺視的慾望消費，刺激
流量獲益，智慧型手機也加速影像訊息的交換，增強了記憶的外部化。點擊率和流
量計算成生命樣態的新的「真實」，人也被設定或生產為新型態的「人設」或，「元
人」（meta human），加速生命政治進入例外狀態，經歷新的主體化，生產新的地方
性。

「後疫情時代」藝術知識更形碎片化，英雄、盟邦、律法、正義、道德等意識形態
的碎片四散，大量的策展、創作走向線上，評論也彷彿成為數據串流沖積而成的某
處港灣。碎片港便是在數據串流下偶然沖積而成的自由港，形成一處不被演算法治
理、不受匿名串流操控的心智所在，這本集子便是在無特定目標、不追求潮流的原
則下集結而成的庇護所，感謝所有成員和協助的夥伴，期待在未來的書寫行動中，
一起繼續前行。

引言
文｜蔣伯欣｜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發起人、碎片港計劃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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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遠達 Hsu Yuan Ta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藝術史評與古物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of Master Program in Art History,  
Criticism and Cultural Relics,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

1973 年生於臺灣宜蘭，目前生活工作於臺灣臺南，現為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
助理教授兼臺灣藝術史暨檔案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領域著重於臺灣當代藝術評論、臺灣美術史、臺灣雕塑、攝影評論研究及臺南地
方美術史研究，曾策劃「闢境―烏山頭藝術部落田調」（2004）、「甜吻吻―蕭壠國際當
代藝術節」（2016）、「起駕回鑾―主體現形」（2016）、「自成徑―臺灣境派藝術」系列一
至三（2018-2019）、「TAKAO．臺客．南方 HUE： 李俊賢」（2021）、「所在： 境與物
的前衛藝術 1980-2021」（2021）與「定神： 蒲添生臺灣頭人巨帙」（2023）等關於臺灣
藝術史相關展覽。

簡子傑 Jian Tzu Chieh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專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生於臺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曾任《典藏―今藝術》資深
主筆。並於北部兩所藝術大學兼課多年，現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專任助理教
授。

黃志偉 Huang Chih Wei
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暨所長 
Associate Professor & Chair of Kun Sh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朋友們都叫阿偉或叫偉哥，現為崑山科技大學視傳系專任副教授，也是東港七角頭轎
班，從事藝術創作、藝評和策展，出生屏東東港，高中留學臺北，大一點後留學比利
時約8年，返國後回鄉居住，被久違的魚腥味故鄉味所吸引，開啟10多年的畫魚肉的
繪畫創作，畫了一堆肉花花後，近年的創作轉身跳躍到東港地方的民俗信仰文化―迎
王祭典裡，試圖從回返民間、常民藝術與祭儀中，探索生命生活底層最真實的記憶情
感、地方知識與現當代藝術表現的關係與可能性，現階段還在這路上努力學習探索
中……

觀察員
簡介

蔣伯欣 Chiang Po Shin  

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發起人 
Founder and director of  
Taiwan Visual Art Archive

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發起人。近兩年編著：《另一個故事：臺東美術再探》、《流變
的展覽：北縣美展與前衛實驗1992-1997》、《地域性的子午線：菲律賓與臺灣的藝術
史書寫與當代文化策展》等。策展：「所在：境與物的前衛藝術 1980-2021」等。

發起人｜2021｜2022

邱俊達 Chiu Chun ta (Yves)
Assistant Professor of Departmaent of  
Education and Futures Design, Tamkang University  
淡江大學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博士。長期關注當代策展、地方設計美學、研究基礎
創作相關課題，近年重要經歷有2019麻豆糖業大地藝術祭、移動聚落―2021雲嘉嘉營
視覺藝術連線、 12%的天空―2021雲嘉嘉營視覺藝術連線、供時代―2022社大公共性
博覽會。

發起人｜2021｜2022

蔡佩桂 Tsai Pei Kuei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Transdisciplinary Art,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C o ur tau l d  Inst i tute  o f  Ar t , 

University of London藝術史博士。將藝術視為思維與實踐的精練之道，也是一種人與
人、人與物的連結技術，而書寫、策展、教育等皆為方法。最近書寫如論文〈文創時
代的藝術生產：陳界仁、曹斐與安迪．沃荷〉、專書《藝術的故事：從獎出發所看到
的臺灣當代藝術，以及周珠旺、倪祥的故事》，策展如「大譜普市：一座偉大城市的
技術指南」、「高雄獎夢幻隊與四道戰帖」，教育如「中等教育的100堂夢幻美好藝術
課」計畫、「大文創家桌遊」等，關注著藝術的社會效力與廣義生態。

2021｜2022

2022

202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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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書旆 Li Shu Pei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兼任講師  
Lecturer of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臺南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碩士、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博班研究。臺南應
用科技大學美術學系、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兼任講師。專長為藝術心理學、臺
灣美術史、西方現當代藝術史、群性藝術學。目前致力於當代藝術觀察及知識的在地
化活動。

張敏琪 Chang Min Chi
獨立研究者  
Independent Researcher 

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美學博士。學術專長為視覺文化研究、藝術史與美學理論。
目前個人研究關注於藝術與社會運動、藝術與語言、攝影美學研究。學術作品散見於
《藝術評論》、《現代美術學報》、《清華藝術學報》等。

劉邦隱 Liu Pang Yin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研究生、資深工業設計師  
Graduate student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Transdisciplinary Art,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Senior Industrial Designer

資深跨域從業者，歷來於設計、教學、策展和地方創生翻滾。目前專注於環境藝術與
相關議題研究，為高師大跨領域藝術研究所研究生，期待在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之間
找到更多交集與結合。

2022

2022方彥翔 Fang Yen Hsiang
策展人、藝評與藝術作者  
Curator, Art Critic and Writer 

1981年生於臺灣臺北。從事當代藝術策展、評論、書寫與創作等工作，關注於當代策
展與書寫工作作為當代社會創造性媒介的可能性。

陳沛妤 Chen Pei Yu
影像與當代藝術評論人 
Film and Contemporary  
Art Critic

現為獨立藝文工作者，觸及藝評、攝影、藝術行政、展覽助理等相關執掌，興趣廣泛海
納科技藝術、影像藝術、電影理論、萬物有靈的史料、動植物與人的關係、跨國文化交
流、南太平洋航海探險、印尼電影與當代藝術等。2012 年、2013 年臺北數位藝術節數
位評論獎得主，獲 2020 年第三屆「現象書寫─視覺藝評」專案補助。畢業於臺南藝術大
學動畫與影像美學研究所（影像美學組）。

2021｜2022

吳尚育 Wu Shang Yu
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研究員  
Researcher of Taiwan Visual Art Archive 

畢業於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評與古物碩士班，主要關注全球南方理論、現當代美
術館批判實踐。近年執行臺東美術研究，擔任《另一個故事：臺東美術再探》執行編
輯。

郭璧慈 Kuo Pi Tzu
臺東美術館專業助理 
Contract Staff  of  
Taitung County Government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碩士，目前任職於臺東美術館，負責典藏及研究
等業務。

陳嬿晴 Chen Yen Ching
新北市美術館籌備處專案人員 
Project Staff, New Taipei City  
Art Museum Planning Office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碩士畢業，曾任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部專案研究
助理、《藝術觀點ACT》編輯，參與策展高美館「寓懷的行板：劉生容研究展」、
「民・間」、「感知棲所―關鍵典藏2019-2020」。

2021

2021

2022

2022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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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團隊

蔡宗祐 Cai Zong You
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繪畫組博士 
Ph. D of Department of Fine Ar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臺灣嘉義人。畢業於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創作理論博士班、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
究所，現居住於臺南，以繪畫作為主要的創作形式。沒有受過書寫系統訓練，純粹是
從閱讀中與書本對話及創作者對藝術對作品的問題提問的累積，而後因為想為自己的
觀點發聲，對某些藝術現況不滿，開始嘗試寫作，目前偶爾在臉書發表文章評論。

王瑀 Wang Yu
自由文字工作者  
Freelance Writer 

彰化人，長期生活於臺灣南部，認為自己的正職是貓咪監護人，目前罐頭的經費來源
為生產藝文相關報導、評論等文字。曾獲鴻梅新人獎（藝術評論組），擔任過2020 

C-LAB「CREATORS計畫」年度觀察員。

施友傑 Shih Yu Chien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藝術史評與古物研究碩士班研究生  
Graduate Student of Master Program in Art History,  
Criticism and Cultural Relics,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

目前居住與生活在臺南，曾任《藝術家》雜誌南部特約記者，長期參與臺南地區的藝
文活動與發展。專長為藝術史研究、評論書寫，並經常關注臺灣當代策展等議題。

鄭雯仙 Cheng Wen Hsien
佐佐目藝文工作室負責人 
Principal of Ocular Studio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碩士。自2011年11月起成立佐佐目藝文工作
室至今，深耕臺南在地當代藝術發展脈絡的梳理於網站平台發聲，並投入田野調查，以
成果文件展示以及獨立出版專書等方式，著力以檔案資料庫概念建構臺灣藝術發展研究
史料資源共享平台。2020年4月籌組研究團隊，成立「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

黃微芬 Huang Wei Fen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藝術史評與古物研究碩士班研究生  
Graduate Student of Master Program in Art History,  
Criticism and Cultural Relics,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

曾任媒體記者。近年參與執行的研究計畫及展覽包括「技術與藝術的生活實作計畫」
（佐佐目藝文工作室，2 0 2 0）、北師美術館「光：臺灣文化的啟蒙與自覺」展覽
(2021）、「臺灣畫廊展覽史委託研究案（第一、二期）」（2021、2022）。長期關注
地方文化保存及藝術發展，現正執行「技術與藝術的生活實作計畫」、「臺南文化中心
四十年調查研究案」。

黃韶安 Huang Shaoan
碎片港觀察員 
Observer of Shatter Port 

生於臺中。日本京都藝術大學（原京都造形藝術大學）當代藝術及國際策展研究所畢
業。對臺灣現當代藝術發展在東亞及東南亞區域間對話關係感興趣，曾任上海當代藝
術館策展助理，上海藝倉美術館展覽暨教育組經理。

張碩尹 Chang Shuo Yin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藝術史評與古物研究碩士班研究生  
Graduate Student of Master Program in Art History,  
Criticism and Cultural Relics,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

目前生活於臺南，近年持續為網路平臺撰寫展覽專文及報導，近期擔任包含「狀態：
迷迷」（2022）、「境南119」（2021）、「The Wind of Change, Sounds of Taiwan Clay

國際陶瓷交流巡迴展」（2021）等展覽策展團隊。

吳語玟 Wu Yu Wen
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行政專員  
Administrative Specialist of  
Taiwan Visual Art Archive

畢業於臺南應用科技大學七技美術系。曾擔任「南方作為衝撞之所」高雄市立美術館
專題委託研究案助理（2021），也曾任「新北市展覽史專書內容編撰暨檔案資料蒐集及
建置委託專業服務案」專案助理、新北市美術館《流變的展覽： 北縣美展與前衛實驗》
（2022）執行編輯。

2021｜2022

2021

2021

2021

2021

2021

2022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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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港―南方藝術生態觀察計畫」是由臺南的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TVAA）於
2021 年發起，以藝術評論為核心，「建構對話平台」與「發展串連合作模式」為方
法，期建構「藝評書寫―論述實踐―機構串連」全生態系式的專業書寫暨實踐平
台。

計畫的發起，鑑於當前藝評生產平台大多集中於臺北且多屬臺北中心視角，導致論
述觀點均質化，抹消了地方藝文生態的差異性與獨特性。因此，計畫意圖通過世界
主義（cosmopolitanism）的書寫理念，打破地緣政治的框架，翻轉「中心―邊緣」的
對立，以真實回應當前與未來藝術生態之發展。本文先就南部藝文生態近十餘年來
變化進行簡要梳理，再闡述計畫推動兩年之情狀以及未來將持續改善與發展之方向。

南部藝文生態的兩階段轉變

臺灣南部藝術生態近十年的轉變，大抵可以兩個階段闡述。第一階段是在 2010 年
前後，在新一批藝術替代空間 / 機構的興設下，如臺南的海馬迴光畫館（2009-）、
草埕文化藝術工作室（2011-）、齁空間（2012-2018）、絕對空間（2013-）、臺南藝術
公社（2015-）等，在高雄則伴隨駁二藝文特區的發展而進駐的未藝術（2008-）、火
腿藝廊（2004-2017）、伊日藝術（2014-）等，加上中青世代策展人、藝術家在南部
積極奔走，不僅為地方注入大量活力，年輕、重視「團戰」的經營者，亦發展出高
行動力的串連、支援的互助網絡，構成南部藝術生態有別於九〇年代尋求藝術展演
的集結，而是活用社群媒體開展即時行動的游擊社群  。

隨著整體藝文環境、政策走向（重建臺灣美術史（2017-）、新南向政策（2016-））、
機制（獎項、藝博會）的變化，官方機構或是轉型（高雄市立美術館、屏東美術館），
或是開館（臺南美術館（2019-）、嘉義美術館（2021-）），積極投入地方美術史、關
鍵典藏以及在地論述的建構工程，如高美館的「大南方計畫」（2019）、屏東美術館
「未來潮」（2020）等；相較之下，民間機構則在年輕世代的進入（臺南節點（2019-）、
鼴鼠（2019-）；高雄河南八號（2019-2021）、萬事屋 （2019-2022）、噪山（2021-）以
及主理人的交替中，愈趨走向複合多元的經營形態，如通過國際駐村、藝術評論培
力、大學合作等來開展國際視野與地方關懷。此外，像新濱碼頭「Free Open Day」
快閃展演、「鼴鼠」性格化的潮店模式、海馬迴藝工隊與松果體操隊的計畫，都以
靈活的經營策略回應藝術生態的轉變。

2021-2022 碎片港計畫觀察報告
文｜邱俊達｜淡江大學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助理教授、碎片港計畫發起人

在此進程中，社群網絡再次開始鬆動和重組，並反映著年輕世代的價值觀、藝術實
踐觀念以及合作思維的改變；另一方面，藝術評論的角色持續被重新定義，從過往
運用理論資源闡述藝術作品之表現與美學內涵的評論者、詮釋者，逐漸轉變為著重
現象觀察、藝術交往、脈絡分析與多元方法的文化研究者，乃至在文字之外，通過
策展和其他面向開展積極實踐的行動者。「碎片港」作為回應上述變化而生的計畫，
希冀以藝術評論為本，以建構對話平台為旨趣，通過觀察、書寫、對話、論述來串
連臺北之外的藝術空間和藝文工作者，一同展開在地藝術生態的觀察書寫，形繪臺
灣當代藝術的多元面貌。

碎片港的啟動與運作

本計畫參考如台新獎觀察以及坊間主流藝術刊物所反映的觀察機制、評論方法以及
論述價值後，以兩年期進行規劃，以利階段式推進與滾動式修正。第一年（2021）
以建立核心聯盟夥伴、凝聚共識與願景、實驗平台運作效益為主；第二年運用第一
年之累積，通過「關鍵觀察」來深化視野，並發展多媒介（專刊、社群媒體、影音
媒體等）呈現與推廣，以實現專業服務平台之效用。

機構聯盟與觀察員邀約
計畫之初，團隊通過「10+2」模式― 10 位跨世代（20~40 餘歲）觀察員＋ 2 個南
部民間藝術機構―邀集夥伴，並運用 TVAA 長年合作經營的藝評網站「觀察者藝
文田野檔案庫」（2011-），一同投身於南方藝術生態的觀察。第一年觀察員為許遠
達、李書旆、蔣伯欣、簡子傑、蔡佩桂、邱俊達、彼勇．依斯瑪哈單、蔡宗祐、王
瑀、施友傑、陳沛妤； 第二年開始擴增為「16+2 模式」（16 位觀察員 +2 個民間合
作機構），新邀 7 位觀察員黃志偉、張敏琪、郭璧慈、方彥翔、陳嬿晴、劉邦隱、
吳尚育，並區分為核心觀察員以及一般觀察員，前者深入參與計畫會議、論壇和書
寫；後者則以自由觀察撰稿為主，動態性地捕捉藝術表現在不同社會背景和地方紋
理中所產生的複雜性和影響力，為當代藝術重要的展演事件進行紀錄、建立檔案，
呈現在地論述的多種面向以及內涵。

合作之民間機構為臺南絕對空間以及高雄新浜碼頭藝術空間，提供計畫在軟體（觀
察員推薦）與硬體（活動空間、經費等）的部分支持，以填補運作資源上的不足。
此合作模式作為原型，亦期待未來能與更多關注生態觀察與在地論述之公部門和民
間機構合作，建構計畫之智庫角色以及多元管道的近用服務。兩年間參與之觀察
員，共有 27 位，來自臺東、屏東、高雄、臺南、臺中與臺北，兩年間在「在地論
述」、「微藝評」、「會議紀實」、「論壇側記」、「年度觀察報告」等共產出近 5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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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稿費與發表機制
計畫初始設定之觀察場域係以臺南和高雄為主，外延至嘉義和屏東。不過，在實際
進行時，不免感受到自我受限，因而擴大為「臺北之外」的藝術生態觀察。觀察員
每兩個月進行一次觀察員會議，分享、交流各自觀察的「關鍵字」以及展演活動，
相關討論內容則整理為「會議紀實」文章。書寫設定上，分為「在地論述」（2000

字）、「微藝評」（500 字）、「深度訪談」（2000 字）等，以及為回應藝評書寫嚴峻
的現實問題―稿費過低，以 3 元╱字提供相對平衡的稿酬。以及，為促進觀察員
多樣化的交流形式，後來再增加「田野小隊計畫」，赴澎湖、屏東與臺東等地踏查、
跨領域對話以及創意田野筆記書寫。此外，每年的碎片港論壇作為年度觀察與在地
論述書寫之重點發表活動，亦整理為「論壇側記」文章。這些文章在計畫運作期間
陸續刊載於「觀察者」網站，並通過兩年一期編輯專刊，以紙本以及網站雙平台呈
現。

2 0 2 1年：疫情下的自由觀察

計畫啟動時，新冠疫情的爆發約已一年，看似獲得控制，沒想到四月再度爆發
「Alpha 變種病毒株」大範圍感染，許多展演活動被迫終止或取消，計畫遂調整為自
由度較高的進行方式，觀察員依自身興趣進行，並在每月的觀察員會議中交流，最
後以論壇分享「在地論述」書寫。

第一年論壇共舉辦兩次，第一次是 2021 年一月的「論述之後―在地論述與平台實
踐」，旨在討論碎片港不只是單純的「藝術評論書寫」計畫，而更重視「在地論述」
的工作以及「平台實踐」的角色。2021 年十一月舉辦第二次「碎片港論壇： 南方藝
術生態觀察論壇」，以「流動的在地」、「風景與地方性」、「機構與機制變遷」三大主
題進行觀察報告。

「流動的在地」有年輕藝評人施友傑因身兼藝術行政之職，便以此視角描繪南部藝術
空間的在地意識與實踐的嶄新集結，特別是地方介入論述下，如何真誠「面對地方」
的提醒；邱俊達試圖通過策展、評論以及所參與新濱碼頭事務的推動，來試論一種
灣岸藝術與邊界美學的思考和實踐框架；「風景與地方性」有許遠達以「再寫生」為題，
通過藝術史的視角探討風景繪畫與寫生的關係，以及藝術家李俊賢的實踐；「機構與
機制變遷」有簡子傑從自己作為外來者、赴高師大美術系任教的身分，轉寫他對新
濱碼頭藝術空間在年輕一代接手經營後的情況；蔡佩桂對高雄中生代藝術團體魚刺
客在「建軍跨域基地藝術村」之進駐與發展出的特殊性進行探討，並對因空間拆除而
需遷移之事件進行整體藝文生態的反思；另一位同兼藝評與藝術行政工作的年輕藝

評人王瑀，則以空間經營與執行者的位置與簡子傑的觀察做出對話式的回應。

此外，反映觀察員自身關注的主題，蔣伯欣以一種哲學思考提出「元人」（mate- 

person）的概念，回應當代科技發展以及新常態下藝術生態與生命政治的複雜交織
嶄；陳沛妤以當代工藝為主題，結合自身擔任助理的經驗，探討工具與當代藝術的
未來連結。鑑於展演減少或不易觀察的狀態，蔡宗祐數篇微藝評稍稍補足了這方面
的欠缺。他從藝術家的位置出發，從中點出創作技術、美學概念以及地方文化的多
種辯證。

2 0 2 2年：開放聚焦的觀察機制

歷經一年多的草創期，以及疫情造成的混亂與重整，在第二年計畫中，團隊試圖以
開放聚焦的運作機制來調整第一年多樣但發散而不易對話的問題。這包含設定「關
鍵觀察」的四個主題，並以召集人制來邀集觀察員和凝聚小組以及書寫方向，乃至
以田野小隊發展共同田野的經驗、對話以及創造性的書寫實踐等。此外，悉心整理
的會議側記以及論壇側記，結合觀察員文章的閱讀下更能突顯各人的長期關懷。

四個關鍵觀察

本年度共有 16 位核心觀察員，參與四個關鍵觀察主題：「全球南方」、「新常態」、
「機制」以及「海洋」，而因觀察員在過程中方向的調整，最終論壇以「3 個關鍵觀察
＋ 1 個外掛主題」整合來呈現，以下個別說明主要內容。

全球南方
召集人蔣伯欣以「碎片港： 流動聚合的在地實踐」來闡述全球南方觀念所關注的
「在地」發展與「美學政治化」、「政治美學化」的關係，並通過藝術史的視角來爬
梳「南方意識」，結合「光―臺灣文化的啟蒙與自覺」以及「狂八〇」等展覽所帶出
的「跨地域主義」之在地實踐的某種多邊方案。吳尚育以「卡塞爾到林邊： 幾則南
方的變奏」將他參訪「documenta 15」獲得的啟發，特別是一種「不為目的的相處過
程 (nongkrong )」的美學，結合屏東東港和林邊的田野踏查以及「盪―吳瑪悧個展」
的觀察，闡述幾則南方的變奏。陳嬿晴以「液態的維度―展覽性論述中的海洋與
南方意識」探討液態現代性與海洋和南方意識的關係，特別是在不同的展覽實踐所
形塑知識模型的路徑。郭璧慈「邊界思考：藝術家的移動與駐地，和地方美術的建
置工作」從自身任職於臺東美術館之角度出發，闡述臺東之地理和歷史特質，以及
在當代的地景藝術策展中如何透過移動、重組和再敘述進行解殖，進而產生平衡內
在南方的力量。

0 1 4 0 1 5



新常態與機制
召集人方彥翔以「一則報告： 後疫情南臺灣藝文生態觀察」討論臺灣疫情影響下南
部臺灣藝文生態的過渡狀態，以不同案例觀視藝術家 / 團體 / 單位如何將自身實
踐回應此「新常態」， 並在更深層面和更廣義的藝文生態交織，想像與探討朝向一
種以南方角度的生態學思維如何可能。張敏琪以「後疫情時代藝術報告書」分析
Covid-19 所催生了的疫情下的藝術展演，特別以社群平台 IG 與網頁上運作「新冠
美術館」為例，呈現疫情相關的種種創作，並反思處在某種平行時空的臺灣的現象。 

在機制部分，蔡佩桂以「當藝術進入教育 : 關於文化部文化體驗教育計畫的一些參
與式觀察」分析其近兩年擔任「文化部文化體驗教育計畫」南部地區召集人與推動
過程中，看見部會之間的串連與合作的困難、矛盾，以此反思立意良善的「美感教
育」與「共創」積極落實的可能性。

海洋
召集人黃志偉以創作者的位置探討蕭勤獎藝術家陳聖頌的創作美學，他在「土地的
精神： 論陳聖頌繪畫中的繪畫」分析陳氏自 2004 年革除現當代潮流意識迷思，重
新回到繪畫、重新回望土地，並以雲嘉南沿海地區風景光色所表現與探索的繪畫性
問題。 邱俊達延續灣岸藝術與邊界美學的討論，並以「海境之南的碎語―灣岸藝
術的近海十問（上）」質問海洋文化、海洋意識與禁海令和近海渴望的關係，並試圖
懸置未成熟的灣岸藝術論題，回返到基進的近海十問，以此思索在地論述的建構課
題。陳沛妤駐地臺東金樽數月，以此深入參與展覽活動和進行影像紀錄，她從這一
位書寫女性創作者所展現的一種海洋包容性的特質。劉邦隱因計畫與團隊赴澎湖望
安島針對藝術進駐之可行性進行田調，在「追憶似海年華―望安島田野調查報告」
中他紀錄了對田調工作的種種反思性思考，以及對藝術進駐作為連結人與環境、創
造共同生活經驗、促進社區互動的期許

觀察plus―邊緣性 

今年論壇除了觀察員發表，亦加入十八位修習蔡佩桂所開設「批判性影像閱讀」課
程之研究生參與發表，共同針對「邊緣的肖像．肖像的邊緣」進行主題探索與作品
分析。「相對於主流的、一般的那些人物如何被生產為影像，而這些影像如何描繪
對象的意義而擴張肖像的邊界？」（主題介紹），研究生分別以何孟娟《魏斯貝斯公
寓》、Rineke Dijkstra 海邊系列和李毓琪《幼小者》 、張乾琦龍發堂主題 《鍊》、何經
泰《都市底層》、「2022 看見跨性別攝影展」、楊登棋的《婚紗照》、姚紅《間隔一隻
斑馬的時差》、張夏翡《下好離手》、網紅藝術家 John Yuyi 、張辰申肉身計畫《輪
迴》、滯留島舞蹈劇場 、汪曉青《母親如同創造者》、法國藝術家 JR 的塗鴉、許家

維《神靈的書寫》、Thomas Struth 《New Pictures from Paradise》系列、陳擎耀的創
作等，來探討影像生產、性別、媒體與身體之主題，展現出年輕藝文工作者豐富、
多元且獨特的論述觀點。

此外，這一年度不再受疫情影響，微藝評除了蔡宗祐的持續書寫，吳尚青、楊懸、
邱俊達、陳嬿晴亦投入這方面的生產； 新增的田野小隊計畫，更豐富了實踐上的
豐富性、實驗性和平台性。

小結

碎片港運作兩年下來，著實展現出對南方藝術生態觀察的多樣性，也在相對自由的
機制中，觀察員為自己的長期關懷乃至行動方針進行書寫，不為當前潮流、獎項提
名和雜誌主題而寫。一個在地論述的產生，仰賴深入的在地思考、理論轉譯以及長
時間的研究工作，對一些觀察員而言，兩年時間的觀察書寫僅是起頭，需要另一個
兩年甚至更久的時間來持續在主題上深耕。

此外，微藝評與田野小隊的工作模式，回應的當前與未來藝評的某種樣態：對資訊
的掌握、發布與回應的即時性，以及從文本與作品形式的美學分析轉向跨領域踏查
交流和對話的學習。以本次田野小隊為例，蔣伯欣召集的澎湖踏查，集合藝術史、
藝術家以及地方青年共同進行，形成彼此的相互刺激；黃志偉召集的屏東和臺東踏
查，更將藝術家的生命故事、信仰、風土的影響以及實踐計畫帶向大家面前，使得
所謂的藝術生態不僅是一種觀看和言說，更是身體的介入與感知的銘刻。此外，團
隊在「焦點觀察年表」的編輯中，除了針對觀察員在會議以及書寫中論及的展演活
動和事件，也呈現相關的藝術實踐如策展與論壇的策劃，突顯當前與未來藝術評論
的多元角色。

「碎片港」以藝術評論為核心，「建構對話平台」與「發展串連合作模式」為方法，期
建構「藝評書寫―論述實踐―機構串連」全生態系式的專業書寫暨實踐平台。這一
使命絕非僅僅兩年可達成。因此，團隊需要通過更加積極的串連與觀察行動，來展
現平台之特色與能量，邀請更多夥伴加入。在今年論壇中，18 位研究生的參與以及
對這一計畫表達興趣的回饋，都讓團隊深刻感受到當代藝術評論必須「平台化」以
觸及、影響、連結更多面向，進而跳脫出單獨思辨的文字與思想工作，真正成為事
件的觀察者、回應者、對話者乃至行動者。這不僅是藝術評論的未來，更是藝術未
來行動的一環，持續與永續地流動聚合的在地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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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土到全球，疫情下的臺灣當代藝術經歷地緣政治、展演媒介等結構性的改變，
當代策展呈現朝向「在地」發展的幾種現象； 其一，以南方意識重估本地前衛的美
學與政治； 其二，美術館回溯解嚴後本土化的邊緣抵抗，探討地方性的在場與缺
席；其三，從「此時此地」到「跨地域主義」：當代性成為時空調度的多邊方案。「碎
片港論壇」匯集上述議題的展覽與檔案，將反轉前衛對未來烏托邦的許諾，直面現
時的廢墟與碎片，提出在地實踐的可能趨向。

以南方意識重估本地前衛的美學與政治

對體制的思考，2022 年「狂八Ｏ：跨領域靈光」展的提出，引起藝術界廣泛熱烈的
論議。但就公立美術館力圖回溯當代藝術發展而言，可看到策展人對於建構臺灣前
衛藝術運動史觀的可貴企圖，尤其在近年藝術生態的建制化與商業化愈發明顯之
時，更凸顯此展的特殊性。展覽內容中，美術館與前衛運動的關係再次被提出，也
剛好與當下的生態現象頗有呼應之處。

前衛運動史觀的重探，可謂近兩年美術館的重點趨向。「狂八Ｏ」展的前期研究計
畫來自文化部提出「重建臺灣藝術史」計劃，同樣的政策脈絡下，另有國美館在
2021 年有「所在： 境與物的前衛藝術」展，北師美術館則有「光： 臺灣文化的啟蒙
與自覺」（以下簡稱「光展」），皆有重探歷史前衛與新前衛史觀的企圖。

雖然光展因《甘露水》的出土在媒體宣傳上相當成功，卻因此過度聚焦於神話性與
傳奇性，忽略了原初此展的想定： 即以《甘露水》作為問題意識，從參與臺灣民族
運動早期座談的黃土水出發，考察前輩藝術家如何思考美術與社會、從而產生前衛
的概念。「光展」的策展是希望透過檔案與作品的並置展示，還原 1920-30 年代臺灣
前衛運動的美學政治語境。然而媒體所見的報導，卻是將《甘露水》單獨抽離出來，
從而將一整個時代的抵抗語境，打造成某種「政治美學化」的靈光，未見評論提及
「光展」策展特別提出的抵抗主體，較為可惜。

碎片港：流動聚合的在地實踐
文｜蔣伯欣｜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發起人、碎片港計劃發起人

#地方性 #流動 #美學政治 #跨地域主義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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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南方

美術館回溯解嚴後本土化的邊緣抵抗

抵抗性的缺席，在「光展」巡迴到高雄市立美術館時，較能完整呈現原初的設定。
策展論述引用葛蘭西在〈南方問題〉及相關論述提出，相對於北方的帝國主義與資
本主義，南方須以意識形態的陣地戰，進行領導權的鬥爭，追求主體的解放。於
是，高美館的策展重新梳理、全面展開抵抗語境，盡可能降低神聖化的視覺語彙，
並擴大前衛設計與攝影等實踐。

與西方前衛運動不同，美術館對於臺灣前衛運動而言，屬於批判性的建構（催生並
監督）而非直接搗毀的對象。這兩年，可從國美館「島嶼溯源」展（「臺灣計劃」的
回顧、高美館的「南方作為衝撞之所」到屏東美術館「南方女神的逆襲」等展覽清楚
看到： 解嚴初期的藝術家曾經從邊緣出發，以地方美術館或縣市文化中心為基地，
展開探索在地性的行動。1990 年代的美術館，曾被許諾為某種進步的烏托邦，藝
術家企圖以「現代」或「本土」為名，用美學的感性力量，來解構保守的藝術威權。

相對於此，21 世紀以來的藝術機制，愈發建制化的情況下，愈朝政治導向的操作，
創造人流與金流（帶動地方消費），開發打卡熱點的奇觀社會。近年來，各縣市如
雨後春筍般爭相舉辦的地方藝術季，雖然大多標舉「全民」美學，形式也不再是傳
統媒材，然而裝置、地景、新媒體、互動性的沈浸式策劃，卻經常充斥著地方符碼
的媚俗再現。

從「此時此地」到「跨地域主義」的異質事件

在今日全球性當代藝術的語境下，「地方性」有如歡樂遊戲的符碼，尋求更多關係
性的連結，也快速被編入「本土」敘事中。尤其在全球疫情下，更依賴社群網路、
線上集結的新常態，「複製―貼上」加劇了「語境化」與「再語境化」的更迭，政治
機制則更快速運用藝術，在各地複製貼上政治美學化的活動。於是，我們可以看到
全國各地興起大量重複的地方藝術季，一次性（甚至一晚）的耗盡數百萬（甚至千萬）
預算，展出模式卻是高度的同質化。

當疫情封鎖國家邊境、暫時中止國際交流，以地方繁榮進步為名的藝術活動，似有
加劇的趨勢。疫情期間，國家框架（無論是「國際」或「全國」）皆間接強化了「此時
此地」的合法性，其間隱含的二分邏輯，也導致地方性與當代性被同一化。在逐漸
解封的新常態下，我們反而看到非中心主流的地帶，特別是東部或南部，逐漸開始
了某些帶有南方精神的思考與實踐行動。他們在風暴之後的廢墟重組碎片，從漂流
木、沈船、遺址、紀念碑、廢棄物等，重置時間與空間等資源，重新調度歷史與傳

說，抵抗主流意識形態下逐漸固化封閉的本土或地方性，轉而尋求作品的來世，朝
向開放的在地性；如同我所倡議的跨地方主義，以當代性的調度，流變生成的新的
時間性。

小結

另一方面，疫情下發展的新媒介與線上連結，超越了時空的限制，也促使作品呈現
更多非歷史的流動聚合，試圖展開某種新的行動。有如宜蘭羅東文化工場沈昭良
「續行：沈昭良攝影展」、花蓮的島人藝術空間由呂瑋倫策劃的「未來遺物計劃：黃
林育麟、林安琪」展、美好藝術「老栗練字」展、臺東的月光小棧「時間的海岸：郭
娟秋展」等等，仍有許多不被主流媒體關注、卻在地方上深具反思潛力的異質事件
正在開展。在疫情下的生命擱淺時，或許中止與懸置之後，才是藝術的重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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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南方

2023 年 4 月 30 日，「2023 碎片港論壇―全球南方、新常態、海洋、機制、邊緣」論壇大合照。攝影｜楊佳璇

第十五屆卡塞爾文件展充滿南方氣味，不僅
是本次文件展策展人首次由亞洲人及首次由
團隊擔任、受邀團隊多來自亞、非、拉、阿
拉伯國家，而是策展方法論上所帶來的陌生
感，特別是藝術與生活的模糊化。整場文件
展，如同一場不間斷的演唱會―儘管不乏
陰影與衝突，體現著南方口傳文化的身體感
與精神。這樣的南方感受，延續到筆者參觀
2023 年高雄市立美術館「盪―吳瑪悧個展」
的經驗。本文將從卡塞爾出發，一路向南，
探索另一種南方的延續與變奏。

南方作為一種空間創造

本屆文件展策展人由印尼團體 ruangrupa 擔
任，以「穀倉」（lumbung）為題，邀請參與
者共享在地 know how ―匯聚 53 組全球以
協作為理念的團體，行成一個巨型知識共享協作平台。本屆文件展不以藝術物件為
導向，而以協作、交流為主。這樣的精神反映在本屆展覽的口號「Make friends, not 

art」及對 nonkrong（印尼語中，無所事事的相聚）的強調。對照當代世界的生產取
向，以空間及機制的創造，促成交流及無目的性下無法預期的事物。

受邀團體的實踐，更進一步模糊藝術與生活的界線，對許多團體來說藝術更僅是實
踐的一種「手段」。面對許多團體所在地藝術基礎設施的缺乏（如美術館、藝術市
場），又面臨迫切的社會問題（貧窮、人權、環境等），對他們而言更重要的是以藝
術作為媒介，對當地處境帶來直接影響，而非強調自身實踐的「藝術性」或於藝術
史中的定位。1

相較於當代藝術中，對當代問題的提出，卻無法帶來實質改變，又或是以全球南方

本次文件展場地之一 WH22，有著露天啤酒花園
及越南團體 Nhà Sàn Collective 的移民花園計畫。攝
影｜吳尚育

從卡塞爾到高雄─關於南方的幾則變奏
文｜吳尚育｜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研究員

#南方 #身體感 #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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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視野，指出全球系統中的霸權與受壓迫方的不對等關係，本屆文件展參展團體
的實踐，許多時候乍似 DIY，以單一個案呈現，看似微不足道。然而，經本次文件
展將全球相關實踐匯集起來的空間創造，卻更彰顯其力道，特別是面對後疫情時
代，對當下處境進行直接回應及相互照顧（care）的迫切性，這也回應了 ruangrupa

的團體命名，即印尼語中的「藝術空間」或「空間形式」。2

生命經驗的轉換

各參展團體於各自情境（context）的實踐為不斷變化的過程，猶如南方的口傳文化，
在每一次的轉述中，都將產生變化。本屆文件展可見許多將南方生命經驗轉化至展
場的巧思，呼應 ruangrupa 希望受邀者不要為此次展覽做新作品，而是持續做正在
做的事，並此經驗轉譯（translate）至卡塞爾的精神。3

若南方的實踐根植於生活，關乎於活生生的生命經驗，或許便無法以單純的文件展
示去喚起。如同本次參展團體或 ruangrupa 的實踐與生活的緊密關係，在展示的轉
化中，多將作品與生活空間結合，將展區打造為客廳、聚會所、宿舍、學校、托嬰
中心、圖書館、滑板區、印刷廠、餐廳、工作室、移動桑拿或電影院等。這些空間
更非被觀看的空間，而是具備實際功能，使各團體欲傳達的在地 know how 能經由
這些空間裝置被啟動，使生命經驗在展場中持續活絡。

相關案例，則如印尼以紅磚、錄像節、音樂節帶動地方創生的加帝旺宜藝術工廠
（Jatiwangi Art Factory），便將製陶工作室帶入展場、在展場設置可用於音樂表演的
舞台、裝置於當地舉辦的陶瓷音樂節（Ceramic Music Festival）所使用的陶製敲擊

樂器，觀眾可邊觀賞眼前的音
樂節影像，邊親身把玩該樂器；
又或是 2019 年於廣州創立，以
共享工作室為精神的「菠蘿核」，
將展場一處改造為廣式風格自
助餐餐廳，提供中餐之餘，邀
請參展人帶來各自的家鄉料理，
4  呼應共同烹飪於「菠蘿核」實
踐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則
在餐廳中裝置集體創作、呼應
其生命經驗與頓挫的屏風、影
集、繪畫。

Lair 樂團在第十五屆卡塞爾文件展加帝旺宜藝術工廠展區的演
唱現場，Hübner-Areal，卡塞爾，2022 年 6 月 13 日。攝影｜ Frank 

Sperling ｜圖版提供｜ documenta fifteen

本次展出中，亦包含較常見的文件展示形式，如曹明浩、陳建軍的「水系計劃」
（2015-），該計畫透過對四川岷江上下游的考察，探索水文變遷涉及的政策治理、
地方智慧、生態、物種、物質間的相互關係，並以工作坊、社區互動、環境行動
等，促進地方居民、科學家、藝術工作者間的跨學科對話。5  該計劃在展出空間中，
分散地放置記錄「水系計畫」過程的錄像、攝影、地圖、唐卡。影像直白地展現其
田調過程。此處可去探問的是，此計畫涉及的生命經驗、人與非人的複雜互動，是
否能藉由文件展示被有效地喚醒？當實踐強調的是與社會互動，而非藝術造型的價
值時，展示手法是否能協助傳達實踐背後的生命經驗？在本次文件展中，眾多對在
地經驗的出色現場裝置轉譯下，答案是肯定的。

盪到高雄

本次卡塞爾文件展的經驗亦能延續到 2023 年高雄市立美術館的「盪―吳瑪悧個
展」，吳瑪悧的創作呼應波依斯的「社會雕塑」理念，早期以犀利的創作批判國族、
父權、媒體、消費主義，2000 年起則以社區參與藝術，處理女性、環境、地方紋
理等議題，常以日常生活中的縫紉、飲食作為媒介。此類型創作呼應本次文件展展
出的多數作品，不強調藝術本身的造型性，而是將藝術作為工具所產生的效果。

作為吳瑪悧逾 40 年以上的創作生涯回顧，原以為將展出大量各階段創作、藝術計
畫文獻、檔案。然而，本次卻選擇展出少量作品，強調每件作品於空間中打開的
身體感官，以此連結與其作品緊密相連的生命經驗。開場即以 1993 年的二輪傳動
裝置《超級瑪莉》在高美館挑高的大廳中移動，帶出強烈的空間感官對比； 重新製
作的《告訴我你的夢想是什麼》（2002），則在使觀眾沉浸在一艘木船與無數紙船
間，觀眾並能在紙上寫下夢想，將其折成紙船加入現場的裝置；入口處盪漾而開的
「盪」，則造成遠觀看得清楚，近觀則看不清細節的對比感。此一開場即輕巧地同時
展現吳瑪悧作品的批判性、身體感官及民眾參與面向。

首個展間偌大的空間僅展出數個巨型乘載土壤咖啡色木盒組成的《重建一立方公分
土地需要 100 年》，一樓的展間無法看清同作品名的文字內容，貌似數個塊狀抽象
雕塑，其美學令人想到 Richard Serra 的雕塑。至二樓看清書寫字體時，則帶來與一
樓間的智識與身體感受的對比。本作品於展覽結束時，將邀請觀眾將土壤及高美館
周邊的植物種子，帶回家栽種，具互動形式及生態意識。此作及其展示，展現形式
美學與生命經驗共存的可能。

其他案例則如將 1993 第五屆北縣美展立體類得獎作品《盪》的放大，並在不遠處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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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可對望此作及乘坐的巨型鞦韆。《盪》由在鞦韆
上放置陶瓷餐具組成，帶來只要一推動就將全部
粉碎的岌岌可危感。坐在鞦韆上晃動，觀看這件
作品便帶來強烈的感受，與此同時「盪」的動作又
可以是如液態般的餘波盪漾或是積極為社會變革
展開的震盪。

吳瑪悧的代表性計畫《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
（2011-2012），本次展出相當俐落，僅以錄像、
水文地圖、樹梅坑溪空拍影像，於高美館向上延
伸的的長廊展開。去除當前常見的喋喋不休的研
究型藝術的文件展示，長廊的空間移動感、灑入
的自然光線、少量的作品，帶來細細進入該計畫
的契機； 以食物探索地方記憶的旗津計畫，則以
辦桌用的鮮明紅桌、田野錄像、書寫互動、海的
影像、上上下下的投影，帶來飲食文化與海洋文
化的感官。

吳瑪悧的環境關懷、對水系的探索及其相關的公民參與策劃，可與曹明浩、陳建軍
呼應，然而在「盪」一展中，卻超越此類型創作中常見的文件展示形式，進而在作
品的造型性、身體感官、民眾參與間達到相互的張力，呼應本屆文件展對生命經驗
轉譯的投入，吳瑪悧的社會參與實踐也與本屆文件展中藝術作為生活實踐的調性共
鳴。

從卡塞爾到高雄，如果南方是不斷流動、無法被輕易固定的生命經驗，如何透過呈
現或空間創造，使南方持續活絡，則成為追尋南方力量的路徑所在。

高美館「盪―吳瑪悧個展」旗津計畫《什
麼叫味道―食物與遷徙的故事》、《帝國
的滋味》及《盪》系列展出現場 。攝影｜吳
尚育

[1] 如受邀團體如 1996 年於英國創立的 Project Art Works，以藝術作為促進心智障礙者表達及被看見的媒介、
2010 年於丹麥創立的 Trampoline House，在難民收容所中，以藝術活動帶動難民身心表達及建立自信。

[2] “documenta fifteen,”documenta fifteen, https://documenta-fifteen.de/en/about/（檢索於 2023 年 4 月 25 日）

[3] Petra Schmidt ed., English Handbook: documenta fifteen, Berlin: Hatje Cantz, 2022, 30-33.

[4] Petra Schmidt ed., English Handbook: documenta fifteen, Berlin: Hatje Cantz, 2022, 75.

[5] 〈水系计划〉，《ECOARTASIA》，https://ecoartasia.net/CNC/CNC_chi.html （檢索於 2023 年 4 月 25 日）

內在南方

「後山」臺東，對臺灣西北部而言，經濟和人口發展不甚發達。地理的阻隔使臺東
成為許多例外，不僅城市景觀例外於其他縣市，沒有密集的高樓與車流，自然地景
也例外於廣闊的平原，是狹長的縱谷與綿延的海岸線；社會文化亦例外於分秒必爭
的工商業經爭，是生活步調緩慢，以農漁業生產為主的經濟型態。臺東的美術圈，
更不同於其他縣市的美術生態，接受專業美術學校教育的學生較少，在各鄉鎮從事
創作的個人藝術家或群體也少人倚靠專業畫廊維生。

臺東不僅例外，也很遙遠，抵達東部所需耗費的時間很長，對原住民文化的認識不
深或刻板印象，也產生認知感受上的距離。

許多的例外與距離，使「後山」成為日本殖民時期以來，國家治理上的邊陲。而邊
陲之外還有邊陲。後山的東南方綠島，被用來關押行為與思想不正確的犯人。殖民
者和威權統治者，利用將他人的生命流放，達到對人身體和心靈予上的懲治。

如果說「後山」是臺灣西北部望向東南的視角，也可能已經成為臺東看待自我的眼
光。尤其從殖民時期一路到戰後全國現代化建設茁壯、經濟飛躍的時代，「後山」
無論是人口或社會發展顯然都是異時的（heterochronic）。這樣的認識論模型，長期
以來構成僵固的知識體系，形成具壓迫性的知識結構。彷彿後山永遠是桃花源，美
術發展在底層，地方否定著自身知識的重要性，而有「內在南方」的傾向。

解殖的路徑：邊界思考

作為在地方上傳遞藝術知識的機構，臺東美術館近年思考地方美術（史）應如何調
整上述的負面認知，反轉觀察視角。例如在不否定既有臺灣美術史敘事軸線的情形
下，透過藝術相關的實踐，例如邀請客座策展人、藝術家展覽，由學者專家爬梳歷
史、建立論述等，嘗試與歷史殖民性脫鉤（delink），重新描繪（delineate）未知，探
詢有無可能建構有別於單一敘事軸線之外的其他敘事，開展一直以來被忽略、隱匿

邊界思考：從藝術家的駐地與移動，  
談臺東美術（史）的建置工作
文｜郭璧慈｜臺東美術館專業助理

#解殖 #移動 #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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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識面向。

關於被殖民者如何擺脫權力壓迫的陰影，美國後殖民理論家米尼奧羅（Walter 

D.Mignolo）提出的「邊界思考」（border thinking）帶來一些啟示。米尼奧羅認為：
「檢討殖民史和殖民者的認識論，必須從被壓抑的底層知識出發，尋求新的發言位
置」、「那些不被重視的底層知識，所謂的黑暗面，正是解殖。解殖，意指與西方殖
民者的信仰與分類（等級）制度構成的知識脫勾（delink）。「邊界思考」是知識論反
動的一條路徑，「面對現行體制和話語，去瞭解這些體制和話語建置過程不平等的
權力，造成的不平等位置，去分析任何知識體系內的劃分線」。1

「邊界思考」是一項長遠的工作，尤其被外部和自我界定為「後山」的臺東而言更是
如此。幸運的是，近年受到美術館邀請前往東部的藝術家、策展人或學者，用他／
她們敏銳且感性的視角，使臺東擁有類似「邊界思考」的實踐，再探且書寫臺東美
術的另一個故事。2

回溯這條「邊界思考」路徑的起始，2018 年「南方以南―南迴藝術計畫」或許是
一個重要的起點。策展人林怡華（Eva）訂定的「南方以南」英文命題「The Hidden 

South」，點出「島嶼之南，猶有另一南方」的解殖觀點。這個計劃涵蓋的範圍―

臺九線公路南迴段是「後山」的最末端，也是臺東駛向南方，與其他縣市的聯通的
道路，並且擁有豐富的南島文化。過去南迴公路狹窄，坡度與彎度皆大而蜿蜒難
行，走一趟南迴，身心經常得經歷嘔吐和疲憊。

政府成功拓寬公路改善交通後，南迴公路成為全臺最美公路之一，開始有大量遊客
湧往「後山」尋找觀光景點。在此情形下，臺東美術館辦理「南方以南―南迴藝術
計畫」，希望以藝術的方式帶動更多人認識南迴。

Eva 認為，當代藝術的經驗模式常倚靠大量的文字解說，難以幫助我們理解傳統透
過口傳而非文字著述的原住民文化。3 因此她策劃的「南方以南」希望透過「理解」
來填補距離造成的知識鴻溝（用 Eva 的話來表達，是『連結細縫 bridging the gap』）。

「南方以南」無論從構思到展出，從創作者到觀者，都期望來到「後山」參與的人，
用身體去觀察、聽說和領略，從感知的層面「讓大家與自己個人內部那個被遺忘卻
仍存在的『南方』相遇」，然後成為下一個口傳者。4

駐地與移動帶來的「精神南向」

「南方以南」的策展實踐不若一般標榜城市光鮮亮麗面的藝術季，著重的是身體在

南迴四鄉移動的感知力。參與的人進駐到南迴一到二個月，用身體去和環境交往，
學習土地的歷史和記憶。這個計畫不期望創作者抵達地方後馬上以製作藝術品為目
標，而是儘可能地「浸入」南迴，在原民生活的地方生活。儘管整起計畫最後仍以
作品展出的方式被大家看見，不過被看見的不再是藝術進入地方帶來了什麼樣的擾
動成果，而是地方對自我的認識，以及外部人對地方的理解。

每當我們焦慮「後山」與當代藝術的距離有多遠，「南方以南」啟示了另一種「精神
南向」的可能性，而不再自囿於內在的南方。5 換言之，南迴的南島文化，由被等
待認識的知識客體轉換為知識主體，而來到南方的外部人，亦可能從原先的知識主
體換位為知識客體。當主客體在邊界上無所區別，新的認識論便可能生成。

類似的邊界思考和實踐，也體現在「南方以南」參與者之一陳豪毅的身上。陳豪毅
是臺東南王部落人，雙親分別是阿美族及卑南族（在臺東有非常多像這樣族群融合
的下一代），問他屬於哪一族，恐怕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但接觸原住民，我們
卻經常習慣性地這樣探問，好立即將對方劃入既有的族群分類。

陳豪毅從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史研究所畢業，學習過策展理論和藝術批評，但
他回到臺東實踐的卻是與學院訓練截然不同的創作方式。他在成功鎮進行的
「Malacecay 阿美傳統家屋構築」計畫，不做任何艱澀的文字論述，而是直白地蓋了
一棟「家屋」。他認為整個蓋屋子的過程都不在「藝術」的範疇，但這棟「家屋」也
不是一般用來居住的房子，蓋屋的行動過程毋寧說是讓他「學習如何去學習」： 學
習上山下海身體勞作，一點一滴去構築建造一棟房子需要的知識和技能，最終明白
如何「成為一個人」。6

透過「南方以南」的駐地與陳豪毅的移動案例，我們看到策展人與創作者生產出對
後山、原民的理解與對身分的再認可。這樣的結果，類似於「邊界思考」揭示的位
置的轉換，並且有可能反過來詰問： 究竟是什麼造成「後山」位處南方？那些南方
中未被揭露的黑暗面又從何而來？

2021 年，臺東美術館邀請高俊宏個展「一帆風順」，他用兩條路線「古道」和「水路」
講述有關移民、離散和殖民的歷史。這兩條路線，呼應了臺東美術館展示廳的浪漫
命名「山歌廳」、「海舞廳」，只不過展覽的內容並不浪漫，而是有關「後山」的幽暗
歷史。高俊宏將「古道」和「水路」所要表達的作品，放置在相反的兩個展廳：有關
臺灣和緬甸金三角之間的海上運毒之路，和國共內戰時期的滇緬孤軍，以及高家人
與當代觀光景點網美拍照的毒癮現象，呈現在「山歌廳」；「海舞廳」則陳設了代替
漢人奔跑於浸水營古道傳遞信息的番人形象，還有象徵當時運送物資的車輪、牛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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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遺物。7 而串聯兩個山海兩廳之間的走廊，高俊宏用當代匿名藥癮者的口述記錄
影片，道出戒毒的辛苦歷程。

「一帆風順」展覽中的作品，看似零散且敘事不連貫，但誠如藝評人所觀察：「金三
角、古道與山林這些空間『有意識的碎化與重構』，也就碎裂了線性的連續時間，
連帶出更複雜的『連結的現實』。各種在展覽中被視覺化、語言化、文字化，甚至
是藏在後面的沉默等等所大量進行的『離散的敘述』，比如毒癮者的移動、因戰爭
而生於他鄉的華人等等，好像在告訴我們，這些不是什麼例外經驗，都已經植沒於
當代人的存在經驗的基底。」8 那些泛黃的高家戶籍謄本、化為骨骸的番人、腐朽
後的牛頭骨和散落的植物葉片，在在指出殖民信仰的進步，實則是退化，「後山」
因而經歷著漫長地流放：古道上失去了原民文化、土地記憶亦逝去。9

結語

隸屬於縣府文化處，由視覺藝術科執掌業務的臺東美術館，在沒有館長和編組的情
況下，仍努力推動美術館四大功能的各項工作。在調研美術史、口訪影音記錄資深
藝術家，以及評析典藏品與地方美術論述書寫的過程，面臨著地方美術發展如何放
進臺灣美術史框架，怎樣承接或開展臺美史脈絡，以及既有的知識體系是否還有效
對地方知識進行分類、界定與斷代等問題？

透過這些與臺東美術館共同努力的藝術家、策展人與研究團隊，臺東美術（史）的
建置正以「邊界思考」的意識或「精神南向」的解殖力，逐步地將後山一直以來傾向
的「內在南方」，平衡回來。

[1] 王嘉蘭等譯，瓦爾特•米尼奧（Walter D. Mignolo），《解殖：全球殖民性與世界失序》，新竹市：國
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1。

[2] 2022 年，臺東美術館與佐佐目藝文工作室、臺灣田野藝術工作站合作，出版之專書：蔣伯欣主編，《另
一個故事：臺東美術再探》，臺東市：臺東縣政府。

[3] 楊天帥，〈我們如何面對「不可理喻」的人？〉，《南方以南：展覽群記》，臺北市：dmp editions，頁 8-26。

[4] 港千尋，〈與夢中的風景邂逅〉，《南方以南：展覽群記》，臺北市：dmp editions，頁 74。

[5] 同上註。

[6] 蔣伯欣主編，《另一個故事：臺東美術再探》，臺東市：臺東縣政府，頁 261。

[7] 同上，頁 236；龔卓軍，〈開放世界．當代築造：論陳豪毅蓋的那幢沒有創作論述的家屋〉，2021 年 9 月，
典藏 Artouch：https://artouch.com/art-views/review/content-48356.html（檢索於 2023 年 4 月 28 日）

[8] 《一帆風順―高俊宏個展》，展覽小冊。

[9] 吳思鋒，〈更長的流放「一帆風順―高俊宏個展」〉，典藏 Artouch：https://artouch.com/art-views/art-

exhibition/content-56548.html（檢索於 2023 年 4 月 28 日）

流體（液態）不會長時間維持一個形狀，而是時時處在準備要（而且很容易）改變
形狀的狀態下：對流體而言，要緊的是時間的流動，重要性甚於它們偶然佔據的空
間。1 

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在《液態現代性》中提出： 液態具備輕盈的、有
移動力的且反覆多變的特質，因此，如果將固態作為大陸中心思維的隱喻，那麼
液態則可能牽引出流動、形變、移動、輕盈、滲透等思考。本文將以液態（Liquid）
思維作為主題研究範疇，試圖從高雄市立美術館（以下簡稱「高美館」）近幾年由館
內策展團隊策劃的展覽實踐 2 中，探問它們以「展覽性論述」3 形塑知識模型的路徑，
帶出與海洋、南方相關的詮釋向度，轉動對地方性的多維想像。

沿著河流走，思索它未來的流向 4

2018 年，高美館在經歷空間大規模改造後舉辦首展「靜河流深」，回應美術館作為
空間體驗的場域、轉變與城市的關係，成為第二波美術館運動中如何重新定位自身
的起手式。

高美館所在位置曾是高雄重要的灌溉蓄水埤塘、與愛河連通，由此延伸出策展理
念：「河流在此作為一種隱喻，進而從時間與空間維度串聯城市的文化脈絡及土地
紋理，在時間性的縱向連結上，以歷史延續記憶的長度與深度，連結城市的過去、
現在與未來；在空間性的橫向連結上，也如河流的意象，從本館延伸至其他文化與
歷史場域」，這些展出場域皆位處愛河流域範圍，包含中都唐榮磚窯廠中回應場域
特質的創作、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中回應歷史議題的裝置作品、高雄市電影館的影
展、高雄市立圖書館的書展、旗津灶咖中以飲食交流地方知識的聚會。同時，「展
覽主題刻意不受限於特定的社會議題或概念先行，……參與展出的藝術家儘管個別
關照的創作主題互有殊異，但共通的是作品皆具備詩意的想像質地，……更期望藉
此展開城市『安靜』與『深刻』特質的對話」，如 Joseph Kosuth 《世界地圖（臺灣）》

液態的思維― 
展覽性論述中的海洋與南方意識
文｜陳嬿晴｜新北市美術館籌備處專案人員

#液態性（Liquidity） #海洋性 #南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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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製圖學重探海洋與城市間變動的邊
界、蔡佳葳與慈仁建塘（Tsering Tashi 

Gyalthang ）合作《高雄港漁工之歌》，
以移工串連臺灣與東南亞、非州的共
同處境，由此牽動著地理、他者等
南方意識的再議，並通過「河流－河
域－港口」串聯場域，在流動、聚合
中縫合陸地到海洋間的連結。

內在與跨越 5

2019 年高美館成立「大南方多元史觀
典藏特藏室」，結合典藏和南方相關
議題，爬梳多元的在地藝史，試圖構造高雄的文化特色。首部曲展覽「南方作為相
遇之所」，站在和「全球南方」論述對話的前提上，通過「結盟、跨越、去疆域的樂
觀烏托邦主義，南方的再提出一方面是地緣政治既定框架的跳脫，同時，對『南方
性』多樣面貌的捕捉，亦成為自我再認識的歷程」，展出 1930-1960 年代間的典藏
與相關檔案（archive），並以 1950 年代以來南部地區盛行的畫會交陪、現代藝術與
歐洲前衛藝術的在地化過程，探究現代藝術在南方的會面。此外，該展委託「你哥
影視社」創作《タッタカ的回憶》，邀請「南部美術協會」成員再訪日治時期石川欽
一郎隨軍警入山寫生的路線進行寫生，由此既擾動不同歷史時期中關於帝國、自主
交陪、重閱歷史的風景論的遞延，亦複雜化在地藝術史與當代生活的連結。

「靜河流深」展出 Joseph Kosuth 《世界地圖（臺灣）》。攝影｜邱
俊達 

「南方作為相遇之所」展出你哥影視社《タッタカ的回
憶》。攝影｜陳嬿晴

「南方作為衝撞之所」展場中「工業城中藝術黑化／黑畫」
一景。攝影｜陳嬿晴

2023 年開展的第二部曲「南方作為衝撞之所」，以 1970 至 90 年代間「大高雄藝術」
為研究對象，並「回溯戒嚴／解嚴 前後南臺灣藝術發展脈絡上出現過的關鍵人物、
事件與作品，過濾出與大高雄具相關性者作為展覽主軸」，涵蓋的時代議題包含：
存在主義、在地／本土、跨域、工業藝術／黑畫、白色恐怖、社會底層之現實性、
藝術評論、海外留學、新地誌書寫等，在此，與其說該展關注的是高雄地區的時代
性，不如說是以時代議題展呈藝術家衝撞體制的複數特質。

上述兩展皆以「多元史觀」為策展前提、「高雄地區」為擴延研究主題的基礎，並可
見與亞洲藝術史連結的嘗試，其創造性如克萊兒．畢莎普（Claire Bishop）提出「辯
證式當代性」6，具有非現世主義、多重時間性的特質，透過典藏提出對過去與未
來有意義的主張，以此重探當下的世界觀，典藏常設展因而成為重新生產在地知識
的場域，建立超越地方藝術史的概念。

摘去血緣濾鏡來看待原住民藝術 7

這股看似隱而未顯的力量，卻跨越了整個行
星，牽動了覆蓋地球的龐大水體，和星球外
部的神秘宇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當南島
語族搭乘舷外支架獨木舟，航向更廣大的世
界時，跟隨洋流的移動便成為南島文化的特
質之一。

「泛  南  島藝術祭」立基於上述想像，以展
名表述三個態度：「泛 Pan －廣泛與跨越邊
界的視野； 南方 Austro －多元與非中心收束
的觀點； 島嶼 Nesian －海洋性多邊連結」，
以三個子題鋪陳策展概念：「從已知到未知」
（面向海洋與未知的境地）、「暗黑島嶼」（帝
國與殖民主義下的衝突）、「生生流轉」（反
省修復傷痕後如何自處、重啟對話）。不過，
展場中並未依子題順序安排作品，而是讓來
自臺灣、澳洲、紐西蘭等地的創作者自由地
安置，強化原民議題間的滲透性，即「在全
球文化語境中，透過當代藝術提供超越血
緣、語言、族群等跨疆界的『議題共同區』」。

「泛  南  島藝術祭」展出張恩滿《蝸牛樂園三部曲－
啟航或終章》。攝影｜陳嬿晴

「泛  南  島藝術祭」展出 John Pule 《致所有初來乍到
之人》、張致中《海不平面》。攝影｜陳嬿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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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展明確推進以下兩個論述層次： 解開血緣桎梏，將原民藝術範疇納入南方座標，
同時借助海洋的流動性，讓三個子題成為島國創作者的對話場域，透過作品牽引出
不同地域與時代中關於文化、族群、宗教、歷史、生態等觀念，將每位當代藝術家
視為面對原住民議題時有關殖民境況的微觀世界。

後記

這些展覽作為論述現場，既是用來歷史化「液態思維」的當代工具，也在不同程度
中投入臺灣和區域性的議題，以高美館近幾年的展覽實踐為例，帶出由高雄內部提
供觀看高雄、南部、亞洲的視角，以及由臺灣內部提供觀看島國的視角，當南方與
海洋意識持續變動，這些論述滲入亞洲藝術、太平洋藝術等領域，為探索液態思維
與其區域性概念提供更多的未來性。

[1] 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陳雅馨譯，《液態現代性》，臺北市：商周出版，2018，頁 34-35。

[2] 本文選擇「靜河流深」（2018）、「南方作為相遇之所」（2019）、「泛・南・島 藝術祭」（2021）、「南
方作為衝撞之所」（2023）四檔展覽作為觀察對象，原因在於高美館自 2017 年改制行政法人化，提出「大
南方 South+」的核心敘事，並由館內策展團隊策劃相關展覽，由此可見這些展覽如何不同程度地涉及海
洋、南方相關詮釋，為液態思維的論述提供想像基礎。

[3] 「展覽性論述」關照的範疇並非藝術作品的展陳或作品本身，而是聚焦於以展覽為目的所生產的書寫文
本―包含為建構展覽的策展文本，以及其他與展覽策展目標相關的書寫，此處觀點參自：辛友仁（Seng 

Yu Jin），《東南亞：策展空間》，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2021，頁 47。

[4] 本子題關於展覽觀點請參見：《靜河流深》手冊，高雄市：高雄市立美術館，2018。

[5] 本子題關於展覽觀點請參見：〈南方作為相遇之所〉，高雄市立美術館，https://www.kmfa.gov.tw/

onlinegallery/WebExhibition/ConstructingHistoricalPluralismFromTheKMFAcollecti.htm（檢索於 2023 年 5 月 14 日）；
《南方作為衝撞之所》手冊，高雄市：高雄市立美術館，2023。

[6] 克萊兒 . 畢莎普（Claire Bishop）著，王聖智譯，《激進美術館學：當代美術館的當代性》，臺北市：一
行出版，2019，頁 29-31。

[7] 本子題關於展覽觀點請參見：《2021 泛  南  島藝術祭》導覽手冊，高雄市：高雄市立美術館，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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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去中心還是碎片化？

自新冠疫情爆發流行至後疫情期間，我們所在的地方不可避免在全球的政、經、生
活的劇烈衝擊下，經歷了體質上的巨大轉變―特別是南部臺灣藝文生態。然而，
這樣體質的改變，在生活經驗與本地的藝術文化參與經驗上，卻似乎還沒有一個深
刻的著力點，以連結這些鄰近在即的生活／生命問題與人類世的屬於全球的普世性
問題。就如同在本土防疫相對成功下臺灣社會沒有經過「lockdown」（封鎖、封城），
但其精神狀態卻鎖在內部需求與關注之中。

本文是從筆者在高雄生活、工作的觀察報告；高雄與南部臺灣在前疫情至後疫情時
期，整體環境從文化建設到個體空間的歷經改變，整體文化發展面貌之巨大變化，
事實上需要一系列的機制上的問題提問；一面對於重新將生態、體制與更全面性的
反思放置進入議程之可能性，一面同時是將筆者自身碎散的疑問，做一個思索上統
整和感受上的梳理，對於新的尚還找不到言語表述的境況，嘗試進行提問的模塑。

一些問題首先浮上來：「南方」藝術的策略是什麼，什麼在進行中？還有什麼有別
於地域性自我重複、自我加值、什麼樣的視野與途徑可以鋪展？

「暴露」如何成為創造與反思？

在甫落幕的東京宮（Palais de Tokyo）展覽《暴露》（EXPOSED）中―這個透過 20

世紀愛滋病流行疫情作為例則，去觀視流行病背後關於種族、階級、性別、身體、
歧視等議題，重新去面對、思考暴露於流行病蔓延下的藝術實踐，以映射於當今剛
經歷過新冠全球疫情之社會狀態與個體存在。

展覽其中一個子題為「在機構中的創造與反思」（Making and Rethinking in an 

institution），透過藝術家菲利克斯．岡薩雷斯─托雷斯（Félix González-Torres, 1957-

1996）非物質性作品《無題（Julie Ault 肖像）》限地再現重構、Jesse Darling （1981 -）
以機構批判的方法重構菲利克斯作品的耗材、廢棄物、Benoit Piéron（1983 -）置入
病院（醫療機構）空間進美術館，以及 Zoe Leonard（1961 -）重現 1992 年卡塞爾文

一則報告：後疫情南臺灣藝文生態觀察
文｜方彥翔｜策展人、藝評與藝術作者

#新常態 #新機構批評 南方生態學

獻展（documenta IX）中將人體陰部攝影並置在其他展出作品旁側的計畫。如展覽
論述所提到：「機構作為一個已被名詞、被規範、種種沈重處方和過去的記憶壓得
喘不過氣來的容器，讓人忍不住想把它翻過來 ...... 藝術家在與機構的緊張關係中工
作，尋求打開這之間的間隙，揭示和喚醒慾望，並為它們的流動創造新的空間。」

如此討論疫情／後疫情相關主題 ，無論是最直接相關的展示新冠本身之研究／資
訊／文獻、對話於疫情中劇變生活之取材創作、省視疫情之社會影響等展演，在歐
美藝術場域中因攸關對緊急情況、社會衝擊、大事件的迫切反應而相關案例不勝枚
舉。對比於此，在臺灣的後疫情藝術生態及狀態中，鮮見直接對於新冠疫情本身回
應之系統性探討之展呈與特定計畫項目。

而在前揭展覽案例中令筆者所關注思考的，是其揭示了兩個探討方向的必要： 其
一，如何以正面角度看待探討新冠疫情、疾病、脆弱性、緊急事態等，一定程度作
為機構（追求永續健全的單位）力求排除之事物，透過一定方法的檢視、引導進入
經驗當中（或面對可能是發生中的經驗），是具備有自我診療甚而重新激活藝術機
構、文化建置其內部和外部運作彈性與商議空間的可能性。以上述為例，事實上，

東京宮《暴露》展覽現場照。攝影｜胡晴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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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愛滋病患者維權工作中所對抗的偏見、恐懼、對開放資訊、知識平等、情慾流動
的正視，剛好一一在剝除制式機構的種種束縛與沉痾。同理我們可以運用在新冠疫
情與機構之間。

第二，對全球新冠疫情與過渡到疫後新狀態之反應，未在臺灣的藝文環境中激起論
議之聲，顯然很大程度上不是關於資源是否充足、研究完備與否、或隨疫情漸退而
相關議題討論降溫，而更是一種集體式迴避，迅速進入記憶的冷宮，這點十分吻合
我們的歷史經驗，亦攸關於我們文化經驗所能夠暴露於外在衝擊下的耐受性與強
度―或者某種力量消化了這樣的衝擊。而此歷經全人類社會重創中「病識感」的
缺席，則恰恰作為一個檢視的時刻，對於今日臺灣藝術生態與文化環境中機構與建
制尚缺乏而迫切需要的。

從機構質變至藝術生態質變

觀看臺灣官方藝文體制進入所謂第二波美術館風潮，將得到一個巧合的時間軸；從
疫情前後南部臺灣藝術機構的幾個節點，可以列舉出從南美館之創立標舉第一個行
政法人館所於 2019 年 1 月正式開館（而新冠疫情推估於該年底出現），嘉美館在全

《耳集 Cochlea-gigs no.54》演出前排練。攝影｜胡晴舫

球疫情流行時期 2020 年末開館，高美館則是從疫情前 2019 年高雄獎獎項變革，包
含設立計畫型暨跨領域藝術與其持續發展、2021 年改制「市民畫廊」為「KS 高雄實
驗場」、「大南方」論述鋪陳與相關展覽推出，內惟藝術中心則是在 2022 年 10 月開
館試營運，屏菸 1936 文化基地於全球疫情晚期的 2022 年 2 月揭幕，後續延展的規
劃還包括屏東原民館、屏東縣立美術館、屏東縣典藏庫房。時間上跨越了自新冠疫
情前而延伸至疫後。

這裡筆者以 1990 末至 2000 年興起的新機構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的模型做為
參照，其所標舉的民主化與開放精神的方向，轉變美術館博物館機構從作為展示主
導之空間，轉向而更側重社會功能與教育功能的面相，更具備社會參與意義與扮演
社會重構的角色；將傳統美術館／博物館機構改造進化，以積極生產者取代傳統功
能，以機構作為社會實踐。當然，當時之機構主義因其條件與社會脈絡的變化而消
退。

然而，即使與前述之條件與體質、社會背景有差距，這些過往新機構主義的實踐導
向、節目設定，在這波體制與機構更新形塑與架構的過成中，漸漸融入機構建置成
為標準配備。以南部臺灣少數中大型規模之機構而言，這些機構都逐步（或局部）
運用內部機制的建立與調整，將美術館機構轉變為更為動態的教育與推廣單位，試
圖和地方、社區、社群建立雖不到緊密但保持對話的狀態。試圖轉變其作為公部門
「官方」機構的角色而趨向「公眾」角色，以較為內在批判調節的角度，扮演社會重
構的角色。

而因著新冠疫情之衝擊，中央與官方將政策定調為振興與產業復甦提振立即效果的
前提下，資源挹注板塊的移動。另外矛盾的是，臺灣在新冠疫情中防疫表現而產生
的特殊情狀，由於臺灣在全球疫情中（即便經歷了無可避免的幾波本土流行）並沒
有經歷歐美國家那種強烈起伏的衝擊，社會與產業經濟沒有反彈潮。反而是由於邊
境限制而轉移來的國內觀光的需求，大型藝術節慶在各縣市區域蓬勃。

很明顯地我們在體制改造的推進中看到明顯的質變，文化館所營運偏向以「觀眾」
（audienship）導向的市民文化體驗展演場。藝術家面對的是全然不同的產業圖景和
生態質變。以振興為名為號召的策略，雖然達到藝術扶植、產業振興的效果，然而
亦形成新的淘選機制，甚至慢慢成為一種常態，成為文化治理機器的一部分。在這
種情形下，機制批判與自我批判如何能成立（在一種亟待餵養的情形下），是否對
官方特別是節慶資源過度依賴？自我的修復與重生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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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工作者如何進行生態內部的重建？

以疫情復甦為名的國家振興機制除了經濟力量的強力注入，並很大程度上主導了社
群動員的動力，回過頭來展現另一種屬於當代城市的集體儀式性，特別是在疫情期
間與之後，透過不斷地對市民之集體動員來鎮壓病毒的（非）暴力。然而這樣的動
員，是用一種非常屬於媒體的儀式性，取代交陪社群的節慶性，亦帶來了取代病症
的疲憊感―特別是對生產者的副作用―進入集體超渡和集體操累。

如果說借用「交陪境」這樣的概念來描繪 2008 至 2018 這 10 年間的臺南當代藝術境
況，可以適切地描述出當時臺南藝術社群與單位的豐富性、連結性與活性，那麼今
日則是呈現出不同碎片，以不同的局部在生態內部重建與重整。疫情衝擊、轉變與
集體嘉年華後，需要的是新的精神動能。而這個動能出現的挑戰是：在疫情的衝擊
之下，原來相對資源貧弱的南部城市，不得不選擇（其實有其他途徑）迅速的途徑。
因此，問題是：反嘉年華有沒有可能？

我們可以看到疫情中、後，南部臺灣一些藝術群體／單位的恢復動態：絕對空間持
續進行計畫推動和推動單一藝術家個展，海馬迴光畫館經過世代交棒。正白藝術空
間以一種延續黑白切的空間、無贊助的體質，比較像是生物學上的蛻變，同樣處在
世代交替中將新經驗與新問題提出（2022 年 3 月開始了第一個系列計畫）；由實驗
音樂聲響社群的耳蝸，經過疫情期間的暫停後於 2023 年 3 月重新啟動；噪山 2021

年 4 月有了第一檔展覽，然後 5 月疫情後進入空間整建，至 2021 年 12 月又以創
辦人黃至理的展覽再度開始，隨後即進入不定期常態性展演，近期《平滑漸層帶》
（2023）為系列透過藝術家配對的方式進行對話的帶狀展覽。另一較鮮為人知的微
型空間「小水坑」在因疫情延後而終於在 2022 年 2 月開幕，則是亦形成小的藝術社
群。

這些有機的脈動中，筆者想特別指出的案例是么八二空間 2023 年一系列以藝術團
體／單位為主角的展覽，第一檔是藝術家群體「沒有共識而有共鳴」、第二檔與臺
南的節點空間合作，讓人聯想到 2010 年代臺南藝術空間相互串的圖景。但該系列
計畫與其說是在重新建立社群網絡，更應該被視為是重新羅織集體經驗。或許可以
說，陳正杰似乎目睹到當今藝術場域以及南部藝文環境索缺乏一種集體性的資產。
如果沒有形成集體性的資產，有形的，或者無形的、抽象的，那麼就會對公部門單
一資源更加依賴，而這種集體性資產無法用資源的注入替代。那麼提問是：集體性
資產可以是什麼？可能是什麼？我們的集體回憶可能是藝術語言、話語、經驗、建
檔工程，但一定不會是用一個電影語法：「那些年一起看了奈良美智特展」―藝

術家奈良美智並沒有原罪，但是這樣的文化經驗生產究竟是療癒機器還是消費式的
遺忘機器，這部分需要被辨識指出。

南方觀點的生態如何孕生？

我們總是期待有一種南方的方案是代表著邊緣、未知、另類解方，期待有一種以南
方角度的生態學思維如何可能，喚起更多生態想像的可能，進入這區域的藝文／生
態的編織工程。一方面是對當代機制批判的生態轉向下，重新理解現存生態系統結
構、生產狀態，一個生態中那裡有什麼？有哪些行動者？未來藝術生態發展的可能
性是什麼？另一方面如果需要某種形變與轉向，那麼有可能的方向是什麼？什麼樣
的條件和什麼模型可以形成？

以偏重於在地藝術脈絡與人文歷史的南部各館所，雖然沒有強搭「非人」、「萬物」
轉向，然而亦試圖將個貼近在地思維形狀的生態觀點納入展覽中測思，高美館終於
將在臺灣官方對疫情完全解封後（預計今年 8 月期間）透過與加拿大國家藝廊合作
引入巡迴展「Anthropocene」（暫直譯人類世），可以看作是人類世學術浪潮的最後
一個落腳。

如果借用阿爾及利亞哲學家穆罕默德・塔勒布（Mohammed Taleb）的南方觀點生態
學角度，也就是，當我們不再把「生態」只視為資源總和，第一世界那種已經可以
將資源或環境看成是一種資源，而可以進入資源再生的系統和角度來看待。

如果我們對生態的理解，跳脫塔勒布所批判的西方生態學式―被他稱為將環境簡
化為一組物質資源，透過環境管理、綠色增長等工具與技術，透過技術官僚、技術
科學與經濟學等專家體系進行，這掩蓋了生態危機的歷史深度、壓制了異議；而是

一種再放置在宇宙觀、歷史、勞動生
產等條件語境下的。那麼我們面對的
南方狀態，反而成為我們反思一個更
完整關係、結構、圖景的參照點。更
深層一點的意涵即是，看到資源的角
度也必須（被）改變。

我們可以追溯從蔡佩桂《大譜普市―
一座偉大城市的技術指南》（2019）見
到其如何對開發派敘事批判，同時融
入某種對文化力對大地修復、集體創

《沿海六個夢》走讀路線經過南星計畫區。攝影｜胡晴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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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治癒到再連結的活性的一種樂觀敘事；而如果再觀看同樣帶領目光至大林蒲、臨
海工業區的 2022 年底《沿海六個夢》（測不準工作室 X 洄遊式創作集），重新帶著
我們觀看「犧牲體系」的景觀面貌，對生存處境、都市困境、生活痛楚的召喚。事
實上，上述的南方經驗是具備讓我們從完整生存整體、生態整體出發，來發展出某
種將共生與生態塑造繪在我們行動圖景中的實踐關係。

L o ckd o wn  （封鎖）不是物理的囚禁，而是沒有外部

在布魯諾・ 拉圖爾的生前著作《封城之後》（After Lockdown: A Metamorphosis）中，
作者用卡夫卡《變形記》中變態為蟲類的狀態作為一種比喻去描繪疫情期間隔離的
狀態，事實上在自然／人為一體的所有技術環境建置下，沒有真正的封鎖、囚禁，
只有完全在人為技術化世界內部。

在這篇報告中並無法做出總結，後疫情的轉折正實質在發生中，發生在後疫情文化
建制的榮景下（一再破人次官方紀錄的參觀人次），透過文創產業，在文化治理的
力量、資源投注的主導下，筆者我認爲一種新的精神構造正在形塑當中，正在脫離
著上述《大譜普市》到《沿海六個夢》的精神敘事，而朝向一個「偉大城市」文明敘
事神話的重構―被都市發展的經濟需求綁在一起。這當然是一種從上至下的城市
精神營造工程，這樣的工程事實上是跟隨著整個文化治理的大型主體性敘事發展多
年，如同《沿海六個夢》所帶我們去看到的一個巨大魅影。

本文開頭所提出的問題筆者尚無法進行回答，而另外一波正在發生的課題即將襲
來，新的、全面性的觀看／景觀技術與經驗已經逐步滲透融入日常生活與思維模式
之中， AI 讓人類從這一個物種進入變態之中。在這個進入技術物佈建與生命全面連
結的年代，「南方」還在戮力一再連結到大地、海洋、夢與未知國度。南方的藝術
尚待經歷、發展、轉變其接收、活動等各部位器官的自我變形過程，南方的藝術需
要更多展現它的脆弱，而不是優勢。

疫情藝術的發展與趨勢

自 2019 年底 Covid-19 疫情爆發以來，我們在身體與精神上都認知到了未知疫情的
威脅與不可抗拒性。這經驗改變了我們既有的生活與思維，也為我們開啟了一個如
常之外的人生複本。在這段期間裡，藝術家們對這劇烈的社會改變有著相當積極的
反應。不只是因為他們的社交與展演被迫轉向或取消，同時也是因為這個事件深刻
地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樣貌，並成為當代文化現象的重要構成部分，因而催逼著藝術
家們不得不對此有所回應。尤其是在過去封城的期間，有大量疫情相關的藝術作品
產出，在疫情漸緩後，也陸續展開許多相關主題的展覽，這些藝術成果都可謂是疫
情事件的重要紀錄。其中，在疫情期間最具有指標性的收藏與展示單位，便是新冠
美術館（The Covid Art Museum, CAM）1。新冠美術館以 Instagram 作為主要的發表
平台，創建者曾如此表明其成立宗旨：「這些日子以來，Covid-19 已經危及了整個
系統，其導致了數百萬人被隔離，這段暫停與反思的時間，使得人們釋放了他們內
在的創造力。我們見證一場新藝術運動的誕生、隔離時代的藝術、新冠藝術。」在
該平台上，他們接受在封城期間內藝術家所創作的各種疫情藝術投稿，並在 2020

年 3 月 20 日創建了第一則貼文。然而，就像他們所預設的，這個虛擬美術館乃是
為疫情而生，這也意味著它將隨著疫情終止（即便是象徵性的）而畫下句點。於是，
該計劃的最後一則貼文，在疫情展開後的第二年（2022/03/27）發佈，這也等同於
正式告別了隔離之年。即便這個美術館已不再更新資訊，但我們仍能從過往的紀錄
中，看到疫情藝術與當下疫情狀態之間的關係。事實上，我們若參照 WHO 所發
布的確診與死亡數據來看 [ 圖 1 ]、[ 圖 2 ]，疫情並沒有真的終結，只是「被常態
化」了。但是以新冠美術館上的數據看來 [ 圖 3 ]，作品的發表數量幾乎是隨著封控
的強度成正比。即便我們加入了創作與發表時間上的誤差，仍無法否認疫情藝術的
熱度的確有逐漸降低的趨勢。這也間接地表明，疫情雖曾是一個現象級的議題，但
隨著共存與常態化的發展趨勢，人們終將視其為一個過渡性的課題，它所獲得的關
注也將成為選擇性的。

後疫情時代藝術報告書
文｜張敏琪｜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博士、獨立研究者

#疫情藝術 #疫情藝術 #後疫情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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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   2020-2022 年間 CAM 在 Instagram 上所集結之新冠藝術作品數量表

[ 圖 1 ]   WHO 公布的世界確診數與致死率統計表

[ 圖 2 ]   WHO 公布的世界死亡數

後疫情時代的藝術徵候

在疫情被定調常態化之後，我們可以觀察到藝術作品的表現方式也開始趨向理性。
回顧疫情初期，藝術家們紛紛以相當即時且快速的效率來回應這個議題，因此我們
會看到較為直觀、感性或記錄性的呈現方式，包括直接挪用疾病或醫療的符號（像
是口罩、防護衣、疫苗、病毒形象等）、反映隔離的現象（如空曠的公共場所、封
閉的個人空間與安全距離等）、展現死亡的恐懼與抗疫的過程等。我們幾乎能夠單
單藉由視覺符號的運用，就解讀出作品的所有資訊。甚至在初期的疫情展覽中，一
些非疫情相關的作品，也能因其表現或概念與主題有所呼應而被直接納入。這個現
象，一方面顯示當時市場上急需有熱度話題的疫情展覽，另一方面則是彰顯了疫情
藝術具有其重要的公共價值與時代意義。因為藝術能喚起人們在恐懼之外的真實
存在狀態，使之能夠面對現實、接納變數，也才有機會能夠超越這個不可控的「例
外狀態」。然而，到了後疫情時代，藝術家們在經歷過較長的沈澱時間之後，開始
展現出不一樣的視覺語言。以病毒形象的再現為例，當時科學家透過生物視覺化
（biovisualization）來向我們展示病毒的具體模樣時，人們並不會因為「看見了」不可
見的存在而增加其接受現實的能力，相反地，圖像中巨大、鮮豔又讓人不安的冠狀
特徵始終都是我們揮之不去的陰影。所以，在大多數的疫情藝術中，病毒的形象代
表著邪惡、不可碰觸的他者。不過，美國生物學家兼藝術家的大衛．古德賽（David 

Goodsell）卻給出了另一種觀看與想像。他賦予病毒
斑斕的色彩，猶如春天庭園中綻放的花朵，雖然美
麗卻不失科學上的精準 [ 圖 4 ]。他之所以這麼做，
是因為他認為人之所以恐懼，並不全然來自於環境
的危險，而是由於未知或無知。唯有真實地面對威
脅，才能生出與之對抗的力量。所以，他不只用這
些插圖來討論病毒，甚至還為兒童出版了相關的著
色本，讓人們能夠藉此擺脫恐懼的轄制，以更健康
的心態來接受現實。

臺灣特殊的疫情藝術現象

面對全球性的疫情，人們不只形成了災難共同體，更是在藝術上展現了趨同的關懷
與立場。不過，在世界疫情藝術的發展中，臺灣的表現仍是相對特殊的。首先，因
為我們比別人更晚正式面對疫情，所以相對來說，身心上的衝擊與影響是比較小
的。這樣的情緒與感受，會直接反映在藝術家們對疫情與藝術的看法之上，也會產

[ 圖 4 ]  大衛．古德賽的新冠病毒插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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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同的心態與觀察。其次，臺
灣的歷史文化與環境造就了獨特
的民族性格，這也使得臺灣藝術
家更傾向於小敘事（petit récits）
或本地化敘事而非沈重的大敘
事，因而形成了一種更為輕盈
與私密的書寫角度。所以，從
疫情初期的《新冠寄語： 瘟疫
現象創作論壇》（2020）、《在瘟
疫的天空下： 病毒的隱喻及其

他》（2020）到《不安的堡壘： 疫情後的我們》（2021）、《New Normal 疫情新日常》
（2021）等，我們都在疫情催生（而非議題相關而被納入）的作品中，看到一種較為
旁觀與冷靜，甚至略帶黑色幽默的藝術觀點。這種現象，大多是在疫情藝術發展了
一段時間後，才會逐漸產生的。因為面對疫情就猶如面對悲傷，多數人的情緒都會
需要轉化與沈澱的歷程，從敏感抗拒到逐漸冷靜接受，都是需要時間去慢慢推進
的。然而，臺灣卻因特殊的防疫歷程而略去了生命強烈掙扎所帶來的衝突感，甚至
那種蔓延在整個社會中的恐懼不安也延遲出現了，這便使得疫情在臺灣的存在顯得
更加魔幻。因此，在清零階段時，許多人會以「平行世界」一詞來描述臺灣在世界
疫情發展上的特殊性。而華建強的《這不是藍色的世界》（2022）[ 圖 5 ] 系列，便
恰恰為我們展示了這種分離與不定（précaire）的狀態。最後，疫情的痕跡雖然悄然
入侵並改變了我們原來的生活，甚至像是開啟了另一個截然不同的平行時空，但我
們（臺灣）其實是處在分岔歷史中的另一個分岔之中，這便使得臺灣的疫情藝術有
著與他人相似卻又不同的表現樣貌。不過，我們最終仍會在後疫情時代的新常態生
活裡與世界重新會合，而過去各自經歷的奇幻的旅程，也將會永遠留存在藝術中被
記憶與封存。

[ 參考文獻 ]

WHO 的 Covid-19 疫情更新數據
http://www.emro.who.int/pandemic-epidemic-diseases/covid-19/covid-19-situation-updates-for-week-13-27-march-to-2-april-2022.html

The Covid Art Museum

https://www.instagram.com/covidartmuseum/

[1] 新冠美術館是由三位在巴賽隆納從事廣告工作的西班牙藝術總監（Emma Calvo、Iren Llorca、José 

Guerrero）所共同發起，而後加入了德籍的 Dilay Yaman 負責文案，並於 2020 年 3 月起開始在 Instagram 上
運營。而後在 2021 年 8 月時，設計師 Zhenya Rynzhuk 將該平臺內容整併到網頁中，以期望能夠完善美術
館的功能。不過在 2022 年 3 月後，Instagram 的美術館帳號中止更新，而網頁與網域也轉向複合他用。

[ 圖 5 ]  華建強，《這不是藍色的世界》系列，嘉義美術館，2022

[ 編輯說明 ]   因作者個人因素，本文僅刊登摘要

摘要

這十餘年來，有一股「藝術進入教育」的潮流，其背景之一是民國 103 年上路的
十二年國教，教育部將這一年訂為「美感教育年」。這裡討論研究者深度參與過的
「文化部文化體驗教育計畫」，提問當藝術交會教育，是各取所需？還是以小搏大？
其共創的潛力何在？

當藝術進入教育：關於文化部文化體驗  
教育計畫的一些參與式觀察
文｜蔡佩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共創 #文化體驗 #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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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洋

一、局部

松節油分解了褐色的油彩刷染於布面
上，幾片稀薄透晰的表面膜層，彼此疊
交罩上了隨性滴流的油漬，又經擦洗層
的推波化開，被分解的油彩質料自為融
聚、流動、擴散而分佈，或濃重或暈染
成細微漸變的色層，隨乾溼之間時間的
延遲，再施抹上新一層薄塗油色，在特
定區域重複疊加直近乎不透明，這油與
彩的溶解、稀釋和運動，交疊出層次繁
多而細膩且難以辨識的清晰塗痕形跡，
透顯著引人入畫的隱隱幽光。此為藝術
家陳聖頌於 2004 年的繪畫系列作品之《灘之一》 [ 圖 1 ] 左下角落的局部，那薄層
疊染的紋理、光澤和質感，直接觸動且引領著我的目光，將凝視聚焦在這一隱沉又
精彩的繪畫性場域裡。

以畫作的「局部」來進入觀看，主要有三個視角：1. 繪畫行動的過程，每下一筆，
筆與筆之間的塗、抹、刷、染、洗、刮、壓、擦…的動作。2. 繪畫狀態，見到創作
者―畫家在畫布前的當下，非此曾在而是「此在―在場」，即是畫家在現場的狀
態。3. 繪畫語言的摸索與創造的意圖。從繪畫的行動、狀態和語言看到不經意走
筆所產生某種形狀樣態，它會帶出意外或機運下的某種陌生與未知之形，畫家與
此一陌生形態相遇，認識認知彼此、凝視彼此，在對話、對峙又對質的當下判斷
後，去擷取捕捉某一陌生之形作為出發，再往下一步、下一筆的對質的循環前去，
不以再現某物、某景為目的，而是以繪畫行動所產生的形態往下個無目的性的目
的去探索。

「土地的精神」― 
論陳聖頌繪畫中的繪畫
文｜黃志偉｜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專任副教授

#沼澤期 #表面 #破綻 #繪畫性

[ 圖 1 ]  《灘之一》（80×100cm），2004。圖片提供｜陳聖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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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陳聖頌的作品，以暈染形跡、滴痕與水平區
域分別為畫面基底鋪面的第一層和第二層，甚至
透過刷洗所衍生的第一與第二層之間的間層，再
加上逐步疊厚的單一色調層。接著是透過幾個層
次難以名之的複數「形」狀上，施予異質色料與
配色，並就形與形之間的動態走勢關係去安排明
暗秩序，產生出與第一或第二層之間視觸覺差異
的凝結層，也將畫的整體主配關係精神氛圍給繪
出。那些形如暈染形跡、傾斜面、團塊形象或碎
狀平行四邊形以及不同層次質地感的凝結層，讓
陳聖頌繪畫中的「繪畫」存在著強烈的活力與開展
變動的可能。所謂繪畫中的「繪畫」，所指的是繪
畫透過筆刷或其他方式塗抹於表面―支撐物（畫
布、木板或牆面等）上的各類材料性物質質地表
面，所給予我們最直接的視觸感官感覺，意即繪
畫中的繪畫性（Malerisch）表現。繪畫性是一種特
有的油彩處理方式，是繪畫的視覺經驗、繪畫的
線條、筆觸、顏料質地效果、團塊成形狀態，是
結合著實踐當下與畫布中線條、色彩、形狀、物
質等的靜默的對話，這樣的狀態讓繪畫的繪畫性
思考更讓畫家沉醉著迷，同時這一特殊的油彩處
理方式，亦有著反再現、反已知和陳腔濫調的解
放意涵。

二、繪畫的表面―構成結構

我們觀察陳聖頌這近 20 年來的作品，這「水平」乃為其作品的基礎結構，再從中開
展出各種構圖的畫面空間。以他 2004 到 2007 這段初探期來看，前兩年水平線仍不
明顯，其畫面為大筆刷過的幾道微略傾斜恆亙畫幅的模糊筆觸，用以帶出畫面的遠
近空間。2006 年作品《綠之一》 [ 圖 2 ] 則開始隱約顯現出水平線條，直到 2007 年
的作品便全部以水平線為畫面的基調構成，但那些水平線仍顯隱晦模糊，這時期他
將畫面切分成看似等分不一卻暗藏均分的橫條色面區域來拉出近、中和遠景空間。
2008、2009 年起水平線條逐漸明顯清晰甚至於銳利強烈，但那橫條色面也從高寬

[ 圖 2 ]  《綠之一》（180×140cm），2006。 

圖片提供｜陳聖頌

[ 圖 3 ]  《天之涯》（80×100cm），2010。 

圖片提供｜陳聖頌

轉變為窄長橫條，畫面有秩序的等分切分成十幾道窄長色層空間，呈現一種繁複虛
實鬆緊有秩的構成 [ 圖 3 ]。

再者，在平行水平線構成後，也逐漸出現得自於筆刷抹畫面的過程的斜長線條進入
畫面。此後斜線、密實平行線與高寬平行色面這三種線條在不同畫面需求中相互搭
配，組構出屬於陳聖頌獨特的繪畫視野的結構 [ 圖 4 ]。2021 年幾道垂直線劃開了
陳聖頌的水平世界，垂直線突破了原有的布局，是陳聖頌想辦法要破掉自己，開展
新局的新手法，也是在畫面上自我對弈的大轉變。垂直與水平的構成都是在處理空
間，一種壓縮閱讀的空間感，一種無透視的閱讀感 [ 圖 5 ]。

三、繪畫的表面―凝結層質

油彩質地的提煉，是畫家要將油彩顏料經過自己的某
種操作手法，使得油彩的質地脫質成為畫家自己專屬
的、特有的油彩凝結層質地。陳聖頌透過其特有的操
作材料之技術方法，所提煉出的表面－凝結層質有：
留白刷洗的破綻、暈染跡痕、滴流油漬、薄塗層疊和
通透的油彩分子化塗抹等形象質感，同時也因色彩彩
度與明度混色或並置配搭之間的調控關係，讓那些凝
結層質產生出光澤調性的細膩變化。從稀薄暈染到層
層積累的飽和，營造視觸質地不一的各種感官感覺，
一改過去在畫抽象表現時的狂暴厚塗與講求肌理等強
烈的主觀表現與詮釋，用軟性羊毛筆刷來畫，羊毛刷
只能以稀釋薄塗的方式來畫層層去堆疊，同時也牽扯
到時間的堆疊與累積，讓畫面自行變化發酵來與自己
對話―也是客觀上去跟土地對話―畫面的質地就
在這樣的稀薄塗抹中，一步步趨近自己要的飽和度才
會停筆，而所謂的自己要的飽和度即是畫面要能呼應
出陳聖頌心中的土地精神，飽和度、畫家、土地精神
之間的相等判斷瞬間，這裡潛藏著某種弔詭與外人難
以探知的神秘，不過我們或許可以從畫中已經停止的
凝結層質表面，去感覺這股神秘與弔詭難以言喻的當
下狀態。

[ 圖 4 ]  《浦》（180×140cm），2013。 

圖片提供｜陳聖頌

[ 圖 5 ]   《淬》（162×130cm），2021。 

圖片提供｜陳聖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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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繪畫的表面―色彩部署

基本上陳聖頌以單色調為畫面基底，再疊加入另一或兩組色系，在不均等或更大差
異的比例下相互搭襯，在稀薄層疊中堆出厚實濃稠的密實色面，節奏鬆緊錯落有序
的對比著薄塗透晰的單色調性，在沉斂的灰階中去暈染、鋪陳出土地的顏色，去刷
疊、凝結出土地的精神，那些土地的褐、赭、土黃、深綠、深藍、灰白…層疊交錯
編織從中去捕捉土地、空氣和溫濕熱度交會在某一時間下的光色，是昏黃逆光裡的
晦暗、是晨曦清淡的霧氣、是豔陽炙熱的黏膩…還有那午後窒悶模糊流閃而過的魚
塭粼粼波光，等等無數掠過畫家眼簾的時光景色碎片，這是陳聖頌與土地溝通後的
色彩的還原，那是樸素的臺灣的顏色，土地與人都是一樣很樸實樸素的色彩，畫家
自己在心裡必須接觸到這個色彩的訊息。整體而言，陳聖頌的色彩部署有著嚴謹的
壓抑與在某種純粹度的緊密控制上。在作畫的當下才能捕捉、凝結出專屬於陳聖頌
繪畫中的土地的顏色與精神。

五、繪畫的裏面―內容空間

是「構成結構」、「凝結層質」和「色彩部署」這三種繪畫的元素組構了繪畫的表面，
而有關繪畫的裡面－內容空間，實質上也是繪畫的表面，我們即是從這一表面平面
上去看到、感知到畫家所欲表現的內容，通常畫家會以其技術方法畫出某景、某物
和帶給觀者有透視空間感的錯覺，讓觀者得以辨識所繪之人、事、物等等。因此，
臺灣西南平原的土地、河流、水道、魚塭、鹽田、稻田、產業道路和濱海風景等等
皆是他的創作對象，直覺上大家可以認識到他畫的是地景、風景或山水畫，但他並
非以再現景物的方式去表現，雖然在某些作品畫面上仍存在著景物空間的暗示，可
這些景物空間不是一般所認知的現實透視空間的再現，而是刷擦筆觸與筆觸、形色
與形色和跡痕造形之間的走勢與氣場的繪畫平面空間，這些形狀色彩乃以自己的方
式存在而展露光澤，陳聖頌僅是藉由帶給他感動的景物氛圍，去創生新圖像、去探
尋繪畫性新的感動模式。

六、繪畫搏鬥場

談論了陳聖頌繪畫的表面和裡面之後，有個很重要卻極其隱匿的狀態是觀者不可
見之處，就是存在在繪畫的表裡「之間」的創作狀態，就是在這個「之間」的狀態
裡，畫家與畫面進行了一場場的搏鬥，那是畫家在每個當下的自我與畫面的對話和
對奕。從空白畫布開始就面對一片陌生與未知，要如何下第一筆還是不管先亂畫再
說，是第一個碰到的問題。倘若你是胸有成竹已經知道要畫什麼時，那麼畫布就不

是空白的了，因為在作畫之前你的腦海裡或多或少便已存在著已知影／圖像，也因
此面對的不再是陌生而是有著已知目標，那麼就不會碰到這種問題。然而這種狀態
還是多少會出現，也就是過多的已知揹負在腦海裡時，面對空白畫布仍會有對未知
的徬徨，但這徬徨是好的是必須的，也因此才有了跟畫面搏鬥的機會。

第二階段會有更多的問題拋出，即是畫家與畫面對弈的進階關係，那是筆觸與筆觸
之間所留下的線條、色彩、造形和油彩質地的痕跡，這些痕跡便會形成丟回到畫家
眼前的某種形象，也就是說每下一筆與下一筆之間的空隙，這個空隙也包含著時間
的停頓、延遲和累積，去看見不確定性和可能性，這都是畫家與畫面的繪畫狀態思
考運動，是心智上的理性與非理性之間征戰的運動，是繪畫手法、筆調、姿勢與動
作的運動。在梅洛龐蒂在《眼與心》（L’oeil et l’esprit）一書中指出：「當其視覺變成
手勢的瞬間，是當塞尚說他『以繪畫的狀態思考』（pense en peinture）的時刻。」1

陳聖頌即是以這般繪畫性的繪畫思考去跟畫面搏鬥，帶給觀者的視知覺一種甚至是
多重性的深層視覺感動。

七、在沙堆中尋找

繪畫搏鬥場中的繪畫的創作狀態，存在著複數的當下的自我―創作者，面對諸多
迎面而來的陌生和未知，對陳聖頌而言那是在一堆沙子中尋找，找出一顆珍珠―
作品。所謂的繪畫性的探索就是這種感覺和狀態，畫面的衝突與形象必要的存在、
自己要如何掌握、能不能掌握等問題，都是在繪畫的狀態中要去摸索和解決的。陳
聖頌說：「那垂直和水平的交錯是不是一張畫，我不知道！但我把它呈現，要求到
我認為可以使之成立的呈現，我只是把畫盡力開拓到更廣大更高的層次…。」2 這
一新的畫面的出現，相對的也看到陳聖頌極為清楚的意識，即是認知到自己的作品
長久以來已經出現辨識度高且風格化的事實，就現實來說有其個人獨特而鮮明的風
格可能是件好事，但對畫家而言那些水平線的表現已經太精準、太熟悉了，這已經
被自己的過去已知給定型住，已經在自我重複了！倘若一直一再的重複，再畫只是
沒意義的形式表象而已，因此他不斷地保持這樣的高度警覺心，以繪畫性的繪畫探
索去提醒自己，透過更長、更緩慢時間的堆疊、累積和閱讀，去儲備某種更深沉的
能量與氣力，才能繼續往下走、畫進去浸入畫中…。

[1] 摘錄自梅洛龐蒂著，龔卓軍譯 《眼與心，（L’oeil et l’esprit）》，臺北市：典藏藝術家庭，2007，頁 114。

[2] 摘錄整理自 2023 年 1 月 6 日筆者於高雄橋頭陳聖頌工作室與陳聖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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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聲音會聽膩，但海的聲音不會。―拉黑子．達立夫

1. 灣岸藝術關注移動與邊界的動態生成關係。 

2. 灣岸藝術關注邊界上多樣物種之生態與競合下的能量牽引與生產。 

3. 灣岸藝術不是一種歷史論述，而是行動的未來方案。 
―灣岸藝術未來學策展論述

隨海漂流、寄予心意、遐想和希望的瓶中信故事為人熟知，但有多少人真的清楚知
道，這個被拋入海中的玻璃瓶究竟將隨著潮流漂向何處？人們動輒以海洋文化闡述
島民生活，卻對這片日常風景中的洋流、季風、航行、生態和政治問題所知甚少。
或許，我們對海洋的濃烈情感，恰恰與這份陌生有關。我們住在一個海比我們所想
的還要遠的海島。

這一與海的疏離，與戒嚴時期的「海禁」措施有關。2020 年 5 月，行政院方核定「向
海致敬」政策，啟動「知海、淨海、近海」三大目標，包含禁止靠近的海岸線，從
2019 年 356.2 公里減少到 187.9 公里，並開放 112 處釣點（剩 9.4％海岸線禁釣），
以及陸續開放臺江國家公園等地，並逐步完成海洋三法―海洋保育法、海域管理
法、海洋產業發展條例―的審議。（侯俐安，2022）原來「家離海邊這麼近」這一
平凡的地理距離的描述，實則是管制與治理的海禁邊界。

這種與海洋的斷裂感、曖昧感、既近又遠的陌異感，是許多臺灣人的生活經驗，而
這絕非僅是居住地點、生活習慣或產業身分的差異導致，毋寧是海禁措施導致海的
對象化、扁平化與娛樂化。這樣的海，即便躍升至「南島文化」的宏大敘事，仍無
法掩飾其碎片風景的事實。不連貫的海岸線是各種外力截斷的痕跡，灣岸藝術與邊
界美學則關注諸種修補的實踐，如林欣怡《三島》（2015）對東亞三島歷史的徵候性
解讀；陳界仁《路徑圖》（The Route, 2006）以虛構接軌全球左派勞工運動，彰顯精
神勝利與內在矛盾的張力等，既修補了碎片化的風景，也將喃喃碎語通過影像烙印
在觀者的腦海之中。

海境之南的碎語― 
灣岸藝術的近海十問（上）
文｜邱俊達｜淡江大學校育與未來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邊界 #海洋 #現代性

去年八月，筆者擔任「灣岸藝術未來學」總策展人，與黃志偉、洪鈞元、徐婉禎、
曾國榮＋邱駿朋組成策展團隊，將近年關注的邊界美學結合南方議題以及替代空
間的轉型想像，以五個邊界―「海：沿海―草圖測繪」、「潮：錄像魂．播客潮」、
「港：土直．圖譜―『打鼓』浪拍衝岸的當代視野」、「岸：鹽層索引」、「簇：流動
社群」來進行探究與呈現。此外，展覽結合「新浜 Vol.9」《灣岸藝術位來學》的編輯，
特邀林育世、黃志偉、宋世祥、陳嬿晴、周伶芝、Peter Richards 等人撰文，以回看
和遠眺兩種視角反思愈趨僵化的「邊陲―中心」論述，進而從當代流動性的生命情
狀以及「邊界」作為相遇之所、辯證之地、創生之源，開展「灣岸藝術即從邊界開
始的文化生產與美學實踐」所蘊含的積極論題與未來想像。

在實際操演這一以研究與原型製作為主的策展後，筆者深刻感覺到前述與海、與島
的斷裂經驗竟存在於每一個世代，也因此，惟有深刻處理這種普遍豐富又極度貧乏
的經驗，方能將碎片化的風景重新拼貼起特屬於臺灣島嶼的真實。因海禁而延遲的
現代性（lated modernity），將會是探討臺灣主體性以及身分認同時需加以把握的歧
異創生的奇點。因此，本文試圖先懸置未臻成熟的灣岸藝術與邊界美學的論述，回
返到基進的近海十問，以此思索在地論述的建構課題。

一問、最大的問題是我欠缺了什麼

對海洋與海島該具備什麼樣的認識，才稱得上一個島民？海從哪裡來？什麼樣的生
活樣態映照著海洋文化？一些科學家認為，海的出現是在遠古時代大量帶水的「隕
冰」落到地球上，這些隕冰在 1,000 米至 3,000 米的高空凝結成雲，降下了長時大
雨而形成今日的海，而海洋文化，自然與人類的出現有關。臺灣四面環海，東為太
平洋，西為臺灣海峽，南為南海，北迴歸線通過花蓮及嘉義，屬於日照充足、生長
季節長的熱帶與亞熱帶氣候。位於歐亞陸塊和太平洋交接地帶，形成臺灣東部海域
的複雜海底地形，以及季風氣候盛行的湧浪攪拌，帶來具有豐富浮流生物、魚群的
黑潮海流以及生物多樣性的海域。

我們與海的邊界，除了清晰可見的海岸線，更多是肉眼不易辨識的領海基線。依據
民國 87 年公布施行的「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規定「中華民國領海為自基線起
至其外側十二浬間之海域。」範圍包括臺灣本島及其附屬島嶼（含釣魚臺列嶼）、東
沙群島、中沙群島、及南沙群島。（海洋委員會，2020）對這一邊界的真實感受，
往往與政治經濟議題有關：保釣運動、海盜與軍事侵犯或偷渡意外，亦構成漁民與
平地人有所不同的海洋現代性，從而開啟另種思考身分認同與臺灣主體性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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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這些認識，是否能夠補足人們所欠缺的關於海的什麼？如果不夠，去航行、去
認識海洋生物、學習星象氣候洋流的辨讀、進行水下考古或搬去海口港邊居住，行
嗎？我想是可以的，就如同許多海洋狂熱份子想設法讓自己成為漿，向海裡划去。
改變視野或環境，絕對可以影響我們的精神（mind）及至本質性的靈魂（soul），這
也是陳愷煌《週；海徑―月亮是太陽》（1998）、黃建宏和「打開―當代藝術工作站」
策劃的「後地方」（2009）的事件效用。這是一個被海浸潤的過程，不知不覺氣息都
跟著潮濕了起來。

而我以為，重點不在於那個浸潤的長度與深度，而是要知道自己所欠缺與所渴望的
是什麼。如同村上春樹在《國境之南．太陽之西》中描繪的那個看似已擁有完整人
生的男人，在與女性舊識再次相遇後獲得了未曾有過的滿足感，讓他再也沒辦法回
到過去的世界去了。（村上春樹，1993）他跨越了邊界，到了國境之南，而我們以
五六千年前人類遷徙的想像，橫渡了海境之南，只不過這個南島語族起源論的身分
認同的滿足，不經意地遺忘了我們原來都是太陽之西的大陸居民。不論移動與遷徙
使我們的祖先獲得或失去了什麼，邊界總是在不斷的變動中浮現。

二問、水和沉思是一體的

文學家吳明益在一趟 2018 年航行黑潮的旅程書寫中，提到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說過「水和沉思是一體的」。當天他停駐在澎湖的赤貝，看見夕陽沉落時
「陽光把水鍍金，把海民曬黑，給深海的海藻能量，也接引水份與逝者。」（吳明
益，2018）這位光的崇拜者強調，海水因光線而有了深度、精神與變化，以此造就
出多變與善變的海。

對水的沉思，泰勒思―這位據稱是人類歷史上的首位哲學家―主張「水是萬物
的本原（arche）」。另一位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濯足清流，抽足再入，
已非前水」更道出萬事萬物不斷生成流變（becoming）的本質。即便我們不是哲學家，
也多少有過在面對海洋、凝視河川時偶然迸發的詩與思。不過，純粹沉思的真理已
不合時宜，藝術家澎葉生（回看工作室）長年進行水下珊瑚錄音的計畫，將沉思帶
到另一個層次： 傾聽不可聽的呢喃碎語，比起約翰．凱吉的靜默無聲，顯得更有
生命間聯繫交流的實感。誠如人類學家宋世祥所闡述：作為「實驗室」（lab）的「灣
岸」，具有引導更多關於共存之想像與實踐的可能性。

三問、我有理由相信，它們理應會一起演化

海洋從未向人設限―張卉君

吳明益《家離水邊那麼近》（2007）作為一種生態
書寫實踐，係通過文學來闡述「自身認識世界的
途徑與觀念的改變」（吳明益，2007），這包含人
類與諸種非生物的關係、人文的誕生、歷史的出
現、生境的演替…他筆下的潮濕，源自於他的書
寫對象如何「漂浮在水上、沉沒到水底、隨著水所
流逝，以及化為雨水重新滲透進入土地的種種。」
（吳明益，2007）

這個書寫有屬於紀錄的，也有屬於詮釋與創作的，後者更關乎另一種度量或測繪技
術的操演，藉此對於物理的邊界以及生存和相互作用的種種關係進行閱讀與辨識。
黃志偉在「草圖―沿海測繪」的論述中所指出，這是一個「去尋找散落在各灣岸土
地上流動創生的人、事、物，去採集海和岸之間交會的轉換思想、情感、價值和樣
貌」（黃志偉，2022）的行動。因此，測繪所面對的不是既有事物，毋寧是變動中、
多元且異質串街的「不定形」（informal）。海的界線不是既定的，而是在測繪中被
暫時性的標示與組裝，以形塑一共同演化的潮間帶場域（intertidal zone）。

這一演化的美學邊界，嶄露於灣岸、地方創生的行動，如屏東林邊的「大小港邊熱
帶漁林」和臺南「禹禹工作室」長期的地方實踐； 或如藝術家王怡婷的「海線計畫」
對臺灣各個海岸線進行測繪與影像紀錄，將具體的海岸線轉化為表徵節奏韻律的折
疊的風景，以及對所有「海色」―無數的藍、綠、黑、灰的調色―的品嚐。作
品所演奏出的旋律，或是欠缺的揭露，或是沉思的引導，或是喧鬧的平靜，恰恰呼
應了拉黑子所說的「人的聲音會聽膩，但海的聲音不會。」我想，聆聽海境之南的
碎語，是「近海」探問的起點，是海的復權的第一步，也是蘊生灣岸藝術與邊界美
學的基進實踐。

灣岸藝術未來學展場一景。攝影｜邱俊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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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臺灣的藝術逐漸吹起以「大地藝術」、「原住民議題」、「花東自然生活」等題
材，邀請來自花東的藝術家至全臺各地進行相關藝術創作，試圖將東海岸大地藝術
的熱潮延燒到各縣市。2022 年恰好在大地藝術的熱門景點臺東，不約而同發生兩件
事：其一，2002 年於金樽海灘發生的意識部落藝術事件，相關成員決定回到當年的
居住現場，給彼此一段 20 週年的紀念行動。其二，臺灣女性藝術協會於 2000 年成
立之初，曾在高雄市立美術館舉辦「心靈再現―臺灣女性當代藝術展」，20 餘年之
後的 2022 年，不僅再度集結歷年來優秀的女性藝術家共同展出，更首度將展覽地
點移師臺東，特別力邀臺東在地女性藝術家以及原住民女性藝術家共同展出。

團體作為一個共享單位

2002 年金樽海灘的意識部落，一群人居住約三個月後，以漂流木等大型物件製作
雕塑，並舉辦行為表演等活動，作為當年的一場暫別與逗點。20 年後，筆者有幸
參與位於金樽海灘的駐地生活，與藝術家們前後共同居住三個多月。經過初期的一
陣熱潮，來往的人們暫居、拜訪與不斷調整後，最終留下的幾位長期居民中，大多
以女性為主，男性則普遍只停留在白天前來整理自己的位置，或是來陪伴另一半幾
天就離開。幾番觀察之後得到對此地居住的默契頻率，並逐漸熟悉大家的討論模
式，採取共識決的意見導向，發言的人多半以女性為主。筆者所在時接觸到的共同
鄰居，以女性為主的有： 饒愛琴、林瑞玉、王郁雯、魯碧．司瓦那、哈拿．葛琉、
逗小花、小竹、黃瀞瑩。

由於彼此是長時間共同居住在此，筆者與黃瀞瑩算是研究與評論人的身分與藝術家
們一起近距離生活，除了各自睡在帳篷的時間之外，基本上從起床的盥洗時光、三
餐共食與深夜活動都緊密相處。然而，大家並非只為了體驗露營生活而來，而是在
以身體勞動來重整土地、整理家屋之虞，仍心念討論藝術的靈感與領悟，並更開闊
的調整自身對於自然的敏感度，如晨起的陽光、動物的複訪（主要是猴子）、24 小

2022 年臺東藝術事件觀察： 
以女藝會與金樽海灘駐地生活為例
文｜陳沛妤｜影像與當代藝術評論人

#海洋 #女性 #移民

時不間斷的海浪聲、滿月時的月光、植物生長樣態、採集與種植、水源地的整理、
漂流木與柴火的應用、為了食物而進行適當狩獵行為（如抓溪蝦、螃蟹、小型動物）
等，這些看似不過日常生活基本所需，在貧脊的海岸邊顯得珍貴與困難。應用身體
勞動與互助合作的過程中，自然界的經驗成為創作靈感來源，再度暫離後，有些藝
術家留下作品在自己的居所內，作為曾經存在的居住痕跡；有些藝術家則以自己的
方式將作品帶到「岸上」，成為未來展覽的靈感種子。

以女性的視野融合身體力量

這股關於海灘的女性能量餘波，無
論是 20 年前或後，有部分藝術家
藉著作品延燒至「《愛與希望》2022

世界女藝匯流藝術祭」。都蘭在地
藝術家哈拿．葛琉，結合海洋民族
婦女的潮間帶採集活動、苧麻線染
色到集體鉤織創作，編織出許多日
常生活中可食用的物件，如海兔、
海參、海珊瑚、夜光螺和附在岩礁
的諸多壁螺，製作出《嗨海「海女」
生活》（2022）[ 圖 1 ]。以系列作品形式將阿美族日常文化融合生態環境永續的命
題，在海女以身體力行為主並代代相傳的採集生活中，食物獵取不只是生命的延
續，更是具有互助、分享的生活方式，此精神也同樣發揮在她本次居住於金樽海灘
時。而長濱出生的阿美族藝術家魯碧．司瓦那的「《花露初》絮」（2022）來自族語
裡的心「Falucu」，時常用以作為座右銘提醒自己時刻要守候內在靈魂的「隨心之流，
心之所是」。自 2002 年的「意識部落」開始，她喜愛居住在純天然的山林或海洋之
間，感受來自各種能量的靈光，亦成為創作中常見的元素。本次作品在視覺上呈現
純淨的白，一旁的兩個球型像似浪花朵朵，又像海洋仙女的白紗嫁衣，從光影折射
出的影子又像自然界中的植物與生物。像似她藉著本次回到金樽海灘時，持續的初
心進而更成熟純淨，她也將部分作品安置在本次金樽海灘的居所。

而作為移居臺東的藝術家，饒愛琴以龍潭家鄉紅土及身為女人的形體，製作出一幅
幅剪影般美麗的聯畫《雨淚》（2010）[ 圖 2 ]，並替作品多年來交織的心境譜了一首
詩，浪漫的談論海洋、情感與眼淚。縱使這是一件 10 多年前的舊作，卻是她正在
醞釀以金樽及週遭土壤為最新創作靈感的序曲，也是她極力想透過作品呈現女性與

[ 圖 1 ] 《嗨嗨「海女」生活》―  哈拿．葛琉。 

圖片提供｜哈拿．葛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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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勞動的關係。另一位移民至都蘭多年的
藝術家逗小花，創辦女妖藝廊時，便以「女妖」
發展系列作品，本次展出《女妖森林》（2020）
[ 圖 3 ]，強調不論性別，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
個內在女妖，並非刻板印象中的女性妖精，而
是心中關於陰性情感的變體，無論男女都擁有，
妖則表示內在保有對日常事物轉化與想像的能
力，猶如藝術家的天馬行空。如同她因為各種

原因移居至此，時而陽性時而陰性的生活交織，卻依然充滿創作能量，2022 年是她
首度參與金樽海灘的居住生活，也讓她對「女妖」一詞有了更不同的領悟。

如家人般共同生活、如日常般思考創作

無論是巧合或刻意安排，這些女性藝術家以自身力量與藝術養成，共同在海邊生
活、討論與思考創作，卻非傳統的駐村發表概念，而是將這些來自山海的自然感受
內化成日常生活，等待天時地利人和而發表。在特殊機緣下，身為女性的筆者在各
種工作機會中，與這群藝術家多年來陸續進行幾次合作，也從中汲取各種能量，進
而讓自己也產出與她們相關的攝影作品《迷途輿島―金樽之夢》，看待自然的方式
不知不覺潛移默化。身為兼具觀察者與創作者的自己，期待未來能更深入理解她們
的創作精隨，作為生長在臺灣女性的另一份陰性書寫。

[ 圖 3 ] 《女妖森林》―逗小花。圖片提供｜逗小花

[ 圖 2 ]  《雨淚》―饒愛琴。圖片提供｜饒愛琴

追憶似海年華―望安田野鏡中徑 1

文｜劉邦隱｜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資深工業設計師

#藝術轉動社區 #田野調查 #望安島 #駐村 #世代差異 #組織

前言

本文是田野調查經驗後的反思與梳理，提出藝術進駐離島、跨世代團隊建構、田野

工作方式…等討論。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的藝術轉動社區計畫，新增「澎湖縣望安鄉中社村花宅聚落」

進駐點，本次田調目標是為將來駐村藝術家進行基礎資料盤點，以利駐村各項工作

展開。由高師大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同學共五人，組成田野調查團隊進行為期十數天

的調查工作。

本次資料盤點範圍涵蓋整個望安本島，面向包括「建設、旅宿、景觀、聚落、生

花宅聚落。攝影｜劉邦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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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有別於網路搜尋可得之浮面、零散訊息，為將來進駐藝術家提供完整、正確、
有系統的各項資源彙整，使進駐者能順利掌握地方脈絡展開行動。

一直以來無論是社區營造還是地方創生，都能見到藝術社會實踐的身影。回顧藝術
家在這些過程中被賦予的角色，經常肩負景觀塑造的工具性格，往往忽略藝術帶來
差異觀點、開創想像、促進理解的力量與價值。（吳瑪悧，2020）因此盤點工作建
立於不再將藝術賦予景觀塑造任務，而是社會實踐潛能，連結人與環境、促進互動
創造共同生活經驗，扮演具有改變力量的角色，讓社區獲得生機活力。

望安島與花宅聚落介紹

望安鄉位於澎湖群島南方，由眾多有人及無人島嶼、礁、 組成，設籍人口約
4500 人 ( 澎湖縣望安鄉公所，2022)，其中望安本島舊稱「八罩島」，當地居民表示
實際居住人口較設籍為少，且常因季節變動。未來藝術家進駐地點，位於望安島
「中社村花宅聚落」內一棟古宅―花宅 58 號。

舊稱花宅的聚落已有三百年歷史。據望安鄉志紀載，「花宅」之名是因村落中央有
一小丘，被四周五座大小高低山丘所環繞，整體態勢有如花瓣花蕊關係，因此得名

藝術進駐地點花宅 58 號與旁邊待修古厝。攝影｜劉邦隱

「花宅」。花宅聚落被世界建築文物保護基金會列入 2004 年世界文物守護 2（World 

Monuments Watch）名單，再於 2006 年獲澎湖縣政府文化資產保存審查通過公告為
「望安花宅聚落」，2008 年 12 月經過文建會（文化部前身）登錄為全國首處「重要聚
落」3，2010 年起中央與縣政府開始著手修復活化。

聚落房屋以硓 石 4、玄武岩構成。一棟房子往往需要花費數年時間撿拾硓 石塊
慢慢建成。因長期人口外移，居住空間需求降低，眾多古厝未被剷除改建而得以留
存。聚落裡隨處可見早年海陸文明交融的特殊景致，如魚灶、水井、灰窯、菜宅 5、
宮廟、畜舍、棧間與堆肥坑等。目前在文資法保護下，花宅聚落內不能任意興修，
新建房屋亦須合於古厝式樣。

寓調於樂―不同世代進入田野的方法差異

本次調查分成兩次進入，3/26 - 3/28 由召集人 ( 筆者 ) 進行初勘，4/19 - 5/1 團隊正
式進駐調查。行前設定了兩項工作預期成果：

一、為將來進駐藝術家提供基礎資源盤點。

二、提供創意旅遊體驗的指引素材與地圖。

以此兩項預期成果為目標，成員依各自興趣專長分工，進入田野尋找調查地點與對
象。但行前多次課堂會議中成員們表示，因從未到過望安，如此不熟悉的情況下面
對眾多資料，感覺難以進行事前文獻探討工作。即使經過我先行初勘並向大家簡
報，仍難消解成員對望安的陌生感，因此成員們幾乎都是到了望安現場才展開田調
工作。對於時間如此有限且看似缺乏文獻探討基礎，團隊能否達到預期目標，身為
召集人的我實感焦慮。過去我所參與及耳聞的人類學田調團隊，應該是在有組織與

成員於潮間帶捕撈之黑海膽。攝影｜劉邦隱  成員於潮間帶石縫中尋找海膽蹤跡。攝影｜劉邦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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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律的方式下運作 6，但望安島田
調實際開展的方式，超乎我的意料
之外的是： 成員們從玩樂各自展開
田調之旅！

以「生態」這個項目來說，相較於
我在潮間帶觀察記錄居民採摘海
菜，成員楊翊同學，則是尋找合適
銀合歡樹枝，設法與事先準備的鐵
叉組合，夜晚退潮後用來在潮間帶
一堀堀的水窪裡尋找「獵物」，其他

同學則在後面幾天跟進。所謂的獵物，可食者如海膽、螃蟹、螺、貝…等，不可食
用如黑色海蔘、寄居蟹等各種潮間帶生物。

藉由度假般的玩樂興致，田野工作從旁觀「調查」轉進為親身體驗，沉浸入島民的
「里海」生活當中。花宅 58 號也因此成為替進駐藝術家預演的望安生活實驗場。

田調遭遇引領生成探索路徑

回憶在山區或部落所進行的田調，總是有特定行走路徑形成引導。有所不同的是進
入望安這個充滿海島氛圍的現場後，我感覺到團隊研究能量第一時間被擴散稀釋，
訂立的計畫欠缺著力點。在一連串似乎缺乏脈絡的田調行動後，反而開始有了方向
聚焦。

比如團隊透過居民介紹認識了「阮厝網垵工作室」。7 此工作室由衛生所護理師發起，
整合島上各方資源舉辦老人團康活動，並推動銀髮共餐與技能學習，不同社區長者
都會前來參加，相當靈活多元。望安島獨居或雙老情形普遍，「阮厝網垵工作室」
超越現有部門業務侷限，集結成員能動性提出解決方案，可望成為將來藝術家的合
作對象，共同應對島上長者生活與人口結構變化的問題。

在參與「阮厝網垵工作室」的活動時，認識了一位曾經因喪女而極度悲傷的長者，
在工作室積極促成下，重拾「黑糖糕」製作，進而與旅遊平台合作推廣，讓大眾看
見望安黑糖糕文化。團隊成員採訪長者後得知，她在九歲時就從臺南飄洋過海被送
到望安當童養媳，令人鼻酸的經歷提示了望安早年經濟發達，及先住民與臺灣移民
的關係，成為另一道田調線索。

雖然這位長者製作的並非目前公認最「道地」的望安黑糖糕，但這段田調經歷讓我

阮厝網垵工作室的成員與活動紀錄牆。攝影｜劉邦隱

體認到黑糖糕已不僅是觀光消費品，而是牽動地方歷史、文化、人物故事以及社區
凝聚力的資產。如果只以「道地」與否記錄在案，簡化歸檔將忽略背後豐富人文內
涵。

藝術轉動社區計畫主持人吳瑪悧曾在專文點出：藝術轉動社區需要社區、創意實踐
者以及中介者（組織）的共作。然而這三者有時不知彼此在哪，共作歷程也可能因
為理解的落差而難以持續，任何一方單靠自己則會有動力不足或在後續發展上產生
困境。( 吳瑪悧，2020) 因此與「阮厝網垵工作室」的接觸，對於田調工作以及未來
藝術進駐都深具意義。

視角的改變

比較進入田野前根據文獻資料制定的計畫，與實際進入後的遭遇，原先規畫偏於均
質空泛，俯瞰視角所見僅為外皮輪廓。然而如成員育寧、冠鈞、煒倫親身參加了廣
場太極拳後，認識到了長者，進而學習黑糖糕製作，最後再將成品分送給受訪對
象。可以看到成員們循著田野遭遇不斷催生的路徑行動，也引領我的視角漸從浮空
轉為平視，並因此深入觀察運行在地的各方力量，了解更加隱微的問題和需求。

此次與相差 20 歲的世代共同田調後，大致歸納出幾個能讓跨世代田野組織運作更
為流暢有效的工作特性：

一、不依靠傳統上的管理，以目標導向來維持工作品質或進度，而是採取更開放的
方式，讓成員自己尋找感興趣的對象，自主投入深入探訪，關係建立與情感經營。

二、順應工作方式的多樣性，儘管打亂原有計畫，然而隨機且靈活的行動，更容易
進入田野，獲得訪談對象接納。

三、聊天即開會，瞎扯就是今
日田調成果的交流與彙整，生
活與工作互相融入，在田野現
場呈現出非關學術的面貌，無
障礙融入在地。

也許這是一種跨領域研究者的
田調風格，極有適應力與滲透
力。然而，也不能完全忽視其
缺點。我觀察成員在與長者或 成員參加東安村的廣場太極拳。攝影｜劉邦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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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

受訪者交流時，有時會無法理解對方含蓄言辭背後的意思，或受訪者對於某些議題
的戒心。

結論：被觀察的田調團隊

團隊在望安進行調查同時也正在被居民所觀察著。其中一位修復魚灶的老師傅，在
訪談後有這樣的表達： 相當歡迎許多看見望安的研究者，可惜的是眾多團隊離開
後，好像都沒能給望安留下成果，無論是調查記錄、報告，最後都隨著研究團隊離
開。

雖然團隊進出皆有各自經費與人力侷限，箇中辛苦想必也未能盡訴於島民。但透過
老師傅的表達，可以感覺到對於研究者能留下實質成果的期望。因此在這段奇特跨
世代田調經驗後，我仍持續思考的，是除了訪談費用和圖文資料外，是否還應將這
些從在地蒐集來的知識加以系統化，找到合宜形式與載體留存於地方，供在地有志
之士更進一步討論，更避免將來長者、老師傅們凋零、離去後，在地可能面臨的傳
承危機！（完）

[ 參考資料 ]

林會承 ，《望安鄉志》，澎湖縣：望安鄉公所，2014。

吳瑪悧，〈孵育藝術的生態系〉，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藝術轉動社區計畫專文， 2020。

《望安鄉人口結構及人口成長概況分析報告》，No. 111-1，澎湖縣：望安鄉公所 ，2022。

[1] 主標題取自「追憶似水年華」但改成「似海」，意在傳達望安島這片土地上，歷史和當代交織成生動畫
布。過往並未如流水消逝，而是像潮水擁抱海岸，時而汹涌，時而溫柔。在島上可見新舊建築共存，時
光流轉與變遷歷歷，現代生活設施與古老智慧、遺跡交織如同白日夢境，展現出專屬於望安的獨特魅力。

 副標題取自佛學經典「徑中徑又徑」，為淸末張師誠居士（？―1892）選輯各種經論和祖師大德關於淨
土法門的切要論述，但是改成「鏡中徑」是指透過田野遭遇引發反身思考並生成意外的田調路徑。

[2] WMF 網站：https://www.wmf.org/project/jungshe-village。

[3] 國家文化資產網：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dvanceSearch/groupsOf Buildings/20100414000001。

[4] 在地人亦有稱「 硓石」。可參考余樹楨（2011）。「硓咕石」還是「咕硓石」？。從科技大觀園，
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Article/c000003/detail?ID=a8470ad5-c94e-49a9-96c2-fda4d512624b （檢索於 2023 年 4 月 9 日）

[5] 菜宅為以硓咕石疊砌成擋風牆，並搭配水井成為耕地，許多菜宅仍持續耕作使用中。

[6] 關於森林、原民、地質等田野現場經常在山區，而登山行程必須有一定的計畫與紀律才能確保團隊安全。

[7] 望安舊稱網垵 (Bāng-u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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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具有特殊的天然景
觀，孕育豐富的人文資
產，也曾一度舉辦國內
最早的地景藝術節，碎
片港組成田野小隊，由
在地藝術家洪根深引路，
長期往返於高雄、澎湖
田調的青年藝術家張致
中、返鄉文資青年吳鷗
翔帶領，共同探勘了諸
多沈船遺址、砲臺、燈
塔、宮廟、外國人墓園，
以及廢棄的戲院、工廠、
石滬等，探尋藝術在特
有的風土條件下，各種
時空調度可能產生的碰
撞與交會。

文｜蔣伯欣 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發起人

文｜蔣伯欣｜ 

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發起人

進擊的田野小隊

澎湖篇

圖片設計：吳語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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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調的這兩日，因為澎湖冬季接近颱風等級的強風，船班取消，無法依原訂
計畫前往離島，而有更多時間佇留本島。過程中我們一邊被強風敦促前行，一
邊採取抵禦的姿態，逆風而行，當風強烈地迎向、附著於身體，似乎氣候對行
程的干擾不再重要，而是印下了地方與身體的記憶。

第一天，在藝術家洪根深的引領下，從馬公市出發，前往西嶼鄉、白沙鄉、鼎
灣村，我們走在保安宮與三百餘年的通樑大榕樹之間，穿梭於西嶼西臺的砲台
基地、高牆和甬道，在聳立的漁翁島燈塔旁找到了隱匿在圍牆外的墓碑，在鼎
灣社區中看見了洪根深繪製的壁畫。第二天，在「澎湖知識服務平台」創辦人吳
鷗翔的帶領下，前往紅羅村，途經返鄉青年籌組的「離島出走」空間、東昇戲院、
大光工業社等地。乘著臺灣第二波美術館運動的浪潮，本筆記嘗試從田調過程
所採集： 關於風、海洋、航行、物種、產業、文史、青年返鄉等能動性中，想
像未來澎湖有一座美術館的可能輪廓。

田野筆記 日期  2022.10.20-10.21

天氣  晴朗、寒冷
主持人  蔣伯欣、洪根深、吳鷗翔
成員  蔣伯欣、吳尚育、陳嬿晴、張致中

[ 參考資料 ]「澎湖知識服務平台」

馬公市 保安宮 西嶼西臺

湖西鄉鼎灣村 湖西鄉紅羅村

蛇頭山「日本松島艦沉船紀念碑」 風櫃洞

漁翁島燈塔 大菓葉柱狀玄武岩 二崁傳統聚落

文｜陳嬿晴｜新北市美術館籌備處專案人員

群島是否可以被視為一種碎形（fractal）
的體現？在層遞的延展中約化成陌
生的遠方，卻又在細碎之間自體相
似－－在地貌裡堆疊景觀有之、在生
命中留下姿態有之、在記憶裡勾勒輪
廓有之。

在微調那個觀看的尺度之間，一切本
來清晰可辨的都成為銳利的模糊。

圖、文｜張致中｜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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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小隊到東港的踏查行動，由在
地藝術家黃志偉帶領參觀，首先前
往東港信仰中心東隆宮參觀並認識
迎王慶典活動的內涵，隨後前往進
駐於大鵬灣周邊的崎峰村落―「大
小港邊熱帶雨林」地方創生團隊拜
訪交流。針對此一創生團隊的工作
項目與方法經驗進行初步的認識與
了解，例如： 農漁村落社區居民的
交陪方法？如何引領當地船長漁農
夫轉換身分，成為農漁教育講師或
在地產業轉型的推手，鏈結當地學
校與社區，形成某種教育觀光型態
的產業創生。隨著參觀藝術家黃志
偉於東港豐漁橋邊的老家，從老一
輩畫家廖繼春的繪畫視角的位置，
描述黃志偉家族的東西美術養成與
藝壇關係交陪史。並進一步踏查由
在地藝術家鄭勝元、莊家勝和黃志
偉等三人，即將要興建築夢的東港
美術園區基地，為這一港口藝術文
化的未來埋下一顆讓人期待的藝種。

文｜黃志偉｜崑山科技大學視覺
傳達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暨所長

進擊的田野小隊

屏東東港篇

圖片設計：吳語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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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屏東東港，一般人最熟知的莫過於王爺信仰以及三年一度的燒王船祭典。
東港出生的藝術家黃志偉有一種強烈的草根氣質，顯然與地方文化信仰有關。
每每聽他分享自身的創作實踐時，多少都會談到這類家族、地方與臺灣美術以
及信仰職務（轎班）的背景。也因此，每逢王船祭時，總有藝術圈的朋友特別
去參加祭典、探班甚至在志偉的熱心協助下得以體驗轎班的信仰勞動。這次志
偉擔任碎片港計畫中「海洋」子題的召集人，除了對當前藝術生態的觀察、書
寫與論述，亦熱心協助今年「田野小隊」於東港的踏查規劃。

屏東東港被稱為海洋節慶代表性的城市也不為過，以東港東隆宮為基地、七大
角頭為骨幹的迎王平安祭，以及充滿生猛氣味同時令人口腔濕潤垂涎的黑鮪魚
文化觀光季兩大節慶交織。本次的田野訪查帶路者黃志偉不僅出生於東港，他
亦是碎片港計畫中「海洋」子題的召集人，訪查行程自東港核心地標東隆宮出
發，踏訪致力於發揚地方特色的「大小港邊」組織，以及與東港地方元素連結
深刻的黃志偉老家，深刻理解東港在地產業多元的觸角和背後長時間發展的歷
史淵源。另外，黃志偉更分享他在地方建構藝術文化平臺的藍圖，使本次的田
野訪查不僅在地方知識上收穫豐滿，還對於東港地方的藝術環境發展增添一分
期待之心。

田野筆記 日期  2023.02.26

天氣  晴朗
主持人  黃志偉
成員  蔣伯欣、邱俊達、吳尚育、陳嬿晴、張碩尹、 

吳語玟 plus 張新丕、曾琬婷、莊家勝

文｜邱俊達｜淡江大學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文｜張碩尹｜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評與古物研究碩士班研究生

黃志偉老家

漁農海鮮餐廳

夢想之地(東港美術園區基地探勘)

東隆宮 大小港邊熱帶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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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踏查行動的主要目的為：拜訪
駐地都蘭的藝術家拉黑子 • 達
立夫工作室，以及參觀吳其錚個
展―「土偶 to mi tingan sota 站
立的土」。於觀展前，先由拉黑
子老師介紹在都蘭月光小棧駐村
的藝術家吳其錚，在都蘭駐村與
當地阿美族祖靈相遇與交流的過
程，當地的「土」與「為何是你
（吳其錚）」之間的承諾關係，為
駐地創作窯燒工作注入了作品的
靈魂…讓「土」站起來！

文｜黃志偉｜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
達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暨所長

進擊的田野小隊

臺東都蘭篇

圖片設計：吳語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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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藝評

談到當代繪畫時，我們總是不免感嘆，
繪畫還有什麼可能性？裝置、觀念、行
為、新媒體都在顯示，繪畫在當下的內
涵，需要被重新認識，而蔡獻友的作
品，為我們展現了繪畫如何在當代探索
的一條路徑。

2022 年 12 月起在屏東南州的水林藝術
空間，蔡獻友展出了近期作品。水林藝
術空間是屏東戰後藝術家蔡水林的故居
兼工作室，蔡水林在此培養出謝德慶、
卓有瑞等著名藝術家，舉辦南洲美展，
他本人也從油畫跨越到水泥、紙漿等媒
材實驗，蔡水林的子女也繼承遺志，繼
續在地方上耕耘，邀請對材質實驗等感
興趣的藝術家展出。

文｜吳尚青｜碎片港觀察員

繪畫的零度：  
蔡獻友「物裡學」個展的藝術還原

蔡獻友畢業於國立藝專，成名甚早，
1980 年代便曾以「墨結晶」系列，獲得
雄獅美術新人獎。早期作品中，墨不只
是水墨的媒材，而是以現代藝術的批判
性，還原「墨」作為物質的實驗性。儘
管當時的評審仍將之列為革新水墨的路
徑之一，但蔡獻友顯然對現代藝術的想
法，早已懷有破格的企圖。

蔡獻友受到 2017、2019 年兩度赴西藏
的神秘經驗的啟發。在青康藏高原上，
體驗到高山湖泊水面的風光，啟發他對
於繪畫平面性的思考。如同馬列維奇的
第一張單色畫《黑色方塊》，完成不久後
就產生龜裂，顏料底層之下有如幽靈一
般露出輪廓，他說這是「一片只能感覺
到沙漠的沙漠」。

回到自然，是現代藝術長久以來的命
題，蔡獻友前一階段的創作，便以植物
作為主題。這看似違反現代藝術從具象
到抽象的簡化法則，其實應該說，是以
抽象／具象的來回辯證，反思藝術線性
的演化歷史，進而從繪畫的框架中解放
出來。

概略來說，繪畫分為「圖形」（正空間）
和「基底」（負空間），這種「圖形 vs. 基
底」的二元配置，長久以來讓人們過度

關注圖形的再現內容，忽略了對於基底
的感知經驗。而蔡獻友的繪畫，從感知
與認知的交互作用出發，打破「圖形 vs. 

基底」的二元配置，促成觀眾同時關注
正空間和負空間，領會顏料或物質在某
種空間的流動和質性，正是在這基礎
上，打破再現的幻覺空間，而這個空缺
（或「虛空」）上，也讓表層的存在，被
賦予了重要的價值。

從神經科學的角度來看，觀賞繪畫是一
段感知與認知的相互關聯過程。觀看作
品時，也是用身體「感知」的視覺作用，
也是大腦皮質運動與感知藝術之間的精
神狀態。這種無意識、前意識的具身化
過程，使得非具象的基底，有如探知存
在的基礎，產生了深刻的精神或心理意
味。從蔡獻友的繪畫中，可以看到塗繪
行為的潛能或潛勢（potential）。無論是
色彩、肌理、疊層、添物等，都是在喚
起一種既是暗示性的空缺，也在探問存
在的基礎或生命的本源，作為藝術家從

繪畫回歸創作的初心與原點，即蔡獻友
所說的「回到野地」。

因此，對於蔡獻友來說，繪畫與媒材的
還原，不再是 80 年代臺灣美術界附加
在媒材之上的民族或符號論述，而是從
當代觀點，勇於探討物質性、非物質
性，甚至以「去物質化」的觀念與行為，
質問未來的繪畫如何可能。這種回歸物
的原始狀態、回歸根源的渴望，不同於
現代主義的還原論（reduction），而是從
與物相遇、與自然相遇，甚至「與存在
相遇」，漸漸逼近繪畫的零度，深入藝
術家生命的內在性。

透過回到起點，蔡獻友從自然、原始、
野性的物質觀出發，從物的裡層與皺
摺，開展出他個人繪畫創作的當代性，
我們也可從這些材質本身就蘊含的地方
性，超越克服原本附加在媒材上的地方
論； 與地方相遇，這也是接下來蔡獻友
創作更讓人期待的發展。

「物理學―蔡獻友個展」。圖片提供｜水林藝術空間「物理學―蔡獻友個展」。圖片提供｜水林藝術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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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藝評

文｜楊懸｜碎片港觀察員

真實的回返：  
紀實攝影與當代影像之間的沈昭良

以「續行」為名，攝影家沈昭良在宜蘭
羅東文化工場舉辦了個展。展場在踏
進入口處後分為左右兩間，分別是「映
像．南方澳」、「STAGE」兩個系列作
品。乍看之下，此展「映像．南方澳」、
「STAGE」等兩個系列是因應展場結構而
配置的，不過在「續行」的概念下，卻
潛藏著不同的內涵。「續行」也是「潛
行」。

沈昭良是從自由時報記者身份，跨入紀
實攝影的創作者。他從築地市場、南方
澳系列出發，陸續拍攝了「玉蘭」等深
入庶民生活場景的創作，繼承了戰後
紀實攝影的傳統。他在記者期間所累
積豐富的田野方法與社會經驗，常能
取得被攝者的信任，近距離拍攝到富含
生命狀態的人文場景。此種被紀實攝影
奉為圭臬的迫近的真實，也是 90 年代
此階段攝影的基礎，也就是某種即身
（embodiement）的真實感。

沈昭良跨入當代影像最著名的「STAGE

系列」後，從黑白攝影的紀實傳統，大
膽地加入色彩、取景、場面調度，以記
者最擅長的田野踏查，深入中南部盛行

的舞臺車產業。沈昭良的拍攝，通常選
擇在傍晚車輛抵達現場後，在舞臺展
開、但正式表演之前的無人片刻時按下
快門，此時也正值白天夜晚的交替時
刻，捕捉有與無之間的存在。

舞臺車是可移動的，鏡頭似乎也在各種
移動的地方性中，捕捉那些熟悉的「本
土」意象。不過在此次「續行」展出時，
沈昭良有意藉由交錯的編排，打破某種
時序； 藉由過去的重組，獲得某種詩意
的可能性。原本在紀實攝影人文傳統下
的南方澳系列，混入續行的舞臺車之
後，有如時間的行走，獲得「在地」的
新內涵。

這樣的思考轉折，可回到沈昭良踏入當
代攝影的起點來看。九二一大地震時，
沈昭良背著相機到災區幫災民拍攝肖像
照，當地殼的劇烈變動，直接影響到人
的生活時，使藝術家反思土地在紀實攝
影中，並非僅僅作為鄉土情懷的背景。
「本土」的懸置，反而打開沈昭良對「在
地」各種層次的當代影像行動，這也是
今日重看「續行」的積極意義。

「映像．南方澳」、「STAGE」展覽現場。攝影｜楊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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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藝評

文｜陳嬿晴｜新北市美術館籌備處專案人員

相遇讓復返成為未來―「12%的天空」
作為藝術連線的積極意義

由臺南市、嘉義縣市、雲林縣四個縣市
共同舉辦「雲嘉嘉營視覺藝術連線」，
2021年以建立展演共同主題為目標，首
次引入策展機制，由邱俊達策劃的「移
動聚落」，以移動的世界觀重新理解嘉
南平原上聚落的地方性，2 0 2 2年邱俊
達、葉育君策劃「12%的天空」則以特
殊的飛行視野重新閱讀嘉南平原。

隨著近年來臺灣各地舉辦藝術節慶似有
過熱的趨勢，如強調地形與東北季風特
色的屏東「落山風藝術季」、關注流域治
理議題的臺南 Mattauw 大地藝術季「曾
文溪的一千個名字」、展望島嶼十年未
來的「馬祖國際藝術島」、以南方概念串
聯臺東南迴一帶的「南方以南」。這些實

踐可見藝術介入地方的思考，不再只是
將作品置放於地方，而更關照地方知識
如何透過連結藝術空間、駐村、現地創
作、工作坊、田野踏查等多元方法，形
成認識、參與地方的新形式。

「12% 的天空」的獨特之處在於橫跨四個
行政區，以串連場域、打造新聯盟模式
為目標，由此發展出四項重點計畫： 空
間（B 群）、飛行（齊柏林）、徵件、路
徑（盜火劇團）。策展人試圖從天空上
的飛行、天空下的身體的視角，藉三個
子題： 賦予特殊視野觀看文史風景的
「平洋飛行」、關注產業與勞動的「節氣
光譜」、強調參與、共創的「肉身盤撋
（puânn-nuá）」，閱讀佔臺灣總面積 12%

展覽現場對話。攝影｜邱俊達 盜火劇團《迴・ 聲 24 公里》（開幕特別版）於田邊碾米
工廠。攝影｜陳嬿晴 

的雲嘉南平原，呈現另類移動姿態下的
故事。在此，當代藝術作為重新詮釋、
想像、再生產地方性的實驗場域，如 B

群以有機增長的建築結構蔓延於四個場
館空間； 林正偉＋程仁珮以彩帶裝置反
射光線形成色彩光譜，探討稻穀文化中
的生態角力； 李朝倉在雲林經營十餘年
的現地藝術―藝術兵營，結合創作與
工作坊連結人與地方的關係。

就筆者實際參與的經驗，「路徑計畫」是
相當創新的展演方法，2021 年的版本
連結了新營－斗六的南北向鐵路，讓觀
眾在火車上聆聽「回看工作室」的聲音
計畫―不同世代中蘊含土地情感的詩
作―這段儀式性的移動之旅，啟動對

嘉南平原風景的重新感知；2022 年的
版本則連結了嘉義市－嘉義縣的東西向
公路，讓觀眾跟著「盜火劇團」的表演
計畫―移動至具地方意義的場域，聆
聽言說、觀看身體語言，或許是因為佇
留地點多、演員與觀眾互動少、或是引
導閱讀場域的欠缺而形成參與上的疏離
感，是較為可惜之處。整體而言，「12%

的天空」作為藝術連線的積極意義在於
發展串連場域的模式，為建立整合性平
臺提供了實驗性的想像，當這些想像相
遇後，下一步將持續復返於地方的複雜
網絡，包含地理、風景、產業、文化、
族群、當代藝術、地方組織、地方創生
等課題，轉動更具創造性的未來展演平
台的可能。

盜火劇團《迴・聲 24 公里》（開幕特別版）於北門火車站候車室。攝影｜陳嬿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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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藝評

文｜邱俊達｜淡江大學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土站起來的秘密在水裡在手裡在火裡  
在夢裡―吳其錚《土偶》的能量煉金術

陶藝創作，或可說是一種「讓土站起來」
的煉金術。

陶藝創作，一般可概分為實用性與藝術
性兩類，前者諸如器皿、工具、樂器乃
至空間設計，展現為工藝美學； 後者著
重造形，對應著媒材實驗與形式美學的
觀念。相較其他媒材，陶土因其捏塑、
燒製過程的變化，更受到如土（質）、水
（量）、火（溫度）、（重）力等影響，在
各種元素的介入與融混之中煉就其獨
一無二的存在，或者說「生命」。1 聽吳
其錚介紹他於都蘭月光小棧駐村三年
（2019-2022）的創作歷程，不得不驚訝

於這些作品的生成是一套結合著科學、
歷史、祖靈與夢的敘事。也因此，裡頭
藏有著許多讓土站起來的秘密。

秘密大多是沒有答案的，而這類「不知
道為什麼 [ 割草機 ] 就壞了，只好改變
方式做」而得到的意外收穫，或者「不
知道為什麼在路上就遇到了「拉黑子」
然後說了什麼話」，這類事件一再將觀
者的注意力與鑑賞力拽開熟悉的美學分
析系統，然後依循他如何來到都蘭、在
臺東大學駐村所認識的學生、與拉黑
子．達立夫的互動等，彷彿宿命般地促
成／完成這檔由「踢到夢的人」所必須

展覽現場對話。攝影｜邱俊達

「負責」的展覽。我聽著聽著，突然發現
這些土偶跟自己變得好近，而所身處的
這片陌生的臺東的土地，也不知為何變
得熟悉了。

如果說，這種被牽引而得以「靠近」，就
是吳其錚近年來藝術創作強調的「土不
只是材料」的「野土野燒」的美學，那我
想會是一種將能量聚合在一起的勞動與
佈置吧。時間的能量、土地的能量、自
然的能量、形而下與形而上的能量，在
多種多樣的關係事件中聚合、轉化為巨
大的窯以及從月光小棧到駐村房間旁一
整片山林的土偶作品的佈置。

有一個可以公開的秘密，就是都蘭這片
土地上燒陶時的「反常」。依據藝術家
長年陶藝創作的經驗，一次因朋友來訪
而隨意燒製、理應「失敗」的陶，卻反

《土偶》於山上的展出。攝影｜邱俊達
藝術家與學生合力燒製的大窯，有部分因地震垮掉了。
攝影｜邱俊達

常地成功了。這接二連三的發生，包括
他與學生一起製作的一個巨大的窯。我
問他： 你現在知道為什麼沒有失敗嗎？
「我也不知道。」這個土地上的阿美族人
一直使用這種土在製陶，這一強調對現
地取材與製作的精神，不僅有違現代陶
藝創作的方法，更煉出來風格相左且獨
特的作品。似乎有什麼力量在引導著藝
術家，使得熟悉的技法變得神秘，常態
的邏輯成為意外。我想，吳其錚的陶偶
天生也裝載著一種「引路」的能量，才
會與這個地方那麼搭吧。他的作品自然
而然地將觀者引導某個更靠近土地的位
置，像跟著水流走、像循著風的吹拂，
然後在路上看見屬於自己的風景。

[1] 這一「生命實用性」的美學觀點，可見龔卓軍
於〈風土相揉．火土共變的劇場：論吳其錚「島
過來」中的當代陶〉（2021）中就藝術家創作
與劇場性美學的細膩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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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藝評

2022 年歲末，由鄭勝華策展的「南方
女神的逆襲」（下文簡稱「逆襲」）正式
於屏東美術館開展，該展以典藏品為主
體，通過與臺東美術館、高雄市立美術
館的串連，集結出 56 名藝術家作品，
並以別具創意的主題命名以及策展手法
操演了當代典藏展所應具備的實驗性、
多樣性以及策展力。

隨著重建臺灣美術史的多元史觀轉向，
地方美術史業以從美術史為典範的考古
學與風格研究，轉變為跨領域、跨方法
論的拓樸實踐，後者更仰賴策展專業者
的跨域連結與組織能力，以引入檔案
學、人類學、社會學、生態學、文化研
究等視角，來重新梳理、觀看與詮釋典
藏品，建構出多種脈絡的複音交疊。這
類實驗，有如高美館「South Plus： 大
南方多元史觀特藏室」首部曲「南方作
為相遇之所」，通過「全球南方」來建構
另種論述，並邀請「你哥影視社」創作
「塔塔加的回憶」以及創意的展示設計
來帶出多種時間性並置的閱讀； 第二部
曲「南方作為衝撞之所」以年輕活潑的
論述語彙闡述這段戒嚴到解嚴這段高壓
轉為釋放，充滿反思、辯證、追求身分
認同與衝撞抵抗的年代； 無讀有偶，北
美館的「秘密南方： 典藏作品中的冷戰
視角及全球南方」從冷戰與地緣政治的
視角結合典藏呈現，而近期的「狂八〇：
跨領域靈光出現的時代」雖遭受過於臺
北中心的批評，然但其方法論與展示素
材的多元性仍具特色； 臺南美術館「典
藏聚焦： 洪通、張炳堂、許淵富、蔡草
如」亦運用微個展形式呈現，突顯其典
藏策展之策略。綜上所述，今日典藏展

文｜邱俊達｜淡江大學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召喚混音的號角聲― 

南方女神逆襲的起手式
不再僅是單純／單一史觀與精緻藏品的
呈現，毋寧是展現館方研究方法與風格
展示的轉譯實踐。

「逆襲」展作為典藏策展的創造性，可見
於三館合作的策略模式，以及「4+2 子
題」的策展方法。依據策展人的說明，
主題的命名係與美術館（museum）字源
所指「祭祀希臘神話中謬斯女神（muses）
的廟，後延伸為學者聚會、作哲學思考
之場所。美術館應可視為當代人們精神
生活的謬思女神，提供人們得以跳脫沉
重現實，激發生命靈感、提升精神能量
與反思文化、深入歷史與自我沉澱的場
所。」（鄭勝華，2022）逆襲主張一種對
典藏品重新觀看的「突襲的美學」，並以
此發展出四個子題「南方形」、「原民現
身」、「現代變異」「當代複語」，闡述「南
方在地域、氣候與城市性格上的特質」，
並加入藝術家張新丕「斜陽」與王有邦以
「Kucapungane（古茶布安）影像與文件」
二個微個展，展現藝術家長期的田野與
創作積累，更從中回應四個子題，建構
出一種「公轉－自轉」的南方星叢。

「逆襲」以其實驗性與創造性呈現出當代
典藏策展在地方美術館特色與多元史觀
詮釋上的重要性，如梁任宏的《三張椅
子》（1999）與觀念藝術、楊順發的《家
園游移狀態》系列（2005 －2006）與陳界
仁、黃志偉《藝術種植之術》（2007）與
地景藝術等，不僅呈現藝術家在不同階
段的實驗狀態，亦帶出典藏品在當代詮
釋的空間。筆者以「起手式」為題，欲闡
述的是對這一創舉的一點點的「不滿足」，
特別是「逆襲」這一充滿顛覆意味、戰略
佈局和想像空間的語彙，在整體的閱讀
過後，不免有點雷聲大雨點小、或者說
「突襲」強度的欠缺；再者，四個子題儘
管清楚且精確，但過於學院化的語感顯
然與主題的謬思有著調性上的衝突，大
概是觀展經驗上較為可惜之處。「逆襲」
為近年來的南方熱題吹響了充滿獨特想
像的號角聲，而它所激起的共鳴，有待
更具創意與聯盟意念的館際合作模式，
來奏響出真正逆襲式的混音演出。

黃志偉，藝術種植之術，2007。攝影｜邱俊達

王有邦「Kucapungane（古茶布安）影像與文件」展區一景。
攝影｜邱俊達

張新丕「斜陽」展區一景。攝影｜邱俊達 梁任宏，《三張椅子》，1999。攝影｜邱俊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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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藝評

藝術如何作為一種跟社會溝通的媒介／
方法？近二三十年來，公共藝術、新類
型公共藝術、社會參與式藝術已做出了
諸種嘗試，通過社群、場域乃至機制的
運作來展現藝術實踐在面向社會議題的
能耐。然而，藝術創作的主體性、倫理
性與美學之間的拉扯張力，始終是這類
藝術實踐不易化解的內在矛盾。

由黃志偉策劃的「未抵達的模糊－－眼
蟲計畫」（以下簡稱「模糊」），是兩位創
作與生活風格迥異的呂沐芢與焦聖偉長
年合作的藝術實驗計畫。展覽包含兩位
藝術家自身長期的藝術實踐，以及他們
自 2011 年開始合作《眼蟲計畫》後，從
中反覆探索著創作者的主體性、技法與
美學品味在繪畫創作過程中諸種變異，

文｜邱俊達｜淡江大學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當碎片成為事件― 

「未抵達的模糊―眼蟲計畫」的修補美學

並逐步發展出一種獨特的修補美學，帶
來對前述命題的嶄新思考。「眼蟲」的
創作過程有如德勒茲（G. Delleuze）所謂
「欲望機器」（desire machine）的生產運
轉，每一個對話、交鋒、覆蓋、增添、
融合的過程都是對彼此關係與欲望的重
新組裝，在平面畫布的內部與外部不斷
轉動，牽引出新的欲望流動的路徑與能
量。也因此，《眼蟲》帶來的觀看經驗遠
超出其表面上圖像－－戰爭、生態、飛
碟以及種種政治、宗教圖像的媚俗挪
用－－的意義，反而每個圖像自身與周
遭場域或隱或顯且不斷生成的痕跡，再
再引導出策展人所謂的「未抵達的模糊」
的流變樣態。

這種欲望生產的創作模式，很快不再侷

限於兩位藝術家，而開始通過實體場域
的創造，將更多人捲入其中，如 2013 年
因日本福島核災而赴現場創作的《隨心
風景 39 － 40》，不僅形構出畫面更多樣
的變化，眾聲喧嘩的音量與身形也更清
楚的浮現。創作的欲望生產從一種內部
封閉的循環，開始流動這些因歷經災難、
傷害、堅強、希望而充滿內在感緒的人
們，並轉化出共同面對與邁向未來的欲
望。藝術家將創作的欲望化作為一種捲
動的力量，將實體的人、事、物與非實
體的情感和關係通過重新組裝以進行某
種修補、療癒、轉化與釋放，參與者參
與的不是一場創作活動，而是面向自己
與面向他者而展開的持續性的相互修補。

這種修補的美學，亦呈現在藝術家合力
運用數百樣物件搭建了一個仿如諾亞方
舟的裝置《亞空間》，以一種物質文化博
物館的型態呈現出一種文化人類學的關
懷。人類學家李維史陀曾以「bricolage」
這樣的一種「修補術」的概念，闡述一
種人們如何運用這個手邊各式各樣的物
件，東拼西湊地組成一些新的東西，來
解決某一些問題或需求。《亞空間》一方
面體現著這種「修補術」的創作方法，但
他並非是為了一個特定的、實用的功能
或目的，而更回到創作過程中的遊戲性，
以及創造出一個讓物件自己發聲、一同
對話的廣場。或者如社會學家 Richard 

Sonnate 的《匠人》所討論的一種工匠的
技藝並非如柏拉圖所貶低的一種「複製
的技術」，而是通過與真實物件的對話與

建立關係，來創造新生命、意義與價值。

這次的「模糊」令筆者想到王品驊所策
劃的「當空間成為事件－－ 1980 年代現
代性部署」（2012），呈現出八〇年代許
多藝術家使用大量工業物件如塑膠布、
工業風管等作爲創作媒材與表現語彙，
乃至對展演空間進行重新定義。這些現
成物不僅反映著時代，更是向「現代性」
（modernity）提問的碎片、痕跡與星叢。
不同的是，「模糊」所對話的並非是西方
現代主義美學的在地轉化，而是各種碎
片所映照出的多元的宇宙觀－－如呂沐
芢長年以生命實踐的「蓋亞計畫」。因
此，這些物件／碎片不是單純的、消耗
性的工業產品，而是承載著各種哲學思
考、及手（Zuhandenheit）關係以及遊戲
造形的事件，新的生命、價值與文化的
造形運動在修補的進程中不斷展開，隱
隱化做持續捲動周遭的修補美學。

呂沐芢、焦聖偉，《亞空
間》，2022。攝影｜邱俊達 呂沐芢、焦聖偉，《隨心風景 -39-40》，2013。攝影｜邱俊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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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藝評

文｜蔡宗祐｜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繪畫組博士

當代藝術與當地的互動― 
「以北海道藝術家之眼」為例

這三年因疫情改變的生活無所不在，尤
其是在移動這部分，除了政策的嚴格規
範，每個人也因為疫情而減少與他人的
交流。

絕對空間這檔「以北海道藝術家之眼」
的展覽，本次展覽四位藝術家帶來不同
風格且回應臺南文化的四組作品，分別
是久住繪里香、藤澤禮央、川上理惠及
葛西由香。本文並非著重在此次展出
的作品評論，而是從此檔展覽背後透露
出的「要與當地交流互動」的目標做出
思考。此檔展覽原定是策展人與四位藝

術家一同到臺南駐村一個月，在臺南生
活、創作，然後再以展覽完成。但是因
為疫情關係，不同國家的疫情程度及邊
境檢疫規定的不同（臺灣當時採入境須
隔離七天，住在防疫旅館，確診人數也
一日幾萬人的蔓延）。最後選擇沒有親
自前來，採用「線上駐村」的應變措施。

所謂「線上駐村」就是透過視訊互相交
流，北海道藝術家提出對臺南哪些有興
趣的部分，再由絕對空間的人員依照提
出的部分去踏查蒐集，過程中全程以視
訊方式互動，也就是臺南的人員帶著北
海道的創作者進行原本駐村要做的工
作。

我曾參與兩場開展前的線上討論會以及
開幕當天的視訊連線座談。感覺到策展
人與藝術家似乎很在意「與臺南互動」
這個動作。即使因為無法親自前來，還
是努力透過各種方式，蒐集許多「臺南
當地」的相關資料來進行創作。也就是
北海道藝術家創作關於臺南的作品，希
望讓臺南當地觀眾看到「這是臺南的東
西」、或者「北海道藝術家來做臺南的
東西會有什麼不同」。藝術本來就會反
應環境，當代藝術似乎更加強調這方面
的呈現。然而這種情況並非當代藝術才

葛西由香作品《霓虹燈閃爍得像孔雀開屏》。圖片提供｜
絕對空間

有，例如十七世紀以獵物為題材的靜物
畫，或者印象主義的外出寫生，都可以
算是反映當時環境，尤其是印象主義，
寫生的範圍更加廣泛，觀看其作品也彷
彿是一場旅行。

不過，我想的是，這些特地「與臺南互
動」的作品，究竟是互動到什麼呢？線
上駐村雖不失為一個靈活的反應技術，
但多少還是會有不同。那麼原本究竟有
什麼期待嗎？如果沒有疫情因素，北海
道藝術家與策展人來臺南生活一個月，
會有什麼不同嗎？「也許作品的取材
會更深入、更準確或者更有感覺」。沒
錯！一定會是這樣，但是這樣的成果展
現，對於臺南來說，互動的方式與線上
駐村的視訊，有多少的不同嗎？

去年年底在臺南六甲的一條道路旁，立
著猶如候選人或建設公司廣告大的大型

帆布，但內圖是一個看似女子其實是位
長相清秀的男生，照片中看似長髮女子
皮膚白皙的男生，橫躺在沙發上，身上
僅穿著內褲，內衣半掛在身上，還露出
一點。這樣的設立當然會引起轟動，也
吸引不少新聞報導。例如聯合新聞網就
用「臺南純樸農村路旁張掛大幅露點裸
女圖引熱議內情超乎想像」這樣的標題。
記者也是非常敏感的用「純樸農村」、
「大幅露點裸女圖」製造差異的衝突來吸
引觀眾點閱。根據報導這件作品在戶外
設置時，有事先徵求地主同意，也跟當
地里長打過招呼。當然沒多久就接到檢
舉電話，引來路人圍觀及媒體報導。當
地居民在得知是藝術大學男學生的作品
後，反而表現出包容，主動幫忙解釋，
甚至在期末作品評圖時，現場燃放鞭炮
祝賀。雖然這件作品的出發點是因為上

葛西由香作品《停在交通號誌上的
小鳥們》。圖片提供｜絕對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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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藝評

傳上半身裸照被臉書審查刪除，而延伸
出在現實世界製作的作品。作品的製作
完全就是創作者自己對於審查的某種抵
抗回應，只有在擺放作品時作了徵詢地
主及告知里長，結果就是引起了當地甚
至外地的小轟動。

我要說的是，作品一旦展出，本來就會
與外面互動，與現實世界互動，也與藝
術世界互動。互動就是一種參與，即使
只是看，也會留下什麼。如果沒有留下
什麼，可能不是單方面的問題。然而當
代藝術在某部分上、某一群人（尤其是某
些比賽評審、計畫審核評審，並非指從
事參與式創作的創作者），特別在意參與
式、強調要與當地互動、以當地某些文
化作為創作，尤其是駐村式的創作計畫
或藝術季，在一個月或幾周下來的成果，
所造成的反應或與當地互動，美其名的
得到「參與本身就是一種藝術」，但是到
最後還是自己人同溫層的互動。而強調
互動參與的作品，辛苦要回應現實的結
果不多，回應藝術的挑戰更少。現今當
代藝術很強調與環境產生連結。不過，
在特意強調思考與環境連結下，很多（非
全部）反而失去了與藝術產生連結；而不
在意（並非反對）是否與環境連結的，有
些（也非全部）反而與藝術產生連結。所
謂的互動，也就是雙方在某方面有交流。
沒有足夠的外在環境堆疊，很多互動只
淪為計劃的「成果報告」，或者是申請補
助、駐村的標語而已。

最後，回到「以北海道藝術家之眼」這檔 葛西由香作品《黎明》。圖片提供｜絕對空間

展覽，在現今資訊流通快速的世界中，
究竟有沒有因為居住環境而造成創作成
果上的必然差距呢？以其中一位參展者
葛西由香的日本膠彩畫。她因為這次計
畫請臺南民眾拍一些生活周遭物件，作
為她的創作題材，在展場中可以看到檳
榔攤的霓虹燈，電線杆上的鴿子等等這
些不同於日本的臺南當地題材。不過，
我看到的，還是不同臺灣水墨書畫科系
出身、對於畫面採用減法的取捨，畫面
營造出的寧靜與細緻，不管她是否是為
了與臺南互動而描繪的臺南景色，或者
是另外幾件她的生活小物繪畫，都能與
我產生互動。所以，不小心，我也就收
藏其中一件作品了。

文｜蔡宗祐｜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繪畫組博士

過度認真但還保有天真― 
關於「像素延伸―陳姿尹個展」

這是一個關於地球跟月亮的故事。很久
很久以前，在遙遠的一個宇宙裡有一個
星球，它的名字是「地球」。你知道地球
曾經消失過嗎？如果交給 AI 的話。

藝術家陳姿尹 2022 年八月在臺南絕對
空間舉辦「像素延伸―陳姿尹個展」。 

一進展場看到的是懸掛著一大張臺北巷
弄夜景，但夜景中間的圓形月亮是挖空
了的照片，以及照片後面吊著以為是一

張黑色的圓形紙板，然後知道那是塗了
會吸光的黑色球體。塗了會吸光的顏料
的球體讓人感覺不到亮暗面的視覺立體
感，感覺是有跳了一下。照片裝置中使
用「透」、「窺」的觀看手法及實物的空
間裝置，讓觀眾站在作品前配合觀看角
度可以看到夜景照片中月亮的陰晴圓缺
變化。再往裡走是以 Youtuber 為形式的
影片教學，解說如何將照片上的雜訊，

陳姿尹作品《如何使用 AI 提升照片品質｜ Noise Reduction、Super Resolution 教學》。攝影｜王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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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藝評

連同地球一起優化抹平處理。此段空間
布置成 Youtuber 的錄影工作場景，擺設
的檯燈也回隨著影片播放的情況，自動
亮起或熄滅。最後是展場後面天井靠牆
擺放一座 9 米高、間隔越來越大、人體
無法攀爬的特製鋁梯。不過，當這樣的
文字描述，雖然貼著作品，也正開始把
觀眾一步步帶往無趣、卡住、碰壁的閱
讀感受中。這通常是評論的一種情況，
雖然書寫者想揭露作品幾經轉折的思路
或意義，但讀者映入眼簾的不是作品，
而是一堆說的跟真的一樣的高深、不生
活化、不可口的閱讀。所以我就此打住
回到觀看感覺與藝術問題。

那麼月球與 AI 又跟藝術有什麼關係呢？
我不禁思考了一下。也許是跟藝術家有
關吧！有一種說法是藝術家做的東西自
然都跟藝術有關吧。是這樣嗎？藝術家
也未免太偉大了吧！

對於一個藝術家來說： 基本上，做的東
西都可以算是作品沒錯，但也是需要透

過展覽發表才能成立。不過，藝術家並
沒有很偉大，除了少數成功人士，大部
分藝術家做的這些事基本上在社會上都
被歸類為無用、無意義的事情。雖然我
認為藝術家做的每件作品都是藝術，不
過，不只是一般大眾看了沒感覺、覺得
不痛不癢，在藝術世界，也通常不太有
人會理我們。

真的嗎？

是啊！今天，雖然藝術家一樣是辛苦
的，但藝術家的門檻是很低的，誰都可
以是藝術家，每個人的作品都可以宣稱
是藝術作品。就像每個人都可以哼哼唱
唱，每個人都可以自稱為歌手。你可以
去參加比賽出道，那個門檻很高，但你
也可以自己買設備、甚至用手機錄影直
播，只要有人喜歡，你也是網紅歌手。
當然，如果沒人喜歡、沒人點閱，你也
可以說自己是歌手，只是，是個無人問
津的歌手而已。所以，在今天，你自己
覺得想做，然後去做了，你就是歌手、

陳姿尹作品《移除月球》。
攝影｜王仲平

就是藝術家了，有人欣賞當然很好，沒
人欣賞也阻止不了你，內心喜歡就去
做了。所以重點在於，為什麼藝術家
會「想」去做呢？這個企圖通常是最重
要的，也就是不得不做的創作初衷。也
就是通常我們在現實世界或藝術世界看
到了什麼吸引著我們去創作，或者是在
現實世界或藝術世界感受到缺少了什麼
而想要發聲，促使著我們想要去用作品
表達，也就是創作者藉著作品回應藝術
世界，而創作過程的藝術議題及創作手
法，當然也回應著藝術世界。回到陳姿
尹的這個展覽，她以科學議題（不是科
技藝術）這個跟當今藝術關心環境、關
心人有點距離的題材下手，除了是創
作者個人的喜好議題外，沒說出來的
是，她沒有跟隨潮流的涉入熱點議題的
迎合，仍然保有對藝術個人的堅持。在
展場上大費周章地製作、輸出及互動燈
光，甚至把展場的直角牆壁利用木作改
成圓弧形，消除了兩面牆壁交接造成的
陰影，成為一個平滑的視覺空間，只是
想提出自己對於「科技會誤判」的想法，
也算是對這個想法過度認真。然而這種
過度的認真，會驅使大費周章的製作，
這恰好就是藝術家個人的感性表現。對
於一個藝術家來說，科技藝術設備材料
昂貴，佈展辛苦又不易被收藏，科技藝
術創作者的創作過程確實比傳統媒材更
加辛苦。然而，我們是在討論「科技藝
術」，不是「科技技術」，不是有科技就
有藝術，一般人看科技藝術，只看得到

科技，很少看到藝術不藝術。所以，有
時候科技藝術不吸引我們的地方，很多
時候是覺得作品只是程式軟體特效的套
用，是被特殊技術綁架，根本沒有創作
者的位置出現，效果也比電影、遊戲無
趣，根本無法打中觀眾。回到陳姿尹
的「像素延伸」雖然看來輕輕巧巧，從
個人感覺出發，但很明顯是創作意識在
前、技術在後地去支撐的作品。她輕巧
的運用各種技術，隱藏了開展前的大費
周章，她的展場乾乾淨淨，但不冷酷無
味，因為總能在某個地方看到屬於藝術
家留下來的趣味。

寫到這裡，看到這幾年藝術季的發展。
小英政府提供不少年輕藝術家表現機
會，許多國家大型場合都可以看到「圈
內朋友」參與其中，雖然這對藝術界來
說「也算」好事。但是，確實感覺到有
些作品一開始就是以「服務」的姿態出
發，服務於大歷史、服務於國族認同、
服務於對土地之美的鄉土文化紀錄。這
路線不僅容易獲獎、拿到補助，連評論
也是政治正確地給予肯定，儼然成為另
一種年輕人的成功方程式； 或者看到出
席開幕的政府官員開心合照、發新聞
稿。我想，這些作品雖然也許也有揭露
了什麼，但應該還是揭露得很安全吧！
突然覺得，「像素延伸」這種花了大把
心力製作、發表，向世界輕輕地說出：
「AI 也是會犯錯喔！」的創作，雖然聲
音不大，卻顯得稀少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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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藝評

文｜蔡宗祐｜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繪畫組博士

錄像作品拍出了什麼？

最近在展場中，好像單純以錄像呈現的
作品變少了。應該是創作者除了在作品
外，也非常注重在展場中呈現的樣貌。
記得比較早時，錄像作品的展場都要用
布幕遮光，隔成一個黑漆漆的空間，觀
眾就是坐在凳子上安靜地度過幾分鐘到
幾十分鐘地將作品看完。全黑的展場似
乎無法再滿足藝術的推陳出新，不同的
媒體螢幕並置，錄像裝置、木作、文
件、展示檯、展示桌等，這些東西與
錄像作品一起呈現出創作者所關心的議
題。

在進入錄像作品之前，我們先將場域拉

出來看。2000 年以後臺灣的藝術潮流幾
經轉折的轉變。從動漫藝術、無厘頭小
感覺、全球化、關係美學、國族歷史、
人類世、大南方，這樣簡單的分類不得
不說是有點簡單與主觀，主要是從發生
在臺灣的雙年展或大型策展帶動的藝術
強勢話語權。

我們看錄像作品，不是在看拍下了什
麼，而是看拍出了什麼。然而，創作者
在創作的時候不只是要去抓住外在給出
的感受，也在跟自己腦袋中的資料―

那些充滿在腦袋中跟鏡頭中的制式化、
公式化、策略化的資料搏鬥。觀眾在看

轉轉。攝影｜蔡宗祐

作品的時候，也不只是進入作品給出的
敘述，也還在跟自己腦中的資料檢核比
較。觀眾究竟是要去重溫那些已經被告
知、已習慣、無負擔的看展氛圍，去看
看「已知」，或者是去看到「事件」。評
論必然是靠著作品，但究竟仍是與報
導不同。不是完全依附在作品表面，而
是與作品保持一段距離，思考從作品出
發，又揭露出作品後面的不可見。「當
代藝術就是對於現實世界的提問」，雖
然這句話不知道是出自哪裡（也許是從
哲學是對世界的提問引用過來），但好
像我們很常聽到，不管是在座談、作品
討論或是文章。既然當代藝術是一種提
問，那麼創作者或觀看者，是否在創
作、在展場時也是以提問的姿態來檢驗
呢？所以，當觀眾被告知作品涉及的議
題之後，是否有嚴格檢驗創作者究竟是
以怎樣的提問出發呢？是對現實世界或
藝術政治的提問批判，或是淪為本土意
識下「愛臺灣」的口號。說到這裡，以
本土題材為出發的作品變多了，這裡頭
有創作者自我認同的提升，當然也有議
題正確的依附。形成的原因是諸多方向
的匯合，也很難用一刀切開分兩邊的絕
對判斷。然而，這類議題的作品除了將
土地拍得「波瀾壯闊」、「寧靜高遠」，這
類在環境面前或在地質時間之下，人
顯得渺小短暫，只能在心裡說：「好美
喔」，或者是在展場「遙想當年」的懷舊，
這樣「洗藝術」意思到了就好的打卡狀
態。雖然本土關懷一直是這幾年臺灣的

熱點題材，但我認為以土地文化為題材
的創作是比政治議題困難多了。除了身
分是否合適，一不小心就容易犯了不尊
重、歧視、偏見的錯誤而遭受批評，本
來應該是對世界展現出批評姿態的創作
者，反而成為社會輿論的批評對象。呈
現土地之美、土地之感性的作法就顯得
安全多了。當創作的出發點是這樣，剩
下檢驗作品的內部世界便更為嚴苛，我
認為不少這類題材的錄像創作者忘了必
須要對「影像」有所挑戰，不以走出舒
適圈（不是拍攝環境的舒適，是影像作
品歷史堆疊出來的既定安全區域，有些
在野外拍攝的作品，環境是不舒適的，
但題材或企圖、甚至手法在藝術環境卻
是舒適的）為企圖，而是追求呈現出臺
灣之美、臺灣之殤的道德意識影像，讓
觀眾感覺到「碰觸到臺灣」的某一部分
了，就不好再檢視下去了，結果是只能
按讚、不能批評，如果不看，就是不愛
臺灣。我們只能在展場的幾分鐘反省自
己是否不關懷這片土地，感嘆著「人是
地球上最應該消失的生物」。

錄像作品究竟拍出了什麼？不知道我們
在展場看作品時，還會在我們腦中提問
一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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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藝評

文｜張敏琪｜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博士、獨立研究者

被觀看的年老

臺南美術館與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共
同策劃的「時間眾像： 給每個人歲月景
觀」，是為即將邁向超高齡社會（2025）
的臺灣，提供直面社會結構問題的一種
藝術觀點。展覽以生理、記憶與感知等
觀點切入，呈現了臺灣、日本與美國各
地藝術與高齡相交的多種可能性，包括
創作、展演與社區營造計劃等。有別於
傳統印象認為，年老象徵著肉體與創造
力的衰退，此展覽試圖為我們展示另一
種更具活力與多元的「高齡樣貌」，並扣
緊時間的議題來建構出不同生命階段的
景觀。

的確，年老並不等同於中止，只是藝術
實踐的方式開始轉變。美國學者薩伊德

（E. W. Said）便稱其為「晚期風格」（Late 

Style）―一種走向穩定保守或激進突
破兩種極端的階段性現象。而法國學者
薛佛（J.-M. Schaeffer）也為我們補充了
不同文化對於藝術家衰老的看法： 年老
在東方，往往意味著朝向真正的藝術巔
峰。但很可惜的是，這些觀察並沒有在
此展覽中獲得印證，取而代之的，是另
一種「被觀看的年老」。嚴格來說，展覽
中的創作者大多為中生代以降，即使是
在湯皇珍的行動計畫中，也是從更年長
者的照護經驗中出發。也就是說，大家
所呈現的是「創作中的年老」，而非「年
老中的創作」。這樣的觀點是否能滿足
年長者的失落？抑或是成為另一種關於
年老的樂觀想像？

「時間眾像： 給每個人歲月景觀」展覽現場。攝影｜張敏琪

文｜張敏琪｜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博士、獨立研究者

神聖靈光，當代蛻變

自初代教會發展至今，基督教的神聖圖
像一直是其傳遞教義的重要媒介，因而
也形成了一個相當清晰且完整的象徵系
統。然而在當代，基督教符號的使用逐
漸趨向兩種發展模式： 一是保留在宗教
領域中的聖像，其形式幾乎停留在古典
時代而未更新； 另一則是被挪用成為挑
戰傳統的標靶，藉此展現藝術的叛逆與
前衛。但若聖像在當代該有一個屬於這
時代的面貌，那麼它該會是什麼模樣？
同時身兼牧師與攝影師身份的馮君藍，
便以作品給了我們一個答案。

「光被微塵」是馮君藍近年來較能完整呈
現創作脈絡的個展，展覽中有《微塵聖
像》、《道在萬物》、《草芥》╱《草書》、

《肢體》、《成了一臺戲》等系列共 46 幅
作品，並以人物、靜物、風景等方式來
呈現基督教中獨特的人觀與世界觀。他
擅長以編導式攝影置入大量隱喻與宗教
符號，因而使影像兼具傳統繪畫性美感
與當代人文氣息。因此，即使不具有宗
教意涵，這些攝影影像也夠「美」到足
以吸引目光。而他賦與神聖題材當代性
的關鍵，在於隱喻式的呈現與選用攝影
為表現媒材。不過，馮君藍為了持守藝
術宣教的初衷，仍以大量講述來試圖彌
補觀者在觀看背景上的不足。此舉也顯
示出，今日基督教藝術不只面臨當代化
的挑戰，也有著跨文化傳遞時仍須仰賴
語言的困境。

「光被微塵」展覽會場。攝影｜李繼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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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月 3 日，2022 碎片港第一次線上觀察會議。

時間  2022年7月3日，10:00-12:00

主持人  邱俊達
觀察員  蔣伯欣、黃志偉、蔡佩桂、方彥翔、黃逸民、李書旆、張敏琪、 

郭璧慈、吳尚育、陳嬿晴、蔡宗祐、劉邦隱、王瑀、施友傑
會議側記  張碩尹

碎片港 Shatter Port    2022 第一次線上觀察會議

邱俊達（會議主持人）「碎片港」以人為主體，思考邀稿及書寫的形式，希望打造長期
發展的南方藝文平台，會議著重彼此間的討論，藉此串連每位成員的概念、想法。
「碎片港」將有別於以北部為中心的平台，會議的當下也恰逢台新藝術獎頒獎結束，
儘管這個世代越來越視覺化，卻也體現了論述越來越下降的趨勢。本期將以四個主
題切入，反思以臺北中心的視角，以此發展地方藝文生態的差異性及獨特性，建構
對話平台。今年將針對會議部分做更多書寫及討論，並持續與新濱碼頭藝術空間及
絕對空間串連。

今年的「碎片港」將延續去年的策略，雖因應疫情配套，無法採取實體會議，仍通
過線上會議將所有成員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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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將新增出版專書的目標，國藝會補助審查委員對本計畫有許多認同及期待，稿
費部分將盡可能給到一個字三塊，出版方式希望可以有別以往，以電子書、專書為
主；本次出版計畫將收錄第一期碎片港成員的書寫，作者可再對文章進行更新。將
以第一期作者們較自由的書寫，與本期較明確的四個主題彼此搭配。

自由發言（以全球南方、新常態、海洋和機制順序發言）

吳尚育  我近期關注香港 M+ 視覺文化博物館，透過該館的案例，反思能如何細膩
地去定義一個館舍是否具在地性，是否有不直接表現香港卻又能表現香港的模式。

張敏琪　去年年底從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畢業，我主要做攝影現象學研究，接觸
蠻多不同議題，回到臺灣之後想挑戰書寫一些沒有嘗試過的東西，因為我身處位置
的關係，在雲林、嘉義這一帶有蠻多觀察機會，所以也許可以從這個地方做切入。

郭璧慈　我自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藝術史評與古物研究碩士班畢業，碩士
論文研究對象是當代臺灣水墨畫家于彭，目前服務於臺東美術館，負責典藏及研
究業務。近年在臺東這塊土地上，「南方以南―南迴藝術計劃」受到藝文界的關
注，後續臺東縣政府再推出「南迴藝術季」，提出「大美術館」的施政重點等，這
些都可以作為觀察的主題，特別是戶外與自然地景融合的裝置類作品。另外，臺東
美術館的展覽逐漸朝向主題性方向規劃，每年除了邀請客座策展人策畫主題展，藝
術家個展也和臺東本地的文化脈絡有關。同時也希望深化「南島國際美術獎」的
辦理內容，像是今年與國立臺東大學合作「群島之舷―南島族群美學視域」研討
會，關注原民美術史或工藝史書寫的問題與展覽史的研究方法等。最後回歸到我個
人的書寫方向上，原則上會著重在海洋或全球南方。

方彥翔　我自身的書寫將以新常態為主，經過疫情的波折，無論在社會、政治，還
是經濟層面上都有很大的震動；但是隨著時間的進展，彼此之間的交流也逐漸重新
啟動，重新啟動後便代表著新的能量注入。我在高雄市立美術館展覽部任職，對於
機構及市場層面都有關注，撇開大框架觀察，我認為不妨也可以進入細微的地方去
觀察，關注不同的藝術團體在這一時代下的表現。

陳嬿晴　我自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藝術史評與古物研究碩士班畢業，目前
在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部任職，和南部、南島議題相關的創作者有比較多交流。在

做典藏研究的過程中，我認為透過觀察藝術生態，設定出有論述潛力的空間、展
覽、事件、創作者，蒐集相關口述歷史、藝術檔案等，可以為書寫地方論述提供基
礎、甚至找到新的詮釋可能，發展出不同於北部的在地脈絡。例如劉秋兒在九〇年
代的高雄鹽埕開設「豆皮藝術空間」，曾提出「勞動藝術」概念並策劃相關展覽與活
動，湯皇珍也曾在此策劃「尋找城市 - 港口」展覽，其中身體與日常、城市、海洋、
港口、抵抗意識之間的關係，如何透過藝術空間展覽歷史的重新審視，建構出這個
時期南方行為藝術的某種面貌，值得再做探討。我個人感興趣的書寫方向會是「全
球南方」和「海洋」兩個主題。

蔣伯欣　碎片港計畫在第一年的成果有達陣，有賴俊達的大力協助才能成型，藝評
人的交流與議題仍舊需要更多的交流討論，但主要還是將火力集中在幾個訂定的議
題上，目標是最終的出版品，而預算規模的限制還需要再做討論，究竟要如何將所
有的書寫都收錄在出版中，並聚焦在讓所有的參與者去發展自己的主題。

全球南方的主題，碎片港成立之初就有構想，這之中的中心邊緣中介的重組，地方
美術館、地方藝術季的質變，都可以在高雄市立美術館、嘉義市立美術館中看見對
這些議題有所規劃，對於南方的概念有一個新的認同。再回頭去看今年卡塞爾文件
展的臺灣藝術家也是在談此議題，文件展中也在討論這個主題。

我想談談近期在絕對空間展出的黃志偉「精．彩」一展，我看到了張新丕、新臺灣
壁畫隊、海洋等新的視覺觀點，對於南方的視覺風土、繪畫性，我認為仍有很多可
發展的潛力，就像在高雄市立美術館的「眼蟲計畫」一展也同樣蘊含這些能量； 臺
東美術館近期的女性藝術家學會聯展，也集結到二十年前在高雄市立美術館的女
性藝術家聯展，相似的概念在臺東做處理。另外像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重新整
修，納入了更多的原住民藝術，這樣的框架之下，除了南方以南之外，有更多元的
參與，已經慢慢形成一個多核心的發展，南方的差異、層次性都在此進程中逐步成
長。

專書的部分，希望收錄近一兩年的當代藝術大事，例如金樽意識部落二十年的大
展；全球南方也希望發展其他議題，或屏東的菸廠。新常態在疫情之後新的發展也
很令人期待。這些主題就像是碎片港意識形態、主體的碎片，全球化進入下一個狀
態的發展，雖然表面上看似分崩離析，但是卻有新的狀態產生，並以此作為重組的
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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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志偉　我在早期海洋的這部分是跟著李俊賢老師、魚刺客聯盟、新臺灣壁畫隊等
人、組織一同發展，早期還沒集結之前就已提出海洋相關的書寫，李俊賢老師對於
海洋書寫本身相當重視，他也希望能有更多寫手進入這一主題進行書寫。回到海
洋，王嘉驥提出一個觀念我覺得蠻貼切的，他說這一代的教育是「禁海」，所以對
於海洋仍舊是陌生的，大部分人口中所提的海洋應該指的只是海邊，對於真正的海
洋仍舊有距離，可以說是親海性沒有那麼大。

針對於出版，我在想是否可以尋找企業來去支持這一計畫，讓出版不被經費限制。

邱俊達　今年的計畫我希望能夠將微評論的書寫數量提高，以此方式做到即時的回
饋；如灣岸藝術未來學或是國藝會未來藝術專案，都可以做長期發展策劃，而碎片
港中的主題全球南方、海洋都是以此目標前進。

方彥翔　舉例來說，移工也是我近期觀察的對象，我會思考如何連結到生活，這也
同樣會反映在藝術家的創作表現及觀察上，我個人也希望可以從機構面梳理出框架
的問題，並以此書寫來開啟討論。

蔡佩桂　機制層面，我會思考藝術評論在南方可以做什麼，這有兩個取徑可以考
慮：第一個是獎項，我自己曾做高雄獎和臺北獎的比較研究，對於這個研究主題曾
寫過一書，自己少量的出版，但這裡仍舊有很多可以進展。我研究的方法是取樣高
雄獎得主跟臺北獎得主做比較研究，探討獎項對生態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其中有敏
感、多樣的不同議題。高雄獎近期已經改制變成五大類，影響如何尚待觀察。通過
獎項的研究可以繼續進行臺灣藝術家發展的觀察，譬如究竟是不是不需要透過參加
比賽也能夠在藝壇得到發展呢？第二個取徑則是教育，這包含學院、南部的藝術機
構等，通過這些機構去觀看藝術市場中群眾發展的可能性，以此養成藝術人口，簡
而言之，到底有無所謂的藝術觀眾，都是需要經過教育及經營的。

談到這次的台新藝術獎中，很少南方的藝術家、團隊入圍之現象，許多入圍者的基
地都在北部或是國際，此現象其實反應了生態與整個制度層面，如觀察員、提名人
的位置與觀點可能造成相當的影響，也因此更加凸顯了「碎片港」計畫的重要性，
不僅可以作為南方的發聲管道，更可以促進藝術機構的轉型。

王瑀　可以跟佩桂的機制做呼應及討論。

李書旆　最近去澎湖一趟，發現當地變得現代化、觀光的狀態。近期關注及書寫當
代工藝相關主題，臺南新藝獎、臺南藝博會的特殊性也值得注意，當代藝術生產機
制的工藝性及當代性仍有很多可以探討，國外有「工藝即藝術」的思潮，但在臺灣
比較沒有這樣的觀念，南投工藝所在這些觀念上有所轉移，開始對當代工藝的議題
投注更多。當代工藝涉及到手工性、身體性，它是一個南方性的問題。

施友傑　我目前會整理南部藝文空間的狀態，以及機制面的問題。主要還是針對在
美術館怎麼看待機制的問題及外部空間對於此議題的認知落差，這些都會是我想要
發展的部分。

蔣伯欣　機制研究很有啟發性，可以針對台新獎的南方類別個案來看生態變化，我
個人在 2009年到2013年擔任過複審、決審的評審，實際在執行上面臨許多南北的
平衡問題，若沒有在地的觀察者，要如何回應多核心地方發展狀態，希望可以對於
台新獎二十週年的研究做討論。

黃逸民　我認為南部的發展是一個惡性循環，如果想要爭取話語權，較激烈的衝撞
是必須的，若我們仍舊採取一個較輕微、第三者的角度，很難被看見。或許在觀察
以外，可以提供更多書寫跟行動的建議，將力度拉高，效果才能夠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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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俊達（會議主持人）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張敏琪老師已書寫一篇三千字的文章，
關於鍾舜文在雲林西螺想想文教協會的展覽。然後，先請吳尚育分享參觀德國文件
展的心得，他也書寫一篇關於文件展的文章，已經上架於觀察者的平台。

張敏琪　鍾舜文是我的大學同學，她比較關懷鄉土這一塊（尤其是美濃），她是鍾
理和的孫女、鍾鐵雄的女兒。這些作品曾在其他展覽展出過，之前都是在城市的畫

2022 年 10 月 1 日，2022 碎片港第二次線上觀察會議。

時間  2022年10月1日，20:00-22:30

主持人  邱俊達
觀察員  蔣伯欣、黃志偉、李書旆、張敏琪、郭璧慈、吳尚育、陳嬿晴、 

劉邦隱、王瑀
會議側記  張碩尹

此次會議由每一位觀察者分享及簡單介紹近幾個月各自欣賞或參與的展覽和計畫，
以所見聞提出個人觀點，討論當代策展形式、藝術空間相互合作之方式，以及跨領
域合作的可能性。最後提出共同田野的概念，自由組成田野小隊，進行田野調查，
以供書寫、平台建立、跨域合作等更多能量。

碎片港 Shatter Port    2022 第二次線上觀察會議
廊展出，此次在鄉下展現出不一樣的風貌，作品主要是以膠彩為主，主題則是側重
在描繪美濃的生活。

吳尚育　卡塞爾文件展的文章中提到，此次文件展是由印尼策展團隊ruangrupa策
劃，重要的是藝術串連教育。我去文件展之前先做了一些功課，介紹展場的影片清
晰講述藝術團體的理念，但細節有點粗糙，因此沒有很高的期待，但當進到展覽現
場卻很驚艷。文件展很有效的把微小的實踐結合在一起，創造出相對於南北、東西
方之間的批判不一樣的風貌，開啟一種對藝術還可以是什麼的想像。這是國際大展
中比較少見的顛覆性的觀點。

邱俊達　這次文件展其實是一個反美學的問題，有更多在機制上的實驗。在策展
上，會讓我思考後續卡塞爾將如何發展，是否有可能延續今年的方式，還是會回歸
到過去歐美大型雙年展的模式？思考如何在機制下，不只是以交作業的方式執行？
此外，碎片港、工作站跟新濱碼頭的聯盟方法亦可參考一些文件展的策展概念，用
田野檔案、書寫的方式發展策展，可以以此方向發展一個大型策展計畫，如何以機
構跟地方發展的主題與印尼做串連，發展一些主題性的對話或是長期田調，可以由
單一機構執行或是碎片港的形式。 

黃志偉　關於合作形式的討論，先前有和俊達討論過高雄三年展的概念，過去在高
雄大多談黑、生猛，縣市合併後，城市的文化治理主要圍繞在高雄市，周邊地帶鮮
少談到，所以我想用不一樣的觀點切入，目前的「灣岸藝術未來學」可能尚不成
熟，但是我認為可以先執行，再修正。

李書旆　補充一下，目前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有林書楷的展覽，歡迎大家來參觀。
本次展覽是書楷《陽台城市文明》的延伸，這次加入他去印尼田野採訪的內容及心
得，也延續臺南生活經驗的發展，再加入一些書寫及照片的元素。期待後續能夠再
與書楷合作，繼續發展大航海時代下的系列創作。

王瑀　新濱碼頭的活動、空間的對談，把對象鎖在固定的三個空間。「萬事屋」今
年結束，「重返空間」今年才開始，之後會將這個過程整理成文章發表。

黃志偉　我最近協助高雄市美術館執行內惟藝術中心的案子，以讓在地串連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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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除了找藝術家進駐展出外，也會結合在地居民一同進行創作，最後會在藝術中
心裡面進行展出，也將給參與者立可拍相機做紀錄。這是第一階段的計畫，第二階
段則是紀錄片的拍攝。

劉邦隱　針對內惟市場，因為蔡佩桂老師沒有出席，所以由我來協助宣傳。主要分
為高俊宏老師與佩桂老師兩個部分，一個是旗津公有市場二樓空間，一個是岡山樂
群基地。公有市場曾執行過聯合攤商的計畫，因此他們提供二樓閒置空間給跨域所
的學生駐村使用。另一個樂群村則是眷村老屋，大部分的眷舍會交由觀光局處理，
將轉向為一個觀光化的方式，（我們）已與協會談定，目前可以使用一個空間，現
在由俊宏老師跟劉秋兒進駐，將關注過去岡山的轟炸、戰爭。現在的六一航空場，
場內的老員工學習當時的戰歌，預計在岡山的資源回收廠與學生一同發表。

蔣伯欣　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在臺南藝術史的角色不是扮演某種生產自我主體的功
能，而是向外探討地方性，重要的是跟其他單位合作，因此，時常會針對文資有更
多地方性的討論。例如在澎湖，前年洪根深老師在故鄉成立美術館，對於水墨和批
判性地域主義美學很有發展空間，而他正在醞釀澎湖的跳島計畫，也許可在碎片港
裡執行。另外，我發現最近有許多藝術家在發展水下考古這一類型的創作，例如涂
維政以鯨魚化石為主題創作，參與馬祖藝術島的陳宣誠也是以此概念執行，許家維
也以沈船為主題做創作。這些在澎湖本地已經針對水下文資去做研究，後續不妨作
為碎片港田野發展的路線之一。

陳嬿晴　針對臺南市美術館的地獄展，展示上確實有不盡人意的地方，但以議題來
說，以非歐洲中心主義的史觀來觀看，是蠻值得肯定的。此主題主要關注臺灣跟當
地民俗信仰的討論，但較少看到跟世界之間的連結。我覺得此展覽較有意義的地
方，是與博物館合作，再加入臺灣藝術家。這個做法高美館也曾在特展中嘗試執
行。

邱俊達　今年碎片港的模式和去年不太一樣，希望可以回到根本性的問題。我們提
出共同田野的概念，自由規劃、自由參與，以三人左右為一組。請大家還是要書寫
在地論述的專文、訪談等方式都可以。微藝評以單篇五百到八百字書寫，將不進行
審稿，校稿後即放上平台提供閱覽。

邱俊達（會議主持人）　（回顧2022年藝術事件，提出「藝術季」及「未來性」兩
大關鍵詞，思考近年風行於全臺各地大地藝術季的策展機制及專案計畫如「Act 

for the Future 藝術未來行動專案」等所生產的公共性，更延伸的關鍵字也有「擾
動」、「勞動」以及思考如何將有限的資源最大化。）

蔣伯欣　（提出在大環境快速生產及消費的機制中，以世代對照回應地方主體，同
時在不同的美術館舍中也通過展覽策劃帶出許多可被參照的觀點，進一步思考美術
館發展地方文化教育的責任，地方美術館日益興起也可以擴展出更多元的方向，讓
藝術教育有更廣闊的發展路徑。）

2022年12月18日，2022碎片港第三次觀察會議，於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
攝影｜吳尚育

時間  2022年12月18日，10:00-12:00

主持人  邱俊達
觀察員  蔣伯欣、蔡佩桂、張敏琪、郭璧慈、劉邦隱、吳尚育、陳嬿晴
會議側記  張碩尹

「碎片港」於 2021 年創立，
與臺南「絕對空間」、高雄
「新浜碼頭藝術空間」共同
合作，旨在搭建南方藝文平
臺，於知識及時空碎片化的
當前，透過深度地方觀察的
匯聚，以「自由港」為意象，
生產超越主流藝術定義及論
述邊界的另類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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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成員實體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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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佩桂　近期關注的關鍵詞是「藝術主體性」，以兩個關鍵字去設想，第一個是
「藝術季」，透過延伸藝術季與地方社群間的互動議題，互為主體的狀態呈現，藝
術季是地方限定，雖然有機會產生漣漪效應，但影響擴及範圍仍舊有限；另一個關
鍵字則是「藝術教育」，以教育部及文化部合作執行的文化教育計畫為思考發起
點，此計畫執行範圍遍佈全臺灣，地點以全臺的生活美學館為基地，文化體驗計畫
是讓藝術家進入到學校授課，以體驗課程結合正規課程相互影響，教育現場與社會
交往的區塊更大，此型態的藝術主題性反而更需要重新思考。

張敏琪　首先針對教育作出回應，我認為此議題涉及課綱，容易以其他媒介導入教
學。接續回應「未來性」，指出相較於臺灣近期對未來議題的熱烈討論，法國龐
畢度中心的「杜象獎」（Prix Marcel Duchamp）作品，反而多以當代的眼光回望過
往。

郭璧慈　（主要分享自己服務於臺東美術館的專案執行經驗，以及臺東美術館整體
對於藝術政策與環境的執行方向，與先前幾位成員所提出的觀點相互呼應，並且以
實際案例做出連結，給予在場成員更具現化的想像。）

劉邦隱　（談及文化體驗教育計畫、對於藝術教育體驗的實行方式，並分享自身參
與萬物議會中所獲得的經驗分享，近一步延伸到審議式民主的藝術表現，自身也嘗
試解決觀眾參與的問題，以及自己在雲端論壇發表的經驗，最後也提出文學集合考
證，集合出時空印象的觀點。而對於前述提到的「自我的異國情調化」，提供了八
零年代藝術史發展脈絡，一個在藝術中談藝術的觀點。）

吳尚育　（以近期執行的臺東美術館典藏研究案為發起點，透過執行此案深入地方
美術史的發展之中，反而開拓出別於主流美術史的視野，不使用二元的中心、邊陲
論點，反以地方為出發，思考臺東如何以獨特的面貌來呈現自身，是一種「自我的
異國情調化」；簡報部分則分享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執行臺東美術研究成果《另一
個故事：臺東美術再探》。）

陳嬿晴　（分享與碎片港夥伴一同前往澎湖，由藝術家洪根深、張致中、澎湖返鄉
青年吳鷗翔帶路的田野小隊經驗，簡報中帶出澎湖豐富的海洋、軍事、文史、強風
等紋理以及背後值得發展的研究資源。）

值得留意的是，本次邀請臺南大學研究所學生擔任的觀察員指出，當今南部的年輕
世代已不再直接將自身定位為「南部人」，而是在臺灣島嶼上流動的人，因而當今
對「南方性」或「地方性」的討論，則需更細緻的處理。

蔡明岳　（關心本次提出的計畫的過往以及未來的發展，此外關注生活是否有新的
社群以及元素加入，在機構層面也亦然。最後在「共學」的基礎概念下成立的組
織，是否能有效形成共有資源，最終達到一個超脫補助機制的方向發展。）

本次會議充分展現「碎片港」促成深度地方觀察交流平台的精神，除了定期成員會
議以外，2024 年「碎片港」更將以論壇舉辦及年鑑出版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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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俊達（會議主持人）　目前「田野小隊」的計畫已有澎湖、屏東東港和淡水的踏查。
東港部分志偉會說明，而淡水則預計於三月底、四月上旬間進行，會參訪淡水一帶
的在地藝術家。

2023 年 5 月 5 日，2022 碎片港第四次線上觀察會議。

時間  2023年2月11日，10:00-12:00

主持人  邱俊達
觀察員  蔣伯欣、蔡佩桂、張敏琪、郭璧慈、劉邦隱、吳尚育、陳嬿晴
會議側記  張碩尹

本次會議著重於各觀察員關注之在地論述方向，觀察員首先以藝術獎項的內容及發
展作為討論主軸，除了提出在藝術創作類的獎項不斷增加，但在藝術評論類型仍舊
較少，相較於國外的發展而言，關注度相對較低，而後會議主軸則由各觀察員簡單
分享自身在地論述的觀察方向及書寫近況。

碎片港 Shatter Port    2022 第四次線上觀察會議
今天準備分享在論壇發表的論述的關鍵字有灣岸藝術以及南方未來，我會延續灣岸
藝術的概念進行，或許會多納入關於機制面的討論。

「南方未來」這個關鍵字則是呼應蔣老師先前提及由鄭勝華老師策劃的「南方女神
的逆襲」展覽而來。看過展覽後，覺得展出的內容與我的想像不大一樣，較多談論
階段性發展的語彙，較缺乏有創造性的觀點，覺得展示主題的特色沒有被凸顯，作
品跟典藏關係的論述也較弱，但畢竟我比較不是藝術史專業，因此也想聽聽大家的
觀點。

黃志偉　我先說明一下東港田野小隊參訪的相關事項：2 月 26 日將會前往「大小港
邊」以及東隆宮等地，此外我預計在東港規劃一個展覽、聚會的空間，邀請大家去
當地看看。

另，藝術家吳其錚在都蘭將有個展開幕，他使用當地的土壤燒製、創作，展出時間
到四月，提議田野小隊可以安排兩天一夜的行程去參訪，藝術家本人將可以進行導
覽及分享他的駐村心得。

我個人的在地論述，則會以藝術家陳聖頌的創作作為分享主軸。

蔣伯欣　若過去臺東，可以針對藝術家個人工作室進行觀察，近期有江賢二的藝術
園區開幕，其他的場域較分散在各自駐點的空間。臺東美術館和文化處也同步執行
幾個地方文物館進駐的計畫，例如成功、蘭嶼等地點，讓藝術家進駐在地館舍及周
遭環境進行創作，這個計畫委託在地資深的文史研究團體「東臺灣研究會」執行，
此組織自 1995 年成立，由在地人類學家創始，目前已經傳承至第二代，組織內不
僅有人類學者，也新加入部分當代藝術、藝術史的研究者，倘若有意到東部踏查，
我認為不妨可以跟這個組織做一些交流。

有關藝術評論機制，這邊分享一下我的個人經驗，九零年代的帝門藝評獎，早先是
主動篩選的機制，由評審與觀察員搜集所有的藝術評論文章，再選出得獎者，此種
方式並沒有維持很長的時間，雖然嚴謹，由於過程曠日費時，所以後來改為徵文的
方式，類似現今的鴻梅藝評新人獎，但也僅維持兩屆，無法維持的原因不僅是資源
有限，獎金也無法有效地吸引人投稿，因此徵文獎的權威感，遠不比當時的主動篩
選盛況。回到近期的世安美學獎、鴻梅獎來看，我認為都是有意要創建出可供人積
極參與的平台，但頒獎的舞台仍須具備一定的規模才得以吸引人參與。

藝評的獎助不一定要徵文比賽，不妨可以透過計畫型獎助，以一種陪伴、協助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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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育成年輕的藝評人，今年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開始執行的計畫是育成當代藝術研
究者，協助他們進一步使用更多藝術檔案做研究，所以我認為藝評養成機制發展
仍有很多可能性。另外，也可以參考 AAA（亞洲藝術文獻庫），由美國 Robert Ho 

Foundation 獎助的徵集研究計畫，全球對亞洲當代藝術有興趣的研究者皆可投件，
此計畫的獎助金額也是相當豐厚，得獎者可以到香港研究、受獎以及發表，這是一
個舞台打造可參考的對象。

屏東美術館由鄭勝華老師策劃的展覽「南方女神的逆襲」也是我目前想要發展論述
的方向，關於展示的方式，與大地藝術季展呈方式很不一樣，兩者的基礎在構造上
是不同的，目前地方美術館仍有很多侷限。「南方女神的逆襲」展出除了四個子題
外，也額外拉出小個展，由張新丕及王友邦做為主軸藝術家，展現地方風土與都會
型的不同，以及策展人對於地方的想像。

另外，楊佳璇於嘉義市立美術館策劃的「位移的凝視」一展，運用現代美術跨度到
當代的不同展示方式，以一種翻轉過往師承關係的不同觀點，都是美術史研究展的
新角度。

蔡佩桂　 我認為若碎片港的核心是生產在地論述，並期望這一個組織能有生產的常
態，一個可能的做法是：既然成員中有不少老師，如果可以通過與課程整合，整體
推動上或許會比較穩健。以我上學期開立的「創意藝術評論」課程為例，學生的書
寫多以高雄為主軸，若以南方為例，也曾經以蘇育賢作為書寫對象集結成專欄，又
或是談論地方音樂，如島國空氣等。參與課程的同學產出的書寫量足以構成一個小
專欄，類似此種方式會讓碎片港整體產出更具效率，或是在論壇中額外加開小論壇
來做分享。

此外，有關在地論述，我目前有兩個部分尚在選擇中，第一個是談高雄在地空間經
營，第二個是從藝壇生態的角度談論藝術家的生涯，尚在取捨中。

吳尚育　我的文章主要將從 2022 年卡塞爾文件展，談我在其中所觀察到的南方精
神，從印尼團體 ruangrupa 到參展對象，對於藝術實踐與生活模糊不清的狀態，以
這樣的南方對應到後殖民南方的論述，探索之間的區別和潛力。此外，本次文件展
的反猶爭議，也許會在後續的論壇中補充。本次文件展讓我看見，南方既蘊含潛
力，也潛藏天真與危險。

郭璧慈　我想從近年南部藝術空間和臺東美術館舉辦的幾個藝術家個展，討
論在地論述的書寫方向： 駐地作為一種方法。首先是「一帆風順―高俊宏個
展」（2021/11/6-2022/1/2，臺東美術館），第二是「似即若離―紀凱淵個展」
（2022/6/8-7/17，絕對空間），第三是「她是從本島來的駐村藝術家―劉紀彤個展」
（2022/11/19-2023/1/15，海馬迴光畫廊）。我關注到這幾位藝術家都透過移動到某
地佇留一段時間，進行田野取材和調查研究的方式，去探討關於一個地方的集體記
憶或個體的生命經驗。藝術家的駐地，不僅是返回出生地，或對一個陌生地域的拜
訪，也是跨時空的隔代對話。經過藝術性的影像和文字，編排或補白了關於地方的
歷史。

張敏琪　我的關鍵字是「新常態」、「重啟」，因應臺灣進入後疫情時代，開啟一個新
常態的生活，產生本質不一樣的生活樣貌，發展出兩個方向，第一是「思考未來」，
第二是「回顧過去」，思考未來對應到文學來世的概念，關注與未來性相關的展覽，
例如嘉義市立美術館的展覽「2222」，重啟則是對過往的挖掘，如「南方女神的逆
襲」通過重新觀看歷史來了解當下，雖然兩大路徑都是遠離當下，並且朝不同方向
發展，但最終將錨定不穩定狀態的座標。

另一個關鍵字是「隱喻」，實際案例為攝影師馮君藍在彰化生活美學館的展覽，並
且進一步連結到鄭勝華老師策的「模仿說」侯忠穎個展，兩者同樣運用宗教圖像作
為語言，所以「隱喻」能作為宗教藝術、題材當代化、成為當代藝術重要的路徑。

因此，微藝評的部分會針對「2222」與馮君藍的展覽為主題。

陳嬿晴　我主要以高雄市立美術館的展覽《南方作為衝撞之所》為微藝評的材料及
對象，觀察運用館內典藏品能夠形塑出什麼樣的地方知識，和談及七零至九零年代
之間很多海外藝術家留學歸臺，開展出含有翻譯、知識交會的流動現象，在地論述
也會朝南方、海洋及移動的概念來書寫。

邱俊達　謝謝大家的分享。四月碎片港論壇的主題，應會直接以各專題的關鍵字南
方、海洋、新常態、機制這樣來擬定，祝大家書寫順利，也期待接續田野小隊的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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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港論壇―全球南方、新常態、海洋、機制、邊緣」於 2023 年 4 月 30 日在臺
南地區重要的藝文展演空間「絕對空間」舉辦，本次論壇延續過往以藝術評論作為
核心目標，並且期許運用「建構對話平台」及「發展串連合作模式」的方法學，持續
將能量投注於臺灣藝文環境之中。

本次的論壇參與者不僅包括原屬碎片港組織之成員，還集結臺灣各地致力投身藝文
工作的各領域人士，通過五個子題的分類開展出各自獨到的觀察視角，從全球南
方、新常態、海洋、機制到邊緣，除最後「邊緣」之子題是由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
領域藝術研究所副教授蔡佩桂帶領之學生外，其他子題皆交由計畫觀察員進行發
表，可見計畫本身之多元性外更甚是呼應整體藝術生態發展的強烈氣息。

論壇以「全球南方」之子題揭開序幕，首先由碎片港計畫的共同發起人蔣伯欣以〈碎
片港： 流動聚合的在地實踐〉（關鍵字：地方性、流動、美學政治、跨地域主義）為
發表題目，蔣伯欣關注到疫情下臺灣當代藝術多面向的結構性變化，進而在當代策
展呈現出趨向「在地」發展的現象，梳理出三大項目作為討論主體，蔣伯欣提出的第
一項是以南方意識重估本地前衛運動的美學與政治，第二項則關注到美術館嘗試回
溯到解嚴後本土化中，對於地方性的探討在場與否，最後則提出當代性成為調度時
空的多樣性方法，期許透過碎片港論壇的平台建立，開拓出在地實踐的發展趨向。

「2023碎片港論壇―全球南方、新常態、 
海洋、機制、邊緣」論壇側記

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研究員吳尚育作為「全球南方」子題的第二位發表者，他以〈從
卡塞爾到東港： 幾則南方的變奏〉（關鍵字：南方、身體感、照顧）為題，其發表延
續過往關注的卡賽爾文件展脈絡，特別是在印尼策展團體「ruangrupa」主導策畫下
生產出強調去神聖化、身體經驗的藝術氛圍；通過卡賽爾文件展的實際案例與臺灣
2023 年高美館的「盪―吳瑪悧個展」及林邊的地方創生團體「大小港邊」做出結構
式的連結，並期許能夠在觀察的步伐中踩踏出獨有的全球南方路徑。

第三位「全球南方」子題的發表人為新北市美術館籌備處專案人員陳嬿晴，發表題
目為〈液態的維度―展覽性論述中的海洋與南方意識〉（關鍵字： 液態性、海洋
性、南方性），發表中主要以高雄市立美術館的展覽作為材料，通過不同展覽的實
踐，拓展出如液態流動一般的南方詮釋，亦或是一種對地方性的多維度想像。

作為「全球南方」的最後一位發表人，來自臺東美術館典藏及研究的專案助理郭璧
慈以〈邊界思考： 藝術家的移動與駐地，和地方美術的建置工作〉（關鍵字： 解殖、
移動、駐地）為題，她破題指出近年興起的地方美術史建構實踐，同時舉出自身處
的東部藝術是如何透過策展與創作實踐，導引出另一種像是解殖的觀念，重塑出地
方自身具備主體的知識論和南方藝術能量。

「新常態」與「機制」兩大子題作為第二場次則由獨立策展人方彥翔以〈一則報告： 

後疫情南臺灣藝文生態觀察〉（關鍵字： 新機構批評、新常態、南方生態學）打頭
陣，他嘗試梳理出新冠疫情始末之歷程中臺灣南部藝文生態的觀察，提出諸多不同
的案例回應出如何回應「新常態」，更甚至是在更深層面的提出一種南方角度下的
生態學思考。

第二位「新常態」與「機制」子題的發表人為獨立研究者張敏琪，其發表題目為〈後
疫情時代藝術報告書〉（關鍵字：疫情藝術、Covid-19、後疫情時代），發表主軸以
疫情對全球造成改變以致催生出許多獨特的疫情藝術，並且能夠在遠端作業科技快
速發展的環境下以全新的風貌展出，例如數位化的新冠美術館；同時也回應到臺灣
也存在不少獨特的藝術表現。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研究所副教授蔡佩桂老師則是「新常態」與「機制」子題的
壓軸發表者，其題目以〈當代藝術進入教育： 關於文化部文化體驗教育計畫的一些
參與式觀察〉（關鍵字：共創、文化體驗、體制）嘗試與「藝術進入教育」的政策進
行對話，蔡佩桂以自身實際深度參與「文化不文化體驗教育計畫」的經驗為例，對
於藝術與教育之間的交會是以什麼樣的形式展現？其是否具備共同創造更佳未來的
潛力？

日期  2022年4月30日（Sun.），13:00-17:30 

地點  絕對空間（臺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一段205巷11號2樓）
主辦  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
協辦  絕對空間、新浜碼頭藝術空間
講者  蔣伯欣、吳尚育、陳嬿晴、郭璧慈、方彥翔、張敏琪、蔡佩桂、 

黃志偉、邱俊達、陳沛妤、劉邦隱、劉冠顯、林心衡、潘洛均、 

鍾雨倫、陳畇湘、白任翔、許家峰、游恩恩
記錄與文字整理  張碩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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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的第三場次以「海洋」作為子題，由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系系主任黃志偉發
表〈「土地的精神」―論陳聖頌繪畫中的繪畫〉（關鍵字： 沼澤期、表面、破綻、
繪畫性），黃志偉以出生於雲林北港的畫家陳聖頌為主題，關注到創作者革除當代
潮流的意識與迷思，重新以單純的心境回到繪畫創作、回到土地，除了描繪家鄉的
風景、地景外，還特別點出創作者長時間在自我與繪畫中搏鬥的狀態，並以同屬創
作者的視角攜手剖析畫家創作下的繪畫性。

「海洋」子題的第二位發表者為淡江大學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助理教授邱俊達，其
發表題目為〈海境之南的碎語―灣岸藝術的近海十問（上）〉（關鍵字： 邊界、海
洋現代性），發表的命題始於對海洋與海島該具備什麼樣的認識，才稱得上一個島
民此問開始，與海之間的邊界形塑出背後衍生的如政治、經濟等議題，而海洋的現
代性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被建構，邱俊達通過海／島之間斷裂的經驗出發，重新
思考在地論述的課題。

〈海洋的包容性〉（關鍵字： 海洋、女性、移民）是「海洋」主題第三位發表者獨立
藝評人陳沛妤的發表題目，她通過講述自身 2022 年參與臺東金樽海灘的駐地生活、
展覽經驗，並且梳理出自身身份在其中的轉變，更深度的去彙整出自身進入其中是
因為什麼樣的因素而產生共鳴，是如何的相似又如何更進一步的融入其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的碩士生劉邦隱是「海洋」主題的最末位發表
者，其發表以〈追憶似海年華―望安島田野調查報告〉（關鍵字： 藝術轉動社區、
田野調查、望安島、駐村、地方發展）為題，劉邦隱除了講述其執行的藝術進駐計
劃是替未來進駐藝術家提供更完備的資源與知識為出發點，更提出在田野調查的過
程中開展出超乎原先規劃下的方法學，更期許藉由此次的前置調查讓藝術進駐不會
僅止於地方的景觀化，而是能夠加深人與環境之間的連結。

末場的發表以「邊緣」作為子題，此一場次是以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
所和美術系研究所之研究生進行發表，發表主題分別涵蓋影像閱讀、性別議題探
討、媒體與身體之間的連結，通過精彩的發表及實體作品的展演開拓出多元角度的
藝術觀看視角。

4 月 30 日，「2023 碎片港論壇―全球南方、新常態、海洋、機制、邊緣」論壇實況。攝影｜楊佳璇

4 月 30 日，「2023 碎片港論壇―全球南方、新常態、海洋、機制、邊緣」論壇實況。攝影｜蔣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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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今年年中，三級警戒導致一切都變成遠距時，那時應在新浜碼頭藝術空間擔
任經理的邱駿朋邀約，寫了一篇後來並未發表的文章〈從邊陲走進外圍―致「新
浜碼頭藝術空間」的新血，文章內容就如題目，大概是要談透過新浜所見的一些在
南部從事各種藝術活動的年輕世代（其中當然有一部份出自高師大美術系背景），
以及從某種比較像是老師的位置表達某種觀察兼期許。但撇開在高雄教書的這個背
景因素，要說什麼根基於南部的在地論述，我可能會先退後幾步，神色不安地表明
眾所周知的那種我並不那麼在地的理由來予以婉拒。

但藉著參與「碎片港」這個主要以「南方」為觀察標的的系列性論壇，「在地」還是
成為我思索的標的之一。事實上，前述邱駿朋的邀稿之所以會以年輕世代為寫作對
象，也和我參與「碎片港」的經驗有關，這是因為「碎片港」成員雖一大部分跟我處
於相近世代，卻也邀集了一些年輕世代。這群主要以「藝術行政」身份參與的年輕
人，在幾次論壇中，都分享了他們目前的工作概況，像是前述的邱駿朋或同樣在新
浜工作的王瑀，今年一月於「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的論壇聚會中，便讓我印象深
刻地表現出某種我在它們年紀時絕對離得很遠的「專業」姿態，而且，這種「專業」
並不只限於技術意義而已，而是還包括了一種出於在地的懇切關懷―我事後回
想，當初答應邱駿朋的邀稿，並寫下那篇副標為「致『新浜碼頭藝術空間』的新血」
的文章，大概就是出自參與「碎片港」的這些令我記憶猶新的感受。

基於上述，當邱俊達囑咐我要寫「在地論述」時，我第一個想到的便是這些出現在
南部的新生代藝術行政或策展人，事實上，不僅是新浜有了新血，包括臺南絕對空
間的施友傑、朋友們親暱地稱「小海馬」的海馬迴光畫館的經營者黃婷玉與吳宗龍
等人，也從過去只是活動的參與者逐步蛻變為實際的經營者，這種換血現象也成為
我在想像何謂「在地論述」時必須面對的座標，事實上，相較於總是湧現年輕人的
藝術家階層，近幾年雖也偶見各種「藝術行政」培力工作坊或相關斜槓議題的出現，
但若要論及臺灣藝術社群的世代流動現象，南部的「藝術行政」較之於資源更豐沛
的北部一直不太容易看到新面孔，於是，這群尤其是在高雄與臺南耕耘的年輕人的
出現也就別具意義。

僅以新浜為例，我認為這種意義可以透過兩個不同面向來觀察，一方面是較為公共

試論美學特異性的失去， 
嗯這是我不那麼在地的在地論述
文｜簡子傑｜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術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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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面向，諸如在這群年輕人參與下所表現出的某種機構風格，再者，則是私人的
部分，針對後者，其實與我們的學院師生關係有著更大的關聯。

總之，就前者而言，例如在新浜 2021 年年度營運計畫中，便可以很明顯地發現，
機構合作的層次變得更多也更廣，除了如過去與臺北的替代空間新樂園、高雄的
「哲學星期五」，乃至中山大學的多年合作外，還出現了一項「當代藝術╱環境，文
字書寫」計畫，「碎片港」便以「臺灣田野藝術工作站」之名出現其中，另外我們也
能發現新浜與很近的「駁二藝術特區」開始有了某些水平方向的外擴可能； 而今年
三檔主題策展也有部分展覽內容涉及社群連結，諸如邱俊達的「再社區―過渡．聚
合．創生」便透過中山大學社發中心的既有網絡，聚焦於新浜所在地方的生活紋理
與公共性議題，而「徵 LOW ―空間改造計畫」則轉而關注年輕藝術家的生存議題，
某種意義上，還將年輕藝術家較傾向自身的創作思考導向至機構自身，所謂的空間
改造也因此寓意著某種對於藝術空間未來的可能期待，實則，不僅多年來我們在已
經看得很習慣的新浜已經難以想像它可以有什麼其他樣，也很少在這裡看到這麼多
年輕人的聚集。

另一方面，就私人部分來說，早先在給邱駿朋寫的文章中，我用了「外圍」這個字
眼，其意之一，在於描述某種從涵蓋範圍更大、更抽象的概念領域轉向日常的私人
領域趨勢容我長篇引述這篇未發表文章―所謂「外圍」還包括這群年輕人他們的
聚會情境：

聚會的情境設定就很不同，不同於前輩們激昂地把酒論藝、在荒原般的文化領域中
開疆闢土的雄心；現在的新浜連同一群年輕人轉往一盞咖啡或空腹虫大酒家等文青
氣質多一些的店家進行聚會，言談中除了關乎未來出路等慣例般的青年焦慮，或也
摻雜了撰寫計畫書或結案報告時屬於行政事務的煩躁之情，而他們抒發情緒的方式
大概不會是面向畫布來展現其表現主義式的奔放，話語裡的關鍵字也少了主體性、
南島、邊陲乃至打狗這些曾經在九零年代讓高雄藝術圈唸上兩句時必然伴隨的雄渾
腔調，小的概念看似取代了大的概念，行動瀰漫於處理行政的日常事務中，然而，
與其讓情感膠著於形像渾沌的集體性格，外圍感卻讓這群年輕人更願意繼續在地而
非北漂發展，鄭明全在他積累著新浜碼頭第一個十年歷史的碩論中曾提及的「『不
斷被替代』作為一種美學徵候」，讀來依舊讓人十分動容，但今日或許已經失去了
美學特異性，無論是替代、流動或外圍，其實已經是結構在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的
感覺模式。

但回頭看這段年初的文章，我也開始思索我這種語焉不詳的「美學特異性」究竟是
什麼？前輩激昂的辯證依然必須是我們或更年輕世代往前邁進的公共性基石，只

是，如果說將「不斷被替代」轉換為某種美學徵候的觀點，有點像是將現實納入藝
術的計算中的一種思考方式―例如「在地」一詞最語意閃爍之處，我們會發現，有
時正是因為在地是阻礙了藝術事業發展的現實，若為了克服這個現實，便將在地賦
予某種美學價值，但這種觀點的置換不僅完全沒有改變在地與現實的關係，更有著
遮蔽了透過外顯的公共性判準來修正現實的疑慮，而這種美學化的在地更是將決定
權保留在主體的意識狀態中，因而將私人化了各種得以從外部進行檢視的症狀。

這種寧願將現實保留原樣的傾向也出現在近期的「碎片港」論壇中，論壇中，王瑀
曾提及在一次與北部來訪的年輕策展人對話時，對於這些遠道而來的訪客預設了南
部的策展是所謂「在地策展」的觀點感到詫異，對她來說，「策展不會是為了在地，
而是在地與策展這些都是諸多活動中的一環」，當然我們可以將這種回應視為「藝
術行政」忙於核銷與應付各種偶然時會立即浮現的一視同仁態度，某方面來說，我
想臺灣疫情稍緩後爆量的藝術展演無疑也加深了這種感受，但我們其實也可以這麼
看，相較於領航者望向遠方的理念以及熱衷於主觀意義的藝術家，藝術行政所承擔
的往往是他人的意義，而為了拉近理念與現實之間的距離，這些建造在藝術行政無
止盡勞動中的「在地」，往往本身就貼近於地板並緊靠他人的生存，況且這些藝術
行政專業者因為都很年輕，更注定了他們在階層化的組織系統中處於被支配者的位
置，在這些不利條件下，他們不僅難以將在地看成是某種目的性，遑論將在地與現
實的持續鬥爭予以美學化。

或也因此，在現在的年輕世代中，他們已經很難將資源的匱缺視為生產性的美學價
值所在，他們面對的是一個更為嚴酷的由各種瑣碎構成的現實，這個現實摻雜著公
共性與私人，並將兩者堆疊為他們所居處的生活世界，這不太需要他人置喙「喔喔
你們是在地」。

不過，儘管我上述觀點其實還是回答不了什麼是我的在地論述，但這種失去了美學
特異性的在地，這種尤其表現在南部年輕的藝術行政專業者身上的感性可能還是為
在地留下了某種更像是側寫的記錄吧，這還讓我想起今年蘇育賢在絕對空間的一場
講題包括「南方」的講座自述中，曾尖銳地描述自己可能只是在「南方」的「旁邊」：
「南方是什麼我真的不知道，也沒特別放心上，所以也沒辦法說自己身上有沒有某
種或多或少的南方的什麼。當然我也不確定自己是否身處南方（應該不是），搞不
好其實離南方好遠的？還是說剛好就在南方旁邊？相處起來沒毛病所以也沒察覺？
真的，我沒特別思考過南方這件事」。

「旁邊」似乎呼應了那失去了美學特異性的「外圍」，但我確實試著思考過南方與在
地了，我想我並沒有離在地太遠，但我的論述畢竟從未被放在在地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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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費型藝術來臨

今年臺南新藝獎是第九屆，自 2013 年起，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和中華民國畫廊協會
共同舉辦臺南藝博會，並以「發現下一個藝術新星」和「藝企媒合」為宗旨，設置臺
南新藝獎。大概從 2009 年起，臺灣開始出現藝博會風潮。先是臺北當代（2009），
然後是臺南（2012）和高雄藝博（2013）。這類藝博會主推年輕藝術家和入門級藝術
品，並在飯店裡舉辦，不但體現出整體趨勢的改變，臺灣跟上國際藝博會流行的腳
步； 地方政府也開始思考，如何透過藝博會建立城市特色，結合文化觀光與行銷，
帶動更多的人潮。如此一來，消費型藝術品再不是臺灣藝術界房間裡的大象，與藝
博會的興辦同時舉辦新藝獎，是合理的思考方向和選擇，標誌著消費型當代藝術在
臺南的正式來臨。

二、新藝獎的方法學

與臺南藝博會共生的新藝獎，一開始設計的操作方式，是由文化局委託學者專家及
畫廊代表，在公開徵件的作品中挑選 20 名值得關注的藝術家，再從中選擇 6 位給

十字路口― 
對 2021臺南新藝獎的一種觀察
文｜李書旆｜碎片港觀察員

「索卡畫廊」內部一景。柱子
後為新藝獎得主廖昭豪的《懸
臂式擋土牆》，與葉怡利的
《漫步 mini 01》，並置共存。攝
影｜李書旆

獎，並媒合參加臺南藝博會。此外安排這 20 位藝術新星在臺南藝文或商業空間展
出，將 4 天藝博會延長為 30 天的城市活動。或許安排 20 位藝術新星在 20 個空間
展覽，協調工作較複雜，故自第二屆（2014）起，開始邀請策展人統籌展覽。這些
策展人有： 賴依欣（第二屆）、楊佳璇（第三屆）、陳寬育（第四屆）、林煌迪（第五
屆）、陳明惠（第六、七屆）、張惠蘭（第八屆）、吳介祥（第九屆）等。不僅如此，
自第三屆起，策展人也被邀請參與評審，這樣較能掌握藝術家的作品性質，提早進
行策劃工作。

有了策展人的統籌，新藝獎在論述與宣傳上較能聚焦，且按策展人的需要引入國內
外藝術家，展覽層次也越豐富。但問題是新藝獎的「20×20」模式（20 位藝術新星，
20 個展覽空間），似無法突顯出 6 位新藝獎得主的重要性。也因此從第五屆（2017）
開始，新藝獎的操作方式改變為「10x10x10」模式（10 位新藝獎得主，10 間專業畫
廊，搭配 10 位國內外資深藝術家），在策展人的主導下，臺南新藝獎從原來的競賽
與媒合優先，轉向論述與策展優先。這打破新藝獎以消費型藝術和藝博會為主的理
念，使學術型藝術和專業策展崛起，同時建構臺南新藝獎獨特的「大帶小」（資深
和新星雙個展）模式。

一般來說，在建構消費模態的過程中，學術與市場須保持平衡。故自第七屆（2019）
起，新藝獎終於磨合出兼顧兩者的「二階段評選模式」： 首先，學者專家、策展人
和畫廊代表參與第一階段評選，選出 10 位新藝獎得主，再由專業畫廊進行第二階
段評選，選出 3 位具市場性的新星在藝博會展出。如此一來，政府具有競賽的公
信力、專家維持學術的權威性、畫廊平衡市場的商業性。所以臺南新藝獎的操作方

法，是理解臺南藝術發展、學術與
市場、當代藝術與競賽展覽的一把
鑰匙。

但歸根結底，新藝獎的操作方法可
能只適合臺南。因為若沒有臺南 10

間在地畫廊（如： 加力、索卡、德
鴻、絕對空間、大新、水色、醉美、
木木、甘樂阿舎、藝非凡等）的全力
支持，每年提供檔期供策展人發揮，
臺南新藝獎、藝博會及展覽，便不
可能存在。

「醉美」頂樓空間一景。新藝獎得主李欣芫的《奇蹟―經濟、
物理與生物指標》，結合行為表演、空間裝置。使用魚類活體
滿足個人創作是否妥當，有待三思。攝影｜李書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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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象形不會意

今年（2021）臺南新藝獎延續著「10x10x10」及「大帶小」模式，並邀請專業策展人
進行評選與策展。但就個人而言，印象較深者有如下幾事：

首先，要事先規劃行程與交通。臺南新藝獎的主題展覽，主要散佈在 10 個畫廊。
這些畫廊有的不開六、日，有的不開一、二，且大部分都只營業到 6 點。若不參加
市政府規劃的團體導覽活動，欲在短時間內看完，最好先弄清楚每間畫廊的營業時
間，才不至於撲空。另外這些畫廊，基本隱藏在這座古城的巷弄裡，它們大多不能
依賴大眾交通工具到達，事先安排騎單車或電動車前往最好。

再者，畫廊本身就是最好的作品。如：「加力」是老屋改建，巨大木門很有特色；
「索卡」在安平，沙發像在邀請人隨時坐坐；「德鴻」門口的尤伯連納油畫肖像是其
招牌，最近改成「變圖」會眨眼睛；「絕對」躲在馬路後的巷子裡，安靜地展出前衛
作品；「大新」的天井和三樓收藏間非常別緻，可媲美專業美術館；「水色」在運河
邊，鐵梯和窗景都十分迷人；「醉美」是兩間透天打通，開放頂樓後的挑高空間讓
人驚豔；「木木」是豪宅區裡的三角窗，有著臺南人的含蓄氣質；「甘樂阿舎」的地
下室別有洞天，畫廊主人的作品值得參觀；「藝非凡」是新畫廊，有著華麗的旋轉
梯。穿遊這些畫廊本身就是奇妙的經驗，它們不是臺南特色畫廊與空間的全部，但
值得進行一場午後的都市冒險。

第三，廖昭豪和葉怡利的組合十分有趣。每年新藝獎都是資深和新星藝術家的搭
配，但這屆「索卡」的展覽，廖昭豪利用紙漿模擬塑造臺灣海岸邊常見的物件，十

分低限；葉怡利則透過陶瓷創作生
物活動、山石造景和錄像物件，非
常活潑。仔細看，一件葉怡利的
《漫步 mini 01》安置在廖昭豪的《懸
臂式擋土牆》上。這種幽默感和成
熟度，跨出純粹展示作品的界線，
也體現出策展人論述的有效性。它
們皆從擬像產生造形的「象形」出
發，並呈現出低限和活潑的兩相對
反，在一來一往間對兩位藝術家做
了深描，使觀眾「會意」或「不會
意」。適合同時收藏反覆品味。

「大新美術館」內部一景。新藝獎得主葉仁焜的膠彩（後）、蔡芷
芬的裝置（左）與自然天井（右），有機組合成人與環境的故事。
攝影｜李書旆

四、應培養在地策展人

臺南新藝獎今年參選作品突破 400

件，較過去平均增加一倍，可見日
受國內青年藝術家重視。但新藝獎
轉向論述與策展優先，也有逐漸美
術館化、遠離家庭活動、難發展消
費型藝術的隱憂。原因無他，觀察
歷年臺南新藝獎的評審委員，約是
學者 2人、藝術家 1人、策展人 1人、
畫廊協會代表 1 人，畫廊 1 人等的
模式。表面公平，實則不然。

這些學者、藝術家或策展人都來自藝術學院，且常擔任各地美術館的工作和評審，
角色重疊、同質性太高，不論如何投票，學院永遠大過畫廊，理論始終贏過市場。
雖然第一階段評選，可與畫廊協調出若干消費型藝術，進行藝企媒合；或將部分學
術型藝術，視為商品或可消費品。但在整個評選媒合的過程和策略上，以學院老師
的品味為主，其實是朝向市場的縮小，而非擴大； 是仕紳化（gentrification），而非
生活化（everyday aesthetics）；是使畫廊配合學院作美術館工作，而非畫廊藉學院自
主提升並健全市場，進而搭配藝博會或城市旅遊活動。

從這點我們便可預期，參加臺南新藝獎的活動者，不論競賽或展覽，都會逐漸以藝
術學院學生為主，並排除真正具消費潛力的市民大眾。因為對市民來說，看展只是
休閒活動的一種選項，在專業畫廊裡看展有其嚴肅性，既不能嬉笑打卡，又沒有餐
飲服務。除非對藝術家舉辦的手做活動有興趣，否則攜家帶眷跑遍 10 處展覽，是
很辛苦的事。更不消說，對學術型藝術，主辦方要想辦法導覽，使老嫗能解；對消
費型藝術，不是服務買家，而是包裝成學術精品，藉獎項背書。

臺南新藝獎正站在十字路口上。或許新藝獎一開始就不曾以消費娛樂為主要目的；
又或許新藝獎還有許多可能性，不至成為學者專家自我感覺良好的活動場域，或固
化成千面一律的官辦美展。在個人看來，臺南新藝獎要玩出獨特性，和藝博會搭配
增加市民關注度，成為真正接地氣的城市活動，就該應積極培養在地策展人，而非
迷信外來的學術權威。因為只有在地才真正理解臺南的需要，與藝術家和畫廊緊密
合作，使競賽或策展兼具學術和市場。

總之，新藝獎只是學院的展演舞台，抑或存在普羅的社會可能，仍然值得期待。

「木木畫廊」內部一景。新藝獎得主李迪權的香港反送中木刻
版畫，與洪東祿的抽象繪畫搭配，不易理解。攝影｜李書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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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書旆｜碎片港觀察員

記 2021年臺南藝博會

臺南三月份的藝術大事，「臺南藝博會」
應該算一個。自 2012 年起，畫廊協會
開始在臺南舉辦飯店型藝術博覽會，至
今應該是第九屆。臺灣最早的飯店型
博覽會是 2009 年的「臺北當代藝博」
（Young Art Taipei，YAT）。當時邀請畫
廊在臺北喜來登飯店展覽銷售，並打出
「開房間，看藝術」的口號，吸引很多人
關注。某種角度來說，飯店型博覽會由
於空間小，一般是以新秀藝術家且價格
容易入手的作品為主； 但也因為是在飯
店房間裡展覽，如何讓人印象深刻，就
是一門大學問。

今年的臺南藝博會不像以往在大億麗緻
飯店，而是改在後火車站的香格里拉，

原因是去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大億麗
緻停止營業之故。一如往常，藝博會每
次展 3 天（3 月 12 日至 3 月 14 日），再
加一個晚上的 VIP 之夜，同時舉辦「臺
南新藝獎」，透過主題策展與相關講座，
讓活動能聚焦、增加能見度並產生綜
效。

就個人而言，2021 年的臺南藝博，印象
較深的有三件事： 第一，具象雕塑、精
緻圖像或普普相關者仍是主流。如： 某
藝術家將不知是否獲得授權的國外動漫
角色畫在美金上，取了一個不知如何發
音的英文名字，並刻意不以真面目示
人，然後透過在藝術博覽會裡銷售塗鴉
藝術，來表達他所謂的社會反思與政治

林書楷的《倒數生活軌跡》。
攝影｜李書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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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鬥爭。第二，科技藝術的未來危
機。如： 某畫廊出售跟行舟有關的錄像
作品，作品尺寸依牆面而定，展出時有
數位電視也有投影，那麼若購買後該如
何展示較好？經詢問答案是「隨便」。又
如： 某畫廊展出某藝術家 10 年前的錄
像作品，結果數位相框明顯出現老化現
象，液晶上的蜘蛛斑明顯的無法忽視，
難道藝術家要保固一輩子嗎？經詢問答
案是「喜歡可以帶」。第三，類書法與水
墨的作品頗有市場。如： 某藝術家寫的
類書法，形式是舊的、但內容是新的。
這次又是全壘打，全部都是紅點，去晚
了買不到。又如： 某藝術家利用水墨，
呈現空靈陽台或機外窗景，十分當代。

至於利用各種媒材仿山仿水，或加上幽
默荒誕的小人，族繁不及備載，也常令
人驚豔。

或許臺南藝博與其他藝博最大不同，是
在地畫廊或空間的支持，可以同時舉
辦衛星展或新藝獎。這次在藝博舉辦
的同一時間，便有在地「么八二空間」
（182artspace）在佳佳西市場同步舉辦「彈
跳藝術展」（Bouncing art show），展示
林書楷等藝術家的作品，也非常有趣。
期待明年的臺南藝博，能多出現幾個秀
異的臺南藝術家，真正做出特色來，吸
引在地群眾瘋狂購買，也刺激北部藏家
包車下來，邊買邊玩。

科技藝術的未來危機。攝影｜李書旆

文｜蔡宗祐｜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繪畫組博士

沒有細節的刷痕  楊寓寧的繪畫

編號0 0 1沒有細節的刷痕

不知道是否喜歡在雨中行走，也許是要
依靠心情來決定。究竟雨中漫步？雨中
踱步？雨中遊蕩？雨中迷失？不管如
何，雨中的景物是還在等待清洗乾淨的
模糊狀態，看得到形體，卻還看不到細
節，有時候像隔層紗的女孩，也有時候
像已經現身的鬼魅，他不只是在要看到
沒看到之間，也在感受及未感受到之
間。

我想，應該比較接近散步或漫步吧！為
什麼會有肯定的答案浮出？是因為筆觸
的痕跡，筆刷走過宣紙的痕跡。我是這
麼判斷，像是偵探辦案的職業病不自覺
地上身，也像是獵人看著地上動物的腳
印做出判斷。從地面留下的腳印可以判
斷山豬的體型大小、運動能力。以前我
也喜歡從運動員走路的樣子判斷他究竟

楊寓寧的繪畫。圖片提供｜木木藝術

是田徑選手還是籃球選手。所以，根據
刷痕的舒緩痕跡，這樣的給出判斷。

編號0 0 2與血緣的錯位

我第一次遇到水墨畫，是什麼時候呢？
是在怎樣的情況下呢？也許這篇評論，
或者我不知道能否稱為評論或是看展心
得，沒想到竟然可以從現今藝術界最流
行的考古學式風格切入。面對作品的各
種發現就像是挖掘出土的各種文物，先
不帶判斷的加以分門別類，打上編號，
貼著標籤。

我試著回想，打開自已的記憶資料庫，
不從作品自身的藝術史。應該是還沒唸
書時家裡的門窗貼的門神及福祿壽、客
廳的佛祖漆。再來是電視上古裝劇裡
面，然後是廟宇，有些餐廳店家掛的
山水、瀑布、梅蘭竹菊，然後是高中
開始的水墨課使用的各種皴法及芥字園
畫譜。我開始從樹、石、山、水、瀑
布、遠山、點景，然後到街景、人體、
工筆，體會線條輕重轉折及濃淡乾濕膠
的墨分五色，最後意識到水墨畫繁複的
規矩，因為覺得無聊而對水墨再也不感
興趣。當初喜歡就是因為它一支筆、一
個梅花盤、倒點墨汁，加點水就可以搞
定。相對於其他媒材： 油畫需要準備的
顏料畫筆調色盤及畫布，雕刻需要的器

1 4 0 1 4 1



2 0 2 1微藝評文選

具材料，就連攝影設計也需要買上昂貴
的器材電腦。水墨畫的材料特性理應有
信手捻來的輕鬆跟即時感。既然有著輕
鬆感跟即時感的材料特性，畫面的呈現
卻在長久的文化反映上呈現著厚重的文
化思維。在作品前人變小了，如同點景
人物只是畫面的一小部分； 又或者回應
當代必須是潮男潮女、又或者是網路世
界或如此緊密著貼和著現實世界，又或
者被必須回應時代氛圍被按在了地上，
說是在教你認識土地。

然而在水墨畫前是會感受到時間的，除
了水墨畫本身的歷史時間，題材所蘊含
的時間外，也感受到創作者層層堆染、
皴法所花費的時間。所以通常水墨畫在

材料上雖不像油畫顏料有著厚重感，但
還是能透露出薄卻不輕薄的氣息。所以
有時候難免會不小心犯了想給太多的問
題。因為不想給得太簡單，但難就難在
給的簡單。楊寓寧的畫法則像是單色刷
過，走過就不再回頭。筆刷寬寬緩緩，
沒有什麼包袱，自成一格地繞著形象。

編號0 0 3  滲出的空間

回到展場，好像可以聞到一些潮濕的味
道，觸發的不是嗅覺，而是視覺感受，
眼前的景物不是融化、而是滲出。是一
種不確定或未完成的，總是包含著想像
或某部分的缺席。然而，滲出雖然讓形
體或場景模糊了，失去準確或細節，但
滲出也是讓形體比預期走得更多，多走
幾步，不多不少，不在原地，也沒跑太
遠。雖然看得少，但想得多。

走了好一陣子，就在黑與白還有灰的空
間裡，也像是在霧茫茫的山嵐雲層，但
沒有被一絲濕氣停留。拉回了還站在畫
作前面的我回到了現實，因為視覺是聞
不到濕氣的，不過感覺好像可以，那種
滲出、霧霧、濕濕的感覺停在鼻子上。
如果說作品指向未來，應該也可以指向
另一個平行時空吧！

那個時空，好像比較空曠安靜，有著靜
物、植物、盆栽、雕像、也會有鱷魚在
花園裡爬行，還有一大片的空白。如果
真有那個時空，那邊應該也正在下著毛
毛雨吧！

楊寓寧的繪畫。圖片提供｜木木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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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重點將以各觀察員提出之關鍵字搭配舉出實際案例作為整理重點。

碎片港第一次會議

會議主持人邱俊達提出兩個關鍵字分別為「介入」及「索引」，並且以屏東「落山風
藝術季」及「歐布澤宇宙」兩者作為實際案例對照，延伸出藝術家除了運用場域的
特質外，有什麼樣的方法更深層的介入並開發在地議題及美術館典藏展的再思考。
觀察員蔣伯欣主要以各館典藏展示之展覽作為主軸進行討論，除同樣提及「歐布澤
宇宙」外也納入嘉美館之書法展及高美館的「南方作為相遇之所」等展作為實際案
例。觀察員李書旆則提出「生態」作為關鍵字開啟討論，並舉出「臺北雙年展」、「臺
灣雙年展」兩檔展覽作為實際案例，延伸思考展覽命題中針對生態、生物、物種和
環境之間的關係。觀察員蔡佩桂提出關鍵字「政治」（藝術的政治力），以駁二的「若
水，如火，有聲」一展作為主要討論案例，展延出政治的可能效力之討論。觀察員
王瑀提出「檔案」、「典藏」作為主軸關鍵字，並且舉出如藝術家李立中、藝術空間
佐佐目藝文工作室兩者作為實際案例呼應。觀察員陳沛妤提出「靈魂性」、「動物」
作為關鍵字，並以新竹動物園改建時所策辦的動物主題展及臺灣雙年展作為實例。
觀察員簡子傑則以實際案例如臺北國際藝術村的「繞道而行」一展和黃奕捷《紙建築》
相關計畫作為切入，透過以上例子的操演內容對應到社會現場。觀察員蔡宗祐將
作品敘述觀察作為起點，舉出如臺北雙年展、臺灣雙年展等實例進行論述，並且提
出當代作品中運用敘述為方法進行創作。觀察員施友傑提出的關鍵字為「典藏品復
刻」，並以南美館的展覽作為實際案例，其自身觀察書寫對象以南美館為主，拋出
典藏品復刻展出在機構中如何賦予作品新的刻度。觀察員許遠達以國家展覽機構作

文｜張碩尹｜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評與古物研究碩士班研究生

2021碎片港會議紀實

觀察員  蔣伯欣、蔡佩桂、簡子傑、許遠達、李書旆、蔡宗祐、王瑀、 

陳沛妤、施友傑、黃微芬、鄭雯仙、黃韶安、吳欣怡
合作單位代表  黃逸民｜絕對空間、邱駿朋｜新浜碼頭

為主要觀察對象，針對館內展覽機制與展覽策劃問題作出評析。觀察員邱駿朋主要
針對高雄藝文空間作為主要觀察對象，主要實際案例為新濱碼頭及白色記憶空間。
觀察員鄭雯仙提出影像作品是近期展覽主流，卻很難以完全消化。

碎片港第二次會議

會議主持人邱俊達提出兩組關鍵字，分別為「現場」及「共融藝術」（青年共創相
關），對應到日本「Responding」計畫及 2021 新營藝術季銀齡特展―新摩登年代 

La Nouvelle Vague，關注的面向涵納「媒介」與「現場」之間的關係，開展出疫情時
代下的藝術展演如何參照。觀察員蔡佩桂提出之關鍵字為「生存」，並以嘉美館之
展覽「補風景的人―方慶綿的影像與復返」一展作為案例，實則在討論疫情對於
藝術展演的衝擊。觀察員邱駿朋則針對自身生活近況做出分享，也同樣針對疫情生
態下的藝術發展做出反思。觀察員蔡宗祐提出關鍵字「敘述語法」，相對抽象的關
鍵字中舉出了諸多於臺南藝文空間的展覽及臺南新藝獎。觀察員蔣伯欣的觀察除了
在藝術獎項（如高雄獎、全國美展及桃創獎）上有所著墨外，也提出一種由藝術家
發展出的身體性和動員集結的交陪方式。觀察員施友傑同樣關注臺南新藝獎和嘉美
館的展覽，後續延伸出針對臺南藝文空間之間的連結關係薄弱的問題討論。觀察員
王瑀舉出「島過來：吳其錚個展」及「實話中的神話」兩檔以陶瓷作為主要媒材的展
覽，中心命題也皆能夠回應到臺南地方及創作樣態。觀察員簡子傑以自身的經驗做
出分享，除了提出擔任獎項評審的經驗外，點出藝術生態發展的過程中已然有許多
展覽之外的可能性正在發酵。

碎片港第三次會議

本次會議以各觀察員對展覽的觀察及關鍵字作為主要核心議程，會議主持人邱俊達
首先破題點出「南方藝評群」的碎片港核心概念，觀察員蔣伯欣則提出「文化協會
一百週年」作為關鍵字，除了舉出如國美館、臺灣文學館及北師美術館等機構內的
展覽外，也對於疫情下的藝術生態發展提出封鎖狀態下的更多可能性。觀察員許遠
達提出關鍵字「境」與「物」，其嘗試運用自身策展的實際經歷回應關鍵字，並且額
外提出青年策展培力的相關議題。主持人邱俊達延續策展培力議題作出回應，觀察
員王瑀接續此關鍵字提出「策展人駐村」，並以臺南替代性藝文空間「節點」所執行
的計畫作為案例，主持人邱俊達提出關鍵字「培力平台」作為回應，並且舉出 2008

年鳳甲美術館的案例，點出策展培力可以是以階段性發展的方式執行，這也是疫情
線上化之下的一種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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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員蔡佩桂則以回應先前疫情下展覽的應對，提出「發生」及「被看見」兩組關
鍵字，關鍵字的發生是源於自身觀展經驗，舉出如蔡坤霖於麻豆總爺藝文中心展出
的「糖混水」和陳侑汝與區秀詒的線上展「如果家庭旅行」，點出疫情無法開放下的
展覽應對方式，除了運用主動邀請的方式外，線上不外乎是一種應變。後續其他觀
察員如李書旆、王瑀、施友傑、陳沛妤及主持人邱俊達也分別提出對應到線上形式
的關鍵字，如李書旆提出「線上展覽」及「數位觀眾」，並且舉出各界人士如何針對
疫情衝擊下做出應變，王瑀則接續提出如「距離」、「數位典藏」和「展演形式」等關
鍵字，並以沈克諭於《臺灣數位藝術網》發表之文章〈疫情下的網路與參與〉作為延
伸討論，施友傑也提出如「交流」、「線上展覽」等關鍵字，以臺泰交流展作為案例
發覺到內部也大量使用線上形式交流。陳沛妤延伸提出「臺灣南方」、「南方以南」、
「印尼」及「東南亞」等關鍵字，她以線上展覽的觀察舉出《南巫》導演張吉安結合
當代藝術與表演藝術形式的作品為例，也提出會針對臺灣南方作為後續觀察重點。
邱俊達於會議的最後提出「雲端陪伴」及「未來學」作為關鍵字，並分享自身與數
位轉型產業接觸的經驗，同時分享自身參與的書寫及活動以何種方式應對及未來發
展。

碎片港第四次會議

會議由觀察員提出近期觀察及關鍵字，首先，由觀察員蔣伯欣以關鍵字「所在」延
伸對於地方性的觀察，回應疫情大環境之下，地方生產的可能性，同時舉出如陳界
仁發起的《大眾葬》和徐文瑞的《本草城市》作為案例分享。主持人邱俊達提出「在
地論述」作為關鍵字，同樣也以《本草城市》作為案例，但不同的是以北投展為例，
以在地論述的角度來看，所謂的地方性也因為地方館舍的增加開展出新的角度去處
理地方問題。觀察員簡子傑則提出「地方策展」作為關鍵字，並以「辶反風景」一展
作為實際案例，此外，蘇育賢的《登玉山途中》作為典型的當代藝術作品，不僅回
應且復返地方現場，卻又夾帶許多本身是當代的一些設定，展現出不一樣的美學與
地方特性。觀察員李書旆最後點出「地方感的形成」作為關鍵字，他指出地方感的
形成要透過學習，在經驗的過程中也要伴隨知識性的啟發，另外也因為有更多的節
慶活動帶入更多的觀眾去介入藝術，在這樣得狀態下仍舊會出現如社會性控制等面
向的問題值得深思。

臺灣的當代藝術圈，近年吹起了一股「南方熱」。在這一波以「南方」為名的展演中，
逐漸展現對南方作為「地理」概念的鬆動，轉向南方作為「方法」的可能，從中關注
主流藝術論述外仍待開發的場域，由此邁向多元史觀的可能。在當下對南方與藝術
的熱度中，評論能扮演什麼積極的角色，進而去深化「南方」概念下所能展開的種
種潛力？對於南方的相關實踐，在評論上是否亦能有不同的方法論？甚至能在交流
平台的創造與規劃下，使複數的南方（Souths）視野得以異聲共鳴？

回應上述反思，「臺灣藝術檔案田野工作站」（Taiwan Visual Art Archive, TVAA）（以
下全文簡稱 TVAA），則於 2021 年 1 月 7 日在該工作站於臺南的工作室舉辦「論
述之後―在地書寫與平台實踐」論壇。本活動出自該工作站的「觀察者報告： 南
方藝評帶動計畫」，以該工作站及其藝評網站作為專業服務平台（碎片港 Shatter 

Port ―南方藝術生態觀察計畫，簡稱 Shatter Port[S/P]），旨在提供一個整合臺北
以外、臺中以南的藝評交流平台，以學者、跨世代藝評人、策展人、藝文空間、藝
文工作者為交流對象。

本次論壇分為臺南、高雄兩地藝術生態與評論發展觀察。發表成員皆為「觀察者報
告：南方藝評帶動計畫」的觀察員與參與者。發表人員組成多元、兼具不同世代的
交錯，在發表次序與內容上，亦呼應著本次論壇的命題「論述之後」，不以宣言式
地去定義「何為南方」，而是從每位講者的位置及實踐所得的觀察，隱約透露各種
「南方」的可能，彼此間以如碎片般共鳴，呼應本計畫「碎片港」的意象。為保留當

文｜吳尚育｜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研究員

論壇「論述之後―在地書寫與平台實踐」
活動側記

[ 文章轉載 ]  吳尚育，〈在南方，乘著生命與碎片啟航：「論述之後─在地書寫與平臺實踐」論壇側記〉，《典
藏今藝術 & 投資》，2021 年 2 月，頁 1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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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論壇這種彈性的結構，本文的報導將依當日發表的順序進行書寫，並於文末提出
幾個所交叉出的關鍵字進行思考。

臺南藝術生態與評論發展觀察

首位發表人為絕對空間總監黃逸民，帶來絕對空間的介紹，提出對藝文空間與在地
性的反思，如是否作為位於臺南的藝術空間，就只能以推廣臺南在地藝術家為主？
亦或可向臺南藝文社群引介其他縣市與國家的藝術家？此外，該空間亦希望藉由不
同方式打破地域性疆界的限制，如以展覽影像於線上發表的方式，將臺南的藝術展
演向外傳播； 或反向思考，不以臺南藝術家向外走，而以「來溫家―藝術家工作
室國際對話系列」計畫，邀請國際藝術家、策展人到臺南藝術家工作室進行深度交
流。他同時思考該如何將藝術家留在臺南。

TVAA 的研究員李書旆，則分享該工作站的「技術與藝術的生活實作計畫」，該計
畫以臺南在地工藝作為考察對象。他提及當代多將工藝視為傳統領域，然而在民間
匠師的概念中，自身的創作早有別於前輩的不同變革（如匠師陳三火以剪黏表現打
籃球的題材）、甚至有從工藝的實用性過渡到審美物件的狀態（如周美智的陶藝）、
又或於國外留學的教師帶來對工藝的不同概念，都讓工藝與當代藝術有更多的對話
空間，因此工藝本身即有著豐富的內在脈絡及當代性，對其進行深度研究、工藝史
及匠師生命史的建置，都成為更加認識在地創造性活動的關鍵。

作為藝術接案者的陳沛妤，則回顧自身的書寫歷程，於臺南藝術大學動畫與影像美
學研究所的論文研究，即跨越電影／當代藝術／科技藝術／錄像／表演等範疇，打
破傳統對固定範疇的想像，亦反思自身於臺南讀書卻「坐南朝北」研究北部藝術的
狀態。之後則增加了藝術創作、藝術評論、藝術行政等多重身份，認為多重身份更
能幫助自身的書寫。傾向以「在場」、「參與」展覽、對藝術家的了解，進行更直觀
的書寫。認為對自身生命的關注，終將成為啟動書寫的原初。

TVAA 的研究員黃韶安，則介紹「臺灣藝術檔案田野工作站」的發展與工作項目，
指出該工作站關注民間的現當代藝術作品及檔案（如書信、日記、口述記錄等），
以徵集、調查文獻檔案，並與作品串聯進行獨立研究。她同時以「異化與新生」為
主題，介紹自身所進行的研究，以二戰後作為非中心藝文場域的京都作為觀察對
象，提出在遠離中心（東京）而滯後的藝術市場發展及競爭意識之下，所能產生的
另類路徑，如戰後以京都大學為首的社會運動、八零年代的京都藝術大學與關西
New Wave、九零年代的行為藝術及夜店（club）文化等。

作為藝術家及國中教師的蔡宗祐，畢業於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繪畫組班博士班、以
繪畫作為創作媒材的他，認為能由創作者的眼光切入，提供審視當今被視為傳統媒
材的繪畫的不同觀點。在地域性方面，他則認為不必強調南北、南島等概念，觀點
才至關重要。

本場次最後一位發表人為絕對空間的藝術行政施友傑，以爬梳展覽史的方式，反思
藝術生態／生產、臺灣藝術主體性、策展機制的關係，他認為當今應打破國際／本
土的劃分，以南方觀點進行探索，此觀點並非地理上的概念，而是在南方所能展
開的議題間來回探索（如東南亞、原住民、新住民、在地藝術家與藝文環境、民俗
等）。他同時反思該空間的「絕對放送」藝術評論徵文，僅徵求對該空間展覽進行評
論，其中可能的限制性。

高雄藝術生態與評論發展觀察

本場次同樣以藝術空間工作者作為開場，首位講者為新浜碼頭藝術空間經理邱駿
朋，以新浜碼頭的發展作為思考對象，提到該空間成立於 1997 年，早期以藝術家
俱樂部的方式經營（與高雄市現代畫學會關係緊密），2009 年後，轉向公共財的
方式經營，使成員開始思考空間營運、演練與公共事務的運作。2017 年逢該空間
二十週年，亦開始思考空間於在地更積極的角色，進而開始舉辦藝文人才培力、與
在地社群互動的「公民客廳」等計畫。他同時思考於在地方空間發展的過程中，如
何持續保持「創造性」團體的狀態，空間是否會成為另一個中心品牌、空間需要不
要有根等問題。

彼勇・ 依斯瑪哈單（Biung Ismahasan）為來自高雄那瑪夏的布農族策展人，他反思
如何界定原住民藝術、是否有原住民血緣論外的界定方法、誰才能為原住民發聲，
並思考在臺灣的語境下，原住民藝術資源、論述、知識體系的分配關係。他以「回
到土地」（maluskun mas dalah）作為方法，強調貼近在地文化實踐所能展開的視野。
此外，他認為在原住民藝術中，中心／邊陲的問題並不存在，因為原住民藝術本身
就具備國際性，強調原住民藝術應勇於拋棄包袱，尋找更多與其他族群及世界原住
民藝術對話的可能。

藝評人簡子傑，則分享他頭幾次參與魚刺客評圖的經驗與衝擊，他發現他在北部習
慣的論述模式（如藝術形式、表現策略、藝術脈絡等），無法在魚刺客成員間的討
論發揮作用。他觀察到他們的論述與實踐更為直觀且來自活生生的生命經驗，如在
林純用描繪檳榔樹的風景畫中，檳榔樹並非符號，而是如藝術家所解釋，反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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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人口外移的現象―檳榔栽種所需人力少，為遺留在當地的老人家最容易照顧
的作物。他亦提到處理臺南「中國城」此一題材的南部藝術家，對待該議題也有著
深刻的生命記憶連結，有別於近年來流行於北部，以後設角度處理廢墟或田調的作
品。他比較展覽「南方作為相遇之所」及「秘密南方： 典藏作品中的冷戰視角及全
球南方」，認為儘管在方法論上兩者有對話的空間，但在前者他更能看見「作品」，
後者他看到的較是「文件」（藝術作品於冷戰結構中的鑲嵌）。他在南部看見一種讓
他羨慕的直接性。

任教於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的蔡佩桂則以自身的書寫、教學、策展等
經驗，提出幾個非典型實踐的可能。在《典藏今藝術》開設「簡子傑 X 蔡佩桂專欄」
後，她開始有了更多的書寫機會及邀約，如擔任台新藝術獎提名觀察人，然而剛開
始交件時，因缺乏「標準」格式的概念與經驗，反而更自由地以詩作為藝術評論繳
交。也在沒寫過多少篇藝評之下，便在該所開了「創意藝術評論」課程，並以「我
什麼都可以當藝術來寫」作為理念，鼓勵學員自由地書寫，並發表於平台「藝若是」
（Those As Art）之上。她認為在沒有任何設定之下，反而能從生活性的視野，展現
藝術書寫的生猛。最後，她提及與旗津國中合作的 USR-HUB 計畫，藉由該校舍整
建的機會，提出透過藝術連結社區的種種實驗，如搭冰屋做微氣候實驗、結合家將
與 Cosplay 文化、向學生介紹劉秋兒等。她認為所謂的「南方」精神，就是在沒有
明確的方法下，也無所畏懼，把握各種機會，藉著「做」中學，產生生猛的力道。

本論壇最後一位講者王瑀，現就讀高雄師範大學美術系碩士班美術理論組，一路歷
經「河南 8 號」的共同經營、新浜碼頭藝術行政、創作等。因經營高雄在地空間的
經驗，開始思考在高雄不同空間的意義、對資源的想像、社區連結等，也意識到高
雄空間之間彼此斷裂的問題，因此希望藉由書寫去創造空間之間的延續。她體認到
人的關係會改變、空間會結束，但卻能藉由書寫給予紀錄。

論述之後：生命經驗、生命驅動、在地與平台

藉由上述對臺南及高雄藝術生態與評論發展的觀察，可發現當中的講題相當多元、
且不具備直接連結，唯一的共通點為皆從在南部所進行的實踐出發。在此，則呼應
著本次論壇的題目「論述之後」： 一、在擁有較多藝文資源及被評論機會的臺北之
外； 二、本次論壇中，有多數講者並不認為自己是藝評，只是由生命本能驅動使
然，而提筆書寫，本座談亦對這類型的書寫給予肯定；三、本次論壇並不以一個大
理論框架為前提，而是從各自不同的位置出發的實踐，顯露各種主流之外的視野。

因而，便有別於 1990 年代高雄論述系統中的二元對立（「本地／外來」、「都會／非
都會」、「主流／非主流」），或西方／在地／鄉土等論述模式，反而從每個在地的實
踐中，展現每種「地方性」的細微特質及潛力，再藉由平台（如碎片港計畫）的建置，
使得如同碎片般的各個實踐，能在此相遇，彼此連結和對話。在地方性的思考上，
亦顯現出希望尋找地方語彙，但卻又不希望被該地方性限制的思考；在地方藝術空
間的經營上，亦能看見更與地方社群互動的企圖；在議題方面，則有位於非中心的
藝術實踐、工藝、檔案、繪畫於當代的再探、原住民藝術、民俗、東南亞、地方實
踐等值得持續探索。相較於由理論出發、或「專業」的藝評書寫，本論壇所匯聚的
由生命所驅動的書寫，展現著豐沛的生命力，只要以「生命」直面「在地」，皆有可
能產生具潛力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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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簡介

「碎片港―南方藝術生態觀察計畫」由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Taiwan Visual Art 

Archive, TVAA）協同臺南絕對空間、高雄新浜碼頭藝術空間於 2021 年發動，鑑於
當前藝評生產平台以及論述觀點多為北部中心，因而邀集多位臺北之外的藝術院校
學者、年輕藝評人、策展人等，一同通過對臺北之外藝術生態的觀察、書寫來構思
「在地論述」與「平台實踐」的方法與內涵。

本次論壇為計畫觀察員之年度觀察分享，涵蓋疫後新常態、風景與地方性、流動的
在地、機構與機制變遷等主題，希冀通過現場講述與對話交流來建構更為動態性、
生產性與行動性的論述實踐。

日期　2021年11月20日（Sat.），13:30-17:30

地點　新浜碼頭藝術空間（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64號2F）
主辦　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新浜碼頭藝術空間、絕對空間
講者　簡子傑、黃逸民、邱俊達、蔡佩桂、蔣伯欣、 

 李書旆、蔡宗祐、王瑀、許遠達、施友傑、邱駿朋
記錄與文字整理　黃微芬

碎片港―南方藝術生態觀察論壇側記

邱俊達：今天的論壇，希望通過各位觀察員今年度的觀察重點的分享，來凝聚所謂
「在的論述」的思考。

蔣伯欣談「碎片港」―關鍵字：知識生產、碎片化

從第一次論壇的時候，就很多人在問，什麼是「碎片港」？首先當然是因為新冠疫
情的蔓延，加速了知識生產的碎片化，在創作跟展演都走上線上之後，評論好像也
是被數位串流沖積而成；我們也知道，網路上所謂的治理，就是演算法的操作，藝
術是要強調的人的感性經驗，成了被控管的對象，而且大數據的生產，也在刺激我
們窺視的慾望，我們也在消息這樣子的慾望來創造流量，手機也加速了我們影像訊
息的交換，變成點機率和貼文流量。

人文在這個新的資本主義的新技術之下，我們都變成了一種新型態的「元人」，就
像臉書改成 meta，我們的生命開始外部化； 在這種狀態下，疫情的發生在我看來
比較像是一種隱喻，終止了我們習以為常的知識生產模式，促使我們在封城和隔離
狀態的恐懼中改變，QRcode、實名制、疫調……，我們現正經歷一種新的主體化
的階段，包括書寫、論述、發言、展演活動都受到這個時空特殊的限制，使得我們
的匯聚，有點像是在數據串流之下，偶然沖積而成的自由港。

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能跟跟新浜碼頭做一種港彎的滙集跟結合，不受演算法治理、
不受匿名串流操控，當生命擱淺時，也許這樣子的終止跟懸滯，才是藝術它可以重
新開始的可能性。

邱俊達談「灣岸藝術與邊界美學」―關鍵字：邊界、路徑

首先，我想通過陳界仁的《路徑圖》一作，來展開灣岸藝術與邊界美學對於邊界與
路徑的關注。《路徑圖》的脈絡，與 1997 年一艘馬來西亞的貨櫃船，因利物浦碼頭
工人的罷工，無法卸貨，開始在全球流浪，從英國、美國、加拿大、日本，最後被
臺灣的高雄接納，但這個接納卻是把它拆除掉。陳界仁點出了，臺灣沒有參與全球
的連線罷工，究竟反映出什麼樣精神狀態，以及必須透過重新虛構臺灣的參與，方
能重新梳理一些可能的歷史脈絡以及精神狀態的問題。

我對南方的思考，其實就是邊界的問題； 我會一直想到馬奎斯《百年孤寂》裡的邦
迪亞家族離開了原鄉，一直朝著有海的方向前進的故事，上校經過非常漫長的旅
程，海好像就在前方，可是卻一直到不了，我很喜歡這樣子的意象，就是移動、路
徑，跟不斷去接近邊界的狀態，那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可能性？或許，這可能就是
跟高雄的距離。

我對海，就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對象，如何維持這樣的距離，去觀看這個海跟島
嶼，是我在思考的在地論述的重點；我自己這幾年的觀察脈絡就是偏向藝術祭的操
作，到底非都會型的藝術祭的操作狀態，它如何去重新處理關於邊界的問題、移動
的交通路線、海岸線，或者是因著地理而形成的落山風的界線；這樣子的界線，它
有什麼樣的可能性，去發展不一樣的藝術的生產和美術，正是我在思考的問題。

簡子傑―關鍵字：世代交替

「碎片港」讓我看到南部的藝術生態已經有了一些不一樣的變化，雖然還是會陸陸
續續出現新生代的藝術家，但新的藝術行政、包括藝評跟策展也都冒了出來，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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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的「海馬迴」，已有「小海馬」開始主導，或是在新浜的駿朋、王瑀，高師跨藝
所的賴曉瑩等，南部的藝術社群其實一直較少生產出專業領域在藝術創作以外的新
世代，這點很值得關注。

至於從文獻回顧來看，90 年代到 2000 年初，當時關注南部的藝術社群，基於與北
部的比較，會強調它的「邊陲」，並試圖將這種資源分配上的不均詮釋為某種美學
特質，「邊陲」就有這種意涵，一方面是美學性的，另一方面還隱含著某種意識形
態立場，至於俊達提到的「邊界」感覺上日常得多，但或許是因為年輕世代傾向將
政治性視為隱含在日常生活中的東西，這或許也是年輕世代的駿朋跟王瑀不太傾向
用邊陲這種概念去討論事情的原因之一，他們看到的南部其實更難被美學化成某種
對象。

邱駿朋談「異質社群的串連與地方實踐」―異質社群的串連與地方實踐回
應：灣岸、未來學

進入空間運行期間不妨發現，這幾年更加明確地將組織、機構一詞放入由民間社群
組成的場域內，因此在因人而聚、發酵的場域，我們試圖想像的美好烏托邦進而產
生變動，置入最低限制外的不同機制或者更加社會的現實度，即使這項機制遠在臺
北而言也已履行多年，然而回到南部卻可發現完整功能性的公協會是不具存在，身
處具有相當條件的人民團體內相對有足夠的機制、社員、歷史脈絡可以做到公共問
題，不過或許是多年以藝術團體的思考脈絡下運行空間以及南部藝術家性格走向，
不妨發現更多以美學的純粹性出發，即使談論公共也差邊的思想概論出發，現況的
拼裝內容我們如何由併行到逐漸專精機構內的的分類研究，視為這段期間服務於新
浜碼頭所體悟出地感想。

因此我們將以 2021 年空間營運期間所工作的內容，試圖找出些端倪。以及拋問，
二線城市的我們，大多可以看著北方的方法再設法調整切合自身的可能，地方卻又
游牧的我們需要什麼。

王瑀―關鍵字：培力機制、微型機構

我 2019 年來到「新浜」工作時，曾在北部朋友邀約下，合作關於年輕藝術家實質需
求的討論計畫，當時討論會分為試水溫的北藝場、以及正式的北場與南場，在北場
的討論會大概因缺少一些對於資源分配有實際運作經驗或想像的人，結果討論最後
很可惜地類似抱怨大會。因此在後續的南場活動前，我實際訪談了幾個臺南、高雄
的藝術空間與藝文工作者，詢問他們自身相關的經驗，以及對於藝文環境的觀察和

認為年輕世代藝文工作者的需求為何。在整個系列活動結束後，我發覺我們常會落
於資源僅是錢的貧困想像，同時扮演著期待他人給予資源的一方，卻不曾想到自己
其實可以成為聚集資源、給予別人資源的一方。

這兩年累積了一些與朋友一同觀看展覽、討論創作、經營空間、練習佈展……等的
共學經驗後，以及在今年重新回到「新浜」做行政後，從朋友們以及駿朋身上看到
各種想像資源、分配資源的可能性，駿朋嘗試在進行一些計畫時，以一種較為「健
康」的方式「挖坑給別人跳」建立合作關係，例如： 在進行展覽計畫時，尋找技術
不是那麼純熟但有可能性的藝術家擔任拍攝影片的技術人員，由我們給他薪資共同
成長。希望這樣的策略，使得已經要邁入 25 週年的替代空間，不僅止為一個被動
的展出空間，而是能成為類似微型機構的平台角色，在各種計畫中讓想進入藝文環
境的人，在有收入的前提下有些練習技術、交流互動的機會，期待可以長成某種具
流動性的培力機制，甚至對南部未來的藝術環境有著正面的帶動。

蔡珮桂談「高雄跨藝之生；從建軍跨域基地藝術村的分層共生談起」―  

關鍵字：分層共生/跨領域、生活、生存、衍生（甚至占領）

建軍跨域基地藝術村的特殊性在於，它是少數的劇場跟視覺藝術混合在一起藝術空
間，兼有一些文創的小型的產品進駐，但它其實是藝術家長期生存的工作室，所謂
長期的意思是，它跟一般藝術村短期駐點的狀態不一樣，它不是二個月、三個月的
進駐，而是有點像租賃關係，藝術家承租之後，只要他沒有想要離開，就可以在那
邊待二年、三年，甚至五、六年以上，所以它的本質是生活。

為何我會覺得這是一個分層共生的案例？「分層」我覺得是一種跨領域的可能性，
有點像是大海，隨著海洋不同的深度，棲息著不同的物種，每個物種都有它自己的
獨特性，有點像是平行時空，可是邊界並不明顯，他們也會有交疊的地方；或另一
種想像是，有點像陳界仁的《幸福大廈》裡，房間住的生活者，每個人都有他自己
的精彩之處，存在每個房間當中；建軍跨域基地就有點像這樣子的結構，但很重要
的一件事情就是「生活」，你會看到非常瑣碎的生活性跟所謂的「藝術」並行在一起，
導致這個藝術看起來，並不是當代藝術核心的藝術圈所期待的樣子 所以當我們在
講這件事情的時候，其實我們是在講連結， 也就是在這樣的分層共生本身，就是藝
術的連結。

蔣伯欣―關鍵字：新世代

「新浜」這麼長的時間，見證高雄藝術生產好幾個不同的階段，剛剛王瑀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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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高興的是，看到不一樣的思維，那個思維不一定是在地方主體性的生產，它
有結合了其他的社會的力量，這些社會的力量到底對於藝術空間，有沒有什麼不同
的生產方式？有沒有因為這樣，年輕的藝評寫手找出了自己特殊的關懷、特殊的書
寫的面向？在你們寫《新浜碼頭》雜誌的時候，是不是已經有一個新世代的美學出
現？還有新世代對在地性的觀察，有沒有一種特殊的路徑？我們能不能提供資源讓
他們可以朝這個方向再去往前推進？就是說有一種新世代的可能性，這是我比較好
奇的地方。

黃志偉―關鍵字：生猛、世代

我來接「新浜碼頭藝術學會」第二屆理事長，因為本來就跟李俊賢他們混在一起，
所以就會承接洪根深、李俊賢他們當初成立這個協會的概念。過去他們都是談「黑」
或者「生猛」，我在《新浜熱》復刊號就講，一直在談高雄的在地，談了那麼久，好
像是一種地方保護主義，不然就是講「文化沙漠」，或是「生猛」，我感覺是詞窮了，
沒有別的話可以說了，大部分畫會的人不是人情交陪，就是跟官方要資源，所以我
對「新浜」的確有期待； 初期《新浜熱》就是我一人校長兼敲鐘，帶著我系上的同
學幫忙弄，就這樣子而已，現在《新浜熱》復刊，我比較期待的是，跟新的年輕的
藝評，希望他們能夠帶出一條新的論述的路線，「生猛」的世代應該要結束了，我
們不能再吸前輩乾扁的奶水， 而且整個過去的工業城市已經改變了，現在已是新灣
區，我蠻想找機會去聽現在年輕人有什麼困境跟需求，是我們可以幫忙的，以他們
的思維提供協助，而不是我們的思維。

黃逸民談「國際交流與駐地計畫 -臺泰交流」―關鍵字：線上、媒體、同溫
層重組

今年因為疫情，所有的活動都要線上化，我們就把絕對空間的二樓改造成一個小型
的攝影棚，讓臺泰交流所有的對話在這裡產生；展覽方面，我們在還沒解封之前就
做了實體的展覽，另外也有做線上的展覽，所以在疫情期間，我自己感受到的未來
可能發生的狀態，就是藝術接觸介面的媒體化。

媒體化的現象，可能以前我們沒有去思考，或者是抗拒，會覺得藝術就是要現場去
接觸、互動等等，但我覺得這是一個趨勢；在這個被強迫要用媒體來進行的過程當
中，一方面觀眾也逐漸適應，或者說大家也發現，這其實是可行的，這「可行」會
不會變成是不可逆的狀態？而順著此一面向發展？雖然現在已經解封了，但我覺得
這個潮流是無法被忽略的。

在這種情況下，假設媒體成為藝術接觸最重要的一個介面，會不會有一種狀況，就
是人的現實關注層面會越來越窄、越來越精，但國際連結會越來越暢？

過去臺南、高雄、臺北的區域關係未來會真的不見，各自可以通過網路媒體到世界
各地去，我覺得這個趨勢是有可能的； 再來是「同溫層重組」，在媒體時代，活動
爆炸，所謂的「藝術同溫層」它會被分散，原來同溫層會被打散成一小顆、一小顆，
再各自去發展出新的同溫層，會重組，所以我們定義的藝術，它會各自發展出不同
的面向跟能量，所有的空間也必須要重新為自己定位，找到集體生存的方法，這是
在這波疫情底下，我所想到的。

許遠達―關鍵字：再寫生、深描

我 2017 年在李俊賢的「海波浪」展覽就談到「寫生」這個議題，後來又策劃了在高
雄的研究展，就覺得是不是可以對「寫生」這個老掉牙的藝術表現形式，能夠進行
再觀看？以時下流行的說法就是「復返」，到底以前我們是怎麼看待我們自己的地
景？或以前的景觀扮演了什麼被影響的價值？

李俊賢早年曾參與一個畫會的寫生，當時愛河明明臭不可聞，但他卻看到有的畫家
筆下的愛河，美得像塞納河畔的風景，他對此印象深刻，我們的寫生到底怎麼了？
為什麼你看出去的影像，不是你看出去的影像？為什麼我們的美學把「寫生」變成
是很 low 的東西？所以李俊賢開始嘗試在照片上面畫東西，它有很寫實的地景及繪
畫性的趣味，我覺得這個可以作為「再寫生」觀看的一種方向； 高千惠老師在嘉美
館館刊的「辶反風景」展覽專題中提到了「深描」，也就是對於一瞬間的地景，你如
何對它進行深刻、有點像慢動作的描述，這或許也可以作為「再寫生」的一個出發
點；假設我們在接下來的寫生，是對地景進行一種比較深描式的寫生的話，或許寫
生也可以作為一種表現方式，為地方提出某種個人或群體觀察式的論述。

蔡宗祐談「關於寫生跟我的繪畫」

寫生到底是藉觀察去描繪世界，還是藉世界去驗證自己的繪畫觀念？藝術圈的人談
到「寫生」都會說，這到底是創作者在現場畫，還是看著照片畫？對寫生的擁護者
來說，因為照相機的使用才造成寫生的沒落，所以在追求快速便利的情況下，對景
物按下快門，比不上現場停留三到五分鐘，甚至一二個小時來得深刻。我覺得是差
不多，現在藝術界的討論也有這樣子的思考，難道蹲點蹲久了，就有深度的思考
嗎？我一直這樣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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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畫風景畫，雖然是在工作室完成，不是在現場，但是那些風景，大部分我都自己
去看過，是有感覺的，如果你對那個風景沒有感覺，就只是描繪而已，我是有意識
到我不要描繪，所以都會先研究一下才畫； 很多人到現場，是帶著大師的範本去，
意識到這些大師的範本，你要畫一張風景畫非常得困難，因此，當你面對景物、面
對滿滿的繪畫知識，你要破除這些觀點會覺得難以下筆時，我認為，寫生才是開
始，繪畫也才開始。

施友傑談「南部藝術空間在地意識與實踐的重新集結」―  

關鍵字：美術館、在地、培力

近年來地方美術館的興起與設立，能夠達成盤點地方資源、建構在地美術史、推展
地方藝文活動等方式，來凝聚地方認同，更期許可以帶動地方相關產業的發展。原
先設有美術館的這種縣市，如彰化、宜蘭和臺東，也開始重整相關資源；這樣子的
現象，亦被稱為第二波的美術館熱潮，凸顯了在某些觀念的轉向，即是當全球藝術
的觀點不再是明顯主流觀點的時候，有一個單一或少數的區域、原先較為邊緣的觀
點逐漸開始被重視，地方美術館也可以開始從地方美術史的書寫，來建構並回應大
敍述的轉向，形構新的地方美術史。

以臺南市美術館為例，觀察它這一、二年的展覽可以發現，在地藝術家的社群，已
經開始受到南美館的召集而動員，逐漸成為南美館要去實踐的一種藝術的可能，這
也促使臺南的藝文空間要去重新思考，南美館成立之後作為替代空間的轉變，重新
思考其定位跟功能；我的觀察心得是，不論是藝術空間的經營者或是參與者，都應
該要不斷思考自身實踐方式的必要性跟重要性，以及要如何更努力地回應地方。

陳沛妤談「從參與中部當代工藝展的藝術行政，思考藝術評論的靈感來源」

以《轉身之藝： 從駐村看當代工藝》為例，這是工藝中心首次比較明確的以當代工
藝為命名的展覽，有兩位國外藝術家到現場創作，我當時擔任的角色，是藝術行政
結合駐村助理（駐村特派員）來陪辦駐村藝術家走訪各個工藝工作室還有材料廠，
收集材料。

在這過程中，我並不只是一個行政或是助理的身份，我也有跟國際藝術家參與討
論，提供一些中部的歷史脈絡和藝術交流平台資訊，跟藝術家相互討論與分享，一
起研究。

以藝術評論在執行藝術行政的身分時，跟藝術家的互動還是要回到這是你應該要做

的事，不能再把自己當作評論的角度一直問藝術家創作概念是什麼？或創作手法什
麼？而是在旁邊陪伴跟觀察、聊天，一起生活，跟藝術家共同成長，從中去獲得自
己想要研究的跟書寫材料的一些養份；透過跟藝術家學習一起創作的過程，對我的
藝術書寫也有非常不一樣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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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3 
焦點觀察
碎片港年表是由「焦點觀察」與
「觀察員實踐」所整理而成。「焦
點觀察」為觀察員於兩期計畫
時程中所關注之藝文展演事件，
「觀察員實踐」為觀察員自身的
策展、創作、論壇等藝術實踐。
團隊希冀通過這兩個範疇的彙
整，搭配事件的「關鍵字」，來
呈現本計畫不同於紀錄型編年
史之處，即觀察員在類型、議
題以及實踐上的長期關懷，以
及所匯聚出的「南方觀察」性格。

2020

2020

2020

2020/1/7-2020/2/17

嘴巴與牙齒： 
群體中的共同與差異

 旝宆窛㲹㔽忞

窛䩹   鶬〿   窛蟨

2020/10/29

楊俊：藝術家，合作
者，他們的展覽與三個
場域

 䃬珆銊〿䐽

淕壽   㦳麋㓦沷   

2020/10/6-2021/1/10

辶反風景
 鈷銸壈襫銊〿䐽

䂛䐽嗴   䎼杛     

2020/12/17-2020/12/30

自我手相觀測－提案一
場未來展覽 ＠旗津國中
未來博物館

  晪爠霽跤    鲊蟬橀

鰱昷嶯㙞   昦䍰矇   

贜窹䐽

2020/12/19-2021/4/2

再現傳奇： 
洪通百歲紀念展

 靰攢壈銊〿䐽

爥㬦   涍踃鶬〿   

炓䂣

2020

2020

2020

2020/09/26

「如果我們和魚一起發
聲」工作坊

 䗮夊俋牆鋅跤宆

梪鮃   䙲   晪爠   

鏮䌄

2020/10/16-2021/5/23

賴志盛：繞梁
 㳟䓁㟙䐽

﹕╪   棞旿   裶艀

2020/10/29

「魚音音樂盒」 
工作坊

 晪爠霽跤

晪爠   旝鐵   䙲

2020/10/8

旗津燒！旗津國中校園
空間改造工作坊

 晪爠霽跤

晪爠   㧔㨵䐚   

敭鲇

2020/6/6-2022/7/2

邊界都蘭― 
想像與實踐

 靰椑銊〿䐽

㮗翨   蠩炓   蠩炓

2020/6/13

旗津的滋味― 
旗津本事 2020

 晪爠瞡獫—恖墡哊鞈｜ 
晪爠蛼桰䂛鐵▕鰱

䏴窹   蛼銲   晪爠

2020/12/17-2020/12/30

未來校園實驗室：旗津
國中校園空間改造行動

  晪爠霽跤    鲊蟬橀

樍齦   絔嶎   裶䂣   

敘㬬

2020/12/17-2020/12/30

探索扮裝：家將與 
Cosplay 的對話

  晪爠霽跤    鲊蟬橀

樍齦   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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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1 年度
文化體驗教育計畫南區
研發中心主持

  攢㯵酴迗壈    鲊蟬橀

旝誼䗪䕭   斊鑇   

樍齦   鶬〿   旝㟍

2021/2/6 -2021/ 3/6

介自然―家族系譜 盧
明德、郭挹芬、盧之筠
聯展

 羕洤䅏鞈銊〿䐽

靕磢   咲晜   擏帓   

⻒鉝   㐈諦剓棞

2021/5/8 -2021/9/12

TAKAO．台客．南方
HUE：李俊賢

 䗮䇕壈襫銊〿䐽

詬咃   攢昷   犦爁

2021/5/13

「對自然的感恩―狗
母魚鬆」手作工作坊

 晪爠瞡獫—恖墡哊鞈｜ 
晪爠蛼桰䂛鐵▕鰱

筯瀭䙲   狆俢    

鰱昷

2021/7/17-2021/8/29

mapalak tnbarah 路 
折枝―Pulima 藝術
節 同盟關係成果展

 靰瞃耾魍旝誼唚䕭﹕

椑鷗．當璑   㯵魖螻㫠   

2021/3/12-2021/6/20

挑釁世界：對中心主義
的反抗

 䃬珆銊〿䐽

Provoke   跤妕醖䓁   

欨嘪俋㭠

2021/9/11-2021/12/5

由林成森
 鈷銸壈襫銊〿䐽

楁毷   䅏㳚嘪   

2021/10/1

高師大藝術研討會―
「藝術之動」：論藝術所
實踐的各種動態

  輬醢蔠㔑桰    鲊蟬橀

巃蓜   㭘鋅   

鶬〿唚㤖

2021/10/15-2021/11/14

移動聚落― 2021雲
嘉嘉營視覺藝術連線

  昦秞旝誼跤宆訅酽、訅鲈
耣娡倀嶯㝧婘、鈷銸壈旝誼
鶬娡、鈷銸迗檚塡銊〿䐽、
䈃楁迗敤姛旝誼㓃賂麁嗴㓀

䐽    㮾東㭡

鰱昷屟   鏫茒   

2021

2021

2021

2021/5/7-2021/6/27 
2022/3/26-2022/5/7

以畫．對話―PUYUMA的
神靈與神話～陳冠年油畫
創作個展

 顴㭡樴鸐旝誼䐽、 
靰椑桸賂啢欚

運攢旝誼   墧㒤   

2021/4/20-2021/8/1

舉起鏡子迎上他的凝
視―臺灣攝影首篇
（1869-1949）

 霽咲攦嬁旝誼跤宆

䂛䐽嗴   僑㒙   

濗炓屟

2021/5/6

「來講古呷車輪餅！」旗
津的滋味―消失的味
道系列活動

 晪爠瞡獫 -恖墡哊鞈｜ 
晪爠蛼桰䂛鐵▕鰱

㧔㨵䐚   敭鲇   

蛼銲

2021/7/17-2021/11/14

泛•南•島藝術祭
 䗮䇕壈襫銊〿䐽

圚塦   犦爁   

絊魍屟     

2021/8/14-2021/ 10/17

所在―境與物的前衛
藝術 1980-2021

 霽襫靰瞃銊〿䐽

﹕忞   ⻒鉝   

楁侁呍     

2021/9/10-2021/12/12

席德進： 歷史就是我們
自己

 焏醢袛復鶬〿䐽

㲅緑   焏醢   

2021/10/15-2022/2/27

我們與未來的距離：臺灣
原住民當代藝術展

 靰瞃囑賓炓晜旝誼齦馭、嗢椑
銊〿䐽、醑鰱䂐㰖旝誼䐽、嗢
椑蟨恖俋吪鶬旝跤宆、鶬〿咲
墡慘咇

咲嗙   ﹕╪   

2021/11/5-2022/2/6

民主藝術：文化造型
運動 n.0在當代

 䃬珆銊〿䐽

駁長鞂   旝誼㬬矇   

2021/10/30-2022/3/06

未至之城― 

2021亞洲藝術雙年展
 霽襫靰瞃銊〿䐽

鲦爳梥衝踽銸   

俒裶覤㠃   蟨妢㲅緑

2021

202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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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1

旗津之動：高師大學習
與服務跨域實驗展

  晪爠霽跤    鲊蟬橀

鼷䂢   㭘鋅   

鶬〿唚㤖

2021/11/6-2022/1/2

一帆風順― 

高俊宏個展
 靰椑銊〿

蠩炓   咲   㔛廙

2021/11/20-2022/5/29

預演未來
 㳟䓁㟙䐽

肣嵔   蟨妢   

2021/12/29-2022/1/23

製圖學的限制 
How to Dramatize 
Our Everyday Life?

 鬶鲇嗙

鰱黽   㣮鶬忞   

2022

意識部落 20週年
 㳟涗犦睳

  嶯㙞㯵魖       

2022/1/15-2022/3/3

另一座板塊
 靰椑銊〿䐽

靰椑屟   䇳斞   

㓦濗

2022/2/25-2022/5/22

李傑：保持荒涼的表情
 䃬珆銊〿䐽

䒮珜   嬤㭘鋅   

2022/2/26-2022/3/27

補色：李杰恩個展
 謋䨅

䒮珜   㭘鋅   

2022/3/19-2022/6/26

人•間― 

陳澄波與畫都
 鈷銸壈襫銊〿䐽

耣㰊   鳏䆬軬蹮   

2021

2021

2022

2021/12/25-2022/3/27

感知棲所―關鍵典藏
2019-2020

  䗮䇕壈襫銊〿䐽    䆄厖杦

䎼杛   蠩鋅   
攢昷

2021/12/11-2022/4/10

逐鹿之海― 

物流、人流、海流
 霽襫靰瞃銊〿䐽

犦爁諍㓃   

瑪絑敤軂軬蹮   蠩炓     

2021/12/24-2022/4/3

傳奇： 
席德進作品私藏展

 焏醢袛復鶬〿䐽

㲅緑   焏醢       

2022/1/22-2022/2/27

「港邊 A口味― 

黃志偉個展
 嗢椑銊〿䐽    䧪宺滬

赗嫷   㠐乵   

炓䂣鶬〿

絊耾魍 邉耣屟

2022/1/25-2022/5/22

遺址前彎身．當代後凝
視：在南科遺址上現考
現學 

 靰瞃諍頌旝誼贜窹䐽攢蟨
鍊詁䐽

鍊絊吪   㮇鯰   

2022/2/12-2022/4/10

馬祖國際藝術島
 䓁蜫燒圚

㣹圚   䎼鮃鲮桰   

2022/03/26-06/26、2022/9/13-
10/9、2022/10/29-2023/1/29

島嶼溯遊―『台灣計劃』
三十年回顧展

 霽襫靰瞃銊〿䐽、嫿誼迗襫銊〿䐽、
䗮䇕壈襫銊〿䐽

䆄烐㞧   關畝焽   棜東㟨     

鷡宺孯

2022/3/31-
2022/10/30

鯤島新地圖―
「熱蘭遮城 400
年」前導展

 靰攢壈銊〿䐽

㟅曀   犦爁       

2022/4/2-2022/9/11

蔡草如：神話、戲臺與
逆光赤城

 靰攢壈銊〿䐽

鲊馾偧   耣夊   

炓䂣

2022

20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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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4/23-2022/5/29

精．彩―黃志偉個展
 蹝啟裶䂣    䧪宺滬

赗嫷   㠐乵   

炓䂣鶬〿

絊耾魍 邉耣屟

2022/4/23-2022/7/24

賦：袁旃個展
 霽襫靰瞃銊〿䐽

ㄬ晆   

Catherine David   

耾魍烐仌

2022/5/2-2022/9/18

光―臺灣文化的啟蒙
與自覺 臺灣文化協會一
○○年

 䗮䇕壈襫銊〿䐽

旝暈   渻橉   

2022/6/4-2022/8/28

「未抵達的模糊― 眼
蟲計畫」2022創作論
壇

 䗮䇕壈襫銊〿䐽    䧪宺滬

浧赹   邉耣ǹ鋅   

鐵慘踽䗪

2022/6/8/-2022/7/17

似即若離―紀凱淵個
展

 蹝啟裶䂣

嬁絹   㔛廙   

㢋㬯蹗   

2022/6/11-2022/8/27

群體深鑿―集體創作
作為形式

 襫昷 7F

蛼桰㭘鋅   䇗䗪鐵慘   

鲦爳屟

2022/6/25-2022/10/16

亞洲的地獄與幽魂特展
 靰攢壈銊〿䐽 2䐽

䙓屪   菎蜶   鰱╪   

2022/6/26

遊林驚夢：巧遇 Hagay
（兒路創作藝術工寮）

 㶔䂐㯵魖俋蝍﹕

椑鷗．當璑   㰺獋䦾   

Hagay

2022/6/29

「過海的馬克特― 

旗津市場服裝秀」
 嘪裶䂣 –洤銲棡▕鰱

壈﹕   晪爠   㡶蟐   

鳏窹

2022

2022

2022

2022/5/7-2022/11/6

寄情與召喚：池上藝術
村駐村藝術家聯展 

 焏醢袛復鶬〿䐽

㣮䌩╪   宆䉙   

2022/5/19

水到旗成―尋找水津
靈密探行動

  犦裶䂣 -晪爠壈﹕▕鰱    
鲊蟬橀

烐   晪爠   計扜

2022/5/28 -2022/9/28

所見― 

鍾舜文膠彩創作展
 䑬䑬旝誼鶬〿▕㳟桰

㰖鮃   忞㒎   欬嗋   

2022/6/18-2022/9/25

第十五屆卡塞爾文件展
「穀倉」

 孭霽則丠穪

▕蚡㔰昻   訥㖢旝誼   

Nongkrong     

2022/6/21-2022/9

東海岸大地藝術節
 颭鱁、靰椑

桸賂・犦䌄洤桰   

鶬踟ǹ鋅
      

2022/6/25-2022/9/21

愛與希望：我們／
Women 的歷史之前與之
後（女藝會聯展）

 靰椑羠牆銊吪䐽、霽襫靰瞃諍
頌旝誼贜窹䐽、靰椑銊〿䐽

偔屟   鶬〿鍊詁   

2022/7-2022/8

聲態•生態 新浪潮
  䗮䇕壈襫旝誼跤宆忈侳馾
闆    㮾東㭡

犦爁   匭鞁   

2022/7/2-2022/8/31

2022 Makotaay 生態藝
術村展開幕

 Makotaay 羠帓鶬〿棡

畝羠   烔郒   唚䕭

2022/7/9-2022/8/7

「植織履」― 2022
曾琬婷個展

 昦犂蘥䌿    䧪宺滬

歓遖嘒   盄犦歓窹   

2022

2022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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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7/9- 2022/9/2

燕子洞： 
廖烜榛、黃奕捷個展

 犦䓁㬀賂耣䐽

軖圚   䆄㝰瀢   

潩䆎旝   

2022/7/16 -2022/10/23

2222
 鈷銸壈襫銊〿䐽

梥衝       

2022/7/22-7/31

口湖濱海藝術季
 䈃楁迗訥琒㰖醣坘焽褭跹
隇蛼馭

䉣妘㫠㰖   鶬〿謋幥   

2022/8/17-2022/9/18

外光之外― 

日治時期臺南嘉義春萌
畫會檔案研究展

 靰瞃鶬〿羻㳜墡慘襽

絊魍羠牆   曗鬇耣桰   

鰱╪   

2022/8/21-2022/11/30

南迴藝術季
 靰椑

靰椑鶙   

忈侳⻒鉝鶬〿   

2022/8/27- 2022/10/30

灣岸藝術的未來學
 昦犂蘥䌿

  㮾東㭡、䧪宺滬訵鳏

㮗翨   梥衝吪   

2022/9/18-2022/11/20

城事交感―林書楷× 
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

 靰瞃鶬〿羻㳜墡慘襽

靰攢婠╙ 400妘   邁巃   

鰱昷吪   

2022/9/24-
2022/11/27

江賢二個展
 靰椑銊〿䐽

㐈諦剓棞   

赗蜶屟   犦

2022/9/24-2022/12/31

供時代― 2022社區大學
公共性博覽會

  俋椑旝誼鶬〿跤宆、晪嘪羠牆旝誼
齦馭、俒妕霽啢、▕䆗蛼俋桸荢吪
齦、䧪p蓴旝誼䐽    㮾東㭡訵鳏

駡邁屟   鰱昷屟   梥衝吪鋻

2022

2022

2022

2022/7/23-2022/8/28

像素延伸― 

陳姿尹個展
 蹝啟裶䂣

AI蟨恖         

2022/8/4-2022/8/28

我是你的擋風玻璃： 
黃諺哲、屈薇薇

 Error22（䩛䩇）

倇颭         

2022/8/15-2022/9/30

交會地方／藝駐共創：
退潮之禮

 彾嗚㺽囑賓炓旝窹䐽

鮪鰱㔛廙   鶬〿㬾䓦   

2022/9/8-2023/1/29

生存／抵抗：臺灣―
加拿大原住民藝術展

 靰攢壈銊〿䐽

囑炓     

2022/8/27- 2022/10/30

灣岸藝術的未來學― 
子題：沿海測繪

  昦犂蘥䌿    䧪宺滬

熕犦   馾黽   

2022/9/17-2022/10/3

珍奇珍奇珍奇秀山園
 鏃嘪

浘梪   㔛廙   晈䐽   

2022/9/30-10/23

部署壽山―西子灣 
隧道與全民防衛展

 㒂瞃䆸㭠

䅂裶爗   怇筯

2022/10/8 -2022/12/4

「夢河」― 

陳昇×黃志偉×蕭言中
三人展

 䗮䇕壈襫銊〿䐽    䧪宺滬

俁熅   岦蜶   

2022/10/13

「解惟•解圍」 
內惟藝術中心開幕展

 䗮䇕壈襫銊〿䐽

㓦䂛齔貄   㫚謭媽嵶   

2022

2022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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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15

彩虹橋下的織者 
 颭鱁鬶汻㰖鬶汻棡昦蛼馭
䌡呯鰱

囑炓   屟勝   鰱╪   

2022/10/15-2022/11/13

2022聲音藝術節
 靰椑銊〿䐽

狆俢艊鏮䌄   

鎍梸夝㣵   

2022/10/15- 2023/1/29

2022Mattauw 
大地藝術季

 逧穥鶬旝跤宆、171壈㭠熕
輬馭╪

桪旝璏   鮃鰱䃬彋   

2022/11/5-2022/11/6

水國大浦萬物議會
 鈷銸俋犑潩㰊跡嘪㳜姪壺棡  

  萬㮳䇂

桪旝璏鬶窹㙶桰   

鬶窹㙶桰   

2022/11/5-2023/2/5

位移的凝視
 鈷銸壈襫銊〿䐽

靰瞃銊〿絊魍屟   

㢋絊唚   㦳䗪

2022/11/5-2023/3/5

問世間， 
情不為何物― 

2022台灣美術雙年展
 霽襫靰瞃銊〿䐽

呍呮   桹嵔   

2022/11/17-2022/11/30

「小石造山」王筠婷個展
 嘪裶䂣 –洤銲棡▕鰱

牐犗筯   鋅潿     

2022/11/19

衣的樣子： 二手衣共創
工作坊

 晪爠蛼桰䂛鐵▕鰱 侸嗚镾
斊咇

鞄ょ   邁鐵   鰱昷

蛼銲   

2022/11/19 -2023/1/15

她是從本島來的藝術
家―劉紀彤個展

 逧犦䓁㬀賂耣娡

咲   㔛廙   䇳斞

2022

2022

2022

2022/10/22-2023/1/15

海洋與詮釋者
 䠏翀銊〿䐽、梪鲇鶬〿

䉯鲦䃬澱     

2022/10/30-2022/11/27

「12%的天空」2021
雲嘉嘉南藝術連線

  靰攢昦秞旝誼跤宆、鈷銸
壈旝誼鶬娡、鈷銸迗檚塡銊
〿䐽、䈃楁迗旝誼㓃賂麁嗴
㓀䐽    㮾東㭡、魤鑇鄴

鰱昷屟   鏫茒   

2022/11/4-2023/1/29

米呼米尚：海瑞駐地創
研計劃康雅竺特展

 靰椑諍頌旝誼贜窹䐽

羠牆恖鶬   鮃鰱靕磢   

鍊絊吪   

2022/11/10-2022/11/13

「浪 The Waves」聯覺
共振計畫｜纖維聲景雙
人展

 犦裶䂣—晪爠壈﹕▕鰱

晪爠   犦   郤軦

2022/11/19-
2022/12/25

以北海道藝術家
之眼

 蹝啟裶䂣

輬醢䓦棡     

2022/11/11

群島之舷―南島族群美學視
域：2022 生活美學與美術產
業國際學術研討會

  靰椑鶬旝跤宆甡㘡婘倀桰㙶咇

  㯺繘帍

囑炓   犦爁   攢圚

2022/11/20

海嗨過日子： 
旗津生活節

 晪爠煛睳

鰱昷   鶬〿謋

2022/11/20-2022/12/18

半暝仔的賢者時間 ― 
銀得貿個展

 䅏汻醭髬㱟 鶬旝裶䂣

讜宺   駡齦   

鲮傖㧪䗪

2022/11/23-2022/11/24

黃明川導演「獨立製片
三十年」講座暨工作坊

 犦裶䂣 -晪爠壈﹕▕鰱

䧪暺墔   籏襫⻲穻     

2022

2022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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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29-2023/3/12

南方女神的逆襲
 嗢椑銊〿䐽

嬁絹   攢昷   

絊魍㚐耰

2022/12/3-12/4，
2022/12/10-12/11

尋找神秘海空間：旗津
公有市場解謎遊戲

 犦裶䂣—晪爠壈﹕▕鰱

晪爠駡桹壈﹕   

唚乵㭗忀   

2022/11/27-2023/1/14

「時間的海岸 2004-
2022」
郭娟秋東海岸展

 靰椑桸賂啢欚

嘪嫮犦輬   鬶窹     

2022/12/21-2023/2/8

未來遺物計畫： 
黃林育麟、林安琪聯展

 颭鱁圚鳏鶬〿裶䂣

儂羠濗踽銸   㲅緑     

2022/12/23-2023/2/28

老栗練字： 
栗憲庭書法展

 颭鱁銊偡颭羠

跤霽絊魍鶬〿㭘鋅   

畂叄     

2022/12/29-2023/3/19

續行―沈昭良攝影展
 鉽椑旝誼墡﹕ 2F俍裶鶬娡

鞡詬㧔   䇗䗪㔛廙   

2023/1/7

什麼叫味道―食物與
遷徙的故事 

 犦裶䂣—晪爠壈﹕▕鰱

╙壈灣﹕   䏴窹   

㮄嬵

2023/1/7

「南方女神的逆襲」展覽
座談會「地方美術進行
式」

 嗢椑銊〿䐽

鰱昷銊〿   攢昷   

镾鋅屟

2023/1/10 – 2023/1/12

阿公治水
 嘪裶䂣—洤銲棡▕鰱

嚉嘪   䅏駡姎璏   

玌烐   郤軦

2022

2022

2023

2022/12/9-2023/2/28

敘事竹塹，攝影史詩
 昦覨壈銊〿䐽

澑桪鮪   覨乧╟   

2022/12/16-2023/3/12

玩不膩―法蘭西斯•
艾利斯個展

 䃬珆銊〿䐽

叾覎   㭗忀

2022/12/17-2023/1/29

2022南島國際美術獎
 靰椑銊〿䐽

鰱昷   攢圚

2023/1/3-2023/1/27

Leave― 

朱育生個展
 鏃嘪

浘梪   侳衝袀   

唶窹   㔛廙

2023/1/5

高師大跨藝所×浸劇場 「親
愛的我把藝評變好聞了」

  䏰䓁旝誼鏅﹕ Flying Horseな
犨灣﹕    鲊蟬橀

桚唡嫮媀   鶬㕘   侸廬

2023/1/6-2023/2/25

「抽象•圖像•隱喻」
陳榮發個展

 羕洤䅏鞈銊〿䐽

攢詬瞃昦䎼樴耣桰   

惉㝧     

2023/1/13- 2023/2/5

家鄉Way

 靰攢壈旝誼跤宆

䐇䏴   㔛廙   

2023/1/15

拿條魚 chill瓜：  
旗津辦桌音樂節

 晪爠瞡獫 -恖墡哊鞈｜ 
晪爠蛼桰䂛鐵▕鰱

晪爠   鶬〿謋   

䌄洤蝍   壈䇗

2023/1/30-2023/2/5

生生不息•ENDLESSLY
（標本師陳觀羽、影像工作
者林煒倫、藝術家胡薾芫）

 靱嚌馣飣俋袕╠姎 / 
馣蓴䩲忲慘馣爍

浘梪   嬁絹   墡慘鯿

2023

2022

2023

1 7 2 1 7 3



2 0 2 0 - 2 0 2 3焦點觀察

2023/2/4-2023/3/18

「土偶 to mi tingan 
sota 站立的土」吳其錚
個展

 靰椑桸賂啢欚偔傄鶬娡柇
獫瓔嗙

㰊鸐鮃   䓦棡     

2023/2/9 -2023/3/12

光被微塵― 

馮君藍攝影展
 嫿誼羠牆銊吪䐽

蜶鏀屟   黽㖮鏀軂     

2023/2/10-6/25

2023很可以― 

青年視覺藝術培力計畫
「吹海螺」

 霽襫靰攢羠牆銊吪䐽

夠炓     

2023/2/25-6/11

拋爾控固力： 
島嶼現代性之夢 

 靰攢壈銊〿䐽

絊魍屟   嬤墡毷   

2023/2/25-2023/3/26

在漸近線上
 犦䓁㬀賂耣䐽

淕壽     

2023/2/25 - 2024/9/8

多元史觀特藏室二部
曲：南方作為衝撞之所

 䗮䇕壈襫銊〿䐽

梪鮃   こ搾     

2023/3/24-2023/4/16

2023漁光島藝術節：
藝術在一座小島、重
繪地海之島

 甃賂圚

鶬〿謋幥       

2023/3/25-2023/4/10

「好像可以再待一下」 
傅有薇個展

 䅏汻醭髬㱟鶬旝裶䂣

㮄蠩   彾䂇     

2023/3/31-2023/7/2

饒愛琴伊命雙個展：饒愛
琴―斜對角的發酵 &伊
命 · 瑪法琉―生命只在
此山中

 䃬珆銊〿䐽

繤乵   夗譛

2023

2023

2023

2023/2/17-2023/3/12

好聚。好散―許家峰
的劇場視界系列一

 䅏汻醭髬㱟鶬旝裶䂣

茲   嬁絹   鏅斞   

2023/2/18-2023/5/28

時間眾像：給每個人的
歲月景觀

 靰攢壈銊〿䐽 2䐽

妘鍈   鐵㬬撾   

朌䂣   

2023/2/23-2023/9/10

跨入風景― 

劃地起造的自然
 靰攢壈銊〿䐽 2䐽

㬬靕磢   鳏㬬䎼杛   

㰊壈

2023/3/11-2023/7/2

盪―吳瑪悧個展
 䗮䇕壈襫銊〿䐽

蛼桰匭鞁   㦳䗪巃   

嬤贜窹䐽朌魍   

2023/3/1-2023/8/1

112年望安島藝術進駐基
礎資料盤點計畫

  瘏琒迗梐呏㰖梪圚    萬㮳䇂

䓦棡   鶬〿㩔鋅蛼馭   

羻㳜㗃榺

2023/3/18-2023/3-30

「你有沒有看過這台紅
色縫紉機」 邱柔瑄個展

 醑䐭桚姎

迱跘   羦毷   鰱昷

2023/4/29-2023/8/6

寓懷的行板：劉生容研
究展

 䗮䇕壈襫銊〿䐽

攢昷   蠩鋅     

2023/4/29-2023/8/6

民•間
 䗮䇕壈襫銊〿䐽

攢昷   炓隊   夠炓   

2023/6/13

2023南島美術論壇
  靰椑銊〿䐽    㯺繘帍

鰱昷   镾鋅屟   

2023

2023

2023

1 7 4 1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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