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一：國際文化交流活動報告表
                                                           註：如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一、您所參與的活動

（請勾選參與性質，並填

寫相關活動/機構名稱，其

欄位可自行增加）

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

※一、您所參與的活動

（請勾選參與性質，並填

寫相關活動/機構名稱，其

欄位可自行增加）

	 活動名稱（中文）： 旗幟、越境者與法外之地  	 活動名稱（中文）： 旗幟、越境者與法外之地  	 活動名稱（中文）： 旗幟、越境者與法外之地  	 活動名稱（中文）： 旗幟、越境者與法外之地  	 活動名稱（中文）： 旗幟、越境者與法外之地  

※一、您所參與的活動

（請勾選參與性質，並填

寫相關活動/機構名稱，其

欄位可自行增加）

（英文）： Flags,Transnational - Migrants and Outlaw 
Territories 
（英文）： Flags,Transnational - Migrants and Outlaw 
Territories 
（英文）： Flags,Transnational - Migrants and Outlaw 
Territories 
（英文）： Flags,Transnational - Migrants and Outlaw 
Territories 
（英文）： Flags,Transnational - Migrants and Outlaw 
Territories ※一、您所參與的活動

（請勾選參與性質，並填

寫相關活動/機構名稱，其

欄位可自行增加）

http://www.tokyo-ws.org/english/archive/2016/08/os-b03-eng.shtmlhttp://www.tokyo-ws.org/english/archive/2016/08/os-b03-eng.shtmlhttp://www.tokyo-ws.org/english/archive/2016/08/os-b03-eng.shtmlhttp://www.tokyo-ws.org/english/archive/2016/08/os-b03-eng.shtmlhttp://www.tokyo-ws.org/english/archive/2016/08/os-b03-eng.shtml

※一、您所參與的活動

（請勾選參與性質，並填

寫相關活動/機構名稱，其

欄位可自行增加）

主辦單位（中文）： 東京Tokyo Wonder Site主辦單位（中文）： 東京Tokyo Wonder Site主辦單位（中文）： 東京Tokyo Wonder Site主辦單位（中文）： 東京Tokyo Wonder Site主辦單位（中文）： 東京Tokyo Wonder Site

※一、您所參與的活動

（請勾選參與性質，並填

寫相關活動/機構名稱，其

欄位可自行增加） 　　　　	 （英文）： 東京Tokyo Wonder Site　　　　	 （英文）： 東京Tokyo Wonder Site　　　　	 （英文）： 東京Tokyo Wonder Site　　　　	 （英文）： 東京Tokyo Wonder Site　　　　	 （英文）： 東京Tokyo Wonder Site

※一、您所參與的活動

（請勾選參與性質，並填

寫相關活動/機構名稱，其

欄位可自行增加）

機構邀請機構邀請機構邀請機構邀請機構邀請

※一、您所參與的活動

（請勾選參與性質，並填

寫相關活動/機構名稱，其

欄位可自行增加）

	 機構名稱（中文）： 東京Tokyo Wonder Site	 機構名稱（中文）： 東京Tokyo Wonder Site	 機構名稱（中文）： 東京Tokyo Wonder Site	 機構名稱（中文）： 東京Tokyo Wonder Site	 機構名稱（中文）： 東京Tokyo Wonder Site

※一、您所參與的活動

（請勾選參與性質，並填

寫相關活動/機構名稱，其

欄位可自行增加）

http://www.tokyo-ws.org/english/http://www.tokyo-ws.org/english/http://www.tokyo-ws.org/english/http://www.tokyo-ws.org/english/http://www.tokyo-ws.org/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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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簡介(或藝

術節起源、特色、重

要性與現況)（約400

字）

    本次「旗幟、越境者與法外之地 Flags,Transnational Migrants and 

Outlaw  Territories」展覽計劃獲⽇日本
東京Tokyo Wonder Site之邀請參與兩
年為⼀一期的展覽項⺫⽬目「 O P E N 
SITE」，於2016年項⺫⽬目之中所進⾏行的
展覽策劃。⽽而藉由近年對於亞洲區域
的都市空間及歷史之研究，本展覽聚
焦於1946年所發⽣生於東京澀⾕谷地區的
在⽇日台灣⼈人與⽇日本警⽅方的衝突事件
─「澀⾕谷事件」。展覽試圖回應戰後
地理版圖變更下個⼈人複雜與曖昧的⾝身
份及認同。「澀⾕谷事件」為發⽣生在
1946年的東京澀⾕谷，由在⽇日台灣⼈人與
警⽅方所引發的武裝衝突事件，此事件
在台灣、中國、⽇日本與美國的國家權⼒力關係中牽涉複雜的⾝身份及國籍議
題，引起國際關注、抗議及產⽣生多種論述。它映射出的是戰後城市重建⼯工
程下，貧困、空間爭奪及無政府狀態，若城市作為⼀一個現實政治空間，使
此事件同時也標⽰示戰後殖⺠民地或是帝國的內外都在進⾏行空間的重塑與界限
的重新劃分，這群越境者被迫拋⼊入⼀一個既斷裂⼜又跨越的歷史，以及沒有⾝身
份國籍及法律保障的⾚赤裸⽣生命狀態，放回到整個台灣史的脈絡來看，也是
台灣⼈人⾝身分認同建構的起點，也是造成⽇日後台灣⾝身分認同的曖昧性與⽭矛盾
性的源頭。

    本次「旗幟、越境者與法外之地 Flags,Transnational Migrants and 

Outlaw  Territories」展覽計劃獲⽇日本
東京Tokyo Wonder Site之邀請參與兩
年為⼀一期的展覽項⺫⽬目「 O P E N 
SITE」，於2016年項⺫⽬目之中所進⾏行的
展覽策劃。⽽而藉由近年對於亞洲區域
的都市空間及歷史之研究，本展覽聚
焦於1946年所發⽣生於東京澀⾕谷地區的
在⽇日台灣⼈人與⽇日本警⽅方的衝突事件
─「澀⾕谷事件」。展覽試圖回應戰後
地理版圖變更下個⼈人複雜與曖昧的⾝身
份及認同。「澀⾕谷事件」為發⽣生在
1946年的東京澀⾕谷，由在⽇日台灣⼈人與
警⽅方所引發的武裝衝突事件，此事件
在台灣、中國、⽇日本與美國的國家權⼒力關係中牽涉複雜的⾝身份及國籍議
題，引起國際關注、抗議及產⽣生多種論述。它映射出的是戰後城市重建⼯工
程下，貧困、空間爭奪及無政府狀態，若城市作為⼀一個現實政治空間，使
此事件同時也標⽰示戰後殖⺠民地或是帝國的內外都在進⾏行空間的重塑與界限
的重新劃分，這群越境者被迫拋⼊入⼀一個既斷裂⼜又跨越的歷史，以及沒有⾝身
份國籍及法律保障的⾚赤裸⽣生命狀態，放回到整個台灣史的脈絡來看，也是
台灣⼈人⾝身分認同建構的起點，也是造成⽇日後台灣⾝身分認同的曖昧性與⽭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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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旗幟、越境者與法外之地 Flags,Transnational Migrants and 

Outlaw  Territories」展覽計劃獲⽇日本
東京Tokyo Wonder Site之邀請參與兩
年為⼀一期的展覽項⺫⽬目「 O P E N 
SITE」，於2016年項⺫⽬目之中所進⾏行的
展覽策劃。⽽而藉由近年對於亞洲區域
的都市空間及歷史之研究，本展覽聚
焦於1946年所發⽣生於東京澀⾕谷地區的
在⽇日台灣⼈人與⽇日本警⽅方的衝突事件
─「澀⾕谷事件」。展覽試圖回應戰後
地理版圖變更下個⼈人複雜與曖昧的⾝身
份及認同。「澀⾕谷事件」為發⽣生在
1946年的東京澀⾕谷，由在⽇日台灣⼈人與
警⽅方所引發的武裝衝突事件，此事件
在台灣、中國、⽇日本與美國的國家權⼒力關係中牽涉複雜的⾝身份及國籍議
題，引起國際關注、抗議及產⽣生多種論述。它映射出的是戰後城市重建⼯工
程下，貧困、空間爭奪及無政府狀態，若城市作為⼀一個現實政治空間，使
此事件同時也標⽰示戰後殖⺠民地或是帝國的內外都在進⾏行空間的重塑與界限
的重新劃分，這群越境者被迫拋⼊入⼀一個既斷裂⼜又跨越的歷史，以及沒有⾝身
份國籍及法律保障的⾚赤裸⽣生命狀態，放回到整個台灣史的脈絡來看，也是
台灣⼈人⾝身分認同建構的起點，也是造成⽇日後台灣⾝身分認同的曖昧性與⽭矛盾
性的源頭。

    本次「旗幟、越境者與法外之地 Flags,Transnational Migrants and 

Outlaw  Territories」展覽計劃獲⽇日本
東京Tokyo Wonder Site之邀請參與兩
年為⼀一期的展覽項⺫⽬目「 O P E N 
SITE」，於2016年項⺫⽬目之中所進⾏行的
展覽策劃。⽽而藉由近年對於亞洲區域
的都市空間及歷史之研究，本展覽聚
焦於1946年所發⽣生於東京澀⾕谷地區的
在⽇日台灣⼈人與⽇日本警⽅方的衝突事件
─「澀⾕谷事件」。展覽試圖回應戰後
地理版圖變更下個⼈人複雜與曖昧的⾝身
份及認同。「澀⾕谷事件」為發⽣生在
1946年的東京澀⾕谷，由在⽇日台灣⼈人與
警⽅方所引發的武裝衝突事件，此事件
在台灣、中國、⽇日本與美國的國家權⼒力關係中牽涉複雜的⾝身份及國籍議
題，引起國際關注、抗議及產⽣生多種論述。它映射出的是戰後城市重建⼯工
程下，貧困、空間爭奪及無政府狀態，若城市作為⼀一個現實政治空間，使
此事件同時也標⽰示戰後殖⺠民地或是帝國的內外都在進⾏行空間的重塑與界限
的重新劃分，這群越境者被迫拋⼊入⼀一個既斷裂⼜又跨越的歷史，以及沒有⾝身
份國籍及法律保障的⾚赤裸⽣生命狀態，放回到整個台灣史的脈絡來看，也是
台灣⼈人⾝身分認同建構的起點，也是造成⽇日後台灣⾝身分認同的曖昧性與⽭矛盾
性的源頭。

    本次「旗幟、越境者與法外之地 Flags,Transnational Migrants and 

Outlaw  Territories」展覽計劃獲⽇日本
東京Tokyo Wonder Site之邀請參與兩
年為⼀一期的展覽項⺫⽬目「 O P E N 
SITE」，於2016年項⺫⽬目之中所進⾏行的
展覽策劃。⽽而藉由近年對於亞洲區域
的都市空間及歷史之研究，本展覽聚
焦於1946年所發⽣生於東京澀⾕谷地區的
在⽇日台灣⼈人與⽇日本警⽅方的衝突事件
─「澀⾕谷事件」。展覽試圖回應戰後
地理版圖變更下個⼈人複雜與曖昧的⾝身
份及認同。「澀⾕谷事件」為發⽣生在
1946年的東京澀⾕谷，由在⽇日台灣⼈人與
警⽅方所引發的武裝衝突事件，此事件
在台灣、中國、⽇日本與美國的國家權⼒力關係中牽涉複雜的⾝身份及國籍議
題，引起國際關注、抗議及產⽣生多種論述。它映射出的是戰後城市重建⼯工
程下，貧困、空間爭奪及無政府狀態，若城市作為⼀一個現實政治空間，使
此事件同時也標⽰示戰後殖⺠民地或是帝國的內外都在進⾏行空間的重塑與界限
的重新劃分，這群越境者被迫拋⼊入⼀一個既斷裂⼜又跨越的歷史，以及沒有⾝身
份國籍及法律保障的⾚赤裸⽣生命狀態，放回到整個台灣史的脈絡來看，也是
台灣⼈人⾝身分認同建構的起點，也是造成⽇日後台灣⾝身分認同的曖昧性與⽭矛盾
性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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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簡介(或藝

術節起源、特色、重

要性與現況)（約400

字）

當個⼈人情感及⾝身份認同如何在國家及地緣空間⾓角⼒力之下的變動，這群越境
者的漂流勾勒出另類的流亡地圖，藉由國家與疆界變容，影響越境者的移
動地圖與路徑，影響移動主體的⾝身份想像及認同情感，這種地理與⾝身體相
互交織的想像構圖，在歷史時間中不斷流轉複製體系中核⼼心與邊緣的權⼒力
關係。空間的移動與轉換當中，在往與返、同與異、凝視與他者、他鄉與
故鄉之間重層的辯證關係，他們如何通過界線的通過與進出來形成⾃自我⾝身
分。展覽以「澀⾕谷事件」作為回返戰後歷史的特異點，重新直視在國家權
⼒力及地理疆界變更下個⼈人⽣生命所⾯面對的⾚赤裸狀態。試圖從另外⼀一種書寫時
間的策略，將以沈默的過去發出聲響，並⾮非以歷史研究，⽽而是以⼀一種逆反
的⽅方式出現，讓遙遠他處的聲⾳音在檔案、⽂文本及歷史紀錄的縫隙中發聲。
以來⾃自台灣、⽇日本、韓國及⾺馬來⻄西亞四位藝術家的視野，藉由戰後記憶及
共後殖⺠民經驗的移動的地理空間語境變化的梳理，以相異地域交流及與⽇日
本在地居⺠民之合作⽅方式，重新回返其歷史，以及試圖從移動來質問場所、
故郷之意義。當藝術家⾯面對殖⺠民地的空間語境與經驗作為視線的參照框
架，進⾏行不同空間的越境與穿越，藉由外於社會時間或歷史時間的隙縫之
間，進⾏行時間重新擬造的實踐⼯工作，此空間語境也鑲嵌了在他們所處時代
的權利和知識的關係，以及特定時期內的情感結構，透過多重視點的位
置，將歷史事件從過去中截取、解放、救濟，賦予其直接與當代對話的意
義。

The Shibuya Incident took place in 1946 in Shibuya, Tokyo, was a violent  confrontation 
between Taiwanese in Japan and police, this incident touched upon complicated identity 

and nationality issues at the jurisdiction between Taiwan,  China, Japan and America, it has 
not only caught attention and aroused protest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but generated 

different discussions at the same time. It mapped out the poor, contention for space and 
anarchy situations under the postwar urban redevelopment projects, if urban as an actual 

political sphere, this incident at the same time mark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pace and 
repartition of boundaries regardless of a postwar-colony or an empire, these migrants were 

forced into fractured and overstepped history, a bare life with no citizenship  nor legal 
protection,  if to review this under the Taiwan History, it is where the construction of 

Taiwanese identity first started and lead to the ambiguity as well as contradiction of 
Taiwanese identity  later.This project takes the Shibuya Incident as a unique point to go 

back to the postwar history, relook into the naked condition of human under changing state 
power and geographical border. It tries to rewrite time from an alternative strategy, let the 

unsung utters,  not into historical studies but the emerge of an antagonistic way, allowing 
voices from the faraway to be heard in the slit of archives, text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ur artists from Taiwan, Japan, Korea and 
Malaysia,  by carding the changing context of geographic spatial from postwar memory and 

postcolonial experience, revisiting its history with the attempt to question the meaning of 

human condition, people and place as well as homeland. 

當個⼈人情感及⾝身份認同如何在國家及地緣空間⾓角⼒力之下的變動，這群越境
者的漂流勾勒出另類的流亡地圖，藉由國家與疆界變容，影響越境者的移
動地圖與路徑，影響移動主體的⾝身份想像及認同情感，這種地理與⾝身體相
互交織的想像構圖，在歷史時間中不斷流轉複製體系中核⼼心與邊緣的權⼒力
關係。空間的移動與轉換當中，在往與返、同與異、凝視與他者、他鄉與
故鄉之間重層的辯證關係，他們如何通過界線的通過與進出來形成⾃自我⾝身
分。展覽以「澀⾕谷事件」作為回返戰後歷史的特異點，重新直視在國家權
⼒力及地理疆界變更下個⼈人⽣生命所⾯面對的⾚赤裸狀態。試圖從另外⼀一種書寫時
間的策略，將以沈默的過去發出聲響，並⾮非以歷史研究，⽽而是以⼀一種逆反
的⽅方式出現，讓遙遠他處的聲⾳音在檔案、⽂文本及歷史紀錄的縫隙中發聲。
以來⾃自台灣、⽇日本、韓國及⾺馬來⻄西亞四位藝術家的視野，藉由戰後記憶及
共後殖⺠民經驗的移動的地理空間語境變化的梳理，以相異地域交流及與⽇日
本在地居⺠民之合作⽅方式，重新回返其歷史，以及試圖從移動來質問場所、
故郷之意義。當藝術家⾯面對殖⺠民地的空間語境與經驗作為視線的參照框
架，進⾏行不同空間的越境與穿越，藉由外於社會時間或歷史時間的隙縫之
間，進⾏行時間重新擬造的實踐⼯工作，此空間語境也鑲嵌了在他們所處時代
的權利和知識的關係，以及特定時期內的情感結構，透過多重視點的位
置，將歷史事件從過去中截取、解放、救濟，賦予其直接與當代對話的意
義。

The Shibuya Incident took place in 1946 in Shibuya, Tokyo, was a violent  confrontation 
between Taiwanese in Japan and police, this incident touched upon complicated identity 

and nationality issues at the jurisdiction between Taiwan,  China, Japan and America, it has 
not only caught attention and aroused protest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but generated 

different discussions at the same time. It mapped out the poor, contention for space and 
anarchy situations under the postwar urban redevelopment projects, if urban as an actual 

political sphere, this incident at the same time mark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pace and 
repartition of boundaries regardless of a postwar-colony or an empire, these migrants were 

forced into fractured and overstepped history, a bare life with no citizenship  nor legal 
protection,  if to review this under the Taiwan History, it is where the construction of 

Taiwanese identity first started and lead to the ambiguity as well as contradiction of 
Taiwanese identity  later.This project takes the Shibuya Incident as a unique point to go 

back to the postwar history, relook into the naked condition of human under changing state 
power and geographical border. It tries to rewrite time from an alternative strategy, let the 

unsung utters,  not into historical studies but the emerge of an antagonistic way, allowing 
voices from the faraway to be heard in the slit of archives, text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ur artists from Taiwan, Japan, Korea and 
Malaysia,  by carding the changing context of geographic spatial from postwar memory and 

postcolonial experience, revisiting its history with the attempt to question the meaning of 

human condition, people and place as well as homeland. 

當個⼈人情感及⾝身份認同如何在國家及地緣空間⾓角⼒力之下的變動，這群越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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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地圖與路徑，影響移動主體的⾝身份想像及認同情感，這種地理與⾝身體相
互交織的想像構圖，在歷史時間中不斷流轉複製體系中核⼼心與邊緣的權⼒力
關係。空間的移動與轉換當中，在往與返、同與異、凝視與他者、他鄉與
故鄉之間重層的辯證關係，他們如何通過界線的通過與進出來形成⾃自我⾝身
分。展覽以「澀⾕谷事件」作為回返戰後歷史的特異點，重新直視在國家權
⼒力及地理疆界變更下個⼈人⽣生命所⾯面對的⾚赤裸狀態。試圖從另外⼀一種書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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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場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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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場地資訊

   Tokyo Wonder Site是⽇日本⾸首座藝術中⼼心成⽴立於2001年，多年在東京都中

⼼心致⼒力於推廣、促進國際藝術與⽂文化。不僅著重當代視覺藝術的發展，更

融合表演藝術、⽂文學、⾳音樂、新媒體、策展、研究、藝評和建築等跨領域

合作。TWS為了三項任務執⾏行多種企劃，滋養和推廣新興創作者，促進國

際⽂文化交流，以及⿎鼓勵富有創意的實驗之外，在2006年開始執⾏行駐村計

畫，也在⽇日本擔任在全球⽂文化網中聯繫⽂文化組織的軸⼼心⾓角⾊色，在海外也同

樣是個提供新⼈人才和國際上活躍的創作者交換想法合作的平台。東京市政

府此時開始研議各種振興⽂文化活動的措施，⽽而由今村有策先⽣生（Yusaku 

Imamura）主持，成⽴立15年來，已經接待過上千名世界各國之藝術⼈人⼠士，

擁有極為完善的國際網絡連結。地點位於市中⼼心澀⾕谷、⻘青⼭山、本鄉等精華

區域，在⻘青⼭山之駐村空間並設有⼯工作室、畫廊、排練室等提供國際⼈人⼠士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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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此時開始研議各種振興⽂文化活動的措施，⽽而由今村有策先⽣生（Yusaku 

Imamura）主持，成⽴立15年來，已經接待過上千名世界各國之藝術⼈人⼠士，

擁有極為完善的國際網絡連結。地點位於市中⼼心澀⾕谷、⻘青⼭山、本鄉等精華

區域，在⻘青⼭山之駐村空間並設有⼯工作室、畫廊、排練室等提供國際⼈人⼠士使

⽤用。

※五、活動場地資訊

http://www.tokyo-ws.org/english/index.htmlhttp://www.tokyo-ws.org/english/index.htmlhttp://www.tokyo-ws.org/english/index.htmlhttp://www.tokyo-ws.org/english/index.htmlhttp://www.tokyo-ws.org/english/index.html

※六、檢附場地照片

（含室內、室外，至

少兩張）

※六、檢附場地照片

（含室內、室外，至

少兩張）

※七、主辦單位/機構

聯絡方式

聯絡人 Tokyo	 Wonder	 Site 電話電話 TEL: 03-5689-5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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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辦單位/機構

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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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辦單位/機構

聯絡方式

地址 東京都⽂文京区本郷2-4-16東京都⽂文京区本郷2-4-16東京都⽂文京区本郷2-4-16東京都⽂文京区本郷2-4-16

※八、主辦單位簡介

   Tokyo Wonder Site是⽇日本⾸首座藝術中⼼心成⽴立於2001年，多年在東京都中

⼼心致⼒力於推廣、促進國際藝術與⽂文化。不僅著重當代視覺藝術的發展，更

融合表演藝術、⽂文學、⾳音樂、新媒體、策展、研究、藝評和建築等跨領域

合作。TWS為了三項任務執⾏行多種企劃，滋養和推廣新興創作者，促進國

際⽂文化交流，以及⿎鼓勵富有創意的實驗之外，在2006年開始執⾏行駐村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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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mura）主持，成⽴立15年來，已經接待過上千名世界各國之藝術⼈人⼠士，

擁有極為完善的國際網絡連結。地點位於市中⼼心澀⾕谷、⻘青⼭山、本鄉等精華

區域，在⻘青⼭山之駐村空間並設有⼯工作室、畫廊、排練室等提供國際⼈人⼠士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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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Tokyo Wonder Site是⽇日本⾸首座藝術中⼼心成⽴立於2001年，多年在東京都中

⼼心致⼒力於推廣、促進國際藝術與⽂文化。不僅著重當代視覺藝術的發展，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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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TWS為了三項任務執⾏行多種企劃，滋養和推廣新興創作者，促進國

際⽂文化交流，以及⿎鼓勵富有創意的實驗之外，在2006年開始執⾏行駐村計

畫，也在⽇日本擔任在全球⽂文化網中聯繫⽂文化組織的軸⼼心⾓角⾊色，在海外也同

樣是個提供新⼈人才和國際上活躍的創作者交換想法合作的平台。 東京市政

府此時開始研議各種振興⽂文化活動的措施，⽽而由今村有策先⽣生（Yusaku 

Imamura）主持，成⽴立15年來，已經接待過上千名世界各國之藝術⼈人⼠士，

擁有極為完善的國際網絡連結。地點位於市中⼼心澀⾕谷、⻘青⼭山、本鄉等精華

區域，在⻘青⼭山之駐村空間並設有⼯工作室、畫廊、排練室等提供國際⼈人⼠士使

⽤用。

九、簡述此次活動如

何受邀（例：透過報

名且獲選、競賽入

圍、主辦方主動邀

請）

  本次展覽起源於申請者針對1946年東京澀⾕谷事件及戰後都市空間的研究計

劃，因⽽而申請⾄至東京Tokyo Wonder Site申請此次駐村機會作為本計劃展覽

的初期展⽰示，在250件的投案計劃中獲選，由評審委員團隊，三輪眞弘（作

曲家、媒體藝術家、情報科学藝術⼤大學研究所[IAMAS]教授）、畠中 実

（NTTインター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センター［ICC］主任学芸員）、杉

⽥田  敦（美術評論家、⼥女⼦子美術⼤大学教授）、今村有策（トーキョーワン

ダーサイト館⻑⾧長）、黒⽥田みのり（トーキョーワンダーサイト事業課⻑⾧長）

等⼈人邀請參與2016年的OPEN SITE參展機會。

  本次展覽起源於申請者針對1946年東京澀⾕谷事件及戰後都市空間的研究計

劃，因⽽而申請⾄至東京Tokyo Wonder Site申請此次駐村機會作為本計劃展覽

的初期展⽰示，在250件的投案計劃中獲選，由評審委員團隊，三輪眞弘（作

曲家、媒體藝術家、情報科学藝術⼤大學研究所[IAMAS]教授）、畠中 実

（NTTインター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センター［ICC］主任学芸員）、杉

⽥田  敦（美術評論家、⼥女⼦子美術⼤大学教授）、今村有策（トーキョーワン

ダーサイト館⻑⾧長）、黒⽥田みのり（トーキョーワンダーサイト事業課⻑⾧長）

等⼈人邀請參與2016年的OPEN SITE參展機會。

  本次展覽起源於申請者針對1946年東京澀⾕谷事件及戰後都市空間的研究計

劃，因⽽而申請⾄至東京Tokyo Wonder Site申請此次駐村機會作為本計劃展覽

的初期展⽰示，在250件的投案計劃中獲選，由評審委員團隊，三輪眞弘（作

曲家、媒體藝術家、情報科学藝術⼤大學研究所[IAMAS]教授）、畠中 実

（NTTインター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センター［ICC］主任学芸員）、杉

⽥田  敦（美術評論家、⼥女⼦子美術⼤大学教授）、今村有策（トーキョーワン

ダーサイト館⻑⾧長）、黒⽥田みのり（トーキョーワンダーサイト事業課⻑⾧長）

等⼈人邀請參與2016年的OPEN SITE參展機會。

  本次展覽起源於申請者針對1946年東京澀⾕谷事件及戰後都市空間的研究計

劃，因⽽而申請⾄至東京Tokyo Wonder Site申請此次駐村機會作為本計劃展覽

的初期展⽰示，在250件的投案計劃中獲選，由評審委員團隊，三輪眞弘（作

曲家、媒體藝術家、情報科学藝術⼤大學研究所[IAMAS]教授）、畠中 実

（NTTインター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センター［ICC］主任学芸員）、杉

⽥田  敦（美術評論家、⼥女⼦子美術⼤大学教授）、今村有策（トーキョーワン

ダーサイト館⻑⾧長）、黒⽥田みのり（トーキョーワンダーサイト事業課⻑⾧長）

等⼈人邀請參與2016年的OPEN SITE參展機會。

  本次展覽起源於申請者針對1946年東京澀⾕谷事件及戰後都市空間的研究計

劃，因⽽而申請⾄至東京Tokyo Wonder Site申請此次駐村機會作為本計劃展覽

的初期展⽰示，在250件的投案計劃中獲選，由評審委員團隊，三輪眞弘（作

曲家、媒體藝術家、情報科学藝術⼤大學研究所[IAMAS]教授）、畠中 実

（NTTインター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センター［ICC］主任学芸員）、杉

⽥田  敦（美術評論家、⼥女⼦子美術⼤大学教授）、今村有策（トーキョーワン

ダーサイト館⻑⾧長）、黒⽥田みのり（トーキョーワンダーサイト事業課⻑⾧長）

等⼈人邀請參與2016年的OPEN SITE參展機會。

十、主辦單位實際負

擔條件(勾選後請說明)

□	 	 1.演出費________
□	 	 2.運費________
□	 	 3.交通費________
□	 	 4.日計生活費_______
□	 	 5.文宣廣告費_______
□	 	 6.保險費________

□	 	 1.演出費________
□	 	 2.運費________
□	 	 3.交通費________
□	 	 4.日計生活費_______
□	 	 5.文宣廣告費_______
□	 	 6.保險費________

□	 	 1.演出費________
□	 	 2.運費________
□	 	 3.交通費________
□	 	 4.日計生活費_______
□	 	 5.文宣廣告費_______
□	 	 6.保險費________

□	 	 7.住宿費________
□	 	 8.安排當地拜訪或參觀行程
	 	 	 	 	 	 ___________
□	 	 9.安排與計畫有關之活動
（包括成果發表）___________
□	 	 10.其他________

□	 	 7.住宿費________
□	 	 8.安排當地拜訪或參觀行程
	 	 	 	 	 	 ___________
□	 	 9.安排與計畫有關之活動
（包括成果發表）___________
□	 	 10.其他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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