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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摘要䠖䛂集合啦䠈創藝共玩湯䟿²²文化集㧓力線上共聚計畫䛃䠈在對創藝工作者䛂集㧓
力量䛃䠄collecWiYe poZer䠅的信念下䠈透過五個主題的跨國線上討論共聚䠈交流䛂集㧓䛃 䠄
collecWiYe䠅實踐䚹五場聚會䠈從一年多的跨亞洲研究出發䠈依據各地疫情許可䠈在線上與線
下同步展開䠈以䛂客廳有共玩䛃䠄COPLAY in LiYing RoomV䠅為系列活動名稱䠈期望打造如客
廳般舒適的交流氛圍䠈同時重新思考䛂玩䛃的不同樣貌可以如何開展䠛講者分享所屬團㧓近
期的實踐䠈聊聊各自所做的事情䠈如何㧓現團㧓彼此想像的個人䠋群㧓䚹系列聚會共聚連結
台灣與亞洲藝術䚸文化䚸創意工作者團㧓至少17組䠈在五場線上與實㧓聚會中䠈透過創作䚸
居住空間䚸資源共享䚸集㧓培力䚸個人䠋群㧓邊界等五個主題場次䠈探索實踐䚸交換經㦩䠈開
啟更廣大的串抲。棳第五場勩會於竹圍工作室小客廳實浣拁嫛，所有勩會均以喀文在偩上
進行䠈共聚討論相關內蠦，賿褩譄蝷蘿蛑覣蘩蛍線上公開分蹦，褩覥為計劃資源開放的一
環䚹

關鍵字䠖線上共聚, 藝術社群, 組織, 空間, 協作, online gaWheringV, arW collecWiYeV, Vpace,
organi]aWionV, collaboraWion

一䚸計畫成果概述

䛂集合啦䠈創藝共玩湯䟿²²文化集㧓力䠄collecWiYe poZer䠅線上共聚計畫䛃䠈在對創藝工作者

䛂集㧓力量䛃䠄collecWiYe poZer䠅的信念下䠈透過五個主題的跨國線上討論共聚䠈交流䛂集㧓䛃 䠄

collecWiYe䠅實踐䚹五場聚會䠈從一年多的跨亞洲研究出發䠈依據各地疫情許可䠈在線上與線下

同步展開䚹以䛂客廳有共玩䛃䠄COPLAY in LiYing RoomV䠅為活動名稱䠈期望打造如客廳般舒適

的交流氛圍䠈同時重新思考䛂玩䛃的不同樣貌可以如何開展䠛

䛂客廳有共玩䛃的活動名稱發想䠈在疫情下的情境而生䚹一方面䠈最初我們在思考䠈如何在最低

限度的人群聚集裡䠈仍達到某種身㧓感的親近性䠛最初在台灣疫情仍許可之時䠈我們原希望

台灣參與者可以集結在某位參與者的家中客廳與外國講者連線䠈達到線上與線下同步的目

的䚹然而台灣在5月中疫情急遽轉為嚴峻䠈五人以上的室內賚讹無法讝蹥，蘰豬交赦褾動成為

帶有染疫㢼險的旅程䚹我們改以全線上會議室相聚䠈但仍保留了客廳為名²²䛂客廳䛃形同從

外部空間走向室內居所訝虡訫象论，蜥襀訐個虇們習慣蠯褩詧待賓客訝起居空間，同時蚘袼

著個人與群㧓䚸公共與私密間的象徵過渡意義䚹如果將䛂客廳䛃的概念延伸至所有個㧓與群㧓䚸

公私領域交會的邊界形式䠈我們似乎也可以賦予所有的集結䚸交流另一層思考的意義䠖如何在

這個動態的邊界裡悠然自處如居所䠛如何在看似尋常的互動裡開展出靈光閃現䠛又䠈如何在

看似微小的擾動中䠈如漣漪般擴延出意義的震盪䠛 這些提問䠈在各場次的線上共聚中䠈夥伴

們各自提出了有趣的詮釋可能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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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疫情消長䠈計畫共辦理了五場線上與實㧓聚會䠈連結台灣與亞洲藝術䚸文化䚸創意工作者

團㧓至少17組䚹前四場聚會以線上進行䠈分別以䛂藝術計畫䛃䚸䛂生活空間䛃䚸䛂集㧓培力䛃䚸䛂資源

共享䛃為題䠈每場次邀請台灣及國際參與者與會䚹而疫情以外䠈計畫執行初期竹圍工作室告別

的決策䠈以及計劃末期工作室創辦人蕭㯇虹的逝世䠈也影響了計劃推進與實現的方法䚹除了計

畫團隊延伸於11月工作室最終場開放日䛂終章䛃以計劃概念策畫展覽外䠈 也將2021年末第五

場以䛂個人䠋群㧓邊界䛃為題的共聚䠈辦理於竹圍工作室小客廳展場空間䠈該場次既帶有計畫

總回顧意味䠈同時也開展向藝術工作者的共有未來䚹

本次計劃五場聚會內蠦，褩譄蝷文辇詹記蠔，赂配趮面蛹動赍蝞像蛍計鱫網诮（

hWWpV://WViWXan.collecWiYe.WZ/copla\䠅公開䚹五場次主題䚸參與者與討論主題簡述如下䠈各場次摘

錄及影像紀錄䠈請見成果報告附件或計畫網站䚹

䛆主題一䛇䛂純屬好玩䠛藝術共玩䠖從 0 到 1 到好多計畫䛃

COPLAY for arW: from ideaV Wo projecWV and be\ond??
時間䠖2021.05.28䠄五䠅19:00-21:00
討論主題䠖

藝術工作者如何在協作中定義個人與團㧓䠛

如何想像計畫和團隊的生命週期䠛

如何在計畫中進行決策和討論䠛

如何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奮力串連奮力䛂玩䛃䠛

講者䠖

Wa\la AmaWaWhammachad䠋Pra\oon for ArW䠄泰國䠅

Angga CipWa䠋CXW and ReVcXe䠄印尼䠅

羅仕東䠋OCAC打開±當代藝術工作站䠄台灣䠅

孫以臻䠋一群人的自學䠄台灣䠅

䛆主題二䛇䛂這裡䛃還有得玩䡚䠖我們還能怎樣䛂共同生活䛃䠛

COPLAY for Whe place: reimagine oXr liYing WogeWher
時間䠖2021年07月22日䠄四䠅19:00-21:00
討論主題䠖

在當前的時代裡䠈䛂鄰䛃的概念是否有所不同䠛

集㧓空間與社交空間的邊界變得不一樣了嗎䠛

如何收集與擾動眾人對一地的願景與想像䠛

從有趣的念頭䠈可能產出對一地發展的創抯性楕浣推動嗎？
個人䚸社群䚸空間的動能如何相互連結與維繫䠛

講者䠖

TechiW Jiro/ SATARANA (泰國)
IVao Kanemaki& Mei Mi\aXchi䠋PARADISE AIR (日本)
葉育君 /inVWanW42䚸卦山力藝術祭 (台灣)
陳科廷/ 採集人共作室䠄台灣䠅

䛆主題三䛇學習共玩䠖如何和不同社群共同學習成長䠛

Learn Wo COPLAY, COPLAY Wo learn䠖hoZ Wo learn from/ZiWh differenW commXniWieV?
時間䠖2021年8月27日䠄五䠅19:00-21:00
討論主題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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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需要共同學習䠛

關懷的議題䠈如何透過共同學習被看見 / 傳遞 / 增幅䠛

跨域的共學計畫如何產生？
共學的心理與創意㣴成是什㯟䠛

如何創造與其他社群的間的集㧓力量䠛

講者䠖

NoorlinWang ³Nori´ SXminar/ KoWak Main (印尼)
Daniella PrapWono
TegXh Safari]a䠋RURU KidV (印尼)
Dara Kong /Sa Sa ArW ProjecWV (柬埔寨)
楊芳宜 / 廢青不廢䠄台灣䠅

螞孟蹶 / 307 （赊灣）

䛆主題四䛇資源共玩䠖如何創造資源的共享花園䠛

COPLAY for ReVoXrceV䠖hoZ Wo mainWain a ferWile groXnd for all?
時間䠖2021年8月30日䠄一䠅19:00-21:00
討論主題䠖

如何透過機制的創造䠈串連與分享資源䠛

如何在分享傳遞中䠈達成新資源的再創造䠛

如何和成員達成資源供需的平衡䠛

資源的分享媒介如何也持續獲得能量的挹注䠛

講者䠖

Marcellina DZi Kencana PXWri, Angga Wija\a, BerWo TXkan䠋GXdVkXl:SWXdi
KolekWif dan EkoViVWem Seni RXpa KonWemporer (印尼)
曹良賓䠋 LighWbo[ (台灣)
彭奕軒/ 節㯶 ZiW-dim ArW Space䠄台灣䠅

䛆主題五䛇䛂我䛃與䛂我們䛃如何共玩䠛

䠄不如先捏手上那丸! #冬至特別版䠅

SHALL WE COPLAY?  #ZinWer VolVWice Vpecial ediWion
時間地㯶䠖2021年12月21日䠄二䠅19:00 竹圍工作室小客廳

討論主題䠖

䛂我們䛃裡面的䛂我䛃是誰䠛

何時是䛂我䛃䠈何時是䛂我們䛃䠛

想像一個藝術行政與非創作者的群㧓䠄collecWiYe䠅䠖你希望得到什㯟支持䠛能夠
給予的又是什㯟䠛

參與者䠖線上投入藝術行政工作的夥伴

二䚸整㧓效益評估

1. 奠基於深度研究訪談的交流共聚

本次共聚計畫的參與者䠈在線上交流之前䠈均會預先與我們進行一場1-2小時的深度訪談䠈以

訪談主題圍繞個人所參與團㧓的運作䚸特性與反思䚹訪談中也先就整㧓計畫精神䚸歷程以及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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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的進行方式與其他參與人進行介紹分享䚹因此䠈在聚會以前䠈我們就已對參與者背景䚸個人

與團㧓資訊有所理解䠈於是在實際共聚時䠈變更能引導對話交流的進行䠈以及講者與一般參與

受眾的互動䚹可以說，本計鱫訝線上共賚，誳了是诨蛹覝蛹受騙識間跳诅了蹙、軂動、交流訝

機會䠈也是策劃團隊對群㧓協作實踐之長期性研究的一個重要環節䚹

2. 友善開放的互動與氛圍

在五場次共聚中䠈所有講者分享自身歷程䚸所屬團㧓近期的實踐䠈以及如何思考團㧓彼此想像

的個人䠋群㧓䚹在個場次中䠈主持人有意識營造友善的討論氛圍䠈同時也因為與參與者的預先

熟識䠈得以輕㧼調性推進聚會的進行䚹雖然礙於預算與人力䠈聚會僅能以全英文進行䠈是為整

㧓計畫美中不足之處䠈但在討論互動階段䠈主持人以雙語引導䠈為中文講者或觀眾即時翻譯䠈

是為聚會資訊之開放性所進行的小小努力䚹

3. 線上交流的資源傳遞與互動彈性

䛂集合啦䠈創藝共玩湯䟿²²文化集㧓力䠄collecWiYe poZer䠅線上共聚計畫䛃既在疫情中以線上

方式進行䠈但仍嘗試突破既有網路研討的限制與單向互動䚹雖然䠈在實際聚會發生時䠈我們仍

因爲線上會議軟㧓與連線品質的需求䠈選擇以Zoom為介面䠈以至於受限於會議軟㧓的制式規

格而難以有較彈性的運用方式䚹也因此䠈會前的深度訪談䠈多用介面更具互動性與趣味的

gaWher WoZn進行䠈以拉近彼此距離䠈作為正式共聚的彌補䚹

4. 資源傳遞與共享實踐

除了共聚前資訊充分揭露傳遞䠄每位參與者都會於會前進行一場深度訪談䠈並獲得中英雙語

的計畫資料䚸共聚內蠦說明、既有與未來場次內蠦等），虇們蚘考量譄蝷使蠯覝訝近蠯性，蛍

是將各場共聚內蠦，觥轊轰褩譄蝷蘿蛑辇詹，赂配蝞像覣料蛍網路分蹦，襮方面辴望彌補賚轊

現場的語言隔閡䠈另一方面䠈也做為計畫持續推進的成果累積與檔案紀錄䚹

5. 延伸成果與後續互動

除了五場共聚外䠈在本計畫之共聚之中䠈延伸將計畫精神化為展覽䠈於2021年11月之䛂竹圍工

作室開放日䠖終章䛃䠄hWWpV://reXrl.cc/oeZM3g)䠈在工作室䛂小客廳䛃以The LiYing為主題構作展覽

䠈以傳遞計畫承繼竹圍工作室開放䚸共享䚸共創的精神䚹 此外䠈本計畫所互動之國內外藝文團

㧓䠈仍於計畫結束中密切交流互動䠈期待開展出更多交流的契機與改變的能量䚹

三䚸綜合檢討

1.  線上互動的主動性與創造潛能䠈以及與實㧓連結的不可贼分

本次執行的系列小聚是作為整㧓研究計畫的第二階段䠈在此之前我們已完成了共約30組的線

上訪談䠈透過線上互動其實是有效率且有趣的䠈除了是一個適合建立初步關係或延續情誼的

好機會䠈也能夠咖彼此交流對方在疫情底下的應對方式咖心得，甚咂是實務技厌的分享。每一
次的小聚的主題當中都包含了講者的案例分享䠈而下一個階段我們也期望能夠在疫情穩定後
結合線下的互動䠈希望有機會能夠帶不同 collecWiYe 團隊成員實際到彼此現場參與計畫或活

動䠈更深入的看見不同國家文化背景下孕育出的共創精神與運作方式䚹在我們線上與線下活

動的辦理都已熟稔後䠈也能夠拁一步岼岗更多新形態的共作方法，强徹「共玩」的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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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位工具的創造方案有待開發

本次辦理的五場活動中有四場以線上的會議室作為平台進行交流䠈像 Zoom 這樣的線上會議

室是大家較為熟悉的短期互動方法䠈但互動方式略㢷單調䠈且仍然有它的侷限性䠈尤其是當同

步進行線上與線下的活動時䠈容易遇到流程䚸語言轉譯及網路連結穩定度上的困難䠈因此原先

期望第五場活動除了現場的國內诨蛹覝蟯，蚘能夠挏嵚更多國椪團椙一同在偩上交流岝嵥，
但礙於活動順暢度䠈團隊討論過後還是決定以邀請國內團隊為主䚹相較於過往䠈目前國內蟯皆

有更多團隊正因應疫情嘗試運用各種數位工具辦理活動䠈除了我們也使用的會議室軟㧓像是

Zoom䚸 GaWher ToZn䚸 Mo]illa HXb䠈或者主流的通訊軟㧓及社群媒㧓如 FB䚸IG 外䠈也有更多

虛擬平台如 DecenWraland䚸ClXVWer 等䠈甚至是開放世界的遊戲平台如第二人生䚸MinecrafW䠈
都能夠根據尞畫劔的榏求咖彖源去挑指合拸的工具咖平台。峀多團椙也呹嫛架岼偁站作為互
動的基礎䠈如印尼的 GXdVkXl 設計了一套專門給 collecWiYe 進行互動的問題牌卡䠈並預計要將

其放置於網站上䚹現有的數位工具五花八門䠈但重㯶仍是要達到維持互動的目的䠈所幸團隊當

中有專業技術人員䠈若未來仍要持續進行線上訪談與小聚䠈我們也會考慮設計更符合需求的

數位方案䚹

3. 議題討論外䠈日常情誼的互動仍是交流的根基

本次計畫的核心任務除了研究的進行外䠈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䛂連結者䛃的角色䠈讓更多在亞

洲區域不同國家的藝術實踐者能夠有機會崜巧彼此甚咂合作，因此僅是戵理單場次的偩上小
聚是不夠的䚹我們能夠與這些 CollecWiYe 成員有深入的對話䠈仍須仰賴日常的互動交流䠈持續

關心彼此近況䚸互相拜訪䠈而這通常也是關係永續的㯫著劑及㣴分䠈例如 InVWanW 42 的創辦人

葉育君曾分享在疫情下為了持續支持在地店家每天都輪流換不同店的咖啡喝䚹在此計畫外䠈

團隊成員也時常參與線上線下活動䠈或者邀約進行合作䠈例如後續我們曾接受印尼團隊

GXdVkXl 邀請參與其與水谷共同舉辦的活動䛂團隊卡牌遊戲COLLECTIVE CARD GAMES䛃䚸
參與 OCAC 舉辦的讀書小組䚸也自行舉辦了旨在閒聊的䛂BreZ Monda\䛃活動 䠗來自泰國的

TechiW䚸Wa\la 都持續與團隊成員有合作䚸其中一位成員也同時作為坪林故事採集團隊的合作

夥伴䚹無論是提供心理支持或實質資源䠈在疫情之下都是非常重要的動力來源䠈尤其是在強調

共創的 collecWiYe 團隊當中䠈更需要看見彼此的需求䠈就如同採集人共作室創辦人陳科廷分享

其所認為的 CollecWiYe 精神即是像䛂地衣䛃那樣的共生㧓當中䠈藻類與真菌以各種型態樣貌互

相扶持提供㣴分䠈因此能夠在各種惡劣的環境下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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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䚸五場次內蠦記蠔蛹圖趥紀錄

成果網站䠖hWWpV://WViWXan.collecWiYe.WZ/copla\
影片紀錄䠖hWWpV://reXrl.cc/[Oa\EL

䛂客廳有共玩䛃線上共聚 #1  純屬好玩䠛藝術共玩䟿²² 從 0 到 1 到好多計畫

影片

時間䠖2021.05.28䠄五䠅19:00-21:00
討論主題䠖

藝術工作者如何在協作中定義個人與團㧓䠛

如何想像計畫和團隊的生命週期䠛

如何在計畫中進行決策和討論䠛

如何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奮力串連奮力䛂玩䛃䠛

講者䠖

Wa\la AmaWaWhammachad䠋Pra\oon for ArW䠄泰國䠅

Angga CipWa䠋CXW and ReVcXe䠄印尼䠅

羅仕東䠋OCAC打開±當代藝術工作站䠄台灣䠅

孫以臻䠋一群人的自學䠄台灣䠅

因為好䛂玩䛃䠈能不能成為一個藝術計畫的苗頭䠛

想一起䛂玩䛃䠈能不能成為一種眾人集結的方式䠛

每年發起的計畫那㯟多䠈多到你和夥伴的生活都要被淹沒䠈疫情底下䠈卻又要重新思考計畫

如何持續䚹有沒有哪一個計劃能讓你維持著䛂這太有趣了䟿我要繼續做下去䟿䛃的初衷䠛如

果一起開心共創是種動機䠈那玩起來之後又該如何延續䠄或是時候到了怎㯟讓它隨㢼去䠅䠛

這次線上聚會中䠈藝術團㧓CXW and ReVcXe的 Angga CipWa 分享在印尼貝殼村䠄KampXng
Kerang䠅與居民和藝術團㧓共同舉辦的卡啦 OK 俱樂部活動䠗OCAC的羅仕東分享打開-當
代成立至今䠈遊牧四處的不同線上線下䛂客廳䛃䠗策展人孫以臻分享一群人如何共同自學當

代藝術策展䠗泰國 Pra\oon for ArW 的發起人 Wa\la AmaWaWhammachad 則分享他如何投入

泰北村落裡的大型社區藝術計畫䚹

從四種不同樣態的計畫與團隊運作方式䠈以及計畫從發想到執行的過程䠈我們想跟大家聊

聊䠖藝術工作者如何在協作中定義個人與團㧓䠛如何想像計畫和團隊的生命週期䠛如何在

計畫中進行決策和討論䠛如何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奮力串連奮力䛂玩䛃䠛既要集合眾力向未來

探勘䠈也描繪彼此實踐的共創之力䠈透過超越國境的線上共聚䠈彼此分享經㦩與能量䚹

歷經一年多的研究訪談䠈共玩計畫於2021年5月28日開啟了第一次的偩上共勩。楕合四俓曾參
與共玩研究計畫的講者線上相聚䠈以各自團㧓的實踐䠈討論計畫如何從一個靈感與想法開展

為實踐䠈而透過這實踐䠈又如何去思索辯證心目中的群㧓性䠈可以或也許不是什㯟䚹

在第一場共聚中䠈泰國夥伴Wa\la㤳先分享自身從企業轉向擁抱藝術的歷程䠈以及他所參與的

社區計畫䚹曾在表演藝術團㧓與替代空間工作的Wa\la䠈在工作經㦩中發現泰國藝術生態的困

境䠈以及自身作為藝術管理專業者的職涯路徑䚹藝術網絡Pra\oon for ArW 因運而生䠈集結不同

專業背景的藝術愛好者共同發展藝術計畫䠈其中之一便是第三屆的LoZ FaW ArW FeV䚹Pra\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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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rW接手策劃後䠈將藝術節轉向更面向街區空間與社區居民生活的藝術計畫䚹當年LoZ FaW
ArW FeV經費多來自募款與自籌䠈然而藝術節後Wa\la獲獎助前往日本研習交流䠈並受啟發䠈發

起SWar Tier( SXVWainable TranVnaWional ArW ReformaWion ThroXgh InWercXlWXral Empirical
RapporW)䠈希望搭建起合作平台䠈以培㣴藝術工作者䚸社會工作者䚸地方與政府部門間的合作

䠈促進區域的永續發展䚹泰國東北㯪府䠄Loei䠅成為實㦩SWar Tier的第一個基地䠈希望結合該地

方豐富的自然資源與人文傳統䠈透過藝術節Loei ArW FeV䠄也為LoZ FaW ArW FeV的延伸䚸相當於

第四屆藝術節䠅作為促動的介面䚹

羅仕東則以打開䠉當代藝術工作站的歷程䠈回應共聚主題的䛂客廳䛃概念䠈以不同OCAC的臨

時或長期據㯶變化䠈包括䠖台灣北部不同城市與街區的團㧓空間與在之中的藝術活動䠗巡迴台

灣周圍海域的船隻䠗在泰國曼谷為期六個月從零打造的曼谷進㥔空間䚸印尼日惹生活一個半

月於團㧓LifepaWch空間的整修䠈移動的歷程䠈最後還有在疫情下發展出䠈跨越台灣䚸泰國䚸印

尼䚸菲律賓四地的實㦩聲響音樂交流計畫䠄䛂一隻蒼蠅㣕入海洋無垠的吐納䛃䠅䚹打開當代目前

在大稻埕街區的空間䠈同時也成為不同社群往來的據㯶䠈例如也是䛂一群人的自學䛃的例行聚

會場所䠈持續探索著不同類型的計畫中䠈多重擁有䠄MXlWiple OZnerVhip䠅的精神可以如何被實

踐䚹

印尼的ACip與IpXl也分享了雅加達藝術團㧓CXW&ReVcXe的成立與實踐䚹現有五位成員的CXW&
ReVcXe的藝術實踐多元䠈從複合媒材的影像與文本剪貼䠈聲音與錄像作品䠈到實㦩性的表演

行動䠈都是他們藝術表現的方式䚹他們回顧了團㧓的活動䠈包括從rXangrXpa所策劃之 32�C藝
術節的參與䚸OK Video藝術節的參與式演出䚸SonVbeek FeVWiYal期間的足球賽䚸與在雅加達

ArW SWage博覽會以CollecWiYe SocieW\為主題䠈邀請觀眾坐下與藝術家聊天的參與式行動䚸在雅

加達郊區漁村KampXng Krang䠈和當地蚵農漁人共創的社區計畫及卡拉䠫䠧派對䠈以及團㧓在

台灣竹圍工作室㥔村期間䠈在竹圍社區公共空間進行的街頭按摩計畫等䠈持續用幽㯱的方式

與協作的精神回應著社會䚹

最後分享的是孫以臻䠈她以社群貢獻者䠄commXniW\ conWribXWer䠅的身份自居䠈分享自2016年起

參與組織的自學團㧓社群䛂一群人的自學䛃䚹這個社群的成員均對策展有興趣䠈透過每月一次

在週日晚上的聚會展開共學䚹社群的出現從幾個提問開始䠈包括䠖理想的學校應當如何䠛理想

的策展學習方式可以是什㯟䠛誰可以是老師䚸誰又是學生䠛這些問題引導䛂一群人的自學䛃的

行程䠈這個社群從讀書會與翻譯團㧓開始䠈發展出更多不同形式的活動䠈例如策展案例研究䚸

策展專題討論䚸藝術家合作䚸藝術空間參訪䠈以及2020年開始的成員獨立研究等䚹

在討論階段䠈眾人除了分享在疫情對各自的影響䚸挑戰與因應䠈也討論了如何在團㧓中維持讓

眾人持續投入與參與的動力䠖在不同實踐的目的下䠈這可能包括某種共享情懷的經營與歸屬

感䚸如同家人般友情的維繫䠄以及日常中無目的閒聊䚸䛂垃圾話與酒精的必要性䛃䠅䠈持續尋找樂

趣的熱情䠈當然䠈也有務實連結不同異質社群與溝通的誠意與努力䚹最後䠈大家也討論了各自

對團隊或計畫生命週期的思索䠈雖然各自軌跡不同䠈所需應對的資源供需㧓系也各異其趣䠈而

在各自的歷程中䠈總有經歷能量消長的起伏時刻䠈對於自身的實踐䠈除了擁抱生命週期的有機

變化䠈持續對自身之投入與對藝術的潛能擁有信念䠈仍是推動大家往前的動能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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䛂客廳有共玩䛃線上共聚 #2  䛂這裡䛃還有得玩䡚䠖我們還能怎樣䛂共同生活䛃䠛

時間䠖2021年07月22日䠄四䠅19:00-21:00
討論主題䠖

在當前的時代裡䠈䛂鄰䛃的概念是否有所不同䠛

集㧓空間與社交空間的邊界變得不一樣了嗎䠛

如何收集與擾動眾人對一地的願景與想像䠛

從有趣的念頭䠈可能產出對一地發展的創抯性楕浣推動嗎？
個人䚸社群䚸空間的動能如何相互連結與維繫䠛

講者䠖

TechiW Jiro䠋SATARANA (泰國)
IVao Kanemaki& Mei Mi\aXchi䠋PARADISE AIR (日本)
葉育君䠋inVWanW42䚸卦山力藝術祭 (台灣)
陳科廷䠋採集人共作室䠄台灣䠅

在當前的時代裡䠈䛂鄰䛃的概念是否有所不同䠛 從有趣的念頭䠈能不能產生對一地發展的創
造性集㧓推動䠛

一地的創新與發展從來非一己之力能夠完成，楕浣的意念和厌摞往往厌串抲成共同生活的
獨特性䚹而在集㧓空間與社交邊界正在虛實之間挪移的此刻䠈個人如何在群㧓之中發揮力

量䠈去重新創造一個適應當前的生活環境䠛重新想像個人䚸群㧓䚸空間三者之間的關係䠈在

共同生活的場景裡䠈需要每個人的悉心耕耘䚹

這次線上聚會中䠈我們邀請四組講者來分享他們對共同生活的新㩭意念䠈如何轉化為實際

的行動計畫䟿

一地的創新與發展從來非一己之力能夠完成，楕浣的意念和厌摞往往厌串抲成共同生活的獨
特性䚹而在集㧓空間與社交邊界正在虛實之間挪移的此刻䠈個人如何在群㧓之中發揮力量䠈去

重新創造一個適應當前的生活環境䠛重新想像個人䚸群㧓䚸空間三者之間的關係䠈在共同生活

的場景裡䠈需要每個人的悉心耕耘䚹這次線上聚會中䠈我們邀請了四組講者來分享他們對共同

生活的新㩭意念䠈如何轉化為實際的行動計畫䚹

講者包含觸角多元的城市設計師䚸來自泰國曼谷的行動者TechiW Jiro䚹TechiW 因為一次失敗的

社會運動䠈決定由已經從事 20 年的設計師工作轉為投入社區發展計畫䠈成立 SaWarana 後藉

由團㧓的創意能量去對峙權威䠈並推動城市政策改變䚹SaWarana 的在疫情下維持約 15 位來

自各種背景的成員䠈䛂BecaXVe iW¶V oXr ciW\.䛃是他們的核心理念䚹他們 2015 年開始以經營曼谷

市區的民宿作為據㯶䠈並且持續擴張品牌規模䠈並創造青年的工作機會䚹SaWarana 的運作模

式以䛂實㦩室䠄Lab䠅䚸領導䠄Lead䠅䚸生活䠄Life䠅三個方向為主䠈䛂領導䛃層面是透過積極與政府合

作社會創新計畫去改善交通䚸提升社會意識與知識管理䚸促進經濟與觀光發展䠈這也是

SaWarana 被大眾理解的樣貌䠗䛂生活䛃方面是透過長期經營民宿和咖啡廳來維持與在地社群的

互動䠗而䛂實㦩室䛃則是 SaWarana 與國際接軌的方式䠈透過各種理想化䚸具實㦩性的計畫去嘗

試新的合作模式䚹在疫情的衝擊下䠈他們意識到仰賴外部資源無法達到真正的永續䠈於是回到

自身思考整理組織的核心價值咖協作位神，並且深化原本的內容發展出新的拚作方摬，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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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向不同區域的在地農民學習專業知識以讓更多都市裡的居民看見生活的源頭與土地的連

結䚹

藝術家䚸策展人與藝術機構創辦人葉育君的創作歷程由法國巴㯪到雲林又到台北䠈具有豐富

㥔村經歷的育君 2017 年在台北創立了 InVWanW 42 作為創作展演與㥔村的空間䠈延續兒時三

代同堂大家庭給予的表演舞台及㣴分䠈藝術對於育君而言是一種䛂家䛃的精神延續䠈因此

InVWanW 42 不僅是空間䠈同時也作為一種創作形式存在䠈所有的計畫主題都圍繞著䛂藝術與生

活䛃䚹育君過往的計畫類型也包含許多與公眾䚸社區居民互動的表演及工作坊䚹經過數次搬遷

䠈離掘 20 年的育君再次回到彰化䠈䛂只要給它機會䠈藝術就能夠觸及很多人䛃䠈為了能夠吸引

更多彰化的觀眾䠈育君與在地社群合作發起了數次藝術計畫與演出䠈並在更深入了解彰化地

方文化歷史後䠈決心辦理卦山力藝術祭䠈希望重新找回百年前新文化運動的那股行動能量䚹育

君彰化集結在地藝術家䚸職人以及居民䠈目標放在長期建構在地知識與資源並將藝術實踐在

生活場域䚸㯶燃在地自我認同䚹為了與在地社群更熟絡䠈第一年育君設計了為期三個月的田野

調查、桀帏、書寫工作坊，以及侏斓劇場，四種活動彼此扣抲。第二年後則更摬對槡攏世代之
間的互動作為主題䠈結合影像創作帶入環境䚹卦山力藝術祭也吸引了許多在外工作的創作者

青年回到當地生活並加入團隊之中䚹

採集人共作室的發起人與跨領域藝術家陳科廷同時也具有專業植物研究背景䠈對他而言䠈

collecWiYe 精神就如同䛂地衣䛃這樣的䛂共生㧓䛃䠈此種共享的精神也長期反映在他所發起的計畫

當中䚹科廷運用家裡的山中老屋作為基地䠈在屋外種植許多特殊的㤶草植物與水果供大家採

集運用䠈也運用工作室周遭的在地自然素材或農作物進行創作䚹三年前開啟的「坪林故事採
集䛃計畫䠈目前大多的計畫成員來自外地䠈這個計畫連結了在地國中小學校與社區居民䚸在地

組織䠈主要的任務是收集地方故事䠈並運用創意去建立與活化地方知識以凝聚認同感䚹第一年

的計畫䛂讓我們來聽你說故事²趭林襖文山水谌讹」訋譇蛍了蹙觡覝訝記蛖蛹技螌閳建立起對
於地方的認識䠗第二年開始䛂請聽我們說故事²趭林跨蜅蘝蚢赊」結踵了國譄小訝跧蜢課誎蛹
布簾創作䠈重新繪製䚸演繹䚸訴說譛方故事，閳觥社區老街上讝蹥訸蜢。觥過誎譄團隊蚘诣覺

一些新的議題䠈例如䛂椅子站起來䠈我們坐下來䛃即是結合廢棄課桌椅與表演讓同學認識珍惜

環境資源及學習身㧓表達䚹第三年的計畫䛂帶上我們的故事²坪林來去校外教學䛃則是以䛂坪

林尋怪䛃為主題讓同學認識地方環境與社會議題並創作妖怪故事與面具䚹

來自日本 PARADISE AIR 的專案經理 Mei 與 Maki䠈分享在千葉縣松軉市的藝術進㥔計畫䚹

PARADISE AIR 成立於 2013 年䠈位於一棟名為䛂樂園䛃的旅㤋當中䠈一二樓是柏青哥店䠈三樓

以上則是進㥔空間䠈主要受到建築物擁有者䛂株式会社浜友商事䠄HamaWomo Compan\䠅䛃的企

業贊助䚹團隊以 collecWiYe 的形式運作䠈成員背景非常多樣䠈包含表演䚸電影䚸建築䚸翻譯等

等䚹PARADISE AIR 的㥔村計畫分為兩類型䠈一種是邀請國內外創作者進㥔的㥔村計畫䠈另一

種則為租借工作空間給在地創作者䠈租金收入也作為營運基金䚹由於建築物建造於日本經濟

發達的 80 年代末䠈㥔村房間內部的裝潢精緻且多元化䚹在㥔村過程當中䠈創作者不會被要求

製作成果展覽䠈反而是㰘勵以享受過程為核心價值，並忿入社區拚用公共空栢拁嫛創作、嫷演
䠈與在地居民相遇䚹在疫情當中䠈由於國際㥔村與活動皆受到衝擊䠈PARADISE AIR 為了持續

支持創作者䠈決定發起新計畫䛂MaWVXdo QOL AZard䛃計畫䠈QOL 原指生活品質䠄QXaliW\ of
Life䠅䠈但在此計畫中也代表著䛂隔離之最䠄QXaraWine of LaXreaWe䠅䛃䠈獲獎者將能夠待在房間內

進行為期三周專注地䛂隔離䛃䠈有些人決定進行創作䚸發想䠈有些人則是寫論文度過䚹並且在疫

情稍微趨緩後䠈他們決定重新啟動咖本地社刳的合作。在疫情前，由於掿扠東京，大多數的申
請者都是來自國外䠈但這個計畫帶來了許多與松軉市內觥譛诳覥覝訝踵覥機轊，蚘蛆贓們看

見更多在地方發展的潛力䚹

在後續討論當中䠈講者們回應了各自團隊營運的經費來源䠈例如 SaWarana 每個計畫類別䠄領

導䚸實㦩室䚸生活䠅皆有不同的源頭䠈疫情前民宿的商業模式能夠呹俵呹恂，地方政府則因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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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他們作為顧問協助和運作策略所以投入較多資源在社會發展的計畫當中䠈此外 TechiW 也在

大學教書以知識作為其收入來源䚹在維持核心精神與價值觀的狀態下䠈SaWarana 擁有源源不

俤的創造力去獲取所需資源並達到社會創新的目的䚹卦山力藝術祭每年花費約 135 萬元䠈每

年皆需要花費大量時間撰寫提案䠈2021年部分經費來自政府補助䠈也試圖運用募資的方式支

持活動運作以支付成員費用䚹InVWanW 42 也辦理收費工作坊以建立文化消費的習慣䠈偶爾也受

邀作為其他藝術活動的執行團隊䚹坪林故事採集計畫運作經費幾乎全部來自政府䠈少部分來

自學校講師費䠈但科廷自身也實踐極低物慾與花費的生活且與家人同住䠈因此較不受經費限

制䚹PARADISE AIR 大部分經費來自房租與文化部的補助䠈但當租金收入較㧗時䠈文化部則會

基於組織獨立性考慮調降補助經費䠈因而陷入兩難的情境䚹每位團隊成員的收入大多來自其

自身專業並能夠獨立拚作，也因此厌夠儋儛參咖在俓僣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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䛂客廳有共玩䛃線上共聚 # 3  學習共玩䠖如何和不同社群共同學習成長䠛

時間䠖2021年8月27日䠄五䠅19:00-21:00
討論主題䠖

關懷的議題䠈如何透過共同學習被看見 / 傳遞 / 增幅䠛

跨域的學習計畫如何產生？
共學的心理與創意㣴成䠛

如何創造與其他社群的間的集㧓力量䠛

講者䠖

NoorlinWang ³Nori´ SXminar/ KoWak Main (印尼)
Daniella PrapWono
TegXh Safari]a䠋RURU KidV (印尼)
Dara Kong /Sa Sa ArW ProjecWV (柬埔寨)
楊芳宜 / 廢青不廢䠄台灣䠅

䛂共同學習䛃是每個人在家庭中或校園中必不可少的經㦩䠈但如何跨出自己的舒適圈䠈與不

熟悉的領域社群進行串聯與互相學習䠈卻需要一些好的設計䠈建設共學的心理素質與㣴成

創意合作的能力或許能夠帢新的槗感咖動力在叵中抇發！

䛂共同學習䛃是每個人在家庭中或校園中必不可少的經㦩䠈但如何跨出自己的舒適圈䠈與不熟

悉的領域社群進行串聯與互相學習䠈卻需要一些好的設計䠈建設共學的心理素質與㣴成創意

合作的能力或許能夠帢新的槗感咖動力在叵中抇發。

柬埔寨金邊的 Sa Sa ArW ProjecWV䠈作為當地重要的當代藝術實㦩空間與平台䠈由 6位創始成

員在 2007 年以 collecWiYe 的方式成立䠈目前的㥔村經理 Dara Kong 是由課程學員的角色開

始進入到組織當中䚹2010 年後至今剩下 3位創始成員䠈包含現任藝術總監 VXWh L\no䠈及背景

多元的 4 名員工共同運作組織䚹Sa Sa ArW ProjecWV 旨在創造䛂超越展覽的藝術䛃䚸䛂藝術教

育䛃䚸䛂藝術實㦩䛃以及䛂在柬埔寨的日常中所能觸及的藝術䛃䚹最初團隊的基地在藝術家聚集的

白色大樓䠈進行實㦩性的藝術計畫䚸攝影工作坊及課程䚹得知白色大樓將被拆遷䠈從 2014 年

起 Sa Sa ArW ProjecWV 開啟了䛂Clean Xp! PainW Xp!䛃計畫以紀念這個充滿歷史意義的地方䚹

2017年後團隊搬遷至新地㯶䠈不僅將其設計成更加專業的藝術空間䠈也規劃了在柬埔寨尚無

團隊做過的當代藝術課程䚸紀錄片與當代攝影課程䠈以及藝術家英文課䠈課程每一期三個月䠈

由團隊成員授課䠈課程內蠦蚘趽踪機構诨訪、訷蛩覢詢、成果訸覽，閳教導創作者學習如何有

自信地闡述自己的創作理念䚹另外䠈除了為期八週到三個月的國際藝術進㥔計畫䠈Sa Sa ArW
ProjecWV 也透過與大學或社區合作計畫及教育計畫䚸活動與國內外藝術社群䠋在地社區共創

群㧓力量䠈2020年團隊也邀請約 84 組藝術家提供作品參與募款活動來支持年度的營運資

金䚹

螞孟軒同時兼具舞者䚸創作者䚸舞蹈評論人䚸表演與創作研究者等多重身份䚹2018 年孟軒發起

的研究計畫 ² 䛂身為藝術工作者䠈我們如何組織自己䠛䛃起源於她對於藝術製作結構以及當

前藝術工作者工作方法與流程所抱持的興趣䠈計畫的核心問題為䛂在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的

時代裡我們的工作情境為何䠛䛃䠈在這樣的狀態下䠈是否能夠摜新創抯、想像塬嫢完作的新方
法䠋架構䠛創作者有沒有其他可能的公眾互動方法䠛由文獻綜述開始䠈孟軒參考䛀

CommoniVm: A NeZ AeVWheWicV of Whe Real䛁一書中談論䛂共同性䛃的意識形態䠈及其如何影響

我們的生活䚹對她而言䠈䛂共同性䛃最有趣的部分在於它䛂共享䛃的價值屏和同儕共學中的互信
發展成與新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相違背的新的社會關係䚹另一階段的行動研究䠈孟軒在 C-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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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 307 號房裡創造了一個實㦩共學的環境䠈她向借用空間進行舞蹈排練的朋友提出規劃

公開共學活動的交換條件䠈進行了數次討論䚸表演䚸工作坊及展覽䠈如䛂根莖䛃一般作為一種無

特定形式䚸無中心且互相交織的有機㧓䠈是孟軒對於 collecWiYe 的想像與靈感來源䠈也在過程

中帶出她更多對於共同合作策略的疑問與想法䠈於是 2019 年開啟了 䛂Blablabla 計畫䛃發展公

眾䠋社區參與式的展演䠈以探詢更深入的䛂協作䛃方式並與一群多樣背景的夥伴自然相聚集結

成䛂參零柒䛃團隊䠈持續摸索更多人與人之間形成的社會關係䚹

RURU KidV 在雅加達長期關注兒童藝術教育與教育環境䠈目前一共有八位成員䠈創辦人

Daniella 與成員 I]al䚸Alienpang 分享因團隊有感於政府對於藝術教育的漠視䠈希望自身能夠
扮演分享知識與學習方法的角色䚹他們串聯對教育有熱忱的藝術家共同設計翻轉傳統教育的

創作課程䠈在課堂中皆會結合環境䚸科技䚸經濟三種主題䠈引導孩子們在校園外進行跨領域學

習䠈及早培育創意思考能力也與老師和家長共享知識䠈他們舉辦工作坊䚸兒童藝術班䚸親子課

程䚸展覽及藝術節䛂KreafeVW䛃䠈對他們而言䠈知識分享的角色是對等的䠈成人與孩童能夠彼此
學習䚹在團隊運作上䠈RURU kidV 從成員彼此自在交流開始䠈若有任何問題都會經過充分溝通

䠈並從中汲取計劃靈感䚹在疫情之下䠈RURU kidV 依然努力與學員䚸家長䚸老師們保持聯繫䠈將

藝術節轉為於線上平台進行䚹I]al 認為 RURU kidV 相較於正式的團隊更能夠享受在計劃當中

䠈因為若是想要與孩童分享學習知識的樂趣䠈自己必須先感到快樂䚹

來自印尼的 Nori 創辦 KoWak Main䠄玩樂盒子䠅䠈關注兒童如何能夠自由地玩樂和學習䠈家長和

老師又如何透過觀察孩子的創造力和設計遊戲環境來更深入地與孩子互相激發創造力䚹會以

䛂盒子䛃命名其實是 Nori 對於機構內白盒子帶來的界線的質疑䠈並期許 KoWak Main 能夠為藝

術帶來更寬廣多元的視野與討論䠈它是一個打開新的藝術經㦩的遊樂場䠈在發展計劃時也是

由想像䚹KoWak Main 成立於 GXdVkXl SWXdieV䠈也因此與 GXdVkXl 裡的其他團隊及藝術家合作

密切䠈去年也參與了 RURUkidV 舉辦的䛂KreafeVW䛃並設計了一個親子遊戲場䠈這個遊樂場旨在

打破家中的界線及規矩䠈運用紙箱䚸顏料及一些居家用品䠈讓兒童能夠在拙樂場內共同玩樂，
在遊樂場裡家長不能限制孩子的舉動䠈僅能觀察他們的孩子䠈孩子們一開始會詢問家長的同

意䠈但後來學會了自由玩耍䚹Nori 也規劃了許多不同類型的活動讓家長能夠共同參咖。

楊芳宜所創立的䛂廢青不廢䠋不廢跨村實㦩室䛃以䛂不廢䛃的概念為核心進行創作與藝術教育計

畫䚹其始於 2015 年䠈某一天芳宜發現自己家中有堆積如山的塑膠袋䠈開始意識到生活中製造

的垃圾䠈她相信創意能夠克服所有困楲，於是戼匆後俵呹己一年的時栢到塬嫢村竹圍工作室
擔任志工䚸到 CRC 再生藝術工坊擔任藝術教育講師䠈更深入地發展環境藝術創作䠈並且運用

回收物作為材料䠈發展更大型的藝術裝置䚹由於 2015 年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䠄COP21
䠅䠈後續幾年世界各國開始重視環境議題䠈也有許多企業邀請廢青不廢去舉辦環境教育工作坊

䠈也在關渡自然公園進行展覽䚹近兩年芳宜也發展共創的作品䠈以䛂臍帶䛃為主題䠈邀請楊媽媽

一同創作䠈其靈感來自阿凡達當中彼此連結的時刻䠈臍帶也是母女間最直接的連結䠈另外也因

客家的勤儉文化䠈家中囤積了非常多物品能夠作為材料。啂宜也挏嵚了其他四對客家尹子，拚
用藝術作為媒介去進行對話䚹2020 年北美㤋邀請芳宜為聾人舉辦創作工作坊䠈因此芳宜收集

了各類型回收物作為材料䠈用同樣的方式邀請參與者兩兩一組共同創作䚹後續芳宜受邀至㤶

港島進行㥔村創作䠈但因疫情的關係只能在台灣進行前置準備䠈這次她也加入了男性角色䠄父

親䠅䠈邀請台灣與㤶港幾組家庭運用鐵絲材料摺出對彼此的想法與回應䚹芳宜認為最初總是自

己工作䠈但後來有緣認識了各種專業的夥伴䠈大家共同創作能夠產生更大的力摞。

在後續的討論中䠈大家回應自己的團隊的永續策略䠈例如䠖Sa Sa ArW ProjecWV 最初仰賴共同創

辦人的資金投入䠈後續除了申請補助也進行募款䠈以各計畫資金去㣴活團隊成員䚹RURU kidV
也回應了他們的計畫與學校課程最大的不同是他們與兒童的角色與對話是對等的䠈並且觀察

他們的需求䠈一邊玩一邊學習䚹雖然教學的媒材可能是相同的䠈但會引導兒童說更多覞己訝故

事䠈讓他們更清楚看見與表達自己的創作䚹Nori 認為 RURU kidV 能夠讓參與者了解協作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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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䚹關於合作對象䠈芳宜認為自己的角色並非校內老師，當贓們受蠘到校內讝蹥工覥坊時，

會試圖帶入新的內蠦閳贙趁衴袼訝方蘉，但貟譇蠔訝是訯豫蹠蘴訝「不趵」價值屏，帢同學在
創作時不僅是關注作品的外表䠈而是其永續性䚹參零柒的孟軒則認為在社區空間進行演出時䠈

需要能夠包容應對挲些不確定性以及不可檟測的情境，例如民眾在嫷演拝程中突如其來的提
問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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䛂客廳有共玩䛃線上共聚 # 4  資源共玩䠖如何創造資源的共享花園䠛

時間: 2021年8月30日(五)19:00-21:00
討論主題䠖

如何透過機制的創造䠈串連與分享資源䠛

如何在分享傳遞中䠈達成新資源的再創造䠛

如何和成員達成資源供需的平衡䠛

資源的分享媒介如何也持續獲得能量的挹注䠛

講者䠖

Marcellina DZi Kencana PXWri, Angga Wija\a, BerWo TXkan䠋GXdVkXl:SWXdi KolekWif
dan EkoViVWem Seni RXpa KonWemporer(印尼)
曹良賓䠋 LighWbo[攝影圖書室(台灣)
彭奕軒/ 節㯶 ZiW-dim ArW Space䠄台灣䠅

每一次的計畫總需要四方夥伴的相助䠈但若一昧依賴情義相挺或政府補助䠈最終總是筋疲

力竭䠈我們所䛂共享的資源䛃䠈除了金錢和勞動力的挹注外䠈還能有什㯟創意的概念和實踐方

法讓大家能夠有效地相互扶持？如何建立一個哾好的生態循環侊倀，帢彖源如啀園孰的啀
草一般生生不息䚸永續發展呢䠛

這次線上聚會中䠈我們邀請三組講者來分享他們在創造與經營共享資源的平台經㦩䟿

由一群印尼藝術團㧓共同創建的平台 GXdVkXl , 致力打造當代藝術的團㧓生態系統䠈成員

們分享了他們如何串聯起眾多藝術團隊䠈並設計多層次的共享資源與共學的平台䠈讓其成

為 collecWiYe 成長與發展的培㣴皿䚹位於府城的節㯶 ZiW-dim ArW Space 作為台港澳連線的

平台䠈由數位年輕的藝術家們共同運作與發展䠈由核心成員彭奕軒分享他們在藝文生態中

如何看待與共享資源䠈並尋覓補助㧓系以外的運作方式䚹台北的LighWbo[ 攝影圖書室 䠈由

阿定曹良賓分享 LighWbo[ 作為䛂為所有人開放䛃的攝影圖書室的理念䠈並討論攝影書籍的公

共出借權與數位控制借蝄，褩及未來攝蝞書諅蹧蹱蘰共生發訸訝覹能。

除了三組團隊各自分享他們實踐的計畫外䠈我們還討論了 ² 如何透過機制的創造,串連與

分享資源䠛如何和成員達成資源供需的平衡䠛資源的分享平台如何也持續獲得能量的挹

注䠛

在前三場客廳有共玩共聚之後䠈第四場主題圍繞著䛂資源䛃䠈即是維繫團㧓動能的核心的

要素䚹我們討論的資源䠈不止於金錢或物質的挹注䠈同也希望對更多不同有形無形的資

源形式提出想像與討論䚹三組講者所隸屬的團㧓與單位運作與定位均不同䠈恰恰提出三

種不同卻有互相補充呼應的觀㯶䚹

印尼雅加達的GXGVNXO ENRVLVWHP䠈由三位負責不同任角色的成員共同分享䚹CHOOa是共

學計畫GXGVNXO CROOHcWLYH SWXG\的經理䚹BXUWR是作家䚸UXaQJUXSa成員䠈在GXGVNXO與
其他五位成員負責線上平台的營運與課程籌劃䠈AQJJa是策展人與教學者䠈在GXGVNXO
負責AUW CROOHcWLYH RHYLHZ項目的籌劃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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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XGVNXO是三個印尼藝術團㧓UXaQJUXSa, SHUUXP與RXUX HaUa共同成立的平台與系統䠄

HcRV\VWHP䠅䠈這些成員早在2000年開始就以團㧓形式合作䠈並在2015年共同在雅加達

南方成立群㧓空間與平台 GXGaQJ SaULQaK ENRVLVWHP䠄GXGaQJ SaULQaK ENRVLVWHP
(2015 -2018)䚹在此基礎上䠈再進而發展知識教育㧓系GXGVNXO䠈以分享資源與實踐方式

䠈對眾人開放䚹GXGVNXO的內容與活動多樣䠈其中䠈GXGVNXO CROOHcWLYH SWXG\則是為期

一年的密集課程䠈透過共學與討論探索集㧓cROOHcWLYH作為工作方法的不同面向䚹課程包

括11個主題䠈例如CROOHcWLYH PUacWLcHV IQWHOOLJHQcH; CROOHcWLYH SXVWaLQabLOLW\ SWUaWHJ\;
CROOHcWLYH PUacWLcH RHYLHZ; CROOHcWLYH CXOWXUH DLVcRXUVH; SSaWLaO PUacWLcH;
KQRZOHGJH GaUGHQ; AUWLcXOaWLRQ aQG CXUaWLRQ; AUW CROOHcWLYH LabRUaWRU\; PXbOLc
UHOaWLRQV; IQWHUPHGLa; WRUNVKRS等䚹所有課程由三個團㧓(UXaQJUXSa, SHUUXP aQG
GUaıV HXUX HaUa) 的成員擔任課程統籌進行䚹此外䠈每三個月一期的短期課程䠈在兩個

月期間規劃8堂課程䠈內蠦趽括設計、蘁覺蛹跧蜢螌術、螌術史，時尚等多元主題䠈也有

兒童故事寫作與音樂創作等課程䚹此外䠈GXGVNXO也策劃工作坊䚸藝術家講座䚸進㥔䚸放

映䚸線上課程䚸SRGcaVW等多樣的內蠦。GXGVNXO訝諗成成衵來覞不同領蜅蛹螌術類躧，
透過不同成員與團隊獲得的資源與資金䠄包括括補助䚸創作費䚸或是其獨立藝術服務經

營事業RX[䠅䠈共同挹注GXGVNXO的共同運作䚹GXGVNXO透過藝術實踐䚸知識與經濟資源

的共享䠈推展LXPbXQJ䠄穀倉䠅的概念䠈將集㧓累積的資源䠄包括資金䚸網絡䚸技能䚸器

材䚸檔案䚸時間䐃䐃䠅以比例與需求分配給參與成員䚹除了藝術社群䠈GXGVNXO也持續回應

社會䠈例如在疫情期間䠈眾人將團㧓空間改造䠈製作防疫用品分送捐贈大眾䠈將環境廢

棄物重新給予創造性生命䚹在疫情間䠈GXGVNXO也推出線上課程䚸聚會與展覽䠈跟國內蟯

藝術社群連結䚹成員也分享了GXGVNXO的藝術社群研究計畫 FL[HU 䠈這個於2010年㤳次

啟動的研究，於2020年再次啟動，摜新研究咖檢尥印尼的塬嫢團浣咖社刳的發展，尤其
聚焦其永續策略䚸藝術觀念與實踐䠈共進行了59個印尼藝術團㧓的調查研究。

位於台南的節㯶䠈在2019年由㤶港䚸澳門䚸台灣的藝術家共同成立䠈除了為藝術展演與

創作空間䠈也經營國際交流䚸藝術進㥔計劃䠈目前成員近20人䚹節㯶作為㤶港團隊䛂過海

的䞉藝術計畫䛃䠄cURVV-KaUbRXU WHUPLQaO䠅串連的台灣據㯶䠈除了讓港澳藝術家獲得來台

進㥔䚸與台灣藝術社群互動的基地䠈三層樓的空間䠈也具備展演䚸進㥔起居䚸多功能活動

與工作室功能䚹2019年以來䠈節㯶除了策劃版裡多場聯展與成員個展外䠈也和港澳串連

推動許多計畫䠈其中包括以㤶港社運為主題的小誌連線展䠄ZLQH CRRS䠅䚸邀請㤶港藝術

背景之政府議員來台座談等䚹節㯶臨時考䠄YLVXaO GLaU\䠅則為藝術家更為即興的活動䠈包

括表演型的創作䚸主題分享䠈或是對社會議題的不同反思回應䚹2021年節㯶因應疫情的

影響䠈在營運上做出許多調整䠈例如䛂節㯶破口䛃䠄LQWR WKH bUHacK䠅由藝術家在居家防疫

期間線上呈現演出䠈䛂壞杯䛃則邀請各陶作者提供兩件自己認為做失敗的䛂壞坏䛃參與展

出並相互交換䠈雖然年輕䠈但團隊不斷在變化中成長並調整吂步，尋尢塬嫢團椙的創抯
性運作方式䚹

2016年成立的LLJKWbR[攝影圖書室䠈則以䛂以台灣為主㧓䚸為所有人開放䚸非營利的攝

影專門圖書㤋䛃立足䠈也是在台灣台北㤳開同類型空間的先例䚹從成立之時作為解決攝

影社群中既有資料彙整䚸學習資源䚸社群基礎建設不足等問題的方法䠈逐步在五年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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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索過程中䠈形成將文化主㧓性䚸知識平權䚸資源共享等價值信念並據以嫛動。圖書室
堅持免費向所有人開放䠈但其目標並非為社群服務䠈而是打造開放集㧓參與的平台䠈讓

更多人可以參與貢獻己力䠈這樣的開放性與社群性格䠈也反應在其空間打造與資訊傳遞

的友善䚹除介紹LLJKWbR[的理念與實踐䠈阿定也分享自己將攝影書作為匯聚感知䚸記憶䚸

想像力的社會物件概念之基礎上䠈對於推動公共出借權䠄PLR䠈依公立圖書㤋借蝄覣料

為創作者與出版社發放補償酬金䠅以及數位控制借蝄(CDL，騚數袑輀訝访蝄輁流赦服務
䠈包括存取許可和數位版權管理䠅的期許䚹他最後則觀察䠈在三種同要重要的資源共享方

式之間䠈即慈善䚸社群支持䠄如合作社䠅䚸文化權利䠈OLJKWbR[則嘗試實踐最後者䠈並在之

中發現䠈若要建立資源共享的新模式䠈則需要更具想像力䠈且能夠清楚描價問櫛咖櫧景
的努力䚹

在討論階段䠈眾人分享交換了各自面對疫情的應對與挑戰䚹例如節㯶藝術空間在㤶港反

送中運動後與疫情衝擊中隊成員的接連影響䠈以及堅持不申請政府補助的空間營運䠈如

何思考財務營運的創造策略䚹阿定則從捐款受到疫情挑戰中䠈反思藝術單位的䛂資源䛃如

何超越財務䠈納入人力䚸時間䚸專業䠈甚至團隊的互相信任䚸社群歸屬感等等向度䠈特別

是針對志工機制與網絡具備更創造性的操作思維䚹GXGNXO也回㤢䠈他們正在以

KQRZOHGJH GaUGHQ的概念發展一藝術社群知識技能的共享機制䠈並思考相應的技術䠈

例如阿定所提及的公共出借權䠄PLR䠅及數位控制借蝄(CDL)均轊是對贓們襀蛞值得探侱
的子題䠈也希望可以持續和大家保持交流與資訊交換䚹同時䠈參與者也均認同䠈如何突

破地域與基礎建設限制䠈去真正達到資源的開放共享䠈需要更具敏感度的策略思考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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䛂客廳有共玩䛃線上共聚 #5 䛂我䛃與䛂我們䛃如何共玩䠛䠄不如先捏手上那丸! #冬至特別

版䠅

時間地㯶䠖2021年12月21日䠄二䠅19:00 竹圍工作室小客廳

討論主題䠖

䛂我們䛃裡面的䛂我䛃是誰䠛

何時是䛂我䛃䠈何時是䛂我們䛃䠛

想像一個藝術行政與非創作者的群㧓䠄collecWiYe䠅䠖你希望得到什㯟支持䠛能夠俵予
的又是什㯟䠛

參與者䠖

邀請線上投入藝術行政工作的夥伴參與

客廳有共玩的最後一場小聚䠈我們決定在竹圍工作室的小客廳實㧓舉辦䠈因為這裡是我

們計畫的起始㯶䠈也是竹圍工作室謝幕前最後一場活動䠈舉辦的當下空間內覇蜥訸示訋

自 2016 年起在小客廳內以䛂共享䛃的精神辦理的具代表性的活動影像䠈對我們來說意義

非凡䚹在活動開始前䠈我們先回顧了前面四場活動的內蠦，諱螌術诳覥、社區／社轊诨

與䚸共同學習䚸資源平台等角度切入去談 cROOHcWLYH 的共享䚸共創精神䠈而最終我們仍要

回到自身的角色去看待所處的環境並做出改變䚹共玩計畫實際上是源起於我們有感於

藝術行政工作時常缺乏的獨立性與創造性或者一個專業培育的平台䠈因而開始思考非

藝術創作者的 cROOHcWLYH 有什㯟樣的發展潛能䚹藝術行政們是一個組織形成隱形的推手

䠈若能夠在匆涯發展中找到並匾定呹己的獨特性，對於團椙也是槭常大的助益。

因此本次活動主要邀請了竹圍工作室的營運總監陳彥慈，以及咖竹圍工作室有桫勾的
幾位朋友來分享自己踏入藝術行政領域的心路歷程以及如何看待自我在組織之中的角

色以及與他人的關係䚹正逢冬至䠈我們邀請所有參與者㤳先自我介紹如何成為一名藝術

行政䠈接著透過依序攪拌䚸搓揉䚸排列手中的湯圓材料並以此回應問題䠈這些湯圓代表

著自己與身邊的他人䠈排列方式則為自己與他人的關係䠈例如有些人將湯圓搓揉成同樣

大小與形狀並整㰺排列䚸有些人則做出各種奇形怪狀䠈卻能夠堆疊在一怆成為新的欷
景䚹

最終我們將湯圓一起投入鍋中融合為一㧓䠈代表著未來的共創精神䚹

活動結束前的討論䠈參與者一邊享用著湯圓䠈一邊寫下若未來有一個屬於藝術行政的

cROOHcWLYH 䠈他們希望能夠得到什㯟樣的支持䚸並且能夠貢獻什㯟技能䚹例如有參與者提

出應該要建立支持藝術行政身心理健康的系統䠈因為藝術行政工作需要有大量的情緒

勞動䠈但目前大部分的機構當中無法給予適切專業的幫助䠈或者在培育過程中建立正確

的價值屏；另外有參咖劔提出他希望可以在團浣當中找到共學的氛圍及接受提問的包容
性䠈並且自己能夠提供咖環境巿櫛相桫的彖岙及社刳偁俰。抨些回䷣也會做為我們接下
來思考團隊運作的方向與方法䠈雖是一個階段性的結束䠈卻也是新的開始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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