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選篇章 

 

一、前言：藝評的檔案力 

 

    自 1999 年底為起點，「帝門藝評研究計畫」歷經李長俊、謝東山、楊智

富、游崴、簡子傑等研究者們的共同參與、修訂及反思，如今已成長為一個

累積超過上萬筆豐富資料的視覺藝評文獻資料庫。除了為數眾多的實體紙本

資料可供策展人、藝評人、藝術家、美術館行政人員、藝術史與藝術理論研

究者，乃至於相關領域愛好者查閱之外，本計畫也建置了藝評文獻的線上篇

目搜尋系統，使其資料內容與歷屆研究專文更容易被援引、流通。就一個具

開放性的學術資源而言，「帝門藝評研究計畫」早已超出被動的工具性層次，

而在歷屆研究者的整理耙梳之下，轉換成帶有特定研究性格、視野的論述生

產引擎。可以說，「不僅止於資料庫的建構，還要從中孕育出某種檔案之力」

即是它所隱含的企圖心。 

 

這樣的基本預設，清楚地向所有面對資料庫的研究者拋出一個難以回答

但又不應迴避的重要問題：「何謂（好的）藝評？」如同簡子傑與游崴兩位

研究者都特別注意到的，正因為資料庫必然涉及篩選與分類的工作，「定義

藝評」的後設性視野，從一開始就內建在此計畫的問題意識裡。而資料庫如

今的形貌，某程度上即是對於「何謂（好的）藝評？」的回應。再往前更進

一步，這個問題還能以歷史性的思考方式展開，例如：藝評的生產如何有效

地脈絡化？藝評的再生產，又可以透過何種形式進行？而在更積極的意義上，

「帝門藝評研究計畫」帶有田調意味的基礎文獻蒐羅作業，日後如何能發展

出對於當代藝術史書寫的準備工程呢？ 

 

    由於每一屆都由不同的研究者們接棒，因此對於前述資料庫的隱含提問，

自然有各自不同的偏重和興趣。但這並不意味資料庫對於「何謂（好的）藝

評？」的判斷是全然專斷的，因為一方面，研究者們的工作必須座落在以兩

年為一期的歷史限定條件之上，從中建立批評意識，或者彼時與當下的連結

性。另一方面，從歷屆研究者不斷微調篩選與蒐集標準這件事來看，也意味



著資料庫必須儘可能地保有修訂、改動的空間，以恰當地回應當代藝術生態

的快速發展，以及藝評生產客觀環境的具體變化。特別是在這十多年間，藝

評生產的對話對象、方式以及寫作平台都有了不少轉變；藝評文字的供需生

態、所涉議題及寫作文體，也日漸複雜而碎裂。首先，是因為社群網站、部

落格等發表平台的成熟，不僅越來越多文字生產逃逸出既有的發表形式之外，

文章與文章之間的連結、對話關係也日趨動態而難以被總體性的把握。其次，

文字生產的離散化、稀釋化、多樣化，也使得資料庫既有的分類架構，在界

分時面臨許多困難和挑戰（這點會在後面詳述之）。 

 

整體而言，若要對近幾年藝評生產所遭遇的結構性問題進行有系統的考

察，其所要求的工作量其實是超出原本計畫之人力配置和既有資源所能負擔

的。這點是重新思考藝評研究計畫未來定位與功能時，勢必得面對的嚴峻問

題。但就資料庫本身的研究生產端而言，立即能做的改變嘗試則是比較容易

推行的。因此，在提案階段我們將本次研究計畫定調為：「跨媒體——台灣

當代視覺藝術評論資料庫 2009-2010」用意即在於，在現有資料庫基礎的蒐

羅工作之外，透過與平面雜誌媒體之實驗性的專題討論的合作，去突破藝評

資料庫原有的外界連結方式，以擴大資料庫之論述材料的層面與內涵，並且

產生幅度更廣的影響力；同時，也藉此改變過去行之有年，以文獻回顧為主

軸的研究報告撰寫方式。其初步成果即是刊登於《藝外》雜誌 2012 年 11 月

號的「再讀雙年展」專輯。該專輯將藝評資料庫的豐富文獻，具體轉化為三

位參與作者：陳寬育、王柏偉及筆者等三人，在比對、探討 2012 年台北雙年

展與過去 2010、2008 兩屆雙年展之議題關聯性時的資源與後盾。 

 

至於對 2009-2010 年度文獻的回顧與分析，包括對先前研究者意見的回

應，則是本研究報告的主要職責所在。筆者將在以上章節內，針對本計畫所

涉及的各種藝評生產問題，進行整體性的論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