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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藝會超疫計畫成果報告 

 

《關於家的幾種想像》 

Several Interpretations of Home 
探索臺灣國族身份認同之跨領域數位創作計畫 

 

 

 
 

《關於家的幾種想像》以跨國遠距創作為方法，舞蹈錄像為形式，探討臺灣國

族認同議題。作品使用靜態網頁作為引導，並於虛擬空間 Spatial Chat 進行線

上互動式展演。王顥燁與舞蹈創作者吳思瑋、李彥、影像創作者 Yanina Isla 和

聲音藝術家黃楚原等擁有相同旅外經驗的創作者共同發展。五人三地結合實體

和遠距工作，分別於臺灣彰化與德國柏林進行實地拍攝。在兩個城市中，透過

兩支約六分鐘的舞蹈錄像去展現創作者對於自己和「家」之間的連繫、牽絆和

衝突。王顥燁並透過田野調查收集一百份有效回覆，藉由深度訪談了解身分認

同之複雜性，和各種對於「家」的想像。舞蹈錄像及展覽皆以中英雙語資料呈

現，參與觀眾來自臺灣、日本、德國、和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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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執行情形 

 

一、遠距工作方法研究 

本案以跨國遠距工作為主要工作方式。團隊溝通方式以群組訊息、電子郵件和

線上會議平台討論為主要管道。前期針對主題進行數次會議討論，討論主題多

以創作者對於臺灣國族認同的觀點和感受。 

         
 

後期與柏林團隊除了會議之外，以信件往來溝通更多： 

 
 

除了使用通訊軟體及電子信件溝通，團隊也使用線上協作平台 Miro board 作

為創作討論工具，除了幫助彼此確認執行項目，也作為創作過程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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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可以嘗試的方向 

透過此次遠距工作了解到有許多線上工具可以幫助溝通，然而較為緩慢的電子

信件也可以提供創作者在回覆前有更多時間可以思考如何整理反饋和意見。當

通訊軟體提供過度簡易和迅速的溝通管道，讓人們可以非常輕易地以文字傳達

想法，也因為每個人閱讀訊息的習慣、閱讀訊息的時間差等，容易造成無效溝

通或甚至造成誤會的狀況產生。因為不同時差而更難協調開會時間，也需要彼

此更多的事前準備。以文字溝通時必須更小心表達的方式，減少因為認知不同

或不同的文字、語言使用習慣而造成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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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舞蹈錄像製作 

舞蹈錄像的拍攝經過不同時期的討論。前期嘗試方式以身體、物件及街景並置

為方向，嘗試可能的表達方式。 

      
（↑由林于嫣、田懿葳參與前期創作研究進行拍攝的內容） 

 

中後期改為嘗試較接近電影敘事的方式，同時也因為創作者的背景不同而產生

不同的視角。展出作品線上檔案如下： 

  
彰化影片連結：https://vimeo.com/651076459       柏林影片連結：https://vimeo.com/650863684 

影像長度：6 分 6 秒                              影像長度：5 分 49 秒 

 

彰化版本的影像以王顥燁和吳思瑋共同創作，在柏林版本開始進行創作前，彰

化版本已經拍攝完成並進行初步剪輯，提供給柏林版本進行創作時更多實際的

參考，也提供架構上、文本上更多的空間和可能性。 

 

（一）彰化版本創作及發展過程 

彰化版本的創作經歷王顥燁和吳思瑋兩人大量的分享生命經驗和探討對於現在

居住在彰化的生活體驗。創作過程中間遇到五月時臺灣疫情爆發，於戶外拍攝

較為不易而導致時程延宕。最終決定分別在吳思瑋家中及彰化火車站附近的小

西街特色巷弄裡進行拍攝。此區昔日曾是全台最早開發的布料批發區，風華一

時，近年也因改造活化的紅葉大旅社，吸引諸多觀光客，然因疫情經營不易，

目前已經結束營業。此區巷弄中有許多住家，仍保有舊時建築風格，作為探索

「家」的主要戶外場景。畫面構圖以對稱性襯托出舞者的身體動作。敘事上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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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現實和夢境，舞者看似與周遭人事物有所關連又若無干係。拍攝上以定鏡為

主要攝影風格，保留完整的動作狀態。後期剪接時透過刪除影格和卡農式的重

疊影像產生疊影去呼應心理狀態及舞蹈質地，彷彿記憶和思緒在眨眼之間已變

得破碎和充滿疊影。在吳思瑋家中拍攝的場景則以日常和夢境為對比。以動態

運鏡和特寫鏡頭去和舞者進行「互動」，企圖找到另外一種與觀者更為親密的鏡

頭敘事語言。 

 

（二）柏林版本創作及發展過程 

柏林版本由王顥燁提出概念，並透過共同創作和討論決定架構，在提出計畫之

時便確定使用同一支音樂，所以事前討論幫助建立架構，也確認雙方共識。創

作者 Yanina Isla 為專業影像創作者，作品多以寫實電影為主。其特色反映在其

影像敘事方式及美學。創作過程中，王顥燁與 Yanina Isla 先以彰化影像的敘事

結構為發展基礎，發展出五段式結構，分別為日常（Routine）、轉折

（Transition）、迷失（Being Lost）、控制（Control）和凝視（Gaze）。王顥

燁和李彥參考王顥燁和吳思瑋在彰化創作的動作架構和質地，找到回應的方

式，並以柏林影像的敘事，包含移居的心境、融入異地新生活的過程、面對自

身身分認同的衝突與掙扎等，進行動作發展。而後於現場拍攝時，由 Yanina 

Isla 與李彥進行現場工作，在事先選定的空間場景和事先確認的運鏡方式，進

行架構式即興（Structure improvisation）。剪輯時 Yanina Isla 決定打破原先

的架構去重新調整敘事線條。過程中王顥燁針對概念方向進行反饋和調整，並

挑選出較為適合的舞蹈片段去調整剪輯。兩人同為第一次創作舞蹈影像，但因

為美學相近，從半支影片初剪、整支影片初剪到最終版本定案經歷大約三次電

子信件來回溝通。Yanina Isla 以黃楚原的音樂為基底，加上更多聲音的細節調

整，使得聲景更為豐富，並幫助影像之間的轉換。 

 

△未來可以嘗試的方向 

由於本次實際獲補助款項遠低於計畫預算，並無獲得其他補助。在此規模預算

下，以自籌款項和極簡的人力完成創作和製作，以達實驗目的、計畫精神及超

疫計畫之目標。未來若有機會繼續發展此計畫及影片長度，在影像文本上希望



	 9	

發展出更多層次。同時此次執行時因為彰化較少實驗型影像創作者，因此合作

夥伴尋覓不易，考量到拍攝機動性和可行性，及有限的預算，因此改為由王顥

燁自行拍攝及剪輯。希望未來能夠有更多實驗的人力和空間去發展作品。 

 

三、實驗型線上展覽呈現 

原先預計以互動式網頁進行展覽，後來找到 Spatial Chat 這個虛擬會議平台，

提供更多元且更擬真的互動方式。執行時使用 Spatial Chat 打造出虛擬展出空

間，讓觀眾得以同時同步觀看影片放映。並使用不同會

議室區隔展區。分別為放映室、創作分享區和聊天區，

讓參與觀眾可以在不同空間進行觀看展覽。 

另外 Spatial Chat 的特殊功能為當使用者頭像靠近時，即可聽見對方說話，遠

離時就聽不到，創造出如同實體空間的互動狀態，提供與會者之間更多交流的

機會，而非 Zoom 和 Google Meet 等線上平台較為單方面的溝通方式。 

 
（↑觀眾聚集在播放影片區域進行觀看，介面上可由觀眾於自己的裝置介面上自行操作放

大和縮小，獲得最佳的觀影效果。） 

 

執行時測試了兩種展覽形式。一種為觀眾可以自行點選影片進行觀看，另一種

為由主持人播放影片，大家共同觀賞。兩者提供觀眾不同的觀看和體驗方式。

前者可以讓觀眾更單純專注的去體驗展覽內容，如同走進真實展常。後者則更

接近表演藝術的觀看方式，提供觀眾另外一種數位空間的共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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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分享區擷取重點進行田野調查分享，並提供連結另開視窗了解創作過程） 

 

舞蹈錄像的創作選擇深受王顥燁在提案計畫中所闡述的生命經驗所影響，她對

彰化和柏林的牽絆：一個是生長的家鄉，一個是找到歸屬感的異鄉。兩個影像

對比呈現出彰化和柏林截然不同卻又有些相似之處的都市風景。舞者作為影像

中的主要敘述者，其隻身一人與外在環境的互動，隱喻創作者和自身的對話，

以及不論身處故鄉/異鄉都有其孤寂和衝突的感受。最後畫面一個是走出家門、

一個是眺望遠方，充滿各種不確定性也展現對未來的想望。 

 

△未來可以嘗試的方向 

原先預計展出更多內容，但由於 Spatial Chat 的版面有限，若內容過多即使可

以放大觀看，解析度仍無法支援過小的文字資訊。未來也許可以嘗試將虛擬展

覽空間的內容精簡化，另外搭配線上展覽手冊或其他網頁提供觀眾細部說明。 

 

 

貳、 田野調查 

本計劃由王顥燁進行田野調查，除了訪問團隊創作者的生命經驗之外，同時針

對旅居海外或曾有旅外經驗的臺灣人進行問卷調查及深度訪談。一共收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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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共 100 份，主要來旅居歐美或曾有相關經驗的臺灣人。其中七成為生理性

別女性，有七成五左右回覆來自 25-44 歲的民眾，職業背景則相當多元，從學

生、家庭主婦、自由業到工程師等。其中許多回應提到食物和逢年過節是他們

特別想家的時候，也有人完全不會想家。對於建立自己的家，主要的考量為家

人和伴侶，其次是工作和簽證申請難易度。 

有四成左右的人在看到臺灣國旗時會有所感動，同樣比例的人記得如何唱頌國

歌，也有五成的人可以一字不漏唱出國旗歌的前兩句歌詞。有三成比例的人因

為舊護照上的 China 字眼（國名英文全名為 Republic of China）而曾有在海

關被誤會的經驗，被要求提出簽證，必須花費時間和嘗試多方溝通才能通關。 

 

『「家」對我而言是「家人」+「家鄉」，包含我對土地的認同、對文化的認

同、對身分的認同、以及我對代表我身分的符號的認同。例如我對台灣的土

地與文化有很深的認同，但是對中華民國的國號、國旗極度不認同，因此台

灣對我而言是個像家又不像家的地方。』 - 來自 I-Lun 的回覆 

 

約五成的人同意家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並難以被具體描述，對於國和家是否相互

依存則意見相當平均，有人不認同也有人認同。其中有兩成的人希望持有非臺

灣護照，也有三成人認為持有哪一個護照都無所謂。也有部分回應希望在不放

棄臺灣護照的前提下獲得他國護照。約五成的人認同身分證件代表其身分和國

家認同。 

 
（↑仍有極少部分人不認同自己是台灣人或沒有特別的國籍認同） 



	 12	

此田野調查為初步了解國族認同的大致樣貌。進行深度訪談時遇到一位較特別

的案例是相當年輕的彰化縣議員擬參選人黃柏瑜。他在彰化念書到國小畢業，

國中在新加坡就讀國際學校，高中至紐西蘭就讀，大學到美國波士頓深造，而

後在英國劍橋大學取得碩士學位，主要進行美國歷史研究。回到臺灣進行政治

工作，其中一個原因是來自他不喜歡在國外被當做外國人的感覺，不論自己對

他國文化或歷史多麼深入了解，因為膚色或其他原因仍然會被經常定位為外國

人。至今仍持有臺灣護照的他，希望回到家鄉進行政治工作為社會帶來改變。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說他不曾有過想家的念頭，也很容易就融入當地文化環

境。這令人聯想到第三文化小孩，作為全球化的產物，意指在孩童時期處於不

屬於母語文化並處於較易受影響的一段時間，進而將不同文化特質及思想融入

自己原有文化中的一群人。黃柏瑜仍然強烈認同臺灣，但文化上受到西方觀點

影響，尤其是他熟讀歷史和各種知識的背景，加上多年的國際生活經驗，使他

產生不同於其他同輩青年。他描述碩士畢業後返台當兵的時候，有時會與同儕

產生意見分歧。很多時候是因為他認為臺灣比起國外有更好的部分，其他較無

旅外經驗的同輩卻還是覺得臺灣有很多不夠好的地方。 

 

△未來可以嘗試的方向 

未來若有機會針對此議題進行深入研究，希望可以持續透過更多元的觀點去了

解身分認同如何影響人們的世界觀和群聚關係。透過此一研究得以發現家的詮

釋和理解非常多元豐富，難以將其多元面貌以簡短的篇幅呈現。因此後來在舞

蹈錄像的創作上選擇更貼近王顥燁和其主要創作成員共有的生命經驗。或許未

來有機會將此研究方向發展成較長篇幅的作品，以更多元的表達形式和媒介，

帶給觀眾更多元的體驗和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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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觀眾回饋 

 

大多觀眾對於舞蹈錄像的感受仍認為其較為抽象，然而意象上能夠理解其孤獨

的感受。對於使用 Spatial Chat 打造出來的虛擬展場空間，大多認為相當有

趣，由於 Spatial Chat 在台灣尚未普及，也開啟觀眾新的數位互動體驗方式。 

 

△未來可以嘗試的方向 

觀眾反饋中提到可以在影像中思考更多編舞和身體如何運作。也許在現場可以

體驗的當下性或象徵性，透過影像的剪輯和傳遞會減弱原先動作帶給現場觀眾

的想像空間。影像中的空間、人物與空間的關係等提供更多敘事的線索，但舞

者和身體的關係在傳遞上會更複雜，未來發展時可以在此方向上多加琢磨。 

 

肆、 結語 

 

隨著疫情持續，越來越多的遠距工作方法和工具隨之產生，加以臉書將公司改

為 Meta，影響全世界在虛擬空間上的創新和發展。未來表演藝術如何與時俱

進，或是不因科技而保有現場的獨特性，是表演藝術工作者可以持續嘗試的方

向。《關於家的幾種想像》在此一脈絡之下進行遠距國際工作方法的初探，除了

希望可以持續進行國際交流，也希望找出呈現表演的形式，使作品得以在臺灣

跨越縣市，在國際上跨越國界，接觸到更多觀眾。對於國族身分認同的探索，

在此計畫中有了更廣泛且深入的探索。面對國際情勢的變化多端，臺灣人如何

更加認清自己的身分認同，是創作者持續關注的議題。期許未來有更多機會可

以繼續研究相關主體，並以作品與觀眾進行交流，探索隨著時代變化的認同、

和充滿無限可能的展演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