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創作計劃執行記錄

本展覽為田野調查暨展演計劃的結合，因此每位參與的藝術家各自透過創作

計劃的發表或作品製作等不同方式，回應策展人所提供的展覽主題和策展思考，

而策展人也積極參與每一位創作者的新作構想和執行，以下將詳加介紹每一位創

作者針對本展覽所提出的創作計劃和執行記錄。

藝術家· 料理最前線

計劃名稱： I. Chairman (於東京展出）。 11. 純小吃店（於台北展出）。

藝術家簡介：

成立於 2012 年 9 月的「料理最前線」主要成員有冏思（葉振宇） 、萌面琦

琦（林欣琦）、身土不三（蟻又丹），曾駐點在士林前街五巷 14 號、18 號王家

（文林苑預訂地），透過創作的實踐，以食物分享的概念做為方法，對社會運動

的模式提出新的可能，前身包含「干擾學院」 丶 「人氣木工」等創作團隊參與 者

的料理最前線，除了都市更新議題，也對關廠工人、台灣農村陣線、樂生療養院

等多項社會議題表示關心和聲援。在「士林文林苑」的個案當中，料理最前線實

際進入案件所在地「士林王家」駐點，和當事人、台灣都更受害者聯盟的成員進

行溝通、理解現場狀況，在士林王家被拆除之後，漫長的訴訟讓許多聲援者無法

繼續留在現場而陸續離開，此時「料理最前線」成員在氣氛緊張的對峙現場，搭

建了磚窯，開始烤麵包、匹薩等食物，透過「分享」的概念，以軟性的方式將議

題帶給更多一般民眾，並且讓抗爭現場產生了變化。

計劃內容：

Chairman 

在參加東京展出之前的創作期，適逢 2014 年「太陽花學運」時期，對公民

的政治參與—直抱有高度關心的料理最前線成員們，也到現場參與學運，表達對

服貿議題的關心之外，更重要的是了解這場吸引許多首次上街頭的抗議者的學運，

如何實際對台灣的政治環境造成影響，而抗爭現場的樣貌有能有哪些可能性 。在

學運結束之後，成員整理自己的經驗，設計出—款適合在抗爭現場使用的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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