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念 

發想⾃巴西女作家Clarice Lispector於Agua Viva⼀書中的摘⽂「⽂字是我的第四維度。」

（The word is my fourth dimension.），且巧妙地⽤字（word）與世界（world）的連動，

試圖以⽂字⼒量持續進駐知識⽣產與交流，來換取全球暫停鍵之下的不靜⽌運動。  

在概念上，《⽩話腳本／⿊話旁⽩》試圖打破對於既定的直敘，並且反題語境的壟斷，拓
展在線性敘事之外的另⼀種可能，或另多種可能。 若說「解構」是出對於語⾔的不信任

態，換⾔之則以「解構」之姿檢視「書寫」責任，並期以最忠實且最內在的思維爬梳⾃身
概念系譜。以遠端屬性的展演⽂本作為零度的介質，策展場域於其結構之穿透性，在於觀
念性展演的實踐，於敘事之外從抽象的概念回到最根本的⾏動。解構是⼀道⾃我提問，藉
由先是⼀個有喻意的佈局，複製出⼀個有寓意的展演，通過遠端實踐的新平台操作，探討
當代藝術的閱讀形式中可能看不⾒的可⾒性，並以尋找異質性語彙的鋪成創造敘事線的⽴
體⾯向。 

以此線上平台作為呈現與分享，視為《⽩話腳本／⿊話旁⽩》的導讀本，此形式的發想來
⾃於2020橫濱三年展中，策展團體Raqs Media Collective在開展的半年前公布的並不是策

展主題的說明或釋義，⽽是把在前置調查階段，策展⼈與藝術家們進⾏⽥野⼯作所蒐集的
材料製作成⼀本《資源⼿冊》（Sourcebook），公開攤現於觀眾眼前，其中包含不同時

代、不同⽂化背景的⼈們的思考與⽣活⽅式。這⼀舉動意⼤幅反思了在疫情的封鎖時代，
線上的知識分享是⼀個相當重要的作法。 

摘要 

此計畫分為兩⼤部分，第⼀部分是「⽩話腳本」：主題研究與知識分享。以兩位重要的拉
丁美洲藝術家Ulises Carrión（墨西哥）與León Ferrari （阿根廷）的美學典範作為此次主

軸研究路徑。在六零年代末起於歐洲發跡的墨西哥藝術家Ulises Carrión堪稱為「藝術家的

書」作為創作形式的先發藝術家，近年來西⽅國家美術館等對於Carrión的檔案整理以及

其之於書、出版、語⾔、藝術等跨域創作的總體脈絡爬梳了不少。阿根廷藝術家León 

Ferrari的The words of Others則是⼀件為期⼗⼩時的演講形式表演作品(含書寫出版)，以顛

覆語⾔的表演性，進⾏藝術語彙的政治性批判。此作於1967年由藝術家親導表演後則未再



呈現，直至近年再次由美國的Redcat美術館與墨西哥Jumex美術館以及Ferrari基⾦會的研

究組合作並作巡迴再現，並以檔案展呈現The Words of Others的相關研究爬梳。以上兩位

藝術家之於敘事語⾔的美學應⽤是此計畫的中⼼點，以此主軸展開的平⾏⽀線，羅列近⼗
位拉丁美洲藝術家，如Tania Bruguera, Bárbara Wagner and Benjamin de Burca, Pedro Reyes, 

Teresa Margolles, Iñaki Bonillas, Mariana Castillo Deball, Minerva Cuevas. 藉由編輯藝術家們

的專⽂報導呈現其創作爬梳的逐篇彙整。此發想來⾃於Sarah Pierce於2012年在倫敦The 

Show Room機構所展出的作品Artist Talks，其作品概念定位為⼀個演說慣例的開放系統，

通過使⽤新的錄像、攝影、雕塑和表演的形式，講述未完成作品的想像完成品，藉此開啟
演講與檔案之間的非絕對關係。第⼆部分是「⿊話旁⽩」：策劃⼀個表演性編輯檯，羅列
藝術家的演說表演之演講稿、⾏動書寫、藝術書寫等，其包含張紋瑄、致穎、李奧森、
Valentina Jager, Charlie Godet Thomas, Francesco Pedraglio, 此計畫發布於 Vernacular 編輯檯 

Vernacular Script / Black Language。 

成效 

此計畫藉由透過策展⼈彭若瑩的跨國編輯協作，提出⼀種對後疫情交流思維的重新測繪計
畫。透過跨區域的國際連結，並和計畫中的研究對象的藝術家與⽂化⼯作者⼀起展開知識
上新的⽣產以及藝術上的想像，形塑新的後疫情藝術觀點與價值基礎，藉此平台計畫擴⼤
拉丁美洲當代藝術於台灣的討論度：持續作為兩地當代藝術交流的推⼿，以實質的遠端協
作積極建⽴拉美與台灣的美學對話。 

「⽩話腳本」的部分所羅列的九位藝術家，其作品在拉丁美洲當代藝術界皆具有美學上的
⾼度，且各個藝術家的創作脈絡亦具有相對的開放性相容架構，每位藝術家在語境的呈現
都具有極⾼的在地化藝術語⾔。藉由與每位藝術家的⼯作室團隊以及其中兩位已逝藝術家
的基⾦會與私⼈收藏機構等進⾏遠端對話以及遠端⽥野資料的整理與編輯，搜羅與藝術家
相關的專⽂報導，並藉由⽂章爬梳、編輯專⽂等，整理出包含編輯轉發與翻譯等，共計⼗
⼀篇專⽂，建構線上導讀平台，試圖於各個藝術家的創作背景中取徑脈絡上的對話，並藉
由專⽂的匯集，拓墣台灣與拉丁美洲兩地⽂化美學脈絡的比較。此部分的計畫所遇的困難
點為難以找到專精藝術領域的中⽂對西⽂（或西⽂對中⽂）的翻譯，因此在專⽂的部分，
致⼒於英⽂與西⽂的雙語呈現，並搭配中⽂的摘要。「⿊話旁⽩」的表演性策展，考量於
製作時間的不⾜，由原訂的虛擬展覽改為線上書寫發表平台，並斟酌減量四位國際藝術家



（歐美與亞洲），轉⽽將焦點集中於三位台灣藝術家與三位駐拉丁美洲藝術家的發表，共
計六位藝術家，並羅列這些藝術家彼此具有對話性的作品。 

此計畫作為國際交流之務是為打開雙向⽂化的對話機制，並致⼒於探究藝術與社會的互為
脈絡，據此，在全球化語境當中致⼒在地性美學，以譜出⼀條另類視野，並拉出⼀條非歐
美中⼼的敘事線。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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