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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評藝堂：公眾講座
講題｜參與公共對話——從書寫倫理與數位素養談起；講師｜⾼⼦衿
時間｜2024年3⽉9⽇（六）15:00-17:00
此講座共分為三個部分。⾸先，講者⾼⼦衿在開場時指出，當代的藝術評論不僅限於討論作
品風格、展覽和創作理念，更包含了逐漸被正視和凸顯的「公共性」價值。其中概括有著公
共性討論的展覽，和對於整體的⽂化現象、體制問題與政策法規等，其都涉及複雜的對話關
係。此外，她提到在數位時代下，⼤眾領域和知識份⼦、批判性學識等領域的界線正逐漸消
融。媒體作為個⼈發聲的⾃主傳播⼯具，以及集體上傳、點閱和相互補充、審視等，也漸次
地打破專業性書寫的籓籬。同時，她透過⾃⾝過往的實際經驗，例如《典藏今藝術》和臺北
市立美術館的⼯作經驗，分享⾃⼰對於公共性討論關注的過程。
繼⽽，⾼⼦衿透過「公共性」（publicness）這⼀概念的字源分析，以及具體的案例，來闡
述公共性的四個層次：「共同體驗、記憶、想像」、「同理⼼與尊᯿」、「對話、溝通、分
享、互動」和「敘事倫理」。她分別例舉了「⾼雄貨櫃藝術節」、藝術家川俁正的《⼯作過
程》、《給平凡⼈的萬華散策》和《全員在逃》等展覽和作品或書籍，來具體說明這些層
次。並引⽤蕭淑⽂、吳瑪俐和畢莎普等學者的觀點，討論她們對這些觀念風⾏過程中的思
考，再講述⾃⾝對於這類型觀念風⾏的過程中的相關思考脈絡，以及藝評在其中所代表的⾓
⾊和對話關係。
最後，則聚焦於「數位倫理」，探討我們如何在數位時代中，通過各種媒體參與到公共領
域。以網路時代「web 2.0」時代社會網絡的盛⾏為例，從封閉專家系統轉向開放創新網絡的
變化，說明⾯對社群媒體（Social Mideia）強調個體的能動性都具有創造⼒。她指出，當前
的書寫主體正在擴展到更全⾯、更⽇常的全⺠書寫運動，這些變化反映了整個系統的動態性
和轉變。她最終探討了從單⼀閱讀到讀寫並⾏的現象，以及評論在不同階段中溝通⽬的與發
⾔主體的差異。

講題｜描述的魔法——撬開事物的縫隙；講師｜許遠達
時間｜2024年3⽉10⽇（⽇）15:00-17:00
講者許遠達在講座開始時，以「評論」這⼀概念與學員進⾏互動，探討評論的⽬的在於「傳
遞⾃⼰的價值觀並影響他⼈的看法」。他認為藝術評論是藝術價值傳遞的⼀種形式，並提出
了⼀個⾃⾝的觀察：「為何當代藝術家在談論作品時往往忽略⾃⾝⾓度，⽽藝術評論在論述
理論時⼜常忽視作品本⾝？」以這⼀問題設立了講座的討論焦點。
之後，許遠達介紹了藝術批評的四個基本步驟：「描述」、「分析」、「詮釋」及「評
價」，並敘述了如何在藝評書寫中運⽤這些原則。他特別強調了「描述」的᯿要性，認為描



述不僅是對作品的客觀陳述，包括作品內部的內容、形式和材質，也涉及作品的外在層⾯，
如作品名稱、創作背景、藝術家⽣平及作品系列等。他說明，優秀的描述能作為穿透意識形
態的⼯具，促進對作品深層的理解。並進⼀步透過對「客觀分析」、「描述」和「詮釋」這
三者的比較，來強調儘管「描述」看似簡單，實則是構建深刻評論的基⽯。他指出，精確⽽
深刻的描述能夠產⽣陌⽣化效果，從⽽揭⽰問題的答案，引導出深入的詮釋和針對核⼼思想
的評價。
接續「描述」，許遠達引導學員探索「詞語的意義」，展⽰如何利⽤詞語在藝術評論的書寫
應⽤上。他⿎勵學員突破常規思維，探索⽇常⽣活中詞語的潛在隙縫，以「陌⽣化」技巧打
開對事物的新想像，讓讀者能夠以全新的視⾓᯿新理解藝術作品。講座最後，他和學員⼀起
進⾏了⼀場互動演練，使⽤特定的藝術作品進⾏描述接龍，並著᯿於如何通過作品的內容、
形式和⾊彩來進⾏描述觀察。

講題｜學術體例之外還有藝術書寫嗎？；講師｜汪正翔
時間｜2024年3⽉17⽇（六）15:00-17:00
講者汪正翔以「現在的藝術書寫充斥著⼀堆學術理論和名詞」這⼀普遍性的觀點作為開場，
探討藝術書寫中的學術化問題。以「類研究論⽂的體例」切入，引⽤Gary Alan在《Talking 
Art》中的觀察，指出現代藝術教育系統傾向於將創作者塑造為研究者，這⼀趨勢在美國及台
灣均有所表現。並講述這種學術化的寫作風格始於1960年代⻄⽅藝術院校進步之後，與藝術
的專業化、跨域需求、環境的補助機制及藝術學校的教學困境等多᯿因素有關。
他強調，雖然學術⽂體為藝術創作提供了結構與規範，但也帶來了限制。其中包括過度依賴
學術語⾔可能造成的觀眾隔閡，以及學術⽂體作為獲取資⾦和機構認可的⼯具，可能侷限創
意⾃由表達。講座中，透過藝術評論家Claire Bishop的⾒解，強調學術取向應被視為⼀種創
作⽅法⽽非創作評價的標準。Bishop指出，從創作實踐的⾓度理解學術與檔案取向，表明學
術取向實際上是⼀種創作⽅法。然⽽，實際的藝術書寫常常與這⼀理念背道⽽馳，學術反⽽
成為了藝術的「真理體制」，反映出⼀種評價體系上的⽭盾。同時，引⽤James Elkins和
Christopher Frayling的研究，探討藝術與研究之間的複雜關係。Elkins認為，雖然學術研究
旨在培養批判意識，但許多藝術家在實際應⽤這些學術⼯具時可能會感到困惑或不確定。
並接著提出⼀些他認為學術化的藝術書寫的問題。他說明，個⼈學術化的藝術書寫可能過於
注᯿理論，忽略了藝術實踐的感性和直觀體驗。學術語⾔有時會將作品固定在狹隘的脈絡
中，限制了更廣泛的詮釋可能等。透過反思和質疑學術體例作為⽅法的狀態，提倡更開放和
多元的藝術書寫⽅式，並強調在尋求某種通⽤的藝術書寫基礎⽅法之前，我們應先思考是否
存在⼀個所有藝術書寫的共同⽬的。他提醒學員們，其實藝術書寫有許多截然不同的⽬的，
⽽這些⽬的便潛藏在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的話語結構當中。



講題｜書寫的態度 ——書寫之前與過程；講師｜蔡宗祐
時間｜2023年3⽉23⽇（六）15:00-17:00
本次講座講師蔡宗祐以⾃⾝的書寫⼼境出發，以真誠的狀態和學員分享藝評書寫對於⾃⼰的
意義。蔡宗祐主要為從事繪畫創作的藝術家，雖未經藝評書寫系統的訓練，但他對於藝術界
的現狀保持著批判的眼光，並經常反思⾃⼰如何看待藝術作品。基於這種持續的⾃我對話，
透過閱讀及對話、和他⼈交換看展⼼得等，他開始逐步嘗試將⾃⼰的看法和感受轉化為⽂
字。
講座中，蔡宗祐提問學員：「關於藝評跟你？」，這個問題旨在引導學員思考藝評對於個⼈
的᯿要性。他強調，優秀的評論者必須找到⾃⼰的立場出發點，持續並堅定地表達⾃⼰的觀
點，同時塑造出獨特的⽂字風格。他分享了幾個具體的案例，講述⾃⼰在書寫過程中的經驗
和技巧，例如如何在⾯對容易書寫的展覽時保持個⼈的獨特風格，或在⾯對難以理解的展覽
時⼜可以如何開展書寫。
此外，蔡宗祐還引入了他對棒球的熱愛作為講座中的⼀個有趣隱喻。他特別分享長期關注的
⼤聯盟投⼿郭泓志的YouTube教學影片，將郭泓志對投球技巧的解說轉化為對藝術評論的深
刻比喻。說明如何將對藝術作品的直觀感受轉化為能夠與讀者溝通的⽂字，並強調「對⾃⼰
保持誠實，然後再考慮讀者的感受」的個⼈藝評思考。

講題｜機遇書寫：藝術寫作的風格與觀點形塑；講師｜楊佳璇
時間｜2024年3⽉24⽇（⽇）15:00-17:00
講者楊佳璇，在講座剛開始分享⾃⼰的寫作風格和觀點是因為許多的機遇，例如事件、⼈
脈、平台等寫作經驗所形塑⽽成的，期待透過分享讓⼤家看到⾃⼰如何維持書寫的動⼒來
源。
講座前半部分，楊佳璇以豐富的⽂獻資料勾勒了台灣藝術評論的發展概況。「藝評是什
麼？」這⼀問題，在台灣的藝術發展中，不同時代都曾發⽣過相關的提出和討論，包括藝術
評論的核⼼、藝術評論的評論，以及我們需要什麼樣的藝術評論等。通過對歷史⽂獻的分
析，楊佳璇輪廓了藝評在台灣藝術發展中的演變，梳理不同時代對於藝術評論核⼼及其功能
的看法，以及它如何形塑並影響了現今⼤家對於藝術的理解與接受。她認為，᯿要的是如何



透過這些台灣藝評發展的背景，去看到⾃⼰所認為的藝評現況和思考⾓度，或許能進⽽找到
入⾨的⽅式，並捕捉到⾃⼰想要的藝評寫作態度。
接著，她以「藝評⽅法的起點」對應⾃⾝藝術史學系的背景，比較密勒藝術批評與⽅法和美
術史研究法之間的差異，再透過「關於我⾃⼰」為題，以⾃⾝的寫作實踐為例進⾏分享。包
括曾在《典藏今藝術》的實習、《藝術觀點》的編輯、齁空間的經營等經驗，疊合這些歷程
中的寫作實踐，逐步累積思考過程和找資料的能⼒，並強調「從泛論、片段，到知識化與現
實接軌的實踐」的᯿要性。
講座最後，楊佳璇特別提到幾位影響她的藝評⼈，並強調理論的消化非常᯿要，但更關鍵的
是找到真正引起⾃⼰興趣的寫作對象和研究⽬標。她⿎勵學員以開放的⼼態探索藝術，與藝
術家進⾏交流，並透過不斷的實踐來豐富⾃⼰的書寫內容和風格。藝術評論的真正價值或許
在於它能夠促進對藝術的深刻理解和多元對話，期望每位學員找到⾃⼰獨特的聲⾳和書寫路
徑，因為這不僅是對藝術領域的付出，也是⼀種個⼈創造⼒的展現。

（⼆）⽂字⼒‧評藝堂：⼯作坊
⽂字⼒．評藝堂第⼆階段的⼯作坊，以徵選通過的⼗名學員為參與對象，⼯作坊進⼀步的以展覽參
訪、⽂本分析、彼此互評、現場討論、採訪實作等⽅式，進⼀步培訓學員的書寫和思辨能⼒，⽽學員
也親⾝與不同的展覽、藝術家、策展⼈現場交流，了解各種不同⼯作者於藝術現場中協作的思維⽅
式。
學員們在⼯作坊中由講師帶領，藉由實際觀展經驗、閱讀作品的過程⼀同探討視⾓的切入與書寫⽣產
的練習⽅式。從⾃⼰的眼睛觀察到作品的細節，在抓取到客觀事實後產出問題意識，並尋找出那些可
茲參照、連結、分析的知識點。



（三）實體海報宣傳
於期初設計活動海報寄⾄國⼤專院校與相關藝⽂單位進⾏活動宣傳，增加活動能⾒度。

 

刊登於非池中網媒平台，增加徵件宣傳度https://artemperor.tw/focus/5852

https://artemperor.tw/focus/5852
https://artemperor.tw/focus/5852


（四）前期網路宣傳
計畫初期宣傳、公眾講座皆透過絕對空間網站及Facebook等社群廣告發布活動訊息，並分享⾄相關
藝⽂網站刊出，吸引對藝評書寫培⼒有意願者參與。

中：「⽂字⼒」計畫徵件內
容，於絕對空間官網。

宣傳效益：

瀏覽次數為2109次。 

右：「⽂字⼒」活動紀錄與
摘要，於絕對空間臉書曝光

左：「⽂字⼒」計畫徵件內
容，於絕對空間臉書臉書。

宣傳效益：

按讚數266⼈，分享次數88次。



（四）公開活動相關宣傳⽂宣品製作
◆ 公眾講座活動Banner與Facebook活動⾴⾯



（五）學員成果於網路平台露出

上：與「觀察者藝⽂⽥ᰀ檔案庫」平台合作，全數
⽂章將刊登於此平台。（⽬前刊登作業中，預計

2024年10⽉完成上架）https://aofa.tw/

上：與「典藏artouch」媒體平台合作，從⼗篇學員⽂章中選⼆篇露
出，增加曝光度。（⽬前已刊登⼀篇，另⼀篇刊登作業中）
https://artouch.com/art-views/content-155742.html

https://aofa.tw/
https://artouch.com/art-views/content-155742.html


（六）期末校園分享及網路宣傳

上：成⼤校園分享⽂宣 上：成⼤校園分享活動側記於絕對空間臉書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