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劃的初始_ 

回頭觀望，發現這個計畫的初始動機其實是⾮常個⼈的。 

初訪東北泰時由⾃⾝經驗，感受到藝術家⾝份與當地脈絡的格格不⼊，他們對於適婚卻未婚
的⼥性獨遊者的觀看，以及被未經市場包裝的⽂化交流⽅式衝擊; 同時卻也被相較初始社會

中的⼈性、台灣移⼯歷史在當地的痕跡，以及當地⼥性在公眾事務上的積極能量，緊緊連著。
這個起點，讓我回來後從考察到位於呵叻的⼀位⼥英雄⾓⾊開始，並持續與Sam Rit⽂化交

流駐點聯絡、討論合作、以及可以融⼊當地拍攝的途徑。 

出發前的期待_ 

在當地 

在被外界認定是“家庭煮婦”、“無⽣產⼒”、“⼥性主義意識薄弱”的社群中，激起更多⾃我認

同的意識，同時也⿎勵性別議題能被更開放的討論。 

在台灣 

台灣⼤多數⼈對於東北泰的認識還是有限的，或者⼤部分是從主流城市曼⾕和清邁、台灣泰

勞、等帶有鄉間⾵情、⼆⼿、次等的視⾓去認識在泰國⽂化佔有重要地位的伊善。希望這計
畫能拓寬對⼀個熟悉的異⽂化的想像、進⽽在⾯對異⼰時，有更開闊的思維。同時也給在台
灣的泰籍⼈⼠，有更⾮客體的對待。 

錄錄像記錄錄下伊善⼥女女視線



對於⾃⼰ 

從歐洲到東南亞，由表演者舞台⾛到相機後⾯，如何在媒材跟脈絡的轉換間，釐清創作意圖？

如何使創作這個⾏為更貼近當地的脈絡，同時也給⾃⼰⼀個有別於⾃我以及他⼈視⾓？如何
在這過程中透過最⾃然交流，打開⾃⼰以及當地對藝術與⽂化的定義？以及⼀直在挖掘的：
藝術到底是什麼？我為什麼要創作？ 

對於藝術 

藝術性與社會性的平衡與衝突，除了⼀直是我在探究的課題。⽽藝術這件事，在⼀個偏鄉聚

落有沒有被需要，或是能扮演著什麼⾓⾊，也是現在很多地⽅都在嘗試的。傳統⼯藝、藝術
教育如何橋接到當代藝術、被認識？這⼀趟的旅程也許能藉著藝術家⾝份的親⾝嘗試，將未
知、探知、略知、豁然⽽知之的過程和⼼得分享回饋予所處的藝術環境。 

真正的交流從先⾯面對落差開始＿ 

不⼀樣的⼯作運作模式 

Sam Rit Residnecy其實是⼀個⼤家族串連起來，必要時是可以動員整個村民。與他們合作，

就像是成為他們家庭的⼀員，在溝通時，我在歐洲學得的⿊⽩分明完全⾏不通。許多資源與

設備通常也是共享的，包含駐點空間也會成為村裡公眾事務集會場所，以及曬穀場; 要組織
⼀件事，常常需要彼此動員，所以我必須放掉⼀部份對於隱私以及分⼯的界線，讓⼀部分的

⾃⼰加⼊他們的”產業鍊”，作為他們幫忙執⾏計畫的交換。 

不⼀樣的⽣活思維 

農業社會對於⼯作這件事，向來不是城市中的朝九晚五。所以事前我排的表訂⾏程，也得配

合著他們的農事做調整。如同今天忘記澆得菜並不會⾺上枯萎，今天沒做到的採訪也可以改
天等他們收割完再說。我也在剛到達的前⼀兩個禮拜，⾯臨計劃進度不斷被調整以及落後的
壓⼒。 



對於藝術、對於拍攝的想像 

當地對於表演藝術、對於攝影、對於錄像藝術的想像，多數是電視媒體上好萊屋電影，或者

是帶有濃厚泰國⾵格的傳統技藝。所以⾯對⼀個藝術計劃，被攝者常常會有不符合現實的期
待，加上對我的⾝份感到好奇，⽽表現得極度不⾃然，要如何在這個脈絡下定位⾃⼰的⾝份、
以及⾃⼰認為的藝術創作，來達到溝通與理解，使當地在理解之後⾃然參與，是⼀個很⼤的

挑戰。 

所謂的⽂化交流 

雖然當地有著泰國境內最⼤的⾼棉歷史遺跡，以及⾹⽕⿍盛的Ya mo祭祀堂，除了農業沒有

其他重要產業的這裡不存在⼀個官⽅⼈物隨時帶著訪客遊覽包裝過東北泰美景⾵光， 

這裡的交流是在餐桌上、廚房地上、乾杯之間、合掌的背影、與交會的視線。 



轉化到落地＿ 
參與他們 

想利⽤落差來創造採集內容層次，想讓他們⾃然的呈現在鏡頭之中，想讓他們對藝術打開好

奇，除了參與他們，參與他們，還是參與他們。先讓⾃⼰適應被注視、被提問，才能讓他們
適應鏡頭、適應外來訪談者的存在。必要時參與他們的勞動，也參與他們的喜怒哀樂，⼈之

間的信任是合作基礎。⽽我也在跟著婦⼥扛⽶、下廚、挨家挨⼾募款，肩並肩、唱歌跳舞中，
得到⽐⾯對⾯訪談，更直接更靠近的素材。⽽我“⼥性”與她們“⼥性”分野也逐漸模糊。 



整個過程就像即興表演 

我將⼤⽅向不變的計畫，分出⼀些⼩

⼩的assignment： 

純粹幫他們美照⽽拍、為村⾧紀錄
活動⽽拍、為計劃的research⽽拍、

為了幫他們拍全家福、為藝術圈找
尋新視⾓⽽拍、隨機⽽⽣的靈感，

純粹⾃⼰想拍⽽拍。 

⽽我也不斷練習在參與中，保持⾝
為表演者的觀察與覺知，隨時需要

釐清當下拍攝意圖，並在與畫⾯觸
及時，連動快⾨。 

篩選素材 

“⼥性”這主題其實⾮常廣泛，有時過於通泛。我每天背著相機跟著Sam Rit的主⼈參與⼤⼩家

庭聚會、與會村⾧、參加喪禮、參觀學校、參與村民練船; 跟著婦⼥團⼀起喝酒跳舞、參加

佛寺集會、打理公共活動的⼀切伙⾷。“⼥性”這⾓⾊在光譜中以各種顏⾊無所不在，我要如

實全部紀錄、還是以個體故事切⼊？我採集的素材真的可以如實反映這⼀個群體？我的相機
可以達到多少客觀，或是有沒有必要客觀？我把這些問題不斷重

複思考，邊⼀步步拍攝，讓計畫調整得更清楚。 



實踐中不不斷反思＿ 

反思 
這兩個⽉其實我不斷反思，⾝為藝術家可以為藝術計畫的回饋些什麼？這計劃讓兩邊達到互
相理解還是只是在強化更多差異？如何破除國族⽂化的隔閡，與⼈達到真正的交流？我的意
圖真的有辦法帶來性別平等意識，還是只是⼀廂情願？原來預設的：性別、社會分⼯等母題
變得模糊，也在邊實踐、邊反思中釐清了執⾏此計畫的背後⽬的，與更清楚更在地的⼦題： 

⼀個⽂化交流機構如何被營運成⼀
個最當地的樣貌、並在不改變原本
作息下動員社群？ 
⼀個家庭、農事、地⽅政治、宗教
社群活動分不開的地⽅，藝術計劃
要如何在⼀個當代藝術缺席的環境
被看待，被執⾏？ 
所謂的“⼥性”視⾓、是帶著外來者
的批判？還是融⼊之後有的理解與
包容？ 

回饋 

除了避免⾃⼰的計劃落⼊藝術家的⾃⼤，⼀件需要社區參與的計畫，⼀定要有能夠回饋給當

地的東西。 

我不斷在拍攝過程中，順便捕捉每個⼈美麗的⼀⾯，除了傳給他們，並在最後⼀天做成影⽚

播放給全村。 



與當地學校藝術部⾨指導，合辦⼯作坊。Phimai Wittaya中學是當地第⼀個有藝術教育部⾨
的學校，經過藝術家Surichai Siriboon的指導，累積⾮常多參賽與得獎機會，也成為全國出名

的中學藝術教育。我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經驗對他們的學⽣來說⾮常新奇，所以經過規劃討

論，合作跨越⾃然媒材與紙的⼯作坊，同時分享⼀點⾃⼰的創作學習經驗，⿎勵學⽣不怕犯
錯，勇於在未來嘗試更多種媒材與不同的藝術之路， 

為每個參與的家庭個輸出⼀張全家福。



呈現＿ 
第⼀一場：以探討攝影以及⽂文化交流為主題的分享會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814285411979276/



期望突破⼝口說形式，以藝術創作探討”何謂⽂文化交流？“的展演呈現：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27421668183331/

表演：祭






未來來計畫＿ 

在台灣 
持續舉辦分享會：⼆⽉桃園東南亞藝⽂圖書- SEAMi 望⾒書間 
攝影展演：與東協⽂化廣場接洽中 

在泰國 
當地正在進⾏⼀場抗爭，因官商勾結違法裝置的電話桿，此抗爭也是由婦⼥帶頭、連署，並
公開表決，以多數反對票逼退廠商暫緩⼯程。 
http://www.komkhaotuathai.com/content/7045?
fbclid=IwAR1fk3Li2ZgZFbhDpYB2XbWhdl0sm8WiHkYBbE2AZDlaZq_SQAfKkwILcDg 

是⼀個與ya mo歷史事件相互輝映的場境，我除了持續追蹤，也將⾃備款回去跟拍。 

空間展示作品

感謝國藝會藝遊補助專案，讓我從⼀一個表演藝術⼯工作者的位置⾛走下來來，⽤用更更開
闊的⽅方式進⾏行行⼀一場跨⽂文化的“藝術⾏行行為”，並將創作媒材化為交流之眼，在交流
之中，⼈人與⼈人達到跨性別、跨國族、跨身份、知性與感性的討論與理理解。 

http://www.komkhaotuathai.com/content/7045?fbclid=IwAR1fk3Li2ZgZFbhDpYB2XbWhdl0sm8WiHkYBbE2AZDlaZq_SQAfKkwILcDg
http://www.komkhaotuathai.com/content/7045?fbclid=IwAR1fk3Li2ZgZFbhDpYB2XbWhdl0sm8WiHkYBbE2AZDlaZq_SQAfKkwILcD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