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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摘要 
 源⾃於東冬・侯溫—— ⼀名太魯閣族巫師與藝術家臆造的傳說，《遊林驚夢：巧遇
Hagay》 是⼀個探討technoshamanism（科技薩滿主義） 與Gaya（宇宙的法則）概念的
科技導航劇場作品，旨在討論性別在原始狀態中的多元流動討論，並嘗試在傳統擁護者與勇
於挑戰的年輕族群之中找回原初的Gaya概念。《遊林驚夢：巧遇Hagay》緣起於12⽉14⽇
⾄12⽉20⽇在C-LAB由鄭淑麗策劃「LAB KILL LAB」，並在2022年6⽉於Hagay傳說發源
地台灣花蓮銅⾨進⾏⾸次試演，緊接著成為與 Ars Electronica藝術節聯合舉辦的 STWST 
48x8 的節⽬之⼀，並於2022年9⽉在奧地利林茲STWST Art Space多瑙河畔的⼾外廣場演
出，進⾏海外發表推廣與國際⽂化交流的第⼀波。 

⼆、計畫實施情形：以台灣銅⾨演出、奧地利林茲演出分別說明。 

1.《遊林驚夢：巧遇Hagay（銅⾨版）》 
藉著2022 Phpah藝術聚劇⼭計畫的平台，《遊林驚夢：巧遇Hagay》以Hagay傳說的起源
地花蓮銅⾨部落進⾏⾸次的試演，在銅⾨⼤祭場（此場地為⽇治時期各家族遷徙⽽來的集住
場域，如今是社區舉辦祭儀活動的主要場地）遼闊草原上設立了三個舞台，表演者與觀眾在
舞台間穿梭漫步，對應著劇作⽂本所談論到遷徙離散、連結先祖的核⼼命題。	

時間：2022年6⽉24⽇⾄6⽉26⽇，每晚19:00-20:30，共三場 
地點：台灣花蓮銅⾨部落⼤祭場 
觀賞⼈次：共260⼈次 

 

第⼀幕的換場，吟遊者引導觀眾移位。

 

序幕－吟遊者的書寫。

 

第⼆幕－獵徑。

 

第⼀幕－迎神曲。



 

 

狩獵的女性和織布的男性，在Hagay的提問下訴

說⾃⼰的⽣命故事。

 

東冬沿路拿出紅⾊拖鞋放在地上，象徵⼀路走過

的路，並與觀眾互動。

 

第⼆幕的換場，實驗電影投射出獵⼈遇到Hagay

的夢境。

 

獵⼈夢醒之後，演繹出獵⼈在夢境中與Hagay學

習到的事情。 

 

第三幕－交換，東冬飾演Hagay，講述當代

Hagay遭遇的故事。

 

交換－呈現gaya在當代部落的流動與轉變，⽣

存的技能、性別框架的邊界被打開。



 

雷射光效果中的觀演情形。

 

舞者搖動鈴鐺，⽤⾝體指引，象徵打開靈界的⼤

⾨。

 

靈界的引路⼈，帶領Hagay、獵⼈以及觀眾，指

引經過雷射光，走向靈界的⽅向。

 

隨著靈界的⼤⾨打開，Hagay、獵⼈、觀眾們走

向靈界。

 

舞者吹奏⼝簧琴，扮演傳唱gaya喜悅的⾝體律

動。

 

舞者敲擊⽊琴，扮演指引靈界⽅向的⼈。

 

雷射光效果中的觀演情形。

 

第四幕－路走－走向靈界與gaya的歸屬之地。



 

靈界的裝置與雷射燈光效果。

 

第七幕－匯流成河，象徵著回歸靈界歸屬之後的

療癒儀式。

 

雷射光效果中的觀演情形。

 

第六幕－流光之外，觀眾與表演者們⼀起感受回

歸靈界、神話之地的喜悅。

 

第六幕－流光之外，觀眾與表演者們⼀起感受回

歸靈界、神話之地的喜悅。

 

療癒之後的狂喜狂舞，再次象徵著歸屬gaya的喜

悅。

 

第五幕－光影中的路徑－到達靈界之後，與靈界

歌者的合唱。

 

第七幕－匯流成河，象徵著回歸靈界歸屬之後的

療癒儀式。



2.《遊林驚夢：巧遇Hagay（STWST48版）》 
《遊林驚夢：巧遇Hagay（STWST48版）》轉化銅⾨演出過的版本，在STWST 48x8活動
中將劇作中的序幕與第⼀⾄七幕拆解到48⼩時內的三天中發⽣，透過現場的洞穴裝置與貨
櫃轉譯重現傳說故事中的場景，結合⾏為演出，邀請奧地利的觀眾體驗來⾃台灣部落的傳說
故事。 

時間：2022年9⽉9⽇⾄9⽉11⽇ 
地點：STADTWERKSTATT 廣場與階梯（Ars Electronica中⼼前廣場） 
觀賞⼈次：累計約670⼈次 
演出時程安排如下： 

• 林茲當地裝置製作 
 

圖說：藝術家鐵⽊・巴紹（Temu Basaw）為STADTWERKSTATT廣場特別設計象徵樹洞的裝置，
經由當地技師組裝焊接鋼骨結構，再由藝術家本⼈帶領兒路團員們以當地好購買的素材裝飾完⼯。 

2022年9⽉9⽇ 19:00 - 20:00 序幕、第⼀幕（開幕表演）

20:00 - 天亮 過夜－談、喝、吃

2022年9⽉10⽇ 15:00 - 17:00 ⾏為－舊⽑衣回收、傳統編織、吟唱

21:45 - 23:00 第⼆、三、四、五、六幕

23:00 - 天亮 過夜－談、喝、吃

2022年9⽉11⽇ 15:00 - 17:00 ⾏為－舊⽑衣回收、傳統編織、吟唱

17:00 - 18:00 第七幕（閉幕表演）



• 演出紀錄 

圖說：開幕時的序幕以虔敬的⼼迎神開始，與

眾⽣ㄧ起來參與這次的聚會。 

 

圖說：第⼀幕由兒路表演群吟唱歌謠，帶領現場觀眾穿梭在廣場上的樹洞裝置、貨櫃等，介紹演出
場地與裝置物件。 



 

圖說：在深夜演出第⼆幕⾄第六幕，由雷射
藝術家張⽅禹將太魯閣族菱形紋圖騰結合雷
射，雷射照射散發出的菱形圖騰dowriq光
束，召喚出祖靈之眼看顧廣場與階梯上的⼤
眾。 

 
 

圖說：編舞家與主要舞者絲釋⺠以肢體舞蹈展現獵⼈巧遇Hagay的過程；歌者陳珊珊以歌聲演繹來
⾃靈界的聲⾳。 



圖說：第四幕「路走」以雷射光打造的靈橋連結通往靈界的道路，表演者們陸續在靈橋上表現各⾃
樂器代表的意思，並與貨櫃裡吳梓安創作的實驗影像《獵者之夢》遙遙呼應。 

圖說：第三幕「交換」特別邀請知名⽣物藝術家
Adriana Knouf，將東冬・侯溫⾝為現代Hagay的
獨⽩以英語再次讀出讓現場觀眾理解意思。
Adriana Knouf⾝為變性者，其作品⼤都關注在性
別議題上，她的聲線獨特且具有感情，能將Hagay
的⼼聲貼切轉譯給⻄⽅觀眾。



圖說：9⽉10⽇當晚的演出現場⼈潮眾多，階梯及廣場外圍皆坐／站滿觀眾。 



 

 

圖說：STWST 48x8活動期間林茲的天氣都不穩定，時不時會下雨，這為⼾外演出帶來很多變數，
好在演出時間雨就停了，最後⼀天下午⾏為演出時雨過天晴出現彩虹。 

 

圖說：9⽉11⽇的閉幕以演出第七幕「匯流成河」做為結尾，雷射的靈界、影像的紀錄、植物的樂⾳、
⼈與⾝的共振，全部匯聚歸於平衡。 



三、《遊林驚夢：巧遇Hagay》媒體宣傳露出節錄 

1.《遊林驚夢：巧遇Hagay（銅⾨版）》 
時間：2022年6⽉24⽇⾄6⽉26⽇，每晚19:00-20:30，共三場 
地點：台灣花蓮銅⾨部落⼤祭場 

• 計畫獨立宣傳 

《遊林驚夢：巧遇Hagay（銅⾨版）》A5酷卡 

《遊林驚夢：巧遇Hagay（銅⾨版）》⼗分鐘演出紀錄  
（另有銅⾨版完整演出紀錄、銅⾨版製作過程影片於2022台灣美術雙年展展出） 

  

https://youtu.be/psuVfTXsnR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suVfTXsnRY


• 國內評論專⽂ 

詩歌的實踐：《遊林驚夢》的傷痕書寫  
⽂：劉亮延（東海⼤學表演藝術與創作碩⼠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把靈觀召入光霧祭場之中——東冬．侯溫《遊林驚夢》 
⽂：張懿⽂（國立臺北藝術⼤學⽂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http://www.heath.tw/nml-article/the-practice-of-poetry-the-trauma-writing-of-hagay-dreaming/
https://pareviews.ncafroc.org.tw/comments/531e0583-91ae-41b6-9195-a0fd60744dbe


從祭儀⽂化遇⾒《遊林驚夢》——東冬．侯溫穿越時空的神話之旅 
⽂：楊為仁 

⼀場來⾃靈界的春夢：《遊林驚夢：巧遇Hagay》的酷兒神話 
⽂：呂瑋倫 

https://magazine.ncfta.gov.tw/onlinearticle_144_943.html?fbclid=IwAR2ETWqU2QbFWEASomEuSqWiT9yopxYLKGjntawvX4cl_WPPBXn86fvRs4A
http://www.pulima.com.tw/Pulima/0308_22071909011730122.aspx?fbclid=IwAR18WvqdNV4E8CVBdt0y8_q3Qee1DP6J59BCHYh-8at-GFn3oVHmi_-WXjQ


2.《遊林驚夢：巧遇Hagay（STWST48版）》 
時間：2022年9⽉9⽇⾄9⽉11⽇ 
地點：STADTWERKSTATT 廣場與階梯（Ars Electronica中⼼前廣場） 

• 活動主辦單位媒體露出 

STWST 48x8網站專屬⾴⾯ 
https://stwst48x8.stwst.at/hagay_dreaming 

https://stwst48x8.stwst.at/hagay_dreaming


STWST報紙 VERSORGERIN #135（有線上與紙本兩版本） 
https://versorgerin.stwst.at/artikel/08-2022/hagay-dreaming 

Radio FRO 
https://fb.watch/fIq3CbBm55/ 
https://www.fro.at/stwst48x8-deep-disconnected-connecting-live-im-studio/ 

 

https://versorgerin.stwst.at/artikel/08-2022/hagay-dreaming
https://fb.watch/fIq3CbBm55/
https://www.fro.at/stwst48x8-deep-disconnected-connecting-live-im-studio/


Ars Electronica官⽅網站 
https://ars.electronica.art/planetb/en/hagay-dreaming-v-stwst48/ 

 
Ars Electronica展覽⼿冊 

https://ars.electronica.art/planetb/en/hagay-dreaming-v-stwst48/


• 計畫獨立宣傳 

《遊林驚夢：巧遇Hagay（STWST48版）》海報 

《遊林驚夢：巧遇Hagay（STWST48版）》節⽬單 

https://hagaydreaming.net/images/presentation/stwst48/playbill.pdf


 

《遊林驚夢：巧遇Hagay（STWST48版）》紀錄片 
2022年10⽉底前將完成《遊林驚夢：巧遇Hagay（STWST48版）》完整表演紀錄⼀⽀、以
及製作過程紀錄片⼀⽀，兩⽀紀錄片以及銅⾨版的兩⽀影片皆於2022年11⽉5⽇⾄2022年3
⽉的「臺灣美術雙年展」中展出。 



• 國內媒體報導 

《遊林驚夢：巧遇Hagay》登2022林茲電⼦藝術節 以科技藝術詮釋臺灣部落⽂化 
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147933.html?
fbclid=IwAR1jVFL4LgfydJP3_d5BXuOfMAwHWuyC_hB4vejN19kERMoLv_16pPKBPJ4 

2022 林茲電⼦藝術節臺灣作品持續發熱 ⽂策院與⼤會⾸度合辦臺灣專場 探索科技創新⽂
化內容 
https://taicca.tw/article/f068670d?fbclid=IwAR2eIxNGB-
G2Sw3PctTyvbFXZWTWC0sE6LbY4CKtX1Ck8uW1CujseFNpfBg 
https://en.taicca.tw/article/7edec1bd 
https://www.moc.gov.tw/en/information_316_147772.html 

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147933.html?fbclid=IwAR1jVFL4LgfydJP3_d5BXuOfMAwHWuyC_hB4vejN19kERMoLv_16pPKBPJ4
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147933.html?fbclid=IwAR1jVFL4LgfydJP3_d5BXuOfMAwHWuyC_hB4vejN19kERMoLv_16pPKBPJ4
https://taicca.tw/article/f068670d?fbclid=IwAR2eIxNGB-G2Sw3PctTyvbFXZWTWC0sE6LbY4CKtX1Ck8uW1CujseFNpfBg
https://taicca.tw/article/f068670d?fbclid=IwAR2eIxNGB-G2Sw3PctTyvbFXZWTWC0sE6LbY4CKtX1Ck8uW1CujseFNpfBg
https://www.moc.gov.tw/en/information_316_147772.html


非池中展訊 
https://artemperor.tw/tidbits/13334 

哈潑時尚9⽉2022第391 期展訊 

https://artemperor.tw/tidbits/13334


• 國際評論專⽂ 

蘇黎⼠藝術⼤學（Zurich University of the Arts）數位⽂化教授Felix Stalder為《遊林驚
夢：巧遇Hagay（STWST48版）》撰寫⼀篇評論專⽂“Hagay Dreaming. A vision of non-
binary, indigenous techno future”，並刊登於義⼤利媒體digicult。 
http://digicult.it/articles/hagay-dreaming-a-vision-of-non-binary-indigenous-
techno-future/ 
 

http://digicult.it/articles/hagay-dreaming-a-vision-of-non-binary-indigenous-techno-future/
http://digicult.it/articles/hagay-dreaming-a-vision-of-non-binary-indigenous-techno-future/


 

 

附件2：“Hagay Dreaming. A vision of non-binary, indigenous techno future”專⽂中譯 

「遊林驚夢：巧遇Hagay」——夢想⼀個非⼆元原初的
科技未來
作者：Felix Stalder 
譯者：⿈亮融

「遊林驚夢：巧遇Hagay」可謂是「2022林茲電⼦藝術節」（Ars Electronica）中最具野⼼的
激進之作，⽽它甚至不是本屆藝術節正式節⽬之⼀。其是由林茲獨⽴⽂化空間Stadtwerkstatt

呈現的平⾏節⽬。這場「科技幻想導航的重⽣劇場」由藝術家鄭淑麗（Shu Lea Cheang）發
起、策劃，並由藝術家東冬．侯溫（Dondon Hounwn）擔任編導。東冬．侯溫的創作以裝置
和⾏為藝術為主，⽽他同時也是太魯閣族（Truku）的儀式傳承者。

這部劇作是根據古⽼傳說，並由東冬．侯溫想像⽽⽣的。

很久以前，有⼀名獵⼈入山狩獵，意外遇到⼀場⼤⾬。他在森林中遊⾛時，發現⼀個巨⼤樹
洞，便躲進去以待⾬停。期間，獵⼈睡著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他醒來時，聽到⿃叫蟲鳴。
⾛出樹洞後，他發現⾃⼰身處⼀座迷幻森林，所有的東西都閃耀著點點光芒。他在這座森林中
迷失了⽅向，意外遇到⼀群⾚身裸體的⼈，姿態親密地相互擁抱。再仔細觀察，他發現這群⼈
雖皆為男性，但看起來更像美麗的女⼦。他於是提問：「你們是誰︖」⽽這群⼈則回答他：
「我們是Hagay。」

Hagay開始與獵⼈交流溝通，⽽後者也從Hagay那裡學到關於祭儀、狩獵和織布等寶貴智慧。獵
⼈後來感覺到⾃⼰並非身處真實世界，⽽再度陷入沉睡。再醒過來時，他發現⾃⼰回到原來的
樹洞中，此時⼤⾬已停。他⾛出樹洞，發現⾃⼰回到原來的森林。然⽽，他無法確定⾃⼰的經
驗是⼀場夢，還是拜訪了精神世界⽽再回返。當獵⼈回到部落後，他運⽤Hagay教導他的⽅
式，持續分享Hagay的智慧。從那時起，當擁有女性特質的男性誕⽣在這個世界上時，⼈們便
稱其為Hagay。

⽼實說，儘管有提供翻譯，這個傳說的敘事流對我做為非中⽂母語者來說，仍不易掌握。但
這無傷⼤雅，因為此劇的⼒量主要在視覺層次上開展。這⼀⽅⾯是藉由東冬．侯溫的強烈在
場性和其帶領的表演者群，他們以思考細膩但極具表現風格，且以完全流暢的⽅式融合傳統

https://hagaydreaming.net/tw


及實驗風格的歌舞表演，來呈現這部七幕劇作。⽽其融合原住民和未來性元素，這在張⽅禹
以雷射視覺媒材進⾏設計的精彩使⽤中，則更顯清晰。

雷射光束以看似簡單，幾乎沒有多數雷射表演之庸俗和誇張的現代構成⽅式，創造出可被詮
釋為河流或時間流的視覺。它有時往前流動，有時又反轉逆流。同時，雷射光束在流動之
中，在舞者的身體上形成視覺光點，也創造出⼀種動態捕捉的技術美學。然⽽，與傳統動態
捕捉技術相反的是，傳統技術的光點固著於身體，⽽身體則處於歐基⾥德式的穩定空間︔⽽
在這件作品中，光點則與穿梭於時空之流的身體呈現相對關係，對這項仍深受西⽅個⼈主義
及身體與其環境之合諧關係等概念影響的技術，進⾏去殖民化。

東冬．侯溫也是兒路創作藝術⼯寮（Elug Art Corner）的創辦⼈。他們專注於太魯閣族⽂
化，將其做為未來的資源。⽽東冬．侯溫處理科技薩滿主義（Technoshamanism）的⽅式，
則是秉持著相信部落⽂化即是⼀種知識⽣產和傳播的技術。「遊林驚夢：巧遇Hagay」有效
地消弭原住民傳統和未來主義之間的界線，將古⽼神話傳說融合先進科技和視覺語⾔。它駁
斥原住民藝術作品只是傳統技藝的刻板印象，並重新主張⽂化和數位技術的推測性、好奇性
和非傳統性的特質，藉以發展假設和再詮釋的可能性，運⽤不可預測的想像⼒思考男/女、
過去/現在、⾃然/科技等預設的⼆元關係。

這個⽅式不僅極為動⼈，也突顯出西⽅⽂化 ⾯臨的難題：數位科技⼀⽅⾯是「劇烈加速1

度」（Great Acceleration）的關鍵因素，但它同時也正在催毀⼈類⽂明的地球物理基礎︔另
⼀⽅⾯它也是理解和處理當代星球不穩定狀態的必要條件。我所擔⼼的是，單靠西⽅⽂化並
無法解決這個難題，因為其科技想像與⾼度個⼈主義和普遍的資本主義競爭所產⽣的破壞⼒
糾纏過深。「遊林驚夢：巧遇Hagay」至少提供了⼀個詩意視野，它是以先進科技結合另⼀
種想像所創造的世界，⽽沒有什麼是比這件事更為急迫的。

 在此，我所理解的「西⽅」並非是⼀個當代地理標記，反⽽是現今已擴散全球之資本主義商品⽂化的起源1

處。

https://aksioma.org/escape-velocity.computing-and-the-great-acceleration
https://aksioma.org/escape-velocity.computing-and-the-great-accele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