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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嘗試將海洋作為一種藝術認識論的角度，理解台灣知名的已故藝術

家、前高美館館長、魚刺客、爐主的李俊賢，希冀從三個面向的討論來進行，

分別是︰一、藝術家創作歷程；二、作品樣態；三、藝術家所參與和推動的藝

術活動等。由此揭示李俊賢所推動與實踐的藝術之中，所隱含的一種海洋美

學，理解其構成原因、所思考的問題、特殊性與精神，並由此反過來重新思考

台灣當代藝術的另一種可能性，並觀察所發生的效應，以及所帶來的影響。	
	 	 	 	 然而，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是從海洋的角度呢？首先，台灣的歷史與文

化，自古以來，就與海洋緊密相關，無論是十七世紀的大航海時代，清末勇渡

黑水溝的開墾時期，亦或後續國民政府遷台等不同時代，可以說海洋塑造了台

灣文化的基調。換句話說，海洋是台灣文化的根本源頭，如果不從海洋的角度

來理解藝術，幾乎就不能真正地認識台灣。而當代藝術家李俊賢對此更有深刻

的體會，隨著對社會環境、土地、庶民生活的關懷，他在九十年代末期逐漸發

展出以海洋為主題的創作，往後二十多年間，更推動當代藝術團體「魚刺客」、

「海島計畫」、「龜蘭巴火」等藝術計畫，以及「南島藝術」等議題，掀起台灣

藝術一波波的浪潮，為紀念他一生努力的成果，並且呼應他曾以「某某王」系

列作品來描繪所遇的庶民人物，本文故而以「海應王」為題，凸顯李俊賢在台

灣海洋美學上的貢獻與角色。	
	 	 	 	 從藝術家李俊賢中晚期的藝術行動中，可以觀察到一種海洋美學，該美學

型態的出現不僅與李俊賢長年思考的藝術問題有關，也與台灣文化的自我認

同，以及身分的重建有關。因此，本文嘗試從這個角度重新理解藝術家李俊

賢，以及由他帶動與實踐的一種海洋美學的內容與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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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位循著爐主李俊賢藝術行腳之路的觀眾，看著他對土地、海洋、未知

國度與他者的遭遇，反映在他藝術作品中的變化與發展。最終，你將會發現，

我們不是沿著他所走過的路前行，而是走上認識自己的旅途，因為這一條面對

土地，走向山，投入海的漫漫旅程，並不單純是他個人的創作問題，而似乎是

台灣共同文化處境的問題。	
	 	 	 	 李俊賢，首先是個徹底的藝術家，然後才是藝術評論者、策展人、美術館

館長、爐主、棒球粉絲等等身分，故而必須先回到藝術創作，這個出發點作為

起始。然而，如果就李俊賢整個藝術發展的脈絡來看，他創作上海洋議題的具

體發展是非常晚才逐漸發展起來。因此，如果要理解李俊賢所帶動的海洋美學

與藝術創作，則勢必必須回溯到身為藝術家的他，如何在一生的藝術思維、創

作與行動進行演繹。如此一來，才能真正地掌握其海洋美學精神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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