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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城市封鎖到個人隔離：生物藝術揭示的生命政治難題與陰性關懷 

 

2019年末，罹患不明肺炎的患者在中國武漢確診為新型冠狀病毒（以下簡稱新

冠病毒）感染，幾經追查，武漢華南海鮮市場被視為新冠病毒擴散的發源地。

透過飛沫及接觸傳染的新冠病毒引發殊傳染性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以下簡稱 COVID-19），隨著各式旅行途徑，新冠病毒迅速席捲全球，多

個國家持續出現大規模且持續的人傳人感染。世界衛生組織遂將 COVID-19列

為全球大流行病（pandemic），而其所引發類似流感的症狀、強勁感染力和高

度致死率使得全球超過兩億五千萬人確診、超過五百萬人染疫死亡。新冠病毒

爆發初期，自中國為始，世界各國紛紛進入緊急狀態，除了實施邊境管制外，

亦頒布境內人民之行動限制令。包含臺灣在內，許多國家要求入境旅客進行五

至二十一日不等的隔離檢疫。從邊境管制、城市封鎖到隔離檢疫、隔離治療等

不同層次的防疫措施，皆是設法將病毒隔絕於健康（或未染此疫）的群體之

外，雖能降低病毒散播及傳染的機會，但防疫措施也引起諸多對於人權限制、

隱私侵犯和監控的疑慮，更甚者則觸發集體恐慌、獵巫等情結。儘管新冠肺炎

疫苗迅速開發問世，隨之出現的陰謀論、否認疫情及反疫苗者，仍是全球疫情

的大破口。因疫情引發的種種效應皆涉及生命治理之議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教授黃涵榆在〈病毒、例外狀態、危脆性：當前生命政治情境的一些

反思〉1一文中即梳理疫情期間引發的全球哲學家生命政治論戰，並反思當前生

命政治情景。 

 

爬梳歷史上的流行病，公元前五世紀爆發的雅典大瘟疫終結古希臘文明；十四

世紀的鼠疫在其後的幾個世紀反覆流行；同樣超過千年歷史的還有天花病毒引

起的天花；而工業革命後開始活躍的結核病、流行性感冒、伊波拉病毒出血

熱、愛滋病、非典型肺炎（SARS）乃至目前疫情仍在延燒中的 COVID-19，沒

有人可以自外於傳染病的流行，毋寧提供藝術家想像真實死亡的契機。文藝復

興文學家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在此期間以瘟疫為背景，寫

下了百篇寫實主義小說並集結為傳世經典的《十日談》（Decameron），義大利

文藝復興畫家提香（Tiziano Vecelli, ca. 1488-1576）以其作品〈聖殤〉

（Pieta）描繪當時肆虐威尼斯的鼠疫（提香最後也感染並死於鼠疫，而無法完

成此件作品）。托馬斯曼《魔山》（The Magic Mountain）、卡謬《鼠疫》（The 

Plague）、孟克〈患西班牙流感後的自畫像〉（Self-Portrait With The Spanish 

Flu））則為近代以傳染病為背景的創作經典。過去我們透過藝術創作捕捉病體

微弱的靈光，隨著十八、九世紀以來實證科學的發展，人類以光學顯微鏡發現

了病原體的存在，疾病不再出自不可見的罪孽和業力。在當代藝術中，以病毒

和疾病為創作動機的作品不在少數，而在藝術、科技與科學的聯集範疇中，透

 
1 見 https://mag.clab.org.tw/clabo-article/biopolitics-of-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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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藝術家和科學家的合作，更進一步揭示重大疾病對於社會和文化層面的影響

和隱憂。延續上述兩股討論，本文將從英國生物藝術家安娜‧杜米崔（Anna 

Dumitriu）在疫情期間創作的作品《庇護所》（Shielding）檢視疫情期間「隔

離封鎖」防疫措施揭開的生命政治難題。 

 

庇護所 

 

英國生物藝術家安娜‧杜米崔接受布萊頓大學（University of Brighton）「藝術

／數據／健康衛生」（Art/Data/Health）研究計畫委託，與當地家暴防治組織

RISE合作，以該地區的家暴數據進行創作。在計畫初期爆發的新冠肺炎也提供

藝術家更多靈感，最後創作了作品《庇護所》。《庇護所》是由數十張迷你尺寸

的床鋪模型組成，每張床上放置有手工縫繡及染製的迷你枕頭及寢具。單看袖

珍可愛，但數十張床鋪整齊排開，彷彿是發生緊急危難時的集中收容所。事實

上，這件作品的原型確實就是以新冠肺炎在中國武漢爆發初期，倉皇搭建用來

收治肺炎患者的方艙（臨時）醫院。作品中的袖珍小床亦是按照方艙醫院中的

病床尺寸及外觀，以 3D列印的方式製作，其上的寢具則是由杜米特里手工縫

繡、染色，最後再浸漬以新冠病毒提取的核糖核酸（RNA）。在杜米崔的創作

中，常見她將縫紉、刺繡及染布等具有陰性特質的傳統手工藝與駭人的病原體

結合，例如 2014年創作的《浪漫病洋裝》（The Romantic Disease Dress）和

2018年的《瘟疫洋裝》（The Plague Dress），前者是將製作連身裙的布料浸漬

在造成肺結核（亦稱浪漫病）的結核桿菌提取的 DNA中，後者則以鼠疫桿菌

DNA為創作材料。而在《庇護所》中，這樣的做法更強調寢具織物的舒適感和

病毒危險性兩種相互牴觸卻又同時存在的矛盾，如同封城期間，本該提供庇護

功能的家屋卻成為暴力虐待的溫床。 

 

隔離檢疫與隔離治療 

 

若檢視杜米崔在作品《浪漫病洋裝》和《瘟疫洋裝》中環繞的疾病主題，曾一

度大流行的肺結核以及鼠疫，必須透過隔離檢疫和隔離治療等措施圍堵病菌或

病毒的擴散。歷史上最早施行的隔離檢疫施行於十四世紀的自治城邦拉古薩

（今克羅埃西亞杜布羅夫尼克）。十四世紀時，人類史上第二次的鼠疫大流行肆

虐歐、亞、非等地，是目前為止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流行病。當時為了要保護沿

海城市拉古薩免受鼠疫影響，從疫區港口搭船抵達此處的乘客及船員在上岸前

都須前往鄰近的島嶼隔離檢疫三十日。2其他地中海沿岸城市諸如馬賽、威尼

斯、阿馬爾菲、比薩等城市也陸續實施隔離檢疫政策。到了 1448年，威尼斯

元老院將隔離時間延長為四十日，義大利文的「四十日」（quaranta giorni）引

 
2 見 https://www.twreporter.org/a/mini-reporter-quarantine-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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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借代為隔離檢疫的說法因而誕生，亦是現代英語「quarantine」（隔離檢疫）

一詞的辭源。3 

 

而相對於這種將接觸過某種傳染病的人隔開並限制其行動，以觀察其是否染疫

的隔離檢疫措施，隔離治療（isolation）則是將患有傳染病與未患病的人分隔

開來，以阻絕進一步的傳染。隔離治療的傳統始於中世紀歐洲和印度，當時痲

瘋病（後正名為漢生病）的傳染到達顛峰，此症會導致患者接近毀容和殘疾，

且具有高度傳染力，人們便在邊遠地區建立痲瘋院（leper colony）集中患者，

並和健康的群體隔離開來。十字軍東征畫下了衛生封鎖線，阻絕了來自東方的

痲瘋病源。這些痲瘋院隨疫情隱退後閒置，並在十七世紀紛紛轉型為收治瘋癲

者的孤島，而瘋癲者也全盤承接了原先加諸在痲瘋病人的種種污名。對後世精

神醫學論述帶來深遠影響的法國哲學、思想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在

《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全

景敞視主義〉（Le Panoptisme）一章中說明了西方對痲瘋病和瘟疫不同的治理

方式。前者引致的隔離治療措施以二分法將群體分為罹患痲瘋病者及未患病

者，而後者則建立一套規訓（discipline）權力系統，將人口和空間多重分隔，

也就是每個人應該待在他們被要求停留的地方，以便接受監視及控制。4 

 

城市封鎖 

 

或許我們可以試著用傅柯的「規訓」措施來理解並反思當前的防疫措施。自疫

情爆發以來，各國發布了程度不同的行動限縮令，並以封城、居家令、緊急狀

態、暫停等不同措辭來表示城市封鎖的「例外狀態」。各式被列為「非必要」之

產業（non-essential business）必須停業，除了居家上班、上課外，疫情熱區

如荷蘭，更在今（2021）年春天迎來二戰後的首次宵禁限制令。這些政／禁令

除了引發侵犯人權的疑慮外，疫情造成的恐慌更將弱勢族群暴露在人權危機之

中，包含疫情對女性、年長者、無法居家工作和失業者的影響以及對外來者的

恐懼和排斥。 

 

在西方世界爆發初期，美國亞裔美籍女權者組織（Asian American Feminist 

Collective）即迅速出版獨立誌《亞裔美籍女權者抗體：冠狀病毒蔓延時代的關

懷》（Asian American Feminist Antibodies: care in the time of coronavirus），

刊物作者群為來自亞洲各國的女性專業工作者，除了傳達即時疫情資訊、反映

美國當時由主流媒體形塑出的排華、恐外的社會氛圍外，亦收錄食譜、家暴自

救、社會救援及性工作者援助等指南。但需要這些援助的族群，絕非僅限於美

 
3 義大利原文為 quarantena，見 https://www.etymonline.com/word/quarantine 
4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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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亞裔女性。祕魯從 2020年三月中起實施封城禁令，截至當年度六月底為

止，已有 915位女性失蹤，其中高達六成六的失蹤女性為未成年少女。5印度更

傳出收治於集中隔離中心（即方艙醫院）的 14歲少女遭受性侵。儘管家暴及性

侵案件的受害者不限於女性，但處於劣勢地位的女性占比高於男性仍是當代現

況。 

 

回到杜米崔的作品，《庇護所》即探討封城期間，因為無法外出而遭受家庭暴力

的女性處境，以及在此語境下家庭作為「庇護」的矛盾。杜米崔創作這件作品

的靈感來自英國現代主義文學家及女性主義文學先驅的維吉妮亞‧吳爾芙

（Virginia Woolf）代表作《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 1929）。吳

爾芙在《自己的房間》中寫道，「如果女人想要寫小說，那她必須要有錢以及自

己的房間。」短短一句話道出一個獨立、安全的空間和經濟之於女性創造力的

重要性，而這個安全空間的概念恰恰和倉促打造的方艙醫院形成強烈對比，如

同城市封鎖期間，被要求待在家中以策安全，但對於家暴受害者來說，家屋卻

是另一個危險的所在。而《庇護所》以武漢第一所方艙醫院的病床為模型，結

合縫紉、刺繡和植物染布等傳統手工藝製作的縮小版病床，其娃娃屋袖珍尺寸

也讓人聯想到易卜生批判當時的婚姻結構、開婦女解放之先聲的劇作《玩偶之

家》（A Doll’s House,1879）。手製的小巧寢具實際上卻沾染造成這場大疫的新

冠病毒，儘管安全無虞，也足夠讓觀者感到恐懼及強烈的矛盾。 

 

大疫尚未有停歇的徵兆，不斷變種、提高感染率並突破疫苗防護的病毒仍隨航

空旅行在全球流轉。而在疫情升溫期間，無法豁免於社交距離外的博物館、藝

術展演活動相繼停擺，落入「藝術文化是為承平時代特有產物」思想窠臼的隱

憂揮之不去。義大利當代思想家阿岡本稱醫學和科學儼然成為新興宗教。或許

以人文道德關懷為核心、科技技術和科學觀念為媒材的生物藝術創作，能在全

球大流行並期間扮演另類心靈紓困工具，並彰顯末日景觀中，促進藝術、科技

與科學交互融會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本文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新藝術基金會贊助現象書寫–視覺藝評專案支

持 

 
5 見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0/8/5/hundreds-of-peru-women-girls-gone-

missing-during-virus-lockdow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