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畫名稱： 蝙蝠筵席實驗室 - 台灣英國跨領域創作計畫  

計畫簡介： 

本計畫為台灣藝術家顧廣毅與英國設計師Robert Johnson共同合作創作，該計畫與臺北藝術

節和倫敦國際戲劇節（LIFT）進⾏台灣與英國的國際共製，並從2022年⾄2024年進⾏為期

兩年的創作與研究。該計畫受COVID-19疫情啟發，探索蝙蝠、⼈、病毒之間的跨物種關

係。在與研究蝙蝠⽣態的科學家以及⽣物科技專家的合作後，透過⼀系列結合飲食的參與式

表演，以及物種邊界的視覺化與物質化，去勾勒含有科學知識的未來敘事，讓觀眾可以在藝

術家所建立的情境中，重新省思⼈類與其他非⼈⽣物的複雜關係。同時透過台英兩地共創，

嘗試在不同⽂化背景的觀眾中，去分析飲食⽂化、⼈與⾃然的關係等等主題在東⻄⽅⽂化下

的差異。在兩年的共創中，經歷了「蝙蝠筵席實驗室」、「蝙蝠早午餐實驗室」

、「蝙蝠宴席 - 第三階段發表」這三次的階段型發表，最後在2024年定調名稱為「蝙蝠祭 
Bat Night Market」的完成作品，並於當年6⽉在倫敦國際戲劇節全球⾸演以及8⽉在臺北藝

術節全台⾸演。


此圖為正在⾶⾏中華菊頭蝠（Chinese horseshoe bat）。2020年2⽉時世界衛⽣組織WHO發布報告，提出
此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事件的病毒，疑似是由中華菊頭蝠為感染源引起的。（資料來源：https://
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211-sitrep-22-ncov.pdf）蝙蝠有
1,200多種，約佔所有哺乳動物物種的四分之⼀。圖片來源：Merlin D. Tuttle/Science Source。




計畫緣起： 

藝術家顧廣毅近年專注於「野⽣動植物保育」與「傳統中醫藥與亞洲飲食⽂化」之間的衝 
突。像是中藥與傳統中餐⽂化中食⽤虎鞭、犀⽜⾓、⿂翅等等野⽣動物器官，造成物種瀕臨

滅絕以及⽣態失衡。顧廣毅近年的數個作品包含《虎鞭計畫》、《千年⼈參計畫》以及與香

港食物設計師譚君妍的共同創作《新滿漢全席》都在研究相關的主題。這些計畫嘗試透過設

計⽅法與⽣物科技的混種，去研究開發以不傷害環境為前提的替代食⽤⽅式，但同時⼜保有

原本傳統飲食醫藥⽂化的核⼼精神。 

這些作品多以藝術裝置的形式在展覽中靜態地被觀眾閱讀，但藝術家仍把靜態作品轉化成多

種參與式的表演活動讓觀眾可以更深入的體驗作品背後隱含的概念，像是《虎鞭計畫》被轉

化成⼀個虛擬的未來中醫診所，觀眾需要扮演未來的病⼈，並接受演員的診斷後食⽤特定的

新型態藥酒。《新滿漢全席》也在2020年受到海牙Stroom藝術中⼼邀請，被轉化成⼀個參與

式的飲食體驗活動，藝術家針對每道虛擬的未來食物，製作成可被食⽤的推測菜餚，讓觀眾

在視覺與味覺的交錯之下體驗藝術家設定的未來情境。 

台灣藝術家顧廣毅與香港食物設計師的作品《新滿漢全席》（2019-2020）。圖片來源：顧廣毅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藝術家顧廣毅著⼿持續延伸這個創作脈絡，希望根據傳統滿漢全席108
道菜品的脈絡下，在《新滿漢全席》計畫中，嘗試持續研究世界各地飲食⽂化與⽣態保育衝

突的案例，並增加拓展⾄108道作品。因此，這次規劃的創作計畫「蝙蝠筵席實驗室」將會

是這⼀系列創作脈絡的延續與規劃。然⽽，為何這次選擇「蝙蝠」作為研究對象呢？ 

2020年初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多⽅科學研究機構研判傳染源為中國武漢的海鮮市場，並指

出病毒很可能來⾃於蝙蝠、穿⼭甲等等野⽣動物。這項科學新聞間接點出，亞洲食⽤野⽣動

物的飲食⽂化所隱藏的各種爭議。除了食⽤野⽣動物可能造成病毒跨物種的傳播之外，這樣

的飲食習慣所造成的非法獵捕也導致了許多物種瀕臨滅絕，並使⽣態多樣性失衡。然⽽，國

際輿論站在防疫與環境保護的⾄⾼點去批判亞洲的飲食習慣，是否忽視了其背後所蘊涵的⽂

化脈絡？ 

計畫⽬標： 

奠基在前述的背景之下，藝術家以「蝙蝠」作為研究對象，並與蝙蝠的科學家、⽣物科技研

究⼈員等等專家合作，探索蝙蝠在疫情期間所反射出的各種由科學研究延伸出的⽂化問 

題。這次合作了數位台英兩地的科學家，包括：英國倫敦國王學院組織⼯程科學家Lucy Di-

Silvio、⽣物武器專家Gemma Bowsher、蝙蝠⽣態研究博⼠⽣Martha Gallardo Galaviz以

及台灣研究蝙蝠⽣態的科學家周政翰（台灣蝙蝠學會理事）、博⼠後研究員孫偉倫（專長為

組織⼯程、⽣物科技）。蝙蝠是否是新冠病毒感染源事實上仍是有辯論之空間，然⽽其已經

逐漸被⺠眾視為疫情的代罪羔⽺。因此這也讓許多從事蝙蝠⽣態保育的專家感到萬分棘⼿。

此外，蝙蝠本來在各國不同⽂化中都有不同的⽂化符碼，像是中⽂「福」的諧⾳象徵、⻄⽅

世界的吸⾎⿁⽂化等等。因此，疫情之後的新⽂化意象會往哪個⽅向演化，是本創作計畫想

要探索的核⼼之⼀。 

圖片為中國女主持⼈汪夢雲於2016年在⼀檔名為《環球夢遊記》的旅遊節⽬中，前往帛琉時食⽤當地餐廳的
蝙蝠湯的影片片段。該截圖在2020年疫情爆發之後，在網路上被⼤量轉載，並受到眾多網友指責與批評。圖
片來源：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7938207/Chinese-travel-presenter-ate-bat-begs-
public-forgiveness-amid-coronavirus-outbreak.html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7938207/Chinese-travel-presenter-ate-bat-begs-public-forgiveness-amid-coronavirus-outbreak.html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7938207/Chinese-travel-presenter-ate-bat-begs-public-forgiveness-amid-coronavirus-outbreak.html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7938207/Chinese-travel-presenter-ate-bat-begs-public-forgiveness-amid-coronavirus-outbreak.html


因此，此計畫希望可以⽤飲食、表演、藝術裝置等等不同⽅法，去探勘新的⼈與非⼈⽣物的

關係。這次藝術家顧廣毅將與擅長視覺設計與虛構情境建立的英國設計師Robert Johnson合

作，⼀起探索台灣與英國兩種不同⽂化背景下，會如何處理同⼀個⼈與⾃然相處的議題。

Robert Johnson近年專注在脂肪做為材料的永續可能，在2019年獲得英國倫敦設計博物館

的⽀持進⾏《Fatconomy》計畫，調查了倫敦數間餐飲店⾯所使⽤剩下的脂肪，並將這些脂

肪做成不同的材料樣本，同事也透過動態影像、視覺設計，勾勒了未來脂肪使⽤的可能敘

事。顧廣毅與Robert Johnson在這次合作中，籌組了⼀個跨領域的創作團隊，包括食物設計

師、戲劇構作、蝙蝠⽣態科學家、組織⼯程科學家等等不同背景的專家，透過兩年的研究與

創作，與台北藝術節與倫敦國際戲劇節合作，以不同階段的五次發表呈現多元的成果給台灣

與英國兩地的觀眾。此外，表演場地除了台北藝術中⼼之外，也會挑戰科學場館作為演出的

場地，例如位於台北⼠林的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以及倫敦科學藝廊。透過與科學展演空間的

互動，挑戰科學場館對科學詮釋的話語權，也將成為此計畫的創作核⼼價值之⼀。 

合作單位與參與⼈員： 

這次計畫主要的兩個合作單位為倫敦國際戲劇節 (London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Theatre, 
LIFT）與臺北表演藝術中⼼(Taipei Performing Arts Center, TPAC)。兩個共製單位在此計畫

中分別在倫敦及台北兩地的階段發表中負責與藝術家交流、討論、邀請科學家、協尋製作⼈

脈、場地協調以及其他相關⾏政事務。 

倫敦國際戲劇節 (London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Theatre，LIFT） 

倫敦國際戲劇節是每兩年⼀次的戲劇、表演和⽂化活動的節慶。該組織由Rose Fenton和 

Lucy Neal共同創立，並於1981年舉辦了⾸個⾳樂節，希望「挑戰英國劇院並打開世界之

窗」。 Lyn Gardner在2014年關於LIFT的⽂章寫道：「在打破藝術形式之間的差異⽅⾯，英

國沒有⼀家劇院組織能比LIFT做得更多。過去30年來，LIFT不僅使我們第⼀次了解了世界⼀

流劇院的作品，同時也為受衝突和壓迫的藝術家提供了表演的空間，因為他們的演出在他們

⾃⼰的國家被拒絕了。」。LIFT現任藝術總監是Kris Nelson。 

臺北表演藝術中⼼(Taipei Performing Arts Center, TPAC) ：臺北藝術節 

「臺北藝術節」是臺北市政府⾃1998年起推⾏的重要⽂化政策，近年由臺北市政府⽂化局

及台北市⽂化基⾦會共同承辦，是⿎勵年輕⼈創作，提供優秀藝術⼈才發揮創意，並整合相

關藝⽂資源，展現藝術跨界合作豐富多元的重要平台。2008年，臺北藝術節重新定位，以

「創新、精緻、多元」為宗旨，秉持「以質精為根本、以⼝碑為酵素」的原則，凸顯表演藝

術的當代性、創新形式及創新價值。每年夏天藉聚焦且密集的演出，推廣藝術教育的普及活

動，給予市⺠質精深刻的美感體驗，為廣⼤⺠眾創造了這⼀代共同的美好記憶。同時，透過



相關活動的舉辦，打開跨界合作的可能，活絡⽂創產業，促進臺北國際觀光發展，將臺北⽂

化城市的形象推向國際社會。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成立於⺠國45年，為全國唯⼀國立科學教育中⼼，原館舍位於南海路

「南海學園」內，⺠國92年間搬遷⾄⼠林新館現址(⼠林區⼠商路189號)。館內的常設展區

包含⽣命科學、物理、化學、數學與地球科學等豐富的展⽰內容；更與國內外博物館合作，

展出最新的科學展覽，介紹最新的科學新知；緊張刺激的動感3D劇院與充滿趣味的立體劇

院，拓展對應⽤科學的視野；科普資源中⼼及設備⿑全的科學實驗室，各式各樣的科學課程

與營隊，透過動⼿操作，帶給⼤家新鮮有趣的科學活動體驗，更能深植探究科學的能⼒；每

年定期舉辦的全國中⼩學科學展覽會與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不受時空限制的網路科教館、

全國走透透的⾏動科學館巡迴教育，以及⽣動有趣的科普叢書等，兼顧了各年齡層⺠眾，期

望全⺠能學科學、玩科學，進⽽愛上科學！ 

倫敦科學藝廊 

科學藝廊是⼀個全球的公益性科學館，其總部位於愛爾蘭都柏林，隸屬於愛爾蘭最頂尖的都

柏林聖 三⼀⼤學。不同於其它⼤多科學博物館，Science Gallery 沒有永久收藏品，⽽是每

年舉辦三到四場 臨時展覽，其探討的核⼼是促進科學推廣和藝術與科學的合作。 科學藝廊是

“ STEM 向STEAM”運動19 的先鋒，是世界上第⼀個與⼤學建立聯繫的網絡，致⼒於與科學

和藝術的公眾參與。 其使命是激發科學與藝術碰撞的創造⼒和發現。科學藝廊這個組織始於

2008 年，始於愛爾蘭都柏林的三⼀學院，⽽現今他們在全世界已有七間科學藝廊，橫跨歐、

亞、美洲。倫敦科學藝廊便是其中之⼀，其位於倫敦國王學院，於2018年秋季對外開放。每

⼀間科學藝廊都與⼀間當地的⼤學合作並共享空間，藝廊中所舉辦的展覽內容，⼤多都是藝

術家與設計師的科學藝術作品。 

協同主創設計師：Robert Johnson

Robert Johnson是⼀名英國設計師，擁有荷蘭恩荷芬設計學院（Design Academy 
Eindhoven）社會設計研究所（MA, Social Design）的碩⼠學位，也是Studio Ficta的創始

⼈。Studio Ficta是⼀家新創的創意⼯作室，將電影、互動設計和設計研究融合在⼈類學、

⽣態學和社會背景下。Robert以影像和互動設計為⽅法，並以虛構的寫作⽅式作為設計研究

⼯具，從⽽去創造虛構的敘事、⼈物和對話，藉以強調出現今社會對循環經濟中勞動⼒、資

源及廢棄物流的態度。 並運⽤這⼀種特定的研究⽅法，以意想不到的⾓度探索了創新的跨領

域協作⽅式。2020年，Robert完成了他在倫敦設計博物館（Design Museum）的駐村，並發

表了名為Fateconomy的計畫，展⽰了“脂肪”如何作為⼀種在都市社會中的寶貴資源，說明了

廢棄的脂肪於經濟、創新資源和城市規劃中的潜⼒。 



戲劇構作：黃鼎云 

出⽣台中。台北藝術⼤學戲劇學系，台北藝術⼤學藝術跨領域研究所。為「明⽇和合製作 
所」共同創作、不畏虎劇團編導、「無國界客廳」發起⼈。近年作品：明⽇和合《劇院魅影

不願讓你⼀個⼈》、《等待果陀》、《尚未指稱的對話》、《做⼀頓飯》、《可以睡覺》

等。阮劇團《⺠主夫妻》、聲體藝室《事件：浮⼠德已經掛了》、新⼈新視野《亂迷》、澳

⾨城市藝穗節 不畏虎《太平盛世裡的安全演習》、新點⼦樂展《遶境共聲》等。2017年為

布魯塞爾藝術節駐節藝術家。 作品偏好以「展演」為形式進⾏跨領域調度、對話，對劇場

再現形式進⾏重組與討論，企圖尋找劇場展演新的感性批判能⼒與美學論述之可能。其作品

著重於表演/表演性與劇場/劇場性的多重探索。作品常涉性/別議題、青年議題等，對劇場/
社會間的關聯性、觀眾參與介入與互動的可能性有著⾼度的關注。 

食物設計：Rain Wu 吳雅筑 

吳雅筑擁有藝術與建築背景，作品涵蓋繪畫、雕塑、食物表演和建築裝置等。常以食物為媒

介，追蹤地理、政治、宇宙和微⽣物軌跡，探討食物、⽂化、⼟地和神話之間的關係。


計畫實施成果： 

此次計畫執⾏期間原訂從2022年8⽉⾄2024年7⽉31⽇共兩年，並分成四個階段發表。第⼀

與第⼆階段會進⾏階段性發表與創作實驗，第三與第四階段為正式展演。⽽經過第⼀階段

於2022年九⽉於台北藝術節的「共想吧」節⽬系列發表後，此計畫中兩個合作單位：

倫敦國際戲劇節  (London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Theatre, LIFT）、臺北表演藝術中⼼

(Taipei Performing Arts Center, TPAC)之策展⼈基於計畫呈現完整度，以及預計推廣此節⽬

⾄國際藝術節市場中之考量，與藝術家共同討論決議將原先的四個階段擴展為五個階段，

增加2023年秋季於台北藝術節的第三階段發表，此發表為全英⽂版的階段性發表與創作實

驗。透過前三個階段的創作實驗與階段性發表，藝術家會根據這些實驗的成果進⾏正式演

出的籌劃，因此正式演出的形式會與前三階段有所不同。正式演出將會有兩場，分別為第

四階段－2024年夏季於倫敦國際戲劇節的⾸場演出，以及第五階段－2024年秋季於台北藝

術節進⾏台灣場⾸演。 

第⼀階段：「蝙蝠筵席實驗室」 

2022.09／臺北藝術節／階段性發表與創作實驗（中⽂版） 

這個階段的發表會在台北藝術節的「共想吧」進⾏，透過⼀個短期⼯作站的形式，籌劃四天的

展演活動。整個展演活動將會被設定在⼀個特定的未來情境中，四天的發表會是⼀個虛構的新



興食品公司的產品試吃與共創的體驗活動。該公司的研發部⾨利⽤3D⽣物列印、基因改造以及

組織培養等等⽣物科技技術，組合不同⼤型⽔果蝙蝠的基因，並列印出含有該基因的蝙蝠⾁。

他們希望延續在2020年COVID-19肺炎疫情爆發之前，在亞洲食⽤蝙蝠的觀光⽂化。透過⽣物科

技的介入，該公司的科學家成功研發不會有染疫危險的蝙蝠⾁品，預計在原本有食⽤蝙蝠⽂化

的區域，復興該傳統的飲食觀光⽂化。 

在這個虛構世界中，四天的活動被分成兩個階段。第⼀階段為前三天的「蝙蝠三吃共創營

隊」，該公司在這個未來敘事中，已經成功發展出⼈造合成蝙蝠⾁的食物原料，但他們希望能

夠邀請設計師、藝術家、廚師、科學家等等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起⿑聚於這個為期三天的

共創營隊，⼀起集思廣益思考可以怎麼開發出不同的料理⽅法、吃法、甚⾄是新的飲食儀式。

希望透過不同領域的專家的知識與技術的交匯，可以在新產品上市前就推出相關的食譜、宣傳

影片甚⾄是創造⼀種新的飲食的流⾏⽂化。這三天的營隊中，該公司會請研究蝙蝠的科學家講

述蝙蝠本⾝的在⽣態中扮演的⾓⾊，以及相關的⽣物學背景知識，同時也會請該公司研發部⾨

的科學家講述怎麼使⽤⽣物科技開發出這個新的蝙蝠⾁品食材。專家學員們在吸收各種知識之

後，也要貢獻所學⼀起共創新的蝙蝠飲食⽂化，所有學員約共10⼈。在連續三天不斷吸收新的

知識與技藝的同時，所有專家學員也不斷地共同建立新的飲食知識與⽂化。 

第⼀階段的部分，以邀請制的⽅式邀請各領域的專家參與這個虛構的飲食公司的共創營隊，每

個專家將以原本真實世界的職業與專長扮演虛構世界中相對應職業的⾓⾊。共創營隊中的講

師，例如科學家、公司研發部⾨⼈員，也都邀請真的科學家扮演。透過每個專家扮演未來情中

的相對應專業⼈員去探索各個專業針對食⽤蝙蝠的議題，如何在推測的虛構世界中演化，以此

作為⼀種科學領域的⽂化探針，探勘科技對未來社會的影響。 

第⼆階段則是最後⼀天的發表，這⼀天在未來情境中被設定為該虛構食品公司的新蝙蝠⾁品的

「試吃會」，觀眾約40⼈。該試吃會分成兩個部分，第⼀個部分是虛構公司中的創意⼈員、科

學家的演講。這裡的創意⼈員由藝術家顧廣毅⾃⼰飾演，並邀請蝙蝠科學家周政翰以及組織⼯

程科學家孫偉倫扮演未來世界的科學家。第⼆部分是「蝙蝠三吃共創營隊」專家學員共創的成

果發表。也就是說第⼆部分則是之前三天的活動，邀請制學員們的共創成果。最後總共有五組

不同的蝙蝠⾁食品設計成果發表，觀眾被分成五組，輪流品嚐不同組的成果。最後體驗完所有

參與者與觀眾更進⾏⼀場討論，交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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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階段：「蝙蝠早午餐實驗室」 

2023.03／倫敦科學藝廊／階段性發表與創作實驗（英⽂版） 

第⼆階段延續第⼀階段的成果，兩位主創藝術家把之前第⼀階段五組共創成果轉化成三組互

動體驗⼯作坊，並將之帶到倫敦與英國觀眾互動，藉此收集英國觀眾對該主題的看法。同時

透過倫敦科學藝廊的協助，認識了英國倫敦國王學院組織⼯程科學家Lucy Di-Silvio以及⽣

物武器專家Gemma Bowsher，透過幾次線上會議與實驗室參訪，把他們的科學知識也融合

進入三個互動體驗⼯作坊中。此外，透過LIFT的協助也與具有亞裔背景的食物評論家

Angela Hui（寫過多篇關於英國亞洲食物相關的評論⽂章）進⾏意⾒交換，並找了在英國的

亞裔⾺來⻄亞籍演員Vinna Law扮演這個虛構公司的創辦⼈。 

「蝙蝠早午餐實驗室」舉辦在倫敦科學藝廊的空間，觀眾約莫50⼈。這個活動有兩個部分，

第⼀個部分是專家短講，第⼆個部分是⼯作坊體驗。同樣整個「蝙蝠早午餐實驗室」的活動

是架構在⼀個虛構的未來世界。當觀眾走進空間時就是踏進了未來世界的框架。第⼀個部分

由扮演蝙蝠⾁食品公司創辦⼈的演員Vinna Law的⼀個短講開始，演員講述⾃⼰祖⽗⺟跟疫

情的關係啟發他開創了這個公司。（兩位主創藝術家同時也在台上，扮演演員的另外兩位共

同創辦⼈）透過短講內的內容讓觀眾知道他們已經來到未來世界，並且了解了基本的蝙蝠

⾁、疫情、⽣物科技等等的設定。接著是三段專家短講，第⼀段是食物評論家Angela Hui的

短講，講述了亞洲食物在⻄⽅世界跟種族歧視的關係，以及作為亞裔英國⼈在這樣食物⽂化

之下的⼼得。第⼆段是英國倫敦國王學院組織⼯程科學家Lucy Di-Silvio教授講解了⼈造蝙

蝠⾁需要⽤到的⽣物科技知識，像是組織⼯程、3D⽣物列印等等。最後⼀個專家短講是⽣

物武器專家Gemma Bowsher，他介紹了⽣物武器與⽣物安全的概念，並解釋了蝙蝠、病毒

跟⽣物恐怖攻擊的關係。 

第⼀部分結束後，觀眾會被分成三組，並輪流體驗三個不同主題的互動區域。第⼀區域是由

藝術家顧廣毅與科學家Lucy Di-Silvio主持，帶領觀眾⽤黏⼟設計蝙蝠⾁食品應該長什麼樣

⼦，以及放進包裝袋後該幫這個產品想⼀個吸引⼈的產品名稱。這⼀站想要探索觀眾對於蝙

蝠⾁食品的外型的想法。第⼆區域是由設計師Rob Johnson與科學家Gemma Bowsher主

持，透過⼀系列簡單的酸鹼變⾊原理的食物設計⼯具，讓觀眾體驗怎麼檢測食物是否有毒，

以及怎麼使⽤解毒劑。最後區域是由演員Vinna Law所主持，他帶領觀眾進到另⼀個⿊暗空

間，⼀邊播放蝙蝠的叫聲，⼀邊透過⼀些台詞帶領觀眾進⾏冥想，想像⾃⼰變成蝙蝠的狀

態，藉此反思⼈與蝙蝠的關係。 



這兩個部分都接束之後，兩位主創藝術家接受觀眾們的提問，並交換意⾒。LIFT也設計了問

卷讓觀眾填寫，因此獲得了很多寶貴的意⾒。尤其這次觀眾組成有很多是當地亞洲族裔⾝份

的英國⼈參與，讓不同⽂化背景的英國⼈可以在這個活動中彼此交換意⾒，讓這個計畫成為

了⼀個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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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蝙蝠宴席 - 第三階段發表」 

2023.08／臺北藝術節／階段性發表與創作實驗（英⽂版） 

第三階段兩位主創藝術家邀請了食物藝術家Rain Wu加入團隊，將之前兩階段與食物相關的成果

轉化成三道菜，分別是蝙蝠⾁⼲、蝙蝠午餐⾁罐頭壽司、以食果蝙蝠會吃的⽔果為主題的果

汁。同時找了第⼀階段就有合作過的主廚林佳蓉的團隊擔任食物製作執⾏，負責將Rain的設計

執⾏出來。這個階段匯聚之前兩個階段的成果，藝術家決定設計成⼀個晚餐活動，讓觀眾可以

透過食物與其他感官體驗，感受未來世界的蝙蝠⾁，並反思⾃⼰與蝙蝠的關係。 

這場晚餐表演在臺北試演場的⼩排練空間，舉⾏兩場，⼀場約40⼈。這場找了台藝⼤戲劇系助

理教授/台灣演員蔡佾玲合作，由他扮演整場晚餐表演的主要表演者，他的台詞與表演貫穿整個

演出。同時也邀請了蝙蝠科學家周政翰以及組織⼯程科學家孫偉倫扮演未來世界的科學家，並

在整場演出中穿插進⾏了兩個短講。這個演出也邀請了三位分別來⾃泰國、印尼與台灣的藝

術家加入共創，藉此收集更多亞洲觀點。整個演出由這些藝術家、科學家、演員輪流上陣，

其中混雜聲⾳與影像，並讓三道菜也穿插在這些表演之中。觀眾感受到的是⼀個豐富多元的



未來晚餐秀，藉由這個體驗去思考未來食物科技、食物種族歧視、⼈與其他物種關係等等議

題。


臺北藝術節策展⼈林⼈中在此藝術節中邀請了許多國際表演藝術策展⼈來台參訪，因此兩場

的晚餐表特地規劃了⼀場40⼈是全部給所有的國際策展⼈體驗，作為⼀種宣傳以及意⾒收集

的管道。在那個場次結束之後，也舉⾏了演後座談，讓這個階段性成果有機會可以與來⾃世

界各地不同的表演藝術專家溝通，作為這個創作往下⼀個階段邁進的養分。


演出活動紀錄 



第四階段：「蝙蝠祭 Bat Night Market」 

2024.06／倫敦國際戲劇節／正式演出（⾸演）（英⽂版） 

在第三階段的實驗之後，將所收集到的意⾒進⾏分析與歸納，最終團隊討論認為晚餐表演的形

式有其侷限，因此在最終呈現的形式決定回歸到蝙蝠作為食物最初在東南亞與太平洋島國的市

集、夜市的形式。 

在最終的⾸演中，觀眾被邀請走進⼀個「蝙蝠祭 Bat Night Market」。這個場景設定在⼀個蝙

蝠已經完全滅絕的未來世界。這個蝙蝠祭受到電影《侏羅紀公園》的啟發，在電影中創辦⼈介

紹恐龍如何透過基因改造被重⽣，主要演員還在恐龍影像環繞的空間吃了合成的恐龍⾁。我們

想要透過「蝙蝠祭」讓觀眾想像⾃⼰⾝處在沒有蝙蝠的未來，並透過⼀系列的感官體驗，去重

新認識蝙蝠（⼀個已經滅絕的⽣物）。藉此帶領觀眾反思在COVID-19疫情過後，蝙蝠這個物種

正在⾯臨的滅絕危機以及⽣態問題。同時也再次回顧疫情間的各種食物種族歧視以及消逝的亞

洲飲食⽂化等等問題，甚⾄思考亞洲移⺠在⻄⽅世界所⾯對的職涯⽣存困境等等。 

因此，我們從東南亞夜市、亞洲野味海鮮市場、歐美國家市集裡⾯的亞洲⼩吃攤販等等作為

想像的起點，把這些攤販的形式轉化成⼀個未來版本的市集。這個市集的美學風格是⼀種亞

洲未來主義（Asian Futurism）的詮釋，結合各種藝術裝置、動態影像、以及融合⽣物科技

等等元素，創造⼀種新型態的市集形式。 「蝙蝠祭」想要創造⼀種熱鬧、歡快的氣氛，並



從中傳遞有教育性質的資訊，這些資訊包含科學與⽂化等多種⾯向。我們想要實驗不同於說

教氣氛濃厚的科學教育活動，實驗⼀種新型態的⽅法去體驗科學。此外，「蝙蝠祭」也是⼀

個含有記憶、回憶、紀念等等特質的集合體，觀眾透過聲⾳、飲食、氣味、視覺等等不同的

感官體驗，去感受蝙蝠這個⽣物以及環繞蝙蝠的種種科學、科技、⽂化爭議、⽣態問題等等

不同的⾯向。 

「蝙蝠祭」舉⾏在倫敦科學藝廊，是倫敦國際戲劇節的其中⼀個重要節⽬。總共規劃了六場，

每⼀場次100⼈，每場演出約兩個⼩時。每⼀場次被分成五組，每組20⼈，每組入場的時間間隔

是20分鐘，觀眾在報名時需要選擇在哪⼀個時段入場。每⼀組的20位觀眾會在「蝙蝠祭」中經

歷六個不同的區域，按照順序被演員引導從每⼀個區域移動到下⼀個區域。 

觀眾進入⼤廳的第⼀區，第⼀位演員扮演時光旅⾏者，⼀邊向觀眾說明他們即將穿越時空到未

來蝙蝠已經滅絕的世界，⼀邊邀請他們飲⽤迎賓飲料作為調節即將進入未來的⾝體的媒介。接

下來20位觀眾會被引導到⼆樓的主要展演區域，迎來的第⼀站是⼈造蝙蝠⾁的區域，演員扮演

未來的科學家，與觀眾分享他們開發的⼈造蝙蝠⾁，同時搭配⽣物科技解說的動畫，以及事先

拍攝剪輯的科學實驗室影片，影片中的科學家是這個計畫長期合作的倫敦國王學院組織⼯程科

學家Lucy Di-Silvio教授，他把他第⼀階段的短講濃縮進入這個影片之中。觀眾⼀邊品嚐⼈造

蝙蝠⾎凍，⼀邊被演員引導進⾏⼀場公眾辯論，討論這些食物科技的倫理問題。 

接著觀眾會被帶領到第三個區域，演員會引導觀眾進⾏套圈圈的遊戲，得到⾼分的觀眾的獎品

是螢幕中科學家所分享的有趣的蝙蝠科學知識。總共20多個蝙蝠知識短影片是和科學家

Gemma Bowsher合作，邀請他演出這個未來科學家的⾓⾊。接著觀眾進到第四區域，演員

帶領觀眾⼀邊觀看⼀段投影在桌上的影片，影片中解說著蝙蝠的⽣態知識。此時演員與廚師團

隊同時提供了昆蟲割包、椰⼦湯等食物在投影的影像中，觀眾⼀邊吃⼀邊看影片。這裡的食物

象徵著蝙蝠的食物，邀請觀眾體驗蝙蝠的食物。接著觀眾到第五區域，演員帶領觀眾進⾏⼀個

骰⼦遊戲，在時間內完成⽬標便可以得到飲料作為故事中的解藥，過程中觀眾會學習到蝙蝠棲

地的知識。最後⼀個區域是蝙蝠的神社寺廟，演員帶領觀眾聆聽⼀段紀念蝙蝠的敘事，並在繪

⾺中寫下想對蝙蝠說的話，最後掛在裝置上作為⼀種儀式。 

演出活動紀錄 





 

第五階段：「蝙蝠祭 Bat Night Market」 

2024.08／臺北藝術節／正式演出（中⽂版） 

「蝙蝠祭 Bat Night Market」在倫敦演出之後，移師到台北舉⾏。在台北場進⾏了幾個更

動調整，⾸先只有兩個場次，⼀場50個⼈。此外，由本來按不同時間順序以及不同⼈數進

入空間的模式，改成所有50個觀眾在同⼀時間進入表演空間，並讓他們在不同區域攤位⾃

由體驗。內容部分移除了套圈圈的遊戲，但是加了⼀個區域是邀請真的蝙蝠科學家現場講解

蝙蝠知識，以及這個科學家是台灣當地的蝙蝠研究者。這個部分也在實驗這個創作未來在進

⾏國際巡迴演出的時候，都可以邀請⼀位當地的蝙蝠科學家到現場演出，這個科學家可以加

入很多當地的蝙蝠物種的故事，去增加此作品的在地性。 

由於觀眾是⾃由探索，所以演員不再需要⼀個線性的故事貫穿整個表演去帶領觀眾⼀棟，因

此戲劇構作黃鼎云與主創藝術家決定讓每個演員獨立進⾏每個區域的敘事。在彩排的時候，

每個區域的演員腳本由演員們共同撰寫去創造新的共創形式。這個模式也可以應⽤在未來在

國際巡迴時，每次都會徵選當地的演員，⽤當地的語⾔述說這個故事，演員也會加入撰寫⾃

⼰⾓⾊的腳本，因此在這個演出的硬體結構與主軸概念不變化的架構下，演員可以創造⾃⼰

與這個作品互動的⽅式，並把藝術家與科學家想要傳遞的知識與體驗透過⾃⼰擅長的⽅式傳

遞給觀眾。事實上，倫敦演出也是徵選英國當地的亞裔演員，並在彩排時⼀起開發每個演員

在每⼀站的⾓⾊故事，台北跟倫敦的唯⼀差異是台北不需要線性故事的貫穿，每個演員可以

有獨立的故事。 

由於是⾃由探索的形式，因此在第⼀站⼤廳的演員需要讓觀眾知道這個形式的運作，並發放

不同顏⾊的代幣給每個觀眾。每個觀眾要體驗展演空間的每⼀個攤販都需要給予演員代幣，

每個觀眾每⼀站只會有⼀個顏⾊的代幣，因此演員就可以藉由代幣控管每⼀個觀眾每⼀站只

能體驗⼀次。此外，台北演出每場只有50⼈，由於⼈數較少也可以讓⾃由移動的模式更順

暢，同時避免演員萬⼀⾯對100⼈的⾃由移動需要重複演出過多次導致的體⼒疲勞。最後由



於是中⽂演出，因此影片、動畫等等⾳像、聲⾳檔案都需要重新加上中⽂字幕，或是重新進

⾏中⽂的配⾳。 

演出活動紀錄 



 

整體效益： 

1.推測與虛構作為⽅法（Speculation and Fiction as Methods）

本創作計畫透過物件與視覺設計、食物設計、演員劇本共寫等等⽅法，建立⼀個虛構世界的

局部，並邀請⼀般觀眾成為這個虛構世界的⼀份⼦。不同於科幻⼩說或是科幻電影利⽤⼤量

元素跟設定去建立⼀個完整的虛構世界結構，這個作品只建立這個世界的局部區塊，其他的

區域成為⼤量的留⽩，提供給合作的科學家與⼀般觀眾共同編織虛構世界的空間。換句話

說，這個計畫在前三次的階段性發表中，藝術家邀請不同領域科學家以及其他專家，貢獻⾃



⼰的思考能⼒，加入建構該未來世界的團隊。⽽這些推測與虛構的成果更可以化成養份，讓

藝術家繼續延伸相關主題，並往第四與第五階段的正式展演前進，讓整個推測的情境更完

整。


2.科學家作為演員，演員作為科學家

本創作計畫中的前三階段所邀請的幾位科學家的⾓⾊，皆需要闡述⼤量科學知識，並且在情

境中與參與者互動，也需要具備⼤量⽣物學的知識才有辦法提供參與者在共創未來世界時所

需的科學知識。因此本次計畫將嘗試邀請研究蝙蝠、⽣物科技等等的科學家，在整個展演中

扮演未來世界中的科學家。也就是在整個活動中，科學家必須與藝術家⼀同編織⼀個虛構世

界的故事情境，並且⾃⼰親⾝演出故事中的科學家⾓⾊。演出發表的過程中，科學家與參與

者的互動則不⼀定受到固定的劇本的限制，反⽽會隨著參與者的提問、創作、發想，去提供

科學家本⾝所具備的背景知識。藉此去嘗試科學家與藝術家彼此交錯各⾃專業的可能性，並

⽣產「藝術」與「科學」同時並存的跨領域實踐。


到了正式演出的第四與第五階段，許多科學家的闡釋被錄製在影像、動畫、聲⾳等等⾳像媒

介在展場中播出，透過多媒體媒介去呈現這些科學家扮演未來科學家的內容。同時許多科學

知識也被交給每場演出的專業演員們，他們需要不斷地與觀眾互動，並傳遞有趣的科學知識

給觀眾，這也導致戲劇構作、主創藝術家在與演員彩排時，需要補⾜演員對於這個作品該知

道的科學材料，讓⼤家在彩排完的時候也可以很熟悉這些科學訊息。最後在第五階段的時

候，我們⼜再度邀請了真實的科學家實體現⾝，成為⼀個獨立的⼀個攤位，讓他可以講述有

在地性的蝙蝠知識。也就是說在在最後演出中「科學家作為演員，演員作為科學家」的概念

是完整的穿娑在演出的每個環節。這也是本創作計畫想要實驗的關鍵環節，可以說是本創作

計畫的獨創的創作模式。


3.「藝術」與「科學」協作後的知識⽣產與感官體驗

由於從創作過程到展演發表，都邀請真的科學家的⼤量參與跟介入，因此藝術家希望可以讓

整個創作過程都保持在⾼度的科學合理性，讓所有藝術的發想與批判都是建立在堅固的科學

知識基礎與實證精神上。雖然是⾼度仰賴科學知識的基底進⾏創作，但是整個計畫還是必須

挑戰創造出在科學實驗室之外才有的奇想，以及保有當代藝術本⾝所存在的批判性，並且拓

展科學家本⾝的想像侷限。⽬標甚⾄是打開科學家受到科學研究框架的限制，並啟發科學且

產⽣正向回饋於科學本⾝。透過混合藝術創作與科學研究的核⼼價值，試圖產⽣⼀種新的知

識⽣產形式，並且實驗不同於傳統科普與科學教育的傳遞科學知識的⽅式，探索觀眾感官科

學的另⼀種模式。


這次在英國合作的科學家有倫敦國王學院組織⼯程科學家Lucy Di-Silvio教授以及⽣物武器

專家Gemma Bowsher以及博⼠⽣墨⻄哥蝙蝠科學家Martha Gallardo Galaviz，在台灣合作



的科學家則有蝙蝠科學家周政翰以及組織⼯程科學家孫偉倫。在兩年緊密的合作中，都得到這

些科學家的正⾯評價，他們也表⽰是第⼀次體驗到科學跟藝術的共創可以跟他們過往的經驗

如此不同，極度讚許這種共創模式。此外，倫敦⾸演時更受到英國蝙蝠保育組織Bat 
Conservation Trust的副主席Steve Roe的訪問，他表⽰很興奮可以看到這種獨特的活動，是

⼀個很新的⽅式與⺠眾講述蝙蝠⽣態知識與故事。


4.國際交流成果

本計畫是台灣英國兩地跨國共製的計畫，主要創作者藝術家顧廣毅邀請英國設計師Robert 
Johnson加入共同的主要創作者的⾏列，兩位將負責五個發表的主要概念發想與製作，並共

同籌組來⾃台英兩地的跨領域創作團隊，包含部不同背景的創作者與科學家。除了主要創作

者們來⾃台灣英國兩地之外，整個兩年的研究創作也與台英兩個指標性的表演藝術節合作，

分別是臺北藝術節以及倫敦國際戲劇節。透過兩個藝術節本⾝的連結，本計畫與更多專家與

單位合作，並透過這兩個平台讓更多觀眾接觸這⼀系列的發表。像是在第三階段與第五階

段，臺北藝術節皆安排了⼀個場次是完全給國際策展⼈體驗的，透過這種⽅式讓更多國際專

家有機會感受這個作品並給予回饋。


除此之外，由於本計畫處理的是亞洲食物⽂化與疫情的關係，台灣跟英國剛好在東⻄⽅⽂化

脈絡之下，對於飲食的習慣以及對傳染疾病的看法都非常的不同。這五場在台英兩地的發

表，剛好可以作為⼀種研究，讓藝術家可以間接窺視與理解不同⽂化背景的⼈，對於⼈、病

毒與非⼈動物之間的關係有什麼樣的不同看法。


2024倫敦的世界⾸演過程，與許多世界各地不同單位的有所接觸，獲得許多有意義的正⾯

評價，並開啟了未來可能的巡演機會。其中包含荷蘭的食物藝術與設計實驗室NOR、新加

坡科學中⼼、美國聖地牙哥La Jolla Playhouse等等。倫敦演出也促成許多台灣與其他國家

外交⽂化單位的交流，像是台灣駐英國代表處⼤使、⽂化組組長、英國⽂化協會代表與荷蘭

駐英國⼤使館⽂化組組長都有⼀起參與「蝙蝠祭」的活動，並在倫敦科學藝廊⼀起交流。


5.媒體報導成果


此創作計畫發表受到許多英國與台灣媒體的報導，媒體類型從專業戲劇評論、藝術雜誌與藝

術評論平台、⼀般媒體平台等等多元類型。尤其在英國受到許多專業劇評的四顆星的好評。

以下列出各個媒體報導連結與截圖。


英國劇評/藝⽂媒體 

The Stage 
Bat Night Market review 



“Exhilarating nightmare world”

by Oliver Jones

https://www.thestage.co.uk/reviews/bat-night-market-review-science-gallery-london-
kuang-yi-ku-robert-charles-johnson


LondonTheatre1 
Bat Night Market at LIFT 2024 | Review 
By Louis Mazzini / June 12, 2024

https://www.londontheatre1.com/reviews/bat-night-market-at-lift-2024-review/


https://www.thestage.co.uk/reviews/bat-night-market-review-science-gallery-london-kuang-yi-ku-robert-charles-johnson
https://www.thestage.co.uk/reviews/bat-night-market-review-science-gallery-london-kuang-yi-ku-robert-charles-johnson
https://www.londontheatre1.com/author/louis-mazzini/
https://www.londontheatre1.com/reviews/bat-night-market-at-lift-2024-review/


The Reviews Hub - London 
Bat Night Market – LIFT 2024, Science Gallery, London 
Reviewer: Dulce Godfrey

https://www.thereviewshub.com/bat-night-market-lift-2024-science-gallery-london/


THE PRICKLE 
BAT NIGHT MARKET | LONDON, SCIENCE GALLERY 
https://theprickle.org/portfolio/bat-night-market-london-science-gallery/


https://www.thereviewshub.com/bat-night-market-lift-2024-science-gallery-london/
https://theprickle.org/
https://theprickle.org/portfolio/bat-night-market-london-science-gallery/


Voice Magazine 
Bat to the Future: A Visionary Night Market Experience

by Sheena Igbiri (Voice Community)

https://www.voicemag.uk/review/13735/bat-to-the-future-a-visionary-night-market-
experience


台灣媒體 

台視新聞 
「在倫敦嚐蝙蝠料理？ 台藝術家打造未來夜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Di00rKaLAc
https://www.voicemag.uk/review/13735/bat-to-the-future-a-visionary-night-market-experience?fbclid=IwY2xjawGAZp5leHRuA2FlbQIxMQABHdlN6QreRs9dwinhcqPmFmkacQUxU2IyxDoxGyuGJVMK1qf6nsoP8Y5tdA_aem_YreEhK2fOeuHNodDp1v4Jw#author
https://www.voicemag.uk/review/13735/bat-to-the-future-a-visionary-night-market-experience
https://www.voicemag.uk/review/13735/bat-to-the-future-a-visionary-night-market-experience




中央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cul/202406180415.aspx


https://www.cna.com.tw/news/acul/202406180415.aspx


⾃由時報 
https://art.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4720377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https://www.ner.gov.tw/news/667a880cd4a3020023be37a9




https://art.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4720377
https://www.ner.gov.tw/news/667a880cd4a3020023be37a9


美麗佳⼈雜誌 
https://www.marieclaire.com.tw/lifestyle/art/80448


500輯 
https://www.marieclaire.com.tw/lifestyle/art/80448


https://www.marieclaire.com.tw/lifestyle/art/80448
https://www.marieclaire.com.tw/lifestyle/art/80448


綜合檢討： 

1.臺英跨國合作的挑戰與困難


這次在兩個機構的跨國共制遇到許多挑戰，例如LIFT是⼀個⼩型的組織（總編制員⼯約⼗⼈

左右），資⾦⾃籌的私⼈非營利組織；北藝中⼼是⼤型場館，政府管轄的公部⾨組織，兩個

機構的運作模式差異極⼤。LIFT習慣以「production house」的模式運作，因此派了

「creative producer」以及助理⾼頻率的參與藝術家的創作會議，LIFT習慣在委託製作的作

品中⾼度介入藝術家的所有藝術決定與技術決定，他們認為這種共同合作共創才能夠確保委

託製作是機構端可以認同的作品成果。相反地，台灣沒有「production house」的概念，因

此北藝中⼼習慣簽約之後，藝術家團隊獨立完成委託製作的作品，中間不會過多⼲涉藝術家

的藝術決定，以及北藝中⼼也無法有⼈⼒可以派內部的⼯作⼈員參與每⼀次的創作會議，以

及北藝中⼼也不存在「creative producer」這樣的職位的⼈。這種不對稱的結構讓藝術團隊

在需要符合兩邊機構的⽂化之下，必須花費非常多⼼⼒去達到平衡。這也是跨國共制看似美

好但其實內部有多種挑戰與困難的現實⾯。究竟機構介入藝術家創作到什麼程度才是剛剛

好，不會過度也能夠給予適當的⽀持，這點要如何拿捏也是雙邊機構與藝術家需要好好思考

的部分。


此外，英⽂是英國端的合作者的⺟語，台灣這邊的團隊英⽂是第⼀外語，也就是說在語⾔不

對等的情況之下，很容易發⽣英語霸權的問題，這也是在其他跨國共制中不⼀定會出現的。

因為如果兩邊國家都是非英語⺟語國家，英語只會是⼀個⼯具，不容易形成這種語⾔霸權問

題。另外，兩地時差七個⼩時也讓跨國會議常常會是台灣的晚上，這對於勞動權的問題也有

很⼤的影響，就會變成台灣這邊常常需要配合英國的時間，需要在非⼯作的時間開會。


在英國端的合作團隊以及現場演出時的⼯作⼈員，有很多合作者事實上是已經移⺠英國，或

是在英國唸書後留在英國⼯作的台灣⼈，有賴於倫敦有很多有才華的台灣藝⽂⼯作者，才能

夠讓很多⽂化差異下的隔閡可以被彌補，讓整體的創作速率恢復到比較正常的狀況。這點事

實上也可能是⼀個跨國合作的風險，假使倫敦沒有⾜夠的台灣藝⽂⼯作者的協助，我們可能

很難找到⾜夠的⼈幫忙⼀些⾏政細節。


2.食物作為表演的食安挑戰


當食物作為表演的⼀環的時候，食物安全的問題就浮上檯⾯。⾸先演出場館是否可以提供冰

消、⽔槽、烤箱、微波爐等等器材就是⼀個考驗，⼀般展演場地通常是不允許飲食，⽽此次

表演本⾝就需要觀眾飲食導致的⼀個衝突就是需要突破的第⼀點。此外，每個觀眾對於食物

的要求是不同的，比如說有些⼈會對特定食物過敏、有⼈是素食者、有⼈不能吃麩質等等問



題。因此，在觀眾報名與現場報到的時候就會需要請觀眾指出⾃⼰的飲食習慣與禁忌，然⽽

為了不讓表演的內容提早曝光降低了體驗的驚喜，究竟要怎麼拿捏觀眾對於食材的了解的程

度是本次創作的⼀⼤考驗。


表演中所有食物最終決定是以全素食去製作，但是因為故事的需求，有些食物雖然是⽤⽔果

做的，但是演員會跟觀眾說這是⼈造蝙蝠⾁，藉此去符合未來世界故事的設定。但團隊仍然

擔⼼觀眾會誤解與擔⼼，後來的解法是演員的台詞都會說是故事中的設定（例如蝙蝠⾁），

但是觀眾若想知道食材，演員會指向我們在展場貼的菜單，並告知觀眾若想知道是什麼食

材，可以觀看菜單。因此，我們在每⼀個區域都有貼上菜單，讓觀眾可以知道真實的食材是

什麼，避免不必要的誤會。然⽽演員會保持⾃⼰在未來世界的情境，因此演員⼝中不會揭露

真正的食材是素的這件事情。


3.不同領域之間的溝通問題


由於主創藝術家來⾃設計領域，過往的創作訓練也是在設計學院，因此其所熟悉的⼀些創作

上的專業⽤語、技術上的習慣等等，或多或少與表演藝術、劇場等等相關領域的⽅法與⽂化

有所不同。所以這些不同領域的差異也產⽣了溝通上額外的成本。然⽽，策展⼈當初會邀請

設計背景的主創藝術家，也是因為其推測設計、⽣物藝術等等相關背景的特殊性，期待跨領

域的合作可以打破傳統以戲劇、表演藝術為⼤宗的藝術節的框架。因此，策展⼈在這個跨國

共制的過程中，不斷地向主創藝術家強調，希望創作團隊做⾃⼰想要做的，不要為了表演⽽

免強⾃⼰做不想做的走向，希望保有其背景的特殊性。


當然這個前提是很美好的，但在實務上常常會在許多⾏政細節上出現⼤量的認知誤差，例如

設計展覽的展場佈置的時間、預算、⼈⼒的分配都會跟劇場的裝台所需的時間、預算、⼈⼒

有所不同。因此，在這些差異之中，製作⼈、⾏政這些團隊夥伴要怎麼進⼀步溝通達到共

識，就是很挑戰的環節。此外，台灣跟英國本⾝在表演藝術、劇場領域也有⽂化差異，這更

讓本來的跨領域多了⼀層隔閡。有時候主創藝術家會分不請楚⼀些事項的代溝與誤會，究竟

是來⾃於設計、視覺藝術領域與表演藝術領域的⽂化差異，還是台灣與英國的⽂化差異，這

些都需要很多精⼒去克服，也是這個跨國合作的難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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