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園遊步 Zi Yuan: Strolling in the Hanzi Garden 
計畫成果報告書 

 

一、計畫簡介 
 

（一）交流計畫名稱 

 

字園遊步 Zi Yuan: Strolling in the Hanzi Garden 

 - 受邀創作暨鹿特丹藝術節 Motel Mozaique Festival 展出之創作研究計畫 

 

（二）交流藝術節名稱 

 

荷蘭鹿特丹 Motel Mozaique Festival 2021 

 

（三）執行時間 

 

本申請案計畫時程：2/16-5/31 

階段一｜二月中至三月中：計畫執行藝術家創作研究與作品發展 

階段二｜三月中至四月底：創作完整發展與藝術節呈現內容製作，其中 Motel Mozaique Festival（MOMO Festival 2021）

進行藝術家媒合之密切互動創作期間為 4 月初至月中，線上展演播放則為 4/23-25 

階段三｜五月初至五月底：藝術家與藝術節策展單位回顧與回饋 

 

（四）執行地點 

 

Motel Mozaique Festival 將計畫分散於城市多處藝文場所，使藝術家擁有在地空間進行創作以及汲取鹿特丹城市文化靈感。

本計劃執行地點則為鹿特丹西邊藝文港區之組織之一 Voedseltuin Rotterdam。 

 

（五）計畫主要參與者、交流單位 

 

Studio Szuyi Wang（計劃申請藝術家個人工作室）、Motel Mozaique（藝術節策劃單位）、Voedseltuin Rotterdam

（藝術節媒合之創作基地，其亦為關注城市議題之地方組織）、策劃單位媒合之藝術家：表演藝術工作者暨即興舞者 

Nicolle van de Berg 與攝影師 Nino Kennis。 

 

（六）內容摘要 

 

「字園遊步」受邀於荷蘭鹿特丹 2021 Motel Mozaique Festival 藝術節進行新作創作與展出，並參與藝術節規劃之跨域、

跨文化藝術家創作交流活動。藝術家王思懿前期從選定基地之議題「都市氣候意識」與「人和自然的連結關係」出發，研究

並挑選編排關鍵漢字進行概念發展，進行文化轉譯與詮釋之空間裝置藝術創作，並於發展過程將與媒合藝術家 Nicolle van 

de Berg、攝影師 Nino Kennis 進行跨文化交流。裝置創作以及藝術家共同產出於藝術節期間線上節目播放。 

 

交流過程以及藝術節期間，王思懿以基地花園中的漢字紙雕塑進行藝術家討論，分享交流亞洲漢字文化裡的感受性、想像力、

抽象性，最後呈現融合台荷藝術家對於自然議題、及漢字元素所蘊藏對大自然的理解及認知進行的共同創作。 



 

二、執行成果 
 

（一）執行成果總述 

 

「字園」如其意，將文字構築於花園之間，在今年春季揭露時節之始，並仔細牽繫起人對植物、生物、氣候之感知。在響應

基地組織 Voedseltuin Rotterdam 之宗旨「連接人與自然之關係」的同時，王思懿引入詩意而異國的符碼，與其他交流創

作者共同呈現一段神秘而如呼吸般自然的空間敘事展演，即透過攝影師 Nino Kennis 的鏡頭與剪接、即興舞者 Nicolle van 

de Berg 的肢體語言與舞蹈張力，再由王思懿將其文字雕塑擴展成的之敘事作為口白，交織成多重層次的「遊步」體驗。 

 

前期研究跨出語言的書面形式，從二維拉至三維的角度詮釋文字之抽象概念，並將其應用至藝術家對都市自然的議題研究中：

以春為主的自然與氣象感官，融合選定地點的經營空間 Voedseltuin Rotterdam 之宗旨，深入思考當今氣候變遷與水資源

稀缺議題，以及連結都市人與自然之間的新關係。過程中，藝術家的創作層面與地方組織實務性的運作概念產生激盪，擴充

了彼此在議題思考之視野。 

 

因應疫情，今年藝術節以影像化、線上化呈現，而本計劃由合作之攝影師 Nino Kennis 之錄像引領觀眾體驗、隨即興舞者 

Nicolle van de Berg 繚繞步入計畫藝術家之紙雕花園，一探多種尺度之語言雕塑所展現的故事，即文字本身所蘊藏對大自

然的理解及微宇宙觀。整體更透過思懿如詩的視覺型態及敘事風格，將東方語言所蘊含的自然、哲學觀揭露於花園與紙雕裝

置之中。本計畫執行期間與藝術節持續溝通疫情措施下的變動與彈性，卻同時發展多種出對於表演、創作該如何呈現及欣賞

的形式。相對於藝術節常見的大群體體驗，放慢而貼近的親密體驗在本年度的侷限下成就了另一種展演手法。 

 

本計畫於藝術節該年度之特別企劃 MOMO Create ＆ Perform 中，展現多方合作的藝術成果，更為思懿「都市自然」議題

研究之首次正式公開活動，包含呈現研究脈絡、共創交流以及公開展演。從與藝術節藝術總監 Harry Hamelink、基地組織 

Voedseltuin Rotterdam 交流概念時，便激發出有趣的共鳴與都市觀點；到與藝術家 Nicolle 及 Nino 探討「人與自然之哲

學思考」在各自創作語彙中的傳達，乃至地方記者採訪與藝術節觀眾對話時，都產生了種種新的連結與共鳴。期許本次成果

得以視作一初試啼聲之產出，並為往後深入執行鹿特丹城市研究提供好的基礎，以溝通潛在合作計畫。 

 

（二）執行過程與交流 

 

以基地 Voedseltuin Rotterdam 特殊的的環形花圃與路徑為靈感，藝術家將空間性敘事轉為創作影像之結構。本次創作之

路徑由花園中心向外分為三層，安排三組紙雕塑作品。於是鹿特丹在地氣候議題的省思揭露於藝術家充滿東方與漢字詩性的

作品，並在雕塑、口白、舞者即興演出以及影像創作之成果呈現。  

 

以下過程訪查與側錄包含：創作基地選定、藝術家與藝術節企劃勘查、創作錄像概念與藝術節攝影企劃溝通、合作藝術家交

流溝通。 

 



  
基地全景與周邊通往之路徑，呈現獨特空間路徑。 

 

    
基地 Voedseltuin Rotterdam 議題與都市策略簡介，作為藝術家發展創作方向與探討議題之重要基礎。 

 

    
場勘調查、錄像概念溝通與藝術家交流紀錄（時間點分散於三月底至四月中之間） 

 

（三）成果項目之圖集 

 

（本章節收錄之作品紀錄，含攝影與詩文創作，皆為藝術家本人所擁有，勿做任何商業用途與重製使用。唯同意由國藝會做

非營利目的之分享轉載。轉載使用時，煩請註明藝術家名稱。若有其他情況之使用需求請與藝術家聯繫。） 

 

1. 口述詩與雕塑 

以章節區分，共三段，影像與舞者路徑由花園中心向外擴展。以下紀錄將各章節詩句與相應之雕塑並置。 

 



 

 



 
 

2. 影像成品靜態圖集（影像檔連結請參考報告書第三章） 

 

 

 



三、媒體宣傳與放映 
 

（一）線上宣傳 

 

藝術節宣傳平台包含官網、 Instagram 社群，Facebook 臉書社群，內容則有藝術家群介紹、影像作品預告、藝術節即時轉

發等。 

    
 

（二）藝術節放映概況 

 

本計畫成果作品以錄像形式，提供給藝術節節目企劃單位進行介紹與放映。此外，藝術節與節目製作平台 VIXY Video 

Platform 合作，線上放映之穩定度適合觀眾以任何媒介觀看（手機、平板、桌電等）。從線上社群了解，亦有觀眾將線上

藝術節以大螢幕或投影方式在家觀賞。 

 

 
節目式主持介紹呈現 

 



影像節錄（多種介面） 

觀眾在家收看情況（各種介面呈現，出處：Motel Mozaique Festival Instagram stories highlight）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K1h_PFSvaZQOjSxsRMK35S1PlaL6SbJ/view?usp=sharing


四、回饋與未來發展 

（一）媒體報導

登於荷蘭 NRC 紙本報紙與線上數位報章專欄。藝術創作期間亦有在基地與該報導記者 Jan Vollaard 交流。以下節錄文章首

段及部分文字翻譯： 

「藝術節背後所付出的多少的愛與心力，往往難已透過一系列的紀錄片去捕捉。然而，MOMO Create & Perform 試著將

創作過程展現出來，尤其在迷人的藝術家組合合作中 。其（概念）以鹿特丹為出發點，一路（如同旅遊般）經過根特、庫

拉索、台灣以及其他地方。⋯⋯台灣則由紙藝藝術家王思懿與虛幻呢喃的 Dream pop 樂團落差草原 WWWW 為代表。」 

報紙日期 25/04/2021 

線上報紙節錄，原文章連結 https://www.nrc.nl/nieuws/2021/04/25/online-mist-motel-mozaique-de-zapmogelijkheden-a4041212 



（二）成果檢視與後續發展 

 

• 專業藝術交流：本次藝術節媒合機制，提供了與荷蘭表演藝術家良好交流契機、以及創作發展的高自由度。在創作

基地接洽上也很順利，於是在合作創作與都市地方議題接合之面向都有良好的互動與共鳴。 

 

• 跨領域、跨文化藝術合作：合作藝術家之間對於藝術節本年度特別企劃 MOMO Create & Perform 宗旨有共識，

於是在開放的心態與積極交流過程學習彼此關注議題的語言與創作手法，進而讓成果成為更完整而多元敘事（口述、

影像、舞蹈、雕塑）的演出。而由漢字出發，以語言本身的詩意與分享性質進行台荷藝術家想法交流，亦成就本次

計畫獨特而親密的藝術家共同創作之經驗。 

 

• 當地藝術社群鏈結：創作基地位於鹿特丹西邊港口區，正屬於藝文與新創自由工作者之基地 M4H（Merwe-

Vierhavens）Maker District 之範疇。鄰近更是提供藝術家駐點、由重要當代荷蘭雕塑家 Joep van Lieshout 所擴

展設立的藝術文化園區 AVL Mundo。故本次經驗在未來合作上都作為良好的社群切入以及經驗累積。 

 

• 國際網絡連結：響應藝術節本身邀請藝術家背景之多元，即報導中「以鹿特丹為出發點，一路（如同旅遊般）經過

根特、庫拉索、台灣以及其他地方⋯⋯」之描述，本計劃執行藝術家得同時與獨立樂團落差草原 WWWW 在該藝術

節及其報章報導中作為台灣參與藝術家之代表。 

 

• 城市慶典觀摩：貼近觀察並參與該藝文活動與鹿特丹之間的發展關係，而本次藝術創作尤其以「都市氣候變遷、水

資源意識」等社會議題之探討進行跨域藝術家合作 、基地機構之交流。Motel Mozaique Festival 作為二十年來之

鹿特丹藝術節之一，持續致力於都市發展與地方機構之串連，包含大型藝文展演空間、藝術家創作園區基地、都市

永續經營機構、環境議題推動組織等。本次作為參與創作藝術家之一，因而得進一步瞭解藝術節活動如何更貼近城

市發展與多元領域組織之交流。 

 

綜合多面向檢視、分析本次計畫之效益，對於執行藝術家而言不僅是創作媒材上的戶外基地應用、跨領域創作者交流之經驗

累積、合作機構之社會議題結合實踐，更是地方脈絡之接軌與社群深入鏈結。奠基於荷蘭藝術社群之多元與高實驗性精神，

實際經驗與參與其中。 

 

藝術節本身亦為城市藝文活動之重要慶典，從觀摩創作計劃之中藝術家之間的多元與開放合作態度，到藝術節活動在提供舞

台與創作基地之形式、藝術成果之多媒體呈現，以及 觀察整個藝術節如何串連都市機構、藝文與其他都市議題組織，都是

本次計畫過程之收穫。本此緊密合作（不僅是成果展演，亦包含前期創作溝通、分享交流）除了得以提供作為 Motel 

Mozaique 衡量未來再次發展合作機會之正面參考，本計畫執行藝術家未來亦會持續參與台荷兩地之間相關申請計畫與積極

深耕地方合作。有機會亦能透過本報告書之外之其他形式進行經驗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