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表作品 

〈三腳貓與獵者〉，林彥翔

「在⼭上居住的這幾天裡，有⼀隻虎斑貓總會陪我入眠，有時睡在腳邊，有時睡在枕頭旁，我會聽
著牠的呼吸直到睡著。牠會窩在倉庫的⾓落，或蜷曲在太陽能電瓶的上⽅，牠總是被其他的貓欺
負，因為牠只有三隻腳。」


這段時間參與部落居⺠的⽣活，從⽣活中的線索開始，吃飯、聊天、拍照、狩獵、爬⼭、接待登⼭
客…等，在互動過程中理解「⼭上」的⽇常。從⼀隻三腳貓開始，理解太魯閣族⼈與環境的關係，
並且進⼀步的探知現代化後的⼭林互動狀態。


每看著這隻跳著、跳著的三腳貓，就提醒著現代化的獵具與傳統狩獵⽂化的衝突，有時也覺得幫不
上太多忙的⾃⼰，在這裡好像也失去了⼀隻臂膀。


〈南島原鄉論系列講座與Podcast企劃〉，李尚喬

本次駐村計畫的核⼼⽬標是深入探索南島原鄉論對台灣族群意識和論述的影響，並探討在官⽅主導
下如何改變藝術與⽂化的交流與創作，進⽽形塑新的⾝分認同。本計畫將以Podcast和講座的⽅式進
⾏，從多個⾯向探究南島原鄉論的影響⼒。同時，本計畫將參考太平洋島嶼國家或區域主體建構的
歷史脈絡，並對照台灣⽬前的認同狀態，試圖以客觀的視⾓來解讀南島原鄉論對我們的意義。這個
計畫的意義在於深化對南島原鄉論的理解與剖析，⿎勵台灣⼤眾更深刻地思考和探討台灣的多元⽂
化認同。


〈蘭〉，黃加頌＋Benjamin Ryser

這是我們第四次回到太魯閣部落駐留，今年與Yuri Pasang和她的家⼈⼀起合作和研究，繼續聆聽回
訪社群的家族歷史和回憶。我們隨著部落的四⼗年前在⼭上採珍稀蘭花轉售到⽇本的集體回憶為主
軸，訪尋蘭花的下落。我們從部落裡的耆老和她們的孩⼦⼝中得知⼀棵蘭花可以存活幾⼗年以上，
如果這⼀棵蘭花能說話，它會怎樣述說他們從⼭上到⼭下的遷移路徑和沿路上相遇的⼈和事呢?


計劃參與者、錄⾳: Bnu Pasang, Icyang Pasang, Yuri Pasang


翻譯: Charlotte Lee


〈在太魯閣寫⺟親〉，靜遠＋莫奴

「寫⺟親」共同創作計畫已經進入了第六年，涉及到家庭和私密關係以及性別平權等等複雜的話
題。藝術家們來到⼤同部落，發現部落媽媽們在⼭上的家⼤部分也是接待登⼭客的⺠宿。家與公共
空間開始發⽣聯繫，不同的來來去去的⼈與⾃然環境以及動植物也和家以及不同的家務事同時發
⽣。


關於駐⼭研究員 
林彥翔

創作類型主要擴及影像、⾏動及書寫，關注於⼈如何透過⽣態環境、地緣政治、宗教信仰等議題回
應⾃⾝⽣命政治。透過⽥野實踐與藝術研究進⾏感性經驗及⽂本的⽣產，並以影像作為⾏動的⼀種
可視化作為，以此回應所關注之社會現象與⾃⾝感受。


李尚喬




2023⾼雄電影節XR節⽬統籌，編劇、短片導演，以編劇⾝份與漫畫家葉長青合作作品《蜉蝣之島》
獲得⽇本國際漫畫賞銅賞，同名編劇作品入圍⾦⾺創投，短片作品《三⽉的南國之南》曾獲⾼雄拍
補助。


黃加頌與Benjamin Ryser

黃加頌（1991，⽣於英屬香港）及 Benjamin Ryser（1989，⽣於瑞⼠），在太魯閣部落裡也被稱呼
作Qurug及 Lowking。近年於歐洲、香港和台灣居住和⼯作的藝術單位，常以影像和聲⾳介入不同
國家的在地社群。他們關注各地被遷移的群族，研究歸屬感、⾝份認同、想像的家鄉，以及與政治
和歷史攸關的議題。近年作品常透過收集不同個體的故事，累積群體的城市記憶。


靜遠

2017年發起「寫⺟親」計畫，從家庭議題入⼿倡導公⺠寫作。2019 發起「汗流浹背汗」計畫，協助
在寫作和繪畫上缺少資源的⼈群學習這兩種創作⽅式，並不時和她們⼀起創作。在「普通⼈的創
作」這個概念下，她不斷嘗試探索專業和非專業間的邊界，也立⾜以創作⼒來推動特權和剝削下不
同聲⾳互⾒和互助的可能性。


莫奴

莫奴（1990年⽣於法國）是加拿⼤籍華裔藝術家和策展⼈，現居臺北。她的研究主要側重在現當代
的亞非交流與第三世界藝術家的創作，也對中⼼與邊緣、後殖⺠的歷史中產⽣的離散、⾝份認同與
感知差異剛興趣。她也是藝術家團體變異派學校的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