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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菌絲沁入夜⼟的呼吸 
呂岱如｜緩步動物總監 

對許多⼈來說，真菌似乎總帶著⼀抹神

秘⾊彩，包括酵⺟、黴菌等微⽣物以及

蕈菇這些形象並不明確的物種，她們的

存在⽅式和活動狀態讓⼈感到陌⽣，我

們可能不清楚她們出⽣、成長、死亡、

交配、繁殖的歷程與故事，⽽相對地，

她們卻似乎守著地球萬物的⽣死之⾨，

悉知我們的前世今⽣，負責分解萬物，

把物質轉化成為能量。⽽部分蕈菇的藥

⽤療效、致幻魔⼒或是致死毒性也使得

她們的魅惑⼒量既迷⼈⼜危險。 

我與菇的相遇，倒談不上什麼神妙誇張

的情節，更像只是⼀路散步剛好遇到鄰

居或是朋友那樣尋常。⾸先是在2016年

時讀到 Anna L. Tsing 的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 ⼀書，⾃此對於菌菇與⼈交媾出

來的特殊紐帶及⽂化切片感到無比的親

近⼜新鮮，難以放下其中確實的聯繫

感，⽽相信這本書也是許多⼈企圖在⼈

類世的共同困境中另闢思路的啟蒙。另

個機緣促成我對苔蘚的觀察與研究，期

間，當然苔蘚的好朋友真菌類也探頭出

來，她們偶爾招搖或害羞的菌蓋經常出

現於野外踏查的途中，⾝影令⼈佇⾜忘

返。最終，⼜在友⼈ Yasmine 

Ostendorf-Rodriguez 的邀請下，我在

2022年有機會前往智利參與 Valley of 

Possible 的⽣態駐村計畫，遇⾒了當地

⾺普切族的菌菇達⼈、參訪位於 Pucón 

的第⼀屆菌菇節等。這些接連冒出的相

遇產⽣了極⼤的後座⼒，讓我⽤不同的

⽅式走入⼭林，我也深深嚮往 Merlin 

Sheldrake 所著 Entangled Life: How 

Fungi Make Our Worlds 的精彩描述之

中，並且不斷從其中探索更多——真菌

的⽣命樣態所為地球做出的貢獻遠勝於

想像，她們吃掉⽯頭製造⼟壤，連結森

林裡的地下網絡扮演養分與信息的交換

分配網絡，她們可以殺死⼀片⽥地也可

長出⼀座森林，負責轉換與溝通的⼤

責，也能操控動物⾏為，她們既是致命

的、⼜提供療癒解⽅。她們在我們的體

內體外不斷忙活著，⽽當我們還在試圖

理解她們的智慧與決斷運作，她們⼜讓

我們陷入更多的未知、困惑與懷疑。這

些訝異、遲疑的片刻都像是這個時代更

需要守護的⼼態與反省；我就這樣⼀步

步被菇領著，猶如走進各種邊界未明的

森林與⿊夜裡，最後也很⾃然地認為，

最好的推論⽅案就是邀請更多的⼈⼀起

⽤不同的⽅式穿越這座林⼦，共同展開

學習、認識。 

為何需要向真菌或是其他物種學習，是

我主持策劃「菌絲體網絡學苑」經常碰

到的疑問。在這個世界⾯臨全球暖化、

嚴峻的戰亂分化、科技⽇新⽉異、政治

經濟局勢多變的狀況下，我們向這些微

⼩的物種學習什麼？我們⼜拿什麼來⾯

對這個社會上各種襲來的挑戰與壓⼒，

應對⽣命迷途中各種價值座標之取捨與

錨定？在歷經各種答辯後，我認為最直

⽩的回答是：先向她們學會怎麼做⼀個

地球⼈！ 

在智利駐村期間，⼀位⾺普切族巫師為

我們講述了他們的傳統⽂化觀念，認為

⼈原本都是⽯頭，⽣下來以後，需要先

學會成為⼟、然後成為我們、最後才去 
思考如何成為我。其中哲理是如此昭然

若揭，⼀語道破諸多在個⼈主義思維成

長經驗下，所缺失和遺落的各種功課，



以及許多問題的病兆。⽽以我⾃⼰的語

⾔來說，那就是我們尚需要重學如何和

地球（或換置蓋婭、⽣態等概念來描述

我們⽣命所屬的總體環境）共處，並以

此作為起點，展開屬於地球⼈的⾏動與

思考。 

 於是，我選擇低頭，望向⼟、與其下所

藏的肥沃豐富、千絲萬縷。 

「菌絲體網絡學苑」以藝術為綱，提出

了情境式、遊戲式的多感知學習，與跨

⽂化、跨領域的共學策略。菌絲體網絡

是真菌菌絲在⼟壤裡和多種物種所組成

的複雜系統，⽤於傳遞訊息、進⾏溝通

與養分資源的交換、再分配，形成各種

共⽣、寄⽣的跨物種社群關係，這些系

統也展現出各種互利的演算能⼒，借此

作為⼀個轉喻的空間，成為共⽣共學的

平台。 

系列活動的內容，透過不同合作者、藝

術家的提案、研究與引導，交織為層層

疊疊的知性感性兼併的活動事件：「24

⼩時睡眠實驗：蟄伏網路演習」採⽤⽣

物實驗⼿段，讓參與者體驗特殊的睡

眠、休憩、蟄伏狀態並試想⼈類的⽣

理、⽂化社會性冬眠可能，在調頻⾝體

感知與代謝率之際，達到與⾃然節律平

衡的嘗試。「⼀起變成菇」則透過讀書

會、採集、品嚐、⼿作等⽅案，理解菌

菇的⽣態與可能的真菌⽣活實踐啟發。

「⼼智⽪膚譜記：我們的 36,000 種蕈

菇性／別」探索觸覺語⾔與知識⽣產的

空間，挪借真菌的⽣殖特性來強調觸覺

信息的重要性，由肢體練習和向量分析

過程來描繪集體共感的內外樣貌。「複

數⽔」與「⼼智⽪膚譜記：無聲之⼿」

則在智利深海基⾦會的 Bosque 

Pehuén 森林保育區得天獨厚的⾃然環

境裡，進⾏多重感知開發、冥想練習及

共⽣關係想像與建構。年度活動的最終

場「南⽅墾殖合作社」則是以研究性桌

遊的⽅式邀請參與者回訪台灣⽇治時期

墾殖年代，在種植、加⼯、開發的競爭

活動之中，體驗政治、經濟、環境⽣態

等之間的張⼒，由此反思⼈類與⾃然協

作共存的意義。 

這些⼯作坊內容皆強調在⾝體參與及感

知開發過程的同時，援借多元的知識系

統來創造新的思考邏輯；⽤不習慣的感

官與覺察⼒，重新認識⾃⼰與世界的關

係——去探問什麼是在⼀起？什麼是社

群？例如，透過練習某特定的呼吸法，

聯繫到和其他動植物⼀塊在午夜森林裡

相處的體驗，⽽這可能成為相伴⼀⽣的

回憶與冥想實踐。當代藝術的創作、研

究、發表的本質其實也多以此為經，將

抽象的⽣命經歷和知識轉化成可被傳達

的訊息。⽽這些⼯作坊與藝術作品的差

別在於後者精鍊的形式語⾔傳達了更多

作者意念與痕跡，前者則以⼀種開源共

學的⽅式進⾏體驗，其中的創造性既是

集體的，也是個⼈的。緩步動物經營並

期待這些共學⽅案所呈現的思考養分與

創意⾏動能夠讓參與者在各⾃的⽣命經

驗裡慢慢發酵、續命再⽣；⽣活⾃為無

牆教室，也是創造情境與事件的動態過

程。若這片森林與⽣活能夠沒有疆界，

那菌絲體網絡顯然就長在我們⾝體之

間、沃⼟也養在我們⼼中，從⽽理解那

些從地底下⼀直⽀持著我們的各種⽣命

網絡以及我們在其中的⾓⾊與責任，地

球⼈的⽣態和解之路或將有清朗的曙光

瀟灑在我們所處之所。



To get started, just tap or click this 
placeholder text and begin typing.

#1 
24 hrs Sleep 
Experiment - 
Hibernation Into 
the Mycelium 
World 

24⼩時睡眠實驗：蟄伏網路演習�

⿍云、陳業亮、呂岱如�

苗栗三義・九⽉�



如果⼈類可以學習像其他動物⼀樣去進⾏冬眠活動，是

否能讓我們更貼近⾃然的節律來⽣活與休息？ 

如果我們重新調整代謝、消耗與⽣產速率，那我們的⾝

體和⼼智⼜會產⽣何種變化？ 

我們能夠從集體睡眠經驗裡去學習到何以分享我們的脆

弱之處、⾝體疆界、或甚⾄去創造共同感受的空間嗎？ 

是否有其他形式的社會或⽂化冬眠是我們可以建立來調

頻我們的休息模式、耕耘那些不可⾒的連結與網絡呢？ 

⼜或者，⾃由⼩睡運動可否被視為應對氣候危機的某種

實踐⽅案？ 

WHY 
HIBERNATE



左上：嗅聞作為招呼⽅式 
右上：個⼈睡眠習慣⼤解密 
左下：學習動物睡姿

WHAT 
MAKES 
A



MYCELIUM



覺察訊息如何在網絡中傳遞、展現強弱、連結

⼒，⽽⾝在其中的我們如何與⼈類、動物、植

物、物件、建築、與世界相繫。



呼吸練習 

放慢⼼跳 
調整代謝 
平緩⼼境 

1. 深深地吸⼀⼤⼝氣、讓肺部充滿空氣； 

2. 在第⼀次吸飽空氣時，緊接著再吸氣⼀次，

直到所有肺泡都充盈著新鮮空氣； 

3. 完全地吐氣，並且儘量延長吐氣的時

間，這會幫助排除體內最多的⼆氧化碳，

對於減壓有顯著效果。 

按照⾃⼰的節奏，重複上述的練習。 

參考影像資料

IN 
IN 
OUT

https://youtu.be/kSZKIupBUuc?si=ey9O9qPD1QA0QC4A


BAT BUILDING 
A COCOON 
FOR 
COLLECTIVE 
HIBERNATION



PANGOLIN

穿⼭甲將在我們夢

到地洞時引導我們

的⽅向，⽽聽到⽊

屐踩踏聲時，我們

將從夢中醒來。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AdV0qV0HNHAglnv4g3hiZJoxiNIi2J_K


FIFTY 
WAYS TO  
ENTER 
HUMAN 
HIBERNATION



BEAR

⼯作坊期間，我們提供原型食

物鮭⿂、堅果、⽔果，仿效會

進⾏冬眠的動物（熊與松鼠）

飲食。 

在我們企圖對現代飲食提出反

省的同時，我們也在反問⾃

⾝，是否願意⽤更少的能量和

更少的浪費來維持⾝體的運

作、和地球達成新的協作。

願意以何種飲食

或消費來達到不

同的代謝系統或

蟄伏？



午夜過後，我們再

度出發，這次將以

無聲的步伐抵達最

暗的地⽅進⾏深度

聆聽，直到我們除

了視覺以外的感官

通通磨亮，⼆度返

回⽵林裡，與地洞

裡正清醒的穿⼭甲

⼀同冥想練習。



WOOD 
WIDE 
WEB



#2 
Let’s  
Become  
Fungal 

⼀起變成菇�

Yasmine�Ostendorf-Rodriguez、
那個⼭屋、陳科廷、雜草稍慢、
呂岱如�

新北坪林、台北・九⽉�



《⼀起變成菇！》不僅是⼀本書，也是⼀套激發社群

連結、網絡與組織的⽅法及思維。作者 Yasmine 

Ostendorf-Rodríguez 將以⼗⼆組⼯作坊的合作與實

踐，具體回應書中每個章節從菌絲體⾝上所學習到的

⾏為範式及多種啟發，包括跨物種的合作、去中⼼

化、非線性、毒性、⾏動⼒、仿⽣性、死亡、非⼆元

性別等議題的延伸思考與提問。這些內容源於她近年

在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所⼤量進⾏的訪談，以溫

暖的女性主義觀點和筆觸深入菌絲體所連結出來的⽣

態與世界觀。 
  
本次在台北的⼯作坊邀請⽣態專家陳科廷與藝術實踐

者陳思含、雜草稍慢、呂岱如⼀起聯合主持，於坪林

的「那個⼭屋」與⼤稻埕的「雜草町」舉辦連續兩⽇

的⼯作坊和⼀場線上讀書會，邀集參與者在各種體

驗、品嚐、⼿作、走踏、觀察、創意聯想與讀書會的

知性五感運動過程中，潛入真菌的異世界去發想新的

⽣活提案與組織⽅式。 



HOW TO 
RE-THINK 

DECAY 



《⼀起變成菇！》節錄，呂岱如翻譯，限定本活動使⽤ AND 
DECOMPOSITION



沿著思索腐敗的意義開始

——真菌在⽣態中最重要的
貢獻即是讓萬物得以腐敗與

分解，在所有的死亡裡轉化

⽣命再度展開的可能性。

去理解真菌如何超越⽣死這

個看似不可撼動的疆界、並

來回不歇地聯繫你我與世

界，似乎也引導我們去認識

⾃⾝是如何不斷地活在所有

的死亡之上，同時也正在經

歷各種衰敗與消逝。在這些

閱讀間，⽣死更像只是⼀種

吐納，⽽整個世界都在敗壞

之間搖滾起來。

ROT’N’MOLD





品菇會

康普茶

⼿⼯酸種麵包

法式蔬菜凍佐⾦針菇天婦羅

香菇雞湯

柴燒烤雞

泡芙與蛋⽩霜

FUNGI  
FERMENTATION 

FLAVORS 



坪林⽣態踏查走入近郊林區，從當

地地貌與作物中，觀察真菌扮演的

各種⾓⾊，她們復育再⽣、也威脅

農作。



翌⽇，回到市區的我們在都市尋常巷

弄與公園裡探訪平⽇或許沒有特別關

注的各⾊雜草，她們⽣機勃勃地述說

著各種原⽣與外來的故事。



雜草發酵清潔液DIY，將市區尋常可⾒的雜草製作成萬

⽤清潔劑，借⽤菌的幫助，來作為⼀種共⽣的提案與

實踐。 

我們也透過⼀場以⼟壤為題的冥想練習，靜思更多萬

物連結的故事。 

兩天所有的練習，鋪陳我們思考共⽣網絡的種種線

索，透過真菌的眼光看待更迭、循環、再⽣，我們嘗

試⽤這些⾓度想像菌菇世界的建構、重繪物種間的關

係圖譜。

THE 
ART OF 

LIVING TOGETHER 



WE’RE  
SPEAKING 

MUSHROOM-VERSE 



#3 
Mind-Skin Code: 
On Our 
36,000 Fungal Sexes 

⼼智⽪膚譜記：�

我們的36,000種蕈菇性／別�

王永安、呂岱如�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蕈菇的36,000種性／別光譜——完全超乎⼈類的認知範疇，

或許提供我們借鏡思索屬於⾃然界的酷兒現象，成為得以不斷

持續轉化性／別的菌絲體能量。 
  
這場⼯作坊將著重在於探討如何從⽣理、⼼理、社會⽂化的不

同向度，學習屬於⾃⼰⾝體與⼼智的性／別⽅法，讓性可以不

只超越（⽣理、⼼理上的）性徵，別更能跨過我們對差異的認

識。這些同時援引多重向量的過程，將透過藝術家王永安所開

發的「⼼智⽪膚譜記」（Mind-Skin Code）的操作，來具象化

這場集體思辨的旅程。這套以觸覺為始的譜記⽅法，延著時序

感知⽪膚之上的環境變因、⽪膚之下的內感經驗⽣產，⽽此觸

覺為本、知會特定時空的溝通紀錄，也將細緻地引導我們思考

⽪膚內外的認知、開啟共構觸覺知識的可能。 



⼼智⽪膚譜記研究脈絡介紹



真菌的世界遠遠超乎我們的想像，只需要透過靠近彼

此，相容的信息素和受體組合接觸，讓細胞核從⼀個細

胞轉移到另外⼀個細胞，便可開始繁殖的動作，並不受

性別概念的約束，可與物種的其他任何成員⾃由交配。 

從這個真菌所帶來的奇妙啟發開始，我們想透過關注各

種接觸練習所傳達的信息量與內涵，並回溯個⼈⽣命中

的性史，其中的挫敗、慾望與期待，從這個路徑展開⼀

次以觸覺為體的旅程。



TOUCH 
YOUR 
INNER 
WORLD 



透過冥想與⼗種觸摸練習，漸進式

地引導進入性／別光譜的重新排列

與開展



MIND- 
SKIN 
CODE 



觀照彼此共感的瞬間 觸感作為分析對象，是互為主體卻也是主觀內在的。透過所

有參與者對相同觸覺經驗所進⾏描繪的過程，⼜加上三則客

觀⼼理向度 valence, arousal, dominance 數值的評比，我

們同時分享了個體與群體的感受，並看到了彼此⼼理向度的

座標。這個感性理性兼具的向量地圖，也譬喻了屬於在座參

與者在那些觸覺感知瞬間所開展的蕈菇性／別。



MAPPING 
FUNGAL 
SEX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kd0mc4covA


#4 
On Waters 

複數⽔�

蘇郁⼼、呂岱如�

Bosque�Puhuén，智利・⼗⼆⽉�



在 galaFest II 的聚會上，藉著 

Bosque Puhuén 森林保育區得天獨

厚的地理環境，我們以⽔的各種形態

與循環作為發想連結的契機；量⼦聆

聽作為⼀個練習提案，跟著⽔在可⾒

四周環境與⼼境中的運動，也隨我們

的思緒⼀起穿越形式與物質。 

現場以品嚐溪流作為啟動⾝體接納的

開關，並練習⾚腳隨著聽覺的召喚移

動。我們為「聽⽔」設計出不同的現

場聆聽練習與⼩組活動與討論，以及

五種以此為題的想像習作，讓參與者

在五天的聚會裡，探索⽔的意識、記

憶、能量。

FIND



練習跟著耳朵走

THE 
FLOW



品嚐溪⽔ 
觀察四周環境⽔⽂ 
遙溯來⾃遠⽅家鄉的⽔



QUANTUM 
LISTENING 
MIND 
TRAVEL 



LIQUID 
CONNECTION



#5 
Mind-Skin Code: 
Their Silent Hands 

⼼智⽪膚譜記：無聲之⼿�

王永安�

Bosque�Puhuén，智利・⼗⼆⽉�



隨著⼈類科技與技術的進步，使得我們

解碼⽣態⾃然的能⼒越來越全⾯，在集

體智慧推進下⼀波潮流之際，我們是否

能夠真正解讀⾃然所傳遞的訊息，還是

僅只是落入放⼤迴聲室效應（Echo 

Chamber）的⼈類中⼼循環？本次

「⼼智⽪膚譜記：無聲之⼿」指涉的是

⾃然⽣態的共⽣與循環，在⼈類無法透

過⾁眼觀看和記錄的情況下，無數雙⾃

然環境中隱形或寂靜的⼿，悄無聲息地

持續運作著。⼯作坊接續⼀直以來的譜

記練習，並將觸摸本⾝透過感壓紙可視

化，透過譜記映射⼿的運動，轉譯「⾏

動痕跡」。感壓紙做為與他者接觸的介

⾯，透過多層次的轉譯練習，嘗試共振

⼈類⽪膚之下的內感經驗與⾃然環境安

靜的流動，並以譜記與可視的感壓紙，

共編⽪膚之上的可能合作⽅案。



HAPTIC



SENSING



觸覺作為⾝體重要並難以被獨立討論的感知系

統，⼜在缺乏如同視覺圖像、聲⾳頻波等此類

可被流通傳達的紀錄介質條件下，成為晦澀難

明的感官語⾔。我們不僅僅使⽤⽪膚，也常常

挪⽤眼睛、耳朵、⼼、⾝體內在感官等來感受

觸覺的存在、質地、情緒等。 

⼈類對⾃然界的觀察與閱讀，主要透過視覺與

聽覺觀察紀錄。⽽我們是否有可能也透過觸覺

或者擴張性的觸覺來理解⾃然、貼近⾃然呢？

這是否能夠讓我們能夠接受到⽣態界裡更多不

同的信息頻譜？⽤觸覺閱讀，我們究竟摸到了

什麼？



⼯作坊包括了觸覺譜記介紹，引導

⼤家在相同紀錄指標上，進⾏觸覺

經驗的描繪與紀錄，根據參與者在

⾃然環境中進⾏不同的觸覺互動練

習，以及使⽤感壓紙所彰顯的圖

像，來理解物理、⽣理、⼼理⾯向

上的觸覺感受與訊息。 

整體過程的引導，在於放⼤⾝體觸

覺感知的敏銳度，去認識觸覺之下

的共時同感，以及在我們體內外從

未間歇的⾃然運作⼒量與互動。



#6 
South Co-op｜
Research-based 
gameplay & 
participatory 
performance 
南⽅墾殖合作社｜研究性桌遊�x�
參與型表演�

吳其育、鄭⽂琦�

紀州庵⽂學森林・⼀⽉�



《南⽅墾殖合作社》存在於現代化墾殖的架空

歷史中，玩家將重遊臺灣歷史上最盛⼤的「始

政四⼗週年臺灣博覽會」，並在隱藏版的場館

中沙盤推演，體驗這個⼤墾殖的時代。作為開

墾合作社的成員，⾯對著坐擁廣⼤資源的南⽅

島嶼，「無主之地」的觀念是參與的發動機，

透過種植⾼價值的經濟作物、開墾⼭林、加⼯

作物都是使南⽅躍進的重要⼿段。 
  
在遊戲初始，玩家將透過有限的⼈⼒開始⾃⼰

的種植計劃，有的物種開發⾃本地的有⽤植物

研究，有的則是從外地引進的⾼價值經濟作

物。不論是何種作物，都將在南⽅成長與競

爭，擬定不同的作物的開發策略，並在每個回

合中⾯對環境考驗以及歷史變⾰，從中可能受

到打擊也有可能再次加⼯並提升價值，促成改

變南⽅⽣態的各種變因。 
  
這場以史料研究為基底⽽設計的桌遊，由吳其

育、鄭⽂琦所主持、表演引導，參與的玩家將

以推測性的策略，把歷史當作未來，在互動之

中進⾏⼀場重新思考⼈類與⾃然協作共存關係

的辯證，尋找多樣反帝國主義的想像，共同書

寫我們即將來到的真實未來。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Ruling 
Expo in Taiwan



南⽅墾殖合作社當⽇限定特調

烏貓進⾏曲 虎尾蘭姆酒、丸福咖啡、⽢蔗原汁、柑橘苦精、薑汁、檸檬、⾁桂棒 

⽇⽇春  虎尾蘭姆茶酒、青檸⽢蔗汁、薑汁汽⽔、柑橘苦精、薑汁                

                           （佐長胡椒、橙⽪或檸檬片） 

雙雁影  青檸⽢蔗汁、薑汁、黃瓜 

摘茶花⿎  ⾼⼭茶、通寧⽔、薑片

SETTLE- 
MENT



桌遊中所有的事件都參照真實史料，然

⽽，這次歷史的走向，卻是詭譎萬千。 

每組從各⾃的起家地開始進⾏墾殖，從事

砍伐、種植、到⺟樹園⼯作換取樹苗、進

加⼯廠讓作物價值翻倍、到港⼝招募員⼯

等選擇性的⾏動，於此同時，所有玩家共

享⼀個環境時鐘，其24點鐘的刻度隨著開

發或休耕的環境成本增減，且無⼈能讓其

爆錶超時。遊戲中的輸贏難有定數，⽽每

回合的事件更增加了命運的變數。 

創造歷史或改寫未來的我們，需要如何展

開合作與想像呢？

墾殖事業的⼀⼩步

南⽅躍進的⼀⼤步



BANKRUPTCY 
TYPHOON 

REBEL



WIN  
THE 
FUTURE



菌絲體網絡學苑

策劃：呂岱如 

藝術家與合作者：黃鼎云、陳業亮、Yasmine 

Ostendorf-Rodriguez、那個⼭屋、陳科廷、雜草稍慢、

王永安、蘇郁⼼、吳其育、鄭⽂琦 

攝影：莊博堯、王永安、呂岱如、Josefina Astorga  

協⼒：劉宣妤、Maya Errazuriz、Bernardita Perez 

場地：柏竺⼭莊、那個⼭屋、雜草町、寶藏巖國際藝術

村、Fundación Mar Adentro, Bosque Pehuén, Chile、

紀州庵⽂學森林 

本系列活動由國家⽂化藝術基⾦會⽀持贊助 website: mosspiglets.work 
contact: studio@mosspiglets.work 

facebook 
instagram 

https://mosspiglets.work/
mailto:studio@mosspiglets.work
https://www.facebook.com/mosspiglets.work
https://www.instagram.com/mosspiglets.wo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