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繼〈星際迷航-RED〉之後，常駐於南勢溪流域一帶的創作團體「新店男孩」（莊
普、吳東龍、蘇匯宇）即將於 VT Artsalon發表其自 2012開始的「類地誌系
列」的第四部作品，《無名之年》（The	Untitled	Year）。這是一組包含多頻道投
影、電子螢幕、裝置與巨幅黑白攝影的複合作品。《無名之年》自 2020年 3月
起開始發展，創作動機始於疫情年代的全球封鎖狀態。新店男孩試圖由其基本

脈絡——「人、風景與其他」的主軸出發，將其（疫情下的）日常與非常化為

詩般的視覺語言，與這動盪的世界做一次遙遠而抽象的對話。取名「The	
Untitled	Year」，除了指名 2020對生命與生活的衝擊之外，更希望以「無題」
這一藝術體系極為熟悉的專詞來催化出無限想像——一個無以名狀的年份與時

代。沒有標題，沒有名字。這是因為它無法被捕捉，不能以語言揭露，抑或是

因為不想要記得？一如新店男孩以往的選擇，《無名之年》沈浸於山水中，創建

了一個偽裝的儀式與敘事，然後將所有可能的答案留給觀眾自行發展。	
	
本創作計劃獲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獎助	
 
關於作品 

無名之年 The Untitled Year 

2020年三月，當全球進入病毒大流行的日常與生存狀態。台灣疫情雖未如其他
國家慘重，但一種形而上的「自我隔離」也曾一度以各式各樣的狀態被烙印在

人們心中。國境封鎖、足跡監控、社交頻率驟降、臉部的遮蔽乃至肉體的疏

離，無論從物理的或心理的層面，這讓待在新店山區，本就經常足不出戶的三

位創作者更加有了一種避居於山林的感受。於是乎，他們的第四個創作計劃就

此開始，一種無以名狀的，既避居自然又渴望與人類文明對話的矛盾，成為其

潛在動力。 
 
大流行的時代，人們更加仰賴媒體與世界交往。在美國國會山莊的暴動轉播

中，一位頭戴牛角貌似美國原住民風格裝扮的極右主義者成為一時的新聞焦

點。這一遙遠而駭人得意象 reset了新店男孩的這件作品。於是，（僞）自然主
義、濫用圖騰、煙硝（無論是山嵐、是火、是煙花還是催淚瓦斯）、病毒與 DNA
（的粗製濫造的原始主義模仿品）、古典風格的墓地、郊遊的男女跟那頻頻起飛

失敗的風箏，紛紛被置入在創作者們熟悉的環境中——南勢溪流域，延綿成了

一個虛構的儀式。一切訊息皆清晰透明又不可言說，一切狀態彷彿跟世界息息

相關又毫無瓜葛。猶如新店男孩的第一件作品〈最好的一天〉，〈無名之年〉的

鏡頭始終在山川之間旋轉，許多欲言又止的小事件接續發生著。但不同的是，

某種陰陰鬱鬱的東西籠罩著一切。	
	



〈無名之年〉，The	Untitled	Year。一個藝術家無法命名的年度，一個無題的召
靈儀式、無題的面容、無題的時間與無題的局勢。	
	
關於藝術家	
「新店男孩（Xindian Boys）」是由莊普、陳順築、吳東龍與蘇匯宇四人所組成
的藝術團體，創作媒材結合了裝置、攝影、繪畫及錄像，是台灣藝術界少見的

跨世代組合，曾先後於非常廟藝文空間、台北市立美術館、國立台灣美術館、

Paris Photo 攝影博覽會、双方藝廊、尊彩藝廊、弔詭畫廊與安特衛普 TICK TACK
畫廊展出。繼 2012年系列作《生活的決心》，2014年三頻道錄像裝置《0343》
以及 2016年的《星際迷航－RED》，《無名之年》是他們睽違四年的最新力作。 
 
Xindian Boys is a teamwork-oriented art group comprised of four artists par 
excellence, namely TSONG Pu, WU Tung-Lung, CHEN Shun-Chu, and SU Hui-Yu. They 
transcend disciplinary confines and adopt different kinds of creative media such as 
painting, photography, installation and video. Their collaborative artworks tend to be 
infused with their living experiences and the humanistic background of the 
mountainous area of Xindian, therefore bearing more than a passing resemblance to 
an alternative topography survey. Since 2012, Xindian Boys has been featured in 
renowned institutes and exhibitions, such as Paris Photo, Taiwan Biennale, Taipei 
Fine Art Museum, 2017 HOBIENNALE(Australia), Double Square Gallery and TICK 
TACK in Antwer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