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幻影現實》(Illusion Reality)沈昭良攝影展  新聞稿 

 

 

千呼萬喚始出來，終於，由國內知名攝影藝術家沈昭良歷時近八年，於全台各地，

針對台灣獨特的綜藝歌舞團文化，融合當代藝術與傳統紀實表現的《幻影現實》

(Illusion Reality)攝影展，終於要在台北市立美術館，首度以結合《STAGE》(舞

台車)、《Singer & Stage》(歌手與舞台車)及《台灣綜藝團》等三子題的複合形式，

與國內觀眾見面。 

 

《幻影現實》(Illusion Reality)一展中，除了將完整呈現，以當代視覺形式所攝之

《STAGE》(舞台車)系列作品，也將是結合當代與傳統攝影語彙的《Singer & 

Stage》(歌手與舞台車)系列，和貫徹以純粹紀實攝影實務，勾勒綜藝團產業與庶

民社會間關聯的《台灣綜藝團》系列部分作品，於國內首度的發表。其中主要的

《STAGE》(舞台車) 系列作品，除了曾獲文化部雜誌攝影類金鼎獎及美國紐約

Artists Wanted : 年度攝影獎等國內外專業獎項的肯定，該系列作品，也曾受邀於

美國、加拿大、法國、西班牙、秘魯、瓜地馬拉、日本、韓國及新加坡等全球十

數個國家和城市展出，廣受國內外文化藝術界的矚目與好評。 

 

綜藝歌舞團為台灣特有的移動式演出團體，自 1970 年代，即活躍於台灣社會的

各式婚喪喜慶場合。初期的演出舞台，除了現仍沿用的搭棚台方式，也有以貨車

改裝，具燈光音響設備的簡易電子花車。而後，隨著時代的演進，始逐步發展成

現今油壓開展式的現代化舞台車。主要的表演內容，為吸引目光同時滿足顧客需

求，亦不斷推陳出新。除了影視歌星、跑場歌手的勁歌熱舞之外，也能視預算規

格，提供樂團、雜耍、魔術、民俗技藝、大型群舞、鋼管舞蹈和反串秀等演出。 

 

相關的表演者專兼職均有，投身藝界的理由亦不盡相同，通常不是為了協助家

計，即是練就特殊才藝，熱衷表演工作，抑或家族長期經營綜藝團相關產業。至

於表演者的的工作模式，大都以跑場方式，於約定時間內，輪番在鄰近鄉鎮的數

部舞台車上從事表演活動。相關的演出成員為一機動性、臨時性的工作編組。 

 

工作成員中又以歌手為數居多，遍佈台灣各地，據田調所見，除了專職的歌手之

外，尚不乏學生、英語教師或銀行職員，於假日以兼職方式參與舞台演出。從與

跑場歌手的近距離觀察中，更不免驚見這些表演者在亮麗外表的包裝下，所潛在

的平凡與質樸。相較於長期以來見諸媒體所形成的片面理解甚或負面描寫，實有

著極大的差異。而跑場歌手普遍仍以年輕女性族群較受業者青睞，年長的歌手通

常不是轉型成為主持人或經營者，即是婚後退出另謀他業。 

 

《幻影現實》沈昭良攝影展中的《STAGE》(舞台車)、《Singer & Stage》(歌手與



舞台車)及《台灣綜藝團》等三系列作品，即為 2005 至 2012 年間，作者於全台

各地所攝，植基於綜藝團產業，含括由大貨車改裝而成的油壓舞台車，演出歌手

肖像及綜藝團工作實況的動靜態作品彙編。 

 

透過《STAGE》(舞台車)、《Singer & Stage》(歌手與舞台車)及《台灣綜藝團》等

三系列子題，結合大尺幅獨立攝影作品、影像群化、視覺對照及錄像作品的複合

式呈現，一方面聚焦於綜藝團產業，實踐含括時間、空間，橫向、縱向，平面、

立體的視覺演繹與描寫，同時也期能藉由其中漫長的拍攝歷程、曲折的田調路

徑、豐厚的人文線索、貼近的視覺距離及共有的庶民記憶，在喧鬧與凝視，動態

與靜態，現代與傳統，幻影與現實之間，進一步連動觀者對此在地娛樂產業的另

一種文化視角與持平觀照。 

 

藝術家簡歷: 

 

沈昭良，1968年生於台灣台南，畢業於台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歷

任自由報社攝影記者、副召集人及中央大學專任駐校藝術家。自 1993年起，沈

昭良即投入數個專題式影像創作，2001年首度推出《映像‧南方澳》系列專輯，

其後陸續出版《玉蘭》、《築地魚市場》及《STAGE》等長篇攝影著作，殷實細

緻的紀實影像風格與嚴謹的攝影集製作，普遍受到肯定。 

 

  曾於2000、2002及2012年獲頒行政院新聞局暨文化部雜誌攝影類金鼎獎，2004

年日本相模原攝影亞洲獎，2006年韓國東江國際攝影節最佳外國攝影家獎，2010

年台北美術獎優選獎，美國紐約 Artists Wanted : 2011年度攝影獎，2012年美國

IPA國際攝影獎-紀實攝影集職業組首獎等國內外獎項。 

 

  相關系列作品除於國內外刊物發表，並曾受邀於美國、加拿大、法國、西班牙、

秘魯、瓜地馬拉、日本、韓國、新加坡及中國大陸等地展出，目前除從事專題影

像創作、評述與研究，同時兼任台灣科技大學、淡江大學助理教授。 

 

 

贊助 :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 Taipei City Government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The National Culture and Arts Foundation 

 

展覽協助 :  

也趣藝廊  AKI Gallery 

台灣伊格森德彩印有限公司  IGSD Art Printing Co.,Ltd 

彩欣專業影像有限公司  Just Shin Professional Image Co.,Ltd 

創世紀數位影像有限公司  Genesis Century Image Co.,Ltd 

藝術公寓工作室  Artpartment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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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演藝文化發展協會 

桃園縣演藝人員職業工會 

雲林縣音樂服務職業工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