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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以「無窮的瞬間」為題，探討過去二十年（���������）臺灣女性藝術創

作在議題與媒材上的多樣性與多重面貌。筆者以生命中每一分、每一秒的瞬

間，與精神靈光的瞬間乍現，以及藝術家創作當下的每一個身體勞動與聚精

會神的瞬間，作為對形而上與物質性，關於生命、精神、藝術性與藝術形塑

過程的每一個瞬間，提出一種崇高的敬意。

二十一世紀臺灣女性藝術創作並非是純粹的時間線性發展，「無窮的瞬

間」反映當代臺灣女性藝術創作的多元性與異質性。自從全球網際網路從����

年代開始快速發展，過去臺灣藝術家在����年解嚴之前難以接觸到國外的藝

術與文化相關資訊，但在����年代之後，國際資訊的快速流竄使臺灣女性藝

術的發展，經歷前所未有的瞬間變化。因此，本書名「無窮的瞬間」亦回應臺

灣當代女性藝術發展的「快速性」與無止境的「無窮性」。儘管如此，在臺灣當

代女性藝術的極度異質性特質之下，本書仍依據藝術家的創作概念與議題，

梳理出三大主題與八章，期待將這些令人驚豔的藝術「瞬間」，依筆者的思想

邏輯，整理出一個具條理性的章節結構。

本書含括女性在臺灣過去數百年的殖民歷史與政治變遷，與從上個世紀

開始，因為自願或非自願性的跨國移動，透過藝術創作，進行對自我身分與

認同議題的探索。本書亦探討關於性別、身體記憶，女性身體隨著時間的流

逝，而逐漸成長並老化，女性身體孕育生命進而能傳承下一代的使命，且女

性身體承載許多社會與文化賦予的諸多刻板印象，藉由臺灣女性藝術家的創

作進行批判。本書更涉及臺灣女性藝術家在城市與生活空間的記憶、傳統與

當代工藝，以及今日科技、網路等當代技術與數位文化洪流，對於女性生命

的影響，如何進一步以藝術的方法進行詮釋。

本書集結過去��年筆者在臺灣女性藝術領域的研究與觀察，以及洞察國

際藝術環境在女性與性別議題的發展，以筆者過去完成的科技部（現稱國科

會）計劃成果為基礎，包含「從數位女性主義觀點探討自����年以來臺灣科技

藝術中的性別議題」（���������）與「科技藝術中的性別意識及其策展研究」

（���������）。本書更集結筆者過去多年策劃的臺灣當代女性藝術展覽的研究

與論述，包含：《無窮的瞬間：當代女性藝術展》（����，成大藝坊）、《女藝。

匯：女性主體與藝術創作展》（����，臺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與《女潮：女性

主體與藝術創作展》（���������，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等。本書是集結

過去二十年筆者在臺灣當代女性藝術領域的研究而完成的一本關於臺灣女性

藝術研究的學術專書，期待以自身所學與有限的時間與精力，能對臺灣藝術

史的建構提出一些貢獻。

����年陸蓉之出版了《臺灣（當代）女性藝術史���������》，是筆者當時尚

在學生時期重要的研讀資料，也奠定了筆者對於臺灣當代女性藝術的研究基

礎。因此本書便以延續陸蓉之在此領域的研究，以����年為藝術家作品取樣

與研究的起始年份，到研究資料收集與書寫的截止年代����年，剛好滿��

年，正是一個不同的新世代。過去��年在國內與國際進行展演的臺灣女性藝

術家，她們的成長背景與藝術養成，與過去����年代崛起的臺灣女性藝術家

非常不同，是一個藝術創作涉及更複雜的全球與在地議題的世代，也是值得

深入探討的世代與文化。

（西方）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從����年代末期開始至今已經超過半個世

紀，不論中西方的女性藝術家在創作的主題及媒材上都非常多元，且已經超

越過去只單一針對性別的議題，女性藝術家所關注的面向，包含生活各層

面：居住自然環境、飲食文化、政治話題、種族與認同、文化與差異、母親

與家庭等等。另外，拜全球交通便利及網際網路迅速流通所賜，西方與東方

女性藝術家的交流較以往更頻繁，這也同時促使臺灣女性藝術創作更趨多元

性及複雜度。因此，本書在章節安排上以「議題」為作品選樣與分類的標準，

而非依照藝術家的世代或是作品創作的年代為線性時間軸的書寫方式。另

外，同一位藝術家的創作在不同時期所關注的主題不同，且同一件作品常常

涉及多重議題，因此一些藝術家的作品章節分類並非絕對，而是具變動性

的。

任何一個長期的計劃仰賴許多人的幫忙才得以完成，因此在書寫這一本

書的過程，筆者收到許多學術界與藝術界許多前輩與朋友的鼓勵與協助，在

筆者書寫的關鍵時刻，許多藝術家令人驚豔的作品引發筆者不同的想法，並

且加深筆者視完成書寫這一本書為一種使命。筆者非常感謝書中所納入的���

位藝術家同意授權我使用其作品圖檔，以及高雄市立美術館、臺北當代藝術

館、臺北市立美術館、桃園市立美術館、臺南市美術館、國立臺灣工藝研究

發展中心、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國立成功大學藝術中心、財團法人陸府生活

美學教育基金會、洪建全基金會、大象藝術空間館、安卓藝術、水色藝術工

坊、絕對空間、島人藝術空間與野桐工坊，非常慷慨地提供藝術家作品圖檔

供本書出版使用。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姜麗華教授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林宏璋

教授給予本書寶貴的修改建議。台灣女性藝術協會現任理事長王玉齡、創會

理事長賴純純，以及所有女藝會的夥伴們給予筆者溫暖的鼓勵與支持。感謝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編輯張毓芬，不斷溫馨提醒出版細節；審稿

黃銀姝、封面設計楊靜怡與研究生郭凡夢，為這本書的出版與編審投注大量

心力。更感謝助理兼美編吳懷珍，陪伴筆者整個書寫到出版過程。

最後，本書獻給一路給予我無盡的愛與支持的父母與家人：�����、品諭

與品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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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以「無窮的瞬間」為題，探討過去二十年（���������）臺灣女性藝術創

作在議題與媒材上的多樣性與多重面貌。筆者以生命中每一分、每一秒的瞬

間，與精神靈光的瞬間乍現，以及藝術家創作當下的每一個身體勞動與聚精

會神的瞬間，作為對形而上與物質性，關於生命、精神、藝術性與藝術形塑

過程的每一個瞬間，提出一種崇高的敬意。

二十一世紀臺灣女性藝術創作並非是純粹的時間線性發展，「無窮的瞬

間」反映當代臺灣女性藝術創作的多元性與異質性。自從全球網際網路從����

年代開始快速發展，過去臺灣藝術家在����年解嚴之前難以接觸到國外的藝

術與文化相關資訊，但在����年代之後，國際資訊的快速流竄使臺灣女性藝

術的發展，經歷前所未有的瞬間變化。因此，本書名「無窮的瞬間」亦回應臺

灣當代女性藝術發展的「快速性」與無止境的「無窮性」。儘管如此，在臺灣當

代女性藝術的極度異質性特質之下，本書仍依據藝術家的創作概念與議題，

梳理出三大主題與八章，期待將這些令人驚豔的藝術「瞬間」，依筆者的思想

邏輯，整理出一個具條理性的章節結構。

本書含括女性在臺灣過去數百年的殖民歷史與政治變遷，與從上個世紀

開始，因為自願或非自願性的跨國移動，透過藝術創作，進行對自我身分與

認同議題的探索。本書亦探討關於性別、身體記憶，女性身體隨著時間的流

逝，而逐漸成長並老化，女性身體孕育生命進而能傳承下一代的使命，且女

性身體承載許多社會與文化賦予的諸多刻板印象，藉由臺灣女性藝術家的創

作進行批判。本書更涉及臺灣女性藝術家在城市與生活空間的記憶、傳統與

當代工藝，以及今日科技、網路等當代技術與數位文化洪流，對於女性生命

的影響，如何進一步以藝術的方法進行詮釋。

本書集結過去��年筆者在臺灣女性藝術領域的研究與觀察，以及洞察國

際藝術環境在女性與性別議題的發展，以筆者過去完成的科技部（現稱國科

會）計劃成果為基礎，包含「從數位女性主義觀點探討自����年以來臺灣科技

藝術中的性別議題」（���������）與「科技藝術中的性別意識及其策展研究」

（���������）。本書更集結筆者過去多年策劃的臺灣當代女性藝術展覽的研究

與論述，包含：《無窮的瞬間：當代女性藝術展》（����，成大藝坊）、《女藝。

匯：女性主體與藝術創作展》（����，臺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與《女潮：女性

主體與藝術創作展》（���������，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等。本書是集結

過去二十年筆者在臺灣當代女性藝術領域的研究而完成的一本關於臺灣女性

藝術研究的學術專書，期待以自身所學與有限的時間與精力，能對臺灣藝術

史的建構提出一些貢獻。

����年陸蓉之出版了《臺灣（當代）女性藝術史���������》，是筆者當時尚

在學生時期重要的研讀資料，也奠定了筆者對於臺灣當代女性藝術的研究基

礎。因此本書便以延續陸蓉之在此領域的研究，以����年為藝術家作品取樣

與研究的起始年份，到研究資料收集與書寫的截止年代����年，剛好滿��

年，正是一個不同的新世代。過去��年在國內與國際進行展演的臺灣女性藝

術家，她們的成長背景與藝術養成，與過去����年代崛起的臺灣女性藝術家

非常不同，是一個藝術創作涉及更複雜的全球與在地議題的世代，也是值得

深入探討的世代與文化。

（西方）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從����年代末期開始至今已經超過半個世

紀，不論中西方的女性藝術家在創作的主題及媒材上都非常多元，且已經超

越過去只單一針對性別的議題，女性藝術家所關注的面向，包含生活各層

面：居住自然環境、飲食文化、政治話題、種族與認同、文化與差異、母親

與家庭等等。另外，拜全球交通便利及網際網路迅速流通所賜，西方與東方

女性藝術家的交流較以往更頻繁，這也同時促使臺灣女性藝術創作更趨多元

性及複雜度。因此，本書在章節安排上以「議題」為作品選樣與分類的標準，

而非依照藝術家的世代或是作品創作的年代為線性時間軸的書寫方式。另

外，同一位藝術家的創作在不同時期所關注的主題不同，且同一件作品常常

涉及多重議題，因此一些藝術家的作品章節分類並非絕對，而是具變動性

的。

任何一個長期的計劃仰賴許多人的幫忙才得以完成，因此在書寫這一本

書的過程，筆者收到許多學術界與藝術界許多前輩與朋友的鼓勵與協助，在

筆者書寫的關鍵時刻，許多藝術家令人驚豔的作品引發筆者不同的想法，並

且加深筆者視完成書寫這一本書為一種使命。筆者非常感謝書中所納入的���

位藝術家同意授權我使用其作品圖檔，以及高雄市立美術館、臺北當代藝術

館、臺北市立美術館、桃園市立美術館、臺南市美術館、國立臺灣工藝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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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教育基金會、洪建全基金會、大象藝術空間館、安卓藝術、水色藝術工

坊、絕對空間、島人藝術空間與野桐工坊，非常慷慨地提供藝術家作品圖檔

供本書出版使用。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姜麗華教授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林宏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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