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訪心得：	  
一、緣起：	  

2010 年，我生平第一次出國，去的是日本，去橫濱黃金町駐村創作，期

間我看到橫濱的城市規劃是如此的有遠見，那立體的交通分佈比鄰節次、

錯踪複雜卻又層層分明，那時的我才恍然大悟，就是因為這樣的景觀才會

生產出像ＥＶＡ（台譯：福音戰士）這樣的世界觀吧！我這樣的自我解釋

著，那年我 31 歲；兩年後（2012 年），我有幸去了美國加州洛杉磯駐村，

其中一個月我驅車前往大峽谷跟優勝美地，在那無盡的沙漠公路上我再次

理解到我以前看到的美國電影是怎麼一回事，同時也瞭解到這國家的貪婪

與美國夢是怎麼產生，最後甚至觸及到台灣的藝術文化到底是如何的生產

又如何的缺乏台灣本身的底藴；同時，我在美國行結束後也決定我要開始

去瞭解亞洲的故事、藝術的形式、生活的方式、彼此的關係，我們忽視彼

此太久了，仇視對方卻又太深，然後都在心底的深處羨慕著進步的大西方，

都希望成為那大西方認可的、進步的現代國家。	  

	  

◎	   2010 年 7 月，我在日本看到超立體的城市。	  



於是我決定從我熟悉的國家—日本開始了解，很多人不能理解我不是已經

去過日本了嗎？怎麼還要再去認識呢？如果依照上述的描述，不是應該去

去其他亞洲國家了嗎？其實 2010 年那次我只有少許的一兩天可以離開駐

村地到處看看，所以根本不算深入，另一個原因是因為剛好今年有瀨戶內

藝術節與伊勢神宮 20 年遷宮完成都同在今年，後來又在此次日本行旅時

聽到今年也剛好是出雲大社 60 年遷宮完成年，3 年、20 年、60 年都交集

於今年，人生可遇見這樣的機會幾回呢？所以我想那就去日本吧！	  

	  
二、黃金町的藝術創造	  

我在這熟悉的城市待了好一陣子，這段期間我訪問了山野真悟（黃金町區

域管理中心主持人、知名獨立策展人）以及平野麻由美（黃金町策展人）

一些關於在黃金町推行當代藝術進駐的困難以及設立黃金町藝術學校的

意欲為何，山野先生看著我，操著不是很流利的英文說著：當年阻礙很多，

我記得初來乍到黃金町時，很多橫濱的藝術圈大老覺得“為什麼是你？橫

濱沒人了嗎？” 、“為什麼是福岡人來振興？”，當時我沒有多說什麼，

因為我只希望透過“做“來回答，說真的當時的我也沒有很大的把握，但

可能是因為我不是本地人，所以也就沒有太多的人情包袱，我可以只做我

想做的事，雖然有人不滿意，不高興，但我都可以一笑置之，然後在這麼	  

◎	   2012 年 9 月，我在美國西部無盡的沙漠公路上試圖認識美國夢。	  



	  

	  

多年之後，我知道我成功了，大家認同我了，但這其實都是大家一起努力

來的，不是我一個人可以完成的。而這幾年我開始籌劃黃金町藝術學校，

其實當初也只是一個平台而已，什麼都沒有，但我是在想，我已經老了，

我想我應該可以為年輕人留點什麼讓他們發揮，因為未來是他們的，於是

我想就創造一個場所或是說平台吧，讓他們在裡面做自己想做的事，而我

則作為他們的後盾，將我的經驗以及人脈貢獻出來，盡可能協助他們發揮，

完成他們要做的事，因為未來的日本藝術是這些年輕人創造的，不是我說

的算呀。	  

◎	   黃金町藝術學校。	  

◎	   山野真悟先生。	  



受人尊敬的人總是知道自己該在什麼時候謝幕，然後在後台協助新人在舞

台上發光發熱，這是我在山野先生身上學到的處世之道，而在我看來，黃

金町真的是年年都在進步年年都在改變，進步與改變不是指拆老房蓋大樓	  

、遷店家駐商場，而是黃金町的社區意識越來越明顯，透過藝術市集與零

星的社區活動，除了連結在地人彼此的關係使之更加緊密之外，也透過外

地人的參觀與互動來提升社區自我的認同感與成就感，這不是台灣那種一

朝一夕、消費概念裡的社區進駐形式可以完成的，是五年來，山野先生與

黃金町區域管理中心全體同仁一同努力，加上時間作為催化劑的發酵才結

成的豐碩成果。事實上從他們的網站上不難發現他們常常舉辦著各式各樣

的活動與座談，其目的無不是為了社區的進步著想，甚至可以發現到很多

有關社區的問題都不會是直接由他們單位去想辦法解決，反倒是利用活動

來拉近居民一同對這議題產生重視，解決問題的方法才是這活動的下一步，

由此可知山野先生與其團隊是如何地在思考作為日本的藝術與公共性的

整合稼接的方法，同時也反映了山野先生認為的“亞洲的公共性未完成”

的看法。 

 

三、日本古蹟與建物 

我走訪了許多日本的建築，其中很多還是外來文化留下的建築形式，比方

說奈良的東大寺，它是目前全球僅存唯一的最大唐式木造建築，高四十八

米將近 15 層樓高的大殿蔚為驚人。另外，保有外國建築形式的還有橫濱

山手町的西洋館，七棟西洋館散落在山手町範圍，因為橫濱曾作為幕府鎖

國後的第一個開港港口，所以該町成為當時外國人在此經商落戶的第一選

◎	   社區自組的清潔隊。	  



擇，但大多建築皆於二戰與關東大地震時毀壞，目前僅剩留存的大多都是

事後依當時建築風格重建的洋人館。我還參觀了幾個現在正在修繕的建築，

比方說壢木的日光東照宮以及姬路城，前者是作為德川家康的墳墓因為神

格化的關係而變成了神廟，後者則是目前原始留存非重建的日本城堡	  
，兩者共通的點則是—修繕古蹟通常都長達好幾十年，在我看來日本對於 

 

 

◎	   奈良東大寺。	  

◎	   山手町西洋館。	  



保存這些建築這麼熱衷有一部份很大的原因是因為可以在修復或是重建

的過程中進行研究，瞭解過去整個建築的技術、古人的智慧，並且以傳承

古法而自豪，再者則是他們始終認為一個偉大的建物可以凝聚人民的向心

力，更何況是一個有歷史、偉人等等故事所架構出來的建物，對他們來說

這不只是一個老房子而已，先前提到的西洋館系列，就是一個明證。透過

重建侵略者住過的建物之過程來瞭解他人文化的建築風格與技術，並豐富

自己的建築技術，學夷之長以制夷。反觀我們則是不斷的在剷除自己的歷

史，中國國民黨政府迫遷來台之後有意無意地剷除日式建築宗教神廟，導

致位於台北西門的西本願寺最後不復存在。近年又在都市計劃的旗幟底下

推倒了當年自己所建構的眷村建築格局，真的很想試問我們到底還剩下什

麼故事？中華文化五千年嗎？還是龍的傳人呢？	  

 

四、人與環境的共處 

有一晚我在東京跟朋友聚餐，朋友問我這次在日本的調查方向以及之後要

前往的地點，我細數了一番，然後他很嚴肅地跟我說：我覺得你不應該去

那些地方，你應該趁你現在還有體力與活力時去一些你五六十歲時可能都

沒辦法再去或不想去的地方，你剛剛說的那些在你五六十歲的時候，你還

是可以到得了，因為那些是觀光都市，交通方便。於是在那頓飯結束之後

我就不再跟著我原先的行程表走了，我開始計劃前往日本中部山區去拜訪

最高神社白山神社，前往北阿爾卑斯山區—日本最高的濕原地形—彌陀高

原，再順路前往阿爾卑斯山峽谷—黑部峽谷；我感受到一種跟在建築相同

的感覺，那就是日本對於自然環境的維護上也很想保存它原來 

 

◎	   伊勢神宮，新舊宮對照，20 年一次循環。	  



 

的面貌，並盡可能地減少人為的沖擊與破壞，即便是得讓人民感到很不方

便但也要想辦法來維持原貌，所以你會看到上山的交通有各種嚴格的管制，

為了環境保護與參觀人口達到某種平衡，公車用的是電汽車或是瓦斯車，

保護區也會在某個海拔高度開始限制人民自行開車進去，除了高承載以外

一律只能乘坐低汙染公車上山，而日本民眾也很願意這種接受這種為了保

護環境而帶來的不便，因為他們知道這一點點的不便是讓後代也可以看到

此情此景的犧牲。我在日本看到了與美國台灣截然不同的做法，美國對於

國家公園是採取不干預不介入的方式，讓自然儘最大值地保持原貌，而在

◎	   黑部湖上向觀光客說明水壩的漂流木如何清理的告示牌。	  

◎	   彌陀之原上的高山草原復育工作，為了水土保持而做，不移植外來種。	  



日本我看到他們採取折衷的態度，在盡可能維護自然環境的前提之下，再

考慮去如何完善的規劃人的進入，反觀台灣則採取介入干預的方式，並試

圖使之成為服膺於人的使用規則之下，以創造最大的產值。 

 

五、瀨戶內攻略 

這趟旅行的終點是素有三千多個島嶼之稱的瀨戶內海，為的是一個享譽國

際的三年展“瀨戶內國際藝術祭”，我在瀨戶內一共待了七天，一天一個

島，每天在不同島上生活，看著同一片海洋帶著同一顆夕陽西下，卻有著

不同的感受，關於作品的部分讓我感受最深的當屬“家計劃”，這個計劃

是希望將島上破棄的房子，透過藝術家的創作來加以利用改造，家則成為

了作品的載體，像極了我在三年前為黃金町所創作的作品，也如同我五年

前在南海藝廊所創作的基本概念一樣，每件家的作品我都細細品味，心中

嚮往著可以在這裡也有一間我創作的家計劃作品。之後我到了豐島美術館，

豐島美術館是西沢立衛的作品，我駐足其中，深深受到感動。整個瀨戶內

藝術祭就屬他的作品最令我動容，雖然安藤忠雄的作品很多也很感動，但

西沢的作品多了那麼一點自然或是說人性，這並不是說安籐的作品沒有人

性，而是因為安籐的作品總讓我感覺到一種肅穆，是一種肅然起敬的空間，

但在西沢的作品裡我可以很自在，他不是要標榜人造物的偉大，而是要用

◎	   將破棄的房子作為藝術家創作載體的家計劃。	  



人造物去訴說自然的偉大，相對於人造物的渺小。 

 

我在此藝術祭中一個主要任務是去收集在地居民對於此藝術祭所帶來的

商機與參觀人口的看法，來此之前我以為會聽到很多不同的聲音，但沒想

到在探訪各商家老闆與居民之後，發現大多都是抱以支持的態度，有幾個

受訪者還跟我說：三年前第一屆辦理時，因為展覽會過於集中，所以各地

來的參觀大量湧入，加上交通接駁混亂，使得品質降低，也干擾了我們的

生活，活動結束後我們又回到過往的平靜，但今年不同，因為展覽分為三

季，將展期拉長，疏散了參觀的人口也延長了因活動而帶來的經濟效益，

其實主辦單位真的很用心，從這裡我們真的可以瞭解主辦單位真的不是只

是為了只是辦個漂漂亮亮的活動而結案而已，而是為了振興地方經濟。我

想對於居民而言面對當代藝術也許真的是門外漢，但如果藝術家或是主辦

單位在進入地區區域時可以多點同理心，多點用心，那也許就誠如山野先

生說的：藝術進入區域空間有時候不一定是為了去改變區域，說不定藝術

本身或是藝術家也可以受影響而被改變。	  

	  
六、結語 

兩個月的旅程結束了，我卻還在消化旅程給我的點點滴滴，我不是社會學

者，所以也就沒有辦法用嚴謹的研究方法來檢視我所得的一切，但我卻從

過程中扎扎實實地感受到是那厚重又扎實的文化底藴孕育著日本的文化

藝術不斷演進，時常會發出“這就是日本吧” 、“這只有日本人才做得

出來的作品啊”的驚嘆，也因為如此更加深了這樣的一個概念—認識一個

區域的藝術不只在於美術館與藝廊等藝術機構，更在於它的發源地—生活

的紋理裡。此趟日本行旅也讓我了解到，雖然日本是一個不斷在求進步的

◎	   西沢立衛作品豐島美術館。	  



國家，但他卻也在過程中一直儘最大資源保存古老的技術、傳統的習俗，

所以我們當然可以說他們是一個矛盾的民族，但求進步不等於要革除傳統，

因為唯有在豐富的文化傳統底下，才有可能發展出精彩的現當代文明。 

 

 

 

◎	   立山上的六月午後-‐-‐-‐狂暴的風雪。	  

◎	   豐島上的七月夏夜-‐-‐-‐寧靜的港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