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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展出作品明細表及介紹 

 

編號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製作年份 尺寸 媒材 展出方式 

1 王文志 山靈 2010 150*150*200cm 複合媒材 裝置 

 

創作理念： 

「身體與自然的全面接觸」為近期創作重心，巨大籐竹似神經、血液、脈絡般，流瀉分佈在不同自

然、建物的表層上，分別以騰空、席地、穿梭等角度，出現在各種室內外展覽場域。當我們的身體

進入這些網罩中，隱約被挑起各式感官—嗅覺、視覺、觸覺，喚醒逐漸退化的人體器官。此超大量

使用人工編織手法，再現台灣五、六０年代的集體勞動記憶及經濟生活模式，除了對文明都會中資

訊流竄世界的逆向思考，也探尋隱藏民間土地裏各種包含地域、草根、非知識等源源不絕活動力量。

我由長期山居經驗中，深刻體會人類與自然共生的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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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製作年份 尺寸 媒材 展出方式 

2 吳俞萱 電影讀詩會 2010   活動 

    

電影讀詩會介紹： 

那些存在而影射了那些不存在的詩和影像，使我深深著迷。為了詩而行動，為了回應那些給我力量

的藝術心靈而到處讀詩、放電影給陌生人看。我想讓我喜愛的詩和電影，成為這個城市的微光，而

陌生的彼此聚在一起，不覺得冷。「竹圍工作室」成了我的夢想起點。一棟房子，在夜敞開的時候，

能聽見轟隆的捷運。房子裡有電影、詩和咖啡，而光影言語，能覆蓋城市的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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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製作年份 尺寸 媒材 展出方式 

3 吳達坤 「32 個字的夢

幻」、「迷樓-台

北（Mi-Lou）」

文件展出 

2010  綜合媒材 裝置 

作品介紹： 

32 個字的夢幻 

2010 年，我應邀到中國深圳何香凝美術館參加“蝴蝶效應“展覽。在勘查場地的過程中，我對何

香凝美術館戶外水池特別感到興趣。 

之後，我提出了“32 個字的夢幻 “這件觀念作品參展，呈現兩岸之間的政治競合與雙方文化主體

並陳的現況縮影。根據空間、場域誘發對於文字認知的思考。並以行為演出的方式在開幕式呈現，

本作品試圖談論美學與政治皺摺上的浪漫想像。 

 

迷樓-台北（Mi-Lou） 

「迷樓系列」是一個關於城市、臆測跟夢想的大型舞台。 

迷樓是一個龐大架構之下的作品，計畫分為三部分；場景依序發生在紐約、台北及東京三座城市。

藝術家雖然也身陷日常生活的瑣碎與誘惑之中，然而更是借助藝術的力量，去思索影像、生存與現

實的複雜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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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製作年份 尺寸 媒材 展出方式 

4 吳瑪悧 樹梅坑溪溯溪行動─與

竹圍工作室合作的社群

藝術計劃 

2010 無 綜合媒材 裝置、活動 

計畫介紹： 

竹圍地區有個地名叫「樹梅坑」，據說過去這裡種了許多樹梅因以為名，然現在已難找到樹梅的蹤

跡。樹梅坑溪忽隱若現的流經這片土地：在山邊，它是石頭縫中涓涓流出的渠道；在村落，它被水

泥框成一條排水溝；在林立的大廈間，它含納百川—含溶家庭廢水、農業及工廠的汙水；要體驗它

的存在，偶而就只能從路邊的水溝蓋來感知。然穿過淡水河邊主幹道--中正路，從捷運旁的涵洞下，

溪水則以飽滿氣味的咖啡色，流入淡水河，銜接大海…。 

這個藝術計畫因此希望藉著溯樹梅坑溪，尋找一條溪流的故事，認識住在這裡的人，並邀請新舊居

民一起來對話，重新認識這塊土地。 

藉著溯溪，我們也希望去反思，在這麼快速的空間發展歷程中，土地破碎化、人與環境切割的生活，

要把大家帶到哪裡去？尤其在氣候暖化的效應下，竹圍的未來能夠有什麼樣的改變？ 

此計劃以此公共議題，邀請居民一起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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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製作年份 尺寸 媒材 展出方式 

5 巫義堅 2010 台北-竹圍 2010 無 綜合媒材 裝置 

作品介紹： 

這是一件專為竹圍十五週年回顧展活動所做的創作計畫，將選擇在戶外的果醬花園，作為本計畫的

呈現場。 

計畫將使用工作室原本存在的椅子群作為主要的呈現物件，使用細麻繩以懸掛的方式，固定在果醬

花園草坪的上空。讓整體的觀念動機，圍繞在不確定的時間記憶、場所的詩意擴張想像及自然與人

為痕跡的對話索引等相關議題上。 

理念： 

個人感興趣果醬花園，原本便是作為身聲劇場的戶外表演場所，而作品的呈現所在，是展演時的觀

眾所自由坐臥的草坪空間。本計畫便是在這個原本存在的事實上，讓介入作品與原本的狀態共存的

一種完整展現。 

介入，作為一種植架或複合相異元素的思考方式，的確能撞擊出一種文字所無法涵蓋的領地。而那

種無以名狀的整體的浸潤，也將是竹圍這個特殊場域所給予我個人，一個記憶中或則當下感受所轉

換之影子的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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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製作年份 尺寸 媒材 展出方式 

6 身聲劇場 身聲在竹圍的日子 2010 無 綜合媒材 裝置、演出 

介紹： 

成立於 1998 年，是台灣獨創的音樂肢體劇場。 

自創團起即從回歸自然純樸之「身體」「聲音」的基本工作開始，深入研究「身體」「聲音」之純粹

力量，創作形式揉合了肢體、人聲、吟唱、器樂、面具以及多樣劇場元素，表演者既演、亦奏、亦

舞、亦歌，在形式轉換間自然切換角色扮演；創造了「身聲」無比豐富的表演語彙，結合劇場創作

概念，持續發展跨界藝術的無限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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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製作年份 尺寸 媒材 展出方式 

7 非常廟藝文空間 文件展出 2010 無 綜合媒材 裝置 

介紹： 

由八位活躍的當代藝術工作者：姚瑞中、陳文祺、涂維政、胡朝聖、陳浚豪、吳達坤、蘇匯宇及何

孟娟等人，自 2006 年三月，共同成立了國內第一個複合式藝術沙龍 - 非常廟藝文空間 （VT 

Artsalon）。 在藝術家組成營運團隊的努力下， VT 一直以推廣台灣當代藝術的「培養皿」自居。

至今舉辦了數不清的視覺與表演類型展演。2007 年更轉型成為替代空間，每月固定舉行的當代藝

術視覺展覽，以成為台北的藝文盛事。透過ＶＴ特殊的空間特質，讓觀眾能在愉悅的空間氛圍中體

驗當代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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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製作年份 尺寸 媒材 展出方式 

8 席時斌 紅書房─第三世界的藝

術勞力 

2010 無 綜合媒材 裝置 

作品介紹： 

席時斌的創作透過分解、拼湊、重複錯置的生活經驗呈現出多樣華麗的裝置/雕塑。其創作主體圍

繞在人與各種環境交雜衍生的“後結構”狀態，而作品經常以都市中生產活動、人們的日常生活元

素、自然環境…等，用以形塑創作者的思維空間來介入固有之場所。 

本次於竹圍工作室 15 周年展的藝術創作計劃，席時斌以《紅書房-第三世界的藝術勞力》為主題，

撿選出 2009~2010 年間所發表的數件紅色立體創作，透過室內空間裝飾手法，僅以造形與材質之

間呈現一個虛構的場景，當分散的雕塑組件刻意包裝成而成整體空間，這樣生活化接近家庭佈置的

構築思考下，立體創作中造形之於空間的勞動目的，又回到比較慾望、薄淺、直白的矯飾機能。 

《第三世界的藝術勞力》系列來自解拆藝術生產過程中勞力經驗，加以放大、變化、複製、繁瑣的

製作技巧，精心造砌出衝突又迥異的結構布局。使得作品得以形塑出一種華麗的品味，卻又呈現出

破敗的形象。而引領他人進入作者那源自於日常又異於日常的第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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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製作年份 尺寸 媒材 展出方式 

9 張晴文 一五一十：關於竹圍工

作室 

2010 無 文章 文章發表 

作品介紹： 

以此次參展的十五位藝術家為取樣進行訪談，並撰寫專文。透過訪談和研究，呈現竹圍工作室對於

這些藝術家們，以及台灣當代藝術的影響。當年這個被稱為「替代空間」的所在，空間的性質、發

展方向隨著不同階段的需求不斷改變，在文化創意產業成為指標性的文化政策的今天，我們又可以

如何測量竹圍工作室這十五年來在藝術創作和其他相關專業上，對於人才的培養及影響力？曾經走

入這個空間的創作者們自這裡離開之後，去了哪裡？他們又如何看待自己與竹圍工作室的情感與關

係？未來的竹圍工作室，還會有什麼樣的可能？ 

 

 

一五一十：關於竹圍工作室 

撰文／張晴文 

 

I. 

位於淡水的竹圍工作室，原本是佔地 1200 坪的養雞場。因為淡水捷運線的開發被收購部分土

地，留下 800 多坪的空間。1995 年，蕭麗虹、范姜明道、陳正勳以這裡做為陶藝工作室，將其中

無隔間、無柱子的 80 坪空間做為展覽之用，100 坪的廣闊區域則做為工作室。此時，這裡也開始

了「替代空間」性質的展演，也是許多年輕陶藝創作者與跨領域藝術家的工作基地。也正是這一年，

「游移美術館」開始展出，成為竹圍工作室初期極有代表性的系列展覽，直到 1997 年 2 月為止1。 

 

  1997 年 5 月，竹圍工作室登記立案，是台灣第一個由藝術家成立的藝術服務事務所，迄今十

五年推展藝術創作、藝術家駐村、文創相關的國際性工作。而 1997 年夏天開始，竹圍工作室與展

覽活動之間的連結，一改過去藝術家個展形式的「游移美術館」，轉為大量的聯展型態，包括多項

與其他單位合作、當時在台灣崛起且盛行的特定場域（Site-Specific）展覽。 

 

  特定場域展覽強調的即是當代藝術對於展出環境的回應。竹圍工作室的環境與場所狀態，並非

一個個案或者特例，而是這個時代之下城市發展的一個樣本。黃瑞茂曾分析道，竹圍工作室的所在

的高灘地，目前是淡水河沿岸重要的自行車道，但同時也是台北都會區發展過程中，種種都市廢棄

物傾倒的場所。就台北地區而言，淡水河系的淡水河與基隆河的汙染與親水環境，長久以來持續惡

                                                      
1
 「游移美術館」系列展覽，包括莊普〈名字與倉庫〉（1995.5）、陳建北〈行腳〉（1995.7）、賴純純〈心房〉（1995.8）、

黃志陽〈囚〉（1995.10）、湯皇珍〈游移倉庫〉（1996.6）、杜偉〈汙名者的空間〉（1996.10）、李嘉倩〈養雞場中的粉紅

夢〉（1996.11）、蕭麗虹〈家園〉（1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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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淡水河口在一個後工業都市的轉型中，面臨嚴重的河川生態整治問題2，甚至到今天，淡水河

的整治仍然是政治人物選舉必談的議題之一3。 

 

  具備這層地緣背景的竹圍工作室，在 1990 年代後期開始，也藉由參與、策畫相關的展覽，呼

應對於環境與生態的省思，包括 1997 年參與「河流」展、2002 年 10 月與法國獨立策展人卡特

琳．古特（Catherine Grout）共同策畫「城市與河流的交會──竹圍環境藝術節」等。許多在此展

演的藝術家，也有不少回應竹圍地域的創作，例如巫義堅的〈文件六〉（1998）、路德．馬修（Ruud 

Matthes）的駐地交流計畫〈水上人家〉（2007）、吳瑪悧的〈尋找樹梅坑溪〉（2010）等。 

 

  〈尋找樹梅坑溪〉藉由集體創作，沿著竹圍一帶聚落尋訪樹梅坑溪的蹤影，企圖找出都市發展

中失落的河道。吳瑪悧曾在訪談中談到竹圍工作室的位置：「我覺得這個空間滿有趣的。它就在淡

水河邊，周邊都是農田為主的地景。如果過了捷運站，我們又看見竹圍的大樓，剛好是一個很有趣

的反差。竹圍工作室是一個可以讓人沉思整個城市發展的一個很好的場域。它有一個很好的位置，

讓人可以去思考做為一個藝術家怎麼去回應我們所生活的環境。」4 

 

 回顧十五年來的歷史，竹圍工作室在裝置藝術當道、藝術家需要大量自由展演空間的背景下得時

地出現，補足了藝術環境的需求。也正是這種思量環境的意識，一直扣緊了竹圍工作室的發展。它

並非只為了解決眼前的空間需求而暫時性地存在，而是將關懷的重點放在藝術家及更抽象的環境需

求上──做一個對藝術體制有能力觀察、監督，甚至是因應的角色。竹圍工作室所在的環境，面對

的不僅是單純的自然問題，也包括了人治的層面；同樣地，藝術活動社會性的一面，也一直是竹圍

工作室關切的部分，如同黃海鳴在〈竹圍工作室創藝產業網絡基地──談環繞在竹圍工作室及蕭麗

虹的能量綿延網絡〉5一文中指出的，這和竹圍工作室的負責人蕭麗虹熱中投入藝術生態的公共事

務，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如今，儘管「替代空間」這個名詞不再時興，特定場域展覽也已在多年的實踐下變換了內在形

                                                      
2
 黃瑞茂，〈竹圍工作室的在地行動〉，《從邊緣建構另類美學──竹圍工作室 12 年》。台北：竹圍創藝國際有限公司，

2008，頁 62。 
3
 例如 2010 年新北市市長參選人蔡英文在 9 月 8 日提出：「淡水河目前的問題最主要還是汙水處理問題，因為汙水不

處理好，照樣會進入淡水河，整治也沒有辦法有成效。重點在於新北市的汙水接管率要快速完成，特別是在蘇貞昌擔

任縣長時代把主要及次要幹管都建設完成，使得這幾年家戶接管率可以快速成長，希望未來擔任市長四年任內接管率

可達到 60%，這對整個淡水河整治及水質的改善都非常重要。」資料來源：

http://www.facebook.com/home.php?#!/tsaiingwen 
4
 江怡潔採訪，2010 年 8 月 14 日。未公開。 

5
 黃海鳴，〈竹圍工作室創藝產業網絡基地──談環繞在竹圍工作室及蕭麗虹的能量綿延網絡〉，《從邊緣建構另類美學

──竹圍工作室 12 年》。台北：竹圍創藝國際有限公司，2008，頁 12-17。 

http://www.facebook.com/home.php?#!/tsaiing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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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近年來當代藝術創作或者展覽的意識、討論，逐漸從回應土地轉向與人群或觀眾的連結，竹圍

工作室自成立之初對於創作、創意的支持未曾稍歇，它從認識自身的環境開始，深切體認藝術家做

為創作本源的重要性，它因應環境的改變階段性地調整步伐，在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行動交替中，

一直經營下去。 

II. 

  十五年來，什麼樣的藝術家進入竹圍工作室展演，又是為何而來？竹圍工作室的硬體條件和環

境狀況，吸引了適其所需的藝術家前往。許多新興藝術家與策展人在這裡初試啼聲，其中很大的因

素在於這裡沒有禁忌，也支持實驗性。實驗性格可以展現在創作手法、媒材使用、處理空間的方式

上，也可以是總體的創作呈現狀態。1998 年剛從國外回來、在竹圍工作室發表錄像行動〈心〉的

蔡淑惠表示：「凡事起頭難。竹圍的空間性格提供我實驗性的發想、創意有機會可以實踐。」6住在

竹圍的吳俞萱，在一次散步時發現了竹圍工作室：「那時念電影研究所，覺得學校給的刺激不夠大，

或者說，我想像中的詩意生活無法在研究所獲得。我跟蕭麗虹老師說，我沒有錢，但我想念詩、放

電影給陌生的人看。」這就是竹圍工作室 2008 年的「電影讀詩會」。吳俞萱說：「原本第一次在這

裡辦的時候很擔心捷運的聲音會影響電影的播放，但是這裡有自然環境的聲音、有蚊子，反而讓大

家覺得是很特別的經驗。」 

 

  竹圍工作室對年輕藝術家慷慨提供資源，也讓許多不容易得到援助的新興藝術家獲得及時的幫

助。2003 年在竹圍展出「《Streamer》流光幻影」個展的吳達坤說：「年輕藝術家要為一個展覽找

到空間、器材、各種資源的幫助是很難的。很高興當時向蕭麗虹老師提到展覽的概念時，她很支持，

策展人胡朝聖也很支持。在這樣共同的默契、合作下，我們幾乎在不可能的狀況下把展覽完成了。

我們找到科技廠商的贊助、展場隔間也在很多同學、學弟妹幫忙下完成，因為這樣，大家建立起一

種革命情感。」7 

 

  近年，竹圍工作室提供場所，讓年輕藝術家長時間進駐創作。2009 年曾在此駐地創作一個月

的席時斌表示：「來到竹圍正好是我開始創作、比較低潮的一年。那時金融風暴，藝術家的生存相

對受到一些條件的限制。對我來說，在竹圍工作室的這段時間，是難得可以對自己的創作省思的機

會。我認為藝術家應該在不受藝術生產的結構性框架下生產。假使在美術館或者畫廊展出，作品會

有比較嚴苛的審查與展出績效的考量，但竹圍工作室重視藝術家的創作本身、在這裡進行工作的生

活態度、藝術家與創作的關係，這是一個滿大的重點。在這樣的過程中，雖然只是短短一個月的工

                                                      
6
 江怡潔採訪，2010 年 7 月 23 日。未公開。 

7
 江怡潔採訪，2010 年 7 月 27 日。未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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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室與展出計畫，但對我而言幫助很大，它給我一個更大的能量，能夠在下半年的多次發表中，更

有自信地知道某些創作的特性應該勇於被表達出來，而不是受限於目前的藝術生產機制的結構性。」

8 

 

許多藝術家都因為在竹圍工作室的創作、展覽經驗，影響了日後的創作形式。1995 年，莊普

受邀在竹圍工作室發表「游移美術館：名字與倉庫」，是竹圍工作室開張後的首次展覽。莊普認為

這個倉庫型態的空間，像是一個可以收藏物件的地方，於是收集記憶裡面所有的名字，將它們以粉

筆書寫在四周打了格子的灰色牆壁上。莊普說：「我一生的創作都希望能夠把物質架構降到最低，

就是把所有的材料簡化到不能再簡化。粉筆不是一個永久性的物質，很容易就被抹除，對我來講，

這樣的作品好像在精神性方面產生了更強的力量，也對我未來作品裡裝置的空間有些啟發。」92007

年初也曾在竹圍工作室展出的潘羽祐，則從這裡開始了相當個人的創作手法──於牆面上繪製水

墨。他說：「這是一次很特別的經驗。我當時使用的空間是後來身聲劇場的辦公室，在這個空間裡

我創造了個人水墨創作的氛圍。那時候為了因應場域和展覽的圖象延續，我做了壁畫的創作，有別

於一般平面創作的觀感。這壁畫創作受到蕭麗虹老師的青睞，也邀請我做其他空間的壁畫彩繪創作

計畫，開啟了我現在各地駐村的彩繪計畫，以及大型公共藝術設置。」10 

 

  在竹圍工作室進駐四年的身聲劇場，從市區的空間轉移到這裡，也改變了他們創作的狀態。吳

忠良表示：「我們本來在台北的公寓、鐵皮屋，在找到這裡之前也花了兩年的時間在淡水、三芝一

帶找空間，後來有緣來到這裡。從一個密閉的空間，到這個開放、充滿了位置的空間，我們也不知

道可以在這裡完成什麼、會發生什麼事。而現在身聲劇場在這裡設立了大地樂器館，雖然不大，但

是一個很好的孕育的空間。我們都希望作品的首演可以在竹圍工作室發表，因為這是我們生活的地

方。這裡給我們很大的改變，讓我們原本藏在心裡的想法有一個落實的可能。這裡對我們而言像是

孕育理想的地方，在這四年來，它改變了我們一些，我們也創作了一些作品。」11 

 

III. 

  竹圍工作室對於某些藝術家來說，連結了個人經驗與情感。1996 年在此發表〈游移倉庫〉的

湯皇珍，以作品回應這個簡陋又雜揉各種過往痕跡的空間。她邀請觀眾一同以跑跳的方式，穿梭在

這個如同迷宮的場域，這樣的參與過程就像回到小時候的遊戲經驗。「竹圍跟我的關係，始終都是

                                                      
8
 江怡潔採訪，2010 年 7 月 26 日。未發表。 

9
 江怡潔採訪，2010 年 8 月 18 日。未發表。 

10
 江怡潔採訪，2010 年 8 月 4 日。未發表。 

11
 江怡潔採訪，2010 年 7 月 23 日。未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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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就像我們現在面對窗外，看見很多小時候的原生植物還繼續留在竹圍的空間裡。所以我每次

來都好像回到小時候居住的某種氛圍，無論是風動的感覺、炎熱的感覺，還是小時候植物對照的感

覺，都讓我回到一個時空狀態裡，可能是追尋一個過往的記憶，而這記憶連結了一種時空的變遷。

竹圍對我而言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地方。」12 

  

湯皇珍認為，從走出竹圍捷運站一路到竹圍工作室的路程、進入竹圍工作室之後所挑起的記憶

痕跡，到〈游移倉庫〉行動中連結座標構成每個人自我行動狀態的過程，就是一層層的尋訪。同樣

在「尋訪」過程中與竹圍工作室相遇的許拯人，則是先迷了路才找到這個氣味相投的空間。某個晚

上，他為了前來看展一路找尋，「我一直找，後來終於找到，覺得這個地方比較適合做地下祕密組

織。雖然通過涵洞的時候，車胎都給撞破了，但我心情是興奮的。我想起有一次跟羅門聊天，他說

『養鳥不一定要用鳥籠』，這句話說得太好了。就當時台灣的藝術生態來說，要找到這樣的空間很

不容易，在非常態空間展覽，跟我的個性是吻合的，而我對竹圍的第一印象，這裡是野的，與我創

作的狀態也是合的。尤其在一個生態不健全的情況下，機構往往扮演著篩選、宰制藝術家的角色，

但是竹圍工作室沒有強烈的主導意識，它和藝術家的合作關係是比較舒適的，也是比較好的狀態。

今天看來，這裡比較有尊重感。替代空間還是需要經營跟藝術家之間的關係，彼此沒有從屬或者功

利的關係，是比較恰當的。」13 

 

IV. 

  從竹圍工作室的發展，及其與藝術生態、文化政策之間的關係看來，它與幾個在 1980 年代末

陸續成立的替代空間一樣，都是因應藝術家的創作、展覽需求而生，但做為一處閒置再利用的空間，

其運作先於幾項相關的文化政策。身兼演展場所、藝術家工作室、駐村空間的竹圍工作室，在 1990

年代末到 2005 年之間與國家大力推展的幾項政策平行運作──1997 年「鐵路貨運倉之再利用──

鐵道藝術網絡計畫」啟動，1998 年 8 月 20 號倉庫正式開放。1998 年，原為公賣局酒廠的台北華

山藝文特區，在藝文界人是奔走、爭取之下，也轉變成為藝文展演活動的空間，2000 年由中華民

國藝文環境改造協會取得經營權。1999 年視覺藝術聯盟成立，蕭麗虹就參與其中的事務，迄今擔

任過理事長、常務監事、理事、榮譽理事長等職務。在藝術村的政策方面，1997 年 10 月附屬於

文建會的藝術村正式成立籌備處，籌設位於南投縣九九峰山麓的國家藝術村，並於 2000 年開始舉

辦視覺藝術人才出國駐村創作的計畫。這些與藝術空間改造、藝術家駐村相關的環境變化，也都在

竹圍工作室的經營過程中，看見彼此的關連性。 

                                                      
12

 江怡潔採訪，2010 年 8 月 17 日。未發表。 
13

 江怡潔採訪，2010 年 7 月 28 日。未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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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起，文化創意產業正式列為國家重點發展計畫，可說是近年來影響藝術生態最為廣泛

的一項文化政策，竹圍工作室也在 2005 年成立竹圍創藝有限公司，致力當代藝術的育成與推廣。

做為一個民間機構，竹圍工作室向來被劃分為「邊緣」的一群，榮念曾認為「竹圍最突出的地方是

它的邊緣性。在邊緣上的組織通常比較包容。在邊緣上，通常能站在冷靜位置去觀察評議『中心』」

14。竹圍工作室站在邊緣的位置，其實是與中心保持一定的緊密關係。它並不打著徹底反對官方的

旗幟行事，而是在公共事務涉入、合作、觀察、監督之中，決定它的行動方式。 

  

這樣的密切關係在尺度的拿捏上並非易事。然而，這十五年來，一片廢棄的工業地景在蕭麗虹

的經營之下，已經透過藝術文化活動轉變成為文化地景。在竹圍工作室的歷史中，除了可以看見當

代藝術發展的軌跡，同時也可以看到文化政策對於藝文生態的影響和改變。而蕭麗虹就像一位有機

的行動者，在行走藝術文化領域的同時，也警醒地監督政策的走向是否得當。或許正是這樣的敏銳

與動能，讓竹圍工作室在十五年的時間裡能夠歷經不同的角色與功能，在每個階段找到屬於它自身

的位置。 

 

 

 

 

 

 

 

 

 

 

 

 

 

 

 

 

 

 

 

 

                                                      
14

 〈榮念曾訪談〉，《從邊緣建構另類美學──竹圍工作室 12 年》。台北：竹圍創藝國際有限公司，2008，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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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製作年份 尺寸 媒材 展出方式 

10 莊普 石與花 2010 170x140x165cm 複合媒材 裝置 

 

作品創作理念： 

自然包括了一切物象，而純粹物象才能表達真正的自然。我們所見的一切都是變幻而在消逝的，藝

術的可貴在於它能替生活面貌留影，抓住了人性中的共同情懷，呈現自然所有的變幻和消逝的再

生。這也是藝術抓住了時代感，同時又是不朽力量的所在。 

我把所有的才華投入我的生活裏，放在我作品中的只是我的能力。 

藝術創作可以一方面是自發，另一方面又是受習俗制約的；一方面為了溝通，另一方面又隱而不露。

藝術家可以同時是自戀和自厭的。這種矛盾與規定取決於形式、直觀邏輯、對話真理或歷史理性。 

藝術家或許不是具有明顯意圖的道德家，藝術家所關心的也許只是如何傾聽及表達自己生命內部的

景觀，即便是哭喊或叫囂憤怒的聲音，都是一種表達的形式，描述了一種思想與情感的過程，也就

是人對宇宙及其它生命體的覺察與回應。 

無論是激辯地詭譎地臆測或推想，物質的精神的，形而上形而下等，藝術家都企圖想精細地透過「作

品」去傳達；一個隨手俯拾都是珠玉的世界或某種可以被接觸到的東西──讓眼前流轉的各種事物

或名字於記憶的洪流中成為歷史──經驗的、模糊的、粗略的、混亂的、隱匿的、不確定性的暫時

地凝固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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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製作年份 尺寸 媒材 展出方式 

11 許拯人 以藝術之名 2010 無 複合媒材 裝置 

創作理念： 

許拯人以愛情來比擬他的藝術創作：「創作是圖像性的東西應該是有不同的可能性，語言跟文字這

種表述性的東西本身就有侷限性，你要用有侷限性的東西去表達有多種可能性的圖像我不覺得是妥

當的，反而會扼殺了可能性。當代藝術作品，文字和圖像的交集有標題就已足夠，標題有一個發展

的空間，可以看到作品繁衍的東西。文本性說明文字反而定調了你的描述，圖像和文字於此存在這

種矛盾。藝術有時候往往跟愛情很像，深刻裡的，一說便破，破了便乏味了。如何去作觀想完全在

於個人。」藝術家的詮釋賦予作品高度的自主性和聯想空間，透過觀者不一樣的生命經驗和美感經

驗有不同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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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製作年份 尺寸 媒材 展出方式 

12 陳愷璜 「複製島」、「Mr. 

Relax」文件展出 

2010 無 複合媒材 裝置 

創作理念 

長期在『文化測量』*創作計畫中：持續關注在美學與權力機制（微政治性）之間的架構、詩性主

體、環境與人的交互機制、…等面向的廣義權力性測度；複合運用總體的創作介面語彙。當代的變

異致使創作最終都在影像世界中匿跡、隱沒、…。失掉了真正得以被看見『文化測量』的社會介入

面向。因為『文化測量』並不建立於以批判來直接作為創作的目的。如今『文化測量』嘗試以拋出

關於影像機制之創作要件、方案、計畫來揭露並証成社會總體實態。 

*『文化測量』係從 1988 年開始至今的創作主軸觀念：圍繞在與人有關的總體社會之環境、場域與機制之藝術觀念探

究與介入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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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製作年份 尺寸 媒材 展出方式 

13 湯皇珍 大風吹─遠行者的

日誌〈卷二〉 

2010 無 複合媒材 裝置、演出 

作品理念： 

當─湯皇珍說：「生命中的知己出發去尋找藝術，此後行蹤不明…」，幸好遠行的人尚帶著問卷遠走，

於是湯皇珍藉問卷進行追蹤，靠著願意回答問卷的協尋者傳遞尋找這位因找尋藝術而遠行無蹤的好

朋友。「旅行九─遠行的人」(I Go Traveling IX / The Sojourner)就在作者尋人的哀隱中展開。 
尋人的曲折，如同傳統「工作」定義忽略了心智的工作狀態，使得無法被量化的「工作」─諸如「藝

術創作」被排除於「工作」之外，藝術家就從這個高度分工的社會中被放逐了。同時，資本主義讓

我們相信：「一個人的才智、品德可以用金錢衡量」，在這個邏輯下，藝術家因為「產值」的另類化，

是否歸於品德、才能低落、無法納入「社會生產」應該被淘汰？甚至，工作等同收入，收入多寡代

表身分高低，資本主義所塑造的無盡消費循環以及金錢位階在在扭曲了我們的生之意義。羅蘭．巴

特（Roland Barthes）說：「哀隱，源於有口難言、詞不達意。」 

「藝術創作」的非消費性、非實利動機的特殊性，是否正醞釀著下一波對社會語言結構的再擴充，

對社會體制的質變進行再衝撞？「藝術家」成為這個命題的關鍵尋求者。 

伴隨著問卷的填寫，「特別的尋訪」開始，四重的旅行被建構出來。第一，遠行的人出發尋找藝術；

第二，作者出發去尋找遠行的人；第三，協尋的人對問卷上問題答案的尋找；第四，如果作者正是

遠行的人─是被藝術尋找的藝術家，那麼這是一場奇特的自我尋求與回問。當她越走越遠，遇到的

人越來越多，問題也逐漸蒸騰，像一股風動，越拔越高： 藝術的界定，創作的過程，工作、收入、

職項、專業、身分認同以及藝術的社會性最終都剝離了外衣，遠 行 的 人 泅 泳 至 寓 言 底 層 回到

赤裸裸的哲學元素、生活目標、生命奧義，回到藝術最真切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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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製作年份 尺寸 媒材 展出方式 

14 潘羽祐 竹林棲閑 2010 256X624cm 壓克力顏料 壁面彩繪 

 

創作理念： 

僵固方正的空間結構限制了都市人的自由。撥雲不再見日，而是巨大的鋼筋水泥巨獸，正逐

漸吞食真實的自我。城市的喧囂與庸人自擾，竹林中角色的悠閒與怡然自得，兩者相互對比

下顯得既矛盾又突兀。魏晉古人隱蔽山林，品茗飲酒、吟詩作賦暢敘幽情，謂之「賢」。而

現代人在都市鋼筋水泥巨獸的壓迫下，找到殘存的自然環境，在人工營造的假意山水中，試

圖尋回最質樸的純真自我，吐露壓抑的聲息，謂之「閑」。究竟，都市的人們，所追求的是

怎樣的生活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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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製作年份 尺寸 媒材 展出方式 

15 蔡淑惠 心 2010 無 綜合媒材 裝置 

作品介紹： 

節錄謝東山「台灣當代藝術」：〈心〉則結合了「祭場式的空間，聖像化的符號，迷藥般的音效，歧

異性的影像，和儀典性的肢體演出」，〈註〉以女性的觀點對人性之生死愛欲糾葛做了主觀的詮釋。

兩位舞者的肢體演出，初模仿昆蟲求偶之姿，表現原始生物層面的性意識，終以太極拳陰陽和鳴的

語言，象徵兩性推至精神面的互動。而數百顆大小不一的燈泡組成的心形，作為祭場背景的聖像符

號，在表演過程中透過不同光像組合擬仿心臟的收縮跳動。」蔡淑惠的身體藝術中，對性別意識上

著墨甚多，肢體本身動作姿態、場域氣氛的塑造都是她身體藝術的特點，透過作者有意安排的層次，

作品裡的表演、情節性更突顯身體本身的張力。 

註：石瑞仁，＜「水之空間‧性之祭場」－解讀蔡淑惠的竹圍個展＞，藝術家，275 期(1998.4)，頁

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