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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期《展覽健忘症 Exhibition Amnesia》 

 

• 發刊時間:2023 年 10 月 15 日 

• 主編：林宏璋 

• 作者：林志明 、吉田美彌（Miya Yoshida）、陳泰松。 

• 推廣活動： 

 

場次名稱  時間  參與者  備註 

Curatography #10 讀書

會：展覽健忘症，或思辨

策展的機制 

2023 年

11 月 11

日 

導讀Ո：林宏璋  

 

讀本：喬治

独阿甘本

《何謂機

制》 

Curatography #10 發刊活

動 

2023 年

11 月 25

日 

與談人：林宏璋、林志

明 、吉田美彌、陳泰松 

主持人：鍾昱儂 

線上直播活

動 

《策展學-展覽健忘症》 論

壇：機制與思辨策展 
2023 年

12 月 17

日 

與談人:林宏璋（策展

人）、林志明（藝評人）、

陳泰松（藝評人） 

主持人：羅秀芝（策展人） 

地點：臺灣

當代文化實

驗場 C-LAB 

 

第 10 期《展覽健忘症》文章簡介： 

 

〈介紹：展覽健忘症，或，思辨策展的機制〉／林宏璋 

文章網址：https://curatography.org/zh/10-0-zh/ 

本篇文章，作者邀請讀者探索當代的展覽健忘症。在當今的策展文化中，舉辦一場新的轟

動性展覽的願望是如此強烈，以至於過往展覽被忽視、遺忘。展覽健忘症可歸因於地緣政

治和種族的邊緣性，這也反映了主體認識論邊界的無法界定。健忘症透過權力機制

(apparatuses)對主體位置的佈署而運行，從而成為一種文化症狀。 

 

由此深入而言，「機制」始終與權力動態交織在一起，同時也與知識的特定邊界、認識界

（episteme field）相聯繫，源於知識又約束知識。從本質上講，機制可以被定義為一組

管理由特定形式的知識所培養的力量關係的策略。(完整文章請見附件) 



 

 

〈介紹：展覽健忘症，或，思辨策展的機制〉的中文（上）與英文（下）截圖。 

 

  



〈如何建立展覽檔案：一個由生成研究角度出發的初步提議〉／林志明 

文章網址：https://curatography.org/zh/10-1-zh/ 

林志明的文章從文學生成理論的角度何以建立展覽檔案，提供初步構想，討論了檔案與策

展知識的關係。他將包括展覽畫冊、策展論述、作品介紹及相關研究在內的種種展覽文本

與實體展覽進行區辨。呼籲人們思考建構機構展覽檔案的複雜性和必要性，探索了策展過

程中的治療和照護，並避免落入檔案拜物（archive festishism）的情境。(完整文章請

見附件) 

 



 

〈如何建立展覽檔案：一個由生成研究角度出發的初步提議〉的中文（上）與英文（下）截

圖。 

 

  



〈重新表述的展覽建構〉／吉田美彌 Miya Yoshida 

文章網址：https://curatography.org/zh/10-2-zh/ 

本篇文章，吉田美彌以她近期的展覽計畫《聆聽石頭》為出發點，深入討論了在策展實踐

中的「注意力經濟」（attention economy）。透過哲學家西蒙東作為本體存有的「個體

化」概念，重新評估各種時間性的注意力形式，將思辨性策展視為展覽製作的工具和建築

結構。為應對當下的展覽意義，吉田美彌運用「詩學」（Poiesis）來推動展覽體驗的演

進。(完整文章請見附件) 

 



 

〈重新表述的展覽建構̼的中文（上）與英文（下）截圖。 

 

  



〈口傳、元語言迷霧及其健忘症〉／陳泰松 

文章網址：https://curatography.org/zh/10-3-zh/ 

陳泰松的文章提到自後現代以來，元敘事的藝術語言強化了傳統藝術語言，使得當代展覽

在這樣的情境中，彷彿成為一種表徵再現的敘事內鏡（mise en abyme）。這種自我遺

忘，演變成謝德慶和蒂諾·塞加爾（Tino Seghal）等當代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採用的藝

術策略。然而，這種策略矛盾之處在於，它需要觀眾甚至藝術家本人遺忘藝術，從而改變

藝術本身。這種雙重健忘導致了一種以消失為中心（而非在場）的藝術形式，其中，持續

的缺席成為展覽的本質。(完整文章請見附件) 

 



 

〈口傳、元語言迷霧及其健忘症〉的中文（上）與英文（下）截圖。 

 

  



第 10 期《展覽健忘症》活動紀錄： 

 

2023/11/11「Curatography #10 讀書會：展覽健忘症，或思辨策展的機制」活動現場： 

 

 



2023/11/25「Curatography #10 發刊活動」直播現場： 

 

 

 



 

2023/12/17「《策展學-展覽健忘症》 論壇：機制與思辨策展」活動現場： 

 

 

 

  



第 11 期《本體認識論的繁盛倫理 Ethics of Flourishing Onto-Epistemologies》 

 

• 發刊時間:2023 年 3 月 1 日 

• 主編：羅秀芝 

• 作者：索拉育独艾姆·烏亞育特（Sorayut Aiem-UeaYut） 、阿佑斯独波宛吉

（Ayos Purwoaji）、潘．塞瑞培格納（Pen Sereypagna）、烏斯．里諾（Vuth 

Lyno） 

• 推廣活動： 

 

場次名稱  時間  參與者  備註 

Curatography #11 星叢結

社 Constellation 

Assembly 

2023 年 3 月

23 日 

與談人：羅秀芝(策展人)、林

介文（藝術家）、李紫彤（藝

術家）、Giada Olivotto（策

展人） 

地點：立方

計劃空間 

Curatography #11 發刊活

動 

2023 年 4月

27 日 
與談人：羅秀芝、索拉育独艾

姆·烏亞育特、阿佑斯独波宛
吉、潘．塞瑞培格納、烏斯．

里諾 

 

線上直播活

動 

Curatography #11 策展學

實體座談: 藝術，在當代的

天空下，原住民的土地上 

2023 年 5 月

18日 

與談人：尤瑪·達陸（藝術

家）、徐文瑞（策展人）、羅

秀芝（策展人） 

 

地點：鳳甲

美術館 

 

 

第 11 期《本體認識論的繁盛倫理》文章簡介： 

〈介紹：本體認識論的繁盛倫理〉／羅秀芝 

文章網址：https://curatography.org/zh/11-0-zh/ 

本篇文章，作者邀請讀者探索當代策展實踐的問題意識。策展被視為一種認識論的技術，

甚至可以說，是爭辯本體論政治的舞台。在當代藝術中，與本體知識論相關的研究已經成

為策展人、藝術評論者和藝術家們討論的核心議題。相較於傳統藝術著重於美感、風格和

流派，當代藝術不僅與科學一樣能夠提供客觀的知識，成為建構認識論的基礎；並且，藝

術的認知方式也不同於理性主義的知識建構，而是直面惰性思維，開闢了以各種感官體驗

為基礎的認知結構新視野。(完整文章請見附件) 

 



 

 

〈介紹：本體認識論的繁盛倫理〉的中文（上）與英文（下）截圖。 

 



〈一篇關於 2023 年清萊雙年展「開放世界」的紀事〉／索拉育独艾姆·烏亞育特
（Sorayut Aiem-UeaYut） 

文章網址：https://curatography.org/zh/11-1-zh/ 

索拉育独艾姆·烏亞育特（Sorayut Aiem-UeaYut）的文章從雙年展形式在泰國的發展脈

絡，探討該國政治與美學的關係，並以清邁舉行的 2023 年泰國雙年展為例，分析泰國當

代藝術如何在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全球現代化思潮、抵抗威權的思維和促進藝術民主化的

行動之間掙扎，並以期待一個以美學平等為基礎的民主的藝術想像的未來作結。 

 



 

〈一篇關於 2023 年清萊雙年展「開放世界」的紀事〉的中文（上）與英文（下）截圖。 

 

  



〈超越展覽：印尼藝術雙年展的演變趨勢〉／阿佑斯独波宛吉 (Ayos Purwoaji) 

文章網址：https://curatography.org/zh/11-2-zh/ 

阿佑斯独波宛吉（Ayos Purwoaji）以 2023 年裡，印尼同時發生的三場藝術雙年展，包括

第 17 屆日惹雙年展（Biennale Jogja）、第 10 屆東爪哇雙年展（Biennale Jatim）和

第 5 屆望加錫雙年展（Biennale Makassar）為例，以知識生產的解殖化並強調在地知識

為基礎，將藝術雙年展視為社會編舞（social choreography），亦即透過藝術展演提供

美學經驗，同時建立新的社會結構與社會關係。(完整文章請見附件) 

 



 

〈超越展覽：印尼藝術雙年展的演變趨勢〉的中文（上）與英文（下）截圖。 

 

  



 

〈流動的論述: 以金邊為對話的流體〉／潘．塞瑞培格納（Pen Sereypagna）和 烏斯．里

諾（Vuth Lyno） 

文章網址：https://curatography.org/zh/11-3-zh/ 

潘．塞瑞培格納（Pen Sereypagna）和烏斯．里諾（Vuth Lyno）則是以《流體：金邊藝

術與城市節 2019》（Currents: Phnom Penh Arts and Urban Festival 2019）為例，視

城市為一個不單只是物理上的流體，甚至是思想、對話、懸念、還有慾望的流動主體，並

將整個展演視為與城市的對話。運用藝術重建空間秩序與感知，並將城市化為觀看、認

識、記憶和再現的流體，以作為社會實踐和改革的基礎。(完整文章請見附件) 

 



 

〈流動的論述: 以金邊為對話的流體〉的中文（上）與英文（下）截圖。 

 

  



第 11 期《本體認識論的繁盛倫理》活動紀錄： 

 

2024/03/12「星叢結社 Constellation Assembly」活動現場： 

 

 

 

 



2024/04/27「Curatography #11 發刊活動」直播現場： 

 

 

 

 



2024/05/18「策展學實體座談: 藝術，在當代的天空下，原住民的土地上」活動現場： 

 

 

 



第 12 期《亞洲的草根展覽份子 Grassroots Curating in Asia》 

 

• 發刊時間:2024 年 6 月 15 日 

• 主編：陳璽安 

• 作者：吳思鋒、楊紫、安努舒卡．拉堅德蘭（Anushka Rajendran） 

• 推廣活動： 

 

場次名稱  時間  參與者  備註 

Curatography #12 發刊活

動 

2024年 8月

17 日 

與談人：陳璽安(策展人)、 

Anushka Rajendran （策展

人）、林宏璋（策展人） 

線上直播活

動 

Curatography #12 中文論

壇 

2024年 8月

16 日 

與談人：吳思鋒 （藝評

人）、楊紫（藝評人）、陳璽

安(策展人)、林宏璋（策展

人） 

線上直播活

動 

Curatography #12 讀書會 2024年 9月

1日 

導讀人：羅秀芝（策展人） 

 

地點：不存

在劇場 

 

 

 

〈介紹：亞洲的草根展覽份子〉／陳璽安 

文章網址：https://curatography.org/zh/12-zh/ 

「草根展覽」乍聽之下，將草根與展覽相提並論，似乎並不自然——特別是當我們將展覽

性的理解固定在西方的現代創制之內。 

然而某些案例的激進主義都根植於本社區特定的地緣歷史，在吸引廣泛年齡層的本地觀眾

同時，也保持著激進的議程。雖然他們的模式確實巧妙地平衡了展覽實踐與激進政治，作

為一種策展方法或許難以複製，不過，我們還是偶爾能看到大型雙年展上嘗試對這些草根

展覽館的吸納。這種吸納並非是直接挪用草根展覽館的模式，而是通過雙年展的藝術家在

特定項目上與社區博物館的合作來實現這一點。本期《策展學》邀請作者探討有關亞洲草

根展覽實踐的案例。 



 

 

〈介紹：亞洲的草根展覽份子〉的中文（上）與英文（下）截圖。 

 

 

 



〈步行，城市與劇場：論澳門藝術團體「足跡」的行街演出〉／吳思峰 

文章網址：https://curatography.org/zh/12-1-zh/ 

常駐花蓮的劇評人吳思鋒探索了在高速發展、集體記憶消失的城市中，自 2001 年成立的

澳門表演藝術團體足跡長達 20 年的行街演出實踐。這些特定場地的作品，透過活化檔案

和口述史，甚至結合展覽元素，將城市歷史變遷製作為一種感官體驗，從而挑戰傳統劇場

設置，並促使觀眾重新評估城市空間。 

 



 

〈步行，城市與劇場：論澳門藝術團體「足跡」的行街演出〉的中文（上）與英文（下）截

圖。 

 

〈北京的同志與藝術：NGO場景與個人策展實踐的反思〉／楊紫 

文章網址：https://curatography.org/zh/12-2-zh/ 

北京策展人楊紫回顧了他最初在同志 NGO基層工作時策展「別独性：中國首屆多元性別藝

術展」的經歷，也是 2009 年的一次社會工作與策展方法的交匯。在這則批判性的自我剖

析中，楊紫深受其年長的草根同志社群的啟發，這批友人從生活經驗中摸索出真正非教條

式的見解，發展出有韌性的知識批判實踐，從而成為這則思想探索最有魅力的部分。 



 

 

〈北京的同志與藝術：NGO場景與個人策展實踐的反思〉的中文（上）與英文（下）截圖。 

 

 



〈思索藝術煉金術：對科欽–穆吉里斯雙年展藝術家策展模式的反思〉／安努舒卡．拉堅德

蘭（Anushka Rajendran） 

文章網址：https://curatography.org/zh/12-3-zh/ 

文章聚焦在分析科欽–穆吉里斯雙年展這個自 2012 年起已有十多年歷史的藝術家運營的

展覽平台，並將這個獨特的機構特質置於更廣泛的南亞策展史當中。作者強調了雙年展所

選擇的一條非正統的藝術家–策展人模式。文章追溯了創辦人之一，同樣也是本地藝術家

的博斯．克里希納馬查里（Bose Krishnamachari）在 2000 年代初的展覽製作上採取的反

精英手勢。拉堅德蘭指出，他組織聯展時的「廣泛邀請」好客模式，對常規化的作者–策

展人風格形成明顯的反差和對比。這點同時也部分預示了雙年展如何果斷從流行在上一代

之間的印度當代藝術大展逃逸出來。 

 



 

〈思索藝術煉金術：對科欽–穆吉里斯雙年展藝術家策展模式的反思〉的中文（上）與英文

（下）截圖。 

 

  



第 11 期《本體認識論的繁盛倫理》活動紀錄： 

2024/08/17「Curatography #12 發刊活動」直播現場： 

 

 

 

 



2024/08/16「Curatography #12 中文論壇」直播現場： 

 

 

 

 



2024/09/01「Curatography #12 讀書會」活動現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