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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內容 

 
我（藝術家陳界仁）因受邀參加美國「紐奧良雙年展」，同時

應邀於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2 日赴紐奧良參加展覽開幕。為取 

得美國簽證，我於 2008 年 9 月 23 日上午 12 點 45 分至「美國

在台協會」（AIT）辦理非移民簽證（觀光／商務簽證）。本人

因正忙於製作參展作品，所以英文申請表格由旅行社代填。當

我交付相關文件予美國在台協會面試官時，面試官口氣不耐地

指責表格填寫錯誤，要求修改過後再次遞交。我因為不黯英

文，修改其中錯誤時並未察覺還有遺漏。在我二度遞交文件

時，面試官語帶不屑地譏問：「你不會去看外面的中文說明

嗎？」當我開口詢問他何處填寫有誤，這位口操標準國語的華

人男性面試官，盛氣凌人地大聲怒斥：「你給我過來，你要跟

我爭辯嗎？我懷疑你是要偷渡！」 註 1 

 
打開藝術家陳界仁的部落格，直接映入眼簾的即為「我懷疑你

是要偷渡！」八個大字，整個部落格由四個部分所組成，第一部分

即為陳界仁本人的聲明，在八個大字底下，為「我相信『人』最基

本的尊嚴，要先靠自己去爭取。」接下來解說整個事件的緣由，部

落格中另外有：第二部分話語權、第三部分對美國的再認識（歡迎

讀者提供相關文章連結）、第四部分回應與討論、第五部分十月一

至二日具爭議性留言。並在部落格的左列特別強調，徵求部落格讀

者的美國簽證經驗，以及對美國的再認識。想當然充斥著不同的意

見，不以為然者，認為是藝術工作者本身的問題，並詳列如何才能

通過關卡者，或質疑藝術工作者本身的立場與作為者，或者列舉自 

己成功的經驗，質疑根本為一入境者單獨搞不清楚狀況下的事件， 



站在 AIT 及統治者的立場理解。 

 
其他類似的經驗相當憤憤不平者，不少讀者開始詳述如何被美

國簽證官刁難的過程，檢視華裔的簽證官與美裔的簽證官的心態。

被拒絕發與美簽的經驗中，有著：沒有任何理由、沒有回答、沒有

申訴管道、簽證費用  4300  台幣不予退還、你再問我就叫警衛等字

眼。另有極少數的讀者則提到，台灣的官方也用和美方類似的態

度，面對東南亞及大陸的配偶及移工，手法甚至更為粗糙惡劣。

數日之間，數百封留言與回應出現在部落格上，也引起了媒體的注意。 

 
2008 年 9 月 30 日陳界仁上電視了，不是因為藝術創作，而是 

“藝術家的遭遇”成為新聞事件，AIT 並以新聞稿回應此一事件並

非事實，2009 年 6 月，在威尼斯雙年展上展出他的新作—《帝國邊

界》。《帝國邊界》為一影像形式，分成 Ι、ΙΙ，帝國邊界 Ι 開頭即為

類似美國在台協會的場景，多位女性站在窗口，以第一人稱敘述被

美方拒發簽證的經驗，陳述時語氣平緩、面無表情，但內容多充滿

被簽證官自由心證的質疑的歧視與壓抑經驗。帝國邊界 ΙΙ 則為多名

婦女站立於台灣機場出入境窗口外，同樣以第一人稱敘述，自己如

何被台灣官方羞辱，並且詢問私密、瑣碎且不合常理的問題，例如：

夫妻之間的性事、家中物品的位置等等，以及取得台灣身分證需要

八年的時間，和其中遭遇到的不合理追問，所有的婦女皆為嫁至台

灣的中國籍配偶。 

 
為甚麼作品要分為兩線發展？《帝國邊界》創作中，具體呈現

的台灣人入境美國、以及中國籍配偶入境台灣的簽證過程，這樣的

過程反應了台灣雙邊的矛盾：一邊強權壓制下的被壓抑及忽視的日

常規則；另一邊則為自視為強權的帝國心態。跨國資本主義之下，

劇烈的全球流動成為常態情境，一切被視為商品的東西，皆可流

動。不只是美國生產的產品，在台灣能夠買得到而已，而是更細緻

的──美國設計、台灣管理、大陸生產的跨國生產線模式，商品為

了在市場中生產出最高的毛利，在各國各區域尋找最划算廉價的材

料、人力，勞力也被視為可被交換商品，成為不能不流動的一份子。高

階的勞工例如：台灣出身台灣培養的人力、前往中國成為管理階層、

為日本公司效力，這是在台常見的台商現象。 

 
但在台灣另一種常見的流動者，則為另一極端的弱勢與低階勞

動者，例如：跨國婚姻下，遠嫁台灣的東南亞籍、中國籍配偶等外

籍配偶，另一種則為大型工程中引進的泰籍、印尼籍勞工，以及在 



家庭中成為替代人力的菲籍、印尼籍勞工。國與國之間的流動者，

有條件有資本者可通商通學，另一則為相對低價，具有交換價值商

品的女性與低階勞動者，成為兩端極不同和不平等的現象，“遷移”

是權力也是一種不得不為的壓迫。在菲律賓，受過教育的女性寧願

接受不合理的契約，遠赴他國當女傭，因為本國的經濟結構，追逐

本身勞力更高資本價值，成為流動者可以說是自願，但同時也被流

動的資本壓迫，不得不遠離自己的家鄉：這樣移動的過程，不得不

說為跨國資本主義成因下的具體現象，尤其因為環境低劣而不得不

遠離家鄉的移動人口，更成為民族國家－地域統治者眼中的不穩定

分子，被想像為貧民窟、掏金者與不法勾當。 

 
這樣狹義的想像與心態，也就反映在國與國之間的關卡上：機

場、海關、駐外單位、入境過程都成為一可被解讀的鏡子，霸權國

家對邊緣國家的偏見，邊緣國家對強權的統治者心態的內化，都被

具體的呈現。台灣身為一相對的邊緣國家，一方為美國經濟與政治

上的掌控，一方也以霸權的姿態對待外籍移工及外籍配偶，對美國

不惜矮化自己、讓統治者心態內化的解讀種種不合理的現象，並視

為常理；對外籍配偶及勞工，則以歧視的觀點層層防備，矛盾的心

態在此創作雙邊對照下顯露無遺。 

 
另一方面，美國對於台灣，也以台灣對待外籍勞工的心態與方

式對待，就算為一多種族國家，仍對「發展中國家、亞裔」這樣的

雙重身分存疑：本人親自面試、出示財力證明、詳細的身分審查、

不需要具體說明，即可駁回入境申請，沒有申訴管道，種種措施與

台灣對待外籍配偶及勞工心態不謀而合，為什麼藝術家要生氣？因

為身為台灣人，他發現隱藏在種種入境規則中美國對待台灣人的歧

視。為什麼要有另一段影片的說明？因為在種種問題之下，台灣對

待外籍配偶的偏見也顯現無遺，「不對等關係」在國與國的關卡間被

日常化，帝國從來不曾消弭，反而在邊境的窗口顯現。 

 
陳界仁的影像一方面維持他一貫的風格，以黑白來冷處理這樣

尖銳的質疑，一方面在影片中以半壓抑的口吻控述的女性，卻凸顯

了其中的暗流，沒有表情其實更是另一種被掩蓋的情緒，帝國邊境

的箝制，被藝術家以精準的畫面具體展現在觀者的面前，口語的簡

單敘述，則具有與觀者對話的感染力，陳界仁以自身的經驗做為發

想，無疑觸碰到每個觀者可理解的心態，不但在視覺美感上維持他

的平衡，也在影像上多所暗示，不論是審查窗口的影像，或者是站

在本國視角往外看外籍配偶，都顯現出他的企圖。此外他所經營的 



 部落格中，讀者所有的回應也相當程度的反映了台灣人民對待美國

霸權的思考，或許也刺激了一般民眾對美國的不同想像。補充一

點：美國公民入境台灣不需要簽證、不需要身分審查、不需要財產

證明、不需要按下指紋。對照最近美國牛進口的風波，交換赴美免

簽證的事件，藝術家選擇此一角度發聲，也就不得不顯得精準而切

中要害了。 

 

 

注釋 

1. 我懷疑你是要偷渡 抗議美國在台協會（AIT）面試官的語言

暴 力 以 及 將 為 此 而 做 的 創 作 計 畫 ， 2009/1018 
http://ccjonstrike.blogspot.com/ 

2. 本文受 陳香君老師啟發和提供資料，特此說明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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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審評語： 

文字精練、口氣果敢，有一種新的政治正確性而帶有目前少有的自信。一方面來

自對於社會不平等現象的深刻認知、相關理論的熟悉，另一方面也來自陳界仁對

於某類社會現象的藝術手法已經相當成熟與明確，已經有了相關的評論。文中隱

約出現的個人化的細膩詮釋，補充了太過社會學式的論述，但似乎應該對陳界仁

的作品有更細膩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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