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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擅於把傳統、文化、社會議題、生活人文等，轉換成視覺、聽

覺等其他感官模式的表述，觸動人心與喚醒意識。一場當代藝術展覽的

洗禮，一次公共藝術的投入感動，常給人們深層思考的機會，也許是對

心靈與生活現狀的反思，抑或純粹感官享受美好的藝術饗宴，當生活注

入藝術活水，一切正開始改變……

Q  視覺藝術家牛俊強的藝術創作與展覽分享

我的創作源自一個感性的核心，是來自於

我對周遭發生的事情、生命的情感有許多感

觸與看法。那時我剛剛結束一段情感，一切

處於「等待」，所以我一直在思考「遇見」

這種感覺，進而讓我思考出「即使她們從未

相見」這檔展覽的雛型。

我先選定了八位參與者，透過我的攝影

手法，讓她們彼此之間像是相隔遙遠的一對

朋友，有點像在寫一封信給一個還未遇見的 
對方。

這八位參與者分別是四個美國女生、四個台灣女生，彼此從未見過

面，僅看著對方的照片，想像的講述出一段與對方發生的事情。在影

像之外，他們是不認識的；但在影像之內，他們是熟悉。我把八位參

與者照片放在桌上，她們自行挑選有興趣的人物照片、切入點，去討

論對方的故事。讓八位參與者自由發揮，保留我本身創作的「不可預

期性」。透過這樣藝術參與的過程，我想要傳遞的是一種「人和人遇

見的機緣」，捕捉命運中不可預知的部分。

參與者在虛構對方的時候，其實也是依自己的生命經驗去形塑對方。

除了照片、裝置，這檔展覽更讓我把八位參與者訪談側拍，剪輯成電

影版本，參加影展。

視覺藝術家 牛俊強 策展人 許峰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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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兩位藝術家曾參與的公共藝術企劃，其內
容介紹、欲傳遞給大衆的表徵符號、訊息？

●牛俊強：
應信義誠品 art studio 邀請，我策劃這檔名

為「一句」的展覽。在一個人群流動量大的

商業書店，我用我擅長的藝術創作方式，為

我邀請的參與者拍照，拍照的同時我也要去

紀錄當下對參與者的感覺。每日約有二十名

參與這個計畫的觀眾到現場，我請他們帶上

一本自己喜歡的書，在場隨機翻出一頁並從

中挑選出一句話寫在紙上，接著我再寫下我

看到這名觀眾時的感覺。除非這位觀眾後來

又再回頭看一次這個展，才會看到我寫下對

他的印象的一句話，這是很私人的，屬於藝

術家和他獨有的對話。對參與的觀眾來說，

他其實很驚訝透自己的外在所透露給我的訊

息，我會如此的詮釋。

純粹來看展的觀眾，則會發現這場展覽，

並不那麼有距離或是壁壘分明的美學藝術。

我將紙張、相片單純貼在這個空間四周牆

上，沒有裱框、沒有設阻隔線，民眾逛著書

店，自然而然就跨進這個場域，隨手去翻閱

牆上的紙張與照片。這算是我與觀眾接觸最

密集的一次。

印象中，一位參與計畫的民眾，寫下李維

菁「老派約會的必要」其中一句「沒有千鈞

一髮的相遇，只有差之毫釐的錯過。」這句

話當下似乎完全穿透了我所有感覺，這種並

非相識在前、未經過任何的安排，卻在展覽

交換過程中得到心靈上的相遇契合，我覺得

很奇妙。

●許峰瑞：
近 期 策 展 計 畫「DisOrder/ Exhibition/ in 

Order 展．歐德．展」，邀請了六位藝術家，

透過不同的方式邀請民眾進入他們的藝術創

作。這些方法親切且貼近生活，像是邀請民

眾到展場吃吃喝喝，品味體驗每一位藝術家

的作品，希望藉由展覽傳遞一種生活的樣

貌，如何讓當代藝術走進大眾，是這檔展覽

思考的問題。

黃博志《外送》、張恩滿《蝸牛料理影音

訪談計畫：台九線篇》、吳耿禎《尋找看展

覽的人》、周育正《藝術銀行：一個官方方

案》、賴駿杰《說書人計畫》、林怡君《如

果它成了你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六位藝術

家與他們的創作，透過展覽機制的交換，重

新討論藝術語言。

這是拆解一場展覽的過程，重點在於創

造一個空間，讓民眾可以在裡面遊戲，著重

的是參與每場遊戲的過程。近年台灣社會常

在討論的是「藝術生產」，並不單只在藝術

展覽後的文本蒐集與出版，而是將藝術家創

作、生產出的東西，透過交易而流通，讓藝

術家不只在自己的邏輯內創作，而是透過交

易與民眾溝通互動。

展覽中的「藝術家聊天室」，就是讓藝

術家直接在場向觀眾介紹自己的作品。如，

藝術家吳耿禎，跳脫既定熟悉的剪紙藝術，

重新給自己新的藝術定位。離開工作室的耿

禎化身成一位銷售員，到街上讓民眾填答問

卷，問卷題目討論的是藝術。在路上找民眾

要談藝術的時候，耿禎常被人打槍，民眾誤

會地拒絕他推銷商品，好玩的點在於耿禎因

此反思，當藝術家走出美術館時，光環與定

位在哪裡？藝術這回事，似乎就很難讓人明

白而產生距離。

牛俊強—信義誠品Art Studio「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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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俊強：
公共藝術並不僅是個雕塑品、裝置藝術，

重點在於它的公共性且參與社會的過程。九

O 年代美國出現的「新類型公共藝術」，

打開與公眾場域對話的空間，藝術家對創作

本體的詮釋已不是主軸，也不一定是長時間

的，可能是短暫締結了一個關係之後，所帶

來的思考與懷疑。

我喜歡台南後壁的土溝農村美術館，別

於以往眾多地方的空間再造，單單只借助外

力讓外來藝術家與文史工作者進行改造與保

存，土溝村里農民本身也參與創作，最特別

的是與「社區營造」結合，在地居民挖掘自

己本身的在地特色，對外宣傳自己的特色，

對內也凝聚村落居民的向心力。以一種素人

的方式，從內部轉化既有的產業、生活環境。

到訪村莊的民眾也可以進到農民的家去參觀

各式各樣的農村生活，以及透過農村生活得

到靈感所作的創作。

●許峰瑞：
2010 年來自美國芝加哥的藝術家 Kurt 

Perschke 的「紅球計畫（RedBall Project）」

來到了萬華剝皮寮，巨大的紅球塞入斑駁的

歷史建築中，引起了一種視覺吸引。民眾駐

足觀望，驚訝於空間的反差，如何塞進去這

麼現代又碩大的一顆紅球，這個街道與建築

有多老多斑駁，這樣的衝突感會喚起民眾的

懷疑，衝破既有的而重新去思考都市規劃、

建築空間以及藝術三者間的關係。藝術有時

不是要給我們新的東西，而是讓我們去思考

和懷疑既有的、既存的，是一種城市與社

會關係之間的探測器。舉例來說，這個計畫

中，附近的居民每天經過這個街道，也許已

經習以為常並不會特別回眸，但當紅氣球塞

進老建築群中的窗戶後，我們視覺被震撼

了、驚呆了，開始仔細去看這一幢幢斑駁

老房、老街曾經歷的歷史，透過跟當地居

民產生對話與互動，激發城市的可能性與 
想像力。

Q 關於公共藝術，請分享自己感觸甚深、關於
藝術造村、藝術活化再造空間與環境的實例？

吳耿禎《尋找看展覽的人》

張恩滿《蝸牛料理影音訪談計畫：台九線篇》

Kurt Perschke《 RedBall Project 》（紅球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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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關於公共藝術，請分享自己感觸甚深、關於
藝術造村、藝術活化再造空間與環境的實例？ 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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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炙熱的陽光下，台北敦化南路某大樓廣場上的大紅蓮花隨著風輕柔

的搖擺；走進敦化南路誠品，句子販賣機引領人找到屬自己閱讀的好句；甚

至是 Agnès b. CAFÉ 門市大樓水泥牆伸出的章魚大觸角，仁愛路樹叢中探出

的骨碌碌大眼睛……東區的街角，「粉樂町」用藝術正為這座城市生活書寫一

道有趣的風景。

「粉樂町」是台北東區盛夏 7-9 月的藝術活動，今年已邁入第八年。光名

字就非常的 CUTE：「粉」是一種流行用語，代表著「很」，非常，十分的

意思，「樂」國語發音，快樂的樂，「町」日文的漢字，發音與「挺」相同，

挾帶著外文化交流的隱意，意思為地方或是角落，總結描述，「粉樂町」(Very 
Fun Park) 是指一個非常快樂的地方！本著「藝術就該在生活當中發現與遇

見」的想法，讓藝術走出美術館、畫廊，以不收門票，開放的姿態，讓人可

以在東區一邊逛街，一邊發現有趣的藝術作品，或是在看展的同時也會發現

令人忽略的街區文化。實踐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化，讓藝術、空間與人產

生互動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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