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築的擴延性：歷史、社會、文化」
座談側記
Notes on the Symposium The Expansibility of 
Architecture Art: History, Society, Culture

文字整理／王進坤（建築外圍工作者）
Text by Chin-Kun WANG (Observer and editor of Architecture)

時間：2024 年 6 月 16 日（週日）13:30 － 15:30
地點：忠泰講廳（臺北市大安區市民大道三段 178 號 7 樓）
與談：王俊雄｜實踐大學建築設計學系系主任　　　
　　　王俊傑｜臺北市立美術館館長
　　　吳嘉苓｜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黃建宏｜關渡美術館館長
　　　龔書章｜陽明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教授
　　　（依姓氏筆畫排序）

王俊傑：北美館正舉行「摩登生活：臺灣建築 1949 － 1983」展，而忠泰
美術館也將於今年 8 月舉行「臺灣建築的解嚴世代」展，不約而同聚焦在
與臺灣建築歷史有關的議題上，這是很特別的機緣，故北美館與忠泰美術
館合作，決定將各自展覽的一場論壇，在互相的館舍內舉行，今天是「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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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生活」展的論壇在忠泰講堂舉行。

1985 年北美館舉辦長達半年的「中國建築之美」展，聚焦在中國建築史
上，展出從唐堯虞舜夏商周一直到清代的建築歷史，內容跟臺灣並沒有
太大關係，但也代表北美館一直有關注建築，之後也陸續辦包括多位國
際建築師個展，包括柯比意（Le Corbusier）、路易斯・康（Louis Kahn）
及海澤維克（Thomas Heatherwick）等等，但確實較少將目光放在臺灣建
築上，因此當決定要做臺灣的建築展時，思考的是怎麼讓來館者能透過
這個展瞭解建築跟歷史、文化及社會的關聯，從文化史觀的角度，將建
築拉進美術館內討論。

2022 至 2023 年北美館啟動展覽的先期研究，先後舉辦「現代與非現代」
及「傳統與非傳統」論壇，期間很多建築界的前輩及學者協助北美館，尤
其是本次展覽策畫的三位建築學者吳光庭、王俊雄和王增榮。在先期研究
中，有個重要的核心是怎麼透過展覽，讓民眾能理解建築跟生活的關係，
以及建築在臺灣現代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很多人會好奇為什麼展名的時
間段是切在 1949 至 1983，是因二次大戰雖然在 1945 年就結束，但 1949

年國民政府才遷至臺灣，而在此之前臺灣其實未有建築這門專業，甚至當
時大學教育體制中也沒有建築系，直到國民政府來臺後，才慢慢開始步入
現代化的過程，而建築在這個過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是能藉由建築展
現臺灣在現代化過程中的轉變跟轉折，所以北美館決定透過展覽去展開這
段歷史。

1983 年則是北美館正式成立，在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現代主義對臺灣
影響極大，北美館是臺灣第一個現當代的公辦公營美術館，是由高而潘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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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師從文化藝術角度設計所興建，與功能性跟商業性出發的建築不同，其
空間跟造型更在此脈絡中極具代表性，故決定將時間切在此年結束。而忠
泰美術館策畫的建築展則是從解嚴世代開始往後，時間剛好與「摩登生
活」展是銜接在一起。

王俊雄：舉辦「現代與非現代」跟「傳統與非傳統」兩場論壇的原因跟任
務，就是將對臺灣二戰後建築發展的研究進行整合，其中有多位講者是年
輕的學者。但這次能夠舉辦論壇跟展覽的重要基礎，是自 2007 年開始，
吳光庭老師、我及許多學者跟國立臺灣博物館合作，積極蒐集臺灣戰後建
築的施工圖說跟相關文獻，至今已有多達 13 萬件的史料，讓有興趣的學
者能有資料庫進行研究，這些史料也成為這次展覽的展品。若從另一個角
度看，假設沒有北美館的邀請，這些蒐集的圖面及研究，也沒有機會展現
給大眾知道，故是很難得的機會。

今日講座的主題「建築的擴延性」，也是我策畫「摩登生活」展時在思考
的，怎麼將展覽的效應極大化。人們常會懷疑，這房子有很好嗎？因外觀
不起眼，甚至覺得有些破破爛爛，但若從生活的角度來看，建築跟我們的
生活息息相關，所以我們不是要做英雄或史詩式的展覽，而是透過展覽讓
建築進到人的生活裡，藉由建築去發現我們的生活是怎麼的改變了。展覽
取名為「摩登生活」，摩登即是現代，生活即是建築，因此就是現代建築，
建築的擴延性聽來抽象但其實很簡單，就是指出建築跟生活的關係是緊密
連結的。

王俊傑：就如王老師所說，館方一直在思考怎麼將建築跟生活、文化及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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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結合，又怎樣的建築案例能去展現，三位策展人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做前
期研究，是從數百個案例不斷濃縮，才找到能代表展覽主題的建築。而策
展團隊的共識是展能連結生活跟社會的建築，而不是知名建築師的作品，
因此選擇了如臺北的西門町萬年大樓、民生社區等等，是此次展覽的出發
點跟核心。

吳嘉苓：看完展後，第一個感覺是很適合我開的一門課「科技與社會研究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簡稱 STS），於是請王俊雄老師幫學生導
覽，我是一位建築的愛好者，喜歡看建築大師的作品，欣賞他們的風格跟
創意，但這門課並不是談建築的功能跟美學而是談「權力」，這個展的內
容很適合讓人思考權力的運作，因為連結到社會生活。STS 是將建築物從
設計、營造到使用，當成社會技術網絡，因為若只看到物質性，很難覺得
它跟權力有什麼關係，但若想成是社會技術網絡則很清楚。「摩登生活」
展成功的地方，是不只展出建築師，還包括政策制定者、業主、工匠營造
及使用者，來形塑建築的風貌，因建築不僅是設計跟工法，還涉及經費、
政策等，過程有許多地方必須協商而有權力的折衷。若以 STS 來分析，可
得到三個思考權力的面向：

第一是 1949 到 1983 年，這些建築的建立，建築師常必須面對當權者基
於威權要求的價值，而這可能違背建築專業者的意願，策展團隊透過展場
的配置呈現了政治帶來的影響，比如美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及在地現代
等，這些都對臺灣建築的發展帶來影響，比如美援讓施工圖繪製提升，中
華文化復興運動則是將中國元素放在建築上，比如外雙溪故宮、臺灣銀行
高雄分行、圓山飯店及南海學園科學館等，雖然今天社會公眾意識已與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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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不同，但這些建築似仍在執行文化復興的運動。雖然我們看到的是建築
完成的樣貌，看不到設計跟興建過程中的協商，但透過展覽跟專家導覽打
開了建築黑盒子，讓我們能從政治歷史脈絡的角度理解臺灣建築的發展。

第二是建築設計能影響社會秩序，可能是解放，也可能是束縛，我常用監
獄當例子，18 世紀時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設計了圓形的監獄，
透過中間設置的高塔及牆面，讓每位受刑人下意識覺得自己無時無刻被監
控，讓監控成本降低，也就是「全景敞視主義」，這不僅用在監獄，學校
跟醫院有時也會採用，但到 21 世紀時，挪威認為剝奪自由就已是懲罰，
而開始設計人性化的監獄，從監獄例子可知建築是具有權力，能呈現理想
的文化價值。而在「摩登生活」展中，修澤蘭建築師的作品「花園新城」，
就是將其理想的生活面貌放在建築中。

我認為現代性也是造成社會問題的來源，比如因為引進美國步登公寓而導
致住宅標準化，改變了臺灣的社區鄰里生活，當舊有價值被解放的同時，
也會產生新的束縛，比如現代醫院的出現，改變了過去產婆到家裡接生的
行為，改在窗明几淨的醫院由專業婦產科醫生接生，從被家人包圍熟悉的
環境，變為由專業者負責，而且每個階段都有相對應的空間，讓生產變得
更有效率，這個做法輕忽人的身體感覺，重視的是科學儀器檢測，但這樣
真的比較好嗎？這不僅是在科學知識上，也反映在建築設計中。

王俊雄老師剛剛說「現代與非現代」、「傳統與非傳統」是將傳統跟現代
當成斷裂，但這是被發明出來的，當中有很多組合跟創新，比如醫學博士
杜聰明醫生，就是在學習西醫時，發現中醫的藥草也具備療效，但並不在
西醫的系統裡，而決定成立漢醫醫院去研究來證明療效，而不是只能選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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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臺灣位屬東亞發展的邊緣，建築的發展應該師法杜聰明醫生，去打破
現代跟傳統的疆界，比如在這次展覽的作品指南宮，就是在傳統建築中使
用現代作法。

第三則是摩登生活代表的是一般民眾，北美館企圖讓大家不是去崇拜或景
仰這些建築，而是能連結到生活。陳仁和建築師的三信家商波浪大樓，
可讀出建築師想像使用者怎麼用，故設計坡度讓後排學生也能清楚看見黑
板。另一個陳仁和的建築「高雄鳳山市農會肉品市場」，讓豬隻依循圓形
建築的動線，走到拍賣場中央舞臺上，展示給店家挑選來出價競標。圓形
是很適合觀看的，包括解剖學教室、監獄等都採用，建築師是有思考怎樣
能讓更多人可以觀看。因此，除建築師是如何有洞見關照社會，為使用者
設想外，使用者怎麼用建築，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王俊雄老師在導覽時，談到他當建築系學生時，怎麼被空間震撼，因為這
個經驗而變成現在的自己，所以空間是會引發身體感的，但許多 2000 年
後出生的學生是沒有這種感覺的，因臺灣空間的尺度跟樣貌已經穩定了，
可能必須離開到別的地方才能接受到衝擊。我是念修澤蘭建築師設計的光
復國小，對圓形大樓有許多記憶，因建築很暗又有回音，所以有許多鬼故
事，晚上我會跟同學拿著手電筒去裡面夜遊，也會在裡面追來追去，雖然
這可能不是建築師期待的，但卻是能召喚我們記憶的空間。

回到主題，那我們該怎麼面對這些建築呢？忠泰之前曾舉辦「朗讀違章」
展，讓我很訝異，因建築師竟然會朗讀違章，違章不就是違法的事情嗎？
違章的出現是因使用者認為原本的建築不合其生活所需，故自行動手或委
託進行改造，但竟是朗讀而非取締，是因策展人覺得使用者參與了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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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次展覽是有生活的，是能用策展的方法製作臺北生活地圖，將建築
串聯起來，裡面也有民間的故事，期待未來若有「摩登生活 2.0」時，可
以做這件事。

黃建宏：「摩登生活」展給我的震撼，是讓建築脫離結構或構造物，變成
能跟更多人分享的事，過去不論國內或國外的建築展，大都是在讚頌建築
師的巧思跟天才，但摩登生活是回歸到臺灣的生活面貌，而且引用多件與
建築同時期的藝術作品，雖然大眾可能會覺得比較抽象，但是個很好的嘗
試，同時也看到許多照片跟影像的片段。策展團隊跟北美館其實是在問展
覽及藝術本身意義的問題，是要藉此呈現臺灣生活的轉向。之前跟俊傑館
長策畫「狂八〇：跨領域靈光出現的時代」展時，就開始談怎麼在展覽中，
去表現出其年代背景的文化跟政治現象，而「摩登生活」則是聚焦在生活
轉向上，今日我們正活在串流的時代，與來自全球的資訊無縫接軌在一
起，那此刻我們該如何在歷史中間，找到個人生命跟生活的連續性，假如
生活跟生命值得討論，原因就在其連續性跟延展性，建築該怎麼同時作為
場域跟媒介，來跟其他藝術形式產生互相滲透的關係，策展人王俊雄老師
所提的擴延性，某程度上就是這種互相滲透的特質。

當代藝術與過去風景畫或人物畫的藝術很不同，在這些繪畫的展覽中，畫
家不一定要生活在都市裡，可能他大半輩子生活在鄉村、教堂或宮殿中，
但當代藝術必須在都市裡發聲，會隨著都市的密集人口一起生活，受到新
材料、新技術的出現而刺激其感知，加上新的勞動條件會改變身體，新的
社交會催化媒體，新的人口密度也會改變空間。臺灣在 70 年末到 80 年初，
已經有多人開始翻譯國外各種經典及最新資訊進到國內，雖然還無法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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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效果，但有識者已經知道，比如文學家普魯斯特、波特萊爾、班雅明，
建築家柯比意、范裘利（Robert Venturi）及各種建築運動，都變成他們腦中
暫存的記憶，等待機會去改變。

「摩登生活」展有個重要的意圖，是問建築展應該是什麼樣子？館方最後
用生活轉向切入，打開新的思考面向，也落實在展品的選擇上去思考臺灣
建築，也將現代性文化裡的互相滲透要素呈現在展覽中。建築、劇場、電
影跟攝影在 7、80 年代間有些特殊的滲透性，是來自建築空間的光影經驗，
裡面混雜了東方的精神或時間的走向，也在繪畫中展現，比如李元佳、李
錫奇及陳庭詩的作品都有涉及這方面的想像。除此之外，新建築材料也會
出現在繪畫中，比如夏陽、陸先銘、文化大學 101 畫派等，都呈現出人在
新建築空間裡的感受性，近期張立人的「戰鬥之城 • 終」展也呈現建築
跟都市的氛圍。透過這些例子可瞭解，藝術家想要探索的某種存在關係，
與建築跟都市是有著密切的關係。

龔書章：建築的發展與社會發展是息息相關的，但跟藝術、文學及電影相
比會有滯後性，是因為除了思想上，建築的特性是與經濟脈動關係緊密，
因此北美館「狂八〇」展談這個臺灣社會變動最大的時代，但建築卻要到
2000 年前後才開始有具體的反應，故忠泰美術館將展出的「臺灣建築的
解嚴世代」，才會鎖定在 1987 年解嚴時大學畢業者，因為這群人包括我，
吸收養分的時期就在這八零年代。回到「建築的擴延性」必須要先回頭檢
視其時代背景的歷史、社會跟文化，「摩登生活」是從 1949 到 1983 年，
這期間發生許多重要事件，而「臺灣建築的解嚴世代」設在 1987 年則是
接續其的重要斷點，該年政府宣布解嚴，其影響不僅在政治也在社會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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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上，關注這個斷點的主因是要談建築師怎麼回應社會變動，同時也是建
築怎麼被社會推動。

80 年代社會力量非常龐大，強迫著建築、藝術跟文學等開始往另一個方
向發展，我念大學一升二年級的暑假，都待在北美館的地下室，製作「中
國建築之美」展覽中《紅樓夢》和《清明上河圖》的超大模型，這個記憶
很深刻，當時我們所理解的建築其實是從歷史裡去追憶，從中國文化、文
學及書畫中，去找建築的傳承。除「中國建築之美」外，1985 年有個重
要的建築展是「開東合西」，展出六位臺灣建築師與六位日本建築師的作
品，當時參展的臺灣建築師有李祖原及潘冀等，日本則有伊東豊雄及石山
修武等，臺灣是以繼承自中國的文化，日本則是以自身文化，來面對西方
的發展，故取名為「開東合西」，本質上是在建構面對國際時自身的本體
性為何。

1987 年後有兩件事很重要，第一是 1988 年 2 月《天下雜誌》策畫的「走
過從前回到未來」專輯，以經濟角度談臺灣 40 年的發展，同年 11 月《人
間雜誌》則以人的角度，從臺灣的農村、都市出發策畫「讓歷史指引未來」
專輯，也是談這 40 年的發展，但與《天下雜誌》的經濟角度完全不同。
在這兩本重要的專題中，臺灣的建築是缺席的，但 1988 至 1990 年是臺灣
社會最動盪的時刻，當時股市上萬點、房地產飆漲數倍，導致「臺灣錢淹
腳目」一詞出現，也因此而於 1989 年引發了「無殼蝸牛運動」，人民為
了居住權上街抗議，緊接著 1990 年發生野百合學運，這兩個都是因 80 年
代社會氛圍而轉化出的運動，建築雖然因股市破萬及房地產飆漲而蓬勃，
但跟社會的關係是有距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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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文化角度看建築的擴延性是在什麼時候發生，吳光庭老師 1990 年擔
任創刊總編的《雅砌》應是起點，雖然只有 20 期，但攤開內容每一期都
跟社會連結，因吳老師認為建築應該跟社會對話，內容有分析社會抗爭運
動的場域關係、政府造鎮政策怎麼改變地形、容積率的轉變等，是用建築
來回應社會脈動。「臺灣建築的解嚴世代」籌備三年來，策展團隊最大的
共識是不要只談建築師或建築物，而是聚焦其時代背景，是談整個世代怎
麼以建築做為媒介或載體，來回應社會的變動。有時是社會在推動建築往
前走，建築師被其所迫要去面對，但有時則是建築師領先於社會，這與建
築師關起門自己想再進行創作非常不同。從 1985 年的「中國建築之美」
及「開東合西―臺北／東京建築師聯展」，接著到 1989「原相建築―李
祖原建築設計展」，都是建築師透過展覽去爬梳自身的建築跟中國文化的
關係。

但 2000 年開始後就很不同，因該年是臺灣首次參加威尼斯建築雙年展，
之後每屆臺灣都有參加，若展開每屆代表臺灣參加的團隊，可以發現整個
建築的方向在改變。第一屆代表臺灣的是李祖原建築師團隊的「生命城
市」，仍是以東方文化哲學談建築該怎麼跟思想產生關係，2002 第二屆
姚仁喜建築師的「2010 願景臺灣」，則是以其作品新竹高鐵站來回應國
際現代化，談臺灣怎麼跟世界接軌，光這兩屆就能看到已從談自身文化轉
為跟世界脈動接軌。但之後的改變則更為強烈，2004 年第三屆是由呂理
煌老師帶領建築繁殖場創作的「臺灣館―建築繁殖計畫：從臺灣臺南到義
大利威尼斯」，建築繁殖場是身體先行超越思想論述的團隊，呂老師帶領
這個團隊在臺灣各地進行建築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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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 2006 由徵選建築師改為徵選策展人及其團隊，由策展人阮慶岳老師
以「微型城市」獲選，團隊由黃聲遠、劉國滄、謝英俊及荷蘭的 Marco 

Casagrande 組成，開始談臺灣建築的本土性跟自我認同。如此可見才四
屆八年，就已跨越過去 3、40 年，兩屆四年就一個轉變，就算跟 1985 到
2000 年的變化相比，也快非常多，是連人的視野也跟著改變。如果看建
築不是只從美學或創作的角度，而是用切片來看臺灣社會文化，建築確實
是外顯，且能在不同時間點囊括不同的社會切片，而「摩登生活」跟緊接
在後的「臺灣建築的解嚴世代」，就是第一次用建築回看自身臺灣切片的
嘗試，非常令人興奮。

王俊雄：「摩登生活」也可翻譯為現代建築，我們試圖用臺灣經驗詮釋西
方的現代建築，到底在臺灣社會中表徵的意義是什麼？策展團隊在策畫展
覽時，就企圖將建築以日常生活性來表現，但這不容易，因過去沒有經驗，
但我們都意識到這件事很重要，也發現很多都應該做，因若沒有做，可能
就不會有人做了，但並不知道該怎麼將其適切的表現出來，因此討論了非
常多。我認為從現代建築到摩登生活是有一個門檻（gap）的，但到現在臺
灣還沒有跨過去，因此摩登生活在我心中還是一個期待，必須要繼續努
力。再來，能策「摩登生活」展跟我經歷過 1980 年代很有關係，尤其是
當時的《當代》、《雅砌》及英國《AA Files》這三本雜誌對我的衝擊，可
說是改變了我的人生。

王俊傑：北美館近年持續思考怎麼透過跨領域、跨文化的角度，重新看待
我們的歷史，故提出用文化史觀的角度策展，2022 年與黃建宏老師策「狂
八〇：跨領域靈光出現的時代」時就採用這觀點，得到的迴響毀譽參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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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於美術圈習慣在美術館看作品，而不是看大量檔案跟文獻，但這是
美術館的職責，將長期的研究成果，透過展覽來呈現給觀者。且在有限的
空間跟預算下，策展勢必是主觀的，要決定選那些文件跟作品展出，因此
同個主題換另一位策展人，就會變成完全不同的展覽。2023 年與孫松榮
老師策「一一重構：楊德昌」展時，則被罵為何要搶電影的展覽跟資源，
但電影也是八大藝術的一項，同時其具備跨領域囊括所有藝術的表現，故
北美館研究這位重要的導演及其電影作品與臺灣現代化過程的關係，也探
討女性在當代社會中的角色。

回到「摩登生活」展，考量大部分的觀眾都不是建築師、建築學者跟相關
系所學生，怎麼讓觀眾在不太懂建築圖、模型及文字下能理解相當重要，
曾經討論是否將反映生活的物件放進來，比如大同電鍋這些，但最後還
是決定刪除，因這些物件只是現代生活的某個片段，還是該回到展覽核
心裡。當北美館要策一個展時，一定會確定跟整個藝術領域有關連，所
以「摩登生活」展搭配的藝術作品，是從館藏六千件作品裡精選，能呼
應各時代建築跟歷史關係的，比如藝術家如何從東方精神出發，如何用
現代性構圖跟技法去表現等，最後展出有趙無極、蕭勤、李元佳及夏陽
等等。而為了將臺灣建築歷史發展過程更貼近生活，除藝術作品也展出家
具，比如在中國復古建築展區就展出陽明山中山樓的家具，也利用北美館
的座向於朝北展間的窗，剛好可見到圓山飯店，就讓觀眾能直接看到真實
的建築，也減少製作模型。

接著，請問各位來賓，您們覺得在不同專業領域之間，該如何做語言的轉
換？以及怎麼看不同領域者跟「摩登生活」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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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建宏：1983 或 1987 這段時間剛好是處在 in between 的狀態，我當時也
在東海但不是建築系，那時很多建築系同學在關注違章建築，思考浪板能
怎麼被使用，而這次展覽空間就有用透明塑膠板做模糊介面。建築跟其
他的藝術形式是不斷發生關係的，會出現在文學或電影之中，加上建築就
在每個人的生活裡，因此藝術創作者是離不開建築的。我想像的未來建築
展，可能是一種互相映射的展覽，能從很多不同的面向裡看到建築，變成
是更為流動性的創意，穿梭在不同的介面。

延續剛吳老師的發言，我們一般會以為建築是工程，但其實是個網絡，技
術跟人的主體及主體化的存在是嵌合在一起的，若用賽柏格（Cyborg）這個
字來看，人其實就是賽柏格，當用這個想像再重新回到建築，建築有沒有
可能是臺灣人的某種存在方式，或臺灣社會面貌不斷個體化的過程，因此
建築技術是很本質的表達，而不僅是技術功能上的問題，若是那在此刻應
該能更為開展。

吳嘉苓：我以看展民眾的身分來回應，龔老師剛舉臺灣館在威尼斯建築雙
年展的變化為例，這反映了社會學中描述東亞國家現代化的歷程，也就
是「壓縮的現代性」，若舉歐洲為參照，其人口轉型是經過兩百年，但臺
灣只用了二十年就進入少子化，甚至還是全球最低的。建築也因想追上國
際而興建現代建築，但同時在地的建築、傳統原民建築依然存在社會裡，
故傳統與非傳統、現代與非現代同時存在，因而有很強大的張力。我曾在
臺東嘉蘭村做災後重建的案子，當時原民就已經有參與式設計了，當地耆
老與居民思索的不僅是蓋房子，而是要能傳承跟復興其文化，故選擇用石
板屋或茅草屋，雖然建築會不耐用而需要常常修繕，但可以將技術保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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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但有許多原住民不想再蓋茅草屋，覺得該趁此機會升級成鋼筋水泥房
子，也導致嘉蘭村開始出現不同類型的建築。我嚮往的文化是多樣性的，
若策展能呈現多樣性且跟生活相關，很能反映臺灣的壓縮的現代性，因並
存而產生的碰撞。

我期待擴延性能走出美術館，比如市面上有許多建築散步的活動，這次看
「摩登生活」展，讓我起雞皮疙瘩，因發現從小到大生活的建築，都在展
覽裡展出了，兒時住在步登公寓，念修澤蘭設計的光復國小，跟同學每天
都在那圓形建築裡玩耍，若當時我知道修建築師的設計理念，可能會有不
同的感受，但可惜常常只看到建築沒看到設計者，除此外還有松山菸廠旁
的韓國大使館，父親工作的華視大樓，以及自己工作的臺灣大學校園，這
些建築都存在我們的身邊，但卻不知道這些建築背後的故事，若能將這些
串起來展出，會是很棒的事情。

「摩登生活」還表現了建築師的多樣性，展出多位女性建築師，因臺灣建
築界的性別分工嚴重，但聽聞現在建築系新生的男女比已經很接近。但有
一個是展覽沒有講明的，是外省建築師曾主導臺灣建築發展很長的時間，
這有很多值得討論的議題，我期待能召喚更多的多樣性跟新的力量，讓參
與式設計能更為普及，而非只有最終結果能選擇，是設計過程就讓大眾去
參與，也增加跟專業的親近性，不再有距離感。

龔書章：不論是「狂八〇」或「摩登生活」都是很理想的展覽模式。而策
展方式的改變，我認為是自 2014 年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擔任威
尼斯建築雙年展策展人開始，庫哈斯提出「沒有建築師的建築展」，他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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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說不用再來這邊看建築大師的作品，而是看建築跟時代的關係，他出
題給各國主題館的策展人，要他們思考現代化這一百年對自身國家產生了
怎樣的變化，而這個提問改變每個參展國家的展覽內容，是談自己國家現
代化的一百年，而不是歷史的一百年。那一屆金獅獎由韓國館贏得，是談
切開南北韓的 38 度線，如何讓兩國一個走向共產，一個走向資本主義，
日本館則展出其一百年現代化的過程，還有幾個國家是反省因現代化，怎
麼離開原來的本土傳統。

反觀臺灣卻未有這樣的機會，去討論自身的社會、文化及建築，但建築作
為文化的時代論述是必要的，而且可用不同的方式碰觸這個問題，並且每
次展覽不用包山包海，而是像個切片，每次都能從中看到要談論的問題，
對提出的觀點是否有意見都沒關係，就是要先動起來去討論，去思索要怎
麼切入。用建築作為文化擴延性的展覽是必要的，而且是值得做的事情。

王俊傑：我做個總結，若到街上問大眾什麼是建築？我猜許多人會回答跟
房地產有關的，比如地段、每坪單價、會不會增值等，這是很自然的，因
這回到實用主義的角度，藝術也是如此，若你問大眾覺得藝術是什麼？他
可能回答曾參加過某個藝術博覽會，買了哪件作品，有沒有增值等等。我
認為所有的藝術文化都必須處理當代性，也就是文明的未來關係是什麼？
因世界一直在改變，我們必須不斷去思考文化藝術在當代的意義是什麼？
最後，藉吳光庭老師幫「摩登生活」展寫的總論作為結尾，就是「生活要
自由，建築才會自由」，意思是若生活過程中沒有從內在長出自由的思想，
那不論做什麼都會被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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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感謝黃姍姍總監的協助，讓北美館跟忠泰美術館能合作，能否請姍姍總
監分享對「摩登生活」展的觀察，以及之後怎麼延續建築的話題。

黃姍姍（忠泰美術館總監）：約在一年前，俊傑館長跟忠泰各自在籌備展覽，
聊天時發現兩個展的內容跟展出時間竟然很巧的延續銜接在一起，而這個
緣分能夠發生，關鍵在國立臺灣博物館已進行多年的建築圖面蒐集典藏，
才能在 2024 年交會出兩個不同館所，同時關注建築，並策劃展出年份延
續的展覽。除此之外，忠泰美術館 2020 年舉辦「粗獷主義建築展」，當時
跟許多建築系所合作製作展覽的建築模型，而這些模型有好幾件在「摩登
生活」展選中展出，各個館所合作以及持續累積研究成果，也是令人感動
的緣分。

自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成立後，辦建築展一直是基金會的核心，這十
多年來不斷持續進行，累積許多辦展的經驗，而 2013 年於中山創意基地
舉辦「代謝派未來都市展」更為關鍵，這個展的內容是介紹丹下健三建築
師怎麼帶領年輕的建築師，以代謝主義論來推動他們的理想，以及展望日
本未來的建築發展，除展出這些建築師的重要作品外，也有大量的文獻在
敘述跟呼應代謝派及其時代，不僅是講建築美學，也說明代謝派為何會在
那個時代誕生，又怎麼影響整個日本社會跟文化。因為我們瞭解這個展覽
對日本的重要，也透過舉辦這個展獲得寶貴的經驗，讓忠泰美術館決定策
畫「臺灣建築的解嚴世代」展。

在對臺灣建築界的發展進行研究後，策展團隊發現目前舞臺上的多位重要
建築師或相關領域的學者，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在 1963 年前後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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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畢業時其恰逢臺灣解嚴」，故將這群人稱為「解嚴世代」。這個世代
不僅在建築界，而是在各個領域都有很大的影響力，比如俊傑館長也是此
年出生。在策展團隊抽絲剝繭下，「1963 前後世代」確實在建築界扮演重
要的角色，也對臺灣建築發展的走向帶來影響。「臺灣建築的解嚴世代」
的企圖是展開解嚴世代跟時代、跟人的關係，而不是談單一建築物或單一
建築師的重要，而是這個世代推動了什麼？改變了什麼？策畫這個展是有
點傻勁的，因為資料龐大，雖然我們不一定做得很完整，但我們努力跨出
這第一步來拋磚引玉，邀請更多建築或非建築領域的朋友，在看完「臺灣
建築的解嚴世代」展後，刺激他們開始討論，這將是最重要的意義跟價值。

▲ 「建築的擴延性」座談現場，臺前與談人由左至右依序為王俊傑、黃建宏、吳嘉苓、龔書章、王俊雄；
 圖片來源：臺北市立美術館。

座
談
側
記

Sym
posium

 N
otes

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