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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溝通：作為一種景觀
漢娜．赫紀希作品評析

Knowledge Transfer as Spectacle 
On the Work of Hannah Hurtzig

  漢娜．赫紀希，〈等候大廳．現代性場景〉，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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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森．法蘭克（Anselm Franke）以漢娜．赫紀希（Hannah Hurtzig，以下簡稱赫紀

希）〈等候大廳．現代性場景〉做為此屆台北雙年展之序曲，對其策展論述不論

是觀念形式都具備了破題的作用與角色。有關「現代性」的辯證，這件作品運用

的劇場元素、表演觀念，觀念元素與詮釋層次咸具層次，以及意在貫通自我創作

軸線的手法和格局，值得深入觀察審視。

知識與非知識

解讀〈等候大廳：現代性場景〉不能不先回到藝術家赫紀希的創作原型與觀念脈

絡。 2005年赫紀希在柏林開始一系列關於文獻的行動裝置計畫，名為「知識與非

知識的黑市交易」( Blackmarket For Useful Knowledge And Non-Knowledge)(以下簡

稱「黑市交易」計畫 )。 其基本的理念聚焦在一個所謂「面對面」的談話場景。兩

張椅子、一個桌子、一盞燈，「專家」(expert)與他的「客戶」(client)面對面而坐。

規則是「專家」在 30分鐘內，必須要盡其所能將他專精的「知識」傳授給對方。 

藝術家用戲劇演出的嚴格要求，精準設定所有的演出步驟。從主題、講題、場景、

角色、場次與節奏的設定，皆有嚴謹的規定與安排。嚴明的步驟架構，機械化的

落實執行。首先在幾個月前，她會邀請訪談幾位演出地的專家學者，研議出一個

屬於在地的主題 (theme)，然後發想具有相當關聯與意涵的子題，將這些子題分派

給每一位「專家」，同時共同設計一個可以在 30分鐘內講解完畢的講題。在場地

的設定上，「黑市交易」計畫不同於以抵制消解或批判衝撞的「空間介入」概念，

反倒是積極地想在既有的城市或空間中，建構一個有別於正規體制的知識製造場

所。這是單晚的行動計畫，人數從上百到上千，在集體的溝通意志與劇場的身段

修辭當中，憑空挪移而來一個倏忽短暫的空間意象。柏林開始的那一場行動裝置，

赫紀希常稱之為「百位柏林專家共同參與的幻象社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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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名「黑市交易」計畫意指「未管控」或是「正規之外」的交易型態；「知識」

所指當然是貫通古今，經過挖掘分析，建構與實證而來的「文獻系統」；而「非

知識」可以解釋為「不可說」、或是「無以表達」或是「說不得」、或是「混沌

隱晦」等狀態的感知。代表「知識」的「專家」是賣方，而代表「非知識」的「客

戶」則是買方。兩者如何配成一對，顯然是由「客戶」(買方 )來決定。但是否能

如其所願 ?面對琳瑯滿目的知識選項與陌生的專家名單，客戶只能憑藉著粗淺的

認知或是情緒感覺，來選擇今晚的歷險經驗，曾有評論者稱這宛如是場與「秘教

體驗的閃電約會」。 當晚會場上有上百對的對談組，除了「專家」與「客戶」外，

現場外環還有更多的觀眾，稱為「聆聽者」，可以透過麥克風頻道，窺聽到其中

幾組的談話，從旁以揣測拼湊的方法，去想像特定對談中知識面貌。現場的氣氛，

宛如是一個大集會，昏暗的燈光，嗡嗡的低語，言語表情與聆聽想像，循環地說

聽與看。

知識的斡旋

表演舞蹈理論學者波耶娜．姿薇琦 (Bojana Cvejic)指出，「黑市交易」計畫從「專

家」與「客戶」的對談來看，有著表演的元素與特質，只是「專家」作為一個知

者以正統而尊，並不是以此為演技，而是以他在修辭上的能力──分析、論證、

挑戰種種述說技巧，去演繹表達知識傳達的方法。姿薇琦認為，雖然現場有一些

「聆聽者」可以透過耳機側聽到幾對談會桌的內容，但是整體上旁觀者 (觀眾 )卻

無法參與其中。以整體效果來看，「黑市交易」計畫像是一場奇觀事件 (event)，

其表演的本質不直接「面對」它的觀眾，也就是說這件作品，較傾向是一種主體

呈現，似乎無關受體。某個程度來說，這確實與劇場形式的基本要件大相逕庭。

隱沒在嗡嗡的環境聲音與廣大幽暗的空間之中表演，最後成相是較符合所謂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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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display)概念 (Cvejic, Dec 2006)。事實上，這個觀察確實相當程度點出「黑市交

易」計畫的意圖。赫紀希曾表示，「我不認為這件作品之所以能發揮作用，是因

為參與者最後終於學到一個重要或嶄新的觀念。而比較有關的是應該是，他能與

其他 500人同時存在這個公共空間，同時去感受到能將大家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專

注與沉醉。感受到知識的迤邐開展，照見知識的洪流浩瀚湧至的幻覺。現場宛如

一個觀察儀，一部知識系統的顯像器。」 (Kaup-Hasler & Philipp, 2007)

說與聽

1995年，赫紀希在柏林創立了一個以知識學習與實驗的組織，名為「行動學院」

(Mobile Academy)。他們主要會定期舉辦為期四個星期的藝術營，期間會邀請國際

100位藝術家，主持各種活動，有田野調查、工作坊、演講等等。我們的宗旨是希

望創造一個有別於一般大學院校，封閉獨立的個人學習環境，隨機的將學習校園

帶到各個城市去。基本上，是以行動去檢驗目前社會上的學習概念，採取一種比

較自由派的方式，去實驗或啟發未來的學習型態及其可能的隱喻。「行動學院」

的概念，因此演繹成為「黑市交易」計畫的發展框架與方向。因此，在解讀「黑

市交易」計畫處理知識問題的能力與層次時，恐怕被背後仍然隱藏有許多需要察

覺與討論的地方。

赫紀希長久以來一直在探討有關知識的製造、挖掘、散播，傳授、形式、方法、

記憶、與意義等。而在「黑市交易」計畫，她是試著採取一種專業的業餘人士

(professional amateur)概念來探討「知識」的傳授與交易 (Turouse, 2011)。 所謂業

餘人士通常就是指渴望獲得專業知識，但卻搞不懂如何取得知識的技術與方法的

狂熱份子。這些人對於「知識」常處於一種陶醉、幻覺或是狂熱。因此，赫紀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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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圖用這件概念裝置作品傳授與學習場景，重燃起這種狂熱狀態，一種集體學習

的共同意象。因此介於專家與非專家、知識與非知識、學習與去學習之間，「專家」

與「客戶」在相遇的 30分鐘裡，彼此都處在追根究底的焦慮狀態。身為一個劇作

家及文化藝術季策展人，經年在實驗劇場的領域活躍，赫紀希的作品形式與她的

實驗經驗密不可分 。不難看出「專家」與「客戶」之間的「對話」是她不會放過

的的戲劇的元素；因此，桌椅燈泡是道具，大會廳是舞台，四周觀看窺聽的旁聽者。

「專家」與「客戶」互為「演員」與「觀眾」，而兩人所談的主題，是被設定的「腳

本」。

在赫紀希的場景中，「專家」與「客戶」知識傳遞看似是單向，仔細推敲他必然

發展成雙向。關鍵是在，「專家」被要求要用講述 (narrate)方式傳遞，而不是講

堂上的教學講演 (lecture)，通常在當下就直接給出知識的框架與系統。講述基本上

是「說故事」的方式表達，從知識的「源頭」說起，過程中要彼此不斷確認傳授

的內容有「被理解」，從而建構出可以往前行進的基石。外圍聆聽的觀眾，見證

  漢娜．赫紀希，〈等候大廳．現代性場景〉，開幕當天現場對談，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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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場「瞭解」與「被瞭解」的二階觀察，遇見知識在這個過程中自我演繹與變異。

溝通的選擇與期待

在此，藝術家試著布局出一個熟悉的溝通理論實驗現場，看似是針對德國社會學

理論大家盧曼 (Niklas Luhmann)所提到「溝通」與自我指涉等論證的一種實證實

驗。譬如，要完成「溝通」，重點是當中要存在「意義」，透過意義的認知才能

連結，那意義如何產生連結，完全在於本體如何發揮選擇的功能，也就是說溝通

事實上是一種自生 (autopoiesis)辯證的過程 (Leydesdorff, 2003)。在「專家」與「客

戶」的傳授對談過程中，這個隱性機制充分自主衍生，只有這兩個人自己知道，

這一段的知識傳授是怎麼的回事。最後是否傳達了該傳達的呢 ? 赫紀希指出，透

過這 30分鐘的對談，彼此真正學習到的知識其實是無法預設的。事實上，誰知

道了什甚麼知識，或許並不用太計較，重點反倒是這個知識是「如何」被學習到

或如何被傳授。講述的對談形式，使「專家」與「客戶」彼此在溝通言語與互動

  漢娜．赫紀希，〈等候大廳．現代性場景〉，開幕當天現場對談，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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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往返交錯主從角色，在妥協或選擇中產生新的溝通點，逐步朝向一個共通的

理解前進。藝術家從這種有機性的溝通過程，試圖去突顯知識產生與其變動的小

切面。對她而言，與其專注於「 流動在之間意義的對話」，更重要的毋寧是重現

「知識」與「非知識」、「學習」與「去學習」之間的觀察、反省與再生。赫紀

希引用奧地利實驗作家奧斯華‧維那 (Oswald Wiener)的一句話：「只有當我知道，

你是如何了解我的話；我才能清楚自己講了什麼」  ( “The Rhetorics of Dialogue”, 

2008)。因為，「溝通」是為要能「繼續溝通」。 

這點出溝通過程中，或是應該說有溝通的過程中，另一個重要的變因是心理因

素。 應該可以這樣說，在選擇與妥協的計算過程中，預期心理會主宰一切。赫

紀希曾經以「禮物」來說明，送禮的人與受禮的人對位，以及之間所交換的訊息

(information)與意義 (meaning) (Kaup-Hasler & Philipp, 2007)。送禮的意義不在於獲

得對等交換的物質，而是一種等待回報的隱晦期待。禮物實際上是一種社交溝通

技巧，每個禮物都讓同時讓受禮人，承受到一種未完成的義務。但計算如何回應

這份義務時，又開始了一個新的循環。在意義的連結上，所有的溝通勢必產生新

的溝通。溝通不會是對等，最後會獲得的，往往是一個符合自己篩選邏輯的結果，

雙方都是如此。

赫紀希要「專家」以口述方式的描述知識，但是有趣的是，「敘事」形式根本上

是偏離學院的知識態度與方法，本質上已經產生消解「知識」的效用，因為說故

事的方式勢必折衷了知識系統與個人經驗。兩人對座的情境，掌握說話大權的知

者，基於他熱愛與自知其獲得社會肯定的「法定」地位與優越感，某個程度是很

可能陷入自由發揮淋漓盡致，甚至興之所至，編造發明。不可否認，「專家」是

用一種「主體性」的方式傳遞的知識，透過自我經驗的解釋與實證 /認知後，轉化

納入自己的知識系統，因為他熟知詮釋知識的方式。而「客戶」常會忽略，在溝

傳遞知識的過程中，重點不是「專家有知識」，而是「專家有取得知識的技術」。

正因如此，「客戶」的反應常有質問、挑戰、溫馴、接納、憤怒或是沉默，在彼

此的距離與自我的無知中，選擇如何信任，接納與理解。雖然「黑市交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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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題上是知識的傳遞或是學習，但其隱性的挑戰是對於增進溝通模式的探討與

實驗。

赫紀希曾說，「讓兩個人面對面坐著談話，就很難保證不會偏離原始要義」 

(Turouse, 2011)。而事實上，誠如藝術家自己的觀察，這種一對一的交談方式，

是最危險的溝通方式 (Schuller, 2008)。但是赫紀希埋下這個機關變數，讓知識在

這 30分鐘的傳授過程中自主演變，猶如在一個無管制的空間中，一部自給自足

的機器。專家與客戶沉醉在有關知識的製造與變造、散播與訛傳、想像與聯結。

有評論更直接用情境論的創始人法國理論家基·德波 (Guy Debord)的「奇觀社會」

(spectacle)一詞，來看待赫紀希作品中所設計的新自由主義氛圍與瘋狂的消費奇觀 

(Lo, 2009)。赫紀希一再以「幻象社區學校」 (The Hallucinated Community College )

來描述「黑市交易」計畫，或許意在強調這一幕狀態的陳列、一個集體私語的知

識景觀。就這個面向來探究「黑市交易」計畫的美學觀念，部份來自實驗劇場或

許也有「關係藝術」 (“Relational art”: Wikipedia)，尤其是她在形式與觀念上對公

共與私人關係對位上的著墨。不過這件作品已經超越這些界定，赫紀希教戰手冊

  漢娜．赫紀希（左）與本屆台北雙年展策展人安森．法蘭克

79

2 0 1 2 台北雙年展專題 I I ｜
T a i p e i B i e n n i a l 2 0 1 2  II



中的舞臺走步，無庸置疑地能策動群體儀式般的演出行為，更重要的是她所燃起

個體心理的集體信念與共振效應。一個會反覆學習與不斷相信的夢境，幾近狂熱

地產生對知識的虔誠幻像。誠如藝術家說，人們在這個過程中，不論是專家或是

客戶或是聽者，需要心存信念，否則集體效應將會消失。因為要在場的每一個人

要堅信，只要耐心的聽下去，人人都可以成為專家。 (Turouse, 2011)。

魂兮歸來－召喚想像

此次雙年展策展人法蘭克選擇有別於過去幾屆的思維與方法，探討現代性及其問

題。他觀察到全球的展覽趨勢與論述逐漸聚集專注在邊緣議題上，因此產生扁平

  藝術家漢娜．赫紀希在〈等候大廳．現代性場景〉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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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片段化危機；而過多的概念性脈絡與本地觀眾之間已經產生斷裂與疏離，這其

實是另一種未被察覺的現代性西方殖民問題。唯有重建一個全球歷史記憶的共同

基礎，同時注入在地脈絡，找回能夠被信任的敘事方式，才能燃起想像；恢復意

義的連續性後，作品才得以回歸藝術本質的通衢大道。面對現代性問題，策展人

點出此次展覽的任務就是要重新描述現代性的任務。

值得注意的是，法蘭克引據王德威《歷史與怪獸》除了為展覽的「在地脈絡」軸

線定調外，書中談到的現代性暴力、怪獸性、歷史、敘事，也是此次展覽框架與

論述脈絡之所在。譬如《歷史與怪獸》觀察到歷史書寫猶如藝術創作，往往冀望

以「紀惡」來「勸善」，可是這個目標卻遲遲無法到達。因為在控訴見證「檮杌」

猙獰與創痛時，書寫者反倒變成一個用更殘暴更嗜血的怪獸，埋下另一個暴力的

種子。對應這個觀點，策展人認為當今作品討論現代性的問題時，已經失去敘事

的能力，沒有故事，無法想像，反覆徘徊在一個盲點，無法掙脫卻渾然不知。事

實上，這是想用現代性方法解決現代性的問題時，所必然遇到的窘迫。

王德威對於暴力的弔詭與依附的輪迴的觀察，跳脫西方暴力論述的慣性，而且輾

轉以怪獸不死魂兮歸來提出答案。他認為歷史往往迴旋轉向，當下去古不遠，應

以招魅引魄，擺脫理性襯托生命的想像，返回幽邈深邃的層面，完成未能完成的

遺憾。策展人也對應以讓「作品在空間中的共鳴，同時也是跟祖先溝通，讓祖先

開口說話」，呼籲超越時空回到歷史的原點，尋找真實與重新述說。 (《典藏．今

藝術》，2012, 頁 94-99) (《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2011)

現代性「原初場景」的糾葛

在台北，赫紀希作品的主題〈等候大廳．現代性場景〉，是一個探尋現代性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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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識場域。一共有 17則有關不同領域定義現代性的「原初場景」。一共 17位

學者、藝術家、行動分子受邀，在開幕當天晚上接受觀眾預約入座，進行一對一

的談話。共計進行20場，約莫2個多小時談話。形式上依舊有一張桌子、兩把椅子、

一盞燈泡。這一件作品之前的專家被稱為講者 (speaker)，客戶稱為夥伴 (partner)。

在此，赫紀希將原本對話倫理的位階，放在一個較民主的對位上。講者被要求以

一張可以代表歷史中現代性場景的圖作為講述的內容。每一位講者透過自身專門

範疇，去定義這一個領域中的現代場景。講題中有談到現代殯葬業的初始、現代

社會化中家庭與工廠界線的消失、都更的衝擊、單色畫的起源、以及謠言的擴散

及顛覆統治的開始等。

此次主題設定要探尋現代性的源頭，回到所謂的「原初場景」(Primal scene)。這個

廣泛被用在精神分析、文學與文化批評的概念，常被用來探討分析精神傷痛的問

題與療癒。赫紀希在〈等候大廳：現代性場景〉創置一個返回原初場景的黑洞現

場。再一次去面對那個無臉的文官、匿名的結構，剝奪心靈的怪獸性，重新再經

過一次痛楚。佛洛伊德主張，受創者要重複以夢境或回憶的方式，不斷地回返創

傷的原初場景，不斷重新體驗初始場景的驚嚇與痛楚。這種執迷於創痛的強制返

回，常會基於一種無法壓抑的渴望狀態，堅信重返是唯一能「改寫」在那最初的

原初場景中，突然陷入驚嚇情境而徹底無助的狀態。藉此渴望可以再連結、弭除、

修補未能來得及的控制的遺憾。 (張小虹，2002)

赫紀希這一座等候大廳，為一個始終無法撫平的創痛與歷史問題，找尋一個出

口、重返與救贖的機會。但是固執於返回創傷，只是重覆創傷記憶（traumatic 

memory），仍重覆於一種無法言語的意識空白，即所謂的非知識 (non-

knowledge)。只有試圖將創傷記憶轉變成敘事記憶（narrative memory），才能找

到敘述故事的語言 (王梅春，2011)。如此經過傳達與陳述，創痛才得以安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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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集體記憶與歷史意義的一部分。然而取採自王德威書中的場景之一的「斬首」，

關於現代中國文學歷史「源頭」的初始場景，竟然是個虛構編造，似乎也很弔詭

地暗示中國對於現代化「起頭」的焦慮與虛無感。身首異處的迷離與混亂，不論

是確實是實體經驗或是精神經驗，在返回創痛的過程中，想像與信任是重拾歷史

敘述脈絡的有效關鍵。

赫紀希一向所處理的是一種集體性概念的實現與共同記憶的凝聚，不論是城市的、

歷史的、政治的社會的或是經濟的議題，赫紀希以她嫻熟得過分的公共空間的詮

釋與意旨的演繹，與善用多重知識片斷交織與戲劇性掌控，創造了集體重返現代

性初始場景的恍惚冥想與可見的意念景觀。事實上，策展人曾說一進入展場就是

從從最黑暗地方的開始。這裡是本展的辯證力場，一個意念盤旋的終極場景，而

開幕當晚這件作品所營造出的共同療癒與集體念力，應該是最能持續而無形的擴

散出策展人的原始命題與書寫宏旨最佳原點。

對時間斷裂性的領悟是現代性的基本內涵，而這個等候大廳在開幕之後，當晚講

者與夥伴的談話內容什麼已經佚散不詳，留下不甚清晰的錄音在及空無的談話亭

中迴盪，不斷喚起當天的靈光、悸動與歷史。留下的是藝術家所謂卡夫卡式現代

官僚等候室的場景，空蕩冷漠與理性機械化的空間動線，依然持續制約著人們。

偌大螢幕上飄忽的黑影，若隱若現的魅影幽魂，呼喚著返歸到幽冥未明歷史真實。

不知道是否是藝術家的伏筆或是蓄意懸置了，臺北市立美術館空間的指涉，及其

所隱藏著的台灣藝術現代性的「初始現場」，這個斷裂的關聯性與無從返歸的述

說現場，交結纏擾於入口與出口之間，不知所向。

本文作者為臺北市立美術館展覽組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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