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美術館將近 843平方公尺的 1樓展場，空間僅區分為

1A與 1B展覽室，面積接近 2比 1，典型的「白盒子」

空間。它比起其它的樓層都來得高，1A的高度包括 4

米 3與 3米 9；1B則高達 10米，空蕩的「白盒子」空間，

蘊含無限可能，等待著將不同展覽理念化為一個個具體

的視覺場景。

展覽構想來自古典小說記載的傳奇故事

「真真：當代超常經驗」展（以下簡稱「真真」展）發

想自中國小說《聊齋誌異》中的〈畫壁〉與《太平廣

記》中的〈畫工〉故事。〈畫壁〉故事描述朱孝廉與朋

友一同造訪禪寺，他在壁畫中看到一位美麗絕倫的散花

仙女，在「神搖意奪，恍然凝想」中，竟不知不覺走進

壁畫中，而且與仙女發生一段繾綣之情。他的朋友找不

到他，驚慌之餘求助寺廟老僧。老僧定神看見朱孝廉竟

隱藏於壁畫中，於是以指彈壁，朱氏聽到如雷般的聲

響，才從壁畫中飄忽而出，回到了現實世界 1。〈畫工〉

描述進士趙顏在從畫工那兒得到一件畫有美女的屏障，

他看了心蕩神馳，說：「若世間有這樣的女子，我願娶

「真真：當代超常經驗 」展的敘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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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為妻。」畫工告訴趙顏這畫是他的「神來之筆」，只

要晝夜不歇的呼喚她的名字「真真」，百日之後她就會

從畫中走出，趙顏果真連續百日呼喚真真的名字，後來

真真果然從畫中走出，並與趙顏結為夫妻並生了一個孩

子。當這孩子約 2歲時，趙顏的朋友告訴他妻子是個妖

怪，必然會帶來災難。當天晚上，那位朋友給趙顏一把

神劍，並囑付他用這把劍將真真斬除。趙顏才剛把劍帶

進屋子，真真便哭著說自己真正的身分是南岳的地仙，

不知什麼原因被人畫去了形體，又看趙顏誠心呼喚她的

名字，一時感動才走出來的。而今趙顏對她開始心存懷

疑，再也無法與趙顏共同生活了，於是她帶著孩子飄然

進入軟障。趙顏再打開那軟障，果然除了美女又多了個

孩子，而且全是畫的 2。

這兩個與繪畫有關的故事，共同指出過去稱為「畫工」，

在當代稱為「藝術家」的創作能表現實境、給人真幻莫

辨的感染力與影響力。除此之外，〈畫壁〉描述主角超

脫現實到另一個時空；而〈畫工〉則是主角在現實世界

中經歷超乎尋常經驗的故事，因此畫布與牆壁成為進與

出、「穿透」時空的「界面」或「媒介」（道具）。同時，

無論是朱孝廉或是趙顏，都對畫工所描繪的美麗仙女產

生迷戀，產生希望能真正在一起的強烈慾念。趙顏甚至

相信及依照畫工的指示，晝夜不歇呼喚「真真」一百天，

美女從畫中走出的願望就會實現。因此「真真」有如能

使夢想成真的咒語，讓人走進「真實」的認知與想像中，

同時當趙顏心生懷疑，也就是幻覺消逝重返現實之時。

因著展覽發想自古典小說記載的傳奇故事，挑選穿透空

間的「界面」、「敘事」、「戲劇性」及「異像」（真

幻莫辨的場景）的作品，來體現展覽兩大主題：脫離現

實到另一個時空的「虛幻擬真」（出）以及在現實生活

中經歷不尋常事件的「真實若幻」。關於出自穿透的「界

面」或使用「道具」顯現出另一個「空間」或「缺席」

的存在，例如：吳天章〈戀戀紅塵：向李石樵致敬〉中

的女子自畫面中走向觀眾，並開始擺出挑逗之姿；王雅

慧創作〈旁觀者〉系列的反光的看板，有許多事物呼之

欲出；透過劉瀚之創作的「矯正器」，更真實呈現出內

在性格的軟弱、卑微與甚至扭曲。「敘事」主要是指作

品包含著許多不同的故事，例如牛俊強〈證明〉計畫中

假設的提問、余政達找演員以假亂真的朗誦詐騙信、王

俊傑發想自小說〈2001太空漫遊〉與希臘神話〈尋找

金羊毛〉的太空移民計劃、張立人以人類學敘事手法舖

陳「30歲還是處男即可成為魔法師」的動漫傳說等。

「戲劇性」則更強調讓觀眾參與、介入作品中，並且「身

歷其境」。包括：觀眾的身影投映在曾御欽〈熱黑〉中

躲迷藏小朋友的影像上，所形成巨大的陰影與威脅感；

豪華朗機工在美術館進行〈a~藝術與水的循環計畫〉，

成為水的製造及設計者，將展場當作礦泉水的倉庫，透

過在每一瓶水的瓶身上，親筆簽上團隊英文名及版次，

轉化普通的礦泉水成為可永久收藏的藝術品，同時也在

闊喜窩（義大利餐廳名）以一般礦泉水的價格（20元）

販售，闊喜窩來展場設置的倉庫提貨，將藝術品轉化為

商品，邀請觀眾在購買的同時，一方面進入藝術贊助的

循環計劃中，另一方面也思考商品 /礦泉水、藝術品 /

收藏的認知與抉擇中。而河床劇團則以兩齣 10分鐘的

一名觀眾戲劇，讓觀眾進入戲中，成為戲的一部分，直

接感受與詮釋它，在經歷之後每名觀眾創造出不同的文

本與故事。最後，「異像」是指真幻莫辨的場景，例如

黃海欣以畫筆描繪眾人共同經歷過的場合或儀式，當中

滑稽與詭異的地方；姚瑞中自 10年來與世界各地拍攝

的底片中，選出 35件帶有超現實、不安氛圍的作品組

合成一捲於 2012年 12月 21預言世界末日到來的底片；

而黃進河〈火〉則以男不男、女不女、神不神、魔不魔

的 張形象，摻揉台灣民俗與電子花車顏色與符號，繪

製 90年代台灣政治壓迫及人心追逐名利的真實社會亂

象。

空間以村落「廣場」的概念進行規劃

藝術創作一直以不同的功能、型式與人類文明及歷史密

不可分。遠古以來藝術除了紀錄、裝飾與教化等現世功

能之外，透過藝術家的神來之筆，也被認為是一種「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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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而能「感神通靈」──讓人的精神「漂旅」，感受

另一種不同時空或生命經歷，並產生與之聯結的力量，

例如：洞窟藝術、聖像及宗教藝術。人們總希望透過藝

術，獲得超乎尋常的經驗與現狀改變，無論是物質慾望

的名利富貴、精神上的超脫淨化、或者視覺的奇幻經驗

等。近代美術館、博物館成立後，藝術品改變了它的位

置，人們自宗教儀式、藝術家的畫室與市集、以及皇宮

貴族的宅邸與私人集會中走出，進入為大眾開放的「白

盒子」空間，以第三者的眼光觀看所懸掛及佈置的當代

藝術品。

在生活與藝術界線解消的今日，為了能改變觀者在美術

館被動觀看作品的經驗，期望能更靠近觀眾、更「進

入」觀眾一點，同時展出作品蘊含的未知性與豐富敘事

文本，希望透過觀眾的參與及感同身受。

「真真展」展場空間以開放式「廣場」的概念進行規劃，

有如有民房有廣場的村落一般，結合「進」與「出」、

「穿透」等展覽的概念與作品本身所蘊含的未知性與豐

富敘事文本，（結伴）觀眾在進、出暗黑密閉的錄像空

間後，帶著個人的想像與認知有如回到開放「廣場」，

交換心得、談論、尋求解答後，繼續進、出下一個展場。

觀眾最後離開 1B展覽室邁向出口的迴廊，那兒設置河

床劇團的兩個展演空間，平日他們是裝置的超現實場

景，假日下午則成為為一名觀眾表演的真實戲劇演出，

邀請觀眾進入另一個時空情節，10分鐘後觀眾將在恍

惚中回到現實。

正如約翰．柏格（John Berger）在〈說故事的人〉一文

中提到，一個村莊或者都市的真實面貌，是藉由日常生

活中，人們交談的故事與對事情的評論所建構，這些口

語與口述歷史，是它內部的社會與個人關係的總和，加

上它與其餘世界之間的社會和經濟關聯。他以自畫像作

比喻，村落這幅 3D立體畫是由語言、談論和記憶所建

構：由輿論、故事、目擊報導、傳說、評論和謠言綴畫

而成，每個人都被畫在其中，每個人也都畫了別人，如

果從時間進程來看，它是一幅綿延不絕的長卷，描繪的

動作不曾止息 3。「真真展」中、開放式「廣場」空間，

藝術家以當代生活為素材，透過作品以「真實」為概念

提出詰問、敘說故事，藉由觀眾的生活經驗回應各種可

能的解答，有如為當代生活中的真實，描繪各種可能的

輪廓。例如觀眾參與河床劇團〈不會有人受傷〉及〈四

季〉演出，在留言簿寫下：「但，在心卻是難言之痛，

演員用靈魂讓我看見許多投射在我身上的回憶，那是和

我和此作品的連結，獨特卻又是使我不敢去面對的窗

口，淚水是因為回憶和情感所交織之的，依然幕幕在心

頭環繞。」（〈不會有人受傷〉，冠婷，北藝戲劇）、「看

完了，沈澱了，哭了。我無法清楚說明剛剛到底經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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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如此特別，你所要讓我知道與我所感知到的，真

實且困惑。我想我也是帶面具的，或多或少，自己知道

與不知道的。接下來會將時間留下來好好認清自己，看

著這些刺激，找到自己最自在的方式面對。」（〈四

季〉，李君君）

當作品中的敘事能讓我們留下深刻印象或感動我們的時

候，它會引發某種東西，那東西會變成或可能會變成，

我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這個部分，無論是小是大，

都會是這個作品的延伸，並且對我們產生影響。這樣的

交融，好比新約聖經中描述奇特的身體空間：「正如你

父在我（耶穌）裏面，我在你裏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裏

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

已賜給他們，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一。我在

他們裏面，你在我裏面，使他們完完全全地合而為一」

（約翰 18: 20-23）

結語

真真，如同帶有「成真」的神力咒語，亦有如當代藝術

中「達達」般的呢喃囈語，反映人心執著的慾念與所認

知的「真實」。透過藝術家創作出讓觀者融入其中的、

信以為真的形式。觀者也因自己的慾望，讓精神狀態進

入另一個不同時空或經歷中，甚至對生命發生改變。在

影像充斥的當代，如同商業廣告，我們看見的影像只是

表象，不代表它真實存在，而是人們慾念的反影，它反

映的是實體的「缺席」。這缺席佔據著一個空間，一個

空洞，同時也存在於逝去的過往與尚未發生的未來，每

個人對這「缺席」的空間擁有不同的想像與輪廓，以建

構他們相信的「真實」。

敘事其中總有些謎團，引誘人們發表評論，同時也是評

論者個人對於這存在之謎的回應。透過展出作品及空間

規劃，邀請觀者經歷與參與，讓看不到卻存在的重新被

看見、進入原本不能進入的、從日常生活中發現不尋常

之處，重新反思人的存在、認知中的真實與藝術本質，

發現一個理想的精神與生活狀態以及對未來的想像。而

觀者在「真真展」中親臨作品甚至身歷其境的詮釋與經

驗，不僅是個人的，也與藝術家及展覽共同勾勒出當代

生活經驗中「真實」概念的輪廓。

本文作者為台北市立美術館研究組組員及「真真：當代

超常經驗」展策展人

豪華朗機工（2010-），〈a~藝術與水的循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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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真展」展出現場（左：黃進河〈火〉、右：姚瑞中〈小幻影 : 
2012/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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