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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龔書章
Kung Shu-chang
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副教

授兼所長、第一及二屆「 X-site
計畫」評審委員

位在倫敦海德公園裡的蛇形藝廊（Serpentine Gallery）自 2000年開始，每年夏天都會邀請一
位建築師在它戶外區域搭建一座臨時建築（Pavilion），幾乎不設限地讓建築師們發揮創意與
想像，札哈．哈蒂（Zaha Hadid）、赫爾佐格與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伊東豊雄
（Toyo Ito）、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等都曾受邀過，現在每年夏天不管是市民或遊
客都期盼著下一位建築師在一樣的場域中，展開建築與地景環境的對話。而位在紐約長島一

棟古老的紅磚樓MoMA PS1也為了讓更多新銳建築師有表現的舞台，則透過「YAP青年建
築師計畫」，以徵件的方式邀請年輕建築師針對戶外設施提出一個環保永續的臨時建築。它

不僅是一個單純的建築地景雕塑體而已，它構築的是一個可以提供多元使用性的場域；每到

夏天音樂季時，總是聚集滿滿的人潮穿梭其中，透過活動與人群啟動了新的城市生活想像。

如果我們現在再回頭來看當年的巴黎「龐畢度中心」─雖然它與整個區域的紋理相異，偌

大的建築體與廣場顯得突兀與意外，而引動了各方的爭議；但這正是當年的青年建築師倫佐．

皮亞諾（Renzo Piano）與理察．羅傑斯（Richard Rogers）企圖站在當時的城市紋理和歷史
文化的對立面，透過這樣的實驗作品回應了一個時代的「未來性」。今日回看這件作品，我

們反而可以理解這個前衛但也生氣盎然的建築和城市廣場，的確企圖在一個對的時間、對的

位置回應整個時代。

不管是蛇形藝廊、MoMA PS1或龐畢度中心，它們不僅代表著藝術的「存在性」，同時也透
過不同的實驗性構築和空間表現來展開與「時代性」對話，更讓藝術的實驗啟動了一個新的

公共意識，而滲透在城市的當代生活當中。我認為這個時代對於一個美術館所扮演的角色和

定義，也正因為這些種種的實驗計畫與想像，已經有著不同而更積極的期待。在這個時候，

我們必須重新面對一個美術館應該如何扮演一個公共性的角色？並且定義藝術如何保持自身

「在」與「不在」的美學思考與存有價值？或者以什麼樣的形式，存在於地景環境與其對話？

這些提問回應著我參與北美館這兩年「X-site計畫」的種種觀點─這計畫從今年 3月正式
展開北美館前方偌大的公共廣場 ─這對大眾來說絕對是進入美術館的必經路徑；然而這 30
年來，我們似乎感覺不到這個廣場存在於城市當中的公共性角色，而「藝術」也似乎永遠地

被包覆在龐大的建築當中自我存在，與市民大眾或這座城市並未有更積極直接的對話或關聯。

因此在「X-site計畫」中，我們更希望對於一座存在於城市中 30年的公共美術館，能有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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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R Studio，《桌伙》
援引早期辦桌中，總鋪師以技術烹飪，
將食材變成佳餚的生產關係，解釋為
藝術之中策展人、創作者與觀者的互
動可能，將原做緩衝空間的廣場，轉
換成北美館前的自由開放展演平台，
主動創造一個不斷對話／參與／相互
刺激的藝術大辦桌 ─「舞團」
©謝昕玫提供

進步性和革命性的思惟來面對公眾、面對社會、面對時代，進而讓大眾在城市生活中感受建

築、藝術與生活的相互關係更具啟蒙性，而非一場喧嘩的炫技嘉年華或周年慶典。

在今年的31件參賽作品中，我們看到了多數青年創作者的作品，無論是在實驗性或論述性上，
都企圖以不同的構築、形式、材料、媒介與活動介入這個重要的公共空間，也因此充滿著許

多值得辯證的價值和想像。有些作品以台灣既存於生活中的現象物質轉變成構築材料，例如

以台灣傳統的辦桌民俗，作為充滿張力且多樣的空間構築地景，研究如何藉以台灣的簡單板

凳腳架的創新接合方法和模式，以及再現圓桌聚伙的場域氛圍，形構了一系列充滿活動痕跡

的地景（薛丞倫＋ R Studio《桌伙》）；將台灣最便宜簡單的臨時輕構架和彩色條紋的帆布，
重疊交錯出一層層的辦桌臨時布棚遠望圓山地景（無有 不二《相遇之舟》）；及以充滿生態
環保回收物質的寶特瓶，即興有機地將北美館廣場佔據且解放成一個愉悅的綠色場域（夾層

工作室《寶特天棚》）等，都是藉以有意識地回望台灣最為靈活而且低技的技術，以及生機

無限的庶民意象，企圖再創一個「有別」的地景。雖然我從這些作品當中，都看到了台灣新

銳建築師們面對自身文化的強烈熱情與企圖，但是也同時觀察到這種再現台灣種種在地現象

和庶民工法的表現，或多或少都呈現了相當的同質性和限制—一方面有了更為清晰而貼近

文化的觀點和論述，但也因此多了些媚俗的甜味而不容易超越。

另外，今年的作品當中也有看似輕鬆、散置但也頗具空間敘事實驗的作品，而呈現了不同的

藝術觀點。就像作品《雙面牆》（洪士堯建築師事務所＋引埠設計＋江佩弦）企圖將北美館

的正立面藉由 90度的轉向，來面向中山北路形成了另一個新的正立面，而重新定義了北美
館前的廣場，成為一個既是室外、又是室內的都市公共客廳。這個作品更進一步地藉由一方

面藏在這個正立面中的層層樓梯，讓人在上升的路徑之間，回望圓山和廣場之間的兩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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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又在廣場創造了一系列散置的客廳，強勢地佔領了這個美術館的機構性，重新定義

了城市公共生活中的種種情狀。而來自英國的 Bobby Petersen & Rain Wu（吳雅筑）的作品
《生存的要素》則以一系列看似無關卻又充滿感知敘事的空間裝置 ─如可無限伸展的蚵殼

餐桌、昔日阿嬤的床蓆棚架、既藏又顯的水廁等─來表達建築和藝術之間最具詩意的「針

對性」。雖然這兩個作品在形式和意念的表現上，都不算是最原創的作品，但是我完全可以

感受到作品當中所蘊涵藝術性的強度，以及人在其中的深刻經驗。

右圖—
無有 不二，《相遇之舟》
慶典、相聚、一期一會
©劉冠宏提供

竹編、建築與身
建築與食

Bobby Petersen & Rain Wu（吳雅筑），《生存的要素》
建築的元素自發展以來，除了受經濟、文化及美學的影響外，並沒
有根本性的改變。我們其實在新與舊的建築元素中不斷反覆組合拼
裝，我們應該要從中重新檢視我們所認知的建築到底是什麼；希望
拆解建築固有的成套配備，反之將元素各自獨立成單一個體 ,去重新
解讀及思考 21世紀的台灣中我們生存最必需的條件─食住行育樂
©吳雅筑提供

蚵磚、建築與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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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夾層工作室，《寶特天棚》
矗立在北美館前，對稱的正立面、跨越兩側的天棚以及巨型柱
列，伴隨著北美館原有之向上階梯，暗示了此空間的神聖性；
創造各種不同尺度的會面空間，提供各種活動發生的場域，同
時也喚醒市民對於環境的重視，傳遞正確回收的觀念，最終建
立起對環保的信仰
©黃若珣提供

右圖—
洪士堯建築師事務所＋引埠設計＋江佩弦，《雙面牆》
建立了一道牆，讓本來空曠沒有主題的廣場忽然出現了兩種截
然不同的性格，並依著這兩種特性讓內外兩個廣場發展出不同
的相關活動；牆體本身其實是一個具有厚度可被遊歷的空間，
讓觀者藉由身體去體會創作者試圖表達的觀點
©洪士堯提供

藺草席和油紙

毛玻璃、建築與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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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二屆的首獎作品《未知的質域》，則是繼 2014年第一屆「X-site計畫」首獎作品「邊
緣地景」─以簡鍊的竹子構築為基材，建構了一個與北美館室內大廳等大等高的線性虛體

「竹井」，來回應北美館厚實的封閉量體—之後的另一座既抽象又具象的地景作品，來回

應今年的主題「會面點」（Meeting Point）。首獎的創作團隊「共時書寫建築工作坊＋人嶼 
Legacy Lab International」透過一系列具豐富物質性的紙牆和線纜，形塑一個非物質性的多重
會面場域，來面對清晰軸向管狀實體的北美館，引發人們在這個地景空間當中，產生自我認

知和感知的非常經驗，令人印象深刻。這個廣場上看似輕透而巨大實存的公共地景─它既

是輕透漂浮、連續開展的群山，又是多軸消點、錯向並置的街道／廣場；既是一個層層疊疊、

充滿觸覺感知的經驗迷宮，又是一個自由激發、隨機而生的會面點─進而透過人們視點與

活動的動態移變，引動了一個對於北美館與城市空間之間的公共意識，以及對於物質感知之

藝術凝視。對我而言，這個作品無論在地景的回應或是材料的感知實驗上，都充滿著無比的

想像和詩意力量！

上圖—
共時書寫建築工作坊＋人嶼 Legacy
 Lab International，《未知的質域》
街景意象
©邱裕文提供

下圖—
共時書寫建築工作坊＋人嶼 Legacy 
Lab International，《未知的質域》
量體質感
©邱裕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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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連續兩年的「X-site計畫」參賽作品，的確讓我們強烈地感受到這群青年建築師和藝術創
作者們，對於城市公共性的關注和面對時代的熱情實驗。他們一方面藉以一座臨時地景藝術

／建築／裝置來解放、重塑與定義一座存在於城市中 30年的公共美術館，再現他們對於北美
館與城市空間之間的公共地景之積極想像；另一方面，他們同時也透過對於藝術和活動形式

的創新想像，打破原本的城市公共空間意象，讓人們不管是站在外面遠觀或是走進其中，都

有一種全新的觀點來凝視這個地景環境，進而建立起人們與藝術、建築、環境等多元關係。

我也衷心期待往後每一年「X-site計畫」，除了要不斷持續地建構一個「有別」的藝術觀點
來定義美學的存有價值，更要隨時回應著我們現存的社會情狀與文化意識，進而引發一個更

具積極性的「公共啟蒙」論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