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編輯室 每年一度的「臺北美術獎」自 1983年以來從未間斷。1990年代以降至 2010
年兩個世代間，培育出多位如今已是資深與青壯輩的優秀藝術家。2010年經過
獎項改制，至今也舉辦四屆得主的個展。本屆因本館內部整修，展覽首次移師

台北當代藝術館展出。本期專題「『臺北美術獎』當下與回望」邀請陳貺怡與游

崴二位藝評家，觀察本屆進入決選的青年藝術家，其創作材料、主題設定和敘

事結構，抑或無關資歷而是空間表現能力與否提出觀察與詰問。不僅陳教授文

章兼論得獎價值觀與西方獎項和體制政治的關係，本屆評審之一的簡子傑，也

著文回望改制後有關評審組合、得獎作品、藝術生態等變革與反思。

因應目前空間修繕工程的進行，特別企劃著重於「美術館空間改造與增能」，邀

請二位建築學界作者，分享他國在改造增能方面的案例：王維周以巴黎國立藝術

工藝博物館及克呂尼博物館為例，說明古老建築如何置入博物館機能。何以立

則以甫開館的新加坡國家美術館舊建築物改建競圖案為例，以親身參與比圖的角

度分享主事者在視野與專業度上如何處理改建案。相較於法國或新加坡在舊建築

與新機能的共存理念，館員蘇嘉瑩也以本館過往各類型改造工事，回顧我們如何

運用此空間、服務使用者與博物館任務的思維變遷，以史為鏡，也展望未來。

「研究觀點」單元收錄高重黎為本館「是什麼讓攝影如此有魅力？它的虛實、矛

盾與其他」系列講座第五場之講稿改寫的〈我們為什麼要談影像機器──視覺精

神史考察〉，藝術家高重黎的作品檢視歷史和個人生平的關係，以及時間、影像

和媒體的關係，他不僅是攝影師，也收集歷史照片，同時是影片和動畫創作者、

媒體的考掘者。本文保留了演講時的結構與藝術家獨有的語氣風格。館員林宣

君為本館歷年從美術教室、資源教室、探索教育展到今日的兒童藝術教育中心，

側寫記錄這些在教育內容、空間展示、跨界合作、出版與活動的豐碩成果。

「文獻研究室」單元，有關文獻踏查部分，由館員雷逸婷以「另一種目線──

王信攝影展」展為例，分享籌展過程中，有關藝術家的出土影像檔案和文獻史

料如何影響展覽內容的架構以及其延伸運用，期待能重啟作品的時代意義及彰顯

文獻的研究價值；有關機構檔案，林靖恩藉由拜訪「楊英風藝術研究中心」及「雲

門文獻暨獎助室」兩個長期致力於藝術檔案徵集、保存的管理單位，使讀者了

解國內不同機構對於藝術檔案的管理與應用方式。

「藝術家特寫」單元，邀請王雅慧為「書中美術館」創作〈五則對話〉書中書，

包括一幀攝影及五則短篇：書寫五位藝術家在中國書畫、西洋繪畫、攝影、

建築、雕塑等不同領域與面向上，從對他們作品的想法來回應自己對於影像空

間的思考與創作上的經驗。創作形式涵括錄像、裝置、攝影的王雅慧，曾於

2002年獲臺北美術獎、2002及 2010年參展兩屆臺北雙年展、2005年獲國巨
科技藝術獎，15年來發表八個個展，累積了相當豐富的創作資歷。此次邀請吳
宇棠共同訪談，讓讀者在閱讀這本可另行收藏的書中書後，對於藝術家的作品

脈絡、思想理路、以及創作生涯有不同的切入觀點，且饒富興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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