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的物派，連留日的在學院裡面學到的也間接受到這個趨勢的影響。但是極限

在某方面，其實不太雕塑。不過在那個時代，尤其是從台灣接受西方藝術風潮

的時代背景來看，就成為當時的主流。他們的老師去學的時候，這些人也剛好

就在位置上。

我那時候就是做抽象的，但是我有一個警惕就是，絕對不要跟老師做一樣的

就對了。可是要做不一樣，其實還是有點難，因為在老師的訓練下面，他教

你的技術還有使用的工具都是一樣。我當然就是比較刻意，我大學抽象做了

兩個系統，一個是有點像物理的，就是說我觀察物理的現象，像流體。大概

是 1993年，我第一次個展，裡面有兩種成分，一種就是身體的肉體或者是肉
塊、骨頭這些形象而來的抽象，好像骨頭，但我不要做到完全像骨頭，好像

肉，不要完全像肉，我當然也會用物理式的，比如說用放大鏡，所以那時候

的抽象，其實如果這個時代來看，也是再現，只是說我不是再現那個全貌，

而是展現一個現象。

在大學要畢業的時候，會讀阿多諾的書，但是其實我的作品說有社會性或者是

批判性，好像也不見得有，就算有，也是一個比較抽象的狀態，就是說我會去

故意反以前的形式。

張乃文訪談

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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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 Nai-Wen
藝術家

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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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erview with Chang Nai-Wen

王柏偉（以下簡稱「王」）：乃文可以麻煩幫我們介紹一下你的創作歷程嗎？

張乃文（以下簡稱「張」）：我讀書的時候是北藝第八屆，北藝是台灣第一個

藝術學院，當時很夯，因為純藝術的學校不多，臺藝那時候是五專。臺藝是走

一個比較傳統路線，可是傳統路線也沒有不好，我印象中，他們比較少有抽象

表現的訓練跟方式，那時候我們的老師有一些被借調，就是被請去兼課，或者

是幫忙教一些課。

我唸大學的時候，剛好新的一批老師回來，他們大概都是八○年代去歐洲、美

國留學，就雕塑領域而言，那時候西方當紅的是極限藝術，甚至有點影響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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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滲入文化觀的話，這些造型、符碼都不會跑掉，這就是很大的問題，所

以我們很難像極限藝術家拿一個鐵塊來就要算數，我們沒有辦法接受，很

難啦！所以我讀書的時代大概就這樣。

統括來講，80年代回來的那一些雕塑老師，他們都有抽象、極簡的傾向。
甚至當時連陳夏雨的弟弟陳英傑，我印象中他本來不是做抽象，可是他後

來做得也非常抽象，而且非常簡單化。當然不是極簡，因為他跟極簡有點

不太一樣，就是有點幾何抽象。

最有趣的就是說，我們老師前面的那一輩可能就類似楊英風。楊英風那一

輩的，我覺得還是有受政治影響，他們都有一種比較中國式的情懷。當然

楊英風算是很先進的，他受的教育還有他的見解是蠻寬廣的，但是他的國

族主義的確是有影響到他的作品，不過他的做法就會讓我們很能理解，他

會把中國的玄學、道家跟創作合在一起。

我們老師那一輩的，一定也看過那些極限的展覽，他們詮釋的方法多多少

少會有點類似楊英風，只是說可能不是大中國傾向，但是就會把它極簡化

或者是跟中國的⋯⋯或者應該不是說中國，而該是說中華文化圈的那種文化

概念，比如說禪學。甚至連繪畫也一樣，二次戰後不是有日本禪師像鈴木

大拙到美國去影響他們的繪畫？

所以我們老師那一輩，大概他們就是極簡的造型，但是還是有造型，嚴格

說來是不純的極限，而且也就是不純的現代主義。某方面我覺得這是好

的，就是有一個變體，才能掌握某種主體性，如果完全一樣，就變成只是

西方他們的小老弟，永遠就是他們的附庸。

我畢業是 1995年，96年拿獎金去法國。其實也不算留學，那是拿獎金出去玩，
那個獎金是廖修平他們要仿羅馬獎，送人出去。在法國的時候，我花很多時間

看展覽。我看的不見得是美術館，看很多都是博物館，還有私人畫廊，當然也

有很多美術館，比較之下，我就會覺得說，我可以體驗到一個⋯⋯怎麼講？文

明古國跟不是文明古國的差別。的確是這樣，看了羅浮宮，會心生敬畏。

回來的時候，那時候都還是做抽象的⋯⋯表面上抽象，但是實際上我有做一些

具象，只是我那時候不把它當成作品。大學畢業以後，可能因為有養成讀書習

慣，在接觸國內外論述時發現，原來現象學在八○年代那個時候就已經很盛行，

也影響了國外藝術圈。可是在台灣，在我讀大學的時候，照理講已經一九九幾

年了，竟然沒有人在提這個，我非常驚訝。當然用現象學來看極限藝術，那就

很有趣了。因為好像有一種契合點，你就會發現有一些藝術表現的確跟理論有

一點關係，而且它好像是在理論之後，但是也不見得受理論指導。

進到南藝以後，同學來自很多地方，我年紀比他們大，因為我大學畢業已經

二十七，法國回來已經二十九了。但是那時候很多同學比我更老，甚至比薛保

瑕老師還大（薛老師大我十歲而已）。我的年紀跟老師差十歲，我是蠻尊敬老師

的，但是在討論作品的時候，不像現在的學生好像很畏懼老師。我們那時候覺

得討論作品無關個人，所以我就是比較直接，也很多意見也跟老師不一樣。

後來，我研究所畢業以後，大概每年都會有個展，個展的原因當然是因為這件

事對於一個藝術家來說必要的。如果我們看西方藝術家的履歷，不管好不好，

就是說他是成熟的，有一點點穩定了，你就會發現個展是必要的，甚至一年很

多次，不過一年過多也有點怪異就是了。

王：你們那時候老師有誰？可以談一下老師對當時的藝術形式的影響嗎？

張： 我大學的時候有張子隆、黎志文、李光裕，還有蔡根老師。蔡老師是兼課
老師，因為他沒有留學，所以在那個時代他沒有辦法取得真正學院裡面的

教師資格。

如果你去看以前北美館雕塑年表裡面，張子隆很重要，因為他引進一個日

本式的極簡藝術表現。可是我們只能說極簡，也不是極限，跟物派也不一

樣，因為這個時代有網路提供我們更多資訊，還有文字、文件，所以我們

更進一步認識那個時代。

有一個比較簡單的區隔，現代主義是造型，就是說它是簡化了，強調材料

試驗，基本上還是對於要生產出一個造型這件事是在意的，可是到了極限，

可能這些對它來講都不是真的很重要，所以亞洲總是在這個中間。甚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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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滲入文化觀的話，這些造型、符碼都不會跑掉，這就是很大的問題，所

以我們很難像極限藝術家拿一個鐵塊來就要算數，我們沒有辦法接受，很

難啦！所以我讀書的時代大概就這樣。

統括來講，80年代回來的那一些雕塑老師，他們都有抽象、極簡的傾向。
甚至當時連陳夏雨的弟弟陳英傑，我印象中他本來不是做抽象，可是他後

來做得也非常抽象，而且非常簡單化。當然不是極簡，因為他跟極簡有點

不太一樣，就是有點幾何抽象。

最有趣的就是說，我們老師前面的那一輩可能就類似楊英風。楊英風那一

輩的，我覺得還是有受政治影響，他們都有一種比較中國式的情懷。當然

楊英風算是很先進的，他受的教育還有他的見解是蠻寬廣的，但是他的國

族主義的確是有影響到他的作品，不過他的做法就會讓我們很能理解，他

會把中國的玄學、道家跟創作合在一起。

我們老師那一輩的，一定也看過那些極限的展覽，他們詮釋的方法多多少

少會有點類似楊英風，只是說可能不是大中國傾向，但是就會把它極簡化

或者是跟中國的⋯⋯或者應該不是說中國，而該是說中華文化圈的那種文化

概念，比如說禪學。甚至連繪畫也一樣，二次戰後不是有日本禪師像鈴木

大拙到美國去影響他們的繪畫？

所以我們老師那一輩，大概他們就是極簡的造型，但是還是有造型，嚴格

說來是不純的極限，而且也就是不純的現代主義。某方面我覺得這是好

的，就是有一個變體，才能掌握某種主體性，如果完全一樣，就變成只是

西方他們的小老弟，永遠就是他們的附庸。

我畢業是 1995年，96年拿獎金去法國。其實也不算留學，那是拿獎金出去玩，
那個獎金是廖修平他們要仿羅馬獎，送人出去。在法國的時候，我花很多時間

看展覽。我看的不見得是美術館，看很多都是博物館，還有私人畫廊，當然也

有很多美術館，比較之下，我就會覺得說，我可以體驗到一個⋯⋯怎麼講？文

明古國跟不是文明古國的差別。的確是這樣，看了羅浮宮，會心生敬畏。

回來的時候，那時候都還是做抽象的⋯⋯表面上抽象，但是實際上我有做一些

具象，只是我那時候不把它當成作品。大學畢業以後，可能因為有養成讀書習

慣，在接觸國內外論述時發現，原來現象學在八○年代那個時候就已經很盛行，

也影響了國外藝術圈。可是在台灣，在我讀大學的時候，照理講已經一九九幾

年了，竟然沒有人在提這個，我非常驚訝。當然用現象學來看極限藝術，那就

很有趣了。因為好像有一種契合點，你就會發現有一些藝術表現的確跟理論有

一點關係，而且它好像是在理論之後，但是也不見得受理論指導。

進到南藝以後，同學來自很多地方，我年紀比他們大，因為我大學畢業已經

二十七，法國回來已經二十九了。但是那時候很多同學比我更老，甚至比薛保

瑕老師還大（薛老師大我十歲而已）。我的年紀跟老師差十歲，我是蠻尊敬老師

的，但是在討論作品的時候，不像現在的學生好像很畏懼老師。我們那時候覺

得討論作品無關個人，所以我就是比較直接，也很多意見也跟老師不一樣。

後來，我研究所畢業以後，大概每年都會有個展，個展的原因當然是因為這件

事對於一個藝術家來說必要的。如果我們看西方藝術家的履歷，不管好不好，

就是說他是成熟的，有一點點穩定了，你就會發現個展是必要的，甚至一年很

多次，不過一年過多也有點怪異就是了。

王：你們那時候老師有誰？可以談一下老師對當時的藝術形式的影響嗎？

張： 我大學的時候有張子隆、黎志文、李光裕，還有蔡根老師。蔡老師是兼課
老師，因為他沒有留學，所以在那個時代他沒有辦法取得真正學院裡面的

教師資格。

如果你去看以前北美館雕塑年表裡面，張子隆很重要，因為他引進一個日

本式的極簡藝術表現。可是我們只能說極簡，也不是極限，跟物派也不一

樣，因為這個時代有網路提供我們更多資訊，還有文字、文件，所以我們

更進一步認識那個時代。

有一個比較簡單的區隔，現代主義是造型，就是說它是簡化了，強調材料

試驗，基本上還是對於要生產出一個造型這件事是在意的，可是到了極限，

可能這些對它來講都不是真的很重要，所以亞洲總是在這個中間。甚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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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在那個打仗的時代一定是相當有錢的，家世背景一定不錯才有機會，

甚至光復後不久也是一樣，他們會以敗家子之姿去學完全顛覆藝術價值的藝

術表現？不太可能，所以他們學回來，自然是傾向保守。在日本，也是這

樣。當然我們不能說完全沒有這種人。有！但是曲高和寡，非常少。台灣

就更是，台灣去日本學的，一定是更保守。

相對於在 80年代去學西方行為藝術，台灣的行為藝術真的要講，就是這次
參加威尼斯雙年展的謝德慶。有人說他不是台灣的，但是這是不對，那是

國籍的問題而已，他有他的處境，他當然是取得那個比較方便，他是台灣

人，沒有問題。比如說他早期有做過一個從樓上跳下來的，我記得有人問

他有沒有受克萊因影響，他說沒有，因為他不知道克萊因，這就有趣了，

因為克萊因在法國很有名，他是國寶，法國人特愛克萊因。他後來到了美

國以後，不見得真的馬上熟悉藝術史與其他藝術家表現過程，可是他可以

從氛圍感覺到不一樣，他有一種靠自己去突發奇想，當然這個也跟過去藝

術家連結的關係，也有可能在感覺上的趨近，所以就作出類似的。

我的意思就是說，西方的藝術跟他們的哲學一樣，他們的哲學名言就是「我

是站在巨人肩膀往前看」，他們藝術家其實也是這樣。這跟我們說「憑感

覺」完全不一樣，他們沒有「憑感覺」這回事！他們有很多歷史的參照，

所以他們的變動很快，但是他們的變動裡面有不同的系統，對我們來講是

混在一起的。  

相較之下，你就會覺得我們真的很淺。縱使我們用中國的脈絡來看（可是

台灣畢竟還是跟中國有點距離），你也會覺得很淺，為什麼？我那時候常常

在思考這個問題，我覺得因為中國都是在談文化跟權力。

張乃文，《CMIMC》，2012，
塑膠、壓克力、紙箱，尺寸視

佈展而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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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時代，所有老師幾乎都是抽象，除了李光裕，李光裕的具象有點像

西班牙，因為他留西班牙，那種具象有點古典，有點文化圖像。其實他做

的是不錯，從技術各層面來講。但是在那個時代，從台灣立場來看的話，

好像抽象是一個旋風回來了，結果他還在做像西班牙的古典，不過沒有關

係，因為當時我們的老師的確都占據了藝術市場⋯⋯我不知道，時間點的

問題吧！

我到 1999年才去讀南藝造型所，這時進來了另外一批老師，就是薛保瑕老
師他們，南藝那時候也不全然都新，有跨很多人，比如說連劉國松也有，

還有蕭勤。

我們所上有楊樹煌跟屠國威，屠國威其實是跟張子隆類似，不過可能因為

個性的關係，所以他有一種很怪異的特質。楊樹煌畫的圖就是具象，比如

說他會畫地震，把它現象化就對了，你說他很新，也沒有很新，但是他不

是抽象。所以當時的組成，只有薛老師比較新，薛老師的圖一直是抽象表

現，現在某方面也是。

當時我不知道哪一個學生就直接問老師說：「老師，你是不是現代主義的？」

這就有趣了，他認為不是，他是當代的，而且他會告訴你為什麼不是。因

為他的抽象裡面，有很多不是純然只是感覺，有很多是現象，比如說為什

麼會用漁網、跟他畫裡面的關係，所以他有引證出一個就是說，好像乍看

是抽象表現，但是實際上我們看圖的模式，不應該只是從形式上說這個就

是抽象的表現、有表現主義的樣子，所以它就是現代主義。在這點上，薛

老師的觀念是新的，而且他的開放度也很高。

因為薛老師對理論要求也比較高，所以那時候就會逼我們讀更多書，讀更

多書就會看到很多事。作為一個創作者多看書好處是，我們跟單純只讀書

不一樣，單純只讀書可能會用理論去印證現象，但是藝術家是先從創作做，

所以我們在看書的時候，常常會有一個疑惑，就是理論不見得可以用。原

因很簡單，比如說現象學在 19世紀中到 19世紀末很盛行，但是到了當代
是不是還適用？作為藝術家，我們會想像藝術長怎樣、為什麼會這樣講、

如果用在這個時代會有什麼問題。

王：就這點來說，你去法國再回來有沒有什麼更深刻的感受？

張： 那時候回來，覺得藝術應該不是之前所理解的那樣。有一個體驗很簡單，
越讀藝術史就越覺得不只是台灣，連中國、亞洲也都一樣。你會發現你去

讀西方的藝術史，在達達出現是一九一幾年，到一九六幾年二次大戰打完

以後，他們有很多延伸，達達很激進的。可是實際上在東方，我就發現一

件事，去歐陸或美國留學的會不會學這些？不會！原因很簡單，可以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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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在那個打仗的時代一定是相當有錢的，家世背景一定不錯才有機會，

甚至光復後不久也是一樣，他們會以敗家子之姿去學完全顛覆藝術價值的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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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當然我們不能說完全沒有這種人。有！但是曲高和寡，非常少。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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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氛圍感覺到不一樣，他有一種靠自己去突發奇想，當然這個也跟過去藝

術家連結的關係，也有可能在感覺上的趨近，所以就作出類似的。

我的意思就是說，西方的藝術跟他們的哲學一樣，他們的哲學名言就是「我

是站在巨人肩膀往前看」，他們藝術家其實也是這樣。這跟我們說「憑感

覺」完全不一樣，他們沒有「憑感覺」這回事！他們有很多歷史的參照，

所以他們的變動很快，但是他們的變動裡面有不同的系統，對我們來講是

混在一起的。  

相較之下，你就會覺得我們真的很淺。縱使我們用中國的脈絡來看（可是

台灣畢竟還是跟中國有點距離），你也會覺得很淺，為什麼？我那時候常常

在思考這個問題，我覺得因為中國都是在談文化跟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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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觀念是新的，而且他的開放度也很高。

因為薛老師對理論要求也比較高，所以那時候就會逼我們讀更多書，讀更

多書就會看到很多事。作為一個創作者多看書好處是，我們跟單純只讀書

不一樣，單純只讀書可能會用理論去印證現象，但是藝術家是先從創作做，

所以我們在看書的時候，常常會有一個疑惑，就是理論不見得可以用。原

因很簡單，比如說現象學在 19世紀中到 19世紀末很盛行，但是到了當代
是不是還適用？作為藝術家，我們會想像藝術長怎樣、為什麼會這樣講、

如果用在這個時代會有什麼問題。

王：就這點來說，你去法國再回來有沒有什麼更深刻的感受？

張： 那時候回來，覺得藝術應該不是之前所理解的那樣。有一個體驗很簡單，
越讀藝術史就越覺得不只是台灣，連中國、亞洲也都一樣。你會發現你去

讀西方的藝術史，在達達出現是一九一幾年，到一九六幾年二次大戰打完

以後，他們有很多延伸，達達很激進的。可是實際上在東方，我就發現一

件事，去歐陸或美國留學的會不會學這些？不會！原因很簡單，可以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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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從解剖或是各方面來看，就是骨頭錯位了，根本不可能有這種人，邏

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後來發現越來越多，比如說在語言或者是思想上，有很多都會有差別。不

過我還是覺得，到底是要談藝術觀還是文化觀？我覺得藝術跟文化觀還是

不一樣。這個問題好像在這個時代又重新出現，藝術就是文化，也沒有錯

啦！我說的沒有錯就是說，我們的故宮國寶出國展覽也是稱為藝術，這是

一個泛藝術論，它是一個藝術的表現、藝術的樣子，但是它的藝術概念到

底是什麼？沒有藝術概念，它就是跟我們看希臘雕像一樣，沒有藝術論，

但是有藝術現象，只是說西方把這個藝術現象跟後來發展連接得緊密，我

們沒有。所以我後來做的，只能做自己想要做的，能力有限嘛！所以我後

來開始做有形象的，甚至有東方的。

就這一點而言，北美館的出現其實蠻關鍵的。從我們的歷史來看，嚴格說

來，北美館的成立是現代化進程的重要環節，這也是我上面說的、第一批

留歐留美的那些老師回來的時間，這兩件事情其實要放在一起看。因為北

美館是強調「現代」的美術館，所以它剛開始辦了很多雕塑展。我記得好

像第一屆、第二屆的時候，我剛好進到學校讀大學部，我印象中，像黎志

文得獎的那一年，同時胡棟民也得獎，可是胡棟民是學生，你知道嗎？老

藝術史或者是藝術美學的談論裡面，有一種超越性的談法，甚至有刻意脫

離現實、社會學、歷史的看法，要建構一個超越性的看法。在西方有這件

事，在中國沒有，就算它有認為的藝術觀，也是殘缺的、也是假的，也是

因為八國聯軍打贏了。如果八國聯軍沒有打贏的話，中國應該還是以前那

個樣子，還是不會有原來有一種叫做「藝術」。

王：對，還是文人式的狀態。

張： 對，是一個權力結構下的副產物，所以沒有辦法統合。雕塑就更慘了，在
中國的系統裡面，根本就不會放上檯面，現在是因為西方的影響。

我在大學畢業大概五年，都還是在做抽象雕塑，但是兩年後開始做具象，

當時的具象，開始有一些東方的形象，原因不是我有民族情節，反而比較

多是草莽式的。如果有民族的情節，一定有一種繪畫或者是雕塑、或者是

創造的形式是西方人比較沒有的，最根本的就是形象生產這件事，他們形

象生產的邏輯跟我們不一樣，因為他們一開始是自然主義出發的，後來即

使進到表現主義，都還是有一個自然的邏輯系統。但是中國文化圈發展出

來的不是這樣，這就是為什麼郎世寧跑到中國去會變成御用的，因為這是

另外一套系統。反這個邏輯來看，東方人的形象生產對他們來講，如果真

張乃文，《無明》，2007，複
合媒材，尺寸變動（佛頭尺寸

為 90×90×12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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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乃文「不是東西」2007個展
（臺北市立美術館）展場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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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藝術現象，只是說西方把這個藝術現象跟後來發展連接得緊密，我

們沒有。所以我後來做的，只能做自己想要做的，能力有限嘛！所以我後

來開始做有形象的，甚至有東方的。

就這一點而言，北美館的出現其實蠻關鍵的。從我們的歷史來看，嚴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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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歐留美的那些老師回來的時間，這兩件事情其實要放在一起看。因為北

美館是強調「現代」的美術館，所以它剛開始辦了很多雕塑展。我記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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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現實、社會學、歷史的看法，要建構一個超越性的看法。在西方有這件

事，在中國沒有，就算它有認為的藝術觀，也是殘缺的、也是假的，也是

因為八國聯軍打贏了。如果八國聯軍沒有打贏的話，中國應該還是以前那

個樣子，還是不會有原來有一種叫做「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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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生產的邏輯跟我們不一樣，因為他們一開始是自然主義出發的，後來即

使進到表現主義，都還是有一個自然的邏輯系統。但是中國文化圈發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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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現在是有一種時代上的錯置。但是我們多數人往往不在意這個問題。

我讀到畢業是 2003年到 2004年過年的時候，那時候其實已經有第三批老
師回國進入學校任教，就是黃建宏跟林宏璋他們這一批，這些人受的訓練

可能就更理論，甚至他們完全就是在西方全球化的脈絡下思考問題。

就這一點我繞一下。因為關於全球化，這裡面有一點有趣的就是說，在台

灣，你的作品很像外國人會得到好評，因為感覺不一樣，可是實際上從一

個外國人來看，他會覺得：「這個跟我們一樣，有什麼好？」所以這個很

有趣，常常出現在外國策展人來台灣看作品的時候。我讀南藝時，老師會

叫所有的研究生都把資料準備好，一旦有外國的策展人或者是外國的學者

來，就會邀他們來看幻燈片、看作品，每一個學生大概上去講五分鐘自己

的作品在做什麼。這時候我就發現，大家覺得看起來很不錯的作品，結果

往往對於外國策展人來說不太有吸引力，因為他們那邊很多。當然外國策

展人也沒有直接跟你講不好，但是他的意思是西方很多，有的一看很少，

他們很直接表達：「這種很少！」可是實際上我們⋯⋯要怎麼講？我們有全

球化時代的一種迷思，或者是恐懼、焦慮，我們都怕我們不夠全球化。

對，然後就是所謂的雙年展時代、文件展時代，所以他們的影響就是理論性

的支配更強，但是時間上並沒有很長，也不過就是二、三十年的過程。甚

至宏璋、建宏他們那個時代，幾乎就是所謂的策展時代，他們都是策展人，

策展人對藝術的支配權已經改變，不是服務性的，以前是服務性，後來變成

是指導性，尤其他們又是學院的老師，所以又掌握了很高的權力，我覺得這

個對美術館都是影響。我們冀望策展人把我們帶向國際，台北雙年展跟威尼

斯雙年展都變成是這樣的一個模式，所以我們一直存在「指導制」，就是兩

個策展人，一個外國策展人來指導我們。直到後來，鄭慧華爆發反抗，反

抗同樣是策展人，但是好像台灣策展人就不是重要的策展人這個狀況。

師跟學生同時得獎，那表示，要不是這個獎項的設計有問題，就是這個環

境還處於一個奇怪的狀態。從這點來看，我認為「理論」與「歷史」這兩

個環節沒有跟著北美館這個現代藝術的體制一起發展，就是產生剛剛說的那

個問題的主要原因。

王：那個時候的理論或藝術史的詮釋狀況如何？

張： 我們的解釋能力什麼時候才開始有？我覺得很晚，我不知道理論這件事，
但是真的很晚！我在當學生的時候，那時候擁有比較高的詮釋權是誰？王福

東，還有蕭瓊瑞。王福東那時候還當臻品的負責人，他也寫了很多東西，

當然最有名就是「刺客列傳」，的確他寫過很多人都紅了，像薛老師就是，

你回去看，薛老師好像是他最後寫的幾個人。他們好不好？我覺得寫得很

好，因為那個時代以他們來講，但是他們可能是比較藝術史的寫法。

藝術史的寫法，我覺得跟藝術理論的寫法有點不太一樣。理論的寫法必須

深究理論基礎上的連結性，藝術史可以從比較現象的，參照歷史資料出現

這些人，也就是從差異的觀看而已，都不懂藝術理論也沒關係，在台灣發

展裡面，這些人的確長得不一樣，可以挑出來把特性寫一寫，但未必牽涉

到任何理論。

所以台灣有比較理論式的寫法，應該就是有研究所以後，這其實有一種衝

擊，造成理論很快會占據我們對藝術的認知。我這樣講，假設我們對於理

論好像小學生，你面對一個大學生跟你講理論，你能反駁他嗎？沒有能力

的，你能聽得懂就很不錯了。我們一定是經過那個時期，大概就在一九九

幾年，聽了就接受，頂多自己再辯證一下，因為它還是一種道理，你可能

會同意不同意、裡面有什麼毛病。

台灣真的很多理論開始介入藝術的面向在書寫，大概就是 90開始，真的沒
有很早，我的理解是這樣。那時候我在做作品，其實也不會借用理論，因

為雖然要讀，但是我覺得主要是我剛才前面講的，理論的時間總是比較早

就出現了，而且當時的藝術家在談的，不是我們現在的狀態，比如說我那

時候進到學校，研究所第一本要讀的就是班雅明的，班雅明寫的書很早耶！

王：19世紀末、20世紀初。

張： 那個時代，班雅明哪裡看過好萊塢電影？就算他有機會看到好萊塢電影的前
端，他也沒有寫啊！可是我們讀了研究所，就變成要去讀這個，當然這是

一個歷史的資料，它也不是真的很理論。後來比較影像的，現在幾乎就全

部是在讀這個，也不是說對不對，只是說我們對於理論跟創作的連結，好

左圖─

張乃文，《啻》，1998-2007，
書、墨石、不鏽鋼鐵、鐵烤

漆、鏡子，裝置依場地尺寸變動

（墨石雕像尺寸為 110×150 
×250 cm）

©張乃文

右圖─

張乃文，《右手》，1998-2007，
複合媒材， 裝置依場地尺

寸變動（大理石雕尺寸為 80 
×240×200 cm）

©張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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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現在是有一種時代上的錯置。但是我們多數人往往不在意這個問題。

我讀到畢業是 2003年到 2004年過年的時候，那時候其實已經有第三批老
師回國進入學校任教，就是黃建宏跟林宏璋他們這一批，這些人受的訓練

可能就更理論，甚至他們完全就是在西方全球化的脈絡下思考問題。

就這一點我繞一下。因為關於全球化，這裡面有一點有趣的就是說，在台

灣，你的作品很像外國人會得到好評，因為感覺不一樣，可是實際上從一

個外國人來看，他會覺得：「這個跟我們一樣，有什麼好？」所以這個很

有趣，常常出現在外國策展人來台灣看作品的時候。我讀南藝時，老師會

叫所有的研究生都把資料準備好，一旦有外國的策展人或者是外國的學者

來，就會邀他們來看幻燈片、看作品，每一個學生大概上去講五分鐘自己

的作品在做什麼。這時候我就發現，大家覺得看起來很不錯的作品，結果

往往對於外國策展人來說不太有吸引力，因為他們那邊很多。當然外國策

展人也沒有直接跟你講不好，但是他的意思是西方很多，有的一看很少，

他們很直接表達：「這種很少！」可是實際上我們⋯⋯要怎麼講？我們有全

球化時代的一種迷思，或者是恐懼、焦慮，我們都怕我們不夠全球化。

對，然後就是所謂的雙年展時代、文件展時代，所以他們的影響就是理論性

的支配更強，但是時間上並沒有很長，也不過就是二、三十年的過程。甚

至宏璋、建宏他們那個時代，幾乎就是所謂的策展時代，他們都是策展人，

策展人對藝術的支配權已經改變，不是服務性的，以前是服務性，後來變成

是指導性，尤其他們又是學院的老師，所以又掌握了很高的權力，我覺得這

個對美術館都是影響。我們冀望策展人把我們帶向國際，台北雙年展跟威尼

斯雙年展都變成是這樣的一個模式，所以我們一直存在「指導制」，就是兩

個策展人，一個外國策展人來指導我們。直到後來，鄭慧華爆發反抗，反

抗同樣是策展人，但是好像台灣策展人就不是重要的策展人這個狀況。

師跟學生同時得獎，那表示，要不是這個獎項的設計有問題，就是這個環

境還處於一個奇怪的狀態。從這點來看，我認為「理論」與「歷史」這兩

個環節沒有跟著北美館這個現代藝術的體制一起發展，就是產生剛剛說的那

個問題的主要原因。

王：那個時候的理論或藝術史的詮釋狀況如何？

張： 我們的解釋能力什麼時候才開始有？我覺得很晚，我不知道理論這件事，
但是真的很晚！我在當學生的時候，那時候擁有比較高的詮釋權是誰？王福

東，還有蕭瓊瑞。王福東那時候還當臻品的負責人，他也寫了很多東西，

當然最有名就是「刺客列傳」，的確他寫過很多人都紅了，像薛老師就是，

你回去看，薛老師好像是他最後寫的幾個人。他們好不好？我覺得寫得很

好，因為那個時代以他們來講，但是他們可能是比較藝術史的寫法。

藝術史的寫法，我覺得跟藝術理論的寫法有點不太一樣。理論的寫法必須

深究理論基礎上的連結性，藝術史可以從比較現象的，參照歷史資料出現

這些人，也就是從差異的觀看而已，都不懂藝術理論也沒關係，在台灣發

展裡面，這些人的確長得不一樣，可以挑出來把特性寫一寫，但未必牽涉

到任何理論。

所以台灣有比較理論式的寫法，應該就是有研究所以後，這其實有一種衝

擊，造成理論很快會占據我們對藝術的認知。我這樣講，假設我們對於理

論好像小學生，你面對一個大學生跟你講理論，你能反駁他嗎？沒有能力

的，你能聽得懂就很不錯了。我們一定是經過那個時期，大概就在一九九

幾年，聽了就接受，頂多自己再辯證一下，因為它還是一種道理，你可能

會同意不同意、裡面有什麼毛病。

台灣真的很多理論開始介入藝術的面向在書寫，大概就是 90開始，真的沒
有很早，我的理解是這樣。那時候我在做作品，其實也不會借用理論，因

為雖然要讀，但是我覺得主要是我剛才前面講的，理論的時間總是比較早

就出現了，而且當時的藝術家在談的，不是我們現在的狀態，比如說我那

時候進到學校，研究所第一本要讀的就是班雅明的，班雅明寫的書很早耶！

王：19世紀末、20世紀初。

張： 那個時代，班雅明哪裡看過好萊塢電影？就算他有機會看到好萊塢電影的前
端，他也沒有寫啊！可是我們讀了研究所，就變成要去讀這個，當然這是

一個歷史的資料，它也不是真的很理論。後來比較影像的，現在幾乎就全

部是在讀這個，也不是說對不對，只是說我們對於理論跟創作的連結，好

左圖─

張乃文，《啻》，1998-2007，
書、墨石、不鏽鋼鐵、鐵烤

漆、鏡子，裝置依場地尺寸變動

（墨石雕像尺寸為 110×150 
×250 cm）

©張乃文

右圖─

張乃文，《右手》，1998-2007，
複合媒材， 裝置依場地尺

寸變動（大理石雕尺寸為 80 
×240×200 cm）

©張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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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學校學生圖越畫越小，為什麼？他們好像有一種藝博的模式存在。你說

要做大一點，這個到底是對的、不對的？我也很難跟你說到底對不對。

大概我畢業兩年以後，開始做有形象的作品，到現在還是有形象，只是我

在形象操作時，問題意識通常都不在形象上面，而是在形象或創作背後的

美術館展覽機制，或者是在談一個藝術史上面的一些問題。比如說我有一

個作品是《二佛對講圖》，其實我就是用兩個 C型夾夾住西洋美術史，裝
了佛頭。

我第一次展是在新浜碼頭，那時候是瑞中找我一起去展，因為他那時候已

經開始做策展人。他一年大概可以展十次個展，為什麼呢？原因很簡單，

威尼斯雙年展他去參加的時候，叫做「古蹟占據計畫」，它其實是照片，所

以為什麼他有很多國外展覽的機會。

相對於雕塑，照片真的有它的便利性，因為只要捲一捲就可以帶出去，就

可以辦一個個展，可是雕塑出不去，光運費就沒辦法解決。這讓我想到讀

研究所的時候，被高千惠約談，叫我提一下計畫。當然可能我計畫沒有提

得很好，不過她給了我「錢不夠，無法支付運費」，以及「展場是古蹟，

你要做的根本沒有辦法運上去」這兩個無法參展的理由。後來回來之後，

我被薛老師唸了一頓，他說：「你要積極爭取啊！就算沒錢，你都要積極

爭取看可不可以找到錢來。」我說：「老師，我『無法度』。」

因為我不喜歡人家管，所以我到了 2000年，也就是到我研究所快畢業的時
候，我就非常討厭策展人，後來我就儘量都個展，因為唯一可以脫離策展

人的就是個展，儘量不要參加聯展，但是有時候因為人情壓力不得不參加

就是了。我都儘量個展，因為個展就是我高興怎樣就怎樣。到 2006年以
前，我的原則是兩年到三年要有個展一次，對於雕塑來講很累，當然我也

可以放輕鬆做，我的作品有一些看起來在做的方法上很輕鬆，但是在思考

上，我是很嚴肅地在思考雕塑的問題。

王： 現在台灣幾個大型美術館雕塑類的展覽的確比較少，不過藝術市場其實好像
還不錯是嗎？

張： 這件事情很有趣。我的理解是，台灣的畫廊不喜歡雕塑。我說的不喜歡當
然有一個原因是市場問題，雕塑的市場其實比較小，跟收藏家也有關係，

收藏家沒有地方放，除非這個收藏家像炒股票一樣對待作品，而不是真的

很在意作品本身在藝術上的好壞。所以他們有倉庫可以收藏，像耿畫廊這

種，直接買了就是送到倉庫，但他也不會真的拿出來欣賞，直到畫廊跟他

講說什麼可以拿出來賣才會拿出來。我們的環境跟大陸不一樣，大陸有錢

人是有庭院、有莊園，我們沒有，可能住在 101上面很貴了，但是空間就
是這麼小。

雕塑有它很大的侷限性，跟繪畫不太一樣，這個市場從以前就是這樣。我

記得 1995年畢業的時候，股市是很慘的，從一萬點降到變三千還兩千。印
象中，彭光均繼承李光裕的作品形式，如果把彭光均早期的作品拿出來看，

他跟李光裕非常像，後來更裝飾性，工藝性很高，這也是他作出區隔，但

是他早期的樣子跟李光裕的確很像。

彭光均大我四屆，畢業的時候，股市上萬點，所以你可以想像他一個大學

畢業生的個展可以賣八百萬。這就是那個時代的狀態，所有作品都賣的很

好。但是到了我們那個時代，台灣的畫廊幾乎就沒有在印畫冊了，股市萬

點的那個時代，不管藝術家賣不賣畫廊都會幫你印，差別真的很大。反

正我那個時代就沒有市場，所以我們也就適應、習慣了，因為從來沒有被

賣，就不會覺得有沒有賣很重要，反正就是賣不出去的時代來臨了。

一直到 2004年，我碩士畢業的時候景氣有回流，到大陸的畫廊又回來了，
不過多數的人也不會被操作，只有少數幾個人會受到畫廊的青睞。或許是

因為我們已經變老了，不知不覺就已經四十幾，有的藝術家因為在學校教書

了，價格也不能變的更便宜。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說，這也是一種好處，

就是你的自由度可以比較高，你高興做什麼就做什麼，不用管那些事。反

而現在好像台灣又有一點點市場的時候，對於年輕人的限制又變高了，我

張乃文，《Hard Rock》，
2010，大理石、花崗岩，
75×81×230 cm

©張乃文

藝術家特寫 Featured Artist—張乃文  Chang Nai-Wen

108 109現代美術  MODERN ART  no.188



們學校學生圖越畫越小，為什麼？他們好像有一種藝博的模式存在。你說

要做大一點，這個到底是對的、不對的？我也很難跟你說到底對不對。

大概我畢業兩年以後，開始做有形象的作品，到現在還是有形象，只是我

在形象操作時，問題意識通常都不在形象上面，而是在形象或創作背後的

美術館展覽機制，或者是在談一個藝術史上面的一些問題。比如說我有一

個作品是《二佛對講圖》，其實我就是用兩個 C型夾夾住西洋美術史，裝
了佛頭。

我第一次展是在新浜碼頭，那時候是瑞中找我一起去展，因為他那時候已

經開始做策展人。他一年大概可以展十次個展，為什麼呢？原因很簡單，

威尼斯雙年展他去參加的時候，叫做「古蹟占據計畫」，它其實是照片，所

以為什麼他有很多國外展覽的機會。

相對於雕塑，照片真的有它的便利性，因為只要捲一捲就可以帶出去，就

可以辦一個個展，可是雕塑出不去，光運費就沒辦法解決。這讓我想到讀

研究所的時候，被高千惠約談，叫我提一下計畫。當然可能我計畫沒有提

得很好，不過她給了我「錢不夠，無法支付運費」，以及「展場是古蹟，

你要做的根本沒有辦法運上去」這兩個無法參展的理由。後來回來之後，

我被薛老師唸了一頓，他說：「你要積極爭取啊！就算沒錢，你都要積極

爭取看可不可以找到錢來。」我說：「老師，我『無法度』。」

因為我不喜歡人家管，所以我到了 2000年，也就是到我研究所快畢業的時
候，我就非常討厭策展人，後來我就儘量都個展，因為唯一可以脫離策展

人的就是個展，儘量不要參加聯展，但是有時候因為人情壓力不得不參加

就是了。我都儘量個展，因為個展就是我高興怎樣就怎樣。到 2006年以
前，我的原則是兩年到三年要有個展一次，對於雕塑來講很累，當然我也

可以放輕鬆做，我的作品有一些看起來在做的方法上很輕鬆，但是在思考

上，我是很嚴肅地在思考雕塑的問題。

王： 現在台灣幾個大型美術館雕塑類的展覽的確比較少，不過藝術市場其實好像
還不錯是嗎？

張： 這件事情很有趣。我的理解是，台灣的畫廊不喜歡雕塑。我說的不喜歡當
然有一個原因是市場問題，雕塑的市場其實比較小，跟收藏家也有關係，

收藏家沒有地方放，除非這個收藏家像炒股票一樣對待作品，而不是真的

很在意作品本身在藝術上的好壞。所以他們有倉庫可以收藏，像耿畫廊這

種，直接買了就是送到倉庫，但他也不會真的拿出來欣賞，直到畫廊跟他

講說什麼可以拿出來賣才會拿出來。我們的環境跟大陸不一樣，大陸有錢

人是有庭院、有莊園，我們沒有，可能住在 101上面很貴了，但是空間就
是這麼小。

雕塑有它很大的侷限性，跟繪畫不太一樣，這個市場從以前就是這樣。我

記得 1995年畢業的時候，股市是很慘的，從一萬點降到變三千還兩千。印
象中，彭光均繼承李光裕的作品形式，如果把彭光均早期的作品拿出來看，

他跟李光裕非常像，後來更裝飾性，工藝性很高，這也是他作出區隔，但

是他早期的樣子跟李光裕的確很像。

彭光均大我四屆，畢業的時候，股市上萬點，所以你可以想像他一個大學

畢業生的個展可以賣八百萬。這就是那個時代的狀態，所有作品都賣的很

好。但是到了我們那個時代，台灣的畫廊幾乎就沒有在印畫冊了，股市萬

點的那個時代，不管藝術家賣不賣畫廊都會幫你印，差別真的很大。反

正我那個時代就沒有市場，所以我們也就適應、習慣了，因為從來沒有被

賣，就不會覺得有沒有賣很重要，反正就是賣不出去的時代來臨了。

一直到 2004年，我碩士畢業的時候景氣有回流，到大陸的畫廊又回來了，
不過多數的人也不會被操作，只有少數幾個人會受到畫廊的青睞。或許是

因為我們已經變老了，不知不覺就已經四十幾，有的藝術家因為在學校教書

了，價格也不能變的更便宜。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說，這也是一種好處，

就是你的自由度可以比較高，你高興做什麼就做什麼，不用管那些事。反

而現在好像台灣又有一點點市場的時候，對於年輕人的限制又變高了，我

張乃文，《Hard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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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81×230 cm

©張乃文

藝術家特寫 Featured Artist—張乃文  Chang Nai-Wen

108 109現代美術  MODERN ART  no.188



劣勢，甚至就連現在的北美館也有這樣的迷思。就像我之前跟你提到的，

北美館在當代館一出現的時候，還誤認自己具有領導地位，這個錯誤的認

知就是來自於對藝術史認知的錯誤，好像最流行的就是最具領導性的，這

其實是錯的，真的不是這樣。

你有去過龐畢度吧？幾乎所有人都去過龐畢度。龐畢度最大特色是什麼？

就是你進到那個館裡面，你可以發現他們的作品不止是從現代主義開始而

已，甚至有一點點近代的作品。現代主義是有歷史、有過程的。龐畢度收

藏了在法國出現的重要藝術家的作品，而且是重要的、典型的，不是隨便

小小的小作品。我的意思是說，反過來講，我們有類似這樣的一個美術館

嗎？沒有！有人就跟我講說：「有啊，國美館有一個典藏室。」我說：「那

個典藏室叫做『國展典藏室』。」因為收藏不是這樣列的，是把歷屆得過國

展的才認為重要，可是實際上裡面很多對我們來講不重要，為什麼？因為

很多人其實只得過那幾次獎就沒有再做了，就研究上而言沒有重要性。

就算是近代的日據時代，我們有沒有一個美術館是在談這個的？有歷史、

有規則地陳列這些？相對西方當時出現什麼，我們出現什麼？像我去東京，

他們有一個近代美術館就有很多收藏，至少會收那時候西方的大師幾件作

品，再談日本的歷史裡面有哪些藝術家，有一個歷史對照性的狀態，我們

沒有啊！有人跟我講：「有啊，奇美。」我說：「奇美那個是個人癖好，

他只收了一些跟我們沒關係的。」我的意思是說，光從美術館的想法，這

個就是很欠缺的，所以台南要說近代館、當代館，這個我同意，但是南美

館到底想要幹嘛？看起來也不是真的針對這個問題在做考量。

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如果我們把那個叫做「博物館系統」，而不是「美術

館系統」。假設我們希望「美術館系統」處理的是藝術的現在進行式，那麼

現在進行式的類型有哪些？我覺得這是一個區隔。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北美館即使要成為一個由現代主義轉換到當代的美術館，都應該要跟當代館

作出區隔。區隔到底是什麼？我的看法很簡單，從社會學的立場來看，藝

術在這個時代大概走兩種取向，第一種就是跟影像、訊息有關的。就這一

點而言哪一個地方比較適合？我覺得是當代館，因為空間的關係，它是古

蹟，空間區隔比較瑣碎，是一格一格，比較難貫穿，而且也比較暗、採光

比較爛。另外一種取向就是在影像以外，具有社會學或考古學而來的其他

學問系統、跨領域系統，未必是影像，可能是物質性的、知識性的。而這

才是從現代主義跨到當代的走向，不同於影像訊息化的當代，不一樣的當

代系統。北美館有非常好的基礎來做這件事情。

王： 你剛剛提到雕塑與裝置在 1990年代末期有個轉軌的現象。對你來說，到底
雕塑與裝置，或是空間與物質性的關係是什麼呢？

瑞中策的那個展覽叫「酷斃了」，另外還有四、五個藝術家，包括他自己，

他們全部都影像輸出。我幫他們佈展，我自己開一輛車下去，後來發現

我佈展花了三小時，他們十分鐘就結束了。當時我就馬上有深刻的兩種感

覺，一種感覺是影像時代的確給出便利性，而且是這個時代的熱潮，所有

的人都在做這件事；當然相對的，我也覺得我的是最不一樣，我沒有辦法

被取代，因為光佈展這件事我就有個疑惑：「為什麼大家都做這個？」其實

我們大學也都修過攝影課，修過一些跟影像有關的課，只是要不要做而已，

我覺得這的確是一個很特殊的對照狀態。這個感覺在之前當然也會有，只

是沒有那一次那麼強烈，因為他們佈展完十分鐘就走了，只有我自己還在

那邊摸半天，後來撤展的時候也是一樣，我還要去收半天。

當然這個感覺也不是那個時候才有，原因很簡單，北美館前兩年雕塑大展

結束以後，後來就開始變成影像裝置是主流了。一開始還沒有影像，先裝

置而已，後來到了九十幾年直到大概 2000年前後，北美館的展覽包括雙年
展，就開始大量引進影像、紀錄，那時只要稍微關注藝術生態的人，都可

以明顯感覺到時代的變動性。

我在在 2010年前後去看釜山雙年展，看完之後的感想是：我們在藝術表現
與藝術類型上過度趕流行。這不是文化的問題而已。我一直認為，在如何

取得發言權這個問題上，一味地趕流行是永遠沒有辦法取得發言權的。我

去釜山看展的時候，發現他們會在許多展覽中展出前輩藝術家的作品（我

看到的那次是極簡的雕塑），而同時展的還有類似我們新媒系學生創作的那

種會動的燈管。我的意思就是說，他們比較有意思的是全面性地把整個藝

術的樣貌跟可能性發展都呈現出來了。但是我們不是，這就是一種弱勢、

張乃文，《Hot Rock》，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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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勢，甚至就連現在的北美館也有這樣的迷思。就像我之前跟你提到的，

北美館在當代館一出現的時候，還誤認自己具有領導地位，這個錯誤的認

知就是來自於對藝術史認知的錯誤，好像最流行的就是最具領導性的，這

其實是錯的，真的不是這樣。

你有去過龐畢度吧？幾乎所有人都去過龐畢度。龐畢度最大特色是什麼？

就是你進到那個館裡面，你可以發現他們的作品不止是從現代主義開始而

已，甚至有一點點近代的作品。現代主義是有歷史、有過程的。龐畢度收

藏了在法國出現的重要藝術家的作品，而且是重要的、典型的，不是隨便

小小的小作品。我的意思是說，反過來講，我們有類似這樣的一個美術館

嗎？沒有！有人就跟我講說：「有啊，國美館有一個典藏室。」我說：「那

個典藏室叫做『國展典藏室』。」因為收藏不是這樣列的，是把歷屆得過國

展的才認為重要，可是實際上裡面很多對我們來講不重要，為什麼？因為

很多人其實只得過那幾次獎就沒有再做了，就研究上而言沒有重要性。

就算是近代的日據時代，我們有沒有一個美術館是在談這個的？有歷史、

有規則地陳列這些？相對西方當時出現什麼，我們出現什麼？像我去東京，

他們有一個近代美術館就有很多收藏，至少會收那時候西方的大師幾件作

品，再談日本的歷史裡面有哪些藝術家，有一個歷史對照性的狀態，我們

沒有啊！有人跟我講：「有啊，奇美。」我說：「奇美那個是個人癖好，

他只收了一些跟我們沒關係的。」我的意思是說，光從美術館的想法，這

個就是很欠缺的，所以台南要說近代館、當代館，這個我同意，但是南美

館到底想要幹嘛？看起來也不是真的針對這個問題在做考量。

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如果我們把那個叫做「博物館系統」，而不是「美術

館系統」。假設我們希望「美術館系統」處理的是藝術的現在進行式，那麼

現在進行式的類型有哪些？我覺得這是一個區隔。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北美館即使要成為一個由現代主義轉換到當代的美術館，都應該要跟當代館

作出區隔。區隔到底是什麼？我的看法很簡單，從社會學的立場來看，藝

術在這個時代大概走兩種取向，第一種就是跟影像、訊息有關的。就這一

點而言哪一個地方比較適合？我覺得是當代館，因為空間的關係，它是古

蹟，空間區隔比較瑣碎，是一格一格，比較難貫穿，而且也比較暗、採光

比較爛。另外一種取向就是在影像以外，具有社會學或考古學而來的其他

學問系統、跨領域系統，未必是影像，可能是物質性的、知識性的。而這

才是從現代主義跨到當代的走向，不同於影像訊息化的當代，不一樣的當

代系統。北美館有非常好的基礎來做這件事情。

王： 你剛剛提到雕塑與裝置在 1990年代末期有個轉軌的現象。對你來說，到底
雕塑與裝置，或是空間與物質性的關係是什麼呢？

瑞中策的那個展覽叫「酷斃了」，另外還有四、五個藝術家，包括他自己，

他們全部都影像輸出。我幫他們佈展，我自己開一輛車下去，後來發現

我佈展花了三小時，他們十分鐘就結束了。當時我就馬上有深刻的兩種感

覺，一種感覺是影像時代的確給出便利性，而且是這個時代的熱潮，所有

的人都在做這件事；當然相對的，我也覺得我的是最不一樣，我沒有辦法

被取代，因為光佈展這件事我就有個疑惑：「為什麼大家都做這個？」其實

我們大學也都修過攝影課，修過一些跟影像有關的課，只是要不要做而已，

我覺得這的確是一個很特殊的對照狀態。這個感覺在之前當然也會有，只

是沒有那一次那麼強烈，因為他們佈展完十分鐘就走了，只有我自己還在

那邊摸半天，後來撤展的時候也是一樣，我還要去收半天。

當然這個感覺也不是那個時候才有，原因很簡單，北美館前兩年雕塑大展

結束以後，後來就開始變成影像裝置是主流了。一開始還沒有影像，先裝

置而已，後來到了九十幾年直到大概 2000年前後，北美館的展覽包括雙年
展，就開始大量引進影像、紀錄，那時只要稍微關注藝術生態的人，都可

以明顯感覺到時代的變動性。

我在在 2010年前後去看釜山雙年展，看完之後的感想是：我們在藝術表現
與藝術類型上過度趕流行。這不是文化的問題而已。我一直認為，在如何

取得發言權這個問題上，一味地趕流行是永遠沒有辦法取得發言權的。我

去釜山看展的時候，發現他們會在許多展覽中展出前輩藝術家的作品（我

看到的那次是極簡的雕塑），而同時展的還有類似我們新媒系學生創作的那

種會動的燈管。我的意思就是說，他們比較有意思的是全面性地把整個藝

術的樣貌跟可能性發展都呈現出來了。但是我們不是，這就是一種弱勢、

張乃文，《Hot Rock》，2016，
花崗岩，80×80×25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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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有人問我說是不是做雕塑的，我當然會說：「是啊！」當然我知道他的之所
以問這個問題，就是覺得雕塑是傳統的，所以才會問我是不是直到現在還

固守這個傳統的藝術類型。我們通常會這樣，要這樣解讀也不能說不對。

我很早就對這件事有一個認知：作品的觀看者不是只有學者、專業人士，一

定還有很多一般人，所以要一般人有專業看法跟專業人要有一般看法，在作

品裡面都會有，但是他們解讀出來的結果可能完全相反，對我來講，這是反

而是這很有趣的。像我以前還參加過陳文祺策的動漫雙年展，他有找我去，

很多人都覺得這是動漫，這也沒有關係，它符合了動漫的一些形式條件。

但是對我來講，我的興趣在於嘲諷這件事，我當時做那個，其實我是為了要

翻公仔，翻完公仔，我就是要放到美術館來賣，所以這是一個反向操作。

但是沒關係，反正他們都有一個訴求，所以一般人看到就是有公仔的樣子。

甚至我現在做的，很多人就覺得物化女性，阿達還說他有一個學生，經營

一個電台還有寫一些部落格，那個學生在部落格上說他很討厭我的作品，

為什麼？因為我物化女性。我在想，或許女生來做就沒有物化女性，男生

來做就是物化女性。但是這個裡面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就是「物化」。「物

化」這件事本來就是雕塑在做的事，你懂我意思嗎？也就是說，你把它看

成物化這件事，好像我們利用了女性的某種身體特質，貶抑它、把它商品

化。可是實際上雕塑本身是不是商品化？如果你從這個方向來看，它的確

是物質性的，也可以是商品，但是商不商品根本就不是我的重點。聽懂我

意思嗎？但是他要這樣看，也無所謂啦！我還沒有做就可以理解他會這樣看

了，所以我一點也不訝異。我的意思就是說，這只是告訴我一件事，他眼

裡面沒有「雕塑」這件事，只有「道德」這件事，所以他的判斷是這樣。

我後來用傳統雕塑的方式做了一系列《酷兒唄》，原因很簡單，就是想以

「前現代」來處理「現代」這個問題。現代主義之前，色情是不行的⋯⋯

也不是說不行，色情行，可是你要藏在家裡看，不是公開的，就是一個私

領域跟公領域的思維。藝術圈的主流價值認為色情跟美是不一樣，主流價

值認為大家能夠很清楚區隔這兩件事情，可是實際上真的能這麼清楚嗎？

我覺得所有人心裡都是懷疑的，但是在這個教育的系統下，大家往往都同

意這個說法。嚴格說來，現代主義就是除魅過程，經過啟蒙以後，你完全

可以知道沒有神這件事，附帶由神而來的完美這件事，怎麼可能跟性完全

區隔開？這是有問題的嘛！所以現代主義以後，很多色情的藝術表現才被

允許。我最受不了的是三不五時就會有輿論討論楊三郎的裸女畫是不是色

情？拜託！那個是一百年前的議題了，為什麼還在談這個議題？

我為什麼要做那些？很簡單，色情這件事是一個觀看的方向。也就是說，

它被視為前現代，可是現代主義除了影像是具體的以外，繪畫、雕刻都往

抽象化的方向發展，所以我們就會發現，因為色情跟美做了區隔，所以就

造成了一個結果──「姿勢」的問題被忽略甚至忘記了。為什麼以前的姿

張乃文，《酷兒唄！─後現代

（Courbet!—postmodern）》，
2011，越南白大理石、台灣大理石，
103×60×40 cm（150×90×
50 cm）

關渡美術館典藏©張乃文

張乃文，《光明岬腳》，2015，
希臘白大理、燈泡，78×29
×31 cm

©張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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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有人問我說是不是做雕塑的，我當然會說：「是啊！」當然我知道他的之所
以問這個問題，就是覺得雕塑是傳統的，所以才會問我是不是直到現在還

固守這個傳統的藝術類型。我們通常會這樣，要這樣解讀也不能說不對。

我很早就對這件事有一個認知：作品的觀看者不是只有學者、專業人士，一

定還有很多一般人，所以要一般人有專業看法跟專業人要有一般看法，在作

品裡面都會有，但是他們解讀出來的結果可能完全相反，對我來講，這是反

而是這很有趣的。像我以前還參加過陳文祺策的動漫雙年展，他有找我去，

很多人都覺得這是動漫，這也沒有關係，它符合了動漫的一些形式條件。

但是對我來講，我的興趣在於嘲諷這件事，我當時做那個，其實我是為了要

翻公仔，翻完公仔，我就是要放到美術館來賣，所以這是一個反向操作。

但是沒關係，反正他們都有一個訴求，所以一般人看到就是有公仔的樣子。

甚至我現在做的，很多人就覺得物化女性，阿達還說他有一個學生，經營

一個電台還有寫一些部落格，那個學生在部落格上說他很討厭我的作品，

為什麼？因為我物化女性。我在想，或許女生來做就沒有物化女性，男生

來做就是物化女性。但是這個裡面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就是「物化」。「物

化」這件事本來就是雕塑在做的事，你懂我意思嗎？也就是說，你把它看

成物化這件事，好像我們利用了女性的某種身體特質，貶抑它、把它商品

化。可是實際上雕塑本身是不是商品化？如果你從這個方向來看，它的確

是物質性的，也可以是商品，但是商不商品根本就不是我的重點。聽懂我

意思嗎？但是他要這樣看，也無所謂啦！我還沒有做就可以理解他會這樣看

了，所以我一點也不訝異。我的意思就是說，這只是告訴我一件事，他眼

裡面沒有「雕塑」這件事，只有「道德」這件事，所以他的判斷是這樣。

我後來用傳統雕塑的方式做了一系列《酷兒唄》，原因很簡單，就是想以

「前現代」來處理「現代」這個問題。現代主義之前，色情是不行的⋯⋯

也不是說不行，色情行，可是你要藏在家裡看，不是公開的，就是一個私

領域跟公領域的思維。藝術圈的主流價值認為色情跟美是不一樣，主流價

值認為大家能夠很清楚區隔這兩件事情，可是實際上真的能這麼清楚嗎？

我覺得所有人心裡都是懷疑的，但是在這個教育的系統下，大家往往都同

意這個說法。嚴格說來，現代主義就是除魅過程，經過啟蒙以後，你完全

可以知道沒有神這件事，附帶由神而來的完美這件事，怎麼可能跟性完全

區隔開？這是有問題的嘛！所以現代主義以後，很多色情的藝術表現才被

允許。我最受不了的是三不五時就會有輿論討論楊三郎的裸女畫是不是色

情？拜託！那個是一百年前的議題了，為什麼還在談這個議題？

我為什麼要做那些？很簡單，色情這件事是一個觀看的方向。也就是說，

它被視為前現代，可是現代主義除了影像是具體的以外，繪畫、雕刻都往

抽象化的方向發展，所以我們就會發現，因為色情跟美做了區隔，所以就

造成了一個結果──「姿勢」的問題被忽略甚至忘記了。為什麼以前的姿

張乃文，《酷兒唄！─後現代

（Courbet!—postmodern）》，
2011，越南白大理石、台灣大理石，
103×60×40 cm（150×90×
50 cm）

關渡美術館典藏©張乃文

張乃文，《光明岬腳》，2015，
希臘白大理、燈泡，78×29
×31 cm

©張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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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要擺那樣？雕塑的姿態為什麼是那樣？我們講希臘的神還是具有人性，可

是為什麼他們不會出現某些姿態？原因來自於還是有怎樣的姿勢是美、有

些姿勢是色情的，所以這些姿勢就在這個狀態下、在以前 2000多年的歷史
裡面，完全被排除，不會出現。可是我們從一個物質性的現實世界來看，

它的確存在，為什麼不會出現？而且它真的就不美嗎？其實我就是在回應一

個藝術史上面的縫隙而已。

當代有沒有人做這種怪異姿勢？當然有，但是他們的立場跟我不一樣，他

們的立場可能比較是就是回應現實或這個時代的現象，像向京也有做，為

什麼要做這個？因為她覺得這個很特別，身體好像一個材料被扭曲，有一

個雕塑性。其實她的概念延伸比較像羅丹，羅丹會把人體做一種擠壓，讓

它產生雕塑的狀態。所以向京作品好像表現出來跟我的有點關係，可是實

際上完全不一樣，我對這樣的操作完全來自於藝術史發現的這件事。所以

我為什麼一定要用石頭來做？在於我要回應雕塑史上面這些操作的狀態，但

是在台灣這就是一個冷門的做法。

我覺得冷門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沒有那樣的歷史，其實我覺得我的作

品放到西方藝術史裡面不會冷門。如果我是白人的話，應該蠻熱門的，但是

放在台灣會冷門，因為我們沒有這個文化。我講白話一點的，請把 1910年
以前具象的石雕拿出來給我看，我們拿不出來，拿個石獅子可能還是大陸福

州、泉州打來的，不是這邊的，沒有這種東西嘛！所以對我們來講，這就好

像是一個意外的、橫空出世的作品，好像我們不應該回應西方藝術，因為如

果回應好像就是被西方藝術史或藝術理論殖民。對我來講，有西方跟東方的

差別，叫做文化，或者是語言、文字、認知，或者是生活背景，但是藝術

有一個超越性，有一種有趣的談論方向，這個超越性是就整個人類來說的。

王： 你晚近的作品明顯地開始回應影像時代的問題。你怎麼思考影像時代的雕塑？

張： 影像時代帶來一個「複製」這個我們常聽到的藝術理論議題。對我來講，
複製是一個很舊的議題，但是我發現「放大」這件事是另外一個議題，卻

沒有多少人在意。所以我為什麼後來針對放大做了一些探索，因為放大在

班雅明那種時代的思維，它有一種設備、機器的支撐，這個機器就是一種

系統，這個系統直接回應了影像生產這件事。所以對他們來講，生產一個

形象很快的。可是如果從傳統雕塑的立場來看，生產一個形象非常慢！尤

其是以前，雖然雕像也有複製的，可是複製雕像這件事⋯⋯我這樣講好了，

西方的古神像在後來還是很多人複製，而且這些複製的人還是藝術家，為

什麼？原因很簡單，因為那個複製不是單純的複製。複製在雕塑裡面本來

就存在，可是在影像時代裡面不存在。為什麼？因為拍了一個錄像，投影

出來要放多大就多大，拍了一個照片要洗多大就洗多大。洗多大以後，會

不會因此就說這是一個新作品？不會。為什麼？因為它的本源來自於那一

個影像。班雅明認為影像這件事沒有本真性，因為這個跟那個都一樣，所

以放大這件事沒有差異。

可是這就是有趣的，當複製這個技術牽涉到實質的生產的時候，是從影像

還是從雕塑的觀念出發，就變的很重要。普普藝術的產生是基於影像概

念，所以他們可以做很多次。相對於從影像出發的普普藝術家，在做雕塑

時，我不喜歡做模型，因為我做了模型以後，要我再做一次，我就會不想

做，我覺得我好像做了兩次一樣的事情。

可是在放大的作品中，當我在做第二次的時候，尤其是放大的過程裡面，

它就變的不一樣了。所以我通常在切大型到一定程度以後，那個模型我就

不想理它了，因為後面你會作出不一樣，怎麼做都會不一樣。西方有那個

儀器，叫點描器，點描器是可以依比例放大、一比一複製，以前黎志文有

拿出來給我們看一下，他就說：「你們不要學，這是工人在做的。」其實

他們是把工人當機器。

因為我自己當機器、工人，所以我有一個感覺就是，物質性的複製這件事

張乃文，《Outer》，2009，
玻璃纖維烤漆、複金

屬燈（綠光）、靜電拖

把、鏟子、鹽巴等複合

材料，裝置依場地尺寸

變動（紅色動物尺寸為

650×240×330 cm）

©張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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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要擺那樣？雕塑的姿態為什麼是那樣？我們講希臘的神還是具有人性，可

是為什麼他們不會出現某些姿態？原因來自於還是有怎樣的姿勢是美、有

些姿勢是色情的，所以這些姿勢就在這個狀態下、在以前 2000多年的歷史
裡面，完全被排除，不會出現。可是我們從一個物質性的現實世界來看，

它的確存在，為什麼不會出現？而且它真的就不美嗎？其實我就是在回應一

個藝術史上面的縫隙而已。

當代有沒有人做這種怪異姿勢？當然有，但是他們的立場跟我不一樣，他

們的立場可能比較是就是回應現實或這個時代的現象，像向京也有做，為

什麼要做這個？因為她覺得這個很特別，身體好像一個材料被扭曲，有一

個雕塑性。其實她的概念延伸比較像羅丹，羅丹會把人體做一種擠壓，讓

它產生雕塑的狀態。所以向京作品好像表現出來跟我的有點關係，可是實

際上完全不一樣，我對這樣的操作完全來自於藝術史發現的這件事。所以

我為什麼一定要用石頭來做？在於我要回應雕塑史上面這些操作的狀態，但

是在台灣這就是一個冷門的做法。

我覺得冷門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沒有那樣的歷史，其實我覺得我的作

品放到西方藝術史裡面不會冷門。如果我是白人的話，應該蠻熱門的，但是

放在台灣會冷門，因為我們沒有這個文化。我講白話一點的，請把 1910年
以前具象的石雕拿出來給我看，我們拿不出來，拿個石獅子可能還是大陸福

州、泉州打來的，不是這邊的，沒有這種東西嘛！所以對我們來講，這就好

像是一個意外的、橫空出世的作品，好像我們不應該回應西方藝術，因為如

果回應好像就是被西方藝術史或藝術理論殖民。對我來講，有西方跟東方的

差別，叫做文化，或者是語言、文字、認知，或者是生活背景，但是藝術

有一個超越性，有一種有趣的談論方向，這個超越性是就整個人類來說的。

王： 你晚近的作品明顯地開始回應影像時代的問題。你怎麼思考影像時代的雕塑？

張： 影像時代帶來一個「複製」這個我們常聽到的藝術理論議題。對我來講，
複製是一個很舊的議題，但是我發現「放大」這件事是另外一個議題，卻

沒有多少人在意。所以我為什麼後來針對放大做了一些探索，因為放大在

班雅明那種時代的思維，它有一種設備、機器的支撐，這個機器就是一種

系統，這個系統直接回應了影像生產這件事。所以對他們來講，生產一個

形象很快的。可是如果從傳統雕塑的立場來看，生產一個形象非常慢！尤

其是以前，雖然雕像也有複製的，可是複製雕像這件事⋯⋯我這樣講好了，

西方的古神像在後來還是很多人複製，而且這些複製的人還是藝術家，為

什麼？原因很簡單，因為那個複製不是單純的複製。複製在雕塑裡面本來

就存在，可是在影像時代裡面不存在。為什麼？因為拍了一個錄像，投影

出來要放多大就多大，拍了一個照片要洗多大就洗多大。洗多大以後，會

不會因此就說這是一個新作品？不會。為什麼？因為它的本源來自於那一

個影像。班雅明認為影像這件事沒有本真性，因為這個跟那個都一樣，所

以放大這件事沒有差異。

可是這就是有趣的，當複製這個技術牽涉到實質的生產的時候，是從影像

還是從雕塑的觀念出發，就變的很重要。普普藝術的產生是基於影像概

念，所以他們可以做很多次。相對於從影像出發的普普藝術家，在做雕塑

時，我不喜歡做模型，因為我做了模型以後，要我再做一次，我就會不想

做，我覺得我好像做了兩次一樣的事情。

可是在放大的作品中，當我在做第二次的時候，尤其是放大的過程裡面，

它就變的不一樣了。所以我通常在切大型到一定程度以後，那個模型我就

不想理它了，因為後面你會作出不一樣，怎麼做都會不一樣。西方有那個

儀器，叫點描器，點描器是可以依比例放大、一比一複製，以前黎志文有

拿出來給我們看一下，他就說：「你們不要學，這是工人在做的。」其實

他們是把工人當機器。

因為我自己當機器、工人，所以我有一個感覺就是，物質性的複製這件事

張乃文，《Outer》，2009，
玻璃纖維烤漆、複金

屬燈（綠光）、靜電拖

把、鏟子、鹽巴等複合

材料，裝置依場地尺寸

變動（紅色動物尺寸為

650×240×330 cm）

©張乃文

藝術家特寫 Featured Artist—張乃文  Chang Nai-Wen

114 115現代美術  MODERN ART  no.188



永遠都不會一樣。就好像你去複製了一支鑰匙，有時候還打不開。我就想

說，複製這件事在物質性、雕塑上面是的確不一樣，而且我沒有辦法把自

己當機器人。在思考這件事情跟影像的關係時，我會想影像的複製裡面有

沒有不一樣的東西？有！叫「增補差點」。你可以回想一下，以前買一台相

機，像素 200就多厲害，現在看 200像素我們會覺得：「怎麼這麼粗糙？」
怎麼樣讓以前拍的照片變成更精密？增補差點，電腦運算可以讓它變得更精

細，可是實際上它是算出來的。所謂增補差點，真的補了一些像素進去，

用分析的，覺得這裡應該是什麼顏色。我發現這個是影像裡面的物質性，

透過計算以後，生產一種物質，把它填補進去，只是這個物質叫做顏色、

色塊，所以後來我就做了放大這個動作。

西洋藝術史裡面，有很多把東西放大，但是他們都不是在想這件事，我在

想這件事就是說，先做一件作品，不是做模型，只把局部作放大，勢必會

有不同的抓痕、打點出現，也就是不管怎麼樣準確，都會生產出新的筆觸

在上面，這個相當於增補差點。

第二個是影像裡面有觀景窗的問題，一定有一個螢幕的大小，所以會有觀景

窗。可是雕塑沒有觀景窗這件事，它一定有邊界，如何邊界？就是「破碎

面」，一定會出現破碎面。破碎面等於是增補差點的裂面，這個裂面是會不

斷被生產出來，作為一個雕塑體，它永遠有一個超越影像、不會存在的點。

這是我的看法，但是一般人看就是「喔！這個刻得不錯。」

在我策的「特有種」展覽中，我的作品裡是一個影像輸出作品。其實我是

用了雕塑概念，用關鍵字去做這件作品。我做了三次以後就發現特別了，

它可以一直做下去，因為一定有網路、一定有關鍵字，而且網路一直在膨

脹，所以我現在如果要再展那個，我覺得場地的要求會變得很可怕，上次

「特有種」的時候已經到六米。

我其實第一次展的時候，大概只有一米左右而已。後來第二次去誠信女子大

學交流的時候，已經變兩米，中間好像只間隔一年。後來又隔了一年半還兩

年，馬上變六米。這是一個網路的實質性問題，我們都覺得網路只是訊息量

的問題，因為我們的螢幕不會變大，你只會覺得圖變細緻，可是因為我們螢

幕機器是可以縮放的，在可以縮放的狀態下，我們都覺得只是細緻化，可是

實際上不是這樣，它有一個真的物質性，所以我是按照它在裡面的大小直接

輸出，不要做任何的更改、變形。我三次就發現長得太快了，因為我圖片

是沒有什麼挑的，就是關鍵字打上去，有的就全部拿下來，魔術棒去背，讓

它變碎塊就放上去隨便移動，所以圖片都差不多，圖片量有增加多一點點，

沒有很多，大概都三百多張，如果關鍵字比較冷門，圖會少一點。

不過有幾個發現：第一個，圖像在膨脹。第二個，關鍵字跟顏色有關，關

鍵字會跟形成這些圖片的顏色產生連結，比如說戰爭一定是灰黑的死亡，

或者是橘紅色的炮火，是不是他們拍黑白的？不是喔！X光就很清楚，大
概就是藍紫色。

張乃文，《酷兒唄─未來文化

部》，2012，玻璃纖維烤漆，
80×80×25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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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乃文，《TATOO-1》，2012，
internet picture sculpture，
600×30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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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樣讓以前拍的照片變成更精密？增補差點，電腦運算可以讓它變得更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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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分析的，覺得這裡應該是什麼顏色。我發現這個是影像裡面的物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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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這個相當於增補差點。

第二個是影像裡面有觀景窗的問題，一定有一個螢幕的大小，所以會有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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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定會出現破碎面。破碎面等於是增補差點的裂面，這個裂面是會不

斷被生產出來，作為一個雕塑體，它永遠有一個超越影像、不會存在的點。

這是我的看法，但是一般人看就是「喔！這個刻得不錯。」

在我策的「特有種」展覽中，我的作品裡是一個影像輸出作品。其實我是

用了雕塑概念，用關鍵字去做這件作品。我做了三次以後就發現特別了，

它可以一直做下去，因為一定有網路、一定有關鍵字，而且網路一直在膨

脹，所以我現在如果要再展那個，我覺得場地的要求會變得很可怕，上次

「特有種」的時候已經到六米。

我其實第一次展的時候，大概只有一米左右而已。後來第二次去誠信女子大

學交流的時候，已經變兩米，中間好像只間隔一年。後來又隔了一年半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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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因為我們的螢幕不會變大，你只會覺得圖變細緻，可是因為我們螢

幕機器是可以縮放的，在可以縮放的狀態下，我們都覺得只是細緻化，可是

實際上不是這樣，它有一個真的物質性，所以我是按照它在裡面的大小直接

輸出，不要做任何的更改、變形。我三次就發現長得太快了，因為我圖片

是沒有什麼挑的，就是關鍵字打上去，有的就全部拿下來，魔術棒去背，讓

它變碎塊就放上去隨便移動，所以圖片都差不多，圖片量有增加多一點點，

沒有很多，大概都三百多張，如果關鍵字比較冷門，圖會少一點。

不過有幾個發現：第一個，圖像在膨脹。第二個，關鍵字跟顏色有關，關

鍵字會跟形成這些圖片的顏色產生連結，比如說戰爭一定是灰黑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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