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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都得認為作夢的是他自己。也許我們都已清醒，也許我們還在作夢。與此

同時，我們的責任顯然是接受這夢境，正如同我們已經接受了這個宇宙。」9在

今日，全能的「臉書」（Facebook）便具備這樣的奇幻功能，它透過連結用戶的
使用軌跡，隨機顯現我們在網絡世界的足跡、來自過去的幽魂。「我」因此得

以邂逅另一個「我」，就像偶遇平行世界的另一個自己，到底何者為真？何者為

虛？「臉書」不正是後現代的「沙之書」嗎？通過《沙之書》及「聲動」中散

發熠熠幽光的影音裝置，藝術家提醒了我們去接受這夢境一般的時代，被吞噬

於虛擬全面入侵的網絡世界，我們其實都走在虛幻無垠的歧路迷宮中，瀏覽翻

閱著無窮無盡的「沙之書」，並在不期然間與另一個時空的自我相遇，我們是否

真的在此？還是置身特定時空的某一點？亦或時空本身就是匯集無限可能的迴

圈？而這般想像在今日似乎是個蔚然成真、稀鬆平常的光景，猶如《沙之書》

中的推銷員所言：「如果空間是無限的，我們就處在空間的任何一點。如果時

間是無限的，我們就處在時間的任何一點。」10

朝向更加參與及遊戲的藝術教育
實踐──以「無關像不像」為例
Not About Resemblance: Towards a More 
Participatory and Playful Practice in Art Education

台北市立美術館地下樓空間歷經一段美麗的翻轉，於 2014年成立「館
中館」──兒童藝術教育中心。 1開館啟動後，每年固定推出兩檔教育

展演及活動計畫，試圖跳脫白盒子形制思考，在既有的展示形式之外，

以觀眾為核心，融入教育人員的詮釋角色及藝術家的創意能量，發展出

具有獨特性格的展出計畫。

兒藝中心的空間設計一方面延續北美館現代主義式的白色方管型態，一

方面以藝術教育為目的先決，與藝術家合作，將白盒子空間注入情境要

素，其目的在搭建作品與觀眾之間的橋樑，緩解作品與觀眾之間的界

線，讓作品結合觀眾生活經驗，形成意義並進行知識生產。

甫於兒藝中心展出的「無關像不像」（2018年 12月 -2019年 4月），
正是一場以抽象藝術為主題，透過藝術家在空間以及創作思維的私密分

享營造情境，呈現其創作脈絡，再以遊戲形式鼓動觀眾參與的藝術教育

實踐。

20世紀上半，紐約現代美術館（MoMA）以系統化的方式確立了白盒
子展覽空間典範。 2通常意味著乾淨、純粹的白色牆面，搭配木質或灰

色膠片地板形成中性的空間，也逐漸成為今日大眾所熟知的展覽型態。

在這個空間裡，展覽以觀念論述展開布局，以一連串各自獨立的作品連

結成動線的形式說故事。介於作品與觀眾之間的，只有低調的作品說明

牌以及專為作品營造的均勻照明；走進空間裡的觀眾可以在極度甚至過

度寧靜的環境裡，摒棄脈絡凝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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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姿瑩
Tzu-ying K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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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館雖然宣稱敞開雙手迎接所有人，然而現代主義殿堂所主張觀眾可以在摒棄

一切脈絡的中立空間中自由詮釋與感知，卻需要留意可能只對具文化素養的人產

生意義的風險，也就是成為「文化階級的專屬領域」。 3解讀作品看似個人主觀

掌握，但詮釋本身其實包含著「解碼」的過程，有能力鑑賞藝術的人才能產生

意義，而非面對作品就能夠自然獲得啟迪。

兒童藝術教育中心作為實踐教育以及推廣文化平權的空間，試圖走出白盒子，

以教育計畫的形式另闢途徑，從觀眾角度出發，在物件為主的展示概念外，以

多樣的媒介讓藝術家現身說法，幫助大眾在更寬廣的文本背景下欣賞原作。此

外也另於現場中加入互動、參與及遊戲等各式途徑取代靜態、被動的視覺賞析

經驗，召喚觀眾的日常，進而連結美術館參觀經驗。

「無關像不像」以抽象藝術為主題，策劃概念來自觀察到人們隨著年齡的增長，

社會化與人際互動程度漸深，創作力的展現益加困難，其部分原因在於認定自己

缺乏具象描繪的技法能力，形成排斥藝術的心理距離。「無關像不像」藉由展示

北美館收藏的莊普（1947-）、楊世芝（1949-）及胡坤榮（1955-）三位藝術家
作品，讓觀眾認識繪畫不必然再現物件形貌，不必然忠實再現生活場景。藝術

不必與相機競爭逼真，具有多種表現形式，藝術即是表達，是一種說話的方法。

「無關像不像」促使觀眾拋開佔據日常的理性思維，瓦解解讀作品的慣性，呈現

抽象作為創作語彙的探索，在參與、觀看、理解抽象藝術的過程中體驗創作的

自由。曖昧的是，抽象藝術卻是最契合於白盒子經驗的藝術形式之一，如何轉

化其空間語境，成為足堪玩味的策劃重心。

在作品以及觀眾之間，策展人與藝術家選擇呈現創作過程的真實面，讓藝術家

現身以及說法，軟化作品孤立的根本形式，同時置入中介於作品與觀眾之間的

空間脈絡。

楊世芝於訪談中表示，創作過程需要不斷來回地跑動，而非固有想像的靜態平

和：「我每天回家都累昏了，拼貼創作過程一直來回跑來跑去看整體畫布，不

是坐下來靜靜畫的。」4搭配《蒼潤滑滋》及《生命的曲線》展出，現場再現工

作室一角：完成一半的畫布，上有用大頭釘固定、還在猶豫該落在何處的紙片。

地上散落著凌亂的筆墨紙片，彷彿她剛在其間來來回回，恰巧暫時離開。

觀眾可以輕易想像楊世芝的工作室中總散落了滿地剪碎的線條，她猶如尋寶般地

撿拾，在畫布上即興地完成未知的拼圖。對她而言，「要能在滿地紙片中找到

對的那張，還真是一連串的探索。」5藉著不經意志操作的偶然塗鴉和拼貼，隨

藝
術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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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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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筆畫出的一條線，粗細、彎曲與組合，都擁有各自的心情、節奏和個性。

呈現楊世芝的勞動，在回應觀眾對於藝術家創作動機、媒材、個人生命層面的

好奇，同時引介她所主張當代拼貼源自東方水墨的「整體觀」。她看見的永遠是

一個變化萬千的「整體」空間，所捕捉的是在具體物件之外，不需合理解釋的

純粹視覺經驗與張力，物件自某處開始發展延伸，並以整體觀的思維為根本。 6 

掙脫學院束縛進行自由創作的莊普，跨越 35年的創作生涯所展現的是從不間
斷的實驗精神。其中《表現之光》是莊普辨識度最高的作品之一。他以一公分

見方的基礎在畫布上形成方格結構，以印記取代畫筆，持續性的手工蓋印衍生

成為創作語彙。「我用蓋印章的方式，在畫布上一步步佔領領土，證明我的存

在。」7莊普的方格既是構成又是即興，反覆傳統拓印的手法逐漸蔓延成面，

結合 45度角的斜向線條強化整體結構的張力。每次印壓顏料的力道不同而產
生不同的材質肌理，機械似的重複動作卻有著一次次差異的細膩，「變化就是

存在。」8不是外在，是思索內在的宇宙觀作品。莊普的創作過程同時觸及藝

術家與作品權力關係的探討，「一個藝術家在自己的畫布上，就是那個繪畫世

上圖─

楊世芝，《蒼潤華滋》，2010，
墨、壓克力、棉紙拼貼於麻布，

200×60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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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

楊世芝工作室情境。未完成的

畫布與散落滿地的筆墨紙片，

彷彿藝術家正來回選取撿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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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脈絡的中立空間中自由詮釋與感知，卻需要留意可能只對具文化素養的人產

生意義的風險，也就是成為「文化階級的專屬領域」。 3解讀作品看似個人主觀

掌握，但詮釋本身其實包含著「解碼」的過程，有能力鑑賞藝術的人才能產生

意義，而非面對作品就能夠自然獲得啟迪。

兒童藝術教育中心作為實踐教育以及推廣文化平權的空間，試圖走出白盒子，

以教育計畫的形式另闢途徑，從觀眾角度出發，在物件為主的展示概念外，以

多樣的媒介讓藝術家現身說法，幫助大眾在更寬廣的文本背景下欣賞原作。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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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作為創作語彙的探索，在參與、觀看、理解抽象藝術的過程中體驗創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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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身以及說法，軟化作品孤立的根本形式，同時置入中介於作品與觀眾之間的

空間脈絡。

楊世芝於訪談中表示，創作過程需要不斷來回地跑動，而非固有想像的靜態平

和：「我每天回家都累昏了，拼貼創作過程一直來回跑來跑去看整體畫布，不

是坐下來靜靜畫的。」4搭配《蒼潤滑滋》及《生命的曲線》展出，現場再現工

作室一角：完成一半的畫布，上有用大頭釘固定、還在猶豫該落在何處的紙片。

地上散落著凌亂的筆墨紙片，彷彿她剛在其間來來回回，恰巧暫時離開。

觀眾可以輕易想像楊世芝的工作室中總散落了滿地剪碎的線條，她猶如尋寶般地

撿拾，在畫布上即興地完成未知的拼圖。對她而言，「要能在滿地紙片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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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視覺經驗與張力，物件自某處開始發展延伸，並以整體觀的思維為根本。 6 

掙脫學院束縛進行自由創作的莊普，跨越 35年的創作生涯所展現的是從不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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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創作語彙。「我用蓋印章的方式，在畫布上一步步佔領領土，證明我的存

在。」7莊普的方格既是構成又是即興，反覆傳統拓印的手法逐漸蔓延成面，

結合 45度角的斜向線條強化整體結構的張力。每次印壓顏料的力道不同而產
生不同的材質肌理，機械似的重複動作卻有著一次次差異的細膩，「變化就是

存在。」8不是外在，是思索內在的宇宙觀作品。莊普的創作過程同時觸及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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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獨裁者。」9他主張蓋印猶如皇帝運用玉璽，作品是藝術家觀念與意志展

現的途徑。 10 

莊普的現身形式，在現場由藝術家何孟娟透過影像鏡頭引領，呈現莊普的居家

戶外陽台。觀眾站立於特製的木地板，如同莊普陽台望出的視角能夠望見一片

樹林，乍看靜止，實則倏忽來去的風與雨，都牽動著這一片景象變化的細膩。

正如每個印記在當下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與變化，繁殖成無限的深邃：「我創

作的方式是用很細微的一個小符號積少成多，一直繁殖在畫面上，就變成一個

宇宙。」11 

楊世芝與莊普的創作過程揭示了藝術家創作的勞動，胡坤榮或許擁有勞動本質最

為彰顯的內在個性。「如果只看創作的動作，我和油漆工沒什麼兩樣，但是創

作的秘密就藏在我的腦子裡。」12胡坤榮鍾愛於色彩比例的平衡，而他主張的平

衡是一種「運用動態再度打破平衡的狀態」，他稱之為「不平衡的完美」，講究

的是色彩的佈局，由動態達到他理想的平衡。 13 

上圖─

莊普，《自畫像 Self-Portrait》，
1993，蠟筆、相紙，50.5×
60.5 cm

© 台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下圖─

莊普住家陽台所見風景。一片

看似靜止卻變化細膩的樹林，

正如畫布上不斷變化的印記。

何孟娟導演，單頻道錄像，循

環播映，8分 24秒

上圖─

胡坤榮，《春之祭》，2010，
壓克力顏料、畫布，162×
390cm

© 台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下圖─

胡坤榮工作室場景。編號精確

的各色顏料與創作工具

胡坤榮的創作與其生活空間有著高度交疊的特性，現場選擇展出《春之祭》及

《水之幻想──向塞尚致敬》，同時呈現他在工作室創作的場景。位於住家頂樓

的工作室隨意放滿使用中的顏料罐和草稿，在草稿中可以發現胡坤榮在正式下筆

前，如何事先在草稿上為每個形狀安排適合的位置與色彩，並有系統地為調配

好的顏色編號，展現其創作過程思考的縝密。

作品展示一方面看似滿足白盒子呈現的基調，卻同時以「私密性的分享」，讓作

品於藝術家的工作室中存在的邏輯，確保中介脈絡置入的合理性。藝術家的私

密空間提供觀眾與藝術家直接的會面機會，同時有助於觀眾跨越深澀的理論，

創造與日常生活銜接的手段。

情境感的強調是空間轉化的重心，教育活動現場由幾何式的牆面所組成，半遮蔽

半開放的空間感，透過「開窗」的方式營造豐富的空間層次，營造出「家」與「工

作室」的空間感受，並暗喻幾何抽象的空間移動視覺經驗。

貫穿作品與互動學習裝置、試圖引導觀眾參觀動線的則是藝術家語錄，是藝術

家與策展人多次交流後凝鍊的文字。藝術家的表達與展出作品相互對應，其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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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獨裁者。」9他主張蓋印猶如皇帝運用玉璽，作品是藝術家觀念與意志展

現的途徑。 10 

莊普的現身形式，在現場由藝術家何孟娟透過影像鏡頭引領，呈現莊普的居家

戶外陽台。觀眾站立於特製的木地板，如同莊普陽台望出的視角能夠望見一片

樹林，乍看靜止，實則倏忽來去的風與雨，都牽動著這一片景象變化的細膩。

正如每個印記在當下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與變化，繁殖成無限的深邃：「我創

作的方式是用很細微的一個小符號積少成多，一直繁殖在畫面上，就變成一個

宇宙。」11 

楊世芝與莊普的創作過程揭示了藝術家創作的勞動，胡坤榮或許擁有勞動本質最

為彰顯的內在個性。「如果只看創作的動作，我和油漆工沒什麼兩樣，但是創

作的秘密就藏在我的腦子裡。」12胡坤榮鍾愛於色彩比例的平衡，而他主張的平

衡是一種「運用動態再度打破平衡的狀態」，他稱之為「不平衡的完美」，講究

的是色彩的佈局，由動態達到他理想的平衡。 13 

上圖─

莊普，《自畫像 Self-Portrait》，
1993，蠟筆、相紙，50.5×
60.5 cm

© 台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下圖─

莊普住家陽台所見風景。一片

看似靜止卻變化細膩的樹林，

正如畫布上不斷變化的印記。

何孟娟導演，單頻道錄像，循

環播映，8分 24秒

上圖─

胡坤榮，《春之祭》，2010，
壓克力顏料、畫布，162×
390cm

© 台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下圖─

胡坤榮工作室場景。編號精確

的各色顏料與創作工具

胡坤榮的創作與其生活空間有著高度交疊的特性，現場選擇展出《春之祭》及

《水之幻想──向塞尚致敬》，同時呈現他在工作室創作的場景。位於住家頂樓

的工作室隨意放滿使用中的顏料罐和草稿，在草稿中可以發現胡坤榮在正式下筆

前，如何事先在草稿上為每個形狀安排適合的位置與色彩，並有系統地為調配

好的顏色編號，展現其創作過程思考的縝密。

作品展示一方面看似滿足白盒子呈現的基調，卻同時以「私密性的分享」，讓作

品於藝術家的工作室中存在的邏輯，確保中介脈絡置入的合理性。藝術家的私

密空間提供觀眾與藝術家直接的會面機會，同時有助於觀眾跨越深澀的理論，

創造與日常生活銜接的手段。

情境感的強調是空間轉化的重心，教育活動現場由幾何式的牆面所組成，半遮蔽

半開放的空間感，透過「開窗」的方式營造豐富的空間層次，營造出「家」與「工

作室」的空間感受，並暗喻幾何抽象的空間移動視覺經驗。

貫穿作品與互動學習裝置、試圖引導觀眾參觀動線的則是藝術家語錄，是藝術

家與策展人多次交流後凝鍊的文字。藝術家的表達與展出作品相互對應，其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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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瑜觀察到現代人其實已經普遍接受抽象的美感而不自知，例如生活中所穿所

用慣常出現的條紋或圓點、室內布置經常出現的馬賽克圖樣等都是生活中披著

具象意義的抽象形式，而人們在日常中能夠直覺地感受到純粹的美。她意識到

美術館作為知識生產場域帶來的壓力，因而她嘗試於日常可見素材裡探索抽象的

存在，消弭藝術與生活的界線。

王德瑜為現場互動區域設計了一系列裝置，以身體的移動帶領感官的探索。互

動區的牆面一側被簡單符號和線條定義為一隻大鯨魚，任觀眾覆蓋上具重複性又

兼有差異變化的鱗片；牆面另一側則被覆滿成一片樹林，由觀眾自由地決定樹

葉的疏密節奏安排。這些發現反覆出現的形狀成為抽象符號，形成具規律的美

感，讓觀眾在遊戲過程使用基本元素，從創作中體驗數大之美。

上圖─

觀眾運用王德瑜的單純符號衍

生成樹林。張永達在其中投影

著美術館上方即時的天空雲朵

下圖─

觀眾以簡約的反覆符號，為

互動區牆面的鯨魚貼上魚鱗紋

路，體驗重複性線條形成的節

奏感

跳
脫
藝
術
史
的
約
束

人式的歷程的述說，與現場搭建猶如藝術家在場的日常舞台，讓觀眾得以站在

藝術家的位置，觀眾就在藝術家私密的空間中。

藝術家的創作往往是勞動的，是持續的，是整體觀的。莊普形容「藝術家在創

作時，像工人、像農夫，勞動是創作中重要的過程。」14要讓觀眾站在藝術家

的位置，最為直接的方式是讓觀眾親身經驗這種勞動感，如同藝術家一樣進行

創作。於是在現場設置了猶如觀眾與藝術家共同參與創作的遊戲，讓觀眾依照

藝術家的創作樣態，或是用蓋印體會莊普的細膩與畫布佔有。

參與感的營造不僅在觀眾彼此之間，更在連結藝術家與觀眾自身。現場安置著

一幅莊普事先打格、已起頭開始創作的大型畫布，並放置工作室使用的工作桌

及材料，畫布上投影著正在創作的莊普影像。觀眾受邀參與這件作品，疊合著

莊普的身影，拿起印章，揣想著自己是絕對的權威，在空白的格子裡蓋上一格

格方形印記，成為作品意義產出的共同主體。過程中，觀眾不僅對於抽象藝術

的多元創作形式有更進一步的認知；在社會連結的意義上，觀眾感受其與作品有

著深刻的連結，自信於自身對作品完成的貢獻，也更能進行作品認同。 15

如何談論抽象藝術，卻不落入史學性的傳統教育模式？在互動區中，王德瑜

（1970-）及張永達（1981-）運用其擅長的身體及感知層面的參與，發展出一系
列可以學習、可以玩樂的互動裝置；觀眾在此不只是被動視覺賞析經驗，而是

主動學習，並建構屬於自己的參觀經驗。

左圖─

莊普工作室場景。投影在白色

畫布上的莊普影像開始打格，

一旁放置莊普實際使用的工作

桌，彷彿藝術家就在現場

右圖─

共同的創作在展示期間形成有

機性的發展，也促進對作品的

關係建立與認同感

展覽觀點 Exhibition Focus—抽象．音像  Abstraction, Sound and Movement

82 83現代美術  MODERN ART  no.194



王德瑜觀察到現代人其實已經普遍接受抽象的美感而不自知，例如生活中所穿所

用慣常出現的條紋或圓點、室內布置經常出現的馬賽克圖樣等都是生活中披著

具象意義的抽象形式，而人們在日常中能夠直覺地感受到純粹的美。她意識到

美術館作為知識生產場域帶來的壓力，因而她嘗試於日常可見素材裡探索抽象的

存在，消弭藝術與生活的界線。

王德瑜為現場互動區域設計了一系列裝置，以身體的移動帶領感官的探索。互

動區的牆面一側被簡單符號和線條定義為一隻大鯨魚，任觀眾覆蓋上具重複性又

兼有差異變化的鱗片；牆面另一側則被覆滿成一片樹林，由觀眾自由地決定樹

葉的疏密節奏安排。這些發現反覆出現的形狀成為抽象符號，形成具規律的美

感，讓觀眾在遊戲過程使用基本元素，從創作中體驗數大之美。

上圖─

觀眾運用王德瑜的單純符號衍

生成樹林。張永達在其中投影

著美術館上方即時的天空雲朵

下圖─

觀眾以簡約的反覆符號，為

互動區牆面的鯨魚貼上魚鱗紋

路，體驗重複性線條形成的節

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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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式的歷程的述說，與現場搭建猶如藝術家在場的日常舞台，讓觀眾得以站在

藝術家的位置，觀眾就在藝術家私密的空間中。

藝術家的創作往往是勞動的，是持續的，是整體觀的。莊普形容「藝術家在創

作時，像工人、像農夫，勞動是創作中重要的過程。」14要讓觀眾站在藝術家

的位置，最為直接的方式是讓觀眾親身經驗這種勞動感，如同藝術家一樣進行

創作。於是在現場設置了猶如觀眾與藝術家共同參與創作的遊戲，讓觀眾依照

藝術家的創作樣態，或是用蓋印體會莊普的細膩與畫布佔有。

參與感的營造不僅在觀眾彼此之間，更在連結藝術家與觀眾自身。現場安置著

一幅莊普事先打格、已起頭開始創作的大型畫布，並放置工作室使用的工作桌

及材料，畫布上投影著正在創作的莊普影像。觀眾受邀參與這件作品，疊合著

莊普的身影，拿起印章，揣想著自己是絕對的權威，在空白的格子裡蓋上一格

格方形印記，成為作品意義產出的共同主體。過程中，觀眾不僅對於抽象藝術

的多元創作形式有更進一步的認知；在社會連結的意義上，觀眾感受其與作品有

著深刻的連結，自信於自身對作品完成的貢獻，也更能進行作品認同。 15

如何談論抽象藝術，卻不落入史學性的傳統教育模式？在互動區中，王德瑜

（1970-）及張永達（1981-）運用其擅長的身體及感知層面的參與，發展出一系
列可以學習、可以玩樂的互動裝置；觀眾在此不只是被動視覺賞析經驗，而是

主動學習，並建構屬於自己的參觀經驗。

左圖─

莊普工作室場景。投影在白色

畫布上的莊普影像開始打格，

一旁放置莊普實際使用的工作

桌，彷彿藝術家就在現場

右圖─

共同的創作在展示期間形成有

機性的發展，也促進對作品的

關係建立與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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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造型的視覺重量和體積，以及幾何形狀的無限組合，布局出一幅兼具秩序性

同時具備動態能量的畫面。作品觀念在觀眾的主動介入後，被觀看、被體驗，

甚至能夠加入自由創作意識，自行生產出屬於個人的意義。原屬於靜態的視覺

觀看經驗，被擴大至身體及感官的參與。

回應楊世芝對於創作的想法「沒有預設的圖像，也沒有事先構圖，我整個過程

都在玩；整個畫布隨著一筆一筆慢慢發展、成形」、「拼貼的過程是有機的，每

一張紙片都可能銜接成某一條線，創造出新的可能性。」17展場內設計了一項邀

請觀眾參與、由線條組構而成的裝置。觀眾自由地讓線條在畫布交疊延伸，在

或隨興或刻意為線條與線條之間接攏、重疊，線條彼此偶然地相輔相成，自然

而然產生連結，進而發展成連續的風景。

這些帶有遊戲性的參與形式，將作品概念轉化為觀眾可以學習的模式，提供具

體的操作經驗。儘管觀眾必須花費更多時間操作，卻能讓參觀學習得到更高的

成就感與認同感，進而與藝術家、作品產生更密切的關係。

張永達在北美館建築頂端架設攝影鏡頭捕捉戶外天空的變化，即時投影在室內展

場中。觀眾愜意地躺臥於王德瑜製作的坐墊上，觀看雲朵的千姿百態。這樣的

場景串接起觀眾與家人朋友都曾玩過的遊戲：一起躺在地上仰望天空，各自解讀

著雲朵。甚至當我們不耗費心思刻意猜測雲朵到底像什麼，反而更加能夠欣賞

純粹的美好？

王德瑜及張永達的日常視角發現無處不在的抽象形式，遊戲規則看似簡單，卻

舉重若輕地處理抽象議題，就在每一個覆蓋的動作與欣賞的表達中，鬆動 /攪動
了針對抽象藝術的刻板認知，所累積的經驗將使未來再度遇見抽象之時，能夠

感受自身與藝術更加緊密。抽象無需必定只從藝術史體會，生活的切入會是一

個適切的開始。

遊戲是虛構的，但是不代表不認真。教育的手段在「無關像不像」中幾乎是以

遊戲和參與進行實踐。胡坤榮在《春之祭》及《水的幻想（向塞尚致敬）》中

展現運用幾何色塊形成動態與韻律，是要「在動裡面，達到平衡」。 16延伸自胡

坤榮提出的平衡概念，互動遊戲裝置開放觀眾搬動並組合立體色塊，感受色彩

參
與
形
式

遊
戲
性
的

胡坤榮的抽象創作遊戲。觀

眾在分隔為左右的地板範圍內

搬動立體的色塊，體驗幾何與

色彩如何達到平衡，進而打破

平衡

楊世芝藝術觀念的創作遊戲。

以立體交織的絲線扮演立體畫

布，強調筆墨紙片的空間關

係。觀眾猶如楊世芝的創作

方式，以各種線條在畫布上交

錯、疊合、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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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造型的視覺重量和體積，以及幾何形狀的無限組合，布局出一幅兼具秩序性

同時具備動態能量的畫面。作品觀念在觀眾的主動介入後，被觀看、被體驗，

甚至能夠加入自由創作意識，自行生產出屬於個人的意義。原屬於靜態的視覺

觀看經驗，被擴大至身體及感官的參與。

回應楊世芝對於創作的想法「沒有預設的圖像，也沒有事先構圖，我整個過程

都在玩；整個畫布隨著一筆一筆慢慢發展、成形」、「拼貼的過程是有機的，每

一張紙片都可能銜接成某一條線，創造出新的可能性。」17展場內設計了一項邀

請觀眾參與、由線條組構而成的裝置。觀眾自由地讓線條在畫布交疊延伸，在

或隨興或刻意為線條與線條之間接攏、重疊，線條彼此偶然地相輔相成，自然

而然產生連結，進而發展成連續的風景。

這些帶有遊戲性的參與形式，將作品概念轉化為觀眾可以學習的模式，提供具

體的操作經驗。儘管觀眾必須花費更多時間操作，卻能讓參觀學習得到更高的

成就感與認同感，進而與藝術家、作品產生更密切的關係。

張永達在北美館建築頂端架設攝影鏡頭捕捉戶外天空的變化，即時投影在室內展

場中。觀眾愜意地躺臥於王德瑜製作的坐墊上，觀看雲朵的千姿百態。這樣的

場景串接起觀眾與家人朋友都曾玩過的遊戲：一起躺在地上仰望天空，各自解讀

著雲朵。甚至當我們不耗費心思刻意猜測雲朵到底像什麼，反而更加能夠欣賞

純粹的美好？

王德瑜及張永達的日常視角發現無處不在的抽象形式，遊戲規則看似簡單，卻

舉重若輕地處理抽象議題，就在每一個覆蓋的動作與欣賞的表達中，鬆動 /攪動
了針對抽象藝術的刻板認知，所累積的經驗將使未來再度遇見抽象之時，能夠

感受自身與藝術更加緊密。抽象無需必定只從藝術史體會，生活的切入會是一

個適切的開始。

遊戲是虛構的，但是不代表不認真。教育的手段在「無關像不像」中幾乎是以

遊戲和參與進行實踐。胡坤榮在《春之祭》及《水的幻想（向塞尚致敬）》中

展現運用幾何色塊形成動態與韻律，是要「在動裡面，達到平衡」。 16延伸自胡

坤榮提出的平衡概念，互動遊戲裝置開放觀眾搬動並組合立體色塊，感受色彩

參
與
形
式

遊
戲
性
的

胡坤榮的抽象創作遊戲。觀

眾在分隔為左右的地板範圍內

搬動立體的色塊，體驗幾何與

色彩如何達到平衡，進而打破

平衡

楊世芝藝術觀念的創作遊戲。

以立體交織的絲線扮演立體畫

布，強調筆墨紙片的空間關

係。觀眾猶如楊世芝的創作

方式，以各種線條在畫布上交

錯、疊合、延伸

展覽觀點 Exhibition Focus—抽象．音像  Abstraction, Sound and Movement

84 85現代美術  MODERN ART  no.194



藝術家特寫 Featured Artist

姚瑞中

Yao Jui-C
hung1 北美館地下樓空間翻轉計畫內容及其思維，見郭姿瑩，〈誕生新風景──北美館「兒童藝術

教育中心的空間思維」〉，《現代美術》171，2013.12，頁 47-55。
2 白盒子空間發展歷史、空間特性與反動批評，以及 Charles Saatchi等人對作品應該再更廣大

脈絡下呈現的主張，見呂佩怡〈當代藝術從白盒子空間到古典歷史建物空間〉，2004，收錄
於王品驊主編，《文字行動 II：2004-2007世安美學論文獎》作品集，2007，頁 18-41。

3 許嘉猷，〈布爾迪厄論西方純美學與藝術場域的自主化──藝術社會學之凝視〉，《歐美研究》

34（3）2004，頁 357-429。
4 見郭姿瑩彙整之〈楊世芝訪談紀錄〉，2018年 9月 20日進行於台北市立美術館。
5 同註 4。
6 楊世芝創作觀，見楊世芝撰於 2018年 6月 20日之〈創作問答自述〉（未出版）。
7 郭姿瑩彙整之〈莊普訪談紀錄〉，2018年 7月 14日、8月 31日及 9月 18日進行於台北市

立美術館。

8 同註 7。
9 同上註。

10 莊普創作觀，見同註 7。
11 同註 7。
12 郭姿瑩彙整之〈胡坤榮訪談紀錄〉，2018年 8月 14日進行於台北市立美術館。
13 同註 12。
14 同註 7。
15 觀眾與作品藉由多元脈絡產生更多的連結與認同的觀點，見 Simon, Nina, "The Participatory 

Museum: Entering an Era of Museum 2.0", 2010.
16 同註 12。
17 同註 4。

「無關像不像」試圖串連作品、藝術家創作空間與文本，以更加強調參與式的

創作與遊戲，呈現展示與教育兩者創造性共存關係的可能性。藝術家在此架構

下，嘗試在作品之外置入中介脈絡，與教育人員共同研發，以遊戲、感知、參

與，結合具體經驗的操作學習形式，將視覺閱讀模式轉為主動，積極促成觀眾

與藝術品之間產生具有意義的互動。更進一步的意義是建構出一個當觀眾離開

美術館後，能夠銜接個人生活經驗的空間環境，以體驗主導參觀經驗。此種策

略或許會是（也或許不會是）教育如何發展出鼓勵觀眾參與藝術的空間形式，

不斷從實踐中修正與摸索關鍵期的特徵。

結
語

天打那實驗體《哈姆雷特機器》節目單，1993，陳文祺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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