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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2月，臺北市立美術館（以下簡稱北
美館）開放了「1983-1994展覽資料庫」（以
下簡稱資料庫），首度釋出 1983年 12月到
1994年 12月展覽的資料訊息。透過 665檔展
覽的排比，我們得以重新回訪北美館的第一個

十年。然而，先不論「資料庫」展覽個數占北

美館四十年來展覽總數的五分之二，1單就「資

料庫」展覽實踐所涵容的複雜性與多樣性，就

不得不讓人心生迫切之感：必須盡快著手進行

這第一個十年展覽脈絡的梳理，以建立北美館

展覽史書寫的基礎。

痧♧⦐⼧䎃
筆者曾於拙文〈北美館展覽研究：展覽機制的

開端〉2當中，透過開館初期對於展覽分類的

行政機制演進，針對開館前三年（1984、
1985、1986）的展覽進行梳理，嘗試分析北
美館早期展覽機制的來由與運作。為了概括創

館初期展覽的總體面向，在參酌創館文獻「展

場使用須知」3的展覽分類之後，綜整出六項

展覽脈絡，分別是：策劃展（國內）、策劃展

（國際）、徵件競賽展、申請展、典藏展及其

他。現在，如果將此六項展覽脈絡置放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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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十年」這個更寬廣的語境當中，「資料庫」

會呈現何種走向與趨勢呢？本文嘗試從「徵件

競賽展」的脈絡，以北市美展、「新展望」為

取樣，剖析兩者各自發展的軌跡與北美館展覽

史當代脈絡演進的關係。有關「新展望」近十

年間耐人尋味的發展，主要是參照歷屆評審的

評述以及相關機構文件。在 3、40年後的今天，
評審們近身觀察，提供的現場見證可幫助我們

更深入了解其中細膩的轉折。

本文所稱之「新展望」其實是一個泛稱，指的

是「1984中國現代繪畫新展望」、「1986中
華民國現代繪畫新展望」、「1988中華民國現
代美術新展望」、「1990中華民國現代美術新
展望」、「1992台北現代美術雙年展」、「1994
台北現代美術雙年展」六項展覽。展名雖經數

次更迭，然而這六項展覽持續近 12年的運作都
是以「競賽雙年展」的規制辦理。「新展望」

一開始是以「繪畫」界定競賽的範疇，不過透

過展覽規章的修訂，在行政公務體系當中，改

動既定評審競賽的格局，逐漸轉移至更寬廣的

當代藝術創作的領域。在 1994年之後，基於
強烈的使命感與變革的迫切性，它與雙年競賽

獎另外兩項「現代雕塑展」與「水墨創新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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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流，由「競賽展」過渡到強調理念深度的主題策劃

展—「1996雙年展」。「新展望」的轉型過程當中，
持續且獨特的創發性，是北美館當代藝術脈絡發展重要的

參考點。而作為「台北雙年展」的前身，「新展望」也曾

是臺灣藝術展演的關鍵性指標。

與此相對，每年舉辦的北市美展，也就是現今台北美術獎

的前身，在 1990年後半，它的當代轉向才獲得本質上的
突破，直到 2000年前後才全面到位。因為受到公辦競賽
展強調包容性的原則所限，在第一個十年當中，北市美展

不若「新展望」那般以前衛、當代為導向，因此將兩者並

行觀察，有助於了解北美館在競賽展的範疇當中，如何運

用策略操作，與在地藝術生態保持密切互動，鼓動更符合

時態的當代藝術創作。

⻍䋑繡㾝畹飓㾝涸⾲럊
細究北市美展的開辦，其實是早於 1983年—北美館的

開館年。為因應臺北市改制升格為直轄市（1967年），
需要設立「公辦競賽美展」作為文化藝術發展指標，

1969年第一屆北市美展於是應運而生。只是 1969年辦
理第一屆之後，北市美展一直受限於經費不足與展出場地

的問題，4辦理規格與當時的省展相比，缺乏號召力，只

辦了八屆，便於七〇年代後期停辦。直到八〇年代初期，

北美館興建工程逐漸接近完工，北市美展才又迎來重啟的

契機。北美館館體完工前兩年，1981年，重新辦理「第
九屆台北市美展」，為壯大聲勢，本屆列入慶祝開國七十

週年的全國文藝季。既獲得中央挹注經費，相關得獎作品

更在歷史博物館國家畫廊展出，並印製展覽專刊，等於將

1. 北美館 1983年起迄今（2024年 12月）累積了 1,549展覽檔數。
2. 廖春鈴，〈北美館展覽研究：展覽機制的開端〉，《現代美術》204期，2022年 4月，頁 79-93。
3. 中華民國 74年 3月 2日北市教四字第 3784 號函。
4. 第一屆在北一女圖書館展出，第二、三、四屆在兒童樂園體育館展出，1973年轉由社教館（今藝文推廣處）辦理第五至八屆，於國父紀念館或省立博物館展出。

參考：蘇瑞屏，〈館長序〉，《第十一屆台北市美展專輯》，臺北：臺北市政府，1983，頁 4。

「1986中華民國現代繪畫新展望」得獎作品；張永村，《源源不絕》，1986，墨、紙，10565×137公分，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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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84 中國現代繪畫新展望

2 1985 中華民國現代雕塑特展

3 1986 中華民國現代繪畫新展望

4 1986 中華民國水墨抽象展

5 1986 中華民國第二屆現代雕塑展

6 1988 中華民國現代美術新展望

7 1988 墨與彩的時代性：現代水墨展

8 1989 中華民國現代雕塑展

9 1989 水墨畫創新展

10 1990 中華民國現代美術新展望

11 1991 中華民國現代雕塑展

12 1992 台北現代美術雙年展

13 1992 水墨畫創新展

14 1994 台北現代美術雙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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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新展望」展覽專輯，1984 - 1994；臺北市立美術館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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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規格提升至與當時公辦美展指標的全省美展同等級。

緊接著 1982年也以同樣的規格辦理「第十屆台北市美
展」，展出場地換成國父紀念館。在北美館開館之前重啟

北市美展的辦理，無非是希望提高關注度，此外，實務上，

應該也是著眼於未來北美館營運的準備。1983年，北美
館正式接手「第十一屆北市美展」，並列入開館十大展覽

當中，宣示意味十足。

事實上，「北市美展」只是慣稱或簡稱，全稱應為「臺北

市美術展覽會」。究其本質，美術展覽會是承襲自日治時

期的「官展」，隨著當時西洋美術的發展所引進的展覽機

制，5沿襲了日本文展、帝展的制度，其淵源可上溯至 19
世紀法國沙龍展。戰前的「臺展」、「府展」在戰後持續

以「省展」（臺灣省美術展覽會）的形式，1946年後成
為推進臺灣美術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就此點而言，省展可

以說是延續臺灣美術傳統的重要標誌。因此，1981年，
北市美展停辦數年後重啟，就以省展為指標，徵件也是依

照國畫、書法、油畫、水彩、版畫、美術工藝、雕塑、攝

影分為八大類進行徵件、評審。6

 
直到 1996年，北市美展才調整徵件作品以媒材區分的策
略，藉此跳脫公辦競賽展的模式，將格局提升至雙年展競

賽展的等級。7 到了 2001年，更透過「臺北美術獎」的
更名，啟動「媒材不設限、不分類」的轉型工程，2010
年更進化為最具前瞻性的視覺藝術獎項，至今仍是鼓勵創

作的最高競賽指標。8也就是說，第一個十年當中，北市

美展一直未偏離省展的形制。相較於此，同為開館初期競

賽展範疇的新展望，卻早在 1990年之前就開啟當代轉向
的模式。

倞㾝劆꧱䎃㾝涸鋕ꅿ
1990年代初期曾擔任北美館展覽組組長的石瑞仁（任期：
1989年 4月至 1991年 8月），針對第一個十年的整體表
現，在 1993年北美館開館十周年的特刊中，曾評述寫道：
「在這開館的第一個十年頭裏，展覽無疑是最能表現出新

館活力最具公務績效的一個項目。如果我們就北美館近十

年來累計約五百項次的展覽再予檢視……傳達出一個新館

的營運理想，表現出一種文化的使命感與責任心，則應推

其三大雙年競賽展了。」9此處指的三大雙年競賽展就是：

新展望、現代雕塑展、現代水墨展三大系列（參考前表）。

在他看來，截至 1992年所辦理的 12項次的雙年競賽展不
僅是活絡八〇年代臺灣美術發展的根源之一，更確立了北

美館作為「新藝術主要贊育者的角色」的基礎。

事實上，早在開館之前的籌備處期間，館方就訂定以現代

美術（繪畫、雕塑、水墨）為範疇的雙年競賽獎。10作為

重點項目的新展望，更是備受重視，還相當慎重地設置籌

備會，籌備期間更邀集美術界相關人士與會，徵求各方意

見。11 1983年 9月 3日在「中國現代繪畫新展望」第一
次會議當中，時任籌備會總幹事的倪再沁以國際知名的威

尼斯雙年展為標的，宣示新展望的定位與功能：「……新

展望展必須要樹立起一個權威，可以參考呂清夫在時報雜

誌上所報導的六〇年代威尼斯大展……美術館最重要的功

能之一，就是引導藝術發展方向。臺灣美術大體上脫不出

寫實的路子，像馬勒維奇、康丁斯基等大師的風格，在這

裡就無法生根。在發展上較脫離國際潮流。新漢城畫派的

表現雖然不好，但他們注意到這潮流。我們要好好辦這個

展，主要是導出一個方向，提供一個訊息，讓此間年青的

藝術創作者能感覺到這方向，然後像紐約畫派、巴黎畫派

5. 臺灣美術展覽會（簡稱臺展）1927年至 1936年共舉辦十回，臺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簡稱府展）1938-1943共舉辦六回。
6. 蕭瓊瑞著，林明賢編，〈臺灣省第卅五屆全省美術展覽會實施要點〉，《台灣全省美展文獻彙編》，臺中：國立臺灣美術館，2009，頁 673—674；〈台北市第九

屆美術展覽會實施要點〉，《臺北市第九屆美展專集》，臺北：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981，頁 383-385。
7. 1996年第 23屆北市美展分平面、立體、應用 3大類徵件，取代 1995年第 22屆北市美展的徵件 10大分類：水墨、書法與篆刻、油畫、水彩、版畫、雕塑、設計

與工藝、攝影、陶藝、綜合媒材。3大類之首獎稱「台北獎」。
8. 首獎獎金提高至新台幣 55萬元，並受館方邀請舉辦個展。
9. 石瑞仁，〈從耳目到心靈的藝術引渡：台北市立美術館雙年競賽展之回顧與前瞻〉，《台北現代美術十年（一）》，臺北：臺北市立美術館，1993，頁 38。
10. 同上註，頁 39。
11. 節錄自 1983年 9月 13日「中國現代藝術新展望」籌備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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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1994「新展望」徵件簡章；臺北市立美術館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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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繪畫新展望」第一次會議的會議記錄，1983年 9月 3日；臺北市立美術館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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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一個獨特的風格。所以我們要辦許多系列的

演講，寫文章等，把新展望展導入我們要的效果

與功能。」12館方的企圖心在 1984年第一屆「中
國現代繪畫新展望」的簡章表露無遺，雖被冠以

「現代繪畫」之名，但是對於徵件的作品卻是「畫

作大小不限、媒體內容不拘」，嘗試重新定義平

面繪畫的範疇。不僅如此，宗旨還強調「倡導現

代美術，以提昇我國現代美術水準」，標舉北美

館作為全臺現代第一座新館自身藝術的使命感。

至於徵求的對象是 45歲以下的藝術家，更展現館
方亟欲擺脫既有「公辦競賽展」強調「兼容並蓄」

的包袱（例如北市美展），刻意與傳統的美術展

覽會做出區隔，以更明確的針對性，轉而專注於

引領年輕、新興的創作風潮。

必須留意的是，「中國現代繪畫新展望」的英文

被 翻 成「New Horizons: Contemporary Trends 
in Chinese Art」，中文「現代」與英文「當代」
的對譯說明了，「當代」一詞尚未深植於 1980
年代臺灣藝術的語境當中，因此當時與新展望相

關文本敘事的「現代」一詞應該也包含「當代」

意涵與價值，應被理解為當下、前衛、創新，13 
不若今日「現代」與「當代」分別指涉不同的時

間意識。

粭殥倞㾝劆̔植➿繡遯倞㾝劆
從新展望前三屆（1984、1986、1988）得獎的
作品，例如莊普作品《顫動的線》（1984臺北
市長獎）、陳幸婉作品《作品 8411》（1984臺
北市立美術館獎）、張永村《源源不絕》（1986
新展望獎）、賴純純《讚美詩》（1986新展望
優選），可以看出新一代的藝術家創作對於材

質的專注與敏感度，也呼應了新展望標榜的媒

材內容不拘。針對 1984年兩件首獎，評審之一

的呂清夫評述寫道：「我們在『新展望』展中

看到有些鄉土寫實的畫家已經完全改變了面目，

而莊普、陳幸婉及其他一些半路殺出的人則以

完全異乎七○年代的面目呈現藝壇，為八○年

代帶來新的動向。」14他更進一步強調，「他們

在材質的運作上則是相當勇猛，他們使繪畫不

再停留於單純的平面，不再單純使用畫筆，這

點嘗試的勇氣在一個較為保守的畫壇來說，是

一種可喜的現象，應可構成一種新的展望。」15

無獨有偶，對於第二屆 1986年的「中華民國現
代繪畫新展望」徵件作品整體表現，評審蕭勤認

為：「由於今日美術的媒體之極豐富及自由，其

空間處理更展向多元，將這個展覽只局限二度空

間的繪畫，似乎有些狹窄；因此，在評審時，我

們也接受了三度空間的作品及其觀念。在當代美

術中，嚴格地去區別二度及三度空間已是不可能

的事……一個藝術家所必須建立的是他獨自的創

作風格及其創作觀念，技巧及媒體祇是表現方式

的輔助而已。」16顯見，接連兩屆，新展望與當

時方興未艾的複合媒材創作的風氣產生連動。徵

件作品的創作媒材涵蓋了金屬、玻璃、燒陶、木

材、塑膠、現成物，一新藝術表現的風貌。鑒於

在新展望的框架中，藝術媒介的定義已超出繪畫

與雕塑所能界定的範疇，為了強調藝術新向度的

開拓，1988年的「新展望」展名也順勢從「現
代繪畫新展望」更名「現代美術新展望」。

此番變革也確立「新展望」所具有的包容度、實

驗性與前瞻性，及其對於台灣藝術觀念乃至藝術

生產的影響。本屆評審之一的蔣勳寫道：「『新

展望』的意義在那裏？從美術史本屆的發展來

看，西畫、國畫分法遲早要過去，甚至繪畫、雕

塑的界限也不斷在被有創意的藝術家突破，『新

展望』便有著把藝術從美術史的分類法中解放出

12. 節錄自 1983年 9月 3日「中國現代繪畫新展望」第一次會議紀錄。
13. 參考：蔣伯欣，〈從「近代」到「現代」：臺灣美術史分期的再思考〉，《臺灣美術》115期，2019年 1月，頁 10之註 4。
14. 呂清夫，〈「新展望」中的展望〉，《1984中國現代繪畫新展望》，臺北：臺北市立美術館，1984年 5月，頁 8。
15. 同上註。  
16. 蕭勤，〈「新展望」展評審後感〉，《1986中華民國現代繪畫新展望》，臺北：臺北市立美術館，1986年 2月，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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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意義……某一種主流獨霸的時代過去了，在一個多

元化的社會，藝術的思考也呈現著多樣的面目。走到這

樣的一個展示空間，看不到令人特別景仰的、崇拜的、

引起永恆感動的藝術，然而卻是更多都有一點點自我的

多樣性，形成了一種新的時代美學……三屆以來的新展

望顯然的形成了一種風氣，傳統性的繪畫與雕塑都不見

了，代之而起的是對各種新的媒體素材的實驗。」新展

望雖然仍是透過徵件、評審的機制，競賽項目方面，卻

破除公辦美展各類美術媒材之間的藩籬，讓新一代的藝

術家取得更寬廣的表現空間，成為臺灣藝術發展前衛、

當代走向的新指標。

〵⻍植➿繡遯꧱䎃㾝
進入 1990年代之後，面對臺灣當代藝術自八○年代末至
九○年代初的態勢與動向，後三屆的新展望（1984、
1986、1988）受限於競賽展格局的侷促感，越來越明顯。
事實上，館方對此新展望競賽格局的困境，並非無所作

為。1992年更名為「台北現代美術雙年展」，「1994台
北現代美術雙年展」甚至開放外籍藝術家的參與徵件，

1992年、1994年還將評選分兩階段進行：初審（國內審）
與複審（國際審）。就是尋求突破雙年競賽展的限制走

向國際的作法。另外，1992年、1994年的參賽者在參加
競賽的作品之外，必須提交數件舊作供作參考。如獲選

參展，這些階段性的代表舊作也會一併展出，藉此分析

藝術家作品創作之前後脈絡與其創作理念，其用意乃是

要「自動過濾掉無持續力的『偶發創作者』」。因為「『新

展望』後期愈來愈不能吸引堅持創作的前衛藝術家，而

代之以只為比賽而製作，或沒有持續力的創作者。」 17

後三屆的得獎作品都相當程度也反映出臺灣當代藝術的

創作樣態，即便如此，對於 1980 年代末到 1990 年代
初期，臺灣當代藝術發展多元豐富的樣貌，新展望的機

制已經難以全面涵蓋。「1992 台北現代美術雙年展」
評審之一黃海鳴就明確地指出：「近年來民間實驗空間、

替代空間，甚至一些能接受實驗性作品的畫廊的出現，

『前衛』藝術家已有比較多發表機會。並且館內實驗展、

申請展也多能給人新的思考空間。相對的『新展望』在

早期所享有的『火車頭』的功能已經消失掉了。而大部

分地延續了『新展望』的『雙年展』也很難有突破性的

改變。」18格局的侷促感關乎規制本身，新展望需要被

重新定位，然而其策略不應該仍停留在競賽展的框架

中，持續修正或調整徵件評審的條件。因為：「原因似

乎是它只是個比賽，展前就沒有預設態度，評審聘請採

取均勢分配，在差異交互作用產生非常折衷、穩當的特

色，在這種情況下很難彰顯臺灣藝壇中正在發生的特殊

現象……這幾年來各方面的開放及巨大的改變，所謂的

『多樣性』已經不是封閉均質社會中幾個『特殊例子』，

「1984中國現代繪畫新展望」得獎作品；陳幸婉，《作品 8411》，1983，木頭、壓克力顏料、紙，105×149公分（×3），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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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相對開放社會中不同力量群體間的衝突、互動……

新契機並非靜態被動地就能自然呈現，必須去找、去突

顯。在這個角度來看，目前的『雙年展』是無能為

力……。」19 

在當時以策展人主導的專題展，尤其是以雙年展之名，更

要名符其實地針對競賽展予以解構，轉型至主題展的策展

呼籲也就應運而生。黃海鳴直接建議：「我對『雙年展』

的建議是，針對臺灣與國際互動的具體處境，討論出一

些重要問題及可能方向，並依此探訪、調查實際創作狀

況，確立展覽主題，確定名單，邀請下屆雙年展參展藝

術家。」20石瑞仁也同樣提出：「從行近十年的雙年展競

賽中，我們殆已發現，定時競藝之可能缺失……因應本地

當代藝術之發展需要，將未來的雙年展確定在此一時空中

藝術現象的把握和詮釋，使呈現本我價值與意義的各式主

題展成為雙年展得未來面貌，將是一種應然的作法。」21

藉由主題式的雙年展，意圖構成一個極富有張力的當代藝

17. 同上註。
18. 黃海鳴，〈談第一屆雙年展〉，《1992台北現代美術雙年展》，臺北：

臺北市立美術館，1992，頁 8-9。
19. 同上註，頁 8。
20. 同上註，頁 9
21. 同註 9，頁 53。
22. 策展人為當時藝評家黃海鳴。

術場域。這樣的展開並非偶然。1990年代起臺灣當代藝
術逐漸從本土的敘事框架，進入全球化語境。與此同時，

也開始積極在全球圖景中尋找自身主體性。策展實踐是一

種策略與方法，藉以反映藝術、社會和文化的深刻洞察，

並試圖在當下的現實與趨勢中，深刻反思與探討臺灣藝術

主體性與國際當代藝術議題的互動。其實早在 1992年，
北美館就順勢推出館史上第一個以策展人主導的專題展

「延續與斷裂：宗教、巫術、自然」，藉以凸顯策展人在

展覽實踐當中所扮演的角色。22 

鑒於雙年展模式在亞洲蔚然成風，主題式策劃展又是勢之

所趨，於是館方將「新展望」、「現代雕塑展」與「水墨

創新展」三項競賽雙年展合流而成「1996雙年展」。雖
然早在 1992年「新展望」歷經易名已過渡到「台北現代
美術雙年展」，但實質上，直到 1994年仍沿用既有競賽
展的機制。因此，要到 1996年策略性的轉型至主題策劃
展的機制之後，「新展望」才算完成階段性任務。「1996
雙年展」以「台灣藝術主體性」為主題，下分「認同與記

憶」、「環境與都會」、「情慾與權力」、「視覺思維」

4個當代議題，並委任蔡宏明、 謝東山、李俊賢、路況
擔任策展人進行規劃。「新展望」歷經近十年的轉型，從

原來被定義在「繪畫」的範疇，最終轉移到「當代藝術」

的領域最後轉至當代藝術的範疇，往後的台北雙年展就是

在這同一條延長線上。

從其所刻劃出來的歷史軌跡顯示，「新展望」展覽機制相

對來說，以高度問題意識的自覺，深具前瞻性與延續性。

在前瞻理念驅使之下，「新展望」歷經了幾次階段性的變

革，無不標舉著藝術創作與觀念的革新與突破。首先吸納

了 1980年代之間臺灣當代藝術積蓄的能量，進入 1990
年代「新展望」經重新定位成為具有開放性的藝術平臺，

不僅滿足北美館國際開放性的需求，更推動著北美館當代

藝術脈絡不斷深化的進程。

「1984 中國現代繪畫新展望」得獎作品；莊普，《顫動的線》，
1984，木頭、畫布、鐵絲，262×196公分，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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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鐱㻤 李仲生　廖修平　林壽宇　呂清夫　李長俊

荩⻍䋑Ꟁ栁 莊普

荩⻍䋑用繡遯긭栁 陳幸婉

Ⰵ鼇畹飓鿈 王承燿　王為河　何瑞卿　吳天章　林文玲　林鴻文　施並錫　胡坤榮　張明善　梁銘毅　莊正國　連建興　郭維

國　陳瑞文　陳昇志　程延平　董振平　董小蕙　詹學富　劉欽棟　潘麗紅　鄧獻誌　鄭建昌　鄭福成　盧怡仲　

蕭文輝　謝明錩　謝志商　譚國智　蘇旺伸

Ⰵ鼇ꬌ畹飓鿈 翁美娥　許坤成　黃　楫　賴炳昇　韓舞麟　蘇新田

1986

鐱㻤 亞歷山大•托內　金澤毅　王哲雄　蕭　勤　莊　喆

倞㾝劆栁 張永村　吳天章

⮛鼇 黃宏德　賴純純　林鴻文　李明道　林文安　朱晴白

Ⰵ鼇 王為河　江隆芳　宋先智　李銘盛　李錦綢　李文添　李信儒　吳進風　莊　普　黃進義　黃永和　黃銘哲　黃憶

春　黃俊龍　葉子奇　陸先銘　賈漢家　陳福裕　陳凱璜　陳錦慧　董振平　詹學富　楊茂林　楊成愿　傅慶豐　

彭立勛　斐啟瑜　蔡啟海　廖本生　廖木鉦　廖繼英　劉勝雄　賴炳昇　蕭文輝　顏頂生　蘇旺伸　龔顯達

1988

鐱㻤 王秀雄　王哲雄　凌嵩郎　蔣　勳　陳傳興

倞㾝劆栁 陳正勳　盧明德　　

⮛鼇 王文志　陸先銘　楊柏林　顧世勇

Ⰵ鼇 王武生　李民中　李宜全　李昱東　李錦綢　吳天章　林兆藏　林淑美　林瑛哲　林鴻文　柯應平　梁平正　梁恕

人　黃文浩　黃文勇　黃永和　黃瑛玉　陳志賢　陳幸婉　陳保元　陳茂田　陳漢鏞　連淑蕙　郭維國　張正仁　

楊茂林　斐啟瑜　蔡志榮　鄭君毅　顏新龍　盧人仰　盧怡仲　謝美玲　謝俊彥　顏頂生　羅萬照　蘇旺伸　　

1990

鐱㻤 王秀雄　王哲雄　漢寶德　黎志文　郭清治

倞㾝劆栁 范康龍　黃藏右　林穎村

⮛鼇 李錦綢　陳志賢　斐啟瑜

Ⰵ鼇 林泰州　姚瑞中　林鴻文　李　林　陳建北　陳俊明　孫宇立　郭讚銘　莊志輝　楊協澤　王文志　黃荏芸　李民

中　陸先銘　謝文博　陳英偉　陳主明　黃圻文　張喆堯　郭維國　賴美美　李明則　李杉峰　李榮烽　張逢威　

陳麗敏　陳保元　王俊杰　徐明稷　胡棟民　簡上淇　楊正忠　黃蘭雅　陳志敏　陳增祥　徐揚聰　曾玉潔　袁啟

同　陳國能　王希文　紹清立　宋志勇　杜岩蜂　賴玲君　何東成

1992

ⴲ㻤 王秀雄　蔣　勳　黃海鳴　石瑞仁　賴瑛瑛

醳㻤 沃夫根•貝克　克羅德•傅內　安永幸一　王哲雄　呂清夫

䖤栁 連德誠　蕭麗紅　黃海雲　陸先銘　顧世勇　莊　普

Ⰵ鼇 傅慶豐　林鴻銘　姚瑞中　簡福ꎅ　陳冠君　郭博洲　黃位政　楊柏林　黃文浩　斐啟瑜　潘孟堯　嚴明惠　石晉
華　黃志陽　陳凱璜　蘇森燦　楊懿華　吳寬瀛　楊明迭　黃藏右　陳介一　唐麗禛　陳慧橋　胡棟民　盧明德　

侯宜人　孫宇立　詹學富　董振平　郭少宗　林國芳　楊仁明　侯俊明　范姜明道

1994

ⴲ㻤 王秀雄　呂清夫　陸蓉之　黃海鳴

醳㻤 王秀雄　呂清夫　林惺嶽　李明明　漢姆•斐利德　本間正義

䖤栁 杜十三　吳天章　黃志陽　賴純純　簡福ꎅ　顧世勇
Ⰵ鼇 彭光均　郭維國　鄭亦欣　林燿仁　王國益　陳順築　范康龍　蔡文慶　林鴻銘　王文志　朱嘉樺　曹世妹　黃位

政　謝明奇　黃芬蘭　侯俊明　吳瑪悧　連德誠　李明道　楊仁明　黃容禧　黃文浩　魯　宓　羅森豪　將定宇　

陸先銘　李明盛　黃仕伯　王為河　陳昇志　姚瑞中　武德淳　陳龍斌　斐啟瑜

新展望 1984-1994 評審藝術家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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