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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崔綵珊（藝術行政工作者）

1980後的長浪

當代          製造

就當代藝術收藏而言，

許多藏家除了喜愛藝術品本身

外，另外也重視藝術品在未

來可能獲利的機會。可是，

既然稱之為「當代」藝術，其

本身即有「當下」及時代變動

性之意涵在，難以單一風格流

派概括定義之。以台灣目前的

當代藝術市場而言，創作動能

並不亞於港、日、韓，許多已

具市場知名度的年輕藝術家，

同時也擁有「國際在地化」或

「在地國際化」的潛力。但由

於「當代」的時序仍持續在推

進，關於年輕藝術家作品的收

藏，建議首重還是以喜愛為基

石，其次再衡量作品未來獲利

的契機。

筆者將就台灣近年的市

場發展及年輕藝術家的創作動

能與作品脈絡，依繪畫、跨媒

材裝置、雕塑共三個領域，分

別推薦一位藝術家以供讀者參

考。

寧靜中的暗湧－蔡孟閶

出生於 1 9 8 4年的蔡孟

閶，畢業於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美術系研究所，在2007年

即已「工廠系列」榮獲高雄獎第二十四屆高雄市

美展，油畫類及攝影類入選。若以張愛玲「成名

趁早」的觀點來看，蔡孟閶確實擁有這份成名的

實力。在「工廠系列」中，仰角的水平線所帶出

的城市剪影，雖未闡明城市的地點，但卻已成功

吸引觀者凝視畫中「乍見」的靜謐。藍灰色帶紅

的晚霞及多層次的天空色調，是閱讀其作品內

「暗湧」的一道藥引，蔡孟閶的畫作第一眼雖安

靜，但工廠建物在其中的沉寂，卻會迫使觀者不

自覺想像廠房內運作的狀態，甚至是煙囪排出的

氣體，於是，所謂「暗湧的喧囂」，是覺察「沈

靜感」後所誘發的生活經驗，而這樣的「片刻寧

靜」幾乎是全台灣工業發展城鎮的共同記憶。

之後2011年「故鄉」的個展，蔡孟閶開始將

仰望的視角逐漸拉近呈水平的視野。在創作的手

法上，視線的改變也許是源自與新台灣壁畫隊合

作的關係。2011年，蔡孟閶參與了「新台壁」的

活動，於是便開始了他與高雄橋頭及旗津社區居

民的接觸，透過藝術進入社區的互動經驗，讓他

的作品如：﹝桂花巷﹞、﹝旗津﹞等，皆多了股

常民的凝視感。這些午後陽光映照的老屋，屋簷

內的陰影似乎都在訴說一種停滯的回憶，即便畫

面如此寧靜但顏色卻已發酵成氣味，彷若我們就

在潮濕黏膩的島嶼與眾人的回憶共生著。

關於「鐵」

「鐵皮屋系列」與「石棉瓦系列」是蔡孟閶

從2013年開始創作的題材。他從家族遷移史開

始追溯，回憶著祖先當年因嘉義磚窯廠的工業發

展，於是移民至嘉義定居，之後父母也因為工作

關係而移居高雄。勞力需求所造成的移居，讓祖

籍嘉義的蔡孟閶在高雄出生與成長。類似的勞動

位移與情感投射，對蔡孟閶來說，就是一種日常

生活與記憶的轉換，就如同「鐵皮屋」或是「石

棉瓦」會伴隨著城市的工業發展一般。

祖父過世後，蔡孟閶創作出﹝柴薪﹞、﹝燈

火﹞等作品，黑暗的屋內與緊閉的門窗，都讓靜

藝術家蔡孟閶（蔡孟閶提供）

蔡孟閶　﹝工廠系列3-1﹞（蔡孟閶提供）

Young



42 藝術認證

議 題 特 賣 場
ART  ACCREDITING

43藝術認證

議 題 特 賣 場
ART  ACCREDITING

N O . 6 9  A u g  2 0 1 6 N O . 6 9  A u g  2 0 1 6

默的畫面充斥著一種疏離感，彷彿室內無人，

門扉不開；又或是某種生命的隔絕與自我封閉。

但就如同「工廠系列」的氛圍般，越是安靜越喧

鬧，越是平靜越暗湧。他在創作自述中說著：

「都已經一年多了，他有時會去思考，祖父，那

個頑固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後那幾年裡，都在想

些什麼⋯。」

廠房鐵捲門日常的拉合，指涉的就是勞動

的反覆性，平視的繪圖角度也讓觀者與歷史間的

產生了對望感，那因年歲而生鏽退色的鐵皮，

不正巧是台灣眾多

意象中的一個的風

景嗎？我們都知

曉，現實生活中石

棉瓦工廠運作時的

震耳欲聾，並非關

緊門扉就能掩蓋，

而這就像蔡孟閶所

寫的文字般：「他

不知道要怎麼去跟

人談起那個固執

的老人，他畫了一

些圖，希望能用這

種方式一點點地去

接近對祖父的回

憶⋯。」畫中那緊

閉的門窗，或是矗

立的鐵捲門，在細

細觀看後其實也難

掩它身後所蘊含的

「鼓鬧」。

視線的凝望譜

從 2 0 0 7年遠

眺遼闊的視野（工

廠系列），到2011

年窗櫺窺視的對望

（故鄉），再發展

至 2 0 1 3年的局部

放大特寫及勞動隱喻（鐵皮屋系列），蔡孟閶在

轉化生活的脈絡同時也不斷地在梳理「觀看的距

離」。在今年六月的個展「鄉愁的濱線」，他用

貨櫃船呈現「港口」與他生命間的連結，孟閶

說：「從小我就喜歡在高雄第二港口看輪船的進

出，現在搬回嘉義，用一種長鏡頭攝影的方式畫

貨輪，這樣遙遠的凝視，就像是看著我與高雄間

的聯繫。」類似的情感，蔡孟閶總會在畫裡試著

存放收納，寧靜的一眼瞬間，裡頭承載的其實是

諸多情懷的暗湧。

詩意中的理性－林昆穎

混種跨界

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科技藝術研究所

的林昆穎，本身即擁有音樂、美術與科技的混種

能力，而這樣的跨領域特質，更能直接在2008

年獲得台北美術獎首獎的﹝養海﹞裡見到。﹝養

海﹞是一種複合式創作手法，媒材結合「裝置」

與「科技」。他先假定一個未來的預言文本：在

溫室效應造成海平面上升後，人類的階級將更為

明顯，有錢的人們住在陸地上，水底下則是住著

中下階級的人。未來的人類靠海水的微生物發

電，於是「養海」就成了人們的一種圈養習慣，

就如同我們現在圈養寵物或照顧植物一般，而擁

有一片純淨的海水就像在現今的房間內擁有一件

古董，是如此讓人炫耀及愛不釋手。裝置內每一

格都有海水及LED燈，但燈泡畢竟是耗損性的產

品，所以LED燈的明滅或汰換也不自覺形成另一

種看待﹝養海﹞的方式。

在提及林昆穎的跨域與混種時，不免要特

別談到「豪華朗機工」。豪華朗機工在2010年

正式成軍，成員是由四位八零年左右出生的新銳

藝術家張耿豪、張耿華、陳志建及林昆穎，因混

種概念而組成，作品取材於自然環境，利用「音

蔡孟閶　﹝燈火﹞（蔡孟閶提供）

藝術家林昆穎

（林昆穎提供）

林昆穎　﹝養海﹞（林昆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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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視覺、裝置、文本」共陳手法，使作品跨界

戲劇、電影、舞蹈、建築、流行音樂等領域。許

多豪華朗機工的創作如：﹝日光域﹞、﹝情感大

於物理﹞、﹝天氣好不好我們都要飛﹞等都讓大

家印象深刻，而這也是四人當初在成軍之際就已

說定：要認真地共同創作至少五年的時間，其

中，作品的產生只會有團隊意象－那就是「豪華

朗機工」。即便如此，豪華朗機工作品內所蘊含

的「順暢度」、「律動的姿態」或「光影美感」

等，其實都不難看出有林昆穎的靈魂在其中。音

樂背景的他對於「節奏」的安排，同時能套用到

任何形式的作品上，我們甚至可以說，這是他某

種「冷調的理性」，而這也是「豪華朗機工」團

隊內無法讓人忽略的「個人特質」。 

想了很久，天下無事

2013年在伊通公園展出的「美好的陌生」系

列，讓林昆穎以獨立（但不脫團）的姿態，重新

活躍在當代藝術圈中，而2015年的台北國際藝術

博覽會，「美好的陌生」系列又入圍了JAGUAR

科技藝術獎。

不得不說，在乍見林昆穎的﹝天下無事﹞

時，平面的圖畫結合光投影的動畫，將二十四

小時的晝夜明暗，理性且等比例濃縮至六分鐘

的作品內。從視覺漸層浮略出的每個時刻：日

出，正午，傍晚，黑夜，燈火明暗，枝葉迅移

的影子，及每日的漲潮退潮等，都在投射的畫

作上形構出一種冷靜卻又帶點感性的詩意氛

圍。林昆穎運用傳統繪畫與科技媒體的跨界結

合，模糊了繪畫中凝結的狀態，也淡化了單獨

影像呈現的絕對性，不同領域的媒材結合，營

造出的是作品與整體空間的對話，而在「時空

加速」注入的靜謐間，每件作品似乎都轉化成

展場的一扇窗，在觀看天光在畫布上變換的同

時，彷彿就是從窗內向外凝視流逝的歲月，短

短幾分中內，不僅是一日的美好，延伸而出的

也許正是宇宙運轉之外的生命低語。

「我希望可以呈現出認真生活中那最美好的

狀態。」林昆穎在訪談時這麼形容。「如果認真

生活，認真創作，那日常的每一刻都會是藝術創

作的養分。」而這也回應了藝術家本人的特質，

敏感、細膩但又理性。

「美好的陌生」系列雖然是平面與影像的結

合，但對林昆穎來說，本質上卻是一件影像裝置

作品，每件作品有2或3個版次，投影與畫布間

相對應的精準度，展現的正是林昆穎對作品的理

性分析，他運算動畫裡的光與畫作間顏色的交互

作用，讓平塗的畫面，隨光影而立體或消散。究

竟何謂藝術？對他而言也許就是形式先行然後再

加上藝術家的體驗所賦予的一種精神美好狀態。

想像，如果你擁有一片太平洋海景，可以二十四

小時沈靜在其中，會有思緒隨浪潮或飛鳥飄近腦

海，但讓人慶幸的是，不管如何，這瞬間都是

「想了很久，天下無事」的一種當下頓悟。

凝結之後的時代－盧之筠 
目前就讀東京藝術大學美術創作研究所博

士班的盧之筠，是台灣當代雕塑的女性年輕藝術

家。她在2010曾獲GEISAI TAIWAN奈良美智獎，

並在2012 受邀參與「高雄國際鋼雕藝術節」。

作品常取材於植物、日常生活物件並結合個人內

心世界與潛意識的想像，來呈現超現實夢幻的視

覺效果。

﹝迷鹿﹞與﹝紅鶴盆栽﹞等作品是盧之筠藝

大時期的創作，她擅長用「造型減法」與明亮色

彩的純真童趣，去鋪陳日常天馬行空的幻想。類

似的童趣也持續延伸到2013﹝我們生存在那斷面

之上﹞，半解剖的恐龍與裸露的鋼筋與切面，反

映的正是台灣都市更新的一種變遷樣貌。透過雕

塑﹝滅絕的半個恐龍體內﹞與社會議題的結合，

似乎莞爾了現代文明的沸沸揚揚在萬年後也不過

就是個滅絕的世紀罷了。值得一提的是，盧之筠

在同期開始嘗試水泥的媒材，她讓水泥與人造植

物共存，創造出一種「石化」與「化石」並存的

煙滅感。在﹝You'll Be The Rhythm And I'll Be The 

Beat ﹞及﹝影響﹞等作品的造型上，盧之筠的

童趣漸淡，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凝結的生命」狀

態，這樣的轉折，進而讓她的雕塑開始與「凝結

之後」互動。

2015年的﹝直到支離破碎﹞與﹝時間的分

界線﹞系列，讓盧之筠的作品從「少女」過度成

藝術家盧之筠（盧之筠提供）

林昆穎﹝天下無事﹞（黃昱升攝影，林昆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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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風格也從最初帶有「粉色甜美的姿

態」轉為「歷史存封的在地感」。擁有強烈身體

感的﹝直到支離破碎﹞，是將水泥平鋪在海綿

上，透過觀者踩踏後而逐漸四分五裂，在身體進

入作品的同時，「碎裂」也就是某種時間的裂

痕，直到支離破碎的「再之後」就可見到滿室的

「灰飛煙滅」，直至此時，除了腳部的觸感，更

多的會是嗅覺的召喚－那是種城市發展建大樓時

所揚的灰塵味。而此時的﹝時間的分界線﹞就成

了一種觀看「歷史」的窗，老花窗裡頭的風景，

展示的不就是台灣70年代的「風華記憶」嗎！只

是，這樣的絕代風華被凝結了，鑲嵌其中的碎玻

璃與金屬閃耀透亮，彷彿暗示著觀者：唯有透過

你/妳的凝視與親身經歷，才有辦法讓再次時空運

轉，看見「凝結之後的時代」。

結語－島嶼動能

回到「國際在地化」或「在地國際化」的

思維，不論是蔡孟閶畫中的「暗湧」、林昆穎裝

置內的「理性」，亦或是盧之筠雕塑中的「凝結

盧之筠﹝時間的分界線﹞（弔詭畫廊提供）

盧之筠﹝紅鶴盆栽﹞（盧之筠提供）

後」，其實某種程度上都蘊含當代藝術中那種

「片刻極致」的狀態。1980年代出生的他們，透

過傳遞台灣的「在地性」而讓作品在觀看的當下

「臻於完美」。在第三世界逐漸崛起的世代中，

若能理解「在地化的極致」即是「全球化的突

圍」，那麼，台灣島嶼的動能，將能如黑潮長浪

般持續循環且活絡豐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