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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館中等待延續的「重陽熱」

有如「季節性」熱潮一般，每逢重陽節各政府單位就會依照慣例

重提高齡觀眾的重要性，發發津貼、傳單、送送紀念品、提供到府關

懷，為老人家提供拍照、裝框等服務；但重陽節一過，這些無微不至

的服務熱潮，便會自動消褪，剩下社福單位繼續著他們無法間斷的服

務任務。

其實短期「重陽熱」這樣的現象，未必意味著社會對高齡者的

敷衍；以台灣的各博物館或美術館為例，大部分機構對於「分眾」或

「特定對象」的服務多半有心無力或經驗有限，常會吃力不討好。再

者，過去大家都太關注觀眾總量數據的重要性。其實，與其慎重檢討

「重陽節」這種民間傳統節慶的起源、意義以及其必要性，來計較社

會對於節慶對象—高齡者的敷衍態度，似乎更該討論一下大家為高齡

者所提供的這些服務，究竟是否真的為他們所需要，以及好的服務態

度是否能永續發展，而非總是曇花一現的應景。

基於某種體貼與正向思考，台灣社會對65歲以上的「銀髮族」，

已盡可能少用「老人家」這個刺眼的名詞，而代之以帶有「樂觀」、

「積極」性格的「樂齡」。近年來國際間更是提出了「創齡」這個涵

蓋更多深度思考、鼓勵各種可能性與可行性的名詞，來強調年齡並不

會影響人類的腦力思考。但不管是「樂齡」或「創齡」1，其實都是要

提醒大家，高齡者在社會中受到的待遇、行動自由、生理、心靈照顧

是大家應該有所計較的，因為他們的現在是我們的未來。畢竟要讓長

者們成為「樂齡」或「創齡」族，除了要經濟無虞、身體健康、行動

便利外，也要有願意融入社會與人群的意願；更重要的是，外在環境

對他們友善的配合，提供活動與學習參與動機等條件配合，才會帶出

真正的「樂活族」。

樂齡人口成長中，如何將「危機」變「轉機」？

雖說公立美術館被視為某種「社教單位」，但在觀眾服務上一

直礙於資源與公眾需求，無法提供太多不同對象的特定展覽，但多少

都會透過教育活動或出版來補強；但當越來越多類似館所紛紛成立，

觀眾來源成為各館績效競逐的對象後，越來越多「量身訂做」的展

覽、活動、課程自然就會應運而生。以高雄為例，民政局戶政行政科

提出的「高雄市第3季人口現狀報告書」中的「105年第3季高雄市人

口分佈態況」表來看，高雄市的「老年人口比」佔高雄市總人口數的

13.2%，已被視為高齡化社會（聯合國定義，65歲以上的人口超過總

人口的7%，就稱為高齡化社會2）。

從鼓山區戶政事務所的人口統計來看高美館臨近的三個里（龍

水、龍子、明誠里），人口數都高於其它里甚多，加上美術館園區周

邊近年來新高樓不斷櫛比林立，也可以明顯感受到新社區的逐漸成

未經解釋的當代藝術，很容易讓長者產生疑

惑。圖為《後人類慾望》展覽中，派翠西

亞‧佩斯尼尼（Patricia Piccinini）作品〈迎

接賓客〉（羅潔尹攝於台北當代藝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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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可以想見，當鐵路地下化完成後，內惟新、

舊社區合併，美術館社區將移入更多人口。美術

館偌大園區的休憩屬性與鄰近醫院的便利，事實

上已逐漸吸引銀髮族與退休族的進駐，這部分可

由推著輪椅老人在園區閒逛的外傭增加，以及美

術館近兩年來銀髮志工越來越多來自鄰近社區，

以及私人照護中心逐步進駐等推斷。當大量銀髮

族出現在美術館前，是否她已意識到這樣的觀眾

層轉變，並準備好要讓自己成為他們新生活的地

標？

疲累的美術館之旅

一般長者普遍因為生理機能下降，行動力

衰退並也缺乏安全感，大多會慣守著他們熟悉的

安全圈，甚少有去到安全圈外的動力。對美術館

而言，許多高齡者甚少單獨到訪，多少對於「藝

術」有一種高不可攀的疏離，對看不懂常莫名感

到心虛。這種自我貶抑的認知，很可能是造成長

者們甚少主動接近美術館的原因。

但除了心理障礙外，我們也必須理解，為何

同樣是「逛」，逛美術館就比百貨公司更容易讓

長者疲累？究其因，不外乎是美術館的冷氣常因

應濕度控制必須調至22-24度的有感低溫。加上

除了少數空間裝置外，平面畫作

或立體雕塑予人的視覺感受經常

是雷同的，而百貨公司則有相當

多可以轉移注意力的人、事、物

生動地發生，讓人的生理反應不

會只停留在溫度的感知上。

此外，美術館中有如迷宮的

展牆與複雜的動線，容易讓心智

脆弱的長者迷失座標。加上觀展

過程中不易放鬆（總有人在一旁

盯梢），加上要求觀眾噤聲的舊

思維，總會讓想問問題的長者被

迫壓低音量或怯於發言。然而他

們要問的可能多半是「這是在畫

什麼？怎麼都看不懂？」這樣直

白但卻是最應該在現場得到答案

的問題，往往只會讓他們被身旁同樣看不懂但面

子上又下不去的同伴，迅速帶開。

而為了美觀，美術館無法像廟口或老人集會

所一樣，隨處安置數十把座椅、泡茶用具、伴唱

機等，讓每位長者有賓至如歸的閒適感。參觀行

為是一種長時間「站立」、「移動」的體力活，

如果展品無法引起興趣，就更容易讓人感到時間

漫長與疲倦。不只是讓人走多會累，即使是在一

張畫前站上幾分鐘，那可憐的膝關節也會開始格

格作響，讓人想在椅子、牆板甚至作品上隨處靠

靠。然而，一向孤芳自賞的美術館空間，往往只

願在美輪美奐的展間中潔癖似地放上兩、三把孤

椅，用以映照畫作與觀眾安靜的「對話」；只能

讓疲累的長者，趁著志工暫時離開座位的當兒，

「霸佔」他們的值班椅。

此外，畫作前那些約略臂長的「請勿越線」

貼條，也是讓許多老眼昏花的長者難以端詳說明

卡的主因。加上原本就昏暗的展間，常常出現播

放影片用的黯黑隔間，讓許多一天黑就想回家、

平衡感變差的長者，感到不安且行動不便。除非

有特定引導與協助，否則這類空間便會自動幫美

術館排除掉這些特定族群，並讓他們產生「不友

善空間」的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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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跟家人共享天倫之樂的場域，最能吸引樂齡者（羅潔尹攝於兒童美術館）。

逛美術館看展覽，對樂齡觀眾來說很容易疲累，展間適當的設置椅子是必要的（羅潔尹攝於臺北市立美術館《台北雙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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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許多美術館方圓百里內未必有像樣

且價格合理的餐廳，可讓家庭觀眾舒服休憩。臺

灣公立博物館的餐廳一般都難以招商，也常因為

難以以量制價，對一些沒有固定收入的高齡者來

說，或有消費不起的感覺；即使有家庭將在美術

館參觀或聚餐當成假日休閒活動，也僅是偶一為

之。

身為眾多觀光景點或社區休憩點的競爭者之

一，高美館想要提升參觀人口，就必須先將觀眾

入館前、後所接觸的各式設施之便利性與可親近

性，進行一條龍式的關照，並善加利用展覽現場

的「看守者」（如志工），讓他們成為參觀時的

助力，而非阻力；設法滿足人們的各式需求，才

能期待觀眾回流。

美術館「經驗深度」有待探究

一直以來，博物館或美術館教育圈，都不乏

鼓吹關心觀眾「學習經驗」之類的話語；雖然聽

起來很勵志，但實際執行卻有一定難度。當藝術

創作不斷地在發展與轉型中，對社會議題的介入

越來越深時，研究與展覽所旁涉的領域就越多，

透過作品要涵括的各類議題也更廣，而這些議題

或許只有在展場這樣「冷靜」與「中立」的情境

中，方能被公平地探討與辯證。

因此當觀眾觀展時，能否意識到作品衍生

出的各式觀點，並與平日接受的訊息進行比較與

反思，有時必須靠導賞來引領。然而，大部分展

覽在協助觀眾理解的過程中，都過於在乎作品本

身呈現的美感，或忠誠於藝術家要求的「距離

美」，忽略掉一些能助人產生「轉化學習」的機

會，因此參觀後經常不是無感就是遺忘；幸好，

近年許多美術館紛紛開放攝影後，觀眾才多少留

下些線索得以反芻。

無可諱言，高美館本館在兒美館成立後，

確實損失了一批「家庭觀眾」，其中也包括很離

得開兒孫的長者，以及陪伴在前二者身邊的成人

觀眾。畢竟，兒美館離高美館有段距離，在南台

灣的艷陽下缺乏舒適、便捷的交通接駁，要幫兩

地觀眾進行串連與參觀加碼並不容易，加上兩館

均未售門票，難以用聯票優惠來吸引觀眾。然而

兒童館中的各式展品，大多是為了幼童開發的學

習道具，遊戲的難易度與操作體驗深度也相當有

限；長者雖可透過親子互動以消磨時光，但自身

的體驗卻可能被傾向於「單向傳輸」的學習道具

所忽略，很難在幸福的互動中隨之豐富。

美術館教育主要是以藝術「實物」，向觀

眾傳達某些值得推薦的美學觀念，並啟發、誘引

觀眾體驗與感受創作自由的價值。已經累積相當

人生經驗的長者，多半較為主觀或不易為外界所

影響，對「當下」的社會易有理解上的衝突，因

此當美術館內出現越來越多讓人無法一目瞭然的

「藝術語彙」時，高齡觀眾反而是更需要被帶領

去了解當代藝術的一群，尤其高齡觀眾甚難理

解，當代藝術最重要的就是「批判」、「反」體

制、反種種「理所當然」，挑戰各類極限，未必

只是一味地追求傳統美感，這些都可能強烈違反

了長者們的認知。

普遍人們都認為要長者參與活動，「贈品」

是必備之物。高美館吸引「志工團隊」參與活

動，也少不了志工時數或紀念品的加持，「抽

獎」也常被視為讓活動「皆大歡喜」的機制。但

不為贈品而來的「好學者」也可能存在，只是當

活動聚焦於應付人們表面的滿足時，真正為學習

而來的長者，反而可能是主動撤離戰場而且最沒

成就感的一群。

翻轉美術館制式的學習想像

長久以來，美術館群都在製造滿意度調查

表，但卻未必讓機構能真正得到來自觀眾的回

饋，尤其是高齡者複雜的生、心理狀態，難以用

「滿意」或「不滿意」的二分法來加以理解。當

我們年歲漸長，便不難理解高齡觀眾究竟遇到些

甚麼樣的生理困難與心理障礙；這些寶貴的線

索，往往出現在展場志工群或觀眾們的隨興言

談，尤以透過活動的接觸與互動，反應更為直

接。

為觀察高齡觀眾群對美術館展覽的參與狀

況，並鼓勵家中晚輩協助「宅」在「安全圈」中

的長輩，主動進入美術館並接觸其他人群，讓安

全圈擴張出另一個「集會點」，我們特別利用重

陽節，以「祖孫到此『藝』遊」為主題，設計了

展場門邊的志工座椅常是樂齡觀眾唯一的「依靠」（羅潔尹攝於臺北市立美術館）。

一目瞭然的圖示與貼心的座椅設置，有助於增加高齡參觀者在展間活動的時間與提高參加的意願。（攝影：羅潔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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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款針對高齡觀眾的推廣活動，分別為「老祖宗的智慧：撒古流說故事」

暨「不沉默的風景：半調子台語導覽場」，後者在「對話」的企圖上便高

於前者。

活動的對象設定既然是大多不諳網路的長者，光是報名方式就引起了

不少討論，然而最後再多麼科技化的設備，都必須服膺於「電話」這樣最

原始的人類溝通工具。考量到65歲以上長者甚少單獨行動，或許將報名

對象從長者本身轉移到「家庭陪伴者」身上是更為務實的方法，但必須在

活動的過程中也納入陪伴者的體驗參與。另外，一般長者甚少離開「安全

圈」過遠的地方活動，如果要為高美館開發更多、更穩定的樂齡觀眾，鄰

近社區中人口較為密集的舊大樓，自然是最為直接的對象，但需要先與大

樓管理者長期培養默契，以取得能「直達天聽」的宣傳利基。

高美館辦理的多場Gallery Talk，試圖開發不同的互動想像，目的就是

為了顛覆讓人容易產生無聊感的單向導覽模式，制式的導覽常鉅細靡遺地

描述作品、解說觀念，但未必能引起聆聽者的興趣。在「沉默風景：半調

子台語導覽場」中，我們鮮見地以「台語」為長者進行導覽，這對台語並

不輪轉的策展團隊來說是一項挑戰。雖有人曾建議邀請諳台語的專業講師

來上課，但活動的重點是要讓觀眾可以了解「當代風景」與「傳統風景」

創作間的不同，以及作者試圖提醒人們正視社會環境轉變的意圖；「台

語」只是一個用來拉近我們與高齡者間距離的溝通媒介。

完美的台語詮釋並非我們真正的期待；恰如預想般，活動過程中遇

到無法以台語完整講述事物時，果然自有老人家出口解圍。他們喜歡主動

「補遺」的性格，讓導覽者、同行者（家庭同伴）與作品間，產生了積極

的「互動」發酵。長者在兒孫面前大秀台語「能力」，並能將他們的生活

經驗融入我們討論的「觸發事件」中，過程中大家爭相發言，這樣的情境

可以為大家帶來更活躍的思考；沒有任何長輩在乎他自己到底「懂不懂藝

術」。

雖然活動最後遇到一位不諳台語的客家老先生（家庭其他份子諳台

語）有了小小抱怨，但大體上，伴隨作品衍生的有趣故事，讓許多長者重

溫了用台語在講述各式事物上的樂趣，也讓年輕輩知道更多台語典故。只

是這類活動仍是無法真正邀請「全家老少」參與，尤其是尚未正式學習語

文的小觀眾們，他們很容易因為缺乏參與感，而頻繁地在現場「造反」，

造成一些耳背長者的不安。如何安頓這些「附屬」觀眾，未來都是分齡活

動必須順帶考量的。

另外，與作品典故相關的問答獎勵機制，看起來的確比手續簡便但

容易引發計較心理的「抽獎」來得有意義。畢竟贈獎目的並非僅在攏絡人

心，更是要讓參與者能有真正「獲得鼓勵」的自信。未來美術館或也可與

校園「台語」教學課程結合開發「實境學習」的導覽課程，邀請長者們充

當助教，給他們更多成就感，自然會鼓舞更多同儕對美術館的參與。

輪椅是許多樂齡觀眾的重要輔具（羅潔尹攝於臺北市立美術館《王信攝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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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105年12月5日由劉婉珍教授規劃在故宮辦理

的一場「博物館創齡行動－專業人才培訓初階課

程」中，講者們將他們各自在社會工作、老人醫

學、物理治療、博物館創齡研究等領域的經驗，

以及長者面臨的各種窘況與需求做了深度分享。

其中也提及長者在「虛擬實境」上的視力對焦困

難，面對立體影像、3D等容易暈眩，而遊戲中指

令太多、轉換速度太快，也會讓他們倍感負擔，

因此最適合的是「實物體驗」。

與會的劉建良醫師指出，美術館中的當代

藝術沒有「標準答案」，可以讓長者在事物表達

上，更沒有挫折感地學習。因此，如何讓這群進

入當代藝術叢林中的長者，可以自得其樂並充份

利用環境，絕對是美術館未來可以重點探索的部

份。

試想，如果大家現在談論的樂齡，就是我們

不久後的未來，那為何不好好經營美術館樂齡環

境，以迎接未來的自己呢？這個期待並不複雜，

就像劉婉珍教授所說的，如何讓長者在博物館中

不是只有表面的愉悅，而是能看到「細節」，跟

美術館深層地「有來有往」。

1 創齡即是創意老化（creative aging）的簡稱，由美國知
名精神科醫師暨老人學專家Gene D. Cohen 博士率先提
出；研究證明高齡者透過動靜平衡的社交活動、社會參

與以及藝術活動，仍舊能夠全腦開發。相關說明可詳見

劉婉珍〈博物館對於創意老化的覺知與行動〉，中華民國

博物館學會第73期博物館簡訊（P.26-29），2015年9月。
2 本份報告紀錄，本市6 5歲以上者有36 6 , 5 47人（男

170,110人，女196,464人）。

1.導覽設備是高齡觀眾最常使用的自學機具（羅潔尹攝於故宮博

物院）。

2.長者的智慧與閱歷，對年輕觀眾來說相當具參考價值。圖為高

雄市詩人協會曾人口理事長。（攝影：林宏龍）

3.不為贈品而來的樂齡觀眾，他們的學習意願更需要被重視（羅

潔尹攝於高雄市立美術館）。

4.《沉默風景》的台語導覽，鼓舞了現場高齡者的參與熱情。

（攝影：林宏龍）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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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孟娟：「沒有人教我們如

何變老。」

疑惑，一直是何孟娟創作的出發

點；感性，也一直是她那溫暖細膩的

心靈觀察世界的態度。每有疑惑，何

孟娟便會投入相當長的時間去探索、

傾聽、紀錄、感受、理解然後轉化成

系列作品 。這樣具有人類學家和心理

學家特質的藝術家，眼神流露疑惑，

沈鬱卻又微揚嘴角感性地說：「沒有

人教我們如何變老」。 

變老，對於正值壯年的何孟娟

而言是一種無法想像的未知。起初，

她並沒有對變老的未知產生疑惑，但

是，未知經常是通往神秘之境的路

口，引領好奇與敏銳的心去開創更多

新的可能性。在探索未知和開創可能

的促動下，她竭盡所能地爭取各種機

會，跨越東西方的空間距離又跟時間

賽跑，持續四年前往美國紐約魏斯貝

絲藝術村（Westbeth Artists Housing）

拍攝並訪談年逾70的高齡藝術家。在

這期間她看見，生命不僅僅是從朝陽

初升到日暮西山的自然變化，而是仍

然充滿驚喜的自我突破歷程。

在沒有預設的情況下高齡藝術家

們侃侃而談，娓娓道出生命的曲折起

伏；何孟娟一邊忙著架設鏡頭，一邊

忙著紀錄，聆聽那些令人動容落淚的

故事，走入看似冬天而卻是春天的奇

幻之旅。

二、變老，可以有不一樣的方式

2013年初，何孟娟因獲得亞洲文

化協會（ACC）獎助前往美國紐約進

行為期六個月的駐村創作。剛抵達魏

Ken W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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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貝絲藝術村，放眼所見，整個社區幾乎都是老

人家而且多數是獨居老人，他們或她們必須依賴

輪椅或輔助器材才能行動。對於眼前的景象，她

不能理解，於是開始蒐集這個社區的資料以及歷

史背景。原來這是一個低價出租給藝術家的社

區，藝術家一旦通過審核申請便可以進入居住直

到辭世為止。由於住戶的流動性非常低，這裡有

三分之二居民的年齡介於60歲到100歲之間，緩

慢的步調自成社區特殊的氛圍。貌似平靜地座落

在節奏快速繁忙的紐約市中心，魏斯貝絲藝術村

散發出一種遺世獨立的神秘感。

神秘感對藝術創作者來說並不稀奇，然而彷

彿身處老人院的情景讓何孟娟有些意外，尤其是

東方人面對老年的意象多少會陷入「風中殘燭」

或「行將就木」等黯淡消極的態度；而同一時

間，她聽聞與自己親近的女性友人在花樣年華之

時卻輕生身亡的消息。這雙重的意外讓何孟娟的

心情陷入沈痛與哀傷。

然而，時間的轉輪卻不因為意外而停止前

進。駐村的生活從日常開始，她主動幫忙推輪

椅、倒垃圾、協助修繕，甚至為高齡藝術家特製

器具用來改善他們活動的便利性。很快地，她得

到不少忘年之交，接連不斷的收到各種邀約。這

些長輩朋友們會為她親自下廚、朗讀詩歌、彈

吉他唱歌，邀請一起看電視影集、一起外出野

餐⋯⋯。

90歲的婆婆帶著同樣白髮蒼蒼身上佈滿時間

刻痕的70歲婆婆外出野餐，雖然她們需要輔助器

材行走，行動十分緩慢，整個人卻是洋溢著精神

煥發及雀躍歡喜的表情。她們在和煦陽光與徐徐

微風之中品嚐自己準備的各式美食，時而輕鬆閒

聊，時而安靜閱讀。何孟娟察覺，退化的生理並

沒有阻礙她們外出野餐以及享受大自然的意念和

行動。

在一場派對中，一位80歲的藝術家跟大家分

享他的創作，從媒材的運用到概念的發想，他坐

在輪椅上，自信高昂的說：「我一定會是未來的

Andy Warhol！」。這番話強烈震撼何孟娟，她從

沒想過人到了80歲還能對未來充滿憧憬，這是多

麼積極又鼓舞人心。

一位纖細身材的女性，靚妝豔抹，腳踩10公

分以上的高跟鞋，聽她談起時尚話題總是能夠獲

知最新的流行訊息。何孟娟幾乎無法意識到眼前

談話的對象已是年逾70歲的女性。還有一位八十

多歲的老先生，喜歡找何孟娟進行競速比賽，看

起來瘦弱無力的老先生用手滑動輪椅的模樣，像

是賽車手駕著法拉利跑車馳騁在無限速的公路

上，何孟娟總是氣喘地說：「我的腳贏不了你的

跑車」。

藝術村的日常生活與邀約活動，撫慰何孟娟

失去好友的傷痛，改變她對老年人的刻板印象。

這裡的老人十分不同，他們或她們有著不一樣

的變老的方式。在這些邀約活動的過程之中，她

觀察到，高齡的生理條件並不是一道封閉高聳的

門牆，它似乎關不住藝術家自由活動的心靈和身

體。

如果沒有意外，變老是每一個人必經的歷

程，而這裡的高齡者卻使變老的必然性呈現出如

此不一樣的風景。是什麼樣的生命態度，讓這裡

的老年人仍然充滿活力與想像力？

三、時間刻度之外的生命觀點與實踐

不一樣的變老方式所產生的疑惑引起何孟娟

發展創作的計劃。持續四年，目前已經累積40位

高齡藝術家的訪談和拍攝。在訪談互動的過程，

同樣身為創作者的她感同身受，生活對藝術的啟

迪以及藝術對生活的創造。簡單的說，藝術來自

生活，而生活需要藝術。因此，她認為，或許是

藝術的動因，魏斯貝絲藝術村的高齡藝術家們逆

轉變老的生命景觀，不再是萬物蕭瑟凋零，而是

綠意盎然充滿生機。

走入藝術的世界，就如同走入沒有時間刻度

和地理座標的境域。這裡沒有固定的認知模式，

各式各樣的差異彼此可以抗斥也可以交融，乘

著想像力的翅螃穿越時空，可以古典，也可以前

衛。何孟娟看見，魏斯貝絲藝術村的老人，在時

間刻度之外生活和創作，他們與她們為老年或變

老的歷程另外開闢了新的視界和世界。

Lasch P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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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藝術家在時間刻度之外實踐生命：

1.Nan Tandy （1927-2016），1991年入住魏斯貝絲藝術

村。這位89歲的女性畫家一直認為自己跟何孟娟同齡，或

許是她們兩人個性開朗帶點瘋癲，所以有說不完的話題，

經常膩在一起看電視影集。因為慢性疾病，Nan Tandy 必

須長期臥床，於是做夢成為她最開心的事。她做了許多夢

而且能夠清晰鮮活地描述夢境，而不論是夢境裡的她或是

現實世界裡的她都彷彿少女，對所有的事物都感覺新鮮，

她在咯咯的笑聲中任意地穿越在夢境與現實之間。

2.Ralph Martel（1935- ），1970年入住魏斯貝絲藝術村。

來到此之前 Ralph Marte l是一所名校的教師，感覺他隔著

一層玻璃面對世界，談吐之間流露出謎樣的氣質。這份氣

質使人聯想到一種經歷天壤之別的際遇而淪落街頭的行

乞人，如同臺北行天宮門牆外的流浪漢給何孟娟的印象。

Ralph Martel 是一位雕塑家，滿屋堆滿撿拾而來的廢棄

物，81歲的高齡行動不便，但他利用隨手可得的材料製作

垂吊式的單槓架設在屋內，形成滑動軌道，讓他在自己的

天地裡可以輕鬆滑行來去自如。

3.Ken Wade（1940- ），1970年入住魏斯貝絲藝術村。擅

長幾何抽象繪畫，創作之外，喜歡彈吉他唱歌，還喜歡聊

他戲劇化的愛情，接著再透過一首歌曲詮釋那場戀愛的心

境。無論是歡喜或悲傷，Ken Wade 深情款款地唱出戀愛

的記憶。應該是愛情和藝術的撲朔迷離與變化多端，愛情

才成為 Ken Wade 創作的動力。76歲的高齡仍時時刻刻處

於戀愛的狀態，在感性的愛情洗禮後淬煉出理性精確的幾

何抽象造型。前景以石頭、三葉幸運草與粉櫻，象徵愛情

中的誓言、幸福與絢爛短暫，而象徵婚姻的戒指，不起眼

地藏身在夾縫中忽隱忽現。

4.Lasch Pat（1944- ），1970年入住魏斯貝絲藝術村。好像

過動的孩子一般，很難捕捉她安靜的片刻，即使腳部受

傷，也會騎著滑板車不停持續的活動。不論面對什麼樣的

環境與處境，Lasch Pat 都充滿戰鬥力迎向挑戰。然而一場

婚變也曾讓她消沈一段時間，她把這段從痛苦到昇華的心

路歷，從無形的各種感覺轉化成具體造型的立體書，她開

心幽默地訴說那一頁頁的痛苦，而書內的圖像造型引人捧

腹大笑。70歲時的肖像跟色彩鮮豔的古戰車拼貼在一起，

正是 Lasch Pat 強韌生命力的最佳寫照。
Nan Tandy

Nan Tandy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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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攝影蒙太奇的多元對話

何孟娟善用蒙太奇的技法將影像拼貼與剪輯，

透過異質時間和空間的效果來傳達她的獨特語彙。因

此，她的作品始終能夠顛覆我們慣有的視覺角度，並

且開闢出一條條作品和觀者的對話路徑。

〈魏斯貝絲〉系列作品中四位高齡藝術家的生命

故事，經由何孟娟的觀點和手法，呈現出三種對話形

式：

第一種是跨世代的對話，也就是壯年與老年之間

生命觀點的對話。

第二種是蒙太奇式的影像對話。影像的拼貼濃縮

了敘事的時間和空間，形成高齡藝術家和拍攝者之間

流動性的言說。這樣的言說方式，流動到作品的觀看

者，使觀看者得以進入高齡藝術家與何孟娟之間的對

話，並轉換出另一個新的對話位置。

第三種是文化的對話，它是一種文化衝擊的對

話，也就是東西方文化對於老年課題的觀點差異。何

孟娟改變自己過去對老年的刻板印象，從而轉化創作

出這一系列作品，便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間對於

老年課題的對話。我們甚至可以說，何孟娟已經更加

細緻地重新詮釋了藝術和生活之間的對話。

五、結尾也是起點

在魏斯貝絲藝術村，何孟娟親眼見證，時間正在

高齡藝術家的生命中被改造了。她看見，也經由她的

作品讓我們看見，這裡的每一位高齡藝術家，面對生

命的每一個時刻，他們或她們都總是抱持著創造的態

度。創造，讓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變得充滿意義，

也超越了現實時間的刻度。

縱然生命有時盡，藝術的光亮卻能持續不斷從

高齡藝術家的身上照射出來，也持續不斷在何孟娟的

創作心靈之中閃爍發光。而〈魏斯貝絲〉系列作品，

便是這兩種光亮的結合，穿越空間、時間與文化的距

離，照亮生命每一個曾經被遺忘或者曾經被放棄的時

刻。

Ralph Martel

Ralph Martel的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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