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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故事的人的材料，如果不是他本人的經驗，便是傳遞而來的經驗

一個會說故事的人，並不會使他和我們更為接近，反而比較是在增加他和我們之間

的距離。帶著距離來看，說故事的人的大體樣貌便明自浮現出來。

                               華特.班雅明,1936《說故事的人》  林志明譯

一、前言：「南方」；為何是南方? 

「南方上岸」是高美館從現有典藏作品及商

借其他館藏作品，由策展人運用這些作品重新組合

後，再詮釋構成出一個以「旅行想像」的概念展

覽。觀賞者透過閱讀視覺、聽覺與情境式的素材、

形式與內容，來完成一趟「南方上岸」之旅。

「南方」；為何是南方呢?

南方相對於北方是遙遠的遠方，南方是台

灣早期的開發地，也是臺灣影像文明最早登陸的

地方。在臺灣的南方，給人第一個印象是炎熱、

溫暖、風和日麗的地方，南方尤其是高雄一直到

1970年代末期仍有「文化沙漠」之稱，這個戲謔

的名稱多少和過去政府重北輕南政策有關，從地方

建設到藝術人文的補助相去甚遠。過去長期以來認

為高雄只適合以工業發展，在藝術人文上是塊不毛

之地。

這種現象突顯了過去我們對於臺灣的開發欠

缺更宏觀的理解。例如：早期臺灣開發有一府二鹿

三艋舺之稱，臺灣在地理位置上，南部也比北部更

接近中國福建(約180公里)，因台灣早期是從南部

開始，然後是中部和北部。日治時期考量臺北在南

進政策地理位置上離日本更近，而選擇了臺北，從

治、經濟和金融來看人類歷史，總是以北半球為主

南半球居後。目前世界工業先進與權力核心的開發

中國家，也是集中在北半球，相對的南半球則是處

在邊陲性和「不平等的交換」以及「結構性的剝

削」，這種現象尤其是在南半球的非洲和南美洲最

為顯著。以世界地圖為例，北半球正上方是北方、

而正下方刊是南方。相對的；在南半球也有地圖繪

製則是以南方在正上方，而北方在正下方，如此一

來整個世界地圖顯得格格不入，我們是否陷入所謂

的以「北方的思考」慣性呢？

二、一封來自「南方上岸」的信

2.1 浪來了

符昆明：《浪來了》

此加速了南北差距。

回顧人類文明與歷史發展史，工業革命、資

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均起源、茁壯於北半球，從政

浪來了　  船來了　  人來了　  上岸了  　南方到了

等待上岸的一刻終於到來了！

南方上岸「影像展覽」，顧名思義就是以攝

影、錄影的視覺圖像為主的展覽，有趣的是策展人

將這一件以聲響記錄作品置於展場入口，一件沒有

視覺圖像的作品，而聲響卻又是那麼的強烈鮮明

了。這是浪花拍打上岸和退潮的聲音，這個聲音對

於要出發或是抵達岸上的旅人是再熟悉不過了，浪

拍打在岸上的聲音，一來一往就像規律的呼吸一

樣，不同於在海上的浪聲，我們可以明顯地分辨

出，浪花自由舒展的延伸拍打在岸上，接著失力的

浪花又在退潮後吸食沙灘上的海沙、礫石與貝殼，

再次地迴歸到下一波的大海之中。如同陣陣來襲的

浪濤綿延不絕，除了規律性頻率之外別無其他了。

接著，展覽以第一人稱的海上日記，來敘述

這是一位來自地理位置相對南方的人，藉由圖解和

書信敘事述說南方的故事。

親愛的朋友

「閱讀」可以引領我們進入另一個空間，閱

讀也是打發長途無聊旅行的最佳伙伴。在枯燥乏味

的海上旅行，黑夜裡的燈光總是引領我們無限的遐

想和希望，牆壁上方的燈在黑暗的大海旅行中，

是溫暖、是誘惑還有安全的象徵，在船上伴隨著旅

人思念、遙想遠方親人或是期待抵達的那一刻的到

來。黑夜裡的燈光就像在暴風雨中，微弱的燈塔所

散發出規律、間歇性的光芒，儘管微弱但卻是那麼

的強烈。

2.2 影像歷史的「南方上岸」

約翰 ‧ 湯姆生是歷史上可以算是最早來台灣照

相的人之一，從「南方上岸」，為台灣19世紀中

期以後留下很多珍貴原始的影像和文字記載。這些
打狗港-1     約翰‧湯姆生     數位輸出     101.5 ×105.5cm     1871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來自南方「說故事的人」
文/陳立民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視覺設計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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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家認同、外來移民，全球化的洗鍊。再次的

從「南方上岸」將意謂著回溯南方自我發聲與「民

族誌」詮釋檢視。

3.1 從殖民到國家認同： 
日治時期的臺灣相對於日本，是殖民的南

方、也是南進的跳板，日本在日治時期臺灣留下很

多建設，也為日後臺灣奠定了工業現代化的基礎。

許家維﹝和平島的故事﹞，二戰期間日本南進政策

的基隆造船廠，一個來自南方阿嬤的童年故事，那

是殖民印象中的台灣，台灣在東亞共榮圈的神聖感

召下，琅琅上口的標準日語是做好一個好學生的基

本責任。戰後的臺灣，阿嬤熟悉的「國語」又從

「日語」變成北平話，語言見證了時代變遷的政治

合理性，阿嬤的語言、童年的記憶、成年後的禁忌

以及老年的回憶，都發生在這造船廠的影音錄像之

中．﹝和平島的故事﹞以慢速度鏡頭觀看造船廠，

移動的機具在微光初醒氛圍的色彩中，看似有形卻

又模糊，就像那童年的感受，似遠又近。語言反而

成了精細素描，描繪阿嬤是如何說故事，阿嬤以聲

音和文字娓娓細數這塵封已久的回憶，影像反而成

了時空易位與撲朔迷離的氣味佐料。

周育正﹝我國﹞，正面看是理所當然，可是

再仔細推敲，你將發現創作者是以「反面書寫」，

敘述著當我國小二年級的時候，社會科月考的題目

以「我國」為題目開始的不解疑惑，中文書寫的

「我國」命題，這是你我都看得懂的中文，以反面

書寫對應觀者正面閱讀，一種從反向到正向思考的

立場，讓觀者直接再一次的面對「我國」到底是甚

麼? 「我國」在英文的世界認同中到底會是哪個國

家呢? 這是一個笑話，或是一個我們正面臨的嚴肅

課題。由外而內的反向思考方式， 有著「東方主

義」陰影下的反挫觀點，從藝術投射出的烏托邦情

境，呈現從各自表述到各自想像，以及各取所需的

政治意識型態，視覺的主體性連結了觀看者的主體

性，畫面上並沒有所謂的後現代情景，「國家未定

論」一直為這個島嶼帶來很大的衝擊和挑戰。如果

影像有男女老少的人像、居家生活、平埔族的衣著

服飾，還有早期﹝打狗港﹞（高雄，1871）、美

濃地區及地景影像記錄，因為要製作影像明信片的

文字解說，所以他在拍照過程中同時也留下非常重

要的圖文資料記載，不同於以往繪圖式的記錄，約

翰‧湯姆生的攝影作品讓我們可以一睹十九世紀視

覺「寫實性」的南台灣原住民，在攝影尚未進入台

灣之前，台灣原住民被西方國家「想像」繪畫成北

我們不能見容於世界的各個國際組織中的會員國，

為何我們又可以擁有自己的護照和法律呢? 那就是

「我國」。

3.2 另一個南方上岸的「他者」others

「囍」字代表著雙喜臨門，也是兩個個體共

同結合在同一屋簷之下。張乾琦﹝囍﹞描述臺灣外

籍配偶的異國婚姻，櫥窗的缺口、移動的男女，如

何挑選與買賣女人為妻的程序，一對又一對的「結

婚進行曲」中，動態的影像讓我們還弄不清楚，也

聽不清楚卻又跳接到下一組，從一個移民官(觀賞

者)的窗口來核發他們簽證許可、來見證他們合法

性、來成就他們買賣的幸福婚姻。

自古以來愛情與麵包一直是個兩難的抉擇，

在此沒有愛情的期待下，雙方必需要在很短時間內

決定是否共度一生，男方只要付出足夠經濟的條

件，並確定女方是處女，而女方就得賭上這一輩子

的幸福。由南方上岸的外籍配偶「他者」others演

繹了當代臺灣移民文化，「結婚」也成了另一種南

進政策的延伸。

東冬 ‧ 侯溫﹝誰？在路上.......是你？是我？誰？

誰？誰？﹞，過往台灣文化發展是重北輕南、忽略

邊陲原住民文化以及同性婚姻權。台灣原住民的後

山，一個屬於自己老家的南方後山，在自我變裝的

錄像中探索「我」的自己，我是誰? 我從哪裡來?我

要到哪裡去?以及我的性別認同與差異。「Push」
則是以「自我」和「他者」(others)的衝撞，衝擊

中反省我的性向是生理、是心理、抑或是社會性和

文化性意識型態的認同，東冬 ‧ 侯溫作品中有很多

場景是旅行和魚群群游與人群行走，他們是盲目的

跟隨還是旅途行腳的縮影。

饒加恩﹝REM Sleep﹞，台灣在全球化的影響

下為了降低成本提高競爭力，引進超過42萬名外

國勞工，國際勞工為了改善他們在原生地的生活條

件，犧牲自己與家人團聚的親情，隻身遠赴他鄉工

作，每個外勞個案都代表著一個家庭故事，他們各

自道盡了自己辛酸，有時分不清是在作夢或是在真

美印地安人的造形，因此；這些早期臺灣影像歷史

的重要性就不可言喻。 

三、自我詮釋的南方發聲

台灣地圖一向是南北呈現，我們若是轉動

九十度角，來看台灣歷史的定位，又會是如何呢？

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在政治經濟藝術與

文化上，和其他己開發先進國家一樣，歷經了殖

誰？在路上.......是你？是我？誰？誰？誰？     東冬  ‧  侯溫     錄像、裝置     7'50"     2012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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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南方上岸」將意謂著回溯南方自我發聲與「民

族誌」詮釋檢視。

3.1 從殖民到國家認同： 
日治時期的臺灣相對於日本，是殖民的南

方、也是南進的跳板，日本在日治時期臺灣留下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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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路上.......是你？是我？誰？誰？誰？     東冬  ‧  侯溫     錄像、裝置     7'50"     2012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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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者梁美蘭與艾蜜莉蘇﹞臺灣外藉媳婦的對話；人

道關懷系列的林柏樑﹝黑暗之光﹞探索原住民的悲

慘身世，與候聰慧﹝都市原住民﹞如何在都市蝸居

艱苦生存、何經泰﹝都市底層﹞晚年榮民的困苦、

江思賢﹝家非家﹞四處為家的街友等作品。

四、結語：影像旅程的後設反思

說故事的人越是能放棄心理細節的描述，他的故事

便越能深印於聽者的記憶，如此這個故事便越能和

聽者自己的經驗相同化，而他便越有可能在未來轉

述這個故事。

這個同化過程是在我們的內心深處進行的，它要求

一種越來越稀有的鬆懈的頂點。

    華特.班雅明,1936《說故事的人》  林志明譯

後設(Meta)帶有向後、向外延伸的觀看，是宏

觀的代名詞也可以是退後的「鬆懈」，後設讓觀者

更充分有餘地觀看現象，雖然多少也會有失焦模糊

的危險，但是太「微觀」(Micro)的觀看細節，反而

失去了距離的美感氛圍。「南方上岸」的旅程中說

實生活中，就像是一場「白日夢」day dream 的自

我告白，也唯有在白日夢中才能一圓自己的想像和

紓解思鄉的苦楚，每個受訪者彷彿在以「視覺民族

誌」(Visual Ethnography)的方式訴說自己的夢境。

3.3 人生的南方避風港

周育正﹝警衛亭﹞，南方是以溫暖暫時避風

港、中年失業的南方棲所，也是工作場所現成物設

置，既公開又私密的警衛亭隔離抽出空間脈絡性，

凸顯工作中職場人的孤獨性，雖然疏離卻又連結了

耳熟能詳的台灣地方電台，夾雜著日本演歌、台灣

流行音樂、賣藥廣告不斷地放送著一幕又一幕的生

命歷程．中年失業是人生非常大的挫折，要離開原

有的職業轉行或是另謀高就，在身心靈都是一種很

大的打擊，最直接的影響是家庭經濟來源與生涯自

我迷惘，在遍尋不著更好的工作後，也只能有志難

伸窩聚在這一小小的警衛亭，上班變成一種禁錮個

人自由、以計時工資換取薪水，一成不變的日復一

日、年復一年、一而再再而三地聽收音機，不停地

讀秒直到換班，換班又上班的工作，雖然無奈但又

奈何，因為這可是家裡唯一的經濟收入。

3.4 國土生態與弱勢的在地關懷

吳政璋2009﹝台灣美景﹞，台西漂流木成為

一種被掠奪消費的代名詞，吳政璋以編導式的手

法，將創作者與觀者做一對立觀看，並將觀看主題

性的部分抽離，讓觀者不知道，到底是我在觀看的

當下，還是我們生活情境之一部分。美麗寶島是靜

止抽象、突兀又感傷的漂流木，「河床」在視覺上

是「閱讀性」而不是「辨識性」，影像中漂流木如

同排列整齊倒立的盆栽，隨著大自然力量逐一收回

的橋段之一。「南方」一如大地之母不斷提供我們

生命所需，而我們卻又是那麼的不珍惜。

以弱勢的在地關懷作品，包括余政達﹝附身

故事的人，突顯了一種主客易位的後設反思，探索

遷徙中的南方上岸並回溯在大海中，人們期望看到

那遙遠的終點還是未知彼岸的心情，聆聽說故事的

人為我們揭開這一場回憶影像的「旅程本事」。

若是你曾經有在大海中旅行的經驗，當船遠

離陸地置身在大海之中，你會發現我們像是處在一

個偌大圓形環繞的空間，海天只有一線，尤其到了

晚上會更明顯。在船上天空變得像是一個龐大蒼

芎，而耀眼的星星成了銜接南北的橋樑。在圓弧的

天空中，是南、是北並不重要，當你在凝視天空星

辰時，方位反而成了一種期待和想像，想像正要前

去的目的地。其實；我們的「南方」並不是與生俱

來的，它是一種回溯和倒敘的說故事想像，當你現

在閱讀時，我們也正在說故事，因為你的閱讀，故

事將會一直流傳下去。

1 台灣「美景」—台西     吳政璋     典藏級半光面相紙噴墨輸出     100×150cm(含框)     2009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2 都市底層-湯海清     何經泰     Museo Fineart Fibebase     相紙     109×109cm      1990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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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將會一直流傳下去。

1 台灣「美景」—台西     吳政璋     典藏級半光面相紙噴墨輸出     100×150cm(含框)     2009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2 都市底層-湯海清     何經泰     Museo Fineart Fibebase     相紙     109×109cm      1990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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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周年特輯

《藝術認證》創刊號以「高雄藝術媒體回顧」為專題，收錄不少討論在地藝術雜誌發展的文章。

文化建構與「高雄藝題」的擴張
 《藝術認證》十年 

文/陳水財（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 兼任副教授）

如果沒有《藝術認證》

《藝術認證》是高美館的館刊，以雙月刊

的姿態出現，2005年創刊以來，十年共出版六十

期；檢視六十期的總目錄，高雄的文化形貌才忽然

鮮活起來。六十期雜誌的「十年厚度」不超過六十

公分，但其累積的「視野與高度」恐難以估計。

十年來，高雄的改變大家都注意到了：愛河

變美了、捷運通車、輕軌啟動了、高雄港可以親近

了、駁二藝術特區成形了、亞洲新灣區……等等，

都市景觀的改頭換面，讓人可以「看見高雄」，帶

來觀光人潮，也讓高雄列名為世界宜居城市之中。

「被看見」的高雄，頗讓高雄人引以為傲，而存在

於一座現代化城市中，見證「高雄十年」的《藝術

認證》卻始終默默的存在，並未特別引人注目。但

是，如果沒有《藝術認證》，高雄的「現代化」算

不算壯觀？如果沒有《藝術認證》，高雄的「形

狀」算不算完整？如果沒有《藝術認證》，不斷擴

張的都市叢林算不算偉大？

公辦美術期刊普遍標榜學術性，私辦雜誌則

採取市場導向的經營方式，唯獨《藝術認證》採取

既漫步於市井又翱翔於高空的編輯方針。《藝術認

證》以既是雜誌又是館刊的特殊身分，得另闢蹊徑

走出自己的風格：既有殿堂的藝術高度，也具常民

的報導性質。而做為高雄、甚至是台北以外唯一的

藝術雜誌，《藝術認證》其實也肩負「文化建構」

的使命；而在此最高經營原則下，在編輯方針上理

所當然也就對「高雄藝題」特別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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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藝術認證》第17期人間藝術首頁

2 《藝術認證》第46期目擊現場頁面
1 2

「高雄藝題」在地觀察

「議題特賣場」是《藝術認證》最重要的、

最大的篇幅；每期都選定一特定議題做深入的論

述，構成雜誌的主調，至今已累積六十個議題近

400篇。第一期「議題特賣場」即推出「高雄藝術

媒體回顧」，以洋洋灑灑七篇文章談論高雄藝術媒

體的興衰浮沉。因著社會經濟力的勃發，高雄的藝

術媒體曾於一九九○年代出現輝煌時刻，包括《炎

黃藝術》、《南方藝術》《文化翰林》等月刊蔚為

高雄一時奇觀；但也因社會力的消退，而於九○年

代晚期忽然消匿，以致逐漸醞釀成形的「高雄腔

調」再歸沉寂。2005年《藝術認證》的誕生，時

機上呼應「高雄崛起」的時代風向，調性上則接續

了幾已中斷的「高雄腔調」。「高雄藝術媒體」的

議題在於點出《藝術認證》誕生的歷史性意義，也

為雜誌的走向定調。

「議題特賣場」大多以「高雄藝題」為主。

除了「高雄藝術媒體回顧」外，陸續推出的「高雄

藝題」還包括「高雄獎觀察」、「影像高雄─看不

見的歷史」、「消失的藝術實驗場」、「南台灣美

術的東方幫」、「澎湖打狗美術家」、「那e差那

嚜多！─『新南方』貳勢力」、「打狗復興漢」、

「高雄魅力！？」、「下一個20．未來的高美

館」……等等。高美館的專題策展也經常成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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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認證》第34期人民美學檔案頁面

題特賣場」所關切。作為一個現代化的大型美術

館，高美館舉辦的許多重要展覽或活動都是民眾矚

目的焦點，都是市民文化生活的一部份，也都是某

種程度上的「高雄藝題」
1
。這項由展覽所延伸的

「藝題」極為寬廣，涵括取自國內外各種類型的藝

術策展，兼及歷史性與時代性、地域性與世界性，

殿堂美學與常民文化，可謂目光宏大，視野寬闊。

大量以展覽為焦點的「藝題」，一方面凸顯高美館

的策展能量，同時透過《藝術認證》的論述梳理，

豐富了高雄的文本脈絡。

「高雄藝題」除了在「議題特賣場」被揭

露，也現身在其他專欄中。由張惠蘭撰寫的「人間

藝術」，書寫個人的藝術旅程，尤其因對「橋頭糖

廠藝術村」的長期參與與觀察，而有充分的論述。
2 

由李思賢主筆的「濕鹹打狗棒」累計10篇3
，則以

超越的視點觀照「高雄藝題」，鋪陳出一個頗具高

度的「高雄觀察」。「非常報導」共累積190篇，

數量相當可觀；內容有藝術家評介、展覽報導、文

化環境的觀察、創作論述、活動介紹……等等，文

章類性極為多樣。二十年來的耕耘，高美館早已樹

立標竿，成為名符其實的「藝術的殿堂、文化的廟

口」，其氣息牽動高雄的風向，一舉一動都備受關

注。「非常報導」環繞著高美館而產出，「高雄藝

題」也閃爍在其中，而成為「高雄論述」不可或缺

的一環。此外，「人民美學檔案」及「街頭談藝

錄」等以漫步在市街角落、探索常民詩意的專欄，

均屬另類的「高雄觀點」。

《藝術認證》第30期（2010.02）起，出現了

幾個特別的專欄：由高千惠執筆的「閱讀藝術方

案」與「藝評講堂」，以及由陳宏星撰述的「藝術

哲學」；這三個專欄，歷經四年共累計52篇4
，構

成了雜誌的另一軸線，而其由「廣角」、「高視

點」檢視所產製的藝術文本，更開闊了《藝術認

證》的視野，也同樣都應納入 「高雄書寫」的文

本脈絡中。

「文化」並非某種必然的本質，一個城市的

文化是在連續不斷的文本產製過程中被逐漸建構起

來的。《藝術認證》以敏銳的嗅覺，不斷觸動各式

各樣的「高雄藝題」，檢視在地動向，梳理文本脈

絡，其實肩負著建構「高雄視野」的重責大任。

南島議題  高雄出發

自第七期（2006.7）《藝術認證》首次刊登

「南島專文」：〈南島文化當代初探─初探南島當

代藝術〉，此後，南島相關論述便不斷產出，總共

138篇，成為貫穿雜誌編輯的主要篇章。
5 而「議題

特賣場」的「搖滾！蒲伏！南島當代藝術」（第28

期）、「台11線上的藝術風景」（第31期）及

「城市的過客－全球化下的原住民當代藝術」（第

53期）等，更屬「南島論述」的「專輯」。

2007年高美館舉辦大型的南島展覽：「南島

當代藝術展」，首度聚集國內外南島當代藝術家於

高雄，盛況空前。針對「南島當代藝術展」的相關

論述，《藝術認證》連續兩期（16、17期）在

「議題特賣場」專題刊登，共刊出包括國內外學者

在內的17篇專文6
，南島議題熱賣，掀起國內外的

南島熱潮。此後，高美館持續舉辦大規模的「南島

藝術展」有：2009年的「搖滾！蒲伏！南島當代

藝術」、2010年的「台11線上的藝術風景」以及

2013年的「城市的過客－全球化下的原住民當代

藝術」。每次「南島藝術展」《藝術認證》仍大篇

幅刊登專文 7。「南島論述」過去偏屬人類學的範

疇，高美館開啟了一扇寬闊的窗口把「南島」納入

美術館的視野之內，使得高美館成了國內外「南島

藝術」的重鎮，《藝術認證》也取得了「南島論

述」的發言權。

在台灣的社會脈絡中的確存在著「原民議

題」，但「南島議題」的提出已成功轉移 「原民

議題」之「陳腔爛調」的刻板觀點，翻轉為反映歷

史性與時代性複雜糾葛、且遠為深刻的「文化議

題」。在「南島議題」視野的關照下，《藝術認

證》也開始積極從事「台灣南島藝術」的田野書

寫，並且累積了相當可貴的資料。王有邦在「南島

紀事」—「影像話魯凱」中，用影像記錄了魯凱人

的生活容顏，「看見強韌的生命」；而「當代原住

民藝術家系列」及「人物特寫」兩個專欄總共收集

台灣南島藝術家45人。
8

站在地圖上從高雄向南望去，南島就在眼

前；駕著滑鼠進入google地球，拉高視點，整個

南島便盡收眼底。南島並非遙不可及的海角天邊。

台灣作為南島的北界，島上先民早在五、六千年前

即在這片浩瀚的海洋上來來去去，書寫屬於南島

的「奧德賽」。 「南島議題」是永遠的現在進行

式，高美館有條件成為「南島論述」的重鎮；《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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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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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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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而「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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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周年特輯

1 此類議題有「南島當代藝術」、「生態藝術」、「雕塑復興運動？」、「高

藝術的常民元素」、「青少年視覺文化」、「無限變化的『紙』空間」、

「第三隻眼：從約翰．湯姆生看紀實影像」、「合而不流：Fluxus藝術」、

「普普了沒？台灣當代藝術大眾氣息的混搭與轉譯」、「超越性別的女

藝新勢力」、「從典藏出發─美術館的藝享世界」、「空間嬉遊紀」……

等等。

2 「橋頭糖廠藝術村」的論述包括：〈此時此刻：2007藝術介入空間─橋

仔頭糖廠經驗為例〉、〈橋仔頭糖廠的藝術札記〉、〈橋頭策展的社會

實踐〉等。

3 「濕鹹打狗棒」專欄包括：〈南方還魂─《藝術認證》的前世今生〉、

〈剛柔並濟、軟硬兼施─為高雄文化藝術定調的兩種思維〉、〈欲上

青天攬明月─談「美術高雄」的視野與企圖〉、〈麻雀與鳳凰─從「高

雄獎」幅射出的一點想像〉、〈高雄當代藝術的戰鬥力與均質化─從

「Co6南方製藥廠」遠征台中談起〉、〈次文化與南方味─從《寶島曼

波》展看「高雄藝術學」的成形〉〈麻雀與鳳凰─從「高雄獎」幅射出的

一點想像〉、〈主流？伏流？政治不正確！！─談主流的其他，也隨想高

美館書法系列展〉、〈藝術之光．光之高雄─話從替藝術史增色到為高

雄點妝的「光」〉、〈《島嶼之歌》所吟唱的曲調─對「畫海」的外在現

象觀察與內在精神釐析〉、〈書藝到高雄！─為當代書法的「美術高雄」

預先建構理論範疇〉等10篇，均屬具明確觀點的「在地觀察」。

4 高千惠的「閱讀藝術方案」13篇，「藝評講堂」16篇；陳宏星「藝術哲

學」包含「藝術的定義」6篇，「藝術存在論」17篇。

5 「南島議題」分別歸屬在「南島文化 當代初探」、「藝術介入南島」、

1 《藝術認證》第28期議題特賣場「搖滾！蒲伏！南島當代藝術」專題

2 《藝術認證》第54期南島紀事頁面
1 2

「南島紀事」、「當代原住民藝術家系列」、「人物特寫」等欄標下及

「議題特賣場」中。其中出現在「南島文化 當代初探」欄標中的計30

篇，其中曾媚珍15篇最多。另外，「南島紀事」16篇、「藝術介入南島」

6篇、「人物特寫」48篇、「搖滾！蒲伏！南島當代藝術」9篇、「台11線上

的藝術風景」7篇、「南島當代藝術」47篇。

6 第16期「南島當代藝術」專題9篇專文的作者為：彼得．貝爾伍德

(Peter Bellwood)、柯素翠(Susan Cochrance)、凱倫．史蒂芬生(Karen 

Stevenson)、撤古流．巴瓦瓦隆、盧梅芬、江冠明、曾媚珍、黃瀞瑩；

第17期8篇專文作者為：陳水財、黃志偉、潘小雪、拉黑子．達立夫、盧

梅芬、李韻儀、達比烏蘭古勒勒、伊命等。參閱《藝術認證》第16期，

pp.24-63及17期pp.38-71。

7 南島專文累計24篇。「搖滾！蒲伏！南島當代藝術」專文9篇，參閱《藝

術認證》第28期，pp.26-65；「台11線上的藝術風景」專文7篇參閱

《藝術認證》第31期，pp.34-67；「城市的過客－全球化下的原住民當

代藝術」專文8篇。參閱《藝術認證》第53期，pp.18-73。

8 兩個專欄主要撰稿人包括：洪健元、黃瀞瑩、高子衿、洪威喆……等。

術認證》開啟的南向視野，串連出一個寬闊的場
域，正以高昂的企圖書寫「南島史詩」，擴張「高
雄藝題」。

「高雄論述」正在進行

「文化建構」才能醞釀出充滿企圖與前瞻的
偉大的城市。「高雄論述」正在進行，「高雄崛
起」不會只是口號。

經營十年，《藝術認證》除了累積豐富的論
述文本，也聚集了龐大的作者群；尤其是年輕一輩
的作者更叫人耳目一新，將會是未來「高雄論述」

的核心能量，頗值得期待。文字書寫及形象、影
像、聲音、物件與各類活動等具表意機制的符號，

都可被視為具有文化意義的文化文本；長期的經

營，高美館文化活動的質量與日俱增，具備十足活

力與充沛的文本產製能量。高美館效應不斷外溢，

《藝術認證》的文本產製是高美館文化文本的擴張

與延伸，也適時補足南部媒體環境的薄弱，凸顯其

在「文化建構」上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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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參加美術館實習生迎新會時，當眾詢問誰曾聽過《藝術認證》這本雜誌時，結果常是無人

或僅有一、兩人舉手；這不免讓人心生恐慌……。

美術館「館刊」存在的本質

公立美術館的「館刊」，或許在公眾認知上

被認為是負責傳達官方品味與訊息，但在講究文章

發表的臺灣學術圈中，官方出版品有其一定的公信

力，因此許多博物館(美術館)的「館刊」或展覽專

輯專文區，往往成為學術圈重要的文章發表場域，

刊載規格也比照學術論文之嚴謹度，也因此，「館

刊」文章有時對一般讀者來說深澀難懂或是與生活

無涉，難以成為廣泛大眾的美感教育藍本；那，究

竟美術館「館刊」是為何而存在呢？

理想上的美術館「館刊」，是可以做為館方

重要典藏、展覽或政策等深度說明之推手，透過

「月刊」、「雙月刊」、「季刊」等定期出版品之

方式呈現。為避免「置入性行銷」的反感，不宜有

太多「自我吹噓」或「類新聞稿」的宣傳文字；為

求「雜誌」的親民型態，也會降低學術性文章的

表徵，如字數盡量縮短、段落盡量簡潔、減少「摘

要」、「冗長職銜」及族繁不及備載的「參考資

料」或「附註」等之存在。

「館刊」既然身為雜誌，便需要「集稿」期

程，往往需提早半年完成主題規畫以俾邀稿，也必

須知道出刊時將搭配的主要展覽或重大事件，以扣

住美術館營運的脈動。然而一般美術館的展覽檔

期更動風險不低，往往也會牽動專題之變更，因此

「備檔」專題是必需。除此之外，雜誌也必需超越

展覽本身以衍生更廣泛的議題，透過整體的史觀

或流派探討，來提高美術館對藝術圈關注的高度，

擴大涉獵範疇並突破參考時效，讓「館刊」在不斷

上、下架的迴旋中，不會成為另一堆留之無味、棄

之可惜的廢紙。

臺北市立美術館《現代美術》雙月刊(民國

1984年創刊)與國立臺灣美術館《臺灣美術》季刊

(1988年創刊)，都已行之有年，為藝術圈較為熟捻

的「館刊」。基本上《現代美術》文章數不多也無

專欄，主要探討北美館的重點展覽或相關展出藝

術家。將雜誌做為館務推廣工具，是政府單位在

應用預算出版時會考量到的主要用途，北美館自不

例外。歷年的《現代美術》的展覽專題中，不吝於

大版面地開發視覺張力，圖片選用上也突顯當代藝

術中未必「甜美」的一面，主題撰述透過該館長年

承辦的「臺北雙年展」或「臺北獎」等當代、前衛

俱進之展覽，讓內容有著超前的「開放」與學術深

度，雖關注的層面與議題多元性較坊間藝術雜誌仍

略顯不足。

與《現代美術》有著同樣開本與紙張磅數的

國立臺灣美術館館刊《臺灣美術》，則以季刊形式

發行，徵稿及審稿作業看來都有更長足的準備時

間，文章類型以專業的研究論述為主，發表者有部

繼續在矛盾中翻滾吧，   

 《藝術認證》!
文/羅潔尹(有幸參與本刊編輯工作者)

《藝術認證》創刊號由李俊賢館長親自撰文、美編之發刊詞

份藝術相關學系之教師或博/碩士生，書寫方向上

較偏向臺灣的傳統藝術或現代藝術，包含明清時

代或日治時期臺灣的藝術探討，或臺灣與日本藝壇

發展間的相互影響，以及部份傳統媒材或本土民俗

藝術之研究。相對於《現代美術》的「當代性」，

《臺灣美術》無論是整體用色或字型編排上都給人

一種「復古感」，未設徵稿字數限制以及書寫主題

方向，也讓動輒接近一萬字左右的文論宣示了它的

學術性格，也少見其對國美館當代性強的新藏品或

展覽進行專題探討。

雖然國美館轉型自民國87年(1998)精省前的臺

灣省政府轄下之「省立美術館」，但國立單位的體

質有著充裕的經費，也因而有著豐厚的藝術收藏。

加上該館經常承辦國際性雙年展，當代性無庸置

疑，隸屬文化部後也承接了相當多的藝術「主流」

業務，如「藝術銀行」、「數位科技藝術」等，透

過「館刊」可深入說明該館的核心業務，但兩者間

似乎有種脫鉤的狀態。《臺灣美術》看起來允許了

更多類型的文章涉入，但讀者也可能難以勾勒它的

屬性，只能說這類不必顧慮「當下」，文論沒有

「時效」的出版，反倒擁有更深入鑽研某些特定議

題的自由，羨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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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認為是負責傳達官方品味與訊息，但在講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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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刊」、「雙月刊」、「季刊」等定期出版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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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版面地開發視覺張力，圖片選用上也突顯當代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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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頸精神中生出的《藝術認證》

回到《藝術認證》這本書，自2005年4月創刊

至2015年2月正式邁入10周年。回想1994年高美館

剛開館時，行政區地下樓就有間掛著「館刊室」小

牌匾的辦公室；當時沒有專業美編程式的平面設計

環境中，大家只能熬夜用美工刀耐心切出條條細

長照相打字的文句貼到紙稿上，沒夜沒日趕製專輯

下，哪來的閒功夫編製「館刊」？僅有的一名人員

編制及預算中缺乏固定的「館刊設計及印刷經費」

項目，而展覽檔期前撲後繼，接踵而來的專輯出版

量消化不易，如果加上一本需有固定出版時效壓力

的「館刊」，應該是件讓人根本不願「想像」的

事。

經過10年的猶豫期，如果不是帶著南方「硬

頸精神」，曾經熱衷參與高雄早期藝術雜誌《南方

藝術》書寫與出版的藝術家李俊賢在2004年9月接

任了館長，大膽地以《藝術認證》作為刊名並無畏

地訂下了「每雙月」出刊的目標，或許這本雜誌最

終也會成為一本以「學術發表」為主的厚實刊物，

在沉悶、冗長的文字堆中計較著學術點數。創刊當

時，館內可全程配合編輯的僅有研究組一位同仁

「兼著做」，美編由館內設計師在創刊號依李館長

的「南方風格」進行試排版後定調。

當時的出版形式、內容與雜誌名稱，坦言說

乍看還真有點《南方藝術》的「還魂」感，故意拉

低「官方」出版品的身段，試圖強調出某種「高雄

性格」，一種如勞動族群般生龍活虎、直接不囉

嗦、敢說敢秀的質樸感。以「議題特賣場」這種半

帶詼諧的名稱來揭示每期主要專題，並在第一期的

「高雄藝術媒體回顧」中，收錄了不少討論在地藝

術雜誌發展的文章，再搭配「非常報導」、「人民

美學檔案」、「市民生活美學」等專欄，已完整說

明了它打算「不拘小節」的決心與對「學術性」書

寫的宣戰。

整體而言，早期《藝術認證》偏向「直

白」、「淺顯易懂」、「不跩文」等風格，但到了

2010年10月第34期，新館長謝佩霓將雜誌帶入了

商業出版的管銷鏈，開始與其它雜誌拼搏起銷售量

時，也不得不調校書中某些過於「本土」的特質。

然而創刊時那些特質太過顯眼，因此想要轉型時便

出現相當的難度；為提高市場銷售競爭，《藝術認

證》設計了不少的訂購優惠方案或吸睛贈品，譬如

一些「獨家」、「限量」或「非賣」之紀念品。也

對上市後的雜誌出現於書架上可能的封面賣相特別

注意，畢竟，如果沒辦法在第一時間讓讀者有翻閱

的欲望，內容再怎樣「有益身心健康」都沒啥路

用。

當然在贈品與優惠方案推陳出新下，雜誌多

少吸引到一些買氣，但買氣提昇後卻又讓人擔心讀

者購書純粹為了「贈品」，那種「本末倒置」的矛

盾與罪責感便容易出現在「藝術人」兼「生意人」

的心頭，加上因為贈品而暴走的售書量，除了會造

成印量與存量控管上的失衡外，也總讓人有種「驚

嚇」多於「驚喜」的不確定感。就這樣，上市後的

雜誌帶著研究組同仁學習起如何因應商業市場的詭

譎難料，人也不免變得「現實」些。其實，當政府

預算捉襟見肘時，雜誌的出版經費沒被要求自負盈

虧已屬萬幸，幸而雜誌上市後，與人群有了更多的

接觸，也讓更多非藝術領域的讀者注意到它，也因

此給了《藝術認證》能不只為藝術人服務的勇氣。

不斷找梗來經營「議題特賣場」

過去的美術館，需要的是經過時間認可的

「雋永」美學，但現代速食社會中看來無此閒情逸

致。如何在「當下」與「雋永」間取得「報導」平

衡，代表了《藝術認證》面臨的挑戰。「議題特賣

場」曾試圖突破狹礙的主題設定，避免與其它雜誌

間有過於雷同的思考模式，以求雜誌看起來「千變

萬化」。每本「館刊」，原本就會因為美術館所處

的地緣關係、時空背景與人口組成等顯現出不同的

特色，這些應該是讀者在「館刊」開闔間，能明顯

感受到的特色。以「議題特賣場」為例，如要突出

高雄與中、北部截然不同的特質，就應該專注「主

打」南部藝術圈該被討論但未被關注的創作者或藝

術現象。

近年的專題如2011年的「打狗復興漢」、

「當代台灣影像藝術專題」、「無限變化的『紙』

空間」、「高雄魅力」暨「通俗文化與當代藝

術」，2012年的「林壽宇紀念文集」、「高雄畫

室風雲錄」、「擾動的力量：法蘭西斯．培根」、

「第三隻眼：從約翰．湯姆生看紀實影像」、「人

間探溫：寫實藝術VS超現實藝術」。2013年的

「打卡：跟著藝術家去旅行」、「合而不流: Fluxus

藝術」、「跨……跨領域」、「藝術QR Code 穿

越時空的蒙娜麗莎」、「剎那即永恆：影像典藏面

面觀」、「城市的過客：全球化下的原住民當代

藝術」。2014年的「搞怪e世代：動漫瘋中的藝術

新視野」、「May Ray!曼雷的藝術與攝影奇境」、

「普普了沒？台灣當代藝術大眾氣息的混搭與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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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頸精神中生出的《藝術認證》

回到《藝術認證》這本書，自2005年4月創刊

至2015年2月正式邁入10周年。回想1994年高美館

剛開館時，行政區地下樓就有間掛著「館刊室」小

牌匾的辦公室；當時沒有專業美編程式的平面設計

環境中，大家只能熬夜用美工刀耐心切出條條細

長照相打字的文句貼到紙稿上，沒夜沒日趕製專輯

下，哪來的閒功夫編製「館刊」？僅有的一名人員

編制及預算中缺乏固定的「館刊設計及印刷經費」

項目，而展覽檔期前撲後繼，接踵而來的專輯出版

量消化不易，如果加上一本需有固定出版時效壓力

的「館刊」，應該是件讓人根本不願「想像」的

事。

經過10年的猶豫期，如果不是帶著南方「硬

頸精神」，曾經熱衷參與高雄早期藝術雜誌《南方

藝術》書寫與出版的藝術家李俊賢在2004年9月接

任了館長，大膽地以《藝術認證》作為刊名並無畏

地訂下了「每雙月」出刊的目標，或許這本雜誌最

終也會成為一本以「學術發表」為主的厚實刊物，

在沉悶、冗長的文字堆中計較著學術點數。創刊當

時，館內可全程配合編輯的僅有研究組一位同仁

「兼著做」，美編由館內設計師在創刊號依李館長

的「南方風格」進行試排版後定調。

當時的出版形式、內容與雜誌名稱，坦言說

乍看還真有點《南方藝術》的「還魂」感，故意拉

低「官方」出版品的身段，試圖強調出某種「高雄

性格」，一種如勞動族群般生龍活虎、直接不囉

嗦、敢說敢秀的質樸感。以「議題特賣場」這種半

帶詼諧的名稱來揭示每期主要專題，並在第一期的

「高雄藝術媒體回顧」中，收錄了不少討論在地藝

術雜誌發展的文章，再搭配「非常報導」、「人民

美學檔案」、「市民生活美學」等專欄，已完整說

明了它打算「不拘小節」的決心與對「學術性」書

寫的宣戰。

整體而言，早期《藝術認證》偏向「直

白」、「淺顯易懂」、「不跩文」等風格，但到了

2010年10月第34期，新館長謝佩霓將雜誌帶入了

商業出版的管銷鏈，開始與其它雜誌拼搏起銷售量

時，也不得不調校書中某些過於「本土」的特質。

然而創刊時那些特質太過顯眼，因此想要轉型時便

出現相當的難度；為提高市場銷售競爭，《藝術認

證》設計了不少的訂購優惠方案或吸睛贈品，譬如

一些「獨家」、「限量」或「非賣」之紀念品。也

對上市後的雜誌出現於書架上可能的封面賣相特別

注意，畢竟，如果沒辦法在第一時間讓讀者有翻閱

的欲望，內容再怎樣「有益身心健康」都沒啥路

用。

當然在贈品與優惠方案推陳出新下，雜誌多

少吸引到一些買氣，但買氣提昇後卻又讓人擔心讀

者購書純粹為了「贈品」，那種「本末倒置」的矛

盾與罪責感便容易出現在「藝術人」兼「生意人」

的心頭，加上因為贈品而暴走的售書量，除了會造

成印量與存量控管上的失衡外，也總讓人有種「驚

嚇」多於「驚喜」的不確定感。就這樣，上市後的

雜誌帶著研究組同仁學習起如何因應商業市場的詭

譎難料，人也不免變得「現實」些。其實，當政府

預算捉襟見肘時，雜誌的出版經費沒被要求自負盈

虧已屬萬幸，幸而雜誌上市後，與人群有了更多的

接觸，也讓更多非藝術領域的讀者注意到它，也因

此給了《藝術認證》能不只為藝術人服務的勇氣。

不斷找梗來經營「議題特賣場」

過去的美術館，需要的是經過時間認可的

「雋永」美學，但現代速食社會中看來無此閒情逸

致。如何在「當下」與「雋永」間取得「報導」平

衡，代表了《藝術認證》面臨的挑戰。「議題特賣

場」曾試圖突破狹礙的主題設定，避免與其它雜誌

間有過於雷同的思考模式，以求雜誌看起來「千變

萬化」。每本「館刊」，原本就會因為美術館所處

的地緣關係、時空背景與人口組成等顯現出不同的

特色，這些應該是讀者在「館刊」開闔間，能明顯

感受到的特色。以「議題特賣場」為例，如要突出

高雄與中、北部截然不同的特質，就應該專注「主

打」南部藝術圈該被討論但未被關注的創作者或藝

術現象。

近年的專題如2011年的「打狗復興漢」、

「當代台灣影像藝術專題」、「無限變化的『紙』

空間」、「高雄魅力」暨「通俗文化與當代藝

術」，2012年的「林壽宇紀念文集」、「高雄畫

室風雲錄」、「擾動的力量：法蘭西斯．培根」、

「第三隻眼：從約翰．湯姆生看紀實影像」、「人

間探溫：寫實藝術VS超現實藝術」。2013年的

「打卡：跟著藝術家去旅行」、「合而不流: Fluxus

藝術」、「跨……跨領域」、「藝術QR Code 穿

越時空的蒙娜麗莎」、「剎那即永恆：影像典藏面

面觀」、「城市的過客：全球化下的原住民當代

藝術」。2014年的「搞怪e世代：動漫瘋中的藝術

新視野」、「May Ray!曼雷的藝術與攝影奇境」、

「普普了沒？台灣當代藝術大眾氣息的混搭與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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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超越性别的女藝新勢力」、「從典藏出

發—美術館的藝享世界」等，可看出它所關心的議

題多半是從美術館本身的展覽中去找來的「梗」，

但又必須刻意排除與「高美館」相關的字眼以求

「中立」。

這些「中立」，也包括了發行人對「在地

性」過強的顧慮，認為各地讀者未必會對其它地域

的話題感興趣，因此在尋找「專題」的梗時，勢必

要讓美術館看起來如自我期許般「全球在地化、在

地全球化」；這樣的過程可能逐漸將雜誌原有的一

些特質「抹除」。有時雜誌文稿也成為「抹除」這

些特質的主因，尤其當大部份邀/投稿的對象，熟

門熟路地書寫了符合學術論文規格，敘述風格相

仿，議題見解在某些中立地帶打擺，缺乏大開大闔

的「犀利」或「精確」時，雜誌表情便會逐漸模

糊；如何力倡「特質」與「差異」的存在，卻可能

是這本雜誌能否在眾多同質性出版間被真正「看

到」的唯一機會。

基本上，公立美術館的「館刊」經費來源穩

定，也較易進行長期性出版規畫，不必因為成本效

益過度考量市場群眾的閱讀趣味，「專題」規畫上

也可從更「純藝術」的角度出發。但策劃每期專題

其實並不容易，即使有機會扣緊知名度高的當期展

覽，也會遇到圖版缺乏的問題，擔心反讓專題內容

變得很「乾」。以本刊曾經製作的「培根」專題為

例，除非展覽齊備了藝術家完整的「回顧」條件，

透過展覽能獲得藝術家肖像或知名畫作之圖版授

權，讓雜誌讀者對以知名藝術家為題的專刊，能確

實從中獲得視覺上的滿足，否則即使文論可以天馬

行空地「討論」與展覽無涉之內容，但配圖的「缺

席」卻也可能反而容易讓讀者產生莫名的失落感。

十年來《藝術認證》也曾開過一些不同類型

的「專欄」，就像下「大標」般，用以區隔「議題

特賣場」以外有著不同屬性的文章。有些專欄珠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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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超越性别的女藝新勢力」、「從典藏出

發—美術館的藝享世界」等，可看出它所關心的議

題多半是從美術館本身的展覽中去找來的「梗」，

但又必須刻意排除與「高美館」相關的字眼以求

「中立」。

這些「中立」，也包括了發行人對「在地

性」過強的顧慮，認為各地讀者未必會對其它地域

的話題感興趣，因此在尋找「專題」的梗時，勢必

要讓美術館看起來如自我期許般「全球在地化、在

地全球化」；這樣的過程可能逐漸將雜誌原有的一

些特質「抹除」。有時雜誌文稿也成為「抹除」這

些特質的主因，尤其當大部份邀/投稿的對象，熟

門熟路地書寫了符合學術論文規格，敘述風格相

仿，議題見解在某些中立地帶打擺，缺乏大開大闔

的「犀利」或「精確」時，雜誌表情便會逐漸模

糊；如何力倡「特質」與「差異」的存在，卻可能

是這本雜誌能否在眾多同質性出版間被真正「看

到」的唯一機會。

基本上，公立美術館的「館刊」經費來源穩

定，也較易進行長期性出版規畫，不必因為成本效

益過度考量市場群眾的閱讀趣味，「專題」規畫上

也可從更「純藝術」的角度出發。但策劃每期專題

其實並不容易，即使有機會扣緊知名度高的當期展

覽，也會遇到圖版缺乏的問題，擔心反讓專題內容

變得很「乾」。以本刊曾經製作的「培根」專題為

例，除非展覽齊備了藝術家完整的「回顧」條件，

透過展覽能獲得藝術家肖像或知名畫作之圖版授

權，讓雜誌讀者對以知名藝術家為題的專刊，能確

實從中獲得視覺上的滿足，否則即使文論可以天馬

行空地「討論」與展覽無涉之內容，但配圖的「缺

席」卻也可能反而容易讓讀者產生莫名的失落感。

十年來《藝術認證》也曾開過一些不同類型

的「專欄」，就像下「大標」般，用以區隔「議題

特賣場」以外有著不同屬性的文章。有些專欄珠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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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計地討論著艱澀的藝術哲學，有些則輕描淡寫地

敘述了市井風情中的小確幸，文章語彙風格差異如

此，某種程度也呈現了雜誌對「理想」讀者與「實

際」讀者間的區隔採放牛吃草的態度。正如雜誌

以議題「特賣場」與藝術「認證」等用辭所營造的

矛盾指涉，一方面試圖用字面上的聯想來踩低「精

英」出版形象，以差異大的「對比」來產生吸引

力，但一方面卻又忍不住用「認證」來小顯一下權

威，將雜誌原本可能「玩更大」的冒險性格打回原

形；總在矛盾間擺盪是《藝術認證》性格上的弱

點，但也是它自由、開放、充滿實驗性未來的樂

觀。

《藝術認證》還能如何可能？

附身於公家機關中，《藝術認證》在無法有

專責採訪與編輯部門下，內容取材自然受限於投

入成本的多寡，加上負載著無形的官方出版「形

象」，「設計」與「印刷」也受到政府採購法的限

制，無法包容「不可預期」的設計發想，也避免成

本高的「手作感」材料，無法給予讀者更多的新

鮮感，更不用提一般商業雜誌最重視的「時尚感」

了。而它有限的銷量也源自於一直以「紙本」銷售

為主，缺乏數位網絡的文本建置，讓查詢、閱讀與

引用缺乏便利的配套，被引用參考的機率不高、缺

乏學術記點之吸引力，讓《藝術認證》可以有更多

「軟性」閱讀的可能，許多文章也來自於更貼近人

性思考的實地採訪。

雖然《藝術認證》在圖版的使用上不若坊間

出版來得自由，來源及版權上也諸多限制與禁忌，

但比起後者卻多了原本就具有神秘吸引力的圖像元

素可應用（時尚雜誌的俊男美女圖除外）。尤其時

下展覽總在各個領域間跨來越去、採借來模擬去，

藝術圖像「牽動」出不少的創意想像，於是作品開

始用於談詩、奏樂，聊食物、話旅行，在各式話題

中翻攪出無窮盡的「情節」。尤以「典藏品」更為

美術館「館刊」獨有之資產，只要在已然成形的官

方文樣中，學習「突顯」與「營造」出藏品獨有的

視覺圖像魅力，「館刊」便已算是盡責了。

官方出版的未來，勢必要面對紙張成本與

逐年減少的預算等影響，當社會對實體書「輕量

化」、「隱形化」的要求油然而生，大部份的閱讀

與需求隨著網路社交圈的「分享」風氣漫延時，社

交閱讀的形式逐漸提昇了人們在電子書上的使用

率，讓身處雲端時代的《藝術認證》跟其它商業雜

誌一樣，也必須朝向「數位出版」的電子雜誌平

台或「隨需印刷」(POD，Print on demand)的路邁

進，以與其它雜誌展開新世代的競爭。除此之外，

目前編輯群也在求新求變的嘗試中，接受外界建議

與不同的族群合作，包括與大專院校相關科系師生

間共同開發有趣的專題，期待更多腦細胞的加入。

其實一間美術館要靠成本高的展覽專輯來證

明藝術家、展覽或藏品的價值並不實際，再如何美

輪美奐、精心編寫的專輯，都可能會因為過了時效

(譬如活動或展覽已結束久遠後才出版)及廣度(發行

數量有限，無法廣為贈閱)而讓效益大打折扣；倒

應多加利用「館刊」的普及性、即時與靈活度來補

足。但要讓「館刊」引起注意，除了把握社會脈動

的訊息傳遞外，具話題性與可不斷辨證的內容往往

也最為「吸睛」。或許，《藝術認證》未來可轉型

為一個供藝術圈自由討論現存各式藝術現象、展覽

或藝術政策優劣點之平台，以包容正反兩面的觀點

來吸納更多人的投入。這樣，或許當人們再度大談

「為什麼我們還需要美術館?」這類議題時，自然

而然《藝術認證》就跟大家成為一伙，不會被列入

討論的對象了。

1 《藝術認證》第58期「藝評講堂」專欄

2 《藝術認證》「人民美學檔案」專欄抒發市井角落的美感風情與小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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