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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美館三樓新展覽空間，圖片擷取自New Gallery in 

KMF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l5Cf-u6LWE

2.本次多元史觀特藏室《南方作為相遇之所》將邀請台南

藝術大學龔義昭老師及其團隊，以復刻方式呈現李朝進

作品。圖為高美館典藏李朝進作品，〈遲降的太陽〉，

銅焊、複合媒材，60x40cm，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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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南方， 

那或許是一個看似確切， 

實則變動的概念⋯⋯

客觀定義上，南方指涉相對於北方的方位，其

本質並不帶價值評斷，僅顯示了相對位置。儘管如

此，無論是放眼全球「南方」，或是觀看台灣這座

島嶼的「南方」，人們的思緒似乎除了客觀的氣候

或風土，總難免連動到了歷史情境和文化脈絡。因

而，我們也不禁去思考，或許「南方」蘊含了更廣

泛的可能性。

假使將觀察的視角聚焦台灣，島嶼本身剛巧橫

跨北回歸線，卻又靠近了大洋的南端。島嶼之內，

也像是呼應了磁極一樣，有著南與北的區隔。相對

於首都圈多雨的台北都會，位於島嶼南緣的高雄既

是人口超過百萬的大城，也帶有溫暖、日照豐沛、

熱情而不假修飾等等不同的印象，挾著港口和工業

城的轟鳴與海潮聲，這是另一種蘊含價值觀與集體

記憶下的「南方」。

重新擾動城市的藝術史

今年十月，距離1994年高雄市立美術館開館

以來，恰恰正逢25年。值此時刻，高雄市立美術

館也決定在睽違多年之後，再次推出從典藏品出

發的常設展覽，展場就選在空間改造後的三樓展

覽空間。「我希望在此呈現的是一種『換位思

考』。」李玉玲館長解釋：「除了以北部首都圈

為中心的台灣藝術史論述，我們也在思考『高雄

才有的藝術特色』是什麼，以及多軌並行的藝術

發展史論。」對李玉玲館長而言，現代主義下以形

式和風格為判斷基準的線性藝術史論述，或許不足

以含括從「現代藝術」進入台灣以來，各地豐富多

元的藝術面向。

事實上，此種對於南方在地的關懷，早在高美

館於1994年成立之時，便已現端倪。台灣最初的

三間大型公立美術館當中，最晚成立的高美館，卻

也是當時「南部第一大館」，身負眾多期待。在展

覽、研究和教育推廣各方面，都持續關注在地，推

出包含以《美術高雄》為名之系列展覽，以及關注

高雄藝術風貌變遷的主題性策展等。然而，即便已

做了眾多努力，該怎麼去更深地掌握城市本身的藝

術質理，甚至去爬梳獨有的在地美術史觀，仍然有

許多層面需要更深入研究和耕耘。

2016年，當李玉玲於高美館行將法人化的前

夕接任館長時，便接觸到這股起於在地的氣流。

以當代性的回應為切入點，她重新審視過往成

果，與館內同仁討論，並進一步提出以「大南方

South+」為核心的敘事，希望透過開放性的切入

點，不只談及在地，也整合向外對話和共鳴的更多

可能。這個架構遂凝聚到了多元史觀典藏特展室的

建制，意圖持續地翻攪高雄美術的豐富面向。

回溯整個多元史觀特藏室概念的成形，則可

以說與一連串的相遇有關。「一開始，可以說是

因緣際會。」李玉玲館長解釋。最初的相遇， 是

來到高美館後與典藏的對話：「我剛開始接任館

長，重新盤整庫房時，就更加體認到我們擁有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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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啟祥　畫室　油彩、畫布　160.5x129.5cm　1939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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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多高雄藝術家的作品，有些還是藝術家展覽結

束後慷慨將畢生的主要創作捐給美術館，這是其

他館所沒有的特色。」透過典藏的前輩藝術家作

品，李玉玲館長開始思考用不同方式擾動典藏的

可能。以一座地域型美術館的角度，不只必須在廣

義地台灣藝術史論述框架底下找到自己的位置，更

需要呼應當代的文化品味和觀眾需求。李玉玲將自

己新接任館長後的期許凝聚成她「關鍵典藏」的計

畫－透過轉型法人三年典藏經費擴增的契機，典藏

劉啟祥〈畫室〉、莊世和〈詩人的憂鬱〉等具南部

藝術史脈意義，又同時回過頭挹注台灣美術史的作

品。「我的概念是，相對於以『人』為主，只要

典藏知名藝術家作品即可的典藏方向，更希望是

『人』加上『作品』，缺一不可的配合，來找到

有意義的關鍵作品去收藏。」李玉玲解釋道。

第二個相遇，則來自高美館長期經營的在地

研究。在李玉玲館長檢視高美館歷來對高雄藝術家

建檔研究成果的過程中，也接觸到不少富有啟發的

委託研究成果。其中，有二個研究案直接與多元史

觀特藏室的首檔展覽發生關聯，其中之一是李玉玲

委託台南藝術大學蔣伯欣教授所主持的《莊世和檔

案調查研究》。這個研究案聚焦於現代藝術初次拍

岸台灣的二十世紀初期，

藝術家莊世和身處島嶼南

端，在資源等種種受限的

狀態下，持續耕耘推動現

代抽象的嘗試。同時，屏

東大學黃冬富教授所主持

的南部展研究，亦透過口

述訪談的方式。關注了高

雄畫會在形塑在地美術的

意義。

最後的相遇，可以說

自李玉玲館長求學時代便已經深深埋下。在她攻讀

博士期間，對應（against）現代主義而發展的後現

代、後殖民觀點仍然熱切地受到當代藝術圈討論，

其所蘊含的包容、多元觀點，也是李玉玲不變的立

場和主張。這促使她提出，應從一個解消框架的角

度去觀望南方，而非自我受限於南方的位置。在虛

構性的基礎之上，多元史觀特藏室所要做的是回歸

典藏所蘊含的特質，捕捉到重新感受高雄美術的可

能性，更試圖反思現代主義下以形式演變為核心的

藝術史論述。正如同藝術家高俊宏〈再議南方〉所

言：「說『南方』是一種虛構，雖然會讓許多實

際上居住在台灣島南的朋友跳腳，但是確實也可

以是從各種脈絡來看的有機組合。……」*

由是，這些不同的內涵在李玉玲館長的思緒內

產生串聯，以正面應對「南方」（South）所蘊含

的變動性與為前提，意圖翻轉「南方」本身蘊含的

邊陲性，使其改而一躍化身向外凝視的主體，並依

此為基礎提出「大南方（South+）」的多元史觀

概念，扣合典藏作品的再詮釋，進而落實到典藏特

展室的規劃當中。

高美館三樓空間改造後，有別於原本鋪設暗色地毯的展間，改以淡色海島型木地板與均勻光線，帶來空間的開放與

延伸感。（攝影：林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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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年半時間沉澱多維敘事

新推出的多元史觀典藏特展是以一期十八個月

的常設展的形式，結合與高雄藝術和高美館典藏密

切相關的議題，並希望能透過常設展示持續發揮影

響力。其最初規劃以二、三檔展覽順序地依循時間

軸，逐步呈現現代藝術與高雄接觸，乃至逐步受轉

譯、詮釋且深化的過程。同時，儘管是以編年式呈

現為核心，卻非全然聚焦於藝術風格的變化，而是

將敘事主軸回歸到「人」本身－例如，藝術家的彼

此交流、社會氛圍的變遷、物質條件的改變等－透

過更貼近日常生活和城市脈動的方式，展現出以作

品風格為中心的策展或藝術史論罕有展現的軟性成

分。

多元史觀特藏室的首部曲《南方作為相遇之

所》，其起點正在歐美現代美術隨著日本殖民初次

進入「帝國南方」，進而來到「台灣南方的高雄」

的當刻。展覽的策展主軸不只關注藝術觀點的變

化，也聚焦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和彼此連結。「我想

關注的是此種隨著殖民引入的現代性在當地被重

新演繹的過程。甚至，我也相信，在重工業大幅

進駐高雄以前，這裡也曾經是人文薈萃的港口。

二十世紀前葉，剛接觸現代藝術的高雄，應當

是個相當細膩溫潤的地方。」李玉玲館長如此表

示。透過日本殖民而進到台灣的現代藝術，最顯著

的一種表現即是來自外光派（印象派以降提倡的自

然光線、實際人情捕捉）的寫生。作為一種異質的

新概念，或許現代藝術的學習曾有彷彿砂石進入蚌

殼的時期，然而珠玉確實地在時光流轉之間結成，

發源出屬於台灣、屬於高雄的視覺表現。

展覽內容分為幾個部分，其中有以高雄的畫會

及南部展為主軸，包括張啟華、劉啟祥等第一代投

入光影及周遭生活描繪的藝術家，以及南部展後續

的傳承。畫會的運作使館藏的相關作品也蘊含了脈

脈的人情，藝術家彼此的鼓勵、交流與扶持，隱藏

在其以風景寫生為主軸的作品表達之內，有了裡外

的扣合。另一主題，則是與蔣伯欣教授合作，呈現

南部現代抽象畫先驅莊世和檔案研究的部分。這顯

示了抽象性的表現同樣是現代藝術深入台灣南部的

另一重要面相。透過藝術家檔案的研究和呈現，更

反映出廣泛而如繁星綻放的時代精神。

1.



11藝術認證 NO.88 Oct. 2019

此外，《南方作為相遇之所》更關注城市圖

像記憶的形塑，以及當代和歷史的碰撞。李玉玲館

長特別在此次展覽，交由館內資深的策展人吳慧芳

和法人化後加入的新血輪策展人方彥翔搭配合作，

「在這次多元史觀特藏室，高美館也派出兩位調

性不太一樣的館內策展人，試圖藉著這樣的相遇

延續專業，更激盪出不同的火花。」李玉玲館長

解釋。其結果展現在檔案、作品的串聯與呈現。例

如，立基於城市考古的基礎，重建張啟華〈旗後福

聚樓〉位置與面貌，進而製作出虛擬實境展示的挑

戰，又如，該展邀請了當代藝術家蘇育賢與南部展

資深成員一同組成「大南方寫生隊」，沿著二十世

紀初期畫家石川欽一郎至立鷹峰寫生的腳步，再現

當初畫家注視風景、風景同時也融入創作者的心

境。同理地，觀眾走在展場，看見橫跨了數十年的

檔案與作品，回想曾經實存的地景，既像以現實身

軀對時間層次的翻動，更是對自身所處「南方」的

再定義。在展覽長期的展示和開放性的論述當中，

一種關於「是誰／於何時／相遇於南方」的敘事或

也於焉誕生。

2.

1.2.《靜河流深》訴求與城市文化脈動的深切對

話，呼應李玉玲館長一路以來對城市不變

的初衷。（攝影：鄭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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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館作為相遇之所

就感性層面而言，李玉玲館長也坦言多元史觀

特藏室恰如寫給高雄這座城市居民的情書。她提及

本身從小生長、求學於北部：「雖然在那麼多國

外的城市旅遊或居住過，但若要說長住並以自己

的腳步實際感受台北以外的台灣城市，高雄卻是

第一個。」秉持著自2018年《靜河流深》策展以

來，對於城市人文風景的熱情，李玉玲館長也要讓

多元史觀特藏室成為與觀眾更親近的窗口。「我

希望在這次《南方作為相遇之所》開展以後，能

聽到觀眾告訴我『館長，我知道這件作品在畫

哪裡！我對這件作品很有感覺……』」李玉玲館

長說：「例如，〈旗後福聚樓〉描繪地正是日治

時期的碼頭商業風景，豈不是與郭雪湖畫大稻埕

的〈南街殷賑〉同樣重要的作品嗎？透過這個關

注展覽，我們也希望再次強調城市特有的圖像記

憶，讓觀眾更加覺得美術館和自己有關，也和自

己身邊的人有關。」

事實上，李玉玲館長指出，對一座美術館而

言，她認為特藏室有彰顯並詮釋重點館藏與館舍精

神的價值。在全球富有獨自特色的眾多美術館中，

典藏的展現和詮釋一直具有關鍵地位。特別是對地

方型的美術館而言，「全球即在地，在地即全球」

（glocal）更帶著實質的意義。「我也期待藉多元

史觀特藏室這次的首部曲，能開啟全球性的對話

和被看見的可能。」在李玉玲館長看來，透過特

藏室建構屬於高雄這座城市本身的藝術特色，成為

足以和世界對話的「焦點」，便是一座城市美術館

的使命。

換言之，整個多元史觀特藏室的規劃，李玉玲

館長心中其實有三個層面的目標。首先，是地方性

的溫情喊話，希望能透過不同的典藏展現嘗試，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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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關鍵典藏」為宗旨之典藏策略，除具有

關鍵意義之前輩藝術家作品，也典藏當代性

作品，如楊順發〈台灣水沒〉等對於台灣西

南部環境和社會現實有詩意描述之作品。圖

為〈關鍵：2017新進典藏展〉一隅。（攝

影：林宏龍）

2.須田悅弘所創作〈鬱金香〉為《靜河流深》

所特別創作，後由高美館典藏，常設於新展

間之作品。（攝影：鄭景陽）

市民建立更深刻的連結；再者，是對於高美館在台

灣藝術史位置的探求，延續館舍的使命，企圖定位

出一個清晰的立場與敘述；最後，則是挺身加入全

球博物館熱議的典藏翻轉命題，希望以自身特色與

世界展開對話。

另一方面，呼應《南方作為相遇之所》的展覽

主題，李玉玲館長更期許高美館是一個市民相聚及

感受生活的所在。在李玉玲館長上任後，她從自身

對美術館空間與功能的理解與想像出發，提出空間

改造等方案。從104、105展覽室於2018年初改造

完成，到美術館自創品牌「高美書屋」的營造，再

到多元史觀特藏室與三樓展覽空間的互相增幅，李

玉玲館長一再強調空間最直接與人的美感體驗相關

聯；此次多元史觀特藏室亦是發生在重新改造後開

放的三樓展覽間，以樓高最為均質的三樓，作為典

藏特展場域。即便不是為了展覽才前往高美館，觀

眾依然可以於美術館享受與日常相結合的閱讀、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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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和交流，「希望讓高美館是『一個城市美好生活

的所在』，就是我一直強調的宗旨。」藉由舒適且

開放的空間感，解消美術館和市民的距離，並鼓勵

觀眾一再迴返。此外，李玉玲館長心中還有更大的

藍圖，是與高雄歷史博物館、高雄電影館攜手共行

的城市聯合典藏庫房，就坐落於高美館佔地廣大的

園區，真正結合多面、多維的蛻變新生。

如此眾多改變的發生，李玉玲館長也強調，是

有高美館眾多館員在背後全力推動。她更感謝文化

部前瞻計畫的挹注，以及高雄市政府的支持：「如

同先前所說，25年的高美館不只想『蛻變』，更

希望是一場真正的華麗轉身。」

餘論：投望南方的擴延

訪問當天，李玉玲館長就坐在高美書屋旁的咖

啡桌，迎著午前的日照，若有所思的說：「很奇妙

的是在這個地球上，北方多是大面積的陸地，而

南方卻多海及島嶼。」窗外，高美館園區種植的

熱帶植物正在款款隨風搖擺。

事實上，有關於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

討論是李玉玲館長來到高美館以來，一直關心的議

題。從1960年代社會學、人類學乃至於歷史學等

人文學門的熱切討論，到近來當代藝術對於後殖民

的再度反思，其反映了一種質疑了歐美向外殖民輸

出的價值觀，試圖重新爬梳、盤整受到殖民或學習

所謂「現代社會」遊戲規則的區域的自主性。在此

層意義上，「北方」似乎扮演了指導或輸出的角

色，而南方則是希望站穩腳步的接受與轉化者；富

裕與先進的北方，似乎便相對著在殖民歷史脈絡之

下，較為「落後或貧窮」的南方。

而在李玉玲館長的想法當中，她近來更常提及

的是所謂「P.A.N」－泛‧南‧島的說法。她希望

以「泛‧南‧島」作為打破疆界的方式，這三個字

母剛好代表「pan（泛）」+「auster（南方）」+

「nesian（島嶼之民）」的概念，企圖透過重新定

義不設限的文化態度。「這跟我自己一路以來面

對藝術的態度有關……我一直在思考，有沒有一

種論述能真正打破分界、不用分群分類卻還能彼

此互動。」李玉玲館長說。所謂邊界，畢竟是透

過人類想像所構築之物。不同於大陸既定的固有邊

界，李玉玲認為海洋則擁有更高度的包容性和移動

性，「正是因為海洋的此種流動與介質特性，人

群－例如南島民族的廣泛為移動才成為可能；在

這裡，海洋是連結，而不是分隔。」而正因為高

美館處於台灣南部的位置，更有條件成為聯繫、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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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的中介處。此一「泛‧南‧島」的想法，也將於

不久之後，延續其以南方為主體的思考，綻放出成

果⋯⋯

改造後的高美館自創品牌「高美書屋」，結合書香與進駐於館內的「明日圖釘」咖啡香氣，帶來城市慢活的想像。（攝影：林宏龍）

※訪問、撰文│徐柏涵 *高俊宏，〈再議南方〉，《藝術認證》76期，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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