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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的真理與真相 
高雄獎研究取徑初探

文／蔡佩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前身為高雄市美展的藝術競賽「高雄獎」，乃塑造

台灣當代藝術形貌的南部重要機制之一。1995年由高雄

市立美術館（高美館）正式開始承辦高雄市美展；1997

年高美館將獎項改為不分類的「高雄獎」，審查方式採初

審分類、複審不分類，開啟了「高雄獎」的歷史書寫。

2016年「高雄獎」邁入第二十年，在這個歷史性時刻，

高美館進行「高雄獎」研究，乃其重要歷史任務。很榮幸

受託進行此任務，這篇文章乃此研究取徑初探。

談論藝術性的獎，不能不面對其令人既拒又迎的雙面

性。在James F. English （2005）的經典研究The Economy 

of Prestige: Prizes, Award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Value中，我們閱讀到一方面，早從西元前六世紀的希臘戲

劇與藝術比賽以來，藝術獎項便存在人類世界中，是人類

文化中慣有、熟悉的組成；另一方面，藝術獎項也威脅著

我們對藝術擁有自由、自主的期待，揭露出藝術與金錢、

政治、社會與時代之間的複雜關係。1 面對藝術，我們比

較不會想起物競天擇、弱肉強食乃是生態演化、平衡之

道，競賽原是生物生存、繁衍途徑，人類的藝術行為自不

例外。我們對藝術獎的複雜、矛盾情愫，肇因於我們對藝

術是自主、自由創造的浪漫遐想。

高雄獎亦如此有其雙面性。閱讀一下2016高雄獎的

文宣，留意加上粗體處，便可見此弔詭：2

經過20年的耕耘，「高雄獎」已成為藝術新銳被發

掘的平台，經由「高雄獎」的認證，使得獎新人容易被看

見，近年來更是各大藝術博覽會爭相邀請的對象，海內外

藝術界人士矚目的焦點。因此每年超過600人，近2000件

作品同台競爭，經過初、複審委員審慎評選，每年約產出

40位參展者，競爭激烈。

高雄獎的辦理旨在鼓勵藝術創作及提升創作品質，

得獎亦是踏進國際藝術舞台的門檻，高美館歡迎您盡情發

揮。

在高雄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高雄獎獎金金額高達

40萬元。徵件類項依媒材屬性區分為8大類，分別是水墨

與膠彩、書法與篆刻、油畫與壓克力、素描Drawing與版

畫、雕塑、攝影、複合媒材以及新媒體New Media。獎項

設立有最高榮譽—高雄獎5名、優選獎8名、觀察員獎、入

彭泰仁　〔於是，是一種我們〕　油畫　162×260cm　2013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2014高雄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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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若干名，自去年起，在財團法人何創時書法藝

術文教基金會贊助下，增設「何創時書法篆刻類

特別獎」乙名，獎金10萬元，鼓勵書法篆刻創作

藝術，期許廣納更多優秀書藝創作者送件參賽，

與高美館共同推動當代多元之書藝風貌。

這裡有許多邀請性、鼓勵性、說服性的言

語，充滿曖昧與暗示：「各大藝術博覽會爭相邀

請」可能指向藝術的市場化；「海內外藝術界人

士矚目的焦點」可能是種虛榮與浮華；「踏進國

際藝術舞台」可能等於追名逐利；「獎金金額高

達40萬元」即是以金錢鼓勵創作，可能利誘、收

購、收編了藝術；「每年超過600人，近2000件

作品同台競爭」可能形同踩著眾人的步伐、碌碌

於芸芸眾生之中⋯⋯這些利多不但促發令人焦慮

的負面翻譯，也不能保證「提升創作品質」，更

可能讓藝術家為了追逐於斯而採取策略性創作，

無法真正「盡情發揮」。

此外，若以Excel列出高雄獎的歷屆評審，人

名的重複性將立刻現形成符號，明喻著權力、資

源有限分配的系譜。這不是秘辛，而是公開的線

索，指向幾個重要藝術學院、排外的藝術圈，完

全不令人訝異。

再者，藝術競賽的評比範圍根本難以真正

限定，因為它不可能純然是幾千、幾百件藝術作

品的品質高下之分，畢竟藝術品早已不可能以單

純的物件性臺座與框裱來確保自己的身分，其內

部與外部已難以清楚界分。光是評審委員是否在

其他場合看過某一作品，即能影響它的可見、可

聽形式所能給出的感受與意義，進而影響評審過

程，更別提能更強勢主導的評審品味、藝術家人

脈等。

這些是藝術獎的必要、難免之惡，絕非高雄

獎獨有。

譬如，臺北市立美術館（北美館）主辦的

臺北美術獎當然有著類似的藝術獎之惡，且可能

程度更甚。藝術家陳萬仁便曾坦言，臺北美術獎

對年輕藝術家的重要性，「其實就是特定的晉升

管道，第一關，臺北美術獎、接著『台北雙年

展』、台新獎、終身成就⋯⋯威尼斯雙年展台灣

館」，且更無奈的是，「這其實就是藝術界的現

實，因為我們得了獎就會得到很多的關注，很

多例子都是這樣，你不可能逃避這樣既定的邏

輯。」3 在這目前似不可逃避的台灣藝術家晉升管

道中，高雄獎可能只位在更初階的「試水溫」位

置，只是開啟藝術獎之大惡的小惡。4

如上對藝術獎進行生態分析當然很是重要，

藉此我們揭露藝術的真相，看清資本與文化資本

的同構，理解藝術生產的環節、體制與權力的結

構，描繪出藝術圈中黨派、羽翼集結的型態。

但在藝術獎中，我們總還是期待不只看到

藝術的真相，而是更能發現藝術的真理。如Boris 

Groys (2016) 所言，若藝術與真理無干，便只是

一種品味，如同設計一樣。5 我們總還是期待參賽

的藝術仍然還是藝術，若它們與真理無干，我們

便只能面對不待點破的終極、永恆真相：出線的

藝術家設計了作品，靈敏地站在潮流前端，以當

代形式討論曖曖內含政治正確的發燒議題，讓作

品在競賽遊戲規則中展露適切品味⋯⋯我們於是

將處在這樣一種看透的貧瘠之中。

然而，在藝術生態池中打滾的參賽作品，能

乘載什麼真理？或者該問，藝術作品參賽後，還

有資格與能力傳達藝術真理嗎？

我相信藝術獎的人本研究可以回答這個問

題。以高雄獎為例，若將高雄獎項的歷屆得主設

定為主要研究對象，關懷這些人與這些人的存

在，書寫高雄獎的藝術家傳記，可以接近高雄獎

參賽藝術的真理。但這不是回到單純的作者論，

模仿文藝復興時代的Vasari，書寫一本《傑出高

雄獎藝術家生平》（Vasari的書名 Le Vite de' più 

eccellenti pittori, scultori, e architettori 直譯中文即

《最傑出的畫家、雕刻家與建築師生平》，可見

其評比本質），而是要尋找一種「從下而上」的

觀看，觀察青年藝術家眼中的高雄獎與其對生涯

之影響與應變。

在2010年北美館討論臺北美術獎專書《臺北

賴易志

〔母體系列（消溶中的母體）〕

攝影　

66×100cm×1, 100×66cm×3

2005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2006高雄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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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獎回顧2001-2009》中，高千惠曾提出「臺

北美術獎」對台灣青年藝術家出路影響之研究，

她的觀察相當細緻、深刻。她認為「在未來被檢

視的對象，未必是歷屆得主，反而可能是歷屆評

審」，6 畢竟歷經十年的臺北獎「『獎』的力」根

本上來自評審機制所建立「知識可以代表品味和

美學的優勢權」之系統上：

歷屆評審是臺北獎所產

生的「『新藝術發生』之『知

識營造者』」。透過「評審

結構」決定「得獎或入選結

構」，「得獎或入選結構」決

定「藝術年度宣言」，「藝

術年度宣言」造成「趨勢印

象」。7

但這大致屬於一種「從上

而下」之決定論，因此高千惠

會發現參賽的創作者「面對了

一個冷暖自知的問題：究竟歷

史登錄和市場機會，是否真的

讓自己成為一個所謂的好藝術

家？」， 8 畢竟「任何文藝獎

項，都沒有長期培育得獎人的

實質義務」。9 但事實上，以高

雄獎而言，獲得「最高榮譽」

高雄獎的作品即至少一件進入

高美館典藏，除了作品本身獲

得恆溫恆濕的永久專業照顧之

外，館方策展也經常考慮高雄

獎得主，這些可說是某種程度

的長期培育、某種長久關係。

這讓高雄獎成為人本研究的良

好場域，可充分探究參賽創作

者「冷暖自知」問題。

進行藝術獎的人本研究，

不是為了描述高雄獎項的歷屆

得主如何被官方 /館方挑出的

「知識營造者」篩選為「新藝

術」發展的集合體，而是要從

他們身上找出藝術家「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

創作彈性，探問在競賽的徵件規則、南北藝術獎

的生態形塑下，藝術家如何回應，並設法維持藝

術創作的自主與自由。進行藝術獎的人本研究，

也為了呼應高雄獎「選人為主」之精神，10 尋找

Ernst Gombrich在《藝術的故事》中所說「沒有藝

術，只有藝術家」的當代或現下意義。11

周珠旺　〔石頭系列：足跡〕　油畫　116.7×74.7cm　2002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2003高雄獎）

十九世紀中德國作曲家華格納（R ichard 

Wagner）曾在劇場當中尋找、實踐「總體藝術」

的理想，將舞蹈、音樂、詩結合，意圖產生觸動

人類整個感官系統的綜合藝術經驗。時至今日

「總體藝術」的意義應擴延到作品的感官經驗層

面之外，成為藝術家的整個層次組成，所造成的

藝術品總體場域。Groys 曾指出「當代藝術家實

際的作品其實是他或她的履歷」，由於網路的普

及，我們已經處在全面的藝術生產的狀態。12 事

實上，不管線上或離線，當代藝術的生產都已

經是一種總體經營的狀態，藝術家必須塑造形

象、營造人脈、與粉絲交流、刺激與控管作品傳

布⋯⋯等，經營著種種關係。這些過去由經紀人

或策展人從事的工作，現在藝術家多少都須自己

處理，如此的「關係美學」已存在生活之中，組

成藝術家的整個層次，是我們現在該書寫的《藝

術的故事》，情節可能包括什麼樣的藝術家讓高

雄獎之桂冠啟動了其成為藝術新星的過程，或有

助其攀登事業另一高峰；什麼樣的藝術家有過不

只一次，甚至數次的高雄獎參賽經歷，最終登上

高雄獎的寶座；什麼樣的藝術家雖未獲最大獎，

但頗受到矚目；什麼樣的藝術家在得獎前已頗有

知名度或已在藝術學院任教，還願意「冒險」來

參賽；什麼樣的藝術家雖非美術科相關科系出

身，卻仍然能在比賽中出線；什麼樣的藝術家在

獲高雄獎後，經歷上未再增加重要比賽大獎項

目；什麼樣的藝術家先拿到高雄獎，進而轉戰台

北獎；什麼樣的藝術家先拿到台北獎，進而轉戰

高雄獎等。

這樣的高雄獎之「藝術的故事」，還能讓

我們再次觀看高雄獎對於初審以媒材分類之「堅

持」。關於高雄獎這個最大特色，多年來不乏

反、正二種意見的辯論：例如，2006年高美館開

始在《高雄獎》展覽專輯匯集評審心得與觀察文

章，陳瑞文便於〈關於2006高雄獎的幾個現象與

期待〉一文中，點出「藝術類型分類評審在學理

上的荒謬性」，並直指這種獨特的評選方式，主

因乃是在地藝術家的堅持，以及台北、高雄藝壇

張慶儀　〔契形〕　黃銅、釣魚線　20×20×17cm、40×27×11cm　2015（2016高雄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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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活潑性與水平差異；13 隔年李俊賢以〈歷史之

內‧潮流之上：高雄獎的深層結構〉（2007）

一文，表達認同高雄獎之「分類初審、不分類複

審」。他認為此種評審設計乃是「尊重台灣美術

史」之發展現實，反映了台灣不同媒材創作的多

元藝術生態，而評審應該來自各類媒材代表，以

其對不同媒材之了解，來提出自己的觀點。14

這裡只是從《高雄獎》歷年展覽專輯所集結

的眾家說法中，從前頭舉出二例。對這個高雄獎

不曾改變的初衷，討論其實已達某種飽和狀態。

15 我們如何能有新的觀看之道？

高千惠在〈疏離與連結－非異國情調的當代

環台風景線〉（2015）文中表示，「高雄獎的多

元性、傳統媒材保存、書畫雕塑等類別的存在，

使其當代性中維持了技藝的必要性」，雖然對她

而言，在最後的決選，已「不再是媒材技藝的問

題，而是思想與傳達的比較」。16 但是，回到藝

術的起源，藝術不是今日較狹義的美術，而是最

好的技藝、技術，即「好之精進」，慣用語 'state 

of the art' 便是在這層意義上。17 此外，在語源

上，藝術也是連結之術。18 高雄獎的初審以媒材

分類，等於強調著以技術、技藝來把關，應該從

這二個層次來理解。對高雄獎進行人本研究，可

以發現藝術家其人與其藝之間的複雜連結關係，

即使是在最後的決選，都仍同時是媒材技藝的問

題，以及思想與傳達的問題。

對美術館而言，從這樣的人本研究中究竟能

得到什麼? 我會說，是一個反身思考的契機，讓

美術館反思其「世俗性」、重思其生產藝術、製

造藝術經驗、推高藝術家價值之種種技術。Groys

1 English, James F. (2005) The Economy of 

Prestige: Prizes, Award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Value (Cambr 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4.

2 2016高雄獎的文宣，見高美館官網，http://

www.kmfa.gov.tw/home02.aspx?ID=$1001

&IDK=2&EXEC=D&DATA=5203 [Apr. 10, 

2016]

3 2010年由臺北市立美術館出版了討論臺

北美術獎的專書《臺北美術獎回顧2001-

2009》，附錄中收錄了討論臺北美術獎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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