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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周年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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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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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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計地討論著艱澀的藝術哲學，有些則輕描淡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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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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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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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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