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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擔任高雄獎的觀察員了，我有新鮮事

可說嗎？1 這個問題至少有二個面向：去年的高雄

獎與今年的是否發生差別，以及二次的觀察經驗

是否讓我能更深入地看到什麼？

高雄獎經過五年來的調整，已經進入制度

明確、細節完備的成熟狀態。在今年的籌備會、

初審的九個類項評審會，以及複審會等共計十餘

場會議中，館方總是開宗明義、不厭其煩地說明

初審的分類已不再是討論的議題，而是一種經過

驗證的信念與身分識別。既然以初審分類為最大

特色的制度之討論已經飽和，作為觀察員（這個

角色本身也是高雄獎之重要特色），我的工作是

如同一位駐地記者，要盡可能詳實、客觀地記

錄，或是如多位評審都曾半玩笑說的，是「監

再次觀看高雄獎
大雅小品　以及其它

文／蔡佩桂，高雄獎觀察員（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視」－－是為了避免評審之間黑箱作業，而做為

一個移動人形告示牌，讓上面的無字天書「錄影

中，請微笑。」隨時提醒著大家？

我無意提出觀察筆記的詳實流水帳，而想在

此列舉幾項對比性的現象，希望從中拼貼出2014

高雄獎的點滴面貌。首先，一個感受的對比：在

今年初審會中，攝影類的評審多認為該類整體水

準值得稱許，新媒體類項也有評審認為今年的水

準比去年好，而複合媒材類的評審卻大多感到失

落，其中某位評審甚至喟嘆今年的作品失去了高

雄獎的野性火花，出現不少模仿犯，整體表現上

以「平穩」還不足形容，而是「平庸」。再者，

一個評審過程中在空間上的弔詭：雕塑類在二維

狀態中評選三維的作品，於是優勝作品虜獲的是

52  1／5

208  1／5

195  1／4

173  1／3

156  1／5

130  1／2 1／4

104  1／5

86  1／3

65  1／4

1／5  52

1／5  208

1／4  195

1／3  173

1／5  156

1／4 1／2  130

1／5  104

1／3  86

1／4  65

展覽迴響Views on the Museum Exhibition

藝術認證  I  109

1 范思琪　安靜地，流動著　紙、原子筆　80x80㎝x2pcs　2013
2 許聖泓　相紙輸出、文件、畫布、壓克力顏料　700x300x385㎝(展示空間)　2012~2013

評審對其「觀念」之欣賞，以及想看看原作到底

是如何的好奇。三者，油畫類與書法篆刻類形成

了一個時間上的對比：在油畫類中，由於二位評

審當天因病、因事接續告缺，其他三位評審既然

超過原評審團半數，符合會議進行規定，於是面

對了159位參賽者，一個下午觀看了477件作品與

其創作自述；在書法篆刻類，同樣由三位評審進

行，但等待他們審閱的是5位參賽者、15件作品，

在顯得寬裕的上午時光裡，原本就弱勢的類項遭

遇著「空前危機」，所幸結果如其中一位評審指

出的，並不弱於以往。2 此外，有一個同、異的對

比。素描Drawing類與水墨膠彩類的評審結果皆出

現高度的共識：素描Drawing類的入選作品都呈現

手感線條長時間堆疊的畫性趣味，而水墨膠彩類

入選作品則都書畫出抒情、典雅的人文墨韻。有

趣的是，二個類項也都在評審尾聲出現了一些警

醒：素描類有評審發現帶有功力的表現性素描恐

怕不具得獎相，而水墨膠彩類也覺察具破壞性、

勁爆性的年輕語彙並不見容在此類項。最後，版

畫類的三件入選作品則共同提出一個尺寸的對

比，那就是大尺幅作品上的外顯型勞力與小尺幅

作品中的濃縮型勞力之間的眼識問題。最後，在

評審方法上的態度對比。關於評審間的意見交

流，初審評審較可能主張為了公平起見，評審不

應替作品說話，即評審過程不應經過任何關於作

品的討論，而是讓投票票數直接決定結果。相反

的，複審時往往有大量相互說服的拉鋸過程，彷

彿為最高頭銜與最大額獎金之頒予進行把關的是

五道「心的關卡」。

這些是今年的新鮮事嗎？我想，它們是今年發

生的事，卻不是在比賽情境中，特別新鮮的事。就

像比賽中總會有不少再接再厲者，二次三番地在相

同或不同類別中，送交著類似的視覺符碼，彷彿是

藉著比賽來書寫其延續性的創作脈絡。於是，觀察

幾屆評審會，我們也就「認識了」再試身手的參賽

者，形成了「封閉性評審」實為不可能的一種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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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3 當然，我們樂見參賽者藉著比賽自我督促與

磨練，翻看高雄獎歷史也不乏在二、三次參賽之

後，終於獲得最大獎的勵志故事。但是，在我連續

二年觀察高雄獎的經驗中，所閱讀到的重複出現之

語彙，卻以一種不釋懷的方式，釋放了去年我在某

些作品上感受到的遺珠之憾，沒有帶來釋懷的輕

鬆－－與觀看那些重複時冒現的酸楚相比，為遺珠

抱憾至少帶有積極的期待。

在作品上總而言之，今年是高雄獎的休養生

息的一年，處處是大雅化的小品。在高雄獎的陣

容中，有怡然、寧靜、內斂的鉛筆筆畫修行，其

中絲毫不見石晉華式走鉛筆的自虐力道與強制監

控下的激情。高雄獎中也有「才華令人激賞」、

「令人想起Lucid Freud」的人體畫，其表現主義

式揮灑原來是一個安全感的機制結構。4 高雄獎中

還有電腦刺繡的攝影，讓信仰場景變成民俗圖

騰，在平面與立體現成物之間，展示著不同的漸

變階段，在理性的佈局中疏冷了信仰的熱切。我

們也看到高雄獎中有帶著「都會性」成熟的觀念

主義化柴山風景，作品中呈現許多空白，來運作

繪畫、攝影、文字之間的「互文性」，並要求著

更多空曠來賦予詩意。5 此外，谷歌情境劇展演網

路速成知識的荒謬性，其中二部歷史事件動畫嘲

諷了虛擬真實的建構方式，充滿了實為可口小

品、不傷大雅的無厘頭「無端事件」。6 

以上，片段觀察拼湊我的2014高雄獎印象。

以下，我想藉著觀察高雄獎，觀察我們對藝術競

賽的可能觀察。

所謂藝術競賽，不外是在一個機構與機制之

中，集結著一群期望得獎、尋找舞台的藝術家。

對於得獎者來說，好處除了名與利之外，更能自

我實現、確認自己在藝術圈的歸屬等。對於給獎

的機構來說，意義除了在於獎掖後進、收藏新

秀，也在於體制的自我確立與身分塑造。在這個

1 邱國峻　幻境神遊　攝影、絹布輸出、刺繡；版數6　115x75㎝, 110x75㎝2013
2-3 羅天妤　谷歌情境劇截圖　單頻道錄像2分50秒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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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競賽的過程中，還有一些角色如評論者、觀

察者、檢舉者等伴隨著出現。由於各方人馬各有

目的，藝術競賽突顯出藝術創作的不純粹，而顯

得現實而弔詭。畢竟即使我們都知道從來沒有純

粹藝術的存在，純粹或脫利益性還是我們對藝術

無法摒除的期待。一個有趣的例子是作品的尺幅

與誠摯性之間的關係。「作品很好，可惜太小」

是評審會中經常聽到的惋惜。小作品經常被視為

小趣味或是張力不足，但其創作的誠摯很少被質

疑。相反的，龐大而氣勢奪人之作，卻容易讓人

警覺其做大的野心，似乎得獎的企圖心昭然在作

品表面上，影響了作品的質地。這個小故事重演

在今年高雄獎複審之時。

觀察一個藝術競賽，若我們憑著「後殖民」

的文化素養，可能會立刻警覺到：「獎」是一種規

訓、治理的技術，它以歷屆得獎作品的風格來引領

或制約參賽者的品味，如台北美術獎近年來似乎邀

請著某種學院氣質的計劃型創作或跨領域實踐。這

個觀點雖然有理，卻不是特別細緻的洞察，較難描

述一個沒有或不形成自己獨特品味的比賽，如何規

訓著未來的參與者。高雄獎就是這樣的例子，因為

我們確實較難預測什麼樣的作品將在這裡脫穎而

出。那麼，若說所有比賽都難以避免施展其馴化力

量，是什麼可能規訓著有志於高雄獎的創作者？

首先，除了偶發參與者可能一時興起，來碰

碰運氣之外，高雄獎作為一個年度盛事規律地舉

辦著，確實可能對青年藝術家之培育、養成起著

一種生涯時鐘的規劃作用，但這當然不是高雄獎

特有的效應，而是競賽本質（框架化）之一種外

顯。在時間、空間或其他面向上，競賽往往以長

時間來框架出創作生成的形貌。若要找出高雄獎

的獨特框架，作為特色的初審分類、複審不分類

便是一種了。初審分類讓該媒材類項的專家先確

定入選作品的品質，不分類的複審再檢視其原創

性與議題性。比起不分類的競賽，高雄獎可能要

求著參與者提早世故，因為對於參加哪一個類項

的判斷與決定，不只表示創作者對自己作品的認

定，也已是對評審過程的一種沙盤推演。

1  吳政璋　台灣「美景」－海岸系列　錄像，7分55秒　2011~2013
2 顏鵬峻　冥　數位輸出相紙　60x40㎝x9pc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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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高雄獎要求參賽者提供三件未曾在公辦

美展獲獎之作品（一件主要、二件參考），此規定

也在某種程度上將作品規格化、物件化、分殊化。

當然，這其中還是存在著詮釋的空間。例如，今年

在新媒體類曾產生作品同一性的爭議，詰問著什麼

是同一件作品？何時又可說是另一件？這個問題在

具複製性作品之上，似乎是界線分明。根據徵件簡

章附則，「具複製性之創作(如版畫、雕塑、攝影

等)視為同一件作品，不因修改而為不同作品。」

原本入選的某位參賽者在參選過程中另外獲獎，也

因此不得不自行退場。離開了複製性，問題變得較

複雜而具彈性。例如，在＜谷歌情境劇＞系列作品

的高度流暢中，參考作品二＜示意圖＞過去曾作為

另二件作品之成分示意圖的身分成功減弱，從局部

提昇為一件完整作品，獨立展演著關鍵字搜尋結果

之客觀排列圖錄。7 

最後，我想反省的是，高雄獎作為受矚目的

獎項（總獎金250萬，為所有公辦美展最高），

投件數量龐大讓人既喜且憂，因為委員們難免短

時間內消化大量作品的評審經濟學。掌握精要，

援引過去閱讀作品的經驗進行圖象辨認，再藉著

想像填補閱讀時因節約能量所產生的空白，這樣

的過程並不只發生在閱讀作品書面資料的初審之

時。作為觀察員，從初審看到複審，在一次又一

次的閱讀之後，仍發現許多疏漏，我特別驚恐於

這樣的人的侷限。

注釋：

1 去年尚在英國完成博士學位的我，擔任了海外觀察員，今年則任國內觀察

員。非常感謝高美館給我一個獨特的機會進行連續二年的高雄獎觀察工

作，特此銘謝。

2 館長謝佩霓女士語。

3 「封閉性評審」為初審委員陳宏星語，指高雄獎只觀看參賽的三件作品，

不論其它背景。另外，以歷屆評審委員人選中難免的重複性來看，有不少

人能連續觀看數屆評審會。

4 這二個形容語句為分別為複審委員潘小雪與廖新田所言。

5 「互文性」、「都會性」分別為複審委員廖新田與連俐俐所言；關於此作

要求更大的空間間隔，則為初審委員吳瑪悧在決選時所提出。

6 「無端事件」為評審委員陳蕉所策劃的展覽名稱，這裡提及的創作者為

其中參展人，展期2013.8.24-9.29，在海馬迴光畫廊展出。

7 關於參考作品二＜示意圖＞過去曾為另二件作品之成分示意圖的事實，為

評審委員陳蕉在初審初選中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