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戴嘉明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新媒體藝術學系教授
圖｜臺北藝術大學提供

一個當代的光藝術節慶應該具有什麼樣貌？

本期《藝術認證》邀請到戴嘉明教授從他推動關渡光藝術
節到「養光計畫」的經歷，談及光藝術創作和節慶的想像。
對於臺灣光藝術節慶的表現，戴嘉明教授提及，早期臺
灣的燈會具有較強民俗性色彩，有一座以當年生肖為主
題的主燈，並以集合攤位的形式展出同樣回應生肖意涵
的創作花燈。可以說，熱鬧有餘，但藝術性卻有不足。
戴嘉明教授進一步指出，對於光藝術節慶，最重要的一
點便是裝置應該跟場域發生關聯，有其空間場域的配合。
換言之，應思考如何對地方產生意義，或改變地景／地
形原本的面貌，使得地方和觀眾因此有新的關係，以光
的藝術裝置去產生新的層次與想像。其中，「場域性」及「議
題性」缺一不可。也是在這樣的反思下，他也思考如果把
光藝術跟場域的結合給「制度化」，試著把光藝術介入學
校各個區域，去實踐想像中臺灣光藝術節慶的樣態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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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渡光藝術節已經進入了第 6 個年頭。這個藝術節
的擧辦，一開始是想有別於傳統燈節集中攤販式的
展出。過往，傳統燈節往往選擇一空曠場地，再分
割成幾個展區，規模大，也吸引眾多民眾前往。參
觀人數往往是主辦單位視為成敗關鍵，以行政部門
投入龐大經費的效益而言無可厚非，然而以欣賞光
藝術的角度而言，似乎有更小而美的方式。

基於這樣的動機，加上北藝大校園夜間的安靜單調，
新媒體藝術學系開始有辦理光藝術節的想法，也獲
得系所跟校方支持，以實驗創新的科技藝術精神打
破沈寂的關渡山頭。從草原上與光共玩、利用水介
面的浮光、成為裝置產品的養光，到今年燭光晚宴
的沈浸式餐飮，是關渡光藝術節的蛻變過程，也呼
應新媒體藝術對光藝術的實驗精神⸺�光節應該是
隨機變動的狀態。

我們以「場域如何展現光的藝術」為主要訴求，選
擇了臺北藝術大學的校園作為光藝術的展演實驗場
域。從第一年 在校園入口的鷺鷥草原到用學校游泳
池館以及美術館到今年的達文西餐廳，我們嘗試如
何讓光藝術跟場域的結合成為 新媒體的地景藝術 或
成為一種奇觀。如何讓作品有其被觀賞的方式，是
一開始選擇校園戶外空間的考量。透過在廣大的校
園內只放置少量作品，每個藝術家能為其作品找到
最佳觀賞角度予以詮釋。從日常的空間印象置入夜
間的光裝置、互動甚至是表演，以擾動空間的形式
來思考空間介面的過去現在、存在不存在、意識非
意識、靜止與流變的諸多議題討論，形塑成為該校
園角落的空間記憶，以光的形式烙印在腦海中。

例如在校園角落玩光，讓光成為地景藝術也是互
動藝術，從白天洩氣到了晚上會自然充氣發光的
〈Playkid〉，其型態的變化由攤在地上的一塊布到晚
上是一遍成為躺在草原上的巨大太空小孩，樹旁掛
著發光變色的彩球，邀請大小朋友一起來草地上玩
耍，夜間限定 5小時，時間到了又會消失恢復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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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灰姑娘的變身。另外利用踩踏水溝蓋發光的〈竄
流〉，聚焦於「水溝底下的世界，不起眼、不被注意，
但在這條水溝上，踏上去的瞬間開啓了非日常的體
驗，在感官經驗之外，觀者在那直覺的一瞬間去選
擇關注或是忽略。」²

在兩棟鐘樓對話的光束〈Blue Dream〉³，則以「對
面的事情，對面的關係，對面的空間，對面的相對
座標」為核心概念。而藝術家林靖佑〈力光見影〉
是運用「壓力」的強弱與燈光裝置互動，將「力的
傳達」同步轉化為顯現於地板之光影強弱效果，參
觀者可以身體之重量坐壓或以手按壓如椅凳般的燈
光裝置，當施予力量越大，裝置顯現的光照強度越
強，同時投影於地面的光影面積越大，效果越為顯
著。當「壓力」消失，裝置回覆原始設定狀態，本
體僅發出柔和的微光與小範圍的投影。「力」是種
具有強勢影響力的狀態，此作品以「光影」為介質，
表達出將無形的「壓力」轉化為有形的光影效果。

又如藝術家高德亮的〈草原座標〉，提出「在自然
界之中，由於生長模式的繁雜，以至於直線的構造
元素顯得十分稀有。作品嘗試以線性光作為媒介，
以均等的水平向光線，於垂直生長的草原地景上進
行切割。光點於人造與自然的交集處成像，並以一
種類自然生長的狀態下往外蔓延。以人工的架構呈
現自然的模式，形成一幀非人工亦非自然的造景。」
夜間校園在關渡藝術節期間，化身為發光的觀賞、
互動、遊玩裝置都在邀請民眾一同來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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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嘉明，〈Playkid〉，
2016 關渡光藝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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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德亮，〈草原座標 〉，2017 關渡光藝術節

林靖祐，〈力光見影〉，2017 關渡光藝術節

高德亮、黃懷陞、許巽翔，〈Blue Dream〉，2016 關渡光藝術節

呂孟蓉、蔡孟汝、盧玫瑛、起慕德塔娜，〈竄流〉，2016 關渡光藝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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