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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時尚攻略（四） 
 
美麗的擬態 
/楊子強 
	

昨晚卸妝後呼吸了一夜的臉上肌膚，還是有些蒼白。輕揉著眼眶四周的穴位，試著激活些血脈神經。沒戴著彩色濾光

鏡片的眼睛，透過手指縫隙間，窺見到鏡子裡一對澄清的眼眸，原始而動人。粼粼眼波，正是昨夜月色殘凝逗留之

處。灰褐色的圓月光暈隱約浮動，一眨一眨之間望著鏡子裡那稍稍顯露血色的臉龐，似乎又陌生了些。 

 

黑色的眉筆輕輕劃過眉梢，在轉角處稍稍停留。沿著眉峰斜斜掠下，遙點在那流轉的眼神之外。別過頭瞄了瞄鏡中臉

側的輪廓線，除了額頭，瀏海和鬢髮之間所構成的，可調控的黃金頭型比例區塊外，其他能夠加以修飾的輪廓剪影，

就只剩眼睫毛的鬈長度和不受控的雙下巴了。輕輕用手指彈著第二下巴的脂肪團，試著調配出昨天午後在時尚雜誌上

所看到的當季眼影彩妝，探尋著那堆砌漸進，暈開的層次感，心裡不自禁的讚嘆著那些彩妝大師們如何細膩敏銳的調

度著光影和色彩。眉目間每一季的風情，永遠夾帶著走在當季時尚前端的無限滿足。每日形像的新鮮微調模擬，是積

極的時尚生活態度，不曾鬆懈如眼睫毛末梢上極限放肆的，不斷伸張的睫毛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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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子！鏡子！如此精雕細鑿的美麗在鏡面的另一端存在著。我是這世上最美麗的人嗎？無懈可擊!無懈可擊!感謝時尚

的力量，讓每個人都能夠像月光仙子般華麗的變身。這是現代時尚的魔法，只要化身進入這彩妝盔甲的美麗擬態中，

還有什麼想法是無法實現的呢? 

 

《費柯・仸柯》了解到時尚不只是美好生活的調味劑，更是社會層面上，職場空間內，必須被認真看待的生活擬態方

式之一。因此，我們特別摘錄自金山上的美容院——擬態：藝術現形記座談會，第一場講座《掩目：以美之名》的部

份座談內容與讀者們分享。通過倆位學術達人，楊子強教授和白適銘教授的知性角度，從各自的生活哲學中，深入剖

析和闡述了有關於美麗的擬態所存在的形式和聯想，讓您能更深入的理解和掌控生活中美好純粹的存在感。以下為

《擬態：藝術現形記》的講題概述和兩位學術達人的座談內容摘要。 

 

第一場《掩目：以美之名》 

/白適銘教授、楊子強 

 

和生物界相同，人也會為了生存而「擬態」。只是「以美之名」從外而內，從生理到心理地改造自己；或「以美之

名」區分出你我之間的不同，進而排斥他人，框限自己。借「掩」蓋自己的視線，或透過縫隙窺視，人形構出「美」

的典範。而藝術，作為一不安分角色，則不斷試圖衝破那被制約的典範。從此來討論藝術中美（或美學）的價值判

斷，其判定標準如何隨時代改變而受牽引？藝術家又是透過什麼樣的媒介揭發「美」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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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子強：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仔細看過講座手冊裡的這段引言，我覺得裡頭有兩個部分，我可能可以稍微延伸一下再

跟大家說說看。第一個部分：「和生物界相同，人也會為了生存而『擬態』」，第二就是：「而藝術，作為一不安分

角色，則不斷試圖衝破那被制約的典範。」我在這部分會提一下，什麼是所謂的生物界的專屬美和全方位的生物界的

「擬態」功能。 
	

我印象很深刻的國家地理雜誌動物頻道的紀錄片，是關於一些特定鳥類物理上的獨特吸引異性的方式。比如說有著藍

色腳蹼的海鳥，叫藍腳鰹鳥，或者是有很大的氣囊，然後有著非常美麗，而且獨特形象的天堂鳥等等。我覺得整個紀

錄片最吸引我的部分，是這些生物具有獨特吸引力的性徵，除了吸引異性、繁殖以外，他似乎並沒有提高在野外的生

存機率。如果套用在人類身上的話，一個非常美的女孩子，（所謂的）「俊男美女」，如果她有一天在非洲大草原迷

路的話，別的物種會因為她的美色而放過她嗎？獅子不會因為俊男帥而不吃他，因為這樣的「美」並不適用於獅子。

那這些原始的美色是如何架構而來的？如果通過進化論的話，就是某個特殊的性徵，經過多個世代、重複的結合，愈

來愈明顯，對專屬族群的異性也會愈來愈有專屬的吸引力，最終形成一個新的物種旁支。這個所謂「美」的概念是專

屬性的，只適用於某個專屬群體。 
	
	

第二個部分是相對於非常全方位的、實際應用性的「擬態」功能，是透過模擬周遭的環境隱藏自己，在面對實際挑戰

時，卻是存活的關鍵。這兩者之間，第一個「美」是炫耀性的、吸引力的、原始的專屬對象，第二個部分則是非專屬

的、隱藏性實際操作方式。如果從人的角度來看，討論「美」和「擬態」之間的那種從屬關係的話，我覺得可能是非

常有趣的方向。在這裡我想稍微提一提，藝術是否有著像「美」一樣存在的必要性？是否人類演化過程中是非常重要

的一個部分呢？有一種演化美學的論點認為，人腦中相關的藝術與創造的能力，對人類的作用有點像公孔雀的尾巴，

有吸引異性的功用。如果依照這樣的推斷的話，藝術家是不是會相較的比普通人更性感一些，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這

樣的說法？ 
	

	

其實，什麼是藝術的本質？或應該更確切地說，做為一個藝術家如何對待藝術這件事情的本質？因為藝術常常被界定

為一個抒發的管道或平台，一個文化空間或區域，允許藝術家有動機或無動機的創作。我們已經很難將當今的藝術創

作目的抽象地畫成一個單一的概念，也因此，藝術允許不安分的藝術家，不用遵照單一的樣本、模式、典範去思考和

觀察從而進行創作。而正是如此，藝術才能經由這些不安分的藝術家，不斷試圖衝破被制約的典範而往前推進，最終

成就藝術這個不安分的角色。我想稍微在「藝術」和「藝術家」之間做一個區隔，所以，就會直接想到說，「藝術」

也需要生存嗎？其實我覺得「掩目」跟「擬態」的對應是很有趣的。「掩目」不論是蓋住自己的眼睛或是蓋住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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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它本身都嘗試通過確立一個框架來達到目的，它可以是比較主動跟主導性的；而「擬態」卻是通過觀察周遭，

順應潮流、依附主流，是比較隱藏性和隱晦性的。 
	

		

我 2013 年在巴黎待了兩個月，那時心裡想著說，我既然來到巴黎就學著當一個服裝設計師，然後創作作品。剛好我

有一個學生在巴黎住了三十多年，她本身有自己的時尚與時裝品牌，我就趁著這個機會問她：什麼是時尚？你既然在

巴黎，在這個圈子裡，什麼是時尚？她說其實所謂的時尚，每一季的潮流都是那些大設計師和大腕在兩年前就已經商

量好的，兩年後要推出這樣的一個款式、顏色、方向。因為他們比較巨大，所以他們可以引領潮流。那麼小公司能夠

做的，就是依附在這樣的潮流下，那他們就可以搭便車，節省成本。如果你另外要推出一個新的潮流，可能就需要更

大的成本，這本身存在著高風險的選擇和商業考量。 
	

	
我的第一個問題：是否這些「美」的標準和框架是可以間接地被操控和灌輸的？我們是否已經進入「美」的不斷主動

更替的時代？也因此，我們為了能夠處在擁有「美」的當下的美好經驗，就主動更新我們對「美」的認知形式，並被

動成為被刻意架構出來的「美」的一個部分嗎？但是否處在當下的「美」的經驗，就是真正的「美」呢？因為畢竟很

快的，兩年後它又會被替代。所以，我們這一代人會比之前的幾代更有趣，因為我們可以很快速地經歷不同的「美」

的形式和階段的時代更替。我覺得這本身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其實，更深刻的一個問題就是：「藝術」也需要生存

嗎？我想這個問題其實是蠻重要的，因為在當下的世代裡，一個美的訊息的形成，很可能是由多個訊息的串連和構成

一個短暫的形象。就像藝術家本身這麼努力在工作室去創作他所認為對的藝術創作，但他還是得面對工作室以外的不

斷進行式的「美」的框架、「美」的氛圍，也可能會被排除在這不斷地變化的框架外，因為不跳入現有的框架裡，藝

術家本身的創作和當下的藝術狀態很可能變成毫無關連的兩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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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最終回到老問題：是順應還是不安分呢？我不問藝術家需不需要生存這件事情，因為他是可以很客觀或很主觀

的。但「藝術」是否需要生存，這個問題一定是主觀的——藝術家用它來決定自己的生存方式。所以，這些問題都是

我一直在思考的，也是一種直覺，一種從朦朧到清晰的過程，或者是從已經明白再回到困惑的過程當中。我不是一個

哲學家，我通過我的作品來嘗試提出這些問題和尋找答案。接下來我會很簡短地跟大家提一提「麗美中心」、「心中

美麗」背後的基本概念。（這個作品）從構思到完成，2016在新加坡第一次展出，而且幸運地 2017 年能在朱銘美術

館進行臺北的版本。這個作品本身就是一個我一直在提問中的一個問題，其實一開始我很想跳出現有的所有的框架，

所以我為我自己設立一個不屬於現有框架的框架。這是有點矛盾的，但這是我當初心裡的一個很直接的想法。我想在

創作出一個不屬於現有框架的框架的同時，又不會背棄我相信的「美」這件事。另一方面，我又特別喜歡做雕塑這件

事情，所以，我就通過設立這樣一個把藝術館跟美容院之間相互重建的可能性，通過相互的「掩目」跟「擬態」，來

引伸出一些關於「美」的想法，和所謂「美」的層次的不同的界定方式。 
	

	
其實這整個展出的概念,是我想創造一個無法被忽略的物質的美，通過我的雕塑，我又嘗試賦予這個所謂我所創作的物

質一個毫無關連的聯想，它就是一個虛構的故事。因為我覺得在當今的藝術世代裡，作家、作者原來所創作的想法是

一回事，可是，解讀的方式卻很多。因為不同的人有不同經驗、對事物不同的看法，所以也就有不同的解讀。而且，

你無法去掌控每個人解讀的結果，所以，與其被別人解讀，我嘗試提供一個虛構的版本，從中直接把虛構解讀的方式

應照我心裡實際可行的想法去描述，想重新攪亂那種所謂的閱讀的方式。然後，當一切東西都無法合理的去解釋的時

候，在你面前的雕塑作品是否是需要解釋的？它其實是一件雕塑作品，很實際的立在你的面前。這是我整個《麗美中

心》的基本的概念。 
	

在展出的入口處我就放了兩個手頁，一個是《麗美中心》作品的原始概念，另外一個是虛構的故事，我希望當觀眾進

入這個《麗美中心》的時候，他無法很確定的知道他所看到的是什麼，當他無法確定的時候，他可能會更加去仔細思

考他所看到的是什麼，用他非常個人的角度來嘗試去解讀這樣的一個關係。所以在展場是沒有任何標籤、題目，而是

純粹回歸到雕塑本身的一個價值。這裏先讓大家看一下，這是虛構的內容，這邊是真實的作品內容（另一份），因為

實際的内容可能會沈悶一點，我就用比較簡單沈悶的方式來呈現，但這其實卻是我最真實的一些想法。所以，我覺得

矛盾的「美」，可以回歸到最初的想法。因為在我心中，「美」是非常重要。而當這個「美」是可以被闡述、被框架

起來的時候，它好像就不再那麼的超然。所以，我一直在尋找一種超越，直接去理解、直接去闡述、直接去表達的一

種「美」。而這種「美」應該是存在你心中的。只能通過感受、或者通過一種實際去體驗、去呈現一種無法言語的

「美」。謝謝大家！ 



Chinese to English. Translated byRYE LIN ART & TRANSLATION (ryeryelin@gmail.com) 

 

	

	
白適銘：這個座談會有一個很特殊的題目，也就是「擬態」。像大家進入這樣的展演空間、從館外草皮看到朱銘先生

的作品，還有展場上的所有展示，其實正經歷到一種全然不同的「擬態」狀態。亦即，當我們進入到不同空間之中，

經由時間的移轉，其實，我們的身心狀態會產生一種與環境場域連結的反應、經驗，進而進入一種模擬情境的氛圍。

所以，今天我想針對「擬態」這個主題，從觀眾、展示、或是藝術品三者之間自我模擬、自我產生及變化機制等幾個

問題，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是座談會，我想就用比較輕鬆的方式來開啟對談。首先，我想喚起大家對於藝術品或藝術家如何透過「擬態」的

方式跟手段，來達到「美」的問題進行思考。剛剛提到空間和時間的一種移轉，比如說我們從臺北到金山來，空間的

移轉或地貌的變遷，的確會讓我們產生全新的身心經驗。時間的經過，同樣會讓我們感受到早上、中午、晚上或日夜

晨昏等不同變化，在我們的精神情緒上產生相對應的影響。經由美的事物，例如朱銘先生或是楊子強老師的雕塑作

品，都不禁能夠感受在創作者的經驗中經過時間、空間調養而成的特質。故而，我覺得「擬態」這個問題，可以從時

間跟空間的脈絡來分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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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楊老師提到的「擬態」行為的發生，一開始是跟動物的生存，也就是生物化的機能具有重要關聯。生物為了求生

存，有很多偽裝或是「擬態」的行為，大家都知道，特別是人類透過進化變成比較高等的動物，脫離原始的生活進入

文明的狀態，其中的生存模態一直都在改變。模態，是經過對於環境或未來的想像、模擬產生的適應形式，同時包含

時間跟空間兩個軸向，亦即時間模態與空間模態。我們知道，人類的演化，不只侷限在生物、生理或外形層面，其實

歷經了包括言語、思想等，都在不斷地產生「擬態」上的轉變。比如說我們現在自然都穿西服，為何如此？清代臺灣

男子都要留辮子、穿長衫，代表什麼意思？其實與時間及空間轉換的因素有關。比如說在時間上，從農業社會到工業

社會，在空間上從漢人聚落到西風城市，都代表一種在時空變遷中所產生的模態觀念、擬態結果。 
	

然而，對於觀眾和藝術家來講，「擬態」的問題可能有全然不同的意義可以被探討。剛才提到除了時間空間的軸向需

要梳理之外，另一個問題就是角色上的互動關係。比如說，我們覺得一般觀眾看到藝術品的時候，勢必會思考「藝術

家是在表達什麼？」的問題。看不懂，並不是單純的具象、抽象問題。大家覺得朱銘先生的雕塑作品是具象還是抽

象？好像都有，我看得懂，但事實上在表達什麼好像又似懂非懂，其實這就是「擬態」所產生的現象。如果觀眾以較

高的藝術標準或所謂符合藝術專業的標準來衡量自己到底看得懂、看不懂的時候，就會產生上述疑問。因此，看作品

的時候，事實上已經進入一種自我模擬的狀態之中。好像在畫一顆蘋果、一顆水梨，或者朱銘先生某一件《太極》作

品是在表達哪一種橋段？反映何種身心經驗？「擬態」可能隨時出現。我們觀看或理解藝術作品的過程中，通過「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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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的經驗及過程，達到與藝術家及作品之間的調和，亦即身心感受的相契。但是，契合的過程未必帶來一定的結

果。隨著社會的多元化或民主化，「美」越來越沒有一定的標準。「美」可能變成一種各自闡述、多點並立的狀態。

因此，「擬態」的情況也就千奇百怪。「擬態」是一種來自動物適應外部環境的行為，亦是一種身心自然反應的結

果。換句話說，我們看到這是藝術品，就會把自己擬裝成自己沉浸在藝術氣息的情境中，去思考或設定自身及作品、

藝術家的相互關係。（就如）吳館長特別提到，社會需要藝術氣氛的薰染，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美化，來自生物生

理、心理雙方的需求。 
 

	
再者，擬態經常存在於我們的社會及歷史之中，它除了是一種生物性行為的反應之外，另一個重要部分，就是隨著人

類歷史文明的持續發展，更是社會化不可或缺的工具。亦即，人類在從出生、成長、進入社會或成為社會一分子的一

種經歷工具。問題是，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我們究竟改變了什麼？產生了何種擬態行為及結果？也就是說，我們今天

在這樣一個專業的美術場域，可能必須扮演得比較有文化氣息、美術氣質之類的，可能跟我們的日常習慣很不一樣，

至少心理上會如此。我想我們在日與夜、公與私之間，都需要安然的擬態，讓自己更容易融入外部環境，尤其是在急

速變動的環境之中。也就是今天在這樣的一個場域裡面、在美術館的空間裡面，不管是主動或被動，我們必須轉換成

一個可以表現出「接近美」、「喜愛美」甚或是「了解美」的身分。但是，離開這個場域之後，可能就完全不同或無

此需要。這是社會化所產生的一個必然結果，我們在美術館、公共場合或學校等空間，都可能進行著全然不同的「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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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因此，為何說「擬態」是社會化的產物，就是這個道理。亦即，在各種不同的時間、空間狀態底下，人們勢必

自主產生的。 
	
	

回應楊老師的作品問題，大家可能會思考，不知道那究竟是一件雕塑、一個澡堂，或是一個不經意被放置的傢俱，在

一個特殊的空間場域裡面？其實，它代表的不是只有純粹的物件或空間概念，有時候可能也會有時間觀念，包含對於

童年、成長等不同階段的生命經驗。比如說，他剛剛提到造訪巴黎種種複雜身心經驗的再現。此種再現，是透過「擬

態」的方式而被表達出來，更清楚地說，它不是一般的自然或物理性再現，而是一種精神性、記憶性的「擬態」，混

雜著個人不同階段人生經驗的總合。其實，現成物的直接置放及展示，會比自然模仿來得貼近真實，為什麼呢？比如

說我們看到澡堂、看到一個書桌，即會直接進入我們的成長記憶中去尋找、模擬，進而產生連結，甚至詮釋，賦予現

成物以真實的意義。所以，藝術家是透過現成物這樣的看似「模糊」的狀態，讓它自己跟觀眾產生直接的連結，將意

義詮釋轉交予觀眾。所以，當我們論及「作者已死」的觀念，藝術實踐所生產的各種文化價值和意義，其實並非完全

由作者所制定、規範，而逐漸轉移至觀眾，致使藝術品不再侷限於展現造形或美感的工具層次，而成為極度開放的一

種論壇或場域。藝術家不再提供答案，甚至不需提供問題，而讓作品本身產生可自由論述的機制性。我覺得這是當代

藝術當中非常重要的一種相對性的模擬狀態，交錯往返於作者與觀眾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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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要談的是「擬態」的問題。除了剛剛提到生物性的自然反應以及社會化情境所產生的結果之外，其實，

「擬態」還包含幾個不同問題。剛剛楊老師也有提到的，就是「擬態」可能是藝術家用來脫離框架、逃脫體制、建立

自我典範的一種可能方式。怎麼說呢？比如說，像我們都是華人，我們都講漢語，但是如果我們把反映漢語文化的作

品，放到一個非漢語的體系底下去展示的話，那麼那些外國人真的看得懂、聽得懂嗎？亦即，漢語文化背後既存或被

長期制定的障礙，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故而，「擬態」的目的在於超越框架，甚至我們設計的題目，就是超越種族

或階級的種種可能性。 
	

		

我想楊老師的作品裡面，就有涉及這樣的問題。新加坡華人經歷的歷史、身心經驗，跟我們臺灣勢必有很多不同。但

是，文化、語言、宗教、信仰上的重疊，或區域生活經驗的累積，可以共同交集出所有亞洲藝術的特徵是什麼？像他

的作品，有種亞洲人特有的熟悉感，來自地理、血緣、文化或生活習慣的共同交集，其實是被模擬、被擬態出來的。

比如說，我們亞洲人對於人、為人的問題的看法，剛剛吳館長說臺灣人好像很害羞，新加坡人也許比較開放，當然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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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反映兩地之間在不同歷史文化薰染下，經過時間、空間的移轉所產生的。它一定會有差異，但不代表不能相互跨

越，甚至差異之間一定有大同小異，才有辦法產生各自的連結。藝術品就可以直接跳脫此種框架，進入到即便在巨大

文化差異的狀態底下，仍能產生可能連結的狀態。因此，華人的文化共性，帶動我們對於整個亞洲藝術的跨區域理

解，其實，它是在既存框架中跨越差異的相互理解，也可能是在相互理解的過程中發現了各自的差異。所以，我覺得

「擬態」是當代藝術當中，既相互連結又得以發現差異的一種創作手法。 
	

	
那麼，剛剛提到藝術家透過「擬態」或「掩目」的手法進行創作，兩者之間是相關的。比如說，「掩目」是一個手

段，「擬態」是一個過程。為什麼這麼說？要讓對方，不管是不是具備同樣文化語言體系的人了解這件作品，為何必

須「掩目」？於此，「掩人耳目」並非不好的意思，而是透過一種間接媒介的傳遞，來完成目的。那麼，我們可以看

到，在這樣一個手段發揮作用的過程中，可能的現成物或是我們熟悉的一種造形，即可能變成其中一種連結的媒介，

包括我們剛才提到的《太極》。太極（拳）在我們亞洲或是華人文化中，其實可以說是國粹，或我們從小就熟悉、即

便沒有實際操作也不會不了解的傳統武術。因此，這就是一個媒介、一個手段，也就是一個「掩目」。換句話說，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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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我們自身並沒有真正打過太極拳的經驗，但透過所謂「文化符碼庫」的串連，我們知道它在做什麼、有何關聯及意

義。故而，觀眾很快得以進入到與藝術家產生對話的狀態。亦即，「掩目」事實上是透過一個間接或直接機制，然後

與觀眾、外部產生連結的一種手段。另外，我們談到「擬態」，它所反映的是個人（藝術家）從自我內部到社會外部

產生關係、發生意義的一種必要過程，如果不這樣的話，它就會回到最原始的狀態，作品如何能夠藉由對外部的自我

傳達，來產生、製造、詮釋「美」？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藝術家跟一般觀眾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必須透過「擬態」的

方式來傳遞各種不同的身心經驗或審美情趣，與後者產生可能的連結。故而，「擬態」和「掩目」只是一個關係詞，

透過對於「美」的傳遞，達到目的與效果。	
	

	
	

第三個我要談的，是有關為何需要「以美之名」的問題。藝術創作不會只是跟照相機拍照一樣，只是記錄當下或眼前

所見的事物。藝術性的轉化，不管是用什麼樣的方法，例如「掩目」或「擬態」，藝術家必須如此。所以，「以美之

名」這樣的課題才有辦法成立。然而，為什麼是「以美之名」？討論這個問題，必須回到「美」或「藝術是什麼」等

根本的課題。首先，「美」的功能是什麼？藝術家一定是想傳遞某種特殊的「美」的功能，才製造出這樣的藝術作

品，要不然任何人都可以製造出類似的產品物，不需帶有所謂「美」的機制、「美」的訊息及「美」的價值。比如

說，如果我們只是著重在一般的物件功能，那麼美不美其實並不重要，只要能夠使用、符合使用功能即可。但隨著人

類文明的不斷提升，「美」變得重要，「以美之名」成為反思「美」在人類社會扮演何種功能、藝術家如何完成

「美」的創造等的重要課題。這些問題有必要再進行探索，亦即，「美」與社會的關係，可能有以下兩個層面可以說

明：（一）如果我們認為「美」具有淨化社會、改善風習的功能的話，那麼它就接近宗教；（二）如果「美」能夠闡

發藝術家對於他自我或社會關注的各種思維理念、精神想像等的話，它就接近哲學。「美」事實上具有上述宗教和哲

學等兩個層面的特質，如果我們要談「美」有什麼功能的話，我認為它最主要的是宗教的功能，其次則是哲學的功

能。藝術家透過類似宗教或類似哲學這樣的經驗傳遞，可能因此得以淨化人心、美化社會，或發展出純然的美學經

驗。因此，當我們在談「以美之名」這個命定的議題時，它的不可疑議性、必然性，必須要考慮「美」與美之外的連

結關係，亦即「美」的功能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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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相關的，是藝術家所具備的社會身分。因為我們提到「擬態」這種動物性、生物性行為，基於生存需要，人類除

了「自我化」之外，還有「社會化」的機制在運作。藝術家其實是經過「擬態」的方式創造藝術，他也有可能具有生

物自我保護、自我養成的必然性。比如說，很多藝術家從小都會畫畫，吳館長是文學家，可能從小就很會寫作文，藝

術或文學才華可能是與天俱來的。這就是我在談的生物性。例如，公孔雀張開色彩絢爛的大尾巴，目的是為了求偶、

為了繁殖，很多動物都是如此。因此，色彩多變、造形誇張等視覺外徵，亦即我們認為可能是美的事物，其實來自生

物本性、生理本能，與宣示、恐懼、誘惑或適應等有關，「以美之名」只不過是人與社會諸種關係中的一種反映而

已。 
	
	

但奇怪的是，人類的身體似乎缺乏此種與生俱來的變身、變形能力，例如，男性或許能以高大的身軀、健壯的肌肉等

外在特徵吸引異性或退斥外敵，卻不具備雄性動物般豐富的環境適應性。在原始社會可能有替代作法，比如說利用面

具、刺青或各種擬態裝扮，溝通人神、斥退外敵、象徵權力或進行求偶等等，但總之不像動物那樣地與天俱來。人類

男性透過什麼樣的方式來達到求偶或繁殖的目的呢？在生理上，除了散發吸引異性的荷爾蒙之外，外表特徵的「擬

態」，例如營造權力、安全、成功或其他視覺意象（如同上述原始社會男性的裝扮），似乎變得更為重要。 
	

	

同樣地，藝術家就是在創造這種機制。透過「藝術荷爾蒙」（生物性的）、「藝術裝扮」（人為性的），不斷地散

發、傳佈美的訊息與價值。它可以無所不在，進入到每一個觀眾的身心世界。事實上，楊老師的作品有很多可以介

入、參與及互動的部分，非常「welcoming」，不斷釋放「藝術荷爾蒙」，歡迎觀眾加入他的作品，甚至成為作品

的一部分。我覺得今天談到藝術家的社會身分的問題，必須透過這樣的一種機制來傳遞或是進行連結，讓藝術能夠發

揮更大的功能。 
	



Chinese to English. Translated byRYE LIN ART & TRANSLATION (ryeryelin@gmail.com) 

 

	

最後，我想再回到整個座談會的問題點上面來，亦即，當代藝術為何較少使用傳統工具和媒材，而改用比較直接的擬

態方式（如現成物、機具、物件等）來傳遞觀念，甚至透過氣味、聲音、光影及自然現象來表達一種複雜、交錯的當

下經驗。可以見到，當代藝術更進入到跨越框架、媒材或形式的層面，得以表達更直接而純粹的身心狀態、思維概

念。總歸一句，不管使用何種媒材、觀念或形式，擬態或擬態化現象勢必存在於美的範疇之中，成為藝術家傳遞美的

訊息與價值的重要過程。它不只是藝術家動物性行為的反應，同時為了吸引觀眾靠近他的作品，必須發揮社會化的作

用，亦即，「擬態」是一種交互性、社會性行為的衍生物。生物性行為來自自發性的生產，透過各種媒材、觀念或形

式的裝扮，製造「藝術荷爾蒙」這樣的吸引力，誘導及連結觀眾。反之，他的作品就因此製造、產生了社會化意義，

名之為淨化人心或美化社會，最終達到接近宗教或哲學的層次。 
	

	

	
觀眾 1：因為大家提到所謂的框架和潮流，我想請問在藝術的領域，比如說是透過藝廊或是美術館、藝術館，它也是

帶動了一個潮流。如果說今天有個藝術家通過自然的表現，但是因為他可能不符合領先的這個潮流所設定的框架，他

就不被接受。而我們一般人也不會認識他，因為他也沒有被做行銷。這是我們想像的，不曉得你們對這個的看法？因

為現在資訊的傳遞會造成大家對於（一件事情有）同樣的認識，然後產生共鳴，如果今天他是在一個小島上面的藝術

家，他的創作沒有被發現，他是不是就是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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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子強：如果從商業角度來說，你如果去到一個商業中心，這麼多品牌，哪一個品牌是最好的？品牌的價位在哪裡？

是不是最貴的就是最好的？也許最便宜的也是可以用的。我想說每個國家每一個美術館都有它的定位、思路，美術館

背後都有一個團隊在整理這個定位和思路，所以，如果那個藝術家本身去多方的接觸，他可能就找得到適合他的定位

的美術館來支撐他這樣的創作，所以，我覺得是看藝術家怎麼去看待生存這件事情，是不是只有這樣的生存方法？ 
	
	
觀眾 1：他要忠於他自己的創作和藝術？還是要跟著這個潮流，依他們要的去表現？ 
	
楊子強：藝術生存這件事情是非常主觀的。它讓藝術家決定他自己的一種生存方式。我覺得應該是藝術家去思考這樣

的情形。如果他覺得他不需要這樣的生存方式，他也可以走他自己的路。可是不是每個人都這樣， Van Gogh 就是這

樣，在他過世以後，他的嫂嫂想盡辦法讓每一個人都去知道他。所以，藝術家還是需要有一個活著的、相信他的人，

很多藝術家也不會去做（自我推销的事）。 
	
	

白適銘：我來回應您的問題。藝術家會以自己的身分來談（這些問題），我則從學者、評論家或觀眾等的不同角度來

看這問題。包括兩個方面，首先，就是潮不潮流、合不合潮流，是誰決定的？比如說，藝術家決定去哪個地方展覽？

或是不展？或是要展什麼？當然牽涉到面對潮流（或者應說是觀眾）的態度及立場，他是有選擇權的。我不在這裡

展，也可以到別的地方展，藝術家的主觀意願可能遠較客觀條件更為重要。在過去威權時代，美術展示空間非常少，

創作遭受監控，即便建造美術館，卻只能說是一個威權空間而已。但是，拒絕收編、排斥框架的藝術家，就無法進入

這個體制，美術館成為排除異己的威權象徵。但現在展示空間非常多，我們也提到「替代性空間」這個名詞，可能在

一個工地廢墟裡面就可以展覽，不一定非到美術館不可。於此，美術館間接成為被動者或受拒者，接受藝術家及社會

大眾的監督，產生社會功能的虛級化及非主流化問題。事實上，展示空間的多元化，促使藝術家不須對潮流不潮流的

問題產生天人交戰，進而具備更多的主導權及可能性。所以，我想藝術家和展示空間的關係，應該不是對立的，而是

協商的。另一方面，是觀眾的角度如何？觀眾期不期待藝術家成為潮流者？這是觀眾必須自己決定的事，如果太符合

潮流，觀眾可能會覺得過於商業化；太依附機制，可能又會對藝術家的人格打上問號。而所謂不符合潮流的藝術家，

反過來講，觀眾可能會覺得太古怪、太孤僻等等，動輒得咎。因此，我覺得從藝術家及觀眾二者的關係來說，要不要

符合潮流、要不要跳脫框架，是一個相對性及選擇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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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剛好完成一篇討論臺灣 80 年代以後「脫體制」藝術現象的論文。我們知道臺灣社會民主化之後，藝術對於

「框架」這件事情產生很大的、全新的概念，亦即類似「替代性空間」那樣的展示機制出現之後，藝術家不須完全對

官方體制屈服，自由選擇成為一種新的體制。藝術家遊走於不同的展示空間之中，形成自由自主的狀態，反制權與合

作權如同天平兩端，亦即在野體制可以反過來不合作、不連結，促使官方體制空轉、失衡或接受妥協。這種新的自由

體制，反而是當代藝術最好的一種展示方式。比如說，我們看到剛才那些作品都是影像，那些影像事實上是從很多不

同空間、時間或歷史觀念所產生的。那個東西應該在美術館展出嗎？我不知道。因為我們有美術館所以就要舉辦展

覽，但是攝影、影像這種媒介，如果不在美術館展覽的話又會如何？這同樣又回到上述兩方面的問題：（一）美術館

希望展什麼作品，以及（二）藝術家希望在什麼樣的空間或場域被展示？如果是我的話，我覺得「自然」或「生活」

就是展場，不需要到一個所謂白盒子或黑盒子的美術空間去觀賞，美術展示不須依附帶有權力宰制關係的任何體制。

如果藝術家必須依附美術館體制、隨時考量是否符合「政治正確」規範的話，他又如何平衡所見、所思，甚至揭露真

相？因此，隨著當代社會主體性需求的不斷強化，藝術家為突顯個人身分、行為或觀念，走向「去美術館化」自由機

制難以避免，可能隨機在市場、街角或一個無名的自然原生地展示藝術創作，建構其與外部世界的全新關係。此時的

外部世界，可能處於實存與虛構、社會與自然並存的狀態，具有流動性及難以定名的時代特質。我大致回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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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子強：若照現代現象學來說，所有的資訊、訊息、經驗都在（我們腦子裡），每個人都有，可是每個人選擇的方

式、找出資料的方式不一樣。就好像探射燈一樣，若你腦海裡都已經有那些資料，當你嘗試想要找出某些訊息的時

候，你的找出方式可能是一個進行過很多次的方式，所以你找出來的資料都將會是一樣的，因為你找東西的方式是一

樣的。而我覺得做為一個藝術家就是要提供一個不一樣的尋找方式，修改其中的一個點，修正某個看的角度，你可能

會在已經存在的其中找出你平常不會找到的訊息。我想我們並不是魔術師可以無中生有，我們只能在既有的狀況底下

嘗試提供多一個不同的選項。 
	
		

白適銘：這個問題好像聽起來有點矛盾，亦即，藝術家必須尋求觀眾，與他產生共鳴，所以必須要有一個所謂的共通

性存在，要不然就無法達到溝通。但事實上，我們要回到藝術創作的本質論上面來談。藝術是為了要跟社會溝通而存

在的嗎？藝術需要溝通，但是它的成立基礎是溝通嗎？如果理解其中的意義，就不會產生矛盾。換句話說，藝術家要

有知音、觀眾，可是他的目的不是只服務這些觀眾，讓這些觀眾理解而已，或是滿足他的視覺、聽覺、觸覺等種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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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生物性的一種感覺而已，這是第一個，所以其實並不是矛盾的。第二個，我覺得要回到藝術對社會的功能問題

上面來講，為什麼需要藝術家存在？藝術家是一個身處邊緣、無政府狀態之下的特殊居民嗎？還是服膺體制、追求利

益的生意人？或許都有可能。但問題是，不同社會化的結果或程度的人，會造成全然不同的社會效應。比如說，有的

藝術家希望變成一位文化大師，他可能必須透過藝術的媒體、媒介，配合國家政策、宣揚民族價值或突顯社會期待，

這也無可厚非。但是，回到我們剛提到的，如果觀眾認為藝術需具備淨化及美化的雙向溝通，那麼他們達到了嗎？這

就是剛才提到的共通性，有沒有達到可以被檢驗。再回到我們剛才的提問，藝術只具備服務觀眾這樣的功能而已嗎？

當然不是。我想楊老師有提到，藝術家除了自我滿足之外，他還要滿足社會，要追求一種平衡，在兩極之間如何做出

選擇，（這個問題）是自然存在的。如果認為藝術創造是一個溝通平臺、傳達機制的話，它到底對哪些人產生共通性

的滿足？哪些人產生不滿足？（這些問題）都是很自然會產生的。回到藝術和社會關係上來說，我覺得藝術家不斷在

創造一種新的自由體制，不管它對體制的態度、立場或看法是什麼，必須去思考最終目的，比如藝術家是否要傳達哲

學或宗教理念？他是為了自己還是別人？可能都有，所以他們雖身處矛盾，卻又能透過自由選擇產生平衡。尤其是必

須討論藝術作品在當下社會環境中的位置，現在藝術家已經不再追求美這麼傳統而遙遠的價值了，更重要的是要關心

現實、介入社會、跨越疆界。比如說現在世界上發生什麼，藝術如何與此現狀產生關係，展演現實及傳遞現有，才能

完成當下的意義與作用。比如說，何館長有提到對於生態破壞的紀錄、對於戰爭的控訴，或對於包括人類未來可能會

滅絕的提醒種種，當代藝術已經無法透過美這種單純概念加以涵蓋。所以，你要說他是為了追求社會的共通性，還是

為了自己的獨特性，我覺得這都有，都是相互交錯的。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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