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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創 作 自 述 論 文 以 「 訊 息  /  大 風 景 」 為 題 ， 是 希 望 呼 應 過 去 的

創 作 主 題，結 合 現 階 段 新 的 想 法，使 個 人 過 去 的 背 景 與 經 驗 在 現 下

作 品 中 產 生 作 用，這 個 企 圖 是 加 法 的，它 也 許 會 生 出 完 全 不 同 於 二

者 的 想 法 ， 但 讓 它 可 以 不 限 於 此 刻 發 生 。  

在 「 訊 息  /  大 風 景 」 這 樣 的 主 題 之 前 ， 原 本 是 像 「 空 間 經 驗

裡 的 世 界 圖 像 」這 樣 坳 舌 又 晦 澀 的 主 題，在 這 裡 文 字 被 拆 解，放 棄

藉 由 言 說 與 論 述 的 能 力 來 下 標 題；這 個 架 構，並 不 由 於 創 作 意 圖 與

風 貌 選 擇 上 的 流 變 而 有 所 改 變，然 而 卻 必 須 有 更 適 當 的 命 題，由 此

命 題 及 可 直 接 關 連 到 創 作 的 精 神 所 在，事 實 上 它 應 是 個 雙 母 題 的 存

在，兩 個 創 作 元 素 同 時 並 置 的 主 題 便 產 生 了。「 訊 息 」、「 風 景 」、「 容

器 」…等 等 的 個 人 創 作 定 義 下 的 辭 彙，有 著 作 者 對 個 人 在 創 作 歷 程

中 的 主 觀 自 我 解 析，定 義 上 的 準 確 度，並 不 影 響 作 品 自 身 所 自 然 傳

達 的 視 覺 訊 息 。  

「 風 景 」其 實 可 以 視 為 我 們 所 熟 悉 的 場 域 概 念 ， 而「 訊 息 」傳

達 的 即 是 作 者 本 身 的 意 念，意 念 流 動 在 特 定 場 域 中 的 獨 特 姿 態，構

成 了 其 人 文 上 的 存 在 意 義 。  

另 一 方 面，持 續 循 著 個 人 創 作 上 的 一 貫 脈 絡，再 觀 照 自 我 的 生

活 環 境 狀 態，注 入 自 己 感 興 趣 的 內 容，透 過 一 個 回 顧，以 往 的 作 品

與 知 識 產 生 了 新 的 意 義，重 新 喚 起 歷 史 性 的 意 識 與 記 憶，讓 這 樣 的

表 述 增 加 了 更 多 層 次 感 與 深 度，以 使 創 作 中 的 元 素 在 流 變 中 產 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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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供 給 創 作 思 考 的 原 動 力 。  

在 這 樣 的 主 題 選 擇 上，我 並 不 企 圖 去 解 決 理 論 上 的 問 題，而 是

從 創 作 、 思 考 上 過 程 所 得 的 素 材 為 主 ， 包 含 形 式 、 內 容、 影 響 的 來

源，具 有 個 人 主 觀 判 斷 上 的 特 性，當 然 仍 要 與 一 些 藝 術 史 上 的 作 品

典 型 有 所 關 聯，說 明 一 些 想 法 的 根 源，無 論 是 直 接 或 間 接 影 響 的 部

分 。  

正 當 在 所 處 的 現 實 世 界 千 變 萬 化，每 天 皆 有 許 多 足 以 改 變 世 界

現 狀 的 事 件 發 生，我 們 身 在 其 中，無 法 置 身 事 外，因 此 在 對 畫 面 以

外 的 事 物 的 關 注，絕 不 少 於 專 注 在 創 作 過 程 中 與 畫 布 顏 料 間 的 糾 纏

爭 鬥 ， 一 個 主 題 ， 可 因 外 在 現 實 的 動 靜 ， 而 顯 得 擴 張 亦 或 是 封 閉 ，

一 旦 我 以 寓 言 式 的 敘 事 方 法，來 構 築 畫 面，它 的 指 涉 便 會 是 多 元 參

差 的 。  

某 些 篇 章 描 述 中，反 映 了 個 人 蘊 藏 累 積 的 知 識，也 有 著 轉 化 個

人 特 殊 經 驗 的 歷 程，轉 化 的 過 程 中 尋 求 幾 個 創 作 發 想 的 邏 輯，邏 輯

的 建 構 讓 作 品 與 作 品 間 的 關 聯 互 涉 有 著 明 顯 的 軌 跡 可 循。透 過 符 合

自 己 在 創 作 上 整 體 觀 照 的 意 願 ， 一 個 大 的 架 構 底 下 包 覆 著 許 多 面

相，就 如 一 個 生 態 體 系 的 模 式，所 有 分 類 直 指 一 個 中 心 又 脫 離 中 心

自 存，每 當 我 在 一 組 畫 布 間 遊 走 揮 舞 畫 筆 顏 料 時，就 如 在 一 場 戰 事

中，各 個 不 同 角 度 的 鏡 頭 指 向 同 一 個 場 景 一 樣，場 景 與 道 具 皆 備 的

情 況 下 ， 只 待 一 個 可 期 可 遇 的 事 件 發 生 。  

這 是 具 備 自 我 顛 覆 性 格 、 重 返 自 我 的 里 程 ， 以 一 種 《 奧 迪 賽 》

式 的 巡 航 漫 遊，顛 覆 認 知 中 記 憶、知 識、教 養、品 格 所 承 載 的 意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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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 梭 跳 躍 及 衝 突 的 表 現，飄 浮 流 浪 的 意 象，當 做 不 預 期 的 事 件 在 畫

面 裡 發 生，幻 境 般 的 畫 面 就 滲 透 到 充 滿 想 像 力 的 腦 中，這 就 是 我 最

想 送 給 觀 者 的 驚 奇 禮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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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創作自述  

一、 歷史觀察式的對話―具有當代意識的奇幻風格  

以 一 個 不 同 於 以 往 的 方 式，目 前 創 作 的 風 格 是 以 具 像 符 號 與 敘

事 內 容 為 主，也 因 為 個 人 的 工 作 背 景 與 喜 好 因 素，致 使 無 論 是 創 作

形 式 與 思 維 上，都 不 排 除 受 其 他 媒 體 藝 術 表 現 的 影 響，例 如 電 影 、

文 學。在 繪 畫 方 面 的 影 響，主 要 從 接 觸 後 現 代 繪 畫 評 述 開 始，向 具

象 繪 畫 領 域 裡 的 一 些 典 型 學 習，例 如 文 本 與 形 式 上 的 參 照，對 達 利

(Salvador  Dal i ) 1與 馬 里 安 尼 (Carlo  Maria  Mariani) 2繪 畫 歷 程 的 描

述，將 自 身 藝 術 技 巧 上 的 訓 練 背 景，以 具 體 的 行 動 表 達 個 人 對 從 事

繪 畫 創 作 工 作 的 認 識 。  

好 比 在 畫 布 上 斷 斷 續 續 塗 抹，顏 色 一 層 層 的 覆 蓋，或 在 同 一 幅

畫 或 另 一 幅 畫 上 ， 反 覆 修 改 及 不 斷 重 複 出 現 的 母 題 或 人 物 姿 態 等

等 ， 在 在 都 反 映 出 主 題 緩 慢 的 沉 澱 過 程 。  

使 作 品 的 視 覺 影 像 源 出 超 現 實 主 義 奇 異 作 夢 似 的 氛 圍：所 有 的

                                                 

1 參 考 畫 冊 ： Sa lvado r  Da l i :Eccen t r i c  and  Gen ius ,  by  Conroy  Maddox ,  

Bened ik t  Taschen ,  1990  

2 參 考 展 覽 目 錄 ： C a t a l o g u e  E s s a y :  C a r l o  M a r i a  M a r i a n i , D i s p l a c e m e n t  a n d  

C o n t i n u i t y ,  b y  G e r a r d  M c C a r t h y ,  H a c k e t t - F r e e d m a n  O n - l i n e  G a l l e r y ,  2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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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體 看 似 互 不 相 關，分 割 出 一 系 列 連 續 的 個 人 世 界，在 一 種 畫 面 永

恆 狀 態 中 顯 得 既 不 可 觸 及 又 焦 慮 不 安 的 氣 氛。審 慎 地 以 此 形 態 透 過

理 想 化 人 文 形 式 的 陳 述 來 更 貼 近 美 學 中 特 定 的 議 題。相 對 於 以 繪 畫

直 接 記 錄 對 可 見 的 現 實 的 感 知，轉 而 選 擇 去 描 繪 一 個 完 全 虛 構 的 世

界 的 方 式，進 而 產 生 在 一 個 看 似 自 然 的 空 間 中，以 具 體 形 式 呈 現 的

一 種 繪 畫 再 現 的 架 構 。  

作 品 中 的 圖 像 空 間 相 當 於 真 實 世 界 的 空 間，空 間 中 置 放 的 圖 像

產 生 出 來 的 幻 想 則 超 出 一 般 的 經 驗 所 帶 來 的 理 解。我 們 進 入 到 這 個

領 域，認 知 到 由 它 分 解 出 來 一 個 理 想 的 人 文 意 識。試 圖 透 過 超 越 現

實 的 告 知 ， 中 斷 現 時 經 驗 。 透 過 不 同 的 形 式 比 對 ， 為 被 理 想 化 的 、

詩 般 的 主 題 闡 明 新 的 可 能 性，並 把 作 品 中 時 間 的 概 念 壓 縮 成 一 個 擴

展 的 物 件 ， 進 而 構 築 一 個 緊 張 的 圖 像 宇 宙 。   

作 畫 的 基 礎 是 將 創 作 當 成 是 不 預 期 的 思 索 過 程，而 進 而 將 觀 者

帶 入 到 一 種 靈 活 的、更 即 刻 媒 介 裡 的 旅 程，可 是 很 明 顯 的，以 油 畫

創 作 來 說，方 法 與 工 具 對 創 作 最 終 的 目 的 是 輔 助 性 的。主 要 還 是 用

制 式 的 形 式 語 言 來 創 造 分 離 的 空 間 圖 像 和 造 形。透 過 主 題 圖 像 的 並

列，藉 以 統 一 畫 布 表 面 上 呈 現 不 和 諧 的 種 種 視 覺 上 的 微 妙 影 響，以

構 成 一 個 奇 幻 世 界 的 空 間 感 。  

形 式 上 的 流 變 影 響 了 和 畫 面 上 的 視 覺 協 調 性 與 觸 感 掌 握，雖 說

仍 需 更 完 善 技 巧 的 畫 筆 起 落 中 才 能 完 成 理 想 的 作 品，但 最 終 的 想 法

是 希 望 把 與 現 實 有 關 的 隱 喻 以 及 對 傳 統 表 現 形 式 的 回 復，透 過 優 美

和 敏 感 性 的 造 型，而 與 現 代 美 學 對 話。基 於 此 目 的，畫 作 表 現 的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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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訊 息 包 圍 著 宣 告 式 的 分 析 與 深 思，與 前 人 歷 史 觀 察 式 的 對 話，則

企 望 把 一 個 宏 偉 的 視 覺 形 式 用 美 學 的 方 法 帶 回 到 真 實 人 間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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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人特質―真實生活的寫照  

這 裡 以 一 種 流 浪 式 的、實 存 的 意 識 經 驗，來 闡 述 個 人 真 實 生 活

中 ， 種 種 性 格 上 的 影 響 。  

不 少 人 現 在 因 為 交 通 的 方 便 或 工 作 關 係，幾 乎 每 個 星 期 南 北 奔

走，我 更 遍 及 在 島 嶼 西 岸 三 個 城 市 之 間，分 別 有 著 三 種 身 分，工 作、

學 業 、 家 庭 ， 要 冒 著 為 了 兼 顧 學 業 、 照 顧 家 庭 ， 可 能 會 失 去 工 作 的

風 險，在 沒 有 特 色 與 地 方 屬 性 的 車 站 與 車 站 之 間，互 換 地 圖 上 的 位

置，在 沉 睡 與 清 醒 過 度，短 短 兩 三 個 小 時 旅 程 後 張 開 眼 睛，看 到 不

同 城 市 的 景 觀，有 時 竟 有 不 知 身 在 何 處 的 荒 謬 感，於 是 有 一 種 在 車

站 裡 等 候 抉 擇 的 情 形 發 生 ，「 將 往 何 處 去 」 的 念 頭 才 開 始 ， 馬 上 被

旅 程 中 冬 眠 般 的 狀 態 侵 襲，此 端 與 彼 端 的 時 空 被 切 割，距 離 因 感 受

的 中 斷 而 消 失，高 速 公 路 急 駛 的 車 體 速 度 度 量 著 時 間，而 車 體 中 靜

止 狀 態 的 我 ， 還 有 餘 暇 可 以 把 意 識 拋 射 到 千 奇 百 怪 的 夢 境 中 。  

其 中 最 特 別 的，例 如 夢 到 車 上 只 有 我 一 人，而 整 台 車 子 是 透 明

的，全 身 動 彈 不 得，被 一 股 強 大 力 量 拖 著 似 的，感 受 全 視 野 的 奔 馳

速 度 ； 另 外 一 個 最 恐 怖 的 夢 ， 後 來 竟 實 現 了 ：「 多 年 未 見 ， 再 見 面

卻 已 中 風 昏 迷 的 父 親，躺 在 高 速 公 路 橫 衝 直 撞 的 救 護 車 裡。因 著 落

葉 歸 根 的 觀 念 ， 斷 氣 前 準 備 要 送 回 老 家 ， 那 是 個 莫 名 其 妙 的 餿 主

意，出 自 於 一 周 前 他 自 己 口 中 一 句 戲 言；從 北 到 南 四 個 多 小 時，只

有 我 跟 隨 行 護 士 在 身 邊，而 我 竟 然 在 那 個 當 兒 睡 著 了，夢 見 就 坐 在

全 透 明 的 車 子 ….不 知 道 父 親 在 半 路 就 斷 氣 往 生 了 ， 就 在 那 樣 的 速

度 下 ， 未 消 散 的 靈 魂 不 知 有 沒 有 跟 上 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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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到 我 成 長 的 地 方，那 是 在 一 個 充 滿 陽 光 的 港 口 都 市。長 久 以

來 關 於 此 城 市 的 童 年 記 憶，總 是 被 漫 天 水 泥 塵 灰，惡 臭 如 動 物 屍 液

的 河 水，與 工 業 區 的 藍 色 通 勤 車 潮 所 淹 沒。突 然 間 在 我 為 學 業、工

作 離 鄉 背 井 多 年 之 後，港 口 旁 的 圍 牆 消 失 透 明 了，曾 幾 何 時 打 掉 一

半 的 山 景 充 滿 綠 意 ， 一 直 以 為 不 存 在 的「 另 一 半 」城 市， 像 海 市 蜃

樓 般 ， 像 蒸 乾 了 部 分 港 口 的 海 水 ， 斑 駁 繡 化 的 、 空 蕩 的 工 業 區 、 貨

櫃 場 與 鐵 路 倉 庫 全 部 裸 露 了 出 來；陽 光 斜 照 著 巨 大 石 碑 般 的 高 樓 巨

廈，像 日 晷 一 樣 刻 劃 著 城 市 的 每 一 個 角 落；整 齊 劃 一 有 如 棋 盤 的 街

道 ， 通 通 統 一 了 去 向 ….回 到 故 鄉 的 我 ， 成 天 像 個 孩 子 般 只 想 奔 向

港 口 碼 頭，看 著 駁 船 推 動 貨 輪，看 港 口 塔 台 的 燈 號 變 換；在 酷 暑 中

衝 向 被 港 口 切 斷 的 半 島 海 灘 邊，騎 乘 著 單 車，盡 情 的 投 入 淺 海 中 暢

泳 …..是 的 ， 這 個 金 屬 味 濃 厚 的 城 市 ， 變 成 了 一 個 可 以 漂 浮 在 半 空

中 鳥 瞰 的 巨 大 雕 塑，大 的 不 像 真 的，又 真 實 的 縮 小 成 一 個 開 放 風 景

中 的 舞 台 ， 城 市 蛻 變 幻 象 似 乎 散 發 一 股 魔 幻 情 境 的 魅 力 。  

生 活 週 遭 裡 充 斥 的 是 什 麼，很 可 能 就 是 我 創 作 要 反 抗 或 順 應 的

對 象，但 沒 有 絕 對，也 可 以 是 潛 伏 的 因 素 之 一，繪 畫 對 我 而 言 是 很

古 老 的 文 化 存 在 的 一 種 型 態，經 營 主 題 後 再 拉 近 焦 距，又 像 是 一 種

無 意 識 下 的 塗 鴉。自 身 去 實 踐 它，讓 我 找 回 一 種 原 初 對 性 靈 直 接 又

單 純 的 接 觸，現 實 生 活 失 落 感 驅 使 之 下 的 原 初 追 尋，卻 又 令 人 有 種

莫 名 所 以 的 挫 折 感 。  

關 於 這 部 分，我 回 想 了 與 老 師 的 一 段 對 話，問 了 出 社 會 在 資 訊

業 工 作 數 年 的 我，為 何 仍 選 擇 繪 畫 這 條 創 作 的 路，我 的 回 答 是 很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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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的 因 素 所 使 然，面 對 繪 畫，沒 有 原 初 那 樣 激 烈 的 使 命 感，反 倒 是

一 種 沉 靜 下 來 的 心 情，當 作 一 種 利 用 身 上 僅 有 的 藝 術 技 巧 與 繪 畫 功

力，來 述 說 對 自 己 曾 有 意 義 的 經 歷 與 故 事，或 是 將 長 久 以 來 累 積 的

想 法 抒 發 出 來，我 想 這 樣 也 許 可 以 得 到 新 的 動 力，找 到 每 一 階 段 創

作 所 需 的 養 分 。  

相 對 於 習 慣 貼 近 電 腦 螢 幕 與 滑 鼠、鍵 盤 為 伍 的 日 常 生 活，繪 畫

行 為 對 我 來 說，某 種 程 度 象 徵 了 一 種 心 靈 自 主 性，擴 張 這 個 範 疇 ，

在 其 他 表 現 形 式 上 的 經 營，只 要 是 能 劍 及 履 及，就 如 面 對 一 個 平 面

做 衝 擊 接 觸 的 動 作，就 能 給 我 直 接 單 純 的 感 覺 回 應。我 的 生 活 就 像

一 個 流 轉 的 空 間，我 不 能 也 無 法 要 求 環 境 來 適 應 我，我 只 能 透 過 某

些 手 段 來 「 迫 使 」 自 己 去 適 應 它 . .或 更 進 一 步 地 滲 透 它 ， 但 我 不 會

試 圖 去 摧 毀 一 堵 擋 住 我 去 路 的 牆，有 很 多 方 法 可 以 繼 續 一 段 未 完 的

旅 程 ，  不 一 定 是 終 極 手 段 ， 有 時 候 這 種 思 考 模 型 會 變 成 我 一 往 作

品 中 的 內 容，有 時 我 把 圖 像 拋 上 畫 面 去 之 後 是 另 一 種 感 覺，但 它 也

融 入 我 ， 而 我 還 是 會 保 有 想 要 精 準 控 制 創 作 流 程 的 態 度 。  

我 想 我 會 是 多 元 開 放 的，我 不 擔 心 接 下 來 該 如 何 進 行 想 法 的 實

踐 ， 在 時 間 縫 隙 裡 躓 躅 迂 行 ， 殫 精 竭 智 ， 或 是 完 全 本 能 反 應 ， 一 揮

即 就 . . . .就 好 像 天 生 如 此 ？ 我 想 我 比 較 是 習 於 前 者 的 。 以 一 種 渴 求

終 極 啟 示 的 性 靈 回 應，每 一 件 作 品，我 認 為 我 都 還 是 應 該 要 在 另 一

張 畫 上 的 經 營 裡 找 到 更 確 切 的 答 案，每 個 單 一 的 圖 像，都 算 是 我 個

別 思 考 過 的 主 題 裡 篩 選 出 來 的，我 試 圖 讓 它 們 在 畫 布 上 遇 合 撞 擊 ， 

跳 脫 以 往 只 有 一 對 一 的 相 互 詮 釋，然 後 讓 它 們 漂 浮 在 一 個 思 考 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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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 遇 或 層 層 覆 蓋 ， 一 個 有 趣 的 比 喻 ， 就 像 倒「 飼 料 」到 魚 缸 裡 的 景

象，而 不 是 加 石 膏 粉 到 水 盆 裡 變 稠 後 凝 結 成 硬 塊。魚 缸 裡 有 一 個 生

態 圈 ， 譬 如 說 魚 不 光 祇 是 把「 飼 料 」吃 掉 而 已 ， 牠 們 有 時 也 吃 其 他

的 魚 。  

在 這 充 滿 虛 擬、虛 構，矯 情 誇 飾 的 時 代，真 實 人 生 中 有 沒 有 幻

想 、 驚 奇 、 浪 漫 、 感 動 ？ 握 住 畫 筆 的 同 時 ， 有 盼 望 的 力 量 ， 有 感 性

記 憶；縱 然 人 生 苦 短，大 多 數 人 在 藝 術 上 發 光 發 亮 的 時 間，更 是 生

命 黃 金 時 期 中 的 吉 光 片 羽；但 是，我 們 終 其 一 生 依 然 在 想 像 中 構 築

如 天 堂 般 的 影 像。也 都 曾 在 童 年 時 想 像 著 多 采 多 姿，驚 喜 不 斷 的 人

生，只 是 從 不 當 真，以 為 那 只 是 桃 花 源 般 的 天 堂 夢 境，脫 離 天 真 而

善 良 多 情 的 心 越 久，我 們 就 離 心 靈 的 天 堂 就 越 遠 了。有 多 久 沒 聽 說

過「 藝 術 是 人 類 的 心 靈 天 堂 」了 ？ 一 份 期 許 ， 於 創 作 途 徑 上 ， 回 歸

孩 提 性 情 般 的 想 像 力，而 我 正 如 此，也 將 如 此：只 要 開 始 一 幅 作 品

的 構 思，也 就 準 備 了 一 份 充 滿 幻 想、驚 奇 的 心 情 面 對 自 己 的 創 作 過

程 。  

- - -謹 以 此 段 創 作 上 的 經 歷 ， 獻 給 我 的 父 兄 ， 在 我 想 像 之 下 的

現 實 未 來 ， 我 們 終 將 相 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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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作品主題的探討  

以 一 種 搜 羅 篩 選 的 思 考 模 式 著 手，由 創 作 者 與 其 文 化 環 境 之 互

動 關 係 角 度 出 發，從 其 中 發 現 個 人 感 興 趣 的 訊 息，串 聯 原 本 不 相 干

的 主 題，推 演 出 一 個 具 體 的 創 作 風 貌。作 品 最 大 的 企 圖，視 為 表 現

內 在 蘊 積 的 自 我 所 接 觸 的 新 知 識、新 感 知，以 個 人 所 擁 有 藝 術 上 的

涵 養 與 技 巧 ， 透 過 即 刻 顯 現 的 形 式 來 表 現 。  

個 人 認 為 創 作 與 典 範 中 形 式 的 關 聯，不 能 完 全 用 來 詮 釋 整 體 的

作 品，取 材 的 範 圍 廣 狹 有 別，以 不 同 的 線 索 切 入，也 是 呼 應 藝 術 史

上 大 師 的 精 神 ， 進 而 理 解 個 人 創 作 所 源 何 來 ， 汲 取 養 分 並 另 闢 蹊

徑 ， 整 理 出 個 人 創 作 的 文 脈 。  

以 具 備 了 一 個 已 趨 成 熟 的 社 會 性 格 作 為 基 礎，個 人 創 作 作 品 的

精 神 主 旨 ， 落 在「 找 回 」、「 返 歸 」、「 重 新 發 掘 」、「 拋 向 」等 幾 個 動

詞 ； 關 於「 場 景 」的 概 念 則 設 立 了「 訊 息 」、「 風 景 」、「 容 器 」等 意

義 載 體 ； 由 具 備 特 定 姿 態 的「 事 件 」觸 發 畫 作 的 動 能 ； 對 象 則 為 個

人 所 認 知 的 知 識 文 明，與 感 受 生 活 經 驗 後 之 心 得；場 景 → 事 件 → 動

詞 → 事 件 → 對 象 物，由 大 至 小 層 層 包 覆，互 相 穿 刺 滲 透，由 此 為 建

構 個 人 創 作 上 所 持 有 的 邏 輯 。  

因 此 除 了 延 續 以 往 的 內 容 脈 絡，也 就 創 作 上 的 一 個 新 出 發 點 的

動 機 來 看，以 繪 畫 中 的 空 間 經 驗 為 基 礎，來 研 究 發 展 自 己 正 進 行 中

的 作 品。在 階 段 性 的 整 理 省 視 自 身 生 活 經 驗 的 過 程 中，相 信 自 己 曾

服 膺 於 所 接 觸 到 的 一 切 非 固 定 存 在 的 見 解，也 學 習 將 一 種「 無 邊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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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 」的 空 間 觀，以 及 創 作 思 考 中 不 斷 撞 擊 游 離 的 細 小「 意 念 粒 子 」，

覆 蓋 成 一 個 或 多 個 抽 象 聯 想 空 間，過 去 大 部 分 的 作 品 反 映 我 直 觀 的

感 受，在 揣 摩 和 思 考 之 間，尋 覓 一 個 屬 於 自 己 的 面 貌。也 像 一 般 年

輕 創 作 者 一 樣，往 往 受 到 西 方 美 學 理 論 的 吸 引，而 致 力 於 表 現 與 內

在 深 沉 意 識 對 等 的 圖 像。而 另 一 方 面，作 品 中 看 似 優 雅 的 畫 面 線 條

和 物 件 造 型，視 覺 上 提 供 純 物 質 的 訊 息，影 射 創 作 過 程 原 有 意 圖 中

不 願 直 述 的 現 實，也 是 個 人 對 生 命 意 義 追 尋 探 討 的 過 程 與 記 錄。對

我 而 言 ， 繪 畫 是 真 實 與 不 真 實 的 交 融 與 互 置 。 』 3 

1. 瓶中的訊息  

這 裡 出 現 的「 訊 息 」主 題 ， 是 過 往 的 作 品 中 討 論 的「 空 氣 中 不

可 捉 摸 的 訊 息 」，「 可 穿 透 的 容 器 」 4主 題 的 再 延 續 。 將 歷 史 事 件 透

過 一 種 隱 喻 的 手 法 ， 置 入 一 個 虛 擬 的 時 空 中 ， 因 為 情 境 的 不 可 名

狀，無 義 所 指 所 產 生 的 荒 謬 感，可 視 為 一 個 當 下 對 過 去 與 不 可 知 未

來 的 無 力 投 射 。  

在 我 過 去 的 作 品 中 以「 訊 」為 題 的 系 列 作 品 裡，喻 示 當 代 人 從

肉 眼 不 可 測 見 的 無 形 空 氣 中 接 獲 訊 息，反 映 電 子 媒 體 時 代 的 現 象 ，

                                                 

3 陳 彥 名 個 展 《 收 播 訊 號 》 畫 展 評 論 報 導 ， 陸 蓉 之 ， 文 刊 於 1994 年 6 月

號 《 藝 術 家 》 雜 誌 。  

4 作 者 個 人 繪 畫 語 彙 之 解 讀：「 訊 息 」可 視 為 人 文 傳 達 溝 通 的 語 言 意 義，「 容

器 」 則 是 一 般 所 說 的 的 承 載 物 ， 特 別 是 造 型 藝 術 上 的 抽 象 概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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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 梭 一 樣 的 鐵 架 彷 彿 預 告 人 類 不 可 知 的 未 來 。 5這 個 飛 梭 般 的 鐵 架

符 號 (見 圖 三 )， 一 再 出 現 在 我 平 面 的 畫 作 上 ， 作 為 象 徵 一 個 某 種 訊

息 網 絡 上 裝 載 訊 號 的 容 器 。 6現 在 這 個 裝 載 著 訊 息 的 「 容 器 」， 放 在

一 個 虛 構 的 場 景 裡，也 許 容 器 中 目 前 仍 空 無 一 物，但 它 就 像 一 個 視

窗 一 樣，或 是 一 個 超 連 結 (Hyperl ink)，正 在 下 載 資 料 或 只 是 呈 現 一

個 錯 誤 訊 息 。  

                                                 

5 陳 彥 名 個 展 《 收 播 訊 號 》 畫 展 評 論 報 導 ， 陸 蓉 之 ， 文 刊 於 1994 年 6 月

號 藝 術 家 。  

6 陳 彥 名 個 展 《 收 播 訊 號 》 創 作 自 述 ，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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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國 藝 術 家 安 桑•基 弗 Anselm KIEFER（ 1945—）作 品《 海 獅 》

(見 左 圖 )中 的 「 浴 缸 中 的 海 戰 」 7

也 是 如 此，內 裝 物 變 成 只 是 供 我

們 賞 玩 的 玩 具，將 基 弗 的 浴 缸 相

對 於 杜 象 的 小 便 池，浴 缸 的 提 出

即 是 廢 止 了 歷 史 詮 釋 的 有 效 性

與 合 法 性，歷 史 因 一 再 的 重 複 詮 釋 而 終 結，因 為 人 類 的 時 間 被 虛 構

的 歷 史 所 填 補，大 太 陽 底 下 沒 有 甚 麼 新 鮮 事，我 們 被 大 量 資 訊 擠 壓

扁 平 ， 失 去 對 時 間 消 逝 的 知 覺 。  

法 國 哲 學 家 布 希 亞 （ J .  Baudri l lard） 在 91 年 寫 過 《 海 灣 戰 爭

並 沒 有 發 生 》， 他 的 大 意 是 戰 爭 如 今 只 能 發 生 在 媒 體 裏 了 ， 或 者 說

戰 爭 是 爲 媒 體 而 發 生 的 8。 九 十 年 代 初 的 海 灣 戰 爭 結 束 後 ， 布 希 亞

宣 稱 這 場 戰 爭 其 實 根 本 就 沒 發 生 過，它 只 不 過 是 出 現 在 電 視 螢 幕 上

的 演 示。這 種 法 國 式 誇 張 和 遊 戲 的 言 說 方 式，在 經 驗 主 義 傳 統 根 深

                                                 

7 黃 海 雲 ，《 從 浪 漫 到 新 浪 漫 》， 藝 術 家 出 版 ， P.226 .227  

安 桑 • 基 弗 在 1976 年 的 作 品 《 海 獅 》， 描 繪 一 場 荒 謬 的 「 浴 缸 海 戰 」， 藝 術 家

對 自 己 國 家 民 族 歷 史 境 遇 之 回 溯 ， 以 德 國 歷 史 文 化 作 出 發 點 ， 對 父 執 輩 時 代

所 發 生 的 事 件 ， 提 出 批 判 ，《 海 獅 》內 容 為 諷 刺 當 年 希 特 勒 為 登 陸 英 倫 所 研 擬

的「 海 獅 」計 畫，基 弗 將 此 計 畫 喻 為 一 場 在 澡 盆 浴 缸 內 進 行 的 玩 具 軍 艦 操 演 ，

形 同 瘋 狂 的 兒 戲 。  

8 參 考 《 布 西 亞 訪 談 錄 》， 德 國 「 明 鏡 」（ SPIEGEL） 週 刊 雜 誌 ， 2002 年 1

月 14 日 ，「 世 紀 中 國 」 網 站 譯 文 www.cc .o rg .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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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提 蒂 固 的 英 語 世 界 難 免 引 起 軒 然 大 波。其 實，布 希 亞 的 真 正 用 意

在 於 揭 示，在 今 天 這 個 電 子 傳 媒 高 度 發 達 的 時 代，人 們 與 遠 近 事 件

的 關 係 已 經 發 生 重 大 改 變，無 所 不 在 的 電 子 傳 媒 向 人 們 呈 現 的 已 經

不 是 現 實 本 身 ( real i ty)而 是 「 超 級 現 實 」 (hyperreal i ty)。 人 們 生 活

在 一 個 虛 擬 複 製 (s imulated)的 文 化 中 ， 被 各 種 多 餘 的 、 喪 失 意 義 的

符 號 和 資 訊 包 圍 著 ， 無 法 逃 脫 。 9 

在 日 常 的 生 活 中，思 考 創 作 的 動 機 來 源，接 觸 最 多 的 的 外 在 刺

激 ， 幾 乎 完 全 由 資 訊 科 技 而 來 ，「 . . .就 像 電 視 收 音 機 這 樣 的 訊 息 接

收 器，當 調 整 不 到 正 確 的 頻 道 時 會 出 現 的 雜 訊 一 樣，這 雜 訊 裡 包 含

著 許 多 不 可 辨 的 訊 號 ， 我 們 可 以 調 整 收 訊 的 角 度 以 收 到 明 晰 的 訊

息，也 可 以 從 雜 訊 裡 理 出 一 條 脈 絡 看 到 心 所 想 的，這 容 器 是 透 明 可

穿 透 的 ， 祇 是 你 要 它 裝 的 是 什 麼 而 已 . . .」 10 。  

資 訊 工 業 發 達 的 年 代 裡，每 個 人 就 如 同 一 部 收 訊 機，頻 道 調 對

了，就 有 源 源 不 絕 的 訊 息 湧 進，而 在 一 個 又 一 個 訊 息 縫 隙 間，充 滿

著 無 從 辨 識 的 雜 訊，我 們 在 其 間 以 抽 象 的 思 維 省 視 自 身，唯 有 憑 藉

著 此 能 力 ， 我 們 才 得 以 確 認 自 身 存 在 的 各 種 可 能 性 。  

在 討 論 創 作 形 式 時，我 常 會 說 ︰「 有 時，間 接 比 直 接 更 直 接。」

                                                 

9 《 依 舊 懷 念 一 九 六 八 ： 傳 播 媒 體 與 反 對 示 威 》， 趙 斌 ，《 讀 書 》 雜 誌 1999

年 第 9 期  

10 筆 者 在 1993「 訊 」 系 列 「 收 播 訊 號 」 個 展 自 序 中 提 到 的 一 種 比 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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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就 因 為 透 過 透 過 各 種 條 件 、 因 素 等 來 表 現 某 種 情 境 ， 這 些 個 條 件

因 素，其 實 本 身 就 具 有 一 定 樣 貌 的 姿 態，就 像 一 首 詩 詞，字 句 間 排

列 斟 酌 ， 抑 揚 頓 挫 ， 是 會 影 響 到 這 首 詩 的 韻 味 的 。 敝 人 的 想 法 ， 形

式 基 本 上 便 是 要 回 到 這 些 基 本 的 形 態，它 們 似 乎 是 簡 化 成 點 線 面 的

構 成，而 成 為 難 解 的 密 碼，但 實 際 上 我 企 圖 追 求 的 是，一 種 與 人 內

在 意 識 相 等 的 圖 像 ， 而 它 們 源 初 的 意 義 可 能 很 古 老 、 原 始 。  

關 於 個 人 創 作 圖 像 符 碼 式 的 呈 現，從 整 個 創 作 期 間 風 格 演 變 上

的 差 異，我 發 現 在 意 義 上 有 一 個 闕 漏，看 似 呈 現 超 現 實 主 義 的 潛 意

識 景 觀 ， 實 則 亦 突 顯 了 該 場 景 歷 史 意 義 上 的 缺 乏 。 抽 除 了 (或 從 一

開 始 就 不 存 在 )現 實 條 件 ， 沒 有 特 定 的 時 空 ， 變 成 一 個 寓 言 般 圖 示

模 型，如 同 裝 在 瓶 中 的 訊 息，放 在 櫥 櫃 中 展 示，訊 息 表 達 的 就 是 訊

息 本 身 存 在 的 方 式，如 果 它 傳 達 的 是 一 個 封 閉 狀 態 下 的 危 機，就 如

同 語 言 上 的 溝 通 不 良，而 當 下 立 足 之 地 下 深 層 土 壤 裡 翻 攪 出 來 的 歷

史 資 料 (Data  Mining) 12， 則 只 能 做 近 親 繁 殖 式 的 取 樣 詮 釋 (或 無 法 詮

釋 只 是 呈 現 )， 真 相 就 是 你 不 作 挖 掘 的 動 作 是 無 法 重 見 天 日 的 。  

                                                 

11 陳 彥 名 個 展 《 收 播 訊 號 》 創 作 自 述 ， 1994  

「 間 接 比 直 接 更 直 接 。 」 說 明 透 過 某 些 特 定 形 式 的 表 達 ， 藝 術 語 言 更 能 表 現

它 獨 具 的 姿 態 。  

12 「 Data  min ing」  是 電 腦 資 料 庫 處 理 的 專 業 術 語 ，「 Data  min ing」 是 一

種 內 建 專 門 規 則 的 應 用 系 統 ， 能 夠 針 對 特 定 的 ， 而 且 通 常 是 極 大 量 的 資 料 進

行 分 類 、 排 序 ， 以 及 運 算 ， 而 這 個 過 程 所 產 出 的 結 果 ， 透 露 出 特 殊 的 資 料 模

式 ， 是 光 作 排 列 或 是 摘 要 時 所 看 不 出 來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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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個 問 題 到 這 裡 就 變 成 了 「 片 段 的 意 義 是 否 可 以 成 為 意

義 ？ 」， 也 造 成 了 邏 輯 上 的 危 險 ， 斷 除 意 義 生 根 蔓 延 的 後 路 之 後 ，

在 這 個 遊 戲 規 則 之 下，閱 讀 作 品 成 為 自 由 的 發 想，讀 者 閱 讀 的 角 度

就 像 一 把 簡 單 的 尺 ， 測 量 創 作 者 內 心 的 「 那 個 獨 特 的 世 界 」。  

「 容 器 」的 概 念 出 自 個 人 理 解 繪 畫 創 作 的 意 義 上，在 大 學 階 段

的 一 段 寫 作 文 字 上 做 了 如 下 的 闡 明 ：「 由 於 我 們 必 須 將 這 些 與 我 們

心 靈 世 界 相 互 交 融 的 訊 息 ， 投 射 到 一 個 "物 "上 ， 經 由 這 些 "物 "(畫

布 、 造 型 )來 傳 達 作 者 本 身 所 特 具 有 的 經 驗 、 感 情 ， 如 此 一 來 才 能

構 成 情 感 溝 通 的 雛 型 ， 這 個 溝 通 ， 基 本 上 已 經 是 不 直 接 的 了 。 13 

且 將 具 體 的 現 實，視 為 可 見 的 部 份，事 物 的 內 在 本 質 則 為 不 不

可 見 的，我 們 以 此 來 透 視 作 品 的 形 式 與 內 容，便 會 發 現 大 部 份 藝 術

的 價 值 是 建 立 在 其 不 可 見 的 部 份，我 們 可 以 理 解 到 其 形 式 與 內 容 是

合 而 為 一 的，亦 即 可 見 與 不 可 見 的 部 份 是 交 相 參 融，而 形 成 一 個 混

沌 模 糊 地 帶──能 量 匯 聚 的 場 域 ， 我 們 收 受 到 這 些 個 藝 術 形 式 所 散

發 出 來 的 訊 息，因 而 感 受 到 其 具 有 特 殊 的 魅 力，在 無 邊 無 涯 的 空 間

裡 偶 露 一 角 ， 暗 示 另 一 個 無 止 盡 的 空 間 。  

相 對 於 一 個 「 穿 透 性 的 空 間 」 想 法 ， 另 一 與 此 相 稱 的 構 想 是 "

跳 接 的 時 間 "──類 似 影 像 的「 非 線 性 剪 輯 」，既 然 在 前 述 想 法 之 中 ，

無 具 形 體 的 水 、 空 氣 、 電 子 訊 號 ， 都 可 以 塑 而 成 形 ， 那 麼 時 間 是 否

                                                 

13 陳 彥 名 個 展 《 收 播 訊 號 》 創 作 自 述 ，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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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能 塑 造 呢 ？ ？ 由 於 在 創 作 的 過 程 裡，特 殊 經 驗 來 自 於 回 憶 或 記 憶

中 的 事 物，在 創 作 發 想 裡，過 去 與 現 在 合 而 為 一，時 間 段 落 的 兩 端

如 同 繩 索 般 兩 頭 交 疊 ， 形 成 一 段 封 閉 性 的 時 空 :「 且 將 記 憶 這 張 羊

皮 紙 裝 在 一 支 瓶 子 中，投 向 茫 茫 大 海，在 遙 遠 不 知 名 的 彼 岸 …，某

人 拾 得 這 瓶 子，他 在 那 不 可 知 的 未 來 裡，對 這 不 可 知 的 過 去 所 產 生

的 意 會，便 無 形 中 把 這 個 回 憶 塑 造 成 具 有 新 意 涵 的 事 件，此 時 新 意

涵 已 涵 括 舊 意 義，而 舊 意 義 本 身 所 特 具 的 姿 態，則 因 時 空 的 錯 置 之

下 而 成 為 有 意 味 的 形 式 。 」 14 

                                                 

14 陳 彥 名 個 展 《 收 播 訊 號 》 創 作 自 述 ，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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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品 《 推 背 圖  /  混 沌 寓 言 》 (圖 七 )， 是

近 期 延 續 了 這 個 主 題 而 發 展 的 作 品，所 謂「 推

背 圖 」 15 (見 左 圖  《 推 背 圖 》 第 六 十 象 )， 傳

聞 是 一 千 三 百 多 年 前 ， 初 唐 的 司 天 監 李 淳 風

和 袁 天 罡 合 著 的 ， 由 唐 開 始 一 直 預 言 到 未 來

世 界 。 推 背 圖 的 預 言 ， 主 要 是 對 治 亂 興 替 之

間 的 重 要 關 鍵 事 件 作 出 的。其 實 我 們 的 未 來 還 是 未 知 之 數，現 在 認

為 重 要 的 事，說 不 定 在 未 來 有 其 他 更 重 大 的 事 件。預 言 在 我 的 聯 想

下 成 為 瓶 中 的 訊 息，當 年 發 生 了 紐 約 世 貿 大 樓 911 事 件 攻 擊 之 後 ，

未 來 世 界 變 動 的 不 可 知，促 使 了 我 對 於 古 老 的 預 言 產 生 了 濃 厚 的 興

趣 。  

1994 年 個 展 自 序 裡 的 一 段 文 字 ：『 在 過 去 "訊 "作 品 系 列 裡 ， 我

探 討 的 是 一 個 「 可 穿 透 的 容 器 」， 企 圖 捕 捉 空 氣 中 無 形 的 訊 息 ， 這

些 訊 息 並 沒 有 被 轉 化 成 具 體 的 樣 貌，因 為 它 們 只 是 進 出 這 個 容 器 ，

而 留 下 其 符 號 化 的 形 態，藝 術 家 使 用 物 質 轉 化 的 手 法，讓 訊 息 成 為

                                                 

15 《 推 背 圖 》，傳 唐 朝 貞 觀 年 間 司 天 監 李 淳 風．袁 天 罡 著，書 名 “推 背 圖 ”  共

分 六 十 象，每 一 象 合 讖 詩 二 首，卦 圖 一 幅，分 別 預 言 自 唐 代 以 迄 的 國 運 興 亡 。

根 據 第 六 十 圖 像（ 最 後 一 卦 ）中 的 頌 曰 “萬 萬 千 千 說 不 盡，不 如 推 背 去 歸 休。”

而 名 。 目 前 較 為 可 信 的 為 明 末 才 子 金 聖 嘆 批 注 的 金 批 本 推 背 圖 。 中 央 圖 書 館

目 前 所 藏 者 亦 為 金 批 本 。  

最 後 一 幅 圖 像 是 描 寫 李 淳 風 正 為 唐 太 宗 占 卜 ， 到 了 第 六 十 掛 ， 袁 天 罡 推 了

推 李 淳 風 的 背 ， 暗 示 他 不 要 再 說 下 去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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滲 透 空 間 的 各 種 因 素，意 象 的 創 造 經 由 內 在 意 念，成 為 無 數 微 小 的

粒 子 ， 不 斷 游 離 ， 層 層 覆 蓋 ， 交 互 撞 擊 而 形 成 新 的 想 法 與 感 覺 。  

2. 風景  

對 於 一 個 以 繪 畫 形 式 作 自 我 表 述 的 創 作 者 而 言，風 景 也 許 是 個

早 已 落 入 模 擬 再 現 宿 題 的 燙 手 山 芋，但 對 我 的 現 階 段 創 作 而 言，不

僅 僅 是 透 過 超 現 實 的 手 法 與 風 格 再 現 風 景 而 已，作 品《 訊 息 的 去 向 》

(圖 十 三 )， 對 象 中 的 風 景 除 了 並 非 真 實 風 景 之 外 ， 而 是 在 抽 離 了 構

築 現 實 的 種 種 條 件 之 下，被 安 置 的 一 個 世 界，所 有 構 成 畫 中 氛 圍 的

景 象 ， 只 又 一 個 存 在 的 目 的 ， 那 就 是 「 虛 位 以 待 」， 不 管 是 下 一 個

影 片 的 影 格，還 是 另 一 個 氣 候 上 的 變 化，或 是 靜 默 的 停 滯，都 蘊 含

著 一 個 永 恆 律 動 的 事 件，即 是 此 事 件 構 成 了 整 個 畫 面 的 動 能，它 在

視 覺 上 觸 發 之 前 即 緩 緩 駛 入 畫 面，像 一 艘 港 灣 風 景 的 漁 船，在 不 知

黃 昏 或 晨 曦 的 背 景 中，出 航 或 返 歸。它 訂 出 一 個 意 義，然 而 解 說 厥

如 的 畫 面 又 使 其 意 涵 複 雜 。  

《 來 自 域 外 的 訊 息 》(見 圖 九 )風 景 中 水 平 線 條 所 切 割 出 的 地 平

線 與 天 際 線，在 諾 大 的 畫 面 中，呈 現 出 比 畫 布 尺 幅 更 大 的 空 間，它

既 非 是 攝 影 鏡 頭 的 生 產 下 的 複 製 品，而 並 無 虛 矯 一 個 請 君 入 甕 的 態

勢，我 的 意 圖 是 要 意 識 到 它 以 非 同 以 往 所 見 的 場 景，甚 至 於 像 是 在

螢 光 幕 或 國 家 地 理 雜 誌 上 的 風 景 圖 片，突 然 間，擺 上 了 一 個 怪 異 姿

態 的 景 象，從 地 質 考 察 式 的 描 繪 轉 向 事 件 的 呈 現，變 成 了 由 視 覺 導

向 心 理 層 面 的 驚 異 風 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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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 世 界 」 16的 概 念 置 於 一 個 虛 擬 的 場 景 裡 ， 訊 息 轉 化 為 可 解

讀 的「 能 量 」， 容 器 轉 化 解 讀 為「 場 所 」、「 空 間 」。 這 裡 值 得 說 明 的

是，畫 面 空 間 所 需 要 的 場 景 觀 念，將 畫 面 視 為 一 個 空 間，而 其 中 描

繪 的 場 景 則 構 築 為 一 個 世 界，關 於「 世 界 」的 概 念 常 常 在 各 種 場 合

出 現，諸 如 學 科 敘 述、藝 術 直 觀、宗 教 (或 類 宗 教 )體 驗 中 所 存 在 的 ，

因 此 如 何 以 空 間 主 題 的 方 式 注 視 世 界，成 為 一 個 可 以 發 展 的 主 題 。 

人 類 的 宗 教 與 類 宗 教 經 驗，反 映 了 人 與 自 己 的 關 係，人 把 自 己

的 本 質 看 成 是 某 種 彼 岸 的 東 西 ， 神 的 本 質 不 是 別 的 ， 正 是 人 的 本

質 ， 是 淨 化 了 的 、 擺 脫 了 個 人 侷 限 性 ， 及 擺 脫 了 現 實 、 肉 體 的 人 的

本 質 ， 是 客 體 化 了 的 ， 即 被 視 為 並 被 當 作 彼 岸 的 獨 立 本 質 。  

人 之 於 自 然，先 以 生 存 其 中，再 於 活 動 範 圍 之 中 創 造 事 物、文

化，進 而 構 築 一 個 特 定 的 儀 式 空 間，人 文 活 動 所 開 展 的 空 間 性，是

「 此 在 」 存 在 的 一 種 方 式 ，「 此 在 」 所 具 有 的 空 間 性 ， 就 是 由 其 活

動 所 彰 顯 的。總 括 人 類 的 各 種 存 在 活 動，包 括 營 建 各 種 文 化 景 觀 、

創 造 人 文 物 等，每 一 個 存 在 空 間 就 是 一 個 地 方，一 個 存 在 空 間，可

有 著 不 同 尺 度 的 地 方 ， 揭 示 人 類 積 極 賦 予 空 間 意 義 所 構 成 的 。  

人 類 存 在 於 世，會 以 各 種 人 文 存 有 物 偵 定 其 活 動 空 間，因 此 顯

現 出 人 文 活 動 所 具 有 的 空 間 性 。 生 活 世 界 本 質 上 是 一 個 歷 史 性 概

念，及 我 們 在 其 中 作 為 歷 史 存 在 物 生 存 的 整 體。居 於 其 中，意 味 著

                                                 

16 這 裡 提 到 的 「 世 界 」 主 要 是 從 海 德 格 的 論 述 中 得 來  



訊 息  /  大 風 景     陳 彥 名 2 0 0 4 創 作 自 述  與  碩 士 畢 業 論 文  

 
25

以 一 種 與 自 然 相 調 和 的 方 式 去 居 住，人 們 可 以 看 見 自 己 的 生 命 是 根

植 於 人 類 的 歷 史 ， 且 指 向 未 來 ， 而 不 僅 止 於 組 織 一 個 空 間 。  

如 何 在 靜 止 的 畫 面 中 表 現 出 不 斷 發 生、對 立 衝 撞 而 又 共 屬 一 體

的 自 然 世 界 整 體 ？ 並 且 給 人 一 種「 寂 靜 中 的 鳴 響 」17的 感 覺 強 度 ？ ？

畫 一 幅 畫 就 是 安 置 一 個 世 界，這 個 世 界 一 如 自 然 世 界 那 樣 豐 富 而 整

全，讓 畫 中 的 世 界 在 重 疊 的 遮 蔽 中 不 斷 湧 現，在 湧 現 中 返 身 遮 蔽 ，

直 到 畫 面 呈 現 靜 諡 中 永 恆 的 流 動 。  

人 文 景 觀 的 崩 毀 消 融 ， 其 實 某 種 程 度 是 「 解 蔽 」 18的 作 用 ， 把

原 本 不 可 見 的 空 間 變 的 可 見 ， 將 空 間 中 精 神 性 的 生 命 事 物 聚 集 持

存，而 轉 化 成 一 種 具 體 的 現 實 展 現，展 現 的 越 多，隱 匿 起 來 的 也 越

多 ， 不 斷 地 去 揭 示 它 ， 就 會 化 約 出 不 同 形 式 的 空 間 經 驗 。  

 

                                                 

17 參 考 孫 周 興 選 編 ：《 海 德 格 爾 選 集 》（ 上 海 ： 三 聯 書 店 ， 1996）。  

18 海 德 格 認 為 ， 只 有 透 過 現 象 學 的 「 解 蔽 」 ( a l e th e i a )， 存 在 才 可 被 張 顯 ，

當 存 在 得 到 自 身 顯 現 、 變 得 可 見 的 時 候 ， 存 在 論 才 有 一 個 穩 固 的 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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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思考的動物」與「超能者」  

一 是 會 思 考 的 動 物，動 物 連 續 動 作 的 圖 像 (如 作 品《 白 色 小 馬 》

圖 一 )象 徵 一 段 短 暫 時 間 ， 封 閉 而 不 斷 迴 轉 重 複 ， 動 物 圖 像 不 只 是

被 抽 離 原 應 意 義 的 符 號，同 時 也 象 徵 一 種 替 代 意 識 的 物 件。如 作 品

《 白 色 小 馬 》(作 品 圖 一 )馬 行 走 的 連 續 動 作 ， 以 視 覺 化 的 方 式 把 片

段 的 時 間 呈 現 出 來。手 掌 虎 口 處 的 雙 頭 蛇 刺 青，是 一 種 仿 街 頭 或 部

落 文 化 的 圖 騰 ， 它 是 一 種 作 者 想 像 出 來 的 幻 獸 。 又 如 作 品 《 偽 裝 》

(作 品 圖 四 )中 的 晃 動 尾 巴 的 獅 子 闖 進 空 無 一 人 的 人 類 營 地 中，對 著

火 堆 咆 嘯 的 景 象 等 等 。  

二 是 超 能 者 與 超 自 然 現 象，聯 想 精 神 醫 療 領 域，但 與 夢 的 解 析

無 關，是 有 關 於 與 人 內 在 意 識 共 時 並 存 的 外 在 世 界 的 投 射，人 熟 睡

時 外 在 世 界 仍 不 斷 發 生 許 多 事 件，片 段 真 實 與 虛 假 交 相 參 融，人 的

內 在 意 識 與 超 自 然 現 象 ， 超 能 力 (改 變 現 實 世 界 結 構 與 質 量 ) . . .等 等

如 作 品 《 白 色 小 馬 》 (圖 一 )、《 推 背 圖  /  混 沌 寓 言 》 (圖 七 )中 沉 睡

的 嬰 孩 ；《 拋 射 》 (圖 三 )、《 蘊 育 異 能 者 》 (圖 八 )中 的 人 類 形 象 ， 連

結 為 產 生 作 品 語 意 表 達 的 張 力 。  

有 一 個 我 很 感 興 趣 的 主 題 ， 來 自 於 觀 賞 科 普 讀 物 與 Discovery

探 索 頻 道 電 視 節 目 的 知 識 經 驗，醫 療 生 物 科 技 進 步 如 此 先 進 境 界 ，

睡 眠 的 功 能 卻 仍 然 是 個 謎。精 神 醫 療 領 域 中 有 所 謂 的 睡 眠 中「 快 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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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眼 期 」(REM) 19，睡 眠 的 時 間 約 佔 去 人 一 生 中 的 1／ 4 到 1／ 3。早

期 人 們 認 為 睡 眠 是 一 種 介 於 生 命 與 死 亡 之 間 的 狀 態，是 一 種 被 動 性

的 活 動 。 早 期 人 們 將 睡 眠 所 產 生 的 現 象 或 疾 病 ， 歸 屬 於 玄 學 或 哲

學，大 家 對 睡 眠 的 瞭 解 最 耳 熟 能 詳 的 應 該 就 屬 佛 洛 依 德「 夢 的 解 析 」

了 ， 真 正 把 有 關 睡 眠 疾 病 當 成 科 學 而 作 研 究 的 少 之 又 少 。 20 

「 物 種 作 為 一 部 求 生 機 器 ， 它 一 貫 的 目 標 只 是 為 了 求 生 存 繁

衍，所 以 不 論 是 清 醒 或 睡 眠，都 離 不 開 這 個 目 的。從 生 存 的 目 標 看，

勉 強 說 來 ， 可 以 說 它 是「 清 醒 的 門 戶 」， 因 為 在 這 個 狀 態 可 以 比 較

快 的 轉 換 到 清 醒 狀 態 。  

某 些 科 學 家 對 於 REM 的 實 驗 有 一 個 企 圖 ， 那 就 是 如 果 我 們 能

以 科 學 的 方 法 剝 除 快 速 動 眼 期，甚 至 減 少 睡 眠，那 人 類 的 生 產 力 (包

                                                 

19 「 快 速 動 眼 期 」 ( rap i d -eye  movemen t ;REM) 參 考 《 淺 談 睡 眠 疾 病 》， 長 庚 醫 院

第 一 胸 腔 內 科 主 治 醫 師 陳 濘 宏 。 本 文 純 做 創 作 主 題 知 識 性 資 訊 參 考 ， 因 此 不 在 此 處

做 醫 療 相 關 專 業 研 究 的 陳 述 與 來 源 追 究 。  

20 參 考 《 淺 談 睡 眠 疾 病 》， 陳 濘 宏 。 長 庚 醫 院 第 一 胸 腔 內 科 網 站

h t tp : / /www.cgmh.com. tw/ i n t r / i n t r2 / c313a /s leep%20and%20s leep%20apnea .h tm 

這 個 觀 念 一 直 到 1953 年 ， Aser insky 和 Kle i tman 在 科 學 雜 誌 (Sc ience ) 發 表 的

一 篇 文 章 後 ， 才 改 變 過 來 ， 他 們 發 現 人 在 睡 眠 當 中 的 腦 波 ， 每 隔 一 段 時 間  ( 90 分 鐘 )

會 產 生 一 段 醒 波 ， 又 觀 察 到 在 這 段 期 間 ， 眼 睛 會 有 快 速 的 移 動 ， 所 以 將 此 段 時 間 定

名 為 「 快 速 動 眼 期 」 ( rap id - eye  movemen t ;RE M) ， 發 現 人 的 夢 都 在 這 個 時 期 發 生 。

從 此 ， 大 家 才 瞭 解 睡 眠 並 不 是 感 覺 及 運 動 神 經 的 完 全 休 息 ， 而 有 許 多 主 動 性 的 活 動

在 進 行 。 睡 眠 研 究 真 正 成 為 一 門 專 門 的 學 科 約 在 10 年 前 (  1990 年 )。 本 文 純 做 創 作

主 題 知 識 性 資 訊 參 考 ， 因 此 不 在 此 處 做 醫 療 相 關 專 業 研 究 的 陳 述 與 來 源 追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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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精 神 文 明 )必 將 大 為 提 升 。 對 學 習 來 說 ， 快 速 動 眼 期 自 然 是 有 功

能 的 ， 但 它 只 是 演 化 的 「 前 清 醒 」， 功 效 是 很 差 的 ， 所 以 才 要 用 清

醒 狀 態 來 取 代 它。快 速 動 眼 期 的 學 習 功 效，就 像 我 們 學 習 到 一 個 新

東 西 的 時 候，閉 上 眼 睛 默 念 存 想 一 下，把 思 緒 做 個 整 理，這 樣 學 習

的 效 果 會 比 較 好 。 …」 21 

以 下 大 略 說 明 與 創 作 主 題 相 關，幾 個 和 睡 眠 功 能 有 關 的 理 論 22： 

一  修 復 耗 損 ： 認 為 睡 眠 是 在 進 行 修 復 身 體 系 統 的 耗 損 。  

二  能 量 保 存 ： 認 為 睡 眠 是 在 保 存 能 量 。  

三  躲 避 天 敵 ： 這 個 觀 點 不 是 在 假 設 睡 眠 的 功 能 ， 而 是 在 描 述

某 些 受 掠 動 物 的 維 生 行 為。現 在 常 常 被 提 起，可 以 被 應 用 在 許 多 物

種 身 上 。  

四  發 展 功 能 ： 嬰 兒 需 要 睡 眠 來 幫 助 自 身 的 發 展 。 一 些 鳥 類 需

要 發 展 出 自 己 特 有 的 歌 曲 以 招 來 伴 侶。而 這 歷 程 可 能 需 靠 在 睡 眠 中

進 行 特 殊 的 神 經 網 路 的 連 結 來 達 成 。  

                                                 

21 這 個 說 法 參 考 《 REM 是 腦 中 的 盲 腸 》， 2003，《 科 學 人 雜 誌 》 網 站

h t tp : / /www.y l i b . com/c lass / top i c3 /show1 .asp?No=48784&Ob jec t=sabbs  

， 本 文 純 做 創 作 主 題 知 識 性 資 訊 參 考 ， 因 此 不 在 此 處 做 醫 療 相 關 專 業 研 究 的 陳 述 與

來 源 追 究 。  

22 本 文 純 做 創 作 主 題 知 識 性 資 訊 參 考 ， 因 此 不 在 此 處 做 醫 療 相 關 專 業 研 究 的 陳

述 與 來 源 追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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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行 為 固 化 與 高 等 的 學 習 功 能 ： 本 能 行 為 演 練 ， 例 如 一 些 平

常 沒 有 辦 法 演 練 的 行 為，透 過 睡 眠 來 達 成。例 如：破 壞 貓 的 橋 腦 某

部 份，使 貓 在 REM sleep 時 應 有 的 特 徵 受 到 破 壞。結 果 發 現 貓 能 夠

做 出 一 些 像 攻 擊 抵 抗 的 行 為 。  

由 以 上 睡 眠 功 能 理 論 的 闡 述，說 明 一 種 筆 者 強 調「 無 能 」狀 態

之 下 的 「 超 能 」 狀 態 ， 其 實 正 在 我 們 陌 生 的 感 知 領 域 中 發 生 。  

  除 了 睡 眠 中 的 狀 態 主 題 ， 關 於 「 會 思 考 的 生 物 」 與 「 超 能

者 」這 兩 個 主 題，主 要 是 基 於 對 科 幻 電 影 或 小 說 情 節 的 興 趣 得 來 ，

通 常 是 針 對 故 事 中 描 述 的 人 物 經 由 冗 長 的 旅 行、浩 翰 的 宇 宙 中，領

悟 了 生 命 的 智 慧 。  

1984 年 的 一 部 電 影 「 沙 丘 魔 堡 」 23中 ， 覆 蓋 整 個 沙 丘 星 的 大 沙

漠 ， 是 由 稱 之 為 「 香 料 」 這 個 物 質 所 組 成 的 。「 香 料 」 物 質 能 提 昇

人 的 精 神 ， 開 發 超 能 力 ， 因 此 各 星 球 爭 相 來 開 採 、 走 私 香 料 礦 。 故

事 中 利 用 超 能 力 和 預 言 ， 虛 構 一 個 魔 幻 的 故 事 內 容 。  

故 事 中 自 然 界 的 異 象 與 災 難，看 起 來 恐 怖 又 殘 暴，卻 不 是 滿 足

任 何 一 種 私 慾 的 殺 戮，是 一 種 純 粹 而 近 乎 失 去 知 覺 的 正 義。這 種 正

義 是 一 種 直 覺 的 行 動，一 種 彷 如 神 聖 的 善，卻 不 是 壟 斷 於 物 種 間 的

                                                 

23 美 國 作 家 Frank  Herbe r t 在 1965 年 出 版 了 一 本 小 說 ﹕ Dune， Dune 就 是

「 沙 丘 」， 故 事 演 述 有 如 周 朝 般 的 宇 宙 ， 各 個 諸 候 國 之 間 互 相 爭 鬥 ， 時 而 和 平

時 而 黑 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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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隔，獨 屬 人 類 超 然 感 知 的。這 種 全 憑 直 覺 的 正 義 有 些 盲 目，可 能

看 不 清 事 實 的 真 相 即 給 予 審 判。我 想 讓 畫 中 的 主 角 有 一 種 被 喚 醒 的

精 神 力，由 夢 境 接 收 資 訊，進 而 轉 化 外 在 世 界 能 量 的 能 力，成 為 了

悟 一 種 莫 名 使 命 感 的 超 能 者 。  

作 品 《 推 背 圖  /  混 沌 寓 言 》 (圖 七 )中 蝴 蝶 的 符 號 象 徵 ， 或 許

是 來 自 非 人 類 領 域 的 啟 示，重 新 喚 醒 物 質 黑 暗 底 層 的 精 神，從 而 得

到 預 知 未 來 的 訊 息，另 外 一 層 意 義 又 可 歸 納 成「 蝴 蝶 效 應 」24之 說 ，

瓶 子 裡 的 訊 息，傳 遞 了 不 同 時 空 詮 釋 下 種 種 的 可 能 性，如 同 一隻蝴

蝶在巴西輕拍牠的翅膀，可能因此引起德州的龍捲風，世 界 在 混 沌

與 秩 序 中 掙 扎 ， 理 型 象 徵 的 人 類 符 號 (睡 夢 中 的 嬰 孩 )， 所 透 露 出 的

精 神 力 量，是 被 喚 醒 了 呢 ？ 還 是 在 一 片 混 沌 廣 漠 中 被 擺 佈 ？ 睡 夢 中

嬰 孩 的 手 勢 彷 彿 既 觸 碰 又 抗 拒 著 神 啟 般 的 諭 示，不 是 莊 周 夢 蝶 般 的

物 我 兩 忘 境 界 ， 而 是 投 射 了 一 個 更 緊 張 的 物 我 關 係 。  

大 自 然 的 原 創 力 是 亂 中 有 序，事 物 藉 由 微 妙 的 力 量，引 導 整 體

生 態 情 境 的 穩 定 發 展，只要任何一項因素的變化，經過整體系統循

環後，包括正面與負面的反饋作用，超過某種臨界點，突然間就會

引起重大的變化。蝴蝶效應容許看似不可能的事情發生，在我們複

                                                 

24 來 自 著 名 的 「 混 沌 理 論 」， 在 1962 年 由 美 國 氣 象 學 家 洛 倫 芝 （ Edward  

Lo renz） 提 出 ，「 蝴 蝶 效 應 」（ The  Bu t t e r f ly  Effec t）， 曾經測試以風速、氣壓

與氣溫三種資料，反覆運算來模擬未來天氣的模型，發現了非線性結果。 意

謂 一 件 表 面 上 看 來 非 常 微 小 、 毫 無 關 係 的 事 情 ， 在 紛 擾 不 可 測 的 混 沌 中 ， 可

能 扮 演 具 影 響 性 的 關 鍵 角 色 ， 帶 來 巨 大 的 改 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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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的個體意識，就像天氣系統一樣繁複多變，但同樣是個開放系

統，由語言、社會與人們每天彼此互動產生，每個人都是世界整體

意識的一個面向，但經常會被每個人表現的混沌力量所改變，透過

混沌的力量，使得個人或小群體，可以微小的事件，影響整個事件。 

「 混 沌 出 現，古 典 的 科 學 便 終 止 了，因 為 長 久 以 來 世 界 各 地 的

物 理 學 家 都 在 探 求 自 然 的 秩 序 ， 面 對 於 無 秩 序 如 人 氣 、 騷 動 的 海

洋、野 生 動 物 數 目 的 突 兀 增 減 及 心 臟 跳 動 和 腦 部 的 變 化，卻 都 顯 得

相 當 無 知 。 」 25 

作 品 《 蘊 育 異 能 者 》 (見 圖 八 )， 沉 睡 人 類 的 形 象 被 包 覆 在 一 個

胎 盤 母 體 的 臟 器 中，背 景 是 一 幅 奇 異 的 夢 境，巨 大 的 湯 匙 被 不 知 名

外 力 扭 曲 的 連 續 畫 面，呈 現 在 超 能 者 在 睡 夢 中 的 景 象，動 態 的 筆 觸

營 造 與 個 人 象 徵 性 的 塊 狀 符 號，正 驅 動 著 畫 面 上 一 股 能 量，影 像 最

終 呈 現 的 停 格 狀 態 ， 是 超 能 者 在 「 無 能 」 狀 態 下 的 「 超 能 狀 態 」，

母 體 即 將 燃 燒 的 危 機 。  

「 ……世 上 某 項 自 我 組 織 的 真 理 亦 深 藏 其 中 ： 一 條 開 敞 的 長

筒 ， 洞 口 常 開 ， 風 被 迫 吹 進 裏 頭 。 然 後 風 陷 住 了 ， 雖 然 違 反 了 風 的

意 願，但 能 量 做 了 許 多 建 設 性 的 事 情，就 像 中 世 紀 歷 史 上 的 惡 魔 。

基 本 原 理 是 ： 大 自 然 往 往 心 不 甘 ， 情 不 願 的 做 一 些 事 ， 作 繭 自 縛 ，

                                                 

25 《 混 沌 》（ CHAOS）， p .6， 作 者 ： J am es  G le i k， 譯 者 ： 林 和 ， 天 下 文 化 出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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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時 也 麗 質 天 生 。 ……」 26 

跳 脫 大 自 然 中 支 配 與 被 支 配 的 法 則，在傳統達爾文「物競天擇」

的理論裡，假設「競爭」是生命進化的基本動力，也是驅動個體與

群體，以及群體與群體之間的主要能量。而「混沌理論」卻改變了

這種觀點，認為生物從「互助合作」與「共同進化」的過程，更能

解釋優勝劣敗的生命歷程。  

                                                 

26 《 混 沌 》（ CHAOS）， p .186， 作 者 ： James  G le i k， 譯 者 ： 林 和 ， 天 下 文 化 出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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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啟示錄景觀  

啟 示 錄 異 象 般 風 景 中，開 啟 的 視 窗，萬 物 恆 動 而 偶 露 時 間 停 止

之 靜 謚 空 間 一 角，我 目 前 的 作 品 畫 面 中 常 被 提 到 的 文 明 崩 毀，不 妨

將「 末 日 」與「 終 結 」之 事 當 作 對 現 代 文 明 反 思 的 一 種 隱 喻 吧 ？ 在

文 藝 作 品 或 電 影 裡 對 所 謂 末 日 的 描 寫 ， 除 了 對 真 實 世 界 不 確 定 變

動，與 未 知 力 量 的 恐 懼 之 外，也 提 供 了 一 種 在 極 端 條 件 下 篩 選 出 的

可 能 性 ， 就 如 沒 有 了 封 閉 性 的 空 間 ， 就 會 使 終 極 警 探 (Die  Hard) 27、

戰 慄 空 間 28(Panic  Room)這 類 型 電 影 失 去 了 戲 劇 張 力 一 樣 。 物 質 上

的 完 全 消 亡 也 許 是 不 可 期 的，歷 史 在 扁 平 壓 縮 之 後 提 供 了 太 多 足 以

照 鑒 評 論 的 選 擇。從 危 機 這 個 假 設 性 思 考 模 型 裡 面，不 也 能 找 出 重

構 價 值 觀 的 動 力 出 來 。  

在 《 潛 行 的 訊 息 》 (圖 二 ) 29這 件 作 品 中 ， 裸 露 橋 墩 的 河 橋 ， 如

聖 殿 巨 碑 般 的 橋 身 矗 立 在 乾 涸 的 河 床 上，佔 據 畫 面 大 部 分 空 間 的 橋

身 、 橋 柱 ， 以 一 種 崩 毀 中 的「 巴 特 農 神 殿 」的 姿 態 ， 呈 現 一 幅 啟 示

錄、危 機 感 的 場 景，似 乎 快 要 被 背 後 的 漫 天 火 焰 吞 噬，河 橋 岌 岌 可

                                                 

27 終 極 警 探 (Die  Hard )， 1988， : John  McTie rnan 導 演 ， 一 名 警 察 隻 身 躲 藏

在 封 閉 的 大 樓 裡 一 整 個 晚 上 ， 對 抗 龐 大 的 恐 怖 份 子 集 團 。  

28 戰 慄 空 間 (  Pan ic  Room)  ，  2002， 大 衛 芬 奇 (Dav id  F incher )導 演 ， 一 對

母 女 緊 急 躲 進 剛 搬 進 的 新 家 中 一 間 機 關 重 重 的 祕 室 ， 與 三 名 搶 匪 周 旋 。  

29 筆 者 2002-2003 研 究 所 一 年 級 作 品 ， 參 照 作 品 圖 片  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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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 即 將 崩 毀，主 題 河 橋 處 於 背 光 的 狀 態，卻 有 著 舞 台 聚 光 燈 照 明 效

果 的 光 線 照 射，相 對 於 微 不 足 道 的，左 下 方 潛 行 的 蛇 隻，像 是 唯 一

在 場 的 倖 存 者，而 它 似 乎 並 沒 有 感 受 到 此 危 機 場 景 的 威 脅 一 般 泰 然

自 若。就 色 彩 與 主 題 的 關 聯 性，火 沒 有 具 體 形 狀，也 並 非 一 種 物 質，

然 而 它 卻 往 往 成 為 藝 術 作 品 中 想 像 力 的 催 化 劑 。  

橋 樑 擔 任 人 類 文 明 交 通 的 任 務 在 此 畫 面 已 然 消 逝，功 能 的 意 義

被 抽 除 ， 成 為 一 個 「 巴 特 農 神 殿 」 原 始 狀 態 所 取 代 。  

另 一 個 對 墨 日 的 想 像 是 關 於 溫 德 斯（ WimWenders）30的 電 影《 直

到 世 界 末 日 》 31一 篇 影 評 ， 劇 情 描 述 32：  

「 1999 年 世 紀 末 ， 一 顆 印 度 的 核 子 衛 星 即 將 墜 地 ， 地 球 上 一

片 恐 慌，視 之 為 世 界 末 日 的 到 臨。住 在 巴 黎 的 女 子 克 蕾 兒 在 一 次 浪

遊 中，認 識 疑 為 工 業 間 諜 的 崔 佛，並 且 深 深 為 之 著 迷。一 次 意 外 後，

克 蕾 兒 開 始 出 發 去 尋 找 謎 一 樣 的 人 物 崔 佛。…足 跡 遍 佈 四 大 洲，最

後 到 達 澳 洲 中 部 荒 蕪 的 原 住 民 生 活 區 。  

崔 佛 的 本 名 是 山 姆 法 柏，山 姆 的 父 親 是 一 位 科 學 家，製 造 了 一

                                                 

30 溫 德 斯 （ WimWenders ,1945） 是 六 、 七 十 年 代 〝 德 國 新 電 影 〞 運 動 的 領

導 人 之 一  

31 電 影 《 直 到 世 界 末 日 》 (Un t i l  t he  End  o f  the  Wor ld )， 1991  德 國  溫 德 斯  

32 參 考 出 自 影 評 ： 科 技 文 明 的 省 思 與 背 反 —溫 德 斯 《 直 到 世 界 末 日 》， 作

者 李 志 薔 ， 曾 獲 聯 合 報 文 學 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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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可 以 讓 盲 人 看 見 的 機 器。為 的 是 要 讓 山 姆 目 盲 的 母 親 可 以 看 見 親

人 。 後 半 段 衛 星 被 擊 落 ， 核 磁 脈 沖 影 響 世 界 運 行 ： 電 腦 當 機 、 電 路

失 靈、一 切 設 備 無 法 運 作 之 際，劇 中 人 回 到 手 動 機 械，最 原 始 的 狀

態，處 在 遠 離 一 切 文 明 的 沙 漠 荒 原。外 頭 世 界 不 知 生 死，這 群 人 在

地 下 實 驗 室 裡 開 始 了 一 連 串 超 越 人 類 科 技 的 實 驗，關 於 科 學、記 憶

與 夢 的 糾 纏 ……所 有 主 角 都 陷 入 對 夢 境 的 癡 迷。當 夢 境 轉 成 視 覺 ，

讓 人 可 以 讀 夢，而 對 童 年 之 夢 的 偏 執，卻 像 一 層 層 牢 籠，將 他 們 緊

緊 網 住。每 個 人 都 陷 入 偏 執 的 迷 失，陷 在 不 可 自 拔 的 夢 境 追 尋 中 。

當 數 位 攝 影 轉 換 成 腦 波 影 像 的 實 驗 成 功，終 於 讓 山 姆 的 母 親 看 見 家

人，但 不 久 就 因 體 力 不 勝 負 荷 去 世。臨 死 前 說：「 看 不 見 反 而 更 好 ，

這 世 界 竟 變 得 如 此 醜 陋。」溫 德 斯 的 微 言 大 義，深 刻 的 呈 現 在 這 短

短 一 句 話 。  

科 幻 題 材 所 提 供 的 有 限 時 空 的 舞 台，為 人 類 的 未 來 灌 注 了 或 美

好、或 醜 陋 的 想 像 力；也 發 揮 了 預 言 或 警 示 的 作 用。未 來 世 界 的 情

景，常 被 呈 現 是 一 個 科 技 和 影 像 充 斥 的 世 界，但 人 心 卻 充 滿 了 荒 蕪

與 危 機 。 科 技 文 明 運 行 出 岔 ， 可 能 導 致 外 在 物 質 世 界 的 崩 毀 。 33   

                                                 

33 參 考 出 自 影 評 ： 科 技 文 明 的 省 思 與 背 反 —溫 德 斯 《 直 到 世 界 末 日 》， 作

者 李 志 薔 ， 曾 獲 聯 合 報 文 學 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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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超現實的浪漫回歸  

本 章 強 調 作 品 中 的 超 現 實 景 象 的 經 營，與 浪 漫 主 義 思 維，在 當

代 文 化 氛 圍 之 下，與 時 代 的 脈 動 有 何 相 關 之 處。個 人 所 強 調 的 創 作

元 素 中 的「 驚 奇 」、「 異 文 化 」、「 神 話 式 的 想 像 」等 等 ， 其 實 早 在 浪

漫 主 義 時 代 開 始，即 存 在 於 藝 術 作 品 之 中，只 是 時 代 不 同，諸 如 昔

日 集 體 化 知 識 與 想 像 的 對 象 ， 已 由 「 異 文 化 」 轉 向 「 異 世 界 」 (譬

如 地 球 以 外 的 世 界 ， 或 地 球 極 度 的 深 海 )， 知 識 與 想 像 的 分 際 ， 不

僅 僅 是 科 學 的 疆 界，還 有 社 會 整 體 人 文 發 展 之 下，對 文 化 主 體 認 知

上 的 演 化 。  

主 張 「 現 實 與 夢 幻 可 以 統 一 」 是 當 年 超 現 實 主 義 (Surreal ism) 34

的 一 面 旗 幟。在 超 現 實 主 義 者 看 來，現 實 生 活 只 能 調 動 人 的 非 常 表

層 的 功 能，而 精 神 卻 可 以 感 應 甚 至 超 越 宇 宙 的 浩 瀚 與 傳 奇。相 對 於

如 果 說 達 達 是 玩 世 不 恭 的 嘲 謔，那 麼 超 現 實 就 是 把 這 個 戲 謔 推 出 了

大 腦 之 外 ， 反 而 去 挖 掘 意 識 深 層 的 想 像 。  

二 十 世 紀 末 後 現 代 氛 圍 中 的 許 多 藝 術 創 作 ， 如 馬 里 安 尼 (Carlo 

Maria  Mariani)的 繪 畫 ， 以 一 種 寫 實 藝 術 的 形 式 重 現 昔 日 風 采 ， 它

借 助 的 ， 是 一 種 身 臨 其 境 的 幻 境 ， 一 種 最 真 實 的 夢 幻 。 事 實 上 ， 在

                                                 

34 超 現 實 主 義 的 定 義 是：如 果 某 人 的 思 想 想 像 跳 脫 現 實 的 模 式，他 就 可 稱

之 為 超 現 實 主 義 者 。 超 現 實 畫 家 們 會 運 用 各 自 的 想 傢 力 將 夢 興 現 實 沒 有 矛 盾

地 結 合 成 一 個 世 界 ， 實 現 所 謂 的 超 現 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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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藝 術 方 面 ， 例 如 眼 鏡 蛇 藝 術 群 (Cobra)、 普 普 藝 術 (PopArt)。 1960

到 1970 年 代 間 活 動 的 新 形 象 派 ( laNouvel leFigurat ion)。 1980 年 代

間 的 自 由 形 象 藝 術 運 動，甚 至 二 十 世 紀 下 半 業 的 所 有 運 動，都 受 到

超 現 實 主 義 難 以 磨 滅 的 影 響 。  

超 現 實 主 義 並 不 只 停 留 在 單 純 表 達 現 實 與 想 像 的 融 合 而 已，超

現 實 主 義 者 更 進 一 步 借 由 這 種 融 合 ， 試 圖 「 創 造 現 實 」。 無 論 現 實

的 定 義 為 何，超 現 實 主 義 者 都 已 巧 為 縫 補，將 現 實 與 非 現 實 編 織 起

來 ， 創 造 了 另 一 種 「 現 實 」 情 景 。  

例 如 佛 洛 依 德 的 自 由 聯 想 法，主 張 人 在 極 度 放 鬆 下，任 由 腦 中

的 思 想 浮 現，不 加 控 制、不 加 評 論。這 種 自 由 聯 想 對 作 家 的 寫 作 具

有 極 大 的 啟 發 性，超 現 實 主 義 就 該 記 錄 我 們 的 自 由 聯 想，而 不 要 對

浮 現 在 我 們 腦 海 中 的 念 頭 妄 加 評 論 。  

其 次，他 把 潛 意 識 看 作 是 文 藝 作 品 的 泉 源，超 現 實 主 義 認 為 畫

作 就 是 潛 意 識 的 流 露 ， 由 於 人 們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道 德 社 會 因 素 的 壓

制，潛 意 識 處 於 被 壓 抑 的 狀 態，超 現 實 主 義 應 該 將 其 解 放 出 來，使

人 的 精 神 獲 得 自 由 和 解 放 。  

第 三，重 視 夢 境 和 幻 覺，認 為 夢 境 和 幻 覺 是 內 心 的 真 實 流 露 ，

因 此 他 們 的 創 作 中 充 滿 了 大 量 的 夢 境 和 幻 覺 的 東 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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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荷 東 (Andre Breton)在 《 超 現 實 主 義 宣 言 》 35中 說 ：「 夢 境 和

幻 覺 這 兩 種 狀 態 似 乎 互 不 相 容，但 我 相 信 在 未 來 這 兩 者 必 會 融 為 一

體 ， 形 成 一 種 絕 對 的 現 實 ， 亦 即 超 現 實 。 」  

布 荷 東 說 的「 未 來 」已 經 過 了 嗎 ？ 人 類 的 視 覺 經 驗 裡 是 否 也 有

夢 見 肉 眼 觀 察 過 的 幻 境，或 者 幻 覺 中 呈 現 中 夢 境 中 的 場 景 ？ 答 案 應

該 是 肯 定 的 ， 拿 基 里 柯 (Giorgio de Chrico)  的 畫 來 看 ， 逼 真 的 街 景

中 有 裸 女 散 步，現 實 裡 卻 有 著 畫 家 夢 幻 般 的 想 像 力，這 就 是 超 現 實

的 場 景 。 20 世 紀 初 的 超 現 實 其 實 受 浪 漫 主 義 影 響 深 遠 。 18 世 紀 浪

漫 派 詩 人 柯 勒 芝 （ Samuel  Taylor  Coler idge） 36稱 「 驚 奇 」 為 「 人 類

所 有 感 知 的 活 力 與 主 要 原 動 力 」，在 讀 柯 勒 芝 的《 忽 必 烈 汗 》(“Kubla 

Khan”,  1798) 37時 想 必 會 對 詩 中 描 寫 的 夢 境 印 象 深 刻。詩 人 讀 完 介 紹

忽 必 烈 的 書 ， 吃 完 藥 ， 昏 沉 上 床 ， 作 夢 後 寫 出 來 的 作 品 ， 是 典 型 的

                                                 

35 1924 年 ， 以 詩 人 布 荷 東 (AndreBre ton ,1896-1966)為 首 ， 發 表 了「 超 現 實

主 義 宣 言 」：『 那 是 一 種 精 神 的 無 意 識 行 為 ， 藉 由 這 種 精 神 運 動 ， 我 們 可 以 書

寫 、 口 述 或 採 另 一 種 形 式 ， 來 闡 述 思 想 中 最 真 實 的 一 面 。 這 樣 的 寫 作 及 口 述

思 想 已 超 越 理 智 的 掌 控 ，並 且 摒 棄 所 有 美 學 及 道 德 的 干 預 』。他 們 稱 自 己 的 目

的 為 「 純 粹 的 心 理 自 動 作 用 … … 其 目 的 在 表 現 … … 真 正 的 思 想 過 程 … … 這 種

作 用 不 受 理 性 ， 美 學 或 道 德 的 約 束 。 」  

36  18 世 紀 英 國 浪 漫 主 義 詩 人 柯 勒 芝 (Samue l  Tay lo r  Co le r idge ,  1772-1834)

的 詩 充 滿 著 神 秘 與 夢 幻 的 氣 氛 ， 由 於 Cole r idge  患 有 嚴 重 的 神 經 痛 ， 因 此 藉

鴉 片 來 治 療 ． 他 的 詩 風 就 像 是 在 鴉 片 煙 霧 迷 境 裡 的 夢 ．  

37 見 附 錄 1：柯 勒 芝 (Samue l  Tay lo r  Co le r idge)的《 忽 必 烈 汗 》( “Kub la  Khan” ,  

1798)英 文 原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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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 漫 派 詩 作，也 就 是 將 想 像 力 跟 幻 想 與 現 實 體 裁 融 合，創 造 出 具 有

夢 幻 般 情 境 的 詩 篇 。  

一 百 年 前 與 一 百 年 後 的 創 作 者 同 樣 經 營 著 一 樣 的 主 題 時，其 根

本 上 的 意 義 已 大 不 相 同，夢 境 和 幻 覺 已 有 更 多 科 學 上 的 解 釋，在 今

天 無 法 即 時 加 以 解 釋 的，除 了 有 各 方 面 人 文 學 科 的 方 法 可 以 解 決 ，

通 常 還 有 更 好 的 藉 口，那 就 是 等 待 未 來 的 科 技；但 所 有 的 這 一 切 並

不 能 泯 滅 創 造 力 的 發 展，說 故 事 基 本 上 就 是 一 種 創 造 力，它 提 供 了

一 種 浪 漫 的 寓 言 模 型，閱 讀 的 人 經 由 此 模 型 可 以 粹 取 出 人 性 中 最 源

初 單 純 的 情 感 經 驗，它 不 是 教 導 式、教 條 化 了 的 知 識 模 組，而 是 重

組 生 活 新 視 野 的 珍 貴 素 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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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魔幻寫實的寓言  

個 人 創 作 受 到 所 謂 「 魔 幻 寫 實 」 (Magical  Real ism) 38的 影 響 ，

主 要 最 豐 富 的 發 展 景 觀 是 在 於「 文 學 」方 面 的 涉 獵，將 某 種 奇 幻 要

素 加 入 現 實 世 界 並 描 述 若 其 為 真 時 的 景 況，所 謂 的 魔 幻 寫 實 是 一 種

以 幻 想 影 射 真 實 的 寓 言 文 學。藝 術 家 用 具 象 手 段、寫 實 技 法 達 到 了

抽 象 層 次，他 們 的 奧 秘 就 是 使 現 實 與 幻 想 交 融，以 極 真 實 的 畫 面 造

出 一 種 虛 幻 的 境 界 。  

讀 馬 奎 斯（ Garbr ie l  Garc ia  Marquez） 39的 名 作《 百 年 孤 寂 》 40，

看 到 裡 面 的 死 人 起 來 走 動，超 俗 美 女 莫 名 其 妙 地 就 地 升 天，但 是「 魔

幻 寫 實 」並 不 僅 僅 是 讀 來 有 如 怪 異 的 鬼 故 事 而 已，它 還 有 股 既 浪 漫

又 陰 森，強 烈 的 視 覺 化 經 驗。盛 行 於 拉 丁 美 洲 的 魔 幻 寫 實 手 法，有

                                                 

38 「 魔 幻 寫 實 」 (Mag ica l  Rea l i sm)， 一 種 在 黑 暗 的 陰 影 中 學 會 看 見 ， 以 邊 緣

作 為 生 命 基 地 ， 看 到 自 己 同 時 站 在 邊 陲 與 中 心 的 一 種 奇 異 與 對 抗 的 美 學 。 按 馬 奎 斯

自 己 所 說 ， 這 是 種 「 魔 幻 寫 實 」（ 英 文 為 Magica l  Rea l i sm） 的 風 格 ， 這 種 風

格 特 別 是 在 拉 丁 美 洲 這 樣 為 長 期 為 軍 人 獨 裁 、 居 民 以 農 為 本 的 環 境 下 特 別 風

行 。  

39 1982 年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的 得 主 賈 西 亞 • 馬 奎 斯 （ Garb r ie l  Ga rc ia  Marquez）  

40 馬 奎 斯 （ Garb r ie l  Garc ia  Mar quez ） 1982 年 以 《 百 年 孤 寂 》 (One  Hundred  

Year s  o f  So l i tude )獲 得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 生 於 加 勒 比 海 沿 岸 的 南 美 洲 哥 倫 比 亞 ，

馬 奎 斯 說 ， 一 本 書 的 開 頭 第 一 句 話 最 難 寫 ， 因 為 「 我 的 書 的 人 物 是 會 自 己 決

定 要 怎 麼 生 活 的 ！ 」 一 旦 選 擇 了 一 個 怎 麼 樣 的 開 始 ， 就 必 然 註 定 故 事 將 要 怎

麼 結 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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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多 概 念 是 源 自 於 所 謂 的 超 現 實 主 義 (Surreal ism)， 這 兩 者 不 僅 是

一 種 文 學 現 象 ， 而 是 遍 布 於 各 藝 術 層 面 的 普 遍 風 格 。  

馬 奎 斯 深 刻 細 緻 的 寫 實 技 術 和 高 度 想 像 的 虛 擬 魔 幻 巧 思  ，

「 將 異 象 融 入 現 實 」，警 示 人 類 軟 弱、逃 避、易 受 誘 惑、屈 服 邪 惡 、

混 亂 沉 淪 等 等 心 靈 危 機，深 具 實 驗 性 格 的 作 品 充 滿 了 簡 潔 與 繁 複 並

陳、現 實 與 異 境 交 替 湧 現 了 魔 幻 寫 實 風 格 魔 幻 寫 實 的 幻 想、扭 曲 的

回 憶 與 荒 誕 的 傳 說，將 某 種 奇 幻 要 素 加 入 現 實 世 界 並 描 述 其 為 真 ，

以 幻 想 影 射 真 實 的 寓 言 式 文 學 。  

馬 奎 斯 也 說 他 自 己 的 寫 作 故 事 基 礎 是 來 自 於 現 實 生 活。至 於 如

何 從 現 實 裡 轉 化、汲 取 成 為 故 事，那 必 得 依 賴 的 是 寫 作 者 自 身 的 想

像。這 也 是 成 為 所 謂 魔 幻 寫 實 小 說 風 格 的 主 要 力 量：戲 劇 般 的 孩 童

夢 境 ， 魔 幻 寫 實 的 隱 喻 ， 天 馬 行 空 、 妙 語 如 珠 式 的 對 白 ， 在 杜 撰 與

寫 實 間 自 由 穿 梭，表 現 出 現 實 與 虛 幻 的 超 現 實 影 像，或 將 一 件 荒 繆

的 事 件 誇 張 放 大 到 極 致 。  

以 繪 畫 來 講，例 如 台 灣 當 代 本 土 藝 術 家 連 建 興 的 作 品 中 出 現 的

場 景 ， 大 部 分 是 真 實 世 界 的 真 實 地 點 ， 如

九 份 的 礦 坑 等 場 景 ， 但 卻 呈 現 異 於 真 實 的

景 況 ， 是 先 有 一 個 具 體 真 實 的 條 件 環 境 的

經 營 ， 引 觀 者 入 畫 遨 遊 ， 卻 丟 出 驚 奇 與 夢

境 般 的 圖 像 。 (見 左 圖 ， 連 建 興  傳 說 的 開

始 (二 )   1991.  油 畫 )  

我 的 作 品 的 場 景 中，則 出 現 居 住 環 境 中，例 如 大 肚 山 往 台 中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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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台 中 港 方 向 望 去 的 遠 眺 景 觀 (作 品 圖 十 《 X 記 號 風 景 》 )， 南 台 灣

風 情 的 海 灘，電 影 影 像 中 擬 造 的 自 然 景 觀，組 構 片 段 的 視 覺 經 驗 ，

不 透 過 照 片 機 械 式 的 複 製，完 全 由 想 像、回 憶、對 事 物 描 摹 的 直 覺，

去 找 到 一 個 畫 面 上 的 最 佳 狀 態 。  

有 許 多 經 驗 在 畫 出 影 像 之 後，卻 在 真 實 中 找 到 巧 妙 的 吻 合。譬

如 在 居 處 附 近 店 家 大 片 玻 璃 的 燈 光 映 射 中，看 到 作 品《 訊 息 的 去 向 》

(作 品 圖 十 二 )幾 近 完 全 相 同 的 光 點 排 列，對 應 到 室 外 郊 區 道 路 上 空

的 炫 麗 雲 彩 ， 而 該 作 品 早 在 那 家 店 開 張 之 前 就 完 成 了 。  

《 通 往 海 邊 的 隧 道 》(見 圖 六 )則 宣 告 了 一 個 詭 異 的 夢 境 ， 場 景

描 繪 一 個 類 似 崩 毀 了 的 礦 坑 ， 海 岸 與 山 崖 上 的 建 築 指 引 出 一 個 去

向，然 而 跳 過 中 間 的 斷 層 卻 直 接 呈 現 兩 個 隧 道 的 入 口，遠 方 猶 透 露

著 礦 坑 崩 毀 的 可 疑 原 因 ― 隕 石，暗 示 著 事 件 正 在 發 生 中，畫 面 上 的

人 物 卻 彷 彿 在 勘 查 古 老 的 文 明 遺 跡，像 是 在 考 古 尋 寶，疑 似 當 代 產

物，散 置 一 地 的 垃 圾，又 造 成 時 空 錯 亂 充 滿 疑 點，透 露 著 冷 峻 的 危

機 感 。  

現 實 生 活 中 奇 遇 之 謎 和 哲 學 主 題 不 斷 的 碰 撞、交 會，穿 透 夢 境

和 現 實 的 想 像 空 間 ， 也 開 展 出 一 個 至 為 恢 弘 的 宇 宙 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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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自我存在的探索 .  

從 人 作 為 實 踐 主 體 的 範 圍 來 說，積 極 地 看，人 作 為 實 踐 主 體 擁

有 獨 特 的 價 值 自 覺 、 理 性 反 省 、 意 志 自 由 、 感 通 無 外 的 能 力 。 人 的

存 在 本 身 乃 一 時 間 性 空 間 性 的 存 在，其 時 間 性 是 有 限 的，人 並 非 永

恆 存 在，而 是 有 生 有 死；其 空 間 性 亦 是 有 限 的，人 只 活 於 一 個 特 定

的 小 空 間 。 人 並 非 全 知 全 能 ； 相 反 ， 其 知 其 能 都 有 限 制 ， 限 制 於 人

的 自 然 生 命 的 物 理 條 件 ， 和 時 空 的 處 境 性 。  

因 此，人 生 的 有 限（ 尤 其 死 亡 或 虛 無 帶 來 的 焦 慮 ）迫 使 我 們 正

視 一 個 事 實：我 們 每 一 次 的 行 動 在 有 限 人 生 中 都 佔 一 不 可 否 定 的 席

位，都 對 我 們 人 生 整 體 的 意 義 起 著 作 用。正 因 為 人 的 存 在 之 有 限 ，

所 以 人 在 價 值 實 現 上 不 可 能 擺 脫 不 完 滿，人 有 不 同 的 責 任 或 理 想 ，

但 往 往 責 任 或 理 想 基 於 人 生 的 有 限 而 有 不 可 解 決 的 虧 欠 和 遺 憾 。  

正 由 於 人 的 有 限 性，使 人 的 價 值 自 覺 心 更 感 到 抉 擇 行 動、實 現

自 我 的 痛 切 和 艱 難。自 覺 心 與 有 限 性，使 人 生 背 負 上 看 似 不 可 能 擺

脫 的 痛 苦 與 不 完 滿 的 枷 鎖 。 人 並 非 獨 立 於 世 界 。 人 的「 主 體 」並 非

先 於 、 獨 立 於 世 界 而 存 在 。 反 倒 是 世 界 在 人 未 自 覺 之 前 已 造 就 了

人，並 與 人 共 同 存 在。人 無 所 逃 於 自 然 宇 宙，自 然 宇 宙 乃 我 們 置 身

其 中 的 住 所，提 供 了 我 們 的 物 質 條 件，亦 為 我 們 的 利 用 而 變 化。生

活 於 自 然 世 界 之 中，感 受 基 於 人 的 感 通 心 能 而 與 事 物 憂 苦 與 共；人

的 行 動 不 免 影 響 到 別 人 的 生 活、或 別 物 的 存 在，人 雖 然 受 時 空 的 限

制，然 而 行 動 的 意 義 與 後 果 卻 可 超 越 我 們 置 身 的 時 空；人 的 行 動 並

非 與 人 際 境 域 或 自 然 世 界 無 關 的，卻 是 雙 向 互 動 的、延 綿 於 因 果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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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之 中 ， 而 可 以 有 不 可 預 計 的 深 遠 影 響 。  

人 的 存 在，有 其 動 物 性 的 自 然 生 命 部 分，亦 有 精 神 性 的 部 分 ，

此 精 神 性 部 分 是 感 通 的、實 踐 的、其 自 由 與 能 力（ 但 不 是 無 限 制 的 ）

可 以 作 為 一 己 生 命 的 主 宰，產 生 自 覺 的 行 動。但 這 個 生 活 著 的 人 其

生 活 乃 置 於 一 有 限 的 時 空 處 境 之 中。這 時 空 性 與 境 域 性 說 明 了 人 生

必 須 透 過 有 限 的 行 動 以 與 世 界 互 動 共 存。人 的 身 體 是 物 質 的，如 房

舍 、 如 機 器 、 萬 物 有 成 住 壞 空 ， 身 體 有 生 老 病 死 。 無 邊 際 的 空 間 為

宇，無 窮 盡 的 時 間 為 宙。在 無 邊 際 無 窮 盡 的 宇 宙 之 間，一 切 心 靈 所

感 受 接 觸 到 的 一 切 境 界 ， 也 是 無 量 無 盡 。  

人 回 歸 自 然 後 的 去 向，在 哪 些 境 域，經 過 哪 些 程 序 的 淨 化，憑

藉 著 哪 些 條 件 生 存 ，「 死 」 乃 是 人 的 靈 魂 去 到 另 外 一 個 境 域 ， 通 往

另 一 個 彼 岸。生 命 的 許 多 片 段 都 牽 連 著 回 憶，有 了 回 憶 即 伴 隨 著 痛

苦，對 過 去 所 擁 有 的 失 落，對 未 來 所 追 求 的 不 及，沒 有 對 死 亡 的 必

然 與 知 覺，就 沒 有 對 愛 的 迫 切 與 渴 望，文 學 或 藝 術 大 半 是 處 理「 愛

與 死 」的 課 題 ， 但 那 是 以「 想 像 」和「 誇 張 」來 勾 勒 出「 寓 言 式 的

哲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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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實存境域的批判 .  

實 則 劇 場 即 世 界 ， 世 界 亦 劇 場 。 在 虛 擬 的 空 間 中 ， 勿 太 當 真 ，

也 勿 以 為 這 只 是 一 場 遊 戲，在 這 個 既 輕 又 重 的 後 現 代 殿 堂 裡，我 們

可 以 用 輕 鬆 的 態 度 來 面 對 嚴 肅 的 事 物 ， 因 為 輕 鬆 所 以 也 就 趣 味 盎

然，生 命 的 樂 趣 就 在 於 我 們 明 明 知 道 這 是 一 場 夢，卻 還 是 認 真 的 去

做，嚴 肅 的 時 候 仍 輕 鬆 的 遊 走 在 醒 夢 之 間。而 活 著，卻 總 是 意 識 到

有 什 麼 不 對 勁 之 處 ， 在 醒 與 夢 之 間 ， 生 命 的 疑 問 與 存 在 的 困 惑 。  

人 類 的 疑 問 終 究 難 尋 最 終 的 答 案，在 虛 擬 空 間 的 科 幻 驚 憟 電 影

《 駭 客 任 務 》The Matrix， 這 個 問 題 以 新 的 形 式 出 現 ， 由 Matrix 作

為 世 界 的 最 初 與 最 終 的 存 在 基 礎，但 是 這 個 程 式 虛 擬 的 世 界 卻 同 時

是 由 所 有 人 類 的 夢 一 起 構 成 的，多 重 的 夢 就 網 絡 於 這 個 Matrix 上，

所 以 沒 有 全 知 全 能 的 控 制 者 。  

電 影 中 大 部 分 在 這 裡 的 人，有 自 以 為 自 主 一 切 的 錯 覺，事 實 上

卻 是 虛 擬 幻 境 中 的 傀 儡，因 為 一 切 都 是 程 式 與 想 像 幻 化 而 出 的，而

有 幸 從 夢 中 覺 醒 的 人，卻 必 須 面 對 危 險 重 重 又 殘 存 的 感 官 環 境，並

執 取 那 不 可 經 驗、無 法 驗 證 的 救 世 主，作 為 奮 鬥 的 信 念，從 虛 擬 中

脫 出 又 必 須 回 到 虛 擬，在 一 切 依 照 科 學 邏 輯 行 事 的 浩 劫 後，在 虛 擬

世 界 卻 出 現 神 話 與 預 言 者 。 憑 藉 著 神 話 中 預 選 者 的 自 由 意 志 與 覺

醒 ， 以 及 人 性 邊 緣 的 人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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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或 許 給 了 我 們 一 個 啟 示，事 實 上 在 實 存 與 虛 擬 的 境 遇 當 中 ，

人 都 是 無 處 可 逃 的 ， 當 人 的 自 由 也 是 「 上 帝 」 41所 予 時 ， 所 謂 的 自

由 意 志 與 反 叛 或 只 是 人 給 自 己 加 封 的 尊 榮，人 與 上 帝 的 關 係 並 不 在

「 不 完 美 」 如 何 思 考 「 完 美 」， 而 是 存 在 的 對 比 過 於 懸 殊 所 彰 顯 的

荒 謬。我 們 必 須 從 根 本 處 否 認 宿 命 監 控 者 無 所 不 在 的 想 像，才 能 得

到 真 正 的 自 由。人 的 出 口 在 於 靈 魂 的 窗 口，在 於 映 射 於 心 靈 深 層 的

光 影 變 幻 之 中，影 像 並 非 虛 擬 不 真，影 像 的 出 口 就 在 其 自 身 有 自 由

意 志 的 實 體 。  

                                                 

41 這 裡 所 說 的 上 帝 ， 在 今 天 的 定 義 更 貼 近 電 影《 楚 門 的 世 界 》中 ， 那 個 專

為 楚 門 設 置 一 個 虛 構 世 界 的 媒 體 導 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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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虛構神話中的心理暗示  

李 維 史 陀 (Claude Levi-Strauss)認 為 ， 人 類 的 心 靈 有 共 同 的 思

維 結 構，在 這 個 結 構 之 下 發 展 出 了 文 化 中 的 宗 教 結 構、親 屬 結 構 、

神 話 結 構 、 語 言 結 構 、 而 在 各 個 結 構 之 下 ， 才 是 我 們 看 到 的 現 象 ，

換 句 話 說 ， 我 們 所 看 到 、 體 驗 到 的 宗 教 、 親 屬 、 神 話 、 語 言 等 等 文

化 現 象 ， 它 們 的 背 後 都 有 一 套 運 作 的 「 指 導 原 則 」， 而 在 這 每 一 套

「 指 導 原 則 」 的 背 後 ， 都 指 向 一 套 共 同 的 「 最 高 指 導 原 則 」， 那 就

是 心 靈 結 構 。 42 

所 謂 「 原 始 」 社 會 的 文 化 「 潛 意 義 結 構 」。 神 話 就 像 是 語 言 。

個 別 的 神 話 是 言 說 的 例 子，是 基 本 結 構 或 語 言 的 連 結，透 過 了 解 此

結 構 ， 才 能 真 正 瞭 解 特 定 神 話 的 意 義 「 操 作 價 值 」。 神 話 在 社 會 中

扮 演 類 似 的 社 會 -文 化 功 能 ， 也 就 是 神 話 的 目 的 在 解 釋 這 個 世 界 ，

以 神 奇 方 式 來 解 決 它 的 問 題 和 衝 突 。  

通 過 神 話 分 析 所 呈 現 的 結 構 就 如 同 通 過 精 神 分 析 使 潛 意 識 浮

現 於 意 識 之 中，揭 露 出 － 結 構 就 是 在 對 文 化 作 精 神 分 析．佛 洛 伊 德

用 作 夢 的 符 號 體 系 去 重 建 個 人 歷 史；李 維 史 托 則 解 譯 神 話 的 符 號 體

系 ， 以 重 建 文 化 的 歷 史 ； 文 化 是 從 普 遍 的 潛 意 識 結 構 中 出 現 的 。  

                                                 

42 《 神 話 學 ： 生 食 與 熟 食 》 (“ Mytho log iques :Le  Cru  e t  l e  cu i t” )， p .5，

李 維 斯 陀 (C laude  L’ ev i -St r auss )著 ， 周 昌 忠 譯 ， 時 報 文 化 出 版 ， 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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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一 篇 社 會 學 研 究 文 章 ， 有 關 「 奇 幻 律 則 的 歷 史 性 」 43篇 章 中

提 到，因 個 人 特 殊 經 歷，與 歷 史 記 憶 的 長 期 醞 釀 累 積，進 而 衍 生 出

個 人 的 奇 幻 神 話 ：  

「 …物 質 與 身 體 的 物 質 換 算 邏 輯，累 積 過 程 中 凋 亡 的 靈 魂；大

小 天 災 人 禍、超 度 儀 式 召 喚 的 能 量 …等 等，應 被 視 為 寓 言 式 的 再 現

模 式，它 的 象 徵 功 能 並 不 在 再 度 顯 現 災 難 的 場 景，而 在「 顛 覆 地 轉

化 」了 再 現 傳 統 的「 形 式 」與「 內 容 」關 係 之 時 ， 也 轉 化 了 個 人 與

真 實 的 關 係 。 」  

「 …個 人 在 遭 遇 幻 象 之 時，是 一 種 與 日 常 生 活 經 驗 相 異、表 面

平 行 但 時 而 交 錯 的 感 官 敏 感 度 以 體 驗 類 同 神 話 的 過 程，不 論「 奇 幻 」

抑 或「 神 妙 」均 內 蘊 了 一 特 殊 的 時 間 性 ， 而「 出 神 」的 魔 幻 寫 實 經

驗 亦 然 。 」  

「 …所 謂 過 去 歷 史 片 段 的 視 覺 形 象 指 的 是 出 神 情 境 中 的 幻 獸

與 神 話 人 物 ， 於 此 情 境 中 ， 個 人 不 僅 遇 見 他 們 ， 也 往 往 與 之 交 融 ，

變 成 幻 獸；回 到 日 常 生 活 真 實 的 場 域 中 後，又 能 依 據 前 一 段 時 間 中

的 主 體 經 驗 ， 以 詮 釋 當 下 並 預 言 未 來 。 ……「 改 變 地 表 」、「 無 中 生

有 」等「 奇 蹟 式 」創 造 活 動 ， 成 為 一 種 嶄 新 形 式 的 起 源 神 話 ， 過 去

歷 史 片 段 的 視 覺 形 象，無 以 計 數 漂 浮 幽 靈 呈 現，而 透 過 立 碑 式 的 寓

                                                 

43 《 家 國 語 言 的 公 開 祕 密 》   趙 彥 寧 ， 東 海 大 學 社 會 學 系 助 理 教 授  文 化

研 究 月 報 第 15 期 2002 年 五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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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再 現 模 式，過 去 的 歷 史 形 象 合 法 性 地 公 開 詮 釋 了 集 體 的 不 幸，且

創 構 美 好 的 未 來 。 」 44 

「 在 這 個 超 越 日 常 生 活 的 歷 史 真 實 境 域 中 ， 個 人 肉 體 即 使 消

亡，真 實 的 生 命 仍 永 續 存 在。過 去 歷 史 片 段 的 視 覺 形 象 並 非 個 人 所

曾 真 實 體 驗 的 視 覺 形 象（ 並 沒 有 任 何 的 安 地 斯 原 住 民 曾 經 歷 幻 獸 縱

橫 大 地 的 起 源 神 話 階 段 ）， 而 是 一 個 可 被 召 喚 的 集 體 記 憶 ， 而 這 個

「 記 憶 」 便 是 個 「 神 妙 的 記 憶 」。 」  

文 化「 潛 意 義 結 構 」對 其 他 已 經 發 生 過 的 成 為 歷 史 的 社 會 文 化

現 象 亦 然 ， 所 以 例 如 去 描 述「 後 現 代 」的 種 種， 也 僅 僅 是 描 述 與 敘

述 ， 換 言 之 ， 就 是 說 故 事 而 已 ， 沒 有 客 觀 性 是 當 然 的 ； 禪 宗 的 智 慧

話 語 十 分 的 精 簡，但 是 卻 要 再 說 更 多 個 故 事 來 解 釋 它 們，或 許 一 個

接 一 個 故 事 到 最 後 你 會 發 現 故 事 講 不 完，一 個 簡 單 的 想 法，把 時 間

線 條 兩 端 參 差 交 疊 起 來，無 論 故 事 說 到 那 兒，它 總 能 回 到 起 點 重 新

開 始 。  

就 像 一 本 當 代 德 國 童 話 名 著 的 標 題 一 樣 ：「 講 不 完 的 故 事 」  

(Die unendl iche Geschichte)  45， 作 者 在 一 開 始 ， 採 用 「 書 中 書 」 的

                                                 

44 《 家 國 語 言 的 公 開 祕 密 》   趙 彥 寧 ， 東 海 大 學 社 會 學 系 助 理 教 授  文 化

研 究 月 報 第 15 期 2002 年 五 月  

45 德 國 童 書《 講 不 完 的 故 事 》(Die  unend l i che  Gesch ich te )， 作 者 ： Michae l  

Ende， Thienemann ;  1979 .對 奇 幻 電 影 不 陌 生 的 讀 者 一 定 記 得 這 本 書 曾 改 編 成

電 影 「 大 魔 域 」 (德 國 籍 導 演 Wolfgang  Pe te r son )， 文 學 原 作 視 覺 化 的 展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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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法。主 人 翁 巴 斯 提 安 躲 在 閣 樓 看 一 本 叫 做《 說 不 完 的 故 事 》的 書，

正 巧 是 讀 者 手 上 正 在 看 的 這 本。產 生 一 種 雙 重 視 角：讀 者 看 另 一 個

讀 者，也 在 看 一 個 故 事，並 且 跟 著 身 為 主 角 的 另 一 個 讀 者，深 入 幻

想 國 度 。 如 此 一 來 ， 讀 者 與 故 事 的 切 合 度 ， 將 更 為 緊 密 。  

作 者 安 排 了 一 個 特 殊 的 佈 局，在 這 個 國 度 裡，凡 是 沒 有 說 出 的

故 事 ， 就 是 待 發 展 的 未 知 境 界 。 尚 未 被 說 出 、 經 歷 的 ， 都 是 可 以 開

發 的 命 運。命 運 是 可 以 掌 握 的。而 作 者 就 是 要 主 人 翁 去 爭 取 自 己 的

命 運 。  

末 章 提 到 ：「 有 許 多 門 都 可 以 通 到 幻 想 國 ， 我 的 孩 子 。 你 講 的

魔 書 有 很 多，可 是 有 很 多 人 讀 這 些 書 的 時 候 卻 漫 不 經 心。那 要 看 是

誰 讀 這 些 書 而 定。」只 有 少 數 人 能 夠 到 幻 想 國 度，又 能 夠 有 能 力 從

那 裏 返 回，只 有 自 由 穿 梭 幻 想 與 真 實 世 界 之 間 的 人 們，使 這 兩 個 世

界 都 能 健 康 正 常 的 運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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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結語  

對 於 一 個 創 作 者 而 言，如 何 延 續 自 己 的 創 作 生 命，似 乎 是 件 存

而 不 論 的 事，它 是 重 要 的，但 已 毋 須 公 開 去 討 論 它，但 要 直 接 牽 涉

到 生 存 問 題 時，在 學 校 時 期 延 續 下 來 的 藝 術 創 作，有 時 又 變 成 手 中

使 不 上 力 的 武 器。十 年 之 內 我 能 夠 領 悟 到 的，這 是 一 份 來 自 於 東 海

校 園 人 、 事 、 物 所 餽 贈 的 大 禮 ， 幸 而 我 打 開 的 很 早 ， 進 而 把 在 藝 術

上 的 思 考，當 作 是 一 種 解 決 現 實 生 活 種 種 問 題 的 實 驗，這 使 我 受 益

匪 淺 。  

在 無 法 改 變 現 實 現 狀 的 的 情 況 下，藝 術 家 內 心 的 世 界 可 以 變 成

是 一 個 獨 立 延 展 的 世 界 ， 就 如 劇 場 舞 台 上 的 布 景 不 一 定 反 映 著 現

實 ， 但 可 以 當 成 一 個 理 想 的 模 型 ， 去 把 一 個 故 事 、 事 件， 當 作 彷 彿

這 個 世 界 所 有 焦 點 目 光 都 集 中 在 一 個 特 殊 的 場 景 裡，這 個 場 景 跨 越

不 同 文 化 、 時 空 ， 跳 接 著 不 同 歷 史 片 段 ， 可 以 只 表 達 單 純 的 情 感 ，

而 不 失 對 此 縮 小 場 景 以 外 事 物 的 臆 測。對 於 生 命 至 此 種 種 的 生 活 上

的 經 歷，總 是 充 滿 著 意 外，每 個 人 累 積 了 夠 多 的 經 歷，就 會 有 好 似

過 了 許 多 不 同 的 人 生 一 樣；身 為 藝 術 創 作 者 因 為 自 身 所 擁 有 的 想 像

力 與 創 造 力，把 接 觸 到 的，現 實 生 活 中 覺 得 有 趣 而 耐 人 尋 味 的 小 事

物 、 小 感 情 ， 轉 化 成 一 種 奇 幻 境 遇 下 的 「 幽 默 感 」 46， 這 也 充 實 了

                                                 

46 筆 者 在 此 所 指 的「 幽 默 感 」是 指 描 述 事 物 時 所 持 的 態 度 ， 而 非 對 創 作 所

抱 持 的 「 使 命 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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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下 個 人 所 具 備 的 部 分 知 識 與 內 涵。而 這 個 幽 默 感 可 以 到 達 何 種 層

次，則 是 我 想 去 努 力 的 一 個 重 點，讓 我 的 創 作 不 只 是 一 種 巧 思 下 的

畫 面 安 排 而 已 。  

藝 術 創 作 同 樣 也 是 一 種 高 度 勞 力 付 出 的 工 作，做 了 之 後 你 才 會

知 道 會 是 什 麼 樣 的 結 果，我 們 的 時 代 太 多 速 成 的 產 物，也 充 斥 太 多

繁 雜 積 贅 的 資 訊，能 夠 把 自 我 藝 精 業 進 的 方 向 擺 在 對 的 位 置，卻 也

變 成 一 個 艱 難 的 任 務。在 思 考 這 些 問 題 的 同 時，也 不 能 放 下 手 邊 的

工 作，為 了 能 延 續 初 始 時 的 執 著 願 望，對 於 在 這 道 路 上 的 阻 礙 與 種

種 難 題，更 需 要 花 一 輩 子 心 力 去 與 之 搏 鬥，未 來 的 路 與 之 前 的 路 是

一 樣 的 不 平 崎 嶇，如 同 薛 西 佛 斯 神 話 寓 言 般 的 處 境，我 們 只 能 抱 持

著 一 種 更 高 尚 的 幽 默 感 ， 扮 演 好 自 己 的 角 色 。  

從 講 不 完 的 故 事 許 多 句 點 中，雖 總 是 能 回 到 初 始 的 喜 悅，但 太

過 直 觀 的 內 在 思 維，卻 也 落 入 自 以 為 是 的 愚 痴，擁 有 反 抗 舊 有 自 我

的 血 液，同 樣 地 流 在 這 個 焦 慮 的 體 內，大 海 與 宇 宙 同 樣 也 有 探 索 不

完 的 奧 秘，但 大 自 然 相 對 於 人 的 世 界 卻 也 不 是 完 全 沒 有 侷 限，訊 息

傳 遞 終 止 之 處 也 是 意 念 到 達 的 疆 界 。  

當 我 們 以 為 我 們 對 這 個 世 界 已 經 無 所 不 知、無 所 不 曉，事 實 上

前 方 早 已 空 無 一 物；因 為 宣 告 了 太 多 舊 有 人 文 價 值 的 死 亡，我 們 甚

至 沒 有 時 間 搞 清 楚 我 們 的 土 壤 裡 真 正 貧 瘠 的 是 什 麼。於 是 藝 術 家 的

畫 面 上 也 就 真 的 呈 現「 空 無 一 物 」的 境 界 了，這 成 了 一 種 個 人 焦 慮，

卻 也 變 成 一 股 動 力，讓 我 堅 信 我 的 創 作 決 不 是 僅 止 於 空 想 或 幻 想 而

已 ， 裡 面 有 太 多 的 訊 息 需 要 觀 者 與 身 為 創 作 者 的 我 一 同 去 探 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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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附錄  1：柯勒芝的《忽必烈汗》 ,英文原

文  
柯 勒 芝 ( S a m u e l  Ta y l o r  C o l e r i d g e ) 的 《 忽 必 烈 汗 》 ( “ K u b l a  K h a n ” ,  1 7 9 8 ) 原 文  

《 K u b l a  K h a n 》 , S a m u e l  Ta y l o r  C o l e r i d g e ,  1 7 9 8  

 

I n  X a n a d u  d i d  K u b l a  K h a n  

A s ta t e l y  p l e a s u r e - d o m e  d e c r e e :  

W h e r e  A l p h ,  t h e  s a c r e d  r i v e r,  r a n  

T h r o u g h  c a v e r n s  m e a s u r e l e s s  t o  m a n  

D o w n  t o  a  s u n l e s s  s e a .  

S o  t w i c e  f i v e  m i l e s  o f  f e r t i l e  g r o u n d  

W i t h  w a l l s  a n d  t o w e r s  w e r e  g i r d l e d  r o u n d :  

A n d  h e r e  w e r e  g a r d e n s  b r i g h t  w i t h  s i n u o u s  r i l l s  

W h e r e  b l o s s o m e d  m a n y  a n  i n c e n s e - b e a r i n g  t r e e ;  

A n d  h e r e  w e r e  f o r e s t s  a n c i e n t  a s  t h e  h i l l s ,  

E n f o l d i n g  s u n n y  s p o t s  o f  g r e e n e r y.  

B u t  o h !  t h a t  d e e p  r o m a n t i c  c h a s m  w h i c h  s l a n t e d  

D o w n  t h e  g r e e n  h i l l  a t h w a r t  a  c e d a r n  c o v e r !  

A s a v a g e  p l a c e !  a s  h o l y  a n d  e n c h a n t e d  

A s  e ' e r  b e n e a t h  a  w a n i n g  m o o n  w a s  h a u n t e d  

B y  w o m a n  w a i l i n g  f o r  h e r  d e m o n - l o v e r !  

A n d  f r o m  t h i s  c h a s m ,  w i t h  c e a s e l e s s  t u r m o i l  s e e t h i n g ,  

A s  i f  t h i s  e a r t h  i n  f a s t  t h i c k  pa n ts  w e r e  b r e a t h i n g ,  

A m i g h t y  f o u n ta i n  m o m e n t l y  w a s  f o r c e d ;  

A m i d  w h o s e  s w i f t  h a l f - i n t e r m i t t e d  b u r s t  

H u g e  f r a g m e n ts  v a u l t e d  l i k e  r e b o u n d i n g  h a i l ,  

O r  c h a f f y  g r a i n  b e n e a t h  t h e  t h r e s h e r ' s  f l a i l :  

A n d  ' m i d  t h e s e  d a n c i n g  r o c k s  a t  o n c e  a n d  e v e r  

I t  f l u n g  u p  m o m e n t l y  t h e  s a c r e d  r i v e r.  

F i v e  m i l e s  m e a n d e r i n g  w i t h  a  m a z y  m o t i o n  

T h r o u g h  w o o d  a n d  d a l e  t h e  s a c r e d  r i v e r  r a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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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n  r e a c h e d  t h e  c a v e r n s  m e a s u r e l e s s  t o  m a n ,  

A n d  s a n k  i n  t u m u l t  t o  a  l i f e l e s s  o c e a n :  

A n d  ' m i d  t h i s  t u m u l t  K u b l a  h e a r d  f r o m  f a r  

A n c e s t r a l  v o i c e s  p r o p h e s y i n g  w a r !  

T h e  s h a d o w  o f  t h e  d o m e  o f  p l e a s u r e  

F l o a t e d  m i d w a y  o n  t h e  w a v e s :  

W h e r e  w a s  h e a r d  t h e  m i n g l e d  m e a s u r e  

F r o m  t h e  f o u n ta i n  a n d  t h e  c a v e s .  

I t  w a s  a  m i r a c l e  o f  r a r e  d e v i c e ,  

A s u n n y  p l e a s u r e - d o m e  w i t h  c a v e s  o f  i c e !  

A d a m s e l  w i t h  a  d u l c i m e r  

I n  a  v i s i o n  o n c e  I  s a w :  

I t  w a s  a n  A b y s s i n i a n  m a i d ,  

A n d  o n  h e r  d u l c i m e r  s h e  p l a y e d ,  

S i n g i n g  o f  M o u n t  A b o r a .  

C o u l d  I  r e v i v e  w i t h i n  m e  

H e r  s y m p h o n y  a n d  s o n g ,  

To  s u c h  a  d e e p  d e l i g h t  ' t  w o u l d  w i n  m e  

T h a t  w i t h  m u s i c  l o u d  a n d  l o n g ,  

I  w o u l d  b u i l d  t h a t  d o m e  i n  a i r ,  

T h a t  s u n n y  d o m e !  t h o s e  c a v e s  o f  i c e !  

A n d  a l l  w h o  h e a r d  s h o u l d  s e e  t h e m  t h e r e ,  

A n d  a l l  s h o u l d  c r y,  B e w a r e !  B e w a r e !  

H i s  f l a s h i n g  e y e s ,  h i s  f l o a t i n g  h a i r !  

We a v e  a  c i r c l e  r o u n d  h i m  t h r i c e ,  

A n d  c l o s e  y o u r  e y e s  w i t h  h o l y  d r e a d ,  

F o r  h e  o n  h o n e y - d e w  h a t h  f e d ,  

A n d  d r u n k  t h e  m i l k  o f  P a r a d i s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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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附錄二：作品解說  

一、 《白色小馬》  

沉 睡 嬰 孩 的 夢 境 被 片 段 事 件 影 像 包 圍 ， 作 品 《 白 色 小 馬 》 (作

品 圖 一 )馬 行 走 的 連 續 動 作 ， 以 視 覺 化 的 方 式 把 片 段 的 時 間 呈 現 出

來 。 手 掌 虎 口 處 的 雙 頭 蛇 刺 青 ， 是 一 種 仿 自 街 頭 或 部 落 文 化 的 圖

騰 ， 在 此 它 是 一 種 作 者 想 像 出 來 的 幻 獸 符 號 。  

二、 《潛行的訊息》   

 這 件 作 品 中 ， 裸 露 橋 墩 的 河 橋 ， 如 聖 殿 巨 碑 般 的 橋 身 矗 立 在

乾 涸 的 河 床 上，佔 據 畫 面 大 部 分 空 間 的 橋 身、橋 柱，以 一 種 崩 毀 中

的《 巴 特 農 神 殿 》的 姿 態 ， 呈 現 一 幅 啟 示 錄 、 危 機 感 的 場 景 ， 似 乎

快 要 被 背 後 的 漫 天 火 焰 吞 噬，河 橋 岌 岌 可 危 即 將 崩 毀，主 題 河 橋 處

於 背 光 的 狀 態，卻 有 著 舞 台 聚 光 燈 照 明 效 果 的 光 線 照 射，相 對 於 微

不 足 道 的，左 下 方 潛 行 的 蛇 隻，像 是 唯 一 在 場 的 倖 存 者，而 它 似 乎

並 沒 有 感 受 到 此 危 機 場 景 的 威 脅 一 般 泰 然 自 若。火 沒 有 具 體 形 狀 ，

也 並 非 一 種 物 質，然 而 它 卻 往 往 成 為 藝 術 作 品 中 想 像 力 的 催 化 劑 。 

橋 樑 擔 任 人 類 文 明 交 通 的 任 務 在 此 畫 面 已 然 消 逝，功 能 的 意 義

被 抽 除 ， 成 為 一 個《 巴 特 農 神 殿 》式 的 歷 史 殘 骸 ， 而 自 然 中 的 生 物

-蛇 (歷 史 中 人 類 的 敵 人 之 一 )， 自 有 其 遠 古 以 來 即 存 在 的 生 存 蹊

徑 ， 象 徵 文 明 溝 通 的 語 義 架 構 被 原 始 狀 態 所 取 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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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拋射》  

以「 訊 」為 題 的 系 列 作 品 裡，喻 示 當 代 人 從 肉 眼 不 可 測 見 的 無

形 空 氣 中 接 獲 訊 息，反 映 電 子 媒 體 時 代 的 現 象，飛 梭 一 樣 的 鐵 架 彷

彿 預 告 人 類 不 可 知 的 未 來。飛 梭 般 的 鐵 架 符 號，一 再 出 現 在 我 平 面

的 畫 作 上，作 為 象 徵 一 個 某 種 訊 息 網 絡 上 裝 載 訊 號 的 容 器。現 在 這

個 裝 載 著 訊 息 的 「 容 器 」， 放 在 一 個 虛 構 的 場 景 裡 ， 也 許 容 器 中 目

前 仍 空 無 一 物 ， 但 它 就 像 一 個 視 窗 一 樣 ， 或 是 一 個 超 連 結

(Hyperl ink)， 正 在 下 載 資 料 或 只 是 呈 現 一 個 錯 誤 訊 息 。  

四、 《偽裝》  

作 品《 偽 裝 》(作 品 圖 四 )中 的 晃 動 尾 巴 的 獅 子 闖 進 空 無 一 人 的

人 類 營 地 中，對 著 火 堆 咆 嘯，遠 方 籠 罩 在 火 光 沖 天 之 中，自 然 殘 暴

的 災 難，看 似 一 股 盲 目 的 正 義，而 彷 彿 威 脅 不 了 這 隻 會 思 考 的 動 物。 

五、 《連動前的平衡》  

漂 浮 的 石 塊，森 然 羅 列 在 雷 電 交 加，陰 晴 參 融 的 半 空 中，在 預

備 相 互 撞 擊 的 前 夕，呈 現 數 理 般 的 排 列。石 塊 超 自 然 地 排 列 漂 浮 ，

若 不 是 外 力 所 致，就 是 石 塊 冥 冥 中 自 有 意 志。從 一 場 發 生 過 的 宇 宙

奇 觀 秀 得 來 的 靈 感 ， 1994 年 一 顆 彗 星 碎 裂 成 數 塊 撞 擊 木 星 的 奇

景，人 類 親 眼 目 睹 太 陽 系 的 交 通 意 外，一 顆 幾 十 公 里 直 徑 的 彗 星 (休

梅 克 - - -利 維 9 號 )被 木 星 的 引 力 撕 裂 成 21 顆 小 彗 星，在 半 個 月 內 ，

連 續 不 斷 地 撞 擊 在 木 星 的 表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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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往海邊的通道》  

宣 告 了 一 個 詭 異 的 夢 境，場 景 描 繪 一 個 類 似 崩 毀 了 的 礦 坑，海

岸 與 山 崖 上 的 建 築 指 引 出 一 個 去 向，然 而 跳 過 中 間 的 斷 層 卻 直 接 呈

現 兩 個 隧 道 的 入 口，遠 方 猶 透 露 著 礦 坑 崩 毀 的 可 疑 原 因，暗 示 著 事

件 正 在 發 生 中，畫 面 上 的 人 物 卻 彷 彿 在 勘 查 古 老 的 文 明 遺 跡，像 是

在 考 古 尋 寶，疑 似 當 代 產 物，散 置 一 地 的 垃 圾，又 造 成 時 空 錯 亂 充

滿 疑 點 ， 透 露 著 冷 峻 的 危 機 感 。  

七、 《推背圖  /  混沌寓言》  

蝴 蝶 的 符 號 象 徵，來 自 非 人 類 領 域 的 啟 示，重 新 喚 醒 物 質 黑 暗

底 層 的 精 神，從 而 得 到 預 知 未 來 的 訊 息，另 外 一 層 意 義 又 可 歸 納 成

「 蝴 蝶 效 應 」  之 說 ， 瓶 子 裡 的 訊 息 ， 傳 遞 了 不 同 時 空 詮 釋 下 種 種

的 可 能 性 ， 世 界 在 混 沌 與 秩 序 中 掙 扎 ， 理 型 象 徵 的 人 類 符 號 (睡 夢

中 的 嬰 孩 )， 所 透 露 出 的 精 神 力 量 ， 是 被 喚 醒 了 呢 ？ 還 是 在 一 片 混

沌 廣 漠 中 被 擺 佈 ？ 睡 夢 中 嬰 孩 的 手 勢 彷 彿 既 觸 碰 又 抗 拒 著 神 啟 般

的 諭 示 (唐 代 推 背 圖 預 言 )， 不 是 莊 周 夢 蝶 般 的 物 我 兩 忘 境 界 ， 而 是

投 射 了 一 個 更 緊 張 的 物 我 關 係 。  

八、 《蘊育異能者》  

沉 睡 人 類 的 形 象 被 包 覆 在 一 個 胎 盤 母 體 的 臟 器 中，背 景 是 一 幅

奇 異 的 夢 境，巨 大 的 湯 匙 被 不 知 名 外 力 扭 曲 的 連 續 畫 面，呈 現 在 超

能 者 在 睡 夢 中 的 景 象，動 態 的 筆 觸 營 造 與 個 人 象 徵 性 的 塊 狀 符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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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驅 動 著 畫 面 上 一 股 能 量，影 像 最 終 呈 現 的 停 格 狀 態，是 超 能 者 在

「 無 能 」 狀 態 下 的 「 超 能 狀 態 」， 母 體 即 將 燃 燒 的 危 機 。  

九、 《來自域外的訊息》  

《 來 自 域 外 的 訊 息 》 馬 奎 斯 式 的 「 裸 身 飛 天 」， 再 這 裡 變 成 了

人 形 隕 石 衝 進 了 一 個 異 世 界，風 景 中 水 平 線 條 所 切 割 出 的 地 平 線 與

天 際 線，在 諾 大 的 畫 面 中，呈 現 出 比 畫 布 尺 幅 更 大 的 空 間，它 既 非

是 攝 影 鏡 頭 的 生 產 下 的 複 製 品，而 並 無 虛 矯 一 個 請 君 入 甕 的 態 勢 ，

我 的 意 圖 是 要 意 識 到 它 以 非 同 以 往 所 見 的 場 景，甚 至 於 像 是 在 螢 光

幕 或 國 家 地 理 雜 誌 上 的 風 景 圖 片，突 然 間，擺 上 了 一 個 怪 異 姿 態 的

景 象，從 地 質 考 察 式 的 描 繪 轉 向 事 件 的 呈 現，變 成 了 由 視 覺 導 向 心

理 層 面 的 驚 異 風 景 。  

十、 《X 記號風景》  

看 似 隨 意 擺 製 的 木 條 ， 架 靠 在 一 個 從 山 坡 上 滑 落 的 不 明 石 塊

上 ， 形 成 一 個 標 記 ， 人 造 物 的 標 記 ， 卻 反 映 著 遠 方 的 異 象 ， 仿 如 外

來 的 、 神 啟 式 的 訊 息 宣 告 ， 投 射 了 整 個 空 無 一 人 的 場 景 。  

十一、 《時空的間隙》  

象 徵 著 時 間 流 逝 的 沙 漏 符 號，在 此 轉 換 成 過 去、現 在、未 來 並

置 的 圖 像 ， 容 器 中 間 「 多 出 來 的 部 分 」， 與 空 間 中 無 時 間 屬 性 的 自

然 異 象 相 重 疊 ， 成 為 影 像 的 時 空 空 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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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訊息的去向》  

作 品 《 訊 息 的 去 向 》， 對 象 中 的 風 景 除 了 並 非 真 實 風 景 之 外 ，

也 是 在 抽 離 了 構 築 現 實 的 種 種 條 件 之 下，被 安 置 的 一 個 世 界，所 有

構 成 畫 中 氛 圍 的 景 象，只 有 一 個 存 在 的 目 的，那 就 是「 虛 位 以 待 」，

不 管 是 下 一 個 影 片 的 影 格，還 是 另 一 個 氣 候 上 的 變 化，或 是 靜 默 的

停 滯，都 蘊 含 著 一 個 永 恆 律 動 的 事 件，即 是 此 事 件 構 成 了 整 個 畫 面

的 動 能，它 在 視 覺 上 觸 發 之 前 即 緩 緩 駛 入 畫 面，像 一 艘 港 灣 風 景 的

漁 船 ， 在 不 知 黃 昏 或 晨 曦 的 背 景 中 ， 出 航 或 返 歸 。  

十三、 《斷箭漩渦》  

江 河 大 浪 激 流 交 匯，流 向 光 的 匯 聚 點，那 也 是 無 人 河 舟 將 往 的

方 向，然 而 必 須 繞 過 重 重 漩 渦，頂 著 逆 流 順 流 航 向 那 到 光 線。即 將

傾 覆 的 小 船 上，靜 靜 躺 著 一 隻 斷 箭，箭 已 失 去 功 能 與 方 向，以 乘 舟

的 速 度 航 行，在 這 個 境 域，所 有 物 件 原 始 的 意 義 與 功 能 都 已 失 去 ，

卑 微 地，乘 載 著 破 碎 訊 息 的 容 器，正 以 毀 滅 般 的 速 度 向 驚 濤 駭 浪 般

的 危 機 臣 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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