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節 長幅系列 

 

「長幅」系列，命名取自於中國「卷軸」1概念。此系列的源起可追溯至研

究所一年級修中國美術史課程，當時認識水墨山水特有多點透視法，於是筆者興

起了中西合併的想法，試圖將攝影的各個「片段」組合為「整體」，在此筆者將

「片段」視為單張攝影作品，以單張組合成多張「整體」。上述觀點即「數位攝

影」的「數位蒙太奇」2（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ｏｎｔａｇｅ），早期的攝影即包

含「結合放大」3的手法，用無數同尺寸小照片拼接成牆面大的影像，「數位蒙太

奇」作品中的每個元素都可以自由加以分配、重組，以精神的角度即是不斷在影

像片段中尋找圖像元素的最佳結合方式。 

「長幅」作品的母題為「騷動的手指」貫穿全幅，在手指與手指片段的情境

下延生，試圖表現過敏發作當下搔抓的歷程。採用「返回」方式完成，和電影不

同，電影為拍攝一個正在發生的時間動作，以一張張瞬時、時間點畫面拍攝下來，

希望近似真實的重現動作過程；「返回」是回應當時原點的呼喚，一種回覆過程

中的不斷延續。作品中將不同時間搔抓狀態的影像重組，試圖呈現搔抓的抽象概

念。「返回」包含時間、空間延伸的概念，對筆者而言，「返回」過程是活化的，

它亦是一種衍生。 

                                                 
1「卷軸」：卷，可以捲起的書畫。軸，書卷的軸桿。卷軸泛指書籍或帶軸的書畫。其觀看方式為

一小幅一區塊近距離觀看，左手放、右手收，收放間觀看每一區塊其空間、構圖、趣味以及整體

動勢，卷軸主要功能為品賞並且易於收藏，綜合言之卷軸具有小景片段之完整又同時具有大景動

勢之起、承、轉、合。筆者的「長幅」系列便是取自「卷軸」小景觀賞、大景整合的原意。「長

幅」為影像作品，不具有捲起來收納的功能，亦沒有軸心，因此取名方面避開「卷軸」採用「長

幅」二字，長幅，泛指長度寬度、布帛或紙張的寬度。水墨畫「卷軸裝」的裝裱方式去掉軸心，

其內容即可稱為長幅。 
2 「數位蒙太奇」：傳統「攝影蒙太奇」從攝影出發時便使用「結合放大」形式。數位影像時代
開展，經由各種剪、貼或類似繁殖的橡皮擦式（ｓｔａｍｐ）工具，加上複製形式所完成。 
3 「結合放大」最早１８５６年由法國人葛瑞（Ｇｕｓｔａｖｅ Ｌｅ Ｇｒａｙ）提出，二十
世紀中期，美國攝影家傑利．尤斯曼（Ｊｅｒｒｙ Ｎ. Ｕｅｌｓｍａｎｎ １９３４－）提
出包含「正像底片」（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實物投影」、「中途曝光」、「夾
層底片放大」（Ｓａｎｄｗｉｃｈ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等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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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材、技法 

 

〈長幅－１〉〈長幅－２〉主要採用單張影像多重合成的處理方式，先選取

各個雷同性質高（角度、比例）的單張畫面，做多張影像合成形成影像疊影，再

將所有經過疊影的影像加以拼接，並且再度合成，經過如此不斷的繁複處理過程

即呈現出「長幅」的雛型，最後經過潤飾4即可。 

  「長幅」的特色為製作過程時特意將起點與終點做連接，因此作品最後呈現

方式可以調整為為環狀或橫幅，材質上可以使用雷射輸出（無接?）和照片輸出

（有接?）兩種方式，影像尺寸亦可和場地條件配合做些微調整。 

 

（二）空間、構圖分析 

 

以尺寸、形狀切入，「長幅」作品皆是５１×３０４公分，雖然影像可依照需

求做調整，但最好的觀看方式若觀眾以５０公分近距離平視的視角來說約為９０

度，視覺平視涵蓋最大範圍大約在５０至６０公分左右，筆者依照市售相紙既定

比例、規格，將長與寬尺寸換算後的結果為５１×３０４公分，其長寬比將近１：

６是個陝長的形體。「形象之『運動感』或『有方向的張力』是怎樣產生的呢？

首先運動有賴於比例。渥夫林（ｗｏｌｆｆｌｉｎ）在研究巴洛克建築藝術之後，

發現這種建築的設計有由圓形轉變為橢圓形，以長方形代替正方形的趨向。在橢

圓形與長方形裡，張力有朝向較長的軸線運動的傾向，因為垂直或水平之比例不

同，因而產生運動這就是所謂的『比例的張力』（ｔ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

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這也是每一圖畫中，動力的基本特質。」5。 

構圖、動勢分析，作品中無論是擴散、凝聚或者向上、向下的動勢，源自於

當時的直覺，非概念預設，構圖、動線意涵源自內在與視覺關係的暗合，是人性

                                                 
4「潤飾」在此的為色調調整、修圖、去除雜質等手續。 
5 同注１７，頁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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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奧妙的直覺力所自然而然的選擇，如同康丁斯基說：「個性的精神內涵決定

了構圖趨向的基調。」6。以藝術心理學分析造成運動感的成因主要有三種，第

一「比例」，第二傾斜，所有的斜線都會不自覺的被看成是垂直或水平的一種偏

離，「在繪畫或素描中，筆觸和肌理透過傾斜的線條和陰影而提供了一種動力因

素。」7，第三重疊、重覆或並置。在同一畫面中，如有數個相似之形象加以重

覆、重疊或並置時，往往使視覺產生聯結作用，而把他們視為位置或造形之連續

及變化的一貫性，因而產生運動，如杜象（Ｄｕｃｈａｍｐ）之「下樓梯的裸女」。 

   

 

 

 

 

 

 

 

 

 

 

 

 

 

 

 

 
                                                 
6 康丁斯基。《點．線．面－抽象藝術的基礎》（羅世平譯）。上海：上海人民美術。（1996初版二
刷）。頁４５ 
7 同注１７，頁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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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２７】郭珮甄，《長幅之一》，影像、相紙，５１×３０４ｃｍ，２００７ 

 

 

 

 

 

【圖２８】郭珮甄，《長幅之一》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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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２９】郭珮甄，《長幅之一》局部 

 

 

 

 

 

 

 

 

 

 

 

【圖３０】郭珮甄，《長幅之一》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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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３１】郭珮甄，《長幅之二》，影像、相紙，５１×３０４ｃｍ，２００７ 

 

 

 

 

【圖３２】郭珮甄，《長幅之二》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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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３３】郭珮甄，《長幅之二》局部 

 

 

 

 

 

 

 

 

 

 

 

【圖３４】郭珮甄，《長幅之二》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