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節 爭鳴系列 

 

「爭鳴」為作品名稱是個象徵性的指涉，包含兩種涵義，一是取自於春秋

戰國時代，社會產生大變革，各種不同思想流派﹑著作學說，相繼出現。如九流

十家，相互論戰，學術上蔚為一片繁榮景象，後世稱為「百家爭鳴」。二是取自

鳥類爭相鳴叫。如：「那兒風光明媚，百鳥爭鳴，是個休閒的好去處。」後來比

喻各種學說競起。如：「戰國時代，百家爭鳴，是我國學術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

「鳴」昆蟲鳥獸發聲。如：「蟬鳴」﹑「雞鳴」﹑「猿鳴」。亦泛指一切發聲。 

「爭鳴」系列母題為嘴巴，作品中採用百張嘴部。「百」，對筆者而言是個完

整的數字，所以這件作品由一百張不同姿態的嘴部造形，呈現生活的無奈與無聊

疲乏的樣貌。「爭鳴」用為作品命題是帶有雙關語的借代辭，即上述兩者含意之

外，筆者運用飛禽走獸鳴叫代替嘴部動態。採用身體局部「嘴巴」側寫生活樣貌，

對我而言身體的某些部位能以小窺大，具有「表情」功能，而「嘴巴」即是具有

這樣作用的部位，這件作品用嘴的影像呈現生活各種片段，無論是一目了然的片

段或是隱喻性質敘述，都是對於生活中壓力等情緒表述。 

 

（一）媒材、技法 

「爭鳴」由一百張嘴巴部位組成，如將爭鳴一一拆解，其單張影像亦有其構

圖、色調。所有影像運用「近」、「微距」、「清楚」、「模糊」、「重（疊）影」、「單

一影像」等幾種呈現方式。「近」、「微距」指的是拍攝當下相機與被攝物之間的

距離，作品中包含微距與近距兩種方式。「清楚」、「模糊」為相機內部焦距比對、

顯影的結果，作品中有對被攝物極清楚的具象描寫，亦有模糊的半抽象表現，此

一效果亦可用影像軟體製作。「重（疊）影」、「單一影像」是電腦事後製作，事

後依照單幅或多幅影像做合成或拆解，可強調其時間重影「動」的感覺，亦可是

單一影像「靜」的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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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間、構圖 

「爭鳴」由一百張單幅影像組成，組成方式沒有固定遵循標準，但因應台灣

大部分展場空間高度限制以及筆者希望單幅影像調整在五十公分正方的觀看方

式，因此目前將「爭鳴」調整為五張×二十張約２５０×１０００公分，雷射輸出

於相紙方式呈現。２５０×１０００公分在觀眾視覺上是巨大的心理觀感，足以

將觀者包附其中，這是筆者第一次嘗試巨大壓迫性的呈現方式，在個人的渺小與

釋放強大喃喃自語的作品互動，觀眾游移於作品中感受其壓迫又被包覆無處可逃

避的情景。 

以整體構圖安排而言，這件作品由五張 × 二十張組成，編排過程中每一行、

每一列皆有其連貫性的動態，視覺動線由明暗、內容的方向性、景深深、淺、遠、

近塑造而成，因此觀者於每一行列觀看時視覺動線是流通的，並於最後整體部分

也有其視覺動線。 

 

 

 

【圖４２】郭珮甄，《爭鳴》，２５０× １０００ ｃｍ，２００７ 

 

 

 

 

 



 52 

 

【圖４３】郭珮甄，《爭鳴》局部 

 

 

【圖４４】郭珮甄，《爭鳴》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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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４５】郭珮甄，《爭鳴》局部 

 

 

 

 

 

 

 

 

 

 

 

 

【圖４６】郭珮甄，《爭鳴》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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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４７】郭珮甄，《爭鳴》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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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研究所三年，面對幾次媒材使用轉變，其背後是為了更貼近生活生病歷程心

理狀態。「枷鎖」、「長幅」、「炫麗四乘Ｎ方」、「爭鳴」四個系列按照時間先後依

序完成，創作時間彼此銜接，因此從作品中可看見創作心路軌跡變化。 

 

「枷鎖」作品中注重於明確的象徵物件投射和物件彼此對話部分，觀者只要

領略符號即可了解象徵意涵，「枷鎖」創作中試圖「有效的」與觀眾溝通。發展

至「長幅」時，試圖將騷抓、癢、不舒服的這些事以「返回」方式概念化陳述，

不刻意突顯象徵意味的符號表現，柏格森的創造進化論提及「時間」概念，「真

實的時間」無法用多個「時間點」完整表述，要把握真實時間或生命的實在唯有

透過直覺的方法，透過直覺的認知，認知者體驗形上的真實，即是「真實時間綿

延」；同理，病痛、吃藥、發作等經驗不斷返回，以象徵的符號解析，觀者能了

解事件片段，並非貼近事件感受。「長幅」和後期「炫麗四乘Ｎ方」、「爭鳴」試

圖回歸自身病痛經驗，透過自身直覺和觀者同情的體認的方式，傳遞病痛、壓力

的綿延。 

 

藉由此次論述，回顧創作歷程、自身剖析、相關資料參照和病理分析中體認，

藝術、藝術行為是回歸自身生活體認的具體實現，一直以來創作的過程，有著某

一種絕對的信念，從具體外在的追求，轉進到另一種純然質樸的回歸，真誠面對

自己的情感，用自己的本性對待自己和自身經驗，是我追求的目標，而我一直以

來就是忠實的紀錄每個階段帶給我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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