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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美術館「所在—境與物的前衛藝術 1980-2021」
向藝術的實驗精神致敬，探索創作的內涵所在

國立臺灣美術館繼今年春季推出臺灣百年藝術史大展三部曲，從臺灣藝術

發展的黃金時期展現「經典再現－臺府展現存作品特展」、文化思潮衝擊下的藝

術文化運動「進步時代－臺中文協百年的美術力」，歷經七〇至九〇年代海外收

藏的藝術資產「海外存珍-順天美術館藏品歸鄉展」最終歸返故鄉土地。國美館
館長梁永斐表示，即將在夏季 8月 14日推出的「所在—境與物的前衛藝術
1980-2021」，則承續著藝術啟蒙精神，以全然不同面貌和形式的藝術創作，回
應國際與本土的抽象與前衛思潮，而臺灣在八〇年代開啟的創作革命，包括：

材質、空間、創作概念和表現形式，影響著臺灣現當代的藝術發展。

   本展以「所在」為題，由資深藝術家莊普發起並擔任策展顧問，藝術史學者
蔣伯欣、許遠達擔任策展人，展覽共邀請 41組藝術家參與，展出約 87組 93件

作品。1980年代的臺灣藝術，逐漸從現代繪畫的創作典範，轉移到今日我們熟

悉的當代藝術面貌，當時以前衛角度稱之為「第二波現代藝術運動」，藝術家們

大膽創新實驗有關媒材和空間的多種內涵與形式，跳脫框架的限制，多元嘗試

各種材料、表現形式，也更關注創作物和空間、環境的關係，還有創作者概念

與物體和身體行動作為媒介的藝術實踐。本展以「空間」及「物性」兩個關鍵

概念來探索 1980年以來的抽象藝術和前衛概念，而八〇年代之後，藝術創作環

境亦有極大的改變，如，許多旅外及留學在外的藝術家歸國，國內三大美術館

及地方文化中心相繼成立，這些時代的變化推動著藝術家創新的能量，將媒材

的多元性、空間的條件、重新界定的物質觀念帶入創作及美學意識中，將藝術

形式從架上及台座上徹底解放，走向更自由奔放的創新改變。

    本展以六大子題詮釋境與物的前衛藝術發展：「框架解放」、「『雕塑』的
再定義」、「『繪畫』的多元性」、「媒介的辯證」、「空間場域」及「跨限世代」。

藉由回顧 80-90年代的藝術事件和創作作品，再衍伸到 2000年以後臺灣當代藝

術的發展，展覽邀集重要的中生代與新生代藝術家以跨越不同類別及時代的多

元演繹，將境與物的前衛藝術作一系統性與辯證性的呈現。本展的研究踏查工

作歷時一年多，挖掘出現代主義藝術巨匠林壽宇塵封 37年的經典作品〈遠山無

限碧層層：無始無終系列〉、雕塑家黎志文 1979年海外現地製作的實驗性作品

〈在船上〉、葉竹盛的〈機能轉移 II〉等多個 70-80年代藝術家早期重要代表

性創作，其中有許多作品時隔數十年首次展出。「所在—境與物的前衛藝術

1980-2021」將於 8月 14日於國美館 1樓水牛廳及 301-302展覽室展出至 10

月 17日，精彩可期，歡迎各位蒞臨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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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藝術家名單：

林壽宇　李再鈐　葉竹盛　莊  普　陳世明　洪素珍　黎志文　盧明德

陳幸婉　郭挹芬　賴純純　胡坤榮　陳建北　黃宏德　吳瑪悧　張永村

陳正勳　高重黎　顏頂生　王為河　林鴻文　陳慧嶠　袁廣鳴　余宗杰

王德瑜　洪藝真　詹士泰　賴志盛　王雅慧　吳東龍　陳曉朋　曾偉豪

趙世琛　李明學　陳松志　何采柔　洪明露　徐  婷　陳為榛　徐瑞謙

陳宜鍾音樂工作室

「所在—境與物的前衛藝術 1980-2021」
展覽時間：2021年 8月 14日至 2021年 10月 17日
展覽地點：國立臺灣美術館水牛廳、301、302展覽室
展覽策展顧問：莊普

展覽策展人：蔣伯欣、許遠達

展覽承辦人：張慧玲、賴淑貞、黃盈  電話：(04)23723552 #306、309、713
新聞聯絡人：嚴碧梅            電話：(04)23723552 #123
國立臺灣美術館

官網：https://www.ntmofa.gov.tw/

FB：https://www.facebook.com/ntmofa/

IG：https://www.instagram.com/ntmofa_museum/
開放時間：本館因應疫情狀況，自 110年 7月 27日(二)起暫時調整入館方

式為提前預約登記者優先(採團體預約者，以 50人為上限)，實施分時段、

分流方式入館，以每 2小時為單位開放預約民眾入館參觀，並視容留人數情

形，彈性開放現場民眾入館。

預約參觀方式：以線上預約為主

線上預約：https:/
/event.culture.tw/NTMOFA/portal/ArtistSpace/R0501MAction
若有相關參觀預約問題，請於開館時間來電洽詢：04-23723552轉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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