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倫敦設計雙年展－臺灣館「隱形的吶喊 Invisible Call」 

 

一、 策展主題 

隱形的吶喊：2018倫敦設計雙年展 

 

二、 展覽概述 

本次倫敦設計雙年展臺灣館針對大會主題「情緒狀態」提出「隱形的吶喊」作為展覽主題。 

 

近年來亞洲經歷政治經濟的劇烈變化與區域發展，在境內出現許多群眾的抗爭行動，這些

「有形的吶喊」反映了這一代年輕人在面對社會政經結構的傾斜與外部政治權力的介入感到

強烈不滿。這波抗爭的浪潮激起了創作跨入社會場域，參與創造與實踐的文化覺醒過程。透

過重新檢視臺灣社會種種隱而不見或被壓抑的現實問題，藝術家以創作作為一種對抗現實的

行動媒介，將臺灣外部不可明說的國際現實與內在社會的矛盾狀態化為「隱形的吶喊」。 

 

「隱形的吶喊」題旨從個體與國家社會之間的生命政治問題出發，透過藝術創作的不同形式

和語境探詢這些在社會主流價值之外被隱藏的「聲音」源頭，由外而內探討人、土地環境，

國家意識形態與社會環境的集體認同；由下而上從個體不同的生命狀態，思索在社會規訓下

個人生命追求自我認同的過程。藝術家透過作品為不同生命情境「發聲」，轉譯彼此不同文

化下共同面對的情緒狀態，透過展覽與對話讓隱形的吶喊在此傾訴、交流，產生共鳴。 

 

三、展覽內容 

本次 2018倫敦設計雙年展策展人蘇承璞以「隱形的吶喊」為主題，並以「空間返權／無聲佔

領」及「敘事返權／對抗文本」為兩大展出方向。在此策展脈絡下，研析藝術銀行眾多的藝

術創作，考量藝術家的原創理念、獨特風格以及創作脈絡，擬邀請藝術家吳政璋、許哲瑜等

人合作，研擬本次參展創作計畫： 

 

(一)「空間返權／無聲佔領」 

 

臺灣近三十年來歷經政治解嚴、黨禁與報禁解除等民主化工程，政治逐步轉型，經濟力、社

會力也得以釋放。然而，長期依賴新自由主義與資本市場，這座島嶼的人民逐漸遺失對土地

環境的感知結構，過往與土地互動建立緊密依存關係形同被侵蝕與掠奪。空間認知的消失，

近似於個人存在的消失，而藝術工作者的基本命題之一，係重返現場以行動或演出作為實踐

手段，在主流價值之外尋找被排除的微小聲量。 

 

藝術家吳政璋過去曾是一位報導攝影師，以田野踏查角度長期對於石化工業、漂流木海岸、

檳榔林、私人宮壇進行拍攝工作，展開「台灣『美景』系列」計畫，在鏡頭下呈現人為開發

所造成的環境污染和土地傷痕。 

 

不同於往常嘶聲力竭的空間抗爭吶喊，他將自己置入這些場域，抹去自身可供辨識的形象特



徵，以靜默的肢體語言表現個體表面的屈從；手持的閃光燈卻如從內在衍生的有機組織，在

無聲的手部反覆動作之下，為感光材料一次一次添加光量，直到過量的曝光造成臉部五官徹

底消失，看似無任何宣稱的面容，情緒的釋放反而更為彰顯，表達對土地環境反思與醒覺。

藝術家以影像作為包圍、衝撞空間的媒介，無聲佔領這病理社會的殘存痕跡，蒼白的輪廓形

具一種與空間離散的陌異化功能，以自己的身體感受與深度凝視成為空間認知結構的奪回開

端，伴隨著一種巨大改變潛力的解放過程。 

 

1. 參展內容：台灣『美景』之噪音計畫/ 吳政璋 

 

2. 創作概念：  

「台灣『美景』系列」作品透過「攝影」創作將臺灣特殊的人為地理景觀定格在影像之中，

觀者在閱讀影像的過程中透過視覺確認這是一張「美麗的風景照」。但是在「美景」之外那

些被忽略的「時代的噪音」：透過議題追蹤與實地踏查的方式來記錄臺灣各地各種不同階級

身分的人們，不被主流重視的心聲。錄像與對應議題的音樂／環境音／人聲等不同的聲音結

合，將臺灣美麗且哀愁的複雜情緒將隨著動態影像緩緩浮現，編織出一座島嶼的情緒地景。 

 

(二)「敘事返權／對抗文本」 

 

在新聞媒體大量消費社會事件的時代中，本來應該是讓讀者更理解整個事發過程的報導，但

是在媒體為了追求點閱率的情況下，開始加油添醋透過消費事件的手段讓真實事件有如一場

安排好的戲碼，也讓原本真實的人物喪失了原有人的質地，變成媒體隨意可操控的對象；這

些被符號化的被害者失去了原有的個性與姿態，成為新聞報導中的「無姓之人」。 

 

招喚這些「無姓之人」在扁平化的事件中所殘存的記憶與靈魂，重新建構書寫他們的私密人

生故事。由下而上，用一種貼近個人感受的方式刺痛、撥弄觀眾的情緒，讓觀眾得以感受在

龐大外在結構下的屬於單一個體的無力及荒謬。 

 

藝術家許哲瑜維持一貫以新聞事件作為出發點的基調，在影像中插入手繪圖像，將真實的角

色替換成扁平化的卡通人物，以多文本，多人稱的視角交叉呈現，將核心議題從單一個人覆

蓋至多個對象，以個人的私密性拆解新聞事件公共性，紀錄記憶如何被建構與被觀看的過

程。 

 

1. 參展內容：「穿顱透寫」/ 許哲瑜、陳琬尹 

 

2. 創作概念：  

我以動畫的方式拍攝哥哥的家庭記憶，並由這些記憶延伸至兩則發生在周遭的社會案件：有

一位青少年被謀殺了，事發地點在哥哥年少時常去的網路咖啡廳，而這個事件在新聞上被製

作成了示意圖。另一個事件也同樣發生在老家附近，有人目擊了一隻狗遊蕩在街頭，嘴裡叼

了一顆女人頭顱，面孔因腐爛而無法辨識身分。一名員警依據頭骨的外形，想像並繪製出女

人生前的臉孔。 



 

這兩個事件分別在公眾媒體上被製成了肖像畫──新聞業者以 3D軟體製作的漫畫示意圖，與

警察以鉛筆素描繪製的被害女子畫像。我拜訪了製作女人頭像的警員，以及新聞動畫的分鏡

師，透過他們繪圖技術的思考，我嘗試在創作中構築哥哥的記憶圖像。 

 

三、參展藝術家 

(一) 藝術家：吳政璋 

吳政璋，1965年生於臺灣屏東，2000畢業於美國賽凡納藝術設計學院攝影碩士，現職為臺中

市嶺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助理教授。歷任商業周刊、臺灣日報、兄弟職棒雜誌攝影記

者及臺塑企業專職攝影師。作品曾獲頒：2012第 12屆李仲生基金會視覺藝術創作獎、2011

中國麗水攝影節大獎、美國紐約 The Power of Self藝術獎評審大獎及 2009臺北美術獎優選

等。 

 

(二) 藝術家：許哲瑜 

許哲瑜 1985年出生於臺灣臺北，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碩士。畢業於嘉義大學美術

系，主修藝術史與數位藝術，喜好繪畫、錄像、裝置、新媒體創作等。獲獎紀錄：2010《桃

源創作獎》、2011《高雄獎》、2011《全國美術展》新媒體類金牌獎、2016《臺新藝術獎》

年度大獎。 

 

(三) 藝術銀行 

藝術銀行是臺灣文化部的重要政策，由國立臺灣美術館執行。目的在於鼓勵創作，扶植臺灣

當代藝術家，透過藝術品租賃流通，營造多樣的藝術欣賞環境。截至目前購藏超過 1,795件

臺灣當代藝術作品，提供公私立機構「只租不賣」的藝術品租賃服務，透過藝術介入空間，

展現機構的價值、活力和創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