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亞際雙年展論壇」（臺北） 

於第九屆臺北雙年展 

 

主辦：亞際書院 

協辦：臺北市立美術館 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 

贊助：夢周文教基金會 

時間：2014年 10月 11日 – 12日 

地點：臺北市立美術館視聽室（臺北市中山北路三段 181號） 清華大學月涵堂

(臺北市金華街 110號) 

 

 

2014「亞際雙年展論壇」（臺北） 

生產藝術 

 

2014臺北雙年展論壇召集人：黃建宏 

「亞際雙年展論壇」發起人：張頌仁、高士明、陳光興 

 
「亞際雙年展論壇」是由亞洲知識界聯合組織「亞際書院」發起的跨界學術項

目，旨在聯合亞洲各地藝術雙年展的公共平臺，以各雙年展爲基體，創設立足

亞洲現實語境的聯動思想論壇。論壇將以亞洲現代思想和藝術實踐的若干核心

問題，回應各雙年展的學術主題，以期促進亞際藝術界、思想界的交流與反

思，從各自的身心感受中提煉出我們共通的現實關切與行動目標。 

亞際雙年展論壇在臺北論壇，以「生產藝術」作爲切入點，一方面以東亞的藝

術創作面貌積極回應策展人 Bourriaud在此次雙年展中提陳的「共活性」與

「共相關性」，另一方面企圖從生産藝術的思考面向上，將人、物及非人之間

的支配關係與創造方法，開展為一種亞洲的思想場域。 

生產（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與當代的生命政治息息相關。每個勞動個人或每項

勞動力都蘊含著某種體制的運作，然而，這種個人與體制之間在生産關係上的

依存症，使得生産變成難以言說的失憶與歷史匱缺的區塊。勞動身分與契約身

分因為同社會價值或職場權力的階序制密切關聯，而無法進行言說；反過來

看，文化支配中不均衡的生產力與不平等的生產關係，也使得老套的殖民模式

始終難以在今天的民主社會中消弭。事實上，自二戰開始論及總體戰爭時，其



 

 

底蘊就是一種生產的戰爭（生產工具的爭奪、生產力的維續、生產關係與政治

結盟的同一化……），同樣，在藝術與思想的實踐領域中，「我們如何面對生

産？」已經成為面對歷史與權力最為激進的問題。而物與技術，以及作爲參與

生産運作的勞動者（生産者、工作者、藝術家……）就成爲這無法面對的權力

支配關係及歷史書寫的「靜默」或「空白」的可能載體。因此，我們嘗試在臺

北論壇中建立起一個思想的介面，連結起歷史生成、個人記憶、生命政治、物

的生產、生產關係等等，來面對今天最爲嚴苛的問題：如何面對生産？如何面

對存在著支配關係的生産？如何面對生産對於權力與知識的支配？ 

如此，我們便需要面對在不同文化處境中，物與生産之間互爲決定的關係，以

及這決定關係中所帶動的生産社群。然而，在劇烈加速度的人類世共業中，我

們可以發現傳統意義上的生産社群在資本主義與全球化的作用下早已瓦解。因

此，新的生產方式與交易方式也相形迫切，而生產方式與交易方式的創新必須

根基於新的「社群」之生産。因此在人支配人以及人支配物之後，進而以被支

配的物來支配人。資本主義的推波助瀾，以及冷戰時期的代工建置與意識形態

建置，都一再地說明物與社群的緊密關連是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生產關係決

定著物性，以及從既有政治經濟關係中解放物性的可能。 

物，不再是物件或無機物，而是個體或社群進行表達及擴展自身時，所賴以爲

藉的「他者」。「萬物有靈」既不只是一種「賦靈」，也不會只是片面幷抽象

詮釋下的「解構」理性與現代性的「域外工具」，更爲深刻的是人本來就倚賴

幷佈署著各種物才得以構成世界這一宰製性的球體：「殖控」意味的不正是化

約各種物的意涵，並在人與物之間建立一種無法跨越的階級制，以完成一個以

資本主義爲名的單義世界？但「物」在不同文化所分化出的差異性裏，就已經

說明其多樣意義的狀態，或者說其動態意義必須在生態關係中被理解。在此面

臨的問題是——是否存在跨越文化的發展？當物隨著殖民史全球遷徙時便帶動

了「技術」或「技藝」的在地發展，而跨文化、跨區域的「技術」或「技藝」

遷徙，會更爲直接地在個體與社群網絡中施展其文化之力，打開一種沉默的協

商空間。從這裏出發，我們或許可以在物之權力、物之社群與物之協商三個面

向的思考中，從對各類「支配」關係的批判或抵抗中，匯聚出一種生態式的、

共活性的「生產」藝術與思考。 

10 月 11 日-12 日，我們分別在臺北市立美術館視聽室和臺北清華大學月涵堂舉

辦的論壇和討論會。具體議題如下： 

 
1. 物與體制（召集人：張頌仁）：「物」既是被資本機制闓踰的資源，是

等待被宰割的「他者」，也是通過生產制度左右著社會關係的樞紐。

在生產關係裡的物，既有被約化為階級支配的載體，也有不能被這種

關係完全涵蓋的「他者」特質和他力。例如，從生產過程中轉化過來

的「物」，最後化身為污染和環保問題，正呈現了這種他力的發揮。

物不能被徹底約化、抽象化，表示不同歷史文化的技藝對物的品性發

揮了多種可能。無論在何種文化中，物從未脫離過人的支配，同時也

成為人支配他人的重要媒介。在「現代」亞洲，物究竟被置放在什麼

樣的體制框架中？人在不同權力體制中又如何支配物或為物所支配？



 

 

如果「解放」依然是有效的歷史目標，那麼人的解放最終或許也有賴

於物的解放。  

視覺參考： 
吳山專與 Inga Svala Thórsdóttir ，《物權》系列（1994 - 2009） 
吳山專與 Inga Svala Thórsdóttir 的《物權》以《人權宣言》三十條為基礎，提

煉出「物」的對等權利。人文中心的現代啟蒙，在《人權宣言》裏暴露了底牌，

掀開了對「物」世界宰割的約定，而吳與 Inga 則從這個約定中提出新的人和物

的平等關係，一方面把啟蒙理念推至邏輯極致，另一方面提出了新的生產關係的

可能。 

2. 精神生産與物之盛墟（召集人：高士明）：半個多世紀以來，人民在帝

國與民族國家的雙重結構中被重新切分，在殖民史和冷戰史的糾纏交

織中分斷與離散，在全球化的生産－消費網絡中被不斷地分配與整

合。在殖民／冷戰這雙重歷史動力的作用下，亞洲的日常生活早已被

納入全球資本主義的生産和消費網絡中，在「物體系」的意義建構和

符號循環中，物（無論日常物還是藝術物）的全球流動背後是日益殘

酷的宰製與剝奪，代工體制與發展邏輯在亞洲留下的只是一片片生産

的廢墟。在這不斷滋長的物之盛墟之上，我們是否可以發明出一種文

化鬥爭與精神生産的新方式？ 

視覺參考： 
陳界仁影片《加工廠》（2004）、《路徑圖》（2006）、《殘響世界》

（2013） 
陳界仁影像中的每一事物都是社會的檔案、歷史的索隱，可以被視爲通向歷史的

一條條通道。然而，歷史的大門從未訇然洞開，因爲事件一旦發生就會迅速成爲

廢墟，歷史的經驗只能是絲絲縷縷的殘響，構成民間社會散佈流傳著的在野的知

識、記憶的能量，在無盡的歲月中日夜堆積、潛滋暗長。與之相對的，是當代社

會治理技術對記憶之場的阻塞、隔斷、掩蓋與拆除。藝術家的鏡頭所凝視／展示

的，既是過去之遺物，也是現實之剩餘，而影像作爲精神生産與現實動員的方

式，于歷史斷層中不斷地召回社群記憶的生命迴響。 

3. 技藝的協商與敘事的支配（召集人：黃建宏）：技藝是一種作用在物件

與材料上的文化調節，在歷史發展與事件發生中常保持著一種靜默，

仿佛技術無關政治，而技藝與歷史的關係也似乎僅作爲文化特徵或文

明的證據。然而，無論是工藝技術、藝術手法與科技，其延續常是一

連串文化的翻譯、協商、改寫和誤讀。事實上，技藝之物往往涵蓋了

多層次的殖民痕跡與文化調節融合的狀態，這個部分的討論也就希望

著眼在進步之物、科技產品或藝術作品在這靜默歷史中的痕跡。 

 

視覺參考:  
蘇育賢的《花山牆》 (2013)，《椅子》(2012)，《塑膠人》(2011)  



 

 

藝術家在 2010 年之後的作品, 更多關注在非知識專業或文化專業的人 如何在其

勞動中建構其知識與文化。因此在這些與不同社群的人接觸的觸作過程中, 他的

作品開始轉向物質與技藝在不同生命狀態中, 如何轉化成與某特定生命密不可分

的生產關係; 也因此, 作品成為一次次複雜而多層的敘事, 一種關於技藝的轉譯

歷程與敘事. 在這一則則通過影像化的技藝敘事, 我們不只看到物質與技藝本身

的轉變, 更能夠看到生命在特定政經結構下, 在一種"有名無分"的分配狀態下, 如
何通過物質與技藝的轉譯獲取自身主體化的機會。 

 
4. 會外會「作為平臺的雙年展還可以作些什麼？」（召集人：陳光興） 

 

自 2000年起，亞際書院所推動的「西天中土」與「亞洲現代思想」計

劃開始與上海雙年展合作，今年更進一步又與臺北雙年展合作，將雙

年展作為平臺進行社會思想的對話。今天這場開放性很強的論壇，試

圖對過去的試驗與實踐進行反思與批評，同時邀請關心雙年展作為公

共平臺的朋友們共同分享他們的想法，一起想像雙年展還可以做些什

麼？ 

 

 
亞際書院 

「亞際雙年展論壇」發起人：張頌仁、高士明、陳光興 

2014臺北雙年展論壇召集人：黃建宏 

會務：陳韻（cmargaret@gmail.com） 

蘇淑芬（apcsapcs@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