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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風送爽的日子迎來《文化研究》第 39期的出版。本期共收入四篇研究

論文與一場座談會的文字記錄。首先，《重探臺灣當代藝術的歷史編撰學：以

複時書寫與機構分析作為方法》一文探討臺灣當代藝術的歷史編撰方式。作者

吳祥賓指出，過去的臺灣當代藝術研究多採用西方美術史的傳統方法，如傳記、

圖像分析和形式研究，這些方法未能有效捕捉臺灣當代藝術的「當代性」特質。

為此，作者提出「複時書寫」與「機構分析」兩大研究方法，試圖重新探索臺

灣當代藝術的歷史發展。作者開章從哲學角度探討了「當代」的意涵，強調歷

史的「複時性」，亦即不同時期的歷史如何交織影響當代藝術的形態。其次，

文章深入分析「機構」在當代藝術體制化中的作用，強調藝術生態系統深受文

化機構的影響，並透過寇克蘭的機構網絡理論剖析臺灣當代藝術在機構化發展

中的困境。本文的貢獻在於突破了傳統美術史的框架，為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

視角，並拓展了對臺灣當代藝術的認識。

延續對臺灣社會與文化議題的關注，〈創傷記憶與哀悼公共化：以台北

101伙伴碑為例〉一文探討創傷記憶與哀悼的公共化進程，深刻呈現勞工犧牲

與社會反思之間的複雜關係。作者顧玉玲回顧 2002年 331工殤事件，揭示了

台北 101大樓建設光環背後，勞工付出的巨大代價。透過口述歷史，本文重建

了五個勞工家庭的創傷經歷，並深入分析勞資政三方協商設立紀念碑的過程。

文章指出，紀念碑的建設象徵哀悼公共化的起點，但創傷的真正轉化仍需時間

與集體支撐。研究進一步強調，若社會記憶僅聚焦於建設成就而忽視勞工的犧

牲，將形成殘酷的歷史敘事。唯有透過公開的集體哀悼與民主參與，創傷記憶

才能真正轉化為具體的社會意識，並促使更廣泛的勞工權益保障與社會關注。

本文對臺灣職業災害的反思，不僅是對過去的紀念，也是對未來勞工安全政策

的呼籲。

接著，場景從臺灣轉換到戰後的香港。〈《港澳輪渡》：大英帝國在戰後

香港的創傷寓言〉一文以 1959年上映的同名電影為中心，作者吳國坤探討這部

英美合拍片在戰後香港背景下所承載的大英帝國創傷寓言，進而彰顯其冷戰時



6

文化研究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0.6752/JCS.202412_(39).0001

期的地緣政治意涵。該片講述一位無國籍漂流者在香港與澳門之間的渡輪上滯

留的故事。儘管電影票房失利，作者指出其作為大英帝國在冷戰亞洲軟實力的

一部分，具有重要的政治宣傳功能。電影反映了蘇伊士運河危機後，英國在面

對帝國衰退與影響力下降時的焦慮，並透過反英雄轉變為英國勇士的敘事來強

化國家形象。除此之外，香港作為東西方意識形態交鋒的前線，扮演英國在亞

洲殖民地的最後堡壘角色。也因如此，電影中的共產黨海盜暗示了冷戰中的東

西方對抗，表現英國捍衛香港這一戰略前哨的地緣政治利益。本文揭示了電影

如何透過反映殖民地的動盪，寓言式地呈現大英帝國在冷戰格局下的困境與掙

扎，強調冷戰地緣政治對香港未來命運的深遠影響。

這種對權力與主體的反思，同樣體現在最後一篇論文〈生命作為藝術品如

何可能：晚期傅柯物化觀之反思〉當中。本文探討傅柯晚期思想中的「自我技術」

概念—亦即個體如何透過自我塑造來實現主體化，並將此過程視為一種將生

命藝術化的實踐—並對其倫理與政治效應進行了細緻的分析與批判。作者武

嘉文開章援引霍奈特定義「自我物化」的概念，指出傅柯的「自我技術」其實

具有鮮明的「自我物化」色彩。接著從自我關係的存有論出發，並運用系譜學

與考古學方法，結合海德格與阿岡本的理論，對傅柯的自我技術進行批判性反

思。文章指出，儘管傅柯晚期思想減少了對物我關係的關注，但物化現象依然

是自我技術實踐中的隱性條件。透過對傅柯思想脈絡的回顧與重新解讀，本文

揭示了自我技術、權力與認識論之間的複雜互動，並為其生存美學提供了另一

種詮釋。文章不僅對傅柯哲學提供了新的理解框架，也對文化研究與跨領域研

究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如此對傅柯思想的深入探討，亦延伸至本期收錄的「傅柯的行動與思想座

談會」內容。該座談會於 2023年 6月 30日舉行，聚焦討論傅柯的哲學思想與

實踐行動，特別關注他在現代社會中產生的深遠影響。傅柯的研究範疇涵蓋權

力、監控、生命政治等核心概念，但該座談會的重點在於他如何將這些理論應

用於具體的社會實踐中。傅柯作為一位基進知識分子，不僅在學術界有著重要

的地位，還積極參與了 1970年代法國的監獄改革運動，並對伊朗革命等國際事

件發表了評論，展現了其將思想付諸行動的能力。在此座談會中，四位引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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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大為、朱元鴻、江玉林、楊凱麟）深入探討了傅柯如何透過行動參與公共

議題，並反思其在面對歷史變革時，如何保持哲學思維的批判性；顯而易見地，

傅柯的行動與思想在當代社會中依然具有啟發性，尤其是在社會運動與抗爭中，

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框架與實踐策略。藉由深入分析傅柯的思想脈絡，與會者拓

展了權力、知識、生存政治等關鍵議題的討論，這些豐富的討論也啟發我們理

解傅柯的理論如何影響文化研究中的權力關係分析、文化批判與社會抵抗。

 最後，本期封面作品為藝術家陳芷筠的作品〈不眠〉，此作曾獲2023年「璞

玉發光—全國藝術行銷活動」璞玉獎。畫作呈現出超現實的圖像與解構的人物

形象，與本期探討的核心議題—權力、歷史與自我重塑緊密相連。畫中碎片

化的身體與破裂的形象，象徵個體在權力結構中分裂、重組的過程，展現自我

在社會環境中的變化與重塑。其中呈現的斷裂與混合，亦可詮釋為創傷與未完

成的歷史記憶。總體而言，這幅畫以藝術的形式呼應了本期對歷史創傷、權力

運作和個體重塑的深刻討論，與本期的多元議題產生了有趣的共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