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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以《藝術，以XX之名》之名》

2009-09-25  記者 陳維平 文

以藝術之名，生活中無所不受其感召。越來越多發生在日常場域的事件，被包裝成藝術行為的具

體實現。然而，藝術是否真的如此純粹？在標舉藝術之名的背後，許多未言明的動機確實存在。

身為藝評人的高千惠，專研現代藝術史、觀察當代藝術文化現象多年，在2009年七月出版的《藝

術，以XX之名》一書中，以二十篇「以XX之名」為主軸，探討近二十年來的藝術文化議題，並

重新串起新舊變遷中，人們的思考和觀看方式。

◎《藝術，以XX之名》帶領讀者思考藝術一詞在當

代社會中扮演的角色。（陳維平／攝）

「「XX」是一種詮釋的態度」是一種詮釋的態度

本書一開始，高千惠便提到：「『XX』是一種詮釋的態度，召喚你我心中信仰的圖像。」它可以

被解讀成某某、也可以是叉叉，在一詞多義的情況下，必須進一步註釋才能免於曖昧。知名不具

的「XX」無關身分認同，卻同樣表徵「是我」的符碼；而這個符碼背後可能是更龐大的集體意識

。或許如同自由、平等、博愛等概念性詞彙，藝術以XX之名行走於世，卻可能在義正嚴詞的護法

下與XX相悖而馳。

「其實，我把這本書當成一本帶有末世啟示錄性格的小說，小說中作者談的是，在這個時空訊息

均無限擴張的世界中渺小人物的自處之道。」台北教育大學文化產業學系系主任黃海鳴，在本書

的推薦序中這樣寫道。的確，這本粉紅色小書不如外表甜美，反倒是以尖銳的筆鋒指出，藝術的

XX之名，其實無一不是「當權的藝術」。

獵奇行動中　捕捉「獵奇行動中　捕捉「XX」之名」之名

藝術在高千惠的視角中，以最愛之名、以性向之名、以御宅之名、以前線之名、以酒神之名、以

觀光之名、或以我們之名……逐一展開，互相交織出藝術在現代社會中所勾勒的地圖。而本書前

半部主要探討當代藝術文化的獵奇行動，帶領讀者在各領風騷的文化現象：模糊兩性特質的酷兒

藝術、生活風格相似的御宅文化、以及青少年次文化裡的街頭塗鴉之中，了解藝術如何以「XX」

之名，擴張美學領土。

在各自認定、各自表述的文化活動中，關於美學的信仰是個人化的，卻也是集體意識的。藝術家

在創作時，將自我投射在作品裡，然而這個自我可能已經過理性選擇後有意識的轉化，化身成為

不確定、不安卻迷人的激情樣子，供觀者投入自身的經歷加以冥想一番、並產生共情。

本書〈以獵酷之名〉一章中，作者提到：「青澀文化，表面上非關民族大義，但裡子卻關乎區域

文化的未來。」青少年文化通常在「次文化」的範疇受討論，而它的存在對主流文化確實具有影

響力；我們必須反思的是：這些青少年不會一直停留在時代切面當下，而是會隨時間老去，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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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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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的青少年文化，也會隨時空轉變而汰舊換新。另外，當街頭文化搖身一變成為伸展台上模特兒的

高價時尚裝扮，除了驚嘆次文化的能量，也必須承認主流文化仍掌控了詮釋次文化的權力。

《藝術，以XX之名》透過非純粹美學的觀點，審視發生過的事件。群眾聚集時集體服從的行為美

學，在高千惠的筆下儼然浮現更多視覺震撼之外的刺激。從你我熟悉的北京奧運開幕式觀察起，

再到北韓國慶大典上的「阿里郎」，作者認為這些大型的排圖演出將所有參與者化約成單一個體

時，同時意味著個體的現場不存在。這些被規劃出的大排場，挾著目不暇給的隊形變換，其實是

在做一場國族信仰的政治操演；說來弔詭，然而我們確實將其稱為藝術。

 

      

左：偶像海報、卡漫人物、電腦、音響、手機，構成21世紀青少年的生活氛圍。

中：2005年北韓國慶大典上的「阿里郎」，構成集體動員的政治藝術圖像。

右：威尼斯雙年展上的化妝遊行，也是歷史文化傳承的儀式。

圖片翻拍自《藝術，以XX之名》    （陳維平／攝）

以「以「XX」之名　行「」之名　行「XX」之實」之實
如果說在本書的前半部，作者闡述了任何特色都是構成美感的條件，終將被核可成為藝術殿堂中
的一員；那麼本書的後半部則逐步揭露，藝術如何從一個獨立的神聖位置，開始向現實的權力，
──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名聲──接攏。

高千惠毫不避諱地直指：現今備受重視的文化創意產業及藝術相關慶典，恐怕是重視藝術物質面

大於精神面的最佳代言人。沿襲對傳統文化傳承的渴望，節慶化的古老風俗其實值得鼓勵，但是

一旦活動沒有足夠的共識支持，便容易淪為無意義的狂歡。對於這個現象，高千惠也嚴厲地表示

：「沒有信仰或沒有承傳性的節慶活動，如同酒神不在家，膜拜無人，一群搞活動加上看熱鬧的

人，遂權充善男信女。」

另一方面，當代藝術的議題，經常圍繞著都會生活，人們談論建築、追逐設計和象徵物；然本書

作者試圖從另一個角度切入，認為那些關係到本土人群的「有機」部分，在藝術以觀光之名通行

無阻時，其實無形中已經被劃入邊陲；它們不易收藏或展示，但絕對是必須被重視的。

詩意、隱喻或預言　「詩意、隱喻或預言　「XX」沒有正解」沒有正解

在有限的篇幅中，作者高千惠將「XX」分頭釋義；藝術既以「XX」之名滿足藝術多元性的想像

，又以「XX」之名順理成章成為當代社會中產階級的精神食糧、媒體的新寵兒。除了融合自身藝

術專業和豐富經驗之外，高千惠也不忘以自省、和批判的社會觀察家眼光，給予讀者另一些觀看

的方法。這些解讀方法不只提供藝術相關工作者、策展單位、以及學生很好的行為指引，也是藝

術門外漢，在這個華麗的萬花筒外，免於迷失的導覽手冊。

當人們大談文化創意產業，並將所有稀奇古怪事物收納到以藝術為名的集中營時，我們除了大嘆

驚奇外，或許也應該冷靜下來，思考幕後操作的意涵。書中高千惠寫道：「藝術終究不等於社會

運動者，它畢竟允許可以帶點詩意、隱喻、或預言上的不負責任。」透過這個幽默的自我解套，

也無非是在提醒或許抱持不同想法的你我，可以更輕鬆恣意地看待這個問題，不必設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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