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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著一頭灑脫的微卷長髮，蓄著恣意的鬍鬚，穿著一身民俗復古風格。任何初見張登堯的人，都

能八九不離十地猜到他任職於藝術相關產業。

張登堯其實是「江山藝改所」藝術空間的店長之一。許多新竹或是北部地區的文藝青年族群因知

道這個藝術界的秘密基地、想了解背後藏鏡人的想法，進而與其交流。外表看似自成一格的張登

堯，實際上是個時而靦腆，時而侃侃而談的大男孩，歡迎志同道合的人相互切磋認識。

外表看似自成一格的張登堯，實際上是個時而靦腆，時而侃侃而談的大男孩。

（照片來源／陳聖文攝）

 

藝術種子與異國交會藝術種子與異國交會

藝術空間店長其實只是張登堯的副業，他的正職是在「藝術8」（前身為知名的「國家藝術園區

美術館」）擔任策展藝術家。

生活總是圍繞在藝術相關產業與活動的張登堯，並不是一開始就想要走藝術這條路。在考上成功

大學都市計畫學系之後，因為課堂需要密集團隊合作、縝密思維，讓習慣獨自完成作品的他處理

事情變得有組織，整合手頭上的大小事務也更為流暢。除此之外，這些訓練也開始讓他較有條理

地思考自己未來的定位。大三時，藝術魂與直覺驅使他確定志向，下定決心步上文藝之路。張登

堯認為若要學習藝術，應該到藝術條件比較成熟的地方去深造，再加上自己不願意額外學習其他

語言，就決定到美國馬里蘭讀研究所，開啟生命另一段生活經驗。

到美國後，他發現一直以來台灣人民的生活都太過於安全拘謹、缺乏挑戰性。在巴爾的摩可以看

見：僅一線之隔，坐落著區域上最富有的家庭和最匱乏的貧戶，治安問題是家常便飯，人種有黑

有白，參雜各式交會的色彩。他們與許多台灣人認為「危險超標」的生活元素並存，卻得以處之

淡然。這些經驗讓他對台灣與美國的藝術環境有所體悟，並發現美國人接受藝術的程度遠高於台

灣。張登堯開始連結過去認知，產生未來規劃，決定為自己家鄉的藝術區塊做一些貢獻，同時埋

下在新竹開設實驗性藝術空間的想法。

張登堯在美國馬里蘭大學的畢業照。（圖片來源／張登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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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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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　一步一腳印實踐　一步一腳印 

雖然在藝術園區美術展策展，但心裡想要擁有自己一番事業的渴望在翻騰，而這股激昂的渴求終

於在二○一三年化為實踐的腳步。在網路上找到適合的地點，與徵求另外兩位不同領域卻有志一

同的合夥人後，張登堯終於有了屬於自己的藝術空間。

「對於台灣人，尤其是四十歲左右，社會的中間份子，會認為藝術不是必要的，是等你有錢有閒

時才去涉略的。」這個台灣普遍的現象，尤其在自己家鄉新竹更為突顯。所以他希望藉由自己的

努力，讓新竹市民也能接觸更多現代藝術、嶄新的素材，而不是認為只有古典樂、畫作才是藝術

，並且以非常侷限的二元態度去評斷一件作品。張登堯希望大眾應該要以更開拓的胸襟去接納多

元藝術，討論美與醜之外的意象。

他形容自己的店不是傳統的畫廊、美術館，也非台北盛行的複合式咖啡廳。而比較像是西方流行

的替代空間。替代空間的好處是可以引進任何想要的藝術家作品，或是任何創作形式，不需要像

畫廊，以銷售作品為主，亦不同於美術館，受政府補助，所以受限於民眾觀點而綁手綁腳，兩者

作品皆需要有一定知名度與門檻才得以展出。著名的替代空間例子有台南的海安路一帶，而台北

則更是台灣藝術的首善之都，也有足夠相合的群眾去支撐，顯得格外蓬勃。

除此之外，為了讓藝術空間持續營運，張登堯結合了復古咖啡小店的營業模式，以打平為了追求

夢想的開銷。但畢竟重點是在展演空間，所以他強調，喝咖啡與看展演的地方是分開的，如此一

來才不會限制藝術形式的引進，不會像傳統的複合式咖啡廳只能有簡單的表演形式，例如不插電

的演唱、或是小型的畫展。

 

直覺性的藝術直覺性的藝術  

提到最欣賞哪種藝術形式或風格，張登堯思考了一下，並說出「直覺性」三個字。他解釋，現在

大多藝術創作都講究議題性，諸如同性戀、環保或是霸凌議題等。「不少藝術家為了符合潮流，

而操控這些議題去獲取知名度。」當藝術作品是因為做而做，就流於刻意，失去本質，也就是張

登堯口中直覺性作品的反例。他喜歡跨媒材的作品，或是那些充滿實驗性精神的創作。藝術家倪

祥正符合張登堯欣賞的藝術風格，其中，作品《很快就補償》的畫面，如一則新聞專題報導，卻

融合黑色幽默，呈現台灣「繁殖力旺盛」的印象，是很直抒心意的作品。

藝術家倪祥創作生動，如專題報導般的呈現台灣文化現象。（圖片來源／Flickr）

其實反觀張登堯的歷史創作，即可發現他不刻意產製充滿意涵的作品，反而創作一些很直覺性，

甚至可以用風趣搞怪來形容的行為藝術，例如：《再生計劃II:炸鋼琴》、《我被......殺了，我

又被......殺了......》等作品。至於自己的作品究竟想要表達些什麼，他說：「就見仁見智，覺得

是什麼就是什麼。」沒有限制、沒有強迫，這就是他樂於徜徉的實驗藝術之海。

張登堯的歷史作品，充滿趣味的影像行為藝術。（影片來源／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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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中　品嘗回憶在臺中　品嘗回憶

對於一個從小生活到大的城市，有著豐富且多
樣的回憶。

風城稻米　「粒粒」在目風城稻米　「粒粒」在目

在十二月稻穗成熟的時節，新竹縣橫山鄉的佃
農開著收割機，一天完成三甲田的收割。

 

憑直覺前進的路途憑直覺前進的路途

停頓藝術創作一陣子的張登堯，被問及是否已經停擺時，他回答:「藝術是生命，不是工作，並沒

有所謂停止的問題」。現在他想做的就是好好營運這家藝術展演空間，不能在新竹市民尚未接受

非主流藝術前就先倒下。而父母親則從來沒有對他的藝文之路表達任何反對與支持，「只要養得

活自己，不要跟家裡拿錢就好了。」張登堯笑著說。

現在張登堯想做的就是好好營運這家藝術展演空間。（照片來源／陳聖文攝）

對於許多藝術創作者來說，完成美輪美奐、工程浩大，或是創作出意念性極強，能讓觀賞者感受

到強烈號召的作品，才算是成功。但張登堯就像許多嘻皮人士一般，雖有漂泊、淡定的性格，不

追名逐利，卻自有他的堅持。「登堯是個非常理想化且堅持己見的人，有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精神

。」合夥人劉人瑜打趣的說。那份堅持，就是讓更多人以更開放的胸襟，更開拓的視野，看見不

一樣的藝術生態。「或許哪天收看人次多，而觀眾的討論也很熱烈，就是成功了吧！」雖然目前

還沒有達到自己滿意的境界，但只要不停下生命的腳步，就是藝術的延續。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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