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藝術與介入行動

Chewa人的祭儀面具

• 非洲切瓦人的儀式面具，也同樣
是西方博物館的藝術品。

• 儀式面具因扮演者或施術者的操
演，對該文化中的人產生意義。

• 藝術品因創作過程與被感受，而
對觀賞者產生特定的意義



共同之處，都因為行動而具有意義，並且產生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因此，藝術所指涉的也是社會關係，需要放回社會脈絡思考。

祭祀面具 藝術

art as the study of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vicinity of 
objects mediating social agency.”(Gell, 1998)



 人們對社會中物件的再現、再製
或重新詮釋的介入行動，近似於
藝術創作

 實踐行動──藝術創作

 「行動者」可以是一種意義上的
「藝術創作者」。



介入社區的歷程

建立在長期的田野調查建所獲對地方文化脈絡的理解

透過刻意生產與安排，將實踐疊加在場域

再現特定器物、經驗與記憶，與對象連結、產生共鳴



1. 關注實踐工作與地方社會脈絡的契合

2. 注意介入行為對於對象會產生的影響

3. 期望介入行動不是「侵入式」的



為什麼要在啦里吧部落做 ？











捏出食物的記憶
小時候吃過些什麼？用紙黏土捏出來！



「湊出好料理」桌遊 1. 用已知的5道常食用料理做基礎，設計桌遊與長輩互動

2. 遊戲後，引導討論更精確的料理所需食材



1. vuvu,你想種什麼？

我們想像擁有一塊田

2.畫出田間動物



農田實際規劃

• 將之前的活動內容整理，確認

要種植的作物。

• 輸出農地空拍圖

• 與長輩討論作物種植時程及種

植空間分布





終於來到田裡了…

共做中持續學習



這塊田不只連結他們過去的身體記憶，

也延續到今日的記憶。

情感與記憶的層面對於促進居民共同參與很重要（陳東升2018：35）



味覺

兒時好滋味:
dinpula



喚
醒
回
憶
的
香
氣
之
旅

嗅覺



以各種媒材為媒介，
創造情境、串聯記憶

每一次的過程，
都是下一個發想的養分，

也是實踐的基礎。





重建記憶

• 以「重建」為主的目標

• 經驗、記憶的汲取，重新拼裝、
搭建，暫時的回到過去的時空，
重建共同生活的建築

• 在當代發生「共感」，將感覺可
以順著記憶，從過去蔓延到現代。



結語 ─

從「路與橋」的精神出發

• 呼應到「人的感受是取決於自己的文化脈絡以及經
驗」，呼應地方性。

• 從地方找尋喚醒感覺的方式。

由文化賦予觀者感受能力，作為意義詮釋的媒介，那
麼作品或實踐行動本身將成為意義的載體



結語─從「路與橋」的精神出發

• 我們的角色是提供一條渠道，提供想像的媒介，發揮「路與橋」
的精神。

青年 老年

過去 現代



結語─從「路與橋」的精神出發

• 期待介入行動讓被介入者再次肯定曾經
歷的過去，同時獲得力量朝向未來

• 從過程中獲得愉悅、療癒，走向部落的
凝聚和集體生活的動力。

Walking Backwards Into the Future with my eyes fixed on my past.
(Māori perspectives of time, 引自Clifford 2013; Rameka 2016)
凝望過去，倒著走進未來



感謝Larepaq 文健站、青年會
感謝曾參與一起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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