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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新媒體藝術專題講座

「從山口媒體藝術中心談日本媒體藝術現況」
                                        

【本報訊】藝術與科技中心於11月6日邀請到現任
「日本山口媒體藝術中心」藝術總監暨總策展人阿部

一直先生蒞校，以「從山口媒體藝術中心談日本媒體

藝術現況」為主題，除了介紹日本媒體藝術的發展歷

程之外，更分享許多媒體藝術的創作理念及經驗，讓

校內師生更進一步瞭解國際間媒體藝術的發展現況及

趨勢，並與師生們進行雙向交流對談。

「山口媒體藝術中心」現為日本相當重要的數位藝

術中心，有別於過往的作法，該中心不僅是呈現出與

藝術家們合作後的最後大型作品成果發表，更重視在

彼此間合作之過程，長期去發展與執行計畫，合作對

象與領域十分寬廣，成效卓著。藉由這樣難得的機

會，不僅能讓師生們吸收第一手的新資訊，也對日本

當代媒體藝術有更深入的認識與瞭解。

阿部一直先生畢業於東京藝術大學，主修美學及

藝術史。在1990至2001年任職於佳能藝術實驗室
期間，他協助策劃過古橋悌二的《LOVERS》、 
Knowbotic Research的《IO_DENCIES》、Carsten 
Nicolai 和 Marko Pelijhan的《Polar》等展覽，同時
是日本唯一的公立媒體藝術中心-「山口媒體藝術中
心」的主要創辦人之一。他談到，位於日本山口縣山

口市的「山口媒體藝術中心」特別重視媒體藝術之裝

置作品這個領域，發展重點在媒體藝術、表演藝術、

與透過媒體藝術之教育等功能，是一所具備有展覽

館、圖書館等複合式功能的媒體中心。然而，山口市

本身為溫泉觀光重鎮，這座媒體藝術中心之設立摒除

了一般人認為高科技與藝術展覽都應在大都市之刻版

印象，當地民眾不僅對新事物的接受度相當高，也積

極參與相關活動。此外，來自歐美的著名藝術家也被

這極具有特色之藝術中心所吸引，紛紛湧入當地。

阿部先生強調，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結合數位運

用可以創造出許多藝術家想要傳達的個人創作理念，

而藝術家們同時也要學習挑戰空間的任何可能性。他

認為，身為策展人，要考量到所有年齡層的觀眾需

求，展場設計不能讓觀眾感到害怕，公共空間展場之

設計更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環。

此外，互動式的藝術作品，往往會是展場中最具有

人氣的指標。在這次講座過程中，阿部先生透過影片

與網路連結播放等方式來解說日本近年來數位媒體發

展之歷程，與介紹相關藝術作品之創作理念，透過影

像解說，也讓在場所有與會者有身歷其境的實地參與

感。

撼動感官的極限演出
　　《INJECT》
赫曼科肯Herman Kolgen      

【整理報導 資料提供/藝科中心】藝科中心11月
17日邀請來自加拿大的藝術家赫曼科肯(Herman 
Kolgen)以結合高畫質影像搭配多重聲道呈現之跨領
域精彩表演《INJECT》，作品使用敘事累進的結
構，讓感知與動作永久循環中導致真實的錯位。

《INJECT》的主要視覺為拍攝一個巨大的裝滿水
的玻璃蓄水池，赫曼科肯使用數位錄像和攝影系統組

合多個時間序列及圖像，使其成為一個靈活組合式的

作品主體，拍攝過程歷時6天，每天超過8小時。他在
一個蓄水池內投入一個人體，在45分鐘的過程中，來
自液體的壓力使主角產生感覺神經的轉變。在這液態

的空間中，黏稠液體從主角的表皮纖維到神經系統湧

入，使他的皮膚產生缺氧，漸漸失去對所有真實的參

照。像人鼠一般，它的精神狀態在這奇異的空間中，

如同流動的靜態繪畫。

赫曼科肯(Herman Kolgen)生活於蒙特婁，是一個
跨領域的藝術家。以與他本身相關聯的媒材從事於聲

音以及影像的創作。創作類型有裝置、錄像和電影、

表演和聲音雕塑。他在作品中不斷探索結合不同的媒

體，創造了屬於赫曼科肯的科技語彙和獨特的美感。

更為加拿大MUTEK、法國Bains Numériques 等國際
各大數位藝術節爭相邀約之著名藝術創作家。

在這次的活動中，另舉辦了一場與觀眾的雙向對

談，與會同學們對赫曼的作品一一提出問題，例如對

於作品中模特兒的挑選標準為何，作品所要表達的強

烈感之背後因素、主角的外表特徵、視覺畫面的構成

等議題。赫曼表示，每個作品會依照長度等不同因素

而對於模特兒有所要求，如《INJECT》最早的構想
是以女人做為模特兒，當時他人正在上海，看到週

遭中國人，他就當下決定主角要為亞洲人，並要介於

女人與男人間的體型與模樣(中性外表的模特兒)，因
為《INJECT》想要表達的是更多情感的、脆弱的、
斷裂的情緒，而這樣的模特兒對他而言則可以清楚地

呈現他所想要表達的意境。此外，《INJECT》作品
中呈現相當大的情緒反映，而背後的創作構想，他提

到，去年他經歷了許多在私人情感上的劇變，包含母

親的驟逝及與愛人的分離，情緒上的悸動全都加入了

作品創作中，這也是觀眾為何會感到這個作品所呈現

的巨大震撼感。他笑說，透過創作這個作品，也意外

的成功療癒他情感上創傷，讓他不需要再去找心理諮

商，意外的省了一筆錢，能做更多自己想做的事。

赫曼強調，作品最後的呈現，不再多琢磨主角是否

中性的問題，而是要探討人們「需求」的問題，如主

角需要水、需要鞋子、身體需要血液去支撐等等。此

外，畫面場景從陸地上進入水中，這樣的劇情鋪陳則

是要表達，透過空間的不同，以分鏡方式，利用高速

的攝影技術讓畫面呈現出不一樣的風貌。且以高速攝

影來擷取水滴、金魚等物體，可詳看它們的一舉一

動。他同時利用兩台電腦來搭配聲音、影像的控制與

結合，加上現場收音的音效，讓作品整體的層次感更

為強烈。而在台上台下熱烈的問答後，也讓這次的活

動順利圓滿地落幕。(圖片提供/藝科中心)

美術學院卓越計畫專題講座

法國哲學家賈克•洪席耶主講
「影像的政治-Politics of the image」          

  【綜合報導 資料提供/美術學院】國際重量級學者、
法國哲學家賈克‧洪席耶(Prof. RANCIÈRE, Jacques)
於11月26日美術學院舉辦講座，講題為「影像的政
治-Politics of the image」，吸引全校師生熱烈參與，
與會者除了分享大師的獨到見解與經驗外，同時也能

親眼目睹大師風采。 
　洪席耶教授表示，政治影像普遍的表達是以表象和

事實之對立而完成的可見性之間的衝突，但這只會令

影像消失在政治的題旨中。此外，政治行動不只是有

效的行動，它自身的有效性在於重構。而這些重構，通

常都是經由難以辨視的行動，與無法立竿見影的效應

行動來構成的。

　洪席耶教授自九○年代初開始整理其自身的理論

系統，專注於美學－政治的研究上，並提出「歧論」

（Mésentente）。 隨後在德希達創立的國際哲學研
討會裡主持美學講座，主講「藝術表現的美學制域」

（Régime esthétique des arts），提出「感性分享」
（Partage du sensible）的概念，引發美學界討論。
　他的論述主要涉及文學、電影與政治等哲學思考，

論及概念思考、書寫形式與藝術表現如何在十八、

十九世紀之後產生深刻的連結，並在今天展現出我們

所看到的多樣互動《美學中的不適》。

　之後，洪席耶教授接續感性分享論述，對於當代民

主提出批判（《民主之恨》），《影像的宿命》與《獲

解放的觀眾》則提擘挈領地論述了攝影、電影與當代

藝術影像的美學－政治，在歐美已譽為當代美學重要

的思想家之一。

日本的山口媒體藝術中心為一所具備有展覽館、圖書館等複合式功能之媒體中心。                                          圖片提供/藝科中心

洪席耶教授與美術學院師生合影。

赫曼科肯於舞蹈廳呈現之跨領域精彩表演《INJ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