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邦藝術基金會季刊

Education / Artist / Community

2024.03

ISSUE 
#01

2015年藝術家王德瑜在智邦藝術館展出的個展「N0 79 」



專欄一  藝術敲敲腦

02  戴上藝術的眼鏡

專欄二  藝術夥伴做伙講

06  之一 透過駐村，感受到自己 成長 - 陳彥齊

10  之二 駐村，讓創作與當地連結 - 吳嘉峻

專欄三  當我們同在藝啟 

13  之一 身份之外，還有文化

15  之二 新竹館館知多少？

專欄四  藝術放大鏡

17  我們來自同一個地方 - 呂巧智個展

18  展覽活動

Contents
ISSUE 01



0101

智邦藝術基金會 2000 年由智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以來，透
過舉辦展覽、活動、課程，出版書籍、刊物、有聲教材，帶領大
眾領略浩瀚的藝術世界。隨著時代變化，大眾接觸藝術管道的資
訊增加，方式更為多元，促使基金會從單一人才、內容的支持者，
逐步轉變為藝術夥伴之間的合作促進者。因此，2016 年起藝術基
金會開始以更實驗性的合作方式，和機構、團體、藝術家一起進
駐到公共場域、地方社區，嘗試跟大眾一起用藝術在日常生活中
展開冒險。

【 藝術敲敲腦  】

戴上藝術的眼鏡
讓我們把藝術想像成是一副眼鏡，
戴上它，用不同的視角來觀看這個世界！

 
我們相信，藝術不再只是個人或是小眾的領域；藝術也可以和我
們的日常息息相關，作為一種和大家交換想法與意見的語言，包
容每一個人參與它的方式。因此，藝術基金會以這樣的理念，進
行藝術家的藝術進駐招募計畫，抑或是企劃執行展覽、工作坊和
活動，都不忘將所有相關夥伴通盤考量進去。

我們在新竹市鐵道藝術村所進行的藝術進駐，對於藝術家的創作
媒材、主題並不設限；我們更關心、鼓勵，不同族群、處於不同
生 命 歷 程 的 藝 術 家，是 否 誠 實 地 面 對 自 己 和 觀 眾，反 覆 思 考 創
作的本質和意義。

近年，我們更推動「賞識思維」藝術觀看方式，不再採用「你說我
聽」導覽形式，更強化藝術家、大眾和展場人員之間以觀察先行，
再相互討論的互動方式。我們服務大眾參與藝文活動時，更留心

於性別、年齡、宗教、障礙等各方面的差異，嘗試營造出公平且
包容的公共場域，讓大家可以自在親近藝術。藝術基金會更因持
續的投入，打造多元共融的藝文環境，2023 年獲得文化部文馨獎
銅獎的肯定。
 
2024 年，走過二十四個年頭的智邦藝術基金會將持續以資源媒合
者的角色，和許多夥伴一起豐富藝文生態圈，期許透過藝術搭建
一個趨向共融、共好的社會。

關於專欄－藝術敲敲腦
藝術是什麼？為什麼藝術家創作的話題，能如此廣泛和多元？

「藝術敲敲腦」專欄邀請你跟著藝術基金會，一起啟動藝術視角，看看世界的
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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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邦藝術基金會 2000 年由智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以來，透
過舉辦展覽、活動、課程，出版書籍、刊物、有聲教材，帶領大
眾領略浩瀚的藝術世界。隨著時代變化，大眾接觸藝術管道的資
訊增加，方式更為多元，促使基金會從單一人才、內容的支持者，
逐步轉變為藝術夥伴之間的合作促進者。因此，2016 年起藝術基
金會開始以更實驗性的合作方式，和機構、團體、藝術家一起進
駐到公共場域、地方社區，嘗試跟大眾一起用藝術在日常生活中
展開冒險。

2012年藝術家席時斌於智邦藝術館展出的個展「水星」

 
我們相信，藝術不再只是個人或是小眾的領域；藝術也可以和我
們的日常息息相關，作為一種和大家交換想法與意見的語言，包
容每一個人參與它的方式。因此，藝術基金會以這樣的理念，進
行藝術家的藝術進駐招募計畫，抑或是企劃執行展覽、工作坊和
活動，都不忘將所有相關夥伴通盤考量進去。

我們在新竹市鐵道藝術村所進行的藝術進駐，對於藝術家的創作
媒材、主題並不設限；我們更關心、鼓勵，不同族群、處於不同
生 命 歷 程 的 藝 術 家，是 否 誠 實 地 面 對 自 己 和 觀 眾，反 覆 思 考 創
作的本質和意義。

近年，我們更推動「賞識思維」藝術觀看方式，不再採用「你說我
聽」導覽形式，更強化藝術家、大眾和展場人員之間以觀察先行，
再相互討論的互動方式。我們服務大眾參與藝文活動時，更留心

於性別、年齡、宗教、障礙等各方面的差異，嘗試營造出公平且
包容的公共場域，讓大家可以自在親近藝術。藝術基金會更因持
續的投入，打造多元共融的藝文環境，2023 年獲得文化部文馨獎
銅獎的肯定。
 
2024 年，走過二十四個年頭的智邦藝術基金會將持續以資源媒合
者的角色，和許多夥伴一起豐富藝文生態圈，期許透過藝術搭建
一個趨向共融、共好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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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邦藝術基金會 2000 年由智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以來，透
過舉辦展覽、活動、課程，出版書籍、刊物、有聲教材，帶領大
眾領略浩瀚的藝術世界。隨著時代變化，大眾接觸藝術管道的資
訊增加，方式更為多元，促使基金會從單一人才、內容的支持者，
逐步轉變為藝術夥伴之間的合作促進者。因此，2016 年起藝術基
金會開始以更實驗性的合作方式，和機構、團體、藝術家一起進
駐到公共場域、地方社區，嘗試跟大眾一起用藝術在日常生活中
展開冒險。

 
我們相信，藝術不再只是個人或是小眾的領域；藝術也可以和我
們的日常息息相關，作為一種和大家交換想法與意見的語言，包
容每一個人參與它的方式。因此，藝術基金會以這樣的理念，進
行藝術家的藝術進駐招募計畫，抑或是企劃執行展覽、工作坊和
活動，都不忘將所有相關夥伴通盤考量進去。

我們在新竹市鐵道藝術村所進行的藝術進駐，對於藝術家的創作
媒材、主題並不設限；我們更關心、鼓勵，不同族群、處於不同
生 命 歷 程 的 藝 術 家，是 否 誠 實 地 面 對 自 己 和 觀 眾，反 覆 思 考 創
作的本質和意義。

近年，我們更推動「賞識思維」藝術觀看方式，不再採用「你說我
聽」導覽形式，更強化藝術家、大眾和展場人員之間以觀察先行，
再相互討論的互動方式。我們服務大眾參與藝文活動時，更留心

於性別、年齡、宗教、障礙等各方面的差異，嘗試營造出公平且
包容的公共場域，讓大家可以自在親近藝術。藝術基金會更因持
續的投入，打造多元共融的藝文環境，2023 年獲得文化部文馨獎
銅獎的肯定。
 
2024 年，走過二十四個年頭的智邦藝術基金會將持續以資源媒合
者的角色，和許多夥伴一起豐富藝文生態圈，期許透過藝術搭建
一個趨向共融、共好的社會。

01 英國籍駐村藝術家帶著他的作品，探索新竹市的河岸人為風景
02 美國籍藝術家Christopher Campbell 的作品於藝術村的小展場
03 日本籍駐村藝術家 鈴木貴美子STATION 1913個展開幕，並與藝術基金會、新竹市文化局代表、藝術家友人

及參觀民眾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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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2014年藝術家莊志維於智邦藝術館個展「跨域之光」的現場導覽身影
02 2022年藝術家吳郁嫺於「Rhythm X - 當街舞在展場」的現場演出紀錄；郁嫺用藝術家黃楚翔的展場為舞台，

以街舞回應楚翔的展覽命題「我們用什麼語言談創作」
03 2022年賞識思維的引導方式，鼓勵參觀民眾直接說出自己在展場上觀察到的事物，並提出疑問，讓大家一起

討論
04 2023年財團法人智邦藝術基金會獲頒文化部文馨獎銅獎 (  攝影／陳又維)
05 2023年參觀民眾聆聽藝術共融展「很高興認識你」展場上，創作者心智障愛青年的自我介紹及可觸摸的打凸

自畫像

01 02

03 0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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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專欄－藝術夥伴做伙講
智邦藝術基金會在扶植藝術人才方面，透過採用公開徵選或是邀請合作，邀
請藝文相關的創作者，以藝術進駐社區的方式進行創作；在創作者駐村期間，
藝術基金會會提供對等創作費用、材料費用、創作空間、展覽空間、宣傳資
源、影音文字記錄及藝術行政人力等資源，協助創作者進行研究和創作，讓
藝術家在駐村期間，有更多彼此認識和對話的機會和環境。長期以來，參與
扶植計畫的駐村藝術家，因過去駐村經驗以及駐村結束後仍與我們基金會長
期保持聯繫，他們接觸到不同視野，也讓他們藝術創作的觸角有更廣的延伸
及發展。

近期，兩位曾參與駐村計畫的藝術家捎來了好消息，藝術家陳彥齊今年榮獲
了高雄獎首獎，新媒體藝術家吳嘉峻參與了去年基金會與日本橫濱市黃金町
區域管理中心合辦藝術家駐村交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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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年，他 在 藝 術 村 駐 村 的 展 覽 作 品，《替 身 計 畫—無 駄 無 駄 無
駄！》、《無處安放的日常操演》，皆透過對日常生活的觀察，以及
對自己生命經驗的反思，使用許多日常用品作為創作媒材。2024
年，彥齊參加高雄市立美術館主辦的「高雄獎」，以《把聲音轉小》
得到首獎，這件作品試著談論一種生活中的自娛、自戀與社會妥
協的樣態，這種妥協是建立在聽覺的收放以及身體的動作上。彥
齊製造出一座獨立空間，反應著他獨自租房後的常態：獨居、男
性、密閉、生存、緊鄰的、輕聲的、妥協的、資本的。

駐 村 期 間，基 金 會 補 助 材 料 費，讓 彥 齊 在 創 作 上 可 以 購 買 想 嘗
試的材料，也讓他可以頻繁跟其他駐村以及基金會邀請合作的藝
術家交流，拓展未來可以合作的人脈。離村之後，彥齊仍不定期
回到藝術村參與其他藝術家的分享會和活動，「曾經駐村」的經驗，

陳彥齊，2022 年新竹市鐵道藝術村的短期駐村藝術家。我們曾詢
問彥齊為何考上研究所後，卻特別休學一年來鐵道駐村呢？他提
到過去創作歷程中，家人並不完全認同藝術創作能作為一種職業，
他能理解也能體諒家人的疑惑，於是強迫自己參加各式各樣的比
賽，想藉由獲獎、得名豐富藝術履歷的方式，向家人證明自己足
夠有能力走在藝術路上。然而，他在過程中發現，長期以來這麼
做，反倒是一種自我消耗，無論是精神上抑或是創作上，越是如
此，離純粹的創作可能越來越遠，所以彥齊想透過駐村，有更多
自己的空間及時間讓身體休息、沉澱，以及靜下心來思考、消化

「創作」這件事。

【 藝術夥伴做伙講  】之一

透過駐村，感受到自己
成長－陳彥齊

「即便不再駐村，但常常被基金會聯繫或是
分享資訊，被記得的感覺很好」－陳彥齊

01 新竹市鐵道藝術村駐村作品《 無處安放的日常操演 》 2022
02 新竹市鐵道藝術村駐村作品《 瀕臨失控的生活作息 》 2022

讓他有更多機會跟不同創作類型的藝術家連結（雖然參與其他比
賽也會認識不同的創作者，但在國內較少有互相交流的機會），

「鐵道藝術村」成為他可以延伸更多跨域合作及可能性的平台。此
外，因為基金會也會依照藝術家的屬性，例如擅長的創作方式、
媒材或策展，詢問合作展覽的可能性及媒合（比如去年八月「藝術
平權」展覽），雖然彥齊當時沒有參與，但因著被詢問的過程，刺
激自己思考若參與了，自己會用什麼角度來探討「藝術平權」，也
讓較沒關注過這議題的他，開始留意及搜尋有關藝術平權的相關
資訊，彥齊提到：「這讓我不會只是專注在自己身上，而是更會去
關注藝術的脈動，是一個自我成長的機會。」



當 年，他 在 藝 術 村 駐 村 的 展 覽 作 品，《替 身 計 畫—無 駄 無 駄 無
駄！》、《無處安放的日常操演》，皆透過對日常生活的觀察，以及
對自己生命經驗的反思，使用許多日常用品作為創作媒材。2024
年，彥齊參加高雄市立美術館主辦的「高雄獎」，以《把聲音轉小》
得到首獎，這件作品試著談論一種生活中的自娛、自戀與社會妥
協的樣態，這種妥協是建立在聽覺的收放以及身體的動作上。彥
齊製造出一座獨立空間，反應著他獨自租房後的常態：獨居、男
性、密閉、生存、緊鄰的、輕聲的、妥協的、資本的。

駐 村 期 間，基 金 會 補 助 材 料 費，讓 彥 齊 在 創 作 上 可 以 購 買 想 嘗
試的材料，也讓他可以頻繁跟其他駐村以及基金會邀請合作的藝
術家交流，拓展未來可以合作的人脈。離村之後，彥齊仍不定期
回到藝術村參與其他藝術家的分享會和活動，「曾經駐村」的經驗，

陳彥齊，2022 年新竹市鐵道藝術村的短期駐村藝術家。我們曾詢
問彥齊為何考上研究所後，卻特別休學一年來鐵道駐村呢？他提
到過去創作歷程中，家人並不完全認同藝術創作能作為一種職業，
他能理解也能體諒家人的疑惑，於是強迫自己參加各式各樣的比
賽，想藉由獲獎、得名豐富藝術履歷的方式，向家人證明自己足
夠有能力走在藝術路上。然而，他在過程中發現，長期以來這麼
做，反倒是一種自我消耗，無論是精神上抑或是創作上，越是如
此，離純粹的創作可能越來越遠，所以彥齊想透過駐村，有更多
自己的空間及時間讓身體休息、沉澱，以及靜下心來思考、消化

「創作」這件事。

新竹市鐵道藝術村駐村作品《 ||：鎖水、鎮定、舒緩：||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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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有更多機會跟不同創作類型的藝術家連結（雖然參與其他比
賽也會認識不同的創作者，但在國內較少有互相交流的機會），

「鐵道藝術村」成為他可以延伸更多跨域合作及可能性的平台。此
外，因為基金會也會依照藝術家的屬性，例如擅長的創作方式、
媒材或策展，詢問合作展覽的可能性及媒合（比如去年八月「藝術
平權」展覽），雖然彥齊當時沒有參與，但因著被詢問的過程，刺
激自己思考若參與了，自己會用什麼角度來探討「藝術平權」，也
讓較沒關注過這議題的他，開始留意及搜尋有關藝術平權的相關
資訊，彥齊提到：「這讓我不會只是專注在自己身上，而是更會去
關注藝術的脈動，是一個自我成長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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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年，他 在 藝 術 村 駐 村 的 展 覽 作 品，《替 身 計 畫—無 駄 無 駄 無
駄！》、《無處安放的日常操演》，皆透過對日常生活的觀察，以及
對自己生命經驗的反思，使用許多日常用品作為創作媒材。2024
年，彥齊參加高雄市立美術館主辦的「高雄獎」，以《把聲音轉小》
得到首獎，這件作品試著談論一種生活中的自娛、自戀與社會妥
協的樣態，這種妥協是建立在聽覺的收放以及身體的動作上。彥
齊製造出一座獨立空間，反應著他獨自租房後的常態：獨居、男
性、密閉、生存、緊鄰的、輕聲的、妥協的、資本的。

駐 村 期 間，基 金 會 補 助 材 料 費，讓 彥 齊 在 創 作 上 可 以 購 買 想 嘗
試的材料，也讓他可以頻繁跟其他駐村以及基金會邀請合作的藝
術家交流，拓展未來可以合作的人脈。離村之後，彥齊仍不定期
回到藝術村參與其他藝術家的分享會和活動，「曾經駐村」的經驗，

陳彥齊，2022 年新竹市鐵道藝術村的短期駐村藝術家。我們曾詢
問彥齊為何考上研究所後，卻特別休學一年來鐵道駐村呢？他提
到過去創作歷程中，家人並不完全認同藝術創作能作為一種職業，
他能理解也能體諒家人的疑惑，於是強迫自己參加各式各樣的比
賽，想藉由獲獎、得名豐富藝術履歷的方式，向家人證明自己足
夠有能力走在藝術路上。然而，他在過程中發現，長期以來這麼
做，反倒是一種自我消耗，無論是精神上抑或是創作上，越是如
此，離純粹的創作可能越來越遠，所以彥齊想透過駐村，有更多
自己的空間及時間讓身體休息、沉澱，以及靜下心來思考、消化

「創作」這件事。

讓他有更多機會跟不同創作類型的藝術家連結（雖然參與其他比
賽也會認識不同的創作者，但在國內較少有互相交流的機會），

「鐵道藝術村」成為他可以延伸更多跨域合作及可能性的平台。此
外，因為基金會也會依照藝術家的屬性，例如擅長的創作方式、
媒材或策展，詢問合作展覽的可能性及媒合（比如去年八月「藝術
平權」展覽），雖然彥齊當時沒有參與，但因著被詢問的過程，刺
激自己思考若參與了，自己會用什麼角度來探討「藝術平權」，也
讓較沒關注過這議題的他，開始留意及搜尋有關藝術平權的相關
資訊，彥齊提到：「這讓我不會只是專注在自己身上，而是更會去
關注藝術的脈動，是一個自我成長的機會。」

01 02

01 高雄獎得獎作品《把聲音轉小》（圖片提供／高美館  攝影／Studio Millspace）
02 高雄獎得獎作品《把聲音轉小》（攝影／林沅禾）



嘉峻離村後，即便已不是當期的駐村藝術家，他仍持續跟基金會
保持聯繫，也會參與場館內的展覽開幕以及藝術創作分享活動。
去年，他應智邦藝術基金會邀請，在鐵道藝術村分享他到日本黃
金町駐村的經驗，並在今年參與智邦藝術基金會的「藝術共融」計
畫。嘉峻透過跟鐵道藝術村這個場域的連結，認識了許多不同創
作型態的駐村藝術家，彼此分享在同一個地方駐村的感受及經驗。

嘉峻擅長電子音樂與在地環境結合，去年他參與基金會的駐村交
流計畫，一開始到日本黃金町時，他因為想了解這個區域如何形
成，也想讓自己的創作跟環境有更多的關聯，而去做了田野調查，
發現這個地區在 2005 年之前，是性工作產業聚集的地方，之後
因當地居民有較大規模驅逐性工作者的行動，所以在 2005 年後，
當地留下許多空房，之後漸漸成為藝文產業聚集的場所。

新媒體藝術家吳嘉峻，2021 年在新竹市鐵道藝術村駐村後，持續
跟我們基金會互動，2023 年參與了智邦藝術基金會、新竹市鐵道
藝術村、新竹市文化基金會攜手合作，與日本橫濱市黃金町區域
管理中心合辦的藝術家駐村交流計畫。

身為新竹人的他，因著過去在鐵道藝術村駐村，讓自己跟家鄉有
更多連結，以及更多時間創作跟新竹有關的作品；在鐵道藝術村
駐村也讓嘉峻有更多機會可以跟不同社群連結：跟不同的藝術家、
藝術行政工作者，及當地居民有更多互動等，讓他的想法得到許
多刺激，因而產生更多靈感。

駐 村 ， 讓 創 作 與 當 地 連 結
－吳嘉峻

【 藝術夥伴做伙講  】之二

「藝術基金會舉辦的駐村計畫，讓我重新思考自己
在創作這條路，可以有什麼其他的樣子」－吳嘉峻

《置換》是嘉峻在駐村期間的創作之一，結合長笛與電子音樂，同
時與視覺設計師合作，希望透過這個作品展現一個比較女性視角、
比較不安、不穩定的感受，並加入長笛現代音樂中的延伸技巧，
比如長笛的呼氣聲和打鍵的聲音等，跟電子音樂搭配，也融合了
當地火車經過的聲響。

在黃金町的二個月駐村期間，平日嘉峻與來自亞洲各地的同期駐
村藝術家有很多密集交流，包含來自中國、韓國、台灣、新加坡、
菲律賓、印尼等，不同的藝術家激發他更深入思考「身為藝術家，
在國際舞台上，自己的定位為何」。除了跟藝術家的生活交流，他
們也各自發展自己的創作，彼此支持與陪伴，嘉峻非常享受及珍
惜這樣的創作環境。

01 02

01 / 02 2023吳嘉峻於日本黃金町之駐村表演



嘉峻離村後，即便已不是當期的駐村藝術家，他仍持續跟基金會
保持聯繫，也會參與場館內的展覽開幕以及藝術創作分享活動。
去年，他應智邦藝術基金會邀請，在鐵道藝術村分享他到日本黃
金町駐村的經驗，並在今年參與智邦藝術基金會的「藝術共融」計
畫。嘉峻透過跟鐵道藝術村這個場域的連結，認識了許多不同創
作型態的駐村藝術家，彼此分享在同一個地方駐村的感受及經驗。

嘉峻擅長電子音樂與在地環境結合，去年他參與基金會的駐村交
流計畫，一開始到日本黃金町時，他因為想了解這個區域如何形
成，也想讓自己的創作跟環境有更多的關聯，而去做了田野調查，
發現這個地區在 2005 年之前，是性工作產業聚集的地方，之後
因當地居民有較大規模驅逐性工作者的行動，所以在 2005 年後，
當地留下許多空房，之後漸漸成為藝文產業聚集的場所。

新媒體藝術家吳嘉峻，2021 年在新竹市鐵道藝術村駐村後，持續
跟我們基金會互動，2023 年參與了智邦藝術基金會、新竹市鐵道
藝術村、新竹市文化基金會攜手合作，與日本橫濱市黃金町區域
管理中心合辦的藝術家駐村交流計畫。

身為新竹人的他，因著過去在鐵道藝術村駐村，讓自己跟家鄉有
更多連結，以及更多時間創作跟新竹有關的作品；在鐵道藝術村
駐村也讓嘉峻有更多機會可以跟不同社群連結：跟不同的藝術家、
藝術行政工作者，及當地居民有更多互動等，讓他的想法得到許
多刺激，因而產生更多靈感。

《置換》是嘉峻在駐村期間的創作之一，結合長笛與電子音樂，同
時與視覺設計師合作，希望透過這個作品展現一個比較女性視角、
比較不安、不穩定的感受，並加入長笛現代音樂中的延伸技巧，
比如長笛的呼氣聲和打鍵的聲音等，跟電子音樂搭配，也融合了
當地火車經過的聲響。

在黃金町的二個月駐村期間，平日嘉峻與來自亞洲各地的同期駐
村藝術家有很多密集交流，包含來自中國、韓國、台灣、新加坡、
菲律賓、印尼等，不同的藝術家激發他更深入思考「身為藝術家，
在國際舞台上，自己的定位為何」。除了跟藝術家的生活交流，他
們也各自發展自己的創作，彼此支持與陪伴，嘉峻非常享受及珍
惜這樣的創作環境。

01 2023吳嘉峻於日本黃金町之駐村表演
02 / 03 2023吳嘉峻回台灣後，於新竹市鐵道藝術村分享日本黃金町駐村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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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峻離村後，即便已不是當期的駐村藝術家，他仍持續跟基金會
保持聯繫，也會參與場館內的展覽開幕以及藝術創作分享活動。
去年，他應智邦藝術基金會邀請，在鐵道藝術村分享他到日本黃
金町駐村的經驗，並在今年參與智邦藝術基金會的「藝術共融」計
畫。嘉峻透過跟鐵道藝術村這個場域的連結，認識了許多不同創
作型態的駐村藝術家，彼此分享在同一個地方駐村的感受及經驗。

嘉峻擅長電子音樂與在地環境結合，去年他參與基金會的駐村交
流計畫，一開始到日本黃金町時，他因為想了解這個區域如何形
成，也想讓自己的創作跟環境有更多的關聯，而去做了田野調查，
發現這個地區在 2005 年之前，是性工作產業聚集的地方，之後
因當地居民有較大規模驅逐性工作者的行動，所以在 2005 年後，
當地留下許多空房，之後漸漸成為藝文產業聚集的場所。

新媒體藝術家吳嘉峻，2021 年在新竹市鐵道藝術村駐村後，持續
跟我們基金會互動，2023 年參與了智邦藝術基金會、新竹市鐵道
藝術村、新竹市文化基金會攜手合作，與日本橫濱市黃金町區域
管理中心合辦的藝術家駐村交流計畫。

身為新竹人的他，因著過去在鐵道藝術村駐村，讓自己跟家鄉有
更多連結，以及更多時間創作跟新竹有關的作品；在鐵道藝術村
駐村也讓嘉峻有更多機會可以跟不同社群連結：跟不同的藝術家、
藝術行政工作者，及當地居民有更多互動等，讓他的想法得到許
多刺激，因而產生更多靈感。

《置換》是嘉峻在駐村期間的創作之一，結合長笛與電子音樂，同
時與視覺設計師合作，希望透過這個作品展現一個比較女性視角、
比較不安、不穩定的感受，並加入長笛現代音樂中的延伸技巧，
比如長笛的呼氣聲和打鍵的聲音等，跟電子音樂搭配，也融合了
當地火車經過的聲響。

在黃金町的二個月駐村期間，平日嘉峻與來自亞洲各地的同期駐
村藝術家有很多密集交流，包含來自中國、韓國、台灣、新加坡、
菲律賓、印尼等，不同的藝術家激發他更深入思考「身為藝術家，
在國際舞台上，自己的定位為何」。除了跟藝術家的生活交流，他
們也各自發展自己的創作，彼此支持與陪伴，嘉峻非常享受及珍
惜這樣的創作環境。

2023吳嘉峻於日本黃金町之駐村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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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3
關於專欄－當我們同在藝啟
在藝文社群網絡裡，藝術基金會長期下來認識許多好夥伴，大家互相扶持、
激盪，並嘗試在理念相同的事物上有所實踐，建立影響力，促進有效社會夥
伴關係。這次的「當我們同在藝啟」專欄，將分別以兩篇不同面向的文章，介
紹夥伴關係下的在地和國際合作。

在新竹常看到不同國籍的工作者，北大教堂有很多菲律賓人，寫
著菲律賓文字的家鄉小吃店、超商也分佈在市中心的各個主要幹
道上。這讓我們好奇：東南亞的藝術家、藝文環境又是如何？

「 國 際 生 活 藝 術 組 織 台 灣 辦 事 處 (Living Arts International 
Taiwan Office，又名湄公河文化中心 Mekong Cultural Hub, 簡
稱 MCH)」在臺北的臺灣當代實驗場設有辦公室，2023 年起和智
邦藝術基金會展開合作，邀請我們共同聚焦東南亞區域和台灣之
間的專業交流計畫。我們有幸立刻獲得協助，透過 MCH 接待菲
律賓籍藝術家 Lyra Garcellano 進駐新竹市鐵道藝術村，並擔任

Lyra 於新竹駐村期間的接待和地方資源鏈結。

「對於像我這樣，來自全球南方的簽證申請者來說，整個申請過程
往往是充滿了困難和挫折；有些時候我們不得不出示以前的護照，
來證明我們過往的 ( 旅遊 ) 歷史。這是一種來自其他國家的他人，
甚至永遠不會受到不平衡的審查。（The process of visa applications 
for  people l ike me - -  those who come from the Global  South- -  is  
fraught with frustrations and diff icult ies that at t imes we have to 
show our previous passports just to prove our (travel) histories. It's a 
type of unbalanced scrutiny that other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ies 
would never even be subjected to.)」Lyra 和我們分享。

由於她自己的國家缺乏文化支持的資金且在行動上相對有限制，
因此她對台灣社會的藝術自由狀況感到好奇，期待進一步探究。
她在為期一個月的駐村期間，嘗試了解藝術村裡的生態結構、藝
術家、藝術行政、參觀民眾之間的互動關係。這樣的交流計畫，
也讓新竹市市民有機會接觸到菲律賓籍的藝文工作者，擴大新竹
在地普遍對於菲律賓僅有的移工印象，增添藝文層面的交流。雖
然最後 Lyra 只獲得了一個月簽證效期，但我們相信這是一個好的
開始 !

今年基金會也受邀參與 MCH 3 月 21 日到 24 日在越南河內舉辦的
Meeting point，和地方藝文工作者、組織實體進行學習與交流。

【 當我們同在藝啟  】之一

身份之外，還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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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竹常看到不同國籍的工作者，北大教堂有很多菲律賓人，寫
著菲律賓文字的家鄉小吃店、超商也分佈在市中心的各個主要幹
道上。這讓我們好奇：東南亞的藝術家、藝文環境又是如何？

「 國 際 生 活 藝 術 組 織 台 灣 辦 事 處 (Living Arts International 
Taiwan Office，又名湄公河文化中心 Mekong Cultural Hub, 簡
稱 MCH)」在臺北的臺灣當代實驗場設有辦公室，2023 年起和智
邦藝術基金會展開合作，邀請我們共同聚焦東南亞區域和台灣之
間的專業交流計畫。我們有幸立刻獲得協助，透過 MCH 接待菲
律賓籍藝術家 Lyra Garcellano 進駐新竹市鐵道藝術村，並擔任

Lyra 於新竹駐村期間的接待和地方資源鏈結。

「對於像我這樣，來自全球南方的簽證申請者來說，整個申請過程
往往是充滿了困難和挫折；有些時候我們不得不出示以前的護照，
來證明我們過往的 ( 旅遊 ) 歷史。這是一種來自其他國家的他人，
甚至永遠不會受到不平衡的審查。（The process of visa applications 
for  people l ike me - -  those who come from the Global  South- -  is  
fraught with frustrations and diff icult ies that at t imes we have to 
show our previous passports just to prove our (travel) histories. It's a 
type of unbalanced scrutiny that other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ies 
would never even be subjected to.)」Lyra 和我們分享。

由於她自己的國家缺乏文化支持的資金且在行動上相對有限制，
因此她對台灣社會的藝術自由狀況感到好奇，期待進一步探究。
她在為期一個月的駐村期間，嘗試了解藝術村裡的生態結構、藝
術家、藝術行政、參觀民眾之間的互動關係。這樣的交流計畫，
也讓新竹市市民有機會接觸到菲律賓籍的藝文工作者，擴大新竹
在地普遍對於菲律賓僅有的移工印象，增添藝文層面的交流。雖
然最後 Lyra 只獲得了一個月簽證效期，但我們相信這是一個好的
開始 !

今年基金會也受邀參與 MCH 3 月 21 日到 24 日在越南河內舉辦的
Meeting point，和地方藝文工作者、組織實體進行學習與交流。

01 前往藝術村路途上的Lyra 
02 在新竹駐村期間，Lyra的漫畫創作
03 Lyra 在鐵道藝術村內的專屬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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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同在藝啟  】之二

新竹館館知多少？
新竹的藝文館舍各有特色，你去過了哪幾個？智邦藝術基金會在
新竹後火車站營造鐵道藝術村，讓二戰時期鐵道倉庫成為大家平
時 能 親 近 藝 術 的 空 間，可 以 欣 賞 展 覽、近 距 離 體 會 火 車 經 過 窗
外的驚喜。

去年 12 月 30 日、今年 1 月 6 日，鐵道藝術村參與新竹市文化局
舉辦【館館探索實境解謎遊戲】，與位於日治時期建築的新竹市博
物館及文化空間，成為民眾解謎遊戲的關卡，民眾跟著遊戲的故
事情節到訪館舍，穿梭新竹新舊交融的街道，感受城市之美。

新竹為北台灣最早開發的城市，舊城區街道紋理匯集清朝、日治
時期與戰後的發展軌跡與歷史記憶，民眾透過「館館探索實境解
謎遊戲」，探索鐵道藝術村、以及同樣在新竹火車站附近運用日治
時期建築的藝文館舍：「新竹市美術館」時常展出新竹在地與館內
典藏作品；「新竹市影像博物館」放映經典電影及舉辦映後座談活

動；「辛志平校長故居」結合藝術、音樂、文學、食物等主題的教
育和生活體驗，不定期舉辦快閃店及藝文活動；「下竹町（南大路
警察宿舍）」不定期有假日文創市集及走讀與實境遊戲等，透過館
舍 間 網 路 社 群 互 相 宣 傳、分 享 及 串 連，讓 新 竹 市 民 更 能 了 解 在
地的藝文館舍。

在實境解謎遊戲之後，2024 上半年，鐵道藝術村將舉辦精彩的展
覽及活動，邀請大家來參加，3 月 27 日有關注媽媽們身心平衡的
工作坊「Mother Moving」、 4 月 12 日－4 月 14 日玄奘大學視覺
傳達設計學系畢業展、以及 5 月 6 日－7 月 12 日期間與王道銀行
教育基金會合作的堤頂之星 2.0 邀請展「明日再生：永續、環境、
想像」。

02

01 辛志平校長故居內的參與民眾 / 02 影像博物館內的參與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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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境解謎遊戲之後，2024 上半年，鐵道藝術村將舉辦精彩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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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館合作參與民眾於藝術村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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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放大鏡】

《我們來自同一個地方》    
呂巧智個展

時間｜2024.02.23－04.07
地點｜新竹市鐵道藝術村

是什麼使自然得以自然？現在的自然還自然嗎？我們呢？我們還自
然嗎？

本展覽「我們來自同一個地方」探討人類與自然相互參與的關係，
觀察人類行為強行介入自然所創造的擬自然狀態，生物自然演替
及種間競爭下造成的人工聚落。巧智把在日本陶藝之森駐村四個
月將作品完成帶回家鄉新竹展出，運用陶瓷、錄像、聲音裝置和
現 成 物 的 採 集，引 領 觀 者 透 過 視 覺、聽 覺 和 嗅 覺 建 立 身 體 與 自
然的關係，同時深入環境，延伸自己的感官，開啟更多與生命內
在對話的空間。



這張照片來自新竹市鐵道藝術村當期展覽《我們來自同一個地方 
呂巧智個展 》的展場實景紀錄，邀請你換上藝術的眼鏡，欣賞這
張照片。

請想像自己正在一座森林的小徑上散步，在小徑散
步的過程裡，你覺得你看到了什麼？或聽到了什麼？
或聞到了什麼？

歡迎將你的解答，在 2024/5/31 前到臉書活動頁上
跟我們留言分享，你就有機會抽中精美禮物一份喔！

Q:Q:

展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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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進入活動頁面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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