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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麗絲的兔子洞 ─ 真實生活：可理解與不可被理解的交纏 
展期：104 年 10 月 9 日至 105 年 1 月 10 日 
地點：臺北市立美術館 1A 展覽室  
記者會暨開幕式：10 月 8 日(四)下午 14：00 
策展人：蕭淑文 
參展藝術家：陳怡潔、何采柔、謝杰廷、耿一偉、謝杰樺＋董怡芬、賴志盛、林其蔚、

林昆穎、余政達 
 

今年適逢英國作家路易斯・卡羅（Lewis Carroll, 1832-1898）著名童話故事《愛麗絲夢遊

仙境》出版 150 周年，世界各地都有相關的慶祝活動。臺北市立美術館《愛麗絲的兔子

洞》則藉由比真實生活更貼近於現實的夢境隱喻，探討日常生活中「真實性」的建構，

並透過介於「展覽」與「表演」之間的混雜形式，詮釋流動開放、即興未知的動態辯證

過程。展覽帶著童趣和當代生活樣貌的幽默重組，取自《愛麗絲夢遊仙境》裡女主人公

跌落兔子洞，進而開啟契機體驗各式與日常生活邏輯迥異的神奇國度。在兔子洞裡的世

界裡，大小與左右顛倒、語言不再專屬於人類，各種感官認知受到強烈挑戰和質疑。本

展覽以此為題，經由「作者與協作者之間的新盟約」、「展覽成為一種表演」、「展覽

成為實境秀」三個脈絡，邀請觀眾成為創作的一部分，與創作者一起打造新的身體與語

言邏輯，重新思考觀看生活現象視角的其他可能性。 
 
本次展覽邀請九組來自視覺藝術、劇場、舞蹈等不同藝術領域的創作者，在展間裡建立

起各自的實驗場域，色彩繽紛、方式各異，觀者將會在不同的作品間刺激知覺的想像，

或成為作品的一部分，或必須跳脫原有的認知界限，或讓自己的直覺隨著指令起舞。 
北美館館長林平在開幕致詞中表示，《愛麗絲的兔子洞》此一展覽像是一個「介面工程」，

將觀眾帶入作品當中，以各種創意手法翻轉觀演關係、真實與夢境的關係、日常生活中

的關係。 而此一展覽的特殊性也讓策展人蕭淑文比喻策展過程為一個奇幻的旅程，而

在展期 82 天之後經過觀眾與演員、藝術家互動後所產生出來的結果，也是充滿未知，

非常令人期待。 
 
放置在展間入口林昆穎的〈82 個工作天〉，邀請 82 位願意分享一日工作的參與者，每

位提供當日其電腦螢幕桌面的即時工作畫面與生活物件，觀看網路世界裡的工作型態，

以及網路介面作為個人意識展演場域的可能與限制。藝術家賴志盛以美術館的志工為對

象，作品〈這次，我是來找你的〉以溫暖親切的口吻，邀請為藝術而服務的志工穿著特



 

製的、屬於每位志工私有的客製服裝，由配角成為主角，並安排舒適的沙發在展場各處，

提供志工休息，期待經由關係位置的轉變，實質對於志工未來的藝術服務工作帶來細緻

卻深遠的影響。 
 
林其蔚製作〈緞帶放音機〉，借觀眾之口朗讀緞帶上的字音，形成儀式般的吟誦樂聲，

將音樂／詩歌／吟頌／詮釋之權力交還給參與觀眾，觀眾保有自我詮釋文字與聲音自由

表達的權利；陳怡潔〈『連合島』資料庫〉結合網路與動漫主題，將動漫主角身上的色

彩轉化為同心圓，在虛擬的網路上成為島嶼的建築素材，建築共同創作的資料庫，成為

各年代大眾集體記憶視覺壓縮後的圖騰，也歡迎觀眾在展出期間上網提供自己喜歡而藝

術家尚未製作過的動漫角色，將會以此進行創作；謝杰樺+董怡芬的〈日常生活編舞〉

請知名劇場演員錄製聲音檔案，參與者在平台上隨著耳機中的指令擺動身體、與平台上

的其他觀眾一起完成互動指令，「這個作品重要的是在台上感受自己的身體與旁人的關

係」，謝杰樺與董怡芬在開幕記者會上帶領十二位舞者進行示範，也邀請觀展民眾上台

舞動身體，擷取日常生活裡簡單的動作，迸發出的驚人多樣性，透過每個人對指令直觀

理解的反應，品味同一空間裡自己與他人的連結性。 
 
何采柔〈某日，〉在美術館建立起一排七道門的空間裝置，在展期間依照星期二、星期

三、星期四．．．的順序每日打開特定的門，門內的空間情境放大生活中容易被忽略的

儀式，每一扇門背後都有不同的驚喜，等待觀者親自體演。余政達〈It’s So Reality! 操實

境〉將時下流行的實境秀與觀看實境秀錄影的觀眾反應並置：邀請三組在現實生活裡為

室友、夫妻、樂團成員關係的人們觀看國外實境秀節目，並實錄他們的觀看反應，在六

台展場大電視中同時播放，翻轉觀眾觀賞電視的經驗成為「觀看實境秀的實境秀」；謝

杰廷作品〈月照六首〉與〈山中對話三首〉，規劃三個畸零地般、僅供一人進入或觀看

的狹小空間，成為個人獨享的小世界，在其中播放謝杰廷閱讀中外詩人經典作品後，譜

曲而成的新創詩歌作品，在空間與光線的凝結下，感受從視覺文字到聽覺樂曲的過程。 
 
耿一偉〈拉然巴在美術館〉以藏傳佛教中的大學問高僧「拉然巴格西」問談形式，與觀

眾進行哲學與生活上的對談。此計畫將於 10 月 10， 11 月 14 及 12 月 19 舉辦三場論壇

表演，邀請了五位哲學家伍至學、史偉民、龔卓軍、沈清楷及賴賢宗，以海德格描述人

用一種融於世界所展開的狀態為題，進行三場各六小時的馬拉松對談。在對談現場，或

展覽期間，觀眾都可以透過現場即時串流追問海德格所提及的這三種現象詢問人生或哲

學任何相關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