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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美術館即時新聞稿 

 

發稿單位：公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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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人：何冠緯 johnny@tfam.gov.tw 

北美館 FB專頁：臺北市立美術館 

 

2018台北雙年展 

展期：2018.11.17 – 2019.03.10  

地點：臺北市立美術館 

 

2018第十一屆台北雙年展宣佈：吳瑪悧與范切斯科．馬納克達共同擔任策展人 

 

臺北市立美術館（北美館）經歷充分的內外部研究諮詢評估以及二階段推薦過程，宣

布由吳瑪悧與范切斯科．馬納克達（Francesco Manacorda）共同擔任第十一屆 2018台

北雙年展策展人，展覽預計聚焦人與自然兩者間生態結構的雙向連結。吳瑪悧長期投

身社區參與的藝術實踐，馬納克達具有豐富的共創（co-creative）計畫及過程導向

（process-based）之策展經驗，兩人將透過台北雙年展的平臺開啟實驗性的跨域共作，

嘗試建構長效、社區取向、從在地出發、由下而上的對話能量。第十一屆台北雙年展

預計由 2018年 11月 17日展覽至 2019年 3月 10日。 

 

台北雙年展自 1996年起，迄今邁入第十一屆，展開階段新頁。近年經歷三屆單一策展

人的策劃形式之後，本屆重啟複數策展結構，期望為立基臺灣的策展人與受邀之客座

策展人開啟協力合作的新形態策劃模式。館方檢視臺北、泛亞以及全球雙年展發展軌

跡，與委員共同討論展覽議題與策略方向，決定從切身處重新關注我們生存的方式，

擬定「維生系統」為命題意識，透過台北雙年展的論述平臺，建立起不同專業領域協

力創作的「團隊 1+1」模式，並藉由跨域團隊協作和展覽實踐過程，創生新穎的藝術

生產模式，多元的藝術共作讓美術館成為媒合平臺、知識建構與生產的基地。館方於

外部諮詢會議後，旋即邀請長期耕耘環境實踐的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藝術

家吳瑪悧擔綱本屆策展人，共同探討回歸「生活關注以及維生」的議題和相關策展

人，並一致認同由義大利籍現任 V-A-C基金會藝術總監范切斯科．馬納克達出任共同

策展人，協力策劃實踐、回應命題。 

 

臺北市立美術館館長林平表示：「2016年臺北雙年針對譜系學與歷史的特殊討論，為

下一屆雙年展提供了可以面對未來的基礎，關注與你我切身相關的環境與生存議題。

2018台北雙年展將重新觀照人類的角色，詢問藝術之可為，進而將焦點推展至脆弱世

界生存韌性（resilience）議題、策略機制與科技手段，探詢並提問人類自身在當代可

能的存在方式。就如同策展人吳瑪悧過去曾執行過的《樹梅坑溪計畫》，正是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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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為樣本，將人文藝術作為與自然環境交涉的媒介與反省機制，體現人文與自然

相依、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共存的顯例。同時，本屆雙年展另行借重策展人馬納克達

的國際連結與理論實踐經驗，我們非常期待看見本屆台北雙年展成為在地取向與跨文

化合作策展的另類先驅。」 

 

兩位策展人在策展議題與學術探討主題高度契合的基礎上，共同提出「生態體系相依

性」（eco-systemic interdependency）的概念作為本屆命題。人類文明始終無法置身於

自然之外；生態的脆弱本質與人類行為的影響使自然環境生態持續遭到破壞，這是當

今所有生物生存迫切需正視的議題。文明急速發展，人文環境與自然世界頻繁且密切

的交互作用模糊了兩者之間的定義與分野：人類與自然之間的認知疆界正在轉變，其

間的模糊地帶讓「自然」一詞亟需重新定義，而與自然相關的概念也反覆被以不同以

往的觀點檢視、解讀。2018台北雙年展所聚焦探討的「生態系統」（ecosystem）不止

於自然和生物環境，而將擴大至人文生態、經濟生態與社會生態的開放討論。 

 

馬納克達表示：「吳瑪悧長期以來的藝術實踐與議題關注，是讓本屆台北雙年展與眾

不同的關鍵。」吳瑪悧以藝術為媒介參與環境議題，從臺灣的土地出發，執行了多個

具高度環境意識的代表性創作計畫。馬納克達則有豐富的雙年展經驗，以及長期關注

過程取向的藝術計畫；他在 2009年曾策劃著眼人與自然互動關係之大型展覽《激進的

自然－1969至 2009回應地球變遷的藝術和建築》（Radical Nature – Art and 

Architecture for a Changing Planet 1969-2009），為本屆雙年展提供了寶貴的資源基

礎。藝術與自然的深度對話，將為「生態體系相依性」的命題構築起可廣可深的多元

科際語境。策展人吳瑪悧表示：「我們應關注生活的本身，回來共同面對生活的議

題，納入不同領域的專家共同合作，透過跨越學科的計畫，期望這次的展覽可以成為

一座實驗室。」本屆雙年展將建構一個由下而上的知識平臺，透過跨學科的創意計畫

和前瞻視野，開展人文與自然另一篇章的對話。 

 

 

台北雙年展 

台北雙年展是臺北市立美術館舉辦最具重要性的展覽之一，自 1996年創辦以來即致力

提升臺灣當代藝術的國際能見度，透過多元文化觀點將臺北納入亞洲乃至全球當代藝

術的網絡，成為促進國際文化對話的驅動力。台北雙年展由國際性展覽平臺積極地從

深度、廣度兩方面回應當代藝術的趨勢與潮流，試圖建立一個聯結本地和國際社群的

直接網絡，並在過去二十年中快速發展、累積能量，創造臺灣與世界雙向溝通的對話

機制。 https://www.taipeibienni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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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吳瑪悧  

德國杜塞道夫藝術學院畢業，目前任教於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吳瑪

悧的研究及創作延續前衛傳統，關注藝術在公領域中的積極介入。1990年代，作品從

女性主義角度進行政治社會批判，2000年始，她展開以社群為本的新形態公共藝術策

劃，在 2000至 2004期間與臺北市婦女新知協會玩布工作坊合作《從你的皮膚甦醒》

計畫，以翻轉傳統女紅概念，透過布與織縫探討女性的生命歷程；2005至 2007年間在

嘉義縣策劃《北回歸線環境藝術行動》，讓偏遠居民的文化參與權受到關注；2006年

《人在江湖－淡水河溯河行動》、2012《還我河山－基隆河上基隆河下》則與社區大

學合作，讓河川及環境的真實處境受到更多的討論；2010至 2012與竹圍工作室共同合

作的《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透過一條被忽略的小溪，重新探問生態城市以及都

市發展的問題，於 2013年以此作品獲得第十一屆臺新藝術獎。吳瑪悧於 2016年獲得

國家文藝獎，近年持續關注生態環境議題，並以藝術做為人文與自然的中介，展現藝

術型態的多樣可能與藝術家的豐沛能量。 

 

策展人｜范切斯科．馬納克達（Francesco Manacorda） 

1974年生於義大利杜林，范切斯科．馬納克達畢業於義大利杜林大學教育科學學系、

倫敦皇家藝術學院當代策展碩士。活躍於藝術評論平臺，評論文章常見於國際重要藝

術媒體，藝術理論撰述豐富，曾替多位藝術家作品集撰寫評論專文。2007至 2009年期

間擔任英國倫敦巴比肯藝術中心（Barbican Art Gallery）策展人，並在巴比肯藝術中心

策劃《火星美術館陸生藝術展》（Martian Museum of Terrestrial Art）、《激進的自然

－1969至 2009回應地球變遷的藝術和建築》（Radical Nature – Art and Architecture for 

a Changing Planet 1969-2009）等大型展覽。曾於 2007年第五十二屆威尼斯藝術雙年展

擔任斯洛維尼亞國家館策展人、2009年第五十三屆威尼斯雙年展擔任紐西蘭國家館策

展人、2013年擔任第五十五屆威尼斯雙年展評審團委員。馬納克達也曾任獨立策展

人，策劃《次大陸—當代藝術中的印度次大陸》（Subcontinent –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in Contemporary Art：桑德烈多．利利杜林基金會，義大利，2006）等展

覽）。於 2010年至 2012期間擔任義大利杜林國際當代藝術博覽會（Artissima）總

監，2012至 2017年期間擔任利物浦泰特美術館（Tate Liverpool） 藝術總監。馬納克

達任職利物浦泰特美術館期間曾策劃《蒙德里安與他的工作室》（Mondrian and His 

Studios）、《格林．利貢：遭遇與碰撞》（Glenn Ligon: Encounter and Collisions）、

《想像的美術館》（An Imagined Museum）、《李奧諾拉．卡靈頓：逾矩》（Leonora 

Carrington: Transgressing Discipline）、《凱西．威爾克斯》（Cathy Wilkes）等展覽，

並於 2016年共同策劃利物浦雙年展（Liverpool Biennial）。曾於 2006至 2011年期間

於倫敦皇家藝術學院（Royal College of Art）當代藝術策展學系（Curating 

Contemporary Art Department）擔任客座講師，目前擔任 V-A-C基金會藝術總監（V-A-

C Foundation）、並於利物浦 LJMU藝術設計學院（LJMU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擔

任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