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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潮：賴純純回顧展 

Jun T. LAI: A Retro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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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臺北市立美術館二樓 2A&2B  
     

 
 

「黑潮：賴純純回顧展」 

近五十年創作藝淬，盛綻生命之存在與變化 

 

存在與變化為生命與自然的本質。「變化」就是「存在」的無限延續，存在的實質就是無限的變化。  

——賴純純 

 

「黑潮：賴純純回顧展」自 3 月 1 日至 5 月 25 日於臺北市立美術館（北美館）二樓正式開幕，展出藝

術家賴純純橫跨各時期的複合媒材繪畫、立體雕塑、空間裝置，以及創作歷程的相關檔案與文件等等，

完整呈現其美學風格映照於當代藝術的精神過程。北美館代理館長劉得堅指出：「從平面延伸至複合

媒材等不同形式的創作實踐中，賴純純的作品總是保有一貫的悠然與自若，並藉由滿溢著光與色彩的

視野，傳達其創作思想中指向生命存在與變化的哲思。而黑潮的流動性與循環的力量不僅反映出賴純

純對於藝術創作的理解與探索，也象徵著變遷、重生與尋找和諧的過程。」 

 

賴純純（1953－）出生於臺北，1975 年大學畢業創作《陽明黃昏》，在完成後經指導教授廖繼春細心

修改，使其領略到色彩即為表現主體的可能；隨後赴日本學習，建立了日後空間創作的基礎觀念。1980

年代，她接連於「中華民國現代繪畫新展望」（1986）、「中華民國現代雕塑展」（1987）等重要競賽

獲獎，並於 1986 年成立「SOCA 現代藝術工作室」推展前衛藝術，不僅是臺灣「替代空間」的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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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影響多位強調實踐精神的創作者。2000 年代起，賴純純開始大量投入公共藝術並發起臺灣女性藝術

協會，2007 年後，再將生活與創作的重心轉向臺東都蘭，企盼讓更多藝術翩然的想像於東海岸盛放。 

 

賴純純的早期創作將油畫顏料延伸至畫布邊界、或加入版畫的拓、印手法及木板、紙張等複合媒材，往

後則運用可同步表現抽象結構與色彩自由度的透明材質，用以強調光線與立體關係。隨著時間推移，

她也更加明確地從原先對二度空間的思考，延伸到對三度空間的想像，在物件、材質、顏色、形體的轉

化中，探索存在與變化的理念，並顯露出她個人明亮而自由的獨特內蘊。 

 

本次回顧展由策展人張晴文策畫，展覽標題以「黑潮」為名，呼應藝術家從 1980 年代起透過「黑」和

多變的色彩樹立自我風格，同時藉此意象傳達賴純純作品中純然而深邃、多變且一貫的特質。展覽透

過四個子題梳理賴純純 1980 年代至今的創作脈絡——「存在與變化」、「真空妙有」、「海洋與仙境」、

「社會參與」，試圖回望她自低限主義的精神觀念至個人主體的追求，再至海洋美學與人文脈絡之連

結，與公共藝術的社會性等議題，多面相地折射出藝術家對於文化、身份與生命的探索核心。 

 

堅持創作的原創性，確立個人風格 

「存在與變化」子題展示賴純純早年師承廖繼春、日本及紐約學習階段為起點的繪畫作品，以及 1980

年代開展出個人風格的「存在與變化」系列。她在此一時期的創作深受林壽宇啟發，在造形與觀念上探

索空間與存有的向度，其代表作《無去無來》（1986）以圓形切分的八塊壓克力板組合，並使用紅、綠、

黃、黑等色相成為環境場域裝置，藉由捨去雕塑的恆定而成就空間的變化。此外，本次也特別將其 1986

年獲得「中華民國現代繪畫新展望」優選作品《讚美詩》拆分於各展間，回應黑潮的流動意象，並企圖

打造有別過往布局的視覺風貌；觀者在行走游移中，也可窺見一與多、有形與無限之間的辯證。 

 

「真空妙有」子題關注賴純純 1990 年代初起，重新受到東方美學與自然素材啟發的繪畫及裝置創作。

這段期間她的繪畫採取拼貼手法，例如《天儀》（1989）等作品結合中國書畫的卷軸形式，但不拘泥於

結構的規範。立體作品則多從媒材語言出發，找尋自身與土地的關聯。《心器》（1997）結合雕塑和行

為展演，表現佛教心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教義；青、紅、黃、白、黑的佛像，象徵著元素五行

及構成空間的五方，除表現出富有空間張力的敘事外，也暗喻社會性的觀照與回返自我的沉潛。 

 

煉色粹藝之間，探尋觸動生命之源 

「海洋與仙境」子題以三個展間呈現 2000 年之後賴純純重回色彩的種種創作。此時顏料的獨立表現，

呼應著她內在女性覺醒、於都蘭長住之後對於自然更為深層的嚮往和安住的心境。太平洋以其純淨、

無盡敞開的本質，對她示現宇宙的存有與變化。例如，「閃亮的愛」系列為彩色環氧樹脂潑灑滴流在鏡

版之上構成的諸多畫作，將光線、水分、色彩、物相融合於抽象的畫面之中，展現出富饒、充滿生活感

的肌理。《奇花仙境》（2019）等大型雕塑延續使用彩度及明度較高的原色，透過色彩本身的直觀性和

表現性，藉此傳遞對於女性覺醒的自信，與似花朵般綻放的自然禮讚。 

 

藝術家也將在本次展覽帶來兩件新作，包含展覽同名作品《黑潮》與《黑潮流光：邊陲的無限可能》。

前者利用心型的壓克力雕塑，回應她自 1995 年起的系列創作，藉由媒材的透明特性，折射出色光的斑



  

斕絢麗及海波的輕盈柔軟。後者則透過壓克力、漂流木、鋼雕與鏡面的組件，搭配光源塑造出空間肌理

中的相互疊映與反射，同時也體現出藝術家於背倚山脈與面俯太平洋的都蘭，每日放眼的景象變化；

彷若消融了原有的疆界，暗示一種更為自由、流動的自然意識場域。 

 

開展自我，藝術作為公共實踐的可能 

「社會參與」子題則配合年表梳理賴純純不同時期的創作相關檔案與文件，並聚焦於 SOCA 現代藝術

工作室。作為 90 年代盛極一時的「替代空間」濫觴，SOCA 的創始核心成員、學員們也先後活躍於藝

術領域，對臺灣前衛社群的引領、國際交流的促進具備先行作用。2000 年之後，賴純純更透過各地的

公共藝術競圖開拓視野，不僅讓她的創作屢有新媒材的嘗試與挑戰，同時使她與這片土地的聯繫日益

緊密。除此之外，她在同一時期發起「臺灣女性藝術協會」作為社會參與的多元推動跡痕——藝術，

不僅是賴純純對生命的踐行，更是她帶著理想投射自我與投身社會的堅定追求。 

 

「我們的前面是什麼？」除作為藝術家早期創作的啟蒙觀點之一，也是其創作生涯不斷探究的提問。

賴純純的作品從不設限，無懼地探尋世界於心的觸動，化為造形。本展覽將於 3 月 22 日、4 月 19 日、

5 月 3 日規劃有展覽漫遊活動，分別由策展人張晴文、獨立文字記者吳垠慧、藝評人許遠達，帶領觀眾

一同凝觀藝術家靈動明燦的創作觀。相關展覽及活動資訊請參見北美館官方網站（www.tfam.museum）

或追蹤臉書專頁（臺北市立美術館 Taipei Fine Arts Museum）關注。 

 

 
 

 

 

藝術家賴純純 

1953 年出生於臺北市，自中國文化學院美術系（今中國文化大學）畢業後，1978 年取得日本多摩美術

大學藝術學院碩士。參與美、法、瑞士等地之藝術家交流計畫，創辦 SOCA 現代藝術工作室、臺灣女

性藝術協會等機構。創作形式與風格多元，涵括新媒材繪畫、立體雕塑、空間裝置、觀念行動及公共藝

術等各類創作。她以藝術實踐人生的創作脈絡，自低限主義的精神觀念至個人主體的追求，乃至公共

藝術的社會性議題、海洋美學的島嶼土地與人文脈絡連結等，折射出對於自由精神追求的美學信仰。

2000 年起，以「仙境」為創作主軸，在青春、島嶼、海洋的子題下建構個人及臺灣主體定位的文化脈

絡。曾獲臺北市立美術館「中華民國現代雕塑展」首獎、「中華民國現代繪畫新展望」優選，多項文化

部公共藝術獎項、吳三連獎「藝術成就獎」，作品廣為國內外美術館及機構收藏。 

 

 

策展人張晴文 

藝評人、策展人，現為國立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副教授，聯合國國際藝評人協會國際會員、選舉與

會員委員會（Electoral and Membership Committee）成員。學術領域為臺灣美術史，近年關注當代藝術

中的「臺灣性」與在地理論建構，探討藝術生產中的臺灣經驗如何展現其特殊性，尤其聚焦於 1980 年

代以降藝術與社會關係之研究。曾任《藝術家》執行主編（2004-2010），藝評散見《藝術家》、《現

代美術》等刊物。近年主要策展包括「In the Moment: Six Artists from Taiwan」（2024）、「明日再生：

永續‧環境‧想像」（2024）、「繪畫，保持臨在」（2023）、「字画即宇宙」（202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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