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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哲瑜 HSU Che-Yu, 1985–

〈重新破裂〉是藝術家許哲瑜與編劇陳琬尹共同創作的作品，首次呈現是在在地實

驗與策展人游崴所策劃的「破身影」展覽之中，這個展覽反思 90年代的整體氛圍，

並希望在事件過了 20年之後，在一定的時間距離下回望並反思當下與 90年代的承

繼關係。他們的調查研究從吳中煒、「台北空中破裂節」、全民計程車、臺灣的政治

與社會運動等這幾條不同的軸線追溯了 90年代的特質，最後透過聚焦在「計程車」

與「吳中煒的父親」這兩個形象，重新提出了在主流的政治與藝術主體性論述之外，

屬於 90年代的「地下」、「次」文化與家庭關係如何與政治社會相互依傍的作品。

在錄像藝術的光譜中，許哲瑜當是當今臺灣 30歲世代無法繞過的藝術家。在他的

作品發展歷程中，從拿到台新獎首獎的〈麥克風試音〉開始，清楚地有了敘事方式

上的轉變，他在個體的記憶與集體記憶兩者間找尋適切的介面，讓個體的生命清楚

地不只是被動地承接政治與社會的重量，還以個體的方式轉化成不同的行動方式來

面對這些重量。〈重新破裂〉是臺灣藝術史上少數明確標舉 90年代重要地下與次文

化事件、清楚提出新的對象論述（破裂、空中、計程車⋯⋯等等）與視覺敘事邏輯

的作品。歷史回望的距離與作品中的節制感相互呼應，作品並沒有讓歷史人物現身，

反而採用了演員表演的形式，這與時間進程或者「生命」狀態上的變化形成了可以

對話的空間，而不管是空中、計程車這些 90年代特殊的歷史視角，還是〈重新破裂〉

作品展出時吊起來的洗衣機、面向牆壁的偉人雕塑與充滿小人國物件的相片，都持

續地讓社會與文化記憶在個體與集體間擺盪，並質疑這些破碎、片段、甚至在個體

層面上無法整合的斷片，是否能夠被檔案化與知識化為「（大寫的、共有的）歷史」，

而這恰恰也是〈重新破裂〉之所以必須在歷史看似慢慢固定下來之時，再一次重新

破裂的關鍵所在。（王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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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 Photographes 44 x 59 cm、22.5 x 34 cm

手稿 Manuscript 30.5 x 30 cm

雕像 Sculpture 28 x 17.4 x 17.5 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