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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X-site：途中」 

展期：2023/05/20－2023/07/30 

地點：臺北市立美術館戶外廣場 

 

 

2023 X-site 計畫：《途中》登場 復甦大疫年代後的身體意識 

 

臺北市立美術館（北美館）主辦之第 10 屆「X-site 計畫」將於 5 月 20 日在戶外廣場正式啟動，呈現由

聲音藝術家王仲堃、法國藝術團體 hellobastworkshop、空間設計劉佳豪及裝置設計郭仲輔攜手創作的大

型體感建築《途中》（Find Your Way Out）。本屆 X-site 計畫強調跨領域、多元性的創作實驗計畫及公眾

參與活動，並期待藉由激發對於空間的再想像與關係思維，進而擴大與群眾的交流對話。 

 

為回應因新冠疫情而遭受框限的身體意識，及人與人真實且有機連結逐漸被虛擬化的覺察，獲獎團隊在

北美館前廣場上打造一座名為《途中》的極簡建築：兩道高達八米的黑色網面高牆相挾而成的廊道、寬

僅有兩米，並從中山北路一側往廣場中心直線延伸達三十米；廊道的地板隱藏著一座巨型蹺蹺板，將隨

行者的步伐與重量的連鎖影響而緩升、緩降，引發腳下數千顆滾珠如潮水激盪出聲響。透過視覺、聲音

與行走上的不可預期性，邀請觀眾以身體作為觀察點，藉此暫時逃離後疫情時代的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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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選擇以類比式的有機語言，而非數位化的光電效果來引領觀眾踏上《途中》的旅程。透過滾珠等實

體介質所創造出的機械運轉與物理聲響，以及運用雙層的黑色彈性織布包裹住整個外牆、藉由布料特有

的孔洞特性，營造出動感的摩爾紋（moiré pattern）視覺效果。往來《途中》的參與者，在身體挪移的

視線移轉間，將因摩爾紋與光線折射交織出的閃爍感，觀看到網洞結構之外的廣場景觀如「螢幕閃爍」

般明滅不定，隨後藉由光線引導朝裝置外部的廣闊藍天走去。在這宛如夾縫中行走的狀態中，將隨廣場

當下的氣候、明暗、風力、聲響等外在變動的環境而微異，凝鍊出獨屬個人的存在意識。 

 

在環境尺度上，作品亦透過顏色材質創造異質性，並將空間切分為多重的結構框架，身處在各區域感受

分別不同，且與北美館白色立方的量體，恰好有所對話。旁觀裝置的靜態與當下體驗的動態，從觀者的

獨自前行，或與他人緊緊相鄰，乃至身處蹺板上視線的起落觀瞻，與抬頭仰望的一線天際，無形地在周

遭交互出混合性的體感經驗。這段前往美術館廣場的另類（alternative）道路，不僅在理性的視覺結構與

感性的行為介入之中覓尋平衡，同時也讓建築的形式更直接地回歸到空間與身體的移動關係。 

 

本屆 X-site 評審團代表劉耕名表示：「因疫情被迫在家的景況，使得身體經驗消失，卻因參與這個作品

重新引發大疫年代後的尋思：踏上作品孤獨長路者，彷彿重新遇到情緒的高牆，但途中孤獨因為豐富的

感知轉成為細膩的享受，既要平衡，又是不預期的，在途中個人的決定是重要的，必須自行決定如何走，

要前進或後退，找尋自己的出路。」 

 

X-site 計畫以未知數 X 代表動態性的辯證，也是隨著時代價值不斷演繹的一場行動，沒有絕對定義，必

須在過程中摸索更多開放的可能性。行走於《途中》的觀眾可拿起手機掃描作品說明牌，或是散落在作

品周遭地面的 QR Code，藉此開啟活動專屬的 Instagram 濾鏡，透過 AR 互動，挖掘作品隱藏於步伐下

的秘密。開展當天下午更將於美術館地下樓視聽室舉辦藝術家座談，邀請「途中」團隊分享本次現地製

作的實踐過程；展期間另規劃有由董怡芬及臺北市立大學舞蹈學系帶領的參與式體驗、聲音玩具工作坊

與無障礙導覽，相關活動敬請留意北美館官網（www.tfam.museum）及臉書專頁資訊。  

http://www.tfam.museum/


 

 

2023 年第 10 屆 X-site 計畫 

 

 

▍首獎作品 《途中 Find Your Way Out》 

展出日期：2023/05/20（六）- 2023/07/30（日） 

展出地點：臺北市立美術館戶外廣場 

 

 

▍首獎團隊簡介 

「途中」團隊由聲音藝術家王仲堃、法國藝術團體 hellobastworkshop、空間設計劉佳豪以及裝置設計郭

仲輔所組成，團員皆在各自的領域中活躍著，在創作途中因 X-site 而相聚。成員各自帶來對於建築、空

間裝置的理解和想像，激盪出跨域的火花，只為了呈現給民眾最難忘的體驗。 

 

 

▍本屆評審團 

評審團代表： 

劉耕名 / Bito 創辦人暨創意總監 

 

評審團委員（依姓氏筆畫排列）： 

王俊傑 / 臺北市立美術館館長 

安郁茜 / 建築師 

林聖峰 / 實踐大學建築設計學系專任副教授、嶼山工房 主持人 

徐瑞憲 / 藝術家、臺北藝術大學新媒體學系客座教授 

戴嘉惠 / 戴嘉惠建築師事務所 主持建築師 

蘇嘉瑩 / 臺北市立美術館館本部 研究員 

  



 

 

▍公眾計畫                                                                附件一 

 

◼ 藝術家座談 

本次座談將分享《途中》的創作發展和實踐過程，期待從不同角度觀察與暢談 X-site 計畫的實驗性與

未來性，以及公眾對於廣場想像的可能性。 

 

時間：5/20（六）14:30－16:30（14:00 開放入場） 

地點：本館地下樓視聽室 

對象：一般觀眾 

參加辦法：免報名及費用，自由入座；入館請依本館購票辦法購票。 

 

主持人：熊思婷（臺北市立美術館教育服務組組長） 

主講人：「途中」團隊 

與談人：王俊傑（臺北市立美術館館長）、劉耕名（2023 X-site 評選暨諮詢委員）、徐瑞憲（2023 X-site

評選暨諮詢委員） 

 

 

◼ 董怡芬 X 臺北市立大學舞蹈學系《身與聲的搖擺長廊》 

編舞家董怡芬帶領臺北市立大學舞蹈系學生們共同為《途中》共創參與式體驗演出活動，藉由裝置中

的滾珠聲響於觀眾之間產生的微妙關係變化，創造出多樣性身體與聲音的多重想像。 

 

時間：5/27（六）15:30、16:30、17:30（每場 30 分），共 3 場；每場 20 人，分成兩梯次進行。 

地點：《途中》作品及附近。 

對象：一般民眾（年齡 7 歲以上，如有陪同家長需同時報名） 

   因裝置活動區域限制，暫無開放行動不便者參與，敬請見諒。 

參加辦法：5/15（一）10:00 起開放網路報名，依報到狀況現場候補。 

 

 

◼ 鄭鴻旗《嘩啦嘩啦親子動手作》工作坊 

本工作坊與藝術家鄭鴻旗和玩具銀行合作，在實際體驗《途中》後，小朋友將拆解玩具零件並轉化成聲

音元件，手作出屬於自己獨一無二、會發出有趣聲響的蹺蹺板玩具。 

 

時間：7/1（六）10:00、15:00（每場 120 分鐘），共 2 場。 

地點：《途中》作品及附近、本館地下樓 D 展區。 

對象：適合 7－10 歲小朋友，每場 15 名小朋友（因場地限制，每名小朋友限一名家長陪同）。 

參加辦法：6/16（五）10:00 起開放網路報名，依報到狀況現場候補。 

 

 

◼ 藝術家導覽 

《途中》試圖從感知經驗的缺乏與重啟進行思考，探索身體意識、肢體平衡、聽覺之非日常的震撼，

並藉此規劃藝術家導覽與無障礙導覽－午後聽賞、輪上風景，帶您以不同角度體驗和探索作品。 



 

 

 

【藝術家導覽】 

講師：「途中」團隊藝術家。 

時間：6/3（六）、7/15（六）16:00－16:30（每場 30 分鐘）。 

地點：《途中》作品及附近。 

對象：一般民眾，每場 20 人，依報到狀況現場候補。 

 

【無障礙導覽】 

→ 午後聽賞 

講師：館內資深導覽員與手譯老師現場同步即時翻譯。 

時間：6/24（六）15:00－15:30。 

地點：《途中》作品及附近。 

對象：聽障人士，限 20 人，依報到狀況現場候補。 

 

→ 輪上風景 

講師：鄭志忠（身障表演者）。 

時間：6/24（六）17:00－17:30。 

地點：《途中》作品及附近。 

對象：輪椅身障人士與陪伴員為一組，限 15 組，依報到狀況現場候補。 

 

除午後聽賞免報名外，其他場次 6/9（五）10:00 起開放網路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