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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鹿圖：無所藝術 
陳曉朋 
 
我的上一階段創作計畫《指鹿圖 II：我的台北》1

（2012-2016）重心擺在「台北」作為藝術的象徵，以及自己
和這個城市的關係，透過我在臺北求學和工作的歷程，從地理和心理的位置，指向當時藝術對我的意義，而我

追尋的藝術，也幾乎和藝術事業畫成等號。《好鹿圖：無所藝術》（2019-2023）是我的藝術成長史的新階段，
透過創作實踐的積累，我獲得新的理解與感受，眼中不再只有「台北」，也意識到藝術不會只出現在「台北」，

它不必然是一種汲汲追求才能抵達的目的地，而是可以在任何地方中被看到、被發現、被創造的狀態。 
 
藉由過渡階段的創作和個展實踐的啟發，我逐漸開展新的創作路途。在「畫廊集」（2017）、「彩色書」
（2017）和「當代雕塑」（2018-2020）三個系列作品中，書的創作經驗讓我意識到自己的創作關注，除了來
自現實生活的議題外，也包含對於繪畫和雕塑本質的討論，而版畫（包含藝術家書籍）是一種過渡圖像和文字、

平面和立體、繪畫和雕塑的媒介，命名和色彩也同樣作為過渡樣態和轉換意義的方法。我以這些創作實踐的經

驗和心得作為創作方法學，也是《好鹿圖：無所藝術》計畫的創作基礎。 
 
《小鹿圖》

2
（2020）和《大鹿圖》3

（2021）兩次個展引發我的創作關注轉向。前者對內探索，透過梳理書的
創作串連起點狀的創作狀態。後者與外部對話，由一趟中國大陸「鬼城」（ghost cities）行所開啟，處理對於
特定政治、社會、空間現象的觀察與回應。一路從「台北」走到「大陸」，這個由內至外的轉向讓我重新思考

藝術的「位置」，理解到這個世界不是只有「台北」一個城市，藝術可以無所不在地發生在任何自己生活的地

方。豁然開朗之後，我從「台北」朝向「無所」，開始發展《好鹿圖：無所藝術》的各系列作品。 
 
在《好鹿圖：無所藝術》創作計畫中，我透過主標題、副標題，以及英文名的運用，嘗試開拓這個展覽的多重

面向。我引用老莊學說對於「無所」的詮釋，靈活解讀「無所藝術」為「無所不藝術」和「藝術無所不在」。

有關「所」的思考則回歸最普遍的意思「地方」，我參考人文地理學的學理基礎作為觀看地方的方法，英國人

文地理學者提姆‧克里斯威爾（Tim Cresswell, 1965-）的綜合性觀察，地方既是一個對象，也是一種觀看方式，
以及美國人文主義地理學者段義孚（Yi-Fu Tuan, 1930-2022）所強調，透過人的感知和經驗作為認識地方的途
徑，是兩個最主要的影響。 
 
我也討論藝術的「地方」，藉由過渡階段作品「當代雕塑系列」和現地製作《新路線：右邊的方法》（2021）
的實踐經驗，聚焦機構和藝術權力之間的關係，並從中探問自己的處境，包含創作的方法、在藝術圈的位置，

以及工作的定位。在探討各種「地方」的可能性之外，我擴及思考地方、景觀和風景三者之間的關係，重新定

位自己的身份，從居住於地方的參與者，轉變成觀看（地方）景觀的觀察者，最後化身為描繪（景觀）風景的

創作者。 
 
以上述創作和展覽的實踐經驗為基礎，透過對於「地方」的理解和思考，我企圖表達在生活中所察覺到的「無

所（不）藝術」的現象，創作「無所藝術」、「便利藝術」、「超級藝術」，以及「量販藝術」四個系列作品，

其中「無所藝術」是最主要的系列，包含自由與規範、藝術與消費、物質與欲望，以及心靈必需品四個主題，

其他三個系列是它的支持和延伸。它們來自我在生活中的視覺經驗和體會感受，是我經常接觸和遭遇的人、事、

物，也是對我特別有意義或我感覺能傳遞特定意識型態的「風景」，而我在這些「風景」中看到和發現藝術的

「地方」。 

 
1 內容詳見陳曉朋，《指鹿圖：我的台北》（臺北：大趨勢畫廊，2017）。 
2 內容詳見陳曉朋，《小鹿圖》（臺北：STUDIO 116，2020）。 
3 內容詳見陳曉朋，《大鹿圖》（臺北：STUDIO 116，2021）。 



5 
 

好鹿圖：無所藝術 
陳曉朋 
 
在計畫過程中，我嘗試釐清作品中造形運用和創作思考之間的關係。我檢視「無所藝術系列」的畫布格式，以

橫式風景畫、招牌量感、中國偶數概念，以及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藝術家李奧納多‧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所繪《維特魯威人》（Vitruvian Man, 1490）的人體比例為參考，結合中國山水畫「天人合
一」和克里斯威爾的地方觀點，表現主觀感受、傳遞特定藝術形態的「風景畫」，並解析觀看視角和構成方法，

其中單色畫是最極致的表現。我也企圖以平塗展現繪畫的姿態，作為走在藝術道路上的象徵，美國藝評家克萊

門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 1909-1994）強調媒介本質的形式主義理論，影響我追求精準的畫布、框
架，以及顏料運用等形式的操作。 
 
透過壓平、平視、物質平面、齊平等物理性、材質性和概念性的處理，我試圖回應今日所處的扁平生活模式，

並以平面調和抽象和再現，藉由平塗和各種具概念的平面表現，擴展有關平面性的詮釋意義和表現可能。美國

藝術史學者柯克‧瓦內多（Kirk Varnedoe, 1946-2003）對於抽象形式的論點，啟發我以平面作為處理抽象的媒
介，在創作實踐的過程中，透過經驗投射來凸顯：抽象在今日這個普遍呈現扁平樣態生活中的意義。我的平面

性表現是關於視覺、觀念和意義的呈現，平面性的運用揭露我不只是造形的創作者，也是觀念的創造者。 
 
我以版畫引導觀者閱讀繪畫，壓印上色的油印木刻版畫具有物理性的平面性，臺灣策展人常雁鴻（1994-）於
南美館策劃的專題展《不均的平面：1957-1983 面向國際的臺灣版畫》（2020），探討版畫作為打破地表平面
上不平文化發展的媒介，啟發我以同樣具移動和傳播性的藝術家書籍來擴大平等的概念。我以繪畫、版畫和藝

術家書籍共同構築《好鹿圖：無所藝術》整個計畫的思想，最後在個展中共同展出的三者，打破了傳統上高藝

術與低藝術的差別，表達創作媒介的平等。 
 
我以平塗、版印、系列、框架、命名、色彩、工作室和展場等方法和技術，試圖強化作品中的內容和議題，它

們在本質上更接近於一種創作的策略。平塗除了表現各種平面性的概念，也以繪畫的手段為今日這個噪音世界

創造寂靜時刻。我視創作內容的需求，使用傳統手工製作和電腦數位印刷等多元版印技法，平塗和版印的實作

經驗讓我理解到，藝術的發展不是一種如同達爾文式（Darwinian）的進步論，各種方法與技巧都能成為創作
上的選項，現代與進步不一定需要科技或新的技術，新的概念和思考方法也能提供進步的可能。 
 
我以系列作為創作媒材和屬性的分類方法，從系列發展系列是推演創作思考和擴大力量的方法。米色描繪的框

架帶有取景（選擇）和創造新框架（思維方式）的意義，同時暗喻框架內的空間是抽象唯一真正存在的地方。

命名使用雙關語，以諧音、歧義、多義的方法來強化作品概念和創造想像空間。我的色彩用法包含現實和心理，

以及綜合兩者的元素，也含括由創作概念所主導的色彩，如色彩作為現成物和單色畫的運用。繪畫和版畫工作

室的使用，以及與業界工作室的合作，同樣能擴大創作的能量。展場作為一種概念性的框架和被認可的象徵，

也是我為作品尋找適合它們的所（地方）。 
 
《好鹿圖：無所藝術》的「無所藝術」、「超級藝術」、「便利藝術」和「量販藝術」四個系列作品，有些主

題反映我對特定對象或事物的看法，有些和我的個人內在有關，它們的造形與結構一致，具有共通的類似性和

存在方式，也是我歸納和整理自生活中，那些固定存在、不太會變動的視覺印象。這些作品外表看似理性而冷

靜，其實內含許多主觀而感性的部分（我以為，當理性到不理性的時候，其實就是一種巨大的感性表現），它

們由組件構成系列，從系列中發展出系列，屬於積累型的創作型態，與我的其他作品並列，觀者可以透過它們

來想像一個人（我）的一生，同時也是一種關於視覺語言本質的創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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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鹿圖：無所藝術 
陳曉朋 
 
在創作實踐上，從「無所」到「無所不」，我兼容知識內涵和情感經驗，書寫自己所處環境的存在狀態及樣貌。

透過對於「地方」（所）的研究和創作實踐的經驗，我在生活的地方中發現藝術的「地方」，也由藝術的「地

方」來認識我生活的地方，我以地方上的「風景」來過渡這種兩面性，表達對於現實生活的觀察，透過傳遞特

定意識形態的「風景」回應我們所處這個平滑流動的扁平世界。「無所藝術系列」看似有著現代主義風格的畫

作，其實指向外部的世界，亦即我真正生活的地方。我對「地方」的理解，也包含找尋自己的位置：藝術的位

置（如何定義）、各種身分的位置（如何調適）、創作媒材的位置（如何選擇），以及作品的位置（如何展示）

等，「地方」是發現自己、產生經驗和找到意義的場所，藝術也是如此。 
 
我在現有的創作型態中，開創新的圖像和文字關係。《好鹿圖：無所藝術》創作計畫的作品包含繪畫、版畫和

藝術家書籍，在與計畫同名的個展中，繪畫圖像和版畫文字互相呼應，整個展場有如一本傳統圖文對照的書籍。

文字協助閱讀圖像，既是目次，也是註釋；文字的色彩來自繪畫的顏色，色彩成為感受造形的關鍵，這個轉換

關係打破文字原本的可識度，圖文的身體和靈魂互相滲透。兩本藝術家書籍之一，文字分色稿搭配薄透頁面，

視覺浮現效果讓圖（文字局部形狀）再次成為文，解碼圖像的文字自己也成為一種密碼，整體形成多層次的閱

讀關係。 
 
我結合繪畫和版畫，試圖超越原有形式和概念的侷限及框架，成為建構自己觀看外在世界的模式，作為想像生

活視界的一種方法。我所觀察到的當代版畫，有著「朝向擴大版的概念和版畫精神的趨勢」和「數位時代下版

畫的傳播特性，展現在概念的複製超越物質的複製」兩項特性。如果以後者的概念將前者的概念複製放大，可

以開放性地詮釋我繪畫中所展現的兩面性特質： 
 
「無所藝術系列」畫作既來自現實生活，也傳遞意識形態；是當地經驗，也是國際趨勢；表達視覺感受，也反

映生活樣態；既有「普普」的色彩，也有「極簡」的造形；看起來既是低藝術，也是高藝術；是具象，也是抽

象；畫面傳遞和諧安定感，也顯現流暢滑動感；看似條碼，也像密碼；討論的觀點既是本體論，也是認識論。

繪畫與版畫雖然有不同的出身和屬性，卻不是一種必然對立的狀態，兩者的結合如同人的一生，所必須面臨到

的生與死、愛與恨、快樂與悲傷等各種伴隨著我們的兩面性。 
 
藝術創作的過程有如一趟尋找聖盃的旅程，創作相簿投射出藝術家的生命脈絡，每一趟旅程最後都成為一張記

載獨特歷程、充滿意義和價值的頁面。從《指鹿圖 II：我的台北》望向特定目標的追求，指向我的藝術事業發
展的「地圖」，到眾多曉露構成的《小鹿圖》和由一趟大陸行帶路的《大鹿圖》，這段從「台北」到「無所」

的創作過程，引導我走上《好鹿圖：無所藝術》的創作路途，這個創作計畫所勾勒出來的「畫面」，或許可以

被視為一種以更開放態度、更寬闊視野來理解藝術的「天圖」。 
 
最後，「好鹿圖」的「好」字，除了「女」和「子」的結合代表完滿，發音為「ㄏㄠˋ」，也有喜好和希望的
意思。對我來說，這整個創作的過程是個「好路途」，既是創作給予我的，也是我對自己的期待，我將人生路

途上的各種「風景」轉化成「好鹿圖」。在情感和意義上，上一階段的創作計畫《指鹿圖 II：我的台北》是我
面對「不惑」的心得，《好鹿圖：無所藝術》則是即將邁入「知天命」路上的所見所感。而透過這個漫長的路

途，我和藝術建立新的關係，也重新定位自己存在的位置，亦即心靈歸屬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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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困無所不惑 I：空間 
2019 
壓克力彩、畫布 
4件一組 
每件 51 x 152.5公分 
Dailevent I – Space 
2019 
Acrylic on canvas 
4 pieces 
51 x 152.5 cm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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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困無所不惑 II：時間 
2019 
壓克力彩、畫布 
4件一組 
每件 51 x 152.5公分 
Dailevent II – Time 
2019 
Acrylic on canvas 
4 pieces 
51 x 152.5 cm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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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智無所不惠 I：便利 
2020 
壓克力彩、畫布 
4件一組 
每件 51 x 152.5公分 
Intelligance I – Convenience 
2020 
Acrylic on canvas 
4 pieces 
51 x 152.5 cm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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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智無所不惠 II：超級 
2020 
壓克力彩、畫布 
4件一組 
每件 51 x 152.5公分 
Intelligance II – Super 
2020 
Acrylic on canvas 
4 pieces 
51 x 152.5 cm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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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智無所不惠 III：量販 
2020 
壓克力彩、畫布 
4件一組 
每件 51 x 152.5公分 
Intelligance III – Wholesale 
2020 
Acrylic on canvas 
4 pieces 
51 x 152.5 cm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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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戀無所不愛 I：形而下 
2021 
壓克力彩、畫布 
4件一組 
每件 51 x 152.5公分 
Phyloyeny I – Empiricality 
2021 
Acrylic on canvas 
4 pieces 
51 x 152.5 cm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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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抽無所不象：藝術—關於陳曉朋個展「好鹿圖：無所藝術」  
沈裕昌  
 
陳曉朋在 2023 年 4 月 18 日至 6 月 25 日，於嘉義市立美術館舉辦個展「好鹿圖：無所藝術」，展覽空間位於
嘉義市立美術館側棟二樓的「特展廳」。「特展廳」是非常典型的白盒子空間，格局方正狹長，平整且連續的

白色牆面環繞整個展間，站在入口處即可一覽無遺地環顧每件作品。這是一個沒有任何分隔與遮蔽的空間，出

入口位於同扇透明玻璃門。展覽動線始於入口處的左側牆面，順時針方向環行展廳一周之後，終於入口處的右

側牆面。左側的狹長牆面上懸掛著尺寸一致、長寬比皆為 1:3 的條碼狀橫幅抽象繪畫，右側的狹長牆面上懸掛
著從左到右依序印有「心靈」、「形而下」、「形而上」、「便利」、「超級」、「量販」、「時間」、「空

間」、「觀念」等彩色中英文字樣的木刻版畫。而與展場出入口遙相對望的長廊末端牆面上，則展示著兩本藝

術家書。左側是 RISO 孔版印刷的《便利藝術》，右側是 Offset 平版印刷的《量販藝術》。  
 
儘管觀眾從某幾件畫作中令人熟悉的連鎖企業商標色彩，以及「便利」、「超級」、「量販」等字眼中，似乎

可以略見端倪。但面對「時間」、「空間」、「形而上」、「形而下」等令人望而生畏的宇宙論與形上學概念，

卻仍讓人感到困惑。那麼，我們究竟該如何觀看這檔展覽？展場入口處左側牆面上懸掛著的「展覽介紹」與

「展場圖示」，或許可以提供觀者一些「閱讀」展覽的關鍵線索。  
 
近幾年來，陳曉朋皆將其個展，命名為「X 鹿圖」。此一系列展名，濫觴於「指鹿圖」（2016）、「指鹿圖 II：
我的台北」（2016）、「指鹿圖 III：我的台北‧續篇」（2017），並發展為「小鹿圖」（2020）、「大鹿圖」
（2021），以至本次的「好鹿圖」（2023）。根據「展覽介紹」，「鹿圖」者，「路途」也。陳曉朋以「鹿」
作為「理想」的象徵，故「鹿圖」亦「通往理想之途」。因此，從「指路途」、「小路途」、「大路途」到

「好路途」，皆暗指這些年來，陳曉朋對於「通往（藝術）理想之途」的生命思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途」

與「圖」之間，並非只有讖語式的諧音關係。「途」之不可見的時間性，與「圖」之可見化的空間性，恰成鮮

明對比。就此而言，「X 鹿圖」系列展所著力者，或許正在於如何「化『途』為『圖』」。  
 
此外，展名中之「鹿」字，也不只是「理想的象徵」。「指鹿圖」之「指鹿」，典出《史記‧秦始皇本紀》，

書中本作「謂鹿為馬」，即後世所謂趙高「指鹿為馬」一事。「馬」者「名」也，「鹿」者「實」也，「指鹿

為馬」，即是以「名」亂「實」之禍。就此而言，「指鹿圖」之「鹿」，最早本來是「真實」的意思。「小鹿

圖」之「小鹿」，諧音「曉露」，則有「新鮮」、「活潑」之意，但亦有另闢蹊徑的「小路」之意。「大鹿圖」

之「大鹿」，諧音「大陸」，與作者的一趟中國鬼城行經驗有關，但亦有棋戲佈局的「大路」之意。此外，

「鹿」的傳統意象，也不只有「理想」一義，亦有「純真」、「欲望」之意，且常作為「祿」之諧音取義。就

此而言，以「X 鹿圖」為名的系列個展，確實可以窺見一位藝術創作者，在其「藝途」中對於「名」與「實」、
「大」與「小」、「純真」的「理想」與「欲望」等「歧途」之間的掙扎與抉擇。  
 
與「好鹿圖」的「無所藝術」相對照的，是「指鹿圖」的「我的台北」。後者是「有所藝術」，即陳曉朋為了

踏上藝術之「路途」，而離鄉背井客居之「所」（台北）。然而，「無所藝術」之「無所」二字，既可以理解

為「無所不是」（此「所」為代詞，解作「客體」），也可以理解為「無所不在」（此「所」為名詞，解作

「處所」）。因此，「無所藝術」既可以理解為「沒有任何東西（不）是藝術」，也可以理解為「沒有任何地

方（不）是藝術」。如果後者期待的是不受「藝術之所」（台北）所困，前者則更期許自己不為「藝術之物」

所役。就此而言，「無所藝術」所期許的，或許不再是（現代主義式的）「自由的藝術」（形容詞+名詞），
而是「自由地藝術」（副詞+動詞）。至於「自由地藝術」的主體，究竟是「藝術家」、「藝術作品」，還是
「藝術」？對於陳曉朋而言，這個問題，或許已經隨著展題的「能所雙泯」，而不再是個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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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抽無所不象：藝術—關於陳曉朋個展「好鹿圖：無所藝術」  
沈裕昌  
 
題解之後，讓我們將注意力再次放回展場空間。推開門扉，穿過兩側掛滿畫作的狹長廊道，最終止步於兩本書

冊之前——此一空間體驗本身，讓我想起宗教建築，尤其是「巴西利卡」（Basilica）教堂。然而，正如「X 鹿
圖」對於「名 / 實」、「大 / 小」、「理 / 欲」之辯，此一空間配置本身，也帶有某種「聖 / 俗」之辯。事實
上，「巴西利卡」在成為基督教堂的建築形式之前，本來即是作為古羅馬執政官辦公廳、法庭或集合商場來使

用的大型公共建築。差別在於，作為「宗教建築」的「巴西利卡」，主入口在「短邊」；而作為「世俗建築」

的「巴西利卡」，主入口在「長邊」。承前所述，「好鹿圖：無所藝術」其「物理空間」的出入口，即透明玻

璃門，位於空間中的「短邊」；至於「好鹿圖：無所藝術」其「觀念空間」的出入口，則位於空間中的「長

邊」，也就是懸掛在入口右側牆面正中央的木刻版畫作品《超級藝術》。  
 
如果循著臆想中的「展覽動線」觀看《超級藝術》，難免覺得順序有點顛三倒四。倘若再參看「展場圖示」中

的作品編號與命名，對於《超級藝術》的展陳順序必定感到更加困惑。然而，只要試著將《無所藝術》與《超

級藝術》中作品名字相重者，兩兩連成一線，便會形成以《超級藝術》的「文字版畫」為中心，以《無所藝術》

的「抽象繪畫」為邊陲的「輻射狀圖示」。位居於《超級藝術》正中央者，正是《超級藝術 IV：超級》，這
件作品正對面的展牆正中央，則懸掛著《無所智無所不惠 II：超級》。這兩件作品，構成了「好鹿圖：無所藝
術」展場中隱形「觀念軸線」，與從玻璃門出入口到《便利藝術》、《量販藝術》所構成顯明的「空間軸線」，

垂直相交。值得注意的是，左側牆面最靠近玻璃門出入口的第一組作品就是「空間」，右側牆面最靠近玻璃門

出入口的第一組作品就是「觀念」。「空間」與「觀念」，在展場空間中構成十字交錯的這兩大軸線主題，彷

彿化身為鎮守門廳的石獸，分立於出入口兩側，細心地向觀者點題。  
 
不僅《無所藝術》與《超級藝術》之間，具有某種「輻射式」的對映關係；兩者和《便利藝術》與《量販藝術》

之間，也具有某種「涵攝式」的對映關係。《便利藝術》採取「經摺裝」，收錄所有《無所藝術》畫作；原本

四處散落於展場空間各處的《無所藝術》，出現在《便利藝術》裡時，卻一紙連貫到底，而不可拆分。與此相

反的是，《量販藝術》採取「易撕式膠裝」，收錄所有《超級藝術》版畫；原本緊密相連於展場牆面上的《超

級藝術》，出現在《量販藝術》裡時，卻是輕薄可撕。然而仔細一想，《無所藝術》雖然四處散落於展場空間

各處，但是其「展陳順序」卻與「展場圖示」所列「作品順序」完全一致；《超級藝術》雖然緊密相連於展場

牆面上，但是其「展陳順序」卻與「展場圖示」所列「作品順序」錯落開來。由此可見，《無所藝術》與《超

級藝術》的「展陳順序」，和《便利藝術》與《量販藝術》的「裝幀形式」，兩者之間似乎具有某種聯覺式的

微妙對映關係。  
 
至於貫穿《無所藝術》、《便利藝術》、《超級藝術》、《量販藝術》等「四大系列」的「空間」、「時間」、

「便利」、「超級」、「量販」、「形而下」、「形而上」、「心靈」、「觀念」等「九大主題」，又該如何

理解？關鍵線索即在《無所藝術》系列的作品名稱裡。《無所藝術》在四大系列中有一特殊之處，即《便利藝

術》、《超級藝術》、《量販藝術》三大系列下的每件作品皆以系列名稱命名，唯有《無所藝術》此一系列下

的每件作品，皆不名為「無所藝術」，而是以「無所 X 無所不 Y：Z」的方式來命名。由此可見，儘管「四大
系列」看似齊平地展出，但是在本次展覽中，應以《無所藝術》系列為其重心，故而亦堪當「好鹿圖：無所藝

術」之展覽副標題。  
 
《無所困無所不惑 I：空間》、《無所困無所不惑 II：時間》，討論的是因為「生活空間中的規訓」而產生
「無困皆惑」的「當代時空觀」：無論是「斑馬線」、「雙黃線」、「泳池」、「跑道」，或是「可以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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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停車」、「不可停車」、「人行道」，皆讓人感到「雖無『困』限，卻感迷『惑』」。《無所智無所不

惠 I：便利》、《無所智無所不惠 II：超級》、《無所智無所不惠 III：量販》討論的是因為「（藝術）商品的
生產和銷售模式」而產生「無智皆惠」的「當代物質觀」：無論是「7-11」、「萊爾富」、「全家」、
「OK」，「全聯」、「頂好」、「康是美」、「JASONS」，或是「家樂福」、「好市多」、「愛買」、「大
潤發」，皆讓人感到「雖無『智』能，卻皆受『惠』」。  
 
《無所戀無所不愛 I：形而下》、《無所戀無所不愛 II：形而上》，討論的是因為「虛擬和實體的消費經驗」
而產生「無戀皆愛」的「當代欲望觀」：無論是「茄芷袋」、「藍白帆布」、「紅白塑膠袋」、「粉紅塑膠產

品」，或是「威士卡」、「萬事達卡」、「信用卡背面 I」、「信用卡背面 II」，皆讓人感到「雖無『戀』慕，
卻皆貪『愛』」。《無所神無所不話 I：心靈》、《無所神無所不話 II：觀念》，討論的是因為「意識形態」
而產生「無神皆話」的「當代價值觀」：無論是「國民黨藍」、「民進黨綠」、「白色力量白」、「多元性別

彩」，或是「Barnett Newman」、「Peter Halley」、「Daniel Buren」、「Chen Shiau-Peng」（前三者皆為國際
知名抽象畫家，後者即「陳曉朋」之英文譯名，《無所神無所不話 II：觀念》挪用前三位藝術家的著名畫作，
並將自己的英文名字轉換成條碼，以暗喻對於一般觀眾而言已經風格化、符碼化、品牌化的抽象藝術，並幽自

己與大師們一默），皆讓人感到「雖無『神』會，卻皆廢『話』」。  
 
《無所藝術》系列的命名格式「無所 X 無所不 Y：Z」，或許可以被視為一個函數（Function）。由於這個函
數本身，就是「藝術家陳曉朋」本人，因此我們或許可以權且將其命名為「曉朋函數」（SP），並將此函數與
「集合 X」、「集合 Y」和「集合 Z」之間的對應關係，表述為「SP（XY）= Z」。在「好鹿圖：無所藝術」
中，我們所能掌握的集合對應關係，只有四組：（困惑，時空）、（智惠，物質）、（戀愛，欲望）、（神話，

價值）。然而，儘管我並非藝術家本人，但我仍想添上一組對應，以此作為對展覽整體的觀察與思考，並權充

為本文標題。這組對應，就是（抽象，藝術）。如果按照《無所藝術》系列的命名格式來書寫的話，即是：

「無所抽無所不象：藝術」。  
 
（原文刊載於 2023年 7月出版的《典藏今藝術》，第 370期，臺北：典藏雜誌社，第 80-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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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做為生產藝術的機器：陳曉朋的「鹿圖」  
莊偉慈  
 
自 2016 年開始，藝術家陳曉朋以「指鹿圖」為名舉辦個展，隨後一系列的展覽，皆以類似的名稱如「小鹿
圖」、「大鹿圖」等稱之。這些展覽共有的「鹿」字，自然是取自「路」的諧音。此外，從「指鹿為馬」的典

故思索，也可知在這一則歷史故事中，「鹿」為「真實」的代稱。自從「指鹿圖」系列展覽開始，陳曉朋的作

品結合製圖術的概念，或結合文字做為表現形式，藉由敏銳觀察和想像，從日常生活與當代社會尋找交集，創

作出一張又一張饒富興味而寓意深刻的作品。  
 
在陳曉朋 2016 年的個展「指鹿圖」開始，後續有「指鹿圖 II：我的台北」、「小鹿圖」等展覽。從一開始使
用文字，以其符號指涉文字所含括的內在語意及其視覺形象，到利用地圖繪製的概念，結合抽象繪畫以色彩與

空間構成的布局，轉化來自現實生活的關係成為圖象。陳曉朋的創作在經年的積累下，逐漸構成一套清晰的系

統，這個以製圖學、編輯術以及文字做為創作取徑的方法，正逐步形構出藝術家藉以繪測自身和其所在世界關

係的架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觀念藝術、激浪派等藝術類別出現，使得藝術作品能以各種形式如現成物、照片、錄

像、地圖或文字表達觀念。觀念因此成為藝術作品最重要的部分，其他的技術或物質使用則退居次要，因此，

藝術家索爾‧勒維特（Sol LeWitt）說：「觀念成為生產藝術的機器。」用這句話來切入觀看陳曉朋的作品是
非常適切的，因為她筆下的圖象或符號，並不全然只是表面所呈現的樣貌，更多時候所指涉的觀念，是隱藏在

圖像符號之後的脈絡或文本。如「台北系列」，表面上看來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地圖、路線圖，各式各樣的圖

面乍看下並無稀奇之處，但這些路線圖是與藝術家在臺北生活期間相關的地圖、或說是指南。它們含括與其藝

術事業相關的路徑圖，或者另類的心理圖示。又如，在 C-LAB 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勒法利計劃」一展中所
製作的《新路線》，刻意引用棋盤的概念來呼應臺北當代藝術的文化軸線及相關事件。棋盤的格式既隱含都市

規畫的格局，亦指涉資源博弈的政治角力，陳曉朋以輕盈的手法將因資源而起的複雜爭議，藉由一張地圖和相

關符號的疊合，策略性地講述該事件的詭譎之處，也以地圖揭示出當代藝術資源的分布狀況。  
 
在近期於嘉義市立美術館舉辦的個展「好鹿圖：無所藝術」，陳曉朋維持製圖的概念，將她所感受到的各種意

識型態、社會價值與生活交織的狀態，分別以「自由與規範」、「藝術與消費」、「物質與欲望」以及「心靈

必需品」四個主題呈現。作品從微觀的日常生活開始鋪陳，如城市系統中的交通符號、無所不在的廣告與視覺

設計，再到藝術生產銷售模式，以及政治與意識型態的標誌等。展覽善用空間格局，讓作品形成對稱並對話的

關係，特別是以「超級藝術」系列形成中軸，做為展覽的核心並對應展場其他系列作品，讓這組文字版畫創作，

以文字的寓意分別指涉「無所藝術」系列，也即上述提到的四個主題概念。此外，在「超級藝術」系列作品中

被色彩分割的文字：「空間」、「時間」、「便利」、「心靈」、「觀念」等，也正是「無所藝術」系列的子

題，而這些文字又分別與作品中的符號相互連結，創造出關係緊密而又有張力的閱讀情境。  
 
陳曉朋的藝術實踐除平面作品外，另有一系列的書籍創作。如《當代雕塑二十招》、《當代雕塑五四三》，本

次的《便利藝術》與《量販藝術》亦屬之。在她的創作中，藉由文字和符號的玩轉和策略性的調動，常能傳達

一種出人意表、溢出語言之外的訊息。觀眾指認出她作品中的符號，甚至僅從顏色就能一眼辨認所指涉的對象，

然而也正因為這種溢出符號之外、超出文字或語言所能描述的信號，藝術所操作的觀念始能形成作用力，引領

觀者藉由對文字與符號的探索，觸及無所不在的符號背後綿密的意識型態，並且理解到：總有語言無法還原的

景象，存於我們的生活之中。  
 
（原文刊載於 2023年 7月出版的《藝術家》，第 578期，臺北：藝術家出版社，第 144-1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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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理想的可能路徑──陳曉朋「好鹿圖：無所藝術」 
陳含瑜 
 
陳曉朋於今年四月開始，在嘉義市立美術館古蹟棟的個展「好鹿圖：無所藝術」，延續先前的兩次個展「小鹿

圖」（2020）與「大鹿圖」（2021）。「鹿圖」也是「路途」（journeypath）之意，指示通往理想的可能路徑。
從指鹿、小鹿、大鹿至好鹿，這條路是藝術家在這些年間對藝術實踐與日常生活的體悟，這慢慢走向某些路徑

的過程與風景，延伸出她對於傳遞特定意識型態「風景」的思考與想像。 
 
流動的風景 
 
展場裡這些看來色彩繽紛的橫條紋，令人快速聯想到日常生活中的便利商店商標／條碼，它們可以具體對應至

7-11、全家、萊爾富及 OK 便利商店等日常生活中人人熟悉的色彩搭配，並延伸呼應著具體的生活景物。當鏡
頭拉遠時，我們在這樣的視覺聯想中所看見的是街口的斑馬線、路邊指示停車的紅黃線，而在鏡頭拉近時，這

些色彩配置則又產生出不同的視覺體感，可能大至茄芷袋，或小至信用卡上的磁條與發卡公司標誌。在陳曉朋

的這組系列中，無論是遠景或是近景，都以同樣的畫布尺寸呈現，像是照片似的將不同尺度的景象並列，使生

活中的實景成為畫作中抽象的印象。 
 
沿著展場走完一圈，觀看一幅幅畫作的經驗像是乘坐大眾交通工具，瞥見從窗戶框出的、稍縱即逝的風景。這

些風景因為日常的反覆與熟悉感，而形成一種既屬於空間也是時間的流動感，像是對日常印象與感性經驗的捕

捉，而其中所連結出的狀態則可能是記憶中某些模糊但明確的感覺。在觀看角度切換的同時，觀眾彷彿被放置

於不同的空間內，聯結著自身於生活中的身體感，在觀看的過程中與畫作產生想像中的身體互動。此次除了繪

畫作品以外，陳曉朋也以版畫與藝術家書籍作為媒材，呈現不同質地的觀看體驗。 
 
「指鹿」到「好鹿」 
 
陳曉朋分享：「這些『風景』並不只是日常生活的風景，同時也是意識型態的風景。」臺北是她學習並發展藝

術生涯的地方，作品題名中的「無所」，「所」指稱的地方是臺北，但同時也是她的視野從「一直待在臺北」

到「不只是臺北」，甚至「離開臺北」的過程。藝術對她而言，也不再只是她曾經想像的樣子。在「好鹿圖」

中呈現的是她重新與藝術建立關係的想法，結合這些從「地方」開始到「生活感」之間的移動，她認為嘉美館

這個空間十分適合展示這個系列。做為不那麼工整的白盒子空間，以及與地方之間的歷史連結關係，美術館古

蹟棟二樓展間的氛圍讓此系列作品的質感和意象，藉由空間本身的狀態被突顯出來（試想，若在北美館這樣的

空間展出，作品則會被放在不同脈絡下被理解與觀看）。陳曉朋表示，雖然在作品繪製時並未設想展出的形式，

但最終的呈現對她而言卻是與作品調性十分相合的呈現。 
 
陳曉朋也更進一步談到生活空間中的斑馬線、游泳池、路邊停車線⋯⋯，此類在生活中的身體規訓是以線條、
顏色做為規範的方式，她時常思考人們在空間中的身體，是由誰來決定、又是如何決定他們所成為的樣貌？她

問到：「在這些漂亮的線條與規則之外，生命中有沒有辦法有一種『可能的溢出』？」這些畫作的尺寸，剛好

是她的手臂張開、雙手可以搬移拿起的寬度，她以自己的身體來回應這些更大也更抽象的主題，同時也是她從

日常到生命層次的提問， 
 
為路徑作註 
 
在《大鹿圖》（2022）展覽書中的〈帶鹿圖〉，是當時展覽的平面圖與空間示意圖，其中詳細標記了相關尺寸，
並模擬展場中畫作排列的樣貌。這形似「說明書」的說明性圖解也同樣出現在「好鹿圖」展覽現場，做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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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理想的可能路徑──陳曉朋「好鹿圖：無所藝術」 
陳含瑜 
 
標示之用的平面圖，因為精細的縮圖、編號與作品名稱的對應、並置，使得這份示意圖與作品之間形成了交互

參照、索引與註解的關係。 
 
一旦在觀看時察覺到這種互相標記的關係後，觀眾便能更進一步推想，在「好鹿圖」中的繪畫或許也都有著與

生活中的場景、記憶，彼此有著相互標記（remark）、註解的關係。意義在生活中指向某些路徑，甚至風景，
而風景則又回過頭來為這些符號或圖樣作註。此外，透過平面圖與作品名稱的對應，在現場觀展時也能發現藝

術家在空間佈局上的對應與序列安排。這些線索，彷彿也像陳曉朋在展場中為觀眾留下的一條有待發掘的路徑。 
 
（原文刊載於 2023年 7月出版的《畫外》，第 43期，嘉義：嘉義市立美術館，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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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14 am06:22顧 
顧世勇 
 
親愛的顧， 
 
此刻正在嘉義市立美術館舉辦的「好鹿圖：無所藝術」－陳曉朋個展是一個藉由繪畫談生活的有趣展覽。而說

是談生活卻看不到生活內容，只剩下一堆充斥在生活中，到處編碼的色彩函數，正是這個展覽耐人尋味的地方。 
 
首先這個展覽的標題「無所藝術」就宣告了藝術不只是在展場內部，而是處處無所不在，抑或更具體地說，展

場繪畫中的所有色彩元素，所指引的正是我們棲居的生活世界。  
 
整個展覽的平面作品，看似帶有現代主義的繪畫形式，實則不然。因為在現代形式主義的平面性繪畫中，是去

除生活脈絡的將作品孤立掛在展牆上供人觀賞，一種康德（Immanuel Kant）式無厲害場的觀看模式。然而在
陳曉朋的繪畫作品中，卻以木馬屠城的手法，再度將生活引進形式主義的作品，去強調當代繪畫指回生活脈絡，

及其上、下文關係的重要性！  
 
因此，陳曉朋的平面繪畫，很明顯地，已經和現代性的抽象形式主義繪畫做出區別。而與其去說她的作品是

「抽象繪畫」，還不如說是「觀念繪畫」，只是這條「觀念繪畫」之路在臺灣，將是一條既崎嶇又蜿蜒的人煙

罕至之路。  
 
最後我想說的是，陳曉朋和華裔美籍藝術家刁德謙（David Diao）應同屬從繪畫本體論、認識論轉向語言符號
論的藝術家，只是世代的語境表達不同而已！畢竟刁德謙仍存有現代性的父系嚴肅魅力！而陳曉朋則是像個在

這隻現代性的老虎旁，撥弄著牠的鬍鬚的調皮小女孩呢！  
 

（原文刊載於 2024年 5月出版的《公共孤獨－親愛的顧 2022/05/26～2023/05/25》，臺北：在地實驗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第 389-3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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