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博志 
 



 

 

 

1980 年出生於臺灣桃園，2011 年完成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科技藝術研究所碩

士學程。在黃博志多元化的藝術實踐中，他著重探討的是有關生產、農業、制造

業、消費等議題，並以此為基礎進行政治經濟層面上的批判。 

 

他作品中的視野以廣泛而宏觀的貿易、交易為背景，剖析復雜的產業結構，

並沿著它不斷地向下深入，最終著眼於一個個參與這一結構的平凡個體。在他的

計畫中，黃博志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他以家族身份考察並撰寫母親的故里和家族

成員的故事，他以生產者的身份在田地裡種植檸檬樹，他以組織和執行者的身份

起草、規劃著計畫的遠景，同時，他以藝術家的身份調用著藝術世界的體系和資

源。這些計畫在成為我們的觀看對像之餘，也正在發揮著它們自身的持續性和潛

在的切實社會意義。 

 

 

 

 

 



 

1980 生於桃園，台灣 

 

學歷  

2011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科技藝術研究所碩士 

2005 臺中教育大學美勞教育學系學士 

2004 20 號倉庫鐵道藝術村第五屆駐村藝術家 

  

個展  

2017 「五百棵檸檬樹」，a.m.space，香港 

2016 「五百棵檸檬樹：有機檔案」，臺北市立美術館，臺北，臺灣 

2016 「五百棵檸檬樹：七號病人」，伊通公園，臺北，臺灣 

2011 「清水里 147 號」，新苑藝廊，臺北，臺灣 

2005 「Jeany」，20 號倉庫，台中，台灣 

2004 「Rainbow Man」，Nell’s Home，台中，台灣 

  

聯展  

2017 「入世・離地／貼地・出世」，牛棚藝術村，香港 

2016 「與土地交往吧」，陸府植深館，臺中，臺灣 

 「臺北雙年展」，臺北市立美術館，臺北，臺灣 

 「第十三屆小型雕塑三年展」，Alte Kelter，費爾巴哈，德國 



 

 「河流轉換中的生存之道／亞洲當代藝術連線」，光州美術館，光

州，韓國 

 「2016 臺大粉樂町」，找到咖啡，臺北，臺灣 

 「英國保誠當代藝術獎」，藝術科學博物館，新加坡 

2015 「HUGO BOSS 亞洲新銳藝術家大獎」，上海外灘美術館，上海，

中國 

「河流轉換中的生存之道 / 亞洲當代藝術連線」，駁二藝術特

區，高雄，臺灣 

「微型小革命」，華人藝術中心，曼徹斯特，英國 

「食物箴言」，臺北市立美術館，臺北，臺灣 

2014 

 

 

「亞洲城市串流 Project Glocal: TRANSI(EN)T MANILA」，Teoff 

Center，馬尼拉，菲律賓 

「臺北雙年展」，臺北市立美術館，臺北，臺灣 

「第八屆深圳雕塑雙年展」，OCT 當代藝術中心，深圳，中國 

「微光／真實，越南」，福利社，臺北，臺灣 

2013 「展•歐德•展」，歐德傢俱中山店，臺北，臺灣 

「2013 臺北美術獎」，臺北市立美術館，臺北，臺灣 

2012 「心動 EMU」，臺北當代藝術館，臺北，臺灣 

「臺灣報到—2012 臺灣美術雙年展」，國立臺灣美術館，臺中，



 

臺灣 

2011 「超時空要塞」，關渡美術館，臺北，臺灣 

「活彈藥」，臺北當代藝術館，臺北，臺灣 

「搞空間–非常廟週年特展」，非常廟，臺北，臺灣 

「不可小覷」，覓空間，臺北，臺灣 

「身體相 : 黃建樺 x 黃博志雙人聯展」，靜宜大學藝術中心，臺

中，臺灣 

「糾結：數位時代的群聚生成」，國立臺灣美術館，臺中，臺灣 

2010 「臺灣藝術新世代」，上海美術館／北京今日美術館，上海／北

京，中國 

「藝術在山左右」，臺北市松仁路 297 號，臺北，臺灣 

「第八屆臺新藝術獎」，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臺灣 

「改造歷史–平凡的奇觀」，國家會議中心，北京，中國 

「臺灣當代藝術論壇雙年展」，Urban core Cafe & Bookshelf，臺北，

臺灣 

「Smooth－去銳利的再製造」，金車藝術空間，臺北，臺灣 

「臺灣數位藝術脈流計畫－脈波壹「身體‧性別‧科技」數位藝

術展」，臺北數位藝術中心，臺北 ，臺灣 

2009 「大幻影」，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國家音樂廳文化藝廊，臺北，臺灣 



 

「Room 19」，關渡美術館，臺北，臺灣      

「月光光心慌慌－非常廟三週年之關鍵報告」，非常廟，臺北，臺

灣 

「S-HOMO」，K's Art，臺南，臺灣 

「實境．異想－當代青年藝術家聯展」，現代畫廊，臺中，臺灣 

「秘密花園」，雀而喜美術館，紐約，美國 

「軟抗爭」，非常廟，臺北，臺灣 

2008 「深呼吸」，索卡藝術中心，北京，中國 

「2007 第 11 屆日本文化廳媒體藝術祭」，國立新美術館，東京，

日本 

「半影：臺灣當代藝術展」，南澳大學美術館，澳洲 

「第二種視野」，國立臺灣美術館，臺中 

「Selections from Penumbra 臺灣當代藝術」，當代攝影藝術中

心，澳洲 

「假動作 3」，新苑藝術，臺北，臺灣 

「新視域」，奕源莊藝術空間，北京，中國 

「跨領域—未來藝術先驅」，關渡美術館，臺北，臺灣 

「2008 臺北數位藝術節「超介面─TRANS─」，臺北當代藝術館，臺

北，臺灣 



 

「08 上海藝術博覽會國際當代藝術展—驚喜的發現」，上海展覽

中心，上海，中國 

「小甜心—伊通公園二十周年慶」，伊通公園，臺北，臺灣 

2007 「假動作 2」，華山文化園區，臺北，臺灣 

「城市遊牧影展 2007」，臺北國際藝術村、南海藝廊／Capone's

／Mei's Tea Bar，臺北，臺灣 

「2007 國際新媒體藝術節」，關渡美術館，臺北，臺灣 

「Scope Basel 藝術博覽會：城市游牧計畫」，巴塞爾，瑞士 

「簡單與複雜的弔詭」，國立臺灣美術館，臺中，臺灣 

「粉樂町 2」，臺北信義商圈，臺北，臺灣 

「深呼吸」，索卡藝術中心，臺北，臺灣 

「感知相變」，現代畫廊，臺中，臺灣 

「Scope Miami 藝術博覽會：城市游牧計畫」，邁阿密，美國 

2006 「慢 Slow Tech」，臺北當代藝術館，臺北，臺灣 

「解碼」，臺灣藝術設計與建築展演中心／藝像藝文中心，臺中／

臺南，臺灣 

「打開當代十－後文件」，華山文化園區，臺北，臺灣 

2005 「捉影 素描主題展」，20 號倉庫，臺中，臺灣 

「五行．五－臺灣當代常民劇場」，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臺灣 



 

「2005 城市街頭藝術推廣成果發表」，臺北國際藝術村，臺北，

臺灣 

 

獲獎  

2016 「國保誠當代藝術獎」，裝置類－首獎 

2015 「UGO BOSS 亞洲新銳藝術家大獎」，入圍 

2013 「臺北美術獎」，首獎 

2011 「新北市創作新人獎」，首獎 

2010            「第八屆臺新藝術獎」，年度視覺 Top5 

2008 「第三屆臺北數位藝術獎數位音像類」，首獎 

2006 「第十一屆大墩美展數位藝術類」，首獎 

 

 

 

 

 

 

 

 

 

 

 

 

 

 

 

 

 



 

 

 

 

 

 

 

 

 

 

 

 

 

 

 

 

 

 

 

 

 

精選作品 



 

 

 

五百棵檸檬樹：給美術館的提案—工廠｜計畫型創作｜依場地而定｜2016 

 



 

 

 

生產線—中國製造＆臺灣製造｜計畫型創作｜依場地而定｜2014 

 



 

 

 

蛋白質男孩 ｜多媒材｜依場地而定｜2015 

 

 

 

 



 

 

 

 

 

 

 

 

 

 

 

 

 

 

藝術評論 
 

 

 

 



 

 

檸檬樹梢上的藍斑鳩：離農婦女的精神地理學 
 

文｜龔卓軍 

 

我們需要聚集在一起，在這棵尚未種植的檸檬樹下。  

——黃博志，「藍色皮膚：老媽的故事」 

 

2010 年夏天，在「農業再生條例」的爭議中，市面上，開始有消費者吃到了藝術家黃

博志的「公平交易冰棒」(Fair Trade Icepop)，我是其中一個。我注意到冰棒包裝上，黃

博志設計的圖像、標籤與文字，反覆諷刺著政府制定的各項錯誤政策，如何衝擊著臺

灣農業，讓品牌技術流失，讓中國農產品低價傾銷回臺，任令非法圈地讓農地消失，

產銷體系缺乏、自給率偏低等等。品嚐鮮果冰棒，以免眼睜睜地讓它快速融化蒸發。

藝術家在廠商與消費者之間，透過商品設計的載體，創造了一批反諷的美味冰棒和商

標，傳遞著關於臺灣農業結構破敗的微弱訊息，並且把微薄的利潤捐給了助學計畫。 

 

當時，我想，這會不會只是一名憤青，運用參與式藝術的概念，進行另一次對資本主

義的「軟抗爭」罷了?他還可以再一次設計蕃茄汁包裝上的漫畫，尋求更多關於蕃茄汁

的產地故事，把東土耳其斯坦蕃茄的生產者、品種、加工地、加工流程、到成為蕃茄

汁的產銷成本，藉由流行的 QRcode 界面傳遞出去。但是，在當今這個新自由主義甚

囂塵上的社會工廠裡，以商品消費包裝載體所能產生的情動，畢竟有限，以同樣的憤

  



 

青邏輯，我懷疑著這樣由「軟抗爭」轉化而來生產美學形式，搭載著消費通路這樣的

「人造地獄」，究竟要連接什麼樣的地氣。 

 

2011 年，黃博志用「清水里 147 號」這個展覽結結實實回答了我的疑問：他連接的是

母親位於新竹新埔老家的地氣，是離農者的生活世界與生命脈絡。「清水里 147 號」，

母親從童年上學到回鄉守厝的老家地址，成了黃博志後來在 2013 年出版的「藍色皮

膚：老媽的故事」一書的首章與末章的標題，也成為離農婦女精神地理學的起點與終

點。 

 

在這個精神地理圖繪的起點之處，藍斑鳩代表的是母親故里的務農者創傷和困惑，牠

是母親的二哥、黃博志未曾謀面的二舅，因尋短而失蹤在母親兒時的鄉野中，最後所

化身的那隻藍色斑鳩，牠即是飛入母親與外婆夢中的二舅魂魄。黃博志在 2010 年以後

一系列關於農業產銷的創作，如果帶有任何憤怒與創傷，如果蘊藏有任何一絲撫傷與

療癒之意，可以說都跟這位二舅的莫名自裁與死亡有關。這個無解、無以記憶的創傷

事件，象徵著傳統農業在當代世界的危機，也象徵著母親終將成為「離農者」的生涯

命運：她將從清水里 147 號經歷一連串的離農生涯，進入當代典型底層離農者的生活

世界，充滿棉絮與刺鼻臭味的成衣廠、加工廠，然後是加工廠破敗後的家庭代工、臨

時工、大賣場駐場人員、計時人員，最後是領失業救濟金。所謂的精神地理學，就是

黃博志母親輾轉幾十年，陸續在清水里、楊梅、景美、三重、板橋、觀音、新坡、中



 

壢等處落腳，從事各項底層勞動的精神空間製圖學。而整個精神地理圖繪的終點，也

有一隻藍斑鳩，離農回鄉後的母親設法餵食牠，但最終這隻藍斑鳩與其他被欺侮的白

斑鳩，躲避著臺灣藍鵲的搶食，飛棲於檸檬樹梢上。 

 

正是在這個檸檬樹梢的視點上，我們才能夠理解黃博志以母親為名的離農流徙精神地

理學：一方面是象徵農業破敗流離的藍斑鳩，另一方面是成衣加工女性離鄉回鄉如棉

絮飄零的底層生命經歷。2013 年獲得臺北美術獎的「五百棵檸檬樹」，是站在樹梢上，

重新創造一種修補土地與倫理式的產銷通路，直通美術生產體制；2014 年深圳雕塑雙

年展「我們從未參與」和同一年臺北雙年展「劇烈加速度」中的「生產線－中國製造

＆臺灣製造」雙聯計畫，則是以「藍襯衫」的 30 年旅程，勾勒出臺灣與深圳之間成衣

產業大規模移動的路徑，在社會工廠中那些被資本、產業、社會拋棄的人群之間，在

黃博志的母親與深圳自營修改衣服小舖的吳姨之間，在美術館展場的框架下，創造出

兩地底層女性如鏡像般的聯結通道。 

 

有論者認為這個雙聯計畫，因為設計了在美術館空間中一連串讓觀眾參與「生產／展

示／銷售」活動，有過多的表演性，所以模糊了它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焦點。但我倒認

為黃博志在充分的田野調查與民族誌書寫的前提下，以〈吳姨與他的兒子濤〉對比「藍

色皮膚：老媽的故事」，特別突顯了兩對母子間的經驗交換、觀眾與勞動者間的工作交

換、工廠/賣場與美術館空間功能上的交換，同時，也一貫地維持藝術家慣常採取的「農



 

民反抗之日常形式」，以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一書中所說的：「表面上的服從、畏懼和謹慎避開公開的集體反抗的風險，以個

體不易為人覺察的行為如偷懶、欺騙、偽裝、裝糊塗、裝傻、竊盜、暗中破壞……等手

段作為武器，來獲取一點點瑣碎的利益。」利用底層人民心照不宣的彼此理解，進行

非正式的網絡聯結，以圖累積大量微不足道的行動能量，達致中間地帶、曖昧遊戲的

顛覆力量。 

 

就此而言，黃博志近年的作品計畫，在美術館觀眾與底層勞動女性之間、在政治正確

的社會工廠與農業產銷結構與政治不正確的美術館消費販售之間，有多少程度保留了

洪西耶所謂「難以預料的主體」的參與，固然可議，但是，正是因為在美術館這樣的

主流展演空間中，藝術家將之反向地置入一個突梯、不可能正確的工廠/展示場/銷售

賣場，這些底層女性原本不可見的社會處境，才有可能成為一個可議論的感性生產之

域。 

 

站在藍斑鳩的檸檬枝頭視野上，離農婦女的精神地理如今擴展到了藝術圈、美術館，

在原本孤單的檸檬樹下，藝術家手拿起檸檬，對著亞洲破敗農村守家的老媽說：「我們

來種檸檬吧!」「要種幾棵?」老媽好奇地問。「五百棵!」那堅定的聲音，不僅從小說與

訪談中走出工作失敗史的個人框架，響遍山野，傳唱於都市，也蓋過了波伊斯的七千

棵橡樹之計，啟動了另類農業與土地歷史的藝術想像。 

 



 

從七千棵橡樹，到五百棵檸檬樹 
 

文｜龔卓軍｜藝術家雜誌｜2014.01 

 

2013 年 12 月初，馬來西亞籍藝術家黃海昌應春之基金會賴香伶之邀，來到臺北當代藝

術館演講，座無虛席。歷經馬來西亞激烈選戰的黃海昌，果然口才便給，提出了他自「噢!

蘇努庫來，蘇努庫來」在土耳其吉普賽人社區的驚人之作之後，在馬來西亞投入的兩個

垂直型都市社區改造工作，一個是都市老舊社會住宅社區的更新議題，透過焦點團體的

敘說與調研工作，凝聚十歲以上社區民眾意見，排定議題，進行自我組織式的社區更新

工作；另一個是在某一都市社會住宅社區，進行由下而上的「參與式預算」調查、社區

預算分配焦點團體、十歲以上社區民眾投票，透過民眾規畫公開投票的預算結構，與政

府協商。 

 

黃海昌舉出的都市更新與社區營造議題，對臺灣的藝術家而言，或許並不陌生，但與政

府預算進行協商的「參與式預算」，由下而上形成社區預算規畫，連同給貧民居住的社

會住宅制度本身，早已超越臺灣社會習慣的代議式民主與資本主義市場思維了。雖然黃

海昌參與的這兩個社會住宅行動主義案例，對馬來西亞的社會體制而言，亦屬實驗，但

是，我們不可忽視的是制度面的想像力，有一大部分來自於英國殖民下的社會福利思維

基礎，這使得自稱社會主義者的黃海昌，有其施力的焦點與基礎——集合垂直式的社會

住宅。 

 



 

在這個基礎上，黃海昌才能夠在演講中大膽主張：「住屋乃是基本人權、住屋不應成為

商品；都市更新乃是為邊緣化與都市貧民而有的社會改革，它要活化的是鄰里與社區的

社會空間與經濟空間；政府是賦能者與夥伴，社區乃是參與者；社區得到賦權，在他們

的當下與未來成為利害關係人，成為永續的經營。」這些主張，隨著上述兩個社區實踐

案例的階段性成功，提醒我們，這種成就，容或有其歷史與社會因素，但是，這種社會

福利式與參與式預算制的都市更新作法，或許更加突顯，欠缺代議式民主之外與資本主

義市場經濟之外的思考與實驗，已經成為臺灣社會面對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治理條件

時，最為急迫的問題，也是臺灣社區營造目前最為顯著的瓶頸：當全球的社會福利與社

會主義思考遭受新自由主義空前嚴重的挑戰時，社會福利政策基礎已漸蝕空的臺灣與香

港，已有兵敗如山倒之勢，整個政府竟以市場競爭之名，急速放棄國民在住居上應有的

權利與福利，讓農地、土地與都市空間私有化、資本化、仕紳化與商品化之勢，越演越

烈。 

 

黃海昌自承受到巴西的批判教育家、哲學家、現象學家、解放神學者包羅．弗萊爾(Paulo 

Freire, 1921-1997)的思想影響，也充分了解社會主義參與式民主與經濟運作，對貧民與

文盲弱勢者的重要，他不僅了解「以社區實踐為基礎的分析」在南美洲廣大農民工人階

級的實踐經驗，透過紀錄片，他也知道這種實踐模式，早已由學校與社區教育，擴及工

人委員會掌理工廠營運、農民自組調研與產銷通路、劇場深入社區邀請民眾參與等等形

式。 



 

但是，當天的演講，讓我最感到震撼的爆點，莫過於黃海昌對比包羅．弗萊爾的觀點時，

直接批判了德國藝術家喬瑟夫．波伊斯(Joseph Beuys, 1921-1986)的「社會雕塑」藝術觀

與「人人都是藝術家」的說法。黃海昌丟出了一個最簡單的說法：「七千棵橡樹，然後

呢?『社會雕塑』基本上不過是個抽象的想法，七千棵橡樹對當下社會並未造成任何變

革、對社會不正義與不平等，也不會形成任何威脅。」這種批判的聲音，早已完全背離

了當初福魯克撒斯(Fluxus)激浪派的藝術路徑，走向社會行動主義(social activism)的道

路，甚至，面對社會不正義與新自由主義的全面籠罩，譬如最近的「退出 2013 深港城

市/建築雙城雙年展」事件與針對「起動九龍東」的示威，顯示今天的藝術實踐，已經

面臨了究竟能否超越後冷戰新自由主義市場治理的根本界限，我們幾乎在這個界限上，

看見了一條美學與政治、藝術與生活完全重疊的虛線。而且，吊詭的是，一旦黃海昌投

入社區工作如此之深，藝術家的身份與臉孔就變得十分模糊了。 

 

好吧!那麼，不如讓我們像黃海昌一樣灑脫，就承認今天若我們依舊在意藝術家身份、

藝術之名，或多或少，謀生的問題、市場與收藏的影響，仍然有其一定的影響力。那麼，

如果說當代藝術的當代性，有一個重要側面，就是要面對創作與市場、收藏的關係，如

何調節、如何反轉，甚至創造另一種經濟或贊助模式，在此，我們不妨思考一下黃博志

的「五百棵檸檬樹」計畫吧。 

 

在觀音、新埔和關西農村破敗的土地歷史經驗中，黃博志從家族離農的脈絡和母親的生



 

活網絡中，發掘出快要被遺忘的故事——沒落的檸檬酒釀造技術、荒廢的休耕田、還有

四位離農失業的農夫。聽完母親的底層農婦故事後，黃博志對著他失業歸鄉的母親開玩

笑說：「來種五百棵檸檬樹吧。」 

 

資源流動可以不只是交易，同時是一種贊助與回饋，贊助的是品牌建立——器具和檸檬

樹苗的購買、種植、休耕地活化、田野調查後的文字生產，甚至設廠、釀酒、製造。回

饋的是代表了未來商品的一張張綠色酒標，還有一瓶瓶需要時間醞釀的試釀檸檬甜酒

(limoncello)。……或許，我們不需跳開、不需跳遠，因為我們可以站在土地上原地起飛。 

 

在此計畫中，我們看到的藝術家形象，不再只是一位概念提供者、感覺塑造者，或波伊

斯式的社會雕塑者，面對臺灣農村破毀的實質現況，他還是一位異質社會空間的生產

者：他要組織四位年齡性別不同的生產者，他要去購買樹苗與機具，他要去種植與活化

休耕地，他要去進行田野調查與文字生產，他甚至要設立釀酒工廠、建立檸檬甜酒品牌。

最有趣的是，只有在他將此計畫、相關文字與物件呈現在展覽空間或美術館時，只有他

以充滿詩意的文字訴說著老媽、七號病人爸爸、鳥人叔叔、白色斑鳩的故事時，他的身

份才接近我們印象中的詩人與藝術家。 

 

在這裡，我們終於不再看見波特萊爾式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商品詩人，如微服出巡

的王子、野獸和睜眼好奇的兒童，在都市拱廊的美學發電機之間漫游，而且這種詩人還

不得不成為西方第一度現代性的仿效品。黃海昌和黃博志的回歸社區、回歸農耕，均與



 

寫作和思考深度結合，揭露出我們身處第一世界/第三世界夾縫間的邊緣處境。 

 

黃海昌在演講中，讓我們看到馬來西亞都市底層社會住宅中的混雜現代性，那是眾多來

自不同農村與信仰脈絡的移民，而透過社區調研、焦點團體、參與式民主的行動，讓黃

海昌看見他們的階級條件、生活空間、掙扎和希望，設法加以改善。黃博志的「五百棵

檸檬樹」計畫，可以說推進了姚瑞中揭發與控訴式「海市蜃樓計畫」中的空間政治美學

與生產邏輯，黃博志對於農地廢墟，不再靜觀、悲鳴或反諷，他除了田野調查之外，試

圖採取勸募與種植行動，進行三個特定休耕農地的活化與重啟生產機器，並且意圖在計

畫中直接創造新的產銷迴路，五百棵檸檬樹的威力，因此讓我們有了完全不同於七千棵

橡樹的想像。 

 

也許，今天的失業農民、都市底層邊緣族群與真正關切存在處境的藝術家，都像黃博志

筆下停在電塔纜線上的鳥，在牠們紛紛被雨水沖刷變白、完全溶化之前，今天的藝術家

扮演著棲息之所的搶救者、構築者與重新賦名者： 

 

「下大雨的時候，停在電塔纜線上的鳥都到哪裡去了?」 

「烏鴉、麻雀、鴿子、斑鳩……牠們都會先被雨水洗白，變成白色的烏鴉、白色的麻雀、

白色的鴿子、白色的斑鳩。」 

「是生病嗎?都變成白色的?所以白色的鳥都是生病的鳥?」 

「不是噢，牠們其實是最純潔的鳥，」「下雨天的時候，牠們被雨水一直洗，一直洗，



 

然後慢慢開始變透明，那種你看不見的透明，比冰還透明。」 

「然後呢?」 

「牠們慢慢溶化成了水，跟雨水一起流到水圳，流到大海。」 

「牠們和海裡面的魚做了交易，給了魚一雙翅膀，所以你會看見飛出水面的飛魚。」 

「如果希望牠們不要消失呢?」 

「牠們喜歡果樹，特別是白色的鳥。」 

 

 

 

 

 

 

 

 

 

 

 

 

 

 

 

 

 

 

 

 

 

 

 



 

讓生命脈絡成為作品－ 

關於 2013「臺北美術獎」作品〈五百棵檸檬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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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某種藝術形式的藝術文獻的確只能在當今生命政治時代的條件下發展，技術與藝

術已介入生命政治時代的生命中。如此一來，我們在這個全新的脈絡中──亦即當今藝

術渴望成為生命本身，而非僅是描繪生命或以藝術產品為生命終結──便再次面臨如何

處理藝術與生命之間關係的問題。 

——葛羅伊斯（Boris Groys，註 2） 

 

如同這個計畫名稱所暗示的，2013「臺北美術獎」首獎黃博志的計畫作品〈五百棵檸

檬樹〉指向了與波伊斯（Joseph Beuys）1982 年在「卡塞爾文件展」（Documenta, Kassel）

中所展開歷時五年之久的〈七千棵橡樹〉（7000 Oaks）種樹計畫相同的意義，同樣也

作為了一種在時空條件上擴張幅度皆頗大的藝術操作。若與強調的生命政治以及一套

與（底層）社會建構關係的操作框架的 2012 臺北獎首獎周育正作品〈工作史－盧皆得〉

相比，那麼，〈五百棵檸檬樹〉所開展的尺幅無疑地更為擴大。如果說，周育正是藉由

點對點、且可獲得較能預期之控制範圍的資源流動與工作生產關係——藝術家從報紙

分類廣告中找了一個臨時工展開一系列對這個臨時工的訪談、文字出版、僱用此臨時

工到美術館展場工作，以及最後付諸視覺化的大型裝置等，來作為藝術家介入現實、

並創造另一新的現實，去調動藝術與社會之間關係界線的話；那麼，在黃博志的〈五

百棵檸檬樹〉中，這個新的現實與可被控制、調動的界線幅度則因為尚未完成而更難

以預期與控制。 

 

正如周育正或者波伊斯創作中展現的，「生產」面向是這些藝術家作品所欲突顯出的核

心。黃建宏在論及陳界仁〈幸福大廈Ⅰ〉時，提出了「生產藝術」（production art）這

樣的概念，他認為，可透過對於生產面向的操作，來為臺灣在面對全球化與新自由主

義式的資本主義化衝擊下的困境找到一條出路。其中他提到，生產藝術在臺灣的發展

意味著幾個特點：首先是藝術對世界經濟體系的思考不再只是「交易」而已，而是生

產機制的自製與創新；第二，具有高度反身性的生產實踐；再者，不再只是進口的菁

英思考，而是實地勞動社群的溝通；最後，就是不再只是象徵性地介入社會，而是植

入社會空間與社群關係（註 3）。而陳界仁自「加工廠」系列到〈幸福大廈Ⅰ〉則顯然

是其中傑出的藝術操作，關鍵即在於許多論者所觀察與討論到的「合作」與「動員」

  

 



 

的特質，王柏偉便認為，〈幸福大廈Ⅰ〉是透過了作品採用案例當事人以及集體搭景的

方式，來「讓原本互不相識的個體在協作勞動之中形成臨時社群」，為的就是「找尋能

夠實踐的「共存」（coexistence）機制，來面對「個體如何與一個巨大的社會相聯繫」

的重要社會課題，並且透過一種建立「集體性的親密感」的方式，經由開放拍攝片場

與在其中舉辦討論會，使一種超越「交易」或者「妒怨」的「給予」行動得以出現（註

4）。若就此來看，顯然地，〈五百棵檸檬樹〉與〈幸福大廈Ⅰ〉有著頗為接近的思考與

操作邏輯。在這個計畫中，黃博志的目標是種植檸檬樹，並釀造檸檬酒，他預計募集

500 位民眾以 500 元新臺幣買下一個酒標，累積 25 萬的耕種經費，在桃園三塊荒廢的

農地上聘請四位這些農地的原耕種農夫種植 500 顆檸檬樹。在去年底參加臺北獎入圍

展覽之際，黃博志就先以參展的材料費購買樹苗，並且開始整理第一塊地，種下第一

批樹苗。另外，黃博志為展覽設計了一展場手冊，裡面以說故事的口吻簡單地交待了

〈五百棵檸檬樹〉的緣由（那些農夫以及黃博志(母親)的故事）及預期目標，其中有

段話被特別引述出來： 

 

我們需要聚集在一起，在這顆尚未種植的檸檬樹下。 

 

我們可以看到，如同陳界仁所採取的藉由協作勞動來建立臨時社群的手法，黃博志透

過種植 500 棵檸檬樹這樣一個生產計畫的設計，將許多不同的個體與社群集合了起

來，並以此輻射創造出各種新的友誼鍊關係，來建構彼此對於「一起」生產出新的現

實理解的認同。不過，〈五百棵檸檬樹〉與〈幸福大廈Ⅰ〉最大的不同，便在於對於「故

事」的言說方式不同，陳界仁透過批判式的觀看，以那些凝視式的影像去將社會結構

之「惡」給裸露出。相較之下，從〈公平交易冰棒〉、〈湯姆男孩的紅眼睛〉一路到〈五

百棵檸檬樹〉，黃博志並不批判；相反地，他採取一種訴諸「一起吧」這樣一種共同實

踐理想的熱情的宣傳號召，希望透過這種動員在藝術生產之外去真正積極地面對資本

主義式的生產剝削問題，從展場手冊中那段特別被引述出的話便可以看出，黃博志強

調了「你的加入」以及「成為『我們』」的訴求，並且暗示「將創造一個嶄新的、更美

好的未來」的願景。 

 

在此，這段話中的「我們」也引出了另一個更為深刻的問題，黃博志在獲知得獎後，

曾經興奮地宣布：「我要當農夫了！」，這個堪稱鮮明的藝術家「自我設計」（self-design）

（註 5），即是一種藝術家準備即將展開一段新的社會關係與生命故事的宣示。若此再

與「我們需要…（一起做出某個行動）」或者「成為我們」的暗示加以對照，不難看出，

在黃博志的構想裡，他經由這個計畫想達致的還有他「即將成為另一個社群一分子」。

就此來看，此即是與陳界仁的臨時社群動員、又或者是周育正的、甚至是其他許多社



 

區參與型的計畫最截然不同之處；換句話說，黃博志是主動地走向土地、「去」加入某

個特定社群意義下的「我們」——藝術家不是只是藝術家，他還真真切切的「作為」

了一個農夫，而非僅是請求他人「來」加入自己、將不同個體或社群拉至同一合作與

對話的場域當中。就某個意義上來說，黃博志的〈五百棵檸檬樹〉所成就出的可能更

像是透過藝術手段去實踐的社會運動理想。 

而這也對應到〈五百棵檸檬樹〉在臺北獎入圍展中的呈現，那些黃博志以特地從已整

過地的農田附近農舍撿拾之破爛不堪的家具材料，所製作而成的一格格封閉式的閱讀

臺與休憩座，與幾盆檸檬樹苗一同被放置在緊鄰大面落地窗的場地中，明顯地是欲藉

由檔案陳列的形式先處理了計畫被動的部分（請求他人來加入），並以透光、明亮的視

覺性表現暗示這個計畫的未來性內涵；另外一側黃博志再以特地打造的、日後預計下

鄉巡迴的活動檸檬酒 Bar 臺車，以及在展出期間還會定時製作檸檬酒開放大眾飲用的

活動處理了計畫主動的部分；換句話說，檸檬酒 Bar 臺車與活動示範了藝術家正在或

者即將做的事——當農夫種樹釀酒。 

而儘管黃博志目前處理到的視覺部分顯得較為素樸——相比之下，本屆優選之一郭俞

平的複合媒材裝置〈延遲與凹洞〉在此就顯得較為用力，作品採取檔案陳列與製作模

型客觀現實與主觀想像敘事並置的方式，讓作品在關注歷史之際還糅合了個人特殊的

言說語彙；又或者是在作品敘事內容的向度上，吳建瑩的錄像裝置〈我的朋友〉與陳

亭君「日夢之所」系列繪畫，各自透過錄影訪談與繪畫的記錄方式，頗為細膩地處理

了友誼關係、陌生人、乃至人與空間的關係等課題，或許要較〈五百棵檸檬樹〉來得

吸引人——因為〈我的朋友〉與「日夢之所」系列某個程度上是一種對他人生活的窺

視。然而，就如同文章一開始引述葛羅伊斯之所言：「當今藝術渴望成為生命」，黃博

志計畫性地親力親為的〈五百棵檸檬樹〉顯然正是在朝向這樣理念前進的路上；換句

話說，這件作品是一種「活在未來」的狀態，在臺灣當代藝術正面對關於「藝術的未

來該如何找到」的集體焦慮之際，這個計畫無疑地打開了藝術另一種設計與實踐的想

像，此即為〈五百棵檸檬樹〉可貴之處。 

 

註 1：這個標題借用了黃建宏〈生產的發生：從陳界仁的〈幸福大廈 I〉談起〉（「現代美術」164 期，

2012.10，頁 25）一文中的小標題。 

註 2：葛羅伊斯，王聖智譯，〈生命政治學時代的藝術：從藝術作品到藝術文獻〉，「藝外 ARITUDE」37

期，2012.10，頁 XX。 

註 3：同註 1，頁 25。 

註 4：請參考王柏偉，〈作為資本主義債務的個體：陳界仁〈幸福大廈 I〉中的臨時動員問題〉，「藝外

ARITUDE」39 期，2012.12。王柏偉在文中從歷史演化的角度討論了資本主義、個體與藝術間的關聯，

並由此作為觀察陳界仁作品的切入點。 

註 5：請參考葛羅伊斯，王聖智譯，〈自我設計與美學責任〉，「藝外 ARITUDE」42 期，2013.3，頁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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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博志將藝術帶入荒廢農田！北美館變身檸檬園 

報導｜林宜靜｜中時電子報｜2016.10.07 

 

 

 

 

 



 

 



 

 



 

 



 

《百棵檸檬樹：有機檔案》子親情背後的 

臺灣社會轉型縮影 

報導｜翁浩原｜端傳媒｜2016.11.18 

 



 

 

 

 

 

 



 

 



 

 

 

 

 



 

 

 

 

 

 



 

 

 

 

 



 

 

 

 

 

 

 

 

 

 

 

 

 

 

 



 

黃博志種檸檬好文青 

報導｜吳垠慧｜中時電子報｜2016.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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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Five Hundred Lemon Tress: an Organic Archive, Taipei Museum of 

Arts, Taipei, Taiwan  

2016 Five Hundred Lemon Trees, Patient Number Seven, IT Park, Taipei,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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