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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本案是由本館吳達坤研究助理與國藝會、東京 TOKYO WONDER SITE 國際藝術村、就在藝術空間

合作舉辦。此行赴日針對展務與日方做出溝通。 

 

二、「過程」 

1.本次赴日與東京 TOKYO WONDER SITE 國際藝術村做了連續多天會議，包含工作合約、展品確

認、運輸、作品安裝程序。等多項業務做出增修討論與確認。也確認了以及明年赴日的台灣藝術家、

工作人員名單、行前教育等事項。 

2.關於展覽內容一區塊「AAA 大東京連線」之參展空間，實地勘察做出逐一拜訪。在短短幾天的停留

時間，拜訪了 10 多個東京藝文空間，並且討論與之合作與串連的可能性。 

 

三、心得及建議事項 

 

東京 TOKYO WONDER SITE 為東京 專業的文化國際藝術村機構，提供國際藝術家、策展人、表

演藝術家等多元創意人在東京的居住活動空間，成立 15 年來，已經接待過上千名世界各國之藝術人

士，擁有極為完善的國際網絡連結。地點位於市中心澀谷、青山、本鄉等精華區域，在青山之駐村空

間並設有工作室、畫廊、排練室等提供國際人士使用。個人曾於 2008 年在 TOKYO WONDER SITE

駐村過 3 個月時間，熟悉其運作形態，未來本校若有相關之活動計劃，能夠透過關美館已經建立隻連

結與東京 TOKYO WONDER SITE 合作，建立彼此長期夥伴關係。拓展北藝大在國際交流項目與國

際連結之網絡。 

 

 

四、展覽簡介 

亞細亞安那其連線 Asia Anarchy All iance 

展期：2014 年 3 月 8 日～ 4 月 20 日 

地點：日本 TOKYO WONDER SITE-Shibuya(澀谷)及 Hongo(本鄉)兩個展場。 

加上結合東京城市內畫廊、替代空間、表演場域、戲院等串連市内各地 15 個衛星展場，號召形成了

「ＡＡＡ大東京連線」作為整個展覽舞台的藝術生產運動事件。 

東京展出參觀人次：約 36,000 人次 

 

 

 



	  
	  

4	  

五、策展論述 

 

前言 

文 / 吳達坤 

 

在上一個計畫「後民國-沒人共和國」畫冊中，藝評人王柏偉寫了篇文章，裡面提出：「尤其「建國」

的成立是個阿蘭· 巴迪烏(Alain Badiou)意義下的「事件」。正如巴迪烏所指出的，「事件」之所以能夠

出現，並非基於觀察者間對事件具有「共識」，而是基於觀察者的信仰，藉由 「相信某件事真的發生

了」，觀察者「介入」 地製造了某個可能性空間，使得一組雜多 (multiple)被認肯為一個事件，而且

更重要的是，「除了那些決定投入情境中的介入者以外，人們永遠可以懷疑到底是否有事件存在」。 

而「亞細亞安那其連線 ASIA Anarchy Alliance」（後簡稱ＡＡＡ），則是建構在此一基礎之下的藝術

狂想。 

 

一、從「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談起 

「全球化」運動，不僅它的規模是世界性的，更是超越國界的。而過去三十多年來，「柴契爾主義」1

和「雷根經濟學」2 一起開啟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的濫觴。它對人類社會生存環境的滲透是

全面性的，直到社會每個角落。全球化運動，也迫使各國解除管制，將國家政府原有的諸多功能退位，

把經濟空間（土地、政策、銀行）讓出來給「市場」、給「有效率的私人資本」。私人企業把持政府的

主要意志，形成不斷擴張的終極巨獸。而這巨獸卻無法直視人類下一步的未來。讓我們的世界，備受

自由主義市場不斷增長、資本積累過度、大眾消費力不足、異化勞動的偽文明化、社會福利倒退、生

態環境破壞之苦。這些種種議題也拉開我們今天討論亞際間諸多問題的序幕。 

 
1.柴契爾主義是英國政治家瑪格麗特·柴契爾的一套經濟、社會、政策主張，也可描述她本人的行事風

格。瑪格麗特·柴契爾在 1975 年至 1990 年間任保守黨黨首，並在 1979 年 5 月至 1990 年任英國首

相。正如瑪格麗特·柴契爾自己在 1975 年保守黨大會上所說的，她拋棄了英國的「共識政策」，將自

己稱為「堅信的政治家」（Conviction politician）。 
2.雷根經濟學是指 20 世紀 80 年代美國總統羅納德·雷根的經濟政策，這些促進經濟成長政策通常與供

給面學派有關，也被稱為涓滴效應學或巫毒經濟學。 

我們所處的亞洲地區，在上世紀不同階段學習了西方文化大部分的事物，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

城市規劃…，而這一切都可以在今日「過度商品化」這條脈絡中找到印證線索。「亞細亞安娜其連線」

所切入的真實時空背景即是此時此刻的這個當下。 

二、國界的再劃分 

跨國企業的巨獸，總以無聲無息的方式切入我們的生活，近百年來國際上的經濟政策也在「自由主義

式」和「帝國主義式」兩者之間不斷反覆徘徊。上世紀九〇年代後，跨國資本主義和各國政府所提倡

的「新自由主義」結盟，資訊成為世界性的商品。資訊網路時代的來臨，更加速我們認知的國界崩解，

世界用我們意想不到加速度向前瓦解。因此，過去的「國界」、「國家」、「國族」的概念在今日的消費

社會之間，已經顯得古典且無所適從。這一代的亞洲人無時無刻在面臨新的挑戰。 

 

在日本當代重量級思想家柄谷行人所著《世界史的結構》一書中提到：「日本戰後憲法的精神，明顯



	  
	  

5	  

來自康德。但我重新閱讀康德，不只為了「和平」；我站在揚棄國家與資本的觀點，重新閱讀康德。

因為康德所說的「永久和平」，不只是沒有戰爭，而是消弭一切國家之間的敵對性；換句話說，就是

對「國家」的廢棄。」柄谷行人上面這段言論可說極為激進，但也超越「資本-國族-國家」唯一的道

路跟方向。事實上，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康德所構想逐步成真，那就是國聯（國際聯盟）與聯合國。

或許，透過這樣，永久的和平才有來臨的一日。 

 

ＡＡＡ的想法即是呼應此意念的美學展現，建立一個虛構的亞洲藝術連線，從中包覆着藝術家、哲學

家們的絕對理想。這是個極大膽的嘗試，從哲學家到藝術家再轉換到真實世界的實現，ＡＡＡ重新撿

拾起被社會國家捨棄的諸多信念。抉擇的當下都是人類面對真實現實的遲疑，這意念的實現過程看似

漫長，但是個極為浪漫的理想展現。 

 

三、再談反動的修辭 

「反動修辭法」不直接反對進步價值，而是反對那些實踐進步價值的行動。這正是反動修辭的「狡獪」

之處：它躲藏在進步價值的保護殼之中，卻執行著反進步、反動員的任務。如果你接受了這類反動論

述，你的結論必然是：不行動；你不必、也不應該採取進步性的行動，因為你怎麼做都沒有用，甚至

會導致反效果，或摧毀既有的改革成果。這種通俗性的反動修辭在你我生活週遭俯拾皆是：翻閱報章

雜誌，不難發現可供分析的文本。核能安全問題、資本與勞工問題、都更與居住權利等議題。 

 

反動修辭深具吸引力，不斷被重複，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人們，否則我們今天也不會籠罩在新自由主

義巨大的話語霸權下。「資本-國族-國家」這類的定義相當根深蒂固的界定了世界運行的方式。亞洲至

今還停留在 18 世紀以降西方列強殖民的情緒之中而毫無自覺。也讓我們被閉鎖在國家資本主義所建

制的無限迴圈之間…。看不見的巨獸不斷的換上一個面具遮掩著前一個面具，讓過度的資本擴張得以

延續統治。 

 

四、從亞洲話語權的缺席談起 

以西方藝術話語權當道的今日，亞洲的缺席總是被視為理所當然。亞洲當代藝術是西方饗宴上的配菜，

總是被當成西方藝術史觀之下的奇花異草，聊備一格的展望。而對於亞洲諸國來說，經過「模仿西方」

是增強健己的一種方式。同時，亞洲國家的政體非常複雜，幾乎包涵了當今世上所有形式的政府結構，

也是目前的全球熱點地區。從政經體制、文化價值、「模仿西方」的現代藝術概念，對本土主義者是

可以合理的成立。 

 

但今日，亞洲市場的興起也讓長期的西方經濟產生鬆動，跨國資本巨獸彼此的結盟成立也對國家政府

產生更大的影響力。同時，我們所面臨政治、經濟上的區域合作成為亞洲未來各方面的重要出路，而

對於藝術家、ＮＧＯ、替代空間而言，以子之矛還己之盾。跨國際的串聯（尤其在網路上）也形成解

構當今亞洲跨國資本問題的重要運動方式。 

 

五、 艱困的時代，也是屬於藝術家的年代。 

雖然亞洲面臨了的諸多困境，但今日，亞洲藝術家們所創造顯現出的新的震撼或趣味，仍可說是只有

亞洲藝術家和文化所能產生。亞洲如何面對世界？亞洲藝術家的可能？ＡＡＡ的成立藉由建立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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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彼此合作結盟，或許可為提供亞洲當代藝術提供一條參照的出口。 

 

日本自從上世紀泡沫經濟以來長期的處於低迷的狀況，兩年前的 311 東日本大震災事件，帶來的複

合式災難也不得不讓人深思人類高度發展資本經濟之後的諸多問題。可預言的是，當今的亞洲當代藝

術在近期將朝向不同的分歧點發展。在各種混種的、異文化的融合之間產生。現今亞洲所面臨的艱困

環境或許是一種契機，反而能為亞洲孕育出更多優秀的藝術家，激勵對於當代亞洲社會、藝術、政治

的另類文化觀點。  

 

而臺灣則是位於因為歷史的分斷面，地理位置上香港、臺灣、皆位在大陸的周邊，而臺灣與中國、日

本的密切關係又讓我們本身的既是內部又外部，也產生了獨特的文化樣貌。諸如台灣藝術家所擅長的

「國族/政治」議題也此展生。以及這些問題對應在東亞的脈絡之外。更包括比較晚清知識份子如李鴻

章和日本伊藤博文如何思考上述有關國家主體、語言與政治他者的理論性問題？日本如何面對大化革

新之後的原有價值觀的變遷？以及日治期間，台灣的主體化想像如何發生以及體制化？東亞現代性與

國家主義的論述如何擴散？ 後回到台灣的本土文學、當代藝術、表演藝術、影像、文化政策如何承

接或是回應？此種種都是ＡＡＡ等表現子題。 

 

六、藝術的破解語法 

資本主義社會所教會我們的，國家機器老早就學到了。代議制與資本主義構連的關係，遂行一種由語

言啟動的機制，自動閉鎖控制著人民，所引致的結果則在法律行為認定中與語言切割。若還要努力抵

抗那稱為怪獸的中心，即是從西方傳播而來的當代藝術，亞洲該如何面對自己的接收與轉譯，在這樣

的位置中取得站立的位置？亞洲藝術家們有沒有可能成為當今政經體制的例外？而ＡＡＡ又如何破

解這層次相關的語言呢？下面我舉出幾個有趣的例子： 

由日本的小澤剛、中國的陳紹雄和韓國的金泓錫三位藝術家所組成的藝術團體「西京人」，他們提出

了一個以假亂真的想像作為藝術的可能方向，透過找尋「西京」-一個歷史上被淹沒的城市名稱，讓看

來虛幻的行動轉化為具體的概念，成為對照當代生活的城市設想。同樣的，在臺灣則有筆者與 26 位

臺灣藝術家所共成立的「後民國-沒人共和國」，藉由展覽與成立「國家」的藝術事件來隱喻臺灣本身

與中國之間的糾葛情仇，藉此討論臺灣這島嶼在無法被歸類的模糊現況中該何去何從的未來關照。同

年，日本的坂口恭平，受到 311 震災與福島核災事件的影響，成立了「新政府」，並且自任為“新政

府首屆內閣總理大臣”。他對政府宣稱自己的新政府活動使用的費用是“藝術”活動經費，藉以規避

日本法律上的叛亂罪名。對外，他則宣稱，自己的“藝術”就是“政治”。此種以假亂真的擾動成為

藝術家實現創意的重要案例。 

我們從中可以看到藝術家的幽默創意，如何將創意轉換成 強的矛與盾，實現他們的理念。這些都是

藝術家們面對當今現實巨獸以小博大的轉換支點與實踐能力。 

 

七、結語 

    我們發起的「亞細亞安那其連線」（ＡＡＡ）可視為一群亞洲藝術家發起的跨國政治藝術「小運

動」。ＡＡＡ，是一場為「想像」而體現的集體藝術實踐，每位參與的藝術家、組織皆是多元而且獨

立的個體，彼此為相同信念所相互交織完成的創意集合。透過展覽與工作坊的進行與持續發動，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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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望能在思想與現實的縫隙之間找尋可能切入的界域。同時，我們也希望，此次的ＡＡＡ不只是短期

發生的事件而已，ＡＡＡ連線的立場是站在彼此都看得見的對岸上，一心同體的向僵化的湖面投入一

顆顆的小石，藉由激起一陣陣漣漪，彼此相互激盪、對話。 

 

這是一場以「在地主義」包圍「全球化」的過程，也是一場藝術界所發起由內至外自省的「內在革命」。 

 

 

三、參展藝術家與策展團隊資料 

 

藝術家  /   

臺灣：陳界仁 / 袁廣鳴 / 姚瑞中 / 杜珮詩 / 陳擎耀 / 葉振宇 / 陳敬元 / 張立人 

日本：森村泰昌 / 會田誠 / 照屋勇賢 / 坂口恭平 / 潘逸舟 

西京人：小澤剛(日) / 陳紹雄(中) / 金泓錫(韓) 

中國：孫原+彭禹 

印尼：JompetKuswidananto  強派特．庫斯納托 

 

策展人  /  吳達坤 

1974 年生於台灣台北，現任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策展人、臺北藝術大學動畫系兼任講師、

La Vie 雜誌專欄作家 。1995~2000 年就讀於國立藝術學院(國立臺北藝術大學)，2002 年國立臺北

藝術大學美術創作研究所畢業之後分赴芬蘭北歐 NIFCA 國際藝術村（2002 ）、紐約 Location One

藝術村（國巨科技藝術創作獎）（2005）、紐約 ISCP 國際工作室與策展計畫（2006）、東京 Tokyo 

Wonder Site(2008)、韓國釜山 Open Space Bae 國際藝術村（2009）等地駐村。長期觀察藝文生態

之外，亦從事教學、策展、出版、劇場…等工作，作品多次於台灣、英國、芬蘭、瑞典、西班牙、冰

島、美國、印尼、中國、 日本、韓國、澳門…等地展出。專長為影像裝置、新媒體藝術、公共藝術等

範疇，主要探討在電傳世界內影像對人的心理知覺狀態影響及社會化變遷的多重差異，以及運用影像

關注實驗性、社會性等議題發展。作品亦被國立臺灣美術館及諸多國內外基金會、私人藏家典藏。 

 

吳達坤為台灣替代空間 VT ARTSALON(非常廟藝文空間) 發起人之一，當任第二任總監。亦曾任中華

民國視覺藝術聯盟理事、台北當代藝術中心協會發起人、視覺藝術政策監督聯盟發起人、台灣文化創

意產業促進會發起人。 2011 年於高雄市立美術館所策劃之《後民國-沒人共和國》展覽獲得第十屆

台新藝術獎評審團大獎、藝術家雜誌評選十大公辦好展覽第一名。 其餘策展有：《替身術 II-台灣錄像

新貌》香港中文大學（2012）、《替身術-台式錄像展》紐約 456 畫廊（2010）、《幻影劇場 —台灣當

代新藝術》Blue Dot Asia 韓國首爾藝術中心（2008）、《ROOM19》關渡美術館（2008）等展覽。

參與策劃則有：《第九屆釜山國際錄影藝術節》（2012）、《第七屆釜山國際錄影藝術節》（2010）、《「夜

視‧台北」國際錄影藝術展》（2003）、《腦天氣》錄影藝術節（2003）… 等。 

 

策展團隊  /  就在藝術空間 林珮鈺 王承翊 

Project Fulfill Art Space 於 2008 年成立於台北，旨在提供一個當代藝術交流平台。就在藝術空間重

視與亞洲區年輕以及中青輩藝術家的合作，展出創作媒材包含繪畫、雕塑、裝置跟錄影新媒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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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持續舉辦台灣及亞洲當代藝術展覽。目前，就在藝術空間積極地與國外畫廊、策展人、藝術家交流

合作，過去曾展出來自各地頂尖當代藝術家，包括包括日本金氏徹平、Chim↑Pom、澳洲 Shaun 

Gladwell、香港李傑(Lee Kit)、越南 DinhQ. Lê…，2014 下半年我們也要請到威尼斯雙年展新加坡館

代表──何子彥將來台展出。此外，就在藝術之藝術家杜珮詩已受邀 2014 年至香港 Exit Gallery 舉行

海外個展。就在藝術空間近年也積極參加指標性國際藝術博覽會，如“Art Basel: Hong Kong”, “Art 

Stage Singapore”，增加台灣藝術家在國外平台上的曝光機會。 

 

四、合作單位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媒體協辦/ 

 

贊助單位/ 

 

指定投影機/ 

協力單位/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Tokyo Wonder Site (TWS)、 

就在藝術空間(Project Fulfill Art Space) 

耿畫廊(Tina Keng Gallery), Shugo Arts, Mizuma Gallery, P.P.O.W  

Gallery, GalerieContinua,Gallery Hyundai 

美術手帖、Art Asia Pacific、E-flux、典藏今藝術、大觀藝外、藝術家、 

Art Plus 雜誌、飛馳中網站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National Culture and Arts Foundation) 、 

普瑜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春之文教基金會、TKG Foundation for Arts & Culture 

EPSON 

NANZUKA 

 

 

 

 

五、展覽現場 

 

TOKYO WONDER SITE-Shibuya 

150-0041 東京都渋谷区神南 1-19-8 

TOKYO WONDER SITE 的主要藝術展覽空間，位於有「日本西門町」之稱的 Shibuya（澀谷）；該棟

建築物的一、二樓為展演空間，策展主題多與「次文化」相關，樓上則是類似台灣勞工局的行政機關，

也間接為展演場域帶入不同階層、不同文化觀點的多元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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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YO WONDER SITE-Hongo 

113-0033 東京都文京区本郷 2-4-16 

Tokyo Wonder Site 其中一個據點，為位於東京本鄉 Hongo、集行政、交誼等功能據點，改建自老

舊大樓，提供休憩空間給民眾與藝術家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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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展覽相關推廣－AAA 大東京連線衛星計劃 

 

AAA 大東京連線 

特別策劃 AAATokyo Alliance 大東京連線衛星計畫，與東京都內 15 個相關展覽活動結合，結合於 TWS

兩個會場外的衛星展場及表演場中舉辦的展覽、演出、座談、放映等藝術生產活動，並發行一本安那

其連線護照，裡面記載活動時間及地點，在每個地點插上ＡＡＡ旗幟，讓觀眾能夠按護照上的行程索

驥看展，串聯起真正的東京安那其連線。 

 

衛星場地包括： 

Nanzuka gallery、Art Fair Tokyo2014、Ai Kowada 

Galley、Hagiwara Projects、hpgrp Gallery、U 

Nihonbashi、Studio Aufheben、waitingroom、

G/P+g3gallery、gallery Coexist-Tokyo  

AAA 大東京連線護照  

 

 

七、展覽工作坊-東京灣圓桌會議 

 

時間：2014.02.06 

 

2014 年，311 福島核災事件發生後的第三年，因為輻射持續外洩、核廢料等問題無法解決，引致亞

洲各國勢力重新改組，各國政府與跨國公司更加緊密結合奉行新自由主義以延續其政治版圖。 

 

後民國 Republic Without People、西京人 Xijing Men、新政府 the New Government of Japan 與

數十位亞洲志同道合的藝術家結成同盟，堅守反核能、自由意志與人道關懷價值。2014 年 2 月 6 日，

由後民國-沒人共和國總理大臣招集了西京人與坂口恭平所成立的日本新政府在東京灣會師，宣布ＡＡ

Ａ亞細亞安娜其連線在東京成立，由三方代表簽署聯合公約。2014 年 3 月 8 日-4 月 20 日，ＡＡＡ

亞 細 亞 安 娜 其 連 線 佔 領 了 東 京 Ｔ Ｗ Ｓ ， 進 行 了 第 一 波 在 日 本 的 藝 術 家 展 示 運 動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Rmzkk6xe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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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媒體宣傳 

 

TWS 於 12 月份發布第一次新聞稿,宣布 2 月的 AAA 東京灣圓桌會及 3 月 AAA 計畫參展藝術家及Ａ

ＡＡ大東京藝術集結成立。 

以簡短文字介紹搭配醒目主視覺，強打第一波宣傳。 

 

媒體新聞稿 

	 

東京/台灣強勢巡迴！	 

亞洲最強無政府藝術組織「亞細亞安那其連線」首度於東京大集結！	 

	  
由關渡美術館策展人吳達坤所策劃的「亞細亞安那其連線」(Asia	  Anarchy	  Alliance，簡稱 AAA)，將於

3 月 8 日至 4 月 20 日於東京 Tokyo	  Wonder	  Site 藝術村盛大舉辦。本計畫由台灣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國際駐地研究及展覽交流計畫」與 Tokyo	  Wonder	  Site 共同合作，經過激烈審查由策展人吳達坤獲

得駐日考察資格，於 2012 年前往東京駐村之後所提出兼具在地與國際視野之展示企劃，回應國際社

會脈動，展現台灣當代藝術與國際對話的能力與企圖心。	  

	  

「亞細亞安那其連線」基本設定以「近代/當代」亞洲爲場景舞台，試圖在僵化的東京灣海面投入一

顆小石，推動在哲學思考與全球化運動的現實之間找尋可能的突破縫隙。每位參與藝術家的作品展

現既是個體亦是主體，透過作品的提問，凸顯出亞際自身的眾多社會性議題。這是一群亞際藝術家

發起的跨國「小運動」，一場對應真實「想像」而策劃的藝術實踐，盼望可為亞洲當代藝術提供一條

參照的出口。	  

	  

本次 AAA 東京展覽之參展藝術家包括陳界仁、陳擎耀、陳敬元、袁廣鳴、姚瑞中、杜珮詩、葉振宇、

張立人、孫原+彭禹、JompetKuswidananto、西京人（小澤剛、陳紹雄、金鴻錫）、坂口恭平等人，

作品於兩個主要展場 Tokyo	  Wonder	  Site-‐Shibuya(TWS 澀谷)與 Tokyo	  Wonder	  Site-‐Hongo(TWS 本鄉)	   展

出。除此之外，更特別策劃 AAATokyo	  Alliance 大東京連線衛星計畫，與東京都內 10 多個相關展覽活

動結合，並發行一本安那其連線護照，讓觀眾能夠按護照上的行程索驥看展，串聯起真正的東京安

那其連線。	  

	  

在東京展覽之後，AAA 將於今年 5 月份巡迴至台北關渡美術館，整體展覽規模更加擴大，除了東京

展參展藝術家之外，包括日本的會田誠、森村泰昌、越南的 Dinh	   Q.	   Lê、韓國的 JoonhoJeon 等人亦

將加入安那其連線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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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預告片宣傳 

2 月 AAA 東京灣圓桌會結束後，將整理精華版影像記錄放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也同步於展場內播

放，這是 直接的概念宣傳。另外在展覽開始前，也先後製作了 2 部前導預告片，陸續在宣傳 EDM

及各大網路媒體放送。 

 

[予告編] ASIA ANARCHY ALLIANCE Exhibition Trailer 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LHf5alK3DM 

 

[予告編] ASIA ANARCHY ALLIANCE Exhibition Trailer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nkaQWcOF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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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媒體露出及報導 

	  
Art	  Annual	  online2014/02/21	  
http://www.art-‐annual.jp/news-‐exhibition/exhibition/33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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