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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台北当代艺术中心的对话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0-01-14 01:25:24 |　文章来源： 当代艺术与投资

对话时间：2009年12月7日

对话地点：深圳市民中心VIP室

郑美雅：台北当代艺术中心基本上是个提供艺术家、策展人、艺术评论、不同领域的文化工

作者、运动者聚会的空间，是用来讨论艺术创作及文化政策的。现在在台湾，美术馆不会去做这

种空间，艺术空间不会去做，私人企业也不会去做。所以我们想要去创建这样一个地方。

人们走进当代艺术中心首先看到的是办公室。这让大家一进来就可以知道这个中心在做什

么。以前艺术机构里面的生产过程和办公室都是藏在后面的，我们想让这个概念整个反转过来。

让你一开始就知道是哪些人在工作，很容易接近我们并形成一个比较开放的对话。我们在一楼还

设了一个咖啡厅，它是半公开的，任何的艺术家，艺术工作者、团队来这边，都可以自由享用。

这里有一个自动贩卖机，你可以自己投钱，自己喝咖啡，讨论事情等等。策展人和艺术家也可以

约定一个时间来这里做研究。

杨俊：我想我们首先是一个非营利的空间，是一个“社群空间”（community center）。不像

一个美术馆或者博物馆，它们都自己有趣味点，甚至有的会有自己的政治语境（political

context）；画廊或者艺术机构，甚至想把自己做成一个商业品牌，但这个空间是以艺术社群为主

体去设想创造的。

郑美雅：我们在九月份的时候开了一个记者会，记者会上我们向记者和台湾大众发布了一个

我们的宣言，这个宣言里也提到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独立的当代艺术空间。对这个“独立”的概

念，大家可能会有所误解。以为我们不会跟画廊合作，完全拒绝所有公共部门的资源。但其实不

是，我们是在寻求一种独立的经济系统。希望真的可以做一些促进整个台湾当代艺术的生态健康

发展的事情，我们会去寻求各种形式的赞助跟任何不妨碍中心独立性的各项资源，创造一个自主

的经济系统。这里面当然包括跟画廊的合作，公共部门的合作等等。虽然从现在台北整个文化的

发展环境来看，它的文化政策是越趋保守的，这个“保守”，包括越来越多国家的意识形态的介

入。因为文化艺术高度仰赖公共部门的资源，因此很容易受到政策改变的影响，延续的文化政策

也会跟着改变。这些文化政策并不是经过我们这些置身其中的人群所讨论出来的，而是被资源的

来源所左右，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变得很被动，很容易被改变。我们希望在这个空间里面讨论

的是，如果我们不满意这个现状，这些文化政策，是不是有其它替代的解决方案？而这些解决方

案是文化工作者自己组织聚会所讨论出来的，不会一昧地受到环境和政策的影响。

戴章伦：据我所知，台湾有一些类似的艺术家自发组织起来的空间，比如台北的新乐园，伊

通公园等等。那么你们觉得台北当代艺术中心协会跟这些已经建立起来的这些空间的区别在哪里

呢？

郑美雅：我想可能是立意不太一样。新乐园是一群美学品味，创作想法上比较接近的艺术

家，他们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创作空间，那么就大家一起共同去负担这个空间的费用。台北也有其

它一些这样的空间，比如现在比较新的“打开：当代艺术工作站”，都是因为艺术家们的创作方

式，美学品味比较接近，所以聚在一起创建一个空间。可是当代艺术中心不是这样的想法，我们

想要做的是一个更加具有公共性的东西。也许艺术中心协会中的人，美学趣味不是那么接近，但

是这些艺术家和艺术团体对公共性的事务是有兴趣的，大家聚在一起，并不是为了某个单一的艺

术形式或者审美趣味，也不是为了谁能有更多的展览机会。大家聚在一起是要重新讨论艺术生产

的过程以及我们现在艺术的环境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一开始就告诉大家我们是开放的，包括跟打开工作室，新乐园的合作。我们还会邀请纪

录片的导演，声音艺术家等等。我们不希望空间或者团体之间因为美学趣味或创作形式的不同大

家就不讨论交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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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就不讨论交流了。

另外包括我们为什么还要建立一个档案库？接下来我们将会邀请很多国际策展人过来中心，

在这个空间里台湾的艺术家可以通过一种非官方的国际交流方式跟这些国际策展人有一种沟通。

那么这个档案也就要求要很专业，当国际策展人来的时候，他确定一个研究的方向，我们能够告

诉他在这个方向上有哪些艺术家在做哪些项目，而不是以往那种随意的，非持续性的国际交流。

戴章伦：今年三月，在首尔经营了10年的独立空间Ssamzie Space倒闭了。现在去经营一个

独立空间和机构都需要大量，而且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在资金的整合方面你们有什么考虑呢？

杨俊：首先我们得到了一个两年的免费空间的承诺。现在中心一部分的资金是我们自己凑

钱，另一部分会有艺术家作品的捐赠，我们也得到了收藏家的支持，愿意收购作品来支持中心的

经费支出。

郑美雅：目前草创阶段就是我们这几个人自愿来参加开会，讨论、工作。我们现在加入的人

里面有很多艺术家，包括杨俊，陈界仁、崔广宇、洪东禄、姚瑞中……等等都愿意捐出作品。通

过这些艺术家的作品捐赠我们可以得到第一年大概70%的经费；另外30%，就是策展人去申请一

些比较有独立性的策展经费，这些经费及资源虽然来自公部门，但并不夹带着特定的政策使命作

为回馈或目标，由策展人自行申请。

另外，我认为这个艺术中心目前为止最重要的资产就是人。这个艺术中心的发起人几乎可以

说是在台湾今天的当代艺术界里最活跃的一群人。我们现在并不急于要去生产很多的项目，因为

在这些发起人里边，很多人本身就已经有一些在讨论或者在执行的项目。那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

串起来，形成一个net work（工作网）。

对于基础预算，我是还蛮有信心的，因为台湾还是能够找到一些企业的赞助或者是公共部门

的赞助。事实上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会比较小心去对待一些资源，特别是有可能妨碍独立性的资

源。所以刚开始的草创阶段主要会是以艺术家，策展人愿意贡献的计划或资源为主。但是过了一

两年以后，艺术中心工作的成效显现出来，我们会比较有足够的条件去争取一个稳定的，来自政

府的，来自企业的和我们自己的资金支持。

戴章伦：那这个中心将来会不会跟大陆的艺术家或者艺术机构有合作呢？

郑美雅：我觉得都有可能，因为它是一个net work，我们并没有把它想象成就是台湾的艺术

中心，不只是大陆，也可能是香港、韩国、日本，新加坡如果大家可以一起做一些什么事情都是

可行的。我们非常欢迎。

戴章伦：中心的办公室是会有一些长驻的办公人员吗？

杨俊：是的。我们现在考虑是2、3个人。另外我们发起人里边也有一些在不同的大学里教

书，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个“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的计划，他们可以来这里讲课，打破不同

学院之间的界线。比如我们设计图上的二楼，我们有意把墙都拿掉，整个空间是一个演示空间

（presentation space），它可以作为演讲(lectures)、座谈会(conferences)、论坛(forums)或是

大型聚会的空间，也可以让艺术家在这里演示自己新的作品。三楼、四楼则是展览空间。未来这

个艺术中心主要将是一个论述空间，因此我们会优先考虑聚会及讨论的空间，展览则是不定期举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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