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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及 

離島地區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班尼迪克老師解題 

類  科：文化行政 

科  目：藝術概論 

 

一、美術館引進大型重量級國際藝術家作品展出，其效果和迴響均立竿見影。諸如高雄市立美術

館、奇美博物館、富邦美術館等，請說明你對此現象的看法及後續觀察，並請舉其中一個展

覽介紹之。（20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本題考驗同學對當下重要藝術事件的關注。平日務必掌握藝術新聞及各大美

術館動態，才能有效作答。 

【擬答】 

特展風潮 

自 1990年代以來，臺灣的博物館或美術館便興起一股引進重量級國際藝術家作品的特展風潮。

如：國立故宮博物院於 1993 年舉辦的「莫內與印象派畫作展」、1995年的「羅浮宮珍藏名畫

特展」、歷史博物館與高雄市立美術館 1997年的「黃金印象：奧塞美術館名作特展」、臺北市

立美術館 2000年的「世紀風華：橘園美術館珍藏展」、國立故宮 2001年的「從普桑到塞尚：

法國繪畫三百年」等。這些特展往往是國內外博物館、報紙媒體及企業相關基金會等的三方合

作，不但充滿話題性、吸引大量人潮，也使不看畫展者都願意參加，產生某種藝術教育的外溢

效應。但有時也會招致批評，如：文化買辦、過度商業化、歌頌英雄主義、陷入自我殖民困境

等等。 

以奇美博物館的「從拉斐爾到梵谷：英國國家藝廊珍藏展」為例 

座落於臺南市仁德區的奇美博物館，由奇美實業創辦人許文龍於 1992年成立，是目前臺灣館藏

最豐富的私立美術館。自 2015 年重新開幕起，已和國外美術館舉辦多次特展。今年 2024年 5

月至 9月，特與英國國家藝廊接洽舉辦「從拉斐爾到梵谷：英國國家藝廊珍藏展」。該展出拉

斐爾、提香、卡拉瓦喬、林布蘭、馬內、雷諾瓦、塞尚、梵谷、高更等 50位西洋藝術家的 52

幅真跡，從文藝復興到後印象派，是橫跨 400年的西洋繪畫史縮影，也是英國國家藝廊成立

200 年來其藏品首次來臺。在四個月的展覽時間裡，最後累積觀展人數突破 42.5萬人次，不僅

創下奇美開館以來特展的最高參觀人數，也為英國國家藝廊首度來臺寫下亮眼紀錄，同時各大

社群或媒體也都給予正面評價，堪稱叫好又叫座。 

看法與觀察 

由於是臺灣觀眾難得親炙藝術史代表作的機會，因此奇美的「英國國家藝廊珍藏展」在開幕前

便受到廣大關注，創下 3分鐘完售一萬張早鳥票、未展先轟動的紀錄。在參觀品質方面，館方

將每日入場時間劃分成若干時段，並嚴格限制每時段的入場人數，因此無過度擁擠狀況，觀展

經驗十分良好。此外，除了館方自辦的導覽活動，奇美也開放外部人士自行組團導覽。不過這

次展覽並非館方自行選件策劃的展覽，而是英國國家藝廊為慶祝成立 200週年之海外巡迴展的

一部份。此展自 2020年起，已到過澳洲、日本、中國、韓國等處，由於展示的都是精品，所到

之處都十分受歡迎。但這次卻是由奇美博物館主動接洽而來，因為近年已跟英國維多利亞和阿

爾伯特博物館合作過「蒂姆．沃克：美妙事物特展」（2021），並跟英國國家肖像館合作過

「時代的臉孔：從莎士比亞到紅髮艾德特展」（2022），對舉辦類似跨國特展，經驗豐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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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如此，奇美博物館也是臺灣唯一長年收藏西洋古典藝術真跡且公開展示的博物館，對於西洋

古典藝術的研究推廣有一定心得，而將英國國家藝廊藏品帶入臺灣，也符合其「為大眾而存

在」、「打破階級，使弱勢族群不用出國就能看到來自世界各地文物」的創館理念。因此這次

展覽，不是由報紙媒體主導，避免了過度商業化的問題，從展示到行銷都完全符合英國國家藝

廊的規格，更能從在地美術館的角度，重新調整論述，用說故事的方式將作品介紹給觀眾。就

個人而言，奇美的「英國國家藝廊珍藏展」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展覽，其藝術教育的外溢效應非

常明顯。雖然開放外部人士自行導覽，某種程度是變相鼓勵民眾開課收費，將文化知識包裝成

商品進行販售，驗證了「文化是門好生意」，但也滿足觀眾從入門到專家等的各種知識需求。

在這次展覽中，我看到瘖啞人士組成團體前來參觀。看著導覽老師透過手語給學員們講解雷諾

瓦，內心十分感動。雖然看不懂，卻是我在其他特展從未看過的。 

結論 

美術館引進大型重量級國際藝術家作品展出，某種角度符合後現代以觀眾為導向、文化民主化

的新博物館經營模式，不但能引起新聞話題、觀展熱潮，也是普及藝術教育、刺激觀眾反思的

好時機。就個人而言，由於臺灣的美術館很少收藏這些國際藝術家的作品，一般民眾只能透過

特展才能一覽原作；也因為特展在臺灣十分寶貴，專家批評多點到為止，很難形成後續漣漪。

總之，我們應該鼓勵臺灣的美術館多收藏大型重量級國際藝術家的作品，才能建立自主性跨國

收藏、專業研究、與國際對話的能量；也應鼓勵類似特展多在南部舉辦，才能避免倖存者偏差

或刻板印象。 

 

二、從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的「擬像（simulation）論」來觀察及分析今日數位影像勃興的

狀況。（20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同學必須理解擬像的定義，才能由此發揮，提出自己的觀察及分析。 

【擬答】 

何謂擬像及擬像論？ 

擬像是法國哲學家布希亞在其論文〈擬仿物與擬像〉（Simulacra and Simulation，1981）中提出

的概念，指失去原初模擬對象的影像或符號，一種在後工業時代為了刺激消費而創造出來的虛

擬對象。這種對象不是對現實事物的模擬，卻比現實更真實，是一種超真實（hyperreality），

不斷生產各種擬仿物，賦予真實世界各種意義和滿足感，深刻影響後工業時代的生活方式與價

值觀。如：虛擬歌手初音未來，本來只是日本克理普敦未來媒體公司（Crypton Future Media）

利用樂器製造商山葉公司開發之電子音樂語音軟件 VOCALOID 合成的女子聲音，用來模仿人

類唱歌的樂器，後來卻擁有姓名、樣貌、個性、身份及成名曲，2012年甚至在臺北舉辦實體演

唱會。 

數位影像的世界 

影像是人類視覺的媒介，而視覺是人類最重要的知覺能力，如何透過影像構建人類生活、表達

精神世界、進行訊息交換，就成了人類社會中最鮮明的文化表徵、面對現實的方法。如：數萬

年前透過洞窟壁畫反映現實、1930年代利用超現實攝影扭曲現實、1940年代設計戰爭廣告遮掩

現實等。到了 1960年，美國貝爾實驗室（Bell Labs）的工程師希望能讓電腦讀取照片，也就是

將類比訊號進行數位轉換，將影像數位化。如此一來，影像的本質不再是反映、扭曲、遮掩現

實，而是製造現實，儘管這個現實原本並不存在，都可以透過數位編修的方式創造出來。當然

一開始，電腦是昂貴且稀少的事物。但 1990年代後，尤其在臺灣，個人電腦逐漸普及，影像處

理軟體也相繼上市，伴隨著網際網路的興盛，數位影像世界正式到來。如今，數位影像透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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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型手機，已成為人人無法迴避的事物。 

消費世界與生存疑慮 

今日數位影像的勃興，除了電腦、網路、手機等數位傳播工具普及，也跟後工業時代一切行為

以消費為主有關。在工業時代，必須藉由大量生產，才能滿足消費需求。但在後工業時代，反

而要透過大量消費，才能滿足生產的需求。因此布希亞認為在此時代裡，消費品不停增加象徵

價值，進行影像或符號交換的結果，就是擬像產生的溫床。但模擬某種現實的影像或符號，終

究無法跟完全去除模擬對象的擬像相比，因為擬像可以完全天馬行空，只為了滿足消費者的內

心慾望。於是我們看到數位影像勃興，擬像也大行其道，讓人分不清或不願意分清虛擬和現實

的差異，也讓我們對生存在世的價值與意義，產生各種疑慮。 

結論 

就布希亞的擬像論而言，今日數位影像勃興和後工業時代的商品邏輯密切相關。當消費慾望、

象徵符號、數位影像等被連結起來，再加上低廉且容易取得的創造工具、快速而便利的網際網

路，真實或真相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這超真實的世界中感到愉快和滿足。但反過來說，

在這擬像充斥的時代，數位影像勃興或許也能豐富我們的知覺經驗、刺激我們進行藝術創作、

幫助我們反思生活的各種可能性。 

 

三、請以一件車站或捷運周邊的公共藝術為例（東西方皆可），試說明其設置之背景、創作者及

其特色。並說明數位科技加入公共藝術作品對其影響和你個人看法。（20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交通建設經費是設置公共藝術的主要來源，同學務必熟悉一件作品方能回

答。數位科技加入公共藝術是時代趨勢，維護管理十分重要。 

【擬答】 

所謂公共藝術 

公共藝術是以大眾需求為前提的藝術活動，也是政府、專業人員、社區居民等依法共同參與的

文化運動。就臺灣而言，廣義的公共藝術指一切設置在公共空間且具公共性的藝術。狹義則指

依〈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即公有建築或重大公共工程造價的百分

之一應辦理公共藝術，以營造美學環境。因此公共藝術有時又稱百分比藝術。臺灣自 1980年代

起出現設置公共藝術呼聲，1992年及 1994年通過獎助條例和施行細則並辦理示範點，1998年

通過設置辦法，至今已實施卅年，其中又以公共交通工程相關者最受矚目，也常引起爭議。 

以曲家瑞的〈板橋印象〉為例 

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學系教師曲家瑞，曾於 2001年完成板橋車站公共藝術〈板橋印象〉。板

橋車站是臺灣日治時期縱貫鐵路沿線較早設置的車站之一，原來稱作枋橋，1920 年才改成板

橋。由於臺北都會圈不斷擴大、人口稠密，為順暢路面交通、減少平交道，自 1995年起開始興

建地下化車站和新車站大樓，1999年竣工啟用，也因此依法需要辦理公共藝術。曲家瑞的〈板

橋印象〉耗資 500萬元，共包含三件子作品，即〈回家的路上〉、〈呷飽沒〉、〈畢業班

2010〉等。其〈畢業班 2010〉是藝術團隊花了 8個多月的時間，與板橋海山國小 20多位學生

合作，透過翻模製作半身塑像並安置在戶外牆上。〈回家的路上〉也是運用類似手法和板橋居

民合作，製作三組騎著摩托車的人與家庭。至於〈呷飽沒〉則是車站二樓中庭設置的人身等比

例立體塑像，主要描述一對夫妻手持飯菜相互對望的樣子。這種透過翻模塑像的手法和社區居

民合作，緣起於 1981至 86 年美國藝術家艾亨（Jhon Ahearn）和托爾斯（Rigoberto Torres）在

美國紐約發起的「拜訪布朗克斯人藝術計畫」，當時此作廣受好評，也是藝術介入社區、民眾

參與的典範。而曲家瑞的〈畢業班 2010〉，亦曾榮獲 2007年第一屆公共藝術獎的最佳民眾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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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獎。但 2014年卻傳出作品被廣告擋住，甚至不翼而飛的爭議事件。 

數位科技和公共藝術 

由於科技日新月異，許多創作者也開始使用數位媒體創作公共藝術。如：1999 年臺北捷運新店

線公館站，陳健、蔡淑瑩創作的〈偷窺〉便是一例。該作總共花費 395萬元，設置在公館站往

臺大出入口外廣場及月台層，是一組三件玻璃纖維的柱狀物，分別漆上紅、黃、綠等顏色，內

中設置液晶電視螢幕，即時播放由廣場及月台層攝影機攝錄的數位影像，能使觀察者和被觀察

者的角色互換。這是臺灣較早使用數位科技、也是當時少見的互動式公共藝術作品。但臺灣潮

濕多雨，氣候因素使該作品迅速故障，除了鏡面嚴重霧化無法觀看，投影設備也尋料不易，形

同報廢。這突顯出數位科技加入公共藝術作品後，管理維護相關後續問題，有時比設計安裝還

重要。 

結論 

由於公共藝術不論直接、間接都會涉及民眾參與問題，也因為公共藝術可以作為公民美學或生

活美學的推廣媒介，再加上數位科技的蓬勃發展，結合數位科技的互動式公共藝術已是不可逆

的趨勢。雖然在臺灣，結合數位科技或新媒體的公共藝術，有時會出現賣弄特效、故障率高、

維修不易、疏於管理等的問題，特別是設置在戶外的作品，問題更嚴重。但也有部分作品，不

但能結合車站或交通的空間特質，亦能和來往旅客建立良善的互動關係。如：2014 年由黃新健

創作於臺北捷運信義線世貿站穿堂層的〈相遇時刻〉等。因此，如何鼓勵藝術家藉數位科技創

造更具親和力和啟發性的作品，並滿足易維修、能耐久、好管理的要求，值得我們反思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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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鑑於現在藝術人文學科有逐漸打破過往的分類標準，而當下環境有越來越重視跨領域、跨學

科整合之趨勢，你認為文化行政者可能進行何種方式調整，以因應未來之實際發展需求？尤

其面對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科技風潮來襲。可舉出案例說明。（20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理解現代追求專業、後現代發展多元的脈絡，並以健全生態系為目標，才能

有效調整，面對各種風潮的衝擊。 

【擬答】 

 

學科的分類與整合 

人文學科的發展歷程，就是一個專業分工的歷程。在工業革命前，教育是為了形塑高尚品格，

因此學科分類的需求少。但在工業革命後，教育是為了訓練專業技工，因此學科分類的需求

多。最明顯的是將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分開，各自展開學科建構，以致產生兩種文化，彼此陌

生疏於溝通。藝術學科也是如此，藝術史學、藝術哲學、藝術創作等各有專業，西畫、國畫、

書法、雕塑等，各樣媒材、技術分開競賽也是理所當然。可隨著後工業時代的到來，世界變化

的越來越快，教育是為了適性揚才，培養能自我學習的人。尤其個人電腦和網際網路普及以

後，必須多元發展才能持續創新，因此學科朝整合或跨領域的方向努力。既然時代和教育的趨

勢如此，從藝術競賽的分類變化也可見端倪。 

以臺北美術獎為例 

臺北美術獎是臺北市立美術館（北美館）舉辦之公募美術比賽頒發的獎項名稱。最早可追溯到

臺北市政府於 1969年起舉辦的臺北市美展，但該展僅辦八屆便告夭折。臺北市美展停辦數年

後，北美館籌備處於 1981年接手復辦。當時的徵件項目就是以媒材來分類，如：油畫、水彩、

國畫、書法、雕塑等九類。1983年北美館成立，一方面推動複合媒材和裝置藝術，另方面繼續

舉辦以傳統媒材分類的臺北市美展，相當矛盾且不合時宜。因此北美館於 1996 年將臺北市美展

的分類減少，僅剩平面、立體、應用三類，更在 1998 年更改為造型、應用兩類，以符合時代所

需，但終究無法滿足各方對北美館舉辦當代藝術競賽的需求。因此北美館於 2000 年停辦臺北市

美展，並於 2001年起舉辦臺北美術獎。臺北美術獎的特色是完全不分類，並採複數首獎制，以

鼓勵藝術家進行跨域實驗和當代藝術創作。這明顯呈現藝術競賽或人文學科從分類到不分類的

過程，也深刻影響臺灣當代藝術發展。如：2002年王雅慧（1973-2023）的〈縫隙〉獲得第二

屆北美獎優選，是國內最早以錄像投影裝置獲得美術館競賽獎項的案例之一，直接鼓勵藝術學

院學生創作新媒體藝術。其後臺北美術獎的評審方式多有修改，但固定不分類已成為特色，甚

至以此增加國際交流的可能性。 

人工智慧（AI）風潮來襲 

所謂「人工智慧」，亦稱機器智慧，係指人製造之機器能模仿人類思維、進行學習並合理決

策、作出行動以達目標的整個數位運算系統。早期 AI研究是電腦科學的一個分支，主要涉及

邏輯、搜索和知識表達等領域，近年來由於電腦的算力大幅提高，加上網際網路數據庫的出

現，使 AI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並廣泛應用在眾多領域。如：影像辨識、語音辨識、自動駕駛

等。但對文創產業或藝術創作來說，最相關的是生成式 AI（Generative AI），即透過人工智慧

程式軟體和數據庫，生成新的文本、影像、聲音等創作性內容。現下較有名的生成式 AI程式

軟體有：ChatGPT、Midjourney、Open AI等。2022年 9月美國藝術家傑森艾倫（Jason Allen）

曾利用 Midjourney創造〈太空歌劇院〉系列作品，並獲得美國科羅多州藝術博覽會的數位藝術

競賽首獎。但許多人批評艾倫投機取巧，甚至認為這種完全去除手工、僅輸入關鍵字就能得到

作品的行為是作弊，遂引起巨大爭議。無獨有偶，2024 年 3月臺灣復興商工學生使用生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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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創作〈大鬧天宮〉，參加校內師生美展數位繪圖組得到首獎，經檢舉後撤銷資格也引起關

注，並促使教育部承諾研擬指引鼓勵適當使用。 

文化行政因應的方向 

從以上觀之，我們或有兩種因應的方式：一是肯定傳統，二是發展當代。在肯定傳統方面，我

們首先必須拋棄現代主義的迷思，認為歷史就是不斷朝單一方向進步，藝術必須不停否定傳統

才能無限創新。事實上就後現代或多元文化思潮的理解，這種迷戀現代主義同一性的價值觀，

是法西斯主義的溫床，強迫每個藝術人文學科進行跨域整合，並不利於整體生態系的健全。當

然，學科分類有可能產生本位主義，保存傳統也可能是食古不化的托詞。但我們仍應肯定傳

統、鼓勵藝術人文學科自主創新、讓市場或民眾自由選擇。再者，我們也可建立新的傳統，將

生成式 AI或跨領域藝術等個別專業化。有了明確的分類標的，才能進行有效的文化行政協

助，建構多元且健全的創作生態。在發展當代方面，首先跨領域的意涵大致有三：第一是跨媒

介，即視覺結合聽覺等多重感官體驗；第二是跨學科，即電腦科技結合戲劇影像等多項專業合

作；第三是跨社會，即新類型公共藝術、關係藝術或參與式藝術等由民眾決定藝術品質的共創

活動。由此可見跨領域普遍具有橫向連結、多方交流的特質，文化行政應朝這樣的方向去思考

和行動。其次，跨領域整合最缺乏各種資源的串連與集中，即產業、官方、學校、藝術家等的

共同合作，也需要藝術與生活結合的理念和企圖心。因此，鼓勵藝術家結合工程師組成創作團

隊，發展特殊技術申請專利，打造個人或工作室品牌，協助爭取向國際輸出或提供服務的機

會，便顯得十分重要。 

結論 

藝術人文學科逐漸打破過往分類，藝術創作朝向跨領域發展，AI科技風潮來襲造成各樣爭議，

都是不可逆且無法避免的趨勢。既然如此，作為一個文化行政者，應該先肯定自己的過去和傳

統，而不是為了跟上時代潮流進行全面革新。其次應鼓勵跨領域或各類新科技創作更加專業

化，形成屬於自己的傳統，才能不停累積知識，發展具主體性的技術。再次是理解跨領域風潮

真正需要協助與發展的部分，建構平台、鼓勵交流、使藝術與生活結合。最後應完善法規、拔

擢人才、彈性管理、將打造多元且健全的創作生態系視為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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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請問你如何看 2022 年臺南市立美術館「亞洲的地獄與幽魂」展覽所帶來的風潮？對於一個

藝術行政工作者而言，你觀察的幾個專業面向為何？（20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亞洲的地獄與幽魂展是當年最熱門的新聞之一。本題考驗同學對時事的熟悉

度，及對藝術行政業務的理解。 

【擬答】 

亞洲的地獄與幽魂展 

據 2021年內政部資料統計，臺南市是全臺寺廟教堂最多之處，合法登記者便有 1627座，佔十

分之一強，號稱「眾神之都」當之無愧。臺南市美術館（南美館）於 2018年正式開幕，是臺灣

首座行政法人美術館，成立後立即碰到疫情，但也陸續舉辦「向眾神致敬」（2020）、「信仰

迴路」（2021）等展覽，除探討臺南特有的宮廟藝術和民俗信仰，也以此回應疫情時代。由於

臺南的文化脈絡特殊，因此在文化部李連權常務次長的牽線下，獲得與法國凱布朗利-席哈克博

物館合作的機會，將其於 2018 年策劃之「亞洲的地獄與幽魂」特展巡迴至臺南，並於 2022年

的 6月至 10月展出。該展主要透過館藏，介紹數世紀以來日本、泰國、中國各地的傳奇鬼怪和

地獄觀念，以及亞洲對未知世界的恐懼與想像，輔推出便大受好評。而這次展覽來到南美館，

法方同意加入臺灣視角，除雙方共同選件，也向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和臺南學甲慈濟宮等商借

展品及資料，以呈現臺灣的鬼怪傳說，並邀請臺灣 9 位當代藝術家透過作品探討在地的生死

觀。 

風潮與爭議事件 

這次南美館的「亞洲的地獄與幽魂」特展，共展出 180 件文物及作品，並透過：地獄的想像、

遊返的鬼魂、幽靈狩獵等三個主題，分別加以呈現。由於沒有宣傳預算，只好如往常在社群媒

體分享，沒想到卻因小編隨手發佈一張法方提供的殭屍展品照片、一句「Coming Soon.」而爆

紅。這張照片本意是表達中國特有的湘西趕屍文化，卻激起從小看香港殭屍電影的臺灣觀眾熱

情。不但立即獲得數萬人前來點讚、留言、分享，訊息觸及率暴增七百倍，再加上農曆鬼月話

題，迅速引起媒體爭相報導，真是未展先轟動。但負面批評也蜂擁而至，許多宗教團體紛紛發

聲，認為怪力亂神，最後驚動市長出面視察並說明。當然，開幕後許多疑慮逐漸澄清，爆紅的

殭屍不是重點，重點是透過許多文物展品探討亞洲人對未知世界的恐懼與想像。但許多觀眾就

是衝著殭屍來，不但希望展覽越可怕越好，還把美術館想像成遊樂園鬼屋，想體驗民間傳說十

八層地獄等等。某種程度上，南美館也從善如流，除了舉辦鬼怪扮演活動，提供平安符供民眾

安心，咖啡廳也推出模擬血漿等限定飲品。只是觀眾要求的驚悚夜宿體驗，最後並未辦理。最

終，三個月的展期吸引了超過 30萬人次進場，不但創下開館以來的紀錄，也入選當年度的十大

公辦好展覽。 

藝術行政角度的觀察 

就研究的層面來說，這次展覽能加上臺灣的展品和觀點，實是此類國際巡迴展的突破。不但保

有自身的主體性，也能創造一個相互觀看的機會，讓臺灣人反思自己的文化。如：南美館方提

供的臺灣鬼怪電影海報等。而在展示部分，由於法方多從流行文化的角度入手，才會製作殭屍

模型。這不是臺灣習慣的方式，沒想到引起巨大風波。而大部分觀眾都是衝著殭屍而來，很多

是新觀眾或觀光客。這些民眾不熟悉館內規範，常佇足在幾個特定區，甚至夾帶各類條狀物品

入場。這不但造成擁擠，觀展品質下降，也對展品安全造成巨大威脅。另有觀眾反應作品標示

說明不清、脈絡紊亂，既無註記展品來自何國家，也分不清是文物展或創作展。這涉及到南美

館的展示空間是非線性的容易失焦，論述無法清晰指引，更缺乏館方導覽，這些都要大幅改

進。最後就行銷、管理而言，雖然成功吸引人潮，但負面聲量不少。許多觀眾反應動線差、排

https://www.public.com.tw/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3地方政府特考) 

共 8頁 第 8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隊長、服務慢、展覽空虛。這或許是展覽定位、目標客群等，與原本不同所致。因此事先設計

各種備案，加強訓練人員的應變能力，便十分重要。 

結論 

2022 年的「亞洲的地獄與幽魂」特展，確實吸引了國內觀眾的目光。但從藝術行政的角度檢討

起來，有許多值得鼓勵之處，也有需要改進的地方。這次展覽能成功引爆熱潮，與其說是運

氣，不如說是展覽主題貼近庶民生活。再加上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的藏品、臺南獨特的城市文

化，更容易製造話題性，勾動人們前來的好奇心和慾望。不過，展覽過程中造成的混亂和不滿

也很多。有些人認為名過其實，有些人覺得這是法國的東方主義凝視，也有些人對某些臺灣藝

術家作品感到不快。但我想展覽就是各種意見交流的平台，只有繼續多辦，才會越來越熟練、

越來越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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