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感的存在是歷史與文化          賴瑛瑛 2003 

 
近三十年的創作歷程，賴純純迄今依然不斷地在摸索、嘗試、實驗、創新，

生命是一次次的自我反省及超越。無論是創作的形式、風格或是內容、態度，作

品中回應出個人的成長歷程及時代社會的變遷﹐也折射出在美學信仰上不斷的思

辯及印證。藝術之於賴純純不僅是遊戲、衝動，更是自我的救贖及實踐。 
為追尋藝術及生命的烏托邦，賴純純先後赴日本及美國求學，其後又參與了法

國、瑞士等地的藝術家交流計畫，多國的學習及生活經驗開展了賴純純寬廣的生

命向度，並潛入思考現代的美學理論實踐與藝術整體呈現的根本問題，作品材質

的意義，空間環境的關係及當代藝術創作的終極訴求等。賴純純的成長呼應著大

時代的社會、經濟變遷，其藝術的展現則凝聚二十世紀後期台灣整體的歷史與文

化。 
八 O 年代的台灣邁進了一個前衛藝術的新紀元，此時大量海外藝術家的回流，

引進了嶄新的創作型式及觀念，並解構了原以學院藝術系所及商業畫廊為主導的

台灣藝文環境。隨著社會的開放及經濟力的提升，1983 年台北市立美術館成立，

提供了最佳的展現舞台及開放的機制，藝術家因此受到肯定與鼓勵，台灣現代藝

術的發展邁進了一個創作活力十足的新境界。形色材質的探討及藝術根本的存在

與變化等烏托邦的追尋是為賴純純此期（1977-1988）藝術創作的信仰方向。台
灣解嚴後，歷史、政治議題的社會批判成為顯流，台灣文化的主體性成為共同關

注的焦點。女性議題也開始活絡起來，婦女開始對自身作探討，並自覺於性別政

治省思。藝術的展現是多元且開放，沒有制式的形式及標準，沒有一定的主題及

內涵。多國的旅遊經歷反而沈靜了賴純純向外的探尋，經歷了東西方美學的洗禮

後開始對於文化母體的反省及回歸，文化認同是為此期（1988-1994）創作上的
一個指引。（1995-1999）土地與記憶的時期，賴純純開始反思生命及藝術的母體，
以關懷、包容的菩薩心情回向宇宙萬物，在取捨自如、收放自在間，賴純純展現

了獨具個人特質的「心」的系列創作。21世紀是個遊走於虛實真假的數位時代，

藝術家經歷了生命衝擊、洗鍊，個性中的韌性、任性及純真、活力則再次以更明

亮自由的藝術復活。青春仙境（1999-2002）的系列作品中，藝術家命運交織的

色彩更形清晰燦爛。此文嘗試將賴純純近 30 年的藝術生涯概括性地分為四個時

期，以下將試由其各時期的代表作品逐一討論驗證。 
 
 

>>1977~1988烏托邦的追求  

回歸與思考 
1978 年自日本多摩美術大學取得碩士後，賴純純遠赴美國紐約進入普拉特美術



學院進修版畫。這時蘇荷畫廊正活躍地展出新幾何(Neo-Geo)的理性繪畫及超前

衛（Trans-Avant-Garde）的新表現繪畫，而現代美術館及懷特尼美術館則回顧著
達達、超現實以至普普藝術的複合拼貼及空間裝置藝術，全新的衝擊使賴純純回

歸到藝術創作的思考原點，作品走出純粹描繪的形式表現，開始嘗試以不同材質

的結合及各種由版畫轉印的間接痕跡，自由潑灑。受紐約學派，普普及超寫實等

當時藝術思潮的啟發，賴純純開始跳脫傳統學院養成風格，藉由新媒材、新個人

的表現以對應時代環境下的個人處境，企圖打破創作的侷限僵局。1981 年賴純

純在台灣美國文化中心個展時，已展現出材質使用的特殊性及豐富性，作品「夏

日海洋」是在賽氯氯透明片上繪畫潑灑後再與紙進行拼貼，作品呈現出流動性、

重疊性及透明光的特質，流露出個人的人格特質及螺旋式的經驗思維特質，是多

重的，可對話的，期許展現出生命萬物息息相關的多元的視野。 
身為一個藝術工作者，個人的獨創性和風格固然重要，更重要的是要將現實生活

的各種體驗、感受、思想、情感等加以融化昇華而藉著畫面表現出來。使觀者在

觀賞中得到情感與理智的交流，固我認為藝術品是否具有時代性，這是很重要

的。─賴純純 1981 
對於材料的態度，賴純純主張不用「材料」去模擬「材料」，材料本身具獨

立存在的意義。1977 年日本個展時，當時多摩美術大學指導老師大判先生就說：

賴純純的作品讓他看到了顏料。由此可以看出賴純純對材料的獨特看法與態度，

使材料展現本我，再相互關照而進入極限的原點，不再視材料為一種替代物而是

處境的狀態。而這也是賴純純個人詮釋下以物本存在的極限主義(Minimal Art)，
不是某種表現，而是一種表達。 
將一切抽離，讓色彩自己看自己，線條自己畫自己，至於整個空間，為何變藍變

白，變紅變綠，為何直著走，橫著去，聯色彩與線條，事先都不知道，去問誰呢？

─羅門 
八 O 年代對於台灣現代藝術的發展是一個重要的時代，此時大量海外藝術

家的回流，引進了嶄新的創作型態及觀念，並解構了原以學院藝術系所及商業畫

廊為主導的台灣藝文環境。林壽宇(英國)、莊普(西班牙)、賴純純(美國)等人相繼
回國，並與台灣藝術家張永村、胡坤榮等人經常聚會探討藝術精要與理想，並於

1985 年於春之藝廊舉辦「異度空間」、「超度空間」的發表展，開創了國內對於

低限、構成、材質等藝術思潮及流派的探討。在型式上，賴純純漸漸將繪畫轉向

立體的思考，從 2D平面進入 3D的探討領域。 
    1983 年台北市立美術館成立，這台灣第一座以現代藝術為宗旨的公立藝術

機構，新建築開闊的空間以及美術館新創的藝術競賽「新展望」、「現代雕塑展」

等提供了獎金及舞台，藝術家以此受到肯定與鼓勵而充滿創作精力，並將現實利

益置之度外。同時，美術館積極規劃專題展覽，努力打開國際現代藝術交流，前

衛新藝術在台灣呈現一股新活力新氣象。 
賴純純於 1981 年回國，正逢藝術環境草木逢春的時期，賴純純積極參予時代列

車的新理想，個展及競賽的參與將個人魅力拉抬至極高的能見度，對時代議題及



新風格發展進行探討而備受矚目。其旺盛的創作能量及純粹鮮亮的形色美學，逐

漸形成了賴純純個人獨特的藝術風格。1984「現代雕塑展」入選，1985「新展望
-讚美詩」優選，1986「現代雕塑展-無去無來」首獎，參與北美館「前衛\裝置\
空間」 (1985)、「實驗\行為\空間」(1987)等，凝聚了時代的能量。 

「無去無來」使用紅、綠、黃、黑等色相，在空中流轉、浮動、飛騰，構成

光與色的微妙造像，超越了自然極致，突破了光、色「存在」的律則，在「變化」

中求得最高心靈感受，是印象主義和抽象表現主義的藝術家們無法想像，而且難

以企及的視覺效能。─李再鈐 
1986 年賴純純於建國北路個人工作室成立『SOCA現代藝術工作室』，與藝

術家莊普、盧明德、張永村、葉竹盛、胡坤榮、詩人羅門、藝評家王哲雄等好友

經常聚會，並開設小型新觀念的藝術課程，現在藝術家蕭麗虹、陳張俐伊通公園

陳慧嶠、劉慶堂及在地實驗的黃文浩等人，皆是當年的一份子。同年開展了「環

境\裝置\錄影」的 SOCA開幕展以工作室為展場，作品無所不在與場域進行深度

對話，激進態度的熱情與理想，對當時的青年藝術家產生了深遠的影響，點燃了

台灣『裝置藝術』的熱烈討論，也開啟了台灣公辦展場之外的展場--「替代空間」
拓展時代。1995 年 SOCA現代藝術工作室再度以 95 行動工作室招募 10位年輕

藝術工作者為期半年的課程並展開「基本教慾」展，以一廢棄的啤酒屋進行一場

另類的展演。 
1995 年台灣台北建國北路-SOCAIII。這一特定場所是台灣 50 年來的縮影，

投影著這段時空下人性基本的教與慾。...所有存在的元素，都化為內容，空間不

再只是作為提供背景的位置，進而成為作品中不可替代的角色...這樣的過程、狀

態、體驗與其說是一場展演不如說是一個活動。有些活動是與物體表面發生交互

作用，有些則與物體本身發生關係，更有些是人與物體和瞬間的時空發生關係。

瞬息的空間是一種絕對空間，是無替代、無思考、無重複、無心、無執著的絕對

狀態。─賴純純 
 
存在與變化 
我們的精神是"絕對不滅之自然"的一個存在，它的活動從無窮繼續到無窮，

永恆不息。在時間與空間中，我們看來是各自分離的存在；事務雖經常變化，但

它的形式是固定的，永恆的，這便是哲學的要素。歷史的葴言是：事務相同只是

方式各異。 
歷史哲學在於了解；在無窮無盡的變化和轉變的事件中，在我們面前的只有

同一而不變的存在。我們因此必須認識存於一切事件中的同一性質，不管環境習

慣和風俗多麼不同，也必須看出相同的人性。既有深刻的認識，連本來的認識亦

同，他們的根底是在直視的理解中。一切不朽的思想和真正的藝術品是受其生命

的火花產生出來的過程，也是在於直視的理解之中，相反的從概念產生出來的東

西，只能算是幹才的作品，只不過是理性的思想和模仿，或者是以當前的人們的

需要為目標。─林壽宇 



1982 年在英國享譽聲名的林壽宇回台與莊普、賴純純、張永村、胡坤榮等

形成一個精神聚集的團體。林壽宇的藝術極限主張及絕對的世界自然觀成為這群

青年的精神導引。他們放棄了一切，日日夜夜聚集討論藝術的精要與理想，存在

與變化的理論就是當時最狂熱與絕對的信仰，一切事務的根本皆窮究其根本，揚

棄任何一絲雜質，探索生命的原始性、純粹性及單一、純淨的世界。這樣的絕對

意識及理想主義呼應賴純純內在人格特質，成為對藝術的狂熱及理想國中絕對純

淨的嚮往，這時期無疑是賴純純藝術生命的重要關鍵。1987 年賴純純再度離開

台灣，遠遊歐洲自我放逐，或許藝術家必定得經歷更多的人生歷練，更多的孤獨

方能走入生命的深層，林壽宇點著火種卻得靠賴純純個人的努力、燃燒生命的能

量，方能形成光亮的火焰。 
存在與變化為生命與自然的本質。「變化」就是「存在」的無限延續，存在的實

質就是無限的變化。─賴純純 
 

 >>1988~1994文化認同 

 
飛躍地平線 
人站在地球上觀看世界、宇宙，不論就一次元或多次元空間，依然只以人的

物理視角作推論。故以超渡的零絕透視看宇宙、自然、人生，以直觀方式表達，

這就是「雕塑自然」，以超理性和超感性去掌握它，透過形式外衣而自顯其本質

----時間自然、空間自然、人性自然。─賴純純 
 
海外的國際藝術村居留經驗，對於賴純純八 O 年代後半的創作有極大的啟

發。1987賴純純進入瑞士巴塞爾 IAAB國際藝術村。在瑞士期間，開始了線條、

造型、材質、光影、現象作更多理性探討，此期間作品皆以黑白、透明為主，將

顏色完全抽離，關注在形本身的變化及它外圍的描述。追求絕對存在(顏色\材料

\形狀)與理性，並從中尋找出自我及真我。在開闊明亮的現代惟幕玻璃工作室

內，她體驗著理性、嚴峻的德系社會秩序。對比著亞熱帶熱情血液的文化母體，

一個純粹理性、幾何的線條，勾勒著光影變化下物體的虛實、輪廓。另一則是回

歸筆墨感性的有機線條，書寫著詩詞，聽著南管的曲調轉折，在疏離、禁慾的放

逐自我，賴純純展開兩極化的苦行僧般的「個人線性」修行。 
1989-1994 年賴純純旅居舊金山，沉靜了飄洋過海的孤獨心靈，在此階段，

賴純純遊走展出於許多國家，發現到自己和西方世界思維的不同，並開始觸及東

方美學(繪畫\音樂\詩詞)，面對文化的差異及回歸，對於「存在」的體認，已非

「概念」性，而進入「狀態及處境」的體悟，即人與自己、人與社會及人與自然

的三方面的存在，並提出雕塑自然：時間自然、空間自然、人性自然的看法。這

其間以竹紙及絲綢畫布的新繪畫系列為代表；豐富的質感、筆觸及饒富文化意涵

的圖案花紋，形構繪畫底層。熟悉的文字詩詞、飛舞的線條暢懷於作品中。 



1991 年日本 nabis畫廊個展畫冊上藝評家峰村敏明曾就其作品「三月桃花看

飛紅」做了以下評語：看見飛紅並非第三者並非脫離世界成為觀察者。桃花自身

同為紅色，山野戲遊飛舞而照見紅，自身與她者轉換之前，在照見得瞬間，自身

與投射對象之間，並非順序時間。就在桃花目擊山間的「飛紅」，同時關照「紅」，

反過來說，桃花感受到內在滿溢的紅，感染了滿山野的情調。 
 
這段期間，賴純純曾赴法國南部拉圭培鎮居留二個月並於台灣三義的木雕村

創作木材質系列作品，由繪畫性平面走向立體獨立物件的空間構成。將紙上線條

凝聚成飽滿、張力十足的木頭雕刻，打磨光亮的木表，更施以鉛粉，以破除木紋

肌理，去除木頭塊量感的同時，彰顯形線的絕對純粹性。賴純純的單體雕塑，常

現出一飽滿張力，類似種子的有機生命體，其內在蘊含著時間的無限性及生命的

原創性所共同凝聚而成的生機。幾何線條及手繪有機線條和平共處並展開了對

話。讓不同元素的物件自然隨緣地共存，讓材質、造型、物件及巧遇拾獲的現成

物更隨性所至地成為作品的內容。 
賴純純的繪畫不論在主題的表達或技法的使用，都是以流動的光源及水氣的

浸透為要素，這兩向度的攝取並非是偶然的。賴純純的繪畫具備了如同中國文人

畫及美國抽象表現主義一樣，把自由動態的筆觸賦予高度的位置，再者，其繪畫

作為調和多元性而趨向一元性的方向，由多元性變為一元性，自分裂而成為調和

的定向。 
觀賞者與物體(雕塑)間，所引發起流動的運動參予感，或者觸覺的誘惑，或

者謎題的疑惑，甚至性象徵的隱喻。異質性的個別體其相結合並非是機械的，概

念的，或者是圖式語彙的關係，而是一個體喚起另一個體的對話，或者是由兩個

變成三個，對愛的欲求及生命的生成關係，就像意識底層的反射鏡上所映出宇宙

自然的秩序，及對生命欲求的脈動那種深遠而存在分享的空間關係。─峰村敏明 
 
 

>>1995~1999土地與記憶 

 
場、凝聚的力量 
 

1987 年台灣解嚴，歷史、政治議題及社會批判成為顯流，台灣文化的主體

性成為共同關注的焦點。性別議題也開始受到正視，婦女開始對自身作探討，並

自覺於性別政治省思。社會產生多元性思考與發展，藝術也回應社會環境、文化

的變遷，藝術的功能已不再狹隘單一，而是多元取向的展現，沒有一定的形式及

標準，沒有一定的主題及內涵，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藝術家，使用他們認為能夠最

佳詮釋主題的各類型材料。 
斷臂普賢獨語：『真空妙有』如果普賢不語，靜然默然；僅以心傳心；互見



真性，我看到你，你看到我。我用刀斧鑿開了心，像一朵野百合立地升起，展現

在普賢的面前，這只是一種虔誠的舉動，縱使我不這樣做，她的心也能看透我的

心。我的心也是空的，空得像一口深井，直到井底才有水，水靜止、無波、無紋、

如鏡；水清澈、無色、無味、可飲。但永不枯竭，你在井口看我，你看到了我，

我也看到了你。─賴純純 
1995 年賴純純開始回到家鄉定居－台灣。此期的創作「心系列」裝置作品

以進入個人內心世界的挖掘，明顯表達出對台灣土地的認同及記憶。「心房」、「心

車」、「心器」、「心藥」、「心水」、「心火」、「心田」、「心土」等作品皆為特定場域

（Site Specific）的裝置作品，她以具體或表徵的事物，尋求集體共同記憶，進行

對社會氛圍、現象、文化、本質作描述、詮釋、批判、回向。遊走在古今文化東

西美學的藝術生命，在不斷的向外尋覓後及反求諸己回向心靈。在窮盡「存在與

變化」的同時，展開個人的生命原點「心」的探尋，並就藝術、人文與場域的辨

證倫理提出具時空意義的看法，並身體力行。 
「心系列」緣起於 1994 年「真空妙有」之作，此作品為一尊大型普賢菩薩

模具，在質樸殘破的外觀模具內蘊藏著佛像，模具物件中最大的能量即是「空」，

意識概念如同模具一般的組具形構，佛家所說的『法』（型塑）。此「空」並非指

空空如也，而是象徵不斷變動的基模、潛藏於心中未知的潛意識及能量，它是抽

象，不具任何形體，且無遠弗屆的。模具-我們的外顯行為。 
就在觀音山下淡水河畔的「游移美術館-竹圍工作室」，賴純純照見了觀音山而開

始作品「心房」。賴純純將寫的＜＜心經＞＞紙捲搭製成一個如帳棚外貌的架構，

並使用在當地所拾獲的廢棄攪拌器作為安置於中的塔，形成一個如儀式祭典的場

域。「心器」以自我模擬型塑五色觀音，觀音的前面，鉛皮剪出抽象的投影是內

心的投影，觀音為精神的反射，並將這作品特別獻給母親。女性的真我如何超越，

父權社會制約下的身體及政治，又如何化解社會變遷、重組秩序時代，「心系列」

緣起於心經的書寫修行，正是藝術家超越世紀末焦慮而透過藝術表現，回向宇宙

的藝術昇華，亦是女性心靈重新賦予女我新的詮釋與意義的契機。 
藝評家簡瑛瑛曾就「台灣女性心靈與藝術表現」一文中提到...賴純純的「心

系列」以前衛藝術形式，企圖跨越國界、文化、科技性別表現出其對宗教社會之

反思、批判與關懷。不論是斷臂普賢或觀音塑像，均為意符或符號，真正核心則

在包容性的木製或金屬抽象「種子」造型上，超越表象之虛實而直指智慧。 
心藥－強力春藥，此作品展現了當時台灣鬱噪壓抑，原生原量的狀態。發生在社

會上的小事件往往透過媒體的力量，而成為家喻戶曉的社會新聞，社會成為一個

「物化消費性」的世界。開幕時以「春藥全席」晚宴的表演行為藝術中，賴純純

將台灣各種乖誕的社會事件，如宋七力、?榔西施等事件，用風趣調侃的手法將
人物「再現」。場域裝置著馬桶座椅，桌上擺上金色檀香爐，蒼蠅形體剖面容器

內盛著活泥鰍，隱喻台灣到處充斥的荒謬性。粘膩、濕冷的泥鰍則象徵著台灣噪

鬱、無奈與無力的存在狀態。晚宴場面到達沸騰點時，泥鰍及水也都飛濺四處；

此時賴純純手持七星劍，身穿五毒衣，隨著音樂起舞驅魔，為社會祈福；以民間



道教薩滿色彩，藉由身體行動及儀式來轉變身心的靈視及社群的磁場。 
作品「心火」以火之信物為生命內在能量；賴純純製做了九個白色的帳棚，

代表台灣的九族。駐營於國立台灣美術館，每到天色漸暗，帳棚內部的燈火閃爍。

每個帳棚中放置了一塊石頭，石頭上刻著分別代表九個族群對於火的象徵圖騰，

參觀民眾可用紙將這些石上的圖騰以紅色印泥，將其拓印下來攜回。而藉由此一

形式的落實，就如同將這股能量做一轉換傳遞，使人重新回到遠古，宇宙與自然

合一，身、心、靈的融合。超越理性思維，以直觀意願參與並提供能量，轉化內

心與社會大眾的靈視藝術。 
和眾多意象分明的裝置作品比較，「心系列」的創作顯得內斂隱喻、更沉靜、

更個人風格，也更趨近美學的表達。就直接的觀賞意象所得，這些作品介於抽象

和寫實之間，時而透漏社會性的觀照，時而返回美學的哲思。賴純純「心系列」

的作品表達出「禪定於物質、禪定於物相，而終歸於空寂」的哲學體認，除了表

現出場域性極強的空間建構外，關於時間本質的探討，也讓人印象深刻。─江衍

疇 
 

>>1999~2002青春仙境 

在巴塞爾過了一段「透明」的日子，工作室內透明的窗....反射出數十個我，

分不清楚哪一個是真實?做了很多小型全透明壓克力立體作品，這些小精靈在光

影下全化成蝴蝶，維妙的姿態，超越了時空，脫離了地心引力，有時化為一道光，

有時又是亮麗的線條，完全非物質化，凌空閃耀。─賴純純 1987 
 

21世紀是個遊走於虛實真假的網路時代，影像的複製再現，收放自由地呼

應著存在與變化的數位時代性。開放的藝術心靈，揚棄了沉重的世俗牽絆，輕盈

自由的展翅飛翔。 
賴純純從外在世界，開始觀照內在個體所不知的潛意識世界，自「存在與變

化」時期開始已潛藏著盤旋凌空而上的生命能量，無論於時空場域的相對下皆不

離其「色與空」的主軸。眺向 21世紀，賴純純脫去層層的智識束縛，而迎向輕

盈飛翔的色彩天空。從畫框的邊緣轉折空間的發現到材質雕塑的旅程，賴純純經

歷了 20 年的時光，專注於探討形體與空間的理論問題，將原我色相放置一旁。

對應著 2002 年「青春仙境」系列作品時，藝術家命運交織的色彩再形清晰明亮，

色彩又再度復活。如果說烏扥邦的理想國讓藝術家凌空擷取無去無來的雲彩，此

時期的藝術家已化作一道光亮，如同流動雲彩的有機體，物我兩忘飄然自得。 
「愛麗絲夢遊仙境」於 2000 年展現於環亞替代空間。賴純純結合環境的「總

體情境」，將藝術理念內化成為無限的想像。五顏六色巨大充氣的塑膠花中，飄

著鋼琴奏鳴曲獻給愛麗絲，迷迭香以溫度的形式包圍著，參與者有如掉入洞中成

為縮小的愛麗絲，一個伸縮自如，忽大忽小的孩童，經歷有趣、曲折的生命冒險

旅程。 



「女媧-仙境」於台北當代藝術館展現，參與者必須掀開那毛茸茸的門簾以

進入參觀。全場籠照著一片桃紅氛圍的總體空間，帶著一股神秘的溼度氣氛，如

同遠古的殿堂。空間迴盪著飛行於雲間低吟的女聲，踏著白長毛如同雲般柔軟的

地面，感覺到一個熟悉記憶中的溫度，中央上方懸吊一透明女性曲線有如飛天的

飛行體，光源正從上往下頃洩在地面形成如寶劍般的投影。  
女媧、仙境 
鮮紅寶石光透過迴渦纖維散發著濕熱神秘的氣質，子宮孕育生命的密室，我們遺

忘的記憶，那裡有深層源古的聯繫，生命樹記載著所有的過去現在與未來，重返

仙境、重返子宮、重返內在的真實。精靈的羽翅開展，遍體晶透，衝破那來至自

我投影而行成的恐懼試煉，追隨內在的聲音飛行在草原上，重新憶起。─賴純純 
 
「島嶼天空」2002網路裝置作品展於高雄駁二藝術中心、韓國漢城 Total museum： 
島嶼給我們孤立、封閉；海洋延伸擴展想像與希望；天空將一切超連結；在一切

可視與不可視，可能與不可能之間。超連結漂流在界域與界域之間擴充跨界可能

的新領域，顛覆不可能的界定。島嶼天空，陽光下飛翔的精靈通體明亮透澈，穿

透流動中，凝聽光艷聳立、、、、、、可能的迷眩即是真實。─賴純純 
賴純純「島嶼天空」結合了網路互動及連載小說的接力形式並以連結。展場中超

小的玩具模形，透過無意識中意識流的偶然與巧合於展場中展現。裝置現場中海

洋白雲如一顆顆水樣般的有機體，各種比例的小型人，與玩具公主、猩猩、恐龍、

軍人、綠臉的豬、毛毛小兔兔、蜥蜴、紙船等等結集成荒謬、天真、錯置、可愛、

疏離、焦慮、甜美、等等情境的總和，網路上放大的影像，抽離了所有的溫度與

溼度。賴純純在文本的小說開場： 
西邊的山陵線上透出 monitor 藍光，一種鳥兒，不！是很多種鳥兒都起來吃蟲蟲。

東邊的迷霧中泛著染的色彩，帶粉的紅漸漸地暈開來，就當這樣的光映在小兔兔

的快速轉動眼球上，在柔柔霧霧的粉紅下，出現了水綠綠的幽光。沒有星星的天

空，空氣中散播著放任的綠，漾樣的水文輕柔的蕩開，Bach的鋼琴聲被 Glenn 
Gould昵然著。 
樹陰下甚麼也看不見，鬱悶焦慮汗水濕滿了臉，往後退一步跌落了，迷炫了！失

重的人，用手去撐扥，軟綿綿的好像那一口豐滿的唇，跌落在堅持之中。傳說中

冰涼透心的水，是那麼的清晰，透明透明的藍飄動著薄荷綠葉脈痕，像是用顆顆

珠珠繡了起來，冰涼薄荷綠水悄悄的滑進體內，延綿的慾望滲透在每個細胞的末

梢，滿漲的思念，等待的回應， 
『怎麼了？』 

綠臉的豬用左邊的眼將右眼往上擠去，隨著冒泡閃出了話來。公主打開大眼

透過柳海廉子望了過去。 
『生日快樂』 
『好多小魚，好多彩色小魚』 
『小魚在空中飛翔嗎？』 



--------- 
  網路數位平台把世界向外無限延伸，我們在撲朔迷離的虛擬實境中翱遊、穿

梭；後現代文化中的反中心性、零散、邊緣化，在新的網路傳媒中被完全實踐出

來。網路傳媒的特質是分散與共享的傳遞系統，知識權力到處散佈，人人可得，

傳媒主導權掌握在每個使用者的手上。在人人都是閱讀者、人人都是詮釋者、人

人都是作者的傳媒時代，在此，文本是動態的、有機的，有無限的解釋可能，意

義可以無限伸衍，創作的態度也趨向輕鬆，宛如是一場遊戲。透過一次又一次的

解讀、詮釋，意義不斷的被拆解、重構，本欲剝離虛妄抵達本真，但也因陷溺於

永無止盡的探究，使得意義越來越表面化、零散化，也越來越呈現出不確定性，

越來越迷離幻走，飄忽不定，難以捉摸----陳水財。 
 
 
結語： 
 
公共藝術是一種將個人的創作行為與特殊公共場域的特質相結合的高挑戰。邀請

民眾在公共生活空間與藝術對話，藉由雙向的溝通與互動，拉近了民眾與藝術的

距離。晚近，賴純純將個人的創作能量盡情地發揮在公共藝術的參與上。在此，

她挑戰純藝術的傳統定義，將繪畫、雕塑、裝置等形式融合數位科技及網路，將

藝術的各種可能不斷延伸、拓展。創作的熱情及衝動在此通過嚴苛的檢驗，而個

人絕對的藝術理想終獲實踐及展現的機會。 
1998 年台北捷運南勢角車站「青春美樂地」即是其系列公共藝術的第一件作品· 
雙人行到青春嶺，鳥隻唸歌送人行 
溪水清清照人影，天然合奏音樂聲 
嶺頂春花紅白蕊，花蜂自由亂亂飛 
春風微微吹嶺頂，四邊無雲天清清 
青春歡喜青春景，春色加添咱愛情啊！青春嶺，青春嶺自由行! ─台灣老歌＜青

春嶺＞ 
『青春嶺』是一首台灣老歌,描述著台灣人努力打拼樂天的性格及追求自由

的精神 ;『青春』象徵著熱情，我們共同的記憶，記載著汗水、淚水、溫情與笑

聲 。生活中還有陽光、藍天、花草與鳥鳴自然的天真。就在這超現實的夢中，

賴純純獲得了創作的靈感，並將青春的元素轉換成現代化造型與色彩。「青春美

樂地」以流動的色彩、有機的造型來結合穿越透明色塊的光，繽紛炫目的外觀為

往來於捷運站中充滿精力的人群及朝氣蓬勃發展的大台北地區作生動的詮釋。

「美樂地」代表淨土、代表歡樂，源出於英文「Melody」（旋律）的發音，期許

讓每日忙碌穿梭於捷運站中的上班族、學生、老老少少，皆能抬頭看到「青春美

樂地」作品而舒緩心中的壓力及整日的疲勞，迎向光明、活力及內在的寧靜。 
即將於 2003 年陸續完成的公共藝術作品計有：將設置位於國道南二高速公路西

湖服務區北上側停車場入口處的作品「同心」。此件鋼鐵製雕塑品，一方面呼應



著文化圖騰中代表迅捷速度感的龍、鳳及麒麟，以象徵吉祥、升官、子秀孫賢所

組合成的「三位一體」。作品是交錯盤旋的鋼鐵穿透結構﹐造型上跨弧張力十足，

色彩上更具南國的艷烈活力，將是件當代雕塑的佳作。此外，「北縣啟示錄」將

設置放於台北縣政府行政大樓大門兩側的室內梯廳間的大壁面上。「流動的風采」

是對台北縣自然地理與人文環境的詮釋。畫面中有層疊交錯的豐富色塊、水墨留

白的畫面構成、韻律十足的筆墨線條及東方鳥瞰的流動視點，在結合東西方美學

的同時展現出充滿人文氣息的台北縣自然地理與人文環境。「建設的能量」則是

以幾何式的圓形及水平垂直線條所構成，圓形帶有飽滿、十全十美，幾何線條則

具明確精準的特質，代表了工業化的現代都市風貌，台北縣內林立的工廠，將可

視為大台北地區能量的發源地，而此作品一柔一剛的組合，完整呈現出台北縣充

滿活力的建設能量。其他計劃含：將設置位於國道南二高速公路古坑服務區作品

「蜻蜓」、台灣銀行圓山分行作品「生」及「和」。 
雖早自 1993 年在美國舊金山即開始參與公共藝術的活動，賴純純自 1996

年文建會推行全國文化中心公共藝術設置實驗案後更全力投入。公共藝術不是個

人的純藝術發表，其與場域特質必須在地理空間及人文環境上賦予獨特的詮釋。

藝術創作外的專業領域，包括建築、空間、結構、材質、製作、維護及估價等等

各方領域均亦扮演著重要工作。而除了有藝術理念及表現形式，又能在藝術與工

程之間達到恰當的展現外，最重要的是個人創作風格的延續及對藝術的堅持與信

仰。透過公共藝術的參與，賴純純展現了其驚人的創作力及不屈不饒的生命韌

性，並確切落實於作品的完成度及與場域間的融合關係。公共藝術的競標規範、

執行過程的繁複、時間的長度與壓力，還有公眾的考驗與檢驗等等，對於藝術家

而言實在是一項嚴苛的考驗。面對藝術這一條不歸路，藝術家積極投入公共藝

術，雖間接地暴露了台灣當代藝術環境的生態困境，卻可能是現階段台灣藝術家

的有限舞台之一。賴純純選擇一次次地參加，並有幸在公平競賽中獲得數次的肯

定，這是藝術家努力開創的展現舞台，也是為貫徹個人美學理想及信仰的機會。 
同心(鋼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