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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介 紹

姚瑞中
藝術家，專長為攝影、裝置及藝術理論，師大
美術系兼任副教授。1969 年生於台灣台北，
1994 年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畢業，多次
代表台灣參加世界各地藝術展覽。

台灣自 1987年解嚴後，歷經本土化論戰、台海危機、

總統民選等事件，逐漸往現代民主體制摸索前進，藝術

界也試圖打破社會規範、藝術體制、傳統美學。

當時「當代藝術」這四個字尚未出現，90年代初期台灣

藝壇面臨了一個險峻狀態，1991年股市衝到 12000點，

當時畫廊產業興隆，但到了 1993年本土化論戰後就崩盤

了，主要是藝術市場跟著股票泡沫化所導致，藝術家們

苦於缺乏空間展出，紛紛成立團體或在廢墟、替代空間

中尋找出路，作為全台首善之區的大台北陸續成立許多

以團體名義經營的替代空間，從「伊通公園」（1988）、

「二號公寓」（1989）、「新樂園」（1995）、「竹圍

工作室」（1995）、「在地實驗」（1995）到後來的「非

常廟」（1997）、「打開當代」（2001）等，藝術市場

寒冬漫漫，1996年國藝會剛成立，但客觀環境是畢業即

姚瑞中回憶，每當他出版「海市蜃樓：台灣閒置
公共設施抽樣踏查」系列，蕭老師都義氣相挺買
個三、五十本贈與好友和相關單位，俠女精神、
上善若水，令後輩汗顏者眾，堪為台灣當代藝術
推手之典範。特別撰文懷念蕭老師。

失業，更缺乏國際雙年展舞台，出國駐村機會也很少，

那是一個藝術環境尚待開發的時代。

1996年我自空軍退伍後蟄居蘆洲，因無所事事、一心

創作，當時思考單打獨鬥無法長遠，於是號召北藝大第

八屆同學（大多是登山社成員）一起成立團體，因為住

在蘆洲長安街 162巷後面有間慈惠堂，索性就叫「非常

廟」，剛好當時在三芝有一棟廢紡的偉新紡織廠（最早

由張力山作為創作基地），後來學弟在那裡做了一檔實

驗性展覽「交互・作用」，我們退伍剛好那批學弟要去

當兵，於是接手在 1997年 3月成立「非常廟」，招牌

寫在一塊爛木板貼在廢墟廠房門口，舉辦了首次聯展

「末世漫遊」，展覽反應還不錯，所以就繼續打游擊、

辦聯展。

1997 年在竹圍工作室舉辦的「非常流」。

1990 年前後藝術市場跟著股票泡沫化，藝術家們苦
於缺乏空間展出，紛紛成立團體或在廢墟、替代空間
中尋找出路，在大台北陸續成立許多替代空間，包括
1995 成立的「竹圍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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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畢竟是一時的，結束「非常流」之後出國駐村多次，

一晃七、八年過去，期間研究全台灣藝術組織，發現團

體沒有據點、只打游擊是不會長久的，而且組織要不斷

換新血，這是生物界正常法則。

當年「非常廟」只是借牌，雖有團體名稱、但只能算個

空殼子，因為沒有實體空間可以累積能量，跟「竹圍工

作室」合辦展覽最大的啟發就是成立藝術空間，有了空

間才有籌碼，不同階段有不同客觀條件，會產生調整過

後的結構質變，若沒有當初的「非常流」或許就不會有

現在的「非常廟藝文空間」，而竹圍工作室與國際連接

的典範，也影響了許多後繼藝文空間朝國際交流以及專

題策展方向前進。

藝術參與社會的豐碩成果

竹圍工作室似乎長期以來都跟「水」有著如影隨形的聯

繫，除了淡水河畔地緣之利舉辦許多環境藝術之外，偶

爾也有被水淹「泡湯」的經驗，其中最著名、且獲得

2012年台新藝術大獎的長期耕在地水資源計畫，由總策

與蕭老師結緣在 1997 年 8 月「非常流」展覽

1995年蕭麗虹與范姜明道、陳正勳等人成立了「竹圍工

作室」，除了專注陶藝創作之外，因為許多藝術家朋友

找不太到空間發表作品，因此熱於助人的蕭老師逐漸將

此地轉型為複合式藝文空間。

與蕭老師結緣是在 1997年 8月「非常流」展覽，參展藝

術家們於 8月 3日下午二點在陶藝工作室電窯前舉辦開

工大典，祭拜天地神鬼、燒紙錢給好兄弟，此展最大特

色在於所有作品最終都消逝於無形，我在冰塊墓碑上鑿

出金剛經四句偈「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

電，應作如是觀」。最後化為一攤水，之後於 8月 17日

中元節晚上「放水流」，用磚頭臨時搭建的「作品火葬

場」將展場內所有作品火化，劉時棟在外牆用紙貼了一

隻燃燒的浴火鳳凰，來自舊金山的 Rigo 97用紙板做了

一台三輪車，內置長串鞭炮，火化時霹靂轟隆、響徹河

畔，做為整個普渡儀式之結尾。

非常廟跟竹圍工作室合辦展覽，獲得很大的啟發

1  參展藝術家於中元節燒紙錢給好兄弟。  2  「非常流」展出全景。

1 2

展人吳瑪悧老師帶領「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下轄

五個子計畫，包括：

「樹梅坑溪早餐會」（社區居民）、「低碳都市村落：

流動博物館計畫」（淡江大學建築系）、「在地綠生活：

與植物有染」（竹圍國中）、「我校門前有小溪」（竹

圍國小）、「社區劇場」（社區居民與竹圍國小自強分

校）以及其他周邊活動。

各子題有一位主持人：黃瑞茂、容淑華、張惠莉、辛佩

津、蕭麗虹，在子題中參與的藝術家擔任引導者或教師

角色，透過立體化、生活化、過程化的細膩分享與互動，

充分示範藝術參與社會的良善動機與豐碩成果，付出心

血絕非熱衷奇觀化、節慶化、煙火化的長官所能理解。

1  所有作品都普渡燒給「好兄弟」或「放水流」（左二為蕭麗虹）。    
2  在陶藝工作室電窯前祭拜。
3  用磚頭臨時搭建的「作品火葬場」。
4  姚瑞中在冰塊墓碑上鑿出「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
電，應作如是觀」，最後化為一攤水。
5  來自舊金山的 Rigo 97 用紙板坐了一台三輪車，內置鞭炮燒掉做
為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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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老師默默收藏了一批台灣當代藝術精品，
協助許多年輕藝術家朝創作之路繼續挺進，
逝世前將 43 件作品贈予台北市立美術館珍藏。

蕭麗虹老師 2005 橫濱三年展與姚瑞中作品合影。（圖片提供＝姚孟吟）

陪伴台灣當代藝術發展，培養眾多藝術人才

隨著蕭麗虹老師 2021年暑期於新加坡過世，陪伴台灣當

代藝術發展超過 26年、培養眾多藝術家與藝術行政人

才、連結國際相關藝術村交流的竹圍工作室在眾人惋惜

聲中於 11月底落幕，放眼台灣，除了台北國際藝術村之

外應無其他私人單位可堪比擬，留下許多珍貴文化遺產

與美好記憶。

竹圍工作室所帶領的幾個研究案標榜「在地行動 /國際

連結」，包括：「藝術創作與交流的磁場：全球藝術村

實例」(1999)、「文化空間創意再造：閒置空間再利用

國外案例彙編」(2003)、「超越：台灣全球藝動與機會」

(2013)、「Creative Environment _ TAIWAN」(2019)等書，

皆打開了台灣國際藝壇視野。

記得 2018年蕭老師出版「不良嗜好：收藏台灣藝術四十

年」，亞洲文化協會台北分會張元茜執行長邀請「北

三三」成員至家中介紹新書，蕭老師開著草綠色福斯金

龜車塞著一件作品運來給貴賓欣賞，打開一看十分驚

訝，居然是十幾年前典藏在下舊作《二粒一百》，當時

才知道蕭老師默默收藏了一批台灣當代藝術精品，協助

許多年輕藝術家朝創作之路繼續挺進，甚為感佩，為了

妥善保存這批作品，蕭老師逝世前將 43件作品贈予台北

市立美術館珍藏。

熱心公益、樂善好施、俠女精神、上善若水

其實蕭麗虹老師在 1987年解嚴前後的台灣藝壇，以陶藝

裝置《來了，去了》入選 1988年現代美術新展望、1992

年以《老梯子》獲得台北現代美術雙年展大獎，她的斜

槓人生除了藝術家身分之外，尚包括推動替代空間、收

藏家、教育家、環境藝術推動者、藝術參與社會協作者、

閒置空間再利用催生者、藝術村營運者、作家等多重角

色。

每當我出版「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

系列，蕭老師都義氣相挺買個三、五十本贈與親朋好友

或相關單位，希望敦促政府釋出更多閒置空間給藝術相

關產業使用，其熱心公益、樂善好施、俠女精神、上善

若水，三十年如一日，親力親為令後輩汗顏者眾，堪為

台灣當代藝術推手之典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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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文化協會台北分會執行長張元茜致詞感傷落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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