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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包含了至少三個讓人很有感覺的部分。第一個部份，是放在潔白、精緻的生活空間中的「作品」。藝術家

用建築隔間的未完成木作局部當成類似抽象繪畫的作品，還真好看，不過重點不再此。它的後面離離牆壁有一

段距離，裡面裝了燈光，可以看見雜亂的線路及粗糙的木作。更有趣的是，這小小的背後空間，像是隱藏在任

何正常空間背後的夾層，這是無所不在卻又不易察覺的社會邊緣人的位置？似乎這才是他要人去看及思考的地

方。 

 

第二個部份，是在簡陋的空間中所佈置的雜亂場景，有點像被廢棄多時的豪宅舊庭院，在長滿雜草、青苔、潮

濕、泥濘的地面上，散落著一些塑膠桶、垃圾桶、木箱子、廢棄的舊桌子、椅子、用來鋪路的門板、瓦楞紙、

報紙…。這種破落的舊庭院空間在台灣到處都可以見到。一數家把這種我們所熟西的空間再往前推，將其弄得

更潮濕、更陰暗，一般的植物在這種日照狀況中是漲不起來的，陳松志在這樣潮濕、陰暗的空間中種豆芽，種

豆芽大概不光是因為它容易生長吧。接著，陳松志將這種空間處境再往前推，這裡並非只是一個陰暗潮濕的廢

棄庭院，這裏好像還有人住。這些項垃圾的桌子、椅子之間，似乎存在一種特別的秩序與關係、好像有人經常

在使用。那麼這個人，或是這些人，到底在做什麼？到底處在什麼樣的情境？ 

 

第三個部份，好像要邀請觀眾探險、邀請觀眾進入到還未住人或是已經搬走的無人空間。先是一段完全黯淡的

部份，讓人幾乎喪失方向感，接著是進入到稍為可以定位以及辨識的空盪室內空間。透過牆角的小夜燈，還能

辨識牆上的壁紙圖樣，而在稍遠的地方，空間又重新淹沒在無邊的黑暗之中。假如是一個人進入到這樣的空間

之中，會有怎樣的感覺，這是一種被關閉再完全骨離、孤獨的生活？這是一個精神異常的人的生活世界？ 

 

他的作品和時下強調好玩、時尚、科技、產業的藝術潮流非常不同，幾乎是反其道而行，裡面充滿了荒蕪，包

含了物質的荒蕪以及精神的荒蕪。他把這種荒蕪，從陰暗的界外，翻轉的舞臺中央，意識中央，他希望讓人看

到平常看不見，卻是非常真實的部份。他把應該隱藏到背後的部份，放到舞台的中間，讓人無法迴避。看他的

作品，突然覺得我們是依照某種制式的空間經驗、制式的行為模式來思考、判斷行動…，他的作品把觀者逼到

這種極端的情境中。對我而言，面對它的作品，會突然覺得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習以為常的行為及反應都變

的非常荒謬，好像我們時常在佯裝，佯裝一切都會很好，佯裝一切都會很有秩序、一切都會很幸福。 

 

本文轉載自：台新藝術獎藝評集《新藝見-視覺藝術篇》第三屆年度視覺藝術入圍專文，台新文化藝術基金會

編著，音樂時代文化出版，2007，頁 46-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