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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生活

在2012年的《工作史－盧皆得》計畫之初，周育正以報紙徵人廣告的方式聘請了
一位年近六十歲的臨時工盧皆得，同時委任另一位文字工作者，經由不斷地溝通而逐

漸取得盧皆得的信任，開始了三者一同進行訪談的工作。以平淡而真實的文筆彙整其

一生的工作起始、轉折與尾聲——故事開始於台灣南部的農事工作、隨後因經濟因素

到台北展開打零工的日子、進入餐飲服務界、社會化的過程、經商、移居大陸任職工

廠經理、工作失敗回台灣、賭博、酗酒、到現在的短期工作生活...。隨着一篇篇的章節
描繪出台灣過去社會經濟情境與轉變，同時也接近當事人一生工作的尾聲。隨後藝術

家商請當事者以保全的身份再現於展覽現場，成為〈工作史－盧皆得〉一書與當事者

共同在場的展覽形式。曾展覽於台北當代藝術中心、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誠品畫廊

的《工作史－盧皆得》成為了「展覽」與「臨時工」的相互依存關係，並且從經濟上

的「工作work」成為了藝術的「作品work」。在這計劃中，藝術家以一件當事者在訪
談期間經常穿著的一件上衣圖紋，做為此計劃的視覺工具。

甫於去年於台北市立美術館的個展《莫里諾》計畫，源於周育正於英國曼徹斯

特駐地創作的期間，以策展的方式進行了一場以當地藝術家為主的開放徵件展，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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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育正擅長處理美學與社會的雙面操作，強調於視覺造型背後的工作程序，關注

於如何在既有事物的機制中產生出另類的操作與思考模式，並在「非典型合作」

中產生出相對應的另類利益，同時顯露出既定事實的問題。他的創作形式廣泛於

各種媒材，但多以「中介者」的角色媒合了他視為「主體」之個人、企業與機構

組織，並透過「工作程序」的操作，例如轉移、轉讓、或是時間、地點的差異，

產生出計劃的結果，形成來源與結果間的相互辯證，而這樣的方式他稱為「設計

詭計」。在早先的計畫中，以資源來源與去向做為一系列的經濟式談論的創作模

式，游移於機構、企業、博物館或藝廊等；或在雙年展中，藉由「過去的」陶俑

與青銅雕塑，產生出「現代性」語言。而近來的計劃逐漸轉折於「生命」之上，

將生命的歷程視為文本，開啟了與人物的合作計劃，包含勞工、藝術家與老師

等。顯然地周育正在過去的實踐中透過機制、藝術史、自傳等議題不斷地探究現

代性的演繹，並由雕塑、繪畫、數位、文學或劇場發展其美學形式 。

《莫里諾》，2014，繪畫、裝置與出版等，台北市立美術館展覽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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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展示了20位不同世代的藝術家於華人當代藝術中心，而其中的一位便是莫里諾。在這為期
一天的展覽之後，周育正透過工作室參訪而進一步了解藝術家莫里諾過去的藝術歷程。出生

於1951年的桀夫．莫里諾，年輕時於利物浦學習藝術，藝術歷程曾透過繪畫、裝置、地景、
影像、表演等形式為媒介。周育正的藝術養成背景來自於台灣90年代的西方系統，在此之中
得知無數的西方藝術神話，而在這位曾實際參與七、八〇年代的西方藝術，但並未被載入主

流論述的英國藝術家身上，周育正感受到難以言喻的藝術與時間的流動感，與一種特殊的共

鳴，但也因此啟發了一個合作型態——演繹、再現莫里諾的創作於東方世界中。第一階段的

成果發表於徵件展的華人當代藝術中心後，莫里諾與周育正逐漸建立起信任，也將過去一生

的作品給予了周育正再演繹的權利，周育 正返回台灣後以郵件溝通，用一種改編於真實的電
影場景的手法來呈現這複世關係，試圖在東方世界裡顯現另一個層次的西方藝術家莫里諾，

於是第二階段以另類回顧的形式《莫里諾》發表於臺北市立美術館，同時展覽場景與一封展

後給莫里諾的信件將收錄出版成〈另一位莫里諾〉一書。

一直以來周育正與他的大學老師保持著亦師亦友的關係，儘管兩者在不盡相同的藝術

環境中發展，但周育正總是欣賞著顏貽成老師的一種關照於內在的東方文人繪畫形式。在這

《周育正與他的老師顏貽成和他的繪畫》中，藉由「師生」關係與傳統學習國畫的「臨摹」

舉動，產生一種「跨越的」與「雙語式的」藝術形式。 首先，周育正「購藏」顏貽成老師的
繪畫作品，再以單色的方式臨摹成相同尺寸的繪畫，兩者同時呈現於展覽中。顯然地這個計

畫透過古典的「臨摹」形式，在當代藝術場景中顯現出一種被現代性所遮蔽的文人繪畫，同

時也顯現出一種東方世界裡「師」與「生」的相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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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的背後

2010年的《東亞照明》是周育正向台灣的一座私人美術館所提議的個展計畫，他觀察到美術館燈光設備的缺失，進而
希望透過藝術計劃的方式協助美術館取得新的燈光設備，於是寫了一份提案書給一家台灣生產燈具的公司「東亞照明」，

希望可以獲得燈光設備的贊助做為展覽之用，並在《東亞照明》展覽之後成為美術館的設備。在此同時，周育正將展覽現

場繪製成一幅大型繪畫，並在商業畫廊展出名為《鳳甲美術館》的個展。在這提案、轉移、反饋等動作中，顯現了周育正

在藝術機制中的靈活度，並且在各個合作端點中產生其相對利益——企業行銷、設備與可能的藝術品交易。在這一連串的

操作之後，周育正再透過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補助經費購買了一批相同數量的「東亞照明」燈具，視為這個計畫的文件

形式。

在《東亞照明》之後，他向關渡美術館指出，在台灣的白盒子有兩種，一種為純白、另一種為百合白，並說明純白

色之於當代展演空間的中性與重要，而這挑惕的美學正是周育正的詭計所在。在跟美術館認真地計較色差的同時，他就悄

悄地把虹牌油漆送進了美術館。顯然周育正送進的不只是一個標準色，他還送進了一個品牌、一個企業、與一條資源的鏈

結。「油漆」這件事正如「日光燈」之類的事物，它們在美術館裡低調的存在以成就無數次的展覽，而我們很少想過它們

的確也是一個完整的產業，它們有製造商、有工廠、有訂單、也有通路；它們同美術館／畫廊體系一起構成了一個巨大的

藝術產業。計畫《虹牌油漆》在展覽結束後，這些由企業贊助的白色油漆捐予了另一個願意使用「純白色」的藝術展演空

間中，並以一件仿似安迪沃荷的圖像形式安置此空間中，顯示現成物在周育正的藝術計劃中，與過去的差異性。

在一連串討論於資源轉換的計畫後，《TEMCO》計劃是首次周育正將這樣的形式實踐於海外，周育正提議一家泰國
當地的油漆製造商TEMCO贊助曼谷藝術中心（BACC）為期一年的油漆計劃，並由當地的藝術雜誌Art4D提供兩次廣告給
予這個藝術計劃，做為推廣TEMCO商業形象的媒介。最後除了展示了TEMCO、BACC、Art4D與藝術家四方的合作協定
外，並以及過去泰國友人所贈與的傳統布袋的圖紋，做為展覽與此計畫的視覺形象，並以TEMCO的油漆繪製於牆上或畫
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