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代漢字的新潮流� � � �
年，高雄地區首次舉辦「好漢玩字節」，

透過藝術節慶與文化創意產業的方式，展開漢字當

代創意書寫的可能。然而，透過「好漢玩字節」，

除了呈現台灣高雄地區的藝術節慶傳統，也讓漢字

的當代創意可以年年發揮延伸。再者，不同於傳統

的「非商業性」藝術展覽，「好漢玩字節」讓漢字

可以和「文化創意產業」結合，實踐「藝術、創

意、產業」的結合工程。並且，使得漢字的「視覺

性」被強化，漢字的美學與文化功能也不同於以

往的「書寫性」，漢字開始特殊地經由「視覺觀看

與身體互動」的方式被感受認識。
� � � �

年同樣地

在高雄駁二藝術特區，舉辦了此項藝術節慶，主題

為「字戀城市」，子題包括「好字動、好字在、好

字繪、好字遊及好字串」等，共包含了漢字各種形

式的視覺再現與文化創意產業生產（圖
�
）。但本篇

論文主要著重於探討
� � � �

年「好漢玩字」節中的

「好字動 — 字體繁殖」展覽，企圖探討漢字及非漢

字在當代藝術的「文化科技生產」情形與其「新體

驗形式」（圖
�
）。

從視覺科技到身體互動
高雄好漢玩字節與當代漢字的文化生產

From Visual Technology to the Body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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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漢字」從早期的筆墨書寫到當今的

數位觸控，從過去的古典書體到當今的視覺文創，

漢字在現代化與文化全球化的潮流下，已緊密地與

科技聯結，特別是和「新媒體」藝術的手法如裝置

藝術、互動裝置、動畫與遊戲等等結合。但在「好

字動 — 字體繁殖」展覽中，除了漢字的表現足供

探討外，非漢字的新新語言如表情文、火星文等亦

被多元的創作出來，呈現了非常台灣在地又網路世

代的文化生產。職是，在此漢字影像的視覺展示

中，除呈現了漢字從書寫媒介到視覺科技的時代轉

變外，漢字的文化生產，顯然也與數位科技、在地

特色及全球文化密切關聯。特別是漢字的認識與體

驗方式，也有了新的可能，從「視覺觀看」到透過

觀眾參與的數位遊戲、互動裝置等等「身體互動」

的方式，展開了不同於以往的漢字作為書寫媒介、

手的身體經驗與修鍊身心的古典特質。

漢字的生產與美學

從活版印刷到鑄字的工藝美學

首先，我們看到了藝術家王明霞作品「鑄字。

造字」（圖
�
），直接從其作品名稱出發，切入漢字

的生產與創作。在攝影部分，作品呈現鉛版活字的

靜態美；影片的部分，則敘述鑄字、造字的過程與

工藝之美。最後一部分，藝術家則把文字提昇到

「文學」的境界。以鉛活字創造印製了幾首詩。王

明霞的作品回到了漢字作為傳播的媒介方式與可能

的表現性境界。

筆者認為漢字的生產，在數位電腦科技之前，

有絕大部分的歷史，是由「固定版到活字版」的發

明創造過程所完成。藉由此技術，漢字在各式的紙

張與印刷品得以呈現，並由此傳播與保存。此種極

為古老的工藝手法，於中國的宋朝，由畢昇發明了

活字泥塑雕版印刷，可說是中國文字印刷保存的一

大進步，至於具有更細緻效果及穩定性的鉛版印刷

術，則於更晚期才發明。

然而，漢字的生產在數位科技的當代，已面

臨到傳統失去的危機。因此，可以發現，在此展覽

中，藝術家王明霞乃透過靜態、動態的多樣手法，

讓人們重新回顧漢字造字的歷史與創意美感。在攝

影部分，漢字以極為秩序的方式被排列著，讓使用

者很便利的、很有規則的，得以取用那些鉛版活

�
王明霞　「鑄字。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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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影片的部分，藝術家則完整地呈現鑄字人的工

藝勞動情形，深刻呼籲著此項工藝活動的歷史保存

與傳承價值。筆者並且認為，整個「鑄字。造字」

作品，在藝術家以個人創作的現代詩陳列後，乃爆

發出作品與漢字的張力，擺脫前述漢字被一字字創

造的「被動性」；透過詩作，呈現了漢字與個體互

動的自由性與表現性，也促使整個作品有著戲劇性

的解放力量。

從古典書寫到文字的變身

承上，藝術家王明霞創造了漢字被動的鑄造情

形與藝術家主動的挪用漢字進行創作之對照框架。

在另一位藝術家章瀚謙的「封筆」作品（圖 � ），則
更「開放性」的讓參與的觀眾體驗古典書寫的莊嚴

與樂趣。然藝術家章瀚謙「封筆」作品卻並非單純

古典的書法過程，實為一「互動裝置」。即雖然觀

眾拿起了傳統的毛筆在紙上平台書寫筆畫，但作品

並未真正完成，觀眾輸入的筆畫，成為電腦數據，

並由此衍生出另一篇文章。此種「數位互動」作

品，實際上內含程式，依著使用者的輸入，進行著

資料處理並輸出結果。但另有學者認為，此種新媒

體作品，應「將使用者與作品之間的互動過程視為

資料的輸入與輸出，並強調互動過程中的資料處理

程序，包含回饋迴圈。⋯⋯」
�

「封筆」作品看似重新回到古典書寫，滿足

了觀眾與傳統文化的接軌，但章瀚謙卻又斷裂了

此根源與成就，讓觀眾的筆畫成為僅僅是電腦數

據訊息的來源。此種情形造成觀眾無從掌控創作

的結果，產生既失落又期待的獨特新奇感受。此

外，「封筆」作品的雙重性特質，還可對應到藝術

家的作品名稱 —「封筆」來檢視。筆者發現，「封

筆」作品看似封住了觀眾的些許筆畫與創意，實

則又開啟了另一個筆墨的篇章，一個新的書寫被

產生。

另一位年輕又具創作力的藝術家曾偉豪，看

似企圖與傳統書畫連結，實際上卻使用了更多數位

科技的手法。除了「導電油墨」成為非常特殊的媒

介，經由觀眾的身體接觸，產生新的視覺、聽覺體

驗。因此，曾偉豪的「隱聲」作品（圖 � ），並沒有
真正「隱聲」，卻非常隨意又吵雜的在展場中閃爍

發聲。此刻的漢字，僅僅化為曾偉豪作品中的「導

電字體」。

�
章瀚謙　「封筆」

�
曾偉豪　「隱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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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作為互動裝置，「隱聲」作品與上述「封

筆」作品卻有些許差異。「隱聲」作品不同於「封

筆」作品仍用書寫性的手進行初步的「輸入動

作」，「隱聲」作品則打破「書寫性」手的握筆使

用，改用任意手的接觸或身體的碰觸為原則。如同

學者漢森（. / 0 1 2 3 4 3 5 / 6 7 8 6 ）曾提到的「身體作
為資訊選擇處理者的功能益形彰顯」。

9
即由身體，

而非上述握筆寫下的字知會媒體介面，進行數位處

理。因此，筆者認為藝術家讓觀眾體驗漢字的方

式，有著某種新的、獨特的感受，雖然不再透過握

筆與漢字文化有著某種接觸的熟悉性，卻結合著觸

覺、視覺、聽覺的種種衝突與刺激性，接收到無關

創造、純粹視覺的漢字圖像資訊。

由上，我們看到了年輕世代的藝術家章瀚謙、

曾偉豪，藉由當代「數位科技」與傳統漢字文化進

行協商轉變。章瀚謙創造了還算平和古典的筆墨篇

章，曾偉豪卻是更誇張，大膽地脫離了漢字文化的

書寫熟悉經驗，再現漢字在每位獨特觀眾身上體驗

到的種種複雜性。

另一位藝術家王甄淳的作品「冏了嗎？」互動

影像（圖 : ），則更從年輕世代的「次文化」角度切
入「網路漢字」的有趣使用。「冏了嗎？」作品，

作為互動影像，可同時集合十人左右的參與，越多

人參與，畫面越加豐富有趣。誠如李順興曾提到關

於這種「多對一的人機比特色」：「人機比從一對一

到多對一，機器介面從簡單到複雜，共同迴路不斷

擴大⋯⋯」、
;
此外，他還提到此種人機合體的共同

迴路，「資訊流速加快、流量增多、流域變廣，連

資訊種類也變得更繁雜，這是傳統遊戲或舊媒體作

品難以比擬的。⋯⋯」
<
「冏字臉」互動影像，最早

出現於 2 2 = 站的「冏」字「表情」文，「冏」字經
由「口、八、口」的拆字，再加上電腦程式計算，

最後呈現出各式各樣的「冏字臉」。

筆者認為漢字在「冏了嗎？」互動影像作品

中，成為了有趣圖案「冏字臉」自由組合的元素，

亦是互動遊戲娛樂的媒介。此處，漢字早已不是傳

統書寫、傳布、文化美學的精神所在，漢字在此乃

更具圖像、符號性。筆者發現到，在網路流行「表

情文」的時代，傳統正規漢字的溝通不再通行，

改以直接、具體的「世界性」語言 — 表情文。而>
王甄淳　「冏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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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冏字臉」還算是結合了漢字的身形，卻變身為更

多人情世故遭遇的豐富圖文，顯露了台灣年輕藝術

家與其世代溝通的方式與獨特文化。

從雕塑書到書中的奇幻世界

在好漢玩字「好字動 — 字體繁殖」系列作品

中，藝術家陳龍斌有三件作品呈現在展場，探討由

漢字集結的書本之威權與可能的解構性。其中「達

摩」與「一佛兩制」作品（圖 K 、L
），均由電鋸切

割書籍成人形佛像之模樣。層層疊疊切割後的書

本，很特殊地有大理石雕的質地味道，然反觀書背

另一面，則出現極為諷刺意味的書名。漢字在此被

賦與矛盾弔詭的位置，不僅成為權威知識的媒介，

也成為解釋歷史的矛盾所在。

其次，陳龍斌的「偷窺」作品（圖
L
），非常不

同於「一佛兩制」與「達摩」兩件作品，「偷窺」

於書本背脊上直接刻出圓形的洞，觀眾可從此鏡頭

窺看書中另一奇幻世界。筆者認為陳龍斌將我們熟

悉的「看書」動作，轉變成「偷窺」的形式，讓觀

眾對看書這件事不僅更加地謹慎，也體驗到窺看的

神祕樂趣。

介入空間的漢字

從古典中藥櫃找尋介入城市景物的漢字

筆者發現，上述關於漢字的生產與再現，都還

算正式與規矩。而一向以「考古、仿古」出發創作

的藝術家涂維政，在此次展覽中，仍延續其「考掘

式」的藝術風格，展開漢字在高雄駁二藝術特區的

「尋寶活動」— 作品「影像銀行尋寶活動 — 駁二漢

字版」（圖 M ）。 N O P 張高雄駁二地區的城市景觀照
片，被陳放收納在層層的中藥櫃中，涂維政邀請觀

眾展開駁二地區實景的尋寶活動，並留下尋獲的身

影見證。藝術家特別選擇駁二在地周圍隨意、非正

式、指標性的「漢字景觀」，讓觀眾品味城市中的

漢字書寫，並考掘自我與城市景物的關係性。

Q
涂維政　「影像銀行尋寶活動—駁二漢字版」

R
陳龍斌　「一佛兩制」、「偷窺」

S
陳龍斌　「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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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偽塗鴉到占領城市的漢字

然而在藝術家顏忠賢的作品 —「阿賢。計劃：

一種偽塗鴉行動」（圖 N P ），所生產再現的漢字，
則從更「塗鴉、不正規」的角度中進行。此「偽

塗鴉行動」行動藝術，誠如藝術家所言，是「暨

落跑又占領城市」中的閒置版面，像是建築工地

的鐵門、鐵圍籬等等，以補補填填、歪歪斜斜關

於巷弄的、無厘頭的字眼「題詩做對」，呈現另類

的以藝術家第一人稱出發的「漢字城市書寫」。顏

忠賢把漢字的次文化，連結到城市風景中，充滿

了趣味與荒謬。

數位時代的訊息體驗

從輸入到解碼的資訊化漢字

雖然在上述藝術家章瀚謙、曾偉豪、王甄淳

的作品裏，已將漢字與數位科技進行結合創作，

但基本上，「正規的漢字」還是輸入數位訊息的

重要因素。筆者發現，以電腦程式再現、改寫漢

字，甚至是「去漢字、創新語」，已成為諸多年

輕藝術家的創造手法與風格。於「好漢玩字 —

好自動」展場中，我們看到了藝術家劉邦耀於展

覽 — 進場的地方，擺放了一部電腦。其中，較

為特別的是，在看似靜悄悄的終端機上，實際上

可進行數位符碼的解譯與傳輸動作。除此之外，

在劉邦耀的「 U V 4 W X 8 」作品中（圖 N N ），還呈
現某種「類像素的拼貼雕塑」— U V Y W Z 8 便利
貼的效果。透過此 U V Y W Z 8 便利貼，除得以展
開資訊符號的「解碼」，並可傳送動態影片至觀

眾的行動裝置裏。筆者認為像是以某種無形的資

訊，被處理成另一種使用者／參與者／觀賞者可

感知的資訊。筆者發現在此動畫裝置中，已未見

[ \
　顏忠賢　「阿賢。計劃：一種偽塗鴉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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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對實際漢字的使用，凸顯出當代資訊的傳

遞已非漢字所能涵蓋，資訊的傳輸充滿著各式各

樣的可能。

記錄日常每一天的地書

承如上述，當代資訊的傳遞已非漢字所能涵

蓋，上述的 ^ _ ` a b c 便利貼拼貼雕塑就是明顯的
「去漢字」訊息的作品。而另一位中國大陸藝術家

徐冰的「地書」（圖 d e ），亦突破「實體漢字」的
表現，擷取當代生活的日常「圖文」經驗，創造

出新的生活文本。

筆者發現較具特色的是「地書」已能突破地

域文化的差異限制，「地書」作品內容幾乎成為全

球個體均能共同分享的閱讀文本。誠如藝術家所

言，「『地書』的識讀能力，取決於個體介入當代

生活的程度」，故值得注意的是，「地書」作品中

的圖文，正說明著當代全球化生活處境下，人們

的「同質」生命經驗。

從遊戲中體驗人機互動

從火星文到遊戲的賽事

在數位藝術創作的天地裏，筆者除覺察到多

位新媒體藝術家，已開始「去漢字」的新語言表

現，也發現到藝術家們開始設計一種以「遊戲、

娛樂」的「互動」方式，進行創作與體驗作品的

過程。像是藝術家葉謹睿的作品「世界杯火星文

拳擊賽」（圖 d f ），就是屬於「遊戲互動」的動畫
作品。其中，動畫中的每一次文字賽程，都是現

場轉播。我們並看到了「表情文」成為溝通世界

的代表，藝術家創造了一種文字的異想世界。此

刻，早已看不到傳統的漢字形象，「火星文」、「表

情文」才是當代等同於傳統漢字位置的溝通傳遞

媒體。g h
　葉謹睿　「世界杯火星文拳擊賽」

g g
　劉邦耀　「i j k l m n 」

g o
　徐冰　「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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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的方程式

然同樣跟「表情」的主題有關的是，一進展

場中的一大面投影，呈現著可以多次翻面的方塊圖

版。作為年輕世代的藝術家李家祥、郭慧禪，他們

同樣發現到，網路空間裏諸多特殊文字符號的多元

性使用與創造力。但不同於上述幾位全然的當代火

星文、表情文創作者，他們兩位於投影互動裝置作

品「表情俱樂部」（圖 d � ）中，仍儘可能與傳統文
化接軌或由此改寫。藝術家從中發現到傳統漢字

的「象形」特色，企圖讓其在作品的網路世界「復

古」與「創新」，並巧妙地安排觀眾參與，無需作

品外在介面（如滑鼠），透過身體的肢體動作，感

應現場紅外線裝置，畫面即可進行多次翻動更新的

動態排列組合。

電玩中的人文體驗

從遊戲中探討漢字與去漢字文化，藝術家李

文政的「熊出沒」投影遊戲互動裝置作品（圖

g �
　李文政　「熊出沒」

g �
　李家祥、郭慧禪　「表情俱樂部」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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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最吸引孩童了。因此作品以極為「電玩」
的方式加以創作，電玩內容為關於即將消失於地

球、被人類占領家園的熊家庭，組成熊戰隊，

企圖展開與人類的搏鬥。「熊出沒」動畫的畫面

中，出現了熊以丟雪球的方式，找回失去的家園

領土，熊戰士們目標為將世界重新變回冰山。李

文政以人們熟悉的遊戲軟體介面，邀請觀眾以

「遊戲電玩」的方式協商其「環境保育」的藝術

理念。

愛的傳播與身體記憶：漢字的回歸

漢字身體的記憶文本

雖然長久以來，漢字就與身體的關係極為密

切，但透過整體身體的行動，來連結、書寫漢字，

除了台灣雲門舞集曾演出的「行草」舞碼外，藝術

家詹嘉華、李家祥則非常感興趣此一創作手法。詹

嘉華、李家祥的「身體讀本」作品（圖 d � ），看似
與漢字書寫無關，實際上卻是以「投影互動」的方

式生產「身體字」，即以身體為主的互動活動。有

趣的是，藉由多人的身體字，作品隨後累積成像

詩一般的「身體文本」，充滿著可讀與不可讀的特

性。此刻，人成為資訊處理的存在體，誠如學者

漢森所言：「身體是處理所有感官資訊的場所，在

該處，來自不同感官的資訊相互交流、交換、融

合⋯⋯交相對映」。� 筆者認為「身體讀本」打破了
以「視覺科技」為主的數位漢字生產，回到漢森對

新媒體表現「身體中心性的提高」之論點，任由多

位觀眾身體的行動，自由地「繁殖」漢字漢語。

從文字訊息到愛與環保的傳遞

在此次「好漢玩字 — 好自動」的諸多展品

中，旅美藝術家林世寶創作的兩組對照作品「語言

傳遞」—「文字向前跑向上飛」（圖 d � ），在充滿著
大紅布條的裝置下最為顯眼。筆者同時發現，林世

寶一直有著獨特的理念，即將藝術看成是某種「社

會運動」，藝術是為社會而創作的。此外，林世寶

同時也讓作品「文字向前跑向上飛」，充滿著群眾

的參與性。在「作品一」中，藝術家集結許多台灣

養鴿人家，在高雄駁二藝術特區釋放百隻腳上綁著

黃絲帶、印上「港都高雄的愛」字句的信鴿，藉此

傳遞「愛的訊息」。藝術家希望藉由古老的飛鴿傳

情方式，創造台灣空中愛的散播與傳遞。

g �
林世寶　作品一「文字向前跑向上飛」

g �
詹嘉華、李家祥「身體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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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二「無聲勝有聲」中（圖 d � ），林世寶，
則從當代數位化的科技產品 — 手機出發，並向此

高科技產品的發明與矛盾致敬。藝術家發起回收廢

棄手機二萬支，透過當代人依賴的手機資訊媒介與

汰換濫用，提出「無聲勝有聲」的藝術環保運動。

筆者並以為，同樣對當代科技資訊的反省，林世寶

所進行創作中的「觀眾參與」，非常不同於台灣在

地的藝術家以「遊戲參與」的方式探討關心的議

題。華裔藝術家林世寶，企圖將古老的訊息方式 —

文字，跟當代的影音傳遞進行對照／對比，觀眾成

為見證人，也成為藝術社會活動的參與主體。

新的漢字藝術史

漢字作為文字的表現形式，從中國早期到晚

期，有其書體「篆隸楷行草」的演變過程。漢字後

來突破了書寫的功能性，朝向「書畫同源」，並發

展了具表現性與美學特質的「書法」。再者，與過

去的書法家、水墨畫家等相較，將漢字連結到「修

身養性」的境界格外不同。若與傳統的書畫家相

較，當代漢字的創作者，無需從傳統的「臨摹」開

始，無所謂的筆墨基礎，從數位漢字、網路漢字出

發，幾乎是人人可為。

當代亦有諸多的藝術家與漢字對話，以新的風

格擴大漢字的美學表現。像是女性書法家董陽孜，將

漢字結合起設計、音樂、建築等等領域；雲門舞集的

「行草」，亦從書法出發，由舞者透過身體書寫與體驗

傳統漢字書帖的深奧；中國大陸藝術家徐冰，更以漢

字筆畫結合英文筆畫，創造出「新漢字」，他們的作

品除呈現漢字的跨領域藝術，亦創造出漢字與英語世

界的對話，以及漢字的「全球化」情形。

承上，我們也看到了女性藝術家如何詮釋傳

統漢字文化，翻轉女性在文人價值上的邊緣弱勢，

創造了屬於當代新女性的「漢字身影」。故漢字也

並非僅具過去文字書寫的單純「記錄、傳播與保存

性」，事實上漢字不只已轉化為新世代發聲、發言

的工具，經常還「魅力」地成為當代「東方」文化

創意產業的有利媒體。

值得注意的是，� � � � 年高雄地區首次舉辦以
「文字」為主題的「好漢玩字節」。隨後，並年年舉辦

該節，形成高雄地區漢字藝術節慶的傳統。筆者認為

「好漢玩字節」中的「漢」除可解釋為「個人」外，

「漢」亦可解讀為「漢字漢語」或「華語」等等。

「漢」字的多元解釋也落實在本次的藝術節中。

當今，隨著中國勢力的崛起，華語社群及華語

語系研究（� � � �   ¡ � � ¢ £ ¤ ¥ ¦ � ¢ £ ）漸成風潮。漢語長久以
來作為中國的主流語言，與在世界各地的華語，形成

華語語系研究的重要內涵。
§
再者，漢字一直以來，

作為傳統的書寫、溝通媒介，在傳統中國文化裏有其

重要地位。漢字後來也傳播至東亞如日本、韓國等

¨ ©
　林世寶　作品二「無聲
勝有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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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足見漢字、漢語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資產，與分

布到世界各地的華語，有著諸多的關聯與差異。雖然

華語文化不斷在建構中，但也在消失中或轉型中。

但筆者觀察到今年的「好漢玩字節」作品，

已開始注意到「華語語系／文化」的探討。像是在

「好漢玩字節 — 好自遊」主題作品中，新加坡的王

怡璇，以「當代倉頡、同場筆畫」為題，將華語透

過筆畫的疏密編排設計，表現出字形的對稱與不對

稱感。另一位秘魯華僑陳伸，則以「圖話「看」字

— 陳伸及女兒作品展」為題，透過陳伸自畫自學的

方式，完成了色彩亮麗、充滿魅力的「畫字」— 漢

字藝術。陳伸女兒長大後，加入現代的設計性，向

自己父親的創作致意。此外，筆者觀察到，在當代

華語文化的研究中，華語文學顯然有著較多的研究

成果，透過「華語語系／文化」探討視覺藝術／文

化的這塊領域，筆者認為猶嫌不足。

誠如筆者上述提到的「好漢玩字節」的意義

中，若將其中的「漢」解釋為「個人」，而「漢」就

不僅僅是「漢字漢語」或「華語」而已。故只要是對

於文字的創意表現，通通可以在「好漢玩字節」呈

現。像是今年的「好漢玩字節」—「好自動—字體繁

殖」主題作品中，特別可以發現，許多的藝術家，對

於文字的創意，已不僅僅是「漢語」而已，還含蓋了

「當代新新圖文」，如火星文、表情文等等。

顯然地，實際上漢字的文化生產在當代已截然

不同。漢字隨著科技的演進，「數位漢字」、「網路

漢字」紛紛出爐。雖然有學者認為，數位時代促成

了「媒體去差異化」，指出資訊由類比轉變為數位

後，數位變成最基本、最普及的溝通符碼，數位媒

體成了通用規格媒體，形成媒體的去差異化。¶ 但
漢字與文字、訊息的多元性等議題，仍持續不斷的

成為討論重點。就像「好漢玩字 — 好字動」展品

中，對於文字、漢字、資訊就再現了非常另類、差

異與多元的形式風格。此外，隨著當代數位科技的

發明與創新，漢字作為個體的書寫經驗也已日趨消

失。透過這個展覽，筆者發現到漢字、非漢字、訊

息的傳遞與新世代的關係，越來越依賴「現代生

活」下的視覺性、圖像性及身體性。不像過去無論

是文字或是漢字的體驗，都講究從「手與心」的鍛

鍊修煉出發，漢字、文字甚或訊息的傳送在當代有

著非常不一樣的位置。

朝向視覺與身體互動的當代漢字／文訊藝術

最後，在本次「好漢玩字 — 好字動」展覽

中，筆者除觀察到這些當代漢字藝術家，均能以有

意識的、自主性的手法，在其漢字的定義中加以創

作，書寫漢字或給與文字新的「生命史」。這些參

展的藝術家們，或是占領城市景觀的「漢字塗鴉」

等之觀點，或把漢字定義成「傳統文字」或根本

的「去漢字」，或朝向網路上的「新新圖文」、嘗試

以類似「表情文」、「火星文」等的「網路世代」之

「訊息」溝通手法，有效的結合起「數位科技」，並

融入當代「新媒體」的藝術呈現方式 —「裝置藝

術」、「互動裝置」、「互動遊戲」等。

總之，雖然以上的展品多少呼應「漢字」主

題，主要以「漢字」作為主題出發，筆者卻看到了

這次參展的藝術家們，不侷限將漢字作為書寫的

媒介工具之角色。即筆者觀察到藝術家們，雖然

整體的以「漢字」作為創作主軸，卻呈現「差異

及多元化」的漢字／去漢字、新圖文資訊美學與風

格面貌。他／她們或將漢字以真實的字體表達於創

作中，或將漢字與科技結合，創造出數位「漢字圖

文」等等，無論如何，均表達了諸多關於「漢字新

的文化與傳統」結合之創作，像是從古老的鉛版鑄

字、毛筆字、書本、漢字電條、漢字次文化、城市

景觀漢字、漢字的空中傳遞，或突破到表情文與火

星文的非漢字、數位資訊的新新圖文，透過遊戲與

競賽中的非漢字、新訊息圖文等等來自於傳統漢字

的挪用、改寫、諷刺、創新、消失、缺席等經驗，

藉當代「裝置藝術、互動介面」等手法，構成了每

一個藝術家的「漢字／非漢字／資訊」場域。

在社會議題方面，我們也看到了藝術家們透過

漢字、去漢字、創新字的創作、改寫與對話，突破 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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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傳統漢字與手的關係性，創造了以數位生產、互

動遊戲、身體感覺為主的漢字／圖文美學。筆者並

發現到藝術家們從漢字出發，關心的主題從傳統、

權威出發，或者和科技、次文化，和城市／程式對

話，探討 ¢ 世代、網路與傳統文化消失、變身的議
題等等，以充滿「諷刺、風趣」的輕鬆方式，創造

了屬於他們自己當代的「好漢玩字」藝文風格。

此外，透過這次的展覽，筆者也特別留意到，

參展的這幾位藝術家，除了積極介入漢字傳統保存

議題，並參與城市文化的協商、環保議題、帶進 ¢
世代的漢文化觀點，讓漢字的體驗不同於過去與手

關聯性極強的情形，相反的，漢字的體驗與「視覺

性」、「身體感」開始建立起更多的關係。並且，除

了觀眾角色的參與對於作品的生產極為重要外，觀

眾參與的「數量」（即多對一的人機合體）也影響

著作品的樣貌及結果。作品幾乎是和觀眾共同進行

並完成的。還有，「好漢玩字 — 好字動」展品，不

同於「好漢玩字」展覽其他系列作品，「好字動」

以「字體繁殖」為主題，深刻的說明了漢字結合

數位科技的方式。誠如麥克魯漢所言：「媒體即訊

息」，以及學者認為：

在人機合體的狀態中，數位資訊進入有機空間之

後，轉換成有機資訊，變成我們全身的一部分，這

個過程叫體化。有機資訊進入數位空間，轉化成可

計算的資訊，這時我們對應於這些資訊的感知狀

態，也跟著轉化成計算模式，這種經驗即解體。在

人機合體的制動空間中，隨著有機資訊與數位資訊

的不斷交換，這兩種「體」驗不斷流動，它們在兩

個小迴路裏共存，相互變換，但在共同迴路裏，它

們組合成一種新體驗，而且不斷更新⋯⋯ Ê
故上述此展覽之新媒體展品，多少都促成漢字、文

字以「訊息、資訊」之姿態，大量生產與繁殖的過

程與可能。

最後，與過去的書法家、水墨畫家等相較，將

漢字連結到「修身養性」的境界格外不同。若與傳

統的書畫家相較，當代漢字的創作者還有一特點，

就是無需從傳統的「臨摹」開始，無所謂的筆墨基

礎、永字八法，從數位漢字、網路漢字、互動漢字

等形式出發，雖然看似幾乎是人人可為，實際上背

後相當依賴電腦程式的開發與運用。

（本文圖片提供：賴孟君、謝慧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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