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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美館大南方二部曲《南方作為衝撞之所》登場 
(今傳媒/記者李祖東報導) 高雄市立美術館《多元史觀特藏室二部曲：南方作為衝撞之所》於今（4）日正式開幕，
以超過 100 組件的畫作、攝影、錄像、文獻史料等高美館典藏品，呈現跨越台灣 1970 至 1990 年代下的大高雄
藝術發展脈絡，探看南方藝術家在大時代洪流中所展現的南方精神。展覽自即日起於高美館三樓展覽室展出至
2024 年 9 月 8 日，邀請民眾一同來感受當代文青在各創作領域反覆辯證、衝撞的歷史脈絡。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長簡美玲表示，大南方多元史觀特藏室的展開，詮釋了高雄奠基於在地美術史的文化城市
發展精神，她特別感謝參展藝術家與家屬、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研究團隊以及美術館策展團隊成就了這檔精彩展
覽。《南方作為衝撞之所》彰顯了眾人生活在這座城市中的情境與態度，台灣 70 至 90 年代，藝術家以老成的靈
魂、赤子之心衝撞著體制、框架以及自我，醞釀出深刻而動人的作品，不安的時代中找尋生命出口而乍然釋放的
勇氣化為創作，構成如今這座城市的美好篇章，邀請市民朋友來到展覽，感受城市發展脈絡的文化印記。 
 
高美館館長李玉玲指出，高美館自 2019 年啟用美術館三樓空間為「大南方多元史觀特藏室」，結合館內關鍵典藏
與「南方」之相關議題，以一期至少 18 個月的典藏常設展形式，在當代策展思維下，思考著如何打開破口、讓
典藏成為城市圖像記憶，擾動並開展美術館典藏的多元可能；同時，亦希望大眾能夠能透過展覽感受到藝術與人
們日常的相關性，進而構築屬於高雄這座城市獨一無二的文化定位，並展開全球性的思考與對話。 
 
《南方作為衝撞之所》繼首部曲《南方作為相遇之所》後登場，台灣 70 至 90 年代下的高雄，有著一群處在「戒
嚴／解嚴」、「本省／外省」、「本土／國際」和「創作／現實」之中不斷反覆辯證、求新求變的「當代文青」；他
們以繪畫、文學、音樂、電影等不同領域的創作，去衝撞家庭、政治、社會、歷史、文化等制約，找尋自己在時
代中發言的方法。藝術家之創作正因來自許多人所經歷的過去，所以期盼大眾能在展覽中感受到背後所隱含珍貴
的共同記憶。 
 
二部曲《南方作為衝撞之所》自 2020 年啟動策展規劃，2021 年透過高美館內部研究團隊與外部學者、創作者、
耆老等進行研究合作，重新爬梳 70 至 90 年代在地藝術發展的過程。在長達 18 個月的展期、作品跨越超過 30 年
的歷史維度，由「典藏」出發回溯戒嚴／解嚴前後南台灣藝術發展脈絡上的關鍵人物、事件與作品，共展出 45
位台灣藝術家之精彩創作。與此同時，高美館亦同步啟動了「關鍵藏品」的蒐集與補全作業，整合至展覽內容中，
讓時代面貌的呈現更加完整。 
 
本展覽亦同步關注高雄在二戰後接收日本政府工業設施成為「工業城」的命運，在快速的工業建設發展下讓高雄
及其鄰近城鎮匯聚了的人口與各式產業，也吸引來自四面八方的各領域創作者。大家齊聚於高雄，以「藝術」為
媒介，發揮南方的「衝撞」活力，滋養成今天的高雄文化特色。 
 
洪根深作為參展藝術家代表說道，70 至 90 年代是個偉大而悲喜交集的時代，來自不同城市的藝術家們因緣際會
下匯聚高雄，憑藉自身的熱情與心血衝撞社會也衝撞自我，而當年高雄在地媒體對於藝術事件的共鳴與支持、為
藝術家發聲，更是共同推動大高雄藝術史發展的關鍵；亦感謝在文化局、美術館的支持下，在高美館三樓典藏特
展室這個溫暖的空間中，以最好的方式呈現出這個台灣美術史中不可或缺的關鍵拼圖。 
 
《南方作為衝撞之所》集眾人之力，由高美館策展團隊與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黃文勇、鄭勝華與徐婉禎老師組成之
研究團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主持人黃文勇強調，這是一個「大時代南方學」，70 至 90 年代的高雄美術史是在
台灣當代藝術史中最重要的關鍵之一，團隊由高雄後工業文化細細爬梳至海洋文化城市歷史的發展脈絡，透過文
獻史料、人物訪談進行前置研究與累積，看到當時這群年輕熱血的藝術家齊聚高雄辦雜誌、創畫會，共同書寫這
個精彩時代的現當代高雄美術發展史。 
 
同時，高美館也與文藻外語大學連俐俐老師團隊合作錄製 Podcast 帶狀節目，於雲端開闢「時代之聲」，並與高
雄文學館、高雄電影館合作串連活動，相關消息敬請留意美術館臉書「高雄市立美術館」，或詳見高美館官網展
覽資訊（www.kmfa.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