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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生三十歲前在香港，在國外；人生三十後已經在臺灣四十年的

我，你說我還不算臺灣人嗎？感謝今天在臺灣有幸認識你們好朋

友，協助我認識臺灣，帶動我今天愛臺灣、愛藝術、愛生活這一條

路！     

—採自蕭麗虹七十壽宴

流動創藝人

[本頁圖 ]    2021年 11月，於「竹圍工作室開放日：終章」之展間「落果」展出永續合創：Mama's 

Backyard & PHYSALIA PHYSALIS。由藝術家 Francis Sollano、Lua Rivera、李蕢至共同完成。

[左頁圖 ]     2021年 11月，於「竹圍工作室開放日：終章」所展出的「生若浮雲：蕭麗虹藝術成就回顧展」一

隅。左、右頁圖片來源：蔣嘉惠攝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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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自蕭麗虹七十壽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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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麗虹藝術創作從陶土開始轉進多媒材運用，陶藝、雕塑、裝置、

偶發行為、觀眾參與、社會雕塑等，藝術形式愈來愈專注在觀念傳達。

在這些領域的藝術實踐歷程中，蕭麗虹的藝術家身分開始轉變，增生

出其他藝術專業者的身分，不斷游移、發展。但因為藝術家是蕭麗虹藝

術生涯的起始身分，她的認同最深，而後的藝術行政、藝術培育者、藝

術政策研究員，在人生不同時期成為主軸，蕭麗虹從事這些擴增領域事

項時，她就像藝術家一樣，時時都在進行創造性的行動，種種非典型的

作法，或者以藝術創作優先之思維，可視為將機構營運視為一種創作實

踐，將人才培育視為創作，將政策研究當作創作，所以在最終章，以藝

術家社會變革者、藝術家營運者、藝術家收藏家、藝術家研究員等角度

來回顧她一生。

藝術家社會變革者
1997年華山藝文特區事件，匯聚了臺灣藝文工作者對藝文環境營運

機制的討論，除了表象上爭取藝文工作者活動空間，促請城市記憶保存

外，要求參與公共政策制定，要求和政府官方公開對話，也凝聚了解嚴

以來，民間自發性巨大的藝文公民能量，催生了重要的中介組織：中華

民國藝術文化環境改造協會（環改會）、女性藝術協會（女藝會）和中

華民國視覺藝術協會（視盟）等三個推動藝術環境改善的壓力團體，是

臺灣最早一波藝文工作協會組織的成立潮。

千禧年之前，環改會、女藝會和視盟三個組織從籌備到正式運

作，蕭麗虹無役不與，由藝文創作邁向集體情感社群建構，並獲推舉

為視盟第一任理事長，在協會成立之際發表了一篇文章〈一盤漂亮的

沙〉（P.140），點出臺灣視覺藝術生態個體林立，缺乏整合的現象，她懇

切呼籲臺灣藝文界發展民間獨立的力量，整合意見，凝聚共識，保障藝

術家權利，監督政府藝文政策的擬定與推動。「由政府主導的文化政

策，礙於政治、經濟、教育等各種考量，實在無法讓文化藝術擁有獨立

出其他藝術專業者的身分，不斷游移、發展。但因為藝術家是蕭麗虹

術生涯的起始身分，她的認同最深，而後的藝術行政、藝術培育者、

術政策研究員，在人生不同時期成為主軸，蕭麗虹從事這些擴增領域

項時，她就像藝術家一樣，時時都在進行創造性的行動，種種非典型

作法，或者以藝術創作優先之思維，可視為將機構營運視為一種創作

踐，將人才培育視為創作，將政策研究當作創作，所以在最終章，以

術家社會變革者、藝術家營運者、藝術家收藏家、藝術家研究員等角

來回顧她一生。

1997年華山藝文特區事件，匯聚了臺灣藝文工作者對藝文環境營

機制的討論，除了表象上爭取藝文工作者活動空間，促請城市記憶保

外，要求參與公共政策制定，要求和政府官方公開對話，也凝聚了解

以來，民間自發性巨大的藝文公民能量，催生了重要的中介組織：中

民國藝術文化環境改造協會（環改會）、女性藝術協會（女藝會）和

華民國視覺藝術協會（視盟）等三個推動藝術環境改善的壓力團體，

臺灣最早一波藝文工作協會組織的成立潮。

千禧年之前，環改會、女藝會和視盟三個組織從籌備到正式

作，蕭麗虹無役不與，由藝文創作邁向集體情感社群建構，並獲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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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麗虹手捧心形的作

品。圖片來源：潘小俠

攝影提供。

蕭麗虹於《民生報》「藝

文新聞」發表文章，倡

議藝術家也需要保障。

圖片來源：視盟提供。

蕭麗虹手捧心

品。圖片來源

攝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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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麗虹獲推舉為視盟第一任

理事長，在協會成立之際發

表〈一盤漂亮的沙〉一文，講

述視盟成立緣由。

自主的主導權，但文化事業若是淪為政治爭權的手段、商業的附屬物和

教育的宣傳品，則有本末倒置的悲哀⋯⋯藝術文化與政治商業，平等對

待並相輔相成，政治與商業可以透過藝文的手法來達成較優雅的狀態與

傳達，而藝文也需要政商支持來更加茁壯。」蕭麗虹從視盟理事長到

獲推舉為視盟第一任

在協會成立之際發

漂亮的沙〉一文，講

成立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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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出任理監事到顧問職務，從一同發聲到解囊贊助，她都扮演積極

性角色。她的參與穿梭在民間與政府之間，尤其是多次擔任城市都市

設計審議委員會諮詢委員，在關鍵性角色把關，投身藝術生態改造。

藝術家營運者
藝術圈有人稱蕭麗虹為「阿嬤」，因為她總是叨叨絮絮的勸說而非

尖銳的責難，她總在提醒、關懷，竹圍工作室二十五年模糊而多變的業

務，她也總是以一種非典型的管理模式維繫著流動的人們，經濟學的訓

練提醒她要有財務框架的思維，藝術家的個性則讓她在機構管理上有機

而自由。而或許也是蕭麗虹這樣無可救藥的浪漫，才有辦法在竹圍工作

室這樣邊緣的空間，讓藝術家生產出美學上精準無比的前衛藝術計畫。

團隊成長培力是所有經營者的價值目標，但真能落實者凡幾，尤其

2016年，竹圍工作室與柬

埔寨 Cambodian Living 

Arts（CLA）合作「臺柬

交流計畫」。

藝術圈有人稱蕭麗虹為「阿嬤」，因為她總是叨叨絮絮的勸說而非

銳的責難，她總在提醒、關懷，竹圍工作室二十五年模糊而多變的業

，她也總是以一種非典型的管理模式維繫著流動的人們，經濟學的訓

提醒她要有財務框架的思維，藝術家的個性則讓她在機構管理上有機

自由。而或許也是蕭麗虹這樣無可救藥的浪漫，才有辦法在竹圍工作

這樣邊緣的空間，讓藝術家生產出美學上精準無比的前衛藝術計畫。

團隊成長培力是所有經營者的價值目標，但真能落實者凡幾，尤其

2016年，竹圍工

埔寨 Cambodia

Arts（CLA）合作

交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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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相對稀薄的藝文機構。而或許也是蕭麗虹這樣高度理想性，

才能在十多年藝術家駐村的基礎下，促成2016年以文化領導力為

主題，竹圍工作室與柬埔寨Cambodian Living Arts（CLA）的藝術

行政工作人員交流計畫「竹圍工作室換帖去 u nn-thiap: BCS on 

tour」。

從「藝術家」不被視作正式職業的困難時代，蕭麗虹即已

投入藝術家權利保護，到後來倡議資源整合藝術創業，二十五

年來竹圍工作室以各種計畫，支持超過四百位進駐的藝術工作

者。這也是蕭麗虹獲頒2022年臺北文化獎時評審團推薦的得獎原

因：「打造藝術家國際交流平臺，臺灣藝術家最有力的後臺」。

竹圍工作室舉辦柬埔寨之夜。

資源相對稀薄的藝文機構。而或許也是蕭麗虹這樣高度理想性，

才能在十多年藝術家駐村的基礎下，促成2016年以文化領導力為

主題，竹圍工作室與柬埔寨Cambodian Living Arts（CLA）的藝術

行政工作人員交流計畫「竹圍工作室換帖去 u nn-thiap: BCS on 

tour」。

室舉辦柬埔寨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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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左圖 ]

蕭麗虹獲頒臺北文化獎，

獎勵她致力打造藝術家國

際交流平臺，是臺灣藝術

家最有力的後臺。

[上右圖 ]

蕭麗虹獲頒新北文化獎特

殊貢獻獎，感念她終身投

入藝術行動、支持藝術工

作者的熱忱，並向她積極

參與環境藝術及城市發展

之貢獻表達致敬。

蕭麗虹獲頒臺灣文化協會

獎章和證書，獎勵她對國

際文化交流之貢獻。

[上左圖 ]

蕭麗虹獲頒臺北文

獎勵她致力打造藝

際交流平臺，是臺

家最有力的後臺。

[上右圖 ]

蕭麗虹獲頒新北文

殊貢獻獎，感念她

入藝術行動、支持

作者的熱忱，並向

參與環境藝術及城

之貢獻表達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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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蕭麗虹為參訪單位與藝術家導覽竹圍工作室園區環境。

2007年，哈里森夫婦來訪竹圍共同討論未來花園計畫（Future Garden）。哈里森夫婦來訪竹圍共同討論未來花園計畫（Future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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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竹圍工作室帶領

駐村藝術家於視盟一年展發

起分享會。

2019年，蕭麗虹與竹圍工

作室夥伴於二十五週年工作

坊─「生態永續的行動」

合影留念。

2019年，蕭麗虹與

作室夥伴於二十五

坊─「生態永續

合影留念。



146 流動創藝人

藝術家收藏家
三十歲在婆婆鼓勵下買進了第一幅吳學讓的水墨畫（P.29下圖），開始

了蕭麗虹的藝術收藏人生。她有一個非常生活化的收藏哲學，用買菜的

錢買能力可及的藝術品，能掛上牆放在案頭當下即能享受的，而這種日

常化的藝術收藏邏輯，也讓她不知不覺中就已經擁有上百件作品。「我

收藏的作品多半尺幅不大，因為我希望把它們陳列出來，常常可以看

見。」蕭麗虹說，自己的居家空間以前總是掛滿作品，直到近年來搬到

潮濕的淡水，才發現許多東西都因為

陽光、溫度、濕度而產生損害。「好

幾個人來我家都勸我說：『這些作品

再這樣下去就毀了。』我自己澈底檢

查了一遍才發現確實嚴重。」蕭麗虹

說，現在近一百四十件的大小藏品全

都保存在專業的藝術倉庫，偌大的家

中幾乎不見任何作品的蹤跡。「以前

我覺得心情不佳，大概有三種解決的

辦法：首先就是去逛花市，買花回家

插一盆好看的花；如果還不行，那就

[左圖 ]

袁廣鳴，〈盤中魚〉，1992，

錄影投射裝置、單槍液晶投影

機、白色大瓷盤、DVD放影

機，500×500×240cm。

[右圖 ]

袁廣鳴，〈盤中魚〉（局部）。

了蕭麗虹的藝術收藏人生。她有一個非常生活化的收藏哲學，用買菜

錢買能力可及的藝術品，能掛上牆放在案頭當下即能享受的，而這種

常化的藝術收藏邏輯，也讓她不知不覺中就已經擁有上百件作品。「

收藏的作品多半尺幅不大，因為我希望把它們陳列出來，常常可以

見。」蕭麗虹說，自己的居家空間以前總是掛滿作品，直到近年來搬

潮濕的淡水，才發現許多東西都因

陽光、溫度、濕度而產生損害。「好

幾個人來我家都勸我說：『這些作

再這樣下去就毀了。』我自己澈底檢

查了一遍才發現確實嚴重。」蕭麗

說，現在近一百四十件的大小藏品

都保存在專業的藝術倉庫，偌大的

中幾乎不見任何作品的蹤跡。「以

我覺得心情不佳，大概有三種解決

辦法：首先就是去逛花市，買花回

插一盆好看的花；如果還不行，那

〈盤中魚〉，1992，

裝置、單槍液晶投影

大瓷盤、DVD放影

×500×240cm。

〈盤中魚〉（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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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家裡的家具擺設換一換，改

變一下氣氛」她笑說：「假使

還過不去，我會把牆上所有的

作品都拿下來，重新換檔一批

─這樣心情就好了。」

蕭麗虹的藝術收藏中，

有年輕當代藝術家生平第一件

賣出的作品，藝術家作品被收

藏得到的金錢報酬固然讓他們

有買材料的錢，但更重要的是

給藝術家飽足的信心，相信自

己可以走藝術創作這一行。她

也有從各個替代空間，或非營

利機構的展場買進來的作品，

藉由這樣的機制，轉而支持藝

術機構。蕭麗虹的當代藝術收

藏，無關乎增值或品味，更大

的價值是為臺灣培育孵化下一

個人才的哲學。  

袁廣鳴出國留學前，1992年在伊通展出，蕭麗虹就被〈盤中魚〉吸

引，在那個連藝術家本人都還不知道怎麼「賣」、如何典藏錄像藝術的

時代，蕭麗虹就興沖沖買下這件作品。

視盟為了協會籌募營運費用，每年都請藝術家會員提供作品聯展，

售出後藝術家取走應得費用，部分費用再交由視盟運用，蕭麗虹每年都

從這樣一年展中，選購作品。2010年她選中陳文祥的作品〈實體聖母抱

嬰 # 02〉，遠看是聖母抱嬰的標準圖像，近看才發現原來是用塑膠袋做

的。  

年輕剛到臺灣時，藝術創作曾為蕭麗虹帶來生活的解脫，欣賞藝術

陳文祥，

〈實物聖母抱嬰 #02〉，2010，

塑膠袋、金屬夾、紙，

57×42cm。

品都拿下來，重新換檔一批

這樣心情就好了。」

蕭麗虹的藝術收藏中，

年輕當代藝術家生平第一件

出的作品，藝術家作品被收

得到的金錢報酬固然讓他們

買材料的錢，但更重要的是

藝術家飽足的信心，相信自

可以走藝術創作這一行。她

有從各個替代空間，或非營

機構的展場買進來的作品，

由這樣的機制，轉而支持藝

機構。蕭麗虹的當代藝術收

，無關乎增值或品味，更大

價值是為臺灣培育孵化下一

人才的哲學。  

袁廣鳴出國留學前，1992年在伊通展出，蕭麗虹就被〈盤中魚〉吸

，在那個連藝術家本人都還不知道怎麼「賣」、如何典藏錄像藝術的

代，蕭麗虹就興沖沖買下這件作品。

視盟為了協會籌募營運費用，每年都請藝術家會員提供作品聯展，

陳文祥，

〈實物聖母抱嬰 #02〉

塑膠袋、金屬夾、紙

57×4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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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蕭麗虹與她的藝術收藏合影於藝術倉庫。圖片來源：姚孟吟攝影提供。

149

收藏也為她的生活帶來許多樂趣，然而這麼多珍貴

的創作在手，只撫慰她一個人的心靈，這樣是好的

嗎？這些作品，也不可能傳承給定居美國的兒孫

們，最後又該怎麼辦？她不斷自問。2018年她將這

四十年來不同階段的藝術收藏故事，集結成冊，以

《不良嗜好》為名，分享自己的歷程與收穫，更希

望鼓舞大家，一起支持藝術創作者綿延不絕的創造

力。

人生最後一哩路，她決定將四十三件作品託付

給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這批作品出自於二十六位

臺灣當代藝術家的創作，收藏作品呈現臺灣當代藝

[上圖 ]  2018年，《不良嗜好：收藏臺灣藝術 40年》新書發表會於華山拱廳舉行。

[下圖 ]     《不良嗜好》書影。

收藏也為她的生活帶來許多樂趣，然而這麼多珍貴

的創作在手，只撫慰她一個人的心靈，這樣是好的

嗎？這些作品，也不可能傳承給定居美國的兒孫

們，最後又該怎麼辦？她不斷自問。2018年她將這

四十年來不同階段的藝術收藏故事，集結成冊，以

《不良嗜好》為名，分享自己的歷程與收穫，更希

[上圖 ] 2018年，《不良嗜好：收藏臺灣藝術 40年》新書發表會於華山拱廳舉行。

[下圖 ]    《不良嗜好》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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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   臺北市立美術館「小中現大：蕭麗虹的臺灣當代藝術收藏」主視覺。

[下圖 ]    2022年，北美館「小中現大：蕭麗虹的臺灣當代藝術收藏」展覽開幕合影：北美館館長王俊傑（後排右 8）、捐贈家屬代表陳光雄（後排右 7）、

捐贈代理人翁淑英（後排右 6）、策展人余思穎（後排右 5）與參展藝術家、竹圍工作室代表及外賓等。圖片來源：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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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北美館「小中現大：

蕭麗虹的臺灣當代藝術收藏」

展覽開幕，蕭麗虹親友齊聚一

堂，由莊普導覽。圖片來源：

史千容攝影提供。

術的多元發展面貌，同時有彰顯個人收藏對整體藝術發展的社會文化意

義。北美館2022年辦理蕭麗虹的捐贈展時，以捐贈的展品為核心，再以

館內同系列典藏品和藝術家借展，來還原展出整系列作品或創作概念相

關的大型裝置，以呈現1990年代以後，臺灣環境與裝置藝術多元化空間

樣貌。展覽以「小中現大」為名，顯現三層意涵：一為由單件／小件收

藏對應完整組件和大型裝置作品；二以收藏作品呈現臺灣當代藝術多元

面貌；其三則為彰顯個人收藏對整體藝術發展的社會文化意義。蕭麗虹

的好友也是創作夥伴吳瑪悧，代表參展藝術家在開幕儀式中致詞，分析

蕭麗虹以藝術收藏作為下一世代藝術家孵化器的初心，讓被收藏的藝術

2022年，北美館「小

蕭麗虹的臺灣當代藝

展覽開幕，蕭麗虹親

堂，由莊普導覽。圖

史千容攝影提供。

的多元發展面貌，同時有彰顯個人收藏對整體藝術發展的社會文化意

。北美館2022年辦理蕭麗虹的捐贈展時，以捐贈的展品為核心，再以

內同系列典藏品和藝術家借展，來還原展出整系列作品或創作概念相

的大型裝置，以呈現1990年代以後，臺灣環境與裝置藝術多元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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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     「小中現大：蕭麗虹的臺灣當代藝術收藏」展場一景。圖片來源：史千容攝影提供。

[下圖 ]      「小中現大：蕭麗虹的臺灣當代藝術收藏」中展出的梅丁衍作品〈1997〉。圖片來源：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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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     「小中現大：蕭麗虹的臺灣當代藝術收藏」展場一景─涂維政，〈情人節快樂系列〉。圖片來源：史千容攝影提供。

[下圖 ]     「小中現大：蕭麗虹的臺灣當代藝術收藏」展場一景─陳龍斌，〈新石器時代系列〉。圖片來源：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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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一種支持系統下，繼續創作，就如大家所熟悉蕭麗虹以藝術村和國

際藝術交流，作藝術家後盾一般。

藝術家研究員
倡議與監督之外，竹圍工作室在幾項藝文政策上，引介國外政策趨

勢與關係網絡，扮演民間文化政策智庫的角色。從1998年起全球藝術村

研究案接受文建會委託開始，研究國際藝術村、閒置空間再利用文化政

策，與學者專家、政府機關和藝文團體合作，並建構可持續運行的國際

交流網絡，凝聚國際夥伴關係，為藝文工作者和空間運用，開拓更寬廣

的可能性。

面對創意經濟時代，蕭

麗虹協助臺北市進行「臺北邁

向創意城市」的三年計畫，從

2012年起擔任以國際創意城市

大師查爾斯．蘭德利（Charles 

Landry）為總顧問的創意城市

計畫主持人，穿梭在都市設

計、公共行政和文化規劃領

域，再次發揮她跨領域溝通的

本領，出版了《創意臺北，勢

在必行（Talented Taipei & The 

Creative Imperative）》、《臺

北的企圖心（Taipei: A City Of 

Ambition）》、《創意平臺：臺

北，邁向城市3.0 （A Creativity 

Platform: Harnessing the collective 

imagination of Taipei）》等，三本

蕭麗虹與查爾斯．蘭德利合影

於新富町文化市場，左起：洪

宜玲、蕭麗虹、蘭德利、姚孟

吟。

倡議與監督之外，竹圍工作室在幾項藝文政策上，引介國外政策

勢與關係網絡，扮演民間文化政策智庫的角色。從1998年起全球藝術

研究案接受文建會委託開始，研究國際藝術村、閒置空間再利用文化

策，與學者專家、政府機關和藝文團體合作，並建構可持續運行的國

交流網絡，凝聚國際夥伴關係，為藝文工作者和空間運用，開拓更寬

的可能性。

面對創意經濟時代，

麗虹協助臺北市進行「臺北

向創意城市」的三年計畫，

2012年起擔任以國際創意城

大師查爾斯．蘭德利（Charl

Landry）為總顧問的創意城

計畫主持人，穿梭在都市

計、公共行政和文化規劃

域，再次發揮她跨領域溝通

本領，出版了《創意臺北，

在必行（Talented Taipei & T

Creative Imperative）》、《

查爾斯．蘭德利合影

文化市場，左起：洪

麗虹、蘭德利、姚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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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臺北創意城市建置而書寫的書籍，使城市競爭力政策制定有所本。

創意城市的核心在於創意階級，蕭麗虹認為其根本在於創藝人

才（creator），創藝人才並非單指藝術家，竹圍工作室將進駐／合作／

任職的人們都稱為是「創藝工作者們」，互相刺激成長，同時也有機地

形成全球流轉的創藝人脈，而他們的身分也往往是流動的（一般性說法

是斜槓人生），在蕭麗虹身上，每個身分的流動是深刻專業的，藝術家

教師，藝術家營運者，藝術家研究員，藝術家收藏家，只是這些身分認

同離不開「藝術家」，仍是以「藝術家」為依歸的，時時都如藝術家般

在進行創造性行動中推進、前行。

蕭麗虹是棵溫柔的母樹（Mother Tree），母樹的存在，有助於周圍

的小苗茁壯生長，健康的地下根系也能促成菌類生長的多樣性。當母樹

倒下之時，它們會在最後一刻，將長久累積下來的豐富菌根和資源養

分，透過地下根系傳遞給鄰近的樹木，不管是否為同種同科，都能將母

樹的精神傳承下去⋯⋯蕭麗虹稱自己「功成身退」，面向下個世代她期

2020年，蕭麗虹健康出現狀

況，即便在治療期間，仍親身

投入工作，此為她在臺北市立

美術館捐贈計畫中的身影。
臺北創意城市建置而書寫的書籍，使城市競爭力政策制定有所本。

創意城市的核心在於創意階級，蕭麗虹認為其根本在於創藝人

（creator），創藝人才並非單指藝術家，竹圍工作室將進駐／合作／

職的人們都稱為是「創藝工作者們」，互相刺激成長，同時也有機地

成全球流轉的創藝人脈，而他們的身分也往往是流動的（一般性說法

斜槓人生），在蕭麗虹身上，每個身分的流動是深刻專業的，藝術家

師，藝術家營運者，藝術家研究員，藝術家收藏家，只是這些身分認

離不開「藝術家」，仍是以「藝術家」為依歸的，時時都如藝術家般

進行創造性行動中推進、前行。

2020年，蕭麗虹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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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工作，此為她在

美術館捐贈計畫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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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傳遞：

In Art We Trust

We Trust In Art

我們深信藝術的價值，且不止於藝術。

我們深信為改變而採取的共同行動，必能發揮影響力。

2021年，蕭麗虹赴新加坡治

療仍透過視訊參與竹圍工作室

25週年論壇，這是她生前最

後一次公開露面，她心心念念

在於藝術可以改變社會，呼喚

後起藝文工作者，持續行動。

蕭麗虹赴新加坡治

視訊參與竹圍工作室

論壇，這是她生前最

開露面，她心心念念

可以改變社會，呼喚

工作者，持續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