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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計畫」從2010年初持續進行中。藝術家姚瑞

中與學生們組成的團體「失落社會檔案室」（Lost Society Document, LSD） 一起行

動，學生們返鄉以藝術家之眼進行田野踏查與拍攝，目前已進行四百多個閒置公共設施

調查，出版三本專刊，第四本即將出版。這些每本厚達六百多頁黑白檔案圖鑑式專書，

真切而實際的揭露這些一直生活在我們週遭、但被我們所忽略的社會現實。這些現實正

是整體龐雜政經利益交織之下台灣民主進程蒼白無力的現形記，也是主標題所指出的

「海市蜃樓」。

廢墟的出現

這個長期計畫裡的「閒置公共設施」是指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在不同時期，使用各

式官冕堂皇名目的建設。例如九○年代隨著解嚴後的台灣本土化熱潮，加上社區總體營

造文化政策的推動，在一鄉一特色的口號之下，成立各鄉鎮地方博物館、地方文物館、

或特色館做為台灣本土化概念的實踐。或是政府各部門在某些特定大計畫之下，以嘉

惠於民的說法大興土木，如交通部的「一鄉鎮一停車場」；環保署推動的「一縣一焚化

爐」；農委會蓋了數不盡的觀光漁市，或農產品直銷中心；內政部也不遑多讓設立一堆

以社會福利為口號之建物，或社會觀光休閒設施等。當這些花費巨額公帑的公共工程與

設施，在硬體建設完工後，有些沒有按照原計畫運作，有的是從未使用直接荒廢，有些

面臨政府無預算支持的窘境，或者是經營不善，入不敷出，參觀人次稀少，成為低度使

用的公共建物。這些淪落為「類廢墟」、「半閒置」或「已荒廢」的閒置空間即為俗稱

的「蚊子館」――反諷這些空盪盪空間只拿來養蚊子，沒有任何其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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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廢墟

「蚊子館」是現代社會所共構出的廢墟。這個計畫必須由「看見」廢墟開始。

在廢墟中晃遊與對廢墟美學迷戀是姚瑞中從大學以來的興趣。2004年出版《台灣廢墟

迷走》收錄他從1988年開始隨機性的廢墟漫遊，他用鏡頭大量記錄台灣各鄉鎮不知名

的角落「人所造的了無人跡」之地，包括廢棄的民宅、工廠、倉庫、碉堡、遊樂園、渡

假村等，以黑白照片定格下這些已經被時光拋棄的場域，在台灣現代化進程裡被遺忘的

所在，並用遊記式書寫訴說著自己「關於如何被廢墟召喚的無聊人生【1】」。

2007年的《廢島：台灣離島廢墟浪遊》不同於前階段隨機的漫遊與拍照，將鏡頭聚焦

於因兩岸政治環境變遷造就的離島軍事廢墟、監獄廢墟等，展現的不僅是黑白影像，

被時間定格的浪漫美學視角下的廢墟，也關照到背後的政治經濟學。「看見」這些做為

「悲情時代下的產物」、「被人刻意遺忘的廢墟」。這些影像是「在場」的見證，既揭

露隱而不顯的現實，同時也保存正在消逝中的當下，迫使觀者不僅「看見」廢墟的衰

頹，更去思考廢墟所在地的政治社會環境，探詢造成這些廢墟無語與無奈背後的原因。

2010年起姚瑞中由單打獨鬥轉向集結學生共同合作行動，從冷眼旁觀到實際介入社會

運作機制，尖銳地直接觸碰當下政治經濟結構的「蚊子館」，這個轉變也反映著藝術家

如何回應時代。八○年代末台灣解嚴後是社會大變動的時期，一些藝術家以積極入世的

狀態，以個人熱血來對抗龐大體制，另一些藝術家則以疏離、冷眼旁觀、自我放逐的邊

緣角度來觀察社會。解嚴後二十年，姚瑞中的「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

計畫」呈現藝術家另一種的社會實踐：透過實際大量的踏查，建立檔案，大量呈現這些

被掩蓋，或被遺忘的蚊子館，鐵證如山般地直指政府疏失，掀起議題，以行動擾動／撼

動現實，產生實際改變效益。

「看見」廢墟的背後

	

「蚊子館」的生成展現了解嚴後台灣民主進展複雜交織的現象，而「蚊子館」正是民主

黑暗面的鐵證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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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代末台灣進入一個快速變遷轉型期，政治上中央一黨獨大與家長式權威時代結

束，戒嚴、黨禁、報禁解除，走向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雙軌並行。早期威權時代是

政治權力主導，國民黨與地方派系之間形成一個恃從主義的政治聯盟：中央把地方的寡

佔性經濟資源分配給少數地方派系，以交換他們的政治支持【2】。解嚴之後，除了傳統

交換模式的繼承之外，民主選舉制度又再度加強這種中央與地方、權力與資本、個人與

社會利益之間綿密的交織關係。

李登輝時代【3】為對付黨內鬥爭與黨外勢力發展遽增的壓力，並隨著政治自由化，地方

勢力的分配與交換透過選舉制度進行，選舉活動中的「金權選舉」逐漸與「黑道」勾

結，形成「黑金政治【4】」，台灣的選舉走向惡質化傾向，買票、作票、賄選、綁樁、

利益輸送等時有所聞，公共工程建設既是選舉政見不可或缺的一塊，更是利益分配與共

犯結構之中的「油水」，自然是兵家必爭之地。

2000年總統大選，民進黨以「阿扁沒包袱、黑金一定除」為號召奪取政權。政黨輪替

之後，民進黨缺乏中央執政經驗與相關資源，日益仰賴大財團企業的支持，明確走向以

資本至上為邏輯的新自由主義。在之前國民黨執政時期提出「政府再造綱領」，引進企

業經營精神、BOT、委外經營與民營化，到了民進黨執政期間則以地方化、法人化、

委外化、去任務化等以「四化」為主軸的施政方向，以BOT、OT、ROT等方式，納入

私人企業財力以彌補政府財政資源匱乏。2004年大選，民進黨仍然可以用「不要讓黑

金復辟」為口號凝聚部分選民，但之後陳水扁因為貪瀆案而入獄服刑，形成強烈對比。

2008年馬英九以清廉形象當選總統，二次政黨輪替，雖然馬英九強調自身清廉，但其

下屬一再出現的貪污案，對國民黨政府產生強大的殺傷力，民眾感嘆政黨輪替，政治惡

習也輪替，「趕走了黑金，迎來了貪腐；趕走了貪腐，迎來了黑金」。不管是黑金還是

貪腐，政府公共工程都是再分配、聯結、交換、鞏固的分贓系統，被看見的「蚊子館」

正是這個民主黑洞的顯影與現形。

若「蚊子館」做為一個社會表面徵候，那「蚊子館」的背後是由甚麼樣的環境與條件所

促成？也就是詢問「蚊子館是如何形成的？」、「每座蚊子館只是個案，還是暗示著

不同產業的結構性問題？」，或者「蚊子館是整個社會體制共謀之下的產物？」姚瑞中

認為，蚊子館正是民主政治與經濟轉型失敗的產物。在第一本專書序言中，他談到「蚊

子館」產生的可能因素：「政治人物亂開競選支票、中央與地方政府決策不當且好大喜

功、追求世界第一或遠東最大規模、預估使用率過於樂觀、規劃設計不當或不符民眾使

用需求、設施地處偏僻且交通不便，以及後續興建、修復或營運經費不足等因素造成，

導至施工完成後使用率偏低或完全閒置情況，這種因為政治、選舉、擴大內需或試圖拉

近城鄉差距所興建的『閒置公共建設』遍佈全國，至今仍方興未艾【5】」。姚直指台灣

選舉文化的弊病，公共工程建設的具體可見尤其性符合政治人物被看見的需求，但常常

在政策決定上並無整體考量與配套措施，以至於後續執行營運問題重重，造成四處林立

的蚊子館，體現出「錯誤的政策比貪污還可怕」之事實。

文化評論者張鐵志進一步指認「蚊子館」反映台灣民主體制的三種政治邏輯：假民粹主

義、發展主義、地方金權政治。戰後，發展主義一直是台灣的核心價值，政治人物把

搞建設做為政績，以為是為人民服務，然而這些建設並非以民眾需求為出發，只是製造

一個符合地方或人民利益的幻影。假民主之名，借經濟發展之口號，行地方利益分贓之

實。在此，「德政」弔詭的翻身為「惡政」。荒誕的「蚊子館」正是此種看似巨大華麗

但其實貧乏而不能運作的海市蜃樓，貼切地呼應張鐵志文章的標題：「我們的民主就是

海市蜃樓」【6】。文化評論者南方朔敏銳地指出台灣政治運作裡的重要潛規則：當權者

用人民納稅錢大慷他人之慨，「政商之間親密的如同穿一條褲子，可以透過流標的手段

而行綁標圍標之實，甚至商人越俎代庖的幫政府制定工程預算書，這種沆瀣一氣的行為

已可謂舉世罕見【7】」。他認為台灣的不肖政商關係就是台灣的蟑螂，「蚊子館」正是

分贓的民主的證物，因此，「必定有蟑螂，而後才有蚊子」。

行動作為公民社會的參與

「蚊子館」是台灣民主進程的惡果。姚瑞中與「失落社會檔案室」共同行動的「海市蜃

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計畫」讓惡果顯影；在群蚊飛舞的年代，這部計畫展現

了兩個層次的批判意義：第一個層次是對民主制度的批判，直指蚊子館生成的政治經濟

土壤；另一個層次則是對準教育體制的僵化，同時也將藝術行動作為民主進程之中對於

公民社會參與之培養。

這個行動的開端是一個學期作業。2010年2月底新學期開始，姚瑞中在擔任國立臺北藝

術大學美術系與國立師範大學美術系的第一堂課裡，詢問學生對這堂課的期待：是希

望按照一般上課方式，由老師講授相關知識，或者是他們願意用這堂課來做「蚊子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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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查案？兩所大學美術系五十幾位同學決議以全台蚊子館調查案做為此學期的學期作

業。在半年的返鄉調查裡，彙整出一百四十七處「蚊子館」案例，出版第一冊《海市蜃

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勾勒出台灣社會的荒謬現狀 。同年，此藝術行動

參與2010年台北雙年展的連動計畫，經由媒體大幅報導，引起政府高層的關注，甚至

副總統來電關切、以及行政院長召見，會議中指示各單位進行調查，要在一年內活化蚊

子館，若不能活化的，考慮拆除。後續時間裡，姚瑞中繼續帶著一批批新加入的學生進

行此計畫，在第三冊專書中新增加「已活化或活化中之公共設施」篇章，以附錄方式呈

現大量政府會議記錄、公文、方案、閒置建物清冊等。這些陸續出版的專書紛紛寄送到

政府各級主管機關，形成一種來自民間的壓力，監督政府決策。

「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計畫」產生直接有力擾動政治層面，藝術的力

量是其中的關鍵。姚瑞中認為「藝術的重點不是在求取像數學般的解答，不是！它的

重點在於這個答案之外，還有什麼？【8】」此計畫以藝術作為思考的可能性，對於社會

議題進行的軟性批判，提供一個公共展示的平台，使更多人得以參與。在此借用德希達

與安娜．杜弗勒芒特爾（Anne Dufourmantelle）討論「好客」議題時，杜弗勒芒特爾

對於哲學的思考，她說：「對於一個只關注量化利益和效應的社會，最大的威脅就是無

用，無目的，絕對的無用，並且拒絕為這種無用、無目的進行辯護……【9】」，藝術行

動的力量即在於此「無用性」，這種無用性成為一種政治姿態，這種姿態象徵性地保護

一個空間，本質的東西在這個空間中被說、被突現、被看見。因此，「無用之用」讓不

可能的「掀政治的底」之任務達成。

在這個以獨立學習為主的調查案中，雖然學生們的文字、觀點與拍攝的圖象仍顯稚嫩，

但從過程來說，學生的共同參與經驗是此行動的價值所在。他們學習的範籌擴大：跨

領域視點、田野調查（明查暗訪）、資料收集、發現與指認問題、與陌生人攀談（演技

訓練）、翻牆（體力訓練）、追新聞（狗仔隊精神）、攝影外拍、沖片、專題安排、新

聞採寫、編輯出版、佈展、與政治人物會面，到接受媒體採訪等。這些涉世未深、還未

有深刻社會意識的學生們，在回鄉踏查過程裡漸漸意識到自己所處社會的荒謬與不公不

義，由疑惑進而產生社會意識，擴大觀看的視角，肯定小蝦米可以對抗大鯨魚，確切的

興起改革的想法，思索行動的可能性。

從一個學期作業為開端，學生們的藝術行動正是公民社會的實際參與，這些行動就像一

顆投入池塘的小石子，激起不斷向外延伸的漣漪，擾動了一個表面寧靜的假面社會，讓

人不得不直視現實。

台灣民主進程展現在此計畫之中，也出現在不久之前的三一八太陽花學生運動，在其中

看見年輕學子們熱情、認真、理性、堅持守護民主，早已打破以往「草莓族」的狹隘形

象，他們既改寫自己的現實，也創造台灣民主歷程新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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