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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時代的集體努力

姚瑞中的〈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是一個持續五年以上、深具

社會關懷及並有實質政策影響力的長程集體計畫。在出版這第五本的集結之前，

他曾於國美館2015年亞洲雙年展中進行一次盛大的展出，其主體為他和所率領

的青年團體大量累積的檔案記錄。展覽空間佈置為一個類似檔案室的裝置，四

排的影像由下往上陳列到接近天花板，並且有電腦檔案、政府書函、紀錄片、

與官方會議等相關文件記錄，再加上以白色為主的高大明亮空間，產生令人震撼

的氣勢。此一藝術介入及檢討公共資源運用的行動，在五年時間內除了藝術家本

人外，共有兩百三十位學生參與，生產五本專書，探討五百八十四個案例，並有

三千四百頁、四千張照片及五十萬字的出版，實質影響政府思維與作為，成為台

灣近年廣受國際矚目的藝術計畫。國際認可方面包括新加坡及北京的獲獎，以及

德、荷、印、韓、澳等國邀展。

據姚瑞中本人表示，這個被暱稱為「蚊子館大調查」的攝影及文件記錄計畫，將

會在第五集出版完成之後告一段落（雖然他一些過去的學生和我說，之前集結出

版之時，他也常作類似宣告）。因此，在這個時間點上來看，寫這篇序文令人有

一種在分水嶺上回顧的情境。那麼，首先會有一個問題產生：為何要用五年的時

間來製作五集的抽樣記錄？為何不是像一般的藝術創作強調創新和變化呢？

我想，有關這個問題的第一個回答方式是很殘酷和冷峻的：這項計畫由很早期開

始，便已引起媒體注意，進而促使政府受到壓力，更加關注與閒置公共空間相關

的問題，也有行政院長接見等儀式性過程，然而蚊子館的現象仍然是大量地出

現。由最新的第五集所呈現出的狀況來看，即使政府、媒體和包括姚瑞中和他學

生們組成的藝術團體一直在努力發掘及設法改善這種大量浪費公共資源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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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置公共空間的現象仍是俯拾即是，層出不窮。現實本身既然沒有太多改善，對

於它的記錄也無法停止。

由政府提供的文件來看（列於本書附錄），政府對閒置公共空間的處理態度也不

能說是漫不經心。由某些年度的列管記錄來看，蚊子館的現象甚至可以收縮到個

位數。不乏幽默的是，在公務機構的用語裡，也採用了「孑孓館」這種充滿意象

的表達方式，用來指有可能形成未來蚊子館的計畫或興建中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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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數字

和現象之間的落差，卻令人無奈地理解，管理（包括懲處、列管）或是鼓勵（對

成功的活化給予獎勵或建立其模式），蚊子館仿佛蚊子群屬一樣，是一種野火燒

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公共政策及投資誤置現象。另一方面，姚瑞中領導的這些民

間版的調查記錄，是以一種自發的方式進行，其中所顯現的關注方向和調查結

果，一部份和官方提供的版本存有相當大的差異：比如由第五集的目錄來看，許

多調查對象高度集中在文教設施，而官方列管版本則以經濟部和內政部主管範圍

為大宗。這究竟因為是調查者主觀的關注重點而產生的（比如學生會特別關心及

著重學校及文化設施），還是因為官方的統計列管仍有不少死角，是一個值得探

究的問題。

五年以來，姚瑞中以大規模地集結成果展示及出版，也引發了一個較具理論意味

的問題：攝影雖然在每一個按下快門的動作是瞬間性的，但它逐漸成為一種可能

是最耗時的藝術形式。尤其在紀錄攝影的類形中，其工作往往是經年累月地在不

斷的累積中達成，而這和整體當代藝術講求每次展出都有「新意」、「創造」的

基本價值觀，正好大異其趣。在這種狀況下，展覽只是整個實踐或計畫如冰山一

角的展露。很有可能它們更適合的載體是書籍或網站，而這也是海市蜃樓這個計

畫以出版為其最主要形式的根本原因。

除了對公共事務的關心（別忘了這個計畫也是一個教育過程，這個影響也將相當

深遠），海市蜃樓計畫也和攝影史最近的關注焦點有許多關連性，比如當代攝影

著重以系列性來突顯觀念意涵、和當代藝術相交會的目錄及檔案滙集工作、以拍

攝人造風景為主題的新地誌學攝影再受重視等等。最後這一點，也和姚瑞中個人

對台灣廢墟的政治地理學長期關注和拍攝有關。於是很可能會有一天，等到現時

的時間過去，這些記錄工作和現實的交涉關係開始改變，人們很可能會以新的眼

光來觀看這一代年輕人的集體努力。

1 新聞報導指出2011年提列的五十三件「孑孓館」已全數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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