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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來移山 

從2010年開始，檔案型攝影計畫〈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已經

執行了五年，其源自於姚瑞中對廢墟的踏查，意外引起對公共建築閒置設施的關

注。此計畫有兩個層面的意義，第一個是從教育的體制發動學生進行調查，透過

攝影的訪視與見證，使藝術勞動與社會參與產生連結；其次是將調查的成果施予

公部門，對政府施政製造壓力，進而將這些公共閒置設施進行列管，並制定舉報

與活化措施。以往政府都是透過攝影的見證本質，執行其管理人民各項法治上的

規範，例如：交通違規、環境破壞、治安防治與公共安全等等。然而在〈海市蜃

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計畫中，卻形成反向監督的效應，衝擊政府在

施政上對公共設施的管理，落實了教育、藝術與社會的相互作用，可是我卻對這

個攝影計畫有其他的想像與思考。對計畫而言，個體的藝術觀點與其轉化是否可

被呈現，以及對於公民社會參與的可行性，如何延伸既有的攝影檔案，再進行新

的藝術生產，並擴大公民參與在這計畫中的想像。

〈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計畫至今累積超過五百筆以上的案例

資料，主要是建築體及其設施的影像內容，另外還有相關背景資料，包括地址、

主管機關、管理單位、建造日期與建造經費，並搭配調查者的踏勘敘述。這些資

料具體呈現政府的管理缺漏，反映了設施的營運難度遠超過興建設施的事實，透

過這些資料給出事證，並對政府產生管理上的驅動。然而除此之外，是否可以透

過這些資料產生外延的效應？例如在興建新設施方面，做出更多元的評估與規

劃，才是此計畫的影像資料作為檔案研究的積極態度。

筆者認為，雖然這是藝術計畫，但也有探查社會的功能，因此可以與其他領域的

朋友一起執行，例如用工作坊的方式，加入國土規劃（城鄉規劃、建築、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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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交通、政策管理……）以及社會科學（地理、環境美化、人類學、社會

學、藝術史、法律……）等多元專長的人們，一起進行每一年計畫施作前的準

備工作，同時開放同學在其選擇調查對象上的創作實驗性，建檔的繁雜工作則可

以交給其他領域專長的人，使同學可以專注在其藝術創作上。各領域所需的影像

訊息，也可以在事前的跨領域工作坊來建立其背景訊息的判斷，例如：地景、資

材、建築語彙、土木結構、地質條件、社區人文與生態環境等等，在完成影像檔

案後，直接移交給其他領域的志工，根據訊息內容加以編碼，則這些影像除了可

以是同學們的個人創作外，更可以透過編碼的統計分析，提供給其他領域的人研

究。現有的呈現方式均是黑白影像，依據姚瑞中的說法是為了要讓計畫整體有共

同的調性，這的確是作為計畫主持人的難處，一方面要兼顧整體美學，另一方面

又要反映作為證據的影像文本。然而，若對照法國在2011年發動的液態法國地景

攝影計畫，參與計畫的攝影師雖然不是素人，但是，透過與策展人反覆的對話，

來確認其影像觀點，其多元的影像價值正映射了如同1930年美國農業安全管理

局，或是1985年法國國土規劃局所策動的影像計畫中由上而下的單一影像觀點。

作為藝術家一定是尊重多元觀點且捍衛其自由意識，作為計畫主持人（及出資

者）則必須提出清晰的觀點以及流暢的內容，使得此計畫在面對與公部門的對話

時，必須選擇後者，這是計畫本身的命定。

若從原始的影像檔案著手，也許未必如此，因為原始影像有八成是彩色影像，如

果透過檔案開放的平台，公開其影像，找尋不同背景的人來進行影像編輯，相信

會有異於「海市蜃樓」主體的觀點。檔案的公開並不是全無挑選地丟出來，其中

還是必須重新審視，透過不同背景的人來深入觀看每件作品，並且給予標示其有

意義的訊息後，才能加以分類整理，再公開讓大眾閱讀。影像檔案有許多層次的

意義，每個人皆有不同的挑選目的，因此開放檔案才能促發下一個階段的生產，

無論是藝術或是社會科學方面，一定是先有檔案開放，才會有繼起之研究與創

作，讓這些影像產生各種可能的連結。

撰寫《海市蜃樓V：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的專文時，我就在想，這個計畫

千萬不能停，然而當我得知這有可能是最後一本時，真有種深深的無力感。正因

為這是觀察政府公共建設的影像計畫，所以不可能向公部門申請任何補助，這五

年來，姚瑞中賣自己的畫來實現他對攝影的熱愛，並透過藝術來回應台灣社會，

同時也培養出一批批具有思辨能力的藝術新秀，無論如何我都要好好地寫這篇專

文來回應他的執著與用心。有時候獨自一人打拚，很容易會被孤單感壓垮了遠大

的理想，如果這個計畫可以繼續下去，相信還是會有一群愚公跟著姚杯杯一起移

山的，讓我們繼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