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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雙腳到指尖的漫遊

奇怪的眼鏡

　展場裡有幾支奇怪的眼鏡。這款懶人眼鏡自命

為低頭族的救星，原本俯視才能好好觀看的事物

透過鏡片反射，可以直接在平視的高度呈現。我

實在是無法欣賞這個發明，總覺得戴上眼鏡那兩

眼開花的樣子，看起來非常滑稽。但蕭其珩買了

幾支懶人眼鏡分送給爸媽和妹妹，家裡的幾個低

頭族。他們戴上眼鏡，於是有了〈抬頭一族〉

這件作品。畫裡的人為了看鏡頭，都把頭高高抬

起。

　這支荒謬的眼鏡多少道出了「最佳地點地圖」

個展的趣味，屬於這個時代的某些奇異視角。你

可以說這是一種透過媒介之物來翻轉無奇日常的

方式，也可以說是當代視覺文化的某種反映。

「最佳地點地圖」整體而言就是這種邏輯的產

物，一系列的畫作表現網路世代在手機和雙腳之

間所鋪陳出來的，屬於自己的地方感，極具個人

風格地描繪出從地點展開的生活敘事。黏膩的筆

觸和爆滿的畫面擴大了圖象的張力，為身旁日復

一日的平常、那些沒什麼大不了的風景注入個人

性的地標意義。

　戴上奇怪的眼鏡，看到的東西其實沒什麼差

別，甚至更間接一些。但是當人們愈發習慣社群

媒體所塑造出來的現實感，不再直接也不讓人感

到意外了。

指尖的漫遊者

　現代的漫遊者在新興的城市遊晃，旁觀世界新

貌，在物質消費升起的燦爛之中保持冷眼。網路

通訊時代的漫遊者沒帶著閒情游移在新舊的邊

界，他們打開地圖，用兩指指尖縮放比例，在線

上自由穿梭。這個時代，每個人都可以為自己的

地圖下定標點。地圖不再是一張普遍的、概念性

的地圖，而是由每個個人寫就、鑲嵌著分殊意義

的圖表。「最佳地點地圖」來自蕭其珩2020至
2021年往來新竹和其他城市的生活場景與事件，
這段期間他踏出校園、服完兵役並且投入創作，

是人生中身分和生活轉變的時期。個展中的作品

評「最佳地點地圖─蕭其珩個展」

撰文／張晴文．圖版提供／蕭其珩、張晴文

蕭其珩　抬頭一族　2022　油彩畫布　38×45.5cm（圖版提供：蕭其珩）

路由藝術「最佳地點地圖─蕭其珩個展」展場一景（攝影：張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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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藝術「最佳地點地圖─蕭其珩個展」展場一景（攝影：張晴文）

全都是生活留影，他將這些化為人物、場景、物

件的組合呈現在繪畫中。同窗好友之間的聚會、

在城市之間移動的歷程，還有一個人的兜風時

光，凝縮為畫面裡的一杯飲料、一座舞台、一道

隔音牆，寫景或寫物都集中而專注。

　蕭其珩從漫畫《通靈王》裡得到啟示──最佳

地點是一個可以回到自身的基準的地方。他將自

己這段時間曾經逗留的、內心重要的風景編寫為

一張地圖清單，在附帶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經緯度

座標的頁面上，再為它們添一幅畫像。這些屬於

自己的地標，在畫筆之下弭平了自身印象和網路

資訊之間的落差，試圖改寫共享的資訊裡那些和

自我經驗分裂不一的感受。「最佳地點地圖」在

數位時代的地圖上寫進了個人的身體感。

最佳地點

　當今或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最佳地點地

圖」。這些地點的指認，有別於歷史上台灣名所

名景的政治及社會意義塑造，更多地指向了個體

形象與消費性的目的，當然也可以視為大眾文化

左至右：蕭其珩〈雞腿樹〉、〈洗車的景〉、〈高壓電塔之家〉於展場一景（攝影：張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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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的推移痕跡。智慧型手機已經成為銜接人和

數位空間的重要媒介，同時也是最便利的紀錄工

具。地標在社群軟體上極為普遍，經常伴隨著到

此一遊或者各種消費性的圖象，也展露了人之於

地方的某種當代關係。很多時候，儘管標舉了地

點，但這些聲稱地方的圖象卻展現出淡薄且疏離

的人地連結。或許，人們在社群軟體上主要想表

現的是自己的現身而非於景於地的關係，然而蕭

其珩的這一份地圖，雖然同樣來自日常拍攝，也

曾在現實動態短暫存在，最終仍以繪畫的形式記

錄下來。

　「最佳地點地圖」中的各色圖象，以一種坦率

天真的方式構成，扭曲的筆觸製造出黏膩而有機

的質感，力量充沛。他畫下目光凝視所至之事

物，把自然景物當作物件來描繪。一反過去層層

厚塗的畫法，這次個展的作品嘗試以線條筆跡的

連結織起整個畫面。極富個人色彩的繪畫語言，

具體展現為短而繁複的筆觸，構築出充溢畫布的

場景，不願遺漏任何一個角落地仔細鋪陳。那些

線條所匯集的流動感，讓畫面中的形象也微微顫

動著。所有被描繪的對象彷若活生生地呼吸，回

應著他與它們日常中的往來關聯。

　〈大貝殼〉是「最佳地點地圖」的起始，南寮

港邊已經荒涼的人工造景，是他經常獨自放空的

地方。「假日花園」系列把城市裡時常路過、充

滿植栽的景色命名為花園，因為假日才會路經，

對他而言代表了輕快的心情。這幾件大幅的作

品，包括〈假日花園2〉描繪新竹南寮附近的一
處民宅，尋常的平房卻因為所在環境形成的配色

吸引了他的注意。從前景的稻浪到後方的紅色房

屋，土黃，灰，綠，粉紅依次排開，意外地帶有

活力。〈假日花園3〉、〈假日花園4〉分別描繪
高雄市四維路及青年路一帶的街景，行道樹的色

彩變化，成為遊走在城市道路之間小小的趣味來

源。

　「隔音牆」系列畫的是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

綿延的隔音外牆。對比於明確座標的景點，這些

道路是一個地點通往另一地點的過渡。台灣南北

各地的隔音牆有不同的塗裝彩繪，這些旅途之間

快速閃過的道路設施，竟也成為他觀察和欣賞的

景點。

屬於自己的地方

　如就文化地理學的觀點來看，地景不僅僅是土

地本身，也是從特定視角看見的土地。它既是現

象本身，也是我們對它的感知。它「就在那裡」

而與真實世界相聯繫，同時也存在觀者的眼中，

在人類感知與想像的領域內具體成形。（約翰．

懷利〔John Wylie〕，《地
景》）。我們在蕭其珩對於

「最佳地點」的描繪中，不僅

看見了他體驗過的地方、他的

生活痕跡，甚至可以看見身體

如何成為意圖和覺察的基礎，

既已沉浸於世界的空間性中，

又創造了那個空間。一陣豔陽

下吹拂身體的海風，那杯沁涼

的冰咖啡，或者那一棵看來手

舞足蹈的樹，都成了當下在此

的最好說明。

　在這些「最佳地點」的記錄

中，部分標誌化的景觀展露了

可被辨識的樣貌，例如南寮海

邊的大貝殼，或者快速道路蕭其珩　大貝殼　2022　油彩畫布　130×162cm（圖版提供：蕭其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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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側的隔音牆，它們做為城市地景的一部分，透

過遊憩和交通的基本功能，聯繫起地方和身體的

關係。而蕭其珩在生活經驗裡透過畫筆將這些對

象突顯出來，指向相當個人的生命經歷，並在其

間建立了自我和景物的關聯性。在他的繪畫中，

鮮少用戲劇性的視角來誇張渲染地方之於他的關

係，而是直率素樸地展示景觀，將焦點置於畫面

中央，讓整個風景攤開，如同檔案照片一般平穩

地透露事物的樣貌，毫無隱藏。而另一方面，不

具地標意義的日常景致，包括時常光顧的小店，

或者偶然經過的路邊一景，也被老老實實地記錄

下來。混雜著一部分奇想和變形，一部分基於長

時間共處的親密，這些人和景在他屬於自己的地

圖上，刻畫著超出打卡拍照更為悠長的記憶。

蕭其珩　假日花園3　2022　油彩畫布　130×194cm（攝影：張晴文）

蕭其珩　隔音牆2　2022　油彩畫布　27×35cm（攝影：張晴文）
右‧蕭其珩　雞腿樹　2022　油彩畫布　35×27cm（攝影：張晴文）

P136-139-23AR038.indd   139 2023/4/17   15:11


	P136-23AR038_Oris.pdf
	P137-23AR038_Oris
	P138-23AR038_Oris
	P139-23AR038_Or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