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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開⼀處未曾⾒過的時空縫隙：�
李承亮個展「萬年站的下⼀站」�
�

�
⽂｜陳思宇�

�

前⾔�

藝術家李承亮今年（2023）於伊⽇藝術計劃帶來全新個展「萬年站的下⼀站」，這個展名讓⼈不難聯想到他在 2017 年曾

舉辦個展「路上的萬年站」，其中⼀件作品《萬年站》以台灣常⾒的「萬年牌」⽔塔為發想，打造⼀座可供⼈往上攀爬的

階梯，進⼊到⽔塔內才發現是⼀個卡拉 ok 包廂。藉由⽣活中常⾒的物件和空間進⾏巧妙拼接，在原本⽇常的軌跡中碰

撞出⼀個新的認識與詮釋岔路，似乎是李承亮⼀直以來慣⽤的創作⽅法，⽽從「路上的萬年站」繼續駛往下⼀站，這次

他⼜更進⼀步在集體記憶與⽇常⽣活中，擦撞出更多迷⼈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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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刻公路旅⾏的經驗�

「萬年站的下⼀站」橫跨 6年的創作命題，有著如⻑途公路旅⾏般前⾏的意義，⽽事實上公路電影也是李承亮⾮常著迷

的電影類型。進⼊展場左⼿邊先是⼀系列的《油畫左轉彎》，接著是由不鏽鋼材質簍空製作的《安全標⽰⽅向版》，都是

公路上常⾒的轉彎號誌，透過具有功能指⽰性的視覺符號帶動我們⾝體的⽅向感知。再加上展場中央掛有⼀顆旋轉的燈，

為靜⽌的展場與作品帶來某種「速度感」，燈光穿透簍空的《安全標⽰⽅向版》，影⼦隨著光的移動⽽變形、拉⻑，更是

復刻了我們在公路⾏駛時，路燈光影隨著速度⽽變化的經驗。�

�



 

除了擬造路上轉彎的指⽰牌之外，也可在展場中⾒到路邊常⾒的⼤型廣告看板——兩幅壓克⼒畫作《可⼝可樂看板》、《百

事可樂看板》，李承亮坦⾔，他著迷的公路電影有時是很美式的，《油彩漢堡》的系列畫作也具有這樣的意義，每幅畫作

中都繪有⼀個漢堡，當系列畫作並置在⼀起時，我們雖可以看到各個漢堡的差異，但⼜好像是跳針般⼀直重複出現。整

著展場的營造，不管是暗⽰我們持續左轉彎的交通號誌，還是畫作安排，皆可對⽐到崇尚美國資本主義運作模式的台灣

社會，⽇復⼀⽇⽣產、消耗，彷彿已經失速的⽣活，好在當我們駛在這樣的公路裡時，仍有幾處能安放⾃⼰的休憩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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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速中的遊戲與休憩之地�

休憩之地來⾃於李承亮在展場各處擺放的⼤型⾦屬雕塑，這些雕塑有如時常出現在公園、兒童遊樂場所等的設施。像是

《休站》、《休息中站》皆分別⽤鋼架、鐵板打造出⼀個半橢圓型的類涼亭空間。《休站》漆以橘紅⾊的漆料，在⾦屬板上

雕刻⼀⽚⽚葉⼦形狀的孔洞，並在雕塑內部種植植物，植物的葉⼦往外攀爬在⾦屬板上，外部光線也透過孔洞透進些許

葉⼦形狀的光。《休息中站》則擺放在展場外側的⼩徑旁，以藍綠⾊油漆為基底，在造型上納⼊氣流設計，雕塑內部具有

良好的空氣循環，被李承亮形容為⼀處「吸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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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推敲李承亮的作品，不僅造型上具有熟悉感，其中更耐⼈尋味的地⽅是，他會考慮觀眾如何與作品互動，以及作品

的「⽤處」，像是在具休息意義的《休站》、《休息中站》中，都有著供⼈使⽤的坐椅和菸灰缸的設計，⼜或是以台灣熟悉

的⼤同寶寶為造型原形的《世界⼤同》，頭部由鋼鐵細枝凹折⽽成的網格狀，像是公園常出現的遊樂設施，另⼀部分的⾝

體由⽔泥、砂⽯構成也是台灣常⾒的建築材料，更是⼀個可供觀眾攀爬遠眺的⼤型雕塑。同時，這些雕塑有時也結合廢

棄的材料重新拼接製作，「如何有⽤」似乎成為李承亮在構思⼤型雕塑作品時的考量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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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訊號太空艙�

展場中另⼀吸睛的作品是《艾⽐路太空艙》，李承亮對於太空世界的著迷從他過去的創作亦可看出，「路上的萬年站」的

其中⼀件展覽作品《太空艙的⼀部份》，他也曾製作過⼀個剖半貼著地⾯的太空艙。這次《艾⽐路太空艙》他則創造了⼀

個⽔滴狀的不倒翁雕塑，觀眾可以從雕塑的三⾓形⼊⼝進⼊，空間內地板由溫潤平滑的實⽊鋪成，隨著觀眾在內部的⾛

動所造成的重⼒差異，不倒翁會開始左右搖晃，⽽搖晃幅度會觸發頂端⼀把電吉他的弦，弦經過訊號傳輸⾄展場牆⾓的

擴⼤機，便會發出撥弄電吉他和弦的陣陣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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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重的⾝體感與突如其來的聲響訊號，再加上展場中以燒製陶⼟製成的《蛋》和以油彩繪製的《⼆號⽯頭》，都為這個太

空艙加⼊了更多神秘線索。⽽伊⽇藝術計劃的頂樓現正展出的天臺年度計劃《屋頂上的騎兵》，其中也有李承亮的作品

《⽉球太空計劃》，這件作品中的翻覆⼩貨⾞、半剖⾯的⽉球雕塑、另⼀接收著廣播訊號的⼩太空艙，都彷彿平⾏宇宙

般，將這次個展裡⾯沒有提及的、或發⽣在想像中的物件再現，形成有趣的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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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開⼀處未曾⾒過的時空縫隙�

綜觀李承亮這次的個展，展場設計如果是隱喻著我們都在名為資本主義⽣活的⼀條看不⾒盡頭的公路急駛，那這些⼤型

雕塑便是在這條路上我們可以暫時遊戲與休憩的場所，它們的出現並⾮是刻意打斷，⽽是靜矗在那裡，等著我們的好奇



 

⼼被促發，於是順著他的《安全標⽰⽅向版》轉彎、不停地轉彎、再轉彎，讓離⼼⼒驅動我們脫離常軌，甩∕躲進他在

⽣活的主空間外，所創造的另⼀副空間，並享受空間蒙太奇帶給我們的「失序」。這也是我認為李承亮作品中最迷⼈的地

⽅，他⾮常熟稔地操作我們的集體記憶，不論是符號、公園遊具、太空艙、公路休息站，甚⾄是雕塑的材料等等，都能

輕易讓我們找到⽣活中可對照之物，不過卻以造形和功能的重新拼接，撐開⼀處我們未曾⾒過的時空縫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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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2023.�09.�21� ‒� 2023.�10.�21�

Venue｜YIRI�ARTS�1F,�No.�1,�Lane�86,�Xinming�Rd,�Neihu�District,�Taipei�114�

Open｜Tuesday—Saturday,�14:00—19:00�

Closed｜Sunday—Mo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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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ore�information�or�request�please�contact：�

gallery@ms.yir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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