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畫編號：    

文化部「藝文場館營運升級」計畫 

計畫名稱： 

臺南市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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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1 月 26 日  



 

1 / 12 

111年度文化部「藝文場館營運升級」計畫綜合資料表 

計畫名稱 島嶼想像：「亞洲的地獄與幽魂」衛星展策展計畫 

主辦單位 

名稱 臺南市政府 

電話 06-299-1111 傳真  

地址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6號 

實施期程 民國110年10月1日至111年12月15日 

計畫經費 

總經費 1,429,000元 申請本部補助 1,000,000元 

（自籌） 

配合款 
429,000元 其他機關補助 

補助機關： 

補助名稱： 

補助金額： 

計畫項目 

計畫名稱 計畫內容摘要 

島嶼想像：「亞洲的地

獄 與 幽 魂 」 衛 星 展

（暫名） 

呼應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策劃「亞洲的地

獄與幽魂」巡迴特展，以臺灣歷史博物館

典藏文物、臺灣當代藝術創作、學甲慈濟

宮交趾陶3D 掃描展示等多元內容，希望從

「歐洲人的亞洲想像」層面延伸至「臺灣

在地」的文化詮釋對話，並藉由活潑的敘

事及展陳方式，培養在地藝文消費人口，

開拓美術館觀展客群。 

關鍵績效指標 

（KPI） 

衡量指標 

觀眾開發成長人次：每月參觀由23,000人次增加到25,000人次 

增加文化活動支援性就業人口數：增加2人 

開發不同族群場次：開發2場次 

自訂關鍵績效指標： 

辦理藝文場館人才培育課程3場次 

增進藝文場館與地方單位、社區及學校合作2案 

執行單位聯絡人 職稱 電話 E-mail 

陳菡暘 規劃師 06-221-8881#2208 hychen@tnam.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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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過去三年接受本部或其他部會補助之情形 

受補助計畫名稱 補助機關 補助金額 

「亞洲的地獄與幽魂」

合作策展計畫 

文化部（110年文化部博物館事業推展補助

計畫） 
2,000,000元 

臺南市美術館修護設備

採購與典藏品蒐購計畫 

文化部（110年度推動藝文專業場館升級計

畫） 
15,000,000元 

陳輝東展 文化部（109年度視覺藝術類補助） 2,000,000元 

臺南市美術館典藏設備

採購與典藏品蒐購計畫 
文化部（107年度前瞻計畫） 77,17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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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嶼想像：「亞洲的地獄與幽魂」衛星展 計畫書 

一、 計畫緣起 

臺南市美術館致力發展臺南在地及臺灣近現代與當代藝術之展示、典藏與研究，

於建構臺灣美術史、凝聚市民文化認同的方向不遺餘力。自2019年正式開館後，

臺南市美術館陸續與日本（奈良美智特展、工藝協奏曲－臺灣×金澤工藝交流

展）、韓國（漫遊韓國當代藝術展）、奧地利（維也納啤酒節）、加拿大（生存與

抵抗：臺灣－加拿大原住民藝術展）等合作舉辦交流展覽及活動，希望藉館舍

位居臺南文化核心區域之優勢，扮演城市文化櫥窗角色，引進國際展覽及作品，

並逐步建立與國外館舍關係，將臺灣近現代及當代作品推展至國際。 

臺南市美術館並透過梳理臺南文化藝術，以多元的展示內容，呈現藝術詮釋的

多種可能性。2020年展出「向眾神致敬──宮廟藝術展」、2021年規劃「信仰迴

路」特展，皆以在地禮俗及文化出發，活化歷史記憶，由此凝聚市民對於文化

的認同感。 

2022年臺南市美術館將舉辦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策劃「亞洲的地獄與幽魂」巡

迴特展，呼應該展由傳統藝術過渡到當代創作的敘事方式，本館策劃「島嶼想

像（暫名）」衛星展示，以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文物、臺灣當代藝術創作、學甲

慈濟宮交趾陶3D 掃描展示等多元內容，希望從「歐洲人的亞洲想像」層面延伸

至「臺灣在地」的文化詮釋對話，並藉由活潑的敘事及展陳方式，培養在地藝

文消費人口，開拓美術館觀展客群。 

二、 計畫目標 

（一） 建立與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之連結，藉與法國策展人朱利安・盧梭

（Julien Rousseau）合作機會，培育館內策展研究人員。 

（二） 延續本館展覽方針，研究、展示臺南宗教與民間信仰文化。 

（三） 以活潑貼近生活之策展主題開拓美術館觀展客群，培養在地觀眾藝文消

費習慣。 

（四） 推廣臺灣重要歷史、藝術及工藝價值文物，強化穩固重要文物狀況，促

進民間重要國寶文物應用，建立博物館文物保存維護的社會需求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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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文化部 

（二）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 

（三） 執行單位：臺南市美術館 

聯絡人：陳菡暘 

電話：06-221-8881#2208 

E-mail: hychen@tnam.museum 

四、 計畫內容 

（一） 展覽介紹 

「亞洲的地獄與幽魂」特展以趣味、具象的展陳設計，將版畫、雕塑、

文物、傳統服飾、電影、遊戲、漫畫等素材一次呈現，介紹數個世紀以

來亞洲對於未知世界的恐懼與想像。亞洲世界的鬼故事充滿極具幻想力

的產物，諸如殭屍、叢林幽魂、地獄亡者等，這些形象受到傳統佛教繪

畫啟發，也進一步影響到劇場、電影、漫畫等流行文化，多種多樣的妖

鬼跨越時代滲透到文化產品中，與藝術媒體互動。 

鬼怪在不同文化中皆佔有一席之地，出現的形式可能各異其趣，不需要

過多背景介紹，就可以帶給觀者相似的恐懼體驗。「亞洲的地獄與幽魂」

展覽由傳統藝術過渡到當代創作，在恐懼之上用藝術接起生者與死者的

關聯，創造出遊移於虛實交匯處的邊境之旅。 

臺南市美術館以視覺藝術、文化資產及歷史民俗研究之專業呼應展覽主

題，預計展出臺灣當代藝術作品，及臺南市美術館、臺灣歷史博物館典

藏等，透過梳理臺南文化藝術，活化歷史記憶，以多元的展示內容，呈

現藝術詮釋的多種可能性，並特別加入學甲慈濟宮葉王交趾陶國寶文

物，作為與凱布朗利博物館多元典藏的參照。希望藉由臺灣提出之策展

概念，與凱布朗利博物館展覽概念激盪碰撞。 



 

5 / 12 

（二） 預計展出作品清單： 

圖片 藝術家 
作品

名 
媒材/年份 說明 

 

姚瑞中 地獄空 

Polaroid

拍立得轉三

頻道錄像 

2018- 

《地獄空》系列作品是姚瑞

中走訪全臺宮廟與靈山並探

究臺灣信仰的拍攝計畫。「我

想試著讓天堂拍得像地獄，

地獄拍得像天堂。」此拍攝

計畫中，姚瑞中透過走訪臺

灣數個具有地獄造景、壁畫

與受難圖像的宮廟，拍攝多

尊以道教或佛道混合信仰為

主的地獄審判場景，這些雕

像的特別之處在於沒有西方

與東方的典型雕塑感，而是

具有臺灣獨特美感的奇異與

可愛。 

 

顏忠賢 
地獄變

相 

複合媒材 

2014- 

顏忠賢《地獄變相》作品是

從藝術家的小說《地獄變

相》所發展出來，引用唐朝

畫聖吳道子繪製的《地獄變

相》古壁畫及十殿閻羅古

圖，呈現閻王判官、牛頭馬

面、鬼兵鬼卒等場景，滿地

如眾生相般的小鬼頭，群魔

亂舞的動力裝置，打造出一

個在臺灣民間遊地府的偽殘

酷劇場。 

 

不詳 

十殿地

獄圖掛

軸 

1895-1945 

臺灣歷史博

物館典藏 

十殿地獄圖掛軸為拔度法事

之道場畫，俗稱功德畫，多

見於傳統佛、道之拔度法事

中，一組十幅，懸掛於道場

之兩班，主要做為「過王」

（拜王）法事之對象，內容

多描繪十殿地獄的各種審

判、刑罰情景，具有濃厚醒

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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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藝術家 
作品

名 
媒材/年份 說明 

 

妙工俊陽

（李俊陽） 

臺灣妖

怪系列 

炭筆、壓克

力 

2019 

《臺灣妖怪系列》作品，部

分來自於既有的民間傳述，

並且加上自己帶有勸世意味

的附註，例如《囂高蔭》取

自東北角著名的瘋狗浪，附

註寫道在海邊「打卡網美注

意注意」。還有一些明顯取自

個人的想法，例如山林老木

魂的〈幹林老木〉、諷刺人們

在山上買土地草地皮貪欲的

〈迷魂山水龜〉，廟宇信仰中

的〈虎爺〉。妙工俊陽的創

作，以畫筆勾勒出山川海洋

的妖鬼，除了是一種特殊的

地方書寫之外，更像是「照

妖鏡」，以妖照妖。 

 

張季雅 
臺灣妖

怪系列 

錄像、插畫 

2017 

蒐羅臺灣從四百年前（1624

年）到戰後（1945年），共計

321年之間，從臺灣的大航海

時代、明鄭時代、清朝時

代、日本時代中，曾經有過

西方人、漢人、日本人在文

獻典籍上書寫過在臺灣的

「妖怪」、「神魔」、「異譚」

等相關的文字記載，成為一

個臺灣妖怪與怪談目錄。 

 

不詳 

臺灣恐

怖電影

海報 

海報 

臺灣恐怖電影海報：《雙

瞳》、《宅變》、《紅衣小女

孩》、《周成過臺灣》、《蠱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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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藝術家 
作品

名 
媒材/年份 說明 

 

陳子福 

《鬼

戀》電

影海報

原作 

《紅顏

情絕女

幽靈》

原作 

海報 

1958~1958 

國立臺灣歷

史博物館典

藏 

《鬼戀》為 1958 年僑聯影業

公司出品、華僑電影公司發

行的黑白廈語片，由陳翼青

導演、林漢鏞監製（僑興、

僑聯、華僑三公司的負責

人）、小艷秋主演，香港片名

為《人鬼戀》。海報上文案

「小艷秋從影以來最佳代表

作」、「人鬼相戀，天下奇

爭！緊張、刺激、恐怖、奇

情、臺語鉅片」。 

 

黃千倫 

日本民

俗鬼怪

系列 

水墨、紙本 

2021 

提及鬼怪傳說，相信熟悉且

大量的符號能即刻映入腦海

裡的，絕對當屬日本文化裡

的鬼怪最為昌榮了吧，日本

妖怪出名的程度，甚至也勝

過了多數鄰近的亞洲國家；

像是人盡皆知的日本的妖怪

繪卷，即自江戶時代以降，

隨著不同的創作者筆下臨摹

與傳畫的方式，陸續達到了

高峰。而這些鬼怪的意象，

如何隨著當時代創作者們的

個人風格自然演繹，不但持

續創造出新的視覺，也延續

了舊古畫的精神與設定。透

過關於日本繪畫歷史中如此

豐碩的成果，同時汲取靈感

與養分，再製成一系列屬於

個人全新的鬼怪大全，它們

即來自歷史，來自傳說，來

自今日的藝術家之手，新的

脈絡與創意正在突起與茁

壯。 

 

不詳 

臺灣正

劇海報

中日式

風情的

臺灣女

鬼 

數位輸出 

1910s 

早稻田大學

演劇博物館

提供版權再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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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藝術家 
作品

名 
媒材/年份 說明 

 

梁廷毓 
斷頭之

河 

錄像裝置 

2019 

《斷頭之河》錄像裝置作

品，由〈土地神的地誌〉、

〈問山〉、〈無頭河〉三部影

像構成，敘事原客衝突的村

落文化與集體記憶。在遺留

的 「 斷 頭 河 」 地 形

（Beheaded stream）上，位

於桃園，趨近新竹關西、龍

潭東南部的近山地區，清

初，仍是泰雅族原住民的獵

場與生活領域，目前居住於

此區的居民，多以客家族群

為主。從一個跨村落的原客

衝突事件，以及土地神和山

神顯靈的傳聞開始，藝術家

藉由廟誌以及尋訪客家耆

老，向土地神、山神與無頭

鬼問話與溝通，透過雞鳴

聲、自然溝通師、擲杯問靈

的方式，進而獲致可持續的

回聲。 

 

 

林羿綺 

運行

針：曼

谷 

雙頻道錄像 

2017 

「我在這裡沒有遇到靈魂，

但是我有我的故事要說。」

林羿綺以這段難人尋味的句

子開啟《運行針：曼谷》這

件在泰國駐村時完成的影像

作品，透過採集當地鬼魅與

都市傳說等親身經歷的敘

事，交疊串聯城市的影像畫

面，如同正在運行的針來回

穿梭，逐漸拓展並打破敘事

裡的空間，重新尋找彼此的

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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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藝術家 
作品

名 
媒材/年份 說明 

 

 

陳云 

好久不

見系列

墓誌銘

手稿 

白虎 

複合媒材 

絹印 

2012 

小時候時常一個人自己住，

幻想著有需多的朋友陪伴在

身邊，有來自世界各地、男

的、女的，祂們全部寄宿在

我家中的容器內。 每個人都

各有自己結束短暫生命的理

由，不管在旁人眼裡這看起

來是多麼微小的一件事情，

但在當事人所遇到事情的當

下，這些理由、事件，都足

夠讓她痛苦不已，甚至永生

難以忘懷。 

面臨消失的傳統紙紮工藝卻

成為她表述心情的工具，傳

統的「陪葬」變成了「陪

傷」朋友，她很習慣收藏與

變裝這些「魂身」（例如臉書

上懷念媽媽的文字與圖片）

來表達自身處境，傷痛與秘

密具像化協助了孤單的個

體，每一個親臨的傷痛都是

一個好朋友，這些好朋友是

她的傷痛的替身，有各自的

死亡原因。 

 

侯春廷 傳遞 
陶瓷 

2017 

發現現代人因科技進步，用

智慧裝置傳遞訊息，而傳統

的金紙是向不可知的世界做

溝通，傳統與科技有異曲同

工之妙。 

 

蔡佳葳 香環咒 

手寫於香鐘

上 

2014 

作品所使用的香鐘常見於亞

洲傳統的佛教寺廟，而本作

品的香鐘是由臺灣南部一個

第三代經營的製香廠所定

制。藝術家將《心經》以手

寫的方式一字一句寫在香

上，有如心中默念無數次經

文，體現了佛教的空虛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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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藝術家 
作品

名 
媒材/年份 說明 

 

葉王 

胖羅漢 

瘦羅漢 

加官 

晉祿 

合境 

平安 

陶、釉彩 

葉王交趾陶作品多用於廟宇

裝飾，題材廣泛，涵蓋古今

歷史、小說、掌故，以人物

為最大宗。其所塑人像多半

形體不大，胎質薄、重量

輕。以刮平線刻手法，細緻

的表現人物的面孔、衣紋，

使人物栩栩如生、各具性

格。在法國巴黎世界博覽會

展出時，被評為「臺灣絕

技」。 

臺南學甲慈濟宮收藏葉王

「加官晉祿」、「合境平安」、

「胖瘦羅漢」等 3 組 6 件六

件交趾陶作品被指定為國

寶，前期勘查評估暫不適合

搬運，將委託專業團隊進行

外觀 3D 掃描，於展覽現場以

互動方式展出。 

（三） 預計展示參考書籍： 

圖片 作者 書名 說明 

 

行人文

化實驗

室 

臺灣妖怪

研究室報

告 

本套書利用圖鑑（第一冊）、觀察記錄指南

（第二冊）、專訪及重要文獻摘選（第三

冊）等不同形式，經由視覺、知識、行

動、思考，打開探討臺灣妖怪多樣性的一

條三叉路，以回應佔據了許多臺灣人集體

經驗中悄悄卻堅實的那一個位置。 

 

臺北地

方異聞

工作室 

唯妖論：

臺灣神怪

本事 

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以「城市還魂」為核

心，從日治時期的妖怪神異世界觀創作開

始，而後投入臺灣各地的神怪考察。期望

以故事為載體，揉合歷史、民俗、文化等

元素，使對土地的情感重新復甦，讓城市

成為充滿意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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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作者 書名 說明 

 

何敬堯 
妖怪臺灣

系列 

作者何敬堯花費數年構思、查找資料、最

終編寫成《妖怪臺灣：三百年島嶼奇幻

誌‧妖鬼神遊卷》這本書。蒐羅臺灣從四

百年前（1624 年）到戰後（1945 年），共

計 321 年之間，從臺灣的大航海時代、明

鄭時代、清朝時代、日本時代中，曾經有

過西方人、漢人、日本人在文獻典籍上書

寫過在臺灣的「妖怪」、「神魔」、「異譚」

等相關的文字記載，成為一個臺灣妖怪與

怪談目錄。 

 

洪鐵濤 

王雅儀 

洪鐵濤小

說集 

本書輯錄洪鐵濤（1892-1947）在 1930 年

代發表於《三六九小報》的小說。洪鐵濤

為臺南古典詩社南社社員，也是創刊於

1930 年的文藝雜誌《三六九小報》的主編

之一，其小說有類似《聊齋誌異》的鬼

語、續聊齋、霜猿夜話、睡魔室戲墨等單

元，講述鬼、殭屍、精怪等故事，有鬼

妻、鬼友、落拓鬼、欲找人抓交替的鬼、

西瓜鬼、甕怪等，是發生在臺南地區的鬼

故事。並有模仿《西遊記》的〈新西遊記

補〉，以 1930 年代臺灣現代化生活為背

景，延續與開展孫行者在摩登臺灣的冒

險。小說含有大量的俗語、歇後語，人物

對話多使用臺語口語，是充滿臺灣味的小

說。 

 

義成圖

書社出

版 

《新歌林

投姐》全

6冊 

新歌林投姐講述的為清代府城三大奇案之

一林投姐的傳說故事，故事訴說寡婦李昭

娘在丈夫過世後再與丈夫好友周阿司結

婚，結果周阿司只是為了錢財接近她，周

阿司再取得她的財產後便轉賣樟腦獲取暴

利並拋棄李昭娘回到原籍並另取新妻，而

等不到周阿司回來的李昭娘在金錢用盡，

孩子相繼凍死後於一個雨夜掐死最後一名

幼子並於林投樹下上吊自殺。後來在府城

便有女鬼作祟消息傳出，當地人為求安寧

便建廟尊其為「林投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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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計畫執行方法及步驟 

（一） 展覽資訊 

展期：2022年6月25日至10月16日 

展覽場地：臺南市美術館2館2樓展覽室 E、F、G、H 

展場空間：170.4坪 

（二） 展覽執行項目 

展覽內容規劃： 

研究資料蒐集、企畫撰寫、借件洽談及簽約、限地製作洽談、展覽專文

撰寫、作品說明撰寫、語音導覽撰寫及錄製 

展示設計： 

作品運輸布展規劃、展場木作規劃、燈光設計、多媒體影音展示規劃、

主視覺及展場輸出設計、平面文宣編排製作 

媒體宣傳： 

展場攝影、圖像授權辦理、專刊校對編印、國內外廣告洽詢刊登、廣播

節目錄製、開幕式暨記者會辦理 

展覽相關教育推廣活動： 

志工教育訓練、藝術好好玩系列活動（針對兒童設計，透過體驗與互動

讓兒童主動認識藝術作品）、藝術開門系列活動（古蹟巡禮地圖集章活

動）、南美講堂系列活動（針對成人觀眾設計之對談講座） 

（三） 策展執行團隊：本館展覽企劃部團隊 

 

六、 經費來源 

（一） 總經費：1,429,000元 

（二） 申請本部補助：1,000,000元 

（三） 配合款：429,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