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廢墟裡的評論者──專訪街頭塗鴉客Candy Bird

雀塗鴉客Candy bird（糖果鳥），作品散見於廢墟、土地產權爭議處、咖啡廳、藝文空間。他的作
品裡，常見黃黑勾勒的大頭娃娃，與面帶慘笑的機器，表現現代人的異化與階級壓迫。而12月開始
，他將在台北市青田街展開個人展覽「塗鴉運動／運動塗鴉」。我於他開幕前來到展覽現場，點了
杯咖啡，一面看著他彩繪，一面與他聊起天。

雀：為何你的塗鴉作品，主要是黃色調？

糖：以前剛開始創作時沒錢買太多顏色，便只買一種顏色，就是黃色。覺得黃色與黑色配搭，對比
強烈。後來逐漸加入綠色、藍色等，目前還是喜歡簡單的風格，但未來可能會改變。

雀：你塗鴉人物有著共同特色，即頭大、瞇瞇眼、身體孱弱、佈滿皺紋、表情蒼白，這些特徵象徵
什麼？

糖：這是這創過過程，逐漸走出來的風格。這風格已有3年的時間，這3年間的創作角色幾乎都這一
類。

雀：是怎麼開始塗鴉這條路的？

糖：第一幅塗鴉作品，是在「台北當代藝術中心」隔壁的廢墟寫上「當代塗鴉中心」幾個字。當時
我參與三鶯部落自救會，覺得塗鴉是不錯的傳播議題方式，於是開始這條路。現在也有參與都市更
新受害者聯盟的行動，一樣是關心居住權問題。會靠近都更議題，可能因為我自己是都市人。

雀：你曾在士林王家牆上創作「玉子燒」這幅作品，當王家被強拆、作品被毀壞瞬間，你是什麼感
覺？

糖：合法房屋被強拆比我作品遭毀的嚴重太多了。我沒很在意作品最後留不留著。作品完成時，我
都會拍照留存，照片可讓作品意義延續下去。很多時候我畫在廢墟裡，不太可能有人去看，我也拍
照下來，讓人透過照片知道這件創作。

雀：對於塗鴉在合法區與非法區的不同，你有什麼看法？

糖：選擇合法區或非法區，要看題材。有時候要反映社會情況時，我會直接在議題現場塗鴉。如果
只是創作，則可能在廢墟或合法區。作品的內容，決定了應出現的地點。

雀：最近捷運站到處有廣告「禁止任意塗鴉」，你怎麼看？那有阻止效果嗎？

糖：那廣告是政治人物在展現他們的統治權力。為何不寫說「禁止設立廣告招牌」？廣告招牌比塗
鴉更有礙觀瞻。我覺得那廣告不會有什麼效果，至少對我完全沒效果。美麗的塗鴉並不會妨礙社會
，可能妨礙社會的是政客。

雀：為何你的創作裡，特別多在突顯「階級」議題？

糖：這是我皈依藏傳佛教後，更相信的一個核心價值觀，即「人皆生而平等」。這核心價值影響我
看事情的角度，也產生作畫內容。有些人會以階級優勢，利用他人達成某些目的，而造成社會現在
處處不平等的狀況。師傅教導，佛教不是消極的，而是用佛陀教授的方法積極面對生活。有了人皆
生而平等這價值後，創作靈感很自然就出來了。



雀：你大學為美術科系畢業，這樣的專業訓練對你創作上有什麼幫助？

糖：念美術科系，對我的創作幫助有限。創作是一種個人體驗，需要親身經歷一些事，校園環境反
而太安全了。若校園風氣是多元的，對藝術系的學生可能較有幫助，但我過去學校風氣是較封閉的
。畢業後認識各種有趣的朋友，讓我的創作靈感更為開闊。不同藝術領域的交流是必須的，會互相
啟發。過去大學時還沒有決定要走藝術這條路，畢業後感覺到自己真的很喜歡畫畫，決定走下去。

雀：為何你塗鴉時拿的是畫筆，而非噴漆？

糖：我很喜歡拿筆的感覺，拿筆比噴漆好玩。而且考量成本，噴漆較貴。在創作速度上，拿筆並不
會比噴漆慢。有時候，塗鴉客之間是會聯手創作的。例如一個人畫完後另一個人接著畫，作品是互
相有連結的。

雀：畫在畫紙上與牆上，有什麼差異？

糖：內容思考邏輯上是一樣的，但媒材形式不一樣。我大學時就喜歡把畫畫得很大，畫布越買越大
，後來發現可以畫在牆上，根本不用管大小與邊界了，可即興發揮，讓創意漫延。而畫在牆上也有
限制，但那限制比較有趣，是公共空間本身的限制。空間的變化，讓我想像力很快跑出來。

雀：在這個藝文空間裡，我感覺較沒有在街頭看道你作品的那種強烈衝擊，但其實你的作品沒變、
風格也沒變。藝文空間與街頭的差異，你自己認為是如何呢？

糖：在這裡作畫，力量削弱，是預期中的事。這裡是一個舒舒服服看展覽的地方，因此在這裡我所
選擇畫的內容，多是內容較隱晦的。在室內畫的好處是，作品較細緻而且更完整。來畫之前，我原
先也沒要在此空間刻意表現社會議題。但仍在不知不覺中畫了一些，而其他則是與這裡的空間互動
，覺得很有趣。

雀：何時開始意識到「資本主義」這概念？

糖：大四的時候，從破報裡讀到的。那些文章，對當時的我來說很刺激，給了我一些啟發。我不是
絕對反對資本主義，只是現在的資本主義已走到一個很奇怪的狀態，什麼都市場導向，什麼都市場
決定。再這樣下去，以後可能連你呼吸一口新鮮空氣都要收錢。

雀：你覺得自己的創作對這樣的社會來說有什麼意義？

糖：現在還沒什麼意義（笑）。我希望看到的人，有不同的啟發，進而有改變，未來社會情況不一
樣了，到那個時候我的畫才有意義。所以，繼續畫下去囉！

CandyBird「塗鴉運動／運動塗鴉」時間：12／1～12／23地點：學校咖啡館地下室（台北市青田
街一巷6號）洽詢電話：02-2322-2725

塗鴉批判，資方以壓榨勞方，達到經濟成長。

全牆彩繪，無限延伸的靈感與創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