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andy Bird 專訪：「床邊故事」個展，迷宮中的社會縮影

還記得在 2014 POW！WOW！Taiwan 曾與 Candy Bird 小聊過，許久不見的他，這次出現
在尊彩藝術中心的「床邊故事」個展，本次的展覽形式非常特別，有別於大家對於藝廊展覽
的想像，Candy Bird 將藝廊的室內空間創造成一個迷宮，讓觀賞者能夠跟著迷宮和牆上的畫
作走進他的世界中。

讓我們一窺這奇妙的展覽，和 Candy Bird 的想像世界吧！

請描述這次作品的理念和想法？

這次的作品主要是想表達社會的意識形態和框架，舉例來說像是：一定要賺大錢、學生要考
好成績、幾歲就必須結婚等等的意識想法，由於我從小到大的生活環境使我對於這方面的感
受十分深刻，深深感受到社會給予的既定印象和期待。

我們不斷受到社會觀感的壓迫，也因此在展覽空間中想創造出壓迫感，你可以發現迷宮很窄
小，在觀賞作品的過程中更能身歷其境加強作品的表現。



而走到最後會發現有一台檔車，這台檔車是我與蕭有志建築師共同的創作，蕭有志建築師的
作品非常有趣，他不斷嘗試突破大家對於空間的既定印象，創造出讓人為之一亮的創作，也
因此非常吸引我。而這次這個作品的構想也是我們不斷討論後偶然的呈現，主要是在預言台
灣的未來，揭露人類歷史是一個循環，這台檔車面向出口也代表著離開這個循環。除了這個
概念外，蕭有志建築師的想法是這台檔車能夠將人類的吃喝拉撒都包含在內，人類能夠直接
生活在上面。

塗鴉藝術是可以跟許多不同領域的人合作的，而不一定只有單一的概念或關在自己的圈圈，
像這次的合作就創作出了非常特別的作品。

從來沒有在藝廊看過「迷宮」這樣的展演方式，是在怎樣的情況下想到能在藝廊中建置一個
迷宮呢？

其實這個結果是過去一年我跟尊彩藝術中心不斷討論而衍伸出來的結果，我們不斷的思考如
何表現能夠讓觀賞者有更強烈的感受。遇到的困難處主要是在室內的空間該如何擺設迷宮，
哪裡要保留通道？哪裡距離要規劃多少？並沒有其他太大阻礙。

在藝廊中創作和在街頭創作的差別在哪？

對於我個人來說這兩者差別並不大，都是將我的想法創作出來。對於觀賞者來說，街頭的創
作就像是巧遇，比較隨興和驚喜，而前來藝廊觀看的人都是比較有目的性的，已經預設好我
今天就是想到這個地方看這位創作者的展覽。



去年曾經前往紐約參加展覽，請分享一下參展的過程或是特別的事情？

位在紐約的台灣會館在去年邀請我前往紐約的會館展覽創作，這個會館的來由很特別，是當
初在紐約的華僑們一起集資建蓋而成。而在這過程中認識許多華僑藝術家，也嘗試在紐約街
頭創作。紐約的法規十分嚴格，對於街頭塗鴉者來說並不友善，相對來說台灣反而可以更自
由的創作。

而在紐約的藝術家也十分辛苦，有許多競爭者也必須不斷建立人脈和關係，這跟台灣的情形
非常類似，只是紐約的規模可能是台灣的十幾倍。

這幾年彩繪村等等越來越盛行，您有怎樣的想法呢？

越在地越國際，能夠結合當地特色並且在地區帶來長遠的幫助一定是好事，但現在許多人畫
出來的圖都不是原創，或是畫完之後拍拍屁股就走，沒有深入地區的特色或是跟社區結合，
這樣的作品反而會讓大眾對於彩繪有負面的觀感。

我認為如果不用心做不如不要做，與其畫上海賊王倒不如保有原來的樣貌。



聊天過程中 Candy Bird 也提到，剛畢業的四年，他都是邊打工邊創作，甚至還一次打兩份工
，這並不代表從事藝術相關行業是辛苦或是艱困的，而是可以看見一個藝術家對於自我信念
的堅持，單純的熱愛也好；相信藝術能帶來改變也好，這個世界如果缺少了藝術、缺少了色
彩，生活一定會變得無趣許多。

在這次的展覽中看到了許多特別的表現，無論是整個展場的設計或是跟不同領域的創作者結
合，都帶來不一樣的啟發，一起找個時間看看 Candy Bird 對於社會的想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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