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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已攜手大眾同行三十一個年頭，作
為臺灣資本市場唯一後台，在社會上扮演著極為重要的
角色，除持續追求效率、安全、可信賴的服務，並推動
數位轉型，將實體有價證券轉換為無實體發行，善盡環
境保護的責任。身為全臺跨資本市場與貨幣市場相當關
鍵的存在，積極運用業務核心能力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長期關懷偏鄉與弱勢孩童，挹注資源辦理體育、音樂、
藝術等相關獎項與活動，2018年首次舉辦「當代藝術賞」
徵件競賽，選出十位優秀得獎者於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展出，今年舉辦第二屆以「有現・無限」為題，象徵在
自由民主的臺灣土地上，藝術創作開啟無限的想像，透
過有限的載體轉化為無限的可能，透過藝術展演的推廣，
扶植臺灣年輕藝術家，發掘具潛力的藝術新秀，發展藝
術文化產業，豐富人生經驗。

本屆「有現・無限」當代藝術賞緣起在這個自由的時代，
藝術作為表現自由的一種方法，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持
續關注臺灣社會現況與多元藝文發展，透過獎項與展演
活動，加深臺灣觀眾感受藝術層次的精神性感知，結合
扶植藝術創作與企業責任，共創永續無限的精神與價值，
持續陪伴社會度過下一個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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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新媒體藝術學系。創作以影像裝置為主，藉由安置數項物件、符號標誌、虛擬介面、文字等
等，透過彼此的動作關係 達成循環的敘事。嘗試從播放介面的角度切入，思考影像、介面和空間的可能性。

林瑜亮

它是它，卻失去它的功能
媒材：單頻道錄像、金屬面噴墨輸出、不鏽鋼架、陳列品滑鼠
年代：2020

圖像使用者介面的出現視覺化電腦的運算方式，讓使用者便於
理解操作和達成目標。它形成一條通道，連接起人肉身的運作
以及電子的計算，尋找兩者間種種模式與關係，達成「理解」
的平衡，提示著使用者「狀態的改變」。
 

當「狀態的改變」在被理解前就已竄改為其他用意時，其代表
的符號與意義產生落差，致使在那螢幕上所顯示的圖像文字回
歸為製造真實幻覺的載體。

金
賞





在機械裝置中尋找一種生命運動中的恆定狀態，理性的處理人類存在的勞動與異化過程。冷鍊又詩意的方式，將機械機芯的
精度與失準的非線性關係視為一種抽象語言，傳達一種生動的哲學。長期關注於自然哲學的物理狀態，進而在人之於時空中
宏觀與微觀的反思，曾獲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新媒體藝術創作卓越獎、桃源創作獎首獎，並獲邀於阿姆斯特丹及法國等地展出。

蔡宜婷

時間裡的他方
媒材：加工金屬件、馬達、皮帶、無線電供、LED、玩具車
年代：2019

如果時間與空間是相對的整體，那在世界上的每個個
體，似乎都試圖在自身的經驗中建立出自己的參照系。
透過玩具車無盡行駛的末路荒蕪，帶出小車因運轉而成
立的時空，前行的未來轉瞬成為過去，綿延的時間軸裡
「此時此地」成為它的生命寫照，未竟的旅程則構成了
車窗上投射出的模糊前景。藝術家藉由動力裝置所形成
的微觀時空，討論前進與停滯間的弔詭關係，同時重新
思考關於存在的意義。

銀
賞





1990 年出生於臺灣臺北。現就讀於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班。創作形式主要為繪畫、裝置與複合
媒材。作品多採用幽默、戲謔的表現手法，時常運用諧音／雙關語的命題重新編碼創造視覺圖像。近年創作從消費文化、
地方信仰、價值系統、世俗美學與個人慾望等角度切入，試著將彼此相互折疊，交織出屬於在地的文化景觀，並構築出
一條回應藝術本質問題的思考路徑。

黃舜廷

主殿－心誠則靈
媒材：不鏽鋼、壓克力板、燈光裝置
年代：2020

作品為結合現成物、燈光、聲音及影像所構成的空
間裝置。透過紅、黃色光的安排，以及利用常見於
廟宇中的不鏽鋼欄杆製造阻隔，使觀眾無法進入其
中，猶如信仰場域裡區隔人與神的那條不可跨越的
界線，那無法踏入的神聖領域。而不斷流動的黃色
影像，由上而下映照於其中，不僅成為觀者所凝視
的「那道光」，也映射出存在於彼此心中那不斷流
動的慾望輪廓與想像。

銅
賞





1993 年出生並居住於臺北，現就讀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碩士班創作組。創作多來自個人感性經驗於當下之觀
察，常擷取科普知識作為心理狀態的隱喻；透過空間裝置及物件組合，理解空間與敘事的關聯，捕捉現實和虛構之間的
連繫和鬆脫。作品曾獲高雄獎入選、臺南新藝獎、桃源創作獎優選獎等，曾經於首爾藝術空間－衿川駐村。

何彥諺

〈拖長的某日〉藉投影出的光影變化，創造有著不可見擺設的空盪房
間，想像一隅不曾經歷的場景；〈世界圖景〉在垂落的地圖上素描了
永恆水平的海景。系列作品起於成長過程中內在與外在世界碰撞的自
我回看，表現過往時間／個人生命在空間與物件上留下的痕跡，以影
像及物件描述一個在經驗之中被重組而成現實的世界。

房間：拖長的某日 / 房間：世界圖景
媒材：錄像、窗簾、遮光紙、地圖、鉛筆、顏料、紙膠帶
年代：2020

優
選





吳育美的作品由影像裝置為主要創作材料，並且透過與不同領域的人跨界合作，創作出眾多影像裝置作品。擅長運用獨
特的幽默感訴說「人與人之間周圍的型態」，通過影像動畫、剪輯、拍攝技巧、配音、以及空間的配合佈署著各種媒介，
反映著各種日常生活的體驗。作品提供一種近似幻想的敘事，運用視覺與聲音刺激，展現了這個時代荒誕、狂亂、意義
斷裂的樣貌。

吳育美

《華特女士的煩惱》是一種刺激性的視頻、音頻裝置，
詭譎的氣氛中透露出不和諧的場景。主角做著家務、
烹飪、化妝等日常生活的鏡頭，穿插著好萊屋電影中
用著口音很重與愚笨的樣貌飾演著傻氣的亞洲人，將
這些畫面與 3D 影像融合，將嘲諷的批判創作出一種
處在真實與虛擬的界線。將一個近於玩笑的故事濃縮
為直覺性與非常規美學之間的緊密結合。

華特女士的煩惱
媒材：聲音、錄像、地墊
年代：2018

優
選





1998 年出生於高雄，目前就讀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當代視覺文化與實踐研究所。在藝術實踐上，通過多元媒介，包含裝置、多
媒體材與雕塑，處理物質材料、空間與身體的相互關係。2016 年開始以〈YAYOI〉、〈白噪音〉系列作品為創作主軸。藝術家長期
關注在雕塑課題背後的造型事實，藉由多向度的媒介關係擴 展雕塑創作範疇的新提議，並試圖建立雕塑創作的創新方向與造形
美學。作品曾受邀至有章藝術博物館、空總文化實驗場等重要藝術機構參與展出。

see you
媒材：水泥、石板、鋼筋、建築體
年代：2020

作品〈see you〉回應了場所與建築主體的歷史
記憶，同時也建立於有章藝術博物館 2020 年將
拆除並籌備新型藝術博物館這個特殊條件下，
藝術家才得以「破壞建築體」的手段對該場所
進行創作行為。作品以雕塑性課題進行廣延，
藝術家透過電鎬、氣動鑿刀、鑿刀與鐵鎚對建
築體本身進行雕鑿、破壞，並運用個人的造形
語彙塑造「時間」與「建築體」的相互關係，
賦予空間一場另類景緻。

洪聖雄

優
選





1993 生於臺北，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研究所。藝術家從生活物質的觀察中思考藝術的起點，透過現成物、
挪用、古典美等概念的實踐與再思索，做自我經驗、文化認同與環境意識的延伸，並將物質材料以不同於日常被規訓後
的功能、意義、甚至指涉性被看見。在貫穿作品的嘲諷性格與自我調侃中，感受對象物與它的反面，是陳為榛個人內在
的探索過程與精神層面的反思。

陳為榛

作品〈複製的柯林斯與曲管〉經猶如電腦軟體工具中複製與貼
上的功能，排列交疊成一Ｓ型長形如桌面的物件。此連綿而成
的形體出現各種細節中的大小溝槽與破口，是對數學對象的理
想性做物理上的抗衡，呈現數位與物質特性根本上的反差卻
又將之集於一身。夾板作為仿造、成形的便利材料，未經塗裝
的肉身彰顯於外，暗示著在文化與品味的模仿的過程中絲毫
不感到汗顏。

複製的柯林斯與曲管
媒材：木、鋁、不鏽鋼、銅
年代：2020

優
選





生於臺北，臺灣，現居臺北市。目前專職藝術創作。2017 至 2019 年，於英國查爾斯王子傳統藝術學院（PFSTA），
畢業（M.A.）。在求學期間，作品〈日月潭〉受到英國查爾斯王子殿下（HRH Prince Charles）收藏，並典藏於蘇格
蘭，鄧弗里斯故居（The Dumfries House）。在創作與求學的過程裡，曾參與多次對外聯展及藝術博覽會，並分別在
2013、2017、2020 舉辦過 3 次個人展覽，曾參與過多項藝術計畫及藝術駐村。

張驊

〈島嶼〉源自於 2017 至 2019 留學期間往返臺灣與英國
二地，對環境變遷的觀察與描寫。創作形式透過微觀的
視野關注生活，同時擷取每段風景迷人的片段；經由剪
裁、拼貼等重塑過程將風景模型繪至於紙本。而作品裡
的場景構成，則是轉化波斯細密畫（Persian Miniature 

Painting），薩法維王朝（Dudmān e Safavi）室外風景獨
有的表現手法；同時，結合東方對「山石」的繪畫形式，
呈現界在真實與虛幻之間的島嶼風景。

島嶼
媒材：水彩、礦顏、墨、無酸美術館紙板
年代：2019

優
選





作為電玩遊戲世代的一份子，遊戲中的虛擬場景早已成為日常的一部分，如同現實自然物一般的平行存在。作品多將遊
歷於虛擬世界裡的經驗投射至繪畫空間，對 3D 物件觀察與描摹，探索物件或場景間的交互聯動，以繪畫的方式表現出
虛擬物件之間的存在關係，試著呈現此世代對於虛擬世界的觀點與相處關係。

黃昱昊

以父親的一篇田野調查文章《英雄之
妹守藏金》做為開端，作品〈尖筆山 / 

PVCX+88〉透過遊歷 3D 遊戲的視覺經驗和
遊戲中慣用的「背景設定」：運用登場角
色圖、場景圖等作為空間自成的生態想像，
將尖筆山的歷史敘述與傳說故事作混雜轉
化，以筆墨勾勒出現實已不存在的想像空
間，賦予其另一種存在的可能。

尖筆山 / PVCX+88
媒材：紙本設色、輸出
年代：2020

優
選





楊祐丞（Randy），1993 年生於嘉義，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碩班創作組在學。作品從早前討論以視覺為主導的動力
裝置，近期逐漸轉向了「聲音」自製裝置（device）。試圖透過這些以「聲音」為主導的裝置，去觸及到肢體、關係、記憶、
空間、與時間等提問。

楊祐丞

Randy 7 這件看似繪圖機器的作品中，並不意圖討論
繪畫中自動性技法的問題。其中利用著機械關節與手
臂，記寫著兩個觀眾透過機器上特雷門琴詭譎的聲音
進行的「對話」。藉由參與者揮舞的雙臂操控特雷門
琴異變的聲響，再透過電流的轉換後成為控制馬達轉
速的因子，最終兩方所操控之馬達不同步致使繪圖手
臂路徑偏移而畫寫在紙張上的軌跡，便形成兩人混亂
且不可控的「對話紀錄」。

Randy 7
媒材：壓克力部件、電子五金零件、電子特雷門琴、擴大機版、鍍鋅彎管、二手健身器材、紙捲、馬達、揚聲器材
年代：2019

優
選





藍仲軒，1991 年出生於臺灣臺北，2016 年畢業於紐約普瑞特藝術學院純藝術學系研究所。他的作品從攝影出發，後逐
漸發展成影像與裝置的複合媒材實踐，透過個人美學轉化飛航、戰爭、天災等歷史事件，以人類的負面狀態傾訴理想意
念。2019 年入選文化部 MIT 新人推薦特區，2018 年獲新樂園藝術空間新秀獎。藍仲軒目前於臺北生活與創作。

藍仲軒

〈山崩事件〉文獻式地陳列了臺灣歷史上共六處
山崩災難發生前的地貌空拍圖，並在每座地圖
前方各放置了一顆隕石。在亞洲的文化中，隕
石既可以一種預示，也可以是一種證據。藝術
家將已被地表抹除的地點以歷史的姿態存在，
消失的地表成為了隕石重返，創造出了跨時空
的場域，也為災難提供了細膩而浪漫的觀點。

山崩事件
媒材：無酸噴墨相紙水晶裱、鐵、隕石
年代：2020

優
選



協辦單位 執行單位 主辦單位 

展出地點：台北國際藝術村 百里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