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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爾不群】國藝獎19屆得主 吳瑪悧 從社會雕塑探索藝術實踐  
學習新視界

 

【記者廖吟萱專訪】「我想為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做出不一樣的改變。」這是本

校德文系校友吳瑪悧近十年來從事社會藝術的動力之一。日前榮獲第19屆國家文藝獎

美術類獎項的她，也是首位女性獲得藝術類得主，她以「社會雕塑」概念，成功地「

讓藝術走入社區」，帶領一群藝術家致力於社區藝術、社會議題與環境生態等文化理

念。

 

吳瑪悧的大學生活非常精采，參與《淡江青年》校刊的採編工作、投稿《淡江週刊》

（《淡江時報》前身）、參加過各種文藝營及創作比賽、曾獲得五虎崗文學獎的肯定

，她笑著說：「當時，每天與同學坐火車、從克難坡上下學，雖已畢業35年，同學間

仍保持聯繫，多虧了那段時光。」她自認不是認真的學生，「當時臺灣政治環境風聲

鶴唳，但是淡江仍然保有自由奔放的校園風氣，尤其是王津平、李元貞、梁景峰這

3位老師對我的影響很多，大三時還受到李元貞老師的鼓勵參與劇本寫作、戲劇演出

，延伸出對美學藝術的探索，因而修習建築系的雕塑課程，開啟我的藝術創作之路。

」

 

1979年自德文系畢業後，隨即遠赴奧地利維也納應用藝術學院雕塑系留學，但因難以

適應生活環境及教學模式，轉往德國杜賽道夫藝術學院並於1985年取得專業文憑。留

學生涯中，吳瑪悧深受德國知名雕塑藝術家約瑟夫．波依斯的「社會雕塑」概念影響

，她說明，社會雕塑有別於傳統藝術作品的概念，跨越材質、形構等，「這對我影響

很大，我們可以把社會當作『雕塑』來進行，這讓藝術表現形式變得更沒有局限；舉

例來說，我們談話時讓你有收穫，進而被啟發，接著影響行為擴大到整個社會，這就

是『社會雕塑』的概念，是透過言語來雕塑。」

 

身軀嬌小談話溫文，內心卻蘊含著巨大的創作能量的吳瑪悧以探索知識為本，突破限

制，掌握結構並層層理解問題背後意涵；她以「社會雕塑」進行跨媒材對話、跨領域

藝術、影像藝術與女性藝術等多元藝術創作。早期以「紙」作為雕塑材質來創作視覺

美感作品；自2000年開始進行社群藝術計畫，如與婦女新知基金會共推「玩布工作坊

」、在嘉義縣策劃「北回歸線環境藝術行動」、和淡水竹圍工作室交流中心辦理「樹

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等，她從過去批判的角色慢慢轉變為關懷社會的實踐者，讓藝

術介入改變環境，探討社區聯結與群眾在地意識，以環境探索的藝術行動，發展當地

的特色。她分享，這些都是社會雕塑的延伸，「透過社會批判讓我了解，藝術本身是

無法反映的社會現況，雖然揭露本身是一種批判，但是長期下來又覺得力不從心，我

希望更能實際去做、去改變。每個行動本身都是在進行探索，行動可以創造契機或因



子，讓更多人加入，讓『問題』被發現和理解，透過參與而帶來改變。至今都還在探

索和嘗試中！」

 

在「玩布工作坊」的藝術行動中，她帶領著社區媽媽們，透過布藝的創作，一同探索

女性的心靈世界與生命的歷程。吳瑪悧引導大家整理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心靈被單

》的作品；《裙子底下的劇場》則透過製作內衣褲，探討女性的身體與情慾，甚至親

密關係；《皇后的新衣》是從衣服去探討女性的自我認同，在紀錄影片中，可以看見

學員從分享對衣服的喜好、結婚照開始，敘述穿禮服拍結婚照當時的感覺，讓這些媽

媽們表達出自身內心的渴望，並親手設計縫製一件快樂的新衣。在成果發表時，媽媽

們穿上自己的作品，勇敢地展現自我，分享創作的心得與喜悅。

 

除了藝術實踐者的身分，現任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副教授的吳瑪悧，更是

教育者，帶領學生進行「舌尖上的旗津」藝術創作計畫，透過了解旗津在地人文的歷

史演變及生活沿革，先從食物為出發點，打造一處實體「旗津造咖」場地，將以藝術

展演等形式，希望讓高雄最早發展的地方再度活絡起來，讓人們更深入認識旗津。

 

問及獲得第19屆國家文藝獎美術類的得獎心情，她自謙：「成就從來都不是僅限於個

人，是走在前人的努力中，我只是幸運地被發現而已。」

 

她想分享給學弟妹的經驗是，不管想從事哪一方面的工作，就要多嘗試，知識不應該

有界限，要不停突破限制，去發掘不一樣的可能性，也不用怕未來與現在所學的有所

不同，她原以為當年的自己會走上戲劇領域，但現在的「藝術行動」也讓她以整個社

會當作劇場，成為不受局限的藝術天地。何況學習藝術，作品並非只是唯一的表現

，自身的行為也是藝術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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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系校友吳瑪悧獲榮獲第 19 屆國家文藝獎美術類獎項，是首位女性獲得藝術類得主，她以社會雕塑概念，進行社群

藝術、社會參與式的藝術實踐。（攝影／廖吟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