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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家詠：大家好，如果大家像我一樣很幸運已經看了展覽的話，應

該會留意到這個展覽除了把朱老師過去三十年來的創作，比較全面地

去呈現以外，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們可以看到朱老師創作的理念

不斷在改變、在壯大、在昇華，特別是他最新的 2009 年，還有 2010

年的兩組作品─〈囚〉和〈立方體〉，可以說是到了另外一個層次，

從影像的關注到觀念的關注，從有形到無形，裡面有千言萬語，所以

今天想請朱老師跟我們談一談您創作背後的那些理念。

朱　銘：各位貴賓大家早安。本來我是搞藝術的，因為時間很短，

所以針對這個不是藝術的話題先談，就是〈立方體〉。（圖 1）〈立方

體〉這件作品跟藝術沒有什麼關係，很奇怪為什麼會來談這個，因為

我發現立方體這種「方」的東西在生物中是沒有的，不管是天文還是

海底世界，在細菌或者是細胞什麼地方都找不到，沒有方。為什麼我

這麼有興趣？因為我們曾經邀請過生物學家和人類學家來討論過，的

確沒有，因為「方」違反了生物的原則。為什麼違反生物原則？因為

生物一定是動的，你想想看這頭髮裡面是在動的，指甲裡面也在動，

沒有靜止的東西，那麼「方」剛好就是不會動，要推它才會動，所以

它不適合這個世界，非常不適合。比如說我們用一個小小的跟細胞一

樣大的「方」，放在細胞裡面，過了幾年或者是幾十年，它可能會變

成各種各樣的造形都可能，就是沒有方。一塊木頭、石頭放在戶外，

幾十年之後它也不是方的。所以「方」是人類的偉大發明，地球生物

幾億年來都相安無事，那麼長的時間對地球都沒有傷害，而且對地球

有益，直到人類出現，才幾百萬年而已就發明了這個方，但這個東西

是不好的，對地球不好，對人類不好。人有了方之後，從來都沒有離

開過它，上班、上課、回家，通通都沒有離開過，全部都是方，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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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過世也用一個方的棺材來埋葬。這個不重要，重要是埋葬之後幾十

年它又改變，變成什麼形都可能，但就不是方，你就知道這個「方」

在自然世界和生物當中是那麼的不適合。

「方」對人的不好可能很難理解，如果用「圓融」來跟它比較就

很清楚。方就是沒有圓融的思維，圓融的思維是不管作什麼事，都要

考慮到會不會危害對方，會不會對環境不利，這就是圓融的思維。

「方」不是，方就是我想要怎麼樣就怎麼樣，譬如說戰爭，戰爭的目

的是什麼？你的土地最好變成我的，我就是要你那一塊土地，所以就

發起戰爭了，不惜死多少人都沒關係，這叫作「方」的概念，實在是

很糟糕的事情。有很多例子，譬如地球的樹木一直被砍，砍了好多，

他根本就不考慮。譬如說那一座山，政府就發標，標到的人說我是合

法的，就把樹全部砍倒，連根拔起然後就造路，因為沒有造路木頭不

能運下來，整座山就弄得亂七八糟，可能要五十年以上才能夠恢復。

這些人不會想到對地球，對其他的環境有沒有造成傷害，他不會考

慮。你想想看這個地球是要給我們用好幾億年的，但人類只用短短時

間就已經消耗太多資源，像石油聽說再不到五十年就沒有了，我們以

後的子孫回頭想一想這些祖先，應該會覺得很野蠻，短短的時間就把

地球的資源搶得差不多快光了。這是為什麼？就是「方」的概念，根

本沒有考慮到什麼問題，只求我現在可以享用就好。

這個「方」的概念實在很多，講不完，譬如說我們的風俗習慣、

迷信的問題。如果我們家前面有一棟房子，屋子的尖角朝向我們這

裡，有些人就覺得可能會生病，嚴重可能會死人。這種迷信、風俗的

事情更多，講不完，所以方的概念實在是很嚴重的事情。生活當中也

是到處都有方，我們從來都沒有離開過方。因為有方的概念才會有鋼

筋水泥，因為有鋼筋水泥才能夠蓋大樓，大樓一蓋起來，像臺灣人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