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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自戀者的告解室：談侯俊明花布繪畫的 36 年創作切片 
 
文／陳晞 
 
在亞紀畫廊為台北當代藝術博覽會帶來的侯俊明個展中，蘊藏了藝術家身為「神棍」之前與之後的 36 
年歲月切片。 
 
侯氏重返了花布這個充滿文化符號性的載體，而他的花布繪畫，也是鮮少被過往的藝評與學者關注、

卻深具獨白絮語意義的創作類別。如果說他的巨幅身體圖與版畫，是對於生命交往於自我與他者之間

的形象打印（print），那麼花布繪畫便是侯俊明將經驗與思想收歸於自我之後的著引與圖繪

（drawing）。而這些繪畫實踐，則又可連結到臺灣現代繪畫之後的東方與西方、形象與筆觸、自我與

他者之間的辯證思考。 
 

 
在花布繪畫創作中回訪自我，讓侯俊明的創作不再只是以往是人們認知的那些刻板形象。儘管侯俊明

與許多同輩藝術家一樣，皆反映著台灣八〇年代的空間與身體解放精神，然而他在創作中並非訴諸於

大我的解放，而是身為現代化亞洲社會中、男性小我的性解放探求，一個遊走於女性主義與陽具主義

之間的「小」男人。在這 36 年多舛的時光裡，侯俊明從一位帶著小女人旅行的氣盛青年、經歷兩段失

敗婚姻的中年，到邁入更年期的「神棍」，他對於性與別有著真誠的自戀與自問，並在傷口隱隱作痛

中自我馴化（註 1）。 
 
在侯氏青春時，總認為是女性為他帶來生命。然而在《亞洲人的父親》與《身體圖》之後，侯俊明身

為一位泛性戀的生理男性，男人亦成為他生命與力量泉源。帶著「小女人」的神奇之子，以及和其他

小男人們在創作中重構自我的「宗瑞」。 
 
塗寫與輪廓線 
 
在亞紀畫廊此次帶來的花布創作，巧妙地回映了性與別在侯俊明創作脈絡中的對照。他無意成為一位

進步主義者，而是在繞行的過程中不斷輪迴，品味那些被認為不光彩的脆弱與歪斜。 
 
儘管藝術圈鮮少注意到侯氏的繪畫性實踐，他仍在早期展覽時留下了自我思路歷程的檔案，這些檔案

如今亦成為我們「重審」侯俊明藝術實踐的解碼器。在他受到攝影家與藝評家陳傳興的啟蒙之後，創

侯俊明，《放飛》，2022，花布壓克力，86 x 88 cm 侯俊明，《禁山》，2021，花布壓克力，88 x 108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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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便從早期學院繪畫訓練中講究的畫面材質與肌理經營，轉向以塗鴉與書寫探索個人精神與原慾。侯

俊明自稱為「起乩式」的創作，在導入神話體裁的過程裡，「藉由瞎掰故事啟動自己的潛意識，並且

對傳統、權威進行著反諷、顛覆」（註 2）。 
 
侯俊明在花布與畫布的繪畫創作裡，更緊密地表現了自己在生命經驗中奇想的形象。「小女人」是藝

術家創作初期時的重要繆思，這又與他早年與鄭在東、侯聰慧等藝術家的往來情誼有關。在侯俊明

1988 年的散文〈關於我的小女人〉裡，寫了「小女人」從骷髏頭幻化成一個女人的頭，進而成為他的

伴侶、化為天鵝並留下一顆蛋的奇想。從此一線索中，或可略知花布繪畫中的形象之於侯俊明創作生

涯的符號性意義，而我們更可在近作裡，探得這位「神棍」在重返過程中、心境上的時過境遷。 
 
侯俊明曾於個展中自述，1987-1989 年的當兵期間是「人生的大黑暗期」。彼時本該迎接台灣解嚴社會

的自我解放，卻因為兵役而強制與社會區隔，禁錮在充滿限制性與規訓的環境，因此「從外在社會的

觀察，轉向內在心靈的探觸」（註 3）。此次亞紀畫廊帶來的作品年分，與這段時間不完全重疊，反

而更能看見在大黑暗期之前與之後的侯俊明，其精神是如何讓創作產生戲劇性的變化。 
 

 
侯俊明 《小女人》展 永漢畫廊 1988 圖片由藝術家及亞紀畫廊提供 

 
〈天鵝下蛋〉（1988）是在如此不自由環境之下僅存的自由思念，亦是侯俊明創作生涯中少見的油畫

作品。在畫布空間下方，藝術家描繪了一個如南宋書畫邊角之景的山水世界，令我不禁令人聯想到馬

遠的〈山徑春行圖〉。在畫面右下角的文人猶如侯俊明自己，他置身在中國山水中，意淫著中西交媾

的自由慾望，仰望著那一口豔紅唇色與指甲的女體與寫意描繪的天鵝交疊的性愛奇觀，那顆蛋則是這

番春行雲雨後所遺留的未知生命。在〈天鵝下蛋〉中，侯俊明展現了他對繪畫的形象與媒材的天賦，

以及不同於其他亞洲藝術家對於東方與西方繪畫表現的交融。交融的核心，源自於對自身慾望的探索

與解放，為台灣當代繪畫的繪畫性討論裡，留下了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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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鵝下蛋〉和〈高更的女人〉中粗猛的墨黑線條，反映著侯俊明在部隊當兵極有限的時間與空間下，

炭筆線條快速勾勒形狀、結合過往塗寫式創作所生長出的繪畫方法。〈花開富貴圖〉與〈陽具駿馬圖〉

（1986）則是藝術家恣意地在花布本來的重複性圖樣裡，進一步勾勒出變種性器與動植物的奇幻形象。

與前者相比，似乎在花布圖樣與形象輪廓的勾勒、變造與圖寫裡，藝術家表現了少見自適。同時，在

這兩件作品裡，我們也可以見得他從畢業個展「工地秀‧大腸經」（1987）開始的繪畫特色─在圖形

與輪廓線之間翻玩意象與幻覺，並且將這種在圖繪形狀和勾勒線條之間疊加形象的繪畫方法，實踐於

前述的作品之中。 
 
後自戀者的告解室 
 
侯俊明是一位「後」自戀者。這意味著他依然自戀，只是歲月流變與生命的磨難把他在青春期時自戀

的驕縱與衝動磨得光滑。特別是在近作的花布繪畫裡，我們可以感受到藝術家回訪年輕時的念想，他

從「秋江待渡」的青年，成為了中年的「擺渡人」。〈擺渡人〉（2021）與侯氏的早期創作〈秋江待

渡圖〉在構圖、主題與繪畫對象上有著穿越時空的呼應。塗黑的擺渡人滑向那一堆堆的墳墓／乳頭／

山，這個半圓形的形象有多種歧義，他以壓克力顏料為此一形狀表現了更為平面性、清透性的一面，

其濃厚之間形塑外擴的動態感，也令人不禁與〈聖殿〉（2022）中，既像聖母的聖光、又像私密的女

陰的紅色波紋產生聯想。 
 

侯俊明，《花開富貴圖》，1986，花布油彩，123 x 123 cm 侯俊明，《陽具駿馬圖》，1986，花布油彩，123 x 123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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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俊明，《擺渡人》，2021，畫布油彩，84 x 168 cm 

 
侯俊明有意識地選擇不同花布，花布重複性圖樣的大小與排列的疏密，都使畫面背景組構不同的低音

旋律，凸顯畫布空間的封閉性與異界氛圍。圖繪被包裹在其中，進而與這個封閉環境共鳴。在那些附

著著陽具與神棍的花布世界裡，侯俊明似乎也再次回味了〈花開富貴圖〉時的自適與趣味。花布是侯

俊明的告解室，這個告解室裡，有的不只是懺情，更有那些他獨有的情色主義與原慾絮語。 
 
 
 
 
註 1：龔卓軍，〈肉身共享：侯俊明的色情耗費與賤斥註記〉，《現代美術》第 144 期，臺北市立美

術館出版，2009/06，頁 38-51。 
註 2：侯俊明〈大腸經之山月無盡〉創作自述，資料取自侯俊明個人網站。 
註 3：陳慧嶠，〈黑暗的洞穴─侯俊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