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蕨、松、⼭⽑櫸、⾦合歡 
(藝術家) 鄭波

⾺凌畫廊⽥灣空間榮譽呈獻鄭波個展「蕨、松、⼭⽑櫸、⾦合歡」。展覽⾸次
集結藝術家“親⽣命性影像”系列的四部作品：《蕨戀》（2016-）、《植物
的政治⽣活》（2020-）、《春之祭》（2021-）及《薩摩爾》（2023）。四
部作品在展覽空間交相呼應，勾勒出藝術家⽣態藝術實踐的⼀條重要線索。 

此次展出的四部影像作品在四個迥異的⽣態情境發⽣：《蕨戀》植根於台北貓
空⼀處滿是蕨類的亞熱帶森林；《植物的政治⽣活》拍攝於柏林外⼀處⼭⽑櫸
原始森林；《春之祭》以瑞典達拉納省的原⽣針葉林為舞台；《薩摩爾》則聚
焦阿拉伯沙漠中的⼀棵傘刺⾦合歡樹。 

鄭波於2016年開始拍攝《蕨戀》這部作品。作為其“親⽣命性影像”創作框架
的⾸部作品，《蕨戀》通過想像⼈與蕨的繾綣來連結酷兒⼈群與酷兒植物。參
與者們以多種性、愛⽅式嘗試與蕨類培育情感。慾情四溢的《蕨戀》在多地雙
年展、美術館展出，為此後的“親⽣命性影像”作品系列奠定了基礎。 

《植物的政治⽣活》於鄭波2021年柏林格羅⽪烏斯美術館個展「萬物社」中⾸
次展出。這部⿊⽩影像作品以⼆⼗世紀初蘇聯先鋒電影的美學觀念及語⾔構想
森林中植物的政治⽣活。影⽚包括鄭波與兩位⽣態學家關於激進共⽣、社區營
造等議題的對話。作品聚焦德國布蘭登堡州世界⾃然遺產“格魯姆⾟森林”，
以寫意的⼿法描繪了林中古⽊以超越⼈類的⽅式聯結、展開政治⽣活的場景。 

在《春之祭》中，鄭波重新演繹1913年尼⾦斯基與斯特拉⽂斯基的名作，讓舞
蹈重返⾃然。五名北歐舞者將⾝體倒置，與數百歲的松樹⼀同編織⽣態性的情
緣。鄭波在2022年第59屆威尼斯雙年展⾸次展出了這部舞蹈影像。 

鄭波剛剛完成的作品《薩摩爾》則是其於迪拜賈梅爾藝術中⼼為期兩年的「藝
術家之園」委約創作的⼀部分。2022年夏，藝術家在阿聯酋遊歷了多個⽣態區
域，被傘刺⾦合歡深深吸引。在此作品中，兩位來⾃敘利亞和菲律賓的移⺠舞
者與⽶雷哈沙漠中的⼀棵傘刺⾦合歡共舞，柔情纏綿。在鄭波看來，舞蹈是重
新聯結⼈與植物、⼈與⼤地的重要⼀環。 

“親⽣命性”這⼀概念由著名⽣物學家愛德華·奧斯本·威爾森提出，指⼈類
與⽣俱來的意欲與其他⽣命形式親近的內在衝動。在拍攝“親⽣命性影像”作
品時，鄭波並不視⾃⼰為導演或編舞，⽽強調其“⽣態感悟”的職責。「蕨、
松、⼭⽑櫸、⾦合歡」這⼀全景式的展覽有如充滿⽣機的⼤地樂園，⼈類與植
物在此共舞、相愛、欣欣。 

（關於鄭波） 

鄭波是⼀位⽩族裔⽣態酷兒藝術家。透過繪畫、舞蹈、影像，他嘗試重啟⼈類
與植物在美學、情感、政治層⾯的親緣。鄭波認為，藝術並⾮由⼈類創造，⽽
源於萬物⽣機。 
  
鄭波在⾹港⼤嶼⼭南部村落⽣活。受道家智慧指引，他促⽣野性的園⼦、⽣⻑
的⽂字、親⽣命性的影像、⽣態⼤同的聚集。多元靈動、錯綜交織的作品演繹
出⼀處熱帶花園，鄭波在其中與⼈類及⾮⼈類的思想者、⾏動者親密合作。他
的⽣態藝術實踐標志著正在萌發的、超越國界的地球原住性。 
  
2023年，鄭波正在完成迪拜賈梅爾藝術中⼼的「藝術家之園」委約項⽬、及上
海外灘美術館⼾外的三件植物作品。2022年，鄭波於第59屆威尼斯雙年展呈
獻了森林舞蹈影像《春之祭》。2021年，他在柏林格羅⽪烏斯美術館舉辦了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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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萬物社」，並於⾹港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呈獻了《⽣命如此艱難，何必搞
得這麼簡單? 》。鄭波曾參加多個⼤型國際展覽，包括悉尼雙年展（2022
年）、利物浦雙年展（2021年）、橫濱三年展（2020年）、歐洲宣⾔展
（2018年）、台北雙年展（2018年）、上海雙年展（2016年）等。其作品被
多個美術館收藏，包括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港藝術館、新加坡美術館、洛
杉磯漢默美術館等。 
  
鄭波擁有美國羅切斯特⼤學視覺⽂化研究博⼠學位，師從道格拉斯·克林普。
他曾於2010年⾄2013年間在中國美術學院任教，此後在⾹港城市⼤學創意媒
體學院任教，並發起研究實踐團體「萬物實踐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