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界：怪物，鴉⽚，時間 
(藝術家) 何⼦彥

⾺凌畫廊榮譽呈獻何⼦彥於畫廊舉辦的第⼆次個展「三界：怪物，鴉⽚，時
間」，展出藝術家新近創作的三組電影及影像裝置系列：「百⻤夜⾏」
（2021）；《O代表鴉⽚》（2023）；以及⼀系列超過四⼗件「時計」作品
（2023）。「時計」系列⾸次展出於何⼦彥近期在新加坡美術館舉辦的中期
回顧展「光陰似虎」，該展覽隨後巡迴⾄⾸爾善宰藝術中⼼、紐約赫塞爾美術
館及盧森堡讓⼤公現代美術館，並將於2025年11⽉巡迴⾄漢堡美術館展出。 
  
在過去的⼆⼗年中，何⼦彥通過多樣創作媒介對歷史、神話、理念及⾝份的建
構進⾏批判性反思。他在近年持續探索紛雜主題，包括：與⽇本帝國主義歷史
相聯繫的妖怪⽂化；鴉⽚交易的歷史；以及通過特定形式表現的時間概念。
「三界：怪物，鴉⽚，時間」借⽤將世界⼀分為三的世界觀，以天、地、⼈三
界的結構在⾺凌畫廊的三層展覽空間中展開敘事。 
  
在展覽第⼀章節展出的，是何⼦彥在近年持續拓展的「百⻤夜⾏」計畫。這⼀
⻑期計畫的起始點是⽇本⺠俗傳說中對「百⻤夜⾏」的描繪⸺⼊夜後，各⾊
妖怪在⼈間街道上進⾏盛⼤的遊⾏。在「三界：怪物，鴉⽚，時間」中，觀眾
可於為此次展覽特別製作的微型影院環境中觀看來⾃何⼦彥「百⻤夜⾏」計畫
的兩件影像作品；作品仔細描繪了傳說妖怪的形態，以藝術家的標誌性⽅法詳
盡地呈現了⼀部妖怪的百科全書。⽽在忠實塑造「狐」、「河童」或「狸」等
妖怪形象之外，何⼦彥也為新的「百⻤夜⾏」畫卷添加了有傳奇意味的真實歷
史⼈物，包括曾於⼆戰期間進攻並佔領⾺來半島的⽇本陸軍⼤將⼭下奉⽂，以
及同樣曾於⾺來半島活動的⽇本間諜⾕豐⸺兩⼈均作為「⾺來虎」出現在何
⼦彥的眾多條⽬之中。何⼦彥也通過在歷史事件中指認妖怪進⼀步複雜化「百
⻤夜⾏」的結構：「偽坊主」，被指認為在⼆戰末期由⽇本⼠兵化⾝⽽成的僧
侶；「⽬⽬連」則被指認為喬治·奧威爾《1984》中出現的思想警察 
。這些妖異⽣靈紮根於⽇常想像，通過動畫或漫畫等媒介在今天持續湧⼊當代
⽂化的領域。 
  
在展覽第⼆章節的作品《O代表鴉⽚》中，何⼦彥回顧了鴉⽚及鴉⽚交易的審
美歷史，呈現了錯綜複雜的影像現實。藝術家在多層次影⽚中疊加處理了⼀系
列視覺素材：⾦三⻆地區鴉⽚交易的歷史紀錄；《美國往事》（1984）及《胭
脂扣》（1988）等在敘事中強調了鴉⽚的電影；以及羅列了⼀系列鴉⽚製品的
動畫元素。這些彼此糾纏、遮掩的圖像指⽰了鴉⽚的迷幻效果⸺歷史如煙霧
繚繞的夢境⼀般展開。⾸次展出於2023年泰國雙年展的《O代表鴉⽚》深⼊探
索了鴉⽚這⼀現代世界重要殖⺠⼿段的⼒量、運動及被美化的形象。 
  
展覽的最後⼀個章節通過共四⼗三件獨⽴的「時計」作品討論了多種時間，以
及時間的異質性。此系列作品由新加坡美術館、善宰藝術中⼼及M+共同委託
創作，由東京當代藝術博物館及沙迦藝術基⾦會提供⽀持。每⼀件「時計」作
品均通過特殊定製的屏幕將時間的概念以不同的⽅式具象化，表現了時間的物
質性、延展性及相對性。在何⼦彥看來，時間的⽭盾在於其本質飄渺卻⼜囊括
萬物；他因⽽在創作「時計」時有意識地製造本體論層⾯的差異：部分「時
計」作品是時⻑⼀秒鐘的無限循環動畫；部分「時計」作品⸺包括《時計—
完美愛⼈（托雷斯）》及《時計—H（哈⾥森航海表）》⸺是每⼆⼗四⼩時
完成⼀次循環的程序，這些作品也將根據播放場地的時區⾃⾏調整同步。絢麗
奪⽬的「時計」系列與何⼦彥的另⼀件⼤型裝置作品《T代表時間》（2023）
相對⸺後者⽬前展出於盧森堡讓⼤公現代美術館⸺旨在反思當代時間經驗
的多個⽅⾯：其源頭是來⾃歐洲的線型發展理念；其規訓框架是公曆，或稱格
⾥曆；其網絡構成則是當今無處不在的電腦等電⼦設備。何⼦彥的⼤型創作計
畫質詢，是否仍有可能重新尋回在西⽅影響到來之前曾在東南亞盛⾏的未同化
時間。何⼦彥：「從很多⽅⾯來說，這⼀計畫的挑戰在於如何譜寫多重時間，
並且讓這些異質時間⸺在避免構成時間階級結構的情況下，在避免坍塌為空
洞多元主義的情況下⸺共同存在。」 

(開幕) 
2025年03⽉20⽇，週四 
下午 六時⾄⼋時 

(⽇期) 
2025年03⽉20⽇ ‒ 05⽉13⽇ 

(開放時間) 
週⼆⾄六，上午⼗⼆時 ‒ 下午六時，
公眾假期除外 

(地點) 
⾹港灣仔適安街10號 

(聯絡⽅式) 
office@kiangmalingue.com；  
+852 2810 0317 

(媒體咨詢) 
賀依雲 
yiyun@kiangmalingue.com； 
+852 2810 0317 

(其他查詢) 
廖薇 Ella Liao 
ella@kiangmalingue.com；  
+852 2810 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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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何⼦彥） 

通過戲劇性的樂譜和光效來呈現⼤量的歷史參照是何⼦彥創作錄像和裝置作品
的主要⼿法。各不相同的錄像作品向⼈們揭⽰鮮為⼈知的東南亞歷史的同時，
也在指出我們⾃⾝並未察覺的未知。何的作品脈絡參考⼀系列⽂學、藝術史和
⾳樂的⽂獻，⼀種被擴⼤強化的模糊、戲劇性和不安的感受充斥於其中。 

何⼦彥曾在世界多地舉辦個展，包括盧森堡讓⼤公現代美術館，盧森堡
（2025）、CCS赫塞爾美術館，紐約（2024）、善宰藝術中⼼，⾸爾
（2024）、東京都現代美術館，東京（2024）、新加坡藝術博物館，新加坡
（2023）、哈默博物館，洛杉磯（2022）、⽇本⼭⼝藝術及媒體中⼼
（2021）、歐登堡Edith-Russ-Haus for Media Art（2019）、漢堡藝術協會
（2018）、上海明當代美術館（2018）、橫濱表演藝術論壇（2018）、⾹港
亞洲藝術⽂獻庫（2017）、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2015）、東京森美術
館（2012）、悉尼藝術空間（2011）等 。此外，何曾代表新加坡參加2011年
第54屆威尼斯雙年展。其群展包括惠特尼雙年展2024，紐約（2024）、泰國
雙年展2023，清萊（2023）、東京宮，巴黎（2022）、卡蒂斯特藝術基⾦
會，舊⾦⼭（2022）、第13屆光州雙年展（2021）、釜⼭當代美術館
（2019）、2019愛知三年展（2019）、⻉鲁特Home Works 8（2019）、第
14屆沙迦雙年展（2019）、第12屆光州雙年展（2018）、新加坡國家美術館
（2018）、達卡藝術峰會（2018）、柏林世界⽂化宮（2017）、紐約古根海
姆 博 物 館 （2016） 、 布 ⾥ 斯 班 現 代 美 術 館 （2016） 、 廣 州 時 代 美 術 館
（2013）和⿅特丹維特·德維茨當代藝術中⼼（2012）等。其還曾多次參加
國際電影節，包括美國帕克城舉⾏的2012年聖丹斯電影節、和2009年第41屆
法國戛納國際電影節導演雙周單元。何還曾完成德意志學術交流中⼼藝術家項
⽬（2015-2016）和⾹港亞洲藝術⽂獻庫的藝術家駐留項⽬（2012-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