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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纸胶带的窗
【文/张晓雯  图/受访者提供】  

用平面模拟像素

吴芊颐的“本业”是学绘画的，直到读研究生时，偶然

翻阅到一个日本的购物网站，那丰富的色块性所体现出的

扁平感让她产生了用平面材料模拟数码像素去做创作的念

头。吴芊颐平时挺关注当代的新材料，或日常生活中被忽

略了却在她眼中大有可为的小物，如，她告诉我最近对泡棉

（一种包材，人工加工品）就很感兴趣。纸胶带如今在文艺

青年中已经很火了，大多是在手账中被用作边框装饰，像吴

芊颐这样纯以纸胶带为原材料做出一个艺术形象的并不多

见，更别说是在2011年那阵风潮还没兴起的时候了。

第一个系列的作品叫“微型百货”，是用纸胶带拼贴

出每年热门的商品图像：“眼睛有删减笔画的技能，你只

要贴出几个色块，就可以大致看得出来那个图像到底是什

么。”这种视觉的解码像极了如今数字时代“扫一扫”的动

作，而吴芊颐恰恰认为纸胶带有“我想要的一种像素感，像

一格一格马赛克，也有商品包装表面那种塑料感、颜色感

的状态”。

这也就是当“微型百货”走进诚品时，最吸引观众的

一点。“配合诚品书店，拼贴了一些书籍图像，旁边附上二

维码，大家可以去扫，会有资讯跑出来。甚至还有一样的

实体商品本尊在旁边，有一种拼贴艺术和实体商品的互动

关系。”与其在家里埋头创作，吴芊颐更喜欢到不同的展

场，体验每次“现地制作”的独一无二。

纸上调色盘

接触纸胶带时它还是个小众门类，可以说是无先例可

参考。在外人看来“杂乱”的拼凑美学，裁剪、拼贴、层次的

Q：“微型百货”系列之前走入诚品，此次来到上

海，有没有相应的展示？

A:我这次来上海，在金桥国际商业广场内做了特别的
作品，一直到10月23日都有展示。除了为金桥的热卖商品
拼贴专属图标外，还做了展现金桥日常的玻璃移门空间装
置，先做一个小稿，再放大、打底、上雾模，上面的元素都是
现场去拼贴的，考虑到了人潮走动时东西应该怎么摆会比
较好看；墙面胶纸装置拼贴的是商场内一家健身器材店的
场景，实地先拍过照片，用几何线条、大色块的方式，去拼贴
出抽象画的感觉，没那么写实，和我以前做过的作品都不一

样。百货就是为了满足消费文化和视觉感受的场域，经过观
察不同商场的特性，我的“微型百货”所到之处都呈现出不
同的风景。

Q：你所说的“现地制作”，在你看来有什么魅力？

A:现地制作比较没有规格可言，看现场的状况调整，驻
地性质、根据地缘特色的艺术创作，会是之后重点发展的方
向。例如“窗景”系列，搜集这个地区的铁窗花样，哪里有什么
特色，就很适合做成个展。整个展场空间的设计还可以做不
一样的调整，实际上我就录了一些声音在现场播放。

生活周刊×吴芊颐

吴芊颐  胶带达人

毕业于台南艺术大学造型研究所，擅长平面绘

画、拼贴艺术与复合媒材装置创作，曾用纸胶带完

成“微型百货”、“窗景”系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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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叠也大有章法。收集齐冷、暖、黑白色系等所有色阶的纸

胶带是必备的，并且尽可能选择单色，因为花纹会干扰；如

遇大体量的作品，也可以用有颜色的宽幅胶膜取代纸胶

带。拼贴时，吴芊颐从不用电脑后期调整色块的排列，用肉

眼微调拟真程度，着实需要许多时间的修炼。

这四五年间，吴芊颐已经拼过300多项知名商品或商

标；花过3小时拼贴直径30公分的一桌年菜；做线下活动

时邀请大家一起拼贴孔庙大成殿以及跳着舞的佾生；也

曾“放话”之后希望挑战将世界名画变成“纸胶带版”。被

问及是否会因此对身边事物有种“恋物般”的观察，她表

示：“喜欢景点类，或‘型’比较明确、容易辨识的符号。”比

如来到上海，东方明珠就有让她想要用编码的方式解构、

用色块去玩它的冲动。

每一次拼贴创作都是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放大或再解

读日常物件或原生风景的美。另一大系列作品“窗景”就

是聚焦中国台湾的黑铁铁窗文化。作为一种古早的工艺技

术，现在已渐渐难寻，唯有老房子上还留存印记。“近期掀

起一股老物翻修的风潮，大家想把复古的文化留下来，越

来越多人关注铁窗文化。我想通过我的创作唤起一些集体

记忆和某一种共感。”经过前期的搜集资料、了解历史，她

来到台北101附近的吉祥里社区，尤其是那些少人问津的

消防巷弄深处，种类繁多的铁窗窗花类型总不会令她失

望。最终，穿插在纸胶带横竖的交错间，搭配亚克力板表框

的厚度所制造出的光影效果，对老宅的乡愁层叠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