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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計劃在研究自從 1980 年代以來，英國
和日本企業介入文化、藝術的狀況，探究其
社會、歷史和文化的意義。本計劃藉著親自
訪問英、日兩國收藏、贊助藝術的企業與相
關的工作人員、日本百貨公司的美術館，以
及相關的藝術界人士，蒐集第一手的資料，
再整合其他學科如博物館學及社會學科相關
的研究領域(如政治經濟史、文化社會學、企
業菁英等研究)，分析、比較英、日兩國企業
介入藝術的不同模式、內容與功能。本研究
在探討把藝術當成一種世界現象的可能性，
同時從後殖民主義的論述觀點，來審視國家
文化和身份認同的相關課題。 
 
關鍵詞：企業收藏家、企業贊助、查理斯‧
沙奇、百貨公司美術館、YBA(年輕的英國藝
術家)、文化和身份認同、後殖民主義 
 
Abstract 
 
 The aim of the present project is to 
investigate, as a socio-historical phenomenon 
with both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the ever-increasing rôle that corporate art 
patrons have been playing since the 1980s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and Japanese societies. 
The research will be primarily based on 
first-hand material collected through visits to 
British and Japanese corporations that collect 
or sponsor art and interviews of the particular 
members of staff concerned, as well as visits to 
Japanese department store museums and 
relevant people in the art worlds in both 

countries. The analysis will draw on 
appropriate contemporary discourses in the 
fields of museology as well as social sciences 
such as political economics, cultural sociology 
and the study of business elites. By comparing 
different modes, contents and functions in 
corporate art patronage in Britain and Japan, 
the project will aim to explore new possibilities 
of studying art as a world-wide phenomenon, 
and address the interrelated ques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 discourse. 

 
Keywords: corporate art patrons, corporate art 
patronage, corporate art collecting, Charles 
Saatchi, corporate sponsorship, department 
store museums, YBA (Young British Artists), 
cultural identity, post-colonialism 
 
二、緣由與目的 
 
在過去這幾年，我研究的方向主要以英、美
企業自從 1980 年代以來，對藝術的各種介入
為主，試著以歷史的角度，探討企業介入藝
術和柴契爾、雷根政府公共政策的關係，尤
其是兩國政府推行私有化政策，對藝術機
構、當代藝術的影響。這些年的研究累積，
很 幸 運地能夠寫成一本專書（ Privatising 
Culture），由英國聲譽很好的專業出版社
Verso 出版(於今年三月在倫敦和紐約同時發
行)。因此在完成英、美企業介入藝術這部分
的研究後，用藝術史的角度來審視東方國
家，如日本的企業收藏與贊助，可以說是順
理成章的事。藉著深入的、跨國的比較研究，
本研究計劃嘗試去了解英、日兩國企業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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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的介入，探究其在東、西方文化和歷史
上所可能產生的意義與影響。 
 
企業對藝術的贊助、收藏，不論在東方或西

方，其蓬勃發展，都是最近二、三十年的歷

史現象(雖然隨著經濟不景氣，已經不再是從

前盛況空前的樣子)，藝術史的研究，受其學

科本身的限制，很難把當前的歷史現象，當

成是研究的主題；而在社會科學的範疇裡，

企業在政、經上的活動，遠比它們在文化藝

術方面的介入，來得重要太多，因此政治學

家或經濟學家對企業在文化上的活動，關心

的人並不多。因此在這方面的研究，不論在

日本或英國，目前大半還止於報章雜誌的報

導，報導性多於分析性，實務性的記錄多於

歷史性的思考。本計劃嘗試用藝術史的角

度，整合其他學科，來探討、研究企業參與

藝術的這個歷史現象，企圖在東、西方藝術

史的比較研究上，建立一個溝通的橋樑，希

望在學術的範疇裡，能達到拋磚引玉的功用。 

 
三、結果與討論 
 
自從 1980 年代以來，不論是在東方或西方，
都可以看到愈來愈多贊助文化、藝術的企
業，尤其是跨國企業。憑藉著它們在全球強
勢的商業活動，它們手中握有更多的金元，
可以投入藝術贊助或購買藝術品。英國的貿
易商在過去兩百年來，至少一直都在收藏藝
術品；但是對於日本的商人而言，活躍於國
際拍賣場，相對地還是最近的一種現象。不
管是日本的眭丘誠二郎(房地產鉅子)、川村繁
? ，或者是英國的沙奇(Charles Saatchi)，都
可以說是二十世紀現代版的麥迪奇(Medici)。 
 
這些商業鉅子，對於藝術的介入可以從兩方
面來看。他們一方面利用企業的收藏、參與
文化活動，改善企業整體的形象；另一方面
也藉此在社會上，提高個人的地位、聲望。
在日本的泡沫經濟破滅之前，日本企業、企
業主活躍於世界主要的拍賣市場、從事各種
企業贊助活動。雖然這可以看成是他們經濟

實力的一種展現，但不管是有意或無意，也
可以說是他們在重新肯定自己的國家認同。
藉由他們積極參與國際社會的文化藝術活
動，這些企業及其主子，可以說是拒絕屈身
在文化的邊緣位置，在後殖民的文化情境
裡，為東、西方的文化權力，重新取得一種
平衡。 
 
這個現象，經由什麼管道，在什麼程度上，
可以說真正改變了西方批判文化論述的建構
與價值呢?如何論證這個議題，並不是那麼清
楚容易的。東、西方頻繁多元的接觸與互動，
意味著這個過程絕對不是單向的或一成不變
的。如果我們把東方這些新興贊助藝術的企
業，不管是收藏西方藝術，或是積極支持日
本本土的藝術家，當成他們是在肯定他們自
身的認同，甚至在某個層次上，可以說是在
追 求 某 種 「 殖 民 式 的 復 仇 」 (colonialistic 
revenge)，那麼這些日本企業挪用了歐洲藝術
體制(如美術館)來表達他們新的身份認同，不
也是充滿矛盾的嗎？亞洲世界對任何西方東
西的慾求，從名牌的 Burberrys 到莎士比亞，
甚至是洋煙洋酒，更是複雜而自相矛盾。 
 
相較而言，英國的情形可以說是有其相同、
相異點。比較廣義的看，在英國也存在兩大
類的收藏家(專收英國作品和收藏世界其他
地方的作品)，不同的是，因為大英帝國特殊
的帝國經驗，賦予這些收藏品特定的文化意
含。譬如說，Robert and Lisa Sainsbury 的收
藏，包括來自世界各地五大洲的作品，這樣
的野心，或許可以看成是大英帝國集體身份
認同的縮影，即使是這樣的縮影，不無帶著
天鵝輓歌的意味。反觀，廣告鉅子沙奇英國
當代藝術的收藏，呈現的不只是英國藝術和
英國藝術家，更是一種特定的、當代的「英
國性」(Britishness) (雖然不無反諷的是，沙
奇本人是來自伊拉克的移民)。他在英國當代
藝術圈具有壟斷的地位，且和英國的藝術機
構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也因為他龐大的收
藏，尤其以他親手製造、捧出來的所謂「YBA」
(Young British Artists)藝術家，使得他在國際
的當代藝術界，獨享特殊的地位，彷彿他的
收藏，足以代表英國年輕整個世代的藝術創
作，他所主導的所謂「英國性」，在某個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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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上，是不是也可以看成某種鄉愁的激起，
遙念那失落的帝國呢? 
 
這種東、西方的殖民關係，其實在日本的歷
史經驗也可以找到呼應。雖然日本和其前殖
民地的文化關係，並不是本研究的範圍，但
是日本在亞洲的帝國歷史及其影響力，並沒
有隨著日本帝國的瓦解而全然消失，尤其是
在文化方面的影響力。雖然日本在 1980 年代
興起的藝術贊助企業，其操作模式，主要是
以英、美的企業為典範，但是某些日本自己
形成的文化模式，卻直接、間接地影響了日
本的前殖民地。譬如說，在日本特有的百貨
公司美術館，在西方世界極為少見，在 1980、
90 年代卻在日本流行一時，隨著日系百貨公
司的輸入台灣，這些經營方式也跟著(雖然不
是全盤的)輸入。 
 
企業大舉地介入藝術，不論是收藏藝術品，
或是其他贊助形式的介入，無可避免地和一
國的文化、社會、歷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這些介入藝術的運作，在曾是帝國主義的
英、日兩國更和其過去的殖民歷史緊緊相
連，正如薩伊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裡所
形容的，是「重疊的地域，糾纏的歷史」。 
 
四、計劃結果自評 
 
本計劃的執行過程和當初預期的大致相符，
主要資料的來源還是第一手的資料，來自筆
者到日本親訪這些相關(不論是贊助藝術或
收藏藝術品)的企業、政府藝術體制內的工作
人員、企業的美術館，尤其是百貨公司所設
立的美術館，以及長期觀察企業介入藝術的
學者專家。 
 
計劃主要在探討企業收藏和企業贊助，後來
因為受邀參加倫敦大學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所主辦的研討會(見下文的敘述)，必
須集中心力在研討會論文的相關議題，相較
之下，使得筆者對企業贊助藝術的部分，有
較深入的探討，因為這樣的轉向，對於後殖
民論述的掌握，較為有限，是本計劃以後可
以繼續研究、開展的課題。 
 

本計劃到目前為止，主要發展出一篇論文
(‘Dream-Worlds of Desire and Culture: The 
Phenomenon of the Japanese Department Store 
Museums’)，已發表於倫敦大學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主辦的國際藝術史研討會
Marxism and Visual Arts Now (於 2002 年 4 月
8 日至 10 日舉行，參加研討會的機票及住宿
費用獲得英國 British Academy 的全額補
助)，該論文目前正在審查中，原主辦單位還
未決定出版會議論文集或刊登大會論文於學
術期刊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另外，由此計劃延伸出來的一篇探討英國收
藏家沙奇與英國當代藝術關係的文章<誰敢
誰就贏 — 試論英國當代藝術>，將發表於
《現代藝術》，目前正在接洽圖片使用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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