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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棟樑於1968年考進國立藝專美術科，原本想唸西畫組的他，因該

組人數過多而被迫分到國畫組，而後二年級時他主動與雕塑科同學

換組，因緣際會地走上雕塑之路。他接受學院教育寫實基本功之訓

練，原有對藝術的興趣和天分也被激發出來。二年級以〈芙蓉春日

凝〉參加第33屆臺陽美術展覽會獲獎，隨後在臺北市美展、全國美

展、臺陽美展獲得大獎。在求學時代，他表現不服輸的鬥志和創造

精神，除了有作品印證，另在推廣玻璃纖維用於雕塑方面也有所貢

獻。

進入藝專接受學院教育

2.

[本頁圖]    1973年，謝棟樑與退伍後首件作品〈李小龍像〉合影。

[左頁圖]     謝棟樑，「變形」系列—〈回首〉，1984，玻璃纖維，33×23×8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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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錯陽差：從國畫組到雕塑科
1968年，二十歲的謝棟樑參加大專聯考，之前在填寫志願表時，選

擇的第一志願是師範大學美術系，結果考取第二志願國立藝專美術科。

大學放榜時，謝棟樑學科358分，高於師大美術系最低錄取分數356分，

他質疑為什麼沒有考上師大？個性內向的他心情鬱卒，愛子心切的父親

知道消息後，奔走託人委請時任臺灣省議會議長的謝東閔出面關照，才

知道師大美術系術科最低錄取標準是60分，國立藝專是50分。

「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前身為1955年成立的「國立藝術學

校」，1994年升格「國立臺灣藝術學院」，2001年改名「國立臺灣藝術

大學」。謝棟樑就讀時的藝專美術科分「西畫組」和「國畫組」兩組，

他原本志在學西畫，不料在開學第三天分組調查時，當時的科主任李梅

樹（1902-1983）發現西畫組有三十九人，國畫組只有六人，認為人數顯

然不成比例，於是裁定聯考術科達57分以上的二十三人編入西畫組，其

餘的十六人和志願的六人編在國畫組。謝棟樑術科未達57分，因此無法

到西畫組。他說：

當時我覺得很不合理，教育竟然不能照學生的興趣，強說是為了

教育的平衡和配合教室的設備。美術科既然分西畫和國畫兩組，

為什麼不在聯考時讓學生填好志願，如果能這樣，學科成績較好

的學生一定能如願考上西畫組，因為我的學科成績是美術科第七

高分。

當年的國立藝專規定學生轉科、轉組只能跟同學交換。謝棟樑一度

詢問西畫組同學有無調換組別的意願，都得不到回應。他想到雕塑科在

當時堪稱是冷門科目，聯考的錄取成績在美術科之下，調換的可能性較

高，因此轉而找雕塑科同學探聽。經過詢問，在一年級下學期時終於有

眉目，雕塑科一位叫林昌松的同學願意跟他換組，由於雕塑並非他所嚮

往，同年謝棟樑再度參加大專聯考，志願表只填寫一個：「師範大學美

1971年，謝棟樑藝專時期大

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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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系」。這一回，術科考八十多分，學科卻差一分，未達錄取標準，只

好繼續留在藝專。

因為這樣的陰錯陽差，謝棟樑從專科二年級開始成為雕塑科學生，

注定一生走上雕刻藝術之路。他事後回想，若當初如願考上師大，往後

可能以教書為業，或者從事西畫創作。人生之境遇似乎在冥冥中已有安

排。據他了解，當年在雕塑科同班的十八人當中，只有他至今還在從事

雕塑創作。

〈芙蓉春日凝〉初試
  啼聲
一年的美術科國畫組課業，打

開謝棟樑的藝術學習之門。當時學

校聘請劉煜（1919-2015）教素描，陳

慧坤（1907-2011）教毛筆白描，陳慧

坤老師有時會叫他充當模特兒，留下

難忘的課堂經驗。二年級轉入雕塑科

後，除了上二年級的課程，還得補修

一年級未修的「塑造課」。謝棟樑在

一年級所打下的素描基礎，讓這門課

程得以順利過關。二年級的授課師長

和課程，包括施翠峰（1925-2018）的

西洋美術史、凌嵩郎的美學，以及丘

雲（1912-2009）的雕塑等。很多學生

不愛雕塑這門課，覺得整天待在髒兮

兮的教室，也不像西畫或水墨畫那般

受重視，但謝棟樑因個性使然，無論

如何都自我勉勵要堅持下去！

1970年，謝棟樑以〈芙蓉春日
凝〉獲得「國華廣告公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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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謝棟樑進入藝專的時代，

雕塑在臺灣的美術項目裡尚是冷

門。藝專老師幾乎都學習傳統出

身，專注於教導寫實的基本功。

擔任雕塑理論與技法的授課老師

丘雲，出生於廣東蕉嶺縣，1936

年從杭州藝專雕塑系畢業，1954

年來臺，1962-1993年之間在國

立藝專執教，培育新一代的雕塑

人才，本身從事寫實人物雕塑。

他在課堂上除講授理論與技法，

也會介紹羅丹（Auguste Rodin, 

1840-1917）等世界知名的藝術

家。「他跟我們說，若沒有時間

做很寫實，筆觸可以大一些，留

一些空間。」謝棟樑感念當年的

基礎訓練，讓日後創作抽象作品

有很大的助益。

1970年，謝棟樑二年級下

學期時，學習塑造僅僅半年，

便以〈芙蓉春日凝〉（P.19）參加第33屆臺陽美展，獲得「國華廣告公司

獎」。他說，這個獎勵證明他的術科並不差，沒考上師大只是沒有準備

好。學院式的雕塑訓練注重素描基本功，這剛好是他的專長，所以做

寫實的作品很快就能上手。1971年〈恁悒〉榮獲第3屆臺北市美展第一

名、〈春之聲〉（P.23）得到第6屆全國美展第二名、〈暮靄〉獲得第34屆

臺陽美展省教育會獎，這些榮譽使得他對從事雕塑更為執著，也對選擇

這一條藝術之路倍增信心。

在藝專求學期間，謝棟樑原本瘦弱的身體有所改善，體重增加7公

1971年，謝棟樑藝專三年級

時與榮獲第3屆臺北市美展第

一名作品〈恁挹〉合影。

 [右頁圖 ]

謝棟樑，「寫實」系列—

〈暮靄〉，1971，玻璃纖維，

 55×36×20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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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身高多了4公分。他的學科成績雖然優秀，或許是體質關係，體育

分數不佳，光是100公尺田徑一項跑了十九秒，體育學期成績只有六十

分，未能達到獎學金申請標準。學科成績比班上第一名和第二名都拿獎

學金同學還高的謝棟樑，心裡頗不服氣，同學教他去跟體育老師說明狀

況，到了三年級，終於拿到獎學金。

謝棟樑積極進取的個性，見諸於他在藝專的求學問藝態度。

為了彌補一年級在雕塑學習的耽誤，他善用每天校內的時間，

回到家都接近午夜。三年級那年，為了製作〈暮靄〉，連續兩

周在學校做到晚間，再搭10點50分從校區板橋發車的最後一班公

車，轉搭欣欣客運到木柵溝子口的臺電員工宿舍。在送件參加臺

陽美展的前三天，則不眠不休地做最後修飾，直到送件當日在教

室才小睡一小時。同年的9月18日是他入伍當兵之日，之前的兩

天，他為參加全國雕塑展，還從埔里住家到板橋學校通宵創作，

因時間有限，只好請學弟王秀杞（1950-）幫忙翻模送件。諸如此

類種種為藝術奮不顧身的傻勁，至今回想起來都覺得是藝術生命

中難得的勵志經歷。

講究「形」、「質」、「色」的雕塑
謝棟樑早在小學生時代用蠟筆作畫，也會用水彩，但是從未

接觸雕塑，在進入藝專之前，他還以為雕塑就是「做陶器」。校園

的學習生涯開啟了他對這一門藝術的認知，原來雕塑牽涉深廣，除

傳統的「雕刻」和「塑造」，實則還含括材質、性質、形式的運用

與理念的表現。雕刻的材料主要有陶土、竹、石、木、牙等；性質

有紀念性、裝置性、宗教性和表現性等；形式有圓雕、浮雕、透雕、

線刻等。進入專業創作之後，他認為雕塑應是藝術家利用所有可創作

的媒材，將自己思想與感情轉化為立體的作品，屬於精神性且供

純粹欣賞。「形」、「質」、「色」乃是他數十年來力求掌握的

金同學還高的謝棟樑，心裡頗不服氣，同學教他去跟體育老師說明狀

，到了三年級，終於拿到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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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展的前三天，則不眠不休地做最後修飾，直到送件件當日在教

才小睡一小時。同年的9月18日是他入伍當兵之日，，之前的兩

，他為參加全國雕塑展，還從埔里住家到板橋學校通通宵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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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為藝術奮不顧身的傻勁，至今回想起來都覺得是藝術生命

難得的勵志經歷。

謝棟樑早在小學生時代用蠟筆作畫，也會用水彩，但是從未

觸雕塑，在進入藝專之前，他還以為雕塑就是「做陶陶器」。校園

學習生涯開啟了他對這一門藝術的認知，原來雕塑牽牽涉深廣，除

統的「雕刻」和「塑造」，實則還含括材質、性質、形式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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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要件。

有關「形」的部分，他從經驗中體會到繪畫是視覺藝術，雕塑是觸

覺藝術，也是空間藝術。謝棟樑曾說：

雕塑的空間，不單是材料占據的部分，尚且包括與實體有關的虛

空，這虛空比實體空間還重要，就是「氣感」。看一件作品要從

四面八方各角度欣賞：線條的韻律轉變、面積的陰陽轉化、塊體

的虛實呼應，這些安排須有對稱，對稱中有和諧，變化中有統

一，統一中有變化。這是一種美學的思考方向。

「質」則是質感的表達。謝棟樑認為雕塑的質感有軟硬、冷熱、

透明與不透明、肌理的粗糙與光滑等。像他做石雕，就感覺到其他材質

難以表現出石雕的質感和量感。「藝術應保留一些自然的部分，最好也

能將所使用的材質特性表現出來。」他的石雕保留了敲打痕跡和崩裂的

塊面；有些作品則直接以鐵絲網呈現，不翻模，藉以呈現它透明性的質

感。

至於「色」的部分，他以為雕塑和色彩關係非常密切。大致說來，

雕塑之著色是為了表現其重量感，利用適當的色澤來強調作品之意涵，

像以冷色調的暗綠或青銅色表現冷靜、沉潛或思慮之情感；激昂、奔放

或熱情則以暖色調的棕色、紅色、黃色等表現。不過隨著時代變遷，雕

塑色彩的變化已突破昔日的傳統手法，像不鏽鋼製作將它潔亮、反光的

素材特質作為色彩因素，不再加顏色處理了。

改革傳統材料，推廣塑膠雕塑
傳統的臺灣雕塑，最多見於宗教的廟宇，或是庶民生活的紀念物

品。臺灣現代雕塑藝術的發展，開始以寫實為主。從日本移轉來的西方

寫實觀念與技術，在日治時代產生大理石、青銅鑄造的人物塑像與動物

塑像等，強調逼真感或等比尺寸。留學日本的黃土水（1895-1930）是該

雕塑的空間，不單是材料占據的部分，尚且包括與實體有關的

空，這虛空比實體空間還重要，就是「氣感」。看一件作品要

四面八方各角度欣賞：線條的韻律轉變、面積的陰陽轉化、塊

的虛實呼應，這些安排須有對稱，對稱中有和諧，變化中有

一，統一中有變化。這是一種美學的思考方向。

「質」則是質感的表達。謝棟樑認為雕塑的質感有軟硬、冷熱

透明與不透明、肌理的粗糙與光滑等。像他做石雕，就感覺到其他材

難以表現出石雕的質感和量感。「藝術應保留一些自然的部分，最好

能將所使用的材質特性表現出來。」他的石雕保留了敲打痕跡和崩裂

塊面；有些作品則直接以鐵絲網呈現，不翻模，藉以呈現它透明性的

感。

至於「色」的部分，他以為雕塑和色彩關係非常密切。大致說來

雕塑之著色是為了表現其重量感，利用適當的色澤來強調作品之意涵

像以冷色調的暗綠或青銅色表現冷靜、沉潛或思慮之情感；激昂、奔

或熱情則以暖色調的棕色、紅色、黃色等表現。不過隨著時代變遷，

塑色彩的變化已突破昔日的傳統手法，像不鏽鋼製作將它潔亮、反光

素材特質作為色彩因素，不再加顏色處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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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代表人物。1950年代以

後，在西方現代主義思潮衝擊之

下，雕塑跳脫寫實的傳統窠臼，

產生抽象的形體，雕塑家也多方

面嘗試不同的媒材，甚至結合不

同的材質成就一件作品，並進一

步引入東方文化的思維。到了近

代，雕塑風格更是多樣並陳。在

科技運用和實驗性迸發之下，雕

塑也呈現新時代的相貌。

2020年9月，臺灣創價學

會策劃主辦一項「雕塑的力

量—臺灣雕塑今昔滙展」，

以「形」、「聚」、「塑」三子

題，分別探討臺灣不同時期、不

同媒材的雕塑發展。「形」著墨

於寫實再現的觀念；「聚」是回

顧自1950年開始，臺灣雕塑從寫

實進入抽象形構的轉化與發展；「塑」則藉由泥土塑形、成形、變形及

破形手法進行創作。謝棟樑的雕塑老師丘雲和蒲添生（1912-1996）、楊

英風（1926-1997）三人作品同列「形」的系列。蒲添生的〈春之光〉以

青銅製作，楊英風的〈鳳凰來儀〉是不鏽鋼作品，丘雲的〈晨妝〉材質

則標示：玻璃纖維強化塑膠。

玻璃纖維用之於雕塑，是1970年謝棟樑尚在藝專三年級時所推廣。

他說：「我有不服輸的鬥志和創造的精神。既然要學雕塑，那就要認

真，而且要比別人認真，才能在這冷門的藝術領域出人頭地。在逆境中

求生存，就要面對環境，適應環境。我面對髒亂教室和材料，不但適應

雕塑的環境生活，也創造改革了雕塑的材料。」

1972年5月，《美術雜誌》第19

期介紹謝棟樑的頁面。作品圖

為謝棟樑1971年得到第6屆全

國美展第二名的〈春之聲〉。

生抽象的形體，雕塑家也多方

嘗試不同的媒材，甚至結合不

的材質成就一件作品，並進一

引入東方文化的思維。到了近

，雕塑風格更是多樣並陳。在

技運用和實驗性迸發之下，雕

也呈現新時代的相貌。

2020年9月，臺灣創價學

策劃主辦一項「雕塑的力

臺灣雕塑今昔滙展」，

「形」、「聚」、「塑」三子

題，分別探討臺灣不同時期、不

媒材的雕塑發展。「形」著墨

於寫實再現的觀念；「聚」是回

自1950年開始，臺灣雕塑從寫

進入抽象形構的轉化與發展；「塑」則藉由泥土塑形、成形、變形及

形手法進行創作。謝棟樑的雕塑老師丘雲和蒲添生（1912-1996）、楊

風（1926-1997）三人作品同列「形」的系列。蒲添生的〈春之光〉以

銅製作，楊英風的〈鳳凰來儀〉是不鏽鋼作品，丘雲的〈晨妝〉材質

標示：玻璃纖維強化塑膠。

1972年5月，《美術雜

期介紹謝棟樑的頁面

為謝棟樑1971年得到

國美展第二名的〈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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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謝棟樑學生時期改

革材料，第一件破高度紀錄

玻璃纖維作品〈暮靄〉。

當時他除了埋首學習，另一

項重要的成績就是研究雕塑材料，

推廣玻璃纖維廣泛用在雕塑創作，

改革石膏和水泥等易碎和笨重的缺

點，成為雕塑界材質應用的主流。

謝棟樑的用心和成果，經他

的小學老師、藝評家黃朝湖在1972

年5月發刊的第19期《美術雜誌》

披露：題為〈首創「塑膠」雕塑的

謝棟樑〉（P.23）文章，並搭配謝棟

樑1971年的〈春之聲〉作品圖片，

引起藝術界和讀者的注意。由於詢

問者眾，雜誌特地邀約謝棟樑在第

21期以專文解說「塑膠」雕塑的技

法，也附上他以塑膠為材質的人像

和人體雕塑圖片。

謝棟樑指出，塑膠雕塑的材

料，早就被工商界用來製作人體時

裝模特兒、裝潢設計公司的壓克力板、五彩燈罩、骨董工藝複製品或仿

造翡翠珠寶。但商家將此納為「商業機密」，基於利益關係，未對外公

開。為了一探究竟，他在二年級暑假時，和同學陳瓊姝到臺中冠東化學

公司實習，該公司主要製作玻璃纖維的立體模型。他利用午休時間，在

熱氣蒸騰、臭氣逼人的廠房裡，看汗流浹背的師傅作業，得以了解塑膠

運用的材料及製作程序。

據謝棟樑研究的心得：塑膠雕塑所涉及的主要材料有寶麗樹脂、玻

璃纖維、滑石粉、硬化劑及促進劑等。寶麗樹脂是一種強化塑膠，成透

明液體狀；玻璃纖維用以強化塑膠的韌性；滑石粉用以塗在塑膠裡面，

使之成濃膠狀或半固體，方便塑膠塗抹於石膏模的壁上。他發現利用質

 [右頁上二圖 ]

 1972年7月，謝棟樑為《美

術雜誌》第21期撰文。

 [右頁下圖 ]

謝棟樑，「寫實」系列—

〈生機〉，1970，

玻璃纖維，高約57cm。

謝棟樑學生時期改

第一件破高度紀錄

作品〈暮靄〉。

改革石膏和水泥等易碎和笨重的

點，成為雕塑界材質應用的主流。

謝棟樑的用心和成果，經

的小學老師、藝評家黃朝湖在19

年5月發刊的第19期《美術雜誌

披露：題為〈首創「塑膠」雕塑

謝棟樑〉（P.23）文章，並搭配謝

樑1971年的〈春之聲〉作品圖片

引起藝術界和讀者的注意。由於

問者眾，雜誌特地邀約謝棟樑在

21期以專文解說「塑膠」雕塑的

法，也附上他以塑膠為材質的人

和人體雕塑圖片。

謝棟樑指出，塑膠雕塑的

料，早就被工商界用來製作人體

裝模特兒、裝潢設計公司的壓克力板、五彩燈罩、骨董工藝複製品或

造翡翠珠寶。但商家將此納為「商業機密」，基於利益關係，未對外

開。為了一探究竟，他在二年級暑假時，和同學陳瓊姝到臺中冠東化

公司實習，該公司主要製作玻璃纖維的立體模型。他利用午休時間，

熱氣蒸騰、臭氣逼人的廠房裡，看汗流浹背的師傅作業，得以了解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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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堅硬而輕巧的塑膠，取代石膏翻製雕塑作品，為創作

者帶來莫大的方便。在三年級開學時，他到臺北市天水

路的化工原料行採買寶麗樹脂、玻璃纖維等材料，從電

影《麥坎納淘金記》主人翁得到靈感，完成第一件塑膠

雕塑〈生機〉。

繼〈生機〉之後，他陸續試做幾件大型的塑膠雕

塑，發現塑膠雕塑體輕，易於搬運，而經過藝術手法處

理的塑膠雕塑，質感也較石膏製品出色，他便介紹給雕

塑科的老師和同學，大家對這種革命性的雕塑材料都很

好奇也稱讚不已。包括丘雲老師在內的前輩藝術家都相

繼使用，這種雕塑材料的革新深具時代意義，提供雕塑

創作更寬闊的動力和願景。

堅硬而輕巧的塑膠，取代石膏翻製雕塑作品，為創作

帶來莫大的方便。在三年級開學時，他到臺北市天水

路的化工原料行採買寶麗樹脂、玻璃纖維等材料，從電

《麥坎納淘金記》主人翁得到靈感，完成第一件塑膠

塑〈生機〉。

繼〈生機〉之後，他陸續試做幾件大型的塑膠雕

，發現塑膠雕塑體輕，易於搬運，而經過藝術手法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