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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形塑到造型──六○年代臺灣雕塑的轉變 

林明賢 

From Shaping to Modeling─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aiwanese Sculpture Art in the 

1960’s∕Lin, Ming-Hsien 

 

摘要 

臺灣近代雕塑發展自日治時期開始，當時日本所引進的西方雕塑是以人像、

人體客觀寫實再現的塑造為主，成為日治時期臺灣雕塑的風格。 

戰後初期臺灣雕塑的發展仍承襲日本學院體制寫實、客觀再現的雕塑風格，

且在戰後臺灣美術發展的重要舞臺──省展中也一直沿續著，直到五○年代因受

到歐美現代藝術思潮的衝擊與影響，新一代的臺灣雕塑家開始反思雕塑中的造型

問題，至六○年代有了較大的轉變，雕塑的風格形式已異於前輩的寫實形式表現，

轉向視覺、造型、空間等變化的探討。本文以此時期具代表性藝術家的作品風格、

形式切入分析，對此年代臺灣雕塑創作之轉變作一論述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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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近代雕塑發展自 1915 年黃土水赴日本學習開始，之後有張崑麟、蒲添

生、陳夏雨、范倬造、黃清埕等人赴日本學習雕塑，雖然人數不多，卻都接受有

完整的學院訓練，也有良好的藝術表現。這些前輩藝術家赴日本學習西方式的雕

塑，而此種西方式雕塑的紀念像也隨著日本人統治臺灣之初引進設置於公共廣場

與公園之中，透過這種寫實形式的偉人或歷史人物的塑像傳播，已使臺灣人民烙

下深刻印象，對於西方雕塑的概念亦由此而生，此種人像、人體客觀寫實再現的

塑造風格，也因此成為日治時期臺灣雕塑的風格。 

戰後 1949 年以後雖有大陸來臺藝術家丘雲、何明績、闕明德和劉獅等人的

加入，但基本上他們的創作風格亦屬以人像、人體的客觀寫實再現的塑造為主，

因此整個戰後初期臺灣雕塑的發展仍沿續著日本學院體制寫實、客觀再現的風

格。 

戰後初期保守的省展風格仍然，在五○年代中期受到歐美現代藝術思潮的衝

擊影響，新一代的臺灣雕塑家已開始反思，至六○年代有了較大的轉變，雕塑風

格形式已有異於前輩寫實塑造，轉向於對視覺、造型、空間等變化的探討，五○

至六○年代臺灣雕塑的轉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但此一轉變的啟發並非來自於當

時雕塑發展的主要活動──省展的影響，也不是由雕塑團體所開展（臺灣有較具

體的創新訴求的雕塑團體「五行雕塑小集」係於七○年代才成立），此時期西方

藝術思潮對臺灣雕塑發展的影響並不像繪畫般掀起熱潮，因此對於此階段臺灣雕

塑的轉變或許不單僅以受到西方藝術的衝擊影響等外在因素的變化來理解即可，

而回歸到雕塑家本身對造型問題的主體性思考面向來探討，應是更為重要的課題，

加上在此時期有關雕塑發展的文獻資料有限，因此本文試從此時期具有代表性的

藝術家之作品風格、形式作為取樣切入分析，期對此年代臺灣雕塑創作之轉變有

一較清晰地勾勒與描述。 

 

二、戰後初期臺灣雕塑風格的轉變──從寫實到造型 

 

戰後臺灣雕塑仍沿續日治時期以來形塑人像、人體為主的寫實風格，此一形

式在省展作品裡是主要多數，1946-1959 年 14 屆省展入選（含得獎）作品共計

202 件，其作品名稱多以人體、人像等為名，從作品名稱研判以人為主題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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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有 190 件，施翠峰曾對戰後初期臺灣雕塑風格有此評論：「……大多作者仍追

求寫實主義的表現，尤為可惜的是連這些寫實的雕塑，亦缺少了個性化與藝術化

的淨化，而只成了模特兒的奴僕。」1，可見施翠峰對此時期臺灣雕塑風格的評

論並非是以寫實主義的觀點、而是以現代雕塑的觀點提出看法，他認為： 

 

……世界的雕塑藝術自從羅丹以後，已經向繪畫那樣跟著科學的發展，基於

世界觀變化，早已打破十九世紀以前的傳統，急劇（遽）的表現著新的意識

和新的造型形態。換言之，他已形成了空間觀念和時間觀念所融合而成的一

種新藝術。2
 

 

現代雕塑不應只是外在寫實的呈現，而是要有新的意識與造型型態及對空間與時

間概念的探討。3依此概念檢視戰後臺灣雕塑者之創作，陳夏雨的創作雖以人體

為主，却是臺灣雕塑者之中最早在人體架構上表現出具有現代造型的視覺張力與

形態變化觀念的創作者。陳夏雨對於造型的觀念被認為是開啟臺灣現代雕塑的先

驅者，而他對於雕塑創作造型問題的思想並不是受到戰後現代風潮衝擊的影響才

開始，早在留學日本時期他就已經關注到雕塑不該僅是在掌握形塑外在形似的問

題而已，他在水谷鐵也工作室就有感於「一直都只是在幫老師做肖像，沒有做創

作性的雕塑。我想，如此下去就辜負我專程由臺灣來日本的目的。」4，陳夏雨

之所以會有此一思考，係與時代思潮相關，從時代背景觀察，陳夏雨留日時期已

是 1930 年代，而日本美術在大正時期（1912-1926）早已出現對抗僵化官展的美

術團體，如 1914 年創立的二科會，於 1919 年設立雕刻部，而以往研究者也指出

藤井浩祐離開官展系統係因反對文展評審過於取向寫實層面，由此可以理解陳夏

雨因觀念上的認同選擇捨棄客觀形體再現的寫實而轉入藤井浩祐工作室學習，

「……在藤井老師處，剛開始，羅丹的吸引力比較大，到後來，麥約（Aristide 

Maillol 1861-1944）還有藤井老師製作的精神，造型的單純化，成為我的目標─

─不是模倣他們。麥約的單純化，還有加強形體的……」5，「造型單純化」與「加

強形體的力量」成為陳夏雨創作的重要標竿，並深深影響著陳夏雨的創作方向，

                                                      
1
 施翠峰，〈台灣雕塑界概觀〉，《聯合報》，1954 年 4 月 13 日，第 6 版。轉引自江如海，〈陳夏

雨、楊英風與戰後台灣現代雕塑的起源〉，《現代美術學報》，2004 年 5 月，頁 98。 
2
 同註 1。 

3
 江如海，〈陳夏雨、楊英風與戰後台灣現代雕塑的起源〉，《現代美術學報》2004 年 5 月，頁 98。 

4
 廖雪芳，《完美‧心象 陳夏雨》，臺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4 月，頁 18。 

5
 王偉光，《陳夏雨的秘密雕塑花園》，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5 年 4 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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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創作朝向將人體趨於簡化體格形態的描寫，除了單純化之外也強調局部與整

體之間形勢的關係： 

 

做雕塑時不只做出外形；勢依附形而存在，所以先要感受到成形之前勢的變

化，必得把局部的勢順利接上整體的勢，如此局部的勢才不至於各自分散、

孤立。6
 

 

勢是造型統合的重要元素，是一種力量的傳達，也是視覺動線的引導，勢與形需

相容不悖，其造型才能完整，不是從自然外象的模仿即可成就，而是需透過創作

者構思與重整而成完美之造型，陳夏雨所強調的是造型上的重要性，其創作就不

會是客觀的形體再現，而是有更多主觀意念的融入於其寫實形式的創作之中。陳

夏雨是藉由寫實形體創作表達心目中完美的理想造型，所以其創作必須透過簡化

等手法予以表現，如《裸女之六》、《裸女之二》（圖 1、2），無論站姿或坐姿，

他將簡單的動作加以純化、並以樸實的形體呈現，使作品散發出一種具有本質性

兼具無限性的韻律感，陳夏雨以他獨特的造型能力，創造出協調平衡的外形，重

新整合並賦予一個樸實、飽滿、堅實並散發著內在生命力的塑體，藉由飽滿和諧

的形體凸顯柔和的美感，展現古典式的安詳寧靜的風格。陳夏雨的雕塑雖以寫實

呈現，卻已跳脫形的模仿，而藉由客觀的形表現其理想的造型美感，廖雪芳認為： 

 

他無法完全依循外形的原樣，必須依據精神、造形之需要，有所誇張、強調

和簡化。這即「超越寫實」，也就是改變了自然的、對象的、單純的外形之

實。7
 

 

陳夏雨的創作雖從寫實人像雕塑開始，卻潛心融入造型的思考，看似寫實卻已跳

脫寫實之外，呈現一種純化的完美造型表現，其創作已從形塑轉向造型的探討，

開啟了戰後臺灣雕塑造型觀念之先。陳夏雨因個性使然，長年全心沉浸於創作之

中，與社會隔絕，不以當時的新藝術趨勢為創作的考量，也不受新藝術活動的影

響，其尋求形式的簡樸與造型的視覺張力及微妙的均衡感的創作觀念，雖被譽為

臺灣現代雕塑的先驅者，在戰後初期也曾經擔任評審而位於主導地位，但其創作

                                                      
6
 廖雪芳，《完美‧心象 陳夏雨》，臺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4 月，頁 101。 

7
 廖雪芳，《完美‧心象 陳夏雨》，臺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4 月，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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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及創作風格並未直接影響到當時臺灣雕塑的改變，省展作品的風格仍是以沿

續自日治時期的人體寫實風格為主，直到六○年代省展雕塑創作風格才見有較自

由開放的表現。 

 

三、五○年代臺灣雕塑的風貌────變形與簡化的表現 

 

陳夏雨的雕塑具現代造型的視覺張力與形態變化的觀念，與西方現代雕塑非

主要以事物形塑寫實呈現，而在造型創作中表現其形式、空間、量感等觀念相符

8，但陳夏雨所表現的形式仍歸屬於古典寫實的形式，他的雕塑創作並未直接影

響到戰後臺灣現代雕塑的發展，戰後初期臺灣雕塑的發展仍處於保守封閉的狀態。

五○年代臺灣藝文界引發現代風潮，這股沿續自民初中國現代化改革而亟思在中

西融合的思維中尋求創作的風潮，在繪畫界引起了很大的迴響，此波西潮文化對

臺灣美術的影響，是繼二十世紀初日本引進西方新美術形式後的第二次大的變革，

在五、六○年代的臺灣美術發展中激起巨大的浪花，其中「五月」、「東方」畫會

備受注目，他們將東方元素與精神融入到現代繪畫中企圖營造出新的美學思考與

創作風貌，現代熱潮在臺灣引發的藝術氛圍所追求的創新風格基本上是走抽象與

中西融合的創作形式，而在雕塑方面的發展與影響卻未如繪畫般活躍，從雕塑的

主流活動──省展的雕塑作品看來仍是一如以往的多以寫實的人物題材創作表

現為主，未見有太大的改變，本文以當時參加省展的藝術家及其創作為主軸探討

此一階段臺灣雕塑的發展，戰後省展開辦 1946 至 1969 年計 23 屆期間共有 30 位

獲獎者，在五○年代以前（1946-1949 年，即第 1 屆至第 4 屆）以前獲獎者有張

錫卿、陳英傑、陳毓卿、蔡寬、王水河等，其中張錫卿（1909-2001）日治時期

臺中師範研習科畢業，戰後擔任臺中師範附屬小學校長，其雕塑完全自學並受陳

夏雨的影響，以人體塑像為主；蔡寬（1914-1989）其雕塑技巧由自修而來，以

人體為主強調動態張力的表現，是早期省展較少的表現形式，第 28 屆之後就未

再參展；陳英傑、陳毓卿、王水河則繼續活躍於五○年代的省展，而在五○年代

的省展（即 1950 至 1959 年）第 5 屆至第 14 屆共有 16 位得獎者（陳英傑、陳毓

卿、王水河、陳枝芳、楊景天、楊英風、林忠孝、周月坡，吳王承、戴峯照、郭

                                                      
8
 施翠峰認為：「……世界的雕塑藝術自羅丹以後，已經向繪畫那樣跟著科學的發展……急劇（遽）

地表現著新的意識和新的造型型態。換言之，他已形成了空間觀念和時間觀念所融合而成的一種

新藝術。」詳見施翠峰，〈台灣雕塑界概觀〉，《聯合報》，1954 年 4 月 13 日，第 6 版。轉引自江

如海，〈陳夏雨、楊英風與戰後台灣現代雕塑的起源〉，《現代美術學報》，2004 年 5 月，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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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雲、張鴻標、張銘地、郭滿雄、唐士、朱佩玉，詳如「省展第 1至 23屆（1946-1969）

雕塑部得獎者及作品一覽表」）：陳毓卿（1914-）自學受黃土水影響作品以寫實

風格為主；陳英傑（1924-2011）1946 年省展開辦即參展，從第 2 屆起至第 8 屆

連續獲獎 7 次並獲免審查資格；王水河（1925-）曾問學於陳夏雨，作品以表現

客觀寫實的人體再現風格為主，曾多次獲獎並獲無鑑查資格，1960 年第 15 屆省

展之後即中斷參展，1957 年曾以抽象形式之造型創作《芭蕾雙姝》，可惜未繼續

發展；陳枝芳（1930-）、戴峯照為王水河學生，作品承襲乃師風格以人物寫實為

主；楊景天（1927-）作品著重寫實精神之人體肌肉和肢體美的表現，之後轉向

繪畫創作未能持續雕塑創作；楊英風（1926-1997）早期從鄉土出發，之後轉向

西方雕塑形式表現東方題材；林忠孝曾於 1942 年赴日本東京美術學校雕塑科進

修，適逢戰爭而未完成學業，返臺後參加省展接連於第 1、3、4 屆入選，於第 8、

9 屆獲獎後未再參與省展活動；周月坡（1932-）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藝術系畢業，

在校期間即入選省展，並於第 10 屆獲獎，作品以人像為主；吳王承（1934-）、

郭清雲、張鴻標、張銘地創作以人物為主，皆為一次獲獎之後即未再得獎；郭滿

雄（1939-2010）年少時即受姊夫陳英傑啟蒙，1957 年首次參加省展即入選，之

後於 1958 年第 13 屆獲獎，作品以表現豐滿的裸女為主，1980 年之後才開始有

造型變化之創作；唐士（1919-）師承蒲添生及陳夏雨，作品以寫實的肖像為主，

六○年代作品表現人體軀幹的造型美，之後強調造型的變化於創作中注入傳統文

化意象與符號；朱佩玉作品以寫實的風格為主，作品具有沉穩的內涵表現。有關

五○年代這些省展作品之風貌如何，由於當時省展並未編印展覽圖錄，參展作品

風貌僅能從少數留存之圖像或參展者所留下之當時作品略微窺探，因此對於五○

年代臺灣雕塑發展之風貌，本文試從簡單整理之「省展第 1 至 23 屆（1946-1969）

雕塑部得獎者及作品一覽表」加以分析探討，勾勒出一個大致的發展樣貌：此時

期作品表現題材均為人像或人體創作，創作風貌是以形塑人體或人像的立體作品

表現為主，16 位獲獎者之創作大多以人物為主，其創作發展多於六○至七○年

代即淡出省展及雕塑創作而未能持續發展，其中王水河作品雖已出現抽象造型卻

未有持續發展，郭滿雄探討造型之創作至八○年代才開始，唐士運用傳統文字符

號融入雕塑創作係屬六○年代之作，細數之下在五○年代保守的雕塑環境中仍有

持續創作且有新的形式表現者僅楊英風及陳英傑，他們將傳統與現代結合尋求新

的創作形式，可視為五○年代臺灣雕塑創新風貌之代表，以下就其風格表現略作

分析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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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英傑（1924-2012） 

自 1946 年省展開辦即參展，從第 2 屆起至第 8 屆連續獲獎 7 次並獲免審查

資格，藝術表現獲得肯定，自第 22 屆（1967 年）晉升為評審委員，早期作品以

寫實塑造表現人體勻稱姿態美感，受其兄陳夏雨強調造型觀念的影響，1951 年

其創作有突破寫實雕塑觀念創作的企圖，於省展第 6 屆獲主席獎第一名之作品

《浴後》（圖 3），施翠峰認為有強調造型變化的趨勢：「陳英傑的『浴後』已獲

『特選獎』，自是佳作，不過那女人的頭部與四肢的大小比例失了勻稱，也許是

故意 deformation（變形）的嘗試失敗的緣故。」9此作四肢比例失衡施翠峰認為

是故意變形的關係，仔細觀察此作其實變形並不是很明顯，但這已算是陳英傑突

破典雅寫實雕塑的開始，或許是在保守的省展體制下參展，此件作品並未作較明

顯的變形呈現；而確立陳英傑擺脫早期寫實風格的具突破性的作品，是 1956 年

以免審查資格參加第 11 屆省展的《思念》（思想者）（圖 4），可視為陳氏有意結

束其初期寫實風格、邁入另一階段風格的里程碑，10此作變形與扭曲的人體造型，

以具有結構安排的姿態與膨脹圓融的體態表現一種渾厚的人體造型風格，11人體

成團塊狀，雙手與右腿成柱狀呈現，不僅跳脫寫實再現的表現，藉由人體的結構

呈現一種造型渾厚的塊狀與柱狀所交織的量感與質感，視覺比重在於粗壯的雙手

及右腿，由低垂的頭依靠於肩膀順著垂直的手臂及腿將力量傳遞到基座，傳達了

一種整體量感的美感呈現，陳英傑藉由此作以變形突破寫實的手法，進入造型變

化的風格創新，在五○年代普遍以寫實風貌為主的省展作品中顯得極為特殊。六

○年代初期他再以女體為主要表現題材，運用簡潔圓滑的造型變化創造出一系列

的作品。 

 

楊英風（1926-1997） 

早期以寫實風格呈現，自 1950 年開始參加省展，1952 年以《勞》獲第 7 屆

省展教育會獎，1953 年以《驟雨》（圖 5）獲臺陽獎第一名，1954 年以《投》（後

改名《擲》）（圖 6）獲省展主席獎第一名，其參展之作品皆以寫實人物為主，然

                                                      
9
 施翠峰，〈評六屆省展〉，《中華日報》，轉引自江如海，〈陳夏雨、楊英風與戰後台灣現代雕塑

的起源〉，《現代美術學報》，2004 年 5 月，頁 110。 
10蕭瓊瑞，〈台灣現代雕塑的先驅者──陳英傑的生命圓融〉，《生命‧圓融──陳英傑七五回顧

展》，臺南，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8 年 9 月，頁 10。 
11江如海，〈陳夏雨、楊英風與戰後台灣現代雕塑的起源〉，《現代美術學報》，2004 年 5 月，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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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雨》、《投》這兩件作品雖以人物為題材，卻於創作中呈現一股動的張力，有

異於當時參展的其他藝術家多是以靜態人像為表現的作品，蕭瓊瑞認為： 

 

……那帶著強烈質感與量感的軀體和蓑衣，充分表達了自泥土地中掙扎生 

長的一股強勁生命力量。這樣表現和臺灣之前自日治時期以來黃土水等人帶

著古典理想主義式的作風，是絕然不同的兩種類型。12
 

 

楊英風在寫實的形塑中尋求動的張力，與陳夏雨在靜謐的形塑中尋求勢的完美造

型截然不同，楊英風除了在造型上強調動態的張力，同時也嘗試作簡化變形的形

塑表現，在保守的、以寫實風格為主的省展中參賽，其 1951 年的作品《展望》

（圖 7）顯然已打破寫實風格，被認為是一件有強調造型變化的創作。施翠峰對

此作品作了評述： 

 

……他的「展望」一作，也是夠有趣的。此作係以 deformation（變形）的

技巧，塑出模特兒的富思考與希望的表情。仍在寫實的舊圈裡打轉的現今臺

灣雕塑界，大家老早也應該注意到這一傾向才對的……13
 

 

繼《展望》之後於 1955 年創作的《悵惘》（圖 8），是由《展望》簡化變形風格

轉變而來、並明顯強調是以造型為主的創作，人像臉部細節簡化、平滑的處理，

拉長了頭部的整體造型，14此以變形的技巧、主觀的形塑補足現實美感上的不足，

塑法大膽而有力，正是他強調化與理想化的表現。15楊英風透過簡化與變形塑造

具有造型特色的雕塑是其跳脫寫實風格的開始，然楊英風在造型上所追求的並非

全然的西方現代造型形式之雕塑，他也嘗試在西方形式上注入東方的文化內涵，

這也是戰後初期雕塑界對中國現代化改革的一種回應及在中西融合的思維中尋

求創作的表現，五○年代末期他專注於融合中國傳統的造型內涵與西方現代的造

                                                      
12

 蕭瓊瑞，〈台灣近代雕塑的兩次典範轉移──以黃土水、楊英風為例〉，《臺灣美術》第 68 期，

2007 年 4 月 1 日，頁 54。 
13

 施翠峰，〈漫談藝術美──兼論英風景天的雕塑傾向〉，《英風景天雕塑特展特刊》，1953 年 6

月。 
14

 江如海，〈陳夏雨、楊英風與戰後台灣現代雕塑的起源〉，《現代美術學報》，2004 年 5 月，頁

111。 
15

 羽飛，〈雕塑的藝術美──兼論楊英風為宜蘭念佛會雕塑釋尊佛像的觀感〉，《人生》，1956 年

2 月，頁 20。轉引自江如海，〈陳夏雨、楊英風與戰後台灣現代雕塑的起源〉，《現代美術學報》，

2004 年 5 月，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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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觀念，將雕塑創作的面向擴展到文化精神與意涵的探討。活躍於繪畫與雕塑的

楊英風在五○年代中期即運用西方現代造型觀念與古佛雕塑的造型結合表現「中

國精神又能傳達現代美感的造型思維」，1955 年他藉由仿製一系列雲岡石佛的機

緣，以古佛教造型為基礎，運用西方現代造型觀念創作新的作品，1956 年《仰

之彌高》（圖 9）拉長的臉部、變形的比例，在簡潔沉穩的線條中呈現一股內斂

靜穆莊嚴的現代感。而 1959 年《哲人》（圖 10）在造型上融入青銅器的造型元

素，以塊面狀呈現並綴以小圓形突出物的一種符號象徵，蕭瓊瑞認為這是「取自

殷商銅器上代表神聖與溝通天人的乳釘。」16楊英風在五○年代末已完全跳脫寫

實的雕塑創作，他強調造型的美感呈現並藉由造型與圖像語彙表現作品更深一層

的意涵詮釋，將傳統雕塑與現代造型及符號意識結合，為五○年代的臺灣雕塑展

現新的風貌。 

藉由陳英傑與楊英風在五○年代雕塑創作的轉變，可窺探五○年代臺灣雕塑

如何由寫實風格的人體形塑轉向對於造型表現的探索，陳英傑基本上仍以人體為

主再以變形、簡化的手法呈顯人體的造型美感，將雕塑由現實形體的形塑轉向對

造型簡化與變形的探討。而楊英風除打破以人體為主題的表現外，在創作題材與

表現意涵上不僅融合西方與東方文化內涵，更將東方造型融入其創作中，開創具

民族特色及自我風格的現代雕塑。綜觀五○年代臺灣雕塑雖已出現由現實形體的

再現轉向對造型及對中西融合意涵表現的探討，但仍未脫離以現實物像作為型態

表達的框架之下所進行創新風格的追求，五○年代初期臺灣雕塑在陳英傑與楊英

風的作品中，可見開始嘗試由寫實的雕塑經驗出發，透過簡化形體的過程蛻化而

成的變形雕塑風格，成為戰後臺灣現代雕塑第一個重要的關鍵性轉變。 

 

四、六○年代臺灣雕塑的風貌──抽象與空間的探索 

 

藉由楊英風與陳英傑的創作窺探五○年代臺灣雕塑轉變的風貌，此一變形、

簡化與融合中西造型的表現形式，到了六○年代仍未見對臺灣雕塑風格發展有所

影響，此時雕塑的主要活動仍為省展，在六○年代省展（1960-1969 年）第 15

屆至第 23 屆得獎者有 20 位（如「省展一覽表」），其中王水河、唐士、張錫卿、

蔡寬、朱珮玉、陳錫卿、郭滿雄等在六○年代之前即有參展並獲獎，其餘 13 位

於六○年代參展得獎者如李治輔、黃靈芝、李元亨、陳平吉、熊德銓、郭清治、

                                                      
16

 蕭瓊瑞，〈從土地到宇宙的雕塑巨峰〉，《藝術家》473 期，2014 年 10 月，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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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忠雄、何恆雄、梁正居、黃良臣、孫超、朱竟夢、趙法郎等之得獎作品仍以人

像或人物為主要表現題材，其中黃靈芝、何恆雄、朱竟夢、郭清治等仍見有持續

雕塑創作並逐漸發展出個人獨特風貌，雖然此時臺灣雕塑發展仍顯得封閉，然隨

著六○年代臺灣藝壇主要以抽象形式表現之熱潮的影響，臺灣雕塑風貌也有新的

轉變，在此階段有關創新的探討除以陳英傑、楊英風的表現較為突出外，在六○

年代省展得獎者之中亦見有嘗試創新者也因受到抽象表現風潮的影響而以抽象

與創新中國現代藝術風貌為標竿所表現的作品，總的看來在這一波轉變中具代表

性的藝術家有陳英傑、楊英風、黃靈芝、蔡水林、唐士、何恆雄、朱銘（朱竟夢）……

等，藉由他們的創作概可探知六○年代臺灣雕塑發展轉變的風貌。 

楊英風，在五○年代中期即運用西方現代造型觀念與古佛雕塑的造型結合表

現「中國精神又能傳達現代美感的造型思維」，將其創作由客觀寫實的表現擴展

到文化精神與意涵的探討，之後在六○年代初期更以抽象觀念運用在雕塑上，如

1962 年《噴泉》、《昇華》（圖 11、12）為臺灣早期較具代表性的抽象雕塑，在當

時尚普遍以人物造型為主要題材的封閉的臺灣雕塑界中，是屬創新的思維探討，

以長短曲折變化表現空間的相互交錯與伸展，在穿透的空間構成中也打破了臺灣

近代雕塑開展以來的實體觀念，17而此純粹造型並未作持續的發展，旋即又轉向

運用具有中國風味的書法線條對「虛空間」所構成的造型探討，如 1964 年《如

意》（圖 13），他將傳統書法的線條與空間結構結合，表現具有中國特色的抽象

線條雕塑，此種以書法線條產生的雕塑創作，其量體隱約帶有賈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 1901-1966）作品的影子，雖是實驗性的創作性質18，但楊英風認為從

中國書法藝術出發是他尋找創作道路的第一步，19藉由書法線條的律動、頓挫、

使轉……等轉化為實體的線條，不僅是可單純觀看的造型實體而已，運用粗細變

化的結構與空間的安排，其書法線條所創造的抽象而擴展領域的絕對空間，使雕

塑的觀看成為一種對整體環境空間的想像，20此一創作不僅是抽象線條雕塑的表

現，並使楊英風從此轉向多元空間的探討。楊英風將傳統書法的元素概念運用於

雕塑創作，乃六○年代臺灣藝術家在推動中國現代繪畫創作時將傳統藝術元素引

                                                      
17江如海，〈陳夏雨、楊英風與戰後台灣現代雕塑的起源〉，《現代美術學報》，2004 年 5 月，頁

116。 
18

 神林恆道，〈楊英風的造形：近代與傳統之間〉，《百年雕塑──楊英風藝術及其時代國際學術

研討會會議論文集》，新竹，財團法人楊英風藝術教育基金會，2012 年 9 月，頁 28。 
19

 何政廣，〈楊英風談雕塑藝術〉，《自由青年》，臺北，1964 年 8 月 30 日，引自江如海，〈陳夏 

   雨、楊英風與戰後台灣現代雕塑的起源〉，《現代美術學報》2004 年 5 月，頁 117。 
20江如海，〈陳夏雨、楊英風與戰後台灣現代雕塑的起源〉，《現代美術學報》2004 年 5 月，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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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現代創作的具體表現，也是當時藝術家以中國書法美學為發想對於抽象繪畫運

動風潮的一種回應，在這一波風潮中除楊英風之外，還有黃靈芝、唐士等人也將

書法運用於雕塑創作上。楊英風對於現代雕塑的探討追求並非僅是前衛的形式表

現而已，他從西方造型到傳統中國及東方美學的探討之後，於六○年代末期又將

其創作關注層面回到生長的土地，1969 年創作的「太魯閣系列」是將臺灣自然

與傳統美學融合的作品，1969 年創作的《太魯閣》、《夢之塔》、《水袖》（圖 14、

15、16）將自然風景以三次元立體造型呈現，楊英風以水墨畫理念出發，將景觀

的大自然力量透過切割的手法，創造出人文與自然合而為一的立體造型，是自然

又是抽象、是抽象也是人文美感的呈現，其所開創未曾觸及的立體造型，前所未

見，21這是楊英風在六○年代所開創獨特的藝術風貌與境界，在臺灣雕塑發展中

誠屬非常獨特的創作。 

陳英傑，五○年代的《思想者》一作其變形、扭曲的造型，在當時戰後初期

臺灣雕塑基本上仍沿續日治時期以人體寫實風格為主的雕塑風格之中，呈顯創新

的造型風貌，六○年代初陳英傑以《女人 A》（圖 17）一作參展第 23 屆臺陽美

展，他將人體型態簡化成一純粹的造型，流動、自然且不間斷的輪廓，加上簡明

的製作技巧，富有輕盈、明快的現代感，幾何塊狀的呈顯，身軀簡化的風格，開

臺灣雕塑六○年代造型風氣之先，1962 年參加第 25 屆臺陽展作品《思 A》（圖

18）僅以形式化的頭、軀體及四肢之人體結構作為表現，但「肉身經過極度簡化

與提煉，原本溫厚的『肉體味』完全消失，而呈現為極富『精神性』、冷峻簡練

的現代造形。」22已抽離肉體的實質感，而成為一種純化的結構美，此作陳英傑

將人體的形態簡化成幾何形體，呈現優美曲線的簡潔造型，開創六○年代臺灣雕

塑的新風格。這一形式係由《思想者》蛻變而來，至此階段陳英傑的創作已脫離

人體的寫實型態再現的表現，完全進入結構與造型美感表達的境界之中。1965

年《凝》（圖 19）肢體結構更進一步已消失，人體的造型變成更為簡潔的一個整

體，以虛為實的空間處理，用象徵及暗示的造型呈現空間的意涵，23將女體雕塑

更加簡化、強調造型形式且趨向較平穩的結構型態表現，將人體的組織簡化為單

純的抽象形式，表現具有圓滑特色的空間造型美感。運用簡潔圓滑的造型變化，

呈現幾何流暢的形體，並對空間的穿透性做了探討，陳英傑除了將人體簡化以追

                                                      
21神林恆道，〈楊英風的造形：近代與傳統之間〉，《百年雕塑──楊英風藝術及其時代國際學術

研討會會議論文集》，新竹，財團法人楊英風藝術教育基金會，2012 年 9 月，頁 28。 
22

 陳水財，《陳英傑〈思想者〉》，臺南，臺南市政府，2012 年 4 月，頁 8。 
23蕭瓊瑞，〈台灣現代雕塑的先驅者──陳英傑的生命圓融〉，《生命‧圓融──陳英傑七五回顧

展》，臺南，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8 年 9 月，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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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結構的造型美感，也將雕塑的創作朝向空間表現的探討，對於空間表現的探討

他明確的表示： 

 

我創作一件雕塑，對作品之內容以形體之構成為主體，並力求材料與造型美

之理想配合，以往我的作品是由「外」向「內」求其構成美；最近的變形作

品以某一意念為中心，再向四面八方伸展，以求得空間與形體之和諧，如同

中國繪畫裡的空間表現法。24
 

 

而陳英傑在 1967 年擔任省展評審委員之後，其現代造型的雕塑理念影響了省展

雕塑風格的發展，也帶動了臺灣雕塑風格的變動。25
 

六○年代臺灣雕塑在抽象造型上的探索以楊英風、陳英傑之創新風貌較為具

體，並樹立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如楊英風的傳統書法線條雕塑以及將自然風景與

人文結合表現具現代性的抽象造型雕塑，陳英傑則以西方造型觀念將人體簡化以

幾何、塊面呈現簡潔、流暢的視覺美感的作品，此外，另有一批年輕一代在這股

風潮影響下也投入現代雕塑創作探討而有較顯著的表現者，如黃靈芝、蔡水林、

朱銘、何恆雄等： 

 

黃靈芝（1928-2016） 

在文學上有很好的表現，後從蒲添生學習雕塑，造型獨特，令人印象深刻。

1953 年以《肖像》一作入選第 8 屆省展，之後陸續參加，1962 年以《無題》（圖

20）獲第 16 屆省展第三獎，1963 年以《盲女像》獲第 17 屆省展第一獎，1967

年《提水的女人》（圖 21）以人為題材嘗試跳脫自然再現的表達，黃靈芝作品具

有強烈的個人風格，在造型上呈顯較大的視覺張力，令人觀之印象深刻。從扭曲

的塑造之中營造強烈的視覺張力，進而將人像簡化，變形拉長及作塊面狀的呈現，

是黃靈芝雕塑創作造型的重要特點。在七○年代之後更嘗試以甲骨文字為造型元

素，企圖將文字線條轉化成雕塑造型，並作有穿透空間等各種創新形式的嘗試，

如 1976 年《眉》（圖 22）、1978 年《乳》（圖 23）等作品，以中國古文造型為創

作題材將傳統文字之結構與造型觀念結合，嘗試將平面文字立體化呈現具有符號

                                                      
24

 何政廣〈和諧的韻律──簡介台籍雕刻家陳英傑的近作〉，《中央星期雜誌》「藝術版」，1964

年 8 月 30 日。引自蕭瓊瑞，〈台灣現代雕塑的先驅者──陳英傑的生命圓融〉，《陳英傑七五回顧

展》，臺南，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8 年 9 月，頁 12。 
25蕭瓊瑞，〈台灣現代雕塑的先驅者──陳英傑的生命圓融〉，《生命‧圓融──陳英傑七五回顧

展》，臺南，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8 年 9 月，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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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性與辨識性之富中國特色的現代雕塑，此古文字造型系列，在造型的表現上

因甲骨文字之筆劃書寫的流暢性與律動性不如草書線條之靈動，因此在空間與結

構的表現上僅能以平穩安靜之形式呈現，相較於楊英風在六○年代以書法線條表

現之抽象雕塑創作之系列作品，在結構與空間上少了律動與穿透交疊的空間變化，

而呈顯平穩拙鈍之感。另一位也以中國古文字為其現代雕塑造型的創作者唐士

（1922-）於 1971 年所創作的《金文》（圖 24），亦為一以中國古文造型為創作題

材、表現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雕塑，可惜未見持續發展。 

 

蔡水林（1932-2015） 

屏東師範學校畢業，早年受楊英風指導投入雕塑創作，作品具實驗性，擅於

運用媒材，題材多元、造型具符號性，以想像為開端，嘗試實驗性意味極濃，形

體簡潔流暢，如 1963 年《祈求》（圖 25）壓扁的臉部形塑成無眸半抽象畫的面

孔，作簡潔純化的造型。1964 年《女首（一）》（圖 26）以塊面形塑而成，運用

幾何、塊面之量感尋求方向性的結構，以銳角對比拉高立體感，具立體派分割的

特色，把各個不同角度的面向同時呈現，明顯受立體派塊面分割表現的影響，而

1968 年《悵惘》（圖 27）展現臉部變形扭曲不對稱，異於一般視覺之常態，大膽

誇張變形的臉部表情之形塑，其挖空、變形與簡化的融合，表現特殊。 

 

朱銘（1938-） 

從傳統的木雕到現代雕塑都有非常傑出的表現，早期創作是以關懷生活周遭

事物為題材，融進西方造型形式表達，經楊英風指導後嘗試現代雕塑的創作，1967

年第 22 屆省展第三名作品《久別》（圖 28）一作，將人體簡化以幾何塊面表現，

是早期省展中少見的形式表達，可探知朱銘對現代雕塑創作的努力。 

 

何恆雄（1942-） 

國立藝專畢業，早年受楊英風指導，學生時代即以對不同媒材與表現形式作

實驗性的嘗試開拓創作，1966 年以《滿足》（圖 29）一作獲第 21 屆省展第一獎

之作品，即是嘗試以變形的人體造型呈顯造型結構的張力，此作除了是表現兩人

關係的作品，也不再是人物形體的客觀塑造，而有多層次的肌理表現，是一件帶

有角面的分割、立體派的嘗試之作。之後所發展的石雕作品造型趨向簡約的形式，

與現代雕塑特質之純粹、簡化的理念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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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雕塑在探討造型風格的發展上，以陳英傑與楊英風所開創之造型風

格的影響為最，受其影響者除黃靈芝、蔡水林、何恆雄、朱銘之外，受陳英傑以

純粹形態造型表現影響的尚有郭滿雄、黃坤成等，受楊英風具民族造型思考影響

的則有唐士、方延杰、周義雄等多有創新的表現。 

 

五、結語 

 

戰後臺灣雕塑的發展在造型觀念的影響下，雕塑者開始嘗試由寫實的雕塑經

驗出發，打破雕塑中模擬自然物像的概念與寫實塑造的形式，進一步思考作為雕

塑的媒材表現在純粹造型創作的可能性。在五○年代，陳英傑、楊英風的創作表

現題材仍以人為主體，從人出發試圖在人體的結構與造型變化中尋求創新的風貌，

陳英傑以西方的造型觀念融入其創作，在簡化與變形中突破自然寫實的表現，楊

英風則在簡化、變形中再加入傳統青銅器造型元素及符號紋飾等東方文化內涵，

企圖將傳統中國與西方現代予以融合開創新貌，他們透過簡化形體的過程蛻化而

成變形的雕塑風格及中西融合的形式，跳脫日治時期以來以自然物像的寫實再現

的臺灣雕塑風貌，成為戰後臺灣現代雕塑第一個重要的關鍵性轉變。 

延續五○年代簡化、變形的造型探索，六○年代的臺灣雕塑也在楊英風、陳

英傑及年輕一代雕塑者的努力之下，將臺灣雕塑由造型表現的關注上進一步在創

作意涵、造型構成、空間及題材上有了明顯的轉變，楊英風運用中國書法線條轉

化為抽象雕塑創作，不僅開創新風貌，也是對當時臺灣藝壇所掀起的現代藝術運

動作了回應，之後又將自然風景從平面的表達融入立體與人文時空之觀念，表現

特殊，而陳英傑則以成熟而純化的結構與幾何形狀之造型元素，表現對造型及空

間架構的探討，為臺灣雕塑的發展帶入另一個階段，此時六○年代的臺灣雕塑已

不再是以人為主體的唯一表現形式，在形式表現上已跳脫寫實的框架，而抽象的

造型風格及空間與意涵之表現的探討成為六○年代臺灣雕塑者所關注，在楊英風

與陳英傑創新風氣的影響下，六○年代年輕一代藝術家在創新風格的雕塑上所探

討的創新造型概可分為：簡化人體形式之表現（如圖 21《提水的女人》、圖 25

《祈求》、圖 26《女首（一）》、圖 28《久別》）、傳統元素轉化之造型表現（如圖

22《眉》、圖 23《乳》、圖 24《金文》）、自然形構之表現（如圖 27《悵惘》、圖

29《滿足》）等類型，其表現意涵所構成概可視為六○年代臺灣雕塑的造型風格。

此現象從省展自 1964 年起以人體為題材的半具象造型風格作品有逐漸增多的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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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可得到應證。 

綜觀五○年代臺灣雕塑發展風貌，已由形塑轉向造型的探討，但其造型大都

仍以人為主體，以簡化、變形的技法表現主觀的造型美感，雖也有將傳統文化內

涵融入於創作之中以表現抽象的線條造型，但基本上仍僅止於依附在書法文字符

號之上，而至六○年代臺灣雕塑已由寫實客觀再現的形塑轉向對造型美感的追求，

並進一步在抽象與自然及空間上作探討，臺灣雕塑創作者雖然不多，在此封閉時

代對西方現代雕塑發展的資訊取得不易的狀態下，能突破創作思維將臺灣雕塑從

以人物為主的寫實再現轉向多元的現代造型與空間的探討，實屬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