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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突破裡回歸 —論雕塑與環境必然性的配合
D 創作自述 � 1972/07/01

從阿姆斯壯的腳步說起 
　　從「阿姆斯壯的腳步」到「雕塑與環境必然性的配合」，乍看之
下，似無可循的脈絡關係。事實上，我們若有暇面對那無數火箭奔馳
而去的河漢沉思片刻，就不難理悟其間親切與自然的關係。 
　　還記得一句已逐漸成為歷史記載上的名言嗎？ 
　　「一小步一大步」 ──讚頌著阿姆斯壯成功的登月之舉，及其蘊
含的深意。 
　　的確，那月球上所邁出的一小步，足以號稱是地球上七十年代初
人類文化邁進的一大步。這一大步乃是人類跨入群體文化新紀元的開
始。 
　　不可諱言，「科學」是近幾世紀來文明躍進的主要動力之一，當
然，它的進展，直接間接的也帶動「人文」上的巨變。如歐洲一七六
○年導源於科技發展的產業革命，帶來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革，以及後
來真正尊重人權的民主政治的實現。 
　　而今「太空科學」神速的進展，亦已逐漸促使我們走向另一次文
化變革的新里程，這就是對群體文化功能及需要領悟的新時代。因為
「太空科學」的研究，其系統佈置，是有史以來的精密與龐雜，不再
是過去古典的某種單元科技研究所能解決的，在此，幾乎是結合運用
了由過去至現代所有科技研究的成果，才得以在那塊遙遠而冰冷的土
地上印上人類的足跡。這樣的結果，標示著為解決現代問題、科學體
系必需聯合，擴大，因此太空科學的發展，即成為精密的科技群體，
在高度分工合作中所達成的任務，它的影響擴散於人間，已逐漸在變
化吾人的社會組織，經濟型態，甚至文化結構，而產生「群體文化」
的經營，朝向統一性，整體性的目標拓殖。我們尚可憶及一九七○年
大阪萬國博覽會的表現，顯示人類追求群體文化，完美而豐碩的成
果。因此，一切單純而獨立的東西，已無法面對這個世界整體性的需
要而不感欠缺匱乏，這樣的覺悟，就與此地探討的主題──「雕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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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必然性的配合」，發生嚴密的關係。換言之，雕塑藝術亦在極自
然的情況下，被包括在群體文化影響力所及的範疇中，而產生機動性
的變化。 
 
古典雕塑觀念的突圍，及與景觀雕塑的關係 
　　雕塑，本質上原就是立體美學的實作，對於整體完美的照顧是基
礎上的要求，因此更無法抗拒群體文化的影響力，而產生了大幅度的
變化。當然，這也是順乎人類需要之平衡而生的調整。這調整明朗的
表現在雕塑從古典觀念突圍而出的行動上，進一步與大環境結合構成
景觀雕塑。雕塑，不再止於滿足純粹提供美的情緒與意念的表現，像
過去大多數的時候那樣，攀附於宗教建築，宮廷建築內，置於博物館
藝術館的座架上，處於庭園、噴泉的點綴美化中，來裝飾有餘裕獨特
的富麗堂皇，高雅美麗。今天，「時間」、「空間」、「人間」的關
係已隨同文明的變異，產生急驟的調整，雕塑條件與對象的需要早已
迥異於往昔，它們必須從那些侷促的角落走出、來到廣大社會與群眾
面前展示自己，參加造就一個影響大眾民生情緒的環境，跨越純屬觀
賞的距離，親切化入人們的精神領域，由環境的塑造進至「人」的塑
造，它不僅成為一個被雕塑的作品存在人間，更要成為雕塑「人」的
作者存在人間。因此，它必須緊密的與人的生活環境結合、尋找與廣
大群眾需要接觸的機會，選擇發揮人性，施以教化的角度。這種雕塑
的造型，名之為景觀雕塑或景象雕塑，尚稱妥貼。唯有此途，才可做
到古典雕塑「形象」與「力量」的擴大、收到反為塑造者所預期的效
果。此項觀念的突圍而立，似為西方文明潮流所影響，事實上，雕塑
與景觀藝術的結合觀念，早已存在於東方立體美學之中。東方的造園
學，建築學，結合自然山水景態的表現，可為例證處，彼彼皆是。故
作為東方國民的吾們，與其說順應這個潮流是一種「突破」、勿寧說
是一種「回歸」來得更恰切。我們如果肯虛心，丟棄無根由的自卑
感，腳踏實地的對東方文化做徹底的認識，當可在其中找到更多結合
雕塑藝術與景觀藝術的重要原則和方法。我們這樣做，也許更能把握
於我們生活空間真正有益的再創造。 
 
景觀雕塑與現代建築的關係 
　　建築在七十年代，所表現受之於群體文化影響的程度更深，它在
這方面的敏感度，可謂高於任何形式的藝術。因為建築始終離不開
「人」這個主體，小如房屋，大如都市，無一不是為人所牽動，而與
「人」生活空間關係最親密的設置。因此，人的思想，情感，觀念的
變化，將比任何表達都快速，確切的反映在建築上。今天，在邁進群
體文化世紀中，建築藝術早已迫不急待地跨越單純滿足人類物理環境
的境限，而跟進一個滿足人類完整感覺需要的境界；即讓藝術家的情
感與技術家的理智同時作用於人類生活空間整體性完美的創造上。在
此，建築藝術亦成為造就「人」的環境，換言之，它也是一個讓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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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依傍的「作者」，助長人們產生信賴、安定，適愉，美好等感
覺。因此，它除了應具備工學上的內含，更應具備人性上的內涵，方
能在計算上的完美與表現上的完美達成協調。建築體系，為滿足人性
系列化的感官需要，而做的擴大，可在近代都市計劃，明日城市計劃
中找到實證。在這個基盤上，建築藝術的範疇與體系因作了相當有彈
性的增大，而與景觀雕塑的範疇產生了若干貼切疊合的部份，在這個
疊合部分上，景觀雕塑與建築藝術幾乎是密不可分的共同存在，來表
現一個架構、一個主題。二者雖各同為立體藝術，但卻在互相依存的
關係上，增加了彼此的性能與力量。而共同肯定造就大環境的重要性
及價值。在設計上雕塑與建築理應同時作業，同時考慮環境的造就，
任一者都是任一者的一部份，有大小之別，無輕重之分。 
　　更直截的說，景觀雕塑離開了建築環境及其科技原理的搭配，無
法達成「形象」與「力量」的擴大，而建築離開了景觀雕塑的調配，
在內容則難以滿足人性多方面的美感需要，而調和工學氣氛之機械
化，無法達到有意義有性格的空間創造。在造就人類真實完美的大環
境此一前提下，雕塑必然運用建築的結構與材料，建築必然運用雕塑
的造型與變化，這樣互相結合為相得益彰，產生共同目標與作用的作
品，就是所謂的景觀雕塑。因此，在景觀雕塑的觀點，可呼一個經過
整體性設計的都市為景觀大雕塑，如我們看萬國博覽會的建設所產生
的感覺一樣。少數人們塑造了它，它再塑造多數人們。 
　　在此，試舉個人近年來幾件作品及設計做為說明，或大或小，皆
站在整體考慮的觀點，及與環境配合的關係上，來研設的。 
 
（一）〔鳳凰來儀〕 
〔鳳凰來儀〕是一九七○年三月中旬，在大阪萬國博覽會，為配合中
國館而設計的一座巨型雕塑，見圖（一） 
空間性的研究，是來到我思慮中的第一步。 
中國館位於萬博會場之主題中心位置，面對一千平方公尺的大廣場，
是人們視線容易放鬆，便於尋找落點的地方。但隔壁的韓國館，却因
此在原來的設計之外，又加了十三根碩大高聳的黑烟囪，對於中國館
本身而言，或四週景象的調和，不免產生可憂的壓迫感。特別是對我
的雕塑設計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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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楊英風  〔鳳凰來儀〕 1970  不銹鋼雕塑  700 x 900x 600 cm 
 
 
　　鳳凰的塑造材料是鋼鐵，高七公尺，寬九公尺，以片狀和管狀的
線條來組合。它的顏色起先是漆上一層防銹的紅丹，以後又漆了一層
黑色，紅裏有黑，黑裏透紅，單獨看，感覺不錯，但是跟韓國館幾支
大黑烟囪相形之下，不甚妥當。因此又改成鮮明的五彩顏色，雖然合
乎中國古代鳳凰五色俱備的說法，畢竟色彩太複雜，與會場中其他國
家的雕塑顏色的複雜度太近失去特性，而且更重要的還是彌補不了韓
國館大烟囪所破壞的平衡。於是最後再漆了一遍大紅色的。這樣完成
的鳳凰不是純紅的，而是大紅散金式中國况味。五彩是隱隱約約的襯
在大紅色底下，隨著光線變化而產生了層次和深度。並利用烟囪的黑
色做襯底，配合中國館的白色，表現中國館單純，簡潔，含蓄的美之
外，又以自然飛舞的線條牽動週遭莊重沉默的空氣，使之流動出活潑
的氣息，在空間上，似乎帶來了讓鳳凰展翅飛翔的餘地，遠近看來，
既耀眼又得以舒暢。 
　　在時間上，「鳳凰」是跨越著三個時代的配合而來的，它從古代
存在，降臨現代，又將飛向「未來」。 
　　鳳凰在古來中國的信仰和傳統中，是一種形體非常抽象的神鳥，
它只有在天下太平時才會出現，它代表對未來理想世界美好的憧憬和
愛戀，它象徵一個超然理想世界的存在。 
　　在西方，也有類似鳳凰的傳說，他們叫它「火鳥」，當它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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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羽毛形色盡退，即發火自焚，在火焰灰燼中，它又慢慢生成一隻
年青美麗的新火鳥。因此，它在一些非基督教國家人們心目中，也代
表一種信仰。牠的存在是生於世而永存於世，牠必須經由死亡而獲得
新生，牠象徵人類慾望的永恆。 
　　在這裡，鳳凰同時說明兩種（東方與西方）過去的象徵意義。而
今七十年代初，在標示著全人類的主題「人類的進步與和諧」的博覽
會場上，它又頌讚著，祝禱著人們，無分東西，團結在群體文化中，
創造生活一致的目標，使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得以平衡協調，共同協
手追求未來華美新世界的富麗、和平、幸福與永恆。 
　　此外，我們不得忽視，鳳凰所來到的「人間」，不再是古代那種
保有相當樸實，單純的自然「人間」，而是當今，充塞著人工化、機
械感的非自然「人間」。我們不要忘記給它替現代人說話的機會，因
此，我採用鋼鐵的材料，現代機械線條，表現現代人的意志與情感，
但是我們亦不可否認它因而欠缺了一些重要的自然親切感。因此，在
製作過程中，又把那種冷冰冰的幾何圖形加以破壞。如我要求技術人
員儘量放大胆子，自由的去分割一塊鋼板，分割處，要露出自然粗糙
的質地，在焊接的地方，留下必然不規則的痕跡，讓它們在機械化的
操作上，多少削弱過份人工化的力量，保持一些自然事物應有的勢
態。而且，在這些特質的創造上，又因每個人的不盡相同而有變化。
「人性」的暢達，在此使之充滿著躍動奔放的生命力，增加近代西洋
雕塑景態中少有的人間性，和溫暖感。 
　　因此，結合了以上三點必然性：「時間」、「空間」、「人間」
的考慮，「鳳凰」的來臨便不是偶然的。我深信，唯有對這三點必然
性配合的表達，有絕對的把握，我才能在這個作品上表現整體性的象
徵，和強勁的發射力、造成與建築相得益彰的景觀，來被人們了解，
和嘗試著解釋一些東西給人們。 
 
（二）〔太魯閣〕雕塑，〔開發〕景觀雕塑 
　　〔太魯閣〕是一小型鑄鋁雕塑，一九七○年大阪博覽會期間，在
東京作的，在博覽會中國館展出。是東台灣名景太魯閣的精神與自然
之美的縮寫。 
　　對產生這個雕塑作「必然性」的認識與執著，幾乎支配著我未來
的工作和夢想。 
　　一九六四年，我加入花蓮榮民大理石廠的工作行伍，開始了對這
塊尚保持原始風貌的山地從事探索的生涯。我深入工地，從大理石的
探採直到把它們分配到適當的用途上，我儘量不放棄觀察尋找任何有
特質的景態，以及觸摸每一塊石頭的機會。漸漸，那處處高聳而峻峭
的山壁，一塊塊巨大冰冷的石頭，都開始對我投射出不可思議的吸引
力。我認識了它們的堅定卓絕，浩然挺拔。我看到了大自然景物在地
球上生長的原始景態，它們親切的流露出質樸直率的力量，無憂無懼
無動無靜。後日我遂開始去撲捉去連綴這些零碎的感動而企圖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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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雕作來表現。〔太魯閣〕便是在這種情態下蘊育創造的作品之一。
另外的〔開發〕，也是與〔太魯閣〕同時期的作品，材料是大理石，
表現東部自然被施以人工開發的意義，見圖（三）。 

 

圖二   太魯閣 
 
 
　　太魯閣至天祥一帶，盛產（儲）大理石，因此我喜歡採用大理石
做材料，這樣便容易抓住地方性的特點，而且，屬於石頭氣質的雄偉
山景用石頭來表現是最恰當真實的。 
 

 

圖三  開發 
 
 
　　看起來〔開發〕的條理是整齊中有變化的，雖未必全然合於自然
之真貌，但是，這是我說話的途徑，我希望這樣能表達我的意志和對
東台灣景緻恆久的認識和讚美，而又未違背它們本身的真意。 
　　目前，我所能做到的僅止於把太魯閣及東部景觀化育的認識和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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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濃縮在雕作中，有朝一日，我盼望它們能依傍在一個大環境中，
放射它傳達自然「力」與「美」的意志與力量，做為溝通「人間」與
「自然」的橋樑。 
 
（三）〔挹蒼閣〕 
　　〔挹蒼閣〕為黎巴嫩貝魯特國際公園的中國公園設計之一部份，
高七層共三十公尺，每一層造型均不盡相同，有四角形，八角形等。
且全閣採開放式的結構設計，便於空氣流通。 
　　國際公園為黎國「綠化計劃」中一重要部份工作。黎國將貝魯特
近郊一片廣大的沙漠三角松林地帶，劃為國際公園區，中國公園，在
全球三十多個國家中，所佔據的地段最優越，面積最宏大，無疑的被
寄望於東方文化藝術代表者的地位。我在一九七一年十月赴貝，負責
籌建中國公園。 
　　中國園區亦處於一片高大濃密的松林中，而且有一個自然形的人
工大水池。因此，我反覆的思考後，決定在水池的上方，應有一較高
而面積小的建築物，此建築物必須穿過濃密的松林，由上可俯瞰一片
樹海，其水中倒影亦可調和廣大水池周遭的單調。因此，為了配合中
國園基本的情調和黎國的生活空間，我設計了這座「變形」的〔挹蒼
閣〕。 
　　在空間性的考慮中，這裏是中東，不是中國，所以不能把中國閣
塔一成不變的搬過來。而且此地為地中海型氣候兼沙漠氣候，中國密
閉式的閣塔根本不宜置於此地。 
　　在時間上，現代人的創作應有時代的意識與情感，以及有配合時
代的材料和技巧的需要。 
　　在「人間」上，我們所能做的，應該是傳播文化，而非移植文
化。所以，我必須把純中國式的造型予以適度的改變。 
　　基本上，我還是依據中國建築多變化的有機安排來打破西方幾何
設計的單調，並啟示引發其對自然的愛好。 
　　在〔挹蒼閣〕每一層上，均有個圓結構的拱門，但形態是由底層
的微圓逐漸向上層發展為全圓的。夜裏上燈，看來如一輪逐漸由缺而
圓的明月高懸夜空。此外在第五層八角面的斜壁上、鑿有大小不一的
洞孔，光線由孔口射出，連成帶狀星群，有如銀河。讓人們在這種種
的暗示中，思索自然奧妙之美、洞察自然的和諧韻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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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挹蒼閣 
 
（四）〔夢之塔〕 
　　〔夢之塔〕原為高六十公分，鑄鋁的雕作，一九七二年二月在關
島放大為八十七公尺高的鋼骨水泥混合土產石塊的景觀雕塑設計。那
是為在關島商港進口處，設計一個如美國紐約港埠「自由女神」雕像
般的雕塑，目的在標示關島未來的拓展性及做為港埠地區一個有特性
的標幟。雕塑內部是人們的活動空間，光線可從那凹陷不規則的紋路
中透出。 
 

 

圖六  夢之塔 
 
（五）〔新加坡的進展〕 
　　〔新加坡的進展〕是一九七一年為新加坡設計的景觀雕塑模型，
擬以鋼筋水泥與當地的石頭建造。位於一個「未來市中心設計」的一
百公尺寬的馬路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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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新加坡的進展 
 
　　新加坡是當今亞洲國家中，唯一在短促的時間內，以其迅速確實
的努力，向世人證實了其進步成果輝煌的國家。它在經濟事業，教育
事業，建築事業，觀光事業，國家工業化等種種現代國家必行的建設
上，都表現了令人驚讚的成就。 
　　這座雕塑，以單純有力的線條，聚合而變化著，散出一股似乎由
地殼裏被擠壓而迸射出來的力量，堅實、巨大、懾人心魄。正如新加
坡在複雜的國境中，力爭上游所做的努力。這努力已給這個國家帶來
巨大快速的變化。雕塑本身即被要求來傳達這種體認，濃縮這個國家
新銳的精神亦標示未來拓展的潛力和希望。  

七十年代是個新生的時代，面對它、我感謝、我激動、我幻想、但更

惶恐。 

因為，在現代社會的需求中，或為僅止於單純的雕刻家、畫家，和景

觀設計者，使我不得不感到如此薄弱和欠缺。 

也許，那是個夢：做為城市設計者，完成一座未來東方的城市，在花

蓮，濃縮著東方人的生活、文化和尊嚴，特別是屬於中國人的。 

可是，哪個藝術永不曾是造夢者，哪個有意義的建設不是最初都埋藏

在夢裏？

文章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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