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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夢想的完成-景觀與人生

D 作品與規畫 � 1976/04/20

楊英風쨥口述   劉蒼芝쨥撰寫 

  

一個腳步뺭一個祈禱 

一個祈禱뺭一個奇蹟 

一個奇蹟뺭一個鳳凰 

 

 

　　一九七○年三月十四日，在中國館白色的巨廈前，鳳凰終於出現了。 

 

　　當萬國博覽會撞響和平之鐘揭幕的一剎那，聽著歷史上有名的古代中國宮廷樂曲──「越天樂」的演

奏，不禁有了虔敬嚴肅的感動。 

 

　　這是一次人類文明最璀燦的大結合，〔鳳凰來儀〕在其間便有著若干特殊的意義。加上時間的短促，

一層層憂心掛慮的負荷，迫使我幾乎不敢對它的完成存有任何順遂的想像。現在，面對著它如此與整個萬

博會場調配在一起的壯觀景象，才敢從放鬆的語氣中說出：一個夢想完成了。 

　　興奮與感激取代了曾有的憂慮與疲憊。 

　　如今工作完成後，來回憶所經歷的過程，與一個被追趕的狂奔者一般，在抵達安全地帶的喘息中再回

顧路途的心情是差不多的吧。 

　　在一階段逼進一階段的製作過程中，我不得不確認的一件事是：假如諸般情況的轉變，不訴諸所謂的

「奇蹟」，那是有違誠實與妥當的。 

　　因為我面臨一項最難超越的障礙──時間的急迫。 

 

葉公超先生的電話 

　　一九六九年十月中旬一天夜裏，我接到一通電話，是葉公超先生打來的，有急事，要我馬上去見他。 

　　「…………」 

　　「不可能的事。」 

 

　　聽著葉先生的話，不禁出一身汗。 

　　「這事有關國家的榮辱，請先生不要推辭。為了國家，沒有不可能的事。」 

　　 

　　葉先生一番熱誠令我感動，也令我惶恐。 

　　「只剩四個月，怎麼可能！」 

　　「盡力而為吧，後天就跟榮氏兄弟一塊到大阪去好了。」 

 

　　第三天，我沒走成。但是負責設計製作中國館前的巨型雕塑的事，已成定局。 

 

　　原來當初中國館館前設計的雕塑是一具象徵中國建築特色的斗拱。經過建館專家們的研究，發覺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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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於是就另外想辦法，這期間他們曾提到我，因為沒有定案，所以沒有正式發表。 

 

　　中國館位於萬博會場之主題中心位置，面對著一片一千平方公尺的大廣場，是視線容易鬆馳的地方。

而且更重要的是隔壁的韓國館，它鑑於中國館三十三公尺的高度，臨時在原來的設計外又加上了十三根碩

大高聳的黑烟囪，對於中國館四周景象的調和，不無憂慮威脅，為了要破除這種壓迫感，中國館前的雕塑

不得不肩負重要的責任，這些都是葉先生在談話中特別提及的。 

 

　　於是正式決定要我做這件配合中國館形色，至少要有中國館三分之二高度的巨型雕塑的設計製作人，

臨危受命誠惶誠恐自不待言，因為平常一件小作品的製作，往往就需要二三個月的時間。而當時離萬國博

覽會開幕只有三個多月，一切都未開始，漫無頭緒的情形，不堪設想。所幸，葉先生、榮氏兄弟（中國館

的建館功臣榮智江、榮智寧）不斷給我打氣和協助。最讓我感動的還有位先生，乃花蓮民航局局長毛瀛初

先生。當他知道我必需暫時離開花蓮機場未完成的工作時，特別為我召開了一項討論會，會中毛先生申言

為了國家的榮譽應該把國家的事放在前面云云，不斷鼓勵我，減少我在此項工作上未完成而離開的心理負

荷。於是我才能趕在十一月廿五日到達大阪。 

 

 鳳凰的孕育 

　　到了大阪萬博會現場，我開始慎密的觀察研究，這一來不得不又升起緊張的情緒了。因為各國會場的

雕塑都早已完成，有的遠在三年前就開始設計，有的在一年前就已竣工了，而且極盡豪華精美之能事，令

人嘆為觀止。 

 

　　而我們………，既到此時此地，冷靜沈著，埋頭苦幹是唯一可行的路，至於成不成，不敢想亦不能

想。 

　　於是十二月中，花了兩星期觀察四周環境，觀摩別人的作品，在比較中發現人家的優點和缺點，在田

島順三製作所協助下，陸續做了七八件模型。 

 

鳳凰的誕生 

　　十二月廿五日，為進一步研究雕塑的造型，及辦理有關的製作手續，把所有資料帶回臺北研究。經過

一番悉心的構思，根據「神禽」的造型，終於設計出〔鳳凰來儀〕的雛形。再經過數次的修改，才確定了

它的造型。 

 

　　此間葉先生和貝聿銘先生不斷通訊研究後，都表示滿意，認為對於中國館的配合很恰當，鳳凰這時可

以宣告正式要誕生了。 

　　鳳凰在我們中國古來的傳說裡是一種形體非常抽象的神鳥，幾乎每個人都知道它。它只有在天下太平

時候才會出現，它代表著對理想世界的憧憬。 

 

　　有一則故事可以充分說明這種精神境界： 

　　唐明皇是位風流瀟洒喜愛音樂的皇帝，有一天他忽然決心要學好彈琴，於是就拜了一位當代名琴師學

琴。 

　　明皇認真的學過一段時間後，就迫不急待的問臣子：「我的琴彈得怎麼樣了？」 

 

　　臣子個個讒媚不及的大大恭維一陣。明皇又去問琴師，琴師起初的回答也相同，後經明皇一再懇請，

終於應允兩天以後始作正確回答。 

　　兩天後琴師帶來如此的答覆：皇上欲知自己的琴藝造詣，只有把琴帶入深山幽谷靜坐長彈，某時，天

上會傳下優美的樂音與皇上的琴聲相應和，鳳凰也會被皇上的音樂感動而從天降臨，此時即為皇上琴藝最

深奧最完美的境界。 

 

　　由此可知鳳凰象徵著一個超然的理想世界。 

　　在西方，關於鳳凰也另有一種傳說： 

　　古代阿拉伯有位賢王，年紀很大了。他的國都中也有一隻三百多歲的老鳳凰，羽毛形色盡退，狀甚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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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 

　　一天，國王死了，鳳凰也跟著死去。國人把鳳凰跟國王一起焚化。但鳳凰的屍骨化成的灰燼散飛到天

空時，慢慢又形成一隻年青美麗的新鳳凰。 

 

　　這種鳳凰在西方有些非基督教國家人們的心目中，也代表一種信仰。牠的存在是生於世而永存於世

的。牠經由燃燒而死亡，亦由死亡中重獲新生。牠的存在，代表永恒的美麗、富有和華貴，象徵人類慾望

的永恒，是現實慾望永遠在追求滿足的動力，跟中國人那種超然的哲學性境界截然不同。在這兩種不同基

點上所延伸出來的故事，足以說明東西兩種相異的人生觀點；中國人較超現實，西方人較現實，這兩種理

想事實上應融合為人類生活上一致的目標，以求精神與物質的調和。基於這種體認，對〔鳳凰來儀〕的內

容就有了頗為妥貼的信心。 

 

　　於是再次飛大阪之前，我積極籌備製作〔鳳凰來儀〕的模型。 

 

　　中國館是兩座相離的三角柱形構成的三十三公尺建築，全部為白色。鳳凰豎立在它前面的高度、長

度、寬度和各角度，乃至色彩、照明，都須配合中國館來研究設計的。另外更需顧及與其他國家比較起來

有顯明的特點的重要設計。就拿中國館隔壁的韓國館那排大黑煙囪來說，就使我不得不想辦法以鳳凰來彌

補週遭調和的破壞。因此在形色變化上各處小心的設計，和有關製作業務的處理，佔去六星期之多。等再

往大阪，剩下的時間就只有一個月不足了。這時間，由於時間短促，每天幾乎都在焦燥不安誠惶誠恐的痛

苦中煎熬，幾次對自己的信心發生動搖，迫使我幾番想辭去這份光榮又艱難的工作。 

 

洋迷信 

　　博覽會是三月十四號正式揭幕，中國館是十二號揭幕，可是以工作的時間算起來總共只有二十幾天，

這真是個短得可怕的數字。所以當我從臺北掛電話給日本田島製作所的負責人犬飼幸男時，他們萬萬不相

信的認為我是在開玩笑。因為依照他們一向的工作經驗來計算，這件工作非兩三個月的時間根本別談。妙

的是他們接到我的電話時，還以為我的人已經在東京了呢！後來知道我還在臺北，而且二月十三號才能抵

達大阪，更是認為我精神錯亂得差不多了。 

 

　　不管怎麼樣，還好十三號的起程是確定無疑的事。那知道事情又起了變化。不是任何了不起的阻難，

而是太太說什麼也不讓我走。 

　　「十三號又碰上禮拜五！」我假裝聽不懂。 

　　「明天走好嗎？」 

 

　　理由簡單而實在，不可否認的充滿溫情與關注。 

　　事後一想，這多耽擱的一天，並沒有白費（事實不許），我用這一天在國內辦理了許多手續；如簡化

製作經費估價申報的手續等，都使我在以後的工程進行當中得到不少便利。但是日本田島製作所的主管和

技術人員，來不及知道我行程的延期，仍然趕到大阪機場去接我兩次，當然沒接著，起初以為是發生什麼

事故了，相當擔心。後來才想到恐怕是洋迷信「十三」的忌諱吧。第二天當我到達時，他們反而安慰我

說：還好沒來，不然我們可真要擔心死了。在這樣焦急的等待落空之後還能說出這樣的話，體貼入微的愛

心，實在令人感動。 

 

做不完，就切腹 

　　十四號夜晚到達大阪的時候，他們來接我都抱著驚疑不已的態度，一直旁敲側擊的試探我在此項工作

上的能力和決心，我硬著頭皮朗爽的回答他們：做不完，就切腹。這是他們所能了解的最有決心的表示，

大家聽後非常感動，哈哈大笑。 

 

　　第二天起，田島順三製作所動員了大阪、東京、名古屋、朝霞各分廠中的四位專家主管與各部技術人

員，聚集大阪做進一步的研究，接連開了三天的製作會議。頭兩天研究的結果是時間太短，沒有完成的把

握，不敢接受這份工作云云。這樣的會議不開還好，愈討論愈絕望，我的信心幾乎頻臨崩潰的狀態，憂心

如焚，片刻難安。我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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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奇蹟出現 

　　就在這會議絕望的要宣判結果的剎那，一位吉人的出現，挽回這不可收拾的局面，一切又有了轉機和

希望。 

　　這位先生是五十嵐勝威。 

 

　　五十嵐是建造中國館的日本大林組的總監督。中國館建造期間，他一直跟中國人生活在一起。雖然剛

剛開始時很不習慣中國人的工作方式，常常鬧不愉快，後來終於瞭解了中國人的優點，進而非常佩服中國

工作人員負責任埋頭苦幹的精神。特別是負責建築設計的兩位青年建築師──彭蔭宣、李祖原。 

 

　　五十嵐本身酷好美術，常與藝術家來往，非常瞭解藝術家，我們以前在偶然的機會中見過面，在一起

討論過很多問題。這次他看過我〔鳳凰來儀〕的模型後，表示非常欣賞。第二天當會議絕望的危機將成定

局時，田島製作所大阪支店長中村光夫提議將地基工程的部份交給大林組負責，以減輕工作量。之後即刻

電告五十嵐先生此項決議，五十嵐先生聽到消息後立刻趕來，在會議上挺身而出，扭轉了這樣一個危險的

局面。 

 

　　五十嵐在會議中大膽的指責開會的人所犯的錯誤。 

　　他說：一位藝術家既然在這麼危難的時刻來到了，就表示他一定有很大的決心和能力要完成這件工

作，我們應該盡最大的力量來協助他完成，不應該在這裏說洩氣的話打擊他。有任何困難，不該在他面前

提，要自己去想辦法解決。 

 

　　與會者突然被他這一番話說醒過來似的，紛紛糾正自己沒有發覺到的錯誤。於是製作會議，從死氣沉

沉的絕望邊緣轉進為朝氣蓬勃的希望再生。 

　　此外他堅持要保護藝術家，不但是他的身體要得到適當的照顧，他的精神更需要受到最完整的維持健

康。言詞慷慨，鏗鏘有力，把大家說得感動之至，並且還特別強調如果不能把這件工作做好，是日本的羞

恥。 

 

　　經過五十嵐先生這一番半帶鼓勵半帶責備的說話後，田島的專家們被逐漸加強的信心鼓舞著，欣然表

示要盡力協助我完成它，並且重申保護我的重要性。他們這番熱情不但使我深受感動，連中國館館長楊乃

藩先生也跟著說：對了，從今天開始可要好好保護你，讓你有充沛的精神和體力來指導工作的進行。本來

對自己從來沒有想到這麼周密過，現在經大夥一提醒，也不得不覺得自己忽然重要起來了。 

 

　　兩天歷險的會議，在結束前有了這麼一個完美的結果，不是奇蹟的出現，我是不敢相信的。 

　　從此，大家──特別是我個人，對於鳳凰的工作建立起更堅定的信心，我忽然有了一種領悟，那就

是：鳳凰該降臨的時候，是沒有任何困難足以構成阻礙的。 

　　五十嵐還提供了許多工作進行的方式，是我與廠方之間最得力的贊助人。 

　　他幫我們決定工程分為二部份進行：在大阪的地基建造部份由大林組負責；鳳凰主體的製作工作，因

為大阪沒有足以容納的大工廠，所以把工作移到東京去做，由田島負責。他自己願意負責解決一切實際上

的困難，並且提議由自己所隸屬的大林組負責出面簽約，而實際上由田島執行製作任務，萬一無法如期完

成，也不至於影響到田島五十多年來的信譽。 

 

　　五十嵐這項決定因事先並未徵得大林組總負責人的答應，可以說是擅自作主的行為，事後雖然受了總

負責人的責備，結果還是五十嵐說服了他們接待我，看過我的作品，認為頗具意義，也決定這件工作非接

不可。到此為止，我才膽敢鬆口大氣。經過他們估價後，我們的文化經濟參事瞿公使，也是中國館的總負

責人，覺得價錢很公道，總算鳳凰的工作可以正式開始動工了，本來什麼都不可能的事，現在什麼都可能

了。　　 

 

 小鳳凰與大鳳凰 

　　選定了田島在東京郊外的朝霞工廠為製造場所後，便立刻積極展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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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計算開出所需的材料和人工，第二天材料和人工就準備好了，時間一點都不敢浪費。 

　　田島順三製作所，從全國七八家分工廠中選拔了十五名最優秀的技術人員，二月十九日開始集中到朝

霞來從事鳳凰的製作工作。在朝霞實際製作的總工作天只有十天，想起來好不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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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邊給他們講解，一邊就重做模型。 

 

　　但是模型做了一半就停下來了，因為要等模型完成再做大雕塑時間上一定來不及。現在只好不要模型

就正式做大鳳凰了，這樣的決定，是臨時被迫想到的唯一的辦法，日本的技術人員從來沒有做過這種情形

的工作，除了驚訝外，還有更多的不習慣。 

 

　　後來這隻作模型的小鳳凰還是等大鳳凰做完了之後再回頭製作完成的，程序剛好顛倒。小鳳凰的材料

是不銹鋼，做好了之後擺設在中國館的餐廳裡，光滑如鏡的不銹鋼可以反映著各種外界物體的彩色和形

象，非常輕俏，給餐廳帶來不少活潑生動的氣息。 

 

工作像遊戲 

　　十五名優秀的技術人員在我的指揮下迅速而順利的進行工作，我們都穿著一致的工作服，戴上頭盔，

就覺得非常神氣，精神百倍，充分顯示著職業上的尊嚴。 

　　技術人員工作的情緒非常認真，服從指揮，意見少，工作的精密度很高，這是他們一貫的訓練和作

風，所以工作效率非常好。本來我以為晚上要加班的，而事實上，一天班也用不著加，這點倒是出乎我意

料之外的。 

 

　　如果仔細分析起來就不足為怪了，除了工作人員的優秀外，這是我們中國人才懂得的一套方法：窮則

變，變則通。要是依照日本人一向按步就班有板有眼的習慣做，那絕不是十天內可以完成的事。所以在這

兒教了許多在工作上變通節省的辦法給他們，起初他們不相信行得通，也不習慣這種做法，這是他們一向

天真執著的本性所使然，這種本性或習慣上的執著，起初也使我感到有點麻煩。 

 

　　他們一向對於規則而機械化的工作相當熟練，碰到不規則的工作需要時，就應付不來。做來做去又是

把它做得規規矩矩精密到家的式樣，不符合我的需要，當然彼此都覺得尷尬。譬如我要他們儘量放大膽、

自由的、不拘束的去分割一塊鋼板，分割處要保持自然粗糙的質地感，結果他們硬是把它磨得平整光滑，

有稜有角，完全不對了。 

 

　　傳統的觀念和一向的工作習慣使他們沒辦法一下子放開來，我只有耐心的開導他們。 

　　我示範在焊接時所留下的痕跡不必平直光滑，要求其自然，自由。我告訴他們這不是我一個人的作

品，而是大家的集體製作，每個人都可以有創造的自由，在一塊鋼、一片鐵上面表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所以這不是一件例行的工程，他們也不是工人，而是藝術家。幾天以後，他們終於豁然貫通了，當他們看

到自己手下的工作流露出來的自然質樸的美與變化時，就真正體會到自由創作的可貴和快樂。這種以自己

的意志力和自信心完成的線條和形態，充滿著躍動的生命和活力。他們體會到過去所不曾有過的快樂，那

是一股奔流豪放的力量所激盪起的情趣使然，在這種情緒下工作，工作不再是工作了，而是一種一種的遊

戲，在遊戲中充分發揮了創造力和想像力，碰到困難欣然的自動想辦法解決了。譬如要彎曲一塊大鋼板，

他們想出了這種辦法：搬了很多很重的東西堆在卡車上，然後把卡車駛動，以車輪下的壓力來彎曲鋼板。

類似這種臨機應變的工作情形很多，所以工作起來像玩耍，愈做愈高興，效率和進度非常良好。 

 

　　因為有這麼好的工作情緒，我們之間的相處可以說正如水乳交融般的自然。他們都表示從來沒有做過

這麼輕鬆愉快的工作。 

　　他們工廠的老闆見狀打趣道：這些技術人員經您這樣一用，我們還能用嗎？言下之意頗有唯恐他們愛

上這種自由創作的工作方式，當再做刻板的工作又不習慣的顧慮。 

 

　　其實在他們內心真正的體認裏，是欣然於這種改變的，使他們在藝術的表現方式上產生新的自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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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工業製作上開闢了新的發展途徑。 

　　另外，經由這次的合作，我充分的體會到建立一個現代工作觀念的重要性，服從指揮、意見少、實實

在在、多休息，保持身心愉快等都是工作上的基本條件，只有對這種條件的重視，才有高度的工作效能。 

 

接二連三的奇蹟出現 

　　工作進行期間，大阪方面的負責人五十嵐先生一直很關心工作情形，幾乎每天都有電話與東京的工廠

聯絡詢問或協辦有關事宜。有一天五十嵐先生還親自跑到朝霞來看，實際的工作情形使他非常的驚訝和感

動，他的關心和照顧也令我感動不已。 

 

　　五十嵐先生覺得還有一件不解的事情，那就是對近來朝霞的天氣感到奇怪。因為在我們工作期間，在

大阪是連日的大雪紛飛，而朝霞每天都是晴朗的大好天氣，我們露天的工作一點都沒受到天氣的影響，不

但如此，整個工作還比預定的時間提早了一個工作天完成，算起來總共工作的時間只有八天。第二天，二

月廿七日就從事解體的工作，分解為十幾個部份，然後就搬入屋內。想不到這件工作剛剛完成的第二天半

夜開始，朝霞一帶就下起大雪來了，我們剛巧不早不晚避過了這場大雪，否則工作受阻被迫停頓的後果是

不堪設想的。因為時間的急迫，工作進度都在不允許有任何外來的臨時變故發生的情況下計算得剛剛好。

這場有驚無險的事，說它是「奇蹟」是最恰當的了。 

 

　　鳳凰解體後的第四天──三月三日，將它分裝在兩部大型卡車上由朝霞運往大阪。車剛剛開出，東京

與朝霞一帶又下起大雪來，因為早開一天路上積雪不多交通幸未受阻，否則到大阪的時間又要延誤，影響

是不敢想像的。 

 

　　大阪的天氣一直很惡劣，可是很奇妙的，我們一到，大阪的天氣又好轉了。起初大阪方面非常憂心的

事，現在得到上天的幫助，無處不逢凶化吉，無事不迎刃而解，大概是我們工作的誠心和熱情，感動神

明，儘量給我們方便。這一切使我們不得不相信現在該是鳳凰出現的時候了。 

 

　　到了萬博會場，立刻進行安裝著色。 

　　其實著色的工作是在朝霞工廠那邊還未完成的。二月廿五日就開始做了，當時是先漆上一層防銹的紅

丹，以後又漆了一層黑色，紅裏有黑，黑裏透紅，蠻好看的。後來我們又考慮到韓國館那幾支大烟囪是黑

色的，又覺得不妥當，於是等三月三號運到大阪後，在大阪繼續著色，但是著色工作只上到五彩的階段已

經沒有時間了，中國館是三月十二號開幕剪彩，鳳凰只好以鮮麗的五彩來迎接中國館和萬博的揭幕式。這

雖然是巧合了中國古代鳳凰五色俱備的說法，畢竟是色彩太複雜，與其他國家的雕塑有太相像的感覺，而

且最重要的是壓不住韓國館那幾支大黑烟囪。考慮結果決定最後再漆一遍大紅色的，這時萬博已經開幕

了，白天不能工作，只好夜間工作，這樣著色的工作直到三月廿一日凌晨才全部完成。完成後的鳳凰不是

純紅的，而是大紅散金式的，完全是中國式的況味。這樣的色彩的效果想不到又有層次和深度，五彩是隱

隱約約的襯現在大紅色底下，隨著光線而有著變化，這與其他國家單獨使用各種色彩的組合情形不同。現

在鳳凰不但可以把韓國館黑沉沉的氣焰壓下去，而且還利用了黑色做襯底，更加可以表現出中國館的雍容

古雅富有深度的含蓄美。在我個人從前的雕塑中是絕少使用顏色的，想不到這次使用顏色會產生那麼好的

效果。 

 

　　到此為止，鳳凰來儀的製作才算正式完成了。 

 

 鳳凰的出現所完成的意義 

　　這樣一隻高七公尺、寬九公尺、以鋼鐵為材料塗以五彩為底、大紅為主色彩的鳳凰，為求與時代性符

合，在製作中照例使用了現代機械線條。可是在使用的過程中，把這種冷冰冰的幾何圖形加以破壓（如前

所述要求工作人員儘量自由粗糙的去製作等等），使其返原於大自然，增加了近代西洋雕塑中少有的人間

性和溫暖感。因此，有幾項特點，與會場上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比較起來有顯然的差異。 

 

　　鳳凰的夢想，不是今天才有的，雖然幾千年來它總是屬於中國人想像空間裏的存在，然而不可否認的

事實是：它已在年代久遠的存在中，經過中國人敬愛的智慧滋補，被塑造成一個有形體有生命的自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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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形體上凝聚著單純有力，絕對完整的象徵：理想與華美、幸福與寧靜。它是生於自然而投向人間

的，它是代表自然稱讚人間的，它是自然與人類之間的信使和橋樑。在這種溝通所完成的意義中，深深的

表現為人的小自然要投入為宇宙的大自然中，與之結合的慾望。 

 

　　鳳凰的完成超越了前面所述時間的障礙，破除了多次多方空間中的障礙所顯示給我們的結論：該是鳳

凰出現的時候了。這意味著一面更深更廣的意義乃是：日本能在這次的博覽會中找到這麼一個屬於全人類

性的主題──人類的進步與和諧，不可否認的是得自中國文化精髓的體認，鳳凰來儀是對這種體認的禮

讚。 

 

　　主辦國的日本各界在這件工作上所做的恰如其份的努力，更具現了日本萬國博覽會的主題精神：進步

和諧是美麗的遠景，如何達到呢？在互助中可以加速完成。人類善良的本性和希望的信心，在此可以獲得

公正的信賴。 

 

　　日本有一個名為──「日本建築美術工業協會」的組織，它是一個網羅全國有名的建築家、工業家

（與應用美術方面有關的工業，如大理石製品工業、地毯業、陶瓷業的大企業家）、藝術家、文學家、評

論家的大團體，這是個研究發展人類未來的生活空間的社會團體。 

 

　　我很榮幸的在他們組織初成立的時候被邀入會。 

　　這次〔鳳凰來儀〕的完成，這個組織以及組織中的專家們給予我的幫助和方便很具體，且重大。 

 

　　此會的負責人在定期會刊提出的報告中說：鳳凰是在該會的宗旨下完成的第一件合作實例的作品，這

個作品的完成，給以後的工作豎立起好的榜樣，充分的說明了藝術家、建築家、工業家、美術家結合的可

能性。並且使商人由純粹的牟利轉而樂於協助藝術家工作的完成。 

 

　　另外田島順三製作所是這次工作中的大力功臣。 

　　它在日本美術建築業上有著七十多年優秀信譽的歷史。起初是以美術製銅起家的，經過田島家二代的

經營，不斷跟著時代進步，終於發展成現在日本美術建築工業界最具規模的大企業。全國有七八個分廠，

有一系列的作業程式，以建築工業維持高水準的美術工業，以科學技巧消化舊材料為新材料，美化現代的

生活空間。〔鳳凰來儀〕，是他們第一次在有限的時間內臨危受託所完成的工作，這項工作的進行方式，

為他們在過去的工作經驗中啟示了一個更機動性、更自由活潑的新觀念、新方法。 

 

　　此外，大林組的幫忙也是特別需要感激的。 

　　大林組是日本營造業界最大的企業，全國各地都有工作，此次萬博二分之一的建築工程都是他們的成

果，中國館也是他們負責建造的。 

　　這次在工作中，他們充分的表現出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使其在日本營造業界本來有的泱泱大度

的作風，受到更進一步的讚譽。 

 

　　三個月在日本的工作對我個人來說實在是獲益良多。 

　　（1）我到日本的三個月期間，正好是萬博會場每個館建設工程將完而未完的時候，外部的修飾未完

成，內部的基構已固定，整理的時候多少暴露了內部建構的竅門，在我悉心的觀察比較下，無論是建築、

雕塑、美術、設計等等的工作都在實質或意念上顯現給我一個更深刻、更廣面的可能性的意義，在以後的

工作中開發了更多可嘗試的途徑。 

　　（2）工作上的需要，結識了日本各界的學者專家很多，特別是在藝術界的佼佼者，並且由淺入深建

立起非常融洽和實際的關係，在工作上，在研究上都得到不少幫助。並且最重要的是從他們的努力中可以

看到，日本各方面在未來發展上的可能性鉅大到足以構成某種不可預料的威脅的程度，這種知覺是不斷地

在鞭策我去努力的動力。 

　　（3）工作期間與所接觸過的廠商建立起相當緊密的關係，對未來工作的發展不無實際上的幫助。 

 

感念至深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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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貝聿銘先生：在鳳凰的工作上，他給了我精神上很深刻的鼓勵。當他看到此項工作完成之迅

速，除了驚奇外，還有適切的讚美。他說這工作在美國至少要半年的時間才能完成，假如時間充裕，鳳凰

要做到十公尺高是最理想的。當他看到餐廳裏以不銹鋼製作的鳳凰模型後，覺得用不銹鋼來製作大鳳凰就

最完美了，可惜這是時間所限制的問題只好降低到七公尺和用鋼鐵為材料了。貝先生看過我其他大理石的

雕刻後很感動，他預備將來在紐約為我開一次展覽會，另外他也希望我能為他將來計劃中的一座大建築設

計雕塑。（以後他果真請我替他設計的東方海外大廈─是董浩雲先生的，塑造了一件雕塑名為〔紐約東西

門〕，於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廿日建立，不銹鋼作品，高十六呎寬二十二呎。） 

　　（2）岡本太郎先生：岡本太郎是萬博會雕刻藝術總負責人，也就是太陽塔雕刻的設計和製作人。這

次蒙他邀請和熱情的接待，對日本近代雕塑藝術的動態有更深切的瞭解。 

　　（3）丹下健三先生：是全世界相當權威的建築師，也是世界極富盛名的都市計劃專家，是萬博的總

設計者。 

　　（4）海爾曼先生（M. Justin Herman）：是舊金山再建局局長，與丹下健三是好朋友。海爾曼與丹

下特地到中國館去看我的作品之後，海爾曼就決定在舊金山為我籌備開一次展覽會，並且決定在舊金山替

中國文化中心設計的一幢大樓前，要採用我的〔舞姬〕作品，放成大雕塑。（可惜因他逝世未能實現） 

　　（5）毛利元敬先生：原是日本長期信用銀行資金部副長，任東京多摩新社區預計四十萬人口的多摩

區域計劃有關文化設施與企劃的總負責人，是海爾曼的好朋友，對於都市計劃有相當的研究。這次間接由

海爾曼才認識他，他曾與海同去看我的作品。幾次接觸，對我非常有意義。起初談他的研究，後來，我告

訴他自己有關花蓮開發的夢想，他非常感興趣，提供我許多寶貴的資料，特別是有關低開發區域的有關研

究資料。 

　　（6）松井利允先生：是日本建築美術工業協會監事，可謂日本建築美術界之靈魂人物，有理想有抱

負。會長派他來臺看我的時候，我們曾有深入的交談。他本身從事地毯工業的製作，藝術家氣質的執著，

往往使他犧牲了很多利益，對我瞭解日本藝術界、建築界的動態，幫助很大。 

　　（7）足立真三先生、神太麻雅生先生：他們一是畫家，一是雕刻家，同為國際造型藝術家協會會

員。我在大阪期間，公私上許多瑣碎的問題，由於會員身份的關係都受到他們無微弗至的照顧和幫忙。 

　　此外，還有許多朋友，間接直接的都給了我甚大的支持鼓勵和幫助，限於篇幅，只好一併在此向他們

致最虔誠的感謝了。 

 

　　鳳凰經過了這麼一個過程來到人間，一個夢想完成了是否意味著另一個新夢想的產生呢？是的，鳳凰

要告訴我們的應該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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