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古美術參訪之旅暨東京駐地創作交流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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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紀錄

  本趟藝遊計劃前期為奈良、京都的古寺和美術館參訪，後期為東京的美術館參訪以及我的
乾漆雕塑作品成果個展。因此我將分為兩部分說明以及紀錄這段時間的所⾒所聞內容。


前期：針對特別重要的寺院及美術館說明紀錄。


  在「東⼤寺」時，有法華堂的不空羈索觀⾳立像（脱活乾漆）、四⼤天王立像（塑造）、
俊乘上⼈坐像（⽊雕）和⾦剛⼒⼠（⽊雕），從中可以發現東⼤寺對於奈良重要性的地位與
其在藝術上的多元性，看⾒不同材質在佛像藝術上的不同表現。不論是作品的尺⼨還是各種
不同媒材多元性的雕刻，在同⼀時間內，不單是有慶派的佛師名家，更開放當代的藝術家在
寺院中展出，這是本次藝遊有趣的收穫。 



  在「奈良博物館」中，有整理規劃了完整的佛教藝術演進和進程說明，⼤乘佛教的傳播從
印度、⻄亞、中國、韓國最後到⽇本，佛像的⾯容、風格和⼈物的種類也隨著信仰傳教⼀路
改變增加，製作的媒材包含⽯雕、⾦屬鑄造、⽊雕、塑造、脱活乾漆等精彩豐富的表現。針
對每種技法的特⾊和製作過程也都有完整的介紹，滿⾜了同樣是雕塑創作者的求知慾望。印
象深刻的佛像，如伽藍神立像、⾦剛⼒⼠、⼗⼆神像都非常精彩，當然也收藏展⽰了很多雕
像的殘破的碎片，我們從中可以研究當初作品的結構和製作⽅法。 



  在「室⽣寺」⾦堂裡的雕像各有各⾃的特⾊，如前排的⼗⼆神將立像，各個⾝姿靈動、表
情⽣動，動態和殘留表⾯的顏⾊，⼗分有趣。後排的⼗⼀⾯觀⾳立像，光背上的⾊彩即便是
經過⼀千兩百年，當年的礦物顏⾊仍然鮮豔。在寶物殿中的釋迦如來坐像，挺拔的⿐樑⾯
容、寬厚的⾝形體格在數以千萬的佛像雕刻中，⼗分有美、具有獨到的美感。⽽室⽣寺本⾝
位置在奈良深⼭之中，景⾊幽靜、氣質⾼雅，是本次藝遊當中個⼈最喜歡的佛寺之⼀。 



  「法隆寺」是⽇本最古老的⽊造佛寺，當初興建法隆寺的聖德太⼦也是⽇本歷史中重要的⼈物，他
當時重新訂定了的治國規矩和宗教的信仰，對於後世的⽇本影響很⼤，也因為聖德太⼦是如此的重
要，法隆寺中許多佛像更是按照聖德太⼦的⾝⾼雕刻製作，可說是個⼈⾊彩非常鮮明的⼀座佛寺，
寺廟中收藏聖德太⼦在每個成長階段的肖像雕刻，使得我們得以從作品中推測當年的情景。法隆寺
因為是⾶⿃時代的佛寺，寺中所供奉的⾶⿃時代佛像的造型與其他佛寺截然不同，瘦⾼彎曲的體態
和臉型，飄舞如燕尾的衣襬，都非常具有時代特⾊。法隆寺的⾯具雕刻表情誇張、顏⾊鮮豔，即便
已經老化破損，仍然⼗分迷⼈。因為法隆寺在歷史上多次經歷嚴重的火災，因此許多重要的⽂物被
移置展出在東京的國立博物館中，東京博物館也有針對古老藏品修復雕塑，我們可以透過這些現代
的複製件，還原想像當年的物件美麗迷⼈的⾊彩。

 



後期：在完成古美術參訪後回到東京，於淺草的TOKYO ART LAB A.S.K 發表成果個展。

  這次的個展全部是雕塑創作，創作的材料是⽊刻與脱活乾漆，正是本趟海外藝遊前期參訪
各家佛寺的主要研究⽬的內容之⼀。因此延伸出關於這次在東京的展覽，我想要表達兩個想
法：技法⽂化、材料⽂化。


  技法⽂化，乾漆是將⽣漆混合砥粉、⽊粉等天然素材，塗在⿇
布上的技法，透過⼀層⼀層堆疊的漆與⿇布，形成結構上的厚
度與強度，最後塗漆、上⾊或貼箔。從歷史的研究中可以發
現，不論是宗教祭祀還是⽣活器物，漆的使⽤已經伴隨⼈們很
長的時間，特別集中在奈良時代有非常精彩的乾漆造像，如興
福寺的阿修羅、唐招提寺的盧舍那佛坐像等等。隨著時間到當
今，乾漆雕塑繼承著傳統佛像的精神性，也在當代藝術中有很
多創新創意的創作表現。

  乾漆作品在精神上與視覺經驗上有著獨特、難以⾔喻的質感特
⾊，從這裡可以接續討論到「材料⽂化」，乾漆作品的基底所
呈現的質感是樸素、暗沉的⿊褐⼟⾊，但經過研磨、塗漆、上
⾊、貼箔，可以表現完全不同的鮮豔、閃亮效果。兩種不同的
風格，卻相同富有質感和層次，是它特有的魅⼒與質感。另
外，經過時間的風化，原先妝彩鮮豔的作品，可能會變的樸拙

斑駁，雖然這樣的古⾊有著相反的感覺、卻同樣讓⼈相當喜愛著迷。也從材料的差異性中看
⾒時間。


  狗的雕塑：我的創作系列中，經常出現「狗」，因為我很愛我養的狗。⼀開始我專注以牠
當作是創作的對象，刻畫牠的表情、⾝體動作。漸漸的我開始關⼼以牠為中⼼所圍繞的事
物，例如我們⼀起去爬⼭的經驗、疫情時在公園遇到的松鼠。這次的個展則是「她與流浪狗
朋友」。在台灣，很多沒有主⼈的野⽣狗會在公園、⾺路邊、⼭上或湖邊⽣活，《龍》就是
我們在宜蘭的⼀個湖邊遇到的野⽣⽝好朋友，他很友善、也很⾼⼤、不貪吃，但是眼神裡好
像不斷的在尋找什麼似的。這幾年因為台灣的法律禁⽌安樂死收容中⼼的動物，所以不斷增
加的狗的數量，變成新的問題，收容⽝可能⼀輩⼦住在收容中⼼。《等待幸福-
2021082801》、《等待幸福-2018012911》是我在收容所擔任志⼯時幫忙照顧的狗，因為
是體型⼤、年紀⼤的男⽣、所以不容易被⼈領養，作品名字的數字就是他們的編號。我不想
要⽤悲傷的⽅式分享這些經驗，因為他們是真實存在的⽣命，我希望能記錄他們開⼼的表
情。 



 



3.執⾏成果與分享回饋

  2017年在沖繩藝術⼤學交換時，第⼀次聽到「古美術之旅」這樣的活動，⽇本重要的美術
⼤學如東京藝⼤、武藏野美⼤以及沖繩藝⼤會在學期中安排藝⼤學⽣參加這樣的旅遊。無奈
當年因交換的學期剛好錯過這樣的「古美術之旅」機會，然⽽⼼裡⼀直存在這樣的⼼願。


  本次海外藝遊在奈良、京都和東京欣賞許多佛寺、國寶雕塑，可以比擬為尋根也可以說是
溯源，它完全實現了多年前的遺憾與好奇⼼，也讓我在創作上、思想上更加的⾃信，解答了
許多不清楚的概念，旅程中也認識很多傳統⼯藝雕刻師、⼯具店、當代藝術家和策展⼈。


  親眼⾒識感受這些雕刻的精湛技法與現場感染⼒之外，我也學習佛像的⽊⼼棒如何設計、
⿇布的厚度、顏⾊的處理、雕刻⼑的運⽤...在尋找答案的同時⼜啟發了更多的想法和對於不
同領域的想像，原先單純的想親眼⾒證千年的佛像雕刻和⾒識製作的技法與素材，但當我親
⾃走進佛堂，與雕像⾯對⾯的對話，不由⾃主的萌⽣對哲學的提問與神秘學的感受，是意料
之外的收穫。看著這些雕塑，我嘗試回推著千年前的製作過程和想像這些世紀以來發⽣的
事。祂們在我出⽣之前就存在，沒有意外的話，等到我老了死亡之後，祂也會繼續長久的存
在，除了藝術之外，我也開始思考⼈⽣、時間、⽣命等等想法。


  在分享的過程中，許多朋友給予我的回饋是：他們原先對於⽇常⽣活中的佛像、漆器習以
為常，卻不曾有這樣的理解和更深⼀層的討論，更對於我在個展中提到動物在⼈類社會中的
議題有不同的想法。不論是藝術家或是⼀般⺠眾、不論是異國⽂化的交流還是創作技法的⼼
得交換，或是對⽣命經驗與社會觀察的⼼靈上的交友，當計畫結束後我所得到的回饋和成就
感是繼續維持創作和交流的動⼒之⼀。


  創作是孤獨的，使⽤冷⾨少⾒的媒材也是孤獨的。持續創作、在藝術創作中延伸、研究並
有機會將成果在國際的平台分享推廣交流，在旅途中和分享中所獲得的回饋再回到創作的循
環中，形成下⼀階段的養分靈感，⾃我感覺是接續了千年前佛師的雕刻，也是致敬了千年前
東渡⻄進的佛師、使者，承先啟後，更期待⾃⼰也能對於台灣的藝⽂有正⾯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