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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至五年舉辦一次個展，是我立下鞭策自己的誓約，而每次個展都要表現作品新的風貌

是我想突破自己的一種方法。從民國七十八年個展到現在，剛好經過了五個寒暑，這次個展

算是我向社會「交作業」的一次發表會。

　　回顧我的創作風格，從十年前以誇張手法表現的瘦長人體

系列，到五年前的虛形以及綜合立體和浮雕表現的圓形、方形

系列，到這次個展所發表的半抽象人體系列，可以看出我創作

的一脈風格和演變。從內涵上來說，我的雕塑一直是以人為中

心，強調人與人之間的扶持和關心，並肯定人性的尊嚴和價值。

從造形上來看現在的作品。有些是延續虛形系列的風格而加以

半抽象化處理，有些則是新具象的實驗一有具體的人的形象，

而無「完整」的人形表現，如歷史人物系列。但這些作品有異

於以往作品的空間和技巧處理;如半抽象的現代人體系列，我用鐵

絲網做成弧形的面後，再依題材的構思彎曲塑成各種作品。歷史

人物部分，則常做中空的立體表現，整體來說，現在的作品不像

虛形系列那麼生硬、單薄，而更有立體的空間感。這種空間感是

「虛空」的，而非「實量」的。我認為，「虛空」的表現，有時

比 「實量」更具有空間感和玄妙性。虛即是實，實即是虛，因為

多餘的實體也等於是虛無，只會給視覺更沈重，必欲除之而後快，

含蓄性是中國文化的象徵，在歷史人物中，我刻意不做臉部刻劃，

就是要給觀賞者留一個想象的空間，因為歷史人物我們都沒看過，

我們又如何能正確勾勒他的輪廓，我只是想把偉人的風範氣節彰

顯出來，因為我們都是效法他的足式典範而已。作品的另一單元

─景觀雕塑，有些是我以前為環境或配合公共建築所製作的

作品，有些則是我自己設計出來的小模型，準備放大用，具

有環境雕塑的宏觀。內容多是以較健康、吉祥的主題來創作。

景觀雕塑必須配合人文背景的考量，讓作品具有親和力。更

需要注意造形、材質與自然因素、環境因素的互動，方能使

作品發揮它的景觀價值。雕塑走向戶外，步下台座，放大尺

寸，善用材質，是雕塑景觀化的趨勢，時勢潮流如此，雕塑

家必須面對這方面的省思和努力。

　　這次展出的作品。共分為三大類．現代人體一半抽象表



現;歷史人物一新具象風格;景觀雕塑一抽象及半抽象造形。雖然有不同的主題和形式，但是

表現的手法大致如一，這些作品部是以二十年來我已不用的石膏做為模型材料，我用石膏堆

塑的造形，既有塑造的輕盈感。亦有雕刻的堅實性，在塑與刻之間產生陰陽、虛實。動靜的

互動感。雖然這些石膏模型皆已翻成青銅，但仍然可以看到這些作品表現過程中所留下來的

塑與刻，柔與剛互動並濟的痕跡。作品的陽面，我以較光滑的肌理彰顯雕塑的外張性;陰面，

則以各種材質或線紋表達作品的內聚力和雕塑特有的質感。

　　材料、空間、時間、質感、色彩為造形的五大要素，

除了動態雕刻的時間因素外，其他四大因素我皆做了很

大的嘗試和突破，並尋著我的個性化做造形的空間。像

許多作品中，圓弧形的張面，即是表達做人處事要圓融

些。弧形的面，邊沿大致都處理成規律的弧線，是我生

活規律化的形制。弧形的面和弧形的線在作品的上端常

合成尖形的樣子，則是有時我會表現好強，或做人、創

作都想追求卓越的一種象徵。而造形中常見的虛空或凹

面、則是做人處事想謙沖一些，多聽別人的，以虛為實

的人生觀自勉。

　　總結我現在作品表現，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非寫

實的抽象或半抽象表現。二是主題內涵的生活化和中國化。三是作品創作有一脈相承的風格。

這是我創作生涯中階段性的告白，也是我的成績單，祈盼藝術界前輩同道不吝賜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