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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中的三義木雕

文／賴永興 Lai Yung-hsing（臺灣藝術大學雕塑學系助理教授）‧圖片提供／三義木雕博物館

記2010臺灣＆日本國際木雕藝術交流展「藝木異城：木雕＝木彫」

Sanyi Wood Sculpture in Growth: On the 2010 Exchange Exhibition of Wood 
Sculpture, Taiwan and Japan

　「三義木雕」不只在臺灣、在國際上

也已經開始展露其知名度。「三義木

雕」就像「景德鎮」陶瓷或「索林根」

（Soligen）刀具一樣，已經是一個專有的

稱謂，它包含了傳統的工藝木雕、外銷

的商業木雕、原住民木雕、宗教木雕、

藝術創作木雕等等，在三義的店家、工作

室或博物館內可以看到的，我們都可以統

稱之為「三義木雕」，它有來自中國粵閩

沿海傳統木雕的脈絡，也有日本人的技藝

傳承，但更珍貴的是，部分在地木雕家們

在為生活雕刻之餘，還能從事探索木雕創

作的新方向，這些各具特色的木雕撐起了

「三義木雕」的骨幹。今天「三義木雕」

不只持續地與世界各國的木雕藝術交流，

也吸引了臺灣各界的木雕家在此交匯，它

的內涵逐漸豐富精采，也逐漸擴展了它的

影響範圍，不能預測「三義木雕」會發展

成什麼規模，但是它在健康地成長中。

將臺灣木雕推上國際舞台

　苗栗縣政府國際觀光文化局與三義木雕

博物館近年來除了輔導與推廣在地木雕

產業外，對推廣國際間木雕藝術文化交

流不遺餘力，使臺灣的木雕藝術發展得更

多元，也逐漸受到各界的重視；與世界各

國的木雕藝術交流活動不僅開拓了國人的

視野，也將三義木雕博物館與臺灣的木雕

藝術推向世界。「西方的石雕、東方的木

雕」意味著木雕具有東方民族特色，也是

將臺灣的雕塑藝術推向國際的一個主要強

項。臺灣與日本都是熱愛木雕的民族，雙

方地處優質木材產量豐富的「照葉樹林地

帶」上，木雕發展的歷程雖各有不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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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追求木材溫潤的質感與香氣，另一方

面用鑿鋸與木材對話之下，各自追求對木

雕藝術的熱誠與堅持。

　文化總是在碰撞交流之後會重新綻放更

璀璨的光芒，2010年臺灣＆日本國際木雕

藝術交流展的主題是「藝木異城：木雕＝

木彫」，藝木異城是指聚集各城鎮的木雕

藝術來「三義」山城展出；「木雕」是臺

灣的寫法，發音是（mudiao，ㄇㄨˋㄉㄧ

ㄠ），而「木彫」是日本的寫法，發音是

（mokuchou，もくちょう），「木雕」與

「木彫」之間捨棄了一般的「VS.」採用

「＝」，一面可以呈現雙方文化的特色，

一面是為了強調交流展旨在對等與融洽，

互相欣賞相互尊重，以達到交流展最大的

效益。

　交流展的作品除了創作的理念、技法、

形式的交流之外，也在8月7日邀請日籍木

雕藝術家松田重仁與吉田敦、國內木雕家

黃國書、韓旭東、曾俊豪、觀光文化局徐

局長、木雕館蔡館長、在地木雕藝術家、

薪傳創作營的學生、及有興趣的大學生

等到館舉行座談會，由蔡根教授主持，筆

者擔任翻譯，探討「亞洲木雕藝術的多樣

性，現在與未來」，會中除請與談人員報

告日本、臺灣、中國、越南、尼泊爾、韓國、

法國（歐洲）、義大利等國家或區域的木

雕藝術現況，也討論到木雕藝術表現的瓶

頸與未來展望，並針對木雕家的生存之道

與創作時的心境調整有建議性的策略，

Q&A時間座談情況熱烈甚至延長了一個

小時，堪稱是一場有深入核心的座談會。

多元台灣‧精湛日本：近代臺灣

與日本木雕發展

　臺灣木雕在日治時期受到隨日本官民帶

來的一些木雕藝術及工藝所影響，明治維

新後西洋藝術的影響也伴隨而至，這對承

襲自大陸的傳統木雕系統與原住民木雕自

然造成衝擊，1917年臺灣第一位留學日本

東京美術學校學習雕塑的藝術家黃土水，

他的推薦入學作品之一正是傳統的木刻李

鐵拐像；光復後藝術學校的開設與民間工

藝齊頭並進，木雕藝術一時因民間需求與

外銷產業而大為興盛，學院體系與產業體

系培養了各具特色的木雕藝術家，外來文

化的滋養及行政單位計劃性的推廣之下，

雙方及原住民的木雕藝術家都發展出各自

的創作特色。

　日本因為鍛造業自古就相當發達，在木

雕工具上發展得完整又細緻，木材的產量

豐富，與臺灣的常用樹種如樟木、檜木、

櫸木等相似度高，木建築及佛像雕刻歷史

悠久，又其民族性追求完美的創作態度，

03、04  「入木三分˙嵌合有禮」展出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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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學界等在比例及作品的質量上都做了

細膩的考量與調整，以期能展開一場具有

「＝」號感覺的國際木雕交流展。

    2010年國際木雕藝術交流展有三大特

色：

    一是作品多元精湛，臺日木雕界菁英盡

出，不只作品尺寸較大，雕刻技法豐富多

元，表現題材也充滿各種創意，值得一般

觀眾與專業人士仔細欣賞，藝術科系學生

更是不容錯過。

　二是參展女性木雕家較往常多，臺灣一

位，日本有七位，共八位女性木雕家的作

品參加展出，同時舉辦的大專生薪傳創作

營也出現了8：4的女男比，她們的作品除

了女性特有纖細的表現力之外，有些作品

尺寸更是不讓鬚眉，日籍戸塚Kurumi的

作品〈stand on the ground〉有250公分高，

材質是巨大且堅硬的櫸木，她想要用木頭

作出像大樹的作品，那是有些像我們抬頭

望著大樹的感覺，好像是從一棵大樹發現

了鳥一樣，用鳥爪穩固的踩在地上也象徵

著大樹屹立在土地之上，是一件粗獷又有

力的作品。孫玉佳還是研究所的學生，她

的作品〈優雅的高度〉，三隻雕刻精細可

以襯托女性美姿的高跟鞋，鞋尖卻刻著變

形的腳趾，探討著女性主義的議題；她們

的參與為木雕藝術界帶來一股新的活力。

　三是年輕木雕家參展者占有一定的比

例，日本有較多公募展使年輕木雕家有爭

取榮譽與切磋技藝的機會，臺灣近年來除

三義木雕館的公辦國際木雕創作比賽外，

裕隆汽車也舉辦專業木雕金質賞創作比

賽等，這對在校攻讀雕塑

的學生有極大的激勵作

用。

四區規劃，鋪陳臺日木雕

主題

    交流展場地以木雕館新館為

主，為使作品易於觀賞，依木雕館空間將

作品分成四大區塊依序如下：

使他們的作品具有較細膩的表現，材質的

呈現與刀法的運用一脈相承，是木雕藝術

發展興盛的原因之一。日本雕刻在現代化

之前可說是佛像雕刻史，不僅技法精良，

17世紀時亦出現像「圓空佛」、「木喰

佛」、「鉈雕」等充滿現代感的作品，明

治維新後積極導入西洋雕刻理念與技法，

在東西文化衝擊之下日本的木雕家也迎向

了新時代，堅持的個性與優良的技術傳統

使日本的木雕藝術具有很強的識別性，目

前日本擁有相當多優秀的木雕藝術家，在

世界的藝術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臺灣除了傳統木雕工藝技法精湛，因為

從事木雕創作族群多，特色鮮明，造成我

方作品較多元，因相互競爭而蓬勃發展，

質量亦佳，在展場的視覺呈現上相當精

采。其實臺灣的雕塑現代化早期是透過日

本接受二手的西洋藝術概念，而木雕的代

工產業訓練出一批批雕刻技藝精湛的木雕

師傅，這裡頭包含了國際級的朱銘，至今

世界各國仍有許多高檔的木雕是在臺灣承

製的。這些師傅有一部分不能滿足這樣的

創作，於是開始展開新的創作挑戰，並隨

時代的演變各自開創出自己的創作方向；

學院體系不只培育了一些雕塑家，一部分

至歐美日留學的人也陸續回國，帶回了新

的觀念與創作風格；原住民木雕家也開始

創作新的木雕樣式。現在可說是臺灣的木

雕正迎向一個多元又充滿活力的時代。

菁英盡出‧女力倍增：臺日木雕

藝術交流展特色

　日方作品在挑選上主要以活躍在日本藝

術界的木雕家為邀請對象，這回主要以關

東、九州、沖繩等三大地區為主，老中青

三代兼顧，學界、專業藝術家、年輕輩、

甚至最近在香港佳士得拍賣開始嶄露頭角

的藝術家也接受了我們的邀請。

    基於對等原則之下，國內的作品挑選也

格外地費心，各類木雕比賽的常勝軍、三

義在地藝術家、原住民藝術家、專業藝術

究所的學生 她

三隻雕刻精細可

鞋尖卻刻著變

義的議題；她們

一股新的活力。

者占有一定的比

年輕木雕家有爭

臺灣近年來除

雕創作比賽外，

雕金質賞創作比

木雕

新館為

依木雕館空間將

下：

4   黃紗榮　步步高升

5  戴樂　守護

6   稻葉朗　D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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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承與榮耀──本展場主要在呈現2010

年三義木雕館主辦的國際木雕藝術交流展

與國際木雕創作比賽的傳承與榮耀。南側

有七件國際木雕創作比賽的得獎作品，與

交流展作品一起競豔代表榮

耀；從常設展場要進入新

館時在右手邊會看到一個

前田忠一的大形的狗頭木雕

〈無言者的憤怒〉迎接著觀

眾，緊接著稻葉朗的軌道雪

橇選手〈DASH〉由側面衝出並

與觀者眼神交會，會場右側有陳正

雄老師的寫實作品〈戲棚下〉與場內石

川幸二的設計味濃厚的〈Construction〉

坐鎮著，而67歲的竹田光幸與27歲的池島

康輔是師徒，師父的〈秋風〉與徒弟的

〈Memento mori〉並列表著世代的傳承。

    城鎮與人物──人是城鎮的主角，人物

雕刻也是藝術家最愛的創作題材，作品中

有寫意自在的原住民作家陳正瑞的〈阿美

族耆老〉，也有追求女性優雅氣質如戴

樂的〈守護〉，也有只刻畫臉部表情如西

井佑助的〈H×W＆D〉，更有如韓旭東

〈東方娃娃〉一般承載著厚重的民族情感

的作品，每一件都是作者的分身，帶著每

位作者對自己的城鎮獨一無二的靈魂。

    城鎮與動、植物──動植物為我們的日

常生活增色不少，木雕創作的動植物平易

近人，如福島康惠停在手上的文鳥〈一

個人與鳥〉與施振木紙箱上的蟾蜍〈樂

活（三）〉，也有刻出植物周遭的空氣，

企圖引發出植物的療癒效果者，如石田真

利的〈天空之風〉，還有黃紗榮〈步步高

升〉令人嘆為觀止的技法，波多野的〈鼓

（追想）〉訴說著遙遠東方的歷史與動物

的意象。當我們欣賞著這些精湛的動植物

作品時，是否也該思考到地球上其他動植

物的生死與人類之間存在的問題？

    城鎮與哲學──當人類開始思考自己存

在的意義時，哲學問題於焉產生，張子隆

的〈YOGA〉是對女性軀體線條的完美無

盡追求的造形；上條文穗的〈日光的記

錄（十月四日的太陽）〉巧妙地將紙張夾

成木頭狀再加以創作成書本的造形，有

有七件國際木雕

交流

前田

〈

眾

橇選手

與觀者眼

雄老師的寫實

川幸二的設計味

坐鎮著，而67歲

康輔是師徒，

〈Memento mor

城鎮與人物─

雕刻也是藝術家

有寫意自在的原

族耆老〉，也有

樂的〈守護〉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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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換星移的哲理在裡頭；金捲的〈假面系

列〉多臉的男子像探討你我平日扮演諸多

角色的自我；三宅一樹的〈瑜珈─合掌的

時刻〉其實是他熱愛木雕創作，為木雕投

注生命的寫照。其實木雕創作是一種特殊

的雕塑表現手法，木材具有和人很相近的

溫度，它的成長，被砍伐、被雕刻或被燒

掉，甚至在無人知曉的角落慢慢腐朽，不

正和人有很相近的命運嗎？

參照傳統‧融鑄現代：獲獎作品

簡介

    國際木雕競賽今年有突破性的展開，有

來自九個國家101件作品參加競賽，初選

有62件入圍，決選則有9位獲佳作以上獎

項，其中有三位是日籍木雕家，第一次

第一名的作品是由外籍作家所獲得，是四

元隆明的〈玉之座〉，這是一件造形風格

很古典的作品，坐姿的人物用簡潔的線條

重新設計，彎曲腿部用幾何塊狀呈現令人

聯想起古埃及的雕像造形，也感受到濃烈

的日本味。各部位的表面處理和著色都非

常細膩，木雕的工藝性趣味發揮得非常妥

當，與整體造形配合得相得益彰，是件當

之無愧的好作品。第二名是曾俊豪的〈歷

史印記〉，這是得獎作品中唯一的一件複

合媒材作品，作品採用壁掛方式呈現，或

許是要強調正面性，或配合作品的翅膀造

形讓作品有輕盈的感覺，使作品有很好的

展示效果，他巧妙地將許多藝術家的作品

特徵融匯入自己的作品裡頭，是一件識別

性很高的作品。整體看來，這個比賽已逐

漸國際化，今年大獎由外國人獲得也昭告

著我們的審查是公平慎重的，這會鼓勵往

後會有更多的外國參賽者來參加，初次參

賽的22位裡頭，有9位學生，另有2位才剛

 7  三宅一樹　
瑜珈─合掌的時刻

 8 韓旭東　東方娃娃

 9 四元隆明　玉之座

10 曾俊豪　歷史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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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年輕世代的加入是非常可喜的事。

    這次的策展工作雖然是由筆者與大葉大

學吉田敦老師擔任，沒有吉田老師開朗的

個性與日本人脈，難以邀到這麼多的精彩

作品，蔡根老師在沖繩與九州方面的人脈

也幫了很大的忙，整個展程在苗栗縣國際

觀光文化局與木雕博物館、企畫公司、媒

體界、三義在地人士、臺日籍的諸位評

審、工讀生及其他協助者的幫助下得以順

利進行，在此向所有參與者致上十二萬分

的謝意。

  其實參與企畫之初，臺藝古蹟藝術修復

學系的林漢鼎老師也是策展人之一，無奈

第一次會議時就因持病請假。林老師留學

日本多年，於金澤美術工藝大學獲得藝術

碩士學位，在國內推廣木雕教育多年，這

次的參展參賽者中有許多木雕家都是他的

學生，無奈於去年年底去世，著實令人心

痛惋惜，為完成他的遺願，我們也安排他

的作品參展。

　三義木雕博物館自成立以來在國內推廣

木雕藝術不遺餘力，拉拔著國內各界木雕

藝術家在藝術界開創出另一片天地，在國

際藝壇上「三義木雕」這塊招牌也已經開

始打出知名度，如今木雕藝術在臺灣正

在蓬勃發展之中，不論是三義在地、原住

民、專業藝術家、學界的木雕家、都發展

出多元的創作特色。但是我們不能就此滿

足，應隨時接受新的刺激與思維，創作出

具有個人特色、時代精神、民族文化的作

品，如此臺灣的木雕藝術便能永續發展，

在全球化的藝術環境中凸顯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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