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美藝術 中國‧臺灣藝術 亞洲藝術 其他地區藝術

與

文學

100 場藝術與文學的豐美盛宴，從古埃及石雕、王羲之書法，到美國普普藝術；

從荷馬史詩、雨果的《鐘樓怪人》，到「台灣文學之父」賴和的詩文。

繪畫、書法、雕塑、建築、工藝美術；小說、散文、詩歌、劇作，樣樣齊全。

欣賞人類史上最偉大的作品，是美的陶冶，更是性靈的提升，讓人流連忘返，受益無窮。再現世界藝術與文學再現世界藝術與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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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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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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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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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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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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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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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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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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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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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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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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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韓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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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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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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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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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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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圖
︾
︵1447
︶

8!  

韓
國
新
羅
王
朝
藝
術 

慶
州
︽
石
窟
庵
︾
︵
約800

︶

8) 

日
本
近
世
繪
畫 

江
戶
時
代
，
喜
多
川
歌

︽
仕
女
︾
︵
約1789~1801

︶

7(  

日
本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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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
畫 

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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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代
，
狩
野
永
德
︽
洛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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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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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
︵1574

︶

7*  

日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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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平
安
時
代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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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
氏
物
語
繪
卷
︾
︵
約12

世
紀
中
葉
之
後
︶

7&  

日
本
古
代
繪
畫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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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代
︽
鳥
毛
立
女
屏
風
圖
︾
︵
約713~755

︶

7^  

臺
灣
繪
畫
藝
術 

廖
繼
春
︽
有
香
蕉
樹
的
院
子
︾
︵1928

︶

7%  

近
現
代
繪
畫
藝
術 

張
大
千
︽
廬
山
圖
︾
︵1982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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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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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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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齊
白
石
︽
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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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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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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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金
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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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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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圖
︾
︵1761

︶

7@  

清
代
繪
畫
藝
術 

石
濤
︽
搜
盡
奇
峰
打
草
稿
︾
︵1691

︶

7!  

明
代
繪
畫
藝
術 

徐
渭
︽
墨
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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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
約1558~1568

︶

7) 

明
代
繪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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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文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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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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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圖
︾
︵1516

︶

6(  

元
代
繪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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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鄭
思
肖
︽
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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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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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1279~1316

︶

6*  

元
代
繪
畫
藝
術 

黃
公
望
︽
富
春
山
居
圖
︾
︵1347

︶

6&  

元
代
繪
畫
藝
術 

趙
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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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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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5

︶

6^  

南
宋
繪
畫
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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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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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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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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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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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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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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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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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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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繪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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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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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1100~1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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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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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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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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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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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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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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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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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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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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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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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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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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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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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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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餐
︾
︵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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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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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藝
術 

華
鐸
︽
傑
爾
桑
店
舖
招
牌
︾
︵17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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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
梅
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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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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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畫
家
︾
︵1665~16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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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
蘭
巴
洛
克
藝
術 

林
布
蘭
︽
夜
巡
︾
︵1642

︶

1* 

法
蘭
德
斯
巴
洛
克
藝
術 

魯
本
斯
︽
愛
的
花
園
︾
︵1632~1634

︶

1& 

西
班
牙
巴
洛
克
藝
術 

委
拉
斯
蓋
茲
︽
侍
女
︾
︵1656

︶

1^ 

義
大
利
巴
洛
克
藝
術 

卡
拉
瓦
喬
︽
聖
馬
太
蒙
呼
召
︾
︵1599

︶

1% 

義
大
利
巴
洛
克
藝
術 

貝
尼
尼
︽
聖
彼
得
大
教
堂
︾
︵17

世
紀
︶

1$ 

德
國
文
藝
復
興
藝
術 

杜
勒
︽
朝
聖
者
來
訪
︾
︵1504

︶

1# 

義
大
利
文
藝
復
興
藝
術 

提
香
︽
烏
爾
比
諾
的
維
納
斯
︾
︵1538

︶

1@ 

義
大
利
文
藝
復
興
藝
術 

拉
斐
爾
︽
雅
典
學
院
︾
︵1510

︶

1! 

義
大
利
文
藝
復
興
藝
術 

米
開
蘭
基
羅
︽
西
斯
汀
教
堂
的
壁
畫
︾
︵
約1510

︶

p 

義
大
利
文
藝
復
興
藝
術 

達
文
西
︽
蒙
娜
麗
莎
︾
︵
約1503~1506

︶

o 

義
大
利
文
藝
復
興
的
開
端 

波
提
且
利
︽
春
︾
︵
約1482

︶

i 

北
方
歐
洲
文
藝
復
興
初
期 

法
蘭
德
斯
范‧

艾
克
︽
根
特
祭
壇
畫
︾
︵
約1425~1429

︶

u 

中
世
紀
宗
教
畫 

義
大
利
杜
契
爾
︽
莊
嚴
的
聖
母
︾
︵
約1308~1311

︶

y 

拜
占
庭
藝
術 

鑲
嵌
畫
︽
五
餅
二
魚
的
奇
蹟
︾
︵
約520

︶

t 

羅
馬
帝
國
藝
術 

龐
貝
古
城
壁
畫
︽
伊
索
斯
戰
役
︾
︵
約100 B

.C
.

︶

r 

古
希
臘
石
雕
藝
術 

︽
米
羅
的
維
納
斯
像
︾
︵
約200 B

.C
.

︶

e 

古
希
臘
藝
術 

雅
典
︽
巴
特
農
神
殿
︾
︵
約450 B

.C
.

︶

w 

新
亞
述
帝
國
藝
術 

︽
有
翅
膀
的
人
面
獅
身
像
︾
︵
約883~612 B

.C
.

︶

q	

古
埃
及
藝
術 

︽
基
沙
大
金
字
塔
︾
︵
約2551~2528B

.C
.

︶

  古埃及藝術
《基沙大金字塔》
（約 2551~2528B.C.）

羅馬帝國藝術：龐貝古城壁畫《伊索斯
戰役》（約 100 B.C.）

義大利文藝復興藝術：拉斐爾《雅典學院》（1510）

法國新古典主義：安格爾《宮女》（1814）

法國巴比松畫派：米勒《拾穗者》（1857）

挪威表現主義：
孟克《吶喊》（1893）

美國普普藝術：安迪渥荷《瑪莉蓮夢露圖像》
（1967）

法國現代雕刻：羅丹
《沈思者》（1902）

 唐朝繪畫藝術：
 張萱《虢國夫人遊春圖》
（約 752）

五代十國繪畫藝術：南唐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約 937~978）

 日本近世繪畫：
 江戶時代喜多川歌 《寬政三美人》

近現代繪畫藝術
齊白石《蝦》
（1949）

  日本中世繪畫：
  平安時代後期《源氏物語繪卷》
（約 12世紀中葉之後）

土耳其＆西亞藝術：
伊斯坦堡《蘇丹艾哈邁德
清真寺》（1616）

 大洋洲藝術：
 復活節島《巨石人像》
（約 900 B.C.~1500）

 古希臘石雕藝術：
《米羅的維納斯像》
（約 200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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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代∣表∣作

埃
米 爾 ‧ 左 拉（Émile Zola，

1840∼ 1902年），是法國 19

世紀最偉大的作家之一。既是自然主

義文學的領袖，也是法國自由主義政

治運動的重要角色。他胸懷天下，關

心社會公平正義，逝世後被送進先賢

祠安息。

莫泊桑這樣描述他：「左拉中等

身材，微微發胖，有一副樸實但很固

執的面龐。他的頭像古代義大利版畫

中人物的頭顱一樣，雖然不漂亮，卻

表現出他聰慧和堅強的性格。在他那

很發達的腦門上豎立著很短的頭髮，

直挺挺的鼻子像是被人很突然地在那

長滿濃密鬍子的嘴上一刀切斷了。這

張肥胖但很堅毅的臉的下半部覆蓋著

修得很短的鬍鬚，黑色的眼睛雖然近

視，但透著十分尖銳的探求目光。」

看了上述的描寫，左拉的形象已深印

在讀者心中。

出身、訂交與成名

左拉 1840年出生於巴黎，父親是

一位義大利工程師，只可惜不幸在他 7

歲時就過世了，他和母親不得不在外

祖父的接濟下生活，家境貧寒。他的

童年在法國南部普羅旺斯的艾克斯度

過，在讀波旁中學時便顯露出不尋常

的文學才華，開始嘗試小說、戲劇、

詩歌的創作。在此他結識了保羅·塞尚。

那時候的他身體孱弱，還患有高度近

視，經常被同學們欺負。塞尚比他高

兩屆，有一天他站出來保護被同學嘲

弄的左拉，左拉心存感激，第二天上

學帶給塞尚一籃蘋果作為報答。從此，

兩人開始了長達幾十年的友誼。

左拉 1858年遷居巴黎，開始為畢

生的文學事業奮鬥。起初，他做了幾

年的牧師，1862年到阿謝特書局當打

包工人，正是這些年生活的辛酸，為

他日後的文學創作累積了厚度。後來，

因出眾的才華被書局提拔為廣告部主

任，並開始在報刊上發表作品。

1864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

說《給妮儂的故事》，次年著成自傳

體小說《克洛德的懺悔》，因內容淫

穢，被員警勒令辭職。左拉從 1860年

代中期提出自然主義文學創作理論，

他主張深入體察社會，以科學實驗的

方法從事寫作，按生物學規律描寫

人，客觀地記錄現實生活的方方面面。

1871年開始發表長篇系列小說《盧貢 -

瑪卡爾家族》。他的作品真實描寫了

19世紀法國各個階層的人們的生活，

深刻而偉大。1870年 5月 31日，左拉

新婚，他邀請了塞尚做自己的證婚人。

1877年，作品《小酒店》令左拉一夕

成名，1880年，一部描寫妓女悲慘命

運的小說《娜娜》出版後大獲成功，

隨之獲得了豐厚的收入。

主持公義，身後哀榮

1894年，著名的「德雷福斯案件」

爆發，猶太裔軍官德雷福斯被誣陷洩

露軍事機密，以間諜罪被判入獄。左

拉挺身而出，為其辯護，接連發表了

《告青年書》、《告法國書》，並在

《曙光報》頭版頭條發表了寫給總統

菲利斯·弗爾的公開信——《我控訴》。

左拉因此也受到軍中右翼勢力的迫害，

被判處誹謗罪，被迫逃離到英國避難。

但左拉的呼籲引發了法國民眾的覺醒，

1899年，德雷福斯接受了有罪赦免，

左拉才得以回國，此案直到左拉死後

才徹底平反。

左拉不顧自身安危捍衛社會的公

平正義，由此可見他緣何備受全世界

讚譽。馬克．吐溫曾經這樣寫道：「一

些教會和軍事法庭多由懦夫、偽君

子和趨炎附勢之徒所組成；這樣的人

一年之中就可以造出一百萬個，而造

就出一個貞德或者一個左拉，卻需要

五百年！」

1902年，左拉因煙囪堵塞而一氧

化碳中毒，死於自家公寓，也有人說

這是政敵的蓄意謀害。10月 5日舉行

了隆重的葬禮，數千名仰慕者護送他

的靈柩到蒙馬特公墓，法國各界眾多

知名人士參加了他的葬禮，法國人民

容貌特色鮮明，開自然主義文學先河。

著作等身，擁躉無數；

為含冤者伸張正義，正氣凜然。

最後入葬先賢祠，是對左拉一生的最高褒獎。

自然主義文學代表作家左拉
塞尚半生的摯友

文∣學∣的∣呼∣應

聖
維
克
多
山

1900年，左拉的劇作《小酒店》重演時的片段。
《小酒店》英語版於 1879年在英國倫敦上演時更
名為《飲酒》。

1867年出版的左拉小說《紅杏出牆》（《Thérèse 
Raquin》）插圖。《紅杏出牆》一譯《泰蕾絲·拉
甘》，描述了女子泰蕾絲在嫁給姑母的兒子卡米

耶後，與年輕男子洛朗相遇並產生了激情。泰蕾

絲和情夫一次次偷情，因無法結合而謀殺了身體

孱弱、愚鈍木訥的丈夫卡米耶。這對男女為了逃

避殺人後產生的可怖幻覺，最後雙雙服毒自殺。

晚年的左拉。這位 19世紀法國文學巨擘，樸實、
聰慧、堅毅，目光尖銳，一生為世間公平正義奮

戰不已。

1898年 1月 13日的巴黎《曙光報》，頭版刊登
了左拉致法國總統的公開信，即著名文章《我控

訴》，向世人揭示了「德雷福斯案件」是一樁冤案。

漫畫作品：左拉向軍隊的高層發起進攻。描繪

1898年，法國軍政府迫害猶太軍官德雷福斯，左
拉挺身而出揭露總參謀部陷害德雷福斯的陰謀。

（攝影╱ Anyfoto．春秋圖庫）

（攝影╱ FOTOE）

（攝影╱ Anyfoto．春秋圖庫）

（攝影╱ 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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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100 件曠世鉅作，

悠遊古今中外藝術文化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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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套100冊
每月出版3冊

隆重推出

．長 29.5公分，寬 23公分。
�  32頁（部分冊數因作品尺幅大，增加 4∼ 8頁）
�厚磅雪面銅版紙全部彩色精印。

�全 100冊。每冊 25000字，圖片 70∼ 80幅。

暢談國際文化

本書獨一無二，九大精彩特色。
涵蓋最完整…………………………………………………………
從史前到 20世紀，橫跨全球五大洲，各地區、各時代、各民族、各宗教
的藝術文化創作都包含在內，涵蓋面十分完整。

品項最精華	…………………………………………………………
從人類藝術長河中，精挑細選出最偉大藝術家的最精華作品，包括繪畫、
書法、雕塑、建築以及古文明遺跡，匯聚了所有人類的藝術精華。

脈絡最清楚	…………………………………………………………
全套 100本，按照藝術史的發展過程，依序排列，體系完整，脈絡清楚，
100本合在一起，猶如一部完整的藝術文化史。

層面最深廣	…………………………………………………………
不只談藝術，還介紹相關文學作品以及音樂、舞蹈、戲劇等其他藝術類型，
並分析時代背景和社會情況。深度及廣度遠超出一般只談藝術的書籍。

解說最詳盡	…………………………………………………………
藝術作品解析深入淺出而有趣。沒有深奧的專業術語，不賣弄艱深
學問，人人都能懂，藝術不再高不可攀。

內容最翔實	………………………………………………………
聘請海峽兩岸鑽研藝術的專家學者撰稿，其學養豐富，文字暢達，
下筆言之有物，內容翔實可靠。

圖片最精美…………………………………………………………
徵集各大博物館、美術館的藝術品圖片，透過最先進的印刷技術，
充分呈現原作的精彩。

製作最嚴謹	…………………………………………………………
經數年籌備，由一流資深編輯團隊精心編製，每個細節都嚴格要求，
專業而嚴謹。

編印最講究	…………………………………………………………
美術設計簡潔大方，凸顯藝術品之美。紙張、印刷、裝幀各環節都講究，
呈現最高編印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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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暢談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Chang-Tang Int. Publishing Co., Ltd.
地址： 403 台中市西區自治街 155號 7樓之 5         電話： 04-2378-0458
傳真： 04-2372-2376             網址： http://www.c-talk.com/flash.htm

天使唱詩班
他們身著錦緞絲絨衣裳，邊唱邊彈奏風琴、

六弦豎琴等樂器。這群栩栩如生的天使，

沖淡了中央那群人靜止、嚴肅而又莊重的

態度。畫家巧妙地運用飽含象徵意義的濃

厚、飽和的油畫色彩，描繪出光線的微妙

變化。宏偉的結構與美麗的樂器象徵著人

類的藝術才能，暗示著人類是美的創造者。

聖父上帝
以基督外表出現的聖父上帝的形象。聖父身著

鑲金邊的深紅色長袍，頭戴三重冕，象徵三位

一體的本性，代表他掌管著天國、地上和地下

世界。他左手持權杖，右手微舉為祝福的儀式，

腳旁擺著一頂鑲嵌著珠寶的皇室王冠，衣服皺

褶處繡著「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亞當和夏娃
亞當從壁龕的暗影中出現，

對自己罪行的悔恨之情清晰

可見，腳的角度是對著觀眾

的。亞當和夏娃的形象被放

在天國層是罕見的，代表了

被救贖的人們，也表達了上

帝對人類的愛。

這是北方祭壇畫中最早出現

的大型裸體畫，對人體細節

表現得極為細膩。

該隱、亞伯獻祭（左）
與亞伯被殺（右）
兩端又長又窄的板上，用視覺

錯手法，以淺浮雕形式在亞當

和夏娃的頂上，刻畫了亞當和

夏娃的兒子該隱和亞伯的獻祭

以及亞伯被該隱所殺的情節。

四種德行的代表
兩側嵌板中是象徵四種基本德行的代表—代表公正的法官，代

表剛毅的騎士，代表審慎的朝聖者，以及代表節制的修士。他

們置身於一座鬱鬱蔥蔥的小山的簡單風景中，踏著石頭路走

來，遠處右邊的路上是聖克里斯多夫的巨大形象。

《羔羊的崇拜》
祭壇畫下面的部分《羔羊的崇拜》描繪了這幅作品的主題，具有象徵意義的聖餐祭品羔羊（基督的象徵）

被安放在處於中軸線的祭壇上，在聖泉和飛翔的聖靈鴿子之間。浩蕩的祈禱隊伍向著羔羊走去。

施洗者約翰
身著翡翠綠長袍和駝色外衣。形象瀟灑自如，

色彩飽滿。雖與對面人物雖相對而坐，但姿勢

絲毫不顯局促。

聖母馬利亞
身著深綠色長袍，頭戴有 12 顆星辰的冠

冕，上有百合花和玫瑰花，是純真和愛的

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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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蘭德斯的藝術直接脫胎於中世紀

哥德式藝術，在內容上遵循宗教

題材，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和獨特性。

文藝復興從義大利進入到法蘭德斯之

後，因為缺乏像義大利那樣的古典文

化基礎，就在改造和發展晚期哥德式

藝術的過程中來發展自己的文藝復興。

可以說，法蘭德斯的文藝復興是在民

族傳統和中世紀藝術的基礎上發展起

來的。

這種情況造成了法蘭德斯的藝術

家有別於義大利藝術家的特點：在形

式上具有中世紀哥德式的僵硬、略顯

呆板的特點和濃厚而靜謐的宗教神秘

主義氣氛。形象描繪細緻入微，表現

了壯麗、莊嚴、肅穆沉靜的感覺。

范．艾克兄弟

揚．范．艾克（Jan Van Eyck，
約 1390∼ 1441年 )出生於法蘭德
斯一個繪畫世家，與他的哥哥希伯

特．范．艾克 ( Hubert  van  Eyck，約
1385/90∼ 1426年 )合稱為范．艾克
兄弟。他是法蘭德斯由中世紀哥德式

藝術過渡到文藝復興藝術的奠基者，

油畫技術的革新者，因其對油畫藝術

技巧的發展做出了獨特的貢獻，被譽

為「油畫之父」。

勃艮第王國是歐洲中心地區的一

個國家，位於法國中部。它曾經在歐

洲歷史上顯赫一時，今天卻已在歷史

長河中消失了。在勃艮第王國的鼎盛

時期，人民富裕安寧，生活水準遠高

於歐洲其他國家的人民。而這個國家

的統治者對藝術的癡迷，也使得當時

很多藝術家獲得了良好的發展空間。

范．艾克兄弟的

才能受到了勃艮第公

爵「善良的菲力普」

的賞識。哥哥希伯特

是勃艮第公爵的御用

宮廷畫師，弟弟則是

荷蘭約翰伯爵宮廷的

首席畫師。哥哥去世

之後，弟弟接受勃艮

第公爵的邀請，來到

了勃艮第公爵的府

邸，繼任哥哥為首席

御用畫師。勃艮第公

爵對揚·范·艾克十分信
任，幾次把國家的秘

密外交使命交給了他，這些旅行也擴

大了他對歐洲藝術的了解。

一生的創作歷程

揚．范．艾克早期的作品都是以

精心刻畫細節和巧妙運用光線的效果

為特點，例如《聖告》（Annunciation）
等作品。1432年《根特祭壇畫》的完
成，標誌著他在藝術上和思想上都達

到了成熟，並且進入到藝術創作的鼎

盛時期。有一種說法認為《根特祭壇

畫》是由范．艾克兄弟兩人先後持續

完成的，但整個祭壇畫中究竟哪些部

分是出自希伯特之手，哪些部分是弟

弟揚畫的，至今只能根據推測加以鑒

別。

之後揚．范．艾克創作了一系

列的宗教題材繪畫的傑作：《盧加

的聖母》（The Lucca Madonna）、
《聖母與羅林大臣》（Madonna with 
Chancellor Rolin）、《卡農的聖母》
（Madonna of Canon Van der Paele）
等。這些作品中宗教的核心地位被減

弱了，人文主義和現實主義因素融入

了進去。人物或置身於富麗堂皇的建

築物，或置身於明媚的大自然中，在

構圖上位居整個畫面的中心。他喜歡

把生動樂觀的思想賦予宗教故事，將

古老神學與文藝復興時代的泛神論觀

念加以融合，從而使畫面產生了新的

內容。

揚．范．艾克在他生命的最後

10年中主要致力於肖像畫的創作。
他摒棄了肖像畫中一些傳統的宗教色

彩的道具，取消了表現宗教虔誠的做

作的動作，著重刻畫人物的相貌特徵

和心理特徵，以及人物周圍的日常生

活環境。因此，他的肖像畫是他畢生

藝術創作中與中世紀的傳統關聯最少

的繪畫類型，使他成為近代肖像畫

的開拓者。他主要的肖像作品有：

《阿爾伯加提樞機主教》（Cardinal 
Albergati）、《包著紅頭巾的男子》
（Man in a Turban）、《 喬 凡 尼．
阿諾菲尼和他的新娘》（Giovanni 
Arnolfini and His Bride）、《妻子之像》
（Portrait of His Wife）等。

法蘭德斯現實主義繪畫的開創者

揚．范．艾克
15世紀的法蘭德斯藝術延續了中世紀的哥德式藝術風格，宗教氣息濃郁。

在揚·范·艾克的筆下，

展現了現實世界豐富多彩的景象和生活片段，

衝破了中世紀的禁錮，

為法蘭德斯的文藝復興開闢了道路。

畫∣家∣小∣傳

揚‧范‧艾克像，銅版畫，約 1640年菲力普‧
基里安的作品。由於缺詳細的記錄，范‧艾克的

早年經歷並不清楚，他的出生年份及地點都是後

人推測的。直到 1422年才有關於他的確實記載。

1413

畫家簡明年表

約 1390年
出生於法蘭德斯馬塞克城

（Maaseik，位於今比利時東
北部），早年生平不詳。

1422年
成為荷蘭約翰伯爵（Count 
John）的宮廷畫師，在海牙為
其裝飾宮廷建築。

1424年

約翰伯爵去世，移居佛蘭德

爾，以其卓越的才華受到勃

艮第公爵「善良的菲力普」

（Philip the Good）的青睞，
先住在里爾，1430年定居於
布魯日。

1425年起

任勃艮第公爵「善良的菲力

普」的宮廷畫師兼室內侍從，

曾經充任使節到過西班牙、葡

萄牙等地。

1441年
去世於布魯日，葬於當地的聖

多納教堂。

揚‧范‧艾克《聖告》（Annunciation），約

1425∼ 30年，木板、油彩，37×93公分，美國

華盛頓國家美術館藏

這幅畫中天使和聖母沐浴在溫柔的光線中，背景

中三扇明亮的窗戶使人聯想到三位一體，聖母的

長袍彷彿因有所期待而微微鼓起。此時范‧艾克

的油畫技巧已經掌握得十分純熟。

《佚名《善良的菲力普公爵的戶外宴會》。范‧

艾克深受勃艮第公爵「善良的菲力普」器重，除

了擔任宮廷畫家，也代表公爵進行多次秘密外交

行動。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 1428∼ 1430年
安排公爵與葡萄牙公主伊莎貝拉的婚事。婚禮在

1430年元月舉行，盛大的慶典連續多日。這是 16
世紀一位法蘭德斯畫家描繪的當時景況。

勃艮第公爵「善良的菲力普」畫像。他是 15世紀
上半葉勃艮第王國的統治者 (1419∼ 1467在位 )，
熱中藝術及學術研究，是當時歐洲最大的藝術贊

助者。范‧艾克長期擔任公爵的宮廷畫家兼外交

官，一生重要事蹟都與公爵有關。此畫像原為法

蘭德斯另一位大畫家魏登所繪，此為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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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
尚窮盡一生探索，畫作風格經歷了多次轉變。起初在古典主義的影響中成

長；後來醉心於寫實主義，繪畫以黑白色調為主，色彩鮮少；後來又深受

浪漫主義啟發；再經過一段印象派時期之後，慢慢將幾種繪畫風格融會貫通，克

服了幾種風格獨有的缺陷，糅合印象派絢麗爛漫的色彩和寫實主義對形和空間的

嚴謹塑造，開創了屬於自己的風格。他對體積和色彩有著獨特的追求，努力表現

出結實、厚重的幾何體感，甚至寧願忽略造型的準確性。他獨創的這種風格更有

個性，而且更真實，使其成為當之無愧的「現代繪畫之父」。

 19 世紀的法國是藝術多元化發展的沃土，

    這裡孕育著一位有著獨特思想的藝術天才——塞尚。

    他在敏銳的藝術感覺中，尋找到現代繪畫的規律。

    從幾幅風景、人物、靜物代表作中，可以看出他的藝術理念與成就。

極具價值的塞尚代表作
現代繪畫開山鼻祖的佳構

畫∣家∣代∣表∣作

塞尚一生都在畫作中保持著冷靜、和諧、平衡，正如畫家自己曾經講過：「畫

畫就是要尋求諸種關係的和諧，把他們轉換到另一種合適的尺度中去。」他強調

物體之間的整體關係，有時候甚至為了尋求各種關係的整體和諧而放棄個體的獨

立和真實性。他有意識的地將注意力轉向表現自己的主觀世界，透過歸納和取捨，

從結構的觀點來描繪物件。他這種對明暗、形體、空間及繪畫技巧本身的研究，

使他創造出一個不同於自然世界的藝術世界。他在色彩造型、藝術變形和幾何構

成等方面的貢獻，展現出全新的藝術理念與境界。

塞尚一生都在思考和解決繪畫的形式問題，他的成就引導著後來年輕一輩藝

術家的創作，到了晚年，他被許多熱愛現代藝術的藝術家們所推崇，公認他的出

現改變了繪畫的歷史。

塞尚《坐在紅椅子上的塞尚夫人》(Madam 

Cézanne in a Red Armchair)  約 1877年，畫布、

油彩，72.5×56公分，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

塞尚一生中描繪夫人的肖像畫作多達 25幅，據說
是因為塞尚總是要求模特兒長時間保持靜止，夫

人性情堅忍，最適合做他的模特兒了。

身穿藍綠色衣服的塞尚夫人優雅地坐在紅色沙發

上，構圖十分穩定，畫家大膽運用紅綠對比色，

不僅未造成不和諧之感，反而使得畫面充滿了活

力。明媚的陽光灑在她臉上，為畫面氣氛增添了

一份慵懶與閒適。雖然人物面部只進行了簡單描

繪，但是夫人的美卻已洋溢在整個畫面中。

塞 尚《 馬 賽 港 灣 》（The Bay of Marseilles） 

1883∼ 1885年，畫布、油彩，73×100公分，

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

這幅作品是塞尚古典構成時期的代表作之一，畫

面構圖講究，地平線位於畫面上方三分之一的位

置，充分展現了馬賽海灣的魅力。近景處，橘紅

色的房屋和土地與碧海藍天交相輝映，冷暖色調

相互搭配，不僅拉大了空間感，更發揮了色彩互

補的作用，營造出明朗舒暢的視覺效果。畫面上

充滿斜向的小筆觸，十分規則，塑造出很好的質

感。此時的塞尚正在逐漸擺脫印象派的影響，畫

家對形體塑造的關注已在畫作中體現出來。

塞尚《丑角》 （Harlequin） 1888∼ 1889年，畫布、油彩，92×65公分，美國私人藏品

小丑是諸多畫家筆下的主角，他們那絢麗的服飾和滑稽外表下不為人知的內心吸引著畫家，也吸引著觀眾。

塞尚經常讓兒子扮成小丑的樣子，從中尋找靈感，此作中的小丑正是塞尚之子所扮。背景中的牆是藍綠色

的，冷色調使其向遠處退去，而地板上的紅色，則拉近了與觀眾的距離，塞尚運用精準的豔麗色彩構築出

一個空間，兼顧了印象派的亮麗色彩和古典主義的空間、形體塑造。小丑身穿紅黑菱格紋的衣服向我們走

來，人們看不清他的表情，畫面充滿夢幻氛圍。

塞尚《玩紙牌的人》（The Card Players）1890∼ 1892年，畫布、油彩，45×57公分，法國巴黎奧塞美術館藏

塞尚以「玩紙牌的人」為主題創作了五幅作品，其中人物五人一組及四人一組的各一幅，兩人一組的有三幅。這件作品是塞尚該題材畫作中

最小的一幅，也是公認最經典的一幅。畫面中兩個人物都微微彎著身子，幾乎對稱，在畫面中形成一個拱形的穩定關係。兩個人專注於各自

手中的紙牌，氣氛充滿緊張。從塞尚給畢沙羅的信中，我們得知其描繪這一題材多半是為了向父親炫耀自己在繪畫上付出努力而收穫的成果，

以及自己在藝術上獲得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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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
尚生活的年代，正值法國近代史

上最動盪的時期之一。普法戰爭

於 1870年爆發，持續至 1871年，是

普魯士為了與法國爭奪歐洲大陸霸權

地位並統一德意志而爆發的戰爭。戰

爭由法國發動，最後，普魯士大獲全

勝，並建立德意志帝國。但同時也埋

下了日後一次大戰、二次大戰仇恨的

種子。

決定德意志命運的一戰

19世紀中期，以普魯士為核心，

統一德意志的行動風起雲湧。在俾斯

麥（Otto von Bismarck，1815∼ 1898）

首相的策劃下，1864年，普魯士聯合

奧地利擊敗丹麥，1866年，普魯士又

擊敗奧地利，統一了北德意志諸邦。

但當時佔據歐洲大陸霸權地位的法蘭

西第二帝國，卻仍然幕後操控著南德

意志四個邦國，企圖阻止德國統一。

為完成德意志的統一，普魯士以

西班牙王位繼承的問題製造爭端，挑

起了普法戰爭。而法國覬覦萊茵河左

岸的土地已久，正等待藉口以開戰端。

於是，面對挑釁，1870年 7月 19日，

法皇拿破崙三世迫不及待地對普魯士

宣戰。

當時的普魯士軍隊可以說是西歐

兵力最強大的軍隊，北德意志聯邦軍

隊加上南德意志諸邦的軍隊兵力在 100

萬以上，大約比法國兵力多出一倍，

並在世界上首先裝備了有膛線、後裝

填的撞針擊發槍，其射速超過老式槍

的三倍。所以，儘管普魯士炮兵數量

少，但他們在戰場上仍占有火力優勢。

普軍參謀總長毛奇將軍早已預料到法

軍會首先發起進攻，而且進攻方向會

選擇在阿爾薩斯和洛林一帶，尤其是

史特拉斯堡，於是提前擬定好了戰爭

計畫。法軍由拿破崙三世親任總司令，

戰鬥力也不弱，但是計畫不周，進退

失據，敗局早萌。

1870年 8月 2日起，普法兩軍在

邊境小規模接觸，普軍 8月 4日便開

始反攻，至 8月中旬，法軍被普軍一

分為二，由巴贊元帥率領的萊茵軍團

17萬人被普軍包圍於梅斯；而由拿破

崙三世率領的 12萬餘人在 8月 30日

與普軍激戰後被迫退守色當。1870年

9月 1日，無法突圍的法皇拿破崙三

世被迫派人呈信給魯魯士國王威廉一

世，表示願「將我的佩劍交到陛下的

手中」。9月 2日，拿破崙三世率 8萬

3千名官兵正式投降。

血色餘波

法軍戰敗的消息令法國舉國譁

然。9月 4日，法國國內發生了政變，

法蘭西第二帝國被推翻，法蘭西第三

共和國正式成立。德意志完成了統一，

但戰爭並沒有就此停止，德軍繼續攻

打巴黎。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國防

政府」並不積極應戰，普軍於 9月 19

日包圍巴黎。

1871年 1月 28日，法德雙方簽訂

停戰協議，2月 26日，草簽《凡爾賽

和約》。3月 18日，巴黎市民群情激

奮發動起義，一天之內佔領了市政廳，

當時的政府官員逃往凡爾賽。3月 26

日，巴黎人民進行投票，選舉產生了

巴黎公社新政府。5月 10日，法國政

府與德國簽署了《法蘭克福條約》。

法國割讓與德國接壤的洛林和阿爾薩

斯兩省，並且賠款 50億法郎，以此換

取德國從法國撤軍，並釋放 10萬法國

戰俘。法國不但戰敗，還割地賠款，

備受屈辱。德法兩國從此結怨，成了

世仇。

決定德法命運的一戰

普法戰爭
德意志要統一疆土，

法國要稱霸歐洲。

恩怨情仇，兵戎相見。

普魯士的勝利，宣告了德意志帝國的誕生。

時∣空∣背∣景

俾斯麥像。他於 1862年出任普魯士宰相兼外交大
臣，是普法戰爭普魯士戰勝的大功臣。因策劃發

動一系列戰爭，推動德國統一，而有「鐵血宰相」

之稱。德國統一之後，出任德意志帝國第一任宰

相。

1870年 9月 1日，普法戰爭中的色當戰役場景。
法蘭西慘遭失敗，導致拿破崙三世統治的法蘭西

第二帝國垮臺。

1871年 3月 18日，巴黎爆發了由巴黎工人和其
他人民、國民自衛軍為反抗「國防政府」而舉行

的起義，事後建立了巴黎公社。不久，巴黎公社

遭到法國政府鎮壓，以失敗收場。

1871年 3月 1日，普魯士在巴黎凱旋門下舉行閱
兵式，慶祝普法戰爭勝利。對法國人而言，這是

備受屈辱的一天。

戰爭對藝術家的影響

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給藝術家的生活帶來很大的影響。他們有

人選擇參戰，有人則倉皇逃避戰爭的迫害。莫內先是逃到荷蘭

繼續作畫，後來輾轉到英國；畢沙羅也避居到倫敦親戚家中；左拉攜妻子和母

親奔往馬賽。馬奈身為軍官出征；雷諾瓦則被徵召到波爾多和塔爾普地區處理

軍務。

塞尚一向在乎的只有藝術，藝術之外的一切都不願理會。他回到家鄉，與

妻子隱居在埃斯塔克。這時他父親還不知道他們已秘密結婚，像其他有錢人一

樣，出錢為塞尚找了個替身，替他出征。可是好景不長，很快員警便開始搜捕

逃避兵役的人，塞尚也列名其中。起初，塞尚並沒有意識到局勢的緊張，還常

常出現在埃斯塔克，甚至經常與朋友們聚會，後來隨著風聲越來越緊，塞尚不

得不儘量減少外出。徵兵委員會曾經派人到塞尚父母的居所搜尋多次，塞尚的

母親都以不知其人在何處為由，將他們打

發走了。後來，他們還曾到埃斯塔克搜

索，然而塞尚的運氣出奇的好，這期間恰

逢他外出寫生，讓徵兵委員會的人撲了個

空，無功而返。

位於馬賽市西北部的埃斯塔克曾是塞尚於戰爭期間

隱居的地方。今日的埃斯塔克街市仍然幽靜，港灣

卻繁忙了許多。

（攝影╱ FOTOE）

（攝影╱ FOTOE）

（攝影╱ 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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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陝西西安薦福寺小雁塔。薦福寺創建於唐文明元年

（684）。初名獻福寺，武則天改薦福寺，是為唐
高宗薨祈福而建。景龍年間（707∼ 709）修建寺
塔。由於比慈恩寺的大雁塔略小，故名小雁塔。

陝西西安碑林博物館。 西安碑林博物館是以孔廟
和碑林為基礎建立的專題性博物館。西安碑林始建

於北宋元祐二年（1087），現有七個碑石陳列室，
八個碑亭，六個墓誌廊，珍藏展示了秦漢至近代的

各類碑刻 4000餘方。

西安，古名長安，為大唐帝國的首都，是8世紀時全世界最大的城市。

雖然如今盛況早已不再，

可這千年古都，從古蹟到文物、從吃食到樂舞表演，

依然處處閃耀著大唐盛世風華！

西安重覽大唐盛世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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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現 100冊

雖
然西安早已在歷史上褪去舉足輕重的地位與光芒，但它仍是中國西北地區

最大的城市，仍是經濟與文化的重心所在。而如今，在全世界皆瘋中國的

時候，它則是中國最著名的旅遊城市之一！因為它是歷十二朝的古都，雖然風貌

幾經變遷，但文明終究在這裡留下了難以盡數的痕跡。尤其大唐風華，不論是大

唐詩人的足跡，還是大唐的文化藝術，或是唐人生活的遺風，若要一窺究竟，非

得到這裡來不可！

譬如慈恩寺與大雁塔，始建於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648），是高宗李治為太

子時，為紀念母親長孫皇后而建的；也是玄奘法師虔心譯經的地方。寺內建有大

雁塔，為七層的方型錐體建築，是西安的古建築標誌。

另與大雁塔齊名的是小雁塔，位於唐皇城南門外的薦福寺內。小雁塔高約

43.4公尺，原高15層，於明嘉靖年間大地震時毀壞頂上2層，而剩今之13層模樣，

其造型優美，是保存完好的唐代建築之一。

碑林博物館位於西安三學街文廟舊址，是收藏歷代書法碑帖的重鎮，尤其是

唐代書法，在褚遂良、虞世南、柳公權、顏真卿、張旭、懷素等大書法家的努力下，

已粲然大備。在這裡可以盡覽諸名家、諸書體的書法藝術，值得一觀。

西安既然是歷代帝都，那麼有關皇帝的遺跡當然吸引人了，而最直接讓人緬

懷的恐怕是皇陵了。西安周邊共有 72座皇陵，最多人參觀的是漢武帝的茂陵、唐

太宗的昭陵、唐高宗與武則天合葬的乾陵。前兩者都是不可一世的帝王，後者則

是唯一的女皇，故事最具話題性，墓前的無字碑最讓人議論紛紛，千年來依然傳

說不斷。

陝西乾陵「司馬道」及石馬，石人。乾陵是唐王朝第三位皇帝高宗李治和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的

合葬陵，位於陝西省乾縣城北 6公里的梁山上，長安西北方向，即八卦的乾位，故稱乾陵。
（攝影╱ Anyfoto．春秋圖庫）

 歐美藝術
□  1.古埃及《基沙大金字塔》
□  2.新亞述帝國《有翅膀的人面獅身像》
□  3.古希臘雅典《巴特農神殿》
□  4.古希臘米羅《維納斯像》
□  5.龐貝古城壁畫《伊索斯戰役》
□  6.拜占庭鑲嵌畫《五餅二魚的奇蹟》
□  7.杜契爾《莊嚴的聖母》
■  8.范．艾克《根特祭壇畫》
□  9.波提且利《春》
□10.達文西《蒙娜麗莎》
□11.米開朗基羅《西斯汀教堂壁畫》
□12.拉斐爾《雅典學院》
□13.提香《烏爾比諾的維納斯》
□14.杜勒《朝聖者來訪》
□15.貝尼尼《聖彼得大教堂》
□16.卡拉瓦喬《聖馬太蒙召喚》
□17.委拉斯蓋茲《侍女》
□18.魯本斯《愛的花園》
□19.林布蘭《夜巡》
□20.維梅爾《畫室中的畫家》
□21.華鐸《傑爾桑店舖招牌》
□22.霍加斯《流行婚姻：早餐》
□23.卡那雷托《聖母升天節禮舟回港》
□24.福拉哥納爾《鞦韆》
□25.大衛《拿破崙的加冕典禮》
□26.安格爾《宮女》
□27.哥雅《裸體的瑪哈》
□28.德拉克洛瓦《自由領導人民》

世界藝術與文學
藝術文學之旅

□29.康斯塔伯《乾草車》
□30.米勒《拾穗者》
□31.馬奈《草地上的午餐》
□32.莫內《蛙塘》
□33.雷諾瓦《煎餅磨坊的舞會》
□34.狄嘉《排練》
■35.塞尚《聖維克多山》
□36.梵谷《夜晚的咖啡館外景》
□37. 高更《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甚麼？我們往

何處去？》

□38.秀拉《大碗島的星期日》
□39.克林姆《吻》
□40.孟克《吶喊》
□41.康丁斯基《構成第六號（洪荒）》
□42.馬諦斯《舞蹈》
□43.杜象《下樓梯的裸女第2號》
□44.畢卡索《三個樂師》
□45.蒙德里安《百老匯爵士樂》
□46.達利《飛舞的蜜蜂所引起的夢》
□47.夏卡爾《高舉酒杯的雙人疊像》
□48.波洛克《構圖31號，1950》
□49.安迪渥荷《瑪莉蓮夢露圖像》
□50.查克克羅斯《約翰的畫象》
□51.惠斯勒《灰色與黑色的配置──母親的肖像》
□52.羅丹《地獄之門》
□53.列賓《伏爾加河上的縴夫》
□54.希施金《傍晚》

 中國．台灣藝術
□55.秦始皇《兵馬俑》
□56.西漢《馬王堆漢墓彩繪帛畫》
□57.顧愷之《洛神賦圖》
□58.王羲之《蘭亭序》
□59.敦煌《莫高窟》
■60.張萱《虢國夫人遊春圖》
□61.李昭道《明皇幸蜀圖》
□62.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

□63.范寬《谿山行旅圖》
□64.張擇端《清明上河圖》
□65趙佶《瑞鶴圖卷》
□66.馬遠《山徑春行圖》
□67.趙孟頫《鵲華秋色圖》
□68.黃公望《富春山居圖》
□69.鄭思肖《墨蘭圖》
□70.文徵明《綠蔭草堂圖》

□71.徐渭《墨葡萄圖》
□72.石濤《搜盡奇峰打草稿》
□73.金農《玉壺春色圖》
□74.齊白石《蝦》
□75.張大千《廬山圖》
□76.廖繼春《有香蕉樹的院子》

 日本藝術
□77.天平時代《鳥毛立女屏風圖》
□78.平安時代後期《源氏物語繪卷》

□79.狩野永德《洛中、洛外圖屏風》
□80.喜多川歌磨《仕女》

 韓國藝術
□81.慶州《石窟庵》 □82.安堅《夢幻桃源圖》 □83.金弘道《風俗畫帖》

 東南亞藝術
□84.緬甸《阿難陀寺》
□85.柬埔寨《吳哥窟》

□86.印尼《婆羅浮屠》
□87.泰國《曼谷玉佛寺》

 印度藝術
□88. 《桑奇大舍利塔》
□89. 《犍陀羅藝術》

□90. 《阿旃陀石窟》
□91. 《卡朱拉候神廟群》

□92. 《泰姬瑪哈陵》
□93. 蒙兀兒細密畫《阿克巴本紀》

 伊斯蘭藝術
□94.伊朗《波斯波利斯宮殿群》
□95.阿拉伯《麥地那大清真寺》

□96.土耳其《伊斯坦堡藍色清真寺》

 中南美洲藝術
□97.墨西哥阿茲特克《迪奧提華康遺蹟》                  □98.秘魯印加帝國《馬丘比丘遺蹟》

 非洲和大洋洲藝術
□99. 非洲馬利《多貢坐姿雙人像》                           □100.大洋洲《復活島上的石頭人像》

（攝影╱ Anyfoto．春秋圖庫）

（攝影╱Anyfoto．春秋圖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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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國中產階級的產生要追溯到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革命打

破了專制統治，自由民主的思想得到

廣泛傳播。制憲會議通過《人權宣言》

之後，人權、法制、公民自由、私有

財產權等基本原則得以確立，「在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對歐洲各國

乃至全世界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

是與其他歐洲國家不同，法國的民主

化過程一直處在保守派和激進派的紛

爭中，經歷了多次暴力革命，在復辟、

反復辟的不斷爭鬥中，最後確立了共

和政體，直至今日。

中產階級地位的確立

隨著制度的確立，現代的社會結

構也逐漸確立起來，貴族漸漸退出歷

史舞臺，而「顯貴」則在 1830年七月

革命之後慢慢崛起，所謂「顯貴」，

就是指那些職務、財富和才能高於一

般民眾的人。顯貴是過渡階段的產物，

後來的幾十年中，生活在底層的民眾

比例越來越小，中間階層的比例擴大，

改變了社會財富佔有的總體結構，從

原來的金字塔形轉變為倒置的陀螺形。

這體現了工商業發展帶來的社會財富

的重新分配，是中產階級發展壯大的

軌跡見證。

財富結構的改變也帶動政治結構

的轉變，19世紀 70年代之後，議會中

議員的社會出身產生了明顯變化，包

括工人、農民、中產階級在內的一般

大眾更廣泛、深刻地參與了國家現代

民主政治，普選權在國家政治生活中

發揮了強大的作用，促使法國社會精

英階層產生變化。中產階級和自由職

業者取代了傳統的顯貴，在議會中居

主導地位。

中產階級與藝術收藏

當時的中產階級不但積極參政、

大量購置地產，也成為主要的藝術收

藏家。

法國後拿破崙時代的大半個世紀

裡，政局動盪、社會波詭雲譎，或許

正是這種風雲變換的環境讓浪漫的法

國人產生了對政治和社會的消極心理，

於是造就了這個時期法國文化的繁榮

興盛，成就了文學藝術的迅速發展，

成為世界藝術的核心。

平等民主的思想無處不在，這時

候的藝術風格也受到影響發生了翻天

覆地的變化，印象派的畫家和塞尚等

人的新藝術得以存世，一部分應該歸

功於當時的收藏家和贊助人——中產

階級。皇家貴族等傳統收藏家已經沒

有能力再支持藝術，也不能認可新的

藝術。19世紀，法國的官方沙龍十分

保守，幾乎不能接受任何創新，因此

塞尚和印象派夥伴們的作品總是被拒，

不能參展，而那時官方沙龍是年輕藝

術家展出作品的極少數機會之一。於

是莫 想出了一個辦法——舉辦沙龍之

外的獨立展。1874年，他們開始籌備

第一屆「無名畫家、雕刻家、版畫家

協會展」，共有 29位藝術家參展，作

品超過 160件。

展出之後，印象派畫家的作品受

到猛烈的攻擊，尤其是是莫內，「印

象派」之名正是來源於批評家對他的

作品《印象‧日出》的諷刺。塞尚也

沒能倖免，他的作品《現代奧林匹亞》

成為最受嘲諷的作品之一。塞尚因此

十分寒心，便不再參加第二次的聯展。

不過幸運的是，塞尚與當時的一

位中產階級收藏家相遇，這個人鼓勵

塞尚按照自己的想法創作，成為塞尚

的重要支持者，他就是——維克多‧

蕭凱（Victor Chocquet）。蕭凱是一位

關稅局的官員，起初他並不富裕，靠

節衣縮食省下來的錢購買藝術品，他

喜歡收藏 18世紀的藝術，也很喜歡德

伴隨大革命登上歷史舞臺，

因七月革命的勝利而地位鞏固。

新的審美趣味與財富觀念，

使中產階級成為新一代的藝術支持者和收藏者。

新一代藝術支持者和收藏家
法國大革命後崛起的新階層 拉克洛瓦的作品。後來，他繼承了一

筆不小的遺產，在藝術收藏上更加積

極。他最早發現了雷諾瓦的作品，格

外垂青於這位畫家，雷諾瓦為他和他

的夫人都畫過肖像。也是在雷諾瓦的

介紹下，他認識了塞尚。他同樣喜歡

塞尚的作品，收藏了不少，塞尚看到

這樣一位有品位的收藏家將自己的作

品與雷諾瓦的放在一起，內心受到了

很大的鼓舞。於是他決定參加 1877年

的第三次聯展，送出 17幅作品參展，

其中便包括一幅蕭凱的肖像。

塞尚一生中畫過多幅蕭凱的肖

像，他們對藝術的品味相似，兩個人

都喜歡德拉克洛瓦的作品，他們在生

活中是朋友，塞尚對這位收藏家敬佩

有加。他曾在給蕭凱的信中這樣寫道：

「既然德拉克洛瓦做了我們友誼的橋

樑，我便准許自己說下面的話：我實

在希望自己能有您性格中的知性平衡，

它 明您完成目標⋯⋯但上天沒有給我

這樣的秉賦⋯⋯其他方面，我沒有什

麼好抱怨的。」

雷諾瓦繪製的維克多．蕭凱肖像之一。維克多．

蕭凱是雷諾瓦的重要收藏家，雷諾瓦多次為其繪

製肖像。雷諾瓦擅長描繪人物，他筆下的蕭凱充

滿精氣神，瘦削的臉龐，睿智的眼神，非常逼真。

暖色調的光線十分柔和，壁紙上的花草為畫面增

添了溫馨的氣息。

這幅法國畫家拜爾德（Francois Auguste Biard）
的作品，描繪了拿破崙三世時期羅浮宮沙龍的情

景。這一時期的官方沙龍在新興藝術運動面前顯

得十分保守，延續著一貫對於學院派畫風的追捧，

很難接受任何創新作品。畫面中的諸位先生衣冠

楚楚，正襟危坐，可以想像，塞尚的畫作如果出

現在沙龍上，會遭受到他們怎樣無情的嘲諷。

秀拉《喧鬧》，1889-1890 年，畫布、油彩，

169×139公分，荷蘭克羅勒 -慕勒美術館藏

19世紀的巴黎彌漫著一股頹廢唯美的氣氛，尤其
紅磨坊內的歌舞表演更是風靡一時。此畫充分展

現了巴黎歌舞劇場的歡樂景象。

19世紀油畫《下午 4點在沙龍展》，法國畫家

弗朗索瓦·奧古斯特·拜爾德（Francois Auguste 

Biard，1798-1882）作品

早在 19世紀，參加官方沙龍是畫家們獲得認可並
揚名立萬的唯一途徑，然而官方沙龍過於刻板，

並不能接受印象派等新的藝術風格，因此沙龍在

那時成為保守勢力的象徵。

1830年 7月，巴黎七月革命，中產階級、前國民
自衛隊員、學生和藝術家都參加了革命。他們因

無法忍受波旁王室的統治，奮起反抗，推翻了法

國國王查理十世的統治，奏響了 1830年和 1831
年歐洲各地革命的序曲。

大作賞析
作者有如導覽解說人員，將經典大作整

幅作品作詳盡的導覽解析。既說明創作

思想、構圖、技法，也點出有趣的小細

節，或述說背後不為人知的故事。每件

作品的精采處都不遺漏。

時空背景
不朽藝術品的誕生，往往與當時的大

環境息息相關。有的作品甚至直接反

映重要歷史事件，例如：《拿破崙的

加冕典禮》、《韓熙載夜宴圖》等。

先了解藝術作品創作的時空背景，才

能真正了解這件作品的意義和價值。

畫家小傳
偉大的作品出自偉大的心靈，藝術家

的生平與創作心路歷程，有時甚至比

作品更為動人。有人生前坎坷潦倒，

沒沒無聞，有人在世時已經揚名立

萬，備受尊崇。看這些偉大藝術家一

生奮鬥不懈，讓人感動不已。

畫家代表作
精選藝術家一生最重要的代表作，

逐一解說賞析。藉由這些不同主題、

不同階段、不同風格的作品，可以

看到藝術家創作過程的演變軌跡，

並完整了解其一生的藝術成就。

社會的呼應
藝術創作反映當時的社會脈動，同樣的，社會脈動也

大大影響藝術創作。本單元談的就是藝術創作時代的

社會現象或社會運動，可以深入了解每個時代的整體

社會氛圍，以及當時人們的思想觀念、生活情況等。

文學的呼應
本套書另一項重點是

文學。特別介紹與藝

術作品相關或同時代

的文學作品，彼此呼

應。不但能使讀者擴

大知識領域，並分別

從藝術及文學的角度

關照同一個時代，視

野更加寬廣。這也是

本書優於其他藝術書

籍之處。 藝術文學之旅
有時造訪畫家、作家的故鄉；

有時親臨藝術品所在地點；有

時參觀重要博物館、美術館。

走一趟藝術文學之旅，感受更

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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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和電影的誕生是科技進步所結的甜美果實。

不但成為人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休閒娛樂，

同時也是一種新的藝術形式。 

自從 19 世紀發明以來，大大促進了藝術多元化的發展。

攝影和電影的誕生
百分百的真實再現

聖
維
克
多
山

相
信每一位讀者都有過攝影的經歷，現在幾乎人人都有一部相機或者可以拍

照的手機等其他電子設備，攝影對我們而言，已經成為一種記錄生活點滴

必不可少的工具，既是個人的一種愛好和興趣，也是一種藝術的創作方式。在攝

影術發明之前，人們只能運用繪畫方式留下自己的形象和各種景象，攝影術的發

明，徹底改變了這種情況，人類生活從此更加方便、豐富，但是繪畫等藝術的發

展也因此受到很大影響。

攝影術的問世

大畫家塞尚生活的年代正是科技飛速發展的年代，在塞尚出生的那一年，也

就是 1839年，同樣是在法國，銀版攝影術在萬眾矚目中誕生。銀版攝影術誕生之

前，已經有相機和照片，但因為其曝光時間過長以及成像的保留時間太短暫等問

題，並不實用，更不普及。銀版攝影術是第一種實用的攝影方式，毫不誇張的講，

銀版攝影術的發明對藝術的發展和科學的研究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革。

它的發明人是路易—雅克·芒代·達蓋爾（Louis Jacques Mand Daguerre），因此，

銀版攝影術又稱「達蓋爾攝影術」。達蓋爾 1787年出生於法國瓦勒德瓦茲省，曾

是一位風景畫家，從事舞臺背景藝術創作，後來，大約在他 35歲的時候，發明了

西洋鏡，這種西洋鏡可以用特殊的光效應展示全景畫，類似於今天的幻燈片。與

此同時，他開始對照相機產生了興趣。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和辛苦付出，終於在

1839年，發明了當時世界上曝光速度最快、圖像停留時間最長的攝影術——銀版

攝影術，並展示給法國科學與藝術學院的成員們。他們皆為這種改變人類視覺經

驗的新發明所折服，1839年 8月 19日，法國科學與藝術學院收購了其攝影術的

專利權，並向世界宣佈攝影術的誕生，稱

這一發明是對「全世界自由」的禮物。達

蓋爾本人也因此而成為法國科學與藝術學

院的成員，並且躋身眾議院，獲得了政府

提供的終生恩給金（退撫金）。不久之後，

達蓋爾便隱退了，1851年在家鄉去世。

達蓋爾在研發初期並不順利，直到有一次他不小心打碎了溫度計，結果溫度

計旁的物體上成功成像，這促使他發現了攝影術誕生的關鍵要素「汞」。達蓋爾

攝影術的過程是這樣的：首先將塗抹了銀的銅板浸入碘中，反應生成碘化銀，然

後將其曝光數分鐘，再把汞在 75℃的情況下覆蓋到銅板上，使得銀汞齊化。最後

藝∣術∣的∣呼∣應

銀版攝影術是第一種實用的攝影方式，
毫不誇張的講，銀版攝影術的發明對藝
術的發展和科學的研究帶來了翻天覆地
的變革……

奧拉斯．威爾納（Horace Vernet）在伊里松先

生（Monsieur Irisson）舉行的沙龍上討論達蓋爾

銀版照相法。19世紀法國畫家普羅斯珀·拉法耶

（Prosper Lafaye，1806 ∼ 1883）繪，法國巴

黎卡爾納瓦萊博物館（Mus. De La Ville De Paris-

Mus.Carnavalet，Paris）藏

畫面中場面十分熱鬧，盛裝出席的人們紛紛對銀

版攝影術產生了極大的興趣，這幅作品反應出銀

版攝影術的誕生給社會造成的轟動和影響，同時

記錄了時代的進步。

達蓋爾原是一位風景畫家，從事舞臺佈景的繪製

工作。他和化學家涅普斯合作，在一張金屬盤上

產生照相景象，發明了銀版攝影術。

達蓋爾 1838年的攝影作品，法國巴黎寺院街，別
名「罪惡街」。這是達蓋爾攝影術的經典之作，

是第一張有人物出現的照片，由於照片曝光時間

長達 10分鐘，因此街道上穿梭往來的車輛和行人
都沒有被相機捕捉下來，唯有畫面左下方那位擦

鞋的人，成為了第一位登上照片的幸運兒。

（攝影╱ 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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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昉的作品留存不多，今所見傳屬名於他的作品都以仕女畫為主，這成為他

繪畫成就的代表，主要作品為《簪花仕女圖》、《揮扇仕女圖》和《彈琴

仕女圖》。周昉的《簪花仕女圖》共繪有五名貴婦和一名手執長柄紈扇的侍女，

六個女人以主大從小或前後的位置，一列排開，之間還點綴著兩隻小狗以及一隻

白鶴。原圖似一屏風畫，後來改裱為一橫卷。卷首穿紅衣、披罩紫紗的貴婦，執

一長柄拂塵、側身回首在逗弄向她吠叫跑來的小狗；而卷尾著紅底團花長裙、外

罩紫紗長衣、手抓著蝴蝶的貴婦，也回首看著奔跑而來的小狗，使得畫卷首尾呼

應，而將觀者的視線收攏在畫幅上。

此畫一樣不著背景，卻不顯單調，值得細看之處頗多，首先是六個豐腴女人

的衣飾，顏色明麗素雅、花樣各異，且都外罩一襲透明的紗衣，可以清楚看到那

些仕女們的手臂形狀，可見唐代織作的技術是如何進步了。

再來是她們的髮型和髮

飾，除侍女外，五名貴婦的

頭頂妝扮幾乎一樣，都是高

聳的包頭髮髻，如今日所見

之日本藝伎的髮型，且都插

上大朵花卉，有牡丹、荷花、

辛夷等多種。史載唐代京城

長安的婦女有春季鬥花的習

俗，每年春暖花開時，婦女

們便採摘或購買花卉戴於頭

上，彼此爭奇鬥艷。

那麼此圖所畫的婦女

形像與史冊所記載的頗相吻

合，由此可了解當時婦女春

季鬥花的情景。
周昉《簪花仕女圖》卷、絹本、設色，46×180

公分，瀋陽遼寧省博物館藏

全畫以游絲描畫人物衣飾，行筆輕柔細致，色彩

明麗而不俗艷，和仕女們的華貴身分很相配襯。

另畫中奔跑的兩隻小狗和一隻白鶴，也為百無聊

賴的安靜畫面添置一點生氣和動感，並牽引出貴

婦們的情態和彼此的呼應，具畫龍點睛的效果。

承繼張萱仕女畫最為出名的，要屬中唐時期的周昉。

在唐代張彥遠所著《歷代名畫記》裡說他

「初效張萱，後則小異」，對他的評價遠超過張萱，

大有青出於藍的架勢！

周昉的《簪花仕女圖》
仕女畫的傳承

在周昉的幾幅畫作裡，唯獨《簪花仕女圖》的仕

女們的眉毛樣式和其他畫作的仕女們不同。她們

有一對寬濃如蝶翅片狀的眉毛，這是當時唐朝貴

婦們流行的一種化妝樣式，就是把眉毛剃掉，然

後畫上一對飛蛾形狀的圖案，稱之為「蛾眉」。

那是貴氣又美麗的象徵，因此也用「蛾眉」來形

容美女。這種裝扮在今之日本藝伎也偶爾看得到。

《簪花仕女圖》裡的貴婦們，各個有滑如凝脂的肌膚，神態恬
靜優雅，他們打扮入時，雍容華貴，以拈花、逗犬、觀鶴、佇
立觀景等逸致打發閒情……

藝∣術∣的∣呼∣應

藝術的呼應
或介紹同時期的重要藝術家及作品，

或說明藝術家的傳承及影響，或討論

相關藝術流派，或介紹當時不同的

藝術形式，諸如音樂、舞蹈、戲劇等

等。每一冊不只介紹一件作品、一位

畫家，而是包括整個時代的藝術表

現。

33

3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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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冊

浪
漫古城艾

克斯（Aix-en-Provence）是普羅
旺斯的前

首府，從
12世紀開始

，

艾克斯就
是普羅旺

斯的文化
、經濟中

心，也是
這裡最具

都會風情
的地區。

市內多林
立著典型

的 18世紀建築
，隨處可

見綠葉成
蔭的廣場

和古老的
噴泉。艾

克

斯還是法
國著名的

大學城，
來自世界

各地的學
生也成為

城市中一
道亮麗的

風景。

從古典建
築到當代

藝術，在
這座小城

應有盡有
。

米哈波林
蔭大道位

於艾克斯
市中心，

被譽為是
世界上最

優美的大
道。大道

於

1650年開始修
建，道路

兩旁植滿
了高大茂

密的梧桐
樹，中世

紀建築和
雕像掩映

其

中。大道
附近的各

大廣場和
噴泉鱗次

櫛比，還
有許多特

色咖啡廳
和商鋪，

是到艾

克斯不可
錯過的重

要景點。

來到艾克
斯的人多

數都要踏
尋塞尚的

足跡，塞
尚畫室如

今已成為
遊人們必

到

之處。畫
室保持當

年的原貌
，展示著

塞尚的生
涯、作品

介紹以及
紀錄片等

。

  法國南部
最重要的

博物館之
一——葛

哈內博物
館（Le Musée Granet）也坐落

於此，博
物館的建

築始建於
17世紀，最

初是馬爾
他騎士團

的祈禱堂
，1828年，

改建為一
所美術學

校。畫家
葛哈內（

François Marius Granet，1775∼ 1849）將自

己的作品
和收藏品

全部捐獻
於此。當

然其中還
包括當地

藏家捐贈
的精品以

及塞尚

的作品。
為了紀念

他的貢獻
，博物於

1949年更名為
葛哈內博

物館。

來到艾克
斯體驗人

文氣息的
人們自然

不能錯過
一個經典

的好去處
，那就是

「兩

兄弟咖啡
館」。這

家開張於
1792年的咖啡

館，位於
米哈波大

道的北側
，兩百多

年

來一直是
藝術家和

文人相聚
的場所，

不知有多
少藝術靈

感都誕生
於此！

 歐美藝術

□  1.古埃及《基
沙大金字

塔》

□  2.新亞述帝國
《有翅膀

的人面獅
身像》

□  3.古希臘雅典
《巴特農

神殿》

□  4.古希臘米羅
《維納斯

像》

□  5.龐貝古城壁
畫《伊索

斯戰役》

□  6.拜占庭鑲嵌
畫《五餅

二魚的奇
蹟》

□  7.杜契爾《莊
嚴的聖母

》

■  8.范．艾克《
根特祭壇

畫》

□  9.波提且利《
春》

□10.達文西《蒙
娜麗莎》

□11.米開朗基羅
《西斯汀

教堂壁畫
》

□12.拉斐爾《雅
典學院》

□13.提香《烏爾
比諾的維

納斯》

□14.杜勒《朝聖
者來訪》

□15.貝尼尼《聖
彼得大教

堂》

□16.卡拉瓦喬《
聖馬太蒙

召喚》

□17.委拉斯蓋茲
《侍女》

□18.魯本斯《愛
的花園》

□19.林布蘭《夜
巡》

□20.維梅爾《畫
室中的畫

家》

□21.華鐸《傑爾
桑店舖招

牌》

□22.霍加斯《流
行婚姻：

早餐》

□23.卡那雷托《
聖母升天

節禮舟回
港》

□24.福拉哥納爾
《鞦韆》

□25.大衛《拿破
崙的加冕

典禮》

□26.安格爾《宮
女》

□27.哥雅《裸體
的瑪哈》

□28.德拉克洛瓦
《自由領

導人民》

世界藝術
與文學

藝術文
學之旅

□29.康斯塔伯《
乾草車》

□30.米勒《拾穗
者》

□31.馬奈《草地
上的午餐

》

□32.莫內《蛙塘
》

□33.雷諾瓦《煎
餅磨坊的

舞會》

□34.狄嘉《排練
》

■35.塞尚《聖維
克多山》

□36.梵谷《夜晚
的咖啡館

外景》

□37. 高更《我們
從何處來

？我們是
甚麼？我

們往

何處去？
》

□38.秀拉《大碗
島的星期

日》

□39.克林姆《吻
》

□40.孟克《吶喊
》

□41.康丁斯基《
構成第六

號（洪荒
）》

□42.馬諦斯《舞
蹈》

□43.杜象《下樓
梯的裸女

第2號》

□44.畢卡索《三
個樂師》

□45.蒙德里安《
百老匯爵

士樂》

□46.達利《飛舞
的蜜蜂所

引起的夢
》

□47.夏卡爾《高
舉酒杯的

雙人疊像
》

□48.波洛克《構
圖31號，1950》

□49.安迪渥荷《
瑪莉蓮夢

露圖像》

□50.查克克羅斯
《約翰的

畫象》

□51.惠斯勒《灰
色與黑色

的配置─
─母親的

肖像》

□52.羅丹《地獄
之門》

□53.列賓《伏爾
加河上的

縴夫》

□54.希施金《傍
晚》

 中國�台
灣藝術

□55.秦始皇《兵
馬俑》

□56.西漢《馬王
堆漢墓彩

繪帛畫》

□57.顧愷之《洛
神賦圖》

□58.王羲之《蘭
亭序》

□59.敦煌《莫高
窟》

■60.張萱《虢國
夫人遊春

圖》

□61.李昭道《明
皇幸蜀圖

》

□62.顧閎中《韓
熙載夜宴

圖》

□63.范寬《谿山
行旅圖》

□64.張擇端《清
明上河圖

》

□65趙佶《瑞鶴
圖卷》

□66.馬遠《山徑
春行圖》

□67.趙孟頫《鵲
華秋色圖

》

□68.黃公望《富
春山居圖

》

□69.鄭思肖《墨
蘭圖》

□70.文徵明《綠
蔭草堂圖

》

□71.徐渭《墨葡
萄圖》

□72.石濤《搜盡
奇峰打草

稿》

□73.金農《玉壺
春色圖》

□74.齊白石《蝦
》

□75.張大千《廬
山圖》

□76.廖繼春《有
香蕉樹的

院子》

 日本藝術

□77.天平時代《
鳥毛立女

屏風圖》

□78.平安時代後
期《源氏

物語繪卷
》

□79.狩野永德《
洛中、洛

外圖屏風
》

□80.喜多川歌磨
《仕女》

 韓國藝術

□81.慶州《石窟
庵》

□82.安堅《夢幻
桃源圖》

□83.金弘道《風
俗畫帖》

 東南亞藝
術

□84.緬甸《阿難
陀寺》

□85.柬埔寨《吳
哥窟》

□86.印尼《婆羅
浮屠》

□87.泰國《曼谷
玉佛寺》

 印度藝術

□88. 《桑奇大舍
利塔》

□89. 《犍陀羅藝
術》

□90. 《阿旃陀石
窟》

□91. 《卡朱拉候
神廟群》

□92. 《泰姬瑪哈
陵》

□93. 蒙兀兒細密
畫《阿克

巴本紀》

 伊斯蘭藝
術

□94.伊朗《波斯
波利斯宮

殿群》

□95.阿拉伯《麥
地那大清

真寺》

□96.土耳其《伊
斯坦堡藍

色清真寺
》

 中南美洲
藝術

□97.墨西哥阿茲
特克《迪

奧提華康
遺蹟》                  □

98.秘魯印加帝
國《馬丘

比丘遺蹟
》

 非洲和大
洋洲藝

術

□99. 非洲馬利《
多貢坐姿

雙人像》
                   

        □100.大洋洲《復
活島上的

石頭人像
》

艾克斯街
頭，以塞

尚命名的
咖啡館。

塞尚是這
座

歷史古城
的藝術驕

子，是這
座城市的

驕傲。走
在

這裡的大
街小巷，

隨處能發
現塞尚的

名字。塞
尚

醫院、塞
尚中學、

塞尚畫廊
、塞尚大

街、塞尚
廣場，

當然也包
括：塞尚

咖啡館。

2013年 1月 13日，在葛
哈內博物

館舉辦的
「地

中海組曲
」展覽。

葛哈內博
物館經常

舉辦重要
的

展覽，1998年 8月，上海
的知名藝

術家陳逸
飛就

曾在此舉
辦他的大

型畫展。

米哈波林
蔭大道。

此大道之
於艾克斯

，就如同
香榭麗舍

大道之於
巴黎，它

是艾

克斯的精
華，凝聚

了艾克斯
的燦爛文

化和貴族
氣質。在

這裡，可
以休閒、

娛樂，

可以逛街
、購物。

每年三月
的第一個

星期日是
盛大的艾

克斯狂歡
節，大人

孩子

都會裝扮
一番，齊

聚於此，
一起歡樂

。

（攝影╱
CFP）

（攝影╱
CFP）

（攝影╱
CFP）

經典鑑賞
每冊精選一件藝術史

上的曠世鉅作，繪畫

為主，兼及雕塑與建

築。開篇以極佳影

像，完整呈現整件作

品，讓讀者先行欣

賞。

每一頁都是驚喜。除了藝術，還有更多……
以偉大藝術作品為中心，向外輻射。有文學、戲劇；有歷史、地理；有音樂、舞蹈、
電影；還有到哲學思潮、社會現象。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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