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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爾達最知名的作品是他大型而色彩強烈

的雕塑，有時候充滿了幽默感與隨機性。他運

用鐵絲，「以線條在空間作畫」作為雕塑的
手法。帶來全然不同的思維。他更在作品中，

加入了特殊的工程物理原理，以工業用的金屬

材質，轉換成一件件精緻而別具新意的雕塑。 

童年、玩具、遊戲、雕塑

在美國的費城出生，父親是雕塑家，母

親是肖像畫畫家，童年的柯爾達常常坐在畫室

裡，當父母親創作時的模特兒。八歲的時候，

父母送給他一套工具，讓他可以為自己、為

家人做玩具，從此，這成為他一生的樂趣。

圖一、圖二是他十一歲時設計的玩具，以單

一的黃銅鋼片摺疊成形，其中的巧思，令人

佩服。

大學時期，雖然心中熱愛藝術，但看到父

母親為了對藝術創作的堅持，經常生活困苦拮

据，因此選擇主修機械工程。畢業後，勉強的

做了幾份讓他覺得索然無味的工程師工作，最

後他還是下定決心追求對藝術的熱愛。二十五

歲到紐約市的藝術學生聯盟，花了三年的時

間，在這裡進修繪畫課程。之後，從事平面繪

從科學結合藝術的精神出發，利用簡單的材料，探索未知的

領域，通常能夠創造出充滿原創精神與擴張力量的新藝術。

圖一   狗，1909

圖二   鴨，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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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設計的工作，專門為紐約有名的馬戲團，以

及動物園做繪圖設計。 

為了完成每一幅設計圖，他用心觀察動物

的樣貌，還有馬戲團的場景佈置與機械裝置，

也別出心裁地畫出造形有趣的動物。在工作的

過程中，他發現了自己描繪動物形體與姿態的

過人才華，因此，以動物為主題的創作成為他

一生專注鑽研的樂事。

柯爾達的馬戲團

1927年，當時的法國巴黎，是所有藝術

家們匯聚、藝文氣息最濃厚的都市，柯爾達來

到巴黎，接受最前衛的藝術思潮洗禮，也是在

這裡，他創作了風格特殊的雕塑。

以隨手拾得的材料，例如：小碎布、鐵

絲、軟木塞、晾衣夾，柯爾達親手一一改變，

打造出有靈活動態與姿勢變化的玩偶。圖三、

圖四是馬戲團系列，有大象與馴獸師，他還做

了走鋼索的人、張嘴咆哮的獅子，還有各式各

樣的角色，玩偶慢慢收集到了一定的數量，他

成立了一個小型的馬戲團。

馬戲團表演在過去的歐洲，並不像現在人

們以為的喧鬧通俗，而是被視為文人雅士休閒

時的一種藝術活動。柯爾達邀請家人與朋友們

共聚，大家排排隊，坐在劇場裡，每個人熱切

的等待。這時候，柯爾達走上表演台，提著兩

把皮箱，裡面裝滿了道具，神情愉悅的打開皮

箱，一一拿出玩偶，柯爾達親自操作，他的玩

偶們可以表演各種特技：倒吊盪鞦韆、騎在馬

匹上奔馳，或表演肚皮舞，他再加上口白與特

殊音效，中場還請大家吃爆米花點心。

精采的「柯爾達的馬戲團」在巴黎闖出了

響鐺鐺的名號，他也因此在巴黎結識了許多當

時首屈一指的藝術家朋友。

鐵絲 立體空間的墨汁

柯爾達的馬戲團玩偶融合了許多不同的材

質混合創作，在尋求手法突破的時候，他開始圖三   馴獸師，1926-31

圖四   柯爾達的馬戲團，19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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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從小就熟悉的材料 鐵絲創作。除了

馬戲團的人物與動物，他為他的朋友、也是

當時歐美的知名人物們，以鐵絲做出塑像，

鐵絲的特質在他的手中被巧妙地掌握，呈現

出如墨汁一般自由的流暢線條。

在以鐵絲雕塑之前，他通常先以筆，

畫出線稿，不像一般人一筆一筆慢慢畫，讓

形象慢慢成形，柯爾達的手法是：讓筆接觸

到畫紙後，筆就不離開畫紙，他的手帶著筆

在紙上自在行走，畫出造形，一直到形體完

成，這就是他一筆成形的手法。

這系列作品細緻優雅兼具幽默趣味，創

造了史無前例以鐵絲作為雕塑媒材的表現，

更成為他個人獨特的造型特色。圖五是雙人

特技表演，簡單的線條，展現出肢體的靈活

動態，圖六羅馬神話故事中的人物，以線條

延伸視覺方向，讓人耳目一新。

會轉動的雕塑

他在抽象畫家蒙德里安作品裡的鮮明色彩

與簡約構圖中，找到激發自己創作的元素，他

創作了第一個「動態雕塑」（mobile）。

過去的雕塑，都是放置在空間中無法移動

的靜止形態，而且大都是寫實的人物形體，柯

爾達以抽象的手法展現，雕塑品加上了馬達發

動，讓作品可以在空間旋轉，這在當時是前所

未見的創新。

之後，柯爾達再做突破，挑戰自身的創

造力，他讓自己的動態雕塑不再依靠馬達的動

力轉動，而是利用自然的風，以風動讓雕塑直

立、或懸吊，空氣的流動成為力量，作品像是

自由浮體，隨著風速不同，以不同的樣貌在空

間展現。（圖七）

這些獨具個人特色的創作，融合了柯爾達

對物理學、天文學、動力學的知識，其中更重

圖五   雙人特技，1929                                      圖六   赫丘利與獅子，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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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他喜愛「遊戲」的童心。

為雕塑找到新面目

柯爾達充滿趣味的創作，越來越受到大眾

矚目，作品也由小型雕塑，轉變為大型作品，

而且，不止是動態雕塑，也開創出了靜態雕塑

(stabile)的特殊性。

在芝加哥市區，高樓林立，都市中貫見的

垂直與水平線條，充滿了理性與剛硬的調性，

為了破解這樣冷硬的氛圍，芝加哥藝術相關單

位特別邀請柯爾達創作一件公共藝術品，置放

在都會廣場，圖八紅鶴，片狀交疊的形式，加

上拱形線條，人們可以任意穿梭在作品構造出

的弧形與幾何空間裡，為理性冷漠的都會，增

添了感性柔軟的互動。

柯爾達以機械工程科學的理論基礎，將

物理、動力學融入藝術，組合出新的雕塑概

念。結合新時代新思維的創新精神，以輕鬆的

態度，遊戲的心情，讓藝術更接近一般人的生

活，引發人們對藝術的興趣與共鳴，他對雕塑

概念的全新詮釋，有革命性的影響和貢獻。

圖八   紅鶴，1974

圖七   兩個鑼，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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