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獨樹一幟的造型大師

傑克梅第的雕塑獨特到讓人一眼難忘，

真是史上獨一無二的創作風格。他的風格如

此特殊，不只遠遠與歷史上所有的名家不同，

也跟同時代的人大有差異，說他獨樹一幟不算 

為過。

他的藝術成就不僅讓自己的國家瑞士以他

為榮，並把他的肖像尊榮的印製在 100法郎的

錢幣上（圖二），但最珍貴的是，他為世界雕

塑史開拓出一條前所未有新道路，在去世後將

近這五十年，傑克梅第對現代雕塑的影響力卻

是越見擴大日漸加深。

仔細看看圖三最精彩的代表作：「行走

的男子」，這個拉得又高又長骨瘦如柴的人，

表情呆滯，眼神茫然，在城市廣場中隨處可

以見到的來往人群，焦慮不安、茫然不定的孤

寂身影，的確把現代人存在的真實面貌刻畫了 

出來。

傑克梅第不只在人的造型完全違反傳統精

確的比例，也破壞了銅像表面的完整完美，粗

糙感也是前所未見的。幾千年傳統的雕塑美感

標準（圖四），被他徹底顛覆。

「行走的男子」2010年在蘇富比倫敦

拍賣會以一億零四百二十萬美元，約台幣

三十三億四千四百萬賣出，刷新 2004年畢卡

索畫作「拿菸斗的男孩 (Garcon a la Pipe)」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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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孕育藝術種子的家庭

傑克梅第自小擁有一個孕育藝術種子的良好沃土---他的父親喬凡尼本來就是瑞

士已有相當知名度的印象派畫家。他們家族經營規模不錯的旅店，有穩定的經濟

條件。從小跟著父親穿梭在畫架之間，充滿藝術氛圍的成長環境，終生成為一個

藝術創作者，是自然而然的。 

1920年五月，隨著父親應邀參加威尼斯雙年展到了威尼斯。19歲的傑克梅第，

第一次有機會親眼見到義大利古典大師丁多列多的原作及喬托壁畫的真跡。這一

見識大大影響他的藝術認知，就在同一年十二月，很快又再度到羅馬，再一次更

近距離接觸古典藝術的殿堂。 

傑克梅第 22歲來到巴黎，拜當時的雕塑名家布代爾 Emile Antoine Bourdelle

為師，五年中雖然老師並不理解或賞識他的創作方式，但是在巴黎接觸最前衛的

藝術潮流，與當時一群充滿爆發力的文藝青年，如畫家畢卡索、馬蒂斯、達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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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下的最高紀錄，成為有

史以來最貴的作品。

孕育藝術種子的家庭

傑克梅第自小擁有一

個孕育藝術種子的良好沃

土── 他的父親喬凡尼本

來就是瑞士已有相當知名

度的印象派畫家。他們家

族經營規模不錯的旅店，

有穩定的經濟條件。從小

跟著父親穿梭在畫架之

間，充滿藝術氛圍的成長

環境，終生成為一個藝術創作者，是自然而 

然的。

1920年 5月，隨著父親應邀參加威尼斯

雙年展到了威尼斯。19歲的傑克梅第，第一

次有機會親眼見到義大利古典大師丁多列多的

原作及喬托壁畫的真跡。這一見識大大影響

他的藝術認知，就在同一年 12月，很快又再

度到羅馬，再一次更近距離接觸古典藝術的 

殿堂。

傑克梅第 22歲來到巴黎，拜當時的雕塑

名家布代爾 Emile Antoine Bourdelle為師，五

年中雖然老師並不理解或賞識他的創作方式，

但是在巴黎接觸最前衛的藝術潮流，與當時一

群充滿爆發力的文藝青年，如畫家畢卡索、

馬蒂斯、達利以及存在主義文學家沙特為友，

人文薈萃的巴黎，開啟了傑克梅第驚人的創作 

旅程。

世界大戰改變歐洲，也改變世界

打了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整個歐洲

都改變了。人們以為理所當然的安逸生活和心

態，完全被破壞瓦解。戰爭帶來的死亡毀滅恐

懼，以及對生存的挫敗失望，瀰漫在每個人內

心以及社會的每個角落。

藝術家是最敏感的，他們有表達自己內

心焦慮的能力和才華，不管是作曲、寫詩或畫

畫，他們不能抑止的，一再從作品中反映出對

這個世界失望灰暗憂鬱的痛苦。

傑克梅第生在這樣一個充滿衝激的時代。

他經歷兩次世界大戰，雖然出生於酷愛和平的

瑞士，但是不可避免的也在巴黎被戰爭捲入。

小他一歲的弟弟迪亞哥以及妻子安妮特（圖

六、圖七），是他一用再用的模

特兒。這些半身像的表面累累鑿

痕，空茫的眼神，微張的雙唇，

沒有表情的表情，那種不用文字

言語訴說的傷情，深深打動人心。

不一樣的寫實和真實

傑克梅第真實的反映了人

類歷經戰爭磨難的痛苦掙扎。這

也是讓我們開始反省，什麼是藝

術家要描寫的真實，什麼才是寫

實？是刻畫外貌，還是捕捉內心

及存在主義文學家沙特為友，人文薈萃的巴黎，開啟了傑克梅第驚人的創作旅

程。 

 

⚫ 世界大戰改變歐洲，也改變世界 

打了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整個歐洲都改變了。人們以為理所當然的安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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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 

 

傑克梅第生在這樣一個充滿衝激的時代。他經歷兩次世界大戰，雖然出生於酷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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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安妮特(圖六、圖七)，是他一用再用的模特兒。這些半身像的表面累累鑿痕，

空茫的眼神，微張的雙唇，沒有表情的表情，那種不用文字言語訴說的傷情，深

深打動人心。 

   

 圖六 迪亞哥 1954                      圖七 安妮特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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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樣的寫實和真實 

傑克梅第真實的反映了人類歷經戰爭磨難的痛苦掙扎。這也是讓我們開始反省，

什麼是藝術家要描寫的真實，什麼才是寫實？是刻畫外貌，還是捕捉內心的感情？

一個美麗的女人，美麗是她的外表，但是她會生氣憎恨、會擔心恐懼，也會喜歡

愛慕，更會失望灰心。藝術家所要呈現的真實是容貌外表的美醜，還是內在的恐

懼或歡喜？ 

傑克梅第說：藝術品不是真實再現，而是創造具有相同強度的真實。 

他選擇了捕捉刻畫內在的精神，真實的反映了經歷戰亂，人類心靈的惶惑和孤寂。

圖八「廣場上的人」，每一個人都在路上晃著，彷彿很匆忙要去那裡，卻漫無目

的，他們神情渺茫像遊魂一樣，人人都一樣陌生和孤獨，卻沒有一點交集。 

圖八「廣場上的人」1948 

傑克梅第的雕塑勇敢的拋開了幾千年來古典希臘羅馬，美麗、莊嚴、精確、雄偉、

光滑的美學標準，他所要刻畫的真實，已經不是眼睛看到的外在形象，而是人性

在身處的環境中，被迫造成的無助無訴的無奈感覺，就是這種非常內在與精神性

的真實部分，感動我們。 

⚫ 人和物，都是存在環境空間裡

48歲以後，傑克梅第又拿起畫筆，畫出的風格也是驚人的。不論是素描、石版

和雕塑，它們的風格非常一致。主題不管是什麼物，或什麼人，他不只是畫人或

物，重要的還有他們存在的空間。 

因為人都是在一個空間裡生活，不管在臥室客廳或是廣場、商場，人和他所處的

空間關係密不可分。傑克梅第在作品裡除了呈現一個人、這人的外貌和他的心境

圖六  迪亞哥 1954

圖八  「廣場上的人」1948

圖七  安妮特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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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情？一個美麗的女人，美麗是她的外表，

但是她會生氣憎恨、會擔心恐懼，也會喜歡愛

慕，更會失望灰心。藝術家所要呈現的真實是

容貌外表的美醜，還是內在的恐懼或歡喜？

傑克梅第說：「藝術品不是真實再現，而

是創造具有相同強度的真實。」

他選擇了捕捉刻畫內在的精神，真實的反

映了經歷戰亂，人類心靈的惶惑和孤寂。圖八

「廣場上的人」，每一個人都在路上晃著，彷

彿很匆忙要去那裡，卻漫無目的，他們神情渺

茫像遊魂一樣，人人都一樣陌生和孤獨，卻沒

有一點交集。

傑克梅第的雕塑勇敢的拋開了幾千年來

古典希臘羅馬，美麗、莊嚴、精確、雄偉、光

滑的美學標準，他所要刻畫的真實，已經不是

眼睛看到的外在形象，而是人性在身處的環境

中，被迫造成的無助無訴的無奈感覺，就是這

種非常內在與精神性的真實部分，感動我們。

人和物，都是存在環境空間裡

48歲以後，傑克梅第又拿起畫筆，畫出

的風格也是驚人的。不論是素描、石版和雕

塑，它們的風格非常一致。主題不管是什麼

物，或什麼人，他不只是畫人或物，重要的還

有他們存在的空間。

因為人都是在一個空間裡生活，不管在

臥室客廳或是廣場、商場，人和他所處的空間

關係密不可分。傑克梅第在作品裡除了呈現一

個人、這人的外貌和他的心境感覺，但是他的

野心更大，連空間的關係也放進來。畫面看起

來像是草稿一樣，塗了又擦去，有清楚和模糊

的線，來來去去的亂線布滿了畫面，好像不太

確定哪一條才是真正要的（圖九）。但是畫面

上隱約的人像，在畫面上那種亂線紛飛的畫面

中，瀰漫不安定、焦慮的感覺，其實就是「不

安」的最真實描述。

二十世紀以後的藝術家已經不再描寫表面

外在的美，藝術家要的美是「真實」，無關美

麗與否，是一種真切真實反應人內心，一種活

生生的感情。傑克梅第用他可以拿到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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