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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以時間為脈絡，輔以資料性質之差異，在時空交織的歷史進程中以四個章節來探

討臺灣⽇治時期的西洋雕塑藝術的發展。在每⼀章不同的年代裡，討論藝術家、作品、創作
活動之間的複雜關係。⾸先是配合都市景觀⽽移植的銅像建設，以及其在西洋雕塑藝術上的
意義。1920年至1930年間，本⼟⾸位雕塑家⿈⼟⽔造就臺灣美術史上的⼀次⾼峰。之後接棒

的是⽇籍作家所構成的臺灣雕塑活動，包括灣⽣與⽇本在野團體成員來臺製作肖像、展覽等
活動，同時報上亦頻繁刊載西式雕塑的相關介紹與美學評論。1937年後受戰爭影響，來臺的

雕塑家轉以軍事活動為⽬的。在此之際，本⼟第⼆代雕塑家業已學成，陸續參與臺灣美術活
動。然⽽，戰後僅有蒲添⽣與陳夏⾬延續⽇治時期的雕塑⾎脈。綜觀⽇治時期的西洋雕塑，
在缺乏基本美術教育資源、創作環境、經濟贊助的情形下，在殖民的過程中降臨。其並不是
⾃然地從固有傳統中傳承蛻變，亦非有計畫的培育成長，形成沒有根、圍繞著⽇本核⼼的零
散發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