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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張天鈞

雕刻家黃土水與腹膜炎
藝術與醫學(10)

圖1：黃土水以《山童

吹笛》入選日本帝展，

是第一位入選日本帝展

的臺灣人。

黃
土水（1895-1930），出生在臺北艋舺（萬華）祖師廟的後街，他出生

那年，剛好也是日本治臺第一年。黃土水出生於貧寒人家，直到12歲才

有機會進入公學校讀書。1906年先進艋舺公學校，但也在這一年，父親去世，

母親只好帶著他投靠同母異父的哥哥，也因此他轉學到大稻埕（迪化街）公學

校，直到1912年畢業。

大稻埕街上有許多佛雕店，而黃土水的哥哥是木匠，他耳濡目染，無

形中對雕刻產生興趣。而且日治初期的教育常借用廟宇充當教室，黃土

水先後就讀的兩所公學校，就是在艋舺祖師廟和大稻埕媽祖宮上課。

家境清寒的黃土水後來考取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他在「美術」和

「手工」的表現特別優異。畢業展覽時校長看到黃土水自學創作的雕

刻作品極為讚賞，就對他說：「你應該去當藝術家，當老師太可惜

了」。校長不只熱心幫黃土水寫推薦函到東京美術學校，還幫他申

請到獎學金，要他不用操心學費。

在校長推薦之下，他於1915年到日本東京美術學校深造，選

修雕刻科木雕部，師事高村光雲。他是該校創校以來第一位臺灣留

學生，也是臺灣留日學習美術第一人。黃土水進東京美校是不容易

才得到的寶貴學習機會，因此幾乎全神貫注在最鍾愛的雕刻藝術

之上。沒有多餘零用花費的他，只好三餐多以地瓜稀飯充飢，

終於以最佳成績畢業。1920年他再考取該校研究科繼續學習雕

塑。

黃土水的才華很快受到肯定，該年即以臺灣原住民為創

作題材的雕塑作品《山童吹笛》（圖1）入選日本帝展，是有

史以來第一位入選日本帝展的臺灣人。

黃土水入選帝展的消息轟動臺日兩地，當年他只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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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黃土水的才華並非偶然，因為之後連續三年，

以作品《甘露水》（圖2）、《擺姿勢的女人》和

《郊外》入選日本帝展。

由於不具教師資格，雕刻家要生活只有替人塑

像，這八年間黃土水每次返臺，幾乎都在接洽塑像

的事。他的帝展光環，對於文化啟蒙中的臺灣有相

當號召力，不少名流主動資助黃土水，1927年完成

的《釋迦出山像》（圖3），就是典型的例子。

《釋迦出山像》背後有一個精彩的故事。當

時《日日新報》漢文部主編魏清德先生，是艋舺仕

紳，他代表臺北龍山寺董事會集資委託黃土水先生

製作給艋舺龍山寺。可惜原作櫻木雕像毀於1945年

臺北大空襲，後由魏清德之子即前臺大醫學院院長

魏火曜先生，將黃土水先生夫人廖秋桂女士贈予其

父之石膏原模交付專家進行翻鑄，分別典藏於臺灣

省立美術館（現國立臺灣美術館）、臺北市立美術

館、高雄市立美術館、國立歷史博物館、艋舺龍山

寺、臺南開元寺、黃土水家屬等。1997年，北美館

又再度翻鑄五座。

當時黃先生因感到全省寺廟多供奉觀音像，

而決定塑造釋迦像。受委託後，曾參考各方所繪有

關天竺圖資料，小從骨相，大至周遭環境，釋迦悟

道出山等加以研究，最後決定以南宋梁楷所畫「出

山釋迦」為範本。此釋迦成道下山像，神情清瘦，

所披袈裟由匹布捲成，衣紋仔細並依據形體合理呈

現，頭部的髮髻與捲髮鬍鬚相連起伏的自然表現，

結合臉部紋理，雙掌合十並閉目沈思，表現無限悲

天憫人之心，由內向外散發于眉宇之間。此作除不

偏離佛陀平生事跡與規矩，亦求呈現作者自身創作

圖2：連三年入選，《甘露水》是第二年作品。

圖3：1927年完成的「釋迦出山像」是為生

活所塑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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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體驗。不計時間成本只求完美，先塑成石膏模型，經過幾次易稿，先後共費

時三年時間，最後以櫻木雕刻造像。

黃土水先生從1920年完成美校五年學業，升上研究科。首次入選帝展時正

是他甫入研究科的第一年。翌年美校雕刻教授陣容大搬風，一舉竄出了少壯派

雕刻家建昌大夢、朝倉文夫與北村西望（1884-1987）（圖4）三人。北村西望

為長崎人，也就是後來為長崎原爆紀念公園和平祈願像塑像（圖5）者。這時

美術學校的塑造風氣已凌駕木雕，黃土水以木雕起家，卻以塑造見長，實與當

年日本雕塑的蓬勃興起不無關係。從1922年美校研究科畢業算起，迄1930年病

逝，黃土水的專業雕刻家生涯不過短短八年。

黃土水的創作題材多以臺灣鄉土景物為題，1928年秋天，黃土水開始製作

《水牛群像》（圖6）。累積多年對臺灣水牛的觀察心得，於日本東京池袋的工

作室中，以「淺浮雕」的技法，創作高250cm，長500cm的大型雕塑，為其創作

史上首見的大作，打算以此參選帝展。

水牛群像的製作過程，是先以草圖的原型小浮雕，逐步放大而

成，而依據作品的尺寸，估計出牛的大小和牧童的身高，如小牛高約

130公分，身長約170公分，大牛高約160公分，身長約220公分，小牧

童身高約130公分，和真牛、真人一般大。

「水牛群像」是由五頭牛側身像和三位裸身的牧童側身像所組

成，在芭蕉之下共享悠閒。三個牧童的姿態或騎或立，斗笠的方式也

各有不同。五頭水牛的方向也有變化，四頭大水牛分別由左右兩個方

向行來，小牛居中，有被父母親保護的意思，尤其是小牛和小牧童的

互望眼神中流露出溫馨的關懷。

畫幅左右以長長的芭蕉葉變成圓弧形向核心包圍，左側的少年愉

快地笑著，一手拿著長杆。三位小孩的位置高低上下起落，其中撫摸

牛頭的小孩專注的神情與姿態賦予畫面安定感。五隻牛在畫面中央交

錯，尤其是水牛的形體筋肉渾圓有力。畫面右下角有一位牧童撫摸著

小牛的頭，小孩溫柔的神情，流露著感情。

由於黃土水傾全部心力於此創作，過度勞累，以致因盲腸炎（闌

尾炎）延誤就醫，在1930年此作即將完成之際，因破裂引發腹膜炎，

於12月21日病逝。本作因此沒有參加帝展。1937年2月2日，黃土水夫

人廖秋桂女士捐出該作品給臺北公會堂，即今日的臺北中山堂，其後

圖5：北村西望為長崎原

爆紀念公園和平祈願所塑

之像。

圖4：當時少壯派雕刻家

北村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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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直安置在中央正廳背後，二、三層樓梯之間的壁上。1983年，文

建會主持翻鑄工作，成功翻鑄二件銅鑄複製作品，分別置於臺北市立

美術館及高雄市立美術館。而翻鑄用的玻璃纖維原模，則致贈臺灣省

立美術館（現為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

本人與這個故事的因緣
2007年7月，為了參觀羅蘭珊美術館，到長野一遊，有趣的是在

其美術館的花園中，看到北村西望的雕塑（圖7）及其本人的塑像。

而我到長崎開會時，在長崎原爆紀念公園也看到北村西望所雕塑的和

平祈願像。魏火曜先生曾任臺大醫學院院長和臺灣大學教務長，其父

親魏清德先生更寫詩給臺大神經科洪祖培教授的祖父洪以南先生，以

書法題於龍山寺入口左方：「冬嶺秀孤松 南山當面起 業風吹不妨 定

力應如此」（圖8）。

至於黃土水的雕塑，我同學的父親邱文雄醫師收集了一些很棒的

作品，邱醫師除了是臺大醫學院第三屆畢業的醫師，他本人也喜歡雕

塑，臺大醫院的醫師之像（圖9）就是他的傑作，但此銅像是第二次

翻製，基座則為本人設計。

闌尾炎破裂引發腹膜炎在現代有救嗎？
大腸由盲腸、結腸、直腸、肛管所構成。闌尾是手指狀的管，約

4英寸長，連接到盲腸。闌尾的功能尚不清楚。無論如何，切除闌尾

圖6：《水牛群像》，黃土水的傾力之作，卻也因此累出病來。

圖7：北村西望的雕塑。

（攝影／張天鈞）

圖8：魏清德先生的詩，

為洪以南先生題於龍山

寺入口左方。（攝影／

張天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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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導致任何健康問題。但若闌尾發炎並充滿膿液，破裂造成腹腔感染，則可能危

及生命。

闌尾炎主要的症狀為右下腹劇烈疼痛，特別是運動，深呼吸，咳嗽和打噴嚏

時。其他症狀包括噁心、嘔吐、便秘、食欲不振和腹部腫脹等。

闌尾切除是標準治療步驟。通常在開始出現症狀24到72小時後。否則闌尾可能

破裂，導致腹部其他地方感染。如果導致嚴重的血液感染稱為敗血症。

雖然闌尾破裂時會使腹痛減輕，但通常不會持續太久，因為破裂的闌尾將迅速

導致其他健康問題。治療的方法為切除闌尾、治療膿瘍或腹膜炎。包括使用強力的

抗生素控制感染6 至 8 周。研究顯示，立即移除，恢復快，術後併發症少，特別是在

兒童。1930年代，並無好的抗生素，再加上沒有切除闌

尾，導致一位傑出的藝術家因此過世。

結語
因緣巧合是我很喜歡的用語，黃土水的成功和過世

就是標準的因緣巧合，但成功的先決條件是必須具備天

分，黃土水在這一點，是他能如此傑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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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邱文雄醫師的雕塑作品《醫師之

像》，基座為作者所設計。

張天鈞小檔案

臺大醫學院醫學系內科名譽教授，曾任臺大醫學院內科特聘教授。臺大
醫學系畢業，臺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專長甲狀腺及內分泌學
疾病之診治，主要成果有：甲狀腺疾病之細針吸引細胞學診斷及其與預
後之關係，甲狀腺眼病變致病機轉及治療，甲狀腺機能亢進症（葛瑞夫
茲氏病）遺傳基因研究，輻射鋼筋污染之建築其對甲狀腺之影響，甲狀
腺未分化癌再分化方法之研究等。曾任中華民國內分泌學會理事長、臺
灣臨床細胞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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