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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我們見到所謂「雕刻」的機會，並非在美術館的展示室等處，而

是以公園或站前的廣場、學校或公所等的公共建築這樣的日常空間，

具有壓倒性的多數不是嗎？從彰顯先人的銅像到現今式的環境造型，

大體上是否將其視為「美術作品」姑且不論，我們在每天的生活中，

於各式各樣的場所應該會與諸多雕刻相遇，或者擦身而過。與繪畫相

較，雕刻雖然被認為較不熟悉，但是只要一放眼周遭，就能注意到到

處都有著名雕刻家作品的事。

大部分位於此種場所的雕刻作品，並非都是雕刻家憑藉自己的意

志放置該處，而是在背後有設置者的存在下，出現於都市空間。可能

是某人以某種意圖委託雕刻家製作，因此應該可以將其稱為「展示」

於生活場所的東西吧！似乎是與作品直接對著話般地，在那之上強烈

反映著第三者的意象。環繞著作品，可以見到所謂具有設置者（委託

者）、雕刻家以及看著作品的市民這樣的三角形構圖。雖然，與繪畫

同樣，雕刻被包含於專為鑑賞之用的純藝術的部門，但是，我們平日

在街角所見的雕刻，卻可以說是一種極具現實性意義的存在吧！如果

回顧其歷史來看的話，雕刻根植於與現實社會的接點之上的情況很

多，作為回應社會的造型，長期肩負著實踐性的任務，也是千真萬確

的事。

在回顧明治時期以降的雕刻史之際，在與社會的關係性之中檢證

雕刻，從這種表現分野的特質來看，我想也是很重要的事吧！在本文

中，我打算探討國家或社會如何要求雕刻及雕刻家的事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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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洋館與銅像的時代

明治九年（1876），在工部省所開設的工部美術學校中，雇用

了義大利人雕刻家拉古薩（Vincenzo Ragusa），透過教授使用黏土

及石膏的塑造雕刻技法與西洋美術的歷史及思想，日本雕刻史因此打

開了新的一頁。

工部美術學校，由畫學及雕科學二學科所組成，基於近代國家

建設之故，以培育具備實用技術的美術家為目的。該校隔年所改訂

的「工部美術學校諸規則」的雕刻項下，標示著「草花之雕刻、使

用於造家學上的動物雕刻、肖像雕刻」等具體的課題，可以知道，

造家學，亦即附屬於建築的雕刻及肖像雕刻乃西洋雕刻技法的主要

應用部門。

即便在日本，亦有所謂宮雕或欄間、鏝繪等裝飾建築的草花或動

物雕刻，高僧或武將的肖像雕刻也被繼承下來，然而，在新傳入的所

謂塑造這樣的技法之前，在寫實的樣式方面，卻與西洋雕刻具有巨大

的差異。企圖與歐美各國並駕齊驅的新政府，一如將和服改變為洋服

般地，即便是在造型表現的分野上，也同樣想要理解其中的造型語言

或審美意識。

在維新之後的歐化政策之中，洋風建築流傳甚廣，具有在建築正

面的裝飾或柱飾、室內裝飾、家具調度類等方面，追求西洋風之意

匠，將學習西洋雕刻技法的技術者視為必要的情況。工部美術學校的

畢業生們，於明治十六年（1883），分擔製作了由工部大學校造家學

科教授喬薩亞‧康德（Josiah Conder, 1852-1920）擔任設計的有栖

川宮邸、北白川宮邸、皇居建築的附屬雕刻。

負責有栖川宮邸的大熊氏廣，據說製作了內部列柱的雕刻與門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