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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樹下 

台北市中山堂廣場東側，臨近武昌街延平南路交叉口的地

方，在這個安靜的角落，是老人家下棋、聊天、泡茶的地方。有

一座全身銅像，靜靜的豎立在這緊臨繁榮商業區的廣場，大部份

的人都匆匆快速通過，鮮少人留下駐足觀看。可是在民國九十八

年十月九日舉行「台北市中山堂國父銅像設立 60週年紀念活動

暨史料影像展」後，大家才恍然大悟，原來台北市有這麼一座已

經被列為古物的「國父銅像」，而且它是由先父－前輩雕塑家蒲

添生所塑造的作品。 

已經一甲子了，一大片高聳大榕樹旁的「國父銅像」靜悄悄

的在這裡站了一甲子了，已經那麼久了，銅像表面因為不當的表

面處理，數次被錯誤刷上油漆，油漆因日曬雨淋變得斑駁不堪，

在這一次的銅像設立六十週年紀念活動的時候，特別把銅像表面

的舊漆刮除，重新以適當的化學藥水處理。 

施工的那個星期，台北是正值颱風侵襲，施工現場刮風下雨，

但是為了六十週年的活動日期不得不冒風雨來工作，蒲家的後

代，筆者的弟弟浩志冒著颱風天的風雨，白天和晚上都親自登上

吊車的升降箱上，拿著噴火器為銅像烤火加熱，並上化學藥劑重

新做表面處理，終於重現銅像原有古樸的色澤。這是六十年的序

曲，讓筆者娓娓道來這尊銅像六十年前的一些故事吧！ 

先父－雕塑家蒲添生(1912-1996)是台灣嘉義人，為著名前輩

油畫家陳澄波(1895-1947)的女婿。其祖父蒲榮玉那一代，由福建

遷至台灣嘉義，是位畫家兼佛像雕刻師，父親蒲嬰以從事裱畫為

業，也精於人像畫，在嘉義美街開設「文錦

裱畫店」，耳濡目染地對美術發生興趣，早年

以膠彩畫作品「鬥雞」獲得「新竹美展」首

獎。先父讀小學時因導師陳澄波曾經留學日

本，回到台灣嘉義故鄉時常在路上擺著畫架

畫畫，先父在路上看見了，心理就想著我也

要走這條路，並且計畫也到日本看看。 

先父在青年時期赴日學藝，師事日本古

典雕塑大師朝倉文夫，為朝倉雕塑私塾唯一

台籍門生，先父非常優秀，盡得朝倉老師的

真傳，1941年朝倉文夫老師力勸留日發展未

果後，特贈當時甚為珍貴的十餘禎孫中山先

圖一 民國三十八年台北中山
堂前廣場的「國父銅像」遠景 

圖三 銅像底座後方的簽名「台

灣嘉義 蒲添生謹作」 

圖二 民國九十八年台北中山

堂前廣場的「國父銅像」遠景 

圖四 蒲添生年輕時赴日

學藝，在朝倉文夫雕塑工

作室中與作品合影 

圖五 1941 年朝倉文夫老師

贈蒲添生的孫中山先生相
片，告知日後必定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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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相片，告知日後必定大有助益。至此一別，師徒二人相隔十七年，於 1958年才又再度重

逢於日本東京。 

1941年先父於日本學成返回故鄉嘉義，當時台灣社會環境、

生活條件尚處艱辛階段，雕塑界仍是一片荒蕪，蒲氏乃擔任拓荒

者的角色，當台灣光復初期尚無任何學校科系設立雕塑課程的時

候，先父應省教育廳委託，主辦暑期雕塑講習會長達十三年，親

自指導而培育雕塑人才良多，並且長期擔任民間的台陽美協雕塑

部評審委員以及官方的省展評審委員，做為提攜台灣雕塑後進的

管道。 

先父雕塑技法剛中帶柔、連皮帶骨，為人物塑像，強調一定

要抓住該人的神韻，雕塑技法中充滿著自信，更強調「以技入道」。

在一生的作品中，大部分均以人體為創作題材，而人像的塑造，又

是朝倉老師傾囊相授的技藝。朝倉老師為日本本因坊秀哉塑胸像的

時候，故意保留雙手不做，雙目凝視棋盤，以身體姿態的扭轉，恰

似將要伸出無形的雙手，在棋盤放下一子定江山，能量極為強大。

而盡得真傳的先父，在接受報紙採訪時曾爽朗的談到：「塑像除了

形態正確之外，要有一眼就讓人知道想要表達的精神和情感。譬如

說他是政治家、文學家、音樂家或者是企業家等等，都要有其不同

的個性和氣質，又譬如說她是一位啞巴小姐，塑像的時候就必須

要掌握和傳達出這樣的感覺和神韻。」筆者個人覺得尤其是這一

件孫中山先生的立像，就充分的表現了一位政治家的氣度和風

範，這是先父在雕塑技藝上非常傑出的表現。 

緣由 

製作「國父銅像」的時代背景是在民國三十四年臺灣光復初

期，全島熱烈歡迎回歸祖國，前輩油畫家陳澄波也率先加入「三

民主義青年團」。為向孫中山先生表達崇敬之意，當時的本土金

融家，前「大東信託」創辦人陳炘首先提議為 先總統蔣中正先

生以及 國父孫中山先生建立銅像。後來在嘉義接收歡迎大會

上，因陳儀曾向接收人員國民政府少將張邦傑提過建立銅像一

事，因此張邦傑便請陳澄波幫忙找人，當時台灣雕塑界處於青黃

不接的時候，還沒有人會做大型紀念像（前後期的雕塑家黃土水

於 1930年過世，黃清埕於 1942年過世，陳夏雨於 1946年 5月

剛回台，1948年之後丘雲、何明績、闕明德等人才陸續從大陸來

台），於是陳澄波當仁不讓，內舉不避親推薦自己的女婿雕塑家

蒲添生接下這個重責大任。後來非常遺憾的是，陳炘與陳澄波兩
圖九 保留於蒲添生故居的鑄
銅工具 

圖六 蒲添生(右下站立者)於

雕塑講習會授課，當時台灣學

校無雕塑科系 

圖八 日本技師和田喜代助留
用證明 

圖七 朝倉文夫老師於 1934 年

所塑本因坊秀哉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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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因為二二八事件而不幸犧牲。 

為製作銅像，先父舉家從嘉義北遷至臺北，借用原為幼稚園舊址的大正町三條通空軍

倉庫（今長安東路和林森北路附近）成立工作室，並設立光復後臺灣第一家鑄銅工廠。因

應鑄造銅像技術的需要，他特別向政府提出申請，商請日本技師和田喜代助暫延返日留在

台灣，引進鑄銅技術。而這一些早年鑄造的銅像，都是他和鑄銅師傅，汗流浹背用鐵棒串

著抬起灼熱的鍋爐，裡面裝著一千多度的銅漿，一滴一滴的倒入模型鑄造銅像，這種場景

在我幼年的時候烙下深刻的印象。 

當時的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為了設立銅像，特別成立了由十一個單位所組成的「國父暨主

席銅像籌建委員會」，於民國三十五年二月間開始，原本預計先塑「國父銅像」，因為一時

難覓較好之孫中山先生照片，乃先塑蔣中正像，並在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現在的忠孝

東路和中山北路口（行政院與監察院之間）舉行銅像揭幕典禮。這尊銅像身著戎裝，唯獨

不戴軍帽，曾在省黨部引起極大的意見，但是先父認為，保留蔣氏未戴帽的頭型，就藝術

上的角度而言，更能表現個人的特質。後來據說蔣介石本人看了這一尊「蔣主席戎裝銅像」，

表示非常滿意，因此弭平了爭議。 

為了訂定「國父銅像」的藍本照片，需要更為清晰的容貌照

片，除了朝倉老師贈送的十餘禎相片，先父聽說南京中山陵陵墓

中那一尊大理石的國父像雕得最好，於是先父拜託朋友找到那張

照片，另外又搜羅了三、四十張各式各樣的孫中山先生照片，最

後由台北市長游彌堅介紹一位陳以益先生，他提供了民國十三年

十一月十八日孫中山先生在日本長崎演講亞細亞主義後拍攝的

最後留影，資料蒐集才告完成。 

銅像製作過程 

自此之後先父便將照片貼滿牆面，仔細思索孫中山先生的面貌及其精神，揣摩了兩個多

月，沉思入神時連飯都忘了吃。但這樣還不夠，又拜託游彌堅市長，於 國父之子孫科先生

於台北中山堂演講時，特別安排蒲添生坐在第一排位置，聽了兩、三小時的演講，目光卻

一直仔細端詳容貌，想從孫科先生找出與孫中山先生容貌相似之處。這樣一直到三十五年

六月，才開始雕塑泥模。在民國三十六年塑造泥模衣著時候，還

請當時就讀台灣師範學院(現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一年級的大舅陳

重光先生，身著西式大衣，站在箱子上，於寒假過後課暇之餘充

當模特兒，每一次至少站立一、二個小時，大舅說他這樣每一次

全副武裝站下來都汗流浹背，如此持續三、四個月。 

民國三十六年發生二二八事件，塑像在槍林彈雨中繼續進行

著。因為廚房的外牆牆板有較大縫隙，廚房裡還有機槍掃射後留

下的彈孔，我們家人經過廚房時，都還會習慣性的彎腰快跑通

圖十 銅像的藍本－國父孫中

山先生最後留影 

圖十一 民國三十六年蒲添生

與「國父銅像」泥塑模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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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因為當時情況混亂，許多無端受影響波及的狀況層出不窮，為避免製作進度受干擾而

延宕，政府在工作室門口豎立一個「國父、總統銅像製作工廠」的招牌，才免於受擾，避

過了動盪期。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國父暨主席銅像籌建委員會」決議在民國三十七年元旦舉

行「國父銅像」揭幕典禮，但因物價一直大幅波動，製作「蔣主席戎裝銅像」已經花費掉

全部的經費，所以「國父銅像」的鑄造費用都一直積欠著。先父曾回憶說道，因舊台幣四

萬塊換新台幣一塊錢，原本預計的舊台幣二十萬元費用，變成新台幣五塊錢，「國父銅像」

根本無以為繼。且銅像製作完畢後工作室遭無理徵用，還被士兵驅迫搬離工作室，遷到了

鄭州路二十九巷（現在的台北後火車站附近）。於民國三十七年五月間，先父借了一輛橡皮

輪車，把銅像搬到新住所，此處是木造房舍，又矮又小，

只好讓「國父銅像」暫時站在屋簷下飽嚐風雨。 

事後先父拜訪台北市長游彌堅商討後續事宜，市長允諾

銅像豎立工程由市工務局全負責，再進行募款資助；當此

事由記者張力耕揭露後，民眾踴躍捐款，方使先父不至傾

家蕩產。民國三十八年十月二日刊登於中央日報記者李力

耕先生的文章，該篇標題為「國父暨總裁銅像彫塑者—青

年藝術家蒲添生」，裡面對雕塑家的辛勞有完整的描述： 

『生命是短暫的，藝術是永恆的。』每逢拿起彫

刻刀，走進彫塑臺的時候，我就忘記世界上的一切，甚至飢餓、痛苦。 

為發動豎立 國父銅像，我曾與銅像的彫塑者蒲添生先生做了幾次懇切的談話。在

談話中最使人難忘、感動的，莫過於上面那一句自白。我們知道做一個彫塑家絕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替廟裏塑一尊菩薩很容易，但要替一個曾活在世界上的人塑一尊像，

不僅在外型上相像就算了事，而要塑得使別人能從像的本身上，發覺到被塑者的思想、

人格、個性和偉大特出之處。不僅這個，一個功成的彫塑品，還能使欣賞者從像上讀

出作者的智慧和天才。…… 

『窮算什麼！既學這一行就不怕窮，我沒有發財的念頭，窮也有窮的樂處，那樂

處就在我們的工作上』。蒲君這達觀的口吻和忠於藝術的態度，記者也不禁深為感動，

可不是嗎：除了像專為帝王雕塑墓穴的米蓋朗基羅外，古今中外不窮的藝術家有幾個？ 

蒲君除了太太外，現有二男二女，最大的女兒才八歲，住在一棟矮小的木板房子

裏，在蒲君家中我曾瀏覽過幾次在他擺好了彫塑台的工作室中除了四張舊藤椅一張茶

几外什麼也沒有，我曾問他在工作之暇，其他有什麼愛好沒有？他笑著指著茶几上的

樂園牌香菸說：『當我工作累了的時候就躺在藤椅上，抽一隻香菸，別的我什麼也不好。』 

大抵藝術家都不修邊幅，羞澀寡言的，這位蒲先生也不例外，我問三句他頂多答

一句，不過當我告別時他卻說了好幾句。他說：『張先生我十二分希望你這一次的發動

能把  國父銅像豎立起來，如果銅像能出現大家的面前，那就是我最大的安慰了。至

圖十二 民國三十八年十月十一日，

中央日報龐先生旅台記四格漫畫，為

設立國父銅像呼籲民眾踴躍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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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錢根本算不了什麼，給我一點固然感謝，就是分文不給也算不了什麼，可惜我自己

再窮，否則我早把  國父銅像請出這低矮的屋簷下了。』 

 

銅像完成和開幕 

當年政府有提供三處設立地點徵詢

先父意見，經過思考比較過後，先父認

為設立在車水馬龍的交通要道不太適

合此銅像，而應該矗立在以紀念他為名

的中山堂前廣場，此處安靜又高雅，應

該比較適合，這個意見獲得當局的採

納。這尊銅像的基座為日治時代西門橢

圓公園（今捷運西門站六號出口附近）

遷移而來，原本是當時日本第四任民

政長官祝辰巳紀念塑像的基座，「國父

銅像」完工後銅像含基座總高度約 10

公尺，雕塑台與整體周圍景觀真的如先父所觀察的，顯得非常搭

配。 

民國三十八年十月十日由陳誠長官主持揭幕大典，出席貴賓

包括台大校長傅斯年、抗日名將李友邦等多人。「國父銅像」高

約三百公分，身著西式禮服，外穿大衣，左手下垂執演講稿一卷，

右手插在褲袋中，雙目平視，炯炯有神但又透露出溫暖關懷，有

一種為理想奔走不懈的寓意，外形為西方知識份子的形象，但精

神的表現上蘊含東方的特質。在造型、服裝、手勢與姿態的選擇

等都能勾勒出中山先生以知識份子所流露出來的悲天憫人情

懷。筆者個人認為這尊銅像的藝術價值

遠高於其政治意涵。 

一九四九年開幕典禮時發生了一件

意外的小故事。因為當天飄著小雨，蓋

住銅像的紅布沾濕貼在銅像表面，出席

貴賓李友邦副主委的長女李效群、長男

李煒群擔任小花童獻花揭幕時，將彩帶

拉斷了，雖然樂隊一直重複奏著國歌，

但是紅布卻無法揭開，陳誠主席一直盯

著先父看，表示〝怎麼辦？〞先父會意

後馬上快跑繞到銅像的背面，沿著基座

圖十四 蒲添生正在為國父銅
像上色 

圖十三 工人正在拆卸西門橢

圓公園的銅像基座 

圖十五 民國三十八年「國父銅

像」近景 

圖十六 民國三十八年蒲添生

親自爬上「國父銅像」揭幕 

圖十七 民國三十八年「國父銅

像」揭幕完成，蒲添生緩緩從

銅像後面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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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飾條，矯健地攀爬而上，而第一位見到報紙消息後捐款立像的

劉世潤先生也跟著爬上協助，終於將紅布掀開，在一片掌聲之

中，銅像的英姿終於展現在人們眼前。在台大校長傅斯年、市長

游彌堅致詞之後，於響亮樂隊聲中及一大群象徵和平的鴿子滿天

飛舞的情況下圓滿的完成了開幕典禮。 

民國九十七年一月十四日，由當時的台北市文化局長李永萍

主持的台北市古物審議委員，會開會審議後決定「國父銅像」

為一般古物，之後於民國九十七年二月十九日由台北市政府公

告，肯定其具有歷史、文化以及藝術價值。民國九十七年十月九

日，在「國父銅像」設立六十週年紀念的前一天，文化局邀請了

當年與會貴賓的第二代共襄盛舉，參加「台北市中山堂國父銅像

設立 60週年紀念活動暨史料影像展」，其中包括陳誠的公子陳履

安先生，李友邦的公子李力群先生，及銅像作者蒲添生的後代家

屬等。這一年，台灣因為「莫拉克」颱風造成重大災害而取消各

項國慶活動，「國父銅像」的紀念活動成為與會來賓所說的「唯一

的一個國慶慶典」。 

國民黨黨史館主任同時也是「孫中

山紀念圖書館文教基金會」的邵銘煌執

行長，上台致詞前就先自嘲一番，他說

非常不可思議，自己來來回回經過中山

堂廣場這麼多次，竟然不知道有個如此

重要而且特別的國父銅像。當他仔細端

詳後，發現處處可見蒲添生先生的用

心，判斷這尊銅像頭部呈現的是孫中山

先生晚年的相貌，內着西裝是 1912年開

國初期的款式，外着大衣是開國後祭明

孝陵時才有的裝扮，手放褲袋的優雅姿

態是 1916曾於上海哈同花園時的留影，至於左手上拿的類似講稿，

蒲添生先生塑像的原意是三民主義講稿，他認為可能是建國大綱。 

先父的「國父銅像」奠定了他藝術生涯的基礎。成名之後，委

託工作也接踵而來，譬如大型戶外紀念像有台南火車站前的地標「鄭

成功銅像」；胸像有台灣通史作者連雅堂像、台灣醫界第一人杜聰明

像、國父之子孫科像、台南前輩企業家吳尊賢、吳修齊董事長像、

日本時代台籍法官第一人的黃演渥像、第一至第三任的台北市市長

黃朝琴像、游彌堅像、吳三連像等等上百尊，幾乎是台灣近代歷史
圖二十二 「國父銅像」如同將

要踏出理想的那一步 

圖十八 「台北市中山堂國父銅像

設立60週年紀念活動暨史料影像

展」與會貴賓於「國父銅像」前

合影 

圖十九 民國九十八年「國父銅
像」近景 

圖二十一 蒲添生的「陳老太太
像」 

圖二十 蒲添生的「連雅堂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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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縮影。其中一尊「陳老太太像」為民國三十三年受託塑造陳醫師之母，將那個時代母親

堅毅的形象完整表達出來，筆者認為這尊半身銅像可以說是「台灣的阿嬤」。此像具有強烈

的量感、觸感、情感及張力，因此有人形容這件作品為比羅丹還羅丹，民國九十七年國立

台灣美術館獨具慧眼，典藏此胸像作品。 

西洋古典之人體雕塑起源於希臘，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全盤西化，引進西洋美術，先父

所學乃是從日本而來的古典雕塑技法，強調全身骨骼肌肉線條的流暢感，因此 360度環形

基座尤其適合「國父銅像」。當民眾觀賞銅像繞到作品背面時，真的會感受到，國父孫中山

先生不是硬邦邦的罰站，而是想要踏出理想的那一步，相同的，先父的古典雕塑理想，也

和「國父紀念館」有著關聯，讓他的作品踏出國際的第一步，繞了地球半圈，重回古典雕

塑盛行的歐洲，站在巴黎大皇宮美術館法國沙龍學會的展場。 

先父的「陽光」(高 81公分)這件作品，原擬於民國七十一年「全

國美術展覽會」在國父紀念館展出，但當時民風仍然保守，「國父紀

念館」展拒絕任何裸體作品展出，故該展相關之裸體作品全部移師

至附近之「春之藝廊」展覽，是年引發「藝術與色情之爭」。特別的

是，當時有一位楊姓女記者不滿當局這樣的處理而召開藝術與色情

論壇，意外的因為這段機緣，成為先父的第三個媳婦。而民國九十

七年，在先父過世 12年後，「台灣雕塑學會」主辦的「台灣生命力

二○○八雕塑大展」於「國父紀念館」展出，蒲家三代作品一同獲

邀展出，在二十六年前因「裸體對國父不敬」而被拒的「陽光」作

品，重回「國父紀念館」展出並獲大批媒體記者採訪，真是始料未

及。 

「陽光」取材法國籍模特兒，模特兒身材具娟秀的氣質，姿態

自然，神情昂然的在甦醒以及正在呼吸新鮮空氣的模樣，其內在生

命張力豐沛，線條優雅，神情昂然地迎向陽光，享受生命。此作品

雖是中型作品，但是線條卻具有強大的氣勢力量，令人不得不駐足

觀賞。 

羅丹(Rodin 1840-1917)的「青銅時代」(L'Age de l'Airain)作品，

不只是描述一個年輕男性的甦醒狀態，而且也是在描寫一個時期

的文化甦醒；我們也發現到「青銅時代」的男性造型與「陽光」

女體姿態有某種程度的類似，意境也似曾相識，更巧的是，這兩

件作品都是從被拒絕到被接受。這種時代性的藝術家意向投射及社會的進步和反省，也真

是藝術家的造型能力及思想達到某一種程度時，非常巧合的共鳴。 

先父的「陽光」被拒後並不氣餒，反而更堅定他以人體來創作的信念繼續精進。筆者

在留法時期，以「伏羲氏」於 1982年「法國沙龍學會」榮獲雕塑類銀牌獎後，鼓勵父親一

起參加，自 1983年起先父隨後連續三屆「法國沙龍」均獲入選。當時歐洲人連台灣在世界

地圖的哪一個角落都不知道時，台灣本土雕塑家能夠以西洋古典雕塑參加「法國沙龍」並

圖二十四 羅丹的「青銅時代」，

羅丹美術館 

 

圖二十三 蒲添生的「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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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獲得入選，真是在台灣的雕塑史上立下了一個里程碑。 

紀念像的處理方式 

由於早期創作題材均侷限在政治人物的紀念銅像，先父在許多場合被歸類為「政治雕塑

家」，但是先父認為他的塑像不是在造神，而是塑造感動人的藝術品。因此在 1983年第一

件送去「法國沙龍學會」參展獲選的是和台北市中山堂廣場「國父銅像」同一時期所塑造

的作品，名為〈詩人〉的魯迅像。而先父想要強烈的傳達的觀點

和立場，是希望作品的藝術表現，能夠被古典雕塑發源地的歐洲

所接受，也希望台灣的社會能夠接受他的這種看法。 

先父留日時期對魯迅的事跡很感動，感念這位華人留日前輩

原本要學醫，但認為「救國救民需先救思想」，乃棄醫從文，希

望用文學改造中國人的靈魂，先父塑造〈文學魯迅〉參加 1939

年的第十三回朝倉雕塑塾展覽會，並獲得朝倉老師的讚賞。但先

父日本學成回台後並未將〈文學魯迅〉攜回，在台北大正町工作

室中憑照片與記憶重塑魯迅像。在不諳政治左派右派的情況下，

於民國三十六年完成後遭獲檢舉，並且登上報紙，幸因「國父銅

像製作工廠」招牌而未遭搜查，他乃將此像藏在衣櫃中長達數十

年。民國七十二年五月，他將魯迅像改以〈詩人〉名稱，和筆者

一起參加法國沙龍，皆獲入選，台灣各大報紙一同報導父子同時

獲選的消息，〈魯迅像〉因此重見天日，並隨即在民國七十二年

十月的台北館前路省立博物館「蒲添生雕塑 50年第一屆紀念個

展」中公開展出，此作後來獲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羅丹的〈沉思者〉是以裸體的方式表達，肌肉發達起伏明顯，

就好像他們民族性的思考邏輯，赤裸的肌肉呈現，明顯起伏是看

得見的。而在先父〈詩人〉的長袍皺摺有傳達內心世界之思路的

作用，那件衣服宛如是一種歷史，文化包袱的象徵，它在若隱若

現中，透過外在衣服表達內面深沉的思緒。可以明顯比較出東西

方藝術手法之不同。再進一步探討〈詩人〉與〈沉思者〉都是坐

姿拖顎，但〈沉思者〉是緊張地思索著，它成功的營造一種量體

豐厚的宇宙，以及有強大逼力的生命體。至於〈詩人〉，其意境

是寧靜致遠和溫柔敦厚，它無形中表達一種文化投射，有其精神

與感情的內涵孕育其中，相對於〈沉思者〉，〈詩人〉應可說是東

方的沉思者。 

先父塑造人像都會觀察史料，堅持表達自己的研究角度和觀

點，於民國六十四年所塑的孔子像即為一例，他在民國七十二年

十月台北館前路省立博物館個展時介紹他所塑的孔子像，認為孔
圖二十七 「孔子像」，民國六

十四年蒲添生作，高 57 公分 

圖二十五 「魯迅像」，民國三

十六年蒲添生作，高 72 公分，
入選 1983 年法國藝術家沙龍 

圖二十六 羅丹的「沉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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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精通六藝，應該是文武全才，而且又是山東人，應該體格壯碩。他帶著七十二名學生周

遊列國，推行有教無類、世界大同的理想，具備讀書人大智、大仁、大勇的內涵，除了是

教育家也同時具有思想家和政治家的風度，不應仿唐、宋畫家的藍本，以鞠躬、彎腰駝背

的樣子來塑像。此觀點在塑像後三十五年後華語史詩磅礡鉅作電影《孔子：決戰春秋》裡，

與孔子所展現的浩然正氣不謀而合，皆是以全人教育、文武雙全的角度詮釋孔子。此作品

於 1975年完成後，1986年由王仁宏先生(高雄大學創校校長)代表台灣留德同學會捐贈該尊

銅像給其母校德國海德堡大學，作為建校 600週年慶典紀念，以及國民外交與宣揚中華文

化之用。 

先父晚年接受前總統李登輝邀請，為民國八十一年五月震驚社會的健康幼稚園火燒車意

外事件中，為拯救小朋友而犧牲性命的林靖娟老師大型紀念雕像，更是其藝術生涯最後的

一件大型作品。他堅持藝術創作，罹癌不願積極就醫，數次昏倒在他藝術人生的舞台上（升

降機的雕塑工作台上），抱病於八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如期完成

林靖娟老師雕像後，隨即於五月三十一日溘然逝世，留給後人

無限的追思。先父生前有三個願望，第一個是「林靖娟老師紀

念銅像」的完成；第二個願望是創作「二二八事件紀念像」；

第三個願望是成立故居雕塑館。先父於一九九六年辭世，距今

已十四年了，我們後代家屬終於於今天幫他完成了故居雕塑紀

念館的遺願。 

「蒲添生故居」是一個具有古典風格的日式建築，先父生

前在此居住及創作長達四十多年。工作室請福州木工師傅以檜

木蓋成，挑高兩層樓半，工作室上半四面都可採光，可登二樓

ㄇ字走廊環繞俯視大型作品之製作，為臺灣前輩藝術家目前尚

存具有歷史價值和意義的專業工作室。由於老建築日漸衰壞，

為了再現建築風華，並妥善保存內部作品，我們後代經過數年

的努力，終於完成「蒲添生故居」的整建工程，目前故居包括

有戶外展示區、藝術走廊、紀念工作室、文物陳列室及作品陳

列展示廳等，從靜態的作品、文物，到動態的影音圖像等設施，

設計獨特，內容豐富，堪稱一小型雕塑博物館。. 

「蒲添生故居」成立，除了追思先父的孺慕之情外，更為

了保存他一生奉獻雕塑藝術所留下珍貴的創作成果，也為台灣

雕塑藝術發展留下可徵的史料紀錄，不論從家屬私人角度與推

廣文化資產大眾角度而言，均具備多重意義。 

先父與先母陳紫薇（也就是著名前輩畫家陳澄波的長女）

感情越老越濃郁。晚年時他們出門總是出雙入對，譬如拜訪親

戚朋友、到美術館、畫廊看展覽等都是形影不離，到中山堂前

廣場「國父銅像」前小坐閒談也是經常的事。以前我們偶爾可
圖三十 蒲添生、陳紫薇賢伉儷

合影 

圖二十八 民國八十四年蒲添生
塑林靖娟老師紀念像工作照片 

圖二十九 蒲添生生前的工作

室，挑高兩層樓半，圖中為林

靖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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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到一對老先生老太太手牽著手在廣場閒逛聊天，或者坐下來休憩，偶爾抬起頭來仰望

「國父銅像」，那可能就是先父先母了！而那時候的先父內心世界裡不知有多少的感觴，但

至少他的內心應該會很滿足、很安慰，因為當年要塑造這一尊孫中山立像，憑藉的只是老

師朝倉文夫所託付的照片以及陳以益先生提供的照片就把它完成塑造，真是不簡單，而且

又塑造得那麼精采，如果把它放在世界上有名的紀念像旁邊，譬如故宮裡法國著名藝術家

朗度斯基（Paul Landowski）所雕刻的大理石國父坐像旁邊，一點也不會遜色，這就是他的

功力。況且這件作品是他初試啼聲的的大型作品之一，具有大將之風，而且充滿自信。真

是難能可貴！我的大舅陳重光說先父的腦波就像電腦，而他的手就像魔術的手，誠然如此。 

當社會淡忘了有台北市中山堂廣場前「國父銅像」時，藝術評論學者呂清夫教授曾在

網站「也管他人瓦上霜」中發表一篇文章，提醒社會重視文化資產，免於淪為失憶之島，

其中提到的一件作品就是先父的「國父銅像」。筆者於文大美術系任教的前期學生林英斌，

在後續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呂清夫老師的這種精神感召下，於二○○九年

完成以這尊銅像為研究主題的「蒲添生孫中山立像研究」，以學術及藝術的觀點來看待這件

作品，而筆者個人則是希望喚起大眾認識這件作品在台灣近代雕塑史上的價值，以及蒲添

生在台灣近代雕塑史上先河開端點上的奉獻和努力。 

 

（作者為雕塑家蒲浩明，蒲添生長子，文化大學美術系副教授） 

 

附註：本篇文章刊載在國立國父紀念館

館刊第二十五期，中華民國 99

年 05月 14日出刊，第 008頁~

第 0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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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初稿) 

 

封面 民國三十六年蒲添生與「國父銅像」泥塑模型合影 (建議館刊封面) 

圖一 民國三十八年台北中山堂前廣場的「國父銅像」遠景 

圖二 民國九十八年台北中山堂前廣場的「國父銅像」遠景 

圖三 銅像底座後方的簽名「台灣嘉義 蒲添生謹作」 

圖四 蒲添生年輕時赴日學藝，在朝倉文夫雕塑工作室中與作品合影 

圖五 1941年朝倉文夫老師贈蒲添生的孫中山先生相片，告知日後必定大有助

益 

圖六 蒲添生(右下站立者)於雕塑講習會授課，當時台灣學校無雕塑科系 

圖七 朝倉文夫老師於 1934年所塑本因坊秀哉像 

圖八 日本技師和田喜代助留用證明 

圖九 保留於蒲添生故居的鑄銅工具 

圖十 銅像的藍本－國父孫中山先生最後留影 

圖十一 民國三十六年蒲添生與「國父銅像」泥塑模型合影 

圖十二 民國三十八年十月十一日，中央日報龐先生旅台記四格漫畫，為設立國

父銅像呼籲民眾踴躍捐款 

圖十三 工人正在拆卸西門橢圓公園的銅像基座 

圖十四 蒲添生正在為國父銅像上色 

圖十五 民國三十八年「國父銅像」近景 

圖十六 民國三十八年蒲添生親自爬上「國父銅像」揭幕 

圖十七 民國三十八年「國父銅像」揭幕完成，蒲添生緩緩從銅像後面爬下 

圖十八 「台北市中山堂國父銅像設立 60週年紀念活動暨史料影像展」與會貴賓 

於「國父銅像」前合影 

圖十九 民國九十八年「國父銅像」近景 

圖二十 蒲添生的「連雅堂像」 

圖二十一 蒲添生的「陳老太太像」 

圖二十二 「國父銅像」如同將要踏出理想的那一步 

圖二十三 蒲添生的「陽光」 

圖二十四 羅丹的「青銅時代」，羅丹美術館 

圖二十五 「魯迅像」，民國三十六年蒲添生作，高 72公分，入選 1983年法國藝術

家沙龍 

圖二十六 羅丹的「沉思者」 

圖二十七 「孔子像」，民國六十四年蒲添生作，高 57公分 

圖二十八 民國八十四年蒲添生塑林靖娟老師紀念像工作照片 

圖二十九 蒲添生生前的工作室，挑高兩層樓半，圖中為林靖娟像 

圖三十 蒲添生、陳紫薇賢伉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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