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畢卡索逝世滿五十週年之際，西班牙與法國文化部

共同宣布�2�0�2�3年為畢卡索年（�T�h�e� �Y�e�a�r� �o�f� �P�i�c�a�s�s�o），

同時全球各地也陸續舉辦各項相關活動，以紀念畢卡索

為世人所留下的藝術傳奇與遺產，並將畢卡索的藝術熱

情傳給新世代。

收藏家張惠華教授具有資深的鑑賞經歷與豐富的畢

卡索收藏，逢此畢卡索週年提供部分收藏作為藝術教育

之用，讓臺南市民同步於國際文化盛事並共同欣賞畢卡

索作品，近身感受其創作熱誠。本展於畢卡索過世�5�0年

之同日開幕以向畢卡索致敬，並且同時舉辦講座將畢卡

索介紹給在南臺灣的愛好者。

展覽於一樓展廳介紹畢卡索一生的三大名作：〈格

爾尼卡〉、〈哭泣的女人〉以及〈亞維農少女〉。六樓

四個主題分別介紹：畢卡索�-鬥牛士精神、務必一睹的畢

卡索、多面向的畢卡索以及不像畢卡索的畢卡索，讓大

眾深入了解名氣之外的各面向的畢卡索，並紀念他永垂

不朽的創作熱情。

展 覽 簡 介

1.1 展覽簡介　　74x120cm



這幅被視為現代藝術與立體派開端的作品，目前常

年在美國紐約的現代藝術博物館內展出並典藏。各種姿

態裸女的畫像以現在眼光看來並不稀奇，但在�1�9�0�7年即

使是巴黎也是極具爭議性的。這幅畢卡索居住在巴黎洗

衣船工作室期間完成的作品，當年是以巴塞隆納的亞維

農街上的妓女作為模特兒，原題為〈亞維農的妓女〉

（�L�e� �B�o�r�d�e�l� �d’�A�v�i�g�n�o），但後來展出時考慮到對公眾

的衝擊而改名為〈亞維農的少女〉。此作品不只主題具

有爭議，畫面中女子的肢體、畫面構成、面容等都不是

美術史以來慣常的人物樣態，超出了當時所有人與藝術

家的理解與想像。沒有傳統肖像畫女性的唯美或裝飾，

赤裸而乖張的姿態，沒有連結的肢體、面具跟人體的

組合、人物與背景的交錯，這些跳脫視覺經驗與歐洲繪

畫傳統的視界，也開拓了現代繪畫創作的新面向。

亞 維 農 少 女

1.2 亞維農少女　　74x120cm



格爾尼卡（�G�u�e�r�n�i�c�a）

�1�9�3�7年西班牙正值內戰期間，而法國巴黎則在準備舉辦萬國博

覽會，居住在巴黎的畢卡索已經是個國際知名的藝術家了。西班牙第

二共和邀請畢卡索為博覽會的西班牙館製作作品，而畢卡索遲遲未

決定主題。�4月�2�6日，以法蘭西斯科·佛朗哥為首的舊勢力聯合德國、

義大利，對西班牙北部毫無軍事設施的古城格爾尼卡，進行了一次對

不設防城市的地毯式轟炸，經過�3小時的密集轟炸，烈火燒了整整三

天，死傷人數達�2�0�0�0多人。畢卡索在巴黎的報紙上看到新聞和照片，

義憤填膺即刻展開創作。持續數週嘗試了多個稿本，在數週內完成

此幅〈格爾尼卡〉的鉅作。製作全程由當時的女伴� �D�o�r�a� �M�a�a�r� 攝影

下紀錄了下來。� 這幅高�3�4�9公分寬�7�7�6公分的油畫，全幅黑灰白色調，

分為三個部分，六個主角：一隻西班牙公牛、一匹嘶鳴的馬、一個倒

下拿著斷劍的人、一個抱著嬰孩哀號的母親、鬼魅般的浮影，和一個

哀嚎的女人。仰天長嘯的人們、奔逃的身影、心痛的母親、斷裂的肢

體、死去的孩童，在燭光與燈光下扭曲掙扎，呈現經歷科技文明摧毀

性暴力的悲痛，以及對無辜犧牲生命痛苦的憐憫，整幅作品沒有表現

戰爭本身，而是將人民受苦的混亂與悲痛集中拼貼、累加在畫面之

上，作為藝術對獨裁者暴力的控訴。這幅作品完成後直到佛朗明哥

政權結束才回到西班牙，目前典藏於馬德里的蘇菲亞王妃藝術中心。

今日〈格爾尼卡〉已經不只是一幅畫了，它是一種�2�0世紀以來由

畢卡索所帶領的生命態度，其精神經過這幾十年來的各種引用、複

製與再延伸，所涉及的面向不僅在藝術方面，還擴及社會運動、政治

甚是人類文明建構。近年來蘇菲亞王妃藝術中心研究成果所建立的

網頁，不僅資料檔案採集的質量前所未有，其對知識保存、傳播與詮

釋的概念，都繼承了畢卡索〈格爾尼卡〉民主、自由、前衛與開放的特

質，而成為人類知識與價值建構與思辨的新里程。

1.4 格爾尼卡(Guernica）　　74x120cm



畢卡索從小就是地方上知名的天才，在美術老師

父親的指導下，�1�5歲參加地方展覽，�1�6歲就完成大型

作品，�1�8歲時加入前衛繪畫的組織，�1�9歲以參觀萬國

博覽會的機會與朋友前往巴黎，開啟他在藝術之都巴

黎的傳奇。

雙眼炯炯有神，�1�6�2公分高的畢卡索，他的母親

曾說過：他如果去當兵一定能成為統帥，如果去教會

就能夠當教皇。�1�9�0�0年�1�9歲初到巴黎，語言不通、默

默無名，但在人才濟濟的藝文圈中，就以充滿個人魅

力的方式逐漸建立起自己的知名度與影響力。

�1�9�0�1年一同前往巴黎的好友逝世，對他的影響很

大，使他的創作進入藍色時期。移居到洗衣船則讓他

認識了另一群藝術藏家與創作者。與模特兒費爾南德

的相遇與相戀，則使他進入玫瑰時期。從此他多變多

產又具有開創性的藝術創作，從巴黎開始散發無限能

量影響到今天的藝術世界。以下的幾個單元推薦觀眾

以不同的面向認識畢卡索，並且深入他不同的人生與

創作階段。

畢 卡 索 簡 介

6.0 畢卡索簡介    210x210cm



出身成長於西班牙的畢卡索，熱愛鬥牛運動與文化傳

統，並受其面對死亡的高貴精神所吸引；甚至說過：自己如

果沒有成為一名畫家，他會去當一名鬥牛士。�P�i�c�a�s�s�o名字

中的�p�i�c�a字根也跟鬥牛中騎士的長矛（�p�i�c�a�d�o�r� 西語）相關。

鬥牛此主題為其終身持續不斷反覆創作的主題之一。

如同海明威所言：「鬥牛是唯一一種藝術家會面臨死亡

威脅的藝術。」這項流傳千年的傳統，危險而且充滿血腥，

近年來因為動物保育的思潮而受到禁止。但鬥牛士在性命生

死關頭時視死如歸的勇氣，面對憤怒瘋狂的牛隻仍堅持與之

搏鬥的意志，在群眾的呼嘯聲中全力一搏的氣慨，擄獲了歷

來藝術家或文學家的心神。

這一系列來自鬥牛場各角落的版畫與速寫，從鬥牛場的

全景、英挺的鬥牛士、靜態的對峙與動態近身搏鬥，皆留下

了畢卡索最吸引人的精彩線條與深刻投入的專注。其中所延

伸出的牛與馬的主題，更成為他重要作品〈格爾尼卡〉中的

主要象徵。

畢卡索

鬥牛士精神� �B�u�l�l�f�i�g�h�t

6.1 畢卡索-鬥牛士精神 Bullfigh　　74x120cm



此區展出畢卡索公認最重要的作品。這些作品的「原作」

都是世界主要博物館的「典藏品」。為了讓我們的國人及學

子們得以認識這些重要作品，我們改以畢卡索孫女（加上原

文姓名）授權製作的版畫等作品展示，希望各位貴賓得以認

識及欣賞到這些重要的名作，並祈各位了解和見諒。　　　

　　　　　　　　　　　　　　　　　　� � � � � � � � � � � � � －張惠華

人物是畢卡索另一個畢生投入的主題，從最早對親人、

友人的不捨與關愛，對於社會角落人物、馬戲團丑角的描寫；

到〈亞維農少女〉開始透過幾何分割以立體派開拓三維畫面。

之後隨著到義大利工作而進入古典時期的健美身體，又隨即

跳到各種扭曲、反轉、變形的超現實面部與肢體，到身邊女

性情緒與戲劇張力皆具的女性畫像。此區所見都是知名的代

表作與重要的主題。其中畢卡索生命中的重要女人們也都在

此出現，第一任太太也是芭蕾舞團女演員的歐嘉·霍赫洛娃� 

�(�O�l�g�a� �K�h�o�k�h�l�o�v�a�)、攝影師朵拉·瑪爾（�D�o�r�a� �M�a�a�r）到最後

一任夫人賈桂琳·洛克（�J�a�c�q�u�e�l�i�n�e� �R�o�q�u�e），這些女性陪

伴畢卡索不同的階段，也對他的創作產生許多影響，無論是

作為題材或是作品的氛圍。

務必一睹的畢卡索
�M�u�s�t� �S�e�e

6.2 務必一睹的畢卡索Must See　　74x120cm



曾經有此一說，當年畢卡索跟一些年輕作家生活在一起

的階段，其他的藝術家都不喜歡畢卡索進入他們的工作室，

因為只要他進去後，過一陣子畢卡索就會把他們的想法變到

他自己的畫裡去，而且畫得比他們又快又好。畢卡索他自己

也曾說：「我從不固定，因此沒有風格。風格對藝術家而言

是最危險的敵人。」從此區的速寫、版畫與各種媒材在不同

素材上的表現，可感受到隨時在塗塗抹抹、隨處都能找到素

材的創作者本質，不論是對於主題的多樣性、表現媒材的接

受度與嘗試範圍的廣度，都如同他自己所言，沒有固定，甚

至視固定為敵人；然而與此同時，他也不厭其煩地進行各種

速寫與練習，以不同方式持續探索有興趣的主題，小至花草－

動物大至神話與美術史名作。

多面向的畢卡索
�A�m�a�z�i�n�g

6.3 多面向的畢卡索Amazing　　74x120cm



畢卡索從很早就掌握了傳統美術的表現技法。本區的

幾幅炭筆素描所標示的�1�8�9�5年，畢卡索正當�1�4歲，還在傳

統的美術學校受教。那年他的妹妹康齊塔（�C�o�n�c�h�i�t�a）罹

患白喉去世，春末全家搬到巴塞隆納，他的父親到�L�l�o�t�j�a美

術學校任教，他也考取入學古典藝術和靜物部門。直到

�1�8�9�7年到馬德里的聖費南多美術學院就讀。

�1�9�0�0年對畢卡索而言是關鍵的一年，對於傳統學院的

學習已感到不耐的他，在巴塞隆納的「四隻貓」咖啡與知

名藝術家舉辦展覽，而且首次前往巴黎去參加世紀盛事的

萬國博覽會，開啟他日後在巴黎發展的機緣。

小丑也是畢卡索重要的繪畫主題，�1�9�0�1年他聽聞摯友

在巴黎過世，數月後他再次前往巴黎舉辦展覽，回到巴塞

隆納後他進入了藍色時期，也開啟了母性與丑角的主題。

從此丑角就成為他創作中的另一個重要陪伴與象徵。

不像畢卡索的畢卡索
�N�o�t� �L�o�o�k� �L�i�k�e

6.4 不像畢卡索的畢卡索 Not Look Like　　74x120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