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映蒲佛雨系列雕塑創作與意念昇華之研究

黃懷霈、林玉山

E-mail: 9708006@mail.dyu.edu.tw

摘 要

黃映蒲為一名宗教及現代藝術雕塑家，到目前為止已從事宗教雕塑近三十年，作品形式多樣化，寫實、立體到抽象皆有，

公共藝術、裝置藝術等方面也多有表現，多次參與雕塑類評審，並擔任榮譽觀護人，實為一名關懷社會的藝術家。宗教藝

術工作中，他在佛寺之作品遍及全國各地，風格獨特，莊嚴肅穆，受到各地寺廟住持與信徒讚許。黃映蒲也在「佛雨系列

」作品個展中，呈現兩次不同風貌，以及越臻成熟的技法和意念。 研究者成長於充滿佛教氣息的家庭，平時對佛教多所研

究，宗教的歷史也相當有興趣，並著重於思想史的涉獵。透過「藝術的傳人」一書的閱讀，引起研究者對宗教藝術中之佛

教雕塑者黃映蒲的興趣與注意。本研究主要探討黃映蒲在「佛雨系列」雕塑中佛像之創作所因循的古佛法相，以及融合新

舊後的新意象，試圖對佛教藝術有更進一步的瞭解。本文主要內容包括四個大部份，分別為(1)佛教藝術的風格概述(2)黃映

蒲的生平背景(3)「佛雨系列」雕塑所承襲風格的作品分析(4)「佛雨系列」雕塑作品之創作與意念昇華。本研究以傳統佛教

造像與黃映蒲佛教作品做分析與比對，並針對其形式的表現來做探討，最後結合觀賞展覽者的意見回饋，藉此呼應黃映蒲

的作品其外在的顯像以及意念賦予的想法是否符合期望。 佛雨系列展覽中，除本文所研究之朝代外，尚有源自日本、宋、

元、明、清、密宗等風格作品與非宗教藝術之創作，並非僅有研究者所論之風格作品，除此、尚有個人各式雕塑展，也可

做為研究項目。現今社會充斥著許多藝術家，而能真正將傳統與創新巧妙融合的宗教藝術家卻在少數，黃映蒲是少數例子

之一，也是風格獨特的佛像雕塑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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