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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榮譽博士的贈與，這是我們莫大的榮譽。

1999 年朱銘老師創立美術館，該美術館也是他最大的作品，其中

收藏他各系列的作品，非常值得大家參觀。今天朱博士將介紹他的藝

術以及作品圖像，並分享他的人生信仰，很高興我們在此可與他近距

離地交流，歡迎朱博士。

司　儀：謝謝校長。為表示我們的謝意，現在有請校長沈祖堯教授致

送紀念品給朱博士，請朱博士接受，有請兩位。這幅畫作是國際知名

畫家北京畫院院長王明明先生在年前應邀擔任中大駐校藝術家時所繪，

展示中大校園的美景，希望朱博士日後會想起中大這個漂亮的校園以

及今天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謝謝，請兩位就座。

沈校長：現在我們開始今天的講座，再次以最熱烈的掌聲歡迎朱博士。

朱　銘：各位貴賓大家午安，非常高興見到大家，今天我要演說的題

目是「藝術即修行」。將從我的創作根基「藝術即修行」這個美學觀

開始談起，與各位分享我的創作觀點、創作經驗，最後再和大家分享

我近年的新作及其創作理念。

學習與修行

很多人一定會疑惑藝術與修行的關係是什麼？大家要知道「修行」

在藝術領域有其絕對必要性，如果沒有「修行」，談不上藝術。同時

我認為不論你身在哪種領域從事何種行業，「修行」同樣具有本質上

關鍵性的影響。

藝術關乎「修行」，而「修行」是「學習」嗎？藝術和「修行」

以及「學習」的關係是什麼？在我認為，修行和學習是不同的兩回事。

我常將人比喻為一個容器，裝盛了自己本有的質地和習自外界他人之

司　儀：各位來賓請起立，一同以熱烈的掌聲歡迎朱銘博士進場！

司　儀：首先有請香港中文大學（以下簡稱中大）校長沈祖堯教授致

歡迎詞，有請沈校長！

沈校長：尊敬的朱銘博士（我還是習慣叫朱老師）、朱夫人、吳館長、

各位嘉賓、各位同事、各位同學。我們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著名的華

人藝術家、雕塑家、臺灣朱銘美術館的創辦人朱老師到中文大學親自

為我們主持演講，我代表中文大學全體的師生向朱博士、朱夫人，還

有多位臺灣來的嘉賓致以熱烈的歡迎！朱銘美術館非常重視這次的活

動，所以這次除了朱銘老師來以外，還有館長吳順令博士也一同前來，

這就是吳博士！非常希望中文大學以後和朱銘美術館有更多密切的合

作！朱博士是眾所皆知的華人藝術家，他的著名作品〈仲門〉豎立在

中大校園已經超過二十年，成為中大非常重要的地標，每當新聞提及

中文大學，即可看見〈仲門〉作為我們的標誌。

1976 年時朱博士於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舉辦首次個人展覽，從那

時候開始，他的《鄉土系列》就成為非常受歡迎的系列，以後他不斷

地創新、融合文化精神於太極拳的雕塑，創作了《太極系列》的作品，

其中包含中大的〈仲門〉，還有中國銀行前名為〈和諧共處〉的一對

作品。據我瞭解中文大學的〈仲門〉是除了臺灣朱銘美術館的〈太極

拱門〉那一件作品之外最大的太極作品。除了《太極系列》，他還發

表《人間系列》作品，我曾經到訪朱銘美術館，非常非常精彩，如果

你到臺北，只要一個小時的車程就可抵達好好參觀。

朱博士的藝術成就得到國際非常大的肯定。1977 年他在海外首

展，於日本東京中央美術館展出，得到當地非常高的評價，確立他在

雕塑界的重要地位。他的藝術遍及中國大陸、東南亞和歐美等不同國

家，成就之高，所以今年中文大學非常榮幸邀請朱銘老師到此接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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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處理辦法或技法方式。試想他人的觀念和你何關？美術史與你

何關？最重要的是「你」，藏在你的內心中；你是最獨特的，風格藏

在你的內心。還記得我前面提到的容器比喻嗎？忘掉他人，自己就會

逐漸壯大，自己的風格才能成形，因此有修行的必要，唯有修行才能

成就一家。舉例來說，佛陀這位印度教的教徒，他是位王子，國王為

他延攬最好的教師來教導他，為什麼他偏偏要捨棄豪華的宮殿，最好

的教師，走出宮殿修行，幾度幾乎要喪命地持續苦修。我們想想看，

如果他不這樣苦修，一定永遠無法習得佛教的精神，而成為一代宗師，

若他在舒適的宮中修習，他永遠也只是一名印度教的教徒，而不是創

立教派的一代宗師。因此修行重不重要？太重要了。許多偉大的事蹟，

都是修行所造就出來，而不是靠學習達成的。孔子的禮運大同篇，是

學校教他的嗎？不是的；老子他的道德經，是在學校學習到的嗎？也

不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老師教他的嗎？沒有，全部是靠自我修

行達成偉大的境界。從這層面來說，任何行業都需要「修行」，比方

工廠創業，若製造和市面一樣的產品，一定被削價削得遍體鱗傷，但

若是自己開發出來的產品，必定是你訂了什麼樣的價格市場就得接受

這個價格；這意味任何行業都需要秉持修行的態度，才能達成最好的

境界。

另外一例，我想談談日本電影〈宮本武藏〉。片中宮本武藏和另

外一名絕世武士約定三年後兩人進行決鬥。這名武士拜師習劍，但宮

本武藏三年中卻封劍，他到海中划舟，到山上築屋種菜，甚至有一段

時間雕刻佛像。從這些經歷中他體會到，剛硬的東西太剛強容易斷，

柔韌的東西才是最厲害的，寶刀砍不斷枝枒、砍不斷水，他體會到這

一點，因此決鬥時他使用木劍。你想想兩名如此厲害、旗鼓相當的武

士，輸贏只在分毫之間，但以木劍對寶劍，武器的相差就很懸殊。我

物。一個剛出生的嬰孩是盛裝了滿滿的「本我」，但慢慢地學一樣就

丟一樣，隨著年紀逐漸增長，學習閱歷的事物愈來愈多，容器內他人

的經驗知識愈是累積，相對地便壓縮掩蓋了「我」的空間，變成滿滿

都是別人的東西。長久以往，從創作立場來看，習得了各家各派，卻

不禁要讓人問道：「我」在哪裡？然而，在此我並非否定學習他人知識、

技術或經驗的必要，藝術需要「學習」，但藝術更是「修行」。不過

要謹記，如果藝術是以「學習」方式所得，不管你是否留學國外、追

隨哪位大師，學得的「藝術」都不是你自己的藝術，與你無關，只是

開了漂亮的花卻無法結成果實。學習只是參考，總有一天得想辦法忘

掉這些習得之物，若忘不掉就麻煩了，你的腦袋裡塞滿了別人的東西、

他人的影子，從創作的立場來看是種障礙、是絆腳石。所以，修行有

其必要性。千萬記得，你到各地學習、受名家感動、崇拜大師，但最

終你要自問：「我在哪裡？」

「我」在哪裡？「我」就在自己的內心中，因為我是天底下獨一

無二的我，就是所謂的獨特性，也是敝人不斷倡導的「風格在我心」

的「風格」。由此我們可發現，修行為的是找回自己的主體性，探尋

自己的本質，發覺自身的獨特性，鑄鍊出屬於我自身獨有的「風格」。

風格在我心

「風格」到哪裡學？即使是老師也無法教你創作屬於你自身獨特

的風格，所以有句古諺說：「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入得藝術

之門後，接下來你將面對的是內心的問題，內心的問題不是老師不願

意教，而是要我們自己去解決。該如何解決？當然是以修行的態度。

修行就是一定要想辦法把你所學的全部忘掉，忘掉他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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