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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科：文化行政 
科目：藝術概要 

 
一、17-18 世紀歐洲藝術史上，出現所謂「巴洛克」（Baroque）的時代及風格，請描述其藝術特

徵，並請舉一例說明之。（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巴洛克藝術充滿動態激情，考驗同學對西方美術史的基本認識。 

 

【擬答】 
前言：巴洛克藝術的起源 

「巴洛克」（Baroque）一字源自葡萄牙文 barrocco，原意為「變形的珍珠」。它原是 18
世紀崇尚古典藝術的人，對 17 世紀不同於理性和諧之文藝復興風格的一種貶抑稱呼，並用

來指稱「缺乏古典主義均衡特性的作品」。後來這個字詞失去原有貶意，而被用來指稱

17-18 世紀的歐洲藝術時代及風格。在這個時代裡，有幾個重要的政治、社會、科學及文

化發展，促使巴洛克藝術出現。首先是 16 世紀初的宗教改革運動。當馬丁路德在教堂門口

釘上〈九十五條論綱〉，強調「因信稱義」，信徒可自行透過閱讀聖經和祈禱得到救贖，

基督教便分裂成舊教（羅馬公教，俗稱天主教）和新教。舊教因權威下降，便進行一連串

革新；而新教則積極從事商業貿易，以證明信仰有效。由於兩者都各有支持者，便導致一

連串海陸戰爭、向外殖民、反對改革、荷蘭獨立等的歷史事件。到了 16 世紀末，新上任的

教宗追求精神王國，企圖透過具代表性的藝術還擊新教威脅、堅定教徒信仰、重塑羅馬權

威，於是藝術家多被召喚至羅馬，創造輝煌藝術。 
巴洛克藝術的發展 
由於巴洛克藝術是由羅馬教會或皇家宮廷贊助而成的，因此狹義上指 17-18 世紀羅馬教會

或皇家宮廷贊助的藝術，而廣義則指 17-18 世紀發生於歐洲各國的藝術，即巴洛克時代的

藝術。但不論如何，巴洛克藝術最早出現在義大利羅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畫家是卡拉契

（Annibale Carracci，1560-1609）和卡拉瓦喬（Michelangelo Caravaggio，1571-1610），雕

塑家和建築師是貝尼尼（Gian Bernini，1598-1680）。他們一改過去矯飾主義時代過度變

形的人體，重拾理想比例，但保留戲劇性和動態感，並充分發揮個人特色。他們的作品往

北影響了法蘭德斯的魯本斯（Peter Rubens，1577-1640）和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
1606-1669），西班牙的維拉斯奎茲（Diego Velazquez，1599-1660），法國的普桑（Nicolas 
Poussin，1594-1665）等。在法國，巴洛克時代也是路易十四太陽王（Louis XIV，1638-
1715）統治的時代。由於他 1648 年命令宮廷畫家勒布倫（Charles Le Brun，1619-1690）在

巴黎成立「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以創作宏大莊嚴的作品為目的，普桑為標準，系統化

地教學並舉辦沙龍展。因此巴洛克藝術有時又被稱作「路易十四藝術」。路易十四過世後，

其曾孫路易十五（Louis XV，1710-1774）即位，到 18 世紀中，時尚漸被粉嫩柔軟的洛可

可（Rococo）風格取代，巴洛克便退出歷史舞台。 
巴洛克藝術的特徵 
強調運動感：巴洛克藝術常用 S 形或斜角構圖，皺褶凹凸起伏，常使視覺充滿運動感。 
充滿戲劇感：巴洛克藝術常帶著緊張、亢奮與激揚的情緒，具戲劇性、色彩性和觀賞性。 
重視整體感：巴洛克藝術缺乏理性和諧的古典特色，但試圖創造整體統一感。 
追求空間感：巴洛克藝術的光影明暗對比強烈，有時物件邊緣不明顯，極具空間感。 
發揮個體性：巴洛克藝術發展時間長、地區跨度大，藝術家充分發揮個性和創造力。 
題材多樣性：巴洛克藝術在舊教區多宗教畫，在新教區多靜物畫和風景畫，反映不同的

贊助系統和文化。 
巴洛克藝術代表：盧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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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本斯（Peter Rubens，1577-1640）出生於德國錫根，父親是西班牙屬尼德蘭（今比利時）

的新教律師，在父親去世後隨母親回到家鄉安特衛普，並受洗成為天主徒。他 13 歲進宮作

侍僮，接受過正統貴族教育；21 歲成為畫家前往羅馬深造，發現卡拉瓦喬作品並加以學習；

31 歲回到安特衛普成為宮廷畫家，並為主教座堂創造《高舉十字架》和《卸下聖體》等祭

壇畫，奠定其地位。由於盧本斯的作品氣勢宏偉、色彩豐富且充滿動感，深得歐洲王室、

貴族和教會的喜愛，委託源源不斷，加上他有良好的社會關係、出色的外交才華，曾獲得

西班牙王室委任，出訪各國進行外交工作。盧本斯的藝術以宗教畫、神話畫、肖像畫等著

名，充滿巴洛克特徵。如：《高舉十字架》是油彩木板三聯畫，創作於 1610-11 年，關閉

時高 4.6 米，寬 3.4 米。打開時三個畫面都是斜角構圖，充滿視覺上的運動感，人物比例適

當，解剖學準確，並利用卡拉瓦喬式對比強烈的明暗法，創造戲劇感和空間感，加上人物

特殊的肉體感、華麗的色彩，充滿激情，是最具典型的巴洛克藝術。 

結論： 
在歐洲藝術史上，文藝復興和巴洛克藝術具有截然不同的藝術特徵。前者較理性、和諧、

靜態，後者較感性、激情、動態。這一方面羅馬教會的要求有關，也跟王室貴族的喜好有

關。所以最具巴洛克風格的藝術，多出現在舊教區或宮廷裡。但在這個時代裡，我們也不

能忽略新教區或世俗化的藝術發展。如：林布蘭在阿姆斯特丹，也能創造出充滿運動感、

戲劇感、空間感、個體性的作品，但不同於舊教區的充滿激情，而有更多資產階級商業社

會的人文關懷。總之，17-18 世紀歐洲藝術史上的巴洛克時代及風格，是宗教改革和反改

革的產物，值得我們多加理解和認識。 
 
二、日治時期以來，臺灣藝壇開始出現女性藝術家，請列舉一位並說明其藝術風格特徵、反映何

種時代氛圍？（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日治時期女性藝術家很多，但只有陳靜擁有許多第一。只要記得「臺展三少

年」為何便不難回答此問題。 
 

【擬答】 
臺灣第一女畫家：陳靜 

由於日治時期實施新教育，許多女性紛紛在師長鼓勵下從事藝術工作，其中以陳靜最具代

表性。陳靜（1907-1998），臺灣新竹牛埔庄（今新竹市香山區）人。其父是新竹仕紳，曾

任香山區長等公職，由於察覺到政局轉變，便將子嗣送入公學校接受新教育。1922 年陳靜

考入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今中山女高），接受美術教師鄉原古統（1887-1965）的指導，

1925 年考入東京女子美術學校日本畫師範科，師事結城素明（1875-1957）等人，成為史

上第一位赴日本學畫的臺灣女子。1927 年，陳靜以〈姿〉、〈罌粟花〉、〈朝〉等三幅作

品入選第一回臺灣美術展覽會東洋畫部，與林玉山（1907-2004）、郭雪湖（1908-2012）
等合稱「臺展三少年」，一時聲名大噪，後陸續出品也屢獲佳績，並投入日本美人畫大師

鏑木清方（1878-1972）門下，受其弟子伊東深水（1898-1972）等的指導。1930 年陳靜參

加在臺東洋畫研究團體「栴檀社」，並成為臺展的免審查畫家。1932-34 年擔任臺展東洋

畫部審查員，其後返台並任教於屏東高等女學校（今屏東女高），成為臺灣第一位臺籍女

性高中美術教師，同時赴山地門排灣族部落寫生。1935 年，陳靜以大姐陳新為模特兒的

〈合奏〉，入選第十五屆日本帝國美術展覽會，成為第一位以東洋畫入選帝展的臺灣畫家。

1940 年陳靜加入「臺陽美術協會」新設東洋畫部，推廣新美術。1946 年光復後與畫友組織

第一屆臺灣省展覽會，除擔任國畫部評審，並結婚成家。其後陳靜仍創作不輟，除走訪美

國，也於 1971 年和畫友成立「長流畫會」，1996 年獲「行政院文化獎」，是此獎成立以

來第一位女性藝術家，並將獎金捐出，鼓勵並推廣臺灣膠彩畫。陳靜一生有許多第一，是

臺灣女性藝術家代表。 
美人畫的風格特色 
陳靜創作多使用絹本膠彩，題材以人物肖像為主，花卉靜物為輔，紙本水墨或山水風景的

作品很少。由於早年渡日習畫，因此作品多帶有濃厚的日本畫風。如：入選第一回臺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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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自 1980 年代起進入「美術館時代」，近年來各縣市亦積極籌建地方美術館，請舉一個地

方美術館為例，說明其形塑地方特色的策略。（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第二波美術館時代，也是全球在地化的時代。只要多關注並參與美術館活

動，便能說明其發展策略。 
 

【擬答】 
前言：美術館時代與地方美術館 

臺灣從 1930 年代便有興建美術館的提議。1977 年政府推動十二大建設，開始在各地興建

「文化中心」，以滿足部分美術館需求。1981 年「文建會」成立，開始積極推動設置專業

美術館。1983 年臺北市立美術館（北美館）成立，接著是 1988 年的臺灣省立美術館（今

國美館），及 1992 年的高雄市立美術館（高美館），使臺灣正式進入美術館時代。這些文

化中心與美術館，不但提供藝術家展演的舞台，也積極舉辦相關展覽，促進國內外藝術交

流，對臺灣當代藝術發展影響很大。2010 年政府推動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促使臺北、新

北、臺中、臺南、高雄等五都升格（桃園於 2014 年升格為第六都）。並開始著手興建地方

美術館，一般稱作「第二波美術館時代」。以下舉臺南市美術館為例說明之。 
臺南市美術館 
臺南市美術館（南美館）位於中華民國臺南市中西區，是臺灣唯一同時具備科學研究、修

復畫作功能的行政法人美術館。2010 年臺南縣市合併為直轄市，成立專業美術館的呼聲盛

起。在此之前，僅有臺南縣立文化中心（1983）和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84）能負擔官方

美術館的功能。2011 年臺南市長賴清德開始推動臺南市美術館設置計畫，並宣布館址為市

定古蹟原臺南警察署（一館）及公十一停車場（二館）。經過三年的徵詢和規劃，於 2014
年開始國際徵圖，最後由臺灣石昭永建築師及日本坂茂建築設計事務所組成的團隊獲得設

計建造權。2016 年文化部核准南美館設立行政法人，同年市議會決議通過《臺南市美術館

設置自治條例》，至 2018 年試營運，2019 年正式開館。南美館的決策組織是董事會，由

監事會負責監督，下轄館長、副館長、及研究典藏、展覽企畫、館本部、教育推廣、資源

開發、行政管理等 5 個部門，總編制 47 人。董事會設董事長一人，目前由副市長趙卿惠兼

任，館長為林秋芳。其營運經費每年約新臺幣 1 億 8 千萬元左右，除市議會編列的 1 億元

預算外，不足部分須透過出租、行銷等業務來自籌。南美館一館設有 16 間展覽室，二館有

17 間展覽室，部分展廳可運用自然光，並設有多功能劇場、兒童藝術中心、藝術家專室和

美術科學研究中心。在整體營運上，則以發揮在地特色、連結國際視野、凝聚文化認同、

城市樂活共生為目標，望能提升臺南美術文化水準及城市競爭力。 
形塑地方特色的策略 
所謂「地方特色」，一般指的是能依據不同地方之氣候、地理、歷史、風俗、文化傳統等，

發展具特殊性或社群認同感的經濟、社會、藝術活動。因此南美館形塑地方特色的策略上，

主要透過軟硬體兩部份來進行。 
硬體：一館是 1931 年由臺南州土木課營繕係技師梅澤捨次郎（1890-1958）設計的古典

樣式建築，具裝飾藝術（Art Deco）和折衷主義風格。該建築曾作為日治時期臺南警察

署及光復後臺南市警察局使用，1998 年被指定為市定古蹟，是臺南人的共同歷史記憶。

尤其象徵官帽和警察威嚴的入口立面與陽台，極具地方特色。二館是國際知名建築師坂

茂（1957-）設計的當代建築，其理念來自臺南四處可見的大樹，如：成功大學裡的榕園，

民眾可由四面八方進入美術館，就如聚集在茂密的大樹下。所以南美館外部有許多開口，

為因應臺南都市內空間狹小，將空間重直堆疊成山丘狀，並將臺南市花鳳凰花轉化為五

角形的屋頂，透過碎形結構模擬大樹樹冠，也彷彿是臺南關廟的竹藝編織。進入內部，

首先是挑高挑空的中庭，宣洩著自上而下的自然採光，就像在樹下一般，而展覽空間就

像許多不連貫的盒子，像臺南巷弄裡的走逛空間，有時延伸至室外，展現內外交融且多

元開放的臺南精神。在地下停車場，另有利用臺南充足陽光設計的公共藝術〈律動之影〉

（1984），充分表達臺南的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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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南美館為與其他美術館區隔，積極收藏與整理臺南地區藝術家的作品，並舉辦相

關展覽。如：開幕展「府城榮光」和「臺灣禮讚」（2019）、「透明的地方色：郭柏川

回顧展」（2019）等。同時為深化臺南地區藝術發展，特委託專家學者進行相關藝術家

或文物的資料收集、研究與分析，並加以出版。如：許武勇（2018）、沈哲哉（2018）、

林朝英（2021）、謝琯樵（2021）、林覺（2021）、翁崑德（2022）等。此外為拉近民

眾和美術館的距離，推廣藝術教育，便持續舉辦和臺南在地生活有關的展覽，並開放部

分空間供地方民眾或藝術家申請。如：「向眾神致敬－宮廟藝術展」（2020）、「手心

的對話—潘元石雕版印刷教學特展」（2021）、「陽台城市文明-再現遊境之城（林書楷

個展）」（2021）、「亞洲的地獄與幽魂」（2022）等。而南美館也為了發展在地專業，

建立美術科學研究中心，並策劃相關展覽。如：「藝術品．診療事—翁崑德的藝術與作

品修護展」（2023）等。尤其今年適逢臺南 400，為突顯臺南的城市特質，特舉辦具多

元議題的當代展覽。如：「沃克、海怪、炮火與他們：熱蘭遮堡 400 年」（2024）、

「透・南城：城市穿行四百年」（2024）、「我們從河而來：流域千年，文化共筆」

（2024）等。除採取展覽策略外，南美館也在館舍周遭舉辦市集活動。如：「愛洛萌市

集」和「南美立方派對」（2023），歡迎民眾帶寵物來參加，並邀請臺南在地音樂文化

團體籌劃表演，讓民眾能充分利用美術館空間，形塑臺南雅俗共融、新舊並蓄的地方特

色。 
結論：次世代美術館的精神 
臺灣戰後長期處於戒嚴狀態，在 1987 年解嚴後才有機會徹底釋放民間生命力，追求自由民

主的文化發展。在第一波美術館時代裡，現代藝術多個人表現，美術館積極與國際接軌，

無暇發展地方特色。近年來第二波美術館熱潮興起，當代藝術強調民眾參與，美術館也開

始反思地方性，企圖從地方脈絡發展藝術史的多元敘事，與地方專業社群串連成中介組織，

或主動典藏規劃，使自身成為地方振興或文化觀光的重要角色。因此我們從南美館的實例，

可看到其在硬體上利用新舊建築，形塑具臺南歷史記憶和陽光樹木巷弄的地方特色；也可

看到其在軟體上透過相關展覽與市集活動，形塑具臺南生活文化、雅俗共融、新舊並蓄的

地方特色。總之，如南美館等次世代美術館，要發展成如北美館一般，既無資源亦無必要。

重新思考存在的意義，由下而上的與社區共創共生，就是次世代美術館的核心精神。 
 
四、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曾提出「為人生而藝術」的主張，認為藝術

有利於美化人生及促進社會進步，請說明並評論之。（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為藝術而藝術的形式創新，或為人生而藝術的社會改革，是現代藝術發展的

二條路線。只要理解藝術能傳達社會情感，便能順利答題。 
 

【擬答】 
前言：托爾斯泰其人其事 

托爾斯泰生於莫斯科南方 200 公里、圖拉市附近的貴族莊園。從小雙親去世，由親戚撫養

長大，並幾乎是自學成材。他曾與兄長一同當兵，參與克里米亞戰爭，1855 年前後受俄國

文學家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1818-1883）的影響，開始撰寫小說。從短篇、中篇、到

長篇，托爾斯泰的書寫技巧逐漸成熟。他陸續發表著作：〈戰爭與和平〉（1869）、〈安

娜·卡列尼娜〉（1877）等，使其贏得舉世讚譽。其作品有三大特點：清醒的現實主義、卓

越的心理描寫、非凡的藝術表現力，這使他成為俄國最具代表性的文學家。但在 1870 年代，

托爾斯泰卻經歷了深刻的家庭和道德危機。他不停反思自己存在價值、藝術和社會的關係，

成為狂熱的基督教無政府主義、素食主義與和平主義者，並透過〈懺悔錄〉（1879）、

〈藝術論〉（1898）、〈復活〉（1899）等，傳達其藝術主張和人生理想。托爾斯泰曾試

圖將土地、金錢贈送給窮人，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天，不但放棄了貴族的生活方式，還離開

了家，最後病死在火車站裡。現在，托爾斯泰被認為是有史以來最偉大和最有影響力的作

家之一，雖然他從未得過諾貝爾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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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生而藝術的主張 
托爾斯泰的藝術和美學觀念，主要集中在〈藝術論〉的第 5、15、16 章中。此三章分別提

出藝術的定義、藝術的真假、藝術的好壞。在第 5 章裡，他認為藝術是人類連結溝通的一

種方法。藝術如同語言，能使人相互理解，但也不同於語言，因為藝術要傳達的不是思想

概念，而是情感經驗。所以藝術是人有意識地藉由某些符號、將親歷之情感傳達他人、並

使其感同身受的一種活動。這就是西方美學史上著名的「藝術情感傳達論」。藝術不是為

了主觀快樂，而是為了客觀交流。在第 15 章裡，托爾斯泰認為藝術有真偽，其標準就是感

染力的多寡。因為藝術的目的是使藝術家和觀眾的情感相連，讓觀眾覺得藝術就是為己所

做。同時感染力的多寡取決於情感特色、理解和誠實性，其中以誠實最重要。所以能誠心

傳達情感者，才是真藝術，反之則是假藝術。在第 16 章裡，托爾斯泰認為只有傳達宗教情

感者，才是好藝術，反之則是壞藝術。所謂宗教情感，包括：能使人神親近的宗教藝術，

及能使人人友愛的民間藝術，或統稱基督教的藝術。換言之，好藝術不是為個人的娛樂和

消遣，而是為了美化人生，促進社會進步。這就是「為人生而藝術」的真義。 
為人生而藝術的評論 
對托爾斯泰來說，藝術是有意識地傳達情感的活動，能按藝術感染力的多寡，即藝術家的

真誠性來判斷真偽，且藝術的好壞取決於是否具備宗教情感，能否在內容或題材中傳達基

督教的情操和人類愛。首先，藝術家創作有時只在抒發個人內心的情感，並沒有想到觀眾，

而觀眾能否同理藝術家的社會情感，本身也帶有疑問。再者，按藝術感染力的多寡，即藝

術家的真誠性來判斷真偽也有問題。因為不同觀眾在面對同一作品時不見得會有相同感受。

縱使藝術家的情感經驗是真實的、傳達是誠心的，也可能因為操作媒材的技術不成熟而失

敗，更遑論引起共鳴。由此可見把感染力多寡當藝術標準並不恰當，我們僅能說：真正偉

大的作品，其感染力確實經得起長期考驗。第三，將宗教情感視為好壞藝術的標準有時難

令人信服。因為現代藝術無所謂愛與和平的精神，許多是針對新形式、新觀念或新美學進

行探索，更接近「為藝術而藝術」，非「為人生而藝術」。退一步說，就算藝術家同意人

類愛的原則，也未必只有通過肯定基督教才能實現。更何況這也可能將藝術教條化、工具

化，或使情感傳達流於公式，而失去個體性或生命力。所以除托爾斯泰外，很少人願意全

盤接收其論點，並用狹隘標準去判定藝術價值的真假優劣。 
結論：對現代藝術的啟迪 
托爾斯泰「為人生而藝術」的主張，是其晚期作品的重要主題，也影響了很多藝術家或政

治家。雖然他的主張有前述種種缺點，但我們不能武斷否定其價值。因為這能使我們增加

觀察和檢討現實的能力，想像在現實之上永遠有一個更高的目標需要迄及，使創造藝術成

為一種人格上的提高和長進。同時也使我們反思，藝術應真誠傳達情感，使人與人連結，

肩負使社會朝向美善的責任，而非滿足個人的無病呻吟。托爾斯泰在 19 世紀末看到現代藝

術發展的侷限性，因此提出「為人生而藝術」的主張，並在 20 世紀成為「藝術與生活結合」

的前衛精神，不停啟迪藝術家，也不停刺激社會進步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