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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序︳

梵谷，那燃燒的靈魂

一直想用比較現代的觀點，來聊聊我所認識的西洋藝術大師，拉近年輕學子

和這些「歷史人物」的距離，進而了解他們的藝術作品。所以在《從0開始圖解

達文西》書中，一開始就把達文西和大長今、唐伯虎、周星馳拉在一塊，甚至想

和達文西交換Line，來場跨越古今中外的「超友誼」。

那麼梵谷呢？梵谷又會讓我想到現代哪位偶像明星？

說來好玩，寫這本書的時候，心中不斷浮現一個畫面，那就是電影《海角七

號》中，阿嘉脫口而出的心聲：「其實我真的不差。」

沒錯，我覺得梵谷和阿嘉有許多相似之處，他們不是壞人，偏偏腸子直、脾

氣硬，好像和誰都能吵架。明明有才氣，也努力了十多年，但在外人眼中依舊是

一堆浮不上檯面的破銅爛鐵，他們都有許多理想和熱情，但在世人無法理解的情

況下，只好藉由作品大聲嘶吼、吶喊，一吐心中抑鬱的悶氣。

許多人都愛聽美國歌手唐．麥克林的名曲〈文生〉。這首歌雖然詞曲優美，

卻太過溫吞哀傷，比較像是後人在緬懷梵谷的嘆息之歌。如果有一首歌，能表現

梵谷在創作當下那種燃燒到天際的熱血靈魂，那我想點播的肯定是阿嘉在台上高

唱的〈無樂不作〉。

「想蒐集夏天的熱，穿越叫幸福的河，想做吞大象的蛇，不自量力？說真的

有何不可……」當我看到梵谷的名畫〈星夜〉、〈麥田烏鴉〉，好想拿起麥克風

跟著大吼大唱：「天氣瘋了，海水滾了，所以我要無樂不作，不要浪費每一刻快

樂，當夢的天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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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梵谷就是一個懷才不遇，卻默默燃燒築夢的天行者。但梵谷燃燒的不

只是孤獨的靈魂，還包括他的健康，因為工作過度，梵谷常連著幾天不睡覺，大

半年才吃上一頓熱食，平常就靠幾塊硬麵包、抽煙、喝酒、灌咖啡來提神止饑。

因此才三十來歲，就因為營養不良大病過好幾次……更慘的是梵谷的精神也生病

了，他割了自己的耳朵，懷疑鄰居要毒害他等異象，大家都說他瘋了。但這並不

影響他對畫作的熱情，即使住進瘋人院，還是不斷地創作，不敢稍有懈怠。

梵谷是抱著農夫精神在從事創作的，也就是說不管日曬雨淋，該耕的地、

該除的草都不會偷懶，天天都要日出而作，日落往往還不得休息，但是農夫每

半年、一年還能收割一次作物，梵谷則是接連耕耘十年，也看不到一點點成果回

報，誰有這樣的毅力，在不問收穫的情況下，還能堅持十年的耕耘？誰有這樣的

精神和體力，能夠密集燃燒十年，還不會燃燒殆盡？當梵谷舉槍自盡的時候，他

究竟是放棄追求自己的夢想？還是放棄殘破的身軀，為他的藝術做孤注一擲的最

後努力？

藝術創作者梵谷一直認為死亡不是最艱難的事，他在意的是自己的作品能否

與後代的人對話。就像美國小說家恰克．帕拉尼克說的：「人終有一死，活著並

不是為了不朽，而是為了創造不朽。」古代鑄劍大師每逢鑄器不成，往往滴血於

刃，如干將的妻子莫邪甚至投身火爐，才鑄成舉世無雙的利器。我總把梵谷的自

殺想像成這樣的犧牲與成全。明知道自己不差，卻總是欠缺臨門一腳，當他的精

神氣力再也燒無可燒，是否只好澈底燃燒肉身，以求取作品的熟成精純？這是他

對藝術至死無悔的執著奉獻。對梵谷來說，死亡不是終點，那一張張美麗動人的

畫作，才是梵谷持續燃燒、永恆不滅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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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文生．梵谷 （Vincent Van Gogh）

● 生日：1853年3月30日
1853年梵谷出生於荷蘭南部，同年歐洲爆發克里米亞戰爭，中國正逢太

平天國之亂。這一年的藝文盛事包括威爾第歌劇《遊唱詩人》、《茶花女》

問世首演，以及庫爾貝畫作〈浴女〉入選巴黎官方沙龍展。

● 星座：牡羊座
精力旺盛、活力充沛的星座。性格與愛情皆屬「橫衝直撞」型，但個

性純真，喜歡照自己的意思做事，無畏艱難困苦，是相當固執、有個性的人

物。同一天生日的人還包括西班牙宮廷畫家哥雅，美國影星華倫比堤，以及

台灣藝人黃子佼、歌手蕭敬騰等。

梵谷小檔案

Vincent Ven Go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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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肖：牛
梵谷出生於清朝咸豐三年，是刻苦耐勞，凡事照自己步調而行的「牛脾

氣」。

● 畫風與畫友
欣賞描繪平民生活的寫實畫家，如米勒和杜米埃都是梵谷曾多次臨摹畫

作的對象。

中期受印象派及點描派影響，畫風隨之明亮起來，筆觸線條和點彩也和

過去陰鬱的風格大不相同。

曾與高更在南法同住將近一個月，但因個性與理念不合，導致駭人的割

耳事件。

弟弟西奧是他的知音，也是他創作生涯中最大的經濟和精神支柱。

● 卒年：1890年7月29日
得年37歲。

梵谷在1890年7月27日舉槍自盡，沒有當場死亡，折磨了兩天才結束痛

苦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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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谷三十七歲的人生

十歲的梵谷 ―― 內向、嚴肅、敏感又羞怯

梵谷出生於荷蘭的贊德特（Zun dert）小鎮，父親是新教的牧師，家中

有六個小孩，文生．梵谷是長子。家族裡有不少人都叫「文生」，除了同

樣擔任牧師的祖父以外，更早之前還有一位相當成功的雕刻家文生．梵谷

（1729∼1802）。梵谷的叔叔也叫文生，是相當傑出的藝術經紀商，這個家

族在神職和藝術的領域紮根頗深，難怪梵谷也朝這兩個方向發展他的生涯。

事實上梵谷原本有個哥哥同樣取名為文生，只可惜是死產，一年後健康

的梵谷誕生了，父母便讓他沿用這個名字，有人認為因為梵谷沿用夭折哥哥

的名字，對他的心理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這些影響甚至反映在早期的畫作

上，不時出現陰暗、抑鬱的男性身影，但這些大多是後人的推論。梵谷生前

沒沒無聞，沒有人去訪問過他的心路歷程，我們頂多能從他寫給親友的書信

或畫作本身，去了解他對繪畫的一些想法。

不過梵谷從小就是一個內向、嚴肅、敏感又羞怯的孩子，他原本唸鎮

上的小學，但當地只有一名老師，卻要管全鎮兩百名學生，加上這名老師又

是天主教徒，梵谷的父親可能覺得這樣的教育不適合孩子，就請了家庭教師

在家教導梵谷和妹妹，但沒多久又把梵谷送到寄宿學校就讀，內向害羞的小

梵谷因此離家住校，可想而知這個敏感的小男孩內心充滿不安，長大後還時

常回想起國小、國中那段離家住校的日子，這算是他童年時期最大的壓力和

痛苦。不過梵谷在這段期間必須上英、法、德文課，也學習了基本的繪畫技

巧，這對他日後到倫敦、巴黎工作，以及成為畫家專心創作，有一定程度的

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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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歲的梵谷 ―― 求愛遭拒，轉而沉迷於宗教

年輕的梵谷在文生叔叔的介紹下，進入谷披畫廊工作，他工作勤奮，更

因表現優異被調到倫敦分店，這一年他二十歲，他開始給弟弟西奧寫信，當

時西奧也在谷披畫廊的海牙分店工作，兄弟二人相約要大量寫信給對方，保

持頻繁的聯繫，絕不讓英吉利海峽阻擋了兄弟情誼。也多虧梵谷養成寫信的

習慣，我們日後才能從這些書信中，了解梵谷生前的生活片段，以及他對繪

畫創作的想法。

梵谷在倫敦工作表現出色，在畫廊賣畫的收入，甚至比當牧師的父親還

高，閒暇時喜歡看書、逛美術館，生活是那麼愜意，這應是梵谷一生中最快

樂的時光。梵谷工作表現出色，想必對未來充滿信心，這段期間梵谷愛上房

東的女兒，情竇初開的大男孩鼓足勇氣表白，卻遭意中人回絕，說她已經和

前房客祕密訂婚了。如果梵谷是活潑開朗的陽光男孩，可能就一笑置之，再

去追求其他女孩了，偏偏梵谷是害羞、內向又敏感的類型，求愛遭拒後大受

打擊，開始封閉自己，也不再熱心工作，轉而瘋狂地沉迷於宗教，甚至因此

丟了工作回到家鄉。

文生．梵谷　1853~1890

照片攝於1866年，梵谷當時

才十三歲。梵谷在寫給弟弟西

奧的信曾提到：「在那身黑色

校服的影響下，我的童年是陰

鬱、冷酷、乏善可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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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谷的父親是牧師，使他從小就生長在宗教氛圍濃厚的家庭裡，在心靈

受創之際，會移情於宗教也不難想像。梵谷從中找到救贖之路，他真心認為

自己應該秉持慈悲為懷的精神，幫助需要幫助的弱勢平民。於是梵谷在返回

英國後，便在教會當助理教師，這份工作僅供食宿，沒有薪水可領，但是他

一心奉獻自己，想為這個社會服務，想教導貧民和工人的孩子，全然不以這

樣的生活為苦。甚至覺得這麼做還不夠，還想全心全意投入神職。他苦讀聖

經，每每抄寫經文到三更半夜，把自己弄得像苦行修士，立志做耶穌基督最

虔誠的僕人。

梵谷為了取得牧師資格，還進入神學院就讀，不過資格考試的內容包括

艱澀的希臘文、拉丁文，還要懂得天文、地理，但就是不考服務熱忱。梵谷

自然沒有考過，這讓他沮喪極了，難道一心想服務世人，也要被這樣處處刁

難嗎？

幸好梵谷最後取得實習機會，前往比利時一處貧窮的煤礦小鎮佈道。

梵谷身體力行去體現耶穌的精神，就像中世紀的聖方濟修士，穿著最簡陋的

衣服，每天只吃一塊麵包，只喝清水，有床不睡，寧可睡在冰冷的石地板，

過著比礦工更像礦工的貧苦生活，同時盡一切所能去幫助他們。梵谷認為這

樣是在效法耶穌，但教會可不這麼想，他們從沒看過這麼骯髒、邋遢的傳教

士，這實在丟盡教會的面子，所以梵谷自然被三振出局，屢受打擊的梵谷更

加封閉、沉默了，有幾個月他甚至自暴自棄，中斷和西奧的通信。

 

生命的最後十年 ―― 轉捩點的新目標

1880年是梵谷生命中最重要的轉捩點，當時西奧已經轉調谷披畫廊的巴

黎分店，他寄錢資助一貧如洗的梵谷，梵谷也終於打破沉默，又開始給西奧

寫信。之前梵谷就陸續畫了一些勞動礦工的素描，西奧鼓勵他繼續作畫，梵

谷在處處碰壁之後，終於又找到新的目標，心情得到抒發，並立志要獻身於

藝術，藉由繪畫表達對社會的關懷，紀錄生命的觀點。他懷抱著滿腔的理想

與熱忱，決定以繪畫為最終的志業，這一畫就是整整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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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安娜與西奧

在梵谷的書信集中，他的第一封信就是寫給弟弟西

奧，死前最後一封信也是。事實上梵谷留下八百多

封信件，有三分之二都是寫給弟弟西奧的。

最後這十年梵谷旅居各處，不斷作畫，只可惜作品還是乏人問津，一

個滿腔熱血的年輕人，卻在愛情、友誼、創作上處處碰壁，雖然有弟弟的關

愛，卻還是不足以抒解長久以來的抑鬱，梵谷終於崩潰，做出自殘的行為。

在進入精神病院療養後，仍找不到人生的意義與出路，最後在三十七歲那年

開槍自盡，可憐的梵谷中槍後並沒有當場死亡，反而拖著痛苦的身體，蹣跚

走回住處，西奧聽到消息立刻趕去。梵谷留下最後的遺言，告訴西奧「悲痛

永遠存在」，兩天後才與世長辭。

西奧將哥哥埋葬在奧維小鎮。

死後的盛名

梵谷在死後還能成名的關鍵，當屬西奧的遺孀喬安娜。梵谷逝世半年

後，年僅三十三歲的西奧也在荷蘭因病去世。如果喬安娜在西奧死後把這些

「垃圾」當廢物清掉，世界上恐怕就沒有梵谷這號人物。然而喬安娜感念

西奧和梵谷的兄弟情，終生致力奔走，不但四處替梵谷舉辦畫展，更在西元

1914年出版梵谷的書信集，同時把西奧從荷蘭遷葬到法國奧維，讓兩兄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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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谷紀念館　比利時芒斯

梵谷1880年所居住的小屋。原本去比利時傳教的他，卻在此時此地決

心從事繪畫創作。於是這間頗具歷史意義的小屋便成了梵谷紀念館。

照片提供：Jean-Pol GRANDMONT

谷披畫廊　1859～1920

位於巴黎歌劇院附近的谷披畫廊，就是西奧工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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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相伴。以現代觀點來看，這無疑是最佳的「公關宣傳」。世人開始漸漸認

識梵谷，加上二十世紀初期的藝術風潮比過去開放許多，以往非主流的印象

派、後印象派，在二十世紀開始蔚為主流，梵谷的作品開始受到重視，新一

代畫家從梵谷的作品得到不少靈感。例如表現主義的庫寧、波拉克，野獸派

的馬蒂斯等，多少都受到梵谷自由奔放的筆觸和色彩所影響。

西元1987年，梵谷的名作〈鳶尾花〉在拍賣會以五千三百萬美金成交。

1990年〈嘉舍醫生的畫像〉的成交價更高達八千二百五十萬美金。

生前的梵谷沒沒無名，沒想到一百年後，盛名幾乎無人能及。他短暫、

悲劇性的一生教人深深嘆息，他的畫作有股驚人的狂情熱力，往往讓觀畫者

震撼不已，現在就來欣賞梵谷在最後十年，用生命和熱情畫下的美麗作品

吧！

梵谷與西奧的墳墓　法國奧維

梵谷和西奧墳前的長春藤，是西奧的太太喬安娜從嘉舍醫生的花園移

植過來的。到現在這些長春藤還是長得很茂盛。

照片提供：陳紀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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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畫家之路
1880  1883

一心想成為牧師為世人服務的梵谷，在沒有得到教會和家人的認同之

下，便決心成為畫家，他認為畫家如果能畫出認真、嚴肅的作品，就如同著

書立說一樣，是以另一種方式在救贖世人。

雖然梵谷聽從西奧意見，去請教一些知名畫家，去美術學校學習一些人

體構造、透視圖法等技巧，但他畢竟沒有長期接受正統、紮實的美術訓練，

早期的作品難免顯得有些生澀稚拙，不過這些作品卻代表一個偉大畫家的起

點，我們從中可以看到梵谷立志創作之後，眼中所見是怎樣的風景？他最關

心的又是什麼？也許

這些畫作稱不上梵谷

的重要代表作，卻是

他踏上畫家之路的基

石。

仿米勒「晚禱」 1880年

02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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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谷的早期習作

梵谷早期的水彩、素描習

作大多以貼近土地的農工生活為

主，可想而知米勒是他相當欣賞

的畫家。從「拿手杖、披頭巾的

老婦人」這幅畫作，我們可以看

到梵谷只是簡單簽上「文生」這

個教名，而其他畫家向來習慣簽

上姓氏（如莫內、畢卡索等），

由於教名太普遍了，很容易和

別人重複，而姓氏卻是代表家

族，是一種彰顯傳承的榮耀，由

此就可以發現梵谷和別人的思維

不同。梵谷對宗教的虔誠近乎狂

熱，認為自己不是那個中產階級

家庭的一員，他根本不是「梵

谷」家的人，他只是上帝虔誠的

僕人，因此一個簡單的教名「文

森」足矣，不需去彰顯「梵谷」

這個姓氏。

拿手杖、披頭巾的老婦人　1882年

老舊的穀倉　1881年

彩券店前的人群　18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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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麗的勞動者身影

過去梵谷以身體力行的方式在基層佈道、幫助貧民，他極端的宗教熱誠

或許不被世人理解，但是卻讓他成為最貼近勞工生活的畫家，即使是構圖簡

單或筆觸粗略的作品，在梵谷筆下就是特別傳神，這是技巧再卓越的畫家，

也不一定捕捉得到的生命力。 

梵谷剛開始練習作畫時，多以素描為主，一來油彩顏料昂貴，二來素描

是繪畫的基礎。表姐夫安東．莫夫也鼓勵梵谷要好好練習素描，才能擁有紮

實的繪畫基礎。梵谷最喜歡找模特兒做人像素描，畫出平民的生活百態。這

點讓安東．莫夫很不以為然，他認為梵谷應該先從石膏像著手，才能畫出比

例精確的人體構造。為此兩人起了口角，梵谷一時激動，摔了畫室內的石膏

像。加上梵谷把工人、農人帶進畫室，就連未婚懷孕的妓女也來了，這讓安

東．莫夫很快和梵谷劃清界線，避免因此蒙羞。

梵谷認為他生活的必須品，就是食物、衣服、房租、模特兒和素描材

料。不過生活困頓的梵谷，不是每次都能順利找到模特兒，有時他甚至去免

費施捨食物給窮人的餐廳用餐，把錢省下來付給模特兒，供他們吃飯。因為

這些農人、礦工的生活也不好過，有時農民同意讓兒子來當梵谷的模特兒，

但要求梵谷給付時薪，這讓梵谷站在畫架前另有一種壓力，他必須掂掂口袋

有沒有錢付給模特兒。

有一次梵谷本來約好一位農婦來當模特兒，但實在沒有錢，就告訴她不

必來了。誰知這位農婦依約前來，還說：「我不是來擺姿勢的，我只是來看

看你的晚餐是否有著落。」只見農婦替梵谷帶來一盤菜豆和馬鈴薯，此舉讓

梵谷大為感動。也難怪梵谷喜歡和工人、窮人混在一起，他覺得這些卑微卻

真誠的人們，遠比附庸風雅、短視近利的富商仕紳好相處多了。

不善作偽的梵谷，畫出最美麗的勞動者身影。他曾經寫信給西奧：「我

和描繪的對象生活在一起，難道是降低身分嗎？我進入工人和窮人的房子、

在畫室接待他們，難道是貶低自己嗎？我不相信我是粗魯無禮的怪物，這個

社會不該因此歧視隔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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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土者　1882
鉛筆．墨水．畫紙　48.5 × 29.2cm
荷蘭阿姆斯特丹　梵谷美術館

梵谷覺得冰冷的石膏像沒有溫度，他

寧可畫一些有血有肉的凡夫俗子，這

種長年彎腰勞動的身體，和講究比例

完美的石膏像是完全不一樣的。

縫衣的西恩　1883年初
鉛筆．粉彩．畫紙　53×37.5cm
荷蘭鹿特丹　柏曼斯曼比金博物館

很難想像和梵谷同居的西恩，是這麼一副

滄桑老態，只能說現實生活的摧殘，有時

真是怵目驚心。

掘地工人　1882年8月
油彩．畫紙　30 × 29cm
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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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昂的教堂與信徒 
1884 年 10 月

 軒然大波之後的疏離感

這幅畫是梵谷定居努昂之後，最初完成的作品之一。剛好成為努昂小鎮

生活時期的代表作。梵谷的父親是牧師，他特地選擇星期天的教堂為主題，

似乎有向父親示好、講和的意味。雖然在家人的眼中，梵谷就像在外茫然遊

蕩的浪子，不時做出讓人匪夷所思的事，但父母親總是不忍兒子在外煎熬受

苦，尤其梵谷和西恩在一起的時間，不但染上一身病痛，龐大的經濟壓力也

讓他身心俱疲，所以在梵谷願意回家之後，父親雖然不看好他的繪畫生涯，

卻還是在牧師公館替梵谷整理出一間畫室，讓梵谷能全心投入繪畫、讀書，

梵谷因此生活安定許多。

不過梵谷在如此淳樸的小鎮，又上演了一段轟轟烈烈的戀愛事件，這次

的女主角是鄰居家的瑪格。瑪格大梵谷十歲，在那個年代，近四十歲還沒有

結婚的女人是名符其實的「老處女」。瑪格對梵谷很有好感，也主動追求，

這讓愛情處處碰壁的梵谷受寵若驚。但是梵谷先前在海牙和妓女同居的荒唐

行徑，早就傳到瑪格家人耳中，他們堅決反對兩人的婚事，瑪格因此服藥自

盡，雖然幸運救回一命，但已引起軒然大波。特別是發生在牧師家，更顯得

格外敏感尷尬。受到眾人指責的梵谷，更是退縮到自己的世界，不吃不喝地

全心投入繪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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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梵谷的個性，他寧可描繪滿手髒

污、揮汗如土的農民，也不願畫這些在

安息日換上體面服裝的教堂信徒。在他

看來，前者才能表現勞動之美，後者則

是畫家理想中經過美化的農民。不過梵

谷還是以醒目的小鎮教堂為主題，畫出

鎮民星期天上教堂集會的情景。這樣的

作品或許能讓父母親感到欣慰，卻也隱

約透露出梵谷對這一切的疏離感。

1

2

美化過的農民 1

雖然難辨畫中人物的面目，但這些居民在週日都換上較正式體面的服裝，準

備到教堂做禮拜。雖然梵谷身為牧師之子，但他對於這樣的教會活動其實不

太熱衷，他曾對西奧說：「我太瞭解當今的基督教了，在我年輕時，那冰冷

的氣息誆騙了我。」自從梵谷想當傳教士的熱情，被教會潑了一頭冷水後，

他就對世俗的教堂感到反感，覺得這些神父、牧師都是說一套、做一套，就

像莎士比亞戲劇中的丑角。

解析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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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者的面容 
1884 年 12 月  1885 年 1 月

 反覆練習的肖像作品

梵谷從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到隔年一月，他完成四十多幅肖像習作，當西

奧寫信問他有沒有作品可以送交巴黎沙龍展時，梵谷就挑了一批人物肖像寄

給西奧。他認為這些雖然只是油畫習作，但已經比一年前的作品成熟許多。

梵谷寄這批習作倒不是了為要參展，而是他相信西奧在沙龍展會遇到不

少人，如果西奧有機會向這些人介紹他的習作，進而找到有興趣的買家，他

隨時能將半身的習作發展成完整的人物。也就是說梵谷對自己的畫作比較有

信心了，他開始投石問路，準備開創他新的職志。

梵谷直言這些人物都是來自茅草覆頂，牆角苔蘚滋生的貧窮小屋。他瞭

解這些人物完全不像許多畫家筆下那種高貴的仕女畫像，也不像自家姐妹或

鄰居家那些中產階級的女孩。

所以他覺得肖像畫作的成功與否，應該看畫家能在人物身上，表現出多

少生命和感情。只要是充滿生命力和感情的畫作，那它也會和高貴的仕女一

樣美麗，梵谷就是抱著這樣的信念反覆練習，才有荷蘭時期的佳作〈吃馬鈴

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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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黑帽的農婦
1885年1月

抽煙斗的年輕農夫
1884/1885年

戴黑帽的農婦
1885年1月

戴白帽的農婦
1884年12月

戴白帽的農婦
1884年12月

戴黑帽的農婦
188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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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批肖像有

幾個共同的特色，例

如畫中人物全是半身

像農民，背景是陰暗

的單色，加上人物

本身的服裝也很樸

素，使得五官表情最

突出。梵谷努力揣摩

他們的神情，練習帽

子、領巾的質感和摺

痕等表現。

1

2

解析說明如下

空洞迷離的眼神 1

梵谷的第一批半身像，著重在描繪

農村人物的疲倦面容，他似乎盡

量避開他們憔悴辛苦的眼神，所

以畫像中的農婦目光只是茫然盯著

前方，並沒有和觀畫者有眼神的交

流，比較像是墜入自己的思緒當

中，顯得有些空洞出神，感覺有些

僵硬膽怯。或許這部分的技巧特別

難處理，也或許梵谷還無法直視他

們眼神中的滄桑和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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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克蕾西雅．潘賈提斯畫像　1540年
油彩．畫板　102×85cm

義大利佛羅倫斯　烏菲茲美術館

布隆吉諾 Bronzino　1503～1572

半身肖像在文藝復興時期非常盛行，許多王公

貴族都會請畫家為自己繪製肖像。像達文西的

〈蒙娜麗莎〉、〈抱銀貂的女人〉都屬這類。

由於顧客都是上流社會人士，畫作中的人物通

常會被美化，形象也較為理想。

卡恩小姐的畫像　1880年
油彩．畫布　65×54cm
瑞士蘇黎士　布勒收藏基金會

雷諾瓦 Pierre Auguste Renoir　1841～1919

雷諾瓦這幅人物肖像，大約和梵谷同一時代。

畫中的卡恩小姐是銀行家的女兒，自然能找當

時最紅的畫家來繪製肖像。窮苦的農民連飯都

吃不飽了，哪裡有錢和閒情逸致畫肖像？比較

雷諾瓦畫中的千金小姐和梵谷筆下滿面愁容的

農婦，社會階級和貧富差距真是一目了然。

視 野 延 伸

進一步的眼神交流 2
經過幾個月的密集練習，梵谷的第二批

畫作多了點變化，例如人物出現四分之三側

身，與二分之一側面的半身像，而畫中人物

的眼神，也能夠與觀畫者互相凝視交流了。

此時梵谷已經和這些鄉親模特兒更加熟識，

這種親密度自然反應在人物的表情中。梵谷

也更能坦然描繪他們哀傷、求助似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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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Chapter

從黑暗到繽紛色彩
1886  1888

 梵谷前後期的畫風比較

待在努昂的兩年裡，梵谷完成大量的素描、水彩，以及近兩百張的油

畫，他經常將滿意的作品寄給西奧，希望西奧在巴黎能幫他找到買主，只可

惜一張畫也沒有賣出去。梵谷曾抱怨西奧沒有盡力幫哥哥銷售作品，西奧

則指出梵谷的畫作色調太過陰暗。由於巴黎當時正興起色彩明亮鮮活的印象

派，所以西奧希望哥哥能嘗試這

種明亮的色彩。

努昂不如意的鄉村生活，

使梵谷覺得有必要再前往大都市

吸收新的繪畫元素。過去他只能

從西奧的信中得知印象派，如今

他將眼見為憑，和這群印象派畫

家進行交流，這對梵谷的畫風起

了革命性的影響，原本承襲荷蘭

畫派，用色陰暗沉鬱的梵谷，到

了巴黎後開始採用各種鮮豔的色

彩，讓梵谷的世界一下子亮了起

來。

努昂的老教堂塔樓　1884年

●  初期梵谷喜歡用深棕色的調性。
●  如實展現教堂外觀和四周環境。
●   用色極簡，淡灰的天空，讓觀畫者把眼光集中在

深褐色的教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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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畫像看梵谷

梵谷離開努昂以後，在比利時的安特衛普落腳，從鄉間來到大都市的梵

谷，很喜歡這裡熱鬧的生命力。他經常去博物館參觀魯本斯的畫，也去美術

學院繼續學習繪畫技巧，同時對日本版畫產生興趣，這麼多元的城市，照理

說應該很適合畫家創作，但梵谷卻在此時畫下這麼一幅〈抽雪茄的骷髏」，

頗耐人尋味。

這具骨骼原本是放在美術學院，讓學生了解人體構造的教材，梵谷卻讓

它叼煙，感覺像個形銷骨立，緊咬最後一點生命餘溫的木乃伊。事實上梵谷

在這裡的生活相當艱困，冬天的海港城市相當寒冷，但梵谷要付房租、買顏

料、僱用模特兒，根本沒有餘錢買食物、看醫生，很難相信有人願意為了藝

術如此犧牲。

抽雪茄的骷髏　1885～1886 冬天
油彩．畫布　32×24.5cm

荷蘭阿姆斯特丹　梵谷美術館

這張作品是梵谷離開努昂，在安特

衛普完成的畫作，可以算是梵谷的

第一張自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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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谷從五月到年底，所吃過的熱食不過六、七次，其餘只靠硬麵包果

腹，有時甚至四、五天完全斷食沒東西吃，所以他煙抽得更兇了，因為這樣

空腹才不會感到太空虛，可想而知他的健康情況很糟，據說梵谷因而掉了十

多顆牙齒，也沒有錢看醫生，所以世人通常把這幅畫當成梵谷的第一幅自畫

像，為了能繼續作畫，梵谷真的是衣帶漸寬終不悔。

梵谷在安特衛普待了三個月，終於還是撐不下去，啟程前往投靠位在巴

黎的弟弟西奧。

自畫像　1886年春天（巴黎）

油彩．畫布　41.5×32.5cm
荷蘭阿姆斯特丹　梵谷美術館

初抵巴黎的梵谷，還是延用古典的繪畫技

巧，以深棕色為主調，效法古典大師，畫

下嚴肅沉穩的自畫像。

叼煙斗的自畫像　1886年春天

油彩．畫布　46×38cm
荷蘭阿姆斯特丹　梵谷美術館

比起叼雪茄的骷髏頭，這張瘦削死灰的

自畫像更讓人怵目驚心。很難想像才

三十多歲的梵谷，竟是如此蒼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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