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再鈐，1928年出生於中國福建，1949年移居台灣，就讀於

台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自幼生長在

書畫世家的李再鈐，祖父李霞與父親李璧都是書法大家，造

就他深厚的書法造詣。他的作品形式源自於中國傳統書畫，

之後以西方的邏輯思維和美學觀念呈現。1970年代，李再鈐

接觸低限藝術（Minimal Art）觀念後，轉為探討幾何造型的

表現形式；他認為事物的「數」與「形」，必有一種合乎邏

輯的組合秩序，可以因循、安排，重現空間美學的內涵。他

結合美學、哲學和數學的三元關係，試圖將形而上的思維融

入抽象形式之中，使作品流露出一種絕對的單純與靜謐之美

。李再鈐為五行雕塑小集的一員，其他成員包括陳庭詩、楊

英風、朱銘、邱煥堂、郭清治等，皆是台灣當代立體造形藝

術的代表性雕塑家之一，引領了台灣雕塑藝術發展。



李再鈐
天地人和

2020 
不鏽鋼、噴漆

H112×L127×W65cm
（含底座）

NTD 6,000,000

 



李再鈐
間之一（銀）

1986
不鏽鋼、噴漆

H39×L60×W53cm

NTD 3,200,000 



李再鈐
好合
1986

不鏽鋼、噴漆
H79×L85×W85cm

NTD 5,000,000 



李再鈐
元

2007
不鏽鋼、噴漆

H64×L175×W73.5cm

NTD 7,200,000

 



李再鈐
無限延續（原作縮小版）

1992 
不鏽鋼、噴漆

H80×L115×W89cm

NTD 7,200,000 



徐永旭，以身體做為創作主體的概念，投注高度的決心與毅

力至藝術創作中，強調身體與作品間的對話，以主體與身體

融為一體的方式面對創作材質，藉由身體的知覺、觸覺與痛

覺，在現有以土為主的結構之中和世界相互流動、作用 並與

之形構出作品。

以繁複以及高度勞動的工序，與環境、氣候、燒製等完全地

與作品結合，只為呈現出最純粹的雕塑作品。經過不斷解構

與建構的過程，將本為土的厚重本質，捏塑出極為輕薄柔和

的線條及形態，如此 的反差成就其創作的新觀點，出現了令

人嘆為觀止，以泥土創作中難見 的「大」作品及「薄」作品

。

徐永旭將極其專注的自我意識、身體及生命灌注在作品中，

每件作品皆以繁複的工法，不斷地以流動、重複、堆積的方

式，將材質經過藝術家身體性的轉移，彷彿一個生物的本能

般，不斷交織、相疊，築著「巢」、構出「竅」，由藝術家

身體繁殖而出，卻脫不去思維在本能間的穿梭，構築出無序

列時間的空間。對徐永旭來說，那種生命感與存在感特別明

顯。

藝術家以絕對身體性的自發行為，轉化其生命經驗於作品中

，有著強大的生物性與原生性，是一種增生蔓延的狀態，是

單一而整體、組合又分解、斷裂卻聯結，一種生之慾望的勃

發，一種竄出與崢嶸的湧出。





徐永旭
2019-13

2019
瓷土

H108×L68×W42.5cm

NTD 850,000 



徐永旭
2017-15

2017
瓷土

H174×L107×W84cm

NTD 1,960,000 



徐永旭
2022-19

2022 
瓷土

H26×L104×W45cm

NTD 580,000

 



徐永旭
2017-32

2017
深色高溫陶

H51.5×L115×W48cm

NTD 680,000 



徐永旭
22019-10

2019
瓷土

H55×L81×W77cm

NTD 8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