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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於結核病的名畫家

──米勒
◎李仁智

2017 年 4 月 8 日是台大醫學院 120 週年慶，也是我們這班畢業的 40 週年

（1977 ～ 2017），所以下午有演講活動、晚上同學會聚餐。早上空檔的時間

就去國立故宮博物院看特展「印象・左岸—奧塞美術館 30 週年大展」（4/8 ～

7/24）。

這次特展從巴黎奧賽美術館精選 69 件世紀名作，總保值約為 150 億台幣，其

中最出名的有梵谷的《午睡》、米勒的《拾穗》與雷諾瓦的《彈鋼琴的少女》。

奧賽美術館曾於 1997、2008 年來台展出，非常受到台灣人的喜愛，4 月 8 日

是特展的第一天，早上九點我即進入場地參觀，幸好人還不多，可以靠近欣賞。

此次展出的兩幅米勒名畫我都曾在奧賽美術館親眼目睹並留影。

《拾穗》是米勒於 1857 年首次在巴黎沙龍展出的成名作。畫的主題是拾穗，

典故源自舊約聖經〈路得記〉的故事。畫面中三名農婦彎腰伸手撿拾收割過後的

麥穗，背景是巴比松村（Barbizon）麥田收割的季節。三個農婦不同的姿態、不

同的色彩（剛好使用法國國旗的紅、藍、白三個顏色），在米勒質樸的畫筆下展

現農婦的幹練、辛勞與感傷，這種寫實的畫風勾勒著「人」的形象，三位農婦的

身影在地平線下顯得卑微而謙遜（圖一）。

這次特展從巴黎奧賽美術館精選 69
件世紀名作，總保值約為 150 億台
幣，其中最出名的有梵谷的《午睡》、
米勒的《拾穗》與雷諾瓦的《彈鋼琴
的少女》。

圖一、米勒的名作《拾穗》攝於奧塞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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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禱》是米勒的另一幅代表作

完成於 1858 年。畫面非常簡單：

在巴比松的田野中，落日的金黃餘

暉映照著天空，一對辛勤的青年農

民夫婦穿著樸素的工作服，腳上穿

著木鞋。

背景的小教堂響起晚禱的鐘聲，

兩人立刻停止工作、將工具擱置在

地上：掘取馬鈴薯的長柄叉、裝馬

鈴薯的籃子與載著一袋袋馬鈴薯的

小推車。男的脫下帽子，女的低頭、

雙手在胸前合十，作虔誠的祈禱。

雖然在地平線的右方只看見一個

小教堂，但是整幅畫洋溢著濃厚的

宗教氣息。米勒說：「我在畫晚禱

的時候，常想到小時候我們一家在

田裡耕作，祖母每次聽到晚禱的鐘

聲，一定會叫我們停下工作、脫下

帽子，虔誠地誦唸晚禱經文 ( 圖三 )。

《牧羊女與羊群》是米勒在 1864 年所展出的作品。牧羊女站在雜草叢生的休

耕農地上，戴著紅帽、身披斗篷，背著光、專心地編織著毛線，腳上穿著厚重的

木鞋，這是乍暖還寒的初春季節。中景右方的牧羊犬看著低頭吃草的馴良羊群，

安詳而寧靜，天空逆光的雲朵鑲著金邊，地平線低於牧羊女的肩頭。

此種平凡而普遍的景像在米勒的筆下是如此寫真又如此詩意（圖四）。1867

年，米勒在巴黎世界博覽會（Exposition Universelle）展出田園自然風格的代表

作（包括著名的《晚禱》）而獲得首獎，翌年又獲得法國政府所頒給的榮譽勳章

（L喹gion d'honneur），從此米勒的傑出繪畫普遍得到人們的認知。

圖三、《晚禱》（L'Angélus，1857-18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