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米開朗基羅的奴隸 
 

10:00:18 
巴黎 羅浮宮博物館 
世上收藏最豐富的博物館之一 
 
10:00:27 
如果這些藝術品能夠說話 
它們將會敘述並呈現//讓我們徜徉的奇妙旅程 
 
10:00:38 
承載人類的歷史與熱情 
它們的冒險往往是不尋常的 
但凝視它們的人們//卻很少為此去想像 
 
10:01:03 
其中最有名的藝術傑作//收藏於羅浮宮博物館  
就是兩尊大理石雕塑作品 
米開朗基羅的奴隸像 
一個是放棄掙脫束縛//儘管他有堅實的肌肉  
是 “垂死的奴隸” 
10:01:20 
另一個卻相反的試圖掙扎反抗//但都是徒勞的 
是 “反抗的奴隸” 
 
10:01:29 
專家們認為//這兩者代表人間俗世中的奴隸 
永遠不會被權貴世界接受 
它們為什麼出現？ 
是什麼樣的秘密伴隨著它們？ 
什麼人物造就出它們的命運？ 
 
10:01:46 
初始是在義大利的羅馬展開調查 
這一切都開始於梵諦岡//在 16世紀初 
尚-雷內·嘉波里//是研究米開朗基羅雕塑的專家 
回溯至//這兩座雕塑的出現起因談起 
在文藝復興盛興時期 
教皇朱利斯二世//是個十足的藝術愛好者 
10:02:04 
-是在 1504年和 1505年間的冬天 
-教皇朱利斯二世//與米開朗基羅相遇 
10:02:13 
在左邊//是一個擁有無上權力的男人 
而在右邊//是剛被發覺出天分的藝術家 
10:02:20 



-朱利斯二世將重要使命//交付給還未成名的米開朗基羅 
-還不是幾年後人人所稱知的//神聖米開朗基羅 
-但他是有前途的藝術家 
-且將會成為在西洋美術史裡//很重要的藝術家之一 
-他建造了聖彼得教堂的圓頂 
-繪製西斯廷教堂的拱頂裝飾畫 
-我們可以看到那邊有個山牆   
-他也是個詩人 
-很明顯的//是文藝復興期的全方位藝術家 
10:03:02 
當時 這裡只有個簡單的教堂 
朱利斯二世想要為自己//建立出象徵教皇的地位 
在這個會堂的核心位置 
他想要有自己的陵墓 
 
10:03:18 
-今天在聖彼得大教堂裡接見教宗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低聲談話 
-在指定米開朗基羅//繪西斯廷壁畫前 
-朱利斯二世委付他重責//去決定陵墓的主要結構 
-米開朗基羅作出一個龐大計畫 
-卻在舊聖彼得教堂裡//找不出地方建造  
-現在我們經過一個侍衛隊兵 
-他們的服裝//也是米開朗基羅親手繪製的 
-為什麼朱利斯二世//要召喚米開朗基羅? 
-就只是因為米開朗基羅開始//成為一個十分著名的雕塑家 
-在羅馬即可見 
-教皇也見到他眾多傑作中一件 //那就是“聖殤” 
-我們稱之梵諦岡的聖殤 
 
10:04:14 
“聖殤” 聖母懷中抱著基督 
是藝術傑作中的傑作 
它為年輕的米開朗基羅//超乎尋常地締造名聲 
 
10:04:34 
-現在和這些朝聖者//一起進入羅馬聖彼得的中心 
-對米開朗基羅來說//這是將會開啟他名聲的地方 
10:04:45 
或更確切地說 已經開啟 
在今天聖彼得教堂華蓋的位置 
就是朱利斯二世//想要在這兒建他的陵墓 
10:04:58 
15公尺寬 20公尺長 
想像一下//這全用大理石建造的碑 



但強調的是青銅 
全部由米開朗基羅之手所建造 
 
10:05:13 
-陵墓呈現的是//擁有四個面的獨立結構體 
-至少有 40座雕像// 浮雕多半是青銅製 
-有數個層面 
-下層本來是在這個位置 
-表現的是人間庸俗的世界//特別是奴隸的雕像 
-上層就相反呈現的是天神世界 
-都是聖者的形象//其中一尊就是“摩西”  
10:05:38 
“摩西”雕像是原始構想中//少數計畫之一有被創作出來的 
它總讓最優秀的專家們感到讚賞   
10:05:47 
-朱利斯二世接受陵墓的計畫//並允許米開朗基羅前往卡拉拉 
-去尋取、採掘和著手//將需要量的大理石塊打好粗坯 
-以便執行這個特別龐大的工程  
 
10:06:13 
我們依循米開朗基羅的路線 
前往托斯卡尼的卡拉拉 
直到今日 我們依然能在此地//找到世上最美的大理石 
這是路奇雅諾 一個雕刻家 
米開朗基羅是他的模範榜樣 
10:06:27 
-我們正位於卡拉拉//現在將前往大理石採石場 
-我們行駛的這條路//正是當年米開朗基羅走的路 
-唯一不同的是//他是騎馬去尋採他的大理石 
-現在我們進入 46號採石場 
-波瓦奇歐採石場//一個很有歷史的採石場 
-米開朗基羅簽署的//公證文件中可見到 
 
10:06:58 
-這是一個神奇的地方 
-米開朗基羅住在卡拉拉時 
-在他參觀過所有的採石場後//而選擇了這一座 
-在這裡可找到最珍貴的大理石 
-他會來到這裡//是因為這裡所看見的大理石 
-就跟水晶相似 
-它不但精細 也很堅硬 
-看看這塊白色的色澤 
-這真正代表著//米開朗基羅用的大理石 
-是一種細緻的材質//清脆響亮  
-也是晶瑩透明的 



-可以精細的雕琢它//也不會碎裂 
-它經得起榔頭的搥打 
-能夠讓雕刻家凝聚所有能量//置入他的藝術創作中 
-這是他選擇這個大理石的原因 
 
10:07:47 
在山腳下的白色大理石儲存地 
對路奇雅諾和全世界藝術家來說//是個真正的寶庫  
他們來到這裡選擇他們的原料 
 
10:08:02 
-這是米開朗基羅企業的工作室 
-在這裡我們製作些當代雕塑品//像是這些詩意的書籍 
-我們也做國際級的雕塑品//還有複製古董大理石雕像 
-你們看到這尊”垂死的奴隸”//是用石膏做出的模型 
-我們很快地就會用//大理石雕刻出來 
 
10:08:26 
-米開朗基羅用這些//我們看到的工具 
-特別是這根大鐵鎚//他拿來打大理石粗坏用的 
-這個工作很重要 
-因為打粗坏可以//做出自然的切斷面 
-米開朗基羅一直努力研究//材料的脆弱性和堅硬度 
-他就是這麼做的 
-事實上//這是需要很多的專注力 
-敏捷性和經驗//才可以給予這些猛力的敲擊 
-即使是非常有經驗 
-令人不安的發現也無從遮掩 
10:09:12 
-當我們看著在羅浮宮的//”反抗的奴隸” 
-我們會發現有條紋痕//穿過它的面孔 
-不知這條紋痕跟不當敲擊有關//還是它是自然產生的紋痕 
-大理石是一種礦物質  
-我們不能夠汲取出//它含有的天然雜質 
 
10:09:36 
米開朗基羅留在卡拉拉//好幾個月的時間 
讓他可以親自選擇//建朱利斯二世陵墓的大理石塊 
石塊隨後被運往羅馬//用 16世紀當時的方法 
10:09:52 
-他是如何將它們帶至羅馬? 
-這並不是容易的事 
-在那個時代 
-大理石塊被裝上木製的運載車//配上用鐵加框的大車輪 
-用牛隻緩慢拖著走的 



-它們沿著長而蜿蜒的小路下山 
-然後穿過城市抵達海岸 
-最後由卡拉拉的航運公司//將大理石塊運至羅馬 
 
10:10:30 
-當米開朗基羅和他採掘的石塊//一起從卡拉拉返回 
-它們抵達里佩塔港口後//被送到羅馬聖彼得教堂前 
-這些大理石塊數量繁多//且體積碩大 
-全被放置在這個廣場//造成交通阻礙 
-米開朗基羅希望工程能盡快開動//且這些大理石能被發揮出來 
-但事情並完全沒有//在米開朗基羅預期下發生 
10:10:58 
僅僅是因為朱利斯二世//在 1513年開始動工前逝世 
先前期間  
他曾要求米開朗基羅//繪製西斯廷教堂壁畫 
陵墓工程進行得很緩慢 
朱利斯二世的接替者//降低建造經費 
最後以看不到建造於//聖彼得教堂裡的好處而停頓 
這是最後他們解決的方法 
 
10:11:29 
-我們已離梵諦岡很遠//越過台伯河 
-在羅馬數座小山丘之一上 
-另一所聖彼得教堂前//聖彼得鎖鏈教堂 
-因為正是在這裡 
-可以說是完成了//朱利斯二世的陵墓 
-它就在這個教堂裡//我邀請你們進去參觀了解 
 
10:11:53 
這個教堂在今天//是羅馬幾個著名地方之一 
因為陵墓的知名度和那些雕像 
上層部份的雕像不是最成功的  
原因是米開朗基羅忽視它們//由他工作室的雕塑家去完成 
 
10:12:11 
-底層的情況就完全不同 
-事實上米開朗基羅是//重新用原計畫的構圖 
10:12:23 
由大師的雙手來執行  
就是“摩西”// 絕對的藝術傑作 
有米開朗基羅的簽名 
10:12:31 
-它就位在中間//是主要位置 
-擁有相當出色的//完美的執行完成度 
-我們最近有假設出//也許 1545年將雕像置放前 



-米開朗基羅有重做拋光處理//讓它呈現最完美的狀態 
-那些奴隸像呢?它們在哪裡？ 
-它們並沒有在這裡 
-它們雖沒在這裡//但還是有出現過一小段時間 
-因為有置放奴隸像的底座//這些底座被重新利用 
-但你看 不是置放雕像//而是倒轉的托架 
-是要給整個視覺配置//多一些造型變化 
 
10:13:12 
我們知道米開朗基羅//雕奴隸像是在 1513和 1515年間 
但它們被排除於//朱利斯二世陵墓的計畫外 
被留在米開朗基羅的工作室裡 
10:13:28 
到 1546年//兩座雕像開始了新的歷程 
最真確的一段驚奇歷程就是//被運往大巴黎區的埃古恩城堡 
然後介於圖賴訥省和普瓦圖省//之間的黎希留市 
再經過動盪的法國大革命//我們重新在巴黎發現它們 
三個多世紀的冒險 
第一幕在羅馬上演//由於一個流亡的佛羅倫斯富人 
10:13:56 
他的名字是羅貝多·斯特洛茲 
在那個時候//米開朗基羅生了場重病 
這個銀行家負責照顧//拯救了他的生命 
為了答謝//米開朗基羅送他這兩座奴隸像 
第二幕 斯特洛茲在法國安頓 
他需要弗朗索瓦一世國王的保護  
他清楚這個國王//對義大利藝術充滿熱情 
他送給國王這兩座藝術傑作 
但當弗朗索瓦一世死去 
他的兒子亨利二世 
就送出這兩尊奴隸像 
因為這個新國王不是藝術愛好者 
10:14:32 
因此 我們來到埃古恩城堡 
在巴黎以北 20公里的地方 
埃古恩是蒙莫宏西要塞的地主//法國王室軍隊的總司令 
他了解如何欣賞這些奴隸像 
10:14:51 
城堡的管理長將會告訴我們 
這兩座雕像//最後是如何被送到這裡 
來到主中庭 
總司令在這裡//預留個美麗驚喜給他的客人 
10:15:05 
-驚喜就在這裡 
-在你們眼前的//就是米開朗基羅的奴隸像 



 
10:15:15 
現在看到的//顯然是兩座石膏複製品 
原作曾留在這壁龕將近一個世紀 
這位置以特別意圖被安排過 
原因是 … 
10:15:27 
-亨利二世贈送他//米開朗基羅的奴隸像 
-他在那個時候決定//建立一個巨大柱廊 
-像是一種珠寶匣//以高貴方式來展現這皇家禮物 
-總司令的想法很簡單 
-首先就是要顯示//這些奴隸像是屬於他的 
-所以把它們安置在他的住所旁 
-而另一方面//他想用視覺方式答謝國王 
-在國王的居處 
-不論是在一樓的王后//或是在二樓的國王 
-都可毫無障礙的看見它們 
 
10:16:20 
國王和他的家族//可使用將近一半的埃古恩城堡 
當亨利二世來到這裡 
可以從他的陽台觀賞//他送給寵信者的禮物 
10:16:32 
100年後 
總司令的孫子//繼承這個城堡和奴隸像 
他策劃陰謀對抗//路易十三和他的大臣黎希留 
10:16:44 
下場是//紅衣主教毫不留情的處決了他 
 
10:16:52 
-在判決前 
-他可能為了安撫主教//而送了這兩尊奴隸像 
-那時是 1632年 
-所以它們待在埃古恩的時間很短 
-但那讓它們出名 
-我們清楚知道黎希留的貪婪//使他極力想要得到它們 
 
10:17:19 
所以為什麼奴隸像又開始新旅程 
被帶到離巴黎//300公里遠的圖賴訥省 
目的地 黎希留市 
原本是一個簡單的村莊 
主教想要弄成大城市 
10:17:34 
-我們現在的這個城市 
-是黎希留主教 1631年時建立的 



-我們知道奴隸像是一年後抵達 
-他們有可能走同樣的路線 
10:17:48 
28棟第宅 全都一樣類型 
是給主教的朋友和奉承者住的 
 
10:17:58 
-這條路是直接通往城堡 
 
10:18:09 
在今天 這公園佔地約 500公頃 
但沒有一絲黎希留城堡的形跡 
 
10:18:18 
然而 它的確曾在這裡 
如同這 那時代的版畫可以證實 
600公尺長 300多間房 
是個真正的宮殿 
10:18:28 
-城堡位在你們看到的這個小島上 
-不幸的是 在 19世紀 
-它被一個投機商買下來 
-他將磚石一塊接一塊的賣出 
-並拆解了傢具 
10:18:42 
想像一下  
這座小橋可以通往建築中央 
現在 仔細看第二樓層 
是貴族樓層//可以找到黎希留的居處 
主教就在這兒放置兩尊奴隸像 
 
10:19:05 
-我們現在的這個位置  
-原是一座很漂亮//通往所有居處的主樓梯 
-你想像在這裡有一座巨大樓梯 
-有特別的設計安排嗎? 
-一個非常特殊的配置 
-因為兩尊奴隸像//被設在二樓的壁龕 
-所以在這階梯的平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們 
-當我們站在主中庭時  
-因它們在約有 3公尺高的地方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兩座雕像 
-“反抗的奴隸”在左邊//“垂死的奴隸”在右邊 
 
10:19:43 
奴隸像原本很有可能//在私人收藏時失蹤 



在摧毀黎希留城堡時期 
但兩尊雕像的歷史有新轉折點 
它們已經踏上旅程前往巴黎 
巧合的是 在羅浮宮美術館//今日它們展出的地方 
也同樣地可以看到它們的救星 
黎希留的曾侄孫//路易弗朗索瓦阿爾芒·迪普萊西 
他曾是城堡的所有人 
他把兩尊奴隸像//搬去他在巴黎的府邸 
奴隸像就是這樣地進入了首都 
當時是 1784年//法國大革命發生的前夕 
在國立高等美術學院 
發生了怎樣的政治變革？ 
去改變兩尊米開朗基羅像的命運 
 
10:20:29 
-在成為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前 
-這地方是小奧古斯丁修道院 
-是巴黎其中一個大型修道院 
-現在還存留一間小教堂 
-我們等一下會進去看看 
-在法國大革命間遭到撤除後 
-這修道院變成了一個寄放所 
-就是說 那些撤除的修道院//教堂或流亡者的住所 
-被查封的藝術品堆放的地方 
-藝術品會被先挑選過//拿去發賣或被保留下來 
-符合革命啟蒙思想//對藝術和科學有貢獻的 
-就會成為國家財產 
 
10:21:10 
這兩尊雕像也經歷了這樣的過程 
它們之後被寄放在這裡 
修道院的小教堂裡 
它們的持有者 黎希留家族//在那時候逃離出國 
持有的收藏品都被拿來拍賣 
在當時 這地方的領導人 
是這位 亞歴山大·勒努瓦 
他負責為國家挽救藝術品 
他看得出這兩尊奴隸像的價值 
幸好有他  
今日這兩尊雕像才能在羅浮宮 
10:21:39 
-拍賣會並沒有舉行 
-藝術品被運回//當初將它們帶離的地方 
-就是小奧古斯丁的保管室 
-很特別的是 



-這些事發生於法國歴史上//最具戲劇性的一段時期 
-決定不出售奴隸像的時間 
-也就是審判路易十六的日子//審議判決飽受譴責的國王 
-在一片恐慌之中 
-法國經歷巨大的政治危機時 
-有一些人思索討論//並採取必要步驟 
-去維護他們所認為的國家遺產  
10:22:25 
奴隸像停留在//亞歴山大·勒努瓦那裡兩年 
接著就是它們歷險的最後階段 
它們跨過塞納河 
世界最大的博物館之一//敞開它的大門 
它們應當在那裡被展現 
10:22:39 
-1794年 博物館典藏所感到激動 
-決心讓視為法國文物珍品//這米開朗基羅的偉大傑作 
-跨越塞納河進到羅浮宮 
-當然 那時的羅浮宮//跟我們現在看到的完全不同 
-不僅還沒有金字塔//這個中庭也尚未存在  
-那時的羅浮宮面積//大約是現在的十分之一 
-大概是在角落的那個大門//讓奴隸像進入羅浮宮 
-好像有一段時期考慮過//將奴隸像放置於門口兩旁 
 
10:23:20 
但是奴隸像沒有馬上展示出來 
那時 義大利藝術//文藝復興藝術尚未流行 
沒有畫廊像今天這樣//去讚揚這段時期的藝術 
也還未有藝術家會去欣賞 
 
10:23:38 
-事實上 當它們來到了羅浮宮  
-有些好的意圖將它們繼續保留 
-並有些安排的計畫 
-終於在 1814年 
-就是它們入羅浮宮的 20年後 
-可以確定在阿波羅畫廊展出 
-然後經過長時間的沈寂 
-到了十九世紀中葉 
-一些藝術家//像是德拉克洛瓦、塞尚 
-古斯塔夫·摩洛、伯恩·瓊斯//羅丹和布魯德爾 
-或多或少直接顯露出//受到這兩件作品的啟發 
-有時還會特別去觀察//研究或素描這兩件傑作 
-我可以說米開朗基羅//奴隸像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羅浮宮的奴隸像也可以//在巴黎的一些建築外觀上發現 
-有時是對稱式的呈現//有時則強調兩者的對比性 



-它們也成為 19世紀末的華麗建築//女像柱雕飾的參考對象 
 
 
10:24:42 
在巴黎高伯蘭大道上的//國家動產管理處 
有女性版的“垂死的奴隸” 
在聖文森德保羅教堂的對面  
有阿特拉斯式的奴隸複製像 
12區的警察分局 
15尊“垂死的奴隸”複製像 
至於原作 
從 1994年起在羅浮宮題獻給//米開朗基羅的畫廊裡展出 
對所有的藝術狂熱者//它留下了一個謎題… 
為何其中一尊雕像並未完成? 
為什麼雕塑家從未//把雕像腳邊的猴子完成? 
直到現在//沒有一位藝術史學家找到答案 
米開朗基羅認為//這些奴隸像是完美的雕塑品 
他或許是有意就此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