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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老師曾經在課堂介紹過普普藝術，提到普普藝術，大家一定會想到安迪•沃 

荷，他以絹印版畫的方式大量複製作品而聞名，並將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人、事、

物做為他創作的素材。     

 

    藝評家對他的評論兩極，有人認為藝術是無價的，是獨一無二的，然而安迪•

沃荷卻認為藝術應該商業化、普及化，他的事業版圖跨足商場、演藝圈，當時已

為他帶來豐富的收入，即使他去世多年，仍是被評定為最會賺錢的藝術家之一。

安迪•沃荷努力把藝術商業化的想法及他的人生故事，令我感到十分的好奇，所

以我希望藉由這次的小論文研究，能對普普教父–安迪•沃荷有更深入的了解，

並在藝術創作的能力上有所提升。 

 

二、研究目的   

 

(一) 了解普普藝術的特色 

(二) 了解安迪•沃荷的生平與發展。   

(三) 探討安迪•沃荷的創作理念  

 

三、研究方法  

 

閱讀相關書籍、期刊、搜集網路資料並尋求社會資源，加以統整分析，形成 

完整報告。 

 

四、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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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普普藝術的特色 

 

普普藝術是二十世紀最具代表性的創作藝術之一，起源於英國，但真正具有 

影響力卻是在美國。普普藝術是直接由生活出發，「把大眾文化的產物，如廣告、

照片、啤酒罐等東西當成本身就是藝術，並把他們用於藝術作品中。」(蘭伯特，

2000）。 

 

    普普藝術家的靈感皆來自大眾文化，從生活中取材，大膽、奔放，無論是繪

畫或拼貼及版畫，搶眼的色彩是其特色，普普藝術另一特色將藝術大眾化及降低

成本並擅長使用「重複」的概念，將大眾所熟悉的形象、物品或符號，透過各種

創作表現出來。 

 

二、安迪•沃荷的普普人生 

 

(一) 安迪•沃荷的成長背景 

 

    安迪•沃荷的父母親是移民美國的捷克人，童年家境並不好，母親外出幫傭，

父親是一位工人，雖然生活勤儉刻苦，但父母卻用心教養子女，上小學後，每當

安迪•沃荷回家吃飯，母親總會幫他準備一碗他最愛的康寶牌番茄湯。七歲時他

央求母親買幻燈機，安迪•沃荷將黑白圖案的卡通人物放映到牆壁，然後在紙上

描繪，這是開啟他學畫的第一步。 

 

    安迪•沃荷後來生了一場怪病，俗稱「舞蹈症」，這是一種遺傳性的神經退

化疾病，發病時無法控制四肢，手腳感覺就像跳舞一樣，生病期間他看了許多的

漫畫、雜誌，甚至與朋友一起看電影，他開始追求偶像，要求明星的簽名劇照，

這些都成為他日後創作的靈感及元素。從小，安迪•沃荷就具有繪畫天份，學校

推薦他參加卡內基美術館的免費課程，高中畢業後他順利的申請卡內基理工學院

的藝術科系，學校的正規訓練，讓他在繪畫技巧得到許多啟示。 

 

    十九歲時的安迪•沃荷已經開始為百貨公司做櫥窗設計，畢業後，他到紐約

從事設計商業廣告的工作，並且持續的創作，他的插畫風格異想天開又與眾不同，

有時甚至會在插畫中加入他母親的手寫字體，特別的畫風讓他成為 1950 年代最

成功的插畫家之一。 

 

    三十四歲的安迪•沃荷以絹印法製作了許多災難畫及名人的人像畫，包括瑪

麗蓮•夢露、貓王、伊莉莎白泰勒等，他開始鑽研標誌化的主題事物，此時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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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說是名利雙收，他的事業不再侷限在藝術創作，不管電影、攝影、節目製作他

都勇於嘗試，最後因膽囊炎手術導致藥物過敏而死亡，享年五十八歲，結束了他

的普普人生。 

   

(二) 安迪•沃荷的才華出眾 

 

安迪•沃荷的藝術表現多元，舉凡繪畫、雕塑、攝影、廣告等，但他並不滿 

足，小時候因為疾病而迷上看電影，後來成為電影導演，他將藝術融入電影裡，

他的電影大部分比較抽象，例如對著一個物品或人在做一件事情長達好幾個小時

的拍攝，他是個雙性戀者，從不避諱自己的性向，他的許多電影同時也關注男同

志的議題，由於他的電影感覺比較沉悶，因此他開始加入一些幽默感及音樂，為

的是拉近和觀眾的距離，他開始投入音樂創作，並且和許多名人有社交活動。 

 

    他還開闢了電視節目，電視節目的收視並不理想，但並不影響他熱情，他也

開始受邀各大媒體，談論對藝術的想法，除了他手舞足蹈的模樣外，穿著、打扮

也吸引許多觀眾注意，有他的時段收視總是特別的高，同時他也寫書且出版傳記、

為商品做設計，為此他成為全世界最會賺錢的藝術家之一。 

 

    安迪•沃荷一生跨足了櫥窗布置、插畫、廣告設計、電影、出版，甚至主持

節目，有別於一般藝術家只專注繪畫，有人認為他不務正業，把藝術搞得不像藝

術，但也有人認為他將藝術推向大眾化，用多元的方式呈現藝術的不同樣貌，然

而安迪•沃荷認為：「賺錢是藝術，工作是藝術，會賺錢的工作是最棒的藝術。」

(安迪•沃荷，1967）。他總是洞察先機，從平面美術到實驗電影，引起眾多關注。

他才華洋溢，勇於嘗試，使得他在年輕時便受到大家的注意。 

 

(三) 安迪•沃荷的絹印作品賞析 

 

    安迪•沃荷曾說：「我想成為一部機器」，每十分鐘生產一個新式的美術作品，

他喜歡以生活中的人、事、物做為創作的元素。一位藝術家要完成一幅畫作，需

要要很長的時間，因此，安迪•沃荷使用了絹印法創作了一系列的罐頭、可樂及

名人絹印肖像，其中瑪麗蓮•夢露肖像及康寶濃湯最為著名。 

 

    1.瑪麗蓮•夢露肖像 

 

  這幅畫是安迪•沃荷為了紀念瑪麗蓮•夢露畫的，瑪麗蓮•夢露是當時美 

國代表的一股流行的文化，她憑著三部電影成為最具票房號召力的好萊塢明星之

一，也因為如此，她的私生活受到了廣泛關注，媒體開始挖掘她的童年生活及感

情世界，不安全感及受不了隱私被攤在陽光底下的她開始吸毒、沉迷於酒精與毒



 

 

安迪•沃荷的普普人生 

5 

癮之中。 

 

 對於她的死因眾說紛紜，有人說她與當時的美國總統甘迺迪交往過從甚密 

因此遭到暗殺，也有另一說法是說她吃安眠藥自殺或施打毒品導致暴斃，不管是

自殺或暗殺，一代性感女神的過世造成當時美國社會的震驚。 

                              

 

圖一 

 

   「一個人不化妝的時候，看起來最讓人想親吻；瑪麗蓮的雙唇不屬於令

人想親吻的唇，卻非常適合拍照。」(安迪•沃荷，1967) ，這幅畫的名稱是

沃荷式的夢露，安迪•沃荷於 1967 年所畫的作品，圖中有九位瑪麗蓮•夢露，

用不同色調呈現她從年輕到衰老的樣子，並以九宮格的方式排列出來。此作

品著重在頭髮、眼影及嘴唇，每一幅的夢露的髮色、眼影及唇色都不相同，

金髮、綠眼影、紅唇及美人痣是世人對夢露的印象。 

 

    這幅畫是使用絹網印花的方式製作的，畫中使用了重複、對比、整齊的

元素，讓人有一目瞭然的感覺，對比的色系更是加強了給人的印象，每個瑪

麗蓮•夢露都各有特色，讓人看一眼就覺得印象深刻。 

     

    我覺得這幅畫是安迪•沃荷最成功的畫作之一，圖中每一個瑪麗蓮•夢

露都用不同色調呈現，安迪•沃荷運用色差的技巧讓每個夢露都變得不一樣，

這種前所未有、與眾不同的創作方式是在西洋藝術史上的重要突破，我特別

喜愛這一系列的作品，因為不同素材、顏色能讓作品呈現不同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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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康寶湯 

 

 

圖二 

     

    這幅畫的名稱是康寶濃湯，是安迪•沃荷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圖中有 32 個

不同口味的康寶濃湯，規矩的排列在圖畫中，表現出整齊規律的感覺。安迪•沃

荷童年時因家境貧困，媽媽每天都煮了一罐他最愛康寶濃湯，而他也會收集空的

康寶濃湯罐頭來賣錢，看似窮苦的童年生活，卻是他日後取用不竭的創作泉源。 

 

這幅畫不論是在顏色、排列、大小......等都呈現的十分一致，以複製、整齊

的表現手法是安迪•沃荷慣用的方式，這種手法雖然不會特別強調作品內涵，卻

能讓人更清楚這幅畫的焦點。康寶濃湯是美國超市常見的罐頭，以這種大眾文化

為創作主題的安迪•沃荷，曾在一幅創作裡放了 200 罐的康寶濃湯，他所要傳達

的其實就是藝術應該平民化、普及化，而康寶濃湯是商品，他的創作是藝術，日

常生活中的事物，也可以是藝術。 

 

    我覺得這幅畫表現出安迪•沃荷想傳達的重點，他透過簡單的方式讓人看一

眼就能明白圖畫的重點，這幅作品之所以歷久不衰是因為突破大眾文化及藝術間

的圍牆，安迪•沃荷把康寶濃湯的各種口味描繪出來，就像罐頭真的在成列架上

一般，如此有趣卻有真實的作品反而更吸引大眾的注意。 

 

三、安迪•沃荷的創作理念 

 

(一) 藝術商業化 

 

安迪•沃荷認為賺錢就是最好的藝術，剛開始實行他的想法時，遇到了許 

多困難，最大的困難就是他花了許多時間創造一幅作品，賣出的作品卻十分有限，

在他發現賣場也是透過機器賺錢後，他突發奇想－他也要用機器賺錢，因此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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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沃荷的畫室名稱就叫做工廠。 

 

    藝術商業化和藝術是無價的概念有很大的衝突，他說過會賺錢的藝術就是最

好的藝術，雖然有人批評過安迪•沃荷的作品沒有內涵，但我認為被安迪•沃荷

商業化的作品最大的價值就是藝術也可以貼近生活，此時他的作品大多用複製、

整齊排列、絹印的手法呈現，也是他作品的一大特色。 我覺得藝術的內在是無

價的，但作品如果也可以透過商業來進行包裝，一樣有達到宣傳的價值。 

 

    安迪•沃荷的想法獨特，他是第一位這樣做的畫家，這個想法最特別的在於

別人不敢做的事情他敢做，他這個獨特、與眾不同的想法寫下了歷史上重要的一

刻，甚至推翻了古典藝術的思想，為當時的人們帶來了嶄新的藝術觀點，即使他

的評價兩極，但他還是堅持自己的想法，這種對未來無所畏懼、不斷突破困難的

精神十分值得我們學習。 

 

(二) 藝術強調重複性 

 

安迪•沃荷的藝術強調重複性，絹印法最能配合他的構想與設計，造型相同， 

但改變畫中的顏色、構圖、大小及材料，當一個平凡無奇的主題，不斷重複，美

感自然呈現，也能使人們記憶猶新。這樣的重複性的概念，在安迪•沃荷的藝術

表現中隨處可見，不只是絹印版畫，在電影及唱片封面設計或廣告，都使用重複

性的手法。 

 

(三) 在未來，每個人都能成名十五分鐘 

 

    安迪•沃荷曾經說過每個人都有成名十五分鐘的機會，在這個資訊發達的年

代當然不是問題，但是安迪•沃荷說出這句話時，卻是六 O 年代，這句話雖然

對當時的人來說十分抽象但卻是形容 21 世紀最好的一句話。在現今言論自由的

年代，每個人都有權力發表自己的看法，或是提出自己的不滿，所以理所當然的

每個人都有機會成名十五分鐘，一張圖片、一段影片或一句話都可能讓自己成名，

成為現代的大明星。 

 

我對安迪•沃荷說出的這句話感到十分佩服，在當時網際網路還尚未發達，

安迪•沃荷的思想卻已遠遠超越了一般人的想法，這種勇敢表達自己看法、創造

新的思維就是令我最敬佩的地方。他那叛逆的靈魂裡，住著一位愛冒險的男孩，

獨到的見解成為安迪•沃荷日後廣為流傳的經典語錄。 

 

    像是網路素人「谷阿莫」，以他那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說話方式，總能在短短

幾分鐘為大家介紹一位名人、一部戲劇，甚至一個歷史故事，他幽默的口吻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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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得大家開心，於是「古阿莫」就成了青少年眼中的名人。這也印證了安迪•沃

荷成名十五分鐘的理論。 

 

參●結論 

 

一、以生活結合藝術將作品大眾化 

 

藝術總是給人感覺崇高及獨特，但在研究的過程中我發現，安迪•沃荷所運 

用的主題都是隨手可得的事物，他使平凡無奇的物品產生了無盡的價值，舉凡可

口可樂、花、康寶濃湯甚至水果、動物，他大量用複製的概念，用絹印版畫的手

法，為作品呈現不同的風貌。他將藝術平民化，使大眾覺得藝術不再如此遙不可

及，他在生活中不斷的尋找創作靈感，為的是要人們透過他的作品，正視大眾文

化的矛盾與膚淺。 

 

二、安迪•沃荷王國的多角經營 

 

安迪•沃荷在五 O 年代已是一位商業廣告設計師，多才多藝的他將觸角伸 

入電影中，更在一九七五年他出版了「安迪•沃荷的哲學」，他開始推銷、造勢，

舉辦了多場的簽書會，他並沒有忘記他最愛的繪畫，他經營自己有如經營商品一

般，突破傳統、求新求變，雖然是藝術家出身，但卻有生意人的頭腦，他的成功

並非偶然，而是來自於他對藝術的敏感及創新。 

 

    安迪•沃荷的叛逆不僅反映在他的藝術創作上，他不像一般古典藝術的畫家

一樣只從事繪畫，反而走向插畫家的行列，他不滿足於現狀，嘗試許多創新的工

作，後來他還為已逝歌手麥克傑克森設計專輯「慄」的唱片封面，而這張專輯當

時還創下不錯的銷售成績。他更成立雜誌社從事出版的工作，即便他已去世多年，

安迪•沃荷美術館每年總是吸引大批遊客來看大師的創作。 

 

三、從安迪•沃荷的創作理念看自己的作品 

 

    圖三是我素描作品—鞋，我的創作理念在於:我認為普普藝術是一種大眾的、

流行的文化，舉凡生活中的事物都可以是創作的元素，因此我的創作靈感來自於

慈濟中學的白布鞋，我會選擇白布鞋是因為我就讀慈濟中學國中部，學校規定要

穿白布鞋，白布鞋代表著純潔、乾淨，也象徵就讀慈中的學生心靈永遠是純潔的，

這樣才能體會到人生中那些平凡、單純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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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號原創布鞋 2 號漩渦 3 號搖滾風 

4 號拼貼風 5 號時尚風 6 號線條 

圖三 

 

    1 號是我的原創，我使用影像處理軟體將原本 1 號的創作進行改造，有些是

改變色彩、材質或圖案，這符合安迪•沃荷「複製」的概念，也加入了自己創新，

我保留原來白布鞋的概念，但加些漩渦的圖案，讓白布鞋多些活潑，因此呈現了

2 號作品的風貌。3 號創作是跳脫原本白布鞋的色彩，底色為藍色加些黃色與紅

色的元素，此色彩概念來自於安迪•沃荷喜愛搖滾，認為搖滾就應該引人注意。

我也非常喜愛搖滾，搖滾代表熱情，因此在色彩的調配下，使鞋子變得活潑又容

易引起別人的注意。 

 

    4 號的設計概念來自於馬賽克，除了保留布鞋的材質也加些塑膠的拼貼，並

凸顯線條，部分區域加些灰色，保有慈中原有的規定。這隻鞋子改變的重點不是

顏色，而是在材質及拼貼的效果。5 號的設計概念來自於安迪•沃荷的絹印版畫，

他喜歡用明亮的色彩，一眼就能吸引大眾的目光。以紫色為主要顏色，搭配藍色、

綠色及白色，凸顯這隻鞋子的時尚感。而 6 號的設計只是再加強線條的感覺，讓

鞋子的線條感透過明暗的處理，成為另一個作品。 

 

    我先將創作的原稿畫下來，使用電腦軟體將作品進行改變，鞋子的樣貌並沒

有改變，改變的是鞋子內的構圖、顏色及圖案，使用的顏色及材質來自於自己對

青少年流行文化的觀察，亮麗的色彩象徵活潑，以噴漆的方式表現出嘻哈及搖滾

的感覺，用拼貼的方式呈現使鞋子也有層次感，這就是我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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