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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特 Benoît Peeters 
史奇頓 François Schuiten

百年工藝機械與現代科幻漫畫結合

彼特與史奇頓在展覽中找到一個重新理解百年機械工業的入眼處，，

讓那些毫無生命的機器有了被了解跟關注的機會⋯⋯在彼特眼中，

所有機械展品就像一件件絕美的藝術品，透過繪畫重新展現生命力，

並表示，「我深信繪畫可以幫助了解現實，幫助了解科技。」

巴黎的工藝博物館地鐵站（Arts et Métiers），絕對

是我見過地表上最絕美的奇景之一。

尤其當列車緩緩地駛進站內更能心領身會，醒目的

巨大齒輪從天而降，牆上又環繞著圓形玻璃舷窗，

站內建築體全被古銅色外鐵皮覆蓋，再安上近 800

多顆鉚釘固定，如夢似幻，彷彿搭乘巨型潛水艇來

到深海底裡。

這是 1994年，為了紀念工藝博物館成立兩百年而

建造的，由比利時漫畫家馮索瓦．史奇頓（François 

Schuiten）與劇作家貝涅．彼特（Benoit Peeters）重

新設計，他們選擇在此地重現自己最著名的科幻系

列代表作「朦朧城市」（Les Cités Obscures）*，系

列作品《消逝邊境》更曾獲 2002年法國安古蘭漫

畫大賞得獎作品肯定，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如潛水

艇的景象。

2016年，這對漫畫界最佳拍檔又與工藝博物館再

續前緣，在此策劃另一場《Machines à dessiner畫

具／畫作藝術特展》*，除了展出部分新作原稿，

另還從館內 8萬件館藏、1萬 5千件塵封的設計圖

中挑出相呼應的展品，讓觀眾跟著展覽一同遁入機

械與漫畫世界，遊走於現實與虛構科幻之間。

我雖然是在 2017年展覽都快接近尾聲才抵達，卻

幸運地擁有彼特本人導覽，他首先領著我在幽暗的

入口處徘徊，並解釋著這套從海軍博物館租借來的

潛水夫服，是用來暗示從地鐵來的大眾，即將在另

一平行的未知世界展開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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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繪畫進入機械世界

《Machines à dessiner畫具╱畫作藝術特展》最讓

人料想不到的是第一件展品，它竟是一張布滿了

手繪素描及文件的繪圖桌，這張桌子曾與彼特、

史奇頓兩人一同消磨過 30年光陰，充滿歲月的

痕跡。

後方大型投影螢幕，則重複地播放著兩人一同創

作的紀錄影片，有時是史奇頓天外飛來一筆，彼

特則跟著在腳本上增加新注解，有時是彼特靈光

乍現想到故事，史奇頓根據其想像將其躍然紙

上。創作現場的重現，讓人瞬間跌入漫畫世界。

接續著，鉛筆、彩色鉛筆、鋼筆、繪畫板等琳琅

滿目的手繪圖工具，如同藝術品般地被一一陳

列，這些都是史奇頓作畫時所使用的工具。館內

珍藏的畫具及繪圖工具也不遑多讓，依照時序陳

列在一旁的展覽空間，整個展覽不斷地在繪圖機

器與漫畫作品之間搭起橋樑，將創作與機械兩者

串在一起，並以此訴說了從過去、現在到未來可

能的繪畫發展。

他說，「展覽的精神不是用來解釋機器怎麼運

作，而是讓你從繪畫進入機械的世界。」

這次展品更有連歷史學家都未曾見過的稀有館

藏，在工業革命時代具革命性的發明，比如曾飛

越英吉利海峽的布萊里奧飛行機（une maquette 

d'avion de Blériot）；從研發蒸汽機起家，到最

後帶動四輪車發明的 Dion-Bouton馬達三輪車

（Dion-Bouton是提供巴黎三輪車及後來汽車動

力的製造商）；航海家、天文學家身邊絕對不可

或缺的星盤（un astrolabe）⋯⋯也出現在史奇頓

親手繪製的展覽海報上。

百年工藝機械與現代受到歡迎的科幻漫畫結合，

彼特與史奇頓在展覽中找到一個重新理解百年機

械工業的入眼處，讓那些毫無生命的機器有了被

了解跟關注的機會。彼特說，「通常你看到都是

大台機械，很難看到這些細部的結構，」繪畫則

補上了這一塊，在他眼中，所有機械展品就像一

件件絕美的藝術品，透過繪畫重新展現生命力，

彼特也重複著那句老話說，「我深信繪畫可以幫

助了解現實，幫助了解科技。」

1 4

2 5

3 6

1.《再見巴黎》創作者之一貝涅．彼得，也是《Machines à dessiner 
畫具 / 畫作術特展》 策展人之一。

2.貝涅．彼得與馮索瓦‧史奇頓度過 30年光陰的繪圖桌，上面擺
滿兩人的手稿。 

3.與漫畫結緣超過半世紀的巴黎的工藝美術博物館。
4.手稿近照。
5.圖為漫畫家馮索瓦 .史奇頓作畫時曾使用過的工具。
6.漫畫《再見巴黎》中出現過的星盤、繪圖機、蒸汽火車等，透過
迷你模型再現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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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奇特的年代充滿著不安，卻也因此充滿著許

多可能性。1956年出生的史奇頓與彼特，則以承

接「蒸氣龐克」（Steampunk，一種流行於 1980到

1990年代的科幻題材）創作聞名。他筆下創作的

烏托邦世界，便充滿對未來的種種疑問。

兩人藉由漫畫世界實踐了兩人從小就對於這浩瀚宇

宙間的想像，這或許也是他們對未來烏托邦的提

問。無論如何，《Machines à dessiner 畫具／畫作藝

術特展》則是很好一例，如何結合藝術與機械，讓

漫畫更貼近大眾生活。

對於合作快 30年的夥伴，彼特心存感激，更希望

能一直合作下去，他說：「史奇頓的世界時常震驚

到我，他的作品甚至改變了我對藝術的看法，基於

他荒誕而又充滿魅力的創作，故事情節才逐步完

整。感謝他讓我保持著一顆童心，就像回到童年。」

在繪圖桌前，我看到的彼特仍是那個 12歲的小男

孩，和他最親愛的好友史奇頓自在悠遊在機械與漫

畫的世界。

*「朦朧世界」系列曾受法國科幻作家儒勒．凡爾納（Jules Verne）
1873年科幻小說《海底兩萬里》影響，因而地鐵站打造了該小說中所說
的「鸚鵡螺號」。

*《Machines à dessiner畫具／畫作藝術特展》於 2016年 10月 25日展
出至 2017年 3月 26日。

展覽也能看見兩人最新合作的作品《再見巴黎》部分章節，故事情節大抵是發生在很遠的未來，一名早

已移民至外星球的年輕女子，不斷在夢境中來回穿梭不同時期的巴黎。這些情節成了最後一間房展出的

一張張原稿。空間的中心擺放超過 10張的繪圖桌，讓所有參觀展覽的人，最後可以使用桌上能見到的紙

筆，再用自己的角度重新詮釋這些機械。彼特說，「就算年輕人不認識我們的作品，但還是可以藉由展

上一回，巴黎人受到科技的震撼，恐怕是 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艾菲爾鐵塔出現在巴黎市區，他們

開始意識到機械進入人類的生活，

也讓個人存在價值變得渺小。這時期催生的新藝術，也讓巴黎地鐵系統開始貫穿全市，逐漸地，也有許

多人從反對變成逐漸認同並接納機械生活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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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宛如巨大潛水艇的巴黎工藝博物館地鐵站。
8.《再見巴黎》原稿近照。
9.展間放滿繪圖桌，鼓勵民眾動手繪製自己喜愛的機械展品。
10.縱然《再見巴黎》的故事於遙遠的未來展開，所影射的卻是巴黎
      史實、處處座落的紀念性建築，以及賦予巴黎生命的各種烏托邦 
      理想。——貝涅．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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