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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傅抱石《平沙落雁》為古琴曲名，沙灘一望無際，羣雁一群一群，有時飛

而高翔，有時飛而低迴，是絶妙的繪畫形象，音調高低、急促與緩慢是絶妙的音

樂旋律，於是也構成了水墨意象。此畫就是將音樂旋律，轉換成為視覺形象的傑

作。然而這個觀念因而啟發作為創作實驗之概念，音樂的音符旋律就好比線的延

伸，謝赫六法中提到「墨骨」最為重視，墨骨就是線，線在色造形的關係上，擴

大了人們對感性世界的認知，藉由以線描及敦煌色彩來豐富藝術內涵，轉為個人

風格和表現技巧方面有所突破，際此筆者長期聽聞學習佛法，故而選擇以福智讚

頌曲之內容意境，溶入個人內心思想意念創造，拮取佛教在傳法的唯美畫意，以

表現佛教思想。 

 

【關鍵字】佛教人物 

                                                       

1《傅抱石》劉曦林主編，18 頁，台北縣，錦繡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10.15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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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中國歷代繪畫除了山水、花鳥、走獸、人物等類形的表現外內容上有一大區

塊屬於政教教化的繪畫表現，在美術史中曾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而有關於中國

繪畫線質特色的古代描法的形成，亦在佛教與政治傳遞工具的需求下而衍生成現

今水墨藝術的表現形式之一。藝術的創作涵蓋內容、形式、技法與創作思維的理

論。筆者因長期浸濡法喜，對於以藝術創作表現心中對於靈界亦或是神跡的感動

充滿深刻的想像與教化思維，早在清初四王的王原祁的畫論中有兩點十分引人注

目，其一是把繪畫和音樂相比較，認為二者是相通的，他說：「聲音一道，未嘗

不與畫通，音之清濁，猶之氣韻也；音之品節，猶畫之間架也；音之出落，猶畫

之筆墨也。」2 

 

繪畫和音樂都講究節奏和韻律，故二者相通相輔，藉由「福智讚頌」音樂詞

意為思索中心，並透過敦煌的人物、造型、構圖模式及中國的線條尋找自己的符

號並與西洋對現實與超現實的潛意識的藝術演化轉而形成創作思維，冀望藉此以

歡喜心、清涼心來作為創作研究的目標。 

 

 筆者長期在「福智團體」學習菩提道次第廣論，該團體是由上日下常老和尚所

創辦，以悲、智、力的引領下建立宗旨，並由身、心、靈導入，依其社會功能發 

展的方向，分別成立「福智佛教基金會」、「福智文教基金會」、「慈心有機農業發

展基金會」，且自民國 2001 年成立「福智讚頌」，推動以來成為福智教育園區義

工、老師、學生的共通語言，希望能藉此調心，突破困難憶念師長。 

 

    上日下常老和尚（2002）說：「學習讚頌，正如孔子所言《論語》「泰伯第八」

                                                       

2陳傳席：《中國繪畫理論史》（台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 9 月），頁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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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很明顯的把教化百姓的次第呈現出來，而教化人心

最快速的方法「樂」，就是人心能完全跟善法相應，自性流露所唱出的樂曲，就

是善法的樂曲，「福智讚頌」推廣的創新佛曲，是用來仰慕佛、菩薩行儀，引發

內心的意樂，其樂曲是由財團法人台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設有福智讚頌事業課並

分由教學、行政、推廣、關懷組等，所以福智讚頌小組成員，運用音樂軟體將創

作的音聲檔案，以五線譜或簡譜呈現；經原創者認可後，再由小組或外聘作曲家

編成合唱、器樂合奏、交響樂，透過讚頌行禮敬供養，表現出來，運用時候行為

就是禮，一切行處，乃至起心動念，最後成於樂，而讚頌內容最容易呈現感情的

狀態，並藉由內涵啓發情意轉化與心靈提升歷程。  

二、學理依據 

唐代在畫論上的最大貢獻，為以詩意發揮畫意，進而以詩境開擴畫境，兩者

結合，就變成畫之意境。由詩與畫的結合，於是畫之意境，可不必直接啓發於玄

學，而可得自詩人之想像與感情，筆者在心中認為詩一直是古代文人、畫家啟發

藝術家的靈感來源之一，而詩與讚頌詞其實是異曲同工之妙，何不藉由此，以其

引用之，古人說：「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餘

音繞梁，三日不絶。就如同西方最喜愛的繪畫靈感來自最近的詩句。 

 

魏晉時代，以詩文作題來創作繪畫作品是一種時尚。顧愷之以稽康詩歌中的

名句「手揮五弦，目送飛鴻」來作畫，詩歌所描述是一個愁容詩人在彈五弦琴時，

眼望天邊源雁又勾起了無限惆帳與聯想之情景。 

 

正唯其如此，佛教所提眼、耳、鼻、舌、身、意等自然轉化作用，是修行上

六識運作中非常重要過程，所以能將詞曲的優美，經由「三寶」：佛寶、法寶、

僧寶圖像的方式在藝術手法表現，積極地開發視覺，讓人們了解讚頌意樂，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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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感覺來淨化內心的無明。 

 

（一）敦煌藝術對畫風的影響 

敦煌距今己有千年以上，是佛教最昌盛的時代，莫高窟層樓疊殿的有三百洞

窟的壁繪彩塑，在漫長歲月中有著無數僧侣及信士與藝術家等心血結晶所創造，

優美莊嚴的造型與彩麗生動的色彩，在宗教的表現上來自當時的生活對生命律動，

也反映古人對佛崇高的敬仰，敦煌就是佛教發源地的源頭，壁窟內莊嚴寧靜的佛

像，健美優雅的飛天、菩薩，儀態威猛的天王、力士，這些場面浩大，於長障大

壁中如單純以線立形，則線則加粗許多，同時也襯著鮮艷的色彩，經過宗教儀式、

法器鐘鼓、梵音梵唱極度表現畫面的張力。 

 

張大千盛年精麗雄渾之畫風形成，足以世人倣效，大千到敦煌之行，了解敦

煌先民偉大藝術的啟發，古典嚴格的畫藝冶煉、現實生活的艱苦經歷，切實掌握

佛教對生命藝術的內涵，宗教是人類生命及精神的一種依托，體認《讚頌》3內

容，進入內心的想像世界為創作主題，傳達出與生命教育呼應之內涵，重現生命

教育之典範，認清生命的意義與確立生命宗旨，表達對師長的感恩與生命無限的

概念，因此透過樂曲的詞意與圖像相結合，時時思惟佛、菩薩功德，用心去體會，

為您的生命過去與未來找尋出一個方向，進而讓您為自己的人生負責。 

 

（二）曹吳二體，學者所宗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稱：「吳之筆，其勢圜轉，而衣服飄舉，線採放任

之態；曹之筆，其體稠疊，而衣服緊窄，線採緊收之狀。」以曹仲達、吳道子為

                                                       

3 讚：稱贊、頌揚，佛經中歌頌的文詞，如梵讚；唄讚。頌：原是詩經的「風、小雅、大雅、頌」

四種至理之一，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容告神明謂之頌，頌主告神，義必純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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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條始祖，展開探討之源，筆者認為音樂首重旋律，旋律有時快有時慢，就如同

線條上的符號，帶動韻律長線條、短線條、單線條、複數線條，線條就像極了書

法線條，於是線條形態與律動在繪畫之產生重要的變化，變成畫中生命的律動，

生命的活氣，後又有李公麟創“白描”一體，掃去粉黛，淡毫輕墨，高雅超逸，

淡化了色彩表現，突出線描的功能，之後的明清陳洪綬對人物的衣服收線及任伯

年的放線，均是研究線條的表現，且各有特色，變化萬千的線條完成可以寫心中

的逸氣。 

 

（三）敦煌與曹吳對個人創作啟示 

 「畫家之畫」的嚴謹認真風氣如何在創作中表現出來，時常在筆者心中無數

的盤繞著，只有在敦煌之中才發覺到，那種氣魄是可以隨時增強感受到，4張大

千說:「看了敦煌壁畫後，如畫的供養人，多半是五尺的高度；至於經變、地獄

變相、出行圖等等局部是多麼偉大，人物真是繁多；至於極樂世界圖的樓臺花木

人物等等，大逾數丈，繁不勝數，真是嘆為觀止矣」可見張大千受敦煌影響之深，

敦煌之中有許多符號，細細了解後才知道是經過當時畫家體驗對象去創造出的個

人符號，極強的表現對生活對社會對象的意味，提煉和強化對象的特徵，在敦煌

時期已受到重視，以致於現代畫家5張春新也在運筆過程中，「考慮更多的是線自

身的韵律、節奏與形式意味，筆墨變化極為豐富，人物、衣飾的線型可短可長，

可濃可淡，可提可按，可乾可濕」筆墨是千變萬化。 

 

 寫貌人物，不俟對看，所須一覽，便工操筆，點刷研精，意在切似；目想

毫髮，皆無遺失。6 

                                                       

4巴東：《張大千研究》（台北市，國立歷史博物舘，85 年 12 月），頁 86。 

5 林木著，《國畫大家張春新》（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10.8），頁 5。 

6 陳傳席著，《中國繪畫理論史》（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7.9），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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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韻本于浮想騁思，神韻風采出于用筆，暨所謂氣韻生動、骨法用筆，筆畫

有會聚靠近，連綿相繼，則氣勢脈絡不斷，表現人物形體要靠線條，筆者認為要

表現有個人獨特的水墨，有古意的意境，不能沒有線條，線條被視為有生命情感

的載體，從歷代思維觀念，可見都在線條及敦煌的色彩下一番功夫，且對藝術表

現方面上，使中離不開當時生活，用心生活並透過速寫紀錄變成自己感受，尋找

生活中的符號及特色，在音樂與大自然生活中融合一體。 

 

 顧愷之提出重要理論：「悟對通神」文中指出活生生人最主要特徵要用目光

所有注視，手勢有所依托，如果只注意以形體姿態所表達，人物便没有生命。 

 

 因此物象在不同人物畫像時，要設方法調動一切藝術手法來達到「傳神」效

果、藉由詩情與筆墨韻律傳達和速寫，作為人物表現情感的突破口，創造了充滿

活生生人物，然而每走進內心身處一定要深入生活，在生活當中找到傳統的藝術

符號，使符號產生共性，所以理性的結構才會有感性的節奏，線是歷代畫家最重

要的元素，它靈活多變，可粗可細，可直可曲，線是在藝術上是最高形式，是構

成畫中的虛實、空間、節奏、氣韻開端。 

（表 2-1）歷代畫家對線的圖像表現方式概念說明圖表  

畫家 

具體表現 

線的解釋 解釋的行

為意義 

圖釋 

顧愷之： 

標準的線

描構架出

一種生動

的形象，尤

其人的氣

利用首尾

致的鐵線

描，相互平

行及包抄

手法來突

出人物的

每個動態

複雜的形

體有幾個

相對集中

的線羣，線

羣之間又
 

圖片來源:陳綬祥著，《中國巨匠美術週刋》（錦繡出版）

（2010.8），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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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似乎已

往來於描

法的元素。 

關節，表現

人物姿態。 

相互呼

應、相抱相

讓。 

陳洪綬： 

1.強化人

物的表現

性與象徵

性。 

2.妍麗縝

密重彩畫

法與表現

神怪的變

形手法結

合，將廟堂

氣息與古

拙的構圖

造形融為

一體。 

線圓轉柔

折、舒緩靜

謐、風格高

古，行雲流

水般的鐵

線、蘭葉描

鈎勒。 

對人物造

型上用圓

勁流暢的

鐵線描，線

條節奏

慢，由緊到

散。 

 

圖片來源:李維琨著，《中國巨匠美術週刋》（錦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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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伯年： 

1.捨去特

定光源所

造成的明

暗陰影而

抓住結構

及運動中

的變化。 

2.平面上

線的分割

及形和色

配置呼應。 

線條動

感、粗放，

用潑辣有

力的筆墨

和濃湛的

色彩誇張

表現人物

無窮生意。 

對人物線

條節奏

快，局部集

中，墨線鈎

勒簡潔而

多變，輕

重、虛實、

濃淡、乾濕

一律以表

現形體各

質感為轉

移。 

 

圖片來源:郭學是、穆美華著，《中國近現代名家畫

集》（錦繡文化企業） 

梁楷： 

人物點簇

神態生

動，以極簡

的手法表

達到獨特

的韻致。 

線條粗細

之對比，更

加奔放，線

條集中在

臉部表

情，並以粗

闊的筆

勢，順人體

骨骼肌肉

的變化刷

出衣紋，和

墨以水破

出，產生淋

力求單純

簡括，力而

細的線條

作快速的

描繪，同時

搭配粗獷

的線條，強

烈的律動

感，具有意

念美。 

 

圖片來源: 沈以正著，《中國巨匠美術週刋》（錦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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漓交融的

墨趣。 

黃冑： 

「連畫幾

筆」重複、

疊置、快

速、潑剌剌

的線條強

化形象力

度、運動感

傳達出聲

音之美。 

線條在捕

捉複雜急

速動態、結

構、多人物

畫面以速

寫創作深

動，造型語

言鏗鏘有

力，律動感

的線條。 

用直線在

捕捉複雜

急速動、結

構、多人物

畫面，並 

將速寫透

過記憶轉

化成筆墨

造型。 

 

圖片來源:田珊、蔡佩欣著，《中國近現代名家畫集》

（錦繡文化企業） 

 

三、創作理念 

 無限生命從建立宗旨開始，生命價值最重要意義，在於建立無限生命概念，

一生當中在生命認識，總以為我過了這一生就足夠，不會去探討有無來生，也因

此浪費此生的光陰，這是非常可惜，此系列是透過畫面內容有所啓發與省思，了

解時間的可貴，及人生的價值。 

筆者想以在讚頌內容詞意中藉由圖像的傳達，回首以前宛若穿越心靈隧道，

現實與夢境交錯，遺忘的回憶片段不時乍然浮現，孩子感受內心世界將一一的呈

現，在成長過程、學習生涯、生活點滴和生命經歷，都有佛、菩薩生生世世的陪

伴下精進修行，繼而透過讚頌與圖像來帶領我們走進來生與前世的時光之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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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生命無限概念，今生所做所為都會影響到來生，知道生命是可以透過不斷學習，

淨化到光采無瑕的狀態。 

 讚頌是日常師父為了饒利眾生，幫助弟子修行而作，師父說讚頌是菩提心留

淌出來的樂音，和一般歌曲最大不同點，在於歌曲背後的這一顆心，一般歌曲大

部分是與煩惱相應的，例如「望春風」歌詞第一句「孤夜無伴守燈下」，看起就

是哀怨，而善法的樂曲，「觀音菩薩頌」觀音菩薩妙難酬，清淨莊嚴，累劫修，

千處祈求，千處應，苦海常作度人舟。世人聽到如此美妙的音樂旋律，能夠生起

法的覺受力與佛、菩薩的陪伴，來度過人生不同的階段。 

 

 相對佛法是師道也是教育，我們供養佛、菩薩法像意涵有二種，其一是紀念，

佛陀是我們老師，我們接受佛陀教育，獲得真實利益；其二是時時憶念師長，不

忘師長教誨，知恩及報恩。  

 

 畫有音樂性繪畫，就如同音樂家以音符作畫，讚頌內容成了心靈與佛、菩薩

對話，也點亮無數人的心靈，伴隨各種想法行為詮釋，了解生命無限不是只有這

一世，還有前世甚至是來生，這樣就很容易生起向善的力量，建立起正確的生命

教育理念，體認永恆的生命真諦。  

 

表 2-2 對圖像表現方式概念說明圖表 

圖像三階段

層次表現 

解釋的對象 解釋的行為

意義 

解釋工具 彼此相呼應的

解釋 

第一層 1. 呈現事實

主題 

2. 表現自我

意識主題 

圖像學描述 對事實熟悉 洞察在不同情

境下，彼此對

象的恣態表現

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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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 構成形象故事

的表現內心世

界 

1. 廣義的圖

像學分析 

2. 狹義的圖

像學分析 

文獻資料 類別史（由對

象和事作所表

現的各種特定

題旨或概念） 

第三層 構成象徵寓意

世界 

圖像意涵闡

釋 

主觀直覺 

客觀直覺 

由各種特定題

旨所表現的人

類精神基本傾

向 

   

無限生命從建立宗旨開始，生命價值最重要意義，在於建立無限生命概念，

一般一生當中在生命認識，總以為我過了這一生就足夠，不會去探討有無來生，

也因此浪費此生的光陰，這是非常可惜，此系列是透過畫面內容有所啓發與省思，

了解時間的可貴，及人生的價值。 

 

  生命現象的神學觀念題材，不論在中西方都有相當的引述，早在歐洲十七

世紀繪畫藝術，卡拉瓦喬在 1599~1602 年間完成作品「聖馬太與天使」，畫中的

天使與人物互相的牽引，並有其獨特的姿勢與表情，整幅作品有強烈故事性，另

一幅「埋葬基督」構圖甚為特別，基督的屍體被卸下，正準備放在畫面下方的墓

穴中，因此觀眾站在觀賞的位置正是墓穴之所在地，這幅圖像走進觀眾的世界裡，

而這概念也讓筆者對此章節去構圖，強調人物與佛彼此關聯的故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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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3-1「福智讚頌」異想世界水墨創作系列作品圖 

無限生命敦煌系列 

編

號 
作品 

尺

寸 
媒材 年代 圖像元素 

作 

品 

一 

 

 

 

 

大悲心 

270 

× 

300 

CM 

水墨設

色麻紙 
2014 

釋迦佛祖、

和尚、石

壁、礁石、

海浪。 

作 

品 

二 

 

 

 

 

 

 

琴劍 

90 

× 

180 

CM 

水墨設

色雲龍

紙 

2014 
諸佛菩薩、

紙飛機 

作 

品 

三 

 

 

 

 

 

 

 

三世諸佛為一父 

90 

× 

180 

CM 

水墨設

色雲龍

紙 

2014 

釋迦佛祖、

布達拉宮、

雲海、狗、

樹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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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品 

四 

 

 

 

 

 

 

又見你的容顏 

180 

× 

180 

CM 

水墨設

色麻紙 
2014 

釋迦佛祖、

侍者、仕

女、波濤海

浪 

作 

品 

五 

 

 

 

 

 

 

 

大雄大力尊 

90 

× 

180 

CM 

水墨設

色雙宣 
2014 

菩薩、孩

童、白鴿、

岩洞 

作 

品 

六 

夢蓮花 

156 

× 

142 

水墨設

色白京

合 

2015 

菩薩、孩

童、敦煌符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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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3-2「福智讚頌」異想世界水墨創作系列作品圖 

大地有情系列 

編

號 
作品 尺寸 媒材 年代 

圖像 

元素 

作 

品 

七 

 

 

度母讚 

90 

× 

90 

CM 

水墨

設色

絹布 

2014 

度母、向日

癸、夢境、

直線石、海

浪。 

作 

品 

八  

祈求上師 

275× 

135 

CM 

水墨

設色

紅星

宣 

2015 
僧、義工、

虔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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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品解析 

 

（圖一）《大悲光》270×180 公分/白麻紙/2013 年 

（一）、大悲光 

1.創作理念：    

    讚頌曲，（大悲光）詞的內涵：慈悲的你笑在千古的記憶，像萬道光扣著我

今世的心窗，今世的心窗啊……. 心從增上意樂，生生增上的概念，以正等菩提

心生，大悲從慈，慈從報恩，報恩從念恩，時常發願能跟佛菩薩一樣，建立生生

世世的宗旨，讚頌曲內容存在千古的記憶，我們時常在夢中片刻出現，千年偉大

的敦煌時代，千佛洞早已經生生世世陪伴著我們，透過音樂的詠唱在記憶裏回響，

融化了我們內心，為了無明，龍椅象徵了名利，為了爭奪把人的心也溶化成了冰

冷，在生生世世的決擇過程中，願我是旅行者的嚮導融化了我們今生的憂傷，我

們懷著感恩的心，憶念著佛菩薩的功德，感佩佛菩薩的指引也讓我們生命有了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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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理依據：敦煌莫高窟始建於東晋太和元年（公元 366 年）。傳說有個名 

叫樂尊路過此地，忽然見到金光閃耀，似有千佛顯現，認為這就是佛家的聖地，

經歷 1000 多年。石窟的斑駁訴說了時代的話語，當然也告知生生增上概念，唯

有皈依才有依靠，為了表現千古的記憶，參考張大千的潑墨畫法，想造成千古的

夢境。 

（圖 3-1-1）《大悲光》草稿 

 

      

    此作品以大悲光讚頌曲為創作（圖 3-1-1）從開頭就以慈悲的你笑在千古的記

憶，使筆者想到在千年時代佛教盛行，人們對於佛的景仰是如此的崇高，創造出

偉大的藝術寶藏，位於敦煌莫高窟洞壁佛龕中，看了另人讚嘆，心中產生無比的

景仰，所以畫面中以高大佛的身軀做為主要畫面，最主要的目的讓觀者焦點放在

佛的偉大，和尚坐在石頭上手持著佛珠作為與佛對比的呼應來表示人的渺小，並

參考敦煌莫高窟大大小小的佛龕做作組合，表示佛的千千萬萬的化身都陪伴著我

們，將大海作為整個畫面橋樑，代表生生世世扣著我的心窗，來陪伴我們渡過難

關，而這些圖像元素代表著內心的涵義，透過讚頌曲的詞句及畫面闡釋，讓其了

解佛的大悲心，佛光照耀著我那一片刻，彷彿時空凝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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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琴劍》90×180 公分/雲龍紙/2014 年 

（二）、琴劍 

1.創作理念： 

讚頌曲，「空靈自在，撥動美妙琴弦，

傳來是魂牽夢繞的誓言，心心相契，韻

音萬古綿延，你我再唱最美麗的詩

篇」……小孩正天真無邪玩著遊戲，藉

由手中的物品傳達心中憶念佛菩薩。 

 

2.學理依據：敦煌壁畫內容一直是歌頌

佛、菩薩的功德，然而我們心目中時常

思念三寶功德，對佛菩薩產生信心如理

修習，希望得到諸佛菩薩最究境、圓滿

的地位。 

 

3.內容與技巧：創作取材是諸佛菩薩與

小孩相對應，留白膠、墨、壓克力顏料。 

參考敦煌壁畫為構圖背景經過幾千年的斑剝，小孩子想著用手上飛機飛到佛菩薩

的面前，飛機代表時間點交換，也唯有快速前進才能進入另一個時空為了表現琴

劍那種輕快的旋律，則整個背景方面按照了輕快旋律，不同佛菩薩出現，各種歡

騰、喜悅圖像符號，內心渴望追隨又無從追起的力量，用節奏性的出現的視覺焦

點，圍繞結構形式，有效地突破畫面空間的局限，具有強烈性音樂的動態表現。 

 

4.技法分析：此圖「琴劍」作品以雲龍紙、墨、國畫顏料和壓克力作為主要創作

媒材，用留白膠則是能讓畫面有種脫落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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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三世諸佛唯一父》 

90×180 公分/雲龍 紙/2014 年 

（三）、三世諸佛唯一父 

1.創作理念： 

   「三世諸佛唯一父，眾生親友依怙

尊，具悲具智具大力，千生萬世我皈

依，輕輕走到你面前，慈悲智慧的雙

眼」……參考唐卡構圖，以一虛、一實

的手法表現布達拉宫，透過小孩身穿著

大人的喇嘛的衣服，來代表世代的交

替，生死的流轉，想像著自己思念佛，

想要見面的渴望，佛一直在生生世世的

保護著我們，而我們或許會不知道，另

外畫面右下角有一隻狗，是用以表達忠

誠，樹代表世代的交替，生生不息的變

化，內心堅定不移對佛的信心，雲用潑 

墨方式則是利用水墨的流動，代表在生活中千變萬化，你自己不曉得下一步會是

怎麼走，其次希望雲彩能擺脫宗教傳統的畫法，使其不要那麼的拘束。 

 

2.學理依據： 

    技法分析：此圖「三世諸佛為一父」作品，以雲龍紙、墨、國畫顏料，參考

莫高窟人物暉染，意在表現物體的固有色彩，而不強調其受光線影響效果，色彩

為了求變化，對比色及互補色互相搭配，使畫面更活潑。 

 

3.內容與技巧： 

    該作品取法唐卡的釋迦牟尼佛三尊，在創作觀念上，為了跳宗教化莊嚴制式

化，而以較活潑來表現，更貼進世人的心裡。筆者在試著多樣的媒材，使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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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白膠在乾後會產生泛黃的效果，更能顯得古樸而典雅作品，線條在色彩堆疊上

已不在那麼顯現，而是強調色彩彌漫在天空中，所以畫面以皴擦，背景不再留白，

而是斑駁肌理效果，使人物與背景融為一體，加上天然礦物色石青、石綠的使用，

使畫面呈厚重強烈的效果，營造出佛教文化與現代人信仰之間氣氛。 

 

（圖四）《又見你的容顏》 

180×180 公分/麻紙/2014 年 

（四）、又見你的容顏 

1.創作理念： 

讚頌曲，（又見你的容顏）詞的

內涵：輪迴無邊的長夜，生生死死別離

多少回，無數的過客中，有一顆永恆的

心，印在腦海裡，令我不停地追尋，掀

開記憶的紗簾，串起宿緣的珠鬘，善繪

的祈願筆，隨我們心業相牽，畫出歡聚

的畫卷…… 阿彌陀佛成佛的時間比釋 

迦牟尼佛要早很多，在距今十劫之前，「阿彌陀」在梵語中為「無量」或者「無

窮大」的意思，基於阿彌陀佛深宏的誓願，任何人只要具足信願行、如法念佛，

則一定會得到他的接引，故選擇以回頭阿彌陀佛為主，頭部轉向左邊，以優美的

曲線越過左肩往後方回頭，神態安詳，似駐足回頭觀望眾生有沒有在念佛，有沒

有跟上來，看到如此的神態，內心非常感動，我們在無數次輪迴中，身處暴雨旋

風濃霧也打不住勇猛前行的心，我們一直在追尋什麼，在佛的眼裡找回我迷失的

自己，世俗眼中追逐的是升官發財嗎？其實回頭一看不就是要到達彼岸的心。 

 

2.學理依據： 

「無緣所繫，愛緣不斷，又復受身」阿含經的句子，令人感動，回頭阿彌

陀佛回頭看我們人事間，是否凡夫需要救渡，筆者在創作迷茫中正好與台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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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研究所同學討論如何創作時，我們心有同感，佛陀的容顏是我們日常生活中

心理的安慰，讓人們能夠渡過難關，每當聽起「又見你的容顏」讚頌，心中浮現

是救渡我們是佛陀。 

 

3.內容與技巧： 

此圖「又見你的容顏」作品以白麻紙、墨、水干，為主要材料，為了突顯

暴風雨的層次，利用墨、水干的特性，層層相疊，將阿彌佛陀像與暴風雨及人做

一個相互結合，背景打黑再則用水干提亮效果，豐富畫面的層次感。 

 

（圖五）《大雄大力尊》 

96×178 公分/雙宣/2014 年 

（五）、大雄大力尊 

1.創作理念： 

「歡喜仙林苑，勇識鳥在飛，大雄大力尊，

靈山儼然會，頂禮千百回，歡喜熱淚揮……」 

。 

 

2.學理依據： 

歡喜仙林苑，勇識鳥在飛，大雄大力

尊，靈山儼然會，給筆者有無比的想像空間，

《菩提道次第廣論》7如云：若謂捨手等，是

我所怖畏，是未察輕重，愚故自恐怖。我們 

                                                       

7菩提道次第廣論（藏文：Lamrim Chenmo）是由宗喀巴（Tsong Kha Pa, 1357-1419）大師依阿底峽

大師《菩提道燈論》（又譯為《菩提道炬論》）及其三傳弟子霞惹瓦的註釋要旨，總攝佛經三藏

十二部要義，按「三士道」（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由淺入深編寫而成的重要論典，是格魯

派根本論書之一。在 1934 年由漢藏教理院法尊法師漢譯，在漢地廣為流傳。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97%E5%96%80%E5%B7%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A%95%E5%B3%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A%95%E5%B3%BD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F%A9%E6%8F%90%E9%81%93%E7%87%88%E8%AB%9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C%9E%E6%83%B9%E7%93%A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8%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8%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89%E5%A3%AB%E9%81%9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0%BC%E9%AD%AF%E6%B4%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0%BC%E9%AD%AF%E6%B4%BE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1%89%E8%97%8F%E6%95%99%E7%90%86%E9%99%A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1%89%E8%97%8F%E6%95%99%E7%90%86%E9%99%A2&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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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裏害怕及無明，世間財與利想要的永遠比擁有還要多，捨棄然後學菩薩行認真

修學，思惟、觀察 ，最後會發現這是通往生死流轉唯一正確道路。 

 

3.內容與技巧： 

此作品構思之初，看到頌詞歡喜仙林苑，勇識鳥在飛，想到在一山壁外，

孩子在生生世世的流轉中，坐在洞外，皈依菩薩的慈悲，內涵上引《入行論》云：

「誰從此大畏，能善救護我，睜其恐懼眼，四方覓歸依，……諸佛眾生怙，勤救

眾生事，大力除諸畏。」技法上以水墨、壓克力原料為主，而四周染黑中間留光

亮，代表這是一個仙林苑的視覺效果。 

 

 

（圖五）《夢蓮花》156×142 公分/白京合/2015 年 

（六）、夢蓮花 

1.創作理念： 

  「寄託著美麗的願望，懷抱著

離塵的高操，傳送香潔的氣息，

囑咐悠遠的諦理，你是我心中的

白蓮，心中的白蓮花……。」用

主觀的功夫把客觀的想像的天

趣融為一體，才能達到與佛、菩

薩合而為一境界，往往是深入生

活後，才了解暇滿人生的重要。 

2.學理依據： 

以陳洪綬的線條與誇張變形，更融入體察物象的情態及發現週遭在微觀世

界動人情思意，並以敦煌的符號精徵細膩又色彩繽紛地描繪人物的鮮花供養，使

人有如一個欣欣向榮千花競放令人愉悅世界，並以水墨與「没骨」並用，在人物

手勢中觀察變化，從而注入觀賞者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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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內容與技巧： 

形象披戴著敦煌傳統符號，透由古代至現今環境，與面貌、動作、神情、

姿態，傳達現代人思微的觀點，把孩童心中嚮往的感情想像佛菩薩，因此透由

讚頌與繪畫做為一個聯結，成為孩童平凡生活中的頌歌。 

 

 
（圖七）《度母讚》96×96 公分/絹/2014 年 

（七）、度母讚 

1.創作理念： 

讚頌曲，「彎彎雙眉秋月臉，雙眸湧動

悲無限，丹唇勝似紅梅豔，法音涓涓十

方傳，藕指當胸說法印，慈目悲視有情

心，千秋不變菩薩願，生生世世為有

情，讚你美你度母來，夜半傾聽我心

曲，茫茫輪迴眾有情，教我勸我菩提

心」…。孩童是最天真無邪，沒有受到

任何染污聽著讚頌思緒著畫面，看著度

母祈求加持，健立人生所要追求的方 

向，憶念度母的莊嚴，來滋潤我們內心深處的菩提道。畫面構思此作品一開始的

題目為（度母讚）（圖 4-1-1），度母是觀世音菩薩的化現，在畫面上為了避免呆

板而沒有動感無法產生共鳴，所以參考了林風眠的幾何、曲線構圖，度母以流線

曲線造型來呈現衣服，背景上用了渲染增加了動感，利用直線與曲線的交錯形成

網，象徵現代生活的便利與神奇，也與過去有著強烈的衝突感，並將色彩交錯編

排，形成時空轉換，意識身陷現代社會科技的框架，進而擁有反思跳脫人生迷惘。 

 

2.學理依據： 

    由慈悲的學習，培養和諧平衡的生態，《廣論》在善知識中有很明確的定義，

「此中所說知識，是於三士道所有道中，能漸引導，次能導入大乘」，我們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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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憶念三寶的功德在夢境般將向日葵供養度母，在背影處理上顯得重要，而林風

眠對於背影光的處理有如夢境的顯現更是筆者想要處理的方式。 

 

3.技法分析： 

    此度母讚以絹、墨、國畫顏料、壓克力顏料為主要創作媒材。以一虛一實，

兩個畫面排列營造時空交錯的畫面。先使用排筆將上半部染黑來表現一個極度快

速進步的社會，社會充滿 3C 產品，一種錯置時空安排，而藉著時空安排以壓克

力顏料來表現色彩的飽和感。 

五、小結（創作省思與展望） 

  事實上，透過佛法引入內心自覺的創作，不僅在東、西方都是某種視覺風

格的事例，藉由思惟逐漸找到延展性、空間性的存在理由，創造出個人獨特的人

格精神，筆者以東西方風格座椅下比較： 

 

（一)、西方：強調空間與時間的對立，注重表現筋肉。 

1.理性：強調用理性思考透過對形象構思，在進行創作。 

2.典雅：精緻藝術以微妙的構圖，色彩和光線達到精美的效果。 

3.對稱、平行：賦予物質以各種不同的形式都要符合適當比例，透視角度的對象，

所以對稱更顯重要。 

4.人工、唯美：所謂人工強調刻劃，一筆一筆的堆疊。 

5.細節：特別注重每一個細節，強調光線的轉變和人體的肌理。 

 

（二)、東方：強調空間與時間的連續，把哲學的意念轉入繪畫之中，強調內

在精神，人物注重衣摺和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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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感性：強調用內心的感受透過對形象表達，進行物我的交融後才進行創作。 

2.誇張：誇張也可以是一種美，物體形像只要有一點誇張就能吸引。 

3.扭曲：物體扭曲變形，強調取勢、造勢，意在形先。 

4.原始：單純、不造作，以自己的生活特性用單純思想去創作。 

5.線的力道、意象：筆線求有力不柔軟，線條佔整幅畫的精神，繪畫意象歡喜自

然、痛快，無拘無束的感覺。 

 

（三)、敦煌風格：核心理念－反璞歸真。 

 著名學者余秋雨說：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標本，而是看活了一千

年的生命。8 

1.從文明超脫：為何從文明超脫因為文明帶來了便利，也帶來了狡黠，分不清內

心的世界，這時作品超脫了現實面，內心更加單純質樸。 

2.自然：畫畫本天成，時常用這句話勉勵自己，無法想像那一幅畫會更好，只有

盡力畫好每一幅畫，先感動自己也感動別人。 

3.平靜：給人觀看是要合乎內心的平靜，並於內心產生歡喜心，而没有拘束。 

4.灑脫：強調個人的灑脫及作品的張力，墨色的豪放用筆的節奏。 

5.真實的力量：真實的自己包含內心世界的呈現。 

6.剛中帶柔：氣候有陰陽，男女有剛柔，菩薩有柔和的慈悲有菩提的勇敢剛中帶

柔，剛柔並濟乃是準則。 

 

（四)、作品呈現 

從敦煌石窟發現壁畫所表現不僅是舞蹈，人物大多是舒臂展肢，姿態優雅，

對佛菩薩虔誠恭敬，畫面中看到的是一個靜止的瞬間定格形象，但卻能在想像中

                                                       

8 史敦宇：《敦煌舞樂》，（蘭州，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2014 年 6 月），頁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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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動態的場景，筆者依照這一條路逕循序漸進創作，發展出以下舉例說明： 

其一、媒介：紙、陶、水墨、刺繡等東方傳統慣用媒材。 

其二、過去與現在的交錯：主客觀交融、身歷其境、夢境與現實界線模糊化。 

其三、各種象徵性聯想之運用： 

 

1. 人物：飛天仙女、觀世音、釋迦摩尼佛、金剛等普羅大眾生活中皆很

熟悉的人物。 

2. 植物蓮花：蓮花清新脫俗更是佛與菩薩代表的台座。 

3. 石頭：代表永恆，堅定。 

4. 顏色：楚戈以太極乾坤「無中生有」的觀念，黑、白二色，改以紅、

黑二色，紅暗喻生命及生命的動因，宇宙星雲的爆炸，是寓有紅色元

素，所以顏色不只代表物的表象更是代表深一層的涵意。9 

5. 線條：實線與虛線的對比。 

 

（五)、抽象化與變形 

1. 蓮花意象化：花在佛教是很重要的，它代表著相貌莊嚴美麗，更是供養

佛菩薩的物品，蓮花佔有舉足輕重角色，以內心新的形象出現，擺脫物

象的限制。 

2. 人物變形化：誇張變形，強調物象的質感，生命力產生出來。 

 

    讚頌音樂有拍子、音量和時間三重要素，繪畫有韻律、色相和空間；音樂的

韻律是用時間畫分，繪畫用空間來表示乃相輔相成，於是以空間、時間造境形成

之作品，讚頌對教育而言有其重要性也更具特別意義，現今世界對人類內心影響

                                                       

9何政廣：《線條．行走‧楚戈》，臺中市，藝術家出版社，2014 年 12 月，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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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一為音樂，二為影視畫面。雖然音樂與畫面來自二個不同的方向，看似獨

立其實乃是相互搭配，現在社會有太多暴力畫面，而這些畫面其實都是畫面染污

了心靈，透過佛法的生命無限之概念了解諸惡莫作留心你的路，眾善奉行，醒覺

你的心，有一條路就在方寸之間，通向曠遠無垠的宇宙。 

 

 透過讚頌內容表現圖象及造型語彙，賦之予畫強烈的感情和寄寓而獲得心靈

的解放，表現、象徵與語彙來自於生命的體現，而以多重角度在生活中去發覺傳

統與自己的符號，向世人傳達理念，所以在創作上就筆墨線形的韻律和對比，輔

以動態與靜態之間的夢境，表達思惟內容，發揮無限生命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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