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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朝書畫閩習風格，承襲了南宋畫院與明浙派文人戴進的洗禮，以及之後

影響清代上官周及黃慎的閩習文風。而閩習更是凸顯閩南地區皴法用筆繼承

中，地域性風格及傳統文人墨戲的整體表現。台灣清末閩習風格，延續了福建

傳統文人閩習地域的特色，而流寓文官在咸豐時期文人的交遊及往來，也帶動

台灣閩習書畫在漢學、書畫詩詞的影響。1895 年馬關條約的簽訂，促成台灣閩

習風格與日殖階段東洋畫的融合。台灣清末書畫整體的演變及影響， 融合了中

原文化的移植及本土閩習風格的特色，進而產生日治時期台灣面臨中原傳統精

神與東洋畫的交互影響。本論文研究藉由藝術學的觀點，由台灣地域閩習的特

徵，分析作品風格與歷史環境變遷下，希望凸顯台灣在清末書畫表現的特色。 

 

 

 
 

 

 

 

 

 

【關鍵詞】閩習、浙派、東洋畫、流寓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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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清末台灣書畫的演變，亦與清末福建閩習書畫風格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而

閩習風格的演變， 如古代文獻所述，「閩習」皆以略濁、粗曠的評述，作為明

浙派書畫風格的泛稱。 

 

    如明清時期的畫論早有記載，（明）李日華《六研齋筆記》批評南宋牧溪：

「用筆稍欠鬆逸，而人遂以濃濁詆之。」1（清）張庚《浦山論畫》提到閩習書

畫：「閩人失之濃濁。」2說明清末福建閩習並無承襲南宋院畫的繪畫風格及宋

代尚意的美學文人觀點。此期文人寫意的筆墨，在邊陲的閩地多融合地域性的

草莽文風。又（清）秦祖永《桐陰論畫三編》：「閩畫多失之重俗。」3由明清文

獻可知，明清時期對於福建閩習繪畫的風格，多為貶抑及帶有非中原書畫主流

的諷喻之詞。 

  

    而最早研究清末台灣書畫的研究，近代台灣學者如潘襎及賴國生皆在期刊

提及林柏亭《清朝台灣繪畫之研究》為台灣首篇碩士論文。而早期研究明清書

畫的重要圖錄，賴國生在〈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中葉台灣「閩習」水墨畫風格

之源流〉指出：「文獻圖冊以 1984 行政院出版圖冊《明清時代台灣書畫作品》

為重要參考。」4另外，早期學者王國璠《 台灣金石木書畫略》一書也是研究

台灣清末書畫圖錄極為重要的著作。其次王耀庭〈李霞的生平與藝事兼記「閩

習」在臺灣畫史上的一頁〉及〈臺灣水墨繪畫發展〉、王耀庭〈從閩習到寫生－

－臺灣水墨繪畫發展的一段審美認知〉等期刊，皆提供早期研究明清書畫非常

重要的個人論點及研究。在收集研究資料發現，近現代學者多以歷史研究分析

為主，筆者亦希望透過藝術學研究方法，補足歷史研究法缺陷，重新以作品形

																																																								
1 潘襎：《中心的漂移台灣美術變貌》（台北：藝術家出版，2017 年 2 月初版）， p131。 
2 賴國生：《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中葉台灣「閩習」水墨畫風格之源流》（台南：成大歷史學

報），2007 年 6 月，p86。 
3 賴國生：《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中葉台灣「閩習」水墨畫風格之源流》（台南：成大歷史學

報，2007 年 6 月），p86。 
4 賴國生：《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中葉台灣「閩習」水墨畫風格之源流》（台南：成大歷史學

報，2007 年 6 月），p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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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構成分析，對清末台灣閩習書畫有更深入的研究。 

 

    先由歷史研究法觀點，探析清末書畫家林朝英為何接納閩習地域風格的特

色及流寓文官謝琯樵對台灣書畫的影響。由西方藝術學研究方法，分析清末本

土書畫家林朝英及謝琯樵作品形式構成因素，進一步補足閩習書畫對於台灣書

畫的承襲及影響。以及 1895 年馬關條約之後的日治時期，台灣面臨東洋畫及中

原傳統書畫難以割捨的現象。本論文總體框架： 如（圖表一）（圖表二） 

圖表一 

 
圖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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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清末閩習風格的影響 

   清末福建位子地處中國東南沿海，閩習書畫的發展，自然形成中原書畫發

展的分支。清末福建與臺灣，因歷史因素的交雜 ，影響了福建閩習對台灣本土

書畫形成的影響。 

 

(一) 清末清初的文化經貿 

    明末時期鄭成功治台，此期台灣島內是內憂外患及動盪不安。明末時期，

台灣文化的投入及建設，仍顯不足。至清朝康熙，清治台時期也沿用了清朝政

策。在連雅堂《台灣通史（下）》：「其時臺灣初啟，文運勃興，而清廷取士，仍

用八比，士習講章， 家傳制藝，蔀塞聰明，汩沒天性，臺灣之文猶寥落也。連

橫曰：我先民非不能以文鳴也，我先民之拓斯土也…，篳路藍縷，以啟山

林。」5台灣明清時期，治台不易，械鬥四起。明末到清初時期，台灣仍處中國

蠻夷邊陲之地，內憂外患海盜崛起。林再復《閩南人》：「械鬥在閩奧居民未移

入臺灣以前，在大陸本土即已產生。閩奧居民移墾臺灣後，因土地、水源及其

他細故的爭執，始則口角，繼而動武。」6而清康熙年間，漢學及詩社的薰陶，

在明末時期台南已經開始奠定漢文化及儒家的啟蒙。之後清乾隆到光緒時期，

清朝治台的軌跡，隨著貿易港口往來，由府城台南往北部艋舺轉移。而台灣大

家族的興起也帶動台灣清朝時期在教育及文化的基礎及影響。板橋林維源及台

中霧峰林家，貿易港口與浙江福建等地的流通，也增添了江浙與台灣文人仕紳

在文人書畫的交往。尤以板橋林家林維源，因常往返浙閩經商，除了帶動台灣

茶業興盛的生意興起，在清末板橋設置大觀學堂及漢文詩社的詩歌朗誦，亦帶

動北部地區科舉考試等文風的興起。 

 

(二) 清末閩習風格 

    清朝福建閩習風格，多數學者認為上官周及黃慎承襲「閩習」脈絡而來，

進而影響之後福建閩習一帶的文人畫家。（清）秦祖永《桐陰論畫三編》：「福建

																																																								
5 連雅堂：《《台灣通史（下）》》（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 4 月），p743。 
6 林再復：《閩南人》（台北：三民書局.1984 年 10 月），p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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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上官周（1665 年生）批評為「未脫閩習」」 7。無論是承襲南宋皴法的文人

畫或明代浙派戴進等江南山水的筆調，明清時期邊陲的閩習書畫，自然成為浙

派的支流。然而，閩習風格自然巧妙的融合閩地狂逸瀟灑之氣，並異於南宋畫

院的宮廷畫及浙派文人尚雅的風格。 

 

    而清末台灣閩習書畫的延承，謝世英〈明清臺灣書畫的時代特色：本土取

向之探討〉：「王文依據繪畫風格上的相似性，將林朝英與揚州八怪之一的黃慎

聯結，「閩習」成為臺灣與大陸文化上聯結的支持証據。」 8又〈明清臺灣書畫

的時代特色：本土取向之探討〉：「倪文提到，臺人由閩南而來，繪畫風格也傳

習「閩習」，尤其是黃慎影響的福建風格。」9故，閩習的彪悍民風與黃慎在筆

法風格的承襲對台灣閩習的奠定產生一定影響性。以及之後咸豐時期，以及流

寓文官謝琯樵對台灣教育的影響。大陸學者胡懿勳〈清代臺灣書畫生態與其環

境因素－兼論福建與臺灣水墨繪畫的差異〉：「上官周注重人物傳神，開創了

「閩派」畫風。清道光、咸豐年間，詔安人謝穎蘇、沈瑤池繼承了上官周等閩

人畫法，以工筆畫為基礎，揉合寫意筆墨。」10流寓文官遊臺受聘的經歷，對

清末咸豐時期台灣的地域閩習風格發展，初步形成台灣本土書畫的薰陶及影

響。 

 

三、 林朝英吸收閩習的成因及閩習流寓文官謝琯樵對本土 

書畫家的影響 

(一)林朝英吸收閩習的成因 

    林朝英為台灣本土民間畫師，生於乾隆至嘉慶年間，為台灣傳統書畫開創

																																																								
7 賴國生：《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中葉台灣「閩習」水墨畫風格之源流》（台南：國立成大歷史

學報，2007 年 6 月），p86。 
8 謝世英：《明清臺灣書畫的時代特色：本土取向之探討》（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學報，2010

年 5 月），p20。附註/王文指的是學者王耀庭 
9 謝世英：《明清臺灣書畫的時代特色：本土取向之探討》（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學報，2010

年 5 月），p20。附註/倪文指的是學者倪再沁 
10 胡懿勳：《清代臺灣書畫生態與其環境因素－兼論福建與臺灣水墨繪畫的差異》（台北：國立

歷史博物館學報 ，1998 年 12 月），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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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作品風格主要受到浙派遺風及揚州八怪、徐渭、黃慎等文人畫家的影響。

林朝英早年以祖先商業貿易的買賣為生，流動於浙江及福建等地。所以，自然

的與浙江一帶的文人有頻繁的交往。林朝英擅於以荷花、芭蕉樹等題材，用蒼

茫破筆及渾厚的墨色，以寫意的中鋒傳統用筆，呈現梅蘭竹等傳統筆意的表

現。早期他以廟宇文化中的壁畫，將閩習傳統書畫的風格作於廟宇文化的裝

飾，並融合徐渭狂逸瀟灑的墨色及淋漓的筆勢。 

 

    清中末時期，福建因貿易及外患，增加了海外移動人口的流動。盜匪橫行

及地方民氣的霸悍，形成閩習書畫具有區域性強烈的地方特色。當時福建文人

黃慎師承浙派及上官周等文人筆意，並帶動閩習地域風格及文人的往來。福建

閩習書畫，在中國文人畫系統，屬於浙派具有地域特色的書畫，融合閩習生活

習性的區域性文人風格，具強烈的霸悍文人墨筆。閩習筆法的特色，透露出一

種蒼茫之氣及筆墨霸悍的特質。最早的開創者，上官周吸收了明代浙派文人皴

法線條及儒家文人的筆法，進而融合閩習地域性蒼茫霸悍的民風。如謝世英

〈明清臺灣書畫的時代特色〉：「王文自「筆調」上著手，他認為林朝英與莊敬

夫二人的筆調，都喜用快速、粗放、簡略的水墨風格，與中國揚州八怪之一的

黃慎，以及黃慎師承的上官周一系，在筆調上是有相通之處。」11 

 

    由上述文獻，林朝英雖出身台灣本土民間書畫家，但因為經常往返閩浙之

地，進而更能將書畫創作涵養與本土閩習相結合。林朝英以筆勢霸悍的雄渾之

筆，及渾厚蒼勁的大寫意，詮釋墨荷或是芭蕉等題材，皆充分融入台灣本土地

域性的濃郁色彩。而他最具特色的竹葉書，運用以書入畫的方式，流露出島嶼

性格的霸悍之氣。潘襎〈中心的漂移台灣美術變貌〉：「王耀庭確立閩習做為台

灣美術的論述，進一步稱其為「台灣味的美感」。」12台灣本土書畫家獨特的書

畫美學表現，由林朝英的作品，強烈的展現台灣地域性文人筆墨最可貴之處。

而林朝英除了對中原傳統的吸收，本土書畫蘊含的生活習性及民風，因人文環

境及歷史承衍的融合，形成了閩習風格廣泛的被此期文人接納的成因。 

																																																								
11 謝世英：《明清臺灣書畫的時代特色：本土取向之探討》（台北：歷史博物館學報，2010 年 5

月）， p19。 
12 潘襎 ：《中心的漂移台灣美術變貌》（台北：藝術家出版，2017 年 2 月）， 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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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閩習流寓文官謝琯樵對本土書畫家的影響 

清末少數福建書畫家，如謝琯樵、呂世宜、葉化成等流寓畫家，在清代咸

豐時期遊歷台南及北部地區，受到當地文人士紳的邀請並展開了文化活動及詩

社等交流的影響。謝琯樵因出生閩地，書畫風格自然的承襲黃慎脈絡，而閩習

霸悍雄強的筆法之氣，也間接影響了他對台灣清末時期整體書畫的影響。如王

耀庭〈李霞的生平與藝事兼記「閩習」在臺灣畫史上的一頁〉：「如果用「文-

質」的二分法來區別，是一種「質勝於文」的野氣。「野氣」之所以受到台灣

地區的喜愛，乃至形成風格，顯然又與移民的開疆闢土精神相契合，海島的地

區本須冒險氾難，勇往直前，閩習的「視覺性感官刺激力」正足以說明。」13  

 

    福建自明清時期，書畫受到師古臨習風氣的影響。故，明清壟罩的習氣， 

閩習書畫氛圍仍擺脫不了師古舊習的受限。咸豐時期，流寓文官謝琯樵，受聘

於板橋林園建築的庭院設計。而他四年的遊歷過程，也傳授了閩習風格筆法的

運用，於臺灣私塾的教育活動中。謝穎蘇吸收明清時期，如鄭板橋的筆法及黃

慎蒼茫霸悍的筆法風格，以梅蘭竹菊等題材傳授於台灣弟子。當時，板橋林家

於咸豐至光緒期間，盛行漢學詩社的風氣。謝穎蘇來台灣的交流過程，對清末

時期台灣文人交往及傳統書藝的影響，起了一定的作用性。 

 

(三)清末閩習及流寓文官的交往 

    台南為開臺首府，於清康熙年間受到儒家及福建閩習一帶漢文詩社的啟

蒙。林朝英活動於清末乾隆至嘉慶年間，自幼生長於台南府城。林朝英早年科

舉失利，而承接祖父商貿經濟的生意。他經常往返閩浙經商，所以五十歲過後

才拾筆作畫；並從事台南古蹟開元寺及詩社等文人交流的推廣。而閩台兩地因

商人常往來頻繁，亦帶動了文人在書畫思想上交流。如林柏亭〈清代台灣畫家

林朝英〉：「揚州是商業都市，新異的畫風代表新平民階層的喜好，所以影響民

間很深，如黃慎、華喦本籍福建，閩台地區的人士對他們倍感親切。」14此

																																																								
13 王耀庭：《李霞的生平與藝事兼記「閩習」在臺灣畫史上的一頁》（台北：台灣美術，1991 年 7

月），p47。 
14 林柏亭：《清代台灣畫家林朝英》（台北：雄獅美術，1979 年 2 月），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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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福建文人與台灣出生的民間畫師，因城市港口的興起，帶動了閩習書畫在

台灣的影響。 

 

    文人書畫家林朝英，由古籍冊頁臨習的摹本，主要承襲揚州畫派、徐渭及

黃慎的文人筆意墨色。林朝英中年後才開始投入文人書畫的創作，並積極參與

家鄉的文化義務工作。林柏亭〈清代台灣畫家林朝英〉 ：「林氏一生樂於襄贊

地方上的義舉，無論築城、修孔廟、救災都慷慨捐輸，清廷曾頒賜「重道崇

文」匾額，並建坊石永久紀念。」15 

 

    之後流寓來臺的書畫家還有謝穎蘇。清咸豐年間的謝穎蘇，主要活動於福

建。畫風主要承襲上官周及黃慎，胡懿勳〈清代臺灣書畫生態與其環境因素－

兼論福建與臺灣水墨繪畫的差異〉：「清道光、咸豐年間，詔安人謝穎蘇、沈瑤

池繼承了上官周等閩人畫法，以工筆畫為基礎，揉合寫意筆墨，以孤冷淡雅自

成一格，影響了福建畫壇數十位畫家，人稱「詔安畫派」， 也稱「閩派」。」 
16而福建時期的清朝，因考據學風氣之興盛，清朝文人對於文書校勘及書畫臨

習的創作方式，產生了一定的變化及思考方式。 

 

    其次，謝穎蘇遊台四年的軌跡，深厚影響台灣書畫的師承及藝文活動的交

流。可惜的是，清末流寓文官遊台，在詩文及書畫的影響，多集中於文化仕紳

及少數的上流社會，平民百姓較少觸及。此期文人學習，多以閩習畫冊流入台

灣的古籍冊頁為主，進而作為遙想或臨摹方式的對象，逐而建構了台灣閩習風

格形成的背景因素。而謝穎蘇遊台足跡，擴及台南、新竹、艋舺等文人仕紳的

活動為範圍。如胡懿勳〈清代臺灣書畫生態與其環境因素－兼論福建與臺灣水

墨繪畫的差異〉指出：「新竹貢生林占梅於道光二十九年延聘曾為清室建造離宮

之石匠計畫經營「潛園」，曾侍讀同治皇帝的太傳林天齡，書畫家謝琯樵，書

法、古文家吳子光皆為潛園座上賓。進士鄭用錫於咸豐元年建「北郭園」， 福

																																																								
15 林柏亭：《清代台灣畫家林朝英》（台北：雄獅美術，1979 年 2 月），P84 
16 胡懿勳：《清代臺灣書畫生態與其環境因素－兼論福建與臺灣水墨繪畫的差異》（台北：國立

歷史博物館學報 ，1998 年 12 月），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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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畫家陳邦選及詩文書法家楊浚均先後在北郭園留連。」17 

 

    之後 1895 馬關條約簽訂，此期台灣文人面臨中原傳統書畫承襲及日本西化

潮流的影響。日治初期，首先日本對台灣施行漢化政策的懷柔，最早在《高砂

文雅集》一書足以體現。由本書圖冊的編目， 說明此期以日本文官為首的書畫

風格，流露出宋代南畫文人墨戲的特色。而日據時期的文人交友，台灣與日本

在文化層面除了漢化活動的交流，易產生心裡意識及創作過程中，對傳統閩習

書畫難以割捨的現象。  

 

由上述整理為(圖表三)如下 

圖表三 

 
 

																																																								
17 胡懿勳：《清代臺灣書畫生態與其環境因素－兼論福建與臺灣水墨繪畫的差異》（台北：國

立歷史博物館學報 ，1998 年 12 月），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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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藝術學角度分析作品形式風格中的線條 

    由閩習的書畫脈絡，依藝術學研究範疇包含的歷史及文人背景因素外，本

論文研究，進一步以筆法線條作為閩習在福建及台灣文人書畫研究的影響層

面。依如下依序整理出線條圖表的特色(如圖表四) 。以此，更進一步說明台灣

清末時期吸收中原傳統書畫的成因。閩習不僅是地域性及生活環境影響書畫風

格的成因，以藝術學觀點，在研究作品形式及線條元素中，線條的中峰用筆及

皴法，除了承襲浙派等文人墨戲傳統，閩習因為地域性及環境變遷之下，筆墨

線條的精神因歷史環境的變遷，自然的使閩習書畫產生了本土書畫的精神面

貌。在日據時期西化潮流導入下，台灣文人書畫面臨了對傳統難以割捨的心理

因素。由清末福建閩習及台灣本土閩習書畫的一脈相承下，作品流露出了筆墨

線條的運用及改變，亦與歷史、環境及社會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圖表四 

 

 

五、結語 

   閩習書畫的內涵，涵蓋了人文環境及歷史面相等因素。書畫風格的特色，

無論是福建閩習的特點或是台灣島嶼書畫的融合，閩習書畫的風格不再只是材

料本身的形式表現。閩習書畫內涵的展現，不會因為地域的遷移而改變了文化

本身的本質。核心與邊陲，不再是材料形式的問題，而是閩習書畫承襲精神的

脈絡下，更進一步推展了文化進展的成因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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