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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藝術史學家貢布里希(Gombrich,1909-2001)在《秩序感-裝飾藝術的心理學研

究》一書中提到：「抽象畫家開始對畫的表面問題產生了興趣，並開始越過籓籬，

窺視裝飾家的營地….。」空間的營造是西方藝術的標準，在平面畫面中表現三度

空間是所謂架上畫最大特色之一。藝術史學家韓瑞屈‧沃夫林(Heinrich Wölfflin, 

1864-1945)在《藝術史的原則》(The Principles of Art  History)一書中曾言：「線性

風格見諸線條，繪畫性風格見諸團塊。」1通常我們的眼睛習慣地循著線的引導，

移動自己的視線去完成對象外貌的辨認，區別出對空間的感受。「繪畫性團塊」，

特別是版畫中所呈現的是對象的總體，堅實明確的面積，一個完整印象，形成版

畫藝術表現空間與變化的一大特色。因此，筆者欲藉由「紙材版畫的淵源」、「版

畫的技巧與觀念」、「紙版畫的版種概況」、「紙材版畫的優點與缺點」探討版畫創

作空間的應用與變化。本文共分前言、紙材版畫的淵源、版畫的技巧觀念、紙版

畫的版種概況介紹，紙材版畫的優點與缺點、結語等六部分，期能從紙材版畫對

創作空間的應用與變化作依多元且全方位的論述。 

【關鍵字】空間、凸版、凹版、變化、木板畫 

                                                      
1 韓瑞屈.沃夫林(Heinrich Wolfflin)著，曾雅雲譯，《藝術史的原則》(臺北市：雄獅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1989 年 10 月)，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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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要談紙版畫的形成，必須先要知道什麼是版畫?版畫與其他繪畫的差別?他的

功能又是什麼?版畫最初應是從版印的演化而來，為印刷的需要而發明的，印刷

術是我國最偉大的四大發明之一。任何一件事物的發展都受到時代文化背景的牽

動與影響，版畫也不例外。版畫因印刷的需求而出現，印刷的意義在於複數性的

意義與快速功能要求，時代科技的進步帶領印刷的形態的轉變，中國傳統的木版

印製已從整版印刷到活字版的運用，如今科學的精進，日新月異，它們都已成歷

史，西洋的銅版印刷也是如此，這是在印刷史上被公認的，然而印刷被用來作為

藝術的媒介，形成版畫時，它的生命依舊存在。因它是以藝術創作為目的，快慢

多少已不是重點。物以稀為貴，物更以少為寶，這是人的心理特性。手工的製作

雖慢而辛苦，然而就因為如此，也就形成了它的珍貴價值。 

 

筆者以為藝術是創新，是前所未有的新，是以最稀少的才是少見的，也是新

的感受，而這感受的敏銳性是強的，感覺是生命的指標，因而對於藝術的追求條

件是：一、越難的事件為之是稀有的珍貴，別人不想做的是稀少的意外，這在說

明傳統的，被時代走過的才是感情的突發物。版畫藝術的追求是在追逐以往與未

來，因那是現實所忽略的，就如筆者時常以不像印刷的印刷才能達到藝術的真正

高點，或許是藝術所謂的藝術，是創，是新，是變，是動，這也是“活”的象徵。

因此版畫藝術是朝向這目標前行。物質不滅定律，現實追求的快，在藝術上它必

須更能超快才是新，也才有新意。否則必須要超慢，也才有距離感的新意。，這

是避免俗氣的方式，也是符合少與新的含義。 

 

這是多年創作的觀察。紙版畫的應用是筆者從克難中走出自己的路。條件的

不足，才有追求的空間，也往往才是新的事物之形成。這也是突破點，紙版畫的

應用是版畫又行擴展的意義。就如文字的發明，讓人之所以為人，使人類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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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智慧可以保留，超越動物性。使傳統可以延續，傳播面可以無遠弗屆。那

就是以文字為載體的書籍之建立。社會背景的發展，原始手工的局限，印刷的出

現，是因需要而發明。印刷既是版畫的源頭，也就像以物質為需要的人類，當物

質被滿足了，朝向求取精神的進階是必然的。書法的演化不也是從最初的文字之

需要，而進入藝術的實體，強調的是內在的養成與所呈現的外在的形勢。形成書

法藝術。版畫亦然，它也從印刷的角度出發，以藝術為主，創作為先，而發展為

版畫藝術的誕生。傳統的印刷是以印製越多宣傳的越廣，所以版的堅固是主要的

因素。版畫強調的是只要兩張以上的複數，即是版畫的個性，是間接性的特色。

2時代背景的改變，轉換了以印刷為主的版畫，當然方向與目的也有所不同才是，

於是能印得越有不像印刷的印刷才是版畫的追求之理念，說是不及也好，說是超

越更貼切，就是閉俗，這才是創作的涵義。 

 

二、紙材版畫的淵源 

    在前言中已說明提到版畫的源頭是印刷，而印刷的源頭又是什麼?起於何時?

這雖可追述與考察，仍難客觀的得到最滿意的答案。但我們知道印刷是複數性的

功能，它是以痕跡為原理的一種技藝；就像人走在沙灘一樣，會有相同而連續的

腳印出現，產生複數的效果。印刷的意義是「客觀地將製版和印刷本身所帶來的

特殊實踐轉移至版畫的最終畫面」。在這個過程中， 無論美術家們的印刷手段和

方法如何多變，它的最終結果都可以在版上找到出處，並忠實地以印痕的形式反

映在畫紙上。3這是符合印刷的功能。從這角度分析，它是以腳為版模，人的走路

是印製。我國最早的四大發明之一印刷術即是如此的原理所形成的。要追究最早

的版印，可至文字的發明，因其最早的文字載體是刻在甲骨上，才有甲骨文的稱

號。由於是刻於甲殼與獸骨上，形成印製的模版，可供拓印。 

                                                      
2 廖修平，《版畫藝術》(臺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74 年 5 月)，頁 6。 
3 宋雅暉，《版畫意願-木版畫的版性研究》，(西安市：西安美術學院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6

月)，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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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當初並不是以版印為目的，但這可說是版印最早的雛形。要說它是最古

老的版印，則石碑亦可說是古代最大的版印。然而這只是與版印扯上一點關係。

真正的，最肯定的是印章，它是最古老，最小的版印是無庸置疑的。小的版印是

以版去壓製。是以版接觸載體，主要的是紙張上。大的因人的體力有限，或是不

能壓製，所以是以紙去接觸版面，那叫拓印。如我們釣魚，為了作記錄，而直接

以所釣的魚上了顏色直接拓印。版畫就是以版的繪畫，是間接性的繪畫。它要有

製版與印製兩個步驟所形成的。這兩個步驟即是它的條件。 

 

中國版畫藝術在歷史上頗有輝煌的成就，早在西元 868 年(唐咸通九年《金

剛般若波羅密經扉頁》可看出。其刀法極為純熟峻健，線條亦猶勁有力，從刻線

中可以看出毛筆的運用，既是肥瘦得中，又是渾厚流利，釋迦及其弟子和天神等

的形象，更具有中原畫風的特色。4在《中華印刷通史》寫到對此的描述：「經卷

首尾完整，圖文渾樸凝重，刻畫精美，文字古拙猶勁，刀法純熟，墨色均勻。」

5即有拓印複製的觀念；西元 932 年，後唐馮道用雕版印製儒家經典；西元 1041

年，宋朝的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將中國版畫正式帶入新紀元，這時期許多書

中的重要插圖均為版畫印製。 

 

凡走過，必留痕跡。雖是聖經的一句名言，它卻是版畫的實際過程。版畫的

原理，是追求痕跡的再現。即由版的製作，再以版間接的印在各種載體上，一般

是印於紙張上，而這版主要是有凹凸的版面，經過顏色的附和、轉印，有目的的

是印刷。印刷的功能是追求多與快及精準，其目的是實用、商用、推廣與傳承等。

時代的演進，日新月異，科學是為需要而發明，也可說為實用而研發。藝術史學

家貢布里希(Gombrich, 1909-2001)曾言： 

                                                      
4 于洪，《凝聚與爭執:從版、畫、人的角度論版畫創作》(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8 年 11

月)，頁 4。 
5 同註 4，《凝聚與爭執:從版、畫、人的角度論版畫創作》，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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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製作的圖案本身是為某些文化目的服務的。…在完全控制的符號裡，我

們可察覺到一種對標準化和可重複形式的追求。甚至符號的製作，如書寫藝

術和繪畫藝術，也幾乎離不開那些被我比做內在動力裝置的生物節奏。6 

 

筆者認為版畫雖有著實用性目的，但也有其藝術創作的面向，塞尚(1839-1906)說

過「人們不要再現自然, 而是代表自然」；高更(1848-1903)講:「低品級的畫的產

生是由於要求把一切再現出來」，馬蒂斯(1869-1954)建議：「畫家不用再從事於瑣

細的單體描寫，攝影是為了這個而存在, 它幹得又快又好」，畢卡索(1881-1973)講:

「畫本身的價值，不在於對事物的如實描寫」。7故以本身為目的的是藝術的創作，

這也是版畫與印刷的區別。人類的智慧經驗不能長期的保留，是人的記憶有限，

因而才有文字的發明；文字的人工抄寫的不符滿足大眾的需求，才有印刷的出現。 

 

三、版畫的技巧與觀念  

    版畫的實際過程是「版」與「印」的兩個過程的結合。它的靈活性與變化性

造就偏向創作性的製作。因版的多樣製作方式，所產生的不同效果。加上印刷的

技巧形式變化，能產生對版畫所預期性的結果，產生未知性的期盼，負有遊戲心

理的意義性，因人的好奇心是能使製作產生持續性的潛在因素。版面製作與印刷

技巧之不同而有不同的分類，則可分為凸、凹、平、孔、併用、混合等，各顯功

能，紙材版畫它的特色除了方便性、經濟性、更有多樣性。“多樣性”是以它可應

用於較多技法的功能；(一)它包含直刻板的凸版印製(圖示 1)、(二)剪貼與撕貼，

及淺刻與版面的膠類肌理紋路的製作等的凹版印製(圖示 2)、(三)分割的方便，讓

它容易以孔版印製出現，底版與主版的重疊套色，底版既是孔版的方式呈現。(圖

                                                      
6 貢布里希(Gombrich)著，範景中、楊思梁、徐一維譯，《秩序感-裝飾藝術的心理學研究》(長沙：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 年 1 月)，頁 15。 
7 桑茂林，《木版畫的傳承創新》，(北京市：中央美術學院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6 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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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四)併用與混合版的方便性。紙材由於它分割的容易，可製作各種不同屬於

方便印刷的版種，同時併版套印。(如 1 加 2 加 3=123)，是可同時集多種版種於

一身的特殊版種。 

 

圖 1：黃世團 ，〈日出〉，1999，紙版，版畫，116×182cm。 

 

 

圖2：黃世團 ，〈搜尋〉，2009，版畫，85×67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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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畫的間接性繪畫。它是以印刷為其特定專屬。多量的生產是印刷的目的，

也由於紙材版畫的方便性，相對因印製上經過版畫機器的壓印，材質的持久性的

不足，在印刷上的局限，使得它的印刷張數有限。作為以印刷為目的的商業性減

弱，而偏向藝術創作的成份增加，在沒利用加強與鞏固板面的研發之下，一般常

淪為初學的克難版種與兒童的遊戲繪製。版畫從以印刷為開發轉向以藝術為方向，

目標的轉化，形式也有所改變。臺灣藝壇受到國際現代美術思潮影響力的現代畫

會「東方」與「五月」的誕生。8因此，目標的轉化、紙材的方便、版面的強化，

實為版畫創作帶來製作的擴展與方便。藝術的創作，本以人為的單純直接進行，

版畫的發現是複數製作的間接特色，這是在廣大的社會中能獲得欣賞面的滿足，

也是增加傳播面的推廣。 

 

除了這是印刷發明的初衷外，從藝術的本身來看，它的間接性之中所應用版

作為媒介，改變了傳統的以筆為媒介的方式。「因為所以」因素決定結果。創新

是突破傳統朝向避俗的道路前進。繪畫藝術的表現是人的內在思想與外在形式的

統合。藝術創作者為尋求創意，除了思維的考量，在載體的選擇，媒介的手段，

都是重要的關鍵。版畫家廖修平(1936-)認為： 

 

在藝術領域裡，不斷尋找新的刺激。持續反省自己的創作，嘗試不同的技法

與接納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觀念，成為我創作的動力及靈感來源。這就像當

我們走過無數變換不斷的四季人生…。當殘灰若冥的嚴冬一週，緊接著就是

清新富朝氣春的翠綠春意，滲著生趣昂然的鮮黃；然後走過悶熱的嚴熱夏天，

就又到了光輝燦爛的深紅秋葉。這一葉可知秋的季節，恰如人生邁上中年的

黃金歲月。秋天，不正就是鉛華洗盡的年歲，也正是人生經歷千變萬化之後，

逐漸豐熟的思想高峰。9 

                                                      
8 李延祥編著，《版畫》(臺北：三民，2000 年 10 月)，頁 188。 
9 蕭瓊瑞、廖新田專文撰述，張雅晴、余青勳執行編輯，《版.畫.交響:廖修平創作歷程展》(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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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畫的創作與追求者，有兩種現象，一是專業的版畫藝術的經營者，他們是

以開發版畫創作為方向。如版面的開發，印製的研進，講究版畫與藝術同步。是

一般所謂的專屬版畫藝術家。一是藝術創作者借版畫的手段來表現本來的藝術形

式。它的好處是擴展繪畫領域，與增加複製的效果。這或許就是業餘的藝術家。

紙版畫的缺點在於版的不能印製多量，而相對的正是少量的珍貴，在藝術的心理

是符合物以稀為貴的感受。也由於它的個性，讓紙版畫歸屬創作性的版種。它的

發展是以版的研發，印刷技巧的提升，較朝向版畫本身的藝術目的為目標。也較

偏向專屬版畫藝術者的應用。會淪為初學與兒童小學的美術教學。 

 

如何加強版面的堅固，是創作者的研發可行，面臨困難是尋求突破，一般

的現實只為應用，碰到難題不是閃過就是且過。紙材的缺失是版的不夠堅實，

如何朝向補強是重點。紙材的刻法是關鍵，U 字形的是因人的習性，求方便而

以同方向的一方式，產生在印壓時容易損壞，因支持力的不足，若能以不同方

向的刻法，產生 V 字形，上小下大，可增加支撐力。這是從刻製來考量。另一

個是以洋干漆的強化，油漆(透明漆或一般噴漆)再補強，紙版畫將可更提升版

畫版地位。 

 

四、紙版畫的版種概況介紹 

紙版畫，顧名思義就是以紙材板為版的版畫。它是一種傳統版畫的替代新的

版種，可以說它是一種比較克難但輕便、經濟的版種。因紙材輕而易得，方便刻

撕製版。缺點也因其材料的不夠堅固，印製有限。版畫即是以版的繪畫藝術。它

的間接性繪畫是其特色，它打破傳統的以筆為繪畫的媒介。使其進入多元的繪畫

創作，其二尚起發油性與水性顏料之應用上的創作變化。它的製作也與傳統的金

屬銅版印製一樣，可以凹版印製，可以凸版印製，凹版的上色是以手工將顏色填

                                                      
市：高雄市美術館，2014 年 2 月)，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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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版的空隙，金屬版尚需以溫度的烤熱而使顏料真正溶入空隙中。紙版畫則因是

以紙為版不能以此為方式，僅能將顏料調稀的替代方式上色。再將凸的剩餘顏料

擦去，而能印出版面的自然圖紋。優點是紋路自然，調子肌理的產生。比較偏向

自然。而凸版的上色則以滾筒上色，它對於塊面色較偏有人為的設定。偏向色彩

的創作，與凹版剛形成對必與互補，所以時常是可方便凹凸版的合體應用，這就

又使紙版的性能多出拼合版種的印製。也由於紙材版畫的容易分割，也常做為底

色版的使用。這也接近孔版的製作。因而紙版畫的範圍可介入多種版種的使用。

這是它的特別之處。 

 

版畫藝術是借用版的材料之各種特質來作表現。版畫表現的形式，是以版種

來決定的。它主要的版種有凸版、凹版、平版、孔版、若以材質說，則大家熟悉

的有木版畫(屬凸版類)、銅版畫(屬凹版類)，石版畫(屬平版類)和絹印又有稱絲印

(孔版畫等。今就版種形態作簡要的技法介紹如下: 一、凸版版畫(The Relief 

Print)……木版畫、橡膠版。 

 

(一)木版畫 

凡是在平面木版上，用不同類型刀具，根據畫稿進行繪製，刻去不必要部分

成凹版，再在留下的凸版上滾以油質或塗以水性顏料而後拓印於紙上，概稱木刻，

木刻版所用木材多為紋理較細的梨木、棗木、黃揚木等材質。10凸板版畫中的木

版畫是一種最古老的簡樸古拙傳統技法。是中國印刷術的最早發現與啟用，而最

先賦予傳統技法以現代意義的，乃是一群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厥起於德國的表現派。

他們重新評估，並注重木版畫的表現性，意欲由此富感性，靈性木刻創作，表現

人性與人生的真實性，而廣泛引起世界美術界的共鳴。日後東方人在現代木版畫

上能有卓越的成就，端賴這些人的功勞影響。木版畫又分木紋版畫與木口木版畫

                                                      
10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輯，《木刻英華》(臺北市：國家圖書館，2002 年 11 月)，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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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A 木紋木版畫(Wood Cut) 八世紀時中國人已用此版種刻印佛像與佛教經典。

歐洲則到十五世紀才用來印刷宣揚教義的聖像等。 

 

藝術家在一塊順著木紋鋸出的軟質木材板上，用銳利刻刀或圓口刀等，把不

要的部份刻除削掉，結果意圖的形象最後就成凸紋顯現。然後在這凸紋上塗墨或

著色，再覆以白紙經過壓印或擦版，沾有墨汁或顏色的圖樣就倒印在紙上完成版

印的過程，這就是木紋木版畫，，也通稱的所謂木刻版畫。木紋木版畫中的水印

木版畫，是中國在美術史上可引以為榮的一大貢獻; 明清時的《十竹齋書畫譜》

(圖示 3)、《芥子園畫譜》(圖示 4)，都賴此法印製。真正用多版彩色套印的，為胡

正言在南京刊印的《十竹齋書畫譜》，共八種，每種二十幅，這部採用了「餖版」

的方法，使彩色套版印刷奠定了技術的和藝術的基礎。11 

 

圖 3：胡正言、汪楷等刻，《十竹齋書畫譜》，明末 

 

                                                      
11 張道一編著，《中國木版畫通鑒》(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10 年 1 月)，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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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王概、王蓍、王臬等刻，《芥子園畫譜》，清康熙。 

 

它不僅僅是一種顏色刻一塊印版，而是根據畫面顏色、濃淡、部位的不同刻

製許多印版，因為版數多，版塊小，故稱「餖版」。12先根據。原作分色分版，進

行勾描，再依顏色分成幾十塊甚至更多的分色餖版，最後逐色進行套色印刷。13

因此，它的餖版套色的方法，對雕版印刷來說，無疑是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正如唐朝文人李克恭所言，那是「化舊翻新，窮工極變」，在版藝上放射出斑斕

的光彩。明末畫家楊文聰(1596-1646)更言： 

 

胡曰從氏，巧心妙手，超越前代，以鐵筆作穎生，以梨棗代絹素。而其中皴

染之法，以及著色之輕重極深、遠近離合，無不呈妍曲致，窮巧極工。即當

                                                      
12 蘇新平主編，《版畫技法(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 8 月)，頁 30。  
13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輯，《木刻英華》(臺北市：國家圖書館，2002 年 11 月)，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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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作手視之，定以為寫生妙品，不敢作刻畫觀。噫！亦奇矣哉，亦幻矣哉！

可見生動浮溢之趣。14 

 

故畫稿被仔細的分色版後，再一一將此幾十版精密套印，結果產生富有中國水墨

畫韻味的濃淡諧調變化，別具一番風味，此外，在刻印的方面來說，十竹齋水印

木刻，更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可以這樣說，十竹齋水印木刻的出現，正顯示出中

國版畫藝術的新成就。影響日本浮世版畫及現代木版畫者甚巨。 

 

B 木口木版畫(Wood Engraving) 用推刀或雕刻刀，在質地細密堅牢的硬木橫

切面上做細點的紋路，再利用滾筒著油墨上色而後覆蓋以紙，並經壓印機的印刷

而得的木版畫。與木紋木版畫粗獷原始刀味的風格，迥然相異，此技法自十八世

紀被英人發明，至十九世紀照相術產生之前，普遍被用於書籍插圖和肖像的複製

工具。 

 

(二)橡膠板版畫(Lino Cut) 

橡膠板比木材板柔軟好刻，使作品的色面平滑無紋路，刀痕乾淨利落，尖銳

有力。1959 年，畢卡索曾經一連串製作這版種。這些線條開放，色彩鮮艷而形象

富律動感的明朗清新畫面，使世人對橡膠版畫的表現力刮目相待。一向只是小學

生用以勞作遊戲用的橡膠版畫一蹬為眾人矚目的造形表現之一了。 

 

(三)凹版版畫(The Intaglio Print) 

十五世紀初，義大利專雕刀劍把柄、盔甲之裝飾樣線條的金工為了使雕出的

線條花紋顯現，乃於這凹部擦入油墨。豈知在偶然的場合，有燭淚燈蠟液的滴落

覆蓋這些花紋上，待這蠟冷卻凝固之後它拿掉卻發覺那些黑色線條模樣，很明顯

                                                      
14 黃才郎主編，《中華民國傳統版畫藝術》(臺北：陳奇祿，1986 年 1 月)，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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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沾著其上。由這啟發，人們發現以紙代蠟液，則凹刻部花紋顏料可經壓而轉印

紙上，這就是凹版的刻線印由來。15也就是利用刻刀劍的線條在銅版上製作形象，

並將顏料滲進雕線的部分，同時將那些沒有被刻部分上的多餘顏料拭目以待拂乾

淨，然後墊紙其上，施以印壓而得。自古以來，凹版之製版，不管是直接刻線或

腐蝕削線，多利用銅板。但在今日科技至上的工業社會，有許多金屬板，如鋅、

鋁及合金板等都可以替代使用。可是最普遍的還是以銅板(Copper Plate)為首，其

次則是鋅板(Ziue Plate)。這金屬凹版的製作可分兩大類，其一是直接用雕刀和尖

筆等工具來製版的直接法。其二是借化學液的幫助來腐蝕製作的間接法。 

 

(四)紙版畫的製作形式 

    所謂的紙版畫，既是以紙材為製版的材料。它是以多層的紙板黏貼或表貼而

成的厚紙板。在一般美術材料的所謂白玉厚卡紙板。可供刻、撕、貼、戳、上膠

等的製作。工具:美工刀、剪刀，戳刀等凡是可分割與製造版面的效果的工具皆

可。是一種富有遊戲與創作空間之版種，是初學者與一般兒童善用的版種。 

 

五、紙材版畫的優點與缺點 

人常說:(對一件事物上，有一好，無兩好)。這是從角度觀點來看的落差。就

例如一天裡，從工作的角度，白天的光線是適合於操作，黑夜較合順於睡眠一樣。

因而古人才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紙材版畫也是如此。它的材質可以說是版

畫的克難與替代品之應用與延伸。是兒童繪畫遊戲學習最快速與有效的活動。因

它方便經濟，又容易製作，然而它也容易損壞。這從製作的角度是好的，從印刷

的持久性是有困難的與有欠缺。而「好」與「壞」是兩面完整的一體，是互補的

的兩面。如何能從一角度來行使它的優點，改進其缺失是人類利用科學頭腦演化

                                                      
15 師大美術系編輯，《近三百年來世界名家版畫展專輯》(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1984

年)，廖修平，〈版畫的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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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慧。就如人類為了要在黑夜裡也能工作，找到燈火，發明電燈。這就是人與

動物的差別。也是進步的象徵。紙材版方便製作，是它容易損壞，但如何能加強

版面，應是考慮的方向。油漆是保護表面與美化外觀最常用的物體。然而創作的

效果亦是以藝術為目的。油漆的濃厚是否會影響畫面的質感是必須考驗的。於是

為了如此的考量，只有水性的油漆是可解決此問題。因而發現了洋干漆是又能鞏

固畫面與隔離顏料色彩被板的吸收的困擾，又能保持畫面的質感。雖洋干漆乾了

會硬脆，而更能有利於修改，雖洋干漆遇熱會黏，會有黏貼而使版面損傷的缺點，

然而再利用噴漆薄噴加強，紙材版的可用提供了版畫藝術的創作功能。 

 

版印是為印刷而發明的。它是為快速的複製而形成。因而以能持續印刷為主。

版面的堅固是條件。自古中國的傳統版印最初是以木材為板的版印。歐美西洋更

以金屬版為印刷的版為板材。這都是以持續的印刷為考量。可見印刷是以大量生

產為首要。而藝術創作的原則是以創作為目標，兩者的性質與方向有些差異。版

畫是從版印的演化而獨立形成的藝術。它的追求是以創作為上，複數只是它的特

性，作者認為一定要跑開印刷的圈套，超越印刷，或越不像印刷為主，才能有創

作的提升，也才有版畫獨立的特徵。 

 

(一)紙材版畫的凸版製作方式與應用之優點 

    紙材板是以多層的紙板黏表而成的紙材板，一般市面可買到的，稱為白玉卡

厚紙板。 

 

1.製版 

它可應用美工刀直接雕刻線條、挖掘塊面等圖案。作為製作凸版的方式。在

這裡必須看印刷滾筒的滾面寬度大小來看刻痕的深淺。以及滾筒的軟硬而定刻面

的寬窄。由於紙材板容易雕刻，因而它的優點是可輕易的分割套色，這是在製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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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領域上。 

 

2.印製 

利用油性的顏料，再用滾筒上色，調色的種類有兩個個性。一是單色，一是

漸層色，單色有各種色相，分冷色系與暖色系以及無彩色系，再加上作者藝術創

作隨著對比效果的目的性，就造形的大小、多少的安排來達到創作的目標。因有

對比才是目光的焦點，吸引目光是繪畫的第一目的。漸層色是兩個個別色利用左

右滾的定距離方式及前後的變化，來回滾動形成兩者的有秩序漸變的溶合色。(圖

示)是比單色更能顯現出一種神秘的空間，為一般初學版畫所嚮往與好奇。但凡

事做多了，用多了，是藝術性減弱的因素，因多而俗，因它會無所對比，因而點

綴是美的因素。萬綠叢中一點紅既為如此。 

 

3.套色 

紙材版可重複兩版或多版套色，其中更可加上分割合版套色。豐富了多樣的

色彩，由於重疊的套色，使重疊而混色的彩度溶合兩色的因素，既產生統調的功

能。使畫面產生和協統一的效果。而且也減低白色的線條。融入繪畫的效能。色

彩的運用是形的外表，形的成敗是決定畫面的因素，所以製版是造形。印製是用

色。兩者的合作是否適宜是版畫重要的條件與因素。兩者的製作可從感性出發，

理性收尾。因製版後到印刷的過程，為達藝術的客觀與至高，必須經過修版，與

試印的過程。以求理想的藝術成品出現。 

 

4.凸版的印刷上色，採用油性的油墨 

利用滾筒上色。滾筒有大小之分，也有軟硬的差別。大小是面積與直徑的寬

窄。軟硬是看上色的刻痕之深淺的用法，壓力的應用。版畫是間接性的特性。過

程的步驟，雖為複雜，但一經印刷而獲的成就感的鼓勵，遊戲性既為持久性的能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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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紙材版畫的凹版製作方式與應用之優點分析與說明 

紙凹版的製作;傳統的正統版畫是以金屬版為主，有鋅版，銅版，它們利用腐

蝕來製版，按照所設計的圖案經過多次的腐蝕或直刻來達到製版的完成。其實他

仍以偏向重視印刷為趨向。而紙材板的出現，是以克難的替代為方便即時可行製

作版畫之事。在版的種類，卻也拓展版畫的領域，增添了版畫的另一特色。紙凹

版的板材是容易割與刻，方便製作，取材也容易，在製作上可有多樣的方式來表

現。傳統的木版畫與金屬中的銅版畫製版多以刻或腐蝕的方法，那可都是用減的

方式，使版面呈現圖形，紙版的最大的特點是它可用剪貼的增添組合方式來製版。

也有傳統的去掉的刻的方式，只是因所用的方法與工具的差別，而更能產生它的

個性之特色。 

 

紙凹版畫的製版 1.剪貼法與表面肌理的製作;剪貼固名就是利用剪與貼來製

造版面的圖案，它可選擇各種不同的紙材或平面性的物體黏貼於版上，它的效果

是剪貼的外形之輪廓可在界線上形成圖案，也由於所貼的材質之粗細而造成灰色

調的變化，形成兩個功效。另一個是用能凝固的物體本身製造紋理效果。如樹脂

膠、白膠、油畫打底的底漆等。它們所凸顯的印刷，看不怎樣!然印出的效果可有

意想不到的意外。它們在製作上有盼望性的遊戲感，因而時常是兒童喜愛的學習

繪畫的一種，就因如此，一般人製作紙材版畫也有創造性的鼓舞，因它有未知的

期待性。2.撕、挫、釘、刻等;撕的效果是傳統的版畫所難有的一特色，它可造就

版面的明暗變化之效果。挫與釘也是替代直接繪圖與製造效果，可等於創造筆觸

與肌理。刻是較偏向人為的繪畫製作。如何設定圖形照著刻，有陽刻與陰刻，一

般陰刻比較適用，因版面的支撐力之考慮，陽刻是用在屬於面較寬的線條。刻的

方法也要以不同的方向來雕刻，每一刀都由右斜向左，使版面的刻邊形成 v 字

形，這樣才不會在印壓下產生支撐力不足而損傷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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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紙材版畫，它的缺點一經過改善，它既形成它的特色與優點。從簡便來

看，它經濟，比一般傳統的版種如木版畫，銅版畫板材要便宜，但製作不能達

到精細的境界。雖不能如此，然而確能偏向意象的創作，形成創作的自由。3.

紙凹版的上色方法是傳統的金屬銅版畫相同。只是金屬版畫可用加熱來使油墨

烤入銅板面的圖案細痕裡，而紙材不能用此方式，因紙經過烤會產生版面的彎

曲，不適合印刷，只能把油墨調稀，或最多以熱的吹風機。再用牙刷上色，形

式的差別，實際的目標是一樣的上色。版面的刻痕不能太深，以免因紙的延展

度不能深入，而無法沾上油墨，變成空白。印刷的紙也是需要泡濕，才能不會

因壓印而產生皺紋，印製色澤也比較均勻。其泡紙的過程，通常是將紙泡濕，

再用舊報紙將水吸乾，再覆蓋版面進行版畫機的壓印，便完成印製，如果要套

色，則必須將紙的一邊卡在版畫機的滾輪上，並以對位方式再次壓印，就完成

套印。看似複雜，實際操作，卻是好玩。 

 

(三)紙材版畫為何較少人作專屬的應用 

1.版面不夠堅固 

板材的易刻亦代表板材也相對容易破損，它雖然少許的印製尚算完整。只能

印製少許，數量有限，要大量的印刷，就是它的不足，而如果不能在製作版面的

加強，與刻板的細膩作正確性刻製，剪貼的牢固上小心的下功夫，細心的為鞏固

版的考量，則在印刷製作上會越印越變形與無法符合相同多數之複數。這是讓它

輪落到成為兒童學習與遊戲的專屬。這是其為心理因素之一。簡單一點的說，是

耐性的使然。 

 

 2.正統性的心理因素 

版畫需有工具與機器的設備。因而擁有此設置的藝術工作者，往往是以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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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版種為製作的方向。如凸版的木材板，凹版的金屬板，孔版的絹印等，它們

朝著多產，與快速，實際，在心理上以為，這是跟上時代與世界接軌的心態，實

際上是忽略紙材的方便性，只把它用作教學的一項替代品。對學生的教學，他們

也只以紙材版畫為認識版畫的窗口而已。簡單的說，因簡易，而又常為兒童及初

學者的經常應用所定形。感覺有不踏實的心理因素，這是影響它再深入研發的因

素之二。 

 

六、結語 

紙材版畫是一種最方便進入版畫世界的一道門。不能只淪為兒童版畫的遊戲，

它更可作為版畫藝術創作的開發提供一個新舞臺。有時，版的本身既是一種藝術

品，印製的成果不只是作品的成就，更是連接過程的祈盼感。 

 

紙材的版畫雖然簡單，卻給我們豐富的過程。雖然不能表現精緻細膩的一面，

但給了意象創作的真正藝術空間。它的靈活性讓我們找到藝術的進口。也使藝術

的領域擴展，它可提供配合各種藝術的參與。如應用於油畫，水彩，水墨，工藝

等，也讓我們知道繪畫不光只用筆，可用各種印痕來從事創作。版畫的油性與水

性的應用，及版畫的製作條件，它可訓練我們客觀的意念，並包含要有設計畫面

的因素，有雕刻的技巧，有印刷的能力，綜合藝術的追求感的發揮。增進藝能生

活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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