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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砂文雅集》一書，為 1914 年吉川利一編著，之後 1917 再出刊一次。此

書為日殖時期最早紀錄台灣文人與日本文官在書畫交往及展覽的圖冊。在 1895

年馬關條約簽訂後，台灣日殖初期的文人書畫家面臨中原傳統書畫與外來日本西

化潮流的影響。之後，進而產生文人畫家對傳統難以割捨的創作心理因素。而日

治初期，日本人對台灣漢化政策的懷柔及南畫書畫風格在台灣的推廣，在《高砂

文雅集》由圖冊編目的排頁，可推知日治初期日人以漢文化及南畫風格的文人墨

戲作為殖民方式的策略。 而日本東洋畫包含的南畫及膠彩畫，對日後台灣書畫

的影響，也產生中體西用的地域性台灣書畫特色。而由《高砂文雅集》圖冊，亦

可進一步了解日治初期，日本文武官在台灣文藝活動及展覽的振興及推展。 

 

 

 

 

 

 

 

【關鍵詞】高砂文雅集、閩習、東洋畫、南畫、膠彩畫 



書畫藝術學刊	 第二十九期	 	 	 	 	 	 	 	 	 	 	 	 	 	 	 	 	 	 	 	 	 	 	 	 	 	 	 	 	 	 	 	 	 	 	 	 	 	 	 	 	 	 	 	 	 	 	 	 	 	 	 	 	 	 	 	 	 	 	 	 	

	 40 

一 、清末台灣書畫風格的繼承 

    清末台灣「閩習」地域風格，

主要由清末福建閩習黃慎（圖一）

的書畫風格中繼承而來。黃慎主要

承襲上官周筆墨霸悍的書畫風格，

而黃慎狂逸瀟灑的筆墨風格，廣泛

影響福建地區文人書畫家。台灣書

畫家的首要代表林朝英（圖二），為

民間匠師出身，中晚年後吸收浙派

及閩習的筆法。他的竹葉書書體，

以蒼勁綿延的筆勢，融合台灣本土

地域特色中蒼茫寫意的文風，深厚

的影響台灣廟宇裝飾及文人書畫的

往來。清咸豐年間，流寓文官謝琯

樵將福建閩習的霸悍文筆，在流寓

台灣四年的過程與板橋林家在大觀

書社及漢文化的交流下，提升了台

灣原本地域性書畫的色彩表現；進

而形成清末時期台灣承襲傳統筆墨

的初始表現。 

（圖一） 

 

（圖二） 

 

（一） 浙派及揚州畫派的影響 

    浙派為明朝江浙區域的書畫特徵之一，而福建閩習文風承襲浙派戴進筆墨

的精神而來，之後閩習文人上官周等文人也受其影響。清中末揚州畫派，主要

與城市文化的興起有密切關係。同時清中末，閩習也參雜揚州畫派的風格。揚

州文人因書畫作品的買賣流通，帶動商業市場的鼎盛。此期美學思維強調「革

新」的創作思維， 使作品有了個人強烈的色彩。金農、鄭燮、汪世慎等，皆重

新開創了個人強烈的特色，以及在文人傳統裡開闢了新的面向。而黃慎為揚州

畫派的成員之一，他以酣暢蒼勁的草莽風格，融入閩習書畫的用筆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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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黃慎、林朝英、謝琯樵的影響 

    清末時期福建黃慎以蒼茫古樸的

筆意，詮釋了具有動勢體態的人物表

現。他以雄強蒼勁及帶有草莽之氣的

中峰用筆，詮釋了人物畫具有動式的

體態描寫為表現。而乾隆至嘉慶年

間，林朝英以中峰用筆的筆法及竹葉

書體詮釋文人墨戲的畫意及書寫性，

影響清末台南民間廟宇裝飾及台灣閩

習風格特色的產生。 咸豐年間，謝

琯樵金以石入畫，將金石趣味的篆法

與傳統文人題材梅蘭竹菊等，在流寓

台灣的四年經歷，傳授了傳統書畫用

筆的精神（圖三）。由上述黃慎、林

朝英、謝琯樵等文人書畫的發展，反

映了清末台灣書畫的發展，是由福建

閩習風格及台灣書畫的文化發展中互

相交融的過程。 

 
（圖三） 

 

二 、《高砂文雅集》反映的文化制度及書畫風格 

   《高砂文雅集》圖冊， 亦是反映日殖時期日本對台灣在文化制度施行下的

一種約制，進而達到制度及文化上的統一。《高砂文雅集》圖冊內容， 顯示了

日人來台，無論書法或是繪畫風格表現，在楷書、行書及南畫風格等的書藝交

流中，此期文藝活動的興盛及漢化政策的推廣。 

 

（一） 日殖初期漢化政策的懷柔 

    日殖初期，日人對台灣的漢化政策施行，以儒學及國學的融合，進而治理

台灣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安撫及文化上的加速統治。1914 年出版的《高砂

文雅集》中，不論是日本人的書藝或繪畫的表現，皆流露出日人在漢文化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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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及內涵。而全書編目內容，書法佔了三分之二，僅有少數是繪畫作品。書法

作品占多數為主，主要是日人的楷書及行書及台籍人士的行草。日人以文武官

員為主流，文化修養層面頗高。此外，參與人士有台籍文武官員及日籍學生

等。而《高砂文雅集》圖冊目錄的編排方式，也透露此期文人以高姿態的方式

制壓台灣文人在文化領域上的發展及抑制。 

 

（二） 《高砂文雅集》以南畫為主導的書畫風格 

    日治初期，日人因為西方明治維新的學習，進而影響了日本昔日追隨傳統

文化精神的表現。十九世紀末，日本帝國殖民台灣的方式，兼融了漢文化的特

色及制度，目的在於利用漢化政策的推廣，加強台灣居民意識形態上的融入。

日人在台灣推行的東洋畫，以南畫1及膠彩畫為主，而南畫以宋人文人墨戲的筆

墨為主。日本南畫的特色，以詮釋日本畫風景中，多以蒼茫的墨塊及南宋留白

空間的布景方式為表現。日本以南畫在台灣的繼承，更凸顯日本文官在漢文化

的修養以及內涵，並在日本殖民過程之初，對台灣懷柔政策兼施的方式。 

 

    日殖中晚期，日人改變了台灣官轉辦展覽中政策的形式，也影響了原本日

治初期日籍文人以南畫為主流的審美風格，進而以膠彩畫表現。如王耀庭〈日

治時期臺灣水墨繪畫的「漢與和」〉：「距 1927 年《高砂文雅集》二版後十年，

1927 年第一回「臺灣美術展覽會」舉行，官辦美展出現的審查標準，及往後的

「府展」從受容度來看 ，《高砂文雅集》或本文所指的部分畫作，將是被排斥

在外的。「東洋畫部」不成比率地容納傳統的漢風水墨畫。」 2 由上述可知，

日治初期以南畫為主的文人筆意，逐而以東洋畫中的膠彩礦物表現方式成為主

流。 

 

																																																								
1 南畫：王耀庭〈日治時期臺灣水墨繪畫的「漢與和」〉收錄於王秀雄：《日治時期臺灣官辦美

展（1927-1943）圖錄與論文集》（台北：勤宣文教基金會，2010 年），p99。註 1：王耀庭指出

南畫一詞是江戶文人畫常用的語詞。日人所用， 應是出於董其昌南北分宗說的南宗畫。 這被

認為是文人畫，文人的翰墨遊戲。  
2王耀庭：〈日治時期臺灣水墨繪畫的「漢與和」〉收錄於王秀雄《日治時期臺灣官辦美展

（1927-1943）圖錄與論文集》（台北：勤宣文教基金會，2010 年），p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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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高砂文雅集》中傳統書畫與寫生的融合 

    日殖初期，日人以南宋文人寫意之筆及具禪味的墨澤，詮釋風景畫的技法

表現為主流；也參雜了南宋邊角構圖及留白意象的創作思維模式 。《高砂文雅

集》畫冊的內容及編排，首先前頁以敘述日皇政績為主的形式，以楷書方式工

整敘寫；再以日人作品為先的作品放置前冊。內容多以小楷及行書為主的風

格，而台籍人士主要以行草方式為表現。此冊作品多以書法為主流，其次才是

繪畫作品為主的表現。 

 

    王耀庭在〈日治時期臺灣水墨繪畫的「漢與和」〉指出《高砂文雅集》一書

指出：「本書的收集，並以當時最佳科羅版印刷，存真程度當不止於管窺一豹。

除後附的學生作品。從風格來說，大致是漢風的水墨畫為多。對水墨書畫家，

從南到北，先以日人，後以臺籍，從題名加冠居住地，其全島普遍性應無疑

義。今日就水準與畫題來看，其中屬於日人逸筆草草的文人遣興之作，如四君

子的梅蘭竹菊，固然所在多有，這也如當時的漢人社會一樣。其實這也說明了

「漢、和」的一致性。 」3 而之後來台灣的文武官員鄉原古統，在來台初期也

是以南畫風格為主體的創作風格為主，多以小件橫幅的山水布景編排及畫面留

白的空間感， 詮釋平遠之景的文人畫表現。中晚期之後，他逐而以屏風巨幅寫

生取景的方式，融入台灣檜木及東海岸峭壁的題材為主，並融入臺灣特殊地貌

的寫景式屏風，形成了晚期風格的創新轉變（圖四）（圖五）。隨著殖民時間的

延續，之後來台的木下靜涯等人，在最早台展的官辦展覽，多以中鋒濃墨結合

淺降山水的技巧，作為自身創作的主流及評審官辦展覽的風格為基調。至中晚

期，轉而以巨幅屏風的自然寫生形成晚期風格特徵。上述來台的日籍畫家， 在

久居台灣島後，因自然環境的遷移，使他們的作品由早期日本畫的南畫風格， 

轉而以聯幅巨幅的日本屏風畫為主，並以屏風留白的佈白或金箔為底的媒材實

驗，詮釋出別於文人畫的表現。他們在中晚期的畫風，除了承襲南畫中具有披

麻、小斧劈皴的傳統皴法，更結合了中原傳統技法及西方寫景的技巧 。 

 

																																																								
3王耀庭：〈日治時期臺灣水墨繪畫的「漢與和」〉收錄於王秀雄《日治時期臺灣官辦美展

（1927-1943）圖錄與論文集》（台北：勤宣文教基金會，2010 年），p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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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圖五） 

 

三、《高砂文雅集》反映的教育政策及文人詩社交流的影響 

   《高砂文雅集》一書，反映了日殖初期，日人以南畫的風格並推行漢化政策

下，進而對台灣居民拉近文化認同的方式。王耀庭〈日治時期臺灣水墨繪畫的

「漢與和」〉：「《台灣日日新報》於 1914 年出版及 1917 年再版的《高砂文雅

集》，此書登載的書畫，今日在欠缺實際文物的狀況下，本書提供了 1917 年以

前， 也可以說日本治臺初期 20 年間，以漢文化圈為主的日、臺人士書畫。」4

日人在台灣除了擔任文武官一職，對於漢學傳統及漢字的涵養，皆有一定的修

養及拓展。而清末詩社以北部板橋大觀學堂為主，新竹也廣設清末文人的聚會

場所。如蘇英田《日治初期臺灣書法研究─以《高砂文雅集》為例》：「詩社的

活動在臺灣甚早就開始，如林占梅 1849 年在竹塹城內築「潛園」， 成立「潛園

吟社」；鄭用錫（1788-1858）1854 年於竹塹城西門外築北郭園，1857 年的「斯

盛社」，即由其孫鄭景南成立，用錫主持，之後還成立「北郭園詩社」。5而清末

詩社的分佈，以國學、書法為根基，進而拓展清末私塾教育的薰染為主。至日

治時期因為政治文化變遷，清末文人失去了發揮的空間，而文藝活動方式也產

生變異。蘇英田《日治初期臺灣書法研究─以《高砂文雅集》為例》：「臺灣士

子在失去科舉舞臺後，轉而全心投入詩書的創作，除做詩自遣、維護傳統文化

																																																								
4王耀庭〈日治時期臺灣水墨繪畫的「漢與和」〉收錄於王秀雄《日治時期臺灣官辦美展（1927-

1943）圖錄與論文集》（台北：勤宣文教基金會，2010 年），p98。 
5 蘇英田：《日治初期臺灣書法研究─以《高砂文雅集》為例》（彰化：明道大學，2016 年），

2016年，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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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藉唱和切磋詩文、交流情誼，也有抬高身價、博取美名的微妙心思。嘉

義詩人賴雨若（1877-1941）〈有感〉描述得很貼切：「臺灣割後竟如何，漢學儒

生落拓多；八股文章無用處，大都個個變詩魔。」
6
日治時期，台灣文人在書畫表

現，也因為科舉制度的沒落，文人士紳轉而以詩社交流的討論切磋，而形成一種風

氣。 

 

（一）中日文官在教育層面的影響 

   《高砂文雅集》的南畫文人墨戲風格，在日殖初期仍是書畫核心的主力。但

在日治中期臺展及府展相繼出現後，南畫文人墨戲的筆墨表現，逐而被東洋畫

科以膠彩畫的西畫方式給取代。其改變的因素，脫離不了政治氛圍及陸續來台

的日籍文武官，在教育及文化上產生的影響有密切的關係。而臺展前後的歷任

評審，以鄉原古統為代表之一。 

 

    日人治臺，除了政治領域的統治，也深厚影響教育層面及之後書畫美學表

現的風格。日治時期，對於鄉原古統的評述在王秀雄〈日治時期臺、府展的興

起與風格探釋兼論支援官展的大眾傳播與藝術批評〉：「1917 年來臺，起初任教

於台中一中（1917），後來轉任於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1920），並兼任臺北第

二中學教師。1936 年辭去教職返日。鄉原古統擅長山水與花卉，重寫生，以細

膩線條與填彩來描繪自然形象。與木下靜涯一起擔任臺展審查委員時塑造了臺

展型的東洋畫，陳進、蔡品 、、、  等是他的女弟子。」7東洋畫著重色彩及

光影變化，鄉原古統來台久居的教育生涯中，他推行東洋畫的表現，亦是日本

受到明治維新接受西化思潮的影響。在《高砂文雅集》中，日人及台籍人士所

創作的楷書、行書、草書類別，也有極少數學生的西畫作品，亦反映日殖時期

台灣國語師範院校受到西式教育革新的洗禮及深化的影響。在薛燕玲〈帝國視

線：日治時期臺灣美術地方色彩的表裏〉：「臺灣的第一代畫家間接式的接受到

																																																								
6 蘇英田：《日治初期臺灣書法研究─以《高砂文雅集》為例》（彰化：明道大學，2016 年），

p26。 
7王秀雄：〈日治時期臺、府展的興起與風格探釋兼論支援官展的大眾傳播與藝術批評〉收錄於

王秀雄《日治時期臺灣官辦美展（1927-1943）圖錄與論文集》（台北：勤宣文教基金會，2010

年），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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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西洋式的教育之後，當中並有繼續前往日本美術學校或畫塾學習，返臺之

後進而教育下一世代，整個學習的過程或所謂臺灣「畫壇」的形成，其實就是

一種移植文化的現象。」8台灣日治階段的西化美術教育，在日治中晚期，可以

說是利用殖民方式在教育過程中的深化及拓展。 

 

（二）中日的文人畫社交流 

   《高砂文雅集》的排版編冊，前面圖冊編排以歌頌明治天皇的事蹟為主，呈

現方式多是以日籍文武官及帝國殖民方式作為壓制的作用呈現。而作品展覽的

日籍文武官人士，也比台籍人士多出一半。作品內容上書法多於繪畫比例。此

期書法作品，內容多流露台日文武官著重漢學、詩文及文學層面的交流，以及

可推測出畫社對台灣當地文人的影響。 

 

   《高砂文雅集》的編輯方式，反映了日治時期臺灣除了保有清末的詩社及漢

學傳統的風氣，日治時期日人舉辦的畫社也影響了台灣本土畫家台灣日治時

期，由鄉原古統成立栴檀社，主要是提升及增加台日畫家提升的機會。栴檀社

主要推行台展中東洋畫的風格，而成員有日籍及台籍書畫人士為主。日籍書畫

人士為來台居留的文武官，他們多以北部區域為活動地點，並以鄉原古統籌劃

的畫社地點為中心，做為交流討論。 薛燕玲〈帝國視線：日治時期臺灣美術地

方色彩的表裏〉：「「六硯會」、「栴檀社」等畫會也匯集了許多學子向鄉原請益並

互相琢磨畫技。」9 「栴檀社」以推行東洋畫為主，以日籍文武官鄉原古統為

畫社靈魂人物，而台籍人士有台展三少年為代表。其次，以中西繪畫表現為主

的畫社，以六硯會畫社為代表。畫社的成立，以日治時期多次舉辦的台展為

主，作為推動文藝活動促進台日文化認同的意識，畫社主導人士有鄉原古統等

人，在台灣也參與帝展、台展、府展等重要歷任評審。 

 

																																																								
8薛燕玲：〈帝國視線：日治時期臺灣美術地方色彩的表裏〉收錄於王秀雄《日治時期臺灣官辦

美展（1927-1943）圖錄與論文集》（台北：勤宣文教基金會，2010 年），p221。 
9薛燕玲：〈帝國視線：日治時期臺灣美術地方色彩的表裏〉收錄於王秀雄《日治時期臺灣官辦

美展（1927-1943）圖錄與論文集》（台北：勤宣文教基金會，2010 年），p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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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1914 年出版的《高砂文雅集》，雖然經歷兩次的出版，但圖冊及作品形式

的排版編輯，亦透露日本殖民台灣的氛圍及策略。清末台灣閩習傳統書畫在日

治初期出現的轉變過程，日人在漢化政策及漢文化運動的推廣銜接下，日治前

後期日人與台籍文人交往的過程，所產生書畫、教育、畫社等文化的變遷，由

《高砂文雅集》圖冊的研究，更能深入了解日治時期台灣無論是縱向面或橫向

面，因歷史文化因素產生對文人內心創作意識的矛盾。而由本課題研究，由整

體歷史脈絡的書畫發展進程，更能了解書畫發展及文人交往中不可切割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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