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凝眸處‧花開自在─繪畫創作研究 

 

 321 

凝眸處‧花開自在─繪畫創作研究 

Gazing at the Ease of Efflorescence:A Study of the Creation of 

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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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Bi-Li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 

 

摘要 

    藝術的本質是真是美，但對美的見識、解讀人人不同。美的標的可大可小，

大如我們面對壯闊浩瀚千里的山河大地；也可以是凝眸審視道途中，一株不知名

的小草或一片葉子，花草植物乃天地靈秀所鍾。大自然所締造的一切，季節變幻

的煙雨山嵐、閒花野草；靜看花開花落時所發出內心的讚歎聲息，好美！這些令

人驚羨的美好多來自生活經驗，藝術來自生活態。美是沒有目的性的快樂，藝術

是有意義的創造；藝術永遠沒有極限，創作也不應該畫地自限，現代審美觀、世

界潮流、東西方文化交流融合。多元社會背景下，當今不論技法、媒材或元素形

式的表達，藝術的創意含無限的可能性。活經驗的提煉使創作有無限之可能。藝

術創作型態百家爭鳴，創作既離不開生活點滴，今藉由花卉植物垂手可得的題材，

以「凝眸處、花開自在」之題作為創造。檢視生活周遭的心情，喚起珍視隨遇有

感的悸動；信手捕捉生活面相將其化做筆下繪畫的能量。  

 

 

 

 

 

 

 

 

【關鍵詞】花開、花落、花開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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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國書畫藝術的歷史源遠而流長，在東方藝術中佔極重要之一席。如今日的

日本、韓國仍深受其歷史潮流遺風所影響。在運筆、用色、造型、構圖結構上的

特點別具一格，屬於中國民族式的繪畫風格；筆墨用色、文化背景、人文思想底

蘊的不同，中國繪畫呈現與西方繪畫所表現出的意境壁壘分明。隨著時空遞轉及

西方文化洗禮下，西洋繪畫流派諸如寫實、浪漫、普普、超現實等等主義，對於

近代的中國繪畫產生一定程度上的影響變化。 

 

    現代人生活型態、心境情感寄託上和古人思維生活態樣相去甚遠。時代的發

展推演中，繪畫藝術也跟隨時代美學的感知相互呼應；地球村的概念，高科技生

活一日千里、資訊快速傳遞吸收，將所謂東方、西方的差距與辨識度逐漸淡化模

糊。「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美術界的幾位重要人物徐悲鴻、林風眠和劉海粟等等，

力倡引進『西畫的寫實方法』來改造或改良『中國畫』1」，抑或當今鑑於中國經

濟崛起，強國文化所帶來的中國風、中國熱的「東風西吹」，讓原屬於地域性、

民族性的表現輪廓線，終主動或被動地被模糊融合。身處中西文化激變之中，中

國繪畫豈能畫地以自限，中國繪畫必然要走向國際化。或許派別不同，國情不同，

人文精神不同。但普世共識之點即是對「美」的追求與理念實現，人類的審美方

向基本上是與時代同步前進的。  

 

    邵大箴在《寫實主義和二十世紀中國畫》一文中曾指出；「從世界藝術的大

格局中看中國近百年來的美術發展形式，不難發現中國畫的走向和西方美術的趨

勢相背而行。19 世紀 70 年代之後，西方的美術潮流是從古典寫實逐漸轉向具有

強烈現代感的寫意、象徵、表現和抽象；中國畫卻逐漸從趣味高雅的寫意、象徵、

表現和抽象逐漸向較為大眾文化的寫實過度，和西方相較，走向是逆方向。」2為

何有這樣的狀況產生，是緣由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人民生活型態對藝術表現形

式的需求不同所決定的。 

                                                      
1 邵大箴，〈寫實主義和二十世紀的中國畫〉，《二十世紀中國畫討論集》，上海書畫出版社， 

  頁 232 。(原載《美術史論》1993 年第 3 期)。 
2衛明德 沈清松 邵大箴主編，《天心與人心，中西藝術體驗與詮釋》商務印書館，北京，2002

年，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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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動機 

 

質沿古意而文變今情。立萬象於胸襟3 

 

1、表現─宋朝的繪畫藝術是中國繪畫史上一座難以攀越的巔峰，以花鳥為題綱

的繪畫藝術走到當下今日，還能有怎樣的可能性，跨出東方傳統形式或由西

方靠攏東方的表現會是以何種形式呈現呢﹖ 

 

2、裱褙形式─傳統中國書畫作品，須經過裱裝的工序完成後方算完整，作品才得

以張掛鑑賞。然而坊間裱褙師傅良莠不齊，致使作品退色、汙損時有聞之。

「古人凡事期必永傳，今人取一時之華，苟且從事，而畫主及裝者俱不體認

4」，苟且僥倖心態古今皆然。 

 

3、材料─再者就以往所學傳統繪畫中的顏料使用，大致以植物性、土質顏料為居

多；或以當今水彩顏料、廣告顏料代用；若有用到礦物性顏料者僅硃標、石

青、石綠少數色彩。教授於授課時一再強調提醒，時下國畫顏料材質不佳、

膠合不穩定甚至不堪使用。假以時日則顏色退卻色彩不復，造成藝術家的缺

憾與懊惱。乃引發以礦物顏料入畫作為創作媒材想法，以歷千秋不易之色彩

創造恆永的作品，應不枉對藝術狂迷的初衷。 

 

4、實驗─學習方法是為打破所有的法，各種方法都是拿來為繪畫服務的。故媒 

   材選擇、裝裱形制、技法運用、形式表現是筆者想要實驗嘗試的方向。 

 

二、目的 

漢語辭典:凝眸詞語解釋 基本定義:﹝gaze﹞定睛去看；詳細釋意:注視；目不

轉睛的看。黑格爾說:「把每個形象看得見的外表上，每一個點都畫成眼睛或靈魂

                                                      
3陳.姚最序〈畫品并序〉盧輔聖 《中國書畫全書》上海書畫出版社 2009 年 12 月續畫品頁 4。 
4明 周嘉冑〈裝潢誌〉，收編于俞劍華編著《中國古代畫論類編下》人民美術出版社，北京，

2014 年 5 月頁 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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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住所，使它把心靈顯現出來，使外表形象成為『心靈的表現』。」5藝術的表現

有傳達內化情意及思維感知的張力。這種「心靈的表現」正是筆者有感於自然造

化，視無常為常態的心靈態度轉換。 

 

漢語辭典:「自在」的反義詞:拘束；近義詞有:安閒、悠閒、自如、自由、自

若、逍遙、閑適；基本解釋:﹝free;unrestrained﹞:自由；無拘束。﹝comfortable；

at ease﹞:安閒自得，身心舒暢他心中好不自在。﹝freedom of wordly cares﹞﹝佛

教﹞:心離煩惱的束縛，通達無礙。詳細釋義:安閑自得，身心舒暢。 

 

儒家: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講人與人的關係；道家:「無為」、「道法自然

」講人與自然的關係；禪宗、佛學:佛家的境界是「空」，無相曰「空」講人與心

的關係。空不是「無」，空的涵意是:每一個現象、任何一種存在所共同具備的性

質，沒有不變性、孤立性和實體性。這是一切法的真相，空即是一切法的實相；

。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固定性，一切都是在變動變化的。生住異滅、成住壞空、生

老病死的過程，沒有絲毫的固定性。體會大自然的變化、世事的變遷無常是正常

；花開花落、一花一世界，從一朵花中便可悟出整個世界；認知了「空」性的不

固定性及變動性，對無常的體驗不僅讓內心更自在，對人、事、物的看法上會有

更寬廣的空間。萬法唯心造，花開水流、風清月朗一切的自然現象無不如此，荷

無語、月無言一切乃吾心所造，一切都是自性生出來的。故花鳥(植物)的象徵意

涵都是「心」之所「受」；也是佛家所講「唯心造境」，心隨境所牽、境隨心轉。

佛法修行就是要讓內心自由自在明亮透徹不被拘束。 

 

以「真」為萌芽，以「善」作養分，成就至「美」的境地；生命用「真」來

表達、用「善」來傳遞、用「美」來實踐。生活該守住「真」留住「美」乃藝術

的「真誠」。 

 

花卉植物在自然界裡與世間萬物關係密切關連；沒有花草調色的世界，對人

類而言就是死寂黑白。再其他非賞花植物如松柏、銀杏乃至苔蘚、蕨類植物，含

括人類及動物的食物，幾乎都要靠花來作為繁殖傳代。所以植物開花有它存在的

                                                      
5 參引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台北市，滄浪出版社，1986 年 9 月，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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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花朵的呈現更讓世界為之明媚動人、色彩繽紛。 

 

今以萬物為師，以生機為運，見一花一萼，諦視而熟察知，以得其所然，則

韻致丰采，自然生動，而造物者在我矣6。 

 

希望藉由在以往所學習傳統花鳥繪畫表現的形式基礎上，對於技法運用、媒

材選擇、形式表達上做出些不同往昔的實驗體現。「凝眸處、花開自在」經由對

花鳥植物的描寫，讚嘆天地萬物自然循環運行的神奇，養心、明志、療傷。行至

不惑之年，人生的審視反省該是清明豁達、逍遙自在。閑情逸趣是中國傳統文人

生活的理想典型。追求游於藝的精神，入情見性，美不勝收。將天地間的美好有

意識地蒐羅留下。也期待有脫離「能力」範疇，進入「表現」階段的作品呈現，

為自我努力目標，這就是生活的藝術。 

 

三、內容 

    藝術活動與人類的發展史緊密關聯，本研究內容著重於花卉植物(花鳥繪

畫)，對於人們生活機能中的意義。如:移情、功能、表現及意境等的表達形式

加以研究探討。 

 

(一)、情感的寄寓冥和天人、與天地神遊往來─移情 

    凡吾人感情所由發，即畫之精神所在7 

 

    台灣女人早期的名字是:阿蘭、菊子、美蓮、秀梅、美麗，大多與花兒攀親帶

故；這些平凡所謂菜市場名字，只要用心看待細細品味，她們都是認真過生活的

血肉生命；她們優雅端正風華莊嚴，都代表著前人一步一印的步履足跡。「花」

兒妳是春梅、夏荷、秋菊、冬梅…。兒時後院屋角種有木槿、紅薔薇、美人蕉、

含笑、桂花；上學途中路旁籬笆的燈籠、扶桑、山邊野生月桃花、石板縫繃出的

                                                      
6清・鄒一桂〈小山畫譜〉收編于鄭昶《中國書畫全集》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1966.10 月二版  

頁 512。 
7 李叔同 〈圖畫修得法〉《二十世紀中國畫討論集》上海書畫出版社 3 頁 1905 年作於日本，選

自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編《弘一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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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樣樣都在記憶深處，童年光景常入夢來。 

 

少讀《聊齋》:書中人物如夢似幻。葛巾、黃英、石清虛、青蛙神、香玉、竹

青…，各個性格鮮活生動，情意燦爛自得。深感「心」可托天地，「情」可寄萬

物；情感傳遞可以是文學、詩歌，可以是繪畫、舞蹈、攝影、電影…等等藝術形

式，感動是隨時隨地無時無刻不存在，只要用心體恤但覺天地有恩，萬物皆含靈

蠢動多有情義啊！ 

 

中國繪畫領域裡，花鳥畫乃重要選材之一。其象徵意涵上，古人早有明確吟詠與

詮釋。 

 

「故詩人六義8，多是於鳥獸、草木之名，而律歷四時，亦記其榮枯語默之

後。所以繪事之妙，多寓興於此，與詩人相表裏焉。9」 

 

以花鳥(植物)喻人，將之比擬君子仁人，其堅忍貞潔、傲骨凌霜、冰清不汙

之特性，寓意著人性情感抒發與人格操守的精神象徵。花鳥畫被文人廣為操作，

花鳥畫的意義是:文人雅士的學識、品德、才華；是人品才情發表的品項之一；

「四季平安」、「鳥語花香」、「白頭富貴」、「代代壽仙」…，花鳥能傳情達

意，郁鬱芳香多姿豐富的色彩，承載著人們對生活祈求圓滿、願望託付與祝福的

花卉語言；佛教中更將花視為對生命的悟道，開啟心中智慧的象徵。  

 

 (二)、以美育代宗教說─功能 

 

    純粹的美育，所以陶養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純潔之習慣，而使人我

之見、利己損人之思念，已漸消沮者也。蓋以美為普遍性，絕無人我差別

之見能參入其中。食物之入我口者，不能兼果他人之腹；衣服之在我身

者，不能兼供他人之溫，以其非普遍性也。美則不然。即如北京左近之西

山，我游之，人亦游之；我無損於人，人亦無損於我也。隔千里兮共明

                                                      
8 指《詩經》的六藝即「風」「雅」「頌」「賦」「比」「興」。 
9花鳥緒論〈宣和畫譜〉收錄于俞劍華編著《中國古代畫論類編下》人民美術出版社，北京， 

2014 年 5 月頁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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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我與人均不得而私之。中央公園之花石，農事試驗場之水木，人人得

而賞之。埃及之金字塔、希臘之神祠、羅馬之劇場、瞻望賞探者若干人，

且歷若干年，而價值如故。各國之博物院，無不公開者，及私人收藏之珍

品，亦時供同志之賞覽。各地方之音樂會、演劇場，均以容多數人為快。

所謂獨樂樂不如人樂樂，與寡樂樂不如與眾樂樂，以齊宣王之惛，尚能承

認之，美之為普遍性可知矣10。 

 

藝術家之所以「創造」除了耳熟能詳的理由外，是否還有其他的功能性存在﹖

藝術之不朽因其能感動人心，能感動人心自有其教化作用。故「賞心悅目」養其

眼收其心，非所謂不服務人眼的曲高和寡。藉繪畫藝術的呈現，可以導人入「真

與美」境地，期達淨化人心之效果。引人入善道，亦是善的行舉與當今的「成教

化、助人倫」乎﹖繪畫應要先打動眼球(視覺美感)繼而打動心靈。「人格」之所

以完美，乃因透過教育、學習循循善誘而成。獨善其身之獨樂樂不如眾樂樂乃大

家之器量也。 

 

(三)、探索多元新樣貌(當代的可能性)─表現 

清人鄭績於〈夢幻居畫學簡明論花卉翎毛〉花卉總論云: 

 

    草木之花甚繁，無一不可以入畫圖而傳於筆墨，而其中分形別類，有樹

本、草本、藤本之不同。當窮物理而參用筆法、墨法、寫工、寫意，各臻其

妙。故寫花草不徒寫其嬌豔、要寫其風骨。骨法用筆、筆氣在墨，然練墨用

筆，往往流入粗豪，又失花之情態。殊少文雅。如專用顏色而不用墨、古人

有沒骨法，令人喜其秀麗，每多學之。但沒骨法雖得相生體態而無筆無墨，

究竟宜於女史描摹，不當出在士夫手段。必要色、墨並用，練筆不失花情，

寫生善用墨氣，如是乃寫花卉上乘之法。11 

                                                      
10邵琦 孫海燕編《二十世紀中國畫討論集》上海書畫出版社，頁 9，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
說〉本文為作者在北京神州學會演講，原載 1917 年 8 月《新青年》3 卷 6 号。 
11
清 鄭績撰〈夢幻居畫學簡明論花鳥翎毛〉收編于俞劍華編著《中國古代畫論類編下》人民美術出版社，

北京，2014 年 5 月頁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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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於論述中將歷來花卉畫論，如何畫好花卉的方法概要，做了簡潔明確的

總結。欲窮物理必善用筆法，或墨、或工、或寫意；骨法用筆、筆氣在墨或色墨

並用無失花情，善用筆氣墨色使各臻其妙。 

 

    謝赫在《古畫品錄》中，提出了中國畫的品評標準─繪畫六法。 

 

六法者何﹖一氣韻生動是也，二骨法用筆是也，三應物象形是也，四隨類赋

彩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摹寫是也12。 

 

    謝赫將「氣韻生動」排列在第一，以下五項是作為達到「氣韻生動」的方法

及手段。「氣韻生動」乃中國繪畫獨有的本質和境界、是品評中國畫審美最基本

的最高標準。「氣韻」是藝術家的個人天分和創作素養的綜合具體表現，是由作

品中折射出的深刻內涵及氣質。 

 

「……昔人謂氣韻生動是天分，然思有利鈍，覺有先後，未可概論之也。  

委心古人，學之而無外慕，久必有悟，悟後與生知者殊途同歸。氣韻生動，

須將生動二字省悟。能會生動，則氣韻自在。」氣韻生動為第一義，然必以

氣為主。氣盛則縱橫揮灑，機無滯礙，期間韻自生動矣13。…」 

 

方薰也指出氣韻生動為第一義，然必以氣為主。筆者以為所謂「氣」者，乃

現代語言的生氣(機)、靈氣、精神氣勢，是精、氣、神的表現；「韻」就是氛圍、

律動節奏感，風動的感覺、空氣流轉的空間感，是整幅畫的調和感。毫無疑問上

述功夫是習畫者戮力以達到的境地。 

     

    1941 年春至 1943 年夏，張大千耗費巨資，攜帶家眷及畫家孫宗慰、肖建初、

謝稚柳等，跋涉荒遠偏居敦煌兩年又七月餘，為面壁臨摹被忽略了千年之久的巨

                                                      
12謝赫〈古畫品錄〉收錄于俞劍華編著《中國古代畫論類編上》人民美術出版社，北京，2014 年 5 月頁

355。 
13方薰〈山靜居畫論〉俞劍華編著《中國古代畫論類編上》人民美術出版社，北京，2014 年 5

月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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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壁畫。張氏以為「敦煌壁畫」是集東方中古美術之大成，非是一般匠人所能繪

製。此乃名家之傑作，它是人類文化的瑰寶奇蹟。 

 

    張氏何以要散盡家當遠赴敦煌面壁臨摩﹖因為他知道中國繪畫藝術走到此

地，文人畫藝術有了成程度上的瓶頸；因為那裡壁畫的水平至高，敦煌壁畫代表

了中國各個時期繪畫的最高水準，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國美術史。他透過臨摩藝術

品的展覽，讓全國美術界同行及人民知道，有敦煌這樣一個藝術寶庫，傲視世界

豪無遜色。敦煌地處絲綢之路的咽喉位置，中西文化匯集交融於此。是世界少有

能吸收多種民族藝術風格又自成體系的石窟藝術；敦煌壁畫以色彩墔燦斑爛驚豔

於世，審視敦煌的壁畫，不論那一朝代、那一個派別，皆採用重彩顏料著色，那

就是礦物質顏料。在設色上絕無草率，並且上色不僅一次，必是多層次以上。致

使得畫的顏色厚實有加，美上加美。礦物顏料是壁畫色彩的重要選材，厚重的顏

料發揮它最高的彩度燦爛千年不墬。石窟中的藝術是中、西文化的交流亦是東方

與西方同爐共冶的融合。大千先生面壁敦煌是「入古出新」，將黃沙淹沒千年的

絢麗輝煌重新找回來，中國畫不僅僅是崇尚墨分五彩，以水墨方為上一脈而已。 

 

當今諸多藝術的展演型態，靈感取材自敦煌、養分從敦煌而來，敦煌是當時

的「承襲與創新」。吸收揉合當今社會多元藝術的特色取其優點而用，應是現代

的「入古出新」也。 

 

(四)、「詩情畫意」境界的自我尋找與實現─意境 

 

故詩人六義，多是於鳥獸、草木之名，而律歷四時，亦記其榮枯語默之後。

所以繪事之妙，多寓興於此，與詩人相表裏焉。14 

 

    宋・蘇軾《東波題跋，書摩詰〈藍田煙雨圖〉》:「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

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15」。此乃東坡對王唯詩、畫的稱頌與褒揚，詩、畫藝術

                                                      
14花鳥緒論〈宣和畫譜〉收錄于俞劍華編著《中國古代畫論類編下》人民美術出版社，北京，

2014 年 5 月頁 1043。 
15北宋 蘇軾撰〈坡題跋二〉王雲五主編，《成集書叢初編，》商務印書館，上海，1936 年 12 月

頁 94。 



書畫藝術學刊 第二十九期                                                             

 330 

彼此相互通融交會。中國藝術史上詩人兼擅書藝、畫藝者有之；畫家精通書藝、

詩藝者有之；自唐以下，畫家以詩境來作畫、詩人以畫境來題詩，儼然成為詩畫

交融的景象呈現；詩畫交輝的詩意畫或題畫詩，是思想與藝術的結合。 

 

四、方法 

(一)研讀國內外繪畫理論文獻、色彩心理、畫冊圖檔等資料，進行歸納分析。 

(二)中外古今花卉(鳥)作品分析比較。 

(三)色彩探討:礦物顏料的使用，在全世界古老文明中佔有極重要席位，對於人類 

文化藝術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作用。諸如一些古老洞穴壁畫的被發掘，皆因礦物

類顏料具有恆久不易變色的物理特性，方使色彩自然而沉著的壁畫得以保存並留

下諸多璀燦瑰麗的藝術作品，提供後人賞析與研究。 

 

    今人探討研究敦煌，對敦煌的色彩16以科學方法做深入之研究。敦煌壁畫鮮

豔絕美的色彩能夠經歷千年不朽完整保存迄今，原因大致肯定敦煌所處位置，地

理環境得天獨厚的氣候條件有關連；敦煌地屬大陸性氣候、乾燥少雨。石窟多鑿

建於砂礫岩，地質上稱為酒泉系砂礫岩、乃是礫石與沙土混和沉積形成。壁畫多

存藏於石窟內部，鮮少受外界自然氣候(日光、空氣、濕度)之影響；壁畫色彩顏

料採用礦物或稱無機質顏料亦為重點之一。 

     

    「外師造化、中得心源17」 

 

    今以萬物為師，以生機為運，見一花一萼，諦視而熟察知，以得其所以

然，則韻致丰采，自然生動，而造物者在我矣。18 

 

    向大自然學習，由寫生著手。張璪:「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對景寫實，畫

者於描寫創造過程中反映客觀事物與主觀思想及情感的聯繫作用，對表現對象做

分析評判並加以改造，這就是中得心源。 

                                                      
16樊錦詩主編《敦煌研究》甘肅省 蘭州市 甘肅省文化廳 1983 年 創刊號，頁 187  
17唐．張璪〈文通論畫〉俞劍華編著《中國古代畫論類編上》人民美術出版社，北京，2014 

年，5 月頁 19。 
18鄭昶〈中國書畫全集〉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1966.10 月二版頁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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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來學者，皆以「遷想妙得」、「傳神寫照」、「以形寫神」、「形神兼備」等

詞彙，來肯定顧愷之在中國繪畫藝術創作及美學思想上的顯著影響。而這種思想

也左右了中國畫的審美觀。按李霖燦解釋:遷想妙得；遷想指「感情的移入」，妙

得指「技巧的達出」19；傳神寫照:「寫神傳照，正在阿堵之中:按現代人說眼睛是

靈魂之窗與此有映合之處，後來的畫龍點睛之故事亦昉於此。」20以形寫神:筆者

以為之所以能寫神，其前提必須是描寫能力佳，形體的掌控得宜方能顯神；如此

才能達成形神兼備之境。「師法自然」者乃是對物象之理的基本觀察，從觀察中

理解題材的特性，進而產生各種筆勢運用以掌握對象物的形貌與精神。 

 

  

觀察寫生記錄 

  

觀察寫生記錄 

                                                      
19李霖燦，〈中國美術史稿〉，台北，雄獅美術，2008 年 1 月頁 29。 
20李霖燦，〈中國美術史稿〉，台北，雄獅美術，2008 年 1 月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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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藤 2017 年 9 月攝於台藝大 珊瑚藤 2017 年 9 月攝於台藝大 

  
複辦芙蓉 2016 年 9 月攝於內湖碧山 百香果 2017 年 8 月攝於碧山 

  
醉蝶 2017 年 8 月攝於碧山 九重葛 2017 年 8 月攝於碧山 

 

五、創作實踐 

    繪畫媒材的選擇使用，會讓作品表現的形式樣貌改變。為探討花鳥(植物)畫

的較多面貌態勢。筆者選擇以礦物顏料，色彩堆疊的折射相互作用做留白的空間

感的實驗，也就是利用色彩來表達留白；對肌理的舖陳如: 水與墨的交流、墨與

色的互動、色彩間的交互融合、厚薄紋路的堆砌，如何做到淺不薄、濃不俗；將

空氣流動、風的感覺，花香的感覺表現出來，以達「氣韻生動」為目標；另闢蹊

徑發掘新的載體素材，嘗試以建築裝潢用的進口松木板來作創作，取其木材本身

紋路壓縮交錯之美感及天然大地的色澤質感作表現。但木板本身不平滑，要如何

克服它凹凸不平的表面紋路，如何賦予它生命的感覺是要嘗試努力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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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四季，十二月令花卉〉 

 

    中國自古以農立國，農業的地位

至關重要。長久以來所形成的中華文

化，對傳承的子民來說，有著濃稠化不

開來的情懷。廣大的土地孕育滋養了

這一方炎黃子孫...隨著季節的更迭變

化，何時該播種﹖又該種植些什麼作

物﹖四季中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它是怎樣地在運行﹖大地恩澤除了供

應溫飽生活所需的資源糧食外，其中

色彩鮮豔的花卉植物帶給人們生活上

的意義、在人文與哲學知性上的意涵，

更是豐富多彩和喜悅。十二個月令、二

十四個節氣相互應和，斯土斯民血液

裡的脈動因子孕育出的民族情懷世世

承襲代代相傳。 

〈四季，十二月令花卉〉37.5x37.5x12 公分 

一月梅花、二月杏花、三月桃花、四月牡

丹、五月榴花、六月荷花、七月玉簪、八月

桂花、九月菊花、十月芙蓉、十一月山茶、

十二月水仙。 

 

作品 〈摯友〉菊花與石頭 

 

    水墨繪畫中，墨色的五墨、

六彩之說:居巢、居廉的撞水、撞

粉技法的傳承與發展，皆源自於

「水」對「墨」對「彩」的交互溝

通作用，此作用將關鍵的水由被

動的「應用」轉為主動的「運用」；

讓水、顏色、墨在紙上自由流動

滲化、融合或衝突…嘗試在傳統

的筆墨基礎上，加入吸收新的技

巧方式及手法，期待於傳統的承

傳中也能走出新意表現。 〈摯友〉菊花與石頭 97X5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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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竹林春曉〉鵪鶉 

 

〈竹林春曉〉鵪鶉 62X75 公分 

 

    漢字六書中有一使用方法:「假借」。吾今利用假借之名，就「借用」媒材既

有的訊息特徵，「借力使力」以最小的創造，收穫最大的績效；野地俱寂偌大穹

蒼下，引頸傾聽幽林深處，同伴傳喚聲聲…。 

 

    朱光潛:「創造的定義可以說是『根據已有的意象作材料，把它們加以剪

裁、綜合，成一種新形式。』材料是固有的，形式是新創的；材料是自然的，

形式才是藝術。」21 

 

    利用盛上的技法為鵪鶉做局部基底，等待基底乾燥後，再敷以色彩。幾乎

不加修飾的松木板天然紋路肌理為大地之幕，綴上鵪鶉數隻各有其姿態，天地

悠悠，任其自在逍遙。 

 

 

 

                                                      
21 朱光潛，《文藝心理學》，漢京文化，臺北， 1987 年 3 月，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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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蝶戀花〉珊瑚藤 

 

    某天，在學校書

畫藝術學系，系辦角

落的小花圃外牆上(花

圃為系上重亨老師精

心闢造)，驚見掛著串

串粉紅色的花朵；貌

似鈴鐺的小花兒接踵

成串的開著，身姿搖

曳、曼妙婀娜；雖然 
〈蝶戀花〉珊瑚藤 65×53 公分 

沒有旁邊山茶花開時的厚實風韻，卻開得燦亮輕柔靈巧可人。珊瑚藤又名:紫苞

藤、朝日蔓、旭日藤…。花期在 3-12 月間，春夏秋三季皆可窺其燦爛身影；在

園藝界享有「藤蔓植物皇后」之稱。《蝶戀花》在中國傳統中有家庭美滿的寓

意。 

 

    利用揉紙龜裂的變化做珊瑚藤葉面葉脈紋路的效果，以對角線的構圖做主

題的描述。花、藤茂密隨風招搖，美麗的身姿招來戀慕的蝶兒款款而下一親芳

澤；風與空氣在空間流盪著…。將水墨畫的低色調轉換成高彩度明亮的顏色，

留白的空間就是風與空氣的語言。 

 

作品〈天心〉海芋 

 

〈天心〉海芋 77X92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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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遙望穹蒼清涼如水，明月當空有浩瀚崇高之感，使心生仰慕之情。眼睛所

看到的外在世界，引發人們反向內在反求自心。純淨的星空宛如崇高道德般，

崇敬嚮往之心油然生起…我欲乘風歸去…。 

 

    利用平面構圖的排列組合形式進行創作嘗試，將直線的海芋花莖與菱形的葉

片作整齊排列的方式呈現畫面；既要排列又有重複，在整體視覺上有垂直、有水

平(整體葉片)感又有花的塊狀曲線感。「海芋」是以遊戲的心情，對傳統繪畫理論

重疊堆砌的詬病進行實驗。驗證古人的一些說法在現代的審美條件下可否成立。 

 

    以工筆、重彩橫幅掛軸式的形式呈現，來實驗創作重複的構圖與線形的排列

組合，構成均衡型的構圖樣態。讓視覺從單元化跨到多元化，由單一化向多樣化

組合靠近，以現代導入傳統。 

 

作品〈雙姝〉蜀葵 

 

    對蟄居於現代都市叢林的人而

言，想在自家範圍尋得一方寸土地種

植花草植物，幾無可能。一朝見樓下消

防小巷口旁，放置了兩個大水泥花盆，

種著葉形碩大如掌的植物。其成長速

度極快，不消幾許功夫就見其抽芽開

花，愈長愈高花兒也跟著愈開愈高。花

期裡，早晚路過一定駐足凝視默記姿

容或拍照記錄。 

 

「寫生」者，寫其生命、寫其神；中國

人「天人合一」的觀念所執重的是自我

內向的和平、安逸、追求主體投入客體

的統一和諧。是對客觀事物的有所感

悟的自我表現。此幅以膠彩直立形式 〈雙姝〉蜀葵 111.3X61.3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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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茂盛的枝葉绽放的花朵迎向天際。花卉豐富美麗的樣貌姿態，象徵無比

的自信與勇氣。 

 

作品〈生命的獻禮〉香蕉花 

 

〈生命的獻禮〉香蕉花 80.3X65.2 公分 

     

    台灣有句俗諺:「芎蕉吐子為子死」。芎蕉即香蕉，一株香蕉當它開花結果，

收割香蕉果實之後，母株就必須被砍倒丟棄。當第一次聽得此諺時，心靈底處深

深被觸擊。以「香蕉吐子」做比喻，道盡天下為母者疼惜子女無畏的奉獻與犧牲，

不惜付出身軀與生命。當我們吃香蕉的時候，從來不曾想到它是以這樣的方式呈

給人們口腹上的需求，人類真的該感謝宇宙大地一切的供給滋養。 

 

    多層次厚塗打底方式完成大片的葉子背景及天空底蘊；蔚藍的天、閃爍的陽

光、流動的空氣、均在底色層作蘊釀。一次次堆疊鋪陳之後，葉子採用工具直接

作出香蕉葉脈；紅艷的香蕉花是母親赤裸的心；畫面上的「白」是氣也是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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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未來的希望。 

 

作品〈滋味長〉竹筍 

 

〈滋味長〉竹筍 50X62 公分 

    

    發想念頭來自日本永平寺傘松閣的「天井繪畫」。天井繪畫它是以天然礦物

質顏料在方形或圓形的木板上作畫，完成後將其組合舖陳裝置在天井上方天花板

上的一種繪畫創作；以它來作為天花板的一種裝飾，類似敦煌藻井圖案的呈現。

中國寺廟的藻井是自天花板向上凹進，似穹隆狀；日本天井繪畫則呈平面式的表

現。 

 

    此幅畫作是作者在嘗試繪畫創作的基底承載材料上，做一種不同於傳統、慣

用材質(紙或絹)之外的另類實驗選擇。 

 

    歐松板:它是家庭裝潢整修中常用的一種材料。主要採用歐洲的松木作為原

料，在德國加工製造。經過刨片、脫油、乾燥、施膠、定向鋪裝再到熱壓成型等

等一系列工藝過程，所做成的一種定向版。木板本身組合的紋路肌理、天然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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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非常有小時候到竹筍園裡去挖竹筍，筍林地上舖滿了落下竹葉那種迷離虛幻

的感覺。借用載體原有的肌理色調作為背景空間，畫面背景上不做太多的人工著

墨，讓松木板原始肌理的美以最自然之面貌呈現。 

 

作品〈逐月〉黃百合 

 

〈逐月〉黃百合 77X92 公分 

     

    色彩為表達情感、營造氛圍意境而服務。色彩的運用可以反映作者的情緒、

展現內在氣質美感；畫面呈現的因子就是心境的反射。不同色彩予人不一樣的視

覺印象。謝赫六法中「隨類賦彩」就是依所描繪自然界人事物的顏色來施以色彩。

然以現代藝術手法及美學觀點而言色彩是非常主觀的，完全取決自個人主觀意識

的取捨，來確立、主張在形象處理上的「似與不似」或「不似之似」。使塑造出

相較於生活中更趨完美的藝術創作，來宣示作品與眾不同及其獨特性。本幅採右

下到左上對角線的構圖形式創作，以橫幅掛軸呈現。 

 

    百合花屬百合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百合花在中國人心目中有百年好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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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美好、百事合意之意涵，黃百合花語:財富、高貴、榮譽、快樂、吉祥…。 

 

作品〈淡看人間歲無憂〉 

 

    白描，是中國對線要求

的最高形式表現。用線是世

界古文明共通之點，就如人

類的兒少期行為中有諸多的

共性一樣，所以書畫同源也

並非僅中國古文明所獨有；

應涵蓋中西古文明、文字及

藝術的進化演譯，線條是基

本原始的應用功能。 

 

    中國畫以毛筆為描寫工

具，中國人講求中庸之道，

中鋒用筆乃是書法運筆的最

高審美準則。從一筆開始，

或虛或實、或乾貨濕、或流 

〈淡看人間歲無憂〉白描菩薩圖 108X92 公分 

暢或古拙，以筆法融合自然之法，盡筆勢來反映物勢，延展內在的心靈體悟呈現

生命的節奏律動。亙古安然端坐的菩薩，坐觀天下蒼生，祈願白雲千載歲無憂。 

 

結語 

   本創作研究是以花卉植物作為創作主題，因此在過程中除了對花卉進行更深

入觀察了解外，從蒐羅資料當中也更多機會去閱讀前人對於創作的態度及理論敘

述的實踐。是否因為社會結構及生活方式的關係，前人對於花鳥(花卉)植物的用

情至深、寄寓更切；農業社會中時刻離不開土地與植物，食用植物、觀賞植物既

是物質又是精神的生活型態；花鳥意涵的創作於生活、文學、藝術方面的表現碩

果累累成績非凡。生活中以文學支持藝術，藝術形態即是生活樣態；這是中國文

人最終理想的生活，也是筆者未來追求的目標與理想。以下是此次創作中的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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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反省: 

 

    元素、題材的選擇，對一個能畫畫，會畫畫的人來說:選擇什麼樣的題材來

作為繪畫表現，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手中什麼樣的題材它都能夠表達出它內在

的語言來，如此才堪稱「藝術家」。 

 

    表現形式上嘗試新的材質(歐松坂)、金箋紙作為創作載體，並多以礦物質顏

料作為媒材入畫(期盼色彩永存)，加重於肌理技法變化導入畫中，讓肌底層次及

畫面呈現多元豐富感。此次經驗所得，使日後對選用媒材的思考會更加不設限，

信心倍增。 

 

    構圖表現上採取些較不同於傳統形式的構圖表現，傳達內心想託付的語言訊

息；如:十二月令花卉圖，以不違背植物生長本性，作左右旋轉、逆上順下或順上

逆下的弧形律動，作圓中有圓或圓中有方或貌似太極的左右環抱旋轉、環繞的設

計，是另一圖形構圖形式的嘗試。 

 

    針對自我實驗過程中一路的思考操作行為上，發覺自己依然小心翼翼深受既

往慣用框架所束縛侷限，不敢放膽一搏；創作的主觀意識就是誇飾或簡略，在於

畫面結構的取捨上筆者仍是越畫越多的加法操作，要勇於捨棄以減法方式去操作，

應當是筆者日後努力的重點。構圖的精簡，擺對位置就是設計的開始。中國式繪

畫的發展和存在有其獨特的形式表現存在，除了藝術(技術)好之外還要學問好，

否則就覺得它有不夠完善之感，能詩、能寫、能畫，所謂詩書畫三者兼備，往後

將在詩詞、書藝上多下工夫；扣人心弦的作品呈現，應是來自繪畫者的生活經驗、

生命質量和豐富的內心世界息息相關。藝海無涯，唯勤是岸；吾深信畢業之後才

是真正創作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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