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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堅如玉 林立高山─玉山、圓柏水墨創作 

Being as Pure and Solid as Jade; Being Widespread in High 

Mountains―The Chinese Ink Paintings of Jade Mountain 

and Juniperus squamata 

 

劉如珍 

Liu Ru-Jen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在職專班碩士 

 

摘要 

  具有象徵「聖山」的臺灣最高山之「玉山」，於清代時期即有詩人以詩詞歌

頌、日據時期的登山客探險、畫家繪畫等等讚揚玉山之美與雄偉。以山水為題材

而入畫，自中國五代以後已是重要畫科之一，林木的各種姿態表現亦是山水畫中

重要的表現題材。描繪臺灣高山之目的，日據時期的日籍畫家們以臺灣山岳為繪

畫題材，是作為日本於政治上的重要宣傳，爾後亦影響當時臺灣本土畫家山岳畫

寫生的風氣。畫家筆下的玉山，筆者以三位畫家石川欽一郎、藍蔭鼎、馬白水的

生平背景、繪畫風格與理念比較之淺述。 

 

 

 

 

 

 

 

 

 

 

【關鍵字】玉山、山岳畫、寫生、寫實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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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畫」說玉山 

   「清堅如玉」象徵臺灣聖山的玉山，也是詩人、攝影者、登山客與愛好戶外

寫生畫家心目中的「聖山」，玉山山勢如龐然大物般，矻然萬仞，色若精鐵，像

巨石般矗立於天地之間，東峰、南峰、西峰、北峰，四座高峰向四處伸展，山巒

層層連綿不斷。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訓》中對山做了精確的描述： 

   

山，大物也。其形欲聳拔，欲偃蹇，欲軒豁，欲箕距，欲盤礡，欲渾厚，欲

雄豪，欲精神，欲嚴重，欲顧盼，欲朝揖，欲上有蓋，欲下有乘；欲前有據，

欲後有倚，欲上瞰而若臨觀，欲下游而若指麾。此山之大體也。1 

 

郭熙對高山深入的瞭解與描繪，指出山因為它巨大，所以高大聳拔，雄壯渾厚，

呈現剛健的精神而有氣勢磅薄之山勢，令人讚嘆、仰止。詩人路寒袖在《玉山散

文》中寫道： 

  

而親臨玉山，看見玉山的寬厚與遼闊，讓自己知道什麼是敬虔和謙卑，什麼

是真誠和順服。人生在玉山面前，只有體認自己的渺小，也體認到玉山的包

容。2 

   

  攀登玉山已是件很辛苦的運動，又要攜帶畫具登上玉山寫生，實在是考驗畫

者體力與毅力，雖然辛苦，但是山的魅力對畫家們而言，總是有種無法抗拒的吸

引，玉山的魅力不僅僅是它的高大雄偉，更在於它的千變萬化，山景忽而開朗燦

爛、忽而風雲湧起，它的變化因四季不同、晨昏各異、陰晴不定、各種角度面面

又不同。郭熙又說： 

   

山，近看如此，遠數里看又如此，每遠每異，所謂山形步步移也。山，正面

如此，側面又如此，背面又如此，每看每異，所謂山形面面看也。如此是一

山兼數十百山之形狀，可得不悉乎。山，春夏看如此，秋冬看又如此，所謂

四時之景不同也。山，朝看如此，暮看又如此，陰晴看又如此，所謂朝暮之

                                                 
1 熊志庭、劉城淮、金五德：《宋人畫論》（中國湖南，湖南美術，2010 年 10 月）頁 22 
2 路寒袖：《玉山散文》（臺中，晨星出版，2003 年）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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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態不同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數十百山之意態，可得不究乎?3 

 

將山面面觀、時時變，看的如此透徹後，才能把握天地之道，感受萬物之情，而

後達到「天人合一」境界，正因為玉山的樣貌千變萬化，畫家們也喜以各種角度、

技法描繪下來。《韓詩外傳》中說：夫山，萬人之所瞻仰。連橫也說臺灣山川之

秀美，可以拓眼界、擴襟懷、寫遊蹤、供探討。所以愛山者可以繪畫、攝影、寫

詩；看山、觀雲、望日、踏雪，亦衍生出「玉山文學」。 

 

  玉山，風景壯美，「玉山積雪」更是一大特色，因為它的獨特、高大，最能

代表國家民族精神象徵，日本統治時與國民政府時期都將玉山作為象徵權威性的

彰顯功能，所以中、日兩個政府治理臺灣時期都舉辦過，票選臺灣八景十二勝活

動，清康熙三十一年後臺灣即出現第一個「八景」4。 

 

  
圖 1-1  〈玉山明信片〉 圖 1-2 〈玉山版畫〉 

圖 1-1、圖 1-2 資料來源：《臺灣影像歷史系列》見證－臺灣總督府(1895~1945) 
 

  玉山被日本天皇重新命名為「新高山」，彰顯著日本帝國佔據新領土的擴張

與皇威，更代表著日本帝國主義精神注入於玉山，象徵新的日本「聖山」精神，

爾後「新高山」的圖騰即作為臺灣總督府重要的宣傳，當時臺灣總督府請多位日

本籍畫家繪制紀念繪葉書（即明信片），1906 年 6 月 17 日臺灣總督府施政十一週

年紀念所發行的玉山圖騰，發行數小時後即被搶購一空，價格也暴漲 6、7 倍（圖

                                                 
3 熊志庭、劉城淮、金五德：《宋人畫論》（中國湖南，湖南美術，2010 年 10 月）頁 13-14 
4 「八景」一詞最早出現北宋沈括《夢溪筆談》，係指宋迪的「瀟湘八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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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另 1916 年 6 月 17 日臺灣總督府施政二十一週年紀念發行，以玉山為背景

的三色版畫，右邊為阿里山神木；與林產管理局嘉義製材工廠圖片（圖 1-2）。 

 

 

    又 1931 年鹽月桃甫5受命總督府遞信部（今

郵政局）委託設計一系列的「臺灣風景名勝紀念

郵戳」6，以新高山與帝雉為主的郵戳（圖 1-3）；

1935 年畫家木下靜涯7所繪的靈峰玉山和紅檜木

森林，此圖是臺灣總督府施政四十週年紀念委託

所繪，由總督府交通局發行（圖 1-4）。日本皇室

認為「旭日」代表著最純真、最壯麗，及萬物生

息循環，正是日本國的象徵，並以祝賀昭和登基 

圖 1-3鹽月桃甫〈新高山〉郵戳。 

資料來源:王淑津 

《南國．虹霓．鹽月桃甫》 

為由，日本皇室於 1928 年委託日籍畫家藤島武二8（1867~1943 年），以繪畫「日

出」為主題的一系列作品。藤島武二便足跡遍及日本、臺灣、中國大陸，描繪日

出景象，自 1933~1935 年之間，三度搭船往返日本與臺灣，描寫許多幅玉山日出

如〈旭日〉（圖 1-5）。日本政府又於昭和十六年(1941 年)研究發展「國立公園計

畫」9，由臺灣總督府內閣印刷局以玉山、阿里山、大屯山為主的郵票製印紀念

明信片（圖 1-6，1-7）後來因 1945 年爆發太平洋戰爭，日本戰敗投降，發展計

畫遂告終止，結束日本帝國統治臺灣近半世紀之久，另開啟了國民政府時期的臺

灣繪畫藝術。 

 

                                                 
5 鹽月桃甫，本名永野善吉，喜歡繪畫因自幼家貧，成年後入贅鹽月家，以資助就讀東京美術學

院為條件。在臺灣住時間從 1921 至 1946 年，期間從事美術教育工作，並長期擔任臺、府展西

畫部的審查員。 
6 所謂紀念郵戳，是針對旅行者到名勝史蹟或觀光聖地遊覽時的紀念，所設計的郵戳印。最初出

現於昭和六年(1931)四月一日，由日本關東廳遞信局所發行。臺灣總督府遞信部早先曾以鵝鑾

鼻燈塔為主題，發行紀念郵戳，較具規模，乃屬 1932 年鹽月桃甫所設計的這套旅行紀念郵戳。

轉自:王淑津《南國、虹霓、鹽月桃甫》（文建會，2009 年 11 月）頁 42 
7 木下靜涯（1887-1988）円山四條派畫家，師事日本畫家竹內棲鳳。在臺灣期間居住淡水兼淡 

  水街的協議員。木下的淡水住所被其命名為「世外莊」，淡水居名也稱他為「釣魚先生」。 
8 藤島武二生於鹿兒島，初學日本畫，後改習西洋畫。1919 年文展改制為「帝展」，亦被任命為

審查員，六十歲時的藤島武二，畫風改為以流暢的風景畫為主，獨步日本畫壇。參閱：李欽賢

《日本美術的近代光譜》（臺北，雄獅圖書，1993 年 8 月）頁 58 
9 1930 年初期，日本人因設立國家公園的言論正盛，臺灣有足以傲世雄偉的新高山(玉山)、蒼翠

茂密的阿里山森林、渾然天成的太魯閣峽穀及有豐富溫泉的大屯火山區等地，因此積極推動國

家公園的成立。昭和 10 年 8 月設立臺灣國立公園協會，並引進日本的國立公園法，劃定新高

山、次高山(雪山)、阿里山、太魯閣及大屯山為國立公園預定地。轉自：《臺灣影像歷史系列》

見證－臺灣總督府(1895-1945)（臺北，臺灣傳承文化，2004 年 11 月）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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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木下靜涯〈靈峰玉山〉 

資料來源:《臺灣影像歷史系列》 

見證－臺灣總督府(1895~1945) 

圖 1-5 藤島武二〈旭日〉新高山 

1935 年ブリヂストン美術館藏 

 

  
圖 1-6   國立公園紀念郵票 圖 1-7  國立公園紀念郵票 
圖 1-6、1-7 資料來源：《臺灣影像歷史系列》見證－臺灣總督府(1895~1945) 

 

    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之久，暫且不論，當時臺灣的政治因素背景，就日本在

美術方面發展卻是影響臺灣甚钜，影響著臺灣美術莫過於石川欽一郎（1871~ 

1945 年）、鄉原古統10（1887~1965 年）、鹽月桃甫（1886~1954 年）、木下靜涯

（1887~1988 年）等人。 

                                                 
10 鄉原古統，1917 年來臺灣任教於臺中中學及臺北女子高等學校和臺北二中。從 1927 年起擔任

臺灣美術展覽會（簡稱臺展）東洋畫部審查員至 1936 年退休離開臺灣。以寫實水墨技法表現

臺灣山水，實地勘查地形後，連續四年在臺灣展出從 1930 年〈能高大觀〉、1931 年〈北關怒

潮〉、1934 年〈木靈〉、1935 年〈內太魯閣〉的作品，以三組各 12 連屏，高 172，長 746 公分

的巨大作品「臺灣山海屏風」系列為其代表作，描寫臺灣山、海、森林和峽穀的細膩景致堆

疊出磅薄、壯闊的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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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主要介紹三位畫家，開啟臺灣美術者石川欽一郎與臺灣第一代本土畫家

藍蔭鼎及渡海來臺的外省籍畫家馬白水。石川欽一郎精通英語，最初學習日本南

畫，又擅長俳句寫作與謠曲，他的學生藍蔭鼎連結自日據時期至民國時期的本省

籍畫家。個人認為三人的繪畫背景具有時代性，三人都有深厚的文學及繪畫基

礎，也都是受西方繪畫教育，在臺灣繪畫界、教育界都極具影響，佔有一席之地。

三人皆以水彩畫為主，但是與中國水墨又有何相關聯的因素呢？因為藍蔭鼎與馬

白水二人皆認為，水彩畫即為水墨畫的觀點，所以在此作為初淺探討。 

 

  臺灣於日據初期只有日本人才能登山寫生，所以有關玉山的畫作從日據時期

開始才有的，依據資料顯示，當時日籍畫家繪畫玉山，主要目的是呈獻給日本皇

室或者是為日本政府做宣傳及委託繪製，目的是為了彰顯日本帝國版圖的擴充，

並非是為了繪畫的趣味。 

 

  
圖 1-8 石川欽一郎與學生在校園寫生的情形。 

資料來源:顏娟英《水彩‧紫瀾‧石川欽一郎》 

圖 1-9  1960 年至玉山寫生。右起為呂基正、  

馬白水、楊三郎、劉獅、李梅樹、張萬傳。 

資料來源：林怡靜:《臺灣當代風景畫》 

 

  石川欽一郎來臺灣時擔任軍職，至高山寫生是為日本政府測繪地圖作為作 

戰的依據與紀錄。雖然如此，石川在臺灣美術教育界貢獻也是最大的人物之一，

為臺灣的新繪畫奠定基礎，並栽培出許多傑出的臺灣畫家，石川教導的學生眾

多，最為傑出的臺灣學生如倪蔣懷11、陳植棋12、李澤藩，及情感如同父子般的

                                                 
11 倪蔣懷為石川欽一郎的大弟子，而後轉為經營開採煤礦事業，因此經濟較為穩定富裕，日本

畫家三宅克己來臺寫生訪問，受老師石川之命擔任接待三宅克己，並協助老師的美術活動，

亦出資幫助同好與後輩學習美術，不遺餘力。倪蔣懷也是石川作品的主要收藏者，石川返日

定居後，會將作品寄給倪蔣懷，倪蔣懷便立刻匯錢到日本，因此收藏石川的作品大約兩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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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蔭鼎等多人。石川因受西方繪畫影響，重寫生，不論東洋畫西洋畫都要參照實

物，強調寫生的重要性，閒暇之餘常常帶領臺灣學生戶外寫生（圖 1-8），並經

常舉辦觀摩會，使學生們有互相交換心得的機會，開啟了臺灣寫生的繪畫風氣，

1952 年 8 月畫家陳慧坤登上玉山主峰，四天三夜的寫生；1960 年 4 月畫家呂基

正、馬白水、楊三郎、李梅樹、張萬傳等畫家亦結伴登玉山寫生（圖 1-9）。 

 

二、 畫家筆下的玉山 

(一)、 石川欽一郎 

  日籍水彩畫家石川欽一郎（1871~1945 年）出生於日本靜岡市。石川自幼即

喜愛繪畫，但是父親並不喜歡他往繪畫方面發展，所以石川總是背著父親偷偷的

畫。曾經留學英國學習水彩與油畫，日據時期石川曾任臺灣總督府陸軍英語翻譯

官，也是位傑出的畫家，同時擔任臺北國語學校美術老師，對臺灣的美術教育影

響甚钜，所以只要提到臺灣近代的美術發展，石川是一位具有重要而不可忽視的

人物，由資料顯示筆者將石川的繪畫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石川擔任軍

職時派遣來臺灣，不過大部分的繪畫作品是為日本政府所繪；第二階段是再次來

臺灣時已退伍，不具軍人身分，所以是全心教授繪畫與推廣。 

 

1.為日本天皇而畫 

  石川欽一郎來臺灣兩次，時間為 1907 年 11 月與 1924 年 1 月，石川第一次

來臺灣時，正值佐久間左馬太陸軍中將擔任第五任臺灣總督（1906 年 4 月~1915

年 5 月），是任職臺灣總督最長的一位。佐久間左馬太覬覦臺灣高山豐富資源，

極力說服日本政府開發臺灣高山資源，目的是支持龐大的軍事預算及減緩日本 

因發動戰事帶來的經濟壓力，然而各區原住民強烈反抗，繼而對臺灣採取嚴厲高

壓手段，「掃蕩生蕃」為重要施政方針之一。佐久間為了讓日本政府支持他在臺

灣的戰績，故命石川欽一郎繪製蕃界景圖，以便呈獻給日本天皇。 

 

                                                                                                                                            
引自：顏娟英作：《水彩‧紫瀾‧石川欽一郎》（臺北，雄獅圖書，2005 年 8 月）頁 140 

12 陳植棋(1906-1931)於 1924 年 11 底率同學抗議學校安排旅行事件不公，遭到臺北師範退學處

分，後因石川欽一郎與鹽月桃甫安排前往東京，考入東京美術學校後從此開啟了藝術生涯。

引自顏娟英：《水彩‧紫瀾‧石川欽一郎》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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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川擔任軍職又因擅長於繪畫，所以除了英語翻譯工作外，主要工作實為替

日本政府測繪中國各省重要機地地圖，日本政府為瞭解戰地實況與紀錄，成立 

「陸軍從軍畫家協會」13以備日軍全面性佔領中國領土。石川在 1909 年 3 月受命

繪製完成有關日軍征服臺灣的重要歷史畫，描寫 1895 年彰化八卦山戰場，〈北白

川宮殿下禦奮戰圖〉的巨幅油畫（圖 2-1）。 

 

 

圖 2-1 石川欽一郎〈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油畫 1909 年 

資料來源:顏娟英《水彩‧紫瀾‧石川欽一郎》 
 

1909 年佐久間左馬太命石川繪製臺灣中央山脈，在二十多位軍警戒護下，描繪

大幅水彩的「蕃界圖」。之後，石川常陪同佐久間左馬太巡視臺灣各山區的隘勇

線，尋找「蕃界」景色作為繪畫題材，石川所繪製的臺灣高山奇景，由佐久間左

馬太選取九幅圖，親自攜回東京獻給日本天皇。倪蔣懷回憶石川欽一郎時說： 

   

先生因日俄戰爭參軍時，就畫出許多滿州風景等戰爭畫獻給皇室；皇叔殿下

到歐洲旅行途次停留臺灣時，伊澤總督也曾獻上先生所作的「新高山圖」；

                                                 
13 1937 年日本引發蘆溝橋事變後，日本政府為瞭解戰地實況與紀錄，翌年成立「陸軍從軍畫家

協會」，畫家藤田嗣治、向井潤吉等人從軍入伍並被派為報導班員，就戰地所見所聞和軍隊經

驗，從事作戰紀錄的描繪。1939 年日本軍方舉辦第一回「聖戰美術展」，向全國公募有關以戰

事為主題的作品，並由陸軍部出面，糾集當時最有實力的畫家，成立「陸軍美術協會」作為

軍事團體，該協會不僅成為日本政府侵略戰事的外圍團體，對這些畫家而言，亦是何等至高

無上的榮耀。轉自：李欽賢《日本美術的近代光譜》（臺北，雄獅圖書，1993 年 8 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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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慶祝昭和皇帝就位大典時，臺北市也獻呈先生的大作「次高山」，均蒙收

納。14  

 

  石川被派遣至中國戰地，並四處寫生（圖 2-2），幾乎都是為日本政府所繪

製的，紀錄日軍在中國、臺灣有關戰爭與討伐的情況，完成了二十多件素描，並

以「遼陽城土人攤販」、「滿州風景」等作品參加 1906 年與 1907 年的巴會展、東

京勸業博覽會。石川認為描繪地形圖與藝術創作兼具，又能將所繪製的圖畫呈獻

給日本天皇，石川備感榮耀，回憶起當時正是各部落族人與日軍對抗最為激烈，

時有槍聲於山谷間迴盪的情形下，在山區裡寫生，和繪畫的心情是不協調的，但

是又覺得雄壯而痛快………。以前在中國天津義和團事變之時，也有過在彈丸飛

馳之地寫生的經驗，15當時是受司令官福島正少將的命令製作繪製，呈獻明治天

皇有關戰爭情景的作品。 

 

2.為繪畫而畫  

 

    石川欽一郎軍職退伍返回日本後，經歷了

1922 年日本關東大地震，在日本所有的活動被

迫停止，後遇在臺灣擔任臺北師範學校校長志

保田鉎吉力邀，1924 年便有了第二次來臺灣的

機會，並開啟了自己與臺灣美術的新局面。石

川一生從事水彩繪畫與教育，在推廣水彩畫等

方面不遺餘力，將旅行各地時的寫生作品，都

收錄在「山紫水明」集的畫冊裡共百幅，並以

臺灣風景、風俗等題材，做成繪葉書贈送友

人，積極地介紹給日本畫界的朋友認識。石川

對臺灣的第一印象，覺得臺灣景色與色彩極為

豔麗，是個優美、活潑的島嶼。 
圖 2-2 石川欽一郎 〈奉天市街〉 

1905 年 水彩 24.3×14.2 公分 

日本 吳市立美術館藏 

                                                 
14 倪蔣懷：〈恩師 石川欽一盧先生〉《台灣教育》轉自：顏娟英譯：《風景心情》臺灣近代美術

文獻導讀，上、下冊（臺北，雄獅圖書，2001 年 3 月）頁 412 
15 顏娟英譯：《風景心情》臺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上、下冊（臺北，雄獅圖書，2001 年 3 月）

頁 45。原文登載《臺灣時報》1929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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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總面積不大，臨近日本不遠處，卻有座海拔高達 3952 公尺的高山，比

日本「富士山」16還高的山，對日本人來說，相當不可思議。所以日本畫家總是

喜歡將臺灣的「玉山」與日本「富士山」相比較，日本激進學者志賀重昂在他所

著的《日本風景論》一書中大力宣導及呼籲，將中國諸山及臺灣玉山更名，他說：

如臺灣最高峰玉山形似宛如富士山，故於今轉名為臺灣富士。17富士山是日本人

的精神象徵，玉山比富士山高出許多，而臺灣當時只是日本的殖民地，視為日本

國土，但是並非是真正的日本國。玉山與富士山山形各異、氣勢更不同，玉山群

峰層層相連，不同於單峰孤立的富士山，更名為「臺灣富士」，顯而易見在名稱

上還是以日本國為主體。 

 

  富士山與玉山同樣富有許多神秘古老的傳說，18所以日本人對富士山「聖山」

的概念延伸到玉山的意象上並產生聯結，意味著將日本風景意識無遠弗屆的延

伸。石川欽一郎將臺灣山脈與日本山脈相比較，覺得臺灣的山脈氣勢豪壯，線條

陡峭而強硬，但是缺少神秘感，石川在《臺灣時報》中說： 

 

登上阿里山八千尺高的山頂，面對深淵，望向曉霧已散的新高山（玉山）不

禁為此雄壯的景觀所感動，然而不知道為什麼我總是有些不滿足的感覺，仔

細推敲，原來是缺少了神秘感。……而在臺灣即便是高山上，大自然仍然是

愉快的樣子，毫不覺得恐怖，也沒有神秘的氣氛。19 

  

他覺得京都的山勢優雅，但是給人陰森，不開朗的感覺，日本阿爾卑斯山一帶鼠

灰的顏色總令人覺得可怕，但是臺灣是連山都是可愛、嬌美的。雖然石川在臺灣

                                                 
16 描繪富士山最有名的繪畫作品當數江戶時代（西元 1603-1868 年）所創作的浮世繪。其中，葛

飾北齋的《富岳三十六景》、歌川廣重的《不二三十六景》和《東海道五拾三次》，描繪了從

不同地點所觀看的富士山，在近代日本畫中，因繪製《群青富士》而知名的橫山大觀等畫家

也創作了眾多有關富士山題材的作品。 
17 轉引：林玫君：《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登山活動》（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士論文，1992

年）原文刊載：志賀重昂，《日本風景論》（東京，岩波書局，1995 年）頁 14-17 
18 一千九百年前，景行天皇禦代四十年（約西元 110 年），日本武尊出巡時，在這裡敬拜富士山，

開啟對富士山的敬拜。西元 781 年富士山火山爆發，七年後甲斐國郡在這裡興建第一座神殿，

祈求火神護佑，所以日本民間相信富士山住著掌管火神的聖靈，人們敬稱富士山是「遙拜的

山」，後又稱「靈峰富山」。轉自：王鶴：《富士山小旅行》（臺北，遠見天下文化，2014 年 3

月）頁 32 
19 顏娟英譯：《風景心情》臺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上、下冊（臺北，雄獅圖書，2001 年 3 月）

頁 34。原文登載《臺灣時報》192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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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並不算短，但是對臺灣全面性的瞭解還是有所侷限的，他的人際關係範

圍，第一次在臺灣主要接觸還是以熟識的日本人聚會20（圖 2-3），在第二次來臺

多以教授學生與推廣美術為主（圖 2-4）。 

 

    

圖 2-3 「番茶會」新年試筆活動 圖 2-4 1929 年臺北洋畫研究所成立，右起藍蔭鼎、 陳植

棋、陳英聲（站立者）、石川欽一郎、倪蔣懷、洪瑞麟、陳

德旺。 

圖 2-3、圖 2-4資料來源：顏娟英:《水彩‧紫瀾‧石川欽一郎》 
 

 

    個人覺得，石川欽一郎

在描寫玉山的繪畫風格與他

的身分不同而有所差異的，

雖然石川的作品幾乎沒有記

載年份，但是由資料顯示，

石川早期描寫的玉山是為日

本天皇而繪製的，對玉山的

描寫顯而易見是日本政府侵

略的戰蹟，作品也多以油畫 

圖 2-5   石川欽一郎〈南投の新高山〉 1932 年 

圖片來源:顏娟英《風景心境》臺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 

為主要媒材。我們現在能看到石川欽一郎所畫的〈南投の新高山〉（圖 2-5），在

筆法上表現較為自在與隨性，表現出水彩的律動，快速瀟灑的揮筆，應是為繪畫

的趣味而畫，所以當他面對雄壯的高山景色而能盡情展望，心情應該也是愉悅的。

由石川欽一郎的〈南投の新高山〉構圖與藍蔭鼎的〈新高淡煙〉、〈新高山〉極為

                                                 
20 1913 年 2 月開始，石川每個月號召一群人，舉行輕鬆高雅的座談會「番茶會」。地點離總督府

很近，(今重慶南路一帶)臺北新公園內雄獅西餐廳(ライオン洋食店)，提供在臺灣的日本高級

官僚、商人、學者、藝術家以及新聞記者等，用來慰藉日人思鄉之情，表達愛國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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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又同為 1932 年所畫，應是師徒二人結伴同往寫生。 

 

(二)、 藍蔭鼎 

1.生平與繪畫風格概述 

  藍蔭鼎（1903~1979 年）出生於宜蘭羅東，幼時紮下良好漢學基礎，除私塾21

外進入日本人辦的「宜蘭羅東公學校」22，在《藍蔭鼎閒談》中回憶幼時寫道： 

 

我一生唯一的正式學歷是國民學校六年，而獲得學歷那天的情景，也在我的

腦海裡歷歷如新；那是校長在畢業典禮中所說的一句話，他說：藍蔭鼎得了

兩個第一，繪畫是真的第一名，成績表是倒數第一名。 

 

 

藍蔭鼎幼時即表現出繪畫的天份，1920 年羅

東公學校聘為美術老師，石川初次看見藍蔭

鼎的繪畫作品極為讚賞及肯定，爾後進入石

川的畫室學習，藍蔭鼎的才華備受石川的提

攜與栽培，二人因畫結緣，亦培養出如父子

般的師生情誼（圖 2-6），藍蔭鼎也更名為「石

川藍蔭鼎」、「石川秀夫」 等名。 

 

    石川欽一郎向總督府文教局推薦藍蔭

鼎至日本東京美術學校進修，藍蔭鼎早期的

繪畫風格表現，受石川影響頗深，後隨石川 

圖 2-6  1924 年藍蔭鼎與石川欽一郎合

影於臺北師範學校走廊。 

資料來源:黃光男《鄉情．美學．藍蔭鼎》 

與其學生等人共組「七星畫壇」，以及為表示尊敬及懷念恩師，將自己的畫室起

名為「一盧會」。23 

 

                                                 
21 日據時期臺灣人讀的學校為公學校及當時頗為盛行的私塾，但是私塾於明治三十一年後受日

本人監督，在昭和十八年(1943)完全廢止。 
22 公學校，是日本人統治時期專為臺灣人設立的學校，相當於現在的國民小學，六年結業。當 

時日本人念的學校稱為「小學校」，臺灣人是不能入學的，因為公學校不是義務教育，所以沒

有年齡限制，可以自由入學。轉自：陳惠玉：《鄉園．彩筆．李澤藩》（臺北，雄獅圖書，1999

年 8 月）頁 23 
23 石川的別名，石川欽一盧。 



                                               清堅如玉 林立高山─玉山、圓柏水墨創作 

395 

 

2.繪畫風格 

  宜蘭，民風簡樸、充滿鄉情野趣、風景優美，啟發了藍蔭鼎以我的家鄉為繪

畫創作題材，確立自己的繪畫風格，從早期水彩技法，漸漸加入中國傳統水墨韻

味，運用水彩特性融合中國水墨技法，飛舞豪邁的筆法，形成個人獨特的東方水

彩繪畫風格。 

 

    藍蔭鼎也重視寫生，他認為山岳之美需要遠眺而非近視可得，有如「看山如

讀書」，真正的山岳之美必得自遠處眺望方可得，近視便降低雄壯感，不足以入

畫了。他說臺灣具有熱帶性的色彩，滿山覆蓋著濃密的綠林，自遠方眺望則呈現

美妙的深藍色，近景則是一派新綠。藍蔭鼎在 1971 年冬（圖 2-7）、1978 年初春

（圖 2-8）及未註明日期的〈玉山瑞雪〉（圖 2-9），三幅畫都題名為〈玉山瑞雪〉。

1971 年冬描寫的〈玉山瑞雪〉，與 1978 年初春所繪的〈玉山瑞雪〉，兩幅畫不但

同名及不論是橫式或直式，皆為「三迭式」24的構圖方式，構成遠景、中景、近

景的畫面。 

 

  
圖 2-7   藍蔭鼎〈玉山瑞雪〉1971 年冬彩墨  68×133 公分 圖 2-8  藍蔭鼎〈玉

山瑞雪〉1978 年春 
圖 2-7、圖 2-8 資料來源：黃光男:《鄉情．美學．藍蔭鼎》 

    

 圖 2-7、2-8 兩幅〈玉山瑞雪〉，將玉山主峰作為遠景矗立在天地間，形成山

勢距離很遠，高大險峻而有雄壯感，玉山在藍蔭鼎的眼中就像母親一樣，子孫圍

繞在身邊四周，正如題款詩句所說：玉山之高高峻極，群峰兒孫環其側，坐鎮大

                                                 
24 三迭、兩段：「三迭」多指山水畫上、中、下的遠景、中景、近景的構圖方式。「兩段」是指

畫面分為上下兩大部分來完成，前面多以屋宇樹木為主，後面多以山巒奇峰成圖，其間以雲

氣、河湖相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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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觀四海，伸頭天邊彩雲間。 

 

 
圖 2-9藍蔭鼎〈玉山瑞雪〉年代不詳  圖片來源：藍蔭鼎:《畫我故鄉》 

 

  藍蔭鼎年輕時攀登玉山三次，覺得登上玉山主峰後，如有「山登絕頂我為峰」

之暢快感，此意境在中國哲學思想與繪畫發展的關係中，當藝術家將所觀的大自

然景物比擬自己的心境時，並加入自身情感與大自然結合後，以借物傳達其思想

及感情，而成為創作的原動力，在道家的思想裡，對美感的經驗是主、客觀合一

的，物與我合一，莊子稱這種境界為「物化」。莊子在〈齊物論篇〉中的敘述： 

 

昔者莊周夢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愕然覺，則籧籧

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

此之為物化。 

 

藍蔭鼎從 1932 年的「新高淡煙」及 1935 年的「合歡山所見的新高山」、「新高山」

與三幅同名的〈玉山瑞雪〉，描寫多幅以「玉山」為題材的作品，而 1971 年所繪

的〈玉山瑞雪〉是贈送美國總統艾森豪作為外交禮物，他認為玉山代表的是臺灣 

，是他的故鄉。他更認為畫家的創作，必須要與大自然多接觸多觀察，認識了自

然爾後轉化出來，就是自己的創作，繪畫不要完全模仿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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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馬白水 

1.水墨與水彩兼融風格 

  馬白水（1909~2003 年），原名馬士香，畢業於遼寧省藝專。入塾後，塾師取

號「德馨」，後將「泉」字拆開，改名「白水」。空暇之餘帶著畫具四處寫生，當

時中國戰事不斷，為了避免官兵盤問或當作匪諜測繪地圖而逮捕，所以將寫生的

用具改為精簡小巧，紙張尺寸皆為５×８.５公分，方便藏於外套裡面，不會被人

發現，由於寫生作品如明信片般的大小，易於攜帶，幾經輾轉逃難，由第一任妻

子安然無恙的帶到臺灣，今日我們才能大飽眼福欣賞當時的寫生作品。 

 

  馬白水的水彩畫，為正統英式透明寫實技法，大塊面的色彩，繪畫風格自然

乾淨簡潔，在師大美術系教授水彩時，學生即能朗朗上口誦讀馬式口訣：三大塊，

六中塊，九小塊；上重下輕，左右分明；有水，有彩。25民國五十四年退休前後，

在創作上，即開始使用中國的棉紙、宣紙、筆墨與水彩併用的「彩墨」時期，馬

白水在《水彩畫法圖解》一書中說： 

 

中國畫和水彩畫皆以毛筆為工具，講究筆墨和水分，所以我們國畫又被稱作

水彩畫，（墨者，彩也）。中國畫可說就是水彩畫，是看國畫的潑墨和沒骨等

法，不就是水彩的平塗和渲染之法嗎？國畫的皴法也就是水彩畫的筆觸。26 

 

他認為水墨與水彩是同一性質的，兩者都是以水為基調與墨調和（墨即彩），將

西方水彩和東方水墨的兩種不同概念，融合一體實踐在他的作品裡，由於東、西

方的繪畫思想不同，馬白水的繪畫思想裡則採取「中庸」之道，除了繪畫水彩畫

之外，中國水墨畫及油畫亦曾下過十餘年的工夫，談及自己的「彩墨畫」的發展，

在〈白水彩墨畫觀及十二講〉中對自己繪畫精神又做了更詳細的解釋： 

   

是寫實的寫意，是具象的抽象，求動中的靜，知性的感性，更是內心裡的詩 

情畫意，超然物外，是自我陶醉的性格表現，強調心靈精神的美感滿足。 

                                                 
25 王家誠主持，翁華美、張夢嫻編輯：《民國藝林集應研究之三－馬白水繪畫藝術之研究報告展

覽專輯彙編》（臺中，省美館，1993 年 10 月）頁 32 
26 同上註，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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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繪畫風格 

  馬白水不斷強調水彩畫就是水墨畫，退休時開始在媒材上融合中國繪畫元

素，當西方水彩的明亮、彩度與中國水墨的墨韻趣味、相互碰撞時，創造出了馬

白水式的「彩墨」繪畫風格，他自稱要在東、西方的兩種藝術中搭建一座橋樑，

使東、西方的藝術更容易讓人瞭解與欣賞。 

 

  馬白水自 1958 年至 1997 年描寫多幅玉山景色作品，在繪畫中、晚期階段，

不斷實驗及創造出許多新的技法，設計出「多合一」的巨幅彩墨畫，《玉山積雪》

（圖 2-10）為 1989 年創作，是由十四張小畫合而為一張大畫。「多合一」的方式

是為了方便運輸、拆掛及儲藏。先以整張棉紙或宣紙，描繪出全畫的構圖；然後

依照圖案切割，成為一張一張「單元」的小畫再以鋁框分別裝裱，展出時進行合

併裝置，就成為一幅完整的畫面，懸於巨壁之上，立即產生出「高山仰止」的宏

偉景觀。 

 

 
圖 2-10 馬白水〈玉山積雪〉1989 年 圖片來源：國立臺灣美術館 

 

馬白水從大陸至臺灣退休後移居紐約時期（1909～2003 年），致力於融合中、西

藝術，技巧多變，創出新彩墨繪畫，創作作品大致分為三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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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陸 

時  

期 
１

９

０

９ 

 

至 

 

１

９

４

８

年 

   

〈北平四合院〉1937 年 〈長安文廟〉1947 年 〈無錫人家〉1948 年 

   

〈北平頤和園〉年代不詳 〈上海外灘〉水彩 1937 年 〈張良廟〉1940 年 

   

〈未央宮遺址〉1947 年 〈姑蘇城外寒山寺〉水彩 1948 1948 年上海至基隆描繪海浪 

臺 

灣 

時 

期 
 

１

９

４

９ 

 

至 

 

１ 

９

７

４

年 

   

〈颱風街景〉（臺北）水彩、紙  

1956 年 

〈險媚〉彩墨、宣紙 1966 年 

 
〈長春祠〉彩墨、宣紙 

1968 年 

   

〈新竹東門城〉水彩 1949 年 〈土地公廟〉水彩宣紙 1950 年 〈教學寫生〉水彩 195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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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艷陽〉水彩 1962 年 〈九份景色〉彩墨 1965 年 〈中山橋倒影〉彩墨 1966 年 

   

〈高雄春秋閣〉水彩 1968 年 〈紅色北門〉彩墨 1970 年 〈船群〉版畫 1974 年 

紐 

約

時

期 

至  

２

０

０

３

年 

面   紗   系   列 

   

〈面紗碧潭〉1976 年 

41×51 公分 
〈潭邊船群〉1980 年 

41×51 公分 
〈冰天雪地〉1991 年 

61×91 公分 

技   法   系  列（部分圖） 

   

〈黃山全圖〉31 × 61 公分  

1993 年 
思想觀念技巧方法 

例圖九 
思想觀念技巧方法 

例圖十四 

筆者整理製表。 

資料來源：王家誠:《馬白水繪畫藝術之研究報告展覽專輯彙編》及蘇啟明:《彩墨千山－馬白水

九十回顧展》 

   

    馬白水無論風景、建築物、人物等等，都一一的描寫生動，從大陸時期到臺

灣時期再到旅居紐約時期的作品繪畫風格來看，色彩豐富、寫實技法生動純熟，

從初期的水彩技法，到實踐彩墨時期的作品，大膽運用平面色塊及明顯的強烈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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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對比，將中國繪畫的墨韻與水彩融合，發揮的淋淋盡致，實踐了東、西方藝術

融合與水彩畫即是水墨畫的理念。另創造突出的繪畫特色與風格。 

   

三、結論 

  中國人自古以來對「山」即有一份特殊的情感，由於山有「仰之彌高」之特

點，展現著一種威儀、壯美情懷。繪畫「玉山」不只是繪畫山水之美，也是展現

一種「高山仰止」之精神。連橫在《臺灣通史》中也說：臺灣山川之奇秀、壯麗，

可以拓眼界、擴襟懷、寫游踪、供探討。臺灣也因地理環境特殊又有多次殖民經

歷，臺灣山川之秀美，玉山的自然生態、豐富林木資源，從清人對玉山的認知可

望而不可即，清代漢人對臺灣生番出草馘首而畏懼，日據時期的日本政府與光復

初期的國民政府，都將臺灣最高山「玉山」作為政治宣傳題材，從日據時期迄今，

聳立於玉山主峰頂上之座標，因政治因素屢次更換，而使玉山蒙上政治色彩。 

 

  玉山、玉山圓柏於高度海拔之上，氣候變化萬千，時而風雲湧起，時而天空

色彩炫麗，四季分明，繪畫作品無論在構圖、色彩表現上多變而多彩，山景可取

其勢亦可取其質。臺灣歷經時代變遷，玉山已脫離作為政治宣傳的工具，今日相

關登山活動、繪畫寫生多為民間企業團體舉辦，玉山具有「聖山」的精神象徵，

並有專書、詩詞、繪畫等方面的書寫描繪，都是建立與聯繫臺灣人民的情感。玉

山景物於日據時期開始有了文字記載及圖片，釐清了清朝人對臺灣玉山種種的傳

說與遐想，玉山於日據時期對日本人民而言，是象徵日本國家國勢的強大與文

明，臺灣光復迄今快七十年，臺灣民眾已漸漸淡忘象徵「聖山」的精神意義與歷

史背景，而今描繪玉山對臺灣民眾又代表何種意義？  

 

  臺灣美術與繪畫寫生活動，在日籍畫家石川欽一郎等人影響下，而改變了臺

灣傳統繪畫，進入二十一世紀的臺灣水墨畫發展，從中國傳統繪畫風格到現代水

墨畫的展現，於技法、媒材上又加入了許多西方畫繪畫元素，以具象到寫意再轉

變到抽象符號。 

 

  臺灣高山林立，登山活動興盛，愛好山岳繪畫的畫家們，「玉山」更是臺灣

百岳之首。期盼國家相關單位善加利用原住民對山、林木的經驗，並對臺灣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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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環境的維護，保護臺灣稀有動、植物，研究與調查應於重視與完善規劃推廣 

，以延續玉山作為臺灣「聖山」精神標誌，並喚起臺灣民眾對玉山人文歷史的記

憶與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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