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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臺灣港口船舶造形、週遭環境、漁人作業為主要意象創作，核心重

點放在畫我心中的臺灣海港。前言以畫我臺灣的重要性開始，接續海港意象創作

美學觀，由外象而內象，到從我意我象而出，引經據典並陳述自我觀點。進入海

港水墨創作思維，從學不師古夜行無火，討論技法、閱讀、品德的重要性，再從

走出戶外體驗自然強調寫生的重要與正面意義，最後為畫我臺灣放眼世界的理想，

說明作品必須擁有自己的文化特色。 

 

創作實踐以 2010~2013研究所時期的作品分解析，共分天地大美、比興詮釋、

形式探索與科技世紀四類。所謂心隨境轉，畫隨心變，回顧作品驚覺年年在變，

看似不同面貌，卻盡屬於真實自己的創作紀錄。文章節錄整理自筆者《海港意象

-臺灣風情水墨創作研究》碩士論文。 

 

 

 

 

 

 

【關鍵詞】海港、船舶、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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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畫我臺灣，是筆者主要動機。臺灣是個海島，是我成長的故鄉，漁航業發展

與本土經濟文化發展關係密切，有歷史，有當代，還有永續的未來。本島與離島

大小漁港共計有 225 處 (依使用狀況每年數量有變化)，因為漁業發展與自然環境

的不同，漁港南北多，東西少，澎湖密集，臺灣北部南部礁岩密佈海岸曲折，魚

群聚集，大小漁港多；臺灣西部沙質海岸地勢平坦，東部斷層海岸，面對太平洋，

適合建港的地點都不多，離島澎湖人民以討海為生，因此漁港處處，發展成漁港

漁村的現象。海港、漁港風情千變萬化，地質地形多樣，影響漁船的類型，沿海

植物生態有別於內地，種類豐富，在岩岸沙岸環境中，生長樣貌各有特色，而海

港週邊的人文情境亦與都會區迥然不同，是個擁有豐沛繪畫內涵的題材。 

 

二、海港繪畫美學探討 

東方繪畫思想認為，藝與道本為一，藝即是道，道即是藝，道法自然，而道

又是天地萬物之理，海港意象也在其中。藝術創作不是單純用來審美，也是人文

精神的寫意，或傳達美學情感的心象，可以是表面的功能性，也可以是深層的內

在性，或者是表達自己的主觀情思。 

 

(一)、海港之象 

穿著衣服，袖子要等長，五官比例端正稱為美，秩序與對稱，在視覺上帶給

人安定情緒。生活周遭從房屋、家俱，日常生活用品，到一切的都市建設、街道

等，都講究規矩。但過於方正，又顯呆板，所以在秩序之中帶入變化，有長寬、

有大小，有層次，即產生了美感。這是人人所共通的，這是外在的，結合自身生

活體驗、視覺經驗所觸發的心曠神怡，屬於客觀表象之美。海德格 說，美是真

理本然存活的一種方式，光明 又言，中國自魏晉以來，早有言、意、象之辨，

在思維過程中亦極重視“象”的層面，其實，人對世間萬物的把握，就真理程度

而言，最可靠者，莫不屬“象”。1形具而神生，無形何來傳神表意？筆者認為

總要“以有合無”才能表現出美。 

 

                                                 
1
 熊偉 編，高宣揚 主編：《現象學與海德格》(台北，遠流出版社，1994 年 10 月)，頁 28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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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沈括《論畫山水》提到八景，平沙雁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

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烟寺晚鐘，漁村落照2。也就是要先認識外在的象，才能

認識內在的美。臺灣港口建設現代化，大小漁船貨船依港如停車場，但水是動的，

船總會漸漸飄移，在整齊之中產生了疏密，遠看大小參差，產生了“疏可走馬，

密不透風”的空間變化。如同路邊一株勁草，葉子造形雖相同，但成長角度弧度

皆不同所產生的美。退潮時候沙地盡頭，遍地蚵田棚架如棋盤，一望無際，晴空

之下，海天一色，夕照落日，灑下一片金黃，海邊木麻黃，藍天綠樹迎風搖曳，

沙灘植物，白沙綠葉努力攀蜒。雨景當下，水氣霧氣之中，漁船若隱若現，貨櫃

碼頭鷹架鋼樑貨櫃，色彩鮮豔，大船厚實，輕舟飄逸，這些美，在臺灣海港之中，

處處皆是美。 

 

(二)、海港之意 

聖人含道暎物，賢者澄懷味像3，古聖先賢能從萬物之中，體會人生的道理，

從唯外進入唯心，因此，不單要畫出海港的美，還要傳達內在精神含意。文人畫

常以動植物為題材，如四君子，或以鹿為祿，恭賀新官上任；在茶杯上畫上蝠，

求個福杯滿溢；或書個魚字預見年年有餘豐衣足食等。 

 

美學因人而生，因人而存在，所以宋郭熙、郭思《林泉高致》言，水之津渡

橋梁以足人事，水之漁艇釣竿以足人意，又說水以山為面，以亭榭為眉目，以漁

釣為精神4。這津渡橋樑、漁艇釣竿、亭榭、漁釣可以足人事足人意、為眉目為

精神，因為這一切都為人所設計、建造與使用，是人與大地的共鳴，於自然景中

象徵人的存在與生命的價值。 

 

許多漁港，可見因損壞拖上岸的船，有些船身半掩泥土長滿雜草，廢棄等待拆解，

有些進廠維修，感受生命的循環。船雖無生命，在海上卻可以保全我們的生命。

船身的材料，無論金屬、木材、塑膠、玻璃等，都是取自大地，打造的新船，到

                                                 
2
 俞崑：《中國畫論類編》( 上 ) ( 台北，華正書局，2003 年 10 月 )，頁 625。 

3
 南北朝宋 宗炳：《畫山水序》，俞崑：《中國畫論類編》( 上 ) ( 台北，華正書局，2003 年 10

月 )，頁 583。 

4
 俞崑：《中國畫論類編》( 上 ) ( 台北，華正書局，2003 年 10 月 )，頁 635-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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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執行任務，有一天還要回到地上，交給下一棒。船身的傷痕，猶如長者身上

歲月的記號，是搏浪的榮譽也是功成身退的榜樣。 

 

(三)、我意我象 

以萬物為師，以生機為運，…而造物在我矣5。師造化得心源，終歸我心所

選，意中所繫，我的畫，我的境。文人畫又稱為學問畫，在知識的厚度當中，有

言志、有譏諷、有隱喻，而這畫中有話的境地，非得依附在儒道釋禪學、歲寒三

友，或山川雲霧繚繞與不拘工細的寫意，始可稱為文人畫，筆者認為過於狹隘。

因為這裡討論一個態度的問題，“暢神”，“解衣般礡”6。白話來說就是我高

興，我喜歡，在我認知的美學理念中進行創作。這個自由，這個無所不能，整個

視覺可見地世界，成了它的現象、成了它的翻版，是全能的現象，是因此按照認

識形式造成必然的法則，而存在並循序漸進；那麼現在，自由可以更新地表示自

己了7。只要是理念相同，任何題材、寫意或寫實、具象或抽象，都可以屬文人

畫。 

 

筆者在於碩士班研修過〈中國古代繪畫鑑賞研究〉8課，認知到古代書畫家

的真跡簽名，會隨年代與生命經歷改變，筆者認為就是「我」。從繪畫層面上，

產生了千變萬化，父子、師生、兄弟姐妹與同學之間，面對一景或題材，人人想

法不同，相同的筆墨工具，創作各有面貌。今日的我與去年的我，在經驗累積中

繪畫風格總是會有些改變。 

 

從世界美術史來看，繪畫表現在歐美各國，區域風格顯著，各有其文化的原

創性。水墨繪畫從臺灣看中國、日本，如何找到自身的座標，是筆者經常思考的

問題。身為臺灣成長的我，如何看他國的繪畫，是否等於國外藝術家怎麼看我的

                                                 
5
 清 鄒一桂：《小山畫譜》，原文論花卉，收錄 俞崑：《中國畫論類編》( 下 ) ( 台北，華正書局，

2003 年 10 月 )，頁 1164。 

6
 莊周：《莊子論畫》，俞崑：《中國畫論類編》( 上 ) ( 台北，華正書局，2003 年 10 月 )，頁 3。 

7
 叔本華著，林建國譯：《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台北，遠流出版社，2005 年 9 月 )，頁 399。 

8
 由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開的跨校選修課，規定碩二始可選修，指導教授是傅申，上課地點為

故宮書畫展覽廳，從作品用印、款識、筆跡、收藏源流等，討論真偽鑑定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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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此話怎說呢，例如去年遊金門，除參觀各景點，也到金門文化局、烈嶼鄉

文化館看展，正值〈烈嶼學區中小學師生美術展〉檔期，強烈感受到我想看“金

門中小學生怎麼畫金門”，因此對於金門建築、風獅爺、延陵、黃牛等題材作品，

特別感動。當然藝術創作也要避免因噎廢食，畫外地或外國就不好，重點在藝術

必須與作者本身的文化背景、成長過程相結合，較容易引起共鳴。 

 

三、海港水墨創作思維 

(一) 學不師古夜行無火9 

1.技法 

繪事必須從古人筆墨留意一番10，筆者認為，好學問好品德，與會不會畫畫

沒有直接的關係，而是先擁有好的繪畫表現技法素養，加上學問與品德，才能更

上層樓。清唐岱《繪事發微》，未有不學而能得其微妙者，未有不尊古法而自能

超越名賢者11，唐 王維《山水訣》說，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學者還從規矩12，宋

晁說之《論形意》言，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13。形體的掌握訓練，無論是東

方還是西方，或是今日的美術教育，都是重要的繪畫基礎。海港與船隻在具象描

繪上，存在許多結構與角度的難度，表現得宜在觀畫者眼中，基本美學感動自然

呈現。明文徵明《衡山論畫山水》曾提出畫家宮室最為難工，謂須折算無差，乃

為合作14，筆者認為，歷代以建築結構為主的水墨作品，在消失點的透視規則上，

沒被嚴謹明確提出，導致怎麼畫怎麼怪，卻又不知從何修正，只能從折算無差方

向來討論。其實所有邊角九十度的矩形物件，都存在近大遠小的現象，例如鐵軌、

電線杆，本同寬同長，卻是越遠越小，在單艘左右對稱的船身就有近大遠小現象，

隨著遠近角度，可見船面面積越來越小的透視規則。 

 

                                                 
9
 清 王學浩：《山南論畫》引《雨窗漫筆》云：「學不師古，如夜行無火。」，收錄 俞崑：《中國

畫論類編》( 上 ) ( 台北，華正書局，2003 年 10 月 )，頁 248。 

10
 明 藍瑛：《蜨叟題山水畫》，收錄 俞崑：《中國畫論類編》( 下 ) ( 台北，華正書局，2003 年

10 月 )，頁 777。 

11
 周積寅 編著：《中國畫論輯要》(中國，江蘇美術出版社，2005 年 7 月 )，頁 385。 

12
 傳唐 王維，收錄 俞崑：《中國畫論類編》( 上 ) ( 台北，華正書局，2003 年 10 月 )，頁 592。 

13
 俞崑：《中國畫論類編》( 上 ) ( 台北，華正書局，2003 年 10 月 )，頁 66。 

14
 俞崑：《中國畫論類編》( 下 ) ( 台北，華正書局，2003 年 10 月 )，頁 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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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董棨《養素居畫學鈎深》：「書成而學畫，則變其體不易其法，蓋畫即是書之理，

書即是畫之法。」15，清張式《畫譚》：「余筆蘸墨，落紙時當為青黃赤白之色，

及筆蘸色時，又當為墨揮灑之而已。」16，通曉造形的要訣，再談用筆與用墨的

技法。歷代繪畫文獻中，包含書法，都廣論用筆，簡單說就是線質的掌握，產生

書寫動勢美。在繪畫中更有許多名稱，如表現山石土坡質感的披麻皴、折帶皴、

斧劈皴，樹枝畫法的鹿角枝、蟹爪枝，模擬叢葉的介字點、胡椒點、攢三聚五點

與松針等，這些古法的臨摹，都屬於駕馭毛筆的必備訓練。 

 

墨分五色，與西方的鉛筆、炭筆重點一樣，將多色轉單色，或在單色中分出

白灰黑，道理相同。設色即用筆用墨意，所以補筆墨之不足，顯筆墨之妙處17，

還要留意色不礙墨，墨不礙色18的協調性，以及色系寒暖所產生的視覺心理，在

這次創作之中，嘗試以單色系如黃色、橙色、石綠為主調創作。 

 

2. 閱讀 

繪事必須多讀書，讀書多，見古今事變多，不狃狹劣見聞，自然胸次廓徹，

山川靈奇，透入性地時一灑落，何患不臻妙境？19，清董棨《養素居畫學鈎深》

引朱子《童蒙須知》言，讀書千遍，其義自見。20教育的目的，是教導學生學會

靠自己進步，其中閱讀的能力是關鍵。畫學高深廣大，變化幽微，天時人事，地

理物態，無不備焉21。在文獻閱讀中，除了知識的吸收，筆者喜歡分析歷代重要

                                                 
15
 中段原文出自唐 孫過庭《書譜》：「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資，鸞舞

蛇驚之態，絕岸頹峰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收錄俞崑：《中國畫

論類編》( 上 ) ( 台北，華正書局，2003 年 10 月 )，頁 254。 

16
 俞崑：《中國畫論類編》( 上 ) ( 台北，華正書局，2003 年 10 月 )，頁 304。 

17
 清 王原祁：《雨窗漫筆》，俞崑：《中國畫論類編》( 上 ) ( 台北，華正書局，2003 年 10 月 )，

頁 171。 

18
 清 王昱：《東莊論畫》，俞崑：《中國畫論類編》( 上 ) ( 台北，華正書局，2003 年 10 月 )，

頁 191。 

19
 明 李日華《竹嬾論畫》，俞崑：《中國畫論類編》( 上 ) ( 台北，華正書局，2003 年 10 月 )，

頁 134。 

20
 俞崑：《中國畫論類編》( 上 ) ( 台北，華正書局，2003 年 10 月 )，頁 252。 

21
 清 唐岱：《繪事發微》，俞崑：《中國畫論類編》( 下 ) ( 台北，華正書局，2003 年 10 月 )，

頁 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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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的學習與成長過程，如何身體力行，達到優異的境界。回憶高中時候初步接

觸繪畫時，即主動開始收集報章雜誌上的繪畫類剪報至今共十四本，內容包含中

西畫與藝文活動、世界記遊等，這些閱讀與資料收集，可知道當代許多重要畫家

的展覽與學經歷的生平介紹，在那高中的年代對筆者有極大的幫助。 

 

筆者自在私人畫室擔任教學十餘年，看見許多學生上大學後再上研究所，作

品日精月進，看見他們的努力，激勵自己也想奮鬥一番，卻苦無方向，尋不著目

標，心思總在浮動之間，於是決心攻讀研究所，期待自己在學理基礎補充上，能

找到創作的方向。入學之後真是大開眼界，充滿激盪，這是真體驗。 

 

清松年《頤園論畫》說，必當讀書明理，閱歷事故，胸中學問既深，畫境自

然超乎凡眾。22筆者見當代許多傑出水墨畫家，學術根基皆深厚，發表論文，舉

辦學術研討會，反映在作品上，更是氣質出眾。許多擔任公職，在藝術教育推動

上，貢獻卓越，提攜後進，十分敬佩。 

 

在這些臺灣當代名家身上，古代的南宗北宗23門戶自然打開了，那來的分派？

清范璣《過雲廬畫論》說畫論理不論體，理明而體從之。24所謂朱熹的月印萬川25

理念，學問相通，藝術相通，理念相通，技法也是相通的，無論古今與東西方。 

 

3. 品德 

有了技法與學問，良好品德更是難能可貴，西方藝術強調情感，東方繪畫講

究修養，情感有正反面，表現於繪畫有陽光、喜樂、溫馨，也有情色、暴力、血

腥、衝突與驚悚等。而東方的「修養」，追求的是天人合一，陰陽調和，有無相

生，宇宙萬物的生生不息。明李日華《竹嬾論畫》提到人品不高，用墨無法26，

                                                 
22
 俞崑：《中國畫論類編》( 上 ) ( 台北，華正書局，2003 年 10 月 )，頁 330。 

23
 明 董其昌：《畫旨》，收錄 周積寅 編著：《中國畫論輯要》(中國，江蘇美術出版社，2005 年

7 月 )，頁 298。 

24
 俞崑：《中國畫論類編》( 下 ) ( 台北，華正書局，2003 年 10 月 )，頁 917。 

25
 江心力：《中國哲學史》(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1 年 9 月 )，頁 228。 

26
 原文「王徵老自題其〈米山〉曰：「人品不高，用墨無法。」收錄 俞崑：《中國畫論類編》( 上 ) 

( 台北，華正書局，2003 年 10 月 )，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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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精神維度是水墨畫特有的。心中有雜念，外發於象，表露於言行舉止甚至

畫作上，所謂畫有邪正，筆力直透紙背，形貌古樸，神彩煥發，有高視闊步，旁

若無人之概，斯為正派大家。若格外好奇，詭僻狂怪，徒取驚心炫目，輒謂自立

門戶，實乃邪魔外道也。27神彩煥發、高視闊步是一種光明磊落的精神境界，而

詭僻狂怪目的，只是想吸引人的目光，心不正畫乃邪，自古有之。品德包含待人

接物的禮儀，知書才能達理，哲學本意是愛知識，而科學是傳統哲學的繼承者，

科學不思，當然就無由探入物的本性28，越是研究學問，越能認知知識浩瀚無窮

的藝術家，總是越謙卑。知識是智慧的根基，智慧是知識的累積。 

 

清王昱《東莊論畫》說，學畫最要虛心探討29，術業有專攻，面對不同或相

同領域，勇於請教，不分年紀不分輩分，人人皆可以是我師。要達到不泥古法，

不執己見，惟在活而已矣30境界，仔細探索別人的優點，是筆者經常要求自己應

有的態度。 

 

(二)、走出戶外體驗自然 

1. 思辨 

走出戶外的相反就是閉門造車，在網路資訊發達攝影圖檔流通便利的今日，

許多人都想偷懶輕鬆躲在家裡上網抓圖，透過「冥想」、「沉思」、「組合」，追求

夢境、幻象、心靈空間，畫無具體實像的「看不見」題材，以怪誕場景、變形身

軀、生化怪獸為上，將外出體驗自然、畫真景山水或具象寫實視為「沒思想、沒

創意」。更有人說，技術好的人都是沒思想的，那難道筆墨工夫差勁的就代表很

有思想？其實不然，所有經常寫生的藝術家都知道，每一筆每一景都充滿思考的，

筆墨掌握更需要多年的根基，才能運用自如。 

 

                                                 
27
 清 王昱：《東莊論畫》，俞崑：《中國畫論類編》( 上 ) ( 台北，華正書局，2003 年 10 月 )，

頁 189。 

28
 熊偉 編，高宣揚 主編：《現象學與海德格》(台北，遠流出版社，1994 年 10 月 )，頁 185。 

29
 俞崑：《中國畫論類編》( 上 ) ( 台北，華正書局，2003 年 10 月 )，頁 188。 

30
 清 鄭燮《補遺 題畫竹六十九則》，周積寅 編著：《中國畫論輯要》(中國，江蘇美術出版社， 

2005 年 7 月 )，頁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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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澤厚在《美學四講》裡曾討論到，具象藝術的形象是理性的，內容卻是感

性的。但現代藝術剛好相反，形式是感性的，內容卻是理性的，也就是說，現代

藝術要求畫看不見的東西，看的見的東西還畫他幹甚麼31？筆者認為既然看不見，

那又何必畫，等於蒙上眼睛走進美術館看畫展，毫無意義。因為從欣賞來說，藝

術如果沒有物質載體，就不能訴諸人的感官，藝術中的審美意義就無法傳達給欣

賞者，也無法保留給下一代32，作品不能感動人，再多的文字與理念也是多餘的，

如同風吹即倒的建築與不和諧的音律，這工程學與樂理，總是不實用的。 

 

有哲學一派中，討論到人是虛無由之來到世界上的存在，人自身就是一個自

己否定自己的過程。而人的存在是虛無顯現的條件並且使我們顯現為自由33。虛

無也好，自由也好，否定也罷，但人總是確實存在並且創造了文字，建立了文明，

這些成果都是有眼可見。先眼觀之後才能心動，因此筆者採用走出戶外的觀察方

式，體驗自然，從耳目到靈府，得於心應於手，實踐創作。 

 

2. 行動力 

凡事不下苦功，不能精粹34，當決定以臺灣海港為創作主題時，身旁友人曾

說，為何不找個輕鬆一點不出門就可以完成的，這不是很累嗎？筆者認為，藝術

路上應該腳踏實地，不投機不取巧，身體力行才能學到真本事。在世界美術史上

產生關鍵影響力的繪畫大師，無論風景、人物、花卉、走獸，都來自面對實景的

觀察。許多臺灣當代名家，也都經常外出寫生創作，因此作品樣貌十分豐富。 

 

李醒塵說，藝術的真正和唯一的源泉是理念，理念就其原始性說，只能是從

生活自身，從大自然，從這世界汲取來的。又說，只有真正的傑作，那是從自然、

從生活中直接汲取來的，才能和自然本身永垂不朽，即常保有原史的感動力。35走

                                                 
31
 李澤厚：《美學四講》(台北，人間出版社，1988 年 11 月 )，頁 197~198。 

32
 李澤厚：《美學四講》(台北，人間出版社，1988 年 11 月 )，頁 160。 

33
 熊偉 編，高宣揚 主編：《現象學與海德格》(台北，遠流出版社，1994 年 10 月 )，頁 389。 

34
 清 松年：《頤園論畫》，俞崑：《中國畫論類編》( 上 ) ( 台北，華正書局，2003 年 10 月 )，

頁 328。 

35
 李醒塵：《西方美學史教程》( 台北，淑馨出版社，1996 年 10 月 )，頁 437~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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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戶外要花費時間、金錢、體能，還要承擔許多無法掌握的因素，如氣候狀況、

交通安全等，讓許多人望之卻步，只要事前妥善規劃，一切都不是問題，就看有

沒有執行的動力與決心。 

 

李可染、錢松喦、張大千與傅狷夫的繪畫與唐宋元明清有極大的不同，除結

合西方繪畫思想以外，另外就是勤走山川海濱觀察寫生。因著生命歷練，表現出

相異的繪畫風格，這是走出戶外，可提升繪畫意境、層次與面貌的極佳典範。 

 

3. 調和 

每個人的作畫經驗中，都會經歷到感性與理性的拉扯，感性多於理性時，會

產生習慣右邊一座山加三棵樹，左邊民宅一間與瀑布，需要透過理性寫生來調整。

許多當代書法家們，更是從未停止臨寫古聖書跡，免落入筆畫角度字字雷同的習

氣之中。明唐志契《繪事微言》，凡學畫山水者看真山水極長學問，便脫時人筆

下套子，便無作家俗氣。36明代漢人奪回中原政權，開國之初文化大興，後因上

位者多嚴刑峻罰，畫者往往遭遇奇禍，惟有墨守舊規以求保身，重臨摹少創造，

遂致空疏薄弱無以自拔37，唐志契點出了那一代的繪畫流弊，這話來的語重心長，

想改變需觀察寫生真山水。 

 

有印象派大師之稱的法國畫家莫內38，於當時的歐洲發表了革命性的新理論，

他因為戶外寫生，發現在不同時間、季節與氣候下，日照大地的彩度是不同的。

一生留下許多同一景點不同色調的作品，如〈盧昂大教堂〉、〈賽納河〉、〈白陽木〉

等，來印證他的理論。 

 

因此筆者在海港意象創作中，經常進行半天、一天，或三、四天的考察旅行，

部分鄰近地方去了三、四次，感受都不太一樣。有些外縣市港口相隔一年再訪，

產生了不同的理念與創作動機，面對畫過的景點，也會萌生新想法。 

                                                 
36
 俞崑：《中國畫論類編》( 下 ) ( 台北，華正書局，2003 年 10 月 )，頁 733。 

37
 俞劍華：《中國繪畫史》( 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 年 3 月 )，頁 43。 

38
 莫內 Claude Oscar Monet 1840~1926 何政廣 主編：《莫內》( 台北，藝術圖書公司， 

  1996 年 3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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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李日華舉東坡先生為例，提其雖天才卓逸，熱愛書畫，仍到處無不以筆硯

自隨。39清 盛大士也說，詩畫均有江山之助，若局促里門，蹤跡不出百里外，天

下名山大川之奇勝，未經寓目，胸襟何由而開拓？40取景自然的寫生觀念建立，

至今仍是筆者信守的不二法門(當然寫生不限定室內與室外)。石濤所言搜盡奇峰

打草稿也，此峰應非單指峰，而是勤學苦練的態度與行動力，內外調和之下，畫

境自然寬廣了。 

 

(三)、畫我臺灣放眼世界 

清錢泳《履園畫學》論故凡古人書畫，俱各寫其本來面目，方入神妙。41明

唐志契說，寫畫多有因地而分者，不獨師法也。42西方裴程引梅洛-龐蒂指出：「我

們第一條不帶任何偏見，並且無可爭議的真理就是，存在現在。43」也就是所謂

此時此地，是一切實在之物的基本存在形式，在這樣理念基礎上，筆者認知到畫

我臺灣的重要性。 

 

西方繪畫發展，有自己的種族、膚色、宗教、文化背景。工具材料、審美條

件都與東方不同，法國畫家莫內〈盧昂大教堂〉44、荷蘭梵谷〈普羅旺斯的農舍〉

45、西班牙畢卡索〈格爾尼卡〉46等，作品內容與畫家生活背景，環境特色，國家

事件關係密切，有著獨特的地方情感，與歷史脈動共生。盧昂大教堂、普羅旺斯、

格爾尼卡，也因此成了著名觀光景點。 

                                                 
39
 語出《竹嬾論畫》，收錄 俞崑：《中國畫論類編》( 上 ) ( 台北，華正書局，2003 年 10 月 )，

頁 134。 

40
 俞崑：《中國畫論類編》( 上 ) ( 台北，華正書局，2003 年 10 月 )，頁 943。 

41
 俞崑：《中國畫論類編》( 上 ) ( 台北，華正書局，2003 年 10 月 )，頁 245。 

42
 俞崑：《中國畫論類編》( 下 ) ( 台北，華正書局，2003 年 10 月 )，頁 731。 

43
 梅洛-龐蒂(Merleau-ponty,Maurice)，熊偉 編，高宣揚 主編：《現象學與海德格》(台北，遠流出

版社，1994 年 10 月 )，頁 413。 

44
 法國 莫內 (1840~1926) Monet, Claude：〈盧昂大教堂 Rouen Cathedral 〉，1894 年，奧塞美術館

(Musee d'Orsay)。 

45
 荷蘭 梵谷 (1853~1890) Vincent van Gogh ：〈普羅旺斯的農舍 Farmhouse in Provence 〉， 1888

年，美國華盛頓區國家畫廊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46
 西班牙 畢卡索 (1881~1973) Pablo Picasso：〈格爾尼卡 Guernica〉，1937 年，索菲亞王后國家藝

術中心博物館(Museo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í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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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畫家李奇茂代表臺灣進行多次的藝術外交，至今許多作品都在表現臺灣

的文化，充滿人親土親的記憶溫度，不亞於〈盧昂大教堂〉。在蘇花公路九彎十

八拐段，可俯瞰宜蘭平原，壯觀美麗，是許多畫家寫生創作的好題材，不輸〈普

羅旺斯的農舍〉。另外八年抗戰與金門的古寧頭戰畫，如〈格爾尼卡〉般紀錄了

歷史。 

 

南北朝分峙於黃河長江兩流域，北方多鮮卑族，民風強悍，南方為漢族，民

性優美。在書畫合一原則上，討論北魏的書風，筆畫剛健、氣質雄渾，結體豪邁，

漢族書法筆畫飄逸，溫和流暢，架構工整。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兩流域，就有如此

的變化。臺灣各地港口面貌豐富，舉彰化王功與宜蘭南方澳，一個是沙灘平地，

另一個是背山海灣還有個陸連島屏障，各有特色。 

 

清錢泳《履園畫學》，董思翁嘗言：「董源寫江南山，米元章寫南徐山，李唐

寫中州山，馬遠夏珪寫錢唐山，趙吳興寫苕霅山，黃子久寫海虞山是也。」又說，

倪雲林是無錫人，所居秖陀里，無有高山大林，曠途絕巘之觀，惟平遠荒山，枯

木竹石而以。故品格超絕，全以簡澹勝人。是即所謂本來面目也47。 

 

有些古代山水作品中，繪有一小瀑布從一山而下，而被評為不合理的假山假

水，但筆者在中部橫貫公路，的確看過這樣的情景。中橫山脈高聳，雨水霧水累

積儲存於岩壁隙縫、植物土壤之中，多餘的便從一縫涓涓而下，終年不絕，甚至

還有從小岩洞流出。從前筆者不懂嶺南派繪畫的煙雲，直到就讀文化大學時，看

見學校經常被雲壟罩，上水墨課時雲霧飄入教室情景，才恍然大悟。筆者看臺灣

畫家藍蔭鼎、席德進、林玉山、郭雪湖與林之助寫生臺灣風土人文的作品，溫暖

親切，雖然融入西方與日本的美術教育，但是沒有推翻自己的文化特性，反而在

吸收外來知識技術之後，將臺灣的美用力放送出去。 

 

法國雕刻家羅丹，表明利用「顯著、誇張」來表現，卻又同時指出忠於自然

                                                 
47
 清 錢泳：《履園畫學》，俞崑：《中國畫論類編》( 上 ) ( 台北，華正書局，2003 年 10 月 )，

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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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則，他說我沒有改變自然，或者不如這樣說，即使我改變了，那在當時也不

是有意的。感情，影響我視覺的感情，向我指出的自然，是我和我抄下來的自然

一個樣的。又說如果那時我有意要改變所見的東西，要做的更美些，那恐怕反倒

不能做出任何美好的作品來48。原來當我們忠於描寫時，自然改變成為自己的風

格，非刻意而為。這是藝術家不假雕琢的真摯，在觀賞者的眼中，或多或少，彷

彿能從畫面滲透入畫家深層的靈魂，那是超越時間、空間、國度、語言的一種感

動。美學本互通，也許只是一個雕塑，一幅遊記風景畫，無任何隱喻的平凡，但

個體之中展現了不同的社會性，而這社會性與你我共存於世界各地。當明朝畫家

文徵明磨墨時，同時在義大利的米開朗基羅49或許正在調製顏料，這是多麼動人

的畫面，一人低頭寫書法，另一人仰頭畫壁畫，盡心竭力為留下美好藝術佳作而

努力。 

 

東坡曾興到以朱筆畫竹，隨造自成妙理，或謂竹色非朱，則竹色亦非墨可代

50。因此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港口，都有一個美，分別在獨立的個體之中，我的港

口與眾人不同，眾人也與我不同，今天的港口，已經不是昨天的樣，至於明天，

我還沒想到。 

 

臺灣的美由臺灣藝術家來發掘、來創造，是理所當然，要從臺灣走出世界，

畫我臺灣文化、風景、人文歷史，十分重要。看看今日西方電影中的華人角色，

一定是黑頭髮黃皮膚，不需裝成白人模樣入鏡，為什麼，因為本來的樣子才是最

美最有特色的，黑人有黑人的美，白人有白人的美，都無可取代。 

 

 

                                                 
48
 法國雕刻家 羅丹 Auguste Rodin (1840 ~ 1917)，李賢文：《羅丹藝術論》(台北，雄獅圖書，1992

年 5 月 )，頁 30。 

49
 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 (1475 年 3 月 6 日－1564 年 2 月 18 日)，文藝復興時期傑出的雕塑

家、建築師、畫家和詩人。出生於佛羅倫斯共和國(RepubblicaFiorentina)，是中世紀義大利的一

個城邦國家，位於今義大利塔斯卡尼大區，以佛羅倫斯為中心。 

50
 清 方薰：《山靜居畫論》，俞崑：《中國畫論類編》( 下 ) ( 台北，華正書局，2003 年 10 月 )，

頁 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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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創作實踐 

(一)、天地大美 

天地有大美，在筆者眼中景色豐富無盡藏，此系列作品運用古典思維，表現

在地港口地貌地物、船舶造形等景觀特色， 

 

(二)、比興詮釋 

東西方藝術哲學，常見比興、托物寓意的特色。南瓜與石榴，在東方有多子

多孫的祝福，還有「魚、餘」，「桔、吉」，「羊、祥」，「蝠、福」等吉祥諧音文化。

西方綿羊象徵牧者，天秤表示正義，鐵錨為希望，月桂則是榮譽。此系列作品是

運用形而上的「象徵」、「映物」來創作。 

 

(三)、形式探索 

嘗試以幾何分割手法表現港口題材。在造型原理上，美學也強調人類對視覺

心理的重視51，直線、曲線、方向、空間等視覺性，產生穩重、指引、延續意涵。

無論山水、花鳥、走獸與人物，位置經營美學都是相通的。當創作〈彩虹橋〉時，

心中完全沒有之後〈戍守金門〉、〈牽手〉的畫面，都是在前一張的實驗創作過程，

冒出的靈感。 

 

(四)、科技世紀 

走進各大書局，看到所有的書籍封面，都是來自電腦美工設計。在一百本相

同長寬比例的書中，可以創作出一百種不同構圖樣式，當中文字方塊與圖層的編

輯，更與水墨畫落款規則相同。這樣的美感，不見於達文西、畢卡索，只出現在

電腦美工軟體發展的年代。這裡運用數位圖像簡化與寫實的結合水墨創作。 

 

 

 

 

 

                                                 
51
 黃光男：《畫境與化境-繪畫美學與創作》( 台北，典藏意術家庭，2007 年 6 月 )，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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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大美 

 

( 圖 1 )〈王功暮色〉 

宣紙、墨彩 

180 x 90cm   

2010 

以王功漁芳苑燈塔、步道 

涼亭為主題，綴以海岸植 

物，馬鞍藤、草海桐、林 

投、木麻黃等為表現。黃 

昏來到，夜晚將至，燈塔 

將發揮它的功能，用明光 

照耀遠方，指引漁人的 

路，遠處的飛鳥，即將回 

巢，也代表回家休息與並 

家人相聚，充滿溫馨，也 

期待著更美好的明天。 

 

 

( 圖 2 )〈夕照阿根納〉 

宣紙、墨彩 

180 x 88cm   

2011 

此地為基隆八尺門美商

阿根納造船廠遺址。將鋼

骨建築高低遠近上下挪

移，如樹交疊，如山石陡

立。餘暉之中，煙霧裊

裊，一停泊漁船與一剛從

船上跨步著陸返家的漁

人，遺址、夕照、孤船、

單人，訴說繁華不再的惆

悵。 

 

 

( 圖 3 )〈微風安平〉 

宣紙、墨彩  

170 x 90cm  2012 

此景點為安平港區金城里

的「金城遊憩碼頭」。筆者

在找尋臺灣海港創作題材

時，苦思挑選有特色港口

為優先，北海岸礁岩地形

加上山脈林立，受東北季

風影響風大雨季長，南部

緯度與地形影響，氣候較

北部炎熱雨季短，安平港

口漁船正有著在北海岸未

見的黑色遮陽紗網特色。 



書畫藝術學刊 第十四期                                                               

246 

比興詮釋 

 

( 圖 4 )〈臺灣百舟〉 

宣紙、墨彩  

180 x 90cm2011 

 

漢字裡的「百」有成數、

眾多之意，以及完美、圓

滿的象徵，取「百舟、百

週」諧音，於民國一百週

年之際，比興而作。臺灣

百年來，在地扎根，向外

拓展，有今日的安定與富

庶，十分感恩。生逢此

時，倍感珍惜。作品取材

臺灣東南西北與澎湖各

大小漁港之漁船，透過實

地觀察、寫生、構思、組

合繪成。共計 110 餘艘。 

 

( 圖 5 )〈生生不息〉 

宣紙、墨彩  

180 x 90cm2011 

 

生命議題在水墨表現上

十分常見，有以宗教神祇

形像說明的，或長幼人

物，日月盈昃、植物枯榮

等。取材淡水、新竹、南

方澳與萬里漁港週邊，移

置地面等待拆解的廢棄

船隻，透過高低大小斜正

構圖思考，搭以遠景造船

廠，表達世代傳承的概

念。 

 

 

 

( 圖 6 )〈天玄地黃〉 

宣紙、墨彩  

180 x 90 cm  2011 

 

「天玄而地黃」 一句源自

《易經》，文中以乾坤、龍

馬、雄雌、黑黃象徵天地，

探討天人合一，陰陽調

和，萬物生生不息。以黑

黃二色表現眾船如古木參

天，由上而下聯結天與

地，以左乾右坤安置左

右，猶如日夜，是〈臺灣

百舟〉之後，另一件純以

眾舟為表現的創作。作品

不在留意船與船之間的合

理性，而是情感結構上的

趣味，猶如人與人，手牽

手肩併肩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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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探索 

 

( 圖 7 )〈彩虹橋〉 

宣紙、墨彩  

180 x 90cm  2012 

 

以分割手法將新舊彩虹

橋，以矩形方式結合，順

著船與周遭建築外形，上

下左右延伸，船與碼頭的

繩索，在空間交錯下似連

又斷，產生畫中畫，鏡中

境的都會美學。如此視覺

美感，在今日城市建築之

中，處處可見，如高樓上

的玻璃反射，物象分裂中

又存在一定規則。一樓店

面落地玻璃櫥窗，可同時

看見室內又反射戶外，將

此特色進行創作。 

 

 ( 圖 8 )〈戍守金門〉 

宣紙、墨彩 

180 x 90 cm2012 

 

此地為新湖漁港右側退

役碉堡，登高臨海而望，

見驚濤裂岸捲起千堆

雪，氣勢非凡。模擬書冊

攤開視效，當中圖文排列

特色，以及書頁微微上揚

產生的空間變化，將碉

堡、激浪、軌條砦、龍舌

蘭、花崗岩上的碎玻璃佈

局其上為創作。這樣是否

為水墨畫，對我來說並不

重要，但可以說，沒有人

這樣呈現過金門新湖漁

港，這是筆者所追求的。 

 

( 圖 9 )〈牽手〉 

宣紙、墨彩  

180 x 90 cm  2012 

 

去年九月回雲林與雙親遊

臺西五條港，為碩士創作

論文取材，沙岸地形漁業

活動以牡蠣文蛤養殖為

主，藍天下蚵農揮汗忙碌

勤奮踏實，路口海螺涼

亭，觀景平台，風力發電，

為在地特色，現代有種名

為「格子趣」的店面經營，

只租一個格子就可陳列商

品由店長協助販售。甚麼

稀奇古怪大小之物，都有

人賣。將港口環境特色，

以格子趣概念實驗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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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世紀 

 

( 圖 10 )〈基隆貨櫃碼頭〉 

宣紙、墨彩  

180 x 90 cm  2012 

 

石濤曾題，筆墨當隨時代 

一句，筆者認為不是推翻

傳統或強調改變，而是當

代新視覺的包容。筆者前

往基隆貨櫃碼頭多次，在

平地、山腰、高處多角度

觀察，想營造層次分明又

帶著當代科技語彙特徵

的作品。運用電腦美工軟

體處理，萃取極黑與純白

彼此重疊於景物之前。作

品純手繪，非用電腦輸出

後製。 

 

( 圖 11 )〈漁躍外埔〉 

宣紙、墨彩  

180 x 90 cm  2013 

 

畫框選的好，綾布色系配

的好，對作品有正面幫

助。但這裡有一個問題可

以思考，框重要還是作品

內容重要，筆者認為作品

不佳，框再怎麼好也沒

用，歷史上那些能感動人

的作品，都是看畫面本

身。以外埔漁港藝術雕塑

剪影，嘗試讓畫面週圍產

生如畫框的趣味創作。 

 

 

 

( 圖 12 )〈五色〉 

宣紙、墨彩  

180 x 90 cm  2013 

 

創作〈天玄地黃〉當時，

腦海中閃過幾個畫面，有

計白當黑、計朱當白等，

間隔許多作品激盪推敲

思考，架構出〈五色〉。

概念源自《三字經》，青

赤黃，及黑白，此五色，

目所識。青赤黃就是西方

色彩學的三原色藍紅

黃，而黑與白又是水墨畫

的根基，以海港為素材，

表現出純粹五色不作暈

染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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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天地大美，讓我更貼近自然，類觀萬物，比興詮釋，使我更深入思考人在天

地之間的存在意義。形式探索，增加畫面構成的變化，科技世紀，紀錄今日數位

媒體影響了藝術的創作。凡事靠努力，傳統是根基，基礎是王道。創作靈感，來

自生活，創新，源自傳統。改變，來自前一張的創作省思，無論我怎麼變，絕不

否定傳統的價值。水墨的材料特性就是筆墨宣綿絹，如同水彩為水性顏料與紙，

油畫為畫布與油性顏料，各有特色，材料無缺點，問題在於人。當代藝術，包含

水墨與書篆，善用科技產品，協助創作。 

 

碩二看碩一作品，有些創作觀念已經改變，這表示再畫同一景會有不同樣式

作品，碩三再來看碩二，想說怎麼畫那樣。隨著創作實踐、學理閱讀、生活經驗

影響，碩四再來回顧這四年，驚覺年年在變，連自己的簽名都變了。把握當下一

閃即逝的動機，不計較好壞得失的態度，進行創作，沒畫就沒有了，有畫就有作

品留下，筆者很珍惜這樣的過程。 

 

怪僻之形易作，作之一覽無餘；尋常之景難工，工者頻觀不厭。52四年之間

作品的改變，並非刻意，感受自生活。深深體會藝術的浩瀚，美學的豐富，海的

寬廣，天的高遠，自然的生生不息，孕育萬物，人居其中，要感恩，要敬畏，要

維護這天地間的美好，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感動。繪畫常存在一些爭議的問題，如

依據照片創作為劣，那不參考照片就是棒嗎？水墨第一筆就是形而上的改變，加

了線條而且轉成墨色，況且藝術家的眼與鏡頭本來就不同。羅丹還曾說過，藝術

家是說真話的，照相是說謊話的，因為實際上時間不會停止。53畫中有情感，這

是機械世界所達不到的，就連最新的 3D 數位電影特效，還是得由人來撰寫程式

與操作。一篇文章好壞是看內容，與手寫稿或鍵盤打字無關，科技產品只是工具，

對我來說與毛筆一樣，與作品好壞無關。 

 

                                                 
52
 俞崑：《中國畫論類編》( 下 ) ，( 台北，華正書局，2003 年 10 月 )，頁 811。 

53
 羅丹  口述，葛塞爾筆記，李賢文 發行，《羅丹藝術論》(台北，雄獅圖書，1992 年 5 月 )，

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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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感受到一、二十年的傳播媒體，多致力於介紹國外名勝、美食、文化活動等，

今日的臺灣，已經懂得介紹自家的好，行銷國際發展觀光。戲劇與舞蹈是表演給

人看的，音樂是演奏給人聽的，繪畫也是要有人欣賞才有價值，展覽的動機就是

在發表，發表給人看的。筆者心中的海港，要帶給人喜悅的心情與愛臺灣美景、

文化的感動。希望大家能到海港邊看一看、玩一玩，吃吃海鮮，珍惜並愛護我們

的寶貴海洋資源。 

 

回顧自己的繪畫學習，起初可說智如「朝菌」，能同「蟪蛄」，有幸能如「蓬

生麻中」，在前賢、專業教師與優異同儕之中學習成長，十分感恩。自幼並不聰

慧，因著家人支持與啟蒙老師當代水彩畫家陳誠的開導，能一步一腳印直到現在，

雖非有成，但至少還可以繼續。不求炫如煙花般的大紫千紅，但求長長久久，享

受創作，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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