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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念傅狷夫教授—現代書畫藝術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一 

 
在幾次的研討會中，有機會表達當前水墨畫的文人性格剖析，而不知除了時

間傯倥外，就是學力未逮，尚需研修。但在傅狷夫教授藝術研討會上，不得不略

為說明他的文人性格對水墨畫創作的影響。 
 

對於他的生平故事，或許有更多的人潛心研究，在此略去繁冗文字。僅就他

的畫與他的人格修養提出一些觀點，應該就明白文人性格與水墨畫的關係。 
 

個人在近四十年親炙他的教澤，深深不解他為何在對大陸開放與為何沒有回

杭州看看故鄉情況、至少也得到他的畫友聚合處西冷畫室看看。除了猜測他年事

已高，家鄉已沒有至親的人外，應該是傳統中的「近鄉情怯」或是「清風明月無

人管，并作南來一味涼」的滄苦，這種心情正是文人志節的苦，也是所堅持的志

氣。 
 

然人生多少歲月，固然不能免去世俗，也得學習「梅子黃時日日晴，小溪泛

盡卻山行」的適性，於是他上班、工作、家庭、公務依然隨俗，除了教育孩子外，

如何在社會急促發展中，有個較為理想的生活，是他考慮的重點。於是在興緻的

堅持下，把繪畫視為生命的寄託處，繼續在抗戰期間已展開的嶔崟磊落性格，植

入繪畫的特質重現，並且承繼傳統之餘，如何掌握時代現實的水墨畫創作。 
 
 

二 

 
當然在中國繪畫美學與現實生活之間的聯結，是需要一種文化敏感度的，換

言之，畫家創作過程中，必然有三個重要條件，其一是學問見解的深度如何；其

二是才情活潑度的展現；其三是時代的感應度的刻記。關於這些條件，傅狷夫教

授早已有傑出的表現，例如他對於傳統文藝美學的理解與詮釋，或是對於新視

覺、新感應的技法，或是創新的風格，均已受到藝壇的推崇，是台灣水墨畫家的

宗師。相關他的成就，眾多學者已闡述清楚，本次演講略而不談。但其畫格人格

依附的關係，則需再贅述一些觀點。或許這些意見，也是他之所以成為宗師的原

因之一。 
 

其一「靜」，他並不喜歡熱鬧的場合，卻喜歡促膝長談的朋友，也包括學生，

這也是他常說不喜歡應酬，而喜歡思考氛圍的為人方式，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與

行動，可能是傳統教養的關係。古訓的「定、靜、安、慮、得」對他影響是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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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甚至是人生追求的價值觀，所以不苟言笑，凡事講究效率與秩序，甚至循著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的軌道進行，達到「興於詩、立於禮、成

於樂」的境界。 
 
這種認知行動，傅教授「以靜制動」的過程，往往是思考多於活動，簡約多

於繁複，不論他上山觀覽風景，或是在岸澗迎浪呼風，是個不折不扣的「登高山

則情滿於山，入瀛海則意溢於海」的澎湃心情，其化入筆端的「動之靜」，靜者，

純粹的情意沉澱，也是人格的內在修為。傅教授完善表現在水墨畫創作上。 
 

這是力行數十年的規律，畫作如此，人生亦復如此。所以當我每次看他在畫

桌上沉思時，就有倡議多運動的想法，約莫在他六十歲時進諫，請他多運動，七

十歲、八十歲也曾提議過，他沒有表示意見，只是笑笑。直到九十歲我到舊金山

看他，也勸他多運動運動，此時他示意他背後收藏品，二千餘件烏龜藝品，並說：

「烏龜有運動嗎？」，我一時語塞，答不出話來，才體悟老師的養生法，原來是

「龜息」調節法，是靜中之動，而表現在外的是動中之靜啊！ 
 

這種不急躁、不浮誇的言行，直指「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色與人同」的

核心，是他在「靜穆」中的人格投射，他的畫面充滿了天人感應的意涵。 
 

其二是「隱」對傅教授來說，有幾個特點說明「隱」藏性的才能。例如他為

了表現台灣的山嵐雲氣，便揮日到塔山、阿里山登高攬勝，竟日注視山巒氣勢與

風雲變化，有四季之變、有陰陽之異，雖有古人的「春山如美、夏山如恕、秋山

如妝、冬山如睡」之論，但他則說春雲恬淡、夏雲湧柱、秋雲迷濛、冬雲濕潤的

現象，是台灣高山靈氣；又一個人到北海岸，觀濤於八里、野柳之間，「物色之

動，心亦搖焉」的領悟，造景造境的方法，即是「寫生」觀念的活化絕對在「圖

象」的特徵，隱住意象的豐富。 
 

中國山水畫，素有見山不是山的反芻，但終究還是山水時，山水畫的意象已

不是原有的風景，它所營造的美感，是理性與感性斟酌的結果，也就是說，仁者

樂山，智者樂水的知性合一，理哲穿情。這種山水畫，必然是作者的眼界、情思

與理想，如李成的寒林，范寬的丘壑，郭熙的靈秀等等，是作者的個性也是作者

心中之景的反射。所以有畫格、人格的討論。 
 

傅狷夫教授之所以「狷」者，有所為有所不為，在他的畫面往往是把主觀意

識注入在客體的形質，「隱」藏著動中之靜的美學主張。把中國知識份子追求自

然、營造心神的修養投射在作品上。 
 

他畫作中的詩句撰題、或借文舒懷的「文氣」，是台灣水墨畫創作者中最具

「隱性」的一位，雖然他借前人詩詞表志，但吟詩作對的興致，具有文人作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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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屬傅教授的專長。更具體的說，傅教授的學習力與創作力，是全面的也是隱性

的積極儲備力量。我曾看他致力學習畫鶴的情況，好奇地請示觀賞，他說尚未有

心得，日後再酌。一直到他辭世，仍未見他的「鶴畫」展示。勵生說應有百餘張

的試稿，有些是仿作，有些是試作，但是否與他用筆的老辣枯勁，運筆當如飛的

書法筆勁有關，則有待考察。 
 

其三是「脫」，鄭板橋曾說人生之苦難，就是因為推脫不出去，才有無限的

煩惱，倘若人人可推脫得開，人生必然美滿。傅狷夫教授的有所為有所不為的勵

志，就是在「脫」字上著眼。能否推脫得開，是內在的價值認同，也是一項修為，

更是悟解人生的道理，而加諸在行為上的表現。 
 

就傅教授的藝術造詣，乃是時代創作的宗師，書畫成就具有承先啟後的力

量，影響中國繪畫時代性的發展，但他的謙和又耿介的處事態度，足為藝壇上的

明燈。例如他有教無類的師道，使受教學生得到應有的照顧；他的義正詞嚴，不

會拖泥帶水，使友生之間受到正面價值的追求；他依然如故的堅持，使居家辦公

室的文件井然有序等等，當這些意念應用在藝術創作時，便明白他的「溫故知

新」，也可進一步明白他為何把社會的服務放在第一位，亦即他把畫作盡悉捎給

博物館或社教機構，這是他在人生悟道中，他常說的人生百歲，終歸一元，四季

依序人生歸位，沒有例外，所以在不斷的精進中，是社會價值的追索，成了就還

給社會吧！這是「脫」的人生觀，也是「給」的生命價值。 
 
 

三 

 
傅教授七十歲後有「覺翁」的別號，曾詢問其意，他說不是人生七十才開始，

而是七十之後人生開悟，如睡醒之時，一切甦醒了，故為之，或許他與宋代吳文

英的別號覺翁有相同的感悟，這樣的契合豈不是人生推脫開的表現性。因此，可

以在師友間看到他的言行與作為，都在身教言教之下，貢獻社會，服務社會，力

求歸真的大道。 
 

若說傅教授「撥雲尋古道，倚村聽流泉」是他的潛心修養，那「竹色溪下綠，

荷花鏡裏香」則是他的人生借鏡，推脫得開。傅教授常以「順其自然」的勵志詞

書送友生，這便是他內在「推外」的心境。 
 

傅教授的人品受到尊敬，書畫成就為宗師，言行一致的諤諤學者，又是煦煦

和暢的長者，他的「狷夫」字義，已說明了一切。因為「靜」能悟理，「隱」能

藏力，「脫」能開啟心性，成為一代水墨畫宗師，對藝術界、二十世紀的美學貢

獻，是無遠弗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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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傅狷夫教授在晚年曾書寫一幅對聯「袖中吳郡新詩本，襟上杭州舊酒痕」相

送，也是他入性之傑作，初不解其意，後才知他對故鄉的尊重與懷念，並不亞於

他人，何況杭州是他的家鄉，吳郡即為蘇州，是師母的家鄉，杭州、吳郡同時是

白樂天任官的地方，傅狷夫教授借用了，也隱藏他的心境，此境此情，何能言哉！ 
今天在這裡追思傅狷夫教授，對於藝壇來說，我們看到一位水墨畫宗師，也能體

悟他在藝術美學的詮釋意義；但對我個人來說，他像嚴父，也像朋友，在畫格人

格的講究上，不著痕跡的刻記在心靈上。曾也談及社會現象，他微笑說，利人利

己可好，損人利己不好，但損人必不利己，或只為自己設想的人，路子會越走越

小的，人生看遠看開，一切順其自然吧！ 
 

謹記教誨，並服膺「勤慎從事」的勉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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