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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以清末民初在上海所發展出的「海上畫派」之水墨藝術為標的，探討

其產業營運的模式概況。藉此回顧當年藝術家為了討生活，由原本的商業活動，

提升為結合創作、生產與商品化的文化產業，且匯集成具有地方獨特的風格；所

以一個能夠提供機會給予創意發展事業的城市，才能吸納各地的人才來此發展，

也才能不斷的為該城市創意產業激盪出更多創新的活力。內文的議題有： 

1. 海派的市場賣相與傳統文人畫的轉型。 

2. 風格的迎合或創新的創作態度。 

3. 文化創意產業下的商業文明與藝術產業。 

4. 臺灣當前的學院派「水墨教學與創作」的情境，是否能在轉型中與文化

創意產業結合。 

 

 

 

 

 

【關鍵詞】水墨創作、文化創意產業、海上畫派、產業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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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海上畫派的形成及其藝術市場 

前言 

 研究撰寫本文，如前摘要所言，是有感於當前水墨畫創作環境的種種困境，

加上社會價值觀的改變，從前從事水墨畫者所彰顯「儒者」的文人氣質與發揚中

華文化等國粹，以及避開「商品、利益」等有損人格及畫品之情事，早已被現實

所沖淡。雖然做任何一項文化事業、藝術等工作，亦有文化傳承的使命感在內，

臺灣有許多城市類似上海，是港口發展出來的城市。他山之石，是否可借鏡。  

 

   所以當年的「海上畫派」之商業活動，也可喻為當今的一項「文化創意產

業」；海派的形成與作品行銷、風格轉變等各種指標與目前的水墨畫在文化創意

產業環境中是否有差距，當今學習「水墨畫」，日後除了教水墨畫或開展覽賣畫、

賣畫冊，還能做什麼？是否也能在臺灣開創另一「文化創意產業」？這是我們在

回顧海派時最重要的議題。 

 

一、海上畫派的源起與畫家風格的界定 

「上海」有春申江與黃歇浦之稱， 或簡稱申江， 滬江與黃浦， 因其地居

黃埔江左岸，長江之口，為古楚春申君黃歇封地，是中國第一大港之海運中樞， 

百年來， 亦為中國唯一最大商埠之經濟中心，可與纽約、倫敦、巴黎、東京齊

名， 號稱世界五大都市之一，商業繁盛，人文薈萃， 繼明清兩朝經濟文化中心

－蘇州與揚州八怪， 加上清末民初之浙派， 與黃山派之眾多文藝畫家， 亦多

聚集於此， 是以文風之盛， 冠於全國。「上海畫派」這個名詞，一般是指鴉片

戰爭後、上海開埠以來，由各地匯集至上海活動的畫家總稱。 

 

如前所言，楊逸在《海上墨林》中記載，於上海活動的畫家計有七百多人，屬清

末時期者五百餘人，後人亦有稱「前海派」與「後海派」之分。廣義而言，這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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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餘人均可稱為「上海畫派」成員。本文採廣義來界定，只要有海派精神及風貌

者，即認定之；不一定要居住過或來過上海。2004 年上海書畫出版社，路 蚓 主

編的「海派畫家辭典」共列 790 名畫家，經查看，以江蘇、浙江、安徽人居多，

間亦有高奇峰、高劍父、高劍僧、丁衍庸為廣東人及張大千是四川人，有的是短

暫停留過上海或根本沒來過，如高劍僧等。 

 

 
圖一、上海簡圖。 

摘自閣林圖書出版之上海雜誌。 

 

「海派」一詞大概在晚清的日常生活中便已相當流行，初有輕視甚至詆毀之

意。薛永年在＜揚州八怪與海派的繪畫藝術＞一文中，即作如是說： 

 

「海派畫家像揚州八怪一樣，在正統畫家的心目中，也是粗惡無古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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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祖翼（1849-1917）在跋吳觀岱（1862-1929）的作品時，便寫到： 

 

「江南自海上開市以來，有所謂海派者，皆惡劣不可注目。」 

 

這可能是「海派」一詞見於文字之始，也代表當時正宗畫派家對海派的輕蔑。

然而時過境遷，社會的審美觀及標準產生了變化，這種不好的含意已逐漸消失，

海派畫家的成就，在近年來才受到肯定。 

 

  「海派」可以說是上海社會、文化的標準產物，它與中國歷史上其他城市所產

生的畫派不盡相同，如北京、杭州、蘇州、南京、揚州等地。主要原因是，五口

通商後，工廠開設、進出口貿易興盛，產生了許多商賈；而租界區設立後，區內

商賈不受中國法律限制，而形成一個新社會階層，也成為藝術的主要贊助人。商

賈其對「海派」風格之形成產生相當程度的影響（亦即商業領導畫風）因素有： 

 

1. 這些商人構成了類似西方的中產階級，他們多與歐美人士來往，受西方文化

影響，與傳統文人有頗大的差異，審美與鑑賞方向大有不同。 

2. 他們在貿易方面有豐富的商務知識，也擁有相當財富，且不受傳統文人素養

束縛（傳統文人很重視作品內涵的質，而不屑量多產的畫家），亦即同樣的題

材或畫風的作品一再重複，商賈並不計較，亦即在「量」的投資上十分可觀。 

3. 商賈接近藝術，不僅是附庸風雅，也因品味的不同而有特殊好尚，並顯出了

其個人的風尚之高低，間接也促成了多元的畫風。 

 

 所以上海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後，逐漸取代了蘇州、揚州等城市，成為另一

個畫家聚匯的藝術中心，這是其經濟文化發展的結果。 

◎就「繪畫流派」的形成源起有兩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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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派種類 形 成 的 過 程 形 成 的 流 派 舉 例 

自覺形成 

當時是由一些志同道合的畫家自覺

的組織起來，成立一定的組織 ，公開打

出自己的主張或藝術綱領，此一創作組

織和幾位較傑出的畫家及其代表作，便

形成了自覺的繪畫流派。 

如 西 方 的 古 典 主

義、浪漫主義、超現實主

義。 

自發形成 

通常是由一位或幾位代表性的畫家

群，有相近的藝術風格、美學思想、審

美情趣及表現方法，但無組織、無共同

綱領或藝術宣言。他們意識到的只是畫

家群中一脉相傳的關係，但意識不到自

已是某一畫派的開派人物或傳派者。每

一畫派都是後來繪畫史學家從畫家群體

的創作實踐加以總結而命名的。 

中國古代繪畫流派

的產生大體屬於這一種

情况。如：吳門畫派，海

上畫派。 

 

◎就中國繪畫史而言「畫派的命名」大體上有五種： 

畫派命名標誌 畫 派 名 稱 舉 例 

地名 蘇州畫派、松江畫派、新安畫派、常州畫派、海上畫派 

跨地區、跨時代 北方山水畫派、南方山水畫派 

畫家姓名 黃筌畫派、米派、波臣畫派 

藝術表現特點 疏體、密體、勾花點葉派、没骨派、寫意派 

美學思想的差異 文人畫派與院體畫派，南宗畫派與北宗畫派 

                                                           陳英文整理及製表1。 

 

                                                 
1 以上表格參閱周積寅 撰，（簡議中國畫派－中國畫派研究叢書）序，刊於吉林美術出版社之（海

上畫派），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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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觀之，海上畫派的源起，是屬於「自發形成」的，其以地名來命名，也

是後來的繪畫史學家命其名的。因此，當時在上海繪畫的風格，，原本並無派別

之分，且有些畫家之風格頗近，很難區別，此處之分派，為當時「海上畫派」所

包含的風格畫類：（一）傳統文人畫派、（二）金石派、（三）受西洋影響的畫家、

（四）海派、（五）仕女故事畫2。致於畫風的界定，是相對於傳統正宗畫派的、

且多元風貌的，在下文中將探討之。 

 

二、傳統文人畫的轉型與海派的「繪畫市場」 

1.傳統文人畫的轉型：  

過去文人畫家卑視「職業畫家」而自視清高，海派畫家則視賣畫維生為理

所當然。他們在上海討生活，參加各種公益活動，與一般市民無異。畫家們也

開始「組織畫社」來推動賣畫及維護自身利益，這也是一種新的發展3。 

 

    高邑（1850～1921）於《海上墨林》一書的序中，明確地指出當時的情形： 

 

「 大江南北，書畫士無量數，其居鄉而高隱者不可知，其橐筆而遊，聞風

而趨者必於上海。上海文物殷盛，邑中敦樸之士信道好古，嫻習翰墨。又代有聞

人，雅尚既同，類聚斯廣。此風興起，蓋在百年以前。」 

 

該書編撰者 楊逸，亦有類似的記述： 

 

「 吾鄉先哲，研精翰墨，縑宿流播，代有知名。而西方賓彥，挾藝來遊，

更多至不可勝紀。數十年中，並無視而相知者，今已恍兮惚兮，弗能盡憶，其歷

                                                 
2 李鑄晉、萬力青 合著，（中國現代繪畫史－晚清之部 1840-1911）， 台北市， 石頭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1998.2，P.33-34 
3 参考自－李鑄晉、萬力青 合著，（中國現代繪畫史－晚清之部 1840-1911）， 台北市， 石頭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2，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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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較遠，其甚茫然。」 

 

計楊逸所得，自乾隆而後，有「邑人」一百二十餘人，「方外」、「閨秀」數

十人「寓賢」者為數眾多，約三百餘人，這說明了當時上海書畫活動的盛況。 

 

 其時繪畫社團的組織亦很熱烈，高邑有如下的記載： 

 

「聞昔乾、嘉時，滄州李味莊觀察廷敬，備兵海上，提倡風雅。有詩、書、

畫一長者，無不延納平遠山房，壇坫之盛，海內所推。道光己亥（1839），虞山蔣霞

竹隱君寶齡，來滬消暑，集諸名士於小蓬萊，賓客列坐，操翰無虛日，此殆為書畫會之

嚆矢。其後吾鄉冠雲孝廉，復舉「萍花社」畫會於滬城。江浙名流，一時並集。至同、

光之際，豫園之得月樓、飛丹閣，俱為書畫家遊憩臨池之所。」 

 

圖二、張熊 綠樹曳風（海上派早期

作品，很文人畫派風格） 

 

楊逸於書中所載與以前畫史有顯著的不

同，過去畫史所載均以文人畫家為主，很少談

到以書畫為「商品」的情況。楊逸在《海上墨

林》則一視同仁，且在各家小傳中，經常提及

某某以「鬻畫」維生，其中以「游寓」畫家為

主。在傳統繪畫中所謂的「行家」與「利家」

（或言「隸家」）之說，或雅俗之分，到晚清

時已不復存在了。畫家在上海的主要目的便是

靠賣畫維生，這不僅包括了職業畫家，也有不

少文人畫家在此行列之中。這些文人大多曾考

取功名，並在各地任官，卸任後來到上海，希

望以販售書畫維生，這也算是文人畫家自我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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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例子。 

 

2. 海派的「繪畫市場」： 

「鬻畫」並不起於晚清，北宋文人畫興起之前即有書畫買賣，在中國書畫的

收藏及買賣市場，向來均以大都市為中心，元代以前，這些中心都集於京師，如

唐之長安、洛陽，五代、南唐之金陵及西蜀之成都，北宋之汴京（今之開封）與

南宋之臨安（今之杭州）都是京師兼文化藝術中心。入清以後，中心漸移至廣陵

（今之揚州），到了乾隆時代，揚州之富，可謂甲於天下，全國各地畫家匯聚於

此。 

 

有許多文人畫家自命清高，不以賣畫維生，但事實上，歷代不少畫家採用不

同的方法賣畫，或以送禮方式取得利益，或透過裱畫店轉售，以賺取金錢。這種

情況在乾隆時期還保持著舊有的面貌，以揚州為例，當時商業鼎盛，整個社會的

文藝活動，皆為有權勢的富商及高官所支配，他們延請畫家們至其府中作畫，並

時有雅集，談論風雅，與過去的文會頗為相近。 

 

但到了晚清的上海，這種情形就不同了，可以從兩個方面來說： 

（1）、上海開埠之前，其周遭的城市均有悠久的繪畫傳統，歷代以來也產生了不

少畫家，但五口通商之後，大部分的畫家都以上海為中心。除了蘇州還保持

一個比較傳統的文人畫派之外，其他各地的畫家都為上海繪畫市場風格為導

向。 

 

（2）、由於受外國商業制度的影響，像揚州那樣的大莊園已不復存在，畫家們不

必標榜文人身份以示清高；且可從純商業的眼光，視書畫為商品，不但潤例

制度化了，連繪畫的題材、用色、用墨都得迎合買主的口味，此舉導致了「繪

畫平民化」的發展。過去那種強調仿古、含蓄的文人畫，在商業社會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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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轉變為一種「價格普及化、題材平民化」的藝術，而這便是上海畫壇之

所以形成的背景。 

 

雖然上海畫家被稱為「海派」，原有輕蔑之意，並與文人畫之正統有所區別，

但這種情形正是當時上海文化的真實寫照。當時上海的人口眾多，他們的知識品

味包羅萬象，促使了畫壇多元化的發展。有些人堅持傳統文人畫的路線，秉承清

初四王、吳、惲的畫風，更有人延續宋、元的繪畫傳統，但這些畫作主要的欣賞

對象，是那些具有「傳統素養」的商賈及文士。 

 

一般的市民大多喜好「海派」的民間品味。也由於商賈視畫作為商品，加上

畫家為取悅顧客以及考慮商品的工本費（作畫所需多少時間與材料費），因而上

海畫派的繪畫有以下幾個具有「賣相」特點： 

 

（1）、「題材方面」—海派繪畫以「花鳥畫」最大宗買賣（因為適合張掛於各種

場合及贈禮之用），次及人物，而傳統山水則屬更次要了。這是由於商業社

會中，書畫經常作為賀禮，有時則當做裝飾之用（尤其在飯店、廳堂），所

以在內容上要求有活力、並且生產快速（工筆畫則不符合成本效益），以適

應流通、交貨時間，遂以「花鳥」為常見。 

 

（2）、「注重民間趣味」—因為當時的畫家很少接受過素描訓練，人物畫除了少

部份是受聘為顧主描繪本尊特定肖像外，大部份畫家是以靠想像力表現高貴

雅士、無量壽佛、松石隱者、達摩或除妖的鍾馗、八仙、歷史人物故事或賞

心悅目的仕女圖為主，花鳥之題材則更為擴大，手法誇張，超越了傳統範圍，

其目的是為了到達雅俗共賞。 

 

（3）、設色以「鮮明奪目」為特徵為主—構圖大膽新穎，色彩偏好使用暖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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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吉祥，如紅衣、红帽的人物畫，红花、紅鳥的花鳥畫，有夕照、楓紅的山

水圖等，造型奇特，筆法活潑明快，引人注目。這些題材或用於強調富貴或

福、祿、壽、喜之意，實為當時上海社會的表徵之一。 

 

（4）、畫風介於「傳統與西方」之間—海派畫風是由文人傳統慢慢脫胎分化而成，

與文人畫仍有不少共同特點，但隨時間的消逝，其獨特性也就越來越明顯。

早期畫家如張熊、王禮、周閑等人之作品，與文人畫上無太大區別，但到了

虛谷、任伯年等，海派獨立風格日益明顯，其影響至民國時代而不衰。 

圖三、任伯年「秋葉鴳鶉」作品設色鮮艷、平

易近人氣息。 

圖四、虛谷「金魚」作品有鴻運當頭寓意，亦

象徵吉星高照。 

圖五、虛谷  「偷嚐葡萄」作品的筆觸縱橫交

錯，卻點出動物機靈的特色。 

 

（5）、要有「完整性」之感—畫面不能留空白太多，所以大都有烘染背景色澤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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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氛；最後並加上用印、閒章、款識、題詩詞等。畫裡「物件」不能太少，

故常見花卉的枝葉填加很多，以充實畫面空間（見趙之謙的仙挑圖例）。 

 

圖六、趙之謙 「仙桃圖」枝葉扶疏，畫面充實。

圖七、高劍父「白骨猶深國難悲」作品表達對國

恨、家仇的悲憤之情，盈于紙墨之間。 

 

◎所謂「賣相不好」的問題之討論：

海上畫派的賣相，大都以討好云云

眾生為主，其題材以普世價值觀來

選擇，畫面充滿討喜氛圍；但是屬

於不純靠賣畫維生的畫家，還兼具

對民族、社會、文化負有改革使命

感的人，其創作就會出現抒發當時

情感的畫作，而不考慮賣相等問

題，例如在廣東的嶺南畫家高劍

父，其畫作有些就具有時代記錄性

或抒發個人情操的特殊風格，而呈

現不具賣相的作品（見圖例七-

九）。目前藝術商品的行銷所考慮到

的賣相等問題較為複雜，除了商品

本身的美感品味，還有行銷包裝以

提昇商品價值的方法（包含廣告文

宣、藝文評論），還有市場調查以便

行銷方向的調整或炒作、建立符號

品牌等多元的考量。當代美術館或

收藏家的收藏代美術館或收藏家的

收藏作品，早己不考慮吉祥壽喜等

題材了，而是美學 壽喜等題材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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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美學價值方面的探討或媒材形式等實驗之作了。 

 
圖八、高劍父  「燈蛾扑火」為諷刺畫，喻侵

略者自取滅亡的主題。 

 
圖九、高劍父  「文明的毀滅」，將十字架象

徵歐洲文明正遭受德國法西斯黨的毀滅。 

 

1. 書畫的「潤格」： 

「潤格」是藝術作品在買賣交易中對其價值最直接的體現形式，此形式代

表著畫家對自己作品的價值之認同。其名稱有「潤例」、「筆單」、「潤金」、「潤

單」等。在古代傳統社會文化裡，藝術品的流通和消費的規模和範圍都比較狹

小，不似現代有畫廊、書畫商店、拍賣市場、美術館、藝術中心或網拍等市場

可交易流通。但在清末的海上畫派即產生了潤格的風氣：（1）. 主動的明碼標

價成為定則。（2）. 從以物易物到現金交易。（3）. 制定潤格的方式。（4）. 公

布潤格的方式。（5）. 價位的參照系4。 

                                                 
4 參閱自陳永怡 著，（近代書畫市場與風格遷變）-以上海為中心（1843-1948），北京市，光明日

報出版社，2007.4. P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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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於畫家的潤格，大都是綜合當時的生活水準，並結合自身的藝術水準、藝

術影響、社會時局、供需關係等因素酬情訂價。玆依（近代書畫市場與風格變遷）

一書分析如下三項：（1）. 書畫家因名聲大小而潤格有高下。（2）. 同一畫家在

不同時期，因畫名不同而潤格有上下。（3）. 繪畫內容、題材、技法、畫種影響

潤格的高下。（4）. 國內外政治經濟時局也嚴重制約著潤格的制定5。 

 

圖十、古代的書畫買賣的交易市場。錄拍自韓劇「風之畫師」影集。 

     

萍花社畫會成立於同志壬戌（1862）年，而豫園書畫善會則成立於宣統己酉

（1909）年，以錢慧安為首任會長，並由高邑擬定章程，對潤格等有所規定，這

是由於當時從事書畫的人數甚多，市場價格不一，要以較為標準的規定來保持聯

絡的結果。 

 

明末黃宗羲即有「工商皆本」的主張；而徽商的「賈而好儒」，「亦賈亦儒」

傾向，尤其反映了時代觀念的變化；至清末鄭觀應（1842-1921）則由江南名商參

政，成為近代史上重要思想家，主張「以商為本」，是重商主義的代表人物，所

著《盛危言》，影響深遠6。 

                                                 
5 參閱自陳永怡 著，（近代書畫市場與風格遷變）-以上海為中心（1843-1948），北京市，光明日

報出版社，2007.4. P45-48 
6 萬青力 著 ， (並非衰落的百年－十九世紀中國繪畫史) －市場主導中的繪畫 ， 台北市. 雄

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2005.1，P.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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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書畫出版社的「海派畫家辭典」所搜錄的畫家共 790 人之多，並記載了

繪畫的專長，依初步統計，以從事「花鳥」最多，次為「山水」，再次為人物、

走獸，兹再以藝術圖書公司出版之「海上畫派」所羅列的 50 位，是海派較晚期

的畫家，統計其專長，以探求最具賣相的畫科，並印證市場主導中的繪畫情况。 

 

◎ 註：雖然在前述中列人物畫為排名第二項需求，但是當時的畫家受過人體素描訓練者不多，

對於技巧較高的人像輪廓無法準確掌握，只好從事山水畫作。 

 

海上派畫家 花鳥專長 山水專長 人物專長 走獸專長 

趙之謙 ●    

任 熊 ●  ● ● 

任 薰 ●  ●  

任 頤 ● ● ●  

任 預 ● ● ● ● 

虛 谷 ● ●   

張 熊 ● ● ●  

吳昌碩 ●    

王一亭 ●    

王 賢 ●    

張書旂 ●    

黃賓虹  ●   

潘天壽 ● ●   

馬 駘 ● ● ● ● 

陳衡恪 ● ●   

王 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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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聿光 ● ● ● ● 

錢瘦鐵 ● ●   

胡郯卿 ● ● ● ● 

趙 雲 ●    

倪 田  ● ● ● 

陸 恢 ● ● ●  

胡公壽 ● ●   

吳石僊  ●   

金 龢 ●    

朱 偁 ●    

諸文韻 ●    

諸樂三 ●    

吳茀之 ●    

鄭 昶 ● ●   

陳 年 ● ●  ● 

蒲 華 ● ●   

錢慧安   ●  

賀天健  ●   

謝公展 ●    

張振鐸 ●    

吳觀岱  ● ●  

馮超然 ● ●   

吳 徵  ●   

吳湖帆 ● ● ● ● 

吳子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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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 滌 ● ● ●  

劉海粟  ●   

徐悲鴻 ●  ● ● 

汪亞塵 ●    

吳大澂  ●   

鄭 岳 ●    

傅抱石  ● ●  

呂鳳子 ● ●   

蕭 愻  ●   

陳英文統計及製表 

統計：依以上 50 人當中，所擁有的專長（有的畫家包含多項，有重疊人選）花

鳥畫佔 41 人，山水畫 30 人，人物畫 16 人，走獸畫 10 人。 

 

三、海派結語 

「海派」在中國歷史發展角度來看，晚清無論在社會或文化上均面臨極大的

變革。其中最明顯的是西方文化之影響日益增強，其對中國文化的轉型，在近百

年來文化尤盛。在繪畫上，亦有三項顯著的改變，，在此作歸納性的總結： 

 

1. 在「贊助人方面」的改變：晚清與前代最大的不同是歷代支持繪畫者，多為

皇室的帝王或高官者身份地位的人，他們不但大量網羅流落民間的繪畫，且於

宮中設置畫院，招攬天下精英為宮廷服務，因此重要的作品多集中於宮中，到

了晚清宮廷勢力沒落已無暇顧及文藝，宮外贊助人的社會結構亦大為改變，例

如明清時代崛起於揚州一帶的鄉紳與商賈，轉為五口通商後，亦因對外貿易而

起家的新貴，這些新貴多集中於上海及廣州，他們大多出身微寒，不具文化基

礎，但其後代因悠遊於富貴的生活及良好的教育，變成為晚清繪畫贊助人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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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基幹，他們雖然對傳統文人畫仍相當有興趣，但也逐漸培養出自己的審美觀

念，這時期的繪畫便是在此種審美觀的引導下，開創出「雅俗共賞」的風格。

由於繪畫成為商品，為因應市場需求，海派畫家發展出生產速度快，易於畫成

的掛軸，任伯年的「群仙祝壽」可以說是一種例外，這是現存晚清中鮮有的巨

幅作品，但也顯示此贊助人的闊氣。 

 

圖十一、任伯年「群仙祝壽圖」十二面屏風巨幅，金箋設色，現藏於中國美術家協會上海分會。

 

2.在「主流畫家方面」的改變：雖然賣畫市場以上海為主，並旁及北京、廣州及

台灣等地，但其實不少各地的畫家，還是以在上海謀生為目標，尤其是上海開

埠以來商業發展一日千里，不久即成為全國的經濟中心。上海的發展也反映了

全國的情況，不但江南過去的文化中心如蘇州、南京、揚州、杭州、徽州等地

均有許多畫家前來上海賣畫，其他各地前來者亦不在少數，其實以中國書畫傳

統之風格在全國各地的畫家仍多，但大部分都在本地發展，未能接觸主流，所

以晚清文化開始與西方及日本交流後所發生的種種變化，其實海上派的畫家才

是中國文化現代化的主流。 

 

3.在「題材方面」的改變：過去服務於宮廷的畫家大多以工筆精細著稱，他們又

有機會觀賞宮中的藏品，經常從事歷史故事畫的創作，以求規諫之功能或為政

治服務等。但在晚清的上海及廣州的商業社會中，繪畫成為一種商品，經常被

社會上的新貴用來慶祝結婚、生日以及年節祝壽等各種喜慶時餽贈自用之物，

因此題材多以各種具有象徵吉祥意味的花果、動物為基礎，如白鶴代表長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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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松代表堅貞、竹枝之風流瀟灑及荷花之出於泥而不染，形成晚清最流行的題

材，其次則是傳統中具有祥瑞涵意或民間故事的人物畫如西王母、八仙、鍾魁

及麻姑等。 

 

 由以上幾點觀之：「晚清繪畫」雖一向被視為是美術史的過渡時期，但亦因

上海及廣州的繪畫發展深遠而影響到全國。晚清繪畫的風格，雖已受西方影響，

但還未到舉足輕重的地步，「海派」的影響力到了二十世紀才構成了決定性的彰

顯。例如民國時代便產生了如：齊白石、黃賓虹、張大千、高劍父、傅抱石、徐

悲鴻、劉海粟等奇花異卉的畫家了7。 

 

 

貳、文化創意產業中的「視覺藝術產業」 

前言 

從「海上畫派」的商業行銷模式，當今是否可如法營造？「文化」是否可經

由學習再創造？水墨畫的轉型，是否能在這波文化創意氛圍中產生「文化生產的

場域」？這是本節所要探討的。 

 

一、文化創意產業 

臺灣政府自 2002 年 5 月頒布「挑戰 2008：六年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

以來，明確提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並將文化、藝術及設計等原分屬不

同專業的相關產業，統籌在「文化創意產業」（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的

概念下。其定義為：「源自創意或文化積累，透過智慧財產權的形成與運用，具

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潛力，並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升的行業」。

                                                 
7 参考自－李鑄晉、萬力青 合著，（中國現代繪畫史－晚清之部 1840-1911）， 台北市， 石頭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2，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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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ci.org.tw/portal/plan/what.asp）8 

 

由以上的概念及定義，讓我們不由得產生對「文化」的生成結構，產生多面

向思考，視覺藝術中的「水墨畫」，亦是文化中的一環。是否能在文化定位中，

再創「文化」。 美國的人類學家克魯克洪（Clyde Kluckhohn）在《文化與個人》

一書中對「文化」的特點做了以下的總結： 

 

■ 文化是學而知之的。 

■ 文化是由構成人類存在的生物學成分、環境科學成分、心理學成分以及歷史

學成分衍生而來的。 

■ 文化具有結構。 

■ 文化分隔為各個方面。 

■ 文化是動態的。 

■ 文化是可變的。 

■ 文化顯示出規律性，它可借助科學方法加以分析。 

■ 文化是個人適應其整個環境的工具，是表達其創造性的手段9。 

 

   由以上觀點審視，文化是「可變」的、「可學習」的、「可分析」的、「可創造」

的。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對於「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ies）的定

義：「結合創造、生產與商品化的方式，具有無形資產與文化概念的特性，基本

上受到著作權的保障，而以產品的或是服務的形式呈現」，由此可見，UNCESCO

乃主要是將文化產業分成文化商品、文化服務與智慧財產權等三項。 

附註：各國對文化創意產業所做之定義，除了芬蘭、南韓和中國大陸沒有對「智

慧財產權」的議題，以文字陳述方式多作強調外，其他如：聯合國教科文組織、

                                                 
8 夏學理 主編 ， （文化創意產業概論）， 台北市，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2009.4 ， 

P10-11 
9 同上 P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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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紐西蘭、加拿大、香港、臺灣等，概均可依其定義歸納出三項核心元素： 

1. 以創意為內容的生產方式。 

2. 以符號意義為產品價值的創造基礎。 

3. 智慧財產權的保障10。 

 

二、臺灣的「視覺藝術產業」 

     臺灣文建會對於文化創意產業行業中的「視覺藝術產業」，有如此的說明：

凡從事繪畫、雕塑及其他藝術作品的創作、藝術品的拍賣、零售、畫廊與藝術品

展覽、藝術經紀代理、藝術品的公證鑑價、藝術品修復等之行業均屬視覺藝術產

業。 

 

   學者漢寶德及劉新圓（2007）增於其合撰之「文化產業的分類與推動」一文

中建議臺灣政府應將文化創意產業分為三大類： 

1. 傳统的文化產業，以娛樂休閒為取向，包括電視、電影、出版業等，這也是

臺灣最早發展的文化產業，具有大眾性以及大量複製的特性。 

2. 「創意產業」，是以美感取勝，由設計師主導的日常生活所需的文化產業。 

3.  將純藝術（又稱精緻文化）大眾化，並將藝術納入經濟活動之中。 

   並認為唯有如此進行分類，才能與文化創意產業推動組織所極力推動的範圍

達成一致11。 

 

     有關「視覺文化創意產品」之開發，需要：1. 文化創意產業的管理者 2. 新

產品的開發 3. 商業和文化的平衡  4.市場區隔與產品定位。 

◎ 現代「視覺文創產業」之行銷理念：1.體驗行銷 2.售後行銷與顧客關係管理。 

◎「創意的品牌」之理念：1.建立有價值的品牌 2.品牌延伸 3. 品牌聯盟與品牌

                                                 
10 夏學理 主編 ， （文化創意產業概論）， 台北市，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P18-19 
11 同上 P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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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12。 

  

三、藝術作品行銷的「新觀念」  

亞洲當代藝術市場的異軍突起乃至蓬勃發展，其經濟因素也許是拜中國的崛

起，或與過多的熱錢有關，但在亞洲市場交易機制尚未健全，藝術品的美學價值

尚未定論前，藝術品的單價卻屢創新高，突破千萬美元者己不在少數，期間「市

場泡沫」的傳言一度甚囂塵上，但隨著亞洲當代藝術進入歐美主流拍賣場，泡沫

的講法似乎又不攻自破，緊接著不斷的人為炒作，市場明星效應逐漸形成，張曉

剛、曾梵志、村上隆、奈良美智等藝術家的名字成了「品牌保證」，藝術品的價

格與價值有了另一番的觀點，市場價格的肯定似乎逐漸凌駕了美學價值的判斷，

一部以市場導向的亞洲當代藝術史於焉成型，但所衍生出的相關議題，如第一市

場和第二市場、區域市場和全球市場所扮演的角色，藝術家、經紀人和藏家間的

互動關係，以及市場的操作手法和機制的確立等，都將影響未來亞洲當代藝術的

發展與市場走向。玆將提出當代藝術家－「安迪․ 沃荷」與現代藝術家「村上

隆」等兩位在「文化創意產業」的有成者，在藝術品行銷的新觀念上，作出探討

與比較。  

 

（1）. 「安迪․ 沃荷」成功的例子：普普藝術大師安迪․沃荷（1928～1987），

是實現美國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出身捷克移民家庭，他以不到三十五歲的

年紀，揚名美國藝壇，成為美國藝術史上不朽的傳奇人物。安迪․沃荷的一

生橫跨櫥窗佈置、書本插圖、廣告設計、繪畫絹印、電影製作、錄製唱片、

發行雜誌、出版傳記及主持電視等。然而真正能够令他流芳後世的仍是藝術

創作，沃荷喜愛大量產品特有的呆板的一律性，運用絹印創作出的瑪麗蓮夢

露就是一件名作，只要看過這件作品，就足以令人永難忘懷，此作著重在眼

                                                 
12 同上 282-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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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與嘴唇的處理，畫家表現出一代尤物的一顰一笑之絕代風華。他的件件作

品常能引起美國藝壇的一陣騷動。 

 

藝評家羅勃休斯評論安迪․沃荷時引述丹尼爾布斯廷的話指出：名聲就

是為出名而出名，其他什麼也不是，因此他提出一次性消費的主張。最懂得

這一點而出名的就是安迪․ 沃荷。包裝文化把安迪․沃荷塑造成有自己特

色的藝術家。 

 

◎ 以美國「紐約」創意文化經濟為例的「安迪․沃荷經濟學」：早在十九世紀末

時，紐約就是整個世界的服裝產業產值的霸主，許多知名的大型百貨如「梅

西百貨」也在當時創設；但差不多在同一時間，紐約的時尚圈便開始從「製

造經濟」轉向時裝的設計及創意主導領域邁進。從塗鴉開始，一種真正讓紐

約獨步全球的城市競爭優勢，它既不像貿易或製造業那樣明顯可見，也不似

這些年來陷入困境的金融交易市場；它是一種從紐約出發、主宰全球的創造

經濟力。紐約是創意文化工作者的聖地，因為這裡串流才華的機會最多，而

與領域內大師「偶遇」的機會也最大；如年輕盛名的設計師如傑可伯斯（Marc 

Jacobs），可能在你「日常活動」的區域內就有機會踏進他的關係圈內。而所

謂的「安迪․沃荷經濟學」的縮影正是安迪․沃荷本人，以及由他發揚的藝

術與商業結合之道。他當年以「工廠」的工作室之名，號召藝術家們一起從

事創意文化經濟事業。 藝術創意發生在紐約，因為紐約市讓文化生產得以發

生，不只在藝廊和音樂表演場所，還有酒吧、夜生活以及街頭。只有在創造

出允許或甚至鼓勵創意發生的地方時，才有可能創造文化。紐約就是這樣的

地方13。 

 

所以紐約不只是文化生產的中心，了解紐約的藝術與文化系統，可以讓

                                                 
13 Elizabeth Currid 著，李佳純譯，（安迪沃荷經濟學），臺北市，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P.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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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更了解創意的運作方式，並將這些發現應用在其地城市和地方。所以紐

約給了我們四項啟示：1. 藝術與文化對經濟成長具有重要性。2. 藝術與文

化在社交生活中最有效率。3. 藝術與文化的密集度越高，成效越好。4. 藝

術與文化是共同體。 

 

◎ 「文化生產的場域」（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之討論—學者「布迪厄」

認為從了解運作的社會條件開始，主要是文化的生產象徵與榮譽、名聲或地

位的關係較大，與經濟價值的關係較少。也就是當藝術家作品的美學價值被

肯定，他的作品就會越有經濟價值。從這點來看，文化生產的運作屬於「限

制性生產」，或者說，文化生產是「為藝術而藝術」，而非金錢或是為了生產

商品在市場上販售而創作。然而商品化的出現，讓許多文化生產變成「大規

模」生產，並做為商品來販售，這是許多藝術一時無法接受的新觀念。在文

化生產的場域中，藝術品的價值從象徵「有限的」變成「大規模的」（例如安

迪․沃荷的畫變成絹版可刷 T 恤）。場域包含許多不同參與者，還有包含「變

因」及「元素」。其中有藝術經紀人、策展人、藝術家本人、媒體等等。不同 

 

圖十二、「猴」安迪․ 沃荷 1950 年代作品 金

箔、水墨、紙貼圖，類似東方素材風格。 

 

圖十三、「女人」安迪․ 沃荷 1957 年作品 銀

箔、水墨、蛋彩畫，顯示其多元形式、素材運

用的創作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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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份扮演不同角色，根據彼此的角色反應，產生不同的行動，把一個單純

的創作行動複雜化，例如塗鴉畫家轉型為藝廊藝術家；這都是仰賴「變因」

之間的互動和影響。 

 

（2）、日本藝術家「村上隆」對於藝術作品行銷的新觀念：其藝術的新論調，可

算是讓人耳目一新；曾出書 （藝術創業論），都為學校所沒有教的。「藝術

商品化，商品藝術化」是他的口號，擁有博士學位，畢業於東京國立大學主

修美術及音樂的-村上隆，在他的工廠裡與學徒們，正專心發展著他獨特的

個人美術技巧－超扁平技法（Superflat）－此項他認為師承於古典日本版畫

技法的運用，向來為他的作品，展現出另一種完全不同於西方透視技法所呈

現的立體感。然而他的作品，就是在簡單的「真」裡觸動人心，不論國籍、

性別、老人、小孩、政客或投資銀行家，甚至是街頭浪人，人人都能體會為

之發出會心一笑的，正是他擷取自東京街頭，人生最真實的底部，屬於現代

都會生活中令人人動心的感性因子。透過與現代人生活世界愈形密不可分的

漫畫形式，村上隆捕捉得到小人物生活中的臨場感，那股比真實更真切的人

性，隱含著孩子氣的天真、調皮、觀樂與「成人兒童」的幽默、諷刺、孤獨

與失落，種種情緒的複合體。－擷取自「醞釀商品力的強勢策略」一文14。 

 

以下是在村上隆的「藝術產業論」書中所擷錄的各種觀點之嘉言錄： 

◎ 藝術是發揮想像力的生意，沒錢不能拿來當藉口，熬夜通宵也不算努力，思

考自己的慾念，用憤怒的情緒與人溝通，跨過挫折，才是成功的藝術家。P.189 

◎ 藝術家賣作品以維持生計，這是一般的生意；但是如果將藝術與金錢牽扯在

一起，就很容易會被當成是壞人。   P.59 

◎ 所謂藝術必須帶有許多發揮想像力的引爆劑。  P.59 

                                                 
14 石靈慧著，（品牌魔咒-打造奢華名牌的 Branding 工程）， 台北，信實文化行銷有限公司，2008.8，

P.12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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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藝術家，從以前就是沒有資助者就無法生存的渺小存在。  P.61 

◎ 藝術的顧客是極奢華的有錢人。  P.65 

◎ 學習歷史，就能做出自由的作品。  P.158 

◎ 所謂的藝術，就是生命的傳達媒體，所以會跨越時代由人們傳承下去。P.219 

◎ 藝術是由人類所創造的。意圖超越人類的藝術，為了超越，就必須集結許多

超人類的行為。要持續維護這樣的鬥志及環境，「金錢」並不是「沒有也沒有

關係的東西」。  P.238 

◎「以藝術創業」、「藝術需要有開國精神」、「創造藝術價值的訓練」、「將才能誘

發到極限的方法」。（本書綱要） 

◎ 在美國的富裕階層裡，會因為購買高評價的藝術作品，在社會上獲得尊敬，

並被認為是「成功者」。這些人，就是生意的對象。（p51） 

◎ 藝術家必須挑戰死後的世界。  P.187 

◎「毛澤東說過，年輕、窮、無名，是從事創造性工作的三個條件」宫崎 

駿先生也常說這句說，我覺得真的是這樣。很多事情是因為窮才作得到。  

P.196 

◎ 我在對藝術家進行英才教育時，最先教的就是「挫折」。  P.206 

  以上種種，都是在教藝術創作者，對藝術生態環境的認識與重新思考。 

 

圖十四、村上隆 1996 作品 3000×4500×70mm，其超平面圖像空間是日本浮世繪與琳派影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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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當前臺灣「水墨畫教學與創作」的情境與文化創意產業 

一、水墨畫教學與學院主義教育 

◎傳統的教學法與傳統的出路方式：「水墨畫」－指「水」和「墨」為媒介，來

創作的畫；臺灣光復後，水墨畫在當時稱為「國畫」，有背負著復興中華文化

及發揚國粹的史命感，當時學習國畫有一股前景良好的期盼。許多大師級畫家

或名教授，在家都有開班授徒，長時間跟隨老師學習的學生，日後都成了名下

的入室弟子，例如今天研究生撰寫「江兆申的水墨畫風格之研充」等論文中提

及其弟子者，全都是在江師府上課的學生，而在學校上江師水墨畫課的優秀學

生，卻無法獲得排名與認同，由此可見，當年學習地點不同，也會有親疏的師

生關係。不過，在校的學生，由於學風鼎盛，各校教授也都是一時之選(如今

大部份已在臺灣美術史了)，當時有師大的黃君璧派，國立藝專的傅狷夫派，

文大歐豪年師的嶺南派，藉著省展或各縣市所舉辦的競技比賽，有許多學生在

這裡獲得肯定，並且以此為將來繪畫之途舖路。當時的教學方式，大都採用「案

頭式的教學」，也就是老師在一張大桌上示範，學生圍繞在四周觀摩，課徒後

均有借稿回家臨摹一事，藝事的成長方式，不管是在校或校外的學習，都是如

此，當時全臺的水墨教師人口眾多，有各自的門派風格，這種教學法成效非常

好，立刻可學到老師的畫風，並可藉著師生聯展或請老師為其個展題字、寫序，

均有「加持」的作用。有的學生因此而很快的進入藝術市場，或擠進臺灣名畫

家排行榜內。 

 

◎當代教學法與出路方式：當今國畫已改為「水墨畫」名稱，由於班級人數遽增，

無法以案頭式教學，也無力畫出數量龐大的畫稿供學生臨摩；上課已改為一般

上課方式，教師經由幻灯片或數位單槍播放來導覽、創作觀念的啟迪之後，學

生就自行啟筆作畫，教師已鮮少示範、出借畫稿給學生了，其實現在的學生都

以數位相機來搜集資料，已不必再借稿子。現在的學生也不喜歡臨摹，筆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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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也變了調，大致以素描或速寫方式完成。構圖方式以構成來佈局。作品題材

大致以心象為主，形式也多變，如裝置水墨、抽象水墨、數位影像水墨---等。

畢業後，大致獨自創立事業，不歸入某門派的畫風，有的專以批判性強或限制

級的大膽風格，在個展中一舉成名，不走比賽路線。過去有所謂的「外銷水墨

畫」之市場，專銷日本，今已不復見。現在「才藝班」、「升學班」到處林立，

也是一項容易立業的出路；而想到公立學校教書的，則一位難求。 

 

◎「寫生」是過渡時期的教學方式：原本「寫生」的立意甚佳，是希望學生能經

由對事物、大自然的觀察，走出教室捨棄臨摹、避免閉門造車。可是卻成了傳

統功夫不紮實、不敢示範、不給稿子、又不會數位教材的老師的教學方法－寫

生。上寫生課的好處是不用備課，路程可遠可近，近可校園寫生，遠可至離島

三天兩夜。在這種郊遊狀態下，學生完全學不到東西，交出的水墨寫生作品也

狀似「水彩」，目前在臺灣的水墨畫課程，已很少老師帶學生出去寫生。以「寫

生之作」的水墨畫在拍賣場出售的作者，大致是中年層以上的畫家。 

 

以上三種水墨教學方式與出路，看似微不足道的教學插曲，在美術史上根本

不會提，其實水墨畫在臺灣的六十年來的風格轉變，最大的主導權應是來自「學

院主義」，在大學裡的教授之「個人創作風格」與「教學典範」才是真正的推手；

而不是什麼「退出聯合國」或什麼「石油危機」的理由；因為當時還是學生的我，

沒有看到有人改變畫風，是因為國家退出聯合國----等因素，一個人的畫風是無

法瞬間作改變的，而畫畫有三種目的：為「生存」而畫、為「生活」而畫、為「生

命」而畫，像梵谷則屬於為生命。 

 

所以「學院主義美術在光復後的臺灣，由於學校與畫室教育的迅速推廣，成

為某種藝術價值與審美理想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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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創新意味着不斷地求新以及表達個人之特色，以異於傳統或他人之風

格。然而學生在臨摹觀念與訓練過程的規範下，創新的空間也只見於形式與技法

上。這就說明了為何早期省展或國展等大競賽中，風格雷同的原因。」 

 

又「學院主義是經由特定的批評意識所衍生的批評標準，確定其規劃的内容

與要求。美術教育自成一種固定的教學模式，最後，再透過考試、競賽等評審，

決定學習者的名次、等第及其在美術界的位置。」 

 

「學院美術教育機構所提供的是一套學習專業的程序和模式，在這套規範化

的程序運作下，同時也塑造出一種有跡可循的學院品味。依循著這套的學院體制

的進程，在國畫方面，學院中國畫的教學方式是在傳統臨摹的基礎上，加入了寫

生的實踐；而其品評標準則延續了傳統文人畫的品味，重筆墨、講氣韻15。」（其

實當時有「寫生」的學生，都不是老師鼓勵的，而是為了參加比賽才去寫生找題

材；在校繳交的作業都是臨摩任課老師的畫稿之作，如有大膽創新的作品，大致

都會惹老師生氣）。 

 

二、官辦美展，競賽規則的改變 

在 70 年代左右，由於藝術新觀念，不斷推陳出新，各種媒材的研發，前輩

教師漸退休，加快了藝術求變求新的腳步；使得各類美術原有的定義，不斷被摧

毁，例如電腦可複製、列印，因而迫使版畫的定義更加糢糊，其他各類的材料之

合併，成為多媒材藝術。如此的融合，不但影响各媒材的美感語彙，且在競賽的

場合，增加評審的困難度（如攝影作品比賽，規定不能用電腦來修改）。於是有

了不分類的綜合評審或某些分合的新規則產生，例如：大墩美展將「膠彩、水墨」

合成一類來評，造成了第二度的國統之爭，屏東文化局將「水彩與版畫」合成一

                                                 
15 以上四段談話及結語擷錄自謝東山著，(臺灣美術批評史)，臺北市，洪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P145，P153-154，P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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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粉彩與篆刻」合成一類的怪現象；有的地方美展則分成平面組及立體組，

或分成造形組與數位組。這些分合規則的最大的贏家，要屬：數位影像製作、超

平面列印或 3D 動畫、裝置藝術、大型複合媒材立體作品等，如高雄獎；另外最

吃虧的畫類，則屬：攝影、水墨、書法、篆刻、水彩等。這些失去戰場等於失去

競爭力的藝術類，一路惨跌；如課程選修人數減少、畫室招不到學生、或有關單

位建議聯考取消某類術科考試、書畫裝裱店轉型為西畫框店、美術社轉型為才藝

班材料供給販賣處等等（因為美術系課程大都以數位繪圖為主）。 

 

三、水墨畫的新出路 

藝術系的學生，在過去的謀生願望，其實很單純，就是將來能成為藝術家或

美術老師，可開畫展賣畫、賣畫冊及收學生教畫，這樣而已。但是現在的藝術生

態環境，已不是清末民初的海派環境，現代的人，生活中有太多的變數與挑戰，

目前屬「實用美術」的如室内設計、美工系、數位設計系等技職方面的科系，有

證照、認證的肯定與謀職優勢；而純藝術的創作者，其成功、成長的條件複雜，  

圖十五、袁金塔  水墨與實用文具結合延伸出產

品，並企圖建立品牌。 

圖十六、袁金塔作品  以水墨雙鉤符號與立

體陶瓷結合，算是文化創意產業開發中的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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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限拉得很長。我的大學水墨畫老師－吳學讓先生，在我們畢業前夕，面授成功

的年限，設定在 50 歲。目前水墨畫因應文化創意產業，已有水墨畫服飾、陶瓷

板、立體飾品、插畫繪本、水墨漫畫、紙傘或扇面水墨、數位影像水墨、裝置水

墨等。 

 

◎目前在臺灣藝術品有三大通路16： 

市場類別 門檻 市 場 流 通 特 質 

第一市場-「畫廊」 最低 

一般正常情况下，作品完成之後，首先是在畫廊

買賣，並完成所有權的轉移，這時其商業價值取

得第一個價格（這個價格只要雙方同意就可成交

了）。 

第二市場-「拍賣會」 較高 

這是作品真正流通價格，通常是收藏家的需求量

已超過市場的供給量之為，才有機會進入拍賣

會，作品經過這關的評估與認可，才是真正的市

場價位。 

第三市場-「博覽會」 最高 

具有高度的商業性，也是檢驗畫廊定價是否合

理，驗收投資效益的最佳機會，許多收藏家在此

尋寶。 

 

畫廊（Gallery）為藝術市場的基層通路，藝術品在此的銷售量約佔所有藝術

市場總銷量的 60%，可算是最活絡、最基層、最前鋒的地方。想入市場的畫家（尤

其是自我推薦者），要先評估自已的作品是屬於那一種場所，以免遭到挫折。 

兹將在臺灣畫廊的型類分析如下17： 

 

                                                 
16 黃河 著， （買畫也能賺大錢）， 臺北市， 三采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P.65-66  
17 黃河 著， （買畫也能賺大錢）， 臺北市， 三采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P.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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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廊型態 經  營  特  質 

經紀型畫廊 
以代理原創性高的當代畫家為主，他們所經紀的藝術家、代理

的畫作具有「鮮明的時代感」，專業性最高。 

傳統型畫廊 
專營名家作品，在臺灣多屬老字號的畫廊，大致以前輩畫家為

主，如以投資角度來看，這裡的經營畫作「安全性」較高。 

收藏家兼代理

商型 

特色是選畫嚴謹，展覽功能比較低，檔期較少。如上海的「昇」、

臺北的「協民」 

二手畫商 

特徵是資金雄厚，眼光精準，善於接手經紀型畫廊不再代理的

中堅已成名之畫家，或到各畫廊嚴選名家精品。客源以富豪的

企業家為主。 

代售畫商 
以商品畫為主，少見有創意的作品，如果銷售情况好，也不惜

重複繪製或仿作。中國大陸的五星級飯店内之畫廊，大都屬之。

畫店 
畫廊兼作畫框店的生意，以複製畫或未成名畫家為主的商業性

畫廊，在大學有美術科系的學校，周邊的裱畫店最常見。 

綜合型畫廊 

目前很流行的一種商店，店內牆壁為展覽藝術品的地方，並有

排檔期。兼賣咖啡或點心、燴飯、當地土產、藝術雜誌、畫冊

或文學、詩集小品書籍、音樂 CD、小飾品等。檔期展出作品

以在地的業餘畫家較多。 

◎註：在大學美術系研究所的研究生，提口考前必須具有公家機關或縣鄉鎮級以

上的場所展出之記錄；所以大致在：各縣市文化中心、文化局、生活美學

館、民眾服務站、鄉鎮公所或大醫院的藝廊、大學內的藝文中心或實驗畫

廊或圖書館等展出。 

 

在收藏家（買家）方面可分類型18： 

                                                 
18 黃河 著， （買畫也能賺大錢）， 臺北市， 三采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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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型 收藏的方向與偏好 

第一類（冒險型）
大都喜好當代藝術，因為當代畫作容易取得較無偽作困

擾，此類型已成為 21 世紀的收藏主流。 

第二類（智慧型）
適常針對特定領域收藏最精華的作品，此類型者常與藝術

顧問的配合關係密切，是屬於典型的成功企業家。 

第三類（感性型）
重視個人特殊的品味偏好，例如對特殊媒材偏好者會選擇

版畫，對表現方式或人文氣息濃的偏好會收藏書法。 

 

綜觀以上三項議題，都為現實面的問題。國內美術館的年度大展、全國美展、

省展、雙年展。這些都是屬於藝術系統的競賽活動，是政府單位設置的，應是具

有權威性，因為權威象徵具有嚴肅的藝術生產行為外，而其評審的批評標準，就

具有權威性，且是建立在制定標準的「價值取向和目的需要」，而不一定就是藝

術生產系統成員的集體共同意識。例如 ，日治時期由日本統治者所倡導的「南

國美術」，促使臺灣美術界長期相信唯有刻畫臺灣本土風俗民情，自然景觀的美

術品才具有真價值。由此，「南國美術」成了某種不可撼動的權威價值標準。光

復後的 1970-1980 年代間，臺灣鄉士運動中，文藝批評所帶動的「本土化」價值

標準，使當時多數從事藝文創作和其讀者都相信「本士化」是正確的；以本土化

美學所倡議的觀點而製作的藝術品，價值必然超越其他「非本土化的藝術」。這

種相信，使得「本土化」具有某種不容挑戰的權威性。在藝術家個人上，不斷的

學習、探索、實踐、發表，終會找出一條屬於自已的路。 

 

肆、結 語 

臺灣政府雖然在 2002 年便提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但是在較具深

度及有内涵性的產業（如書畫藝術）還未着手，像中國大陸早在十幾年前便把雲

南地區所發展出來的「農民畫」、「重彩畫」列為具有經濟效益的「文化創意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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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產業」在實踐上有一個很大的弔詭是「文化」與「產業」內在氣質的矛盾。 

「文化創意」的源頭在於菁英（無論是「主流菁英」或是「街頭菁英」）對生活

風格的獨特深刻體驗與獨特生活方式的境案。在繪畫、設計、時尚、動畫-------

等領域，文化創意強調的是「深度經濟」（Ecnomy of Depth）。此項是体驗的豊富

度與深度，並不需要規模宏大的生產工具與金融資本。 

 

但是在「產業」的成功條件，無論在製作或生產體制上、或是產品流通體系、

品牌資產建立與業務部門的建立，產業化的成功要件在於生產工具大規模與跨領

域操作，強調的是「規模經濟」（Economy of Scale）與「範疇經濟」（Economy of 

Scope），但不是個別才情之士（Talents）的個人獨特創意就足以成事。文化產業

依產業鏈不同階段，其組織經營的方式也不相同19。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鏈 

 

深度經濟 

 

組織規模小 

 

先行優勢 

 

創意獨一性 

 

供給推動 

規模經濟/範疇經濟 

 

組織規模大 

 

後發制人 

 

產品主導性設計形成 

 

需求帶動 

以上的「文化創意業鏈」，左邊的產業開發模式，大都屬於藝術家個人工作

室的經營，右邊則屬於企業經營部門，如國內插畫家－幾米，其一繪本均能由繪

本到產品、到建立品牌，行銷手則是透過專業引導與人脈網絡等策劃經營。臺灣

                                                 
19上文参考自 花建  等著，（文化魔戒），臺北市，帝國文化出版社，2005.8P.4-8 

創意開發 創意開發 創意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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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在創意開發階段並不缺乏人才資源且很有執行力，但能够在三階段統整經營

（創意開發、製作與商品化、流通與發行）的成功案例很少，這是我們極需努力

之處。「海上畫派」的流派形成是屬於「自發形成」的，所以是屬於「結構性」

的權威價值型態，不是「指向性」的。 

 

然而「結構性」的權威價值型態雖來自某種活動或價值觀的建構，但是其在

藝術的自我完成中「顯示」終極的合理性即可。「指向性」通常是政府機構建立

一個平台引領產業成長，而不是主導產業的發展方向。 

 

目前「上海社會科學院」高度重視「文化產業」的研究，例如在文化產業的

競爭力與核心能力加強、文化產業的要素優質化、文化產業的國際格局、文化產

業的區域整合、文化產業的實力提升、文化產業的發展策略，不斷推出有影響力

的理論與决策研究成果，這些項目也是臺灣要再加努力的地方。 

 

圖十六、中國大陸的書畫市場。 
 

圖十七、中國大陸北京的文化市場。 

圖十八、「五角場 800 號」是上海的藝術拍賣市場。（翻拍自「Arts 上海 800」拍賣誰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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