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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篇論述主要探索當代水墨繪畫的創作面向，而研究設定以國立臺灣藝術大

學書畫藝術學系碩士班近五年畢業以水墨繪畫創作發表作為探索的範圍。書畫藝

術學系「教學以培養水墨、書法、篆刻創作與研究的專業人才為教育目標，教學

研習兼顧理念情思與表現技法，結合知識與鑑賞、啟發造形構成的自主性與創造

性，對傳統文化藝術的發展亦兼容並重，追求其現代與國際視野的新生風貌要能

凌越師法古人形蹟摹似之限，進而師法古人研創精神，追求以自我情思理念與識

見景境的嶄新風範。」本糸學制含日間學士班、進修學士班、二年制在職專班、

日間書畫碩士班、在職書畫碩士班、日間造形碩士班、在職造形碩士班、博士班。 

 

    本文所指「水墨創作」泛指以全部及部份或以水墨技法融合其他媒材之繪畫

創作，取樣之標準與考量捨學士班，因其面貌大多仍還是創作摸索階段，尚需發

表創作理念論述在資料上的累積，因此較難能看出創作清楚的脈胳及其發展性和

延續發表的可能性，而博士班今年尚未有畢業生，也因此並未納入研究分析。根

據系所統計資料近五年碩士班畢業發表共 189 篇其中以水墨創作研究共 42 篇，

而本文重點為解讀碩士班研究生在水墨繪畫風格之建立上，所努力的創作方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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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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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水墨繪畫的特色在於慣用的工具和技法，深刻影響作品的構圖模式和視覺外

觀，又常因所選擇的主題內容和觀察對象物的方式，對於所繪都是兼具表象和內

在隱含的象徵意義。士大夫文人在朝為官雖有得志，但也難免有失意，改朝換代

之後為表忠貞明志多以退出官場隱居山林曠野，所描繪的現實景物都蘊含著象徵

意義，景象的滄桑孤寂才是其內心的寫照。因此傳统水墨繪畫的內涵，一直與士

大夫文人心靈思想息息相關，而歷代的思想體認受到儒道釋的影響。儒家闡釋人

倫、家庭、社會、君臣的關係，又因士太夫必須熟讀儒家經典通過科舉才能勝任，

而士太夫亦是文人的化身，儒家官場的繁文縟節，對於追求精神超然的文人來說

處境上是相互矛盾的關係；逐漸地轉而追求於道家的硩學，道家強調人與天的關

係，「道」是表象看不到真實的背後，宇宙天地萬物運行的平衡，對於水墨畫家

而言在畫面中表達真實背後是那般的難以言喻，從慘淡經營下取得畫面內在和諧

的平衝狀態，而更為明顯的是「陰陽」硩理之轉換亦常隱於水墨繪畫的構建之中，

在構圖繪製與陰陽調和之考量，無論是在用筆的乾溼、精細、快慢、轉折、頓挫

等變化；或是用墨的虛實、藏露、輕重、呼應、賓主關係等之營造顯現於其間；

佛家入世出世的轉念，談「空」的境界，隨緣率性、淡泊清雅的舖設之下，使得

畫面產生心境上的空靈感。儒家思想的理性和道家的感性及佛家的心性，使得士

大夫文人縱橫寄情於天地萬物之間。 

 

    然而任何學說思想有正面性，但也都有其迥避不掉的負面影響，明清後世的

臨摹仿古之風，雖不能與儒家劃上等號，然而其教人要尊敬古聖先賢，在注重道

統傳承下，會不會因崇拜而遵循古風，就仿效傳統世襲不變，便造成水墨創作停

滯不前的因素之一呢？探究昨日的歷史值得在今日的參考和借鏡，面對當前水墨

創作除非堅持只選擇固有的工具材料、內容形式，其實書寫和繪畫的工具毛筆不

再是獨有的選項，士大夫文人的時代角色，随著時空也有所轉變，宮廷畫院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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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存在，大陸雖仍有各省縣畫院設立，但也並非是皇室極權下的附屬機構，也

許只是名稱形式性的存在，綜觀兩岸藝術學院的學術研究、專業創作教學之發展，

所培育的藝術研究創作人才在學士至碩博士生之程度，就筆者的現實現象觀察，

某種程度上在機構組織運作，尤其是藝術創作的功能性，已經取代新舊畫院藝術

發展的代表性。 

 

二、繪畫風格之建立 

    筆者在中國繪畫創作過程中，所必須思考面臨的問題是怎樣能透過題材內容、

色彩象徵、技法表現、材料特性，甚至思考理解對象物的方式、自我對技法的安

排、語言對元素的經營、脈胳對理念的影響，又如何轉化建構成畫面中的繪畫語

言。而以上所述思維之選擇，往往也因生活環境、地域特色、文化背景，甚至延

伸歷史的關聯性及脈絡的延續性；進而選擇觀察事物的觀點、創作思想觀念的融

入、並且探索結構的意義、如何呼應文化的共鳴。從創作過程中推演出，具辨識

度之繪畫語言的可能性。 

 

(一)  思想觀念 

    水墨繪畫的創作一直有些選擇性的思考，面對中國繪畫體系而言自古積累許

多畫評美學觀點，在畫史上都以朝代代表性的人與作品作為評論的參考依據，而

在某些論斷而言，就其重點也常圍繞在人品與畫品的連結，特別強調個人修為與

其作品內涵的關聯性，綜觀西方而論，就研究繪畫史觀點及其架構內容，就是以

畫家創作時代背景、繪畫內容、運用技法、對後世的影響為何等等，鮮有論及人

品高底，這是中國繪畫史上獨有的，就此與當時代的畫家生態有其特殊性，以當

代而言時空條件已全然大異，以此為例有些思想觀念需要延續，有些想保護也未

必能再傳承，而具時代性的美學觀也許才是創作者更應該著墨與關照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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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題材內容 

    水墨繪畫的美學表現，一直存在著視覺現實重現以寫景式的物象描繪及從宋

代發展至今在心象符號式的意象表達，左右著水墨繪畫風格與選擇題材的範疇影

響深遠。傳統人物、山水、花鳥等內容在歷史中扮演了重要演化的進程和不斷出

現的必然性，東晉顧愷之在人物畫的成就延續至盛唐吳道子等將人物畫帶進了一

段的輝煌時代。歷史線性推展至山水畫開始的初步，從不符合繪畫的遠近大水比

例；發展至宋代成熟的面貌，直至當代都難以超越。花鳥畫獨立發展的過程中與

山水畫類似從依附人物畫到唐代成科，五代西蜀的黃筌和南唐的徐熙兩人畫風被

稱作「黃家富貴」，「徐熙野逸」形成五代、宋初花鳥畫的兩大主要流派，對後世

花鳥畫有著極大影響。朝代雖有段落分明但繪畫藝術未曾間斷，歷史的必然性、

持續性、可能性甚至未來發展性都是不可預知。 

 

(三)  形式傳達 

    歷史的中國繪畫有畫評、畫論、畫史，從技法高超、內容形式評論等第多有

記錄，既有畫評的影響就難免形成標竿和範疇，影響以後的發展導向，如此便多

了技法、內容、形式的追隨者，雖經改朝換代，仍時有復古之風吹起。雖然歷史

中，曾存在青綠金碧與水墨為上其各有所堅持，工筆與寫意的筆墨風格各異，繪

畫南北宗論分門別派使畫風處於相左，但這些都是歷史發展過程的必然性，也因

理念風格不同，產生了線性和繪畫性不同的繪畫語言。傳统在形式表達上，遵循

著畫院的規範也發展出典型的模式，傳統因工具材料的特殊性和單純性造就了形

式上的樣板，而今時空改變書畫形態的絕對優勢和書畫工具的獨有性，在學習上

同時也都或多或少涉獵其他媒材和形式的接觸，有了更多更新的選擇，因而產生

了混合、融入、合併形式的可能性。 

 

(四)  技法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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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水墨繪畫以當代繪畫所具備的觀點，沒有固定的光源設定，不強調色彩

光影，不講究透視、不追求現實重現的寫實描繪，但也不能一概而論宋代對於寫

實的追求「形神兼備」對於較客觀寫生觀察，轉化在畫面描繪和用色的技巧有相

當高的藝術性，此項傳統是由宋徽宗大力提倡，較先前更具嚴謹細節的工筆寫實

風格，同時蘇軾亦倡導不同於宮廷形式偏向較主觀文人式的符號抽象意念的表

現。 

 

    無論兩種或以上的理念及風格發展都應包容，然而歷史發展却不然，因為我

執和異議產生對立而難以兩全，更別提多元發展的可能性。當代東西方也未必是

二元抗體，是存在差異但並不是完全對立的，從東西方對色彩在繪畫藝術觀念的

差異來思考，當代的環境及人文背景，東西文化交流融合程度及繪畫發展，在創

作上理性的研究，個性的選擇，材質色料的發明，以墨的意識與色的現象，在藝

術的表現要有新的進展，從材料或技法著手，應該是可以嘗試去表達或許能成為

水墨繪畫創作者的思想感情所繫之途徑；對於元素的多元化與特殊性，應以江海

納百川的胸襟來面對吸收，勿須城府自封而觀照自憐。反觀傳統的素材與表現手

法並沒有限制住我們的表現形式，反而使我們明白在有跡可循的脈絡上汲取更多

的繪畫經驗，並且傳承的衝擊亦引導我們體會更深層思考，屬於在表現空間與價

值，也使身處當代的我們更積極的去尋找屬於自我的創作與責任。或許可以！在

技法上試驗繪畫媒材的新組合，不拘泥局限於傳統工具與色彩的窠臼，演化出新

的繪畫風貌是我們應該不斷的去實驗和嘗試的。一件動人心魄的作品的產生，除

了擁有高妙的技法外，最重要的是能清楚地，讓觀者感受到創作者立意明確及其

細緻的用心，當然，最基本的是對繪畫的熱情而衍生出對人、對周遭有著深刻細

膩的觀察力，理念情感流露於畫面中結合材料技法形成風格化的當代繪畫語言。 

 

三、創作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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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所指「水墨創作」泛指以全部及部份或以水墨技法融合其他媒材之繪畫

創作，取樣之標準與考量捨學士班，因其面貌大多仍還是創作摸索階段，尚需發

表創作理念論述在資料上的累積，因此較難能看出創作清楚的脈胳及其發展性和

延續發表的可能性，而博士班今年尚未有畢業生，也因此並未納入研究分析。此

篇論述主要探索當代水墨繪畫的創作面向，而研究設定以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

藝術學系碩士班近五年畢業以水墨繪畫創作發表作為探索的範圍。 

 

    對於當代或古典是兩極也可以融合為一體，透過排列組合，適當地將時代元

素加以轉化，營造構圖與面積的關係強化視覺性，更可以使用材質顏料的改變產

生有趣的質感，為了較符合創作期待的效果，也許不必分中西技法去實驗融合的

運用，南北宋經歷地域的改變也影响畫幅卷軸的選擇，當代生活空間如何裝裱安

置懸掛作品，可能變成是新的值得研究的課題。以書畫藝術系碩士班學生之水墨

創作畢業發表為例，來檢視當代繪畫的思維，筆者將以表格分項作為分析步驟，

並儘可能找出思維的脈胳。根據系所統計資料近五年碩士班畢業發表共 189 篇其

中以水墨創作研究共 42 篇，而本文重點為解讀碩士班研究生在水墨繪畫風格之

建立上，所努力的創作方向及建構的思維。 

 

    以下表格為近五年內碩士班發表之篇數共 42 篇其中日間碩士論文發表 14

篇，在職碩士論文發表 28 篇。 

 

「表一」日間碩士論文發表 

發表時間 

（年/月/日） 
發表人 論文名稱 指導老師 備註 

2008/01/18 陳 瑩 傳情映心境-庶民人物畫創作研究 林進忠 
造形

96-1 

2008/11/13 陳思婷 殘形 簡影 變形人物水墨創作研究 羅振賢 
造形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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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06 劉信義 灰色境遇－水墨人物創作研究 羅振賢 
書畫

98-1 

2009/12/21 林富源 
萬象生機˙人文情境－水墨創作研

究 
林進忠 

書畫

98-1 

2010/06/02 陳繼堯 
生活遇合˙感思映照－水墨繪畫創

作研究 
黃光男 

書畫

98-2 

2110/06/15 陳芃宇 花想－以形寫心之繪畫創作研究 蔡  友 
書畫

98-2 

2010/06/22 廖芷嬿 視野的轉譯－水墨繪畫創作研究 林進忠 
書畫

98-2 

2010/06/30 許綾讌 
舊園情懷－台灣鄉土古厝水墨畫之

研究 
蔡  友 

書畫

99-1 

2010/12/20 張琬湄 
熱帶風情水墨創作研究-以墾丁國

家公園為例 
羅振賢 

書畫

99-1 

2010/12/24 陳儀樺 
「形似生韻˙捨形悅影」－人物畫

線性藝術創作研究 
蔡  友 

書畫

99-1 

2011/01/13 何慎修 不夜城-水墨夜景創作之研究 羅振賢 
書畫

99-1 

2011/12/02 曹藝鐙 童顏畫鏡-水墨創作研究 林進忠 
書畫

100-1 

2012/01/12 陳盈如 護.心符-彩墨創作研究 李奇茂 
書畫

100-1 

2012/03/08 鄭如儀 情緒色彩-彩墨人物創作研究 涂璨琳 
書畫

100-2 

 

「表二」在職碩士論文發表 

發表時間 

（年/月/日） 
發表人 論文名稱 指導老師 備註 

2008/1/17 劉有慶 縱情丘壑-山水皴法創作之研究 羅振賢 
造形

96-1 

2008/5/19 曾哲娟 
秋的意象–曾哲娟之旅遊與彩墨創

作 
蔡  友 

造形

96-2 

2008/5/19 林  葦 
詠讚太魯閣----以石紋肌理衍生創

作之研究 
蔡  友 

造形

96-2 

2008/5/24 洪震輝 玄覽造化----水墨畫創作研究 林進忠 
造形

96-2 



水墨創作與當代語彙之探索 

81 
 

發表時間 

（年/月/日） 
發表人 論文名稱 指導老師 備註 

2008/6/3 林憶齡 天機在自然---藤本花卉之研究 林進忠 
造形

96-2 

2008/6/7 李存禾 
生活意境「境域再生」--水墨繪畫

創作研究 
林進忠 

造形

96-2 

2008/6/13 周淑蕙 
煙波曲水入華滋---北濱水墨畫創作

研究 
蔡  友 

造形

96-2 

2008/6/13 羅仁志 
元氣琳漓, 深邃迷濛----雨景創作之

研究 
蔡  友 

造形

96-2 

2008/6/17 丘美珍 
優雅 審美---客家人物水墨創作研

究 
蔡  友 

造形

96-2 

2008/6/20 鄭明珠 真善美-赤子容顏之墨水創作研究 林進忠 
造形

96-2 

2008/06/26 許藜恩 
蛻化出新境-水墨花鳥畫創作之研

究 
羅振賢 

造形

96-2 

2008/06/30 游善富 
生活情韻的筆意墨趣-游善富水墨

畫創作 
李奇茂 

造形

96-2 

2009/04/24 陳淑娟 
鄭板橋人文化質之研究-兼述水墨

畫創作 
黃光男 

造形

97-2 

2009/06/22 方榮誠 嶺南畫派理念對我創作之啟迪 黃光男 
造形

97-2 

2009/10/26 程晶銀 
赤子童心筆墨情-水墨繪畫創作研

究 
林進忠 

造形

98-1 

2009/11/03 熊永生 
黃澥煙雲-黃山雲海煙然水墨畫創

作研究 
羅振賢 

造形

98-1 

2009/11/03 吳烈偉 山水心象--角板山水墨創作之研究 羅振賢 
造形

98-1 

2009/12/22 林孟青 藤攀葛繞畫人生 蔡  友 
造形

98-1 

2009/12/31 姜美蓉 情與貌略相似-雁鴨繪畫創作研究 涂璨琳 
造形

98-1 

2010/01/18 蘇光媛 焦墨的質變-蘇光媛創作自述 羊文漪 
造形

98-1 

2010/05/03 林亮吟 
視象˙是相－雲南元陽梯田之水墨

畫創作與研究 
劉素真 

書畫

98-2 

2010/06/25 陳雪芬 
1980~2000 年台灣當代水墨畫初探

暨「禪思心象」創作觀自述 
黃光男 

造形

98-2 



李奇茂教授藝術風格發展學術研討會 

 

82 
 

發表時間 

（年/月/日） 
發表人 論文名稱 指導老師 備註 

2010/06/28 高陞發 陰陽五行思維之水墨創作研究 蔡瑞霖 
造形

98-2 

2010/12/24 李瑛珍 
與古為新˙借物抒情-水墨創作研

究 
劉素真 

書畫

99-1 

2011/12/30 袁之靜 
去住無心˙煙雲情境—水墨創作研

究 
羅振賢 

書畫

100-1 

2011/12/30 黃秋芬 溼地風情—水墨創作研究 羅振賢 
書畫

100-1 

2012/03/01 謝萌芳 盎然生意-水墨繪畫創作之研究 蔡  友 
書畫

100-2 

2012/03/04 甘錦城 蓮花三喻-法華經旨意工筆創作 李蕭錕 
造形

100-2 

 

四、創作建構的思維 

    筆者撰述因篇幅限制，故以表列標題整理分為研究重點、作品內容、媒材運

用、題材分類，標題中未呈現之技法展現，筆者將在後續研究再深入探索。以下

表格：「表一研究重點」為近五年內碩士班發表之篇數共 42 篇其中日間碩士論文

發表 14 篇，在職碩士論文發表 28 篇，但實際搜集研究結果共為 36 篇，因資料

缺漏其中曾哲娟、周淑蕙、游善富、程晶銀、林亮吟、高陞發共 6 位未能在本文

中呈現分析結果有所遺憾，待後續研究再補齊。 

 

發表人 研究重點 作品內容 媒材運用 題材分類 

1 劉有慶 研究著重於傅狷夫山水皴

法創作，以此参考作為自我

山水皴法創作之過程與實

踐。 

浪濤岩石 

高山峻嶺 

松柏瀑布 

水墨設色/

宣紙 

山水景觀 

2 陳瑩 研究著重於中國人物畫進

程演變，以此參考作為自我

體察表現庶民人物畫之實

踐。 

孤風殘影 

游民拾荒 

庶民處境 

水墨設色/

紙本 

人物庶民 

3 林葦 研究著重於太魯閣岩石紋 岩石紋理 水墨設色/ 山水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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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變化，以此參考作為觀察

表現融入自動技法之實踐。 

刻劃律動 

水拓皴紋 

京和紙 

宣紙 

4 洪震輝 研究著重於人文親情社會

變化，以此參考作為觀察表

現人文關懷環境紀錄之實

踐。 

人文關懷系列 

社會現象系列

海洋世紀系列 

水墨設色/

宣紙 

人文景觀 

5 林憶齡 研究著重於以自然與人文

移情作用，以此參考作為觀

察表現人文環境紀錄之實

踐。 

寓意系列 

清香系列 

展顏系列 

水墨/紙本 

絹本設色 

花鳥人文 

6 李存禾 研究創作以新舊交替被遺

忘的角落，以生活面作為觀

察表現人文環境紀錄之實

踐。 

人文關懷系列 

環境保護系列 

生活意象系列 

自然景物系列 

水墨設色/

宣紙 

人文景觀 

7 羅仁志 研究著重於以自然天氣雨

天狀態，以此作為觀察表現

烏雲密佈景觀紀錄之實踐。 

烏雲密佈 

雨景寫生 

詩境畫意 

水墨設色/

宣紙 

山水景觀 

8 丘美珍 研究著重於客家族羣生活

形態，以此參考作為自我體

察表現以客家人物之實踐。 

客家曲調系列 

閒情逸緻系列 

巷道親情系列 

林間雅敘系列 

水墨設色/

宣紙 

人物庶民 

9 鄭明珠 研究著重於孩童真誠的、慈

愛的、善良的、純潔的一面

透過系列化表達童顏，以此

參考作為自我體察表現之

實踐。 

孩童與大然、

孩童的自我表

現、孩童人際

關係、孩童的

裸體、孩童的

喜怒哀樂系列 

水墨設色/

宣紙 

人物孩童 

10 許藜恩 研究著重於中國花鳥畫進

程演變，以此參考作為自我

體察表現花鳥畫之實踐。 

世外玄境、幽

閑靜深、真實

虛幻、冥想、

花夢系列 

水墨設色/

宣紙/水彩 

花鳥景觀 

11 陳思婷 研究著重於榮民處境社會

現象，以此參考作為觀察表

現人文關懷環境紀錄之實

踐。 

榮民關懷系列 

人形山水系列 

水墨設色/

油墨、壓

克力複材 

人物山水

融合 

12 陳淑娟 研究著重於鄭板橋畫竹進

程演變，以此參考作為自我

觀察表現畫竹之實踐。 

畫竹的涵義 

畫竹的結構 

畫竹的表現 

水墨設色/

宣紙 

竹子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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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方榮成 研究著重於嶺南畫派理念

之影響分析，以此參考作為

自我觀察表現之實踐。 

中西融合表現 

西方繪畫介入 

水墨設色/

温州皮紙 

山水景觀 

14 劉信義 研究著重於以"人"的形象

為主，創作的思索偏向人性

在於這世界的關聯，以此參

考作為自我觀察表現之實

踐。 

遙遠的人、來

自虛幻漂浮的

悸動、軀殼的

幻象系列+ 

絹/色宣/

水墨/壓克

力彩/天然

顏料 

人物心境 

15 吳烈偉 研究著重於角板山水墨創

作山水心象之研究，以此參

考作為自我觀察表現生活

環境之實踐 

角板山景區作

為創作之據

點，描繪自然

地形、地貌、

林相以筆墨詮

釋方法呈現。 

水墨設色/

宣紙 

山水景觀 

16 熊永生 研究著重於黃山雲海烟嵐

水墨創作山水心象之研

究，以此參考作為自我觀察

表現黃山環境之實踐 

描繪四季黃山

松雲山石物象

結構之美 

水墨設色/

宣紙/京和

紙 

山水景觀 

17 林富源 研究著重於萬象生機水墨

創作山林景象之研究，以此

參考作為自我觀察表現濕

地環境之實踐 

觀察寫生造境 

紅樹林生態 

濕地人文景觀 

水墨設色/

宣紙/ 

山水景觀 

紅樹林生

態 

18 林孟青 研究著重於以藤蔓植物，來

表現人生的種種情感和現

象，以此參考作為自我觀察

表現藤蔓植物環境之實踐。 

糾纏、鬱結、

苦悶、向上、

蒼勁、堅韌、

浪漫的意象 

水墨設色/

宣紙/布 

花鳥藤蔓

植物 

19 姜美蓉 研究著重於以雁鴨繪畫，寄

寓移情將生活物與經驗的

體悟，借物寓情，借物說

理，作為自我觀察表現之實

踐。 

情與景、形與

神，意與境 

以寫生客觀物

象的實踐過程 

水墨設色/

宣紙 

花鳥雁鴨

生態景觀 

20 蘇光媛 研究著重於以實驗性創作

過程中回到與紙的皴擦關

係，在實踐裡探索筆與紙的

關係作為觀察表現之實踐。 

以焦墨概念實

驗異質共構並 

探索筆與紙的

關係 

水墨設色/

宣紙 

焦墨概念

實驗 

21 陳繼堯 研究著重於以生活遇合.情

思映照水墨創作心象之研

究，以此參考作為自我觀察

接觸感受物象

的特質轉化成

抽象的個人內

水墨設色/

宣紙 

心象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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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感悟環境之實踐。 心世界。 

22 陳芃宇 研究著重於花語以形寫

心，透過色彩聯想與象徵創

作心象之研究，以此參考作

為自我觀察表現之實踐。 

花語生活系列 

花語心聲系列

是花非花系列 

水墨設色/

宣紙/木板 

麻紙/褚紙 

礦物顏料 

花語心象 

23 廖芷嬿 研究著重於回歸到人對於

生命中的所知所感，所造就

一個幻想中的現實，作為自

我體悟表現之實踐。 

彼岸系列 

記憶的獨白系

列 

日蝕夢系列 

水墨設色/

宣紙/ 

花鳥人物 

走獸景物 

24 陳雪芬 研究著重於探索暨禪思心

像創作觀，透過體悟與啟

示，作為自我體悟表現之實

踐。 

山川系列 

禪意心象系列 

 

水墨設色/

宣紙/ 

山水禪意 

佛像人物 

25 許綾讌 研究著重於懷舊之情，透過

鄉土景象消逝毁壞體悟惋

惜，作為自我觀察表現感悟

環境之實踐。 

歲月風華系列 

情思往事系列 

古意新境系列 

水墨設色/

京和紙/ 

房屋景觀 

26 張琬湄 研究著重於環境地域熱帶

氣候景物描繪，作為自我觀

察表現感悟環境之實踐。 

熱情、透視、 

剖析、銀板 

冥思系列 

水墨設色/

金板宣紙/

蟬衣宣 

山水地域

景觀 

27 李瑛珍 研究著重於以「與古為今」

繼承借鑑前人的創造，重新

詮釋，作為自我觀察表現感

悟之實踐。 

人生系列 

幸福系列 

現代生活系列 

水墨絹本

設色 

花卉景物 

28 陳儀樺 研究著重於以運用對人物

畫的臨摹觀察，將線條特性

應用表現於現代人物，作為

自我觀察表現感悟之實踐。 

人物畫的表達

思維能具時代

性的內涵與表

現 

水墨絹本

設色 

人物當代

景觀 

29 袁之靜 研究著重於以雲煙創作的

實踐與解析，以自然現象轉

化心境，作為自我觀察表現

感悟之實踐。 

心師造化實景

寫生、如幻似

真煙雲情境、

心中煙雲去住

無心 

水墨設色/

宣紙/ 

山水景觀 

30 黃秋芬 研究著重於，以自己的摯愛

而熟悉的故鄉為出發點，在

題材的探索中，有了較廣闊

而深入的體驗，作為自我觀

察表現感悟之實踐。 

「濕地之美」

的形式表現鄉

土情懷與「逸

氣說」濕地文

學的探討 

水墨設色/

宣紙/ 

山水濕地

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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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甘錦城 研究著重於以《法華經》旨

意為內涵，描繪詮釋「蓮花

三喻」的精神，作為自我體

悟表現之實踐。 

「蓮花三喻」

的內涵與水墨

之現代詮釋 

水墨設色/

宣紙/絹/

麻/膠彩/

陶瓷 

花卉篆刻 

佛教心境 

32 何慎修 研究著重於以透過細心觀

察與體悟，在景的表現要求

能夠繪製出這一世代的夜

生活中各種風貌與節奏，作

為自我觀察表現之實踐。 

都會之夜 

山野之夜 

不眠之夜 

水墨/壓克

力彩/京和 

人物夜間

景觀 

33 曹藝燈 研究著重於以個人的生活

體驗及融入全球兒童所發

生的社會議題，作為自我觀

察表現之實踐。 

正向情緒系列 

負向情緒系列 

正向 vs負向系

列 

水墨設色/

宣紙/絹 

人物心境/

兒童 

34 陳盈如 研究著重於以心的守護信

仰作為創作主軸，由門神這

符號轉化展現抽象的守護

神，作為觀察表現之實踐。 

靈的信仰圖像 

結合心靈活勳

自我藝術符號 

水墨絹本

設色 

人物心靈 

35 謝萌芳 研究著重於以樹木生意盎

然的堅韌形象的主要觀

點，作為自我觀察表現之實

踐。 

季節系列 

地域系列 

人文系列 

水墨設色/

宣紙 

山水景觀

樹林生態 

36 鄭如儀 研究著重於以自我的壓抑

情緒色彩為主的延伸相關

主題彩墨人物繪畫創作，作

為自我觀察表現之實踐。 

壓抑的自我內

在探索系列 

自我與社會之

間的關係系列 

自我與家庭之

間的關係系列 

水墨設色

絹本/紙本 

人物心靈 

 

    「表二作品圖錄」為實際搜集研究結果共為 36 篇之每篇取樣三件作為研究

內容及風格面貌相關資訊之參考及佐證說明。而更細部之统計分析內容數據尚未

再呈現，實有強化之必要甚至分析之標題細項。此文乃筆者嚐試分析研究生發表

內容及方向相關資訊，文中部份分析資料提供，希望能給後續創作研究者具實用

参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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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作品圖錄 

劉

有

慶    

 《山上人家》139 X 77 cm 2007 《中嶽古柏》 135 X 68 cm 2006 《鼻頭角浪濤》125 X 64 cm 2007 

陳

瑩 

   

 《享受》180X90cm2007 《銅圓》276X89cm2005 《今日所得》180X90cm2007 

林

葦 

   

 《疊石湧泉》97X168cm 2007 《玫瑰人生》51 × 68cm 2008  《漱石》32 × 46 cm  2008 

洪

震

輝 

   

 《憶端陽-局部》180X90cm2005 《含飴弄孫-局部》140X70cm2006 《海洋世紀-局部》180X90cm2008 

林

憶

齡    

 《絲絲入扣》 75x92cm 2007 《相 聚》45x50cm 2007 《七小福》 80x90cm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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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存

禾 

   

 《憶兒時》 180x97cm  2008 《缚》180x97cm 2008 《想飛》180x97 2007 

羅

仁

志 

  

 

 

 《雲山雨意》  112x69cm   2008 《夕陽雨紛飛》  69x118cm 2008 《聽 雨》 68 x 68cm 2008 

丘

美

珍 
   

 《真善美》120x90cm  2004 《靈威顯赫》60x60cm  2008 《相談甚歡》60x60cm  2008 

鄭

明

珠 

  

 

 《大樹下》 172ｘ92 ㎝ 2007 《同樂》 166ｘ73 ㎝  2007 《雲上的愛》 140ｘ90 ㎝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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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藜

恩 

 

 

  

 《孔雀儷影》  136×69 ㎝ 2008 《台灣百合》136×53.5 ㎝ 2008 《柳蔭雙鴨》  78×45 ㎝ 2008 

陳

思

婷 

 

  

 《何處是家》168×96cm 2008 《歸》168×148cm 2008  《戀》115×97cm 2008  

陳

淑

娟 

 

  

 《蘭、竹、石圖》100×70 ㎝ 2009 《墨竹圖》140×70 ㎝ 2009 《竹、石圖》120×70 ㎝ 2008 

方

榮

成 

 

 

 

 

 

 《石林丘壑》70 × 140 ㎝ 2006 《駱駝山》70 × 140 ㎝ 2007 《古道今來》100 ×250 ㎝ 2009 



李奇茂教授藝術風格發展學術研討會 

 

90 
 

劉

信

義 

 

  

 《虛幻的距離》 180x180cm 2007 《虛幻的擁抱》180x90cm 2007 《遙遠的笑容》 180x100cm 2007 

吳

烈

偉 

   

 《晨曲一》90×92 ㎝ 2009 《翱翔一》120×120 ㎝ 2009 《春雨新綠二》145×145 ㎝ 2009 

熊

永

生 

   

 《紅葉青山鎖白雲》180x90 ㎝ 

2009 

《天際奇石》180x65 ㎝ 2009 《寒山雪夜》90x67 ㎝ 2009 

林

富

源 
 

 

 

 

 《共生》120×180cm 2008 《竹圍紅樹林》68×134cm 2009 《退潮》180×270cm 200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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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孟

青 

   

 《追尋》61 x 21 cm 2009 《高牆》 69 x 54 cm 2009 《當下即是》 178 x 96 cm 2008 

姜

美

蓉 

 

 

 

 《任遨遊》  95 × 69 cm 2009 《悠游》69 × 134 cm 2009 《振翅》90 × 162 cm 2009 

蘇

光

媛 
 

 

 

 《焦墨系列 作品二》120×240 ㎝

2007 年  

《焦墨系列 作品三》240×120 ㎝ 2009

年  

《焦墨系列 作品一》120×240 ㎝

2007 年  

陳

芃

宇 

  

 

 《保護色》90x60 ㎝ 2010 《出口》80 公分直徑圓 2010 《出走》74x256 ㎝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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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

芷

嬿 

 

  

 《作繭˙破繭》103x70cm 2010 《汲水去》90x88cm 2009 《一切都是海市蜃樓》94x89cm 

2009 

陳

雪

芬 

   

 《「蓋亞」之星》69x135.5cm 2010 《水中月》68x 69 cm 2009 《圓明常寂照》68 x 69 cm 2009 

許

綾

讌 

   

 《新綠》158X76cm 2009 《歲月的呢喃》143X49cm 2009 《祐》139X64cm 2010 

張

琬

湄 
 

 

 

 

 

 《蒼》139X69X3cm 2010 《透視系列一》29.5X120cm 2010 《剖析系列一》29X90.5cm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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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瑛

珍 

 

 

 

 

 《花落顏》91.5X26cm 2010 《傾城傾國露凝香》44.2X70cm 2010  《花似雪》78X32cm 2010 

陳

儀

樺 

 

 

 

 

 

 

 《野狼的故事》 207X88cm 2010 《307號小盒子》247X74cm 2010 《娃娃車怎麼還沒還沒來》 

151X64cm 2008 

袁

之

靜 

 

 

  

 《高低遠近嶺和空》90X180cm 2011 《夢筆插花山為盆》180X90cm 2011 《北海濡墨雲作紙》180X90cm 2011 

黃

秋

芬 

 

 

 

 

 

 《古木平湖》77X144cm 2009 《林蔭幽禽》76X178cm 2011 《沙渚草茂》120X60cm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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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錦

城   

 

 《滿池流水香》60.5X72cm 2010 《第一月》 45X74cm 2009 《自在》 136.7X36.2cm 2009 

陳

繼

堯 

   

 《夜市 2》170×90cm 2009。 《夜市 3》170×90cm 2009 《夜市 5》180×90cm 2009 

何

慎

修 
   

 《明月依舊、天空依舊》   

60x60cm 2010 

《塞車夜》90x90cm   2010 《電氣都會系列 1》 (24x24cm)x9       

2010 

曹

藝

燈 

 

 

 

 

  

 《沉溺》90x90cm2011 《好奇-你要去哪裡》135x39cm 2011 《塑化劑-不能說的秘密》

90x115cm 2011 

陳

盈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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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落體表演》135x35cm2010 《即使天荒地老》60x60cm2010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143x73cm2009 

謝

萌

芳 
 

 

 

 《影》68x85cm2012 《遺世》60x95cm2010 《遇》53x60cm2012 

鄭

如

儀 

 

 

 

 

 

 

 《侵略》43x33cm2011 《真相》34x54cm2010 《嘶吼》45x70cm2010 

 

五、結論 

    歷史時空的轉換，使得影响中國繪畫發展的因素略顯複雜化，但值得慶幸的

是限制作用及規範少了！更自由的，讓創作者去揮灑表達自我理念，啓發思想觀

念、更新題材內容、改變形式傳達、融合技法展現，使得水墨繪畫進入更具包容

性的發展階段。 

 

（一.）面對傳統與當代 

    繪畫史上從來都是以素材媒劑分類畫種名稱，而中國繪畫因為民族特色，所

發展出的典型形態，隨著歷史的沉澱也累積出了傳統繪畫的形式要素。從中國繪

畫歷史發展，已難用單一畫種名稱來界定，除了工具材料形式的客觀差異性可辨

識外，更不可避免都滲入了傳統民族性、文化性的主觀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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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傳統與當代，筆者之創作形式的選擇或許就只能忠於本身的感應，然而，在

未能先確定繪畫語言形成的條件下，必須先釐清傳統與非傳統形式，也基於形式、

畫種名稱的界定與繪畫語言之形成與建立有直接之關聯性。筆者從許多研究報告

發表中發現，研究者應先界定歷史範圍與發展邏輯，當然要界定何為傳统範疇；

相對何為非傳統或非全為傳統之中西融合又當如何？當代思維從歷史文化的線

性發展而言，其實也是部份傳統的延伸。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待和評價“傳統”也無

論藝術史留下多少可貴的傳統，為了得知經典創造的軌跡，承接和再發展，技法

的開創、內容的時代意義，以及學術性的研究和選擇性的接續，便顯得審慎且關

鍵。要延續傳統文化，保存傳統，就該理解和掌握到傳統文化的精神。徐悲鴻在

畫學上學貫中西，作畫提倡「盡精微、致廣大」，對中國畫，主張「古法之佳者

守之，垂絕者繼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對西方繪畫則強調「可采入者

融之」。由此可知，藝術的創造不但要全力以赴更要理解優良的傳統，並且需要

廣納和融合西方經典藝術的價值，延續發展多元豐富的現實狀況，創造自然可以

有新的生命力和時代的感染力。 

 

（二.）世界性繪畫語言與共同的潮流 

    而今還可以不去呼應藝術無國界之世界共同的潮流嗎？難道中西發展全然

無相同之處嗎？在當代這決不是只有中西二分法，有可能因主觀性重覆泛濫的傳

統論點引述，而忽略了現實的客觀性及自我表述的比重呢？而讓當代思維論述有

了位置與發展，可以使技法、內容、形式在演變中更貼近當代文化元素，呼應與

共鳴對作者、觀者來說更顯重要，也是文化有了延續及新面貌的呈現。 

 

    因為傳統與堅持有可能影響新興的創作風格，二十世紀初新文化運動對傳統

繪畫形成挑戰的情勢。面對時代變遷傳統形式必須有條件去堅持，否則就不是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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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形式。然傳統形式可以表達藝術；而非傳統形式也能傳達藝術，時勢之所以演

變不同形式，也就是使用書寫繪畫工具及材料的變化，隨現實時代形成多元可選

擇性，根本不是傳統與非傳統的是與非，不管改革不改革，更無關筆墨之爭論戰

的勝負，其實不可能改變的是時代不斷的持續新的發展，而傳統也並不會随新時

代來臨而消失在歷史中，因為傳統是已具備前古各代考驗所傳承的經典，其所不

斷面臨新舊世代的沉積還是保留下經典之不可取代性，某些堅持的條件一定會有

傳承的，面對當代與傳統並存的事實，傳統與非傳統並非全然對立，只是選擇與

否，當代有聽古典音樂就會有創作古典音樂形式，而這形式便是古典的堅持沒有

對錯，也許古典歷經歲月條件的累積在架構體質上較優，但置於當代共嗚的回應

則是小眾局面，相對的當代繼 某些的傳統或全然 同於傳統形式，而當代其實

是傳統精神內容的延續具時代體會的結晶，呼應了大眾的時下生活共通感受。古

典的事物有某些值得珍惜延續；當代的元素也有需要重視推廣，就算無法共榮也

當並存。或許可以不必再去興起不實際的爭論，釐清傳統古典與當代元素後，優

劣留待後世評斷，而當下的問題只是創作者與欣賞者有條件的堅持與選擇。藝術

創作的泉源來自生活，中西早已融合在身處的空間與心思的當下，而藝術創作者

來自現實的生活感受，經由意識認知釐清後所選擇傳統與非傳统形式，再轉化當

代元素形成表達自我感受的繪畫語言。 

 

（三.）面對當代自我理念的思維 

    面對當代水墨繪畫的創作，必須思考當代面臨的問題，是如何透過繪畫題材

內容、色彩象徵、技法表現、材料特性，轉化建構成畫面中的繪畫語言。然而題

材內容之選擇，往往也因生活環境、地域特色、文化背景，甚至延伸歷史關聯到

脈絡的延續性。以當代語彙去思考水墨繪畫創作方向，提出當代觀察事物的觀點、

創作思想觀念的融入、並且探索結構的意義、如何呼應文化的共鳴，從過程中修

改，由實驗後推演出具辨識度之當代繪畫語言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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