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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述 1945 年後台灣傳統書畫與現代書畫之遞嬗及其發展 

The Alt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to Modern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in Taiwan after 1945 

 

黃華源 

Huang Hua-yuang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在日治時期已經分離為“書”、“畫”各自發展的傳統書畫，台灣光復後，

加入 “新文人書畫”元素，而產生 台灣“新傳統書畫”，並過渡為台灣“現代

書畫”。在此遞嬗過程中，隱然可見文化政策之脈絡，對此，書畫界是否已經思

考出如何因應，仍待觀察。一九四五年以後，台灣的傳統書畫變革到 “現代書

畫”之際，傳統文人書畫之延續發展，應該是台灣現代書畫組成的一部分。其遞

嬗的過程，若被視為一波結構與解構，那麼台灣現代書畫則是解構以後之再結構，

所以傳統書畫的元素昭然若揭。展望台灣現代書畫的未來，在多元發展的前提下，

媒材的跨領域引用、表現技法的創新、創作思維之突破…等，種種發展都令人期

待。台灣現代書畫正以多元包容為核心，融古今中外於一爐，儘管有些質變、混

沌，但卻是充滿活力的在拓展中。 

 

【關鍵字】台灣、傳統書畫、現代書畫、國畫、書法、水墨畫、文人書畫、  

遞嬗、變革、解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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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二○一一年於書畫藝術學刊第十期發表之〈清末到日治（1885-1945）社會變

遷下的臺灣書法發展考察〉一文，整理出傳統書畫，以文人為中心，呈現可以是

詩、書、畫全面涵蓋，也可以是書、畫等，不全面涵蓋。日治時期因教育制度改

變，新式書法、圖畫教育的形式與內容，摧毀了明清文人書畫之延續基礎；原本

以文人為中心製作之書畫，分離為詩、書、畫，呈各自獨立發展之態勢。傳統文

人書畫，原本為“書房廳堂”、個人的傳播，從此走向“藝術殿堂”的公開展覽。

展覽之導向，甚至成為百年來引導台灣書畫發展之重要因素
1
。傳統文人書畫經

此拆解，百年後之“台灣現代書畫”一詞， “書”與“畫”各為系統，已是普

遍且自然的見解。 

 

接獲大會規劃之議題─〈現代書畫風格與面向之探究〉後，對“書畫”一詞，

引發了一些思考。譬如：拆解為“書”與“畫”作論述，則議題各自獨立且涵蓋

甚寬；“書”與“畫”在近五六十年來雖存在同一時空，但發展態勢並不一致；

以“書”與“畫”之議題，翻閱近年相關發表之論文與著作，個別都有精闢的發

表，繼之若無特殊見解，意義不大。而且此次研討系因“李奇茂教授藝術風格發

展”而招開，李教授本身也是具有深厚“書畫”造詣的藝術家，因此設想所指之

“書畫”應該不是被分離的“書”與“畫”。 

 

“現代書畫”一詞之對應，即為“傳統書畫”。回想 1950 年後，傳統書畫

的確在台灣還有另一波融入大陸來台，以文人為中心的發展過往。如果說台灣的

現代書畫， “書”與“畫”各為系統，一位詩書畫兼備藝術家的作品，在此觀

點下，即可能出現“詩人書”、“詩人畫”“畫家書”或“書家畫”甚至還有更

多的排列組合，此種歸納作為研究思考固然無可異議。但以傳統文人為中心之書

                                                
1 黃華源撰〈清末到日治（1885-1945）社會變遷下的臺灣書法發展考察〉《書畫藝術學刊》第指

153-218 頁。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 2011 年 6 月台北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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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為前提時，則應該還有討論空間。此外書中有畫或畫中有書之呈現，只是傳統

書畫形式之殘存？還是東方藝術特有思維的呈現？經由“書畫”議題之引發，在 

“現代書畫” 方興未艾之際，若能對這一波文人書畫遞嬗的過程作一回顧，也

許在創作思維上能提供一些不同的視點。 

 

貳‧台灣傳統書畫與現代書畫之遞嬗  

一‧被遺忘的台灣傳統書畫家 

    論及台灣近現代美術史之重要轉折，日本統治所帶來東西洋風的新美術衝擊，

亦即台灣傳統書畫朝向現代書畫遞嬗之轉捩點。在新美術發展趨勢中，油畫、水

彩、東洋畫成為統治者扶植的主流，換言之，也是台灣傳統書畫退出藝壇主流的

分際，對此，大會另規劃有專論發表，故不贅言。不過在這波轉換過程中，書法

因日本民間書會之盛行，台灣書家及書會與其互動密切，而呈一波持續成長之趨

勢。伴隨著書、畫分離的發展，以文人為中心的傳統書畫，其實一直晦隱的存在，

並且還延續到台灣光復後。相關書畫家如：新竹范耀庚(1877-1950)、張國珍

(1904-1962)、葉漢卿 (1876-1950)、鄭香圃 (1891-1963)，嘉義張李德和(1892-1972)…

等。可惜的是，殘存於日治晚期並延續到光復後的台灣傳統書畫家，並沒有躍上

台灣藝壇的主流舞台。這段歷程與人物，是台灣書畫研究中不容忽視的一段，只

是現在幾乎已經被遺忘。 

 

二‧台灣光復初期“書”與“畫”之發展 

    民國三十四(1945)年，台灣光復，隔年三十五(1946)年，十月二日，即延續日

治時期的官辦美展模式，於台北中山堂舉辦第一屆省展。遺憾的是，書法並未納

入省展獎項，省展將書法納入獎項已是第二十二屆。光復初期去日本化政策，台

籍書法家與日本交流的正式管道幾乎停擺，台灣書法活動沉寂。但台灣島內因反

共產主義政局之發展，一些有政治意涵之書畫展覽仍然可見。直到民國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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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中華民國與日本簽訂和約，至遲於民國四十五(1956)年，已經可於報紙

上看見台灣學生參加日本書法交流展之相關報導，以下略陳數則以供參考： 

 

3月 7日，中小學生書法參加日本展覽，選送辦法經訂定。(聯合報第 3版) 

8月 11日，我中小學生書法十件獲日別獎。(聯合報第 3版. 中國時報第 3

版) 

8月 21日，中日書法教育展覽今在東京展出，佳作共達一萬二千件。(中國

時報第 3版. 聯合報第 2版.中央日報第 2版) 

8月 24日，駐日大使沈覲鼎昨頒獎日書法優秀生。(中央日報第 2版) 

 

    甚至民國四十六 (1957)年一月二十日，於中央日報第一版，聯合報第二版都

已出現“總統昨日接見日本三書法家，希望中日共同努力提倡漢字。”之報導。 

此後台灣與日本的交流活動，日益頻繁，交流層次也逐步提高。民國四十六 (1957)

年二月，教育部通令中學實施書法教學2
。以及民國五十一 (1962)年，成立的中

國書法學會，相信與這波中日書法交流，都有密切之關係。在國際交流帶動下，

台灣的書法發展也進入另一個高潮。   

 

    第一屆省展，展出國畫、西畫、雕塑；其中國畫參展作品大都為延續日治時

期之寫生膠彩畫。在台灣省政府的去日本化政策下，雖有褒貶爭議卻也持續發展。

直到民國三十八(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後，大陸遷台畫家增多，民國四十年(1951

年 1 月 28 日)何鐵華在其《新藝術》雜誌舉辦〈1950 年台灣藝壇的回顧與展望〉

座談會，劉獅以“許多人以日本畫誤認為國畫”的抨擊，引發了長達十年的正統

國畫之爭。此事自第十五屆起，國畫分為第一部直式捲軸，第二部裝框；並於第

十八屆起分開評審。直到第三十七屆正式成立膠彩畫部，全省美展正統國畫之爭

才算告一段落3。 

                                                
2 詳見〈中央日報〉第 4 版，1957 年 2 月 8 日。 
3 評議委員林玉山撰〈省展四十年回顧展感言〉《全省美展四十年回顧展專集》頁 6-8，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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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文人書畫” 之切入構成台灣“新傳統書畫” 

    台灣光復初期“書”與“畫”之發展，明顯呈現不同節奏，且分途並進之態

勢。民國三十八 (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台，這波大遷徙包括中央政府、

五院體制、中央研究院、故宮博物院、以及軍、公、教、工、商各階層。遷移入

台之人才的確涵納了國之菁英，許多學養深厚，在大陸頗有成就之文人書畫家也

來到台灣。例如：溥心畬、彭醇士、張大千、黃君璧、傅狷夫…等，後來組成畫

會的如七友之馬壽華、鄭曼青、陳方、張榖年、陶芸樓、劉延濤、高逸鴻等。他

們的文化底蘊可謂得清末民初傳統文人之遺緒，藝術風貌也呈現傳統文人詩、書、

畫並陳之特質。這批書畫家們，各有各的文學修養與藝術內涵，彼此交往與互動，

展覽與教學之帶動，在台灣的書畫發展中，相較於前述“被遺忘的台灣傳統書畫

家”，可謂另一波“新中原文化”或“新文人書畫”之切入，且幾乎產生傳統文

人畫再現高潮的局面。 

 

   上述經過融合之台灣傳統書畫，或可稱為台灣“新傳統書畫”，它經歷了以

反共產主義為國策的一九五零、一九六零年代；同時也面對了美軍帶來的西洋文

化與藝術衝擊。一九五七年李仲生等人成立東方畫會，推動台灣現代繪畫，希望

藉著吸收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結合中國文化的形式，名為現代中國畫。其後的五

月畫會，現代版畫會等也相繼以類似的語彙衝撞台灣藝壇，台灣“新傳統書畫”，

當然也接受了這波衝撞。若言一九五零年代中期，新美術運動對台灣書畫的衝擊

有多大，可能還要看其產生於一九六零、七零年代以後之影響。不過在民國五十

五(1966)年，中國大陸發起了一股反傳統文化的文化大革命。在反共大纛之引導

下，中華民國政府立即於翌年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並發起復興中

華文化運動。具有“新文人畫”為內涵的台灣“新傳統書畫”以國畫之名，與國

樂、國學…等，頓然成為法統象徵的基因，並獲得政治資源的支撐。 

     

                                                                                                                                       
七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台灣省政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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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九七零年代鄉土主義之於現代書畫的意義 

    一九七零年代台灣的反共產主義，及文化復興運動如火如荼進行之際。民國

六十(1971)年，聯合國宣布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政府退出聯合國；翌

年中國大陸與日本建交。這波衝擊引起台灣社會極大的波動，“莊敬自強處變不

驚”為安定人心之口號。苦悶於遙不可及的中原情懷，於是轉落實於鄉土，並從

中得到安頓。這股風潮也影響到美術、文學、台灣古蹟保護、傳統民居建築…等。

對於台灣傳統書畫之影響，可以透過全省美展作為觀察之例。由於膠彩畫作品，

無論風景、人物、花鳥動物等，皆沿襲日治時期以寫生為主之表現，故基本上就

具有鄉土氣息。至於國畫作品，的確也可於得獎與入選作品中看到台灣本土風物

之描寫，以一九七零年代之得獎作品為例： 

    1971年，第二十五屆，第二名薛清茂的〈漁港暮色〉 

    1972年，第二十六屆，第三名劉笑芬的〈梨花鳴雀圖〉 

    1973年，第二十七屆，第一名涂璨琳的〈陽明山所見〉 

                         第三名井松嶺的〈曲徑通幽〉 

    1974年，第二十八屆，第一名林昌德的〈橫貫公路〉 

    1975年，第二十九屆，第一名蔡茂松的〈幽谷晨曦〉 

    1976年，第三十屆，  第一名羅振賢的〈阿里山一隅〉 

                         第三名李道遠的〈菊〉 

    1977年，第三十一屆，第一名藍再興的〈慈湖遠眺〉 

1979年，第三十三屆，教育廳長獎陳銘顯的〈山居清曉〉 

                     大會獎莊瓊禮的〈鄉之情〉與林金聰的〈宜蘭寫生〉 

1980年，第三十四屆，省政府獎陳久泉的〈餘暉〉 

                     大會獎黃才松的〈文昌路一隅〉4 

 

                                                
4
 《台灣美展八十年》(1927-2006)上，中華民國 98 年 10 月，國立台灣美術館，台中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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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零年代台灣外交處於風雨飄搖之困境，主政者推動十大建設，經濟仍

保持成長。經濟力之帶動下，台灣學習書、畫風氣漸盛，展覽獎賽不斷，出版業

蓬勃，進口出版品提供大量珍貴書畫資料與拓本，對於書畫研習與創作提供前所

未有的便利。此外，與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對抗，基於傳統文化的維護、正統

性代表的需要，此時應是台灣“新傳統書畫”發展最為輝煌的時期，但同時也是

另一個轉換的起點。 

 

約於此時台灣光復後培養的知識份子，紛紛投入民主運動，時局之動盪令人

在台灣與中國之間游移與徬徨。“鄉土主義”毋寧是一個安頓與寄託，它之於美

術界之影響，不僅是鄉土題材上的描寫而已。此一現象也可從成立於一九七六年

五月的「墨潮會」看出一點端倪。墨潮以「深入傳統﹑探索現代」為出發，發展到

一九九零年代後，已為“現代書藝”之創作先鋒。因此，一九七零年代“鄉土主義”

之於台灣現代書畫之意義，應該是一元的、正統的台灣“新傳統書畫”已經從根

本上起了變化。此一變化為一九八零年代後期的多元發展開闢道路，奠定基礎。 

 

五‧一九八零年代以後的自由多元 

    繼一九七零年代民主運動的持續抗爭，社會運動蓬勃發展，如學生運動、環

保運動、女權運動…等。一九八七年七月解嚴，台灣政局回歸民主憲政，政治本

土化、正式的反對黨出現，於是成就了一九九零年代足以炫耀國際的“政治奇

蹟”。經濟上也成眾所矚目的新興工業國，外匯存底屢創新高，台幣升值、房價、

股價飆漲。社會則發展出與傳統背離的新價值觀，如個人主義、國際化、重品牌、

重消費…等思想盛行。藝術文化方面，一九八零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組織

條例通過”，各縣市文化中心相繼成立。但文化藝術的商品化、平民化、庸俗化、

甚至色情化…等，相繼浮現。一九八零年代，解嚴不只是政治上的意義，現代書

畫題材無所禁忌的開發，傳統書畫的素材之外，反映環保、女權、時代變遷、與

生活…等。觀念上也極其開放，既有的傳統概念、融合西方創作觀，極度個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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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表現…等，各種現象皆可能發生，這是傳統書畫無法想像的世界。 

 

    在自由多元的一九八零年代以後，書法的發展也有嶄新的面貌，例如八零、

九零年代間，出現了吸收日本少字書、墨象書法、甚至西方藝術思潮激盪的現代

書法創作。成立於一九七六年的「墨潮會」在一九九零年後企圖以媒材、形式、

和技法…等，多面向的探索書法藝術，曾引起很大的迴響。一九九九年，何創時

文教基金會，開辦“傳統與實驗”書藝雙年展，至今已歷七屆。每次展出規劃皆

以漢字為主軸，為傳統與實驗性的現代詮釋提供探討空間，引發各種對話。其創

作方向，無論是援引西方創作觀、反映社會與時代，或由生活出發、博引篆刻、

色彩、設計…等，皆能讓書法創作者呈現其創作理念、與藝術風貌，此為台灣現

代書法多元發展之另一觀察指標。 

 

叁‧“新文人畫”為內涵的台灣“新傳統書畫”之結構與解構 

    前述“台灣傳統書畫與現代書畫之遞嬗”可得台灣以文人為中心的傳統書

畫，上承清代。日治時期因教育制度、國家政策…等因素，導致“文士精神”“書”

“畫”各自分離。逆境中仍然延續的文人傳統書畫，在台灣光復後並未回歸藝術

舞台之主流，反而是一九五零年代，一批富有學養的文人書畫家，跟隨中華民國

政府來台，切入台灣藝壇並引領風騷。但隨著時局的變化，一九八零年後，現代

書畫當道，這股台灣“新傳統書畫”的風潮也就悄然的退場。大致輪廓雖然如此，

但仍進一步就其切入與退出之因素，整理如下：  

 

一‧台灣“新傳統書畫”之構成 

(1)‧清末民初具有豐富人文學養的書畫家 

    古代的知識分子，稱為士人或文人，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

於藝。」因此“文人書畫”基本上是以知識分子之學識與人格為本，書畫為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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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之項目之一；而今分離後，書畫成為藝術考察之重心。值得一提的是，這批來

台之“文人書畫”家，居新舊世代之更替，大都有精深的傳統文人學養，甚至西

學也有豐富的涉略。以渡海三家之學問為例，簡述如下：  

 

張大千(1899 年－1983 年） 

    名爰。四川內江人。清光緒二十五年生(一八九九)。天才過人，七歲就讀於

家塾，由長姊瓊枝教導，課餘得母授畫。十六歲就讀於重慶求精中學，十八歲赴

日本京都習染織四年。二十一歲回國，寓上海，拜名畫家曾髯農、李梅盫為師。

三十五歲受聘為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教授5。… 

 

溥心畬 (1899 年－1983 年） 

余幼年未能入小學讀書者，因光緒年間，憲法未完全成立，凡宗室王公子弟，

皆沿用舊制，在家塾讀書。…宣統三年我時年十五歲，…送入貴冑法政學堂。宣

統四年，辛亥，遜位詔下，學堂結束，…又併入北京市內法政大學，余即畢業於

此大學，年十八歲。…遊歷德國，考入柏林大學，時年十九歲。三年畢業後…，

入柏林研究院。在研究院三年半，畢業得博士學位，回國，時於年二十七歲。…

余三十三歲為丁卯年，應日本之聘，為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回國後，為國立

藝專教授，…(摘錄於〈心畬學歷自述〉) 6
 

黃君璧 (1898 年－1991 年） 

民前八年甲辰，啟蒙入胡子普書塾。 

民前四年戊申，讀於意養軒，由二伯父問涯公授課。 

民前二年庚戌，讀於二伯父家，由易老師授課。 

民國元年壬子，讀於陳貫之書塾，在家另請馮子煜授英文、數學。 

                                                
5 惲茹辛編著《民國書畫家彙傳》第 187 頁，2005 年第四次印刷，台灣商務印書館，台北發行。 
6
 溥心畬撰〈心畬學歷自述〉《溥心畬畫集》第 10-11 頁，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四月，中華民國國

立歷史博物館，台北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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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年甲寅，考進廣東公學校，惟特愛繪畫，時承長兄少范鼓勵並指導。 

民國八年己未，廣東公學校畢業。 

民國九年庚申，從李瑤屏畫師遊。 

民國十一年壬戌，入楚庭美術院研究西畫。…7
 

 

(2)‧去日本化新中原文化之填補 

    台灣光復後，歷經日本五十年統治之台灣，受日本之影響，都已牢固。為使

臺灣同胞能與祖國同心，一九四六年即成立 ‘台灣省編譯館’及‘台灣省國語

推行委員會’。這些渡海來台的文人書畫家，即為書畫界吸收中原風格的對象。

陳慧坤先生在〈省展的回顧與前瞻〉文中即言： 

 

    省展的第一個十年，由民國三十五年到四十四年，是東洋畫與傳統國

畫並立的時期─東洋畫(日本畫) 的容貌。從民國三十八、九年起，大陸來

台的畫家，如溥心畬，黃君璧等等，出任省展評選委員，他們的投入給台

灣藝壇帶來了很大的衝擊。他們的傳統國畫的風格，對當時的台灣畫家逐

漸產生轉變的影響8。 

 

(3)‧文化復興運動之推波助瀾 

   “新文人書畫”切入台灣書畫，構成台灣“新傳統書畫”。民國五十五(1966)

年，中國大陸發起文化大革命，中華民國政府於民國五十六(1967)年七月，發起

復興中華文化運動。大陸來台之“新文人畫”家，傳統文化根基深厚，他們切入

台灣“傳統書畫”以國畫之名，與國樂、國學…等，構成國粹之版圖。此時的國

畫不僅僅是傳統的延續與維護而已，它還具有中華文化法統、道統、的象徵。因

                                                
7〈黃君璧先生年譜〉《黃君璧作品選集》第 8-9 頁，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中華民國國立歷史博物

館，台北出版。 
8 陳慧坤撰〈省展的回顧與前瞻〉《全省美展四十年回顧展》第 4-5 頁，中華民國 74 年 10 月，台

灣省政府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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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台灣“新傳統書畫”之形成，實有國家政策的支持與推波助瀾。 

 

(4)‧文人書畫雅集帶動的社會教育與文藝風氣 

    文人雅集，台灣明末已有相關活動。惟台灣光復後之一九五零年代，集會結

社並不自由。延續於日治時期之台籍書畫會，大都停頓。大陸來台文人，沒有日

本背景之牽掛，善於詩詞、書、畫之文人，公餘之暇，時有切磋，五零年代以後，

時局較為安定，以詩文、書畫、繪畫、書法、印章…等，之聚會團體紛紛出現。

如「中國藝苑」、「七友畫會」、「八朋畫會」、「六儷畫會」、「中國畫學會」、

「甲辰書畫會」、「十人書展」、「臺灣省政府同仁書法研究會」、「中國書法學

會」、「八儔書會」、「台灣印學會」、「海嶠印集」…等。各式社團之雅集，貴

在同道聯誼，但公開展覽，也提供愛好者研習賞析之便利。此風氣之擴散，原本

沉寂之台籍社團也紛紛活動起來。如「鯤島書畫」、「中部美術協會」、「鹿港勵進

書法會」「澹廬書會」、「玄風館」、「基隆市書法研究會」、「心太平室」…等。書

畫會性質，包括聯誼性質，及師門型團體。書畫會團體之擴散，對文藝風氣與社

會教育，產生極大之影響力。 

 

 (5)‧書畫教育體系之完備 

    台灣自一九五零年代到一九八零年代，中小學生皆以毛筆寫週記、作文、

書法，這都影響到專科、大學之書畫教育。而專科、大學，吸納大陸來台的書

畫篆刻家，執教於藝術相關科系，對傳統書畫的中原化影響至深。以下僅就手

邊資料，將一九八零年代以前，設有藝術類科之相關學校依序排列如下： 

 

民國 36 年(1947)9 月，台灣省立師範學院設立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前

身)。 

民國 36 年(1947)7 月，台北、新竹、台南師範學校設立藝術科，以培養

小學美勞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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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40年(1951)政工幹校(政戰學校前身)成立美術組(二年制)。 

民國 44年(1955)10 月 31日，國立藝術學校成立。 

民國 44年(1955)6月 5日，台灣省立師範學校改制為台灣省立師範大學。 

民國 46年(1957)私立復興美術工藝學校建校。 

民國 51 年(1962)7 月，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成立美術科，設國畫、西

畫、雕塑三組。 

民國 51 年(1962)8 月，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文化大學前身)成立，設有

藝術學門(藝術研究所)，招收研究生。 

民國 52年(1963)7月，私立中國文化學院設立美術系。 

民國 53 年(1964)7 月，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增設美術科夜間部，分國

畫組與西畫組。 

民國 54年(1965)台南家專成立美術工藝科。 

民國 55年(1966)2月，東方工專成立美術工藝科。 

民國 56 年(1967)7 月，台灣省立師範大學改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藝術

系更名為美術學系。 

民國 60年(1971)1 月 1日，實踐家專成立美工科。 

民國 70年(1981)12 月 6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成立。 

民國 71年(1982)7 月 1日，國立藝術學院正式成立，招生開學。 

民國 72年(1983)9月，東海大學成立美術系。 

民國 73 年(1984)9 月，「中原大學商業設計系」、「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

成立。 

    其中民國五十二 (1963)年，文化學院成立藝術研究所後，從小學到研究所

之書畫藝術教育，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 

 

二‧“新傳統文人書畫”之解構 

(1)‧“新傳統文人書畫”之創作者本身即是革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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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傳統書畫一詞，給人的印象就是守舊保守。以渡海來台書畫家來看，溥

心畬被視為最傳統，不過以其求學經過來看，它並不是守舊之人。黃君璧，年少

時，請家教傳授英文、數學；民國十一年，還進入楚庭美術院研究西畫。其瀑布

寫生，獨樹一幟，實與西畫技法之融合有關。巴東說：“張大千晚年潑墨畫風與

西方抽象表現的自動性技法極為接近，若說他的新風格未受西方抽象繪畫的刺激

與影響，完全源自傳統，實欠缺說服力9。”另外，曾執教於國立藝專的傅狷夫

先生，更是以傳統筆墨寫生台灣山水之傳播者。因此這批書畫家，雖然不是革命

式的創作者，但的確是具有革新精神之書畫家。在傳統與現代的遞嬗過程，他們

也是參與及推動者。 

  

(2)‧政局之改變失去大環境之支撐 

    反共產主義政策，文化復興運動，因國家政策的支持與推波助瀾，台灣“新

傳統書畫” 不僅僅是國畫，它還是中華文化法統、道統、的象徵。但時局變遷，

鄉土主義，重新檢視了虛幻的法統與親近的鄉土；原先來自官方的支撐逐漸退卻。

一九八零年代以來的本土化運動，強烈撼動了這道支撐。文化本土化的發展，打

破了以中華文化為法統、正統的主體性；強調台灣文化的多元性及台灣主體性。

其中有一部分關係到‘去中國化’，時局演變至此，國畫一辭遂被捨去，書畫一

詞則轉化為書法與水墨畫、彩墨畫、重彩畫…等，形成種種分類。 

   

(3)‧教育制度切割傳統 

    前節學校書畫教育體系之完備，吸納大陸來台之文人書畫家，對於傳統書畫

之傳承與發展有所助益。學校體制下，學生可能在求學期間，追隨多位大師並受

教導。但封閉式的師門教學，也因此被打破。所以這些文人書畫家，在藝術課堂

上傳授書畫，但不可能教詩詞，不同的學科要跟從不同的老師學習。這種學習方

                                                
9 巴東撰〈張大千畫藝側論之 5〉《張大千書畫集》第七集，第 123 頁，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五月，

國立歷史博物館台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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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一如日治時期，毋寧也是對傳統書畫傳承的一種傷害。 

 

(4)‧老謝凋零 

    出生於清末或民國初年之文人畫家，距今已經百年左右，這一輩的文人畫家

相繼凋零，自是無法避免；新式教育引導出來的新一代書畫家，本質上與傳統文

人書畫家已經有所變化。老謝凋零、後繼雖非無人，但本質已經改變。 

 

肆‧結論 

本文所述為台灣光復後，已經分離為“書”、“畫”的系統，如何再加入以

文人為中心之“新文人書畫”元素，而產生 台灣“新傳統書畫”及其過渡進入

台灣“現代書畫”之情況。反之也可從“現代書畫”端，來檢視 “書”、“畫”

分離的現境中，傳統文人書畫的元素是否已經完全剝離？雙管並進的思辨，希望

能符合大會以不同視點切入研究、回顧現代書畫近五十年的發展，並朝創作內涵

與思辨之探討宗旨。故以下結論也提出一點思辯和建議。 

 

一‧鑑古知今─政策的影響力書畫界該如何承接 

   1945 年後，台灣傳統書畫與現代書畫之遞嬗過程，具有“新文人畫”為內涵

的台灣“新傳統書畫”之結構與解構，受政治力的影響確實很大。鑑古知今，從

國粹主義、鄉土化、本土化、產業化…。可見反共國策，文化復興運動，文化建

設方案、社區總體營造、文化產業化…等，國家似有一股文化政策的脈絡可循。

雖然這股力量，應該歸屬於書畫發展的外在影響因素，卻是不可輕忽的一股力量。

至今，書畫界該如何承接，應該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二‧傳統文人書畫再度晦隱了嗎 

    台灣清代的傳統文人書畫，日治時期經歷了制度上之破壞，不過還是晦隱的



淺述 1945 年後台灣傳統書畫與現代書畫之遞嬗及其發展 

129 

 

發展到日治末期，甚至台灣光復以後。現在看 1945 年以後新一波傳統文人畫的

導入台灣藝壇，因時局變遷、老謝凋零，似乎已經走出這個舞台。但仔細看看當

今台灣藝壇，渡海三家中，形式上被認為最傳統的溥心畬，其學生江兆申，可謂

成功的傳統文人書畫延續者。江先生之門人，目前活躍於當代藝壇者，如周澄先

生、李義弘先生、許郭璜先生、李螢儒先生…等，為數甚眾。因此 1945 年以後，

傳統文人畫在台灣，究竟是再度晦隱了，還是這才是台灣現代書畫組成的一部

分。 

 

三‧台灣現代書畫中之傳統元素與未來發展 

如果，1945年以後新一波傳統文人畫在台灣的發展，屬於台灣現代書畫組成

的一部分，那麼說明台灣書畫的多元發展確實存在。在多元發展的前提下，媒材

的跨領域引用、表現技法的創新、創作思維之突破…等，種種發展都有令人意想

不到之可能性，也會令人更加期待。 

 

上述台灣傳統書畫朝台灣現代書畫遞嬗的過程，或可解釋為一波結構與解構

之過程。台灣現代書畫之本質，應該是傳統文人書畫變革之產物。其過程，則是

解構以後之再結構。這個還在進行中之台灣書畫再結構，究竟保留了多少優秀的

基因。 

 

    台灣現代書畫遞嬗過程中，師門規範不再，人文素養不足等詬病，以傳統的

觀點而論，似乎頗有道理。但從解構與再結構的觀點來看，現代書畫之分科、專

攻與育成，多少仍有傳統之延續，例如傳統文人之文學基礎，現今大學、研究生

不作古文，實因時代變遷，目前已是白話文的世界，現代書畫家能畫、能論，並

且還能引用古文，這種古今對應，應可說明其本質不便。延續此一觀點，古人畫

中有詩、有題字，稱為詩書畫三絕，今人一樣作畫、題字落款寫感觸，這種東方

藝術特有思維的呈現，易以時代變遷，難道不可視為多媒材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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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人文素養不足一點，現今書畫創作者，仍然畫山畫水、關懷環保議題、

女權運動、社會變遷、述發個人情懷…。此一精神正是“士志於道”之人文關懷。

至於現代書畫的走向，看來似乎與傳統審美價值漸行漸遠。其實，現代書畫還是

一個現在進行式，在多元價值中，傳統的審美價值仍然存在，只是更多的嘗試正

在被開發，假以時日其成果就會沉澱，並形成另一波傳統。因此台灣現代書畫的

發展，正可謂以多元包容為核心，融古今中外於一爐，雖然有些質變、混沌，但

卻是充滿活力的在拓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