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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into Urban Ink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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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科技大學商業設計系專任副教授 

 

摘要	

	 	 	 	 城市是文明發展的象徵，人們居住在城市裡，最熟悉的識別與記憶是建築物。

從城市文化認知探討其轉變，再藉由對城市建築景觀與生活環境長期的觀察和體

會，針對大樓建築的視覺形象與觀察居民生活型態做深度理解，視為表現創作思

維的對象。	

	

	 	 	 	 透過文獻資料、圖像蒐集與探討，建構創作思考方向，傳達內心的感受，以

不同的視角，表達城市當代風貌，經不斷的反覆檢視，作心象轉化與實踐，闡述

審美經驗，以釐清內心既陌生又熟悉的畫面，逐步探索水墨繪畫意涵，用筆墨賦

予「以象寓意」的城市水墨意象美學，為現代城市造境，呈現時代精神，留下見

證亦是一種使命。	

 

 

 

 

 

 

	

【關鍵詞】	 城市、水墨畫、建築、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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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城市水墨意象」之探索是筆者對生活觀點的紀錄，也是對生命感知的抒發。

生活居住環境的場域，有承繼往開來的演變，隨著社會文明進化與世代更新而發

展。	

	

筆者以居住三十年的都市環境為創作題材，是因為對環境的熟悉引發情感；

都市的發展具有時代性的表徵，都市的建築形式也最為深切。藉由創作希望傳達

筆者遊歷穿梭都市的探索與創作情境的感受，以城市意象為元素，企圖透視都會

景觀環境的物象本質，從城市生活中的觀察啟發創作靈感，結合多元技巧，詮釋

城市視覺圖像與時代人文精神；依循學理認知實踐創作理念，蒐集先賢及當代名

家的相關作品，理解城市意象的表現，以揭示創作思想脈絡及陳述形式技法。	

	

本文以城市生活環境觀察為軸心，抒展都市建築群體轉化的內蘊，透過個人

主觀的繪畫語言傳達自我特色，秉持以心眼觀察城市的思維取向，從都市意象轉

化為心象，表達「以象寓意」之旨意，做為延伸探討。	

	

本創作論述旨在於探討城市建築物的空間場域及蛻變過程，突顯時代新風貌

為導向，實質的客觀反映與時俱進的城市水墨面貌。筆者的繪畫方式以仰視、俯

視、平視不同的視角，經由創作詮釋解析城市意象，表達觀看當代建築物風貌，

使觀賞者產生對城市空間意象更多的聯想，理解現代城市風貌的發展脈絡。	

	

	 	 	 	 本論述主要分為五個架構：一、前言就創作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內容與範

圍、方法及學理依據為發端。二、透過題材之溯源呈現歷史脈絡，探討現今都市

建築。三、蒐集研究前輩與當代藝術家相關題材的創作，運用其作品之寓意，詮

釋創作元素與內涵。四、透過遊走城市的情感抒發及創作內容與實踐，陳述個人

創作理念，彰顯思想體系，形塑城市水墨繪畫語言，詮釋當代美學思維。五、檢

視及省思探究成果，進而梳理出創作核心及定位藝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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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繪畫作品總是隨著生活感受的映照，表達時下意識感知，傳遞不同的感悟，

體會當代城市理出繪畫見解，以映現當代環境風貌。 

	

筆者童年生活於南投鹿谷山村，年輕時因工作遷移台中市，隨著在都會中多

次移居遷徙，隨著時空更迭，本著認知與觀察、探索和體會，近年開始留意身處

的叢林水泥空間群體，關懷眼前自己居住的周遭環境，於是萌生將「城市」納為

表現創作思維的對象。 

 

因此，城市繪畫的創作思考方向卻一直影響著我，以臺灣人文為主要基調，

以表現「城市意象」為起點，勾勒出現今時代風貌。建構「城市」易識別性、清

晰性、明瞭性的感知特質，越容易留下深刻的印象。本著以漫遊者角色做移情轉

化，嘗試改變材料、工具及手法，使用陌生的工具，嘗試描繪眼前熟悉的環境，

新主題方向成了探索的載體。構圖形式有別於前人只將建築物置入山水畫或人物

畫中的界域，擺脫傳統繪畫建築物皆是陪襯的角色，轉化為畫面核心主體。 

 

「城市」是社會文明發展的象徵，以城市水墨為發想，是為彰顯時代的城市

樣貌，賦予新視野。個人認為本文的論述命題是風格特色展現的起點，以理性觀

察與感性發想，決定從當下生活環境出發，以主觀的想法揭示創作理念表達心靈

圖像，轉換創作面向，開拓新視野是我孜孜求變之研究目的。 

 

累積生活經驗與刺激新的想法，認識前人的筆墨表現，剖析美學價值觀念，

探索城市建築的空間概念，激發創作動機；初嘗以建築為題材創作，突破侷限自

己專長的創作領域，由生活中出發尋找創作靈感，讓筆者快速轉入城市水墨新領

域，期盼視野變寬廣，與當代藝術思潮同步成長接軌。因此，整理出以下目的： 

(1)深入識別城市水墨當代的面貌。 

(2)領會歷代畫家對相關題材與表現方式。 

(3)嘗試新的題材與了解時代背景，實驗新的手法與開創新的思維。 

(4)透過創作突破慣性想法，梳理自我的獨特繪畫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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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內容與範圍 

    本文就居住環境的感知理解，理解建築題材的演變，以城市意象為基調，建

構對城市的概念及多元面相；為了避免研究範圍過於廣泛龐大，因此筆者只以「寫

景造境」作為城市建築物的創作取向，進而映現出現代化的都市意象；包括工業

文明下所建造的人工景觀，如建築、交通、娛樂、環境等為範疇。 

 

   因此，將眼前所見的高樓街道，涵蓋公共空間、公共環境、公共設施等相關

景物，漢寶德說：「建築是與我們最接近的一種藝術，也是最不被注意的藝術形

式。」1 筆者將不被注意的城市建築表徵內化後，傳達出心靈感受；面對生硬的

建築體，經由個人抒發觀感，轉化流露出深厚的情感；以不同的角度透視物象，

如仰視、俯視及多元視角的形式排列、空間組合安排，拼湊出當代城市的心靈圖

像，有助於確立創作方向。 

 

    本創作研究列舉名家作品，本著學習前輩們獨特的創作風範，選擇近代當代

畫家李可染、吳冠中…等九位藝術家相關題材做深入探究與分析，以便了解其水

墨創作觀念與思維。創作內文試圖圍繞在「以象寓意」旨意中，發展出以下議題：

城市景觀感知、新舊建築觀照、建築意象探索等三個構成面向。 

 

二、城市意象探討 

   「城」代表具體的地域疆界，「市」則是抽象的經濟群聚，在空間和時間中劃

出人群活動的範圍。城市是因人口密集，交通便利，商業活動繁忙，城市不只是

一個既定存在的實體，還有若干群體的大樓建築物高低錯落於街道，大型車輛併

肩行駛穿梭在擁擠的道路上，是很多人車聚集處，不一而足，依《辭海》的釋意，

「都市」謂通都大邑，人物湊聚之處。2 象徵繁華的實質環境。 

 

   「城市意象」乃人們對於都市空間的認知概念；城市的發展有著歷史社會文

明演進的軌跡，是指展現整體城市都會風貌或文化的表徵，如高樓、大廈、街道…

等景觀設施，乃文化歷史的傳承，是構成對城市的印象，包含公共設施或大型地

																																																								
1 漢寶德《建築•生活容器：漢寶德談台灣當代建築》，(台北：暖暖書屋，2012 年)，119 頁。 
2	 熊鈍生主編《辭海》，(台北︰台灣中華書局 1985）439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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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環境…等等諸多大量群體聚落交織而成的空間體。 

 

    城市景觀是由人文景觀(人工建築)和自然景觀物(自然環境)共同組成的，其

中又以人文景觀爲主，人文景觀是人工建構的結果，主要指道路、橋梁、建築物、

街市、住宅區、美術館、文教區等；自然景觀包括山巒丘崗、河流、湖泊以及森

林等。據《台灣城市美學》指出相關釋意： 

 

(通路)Passage 這個單字，翻查字典獲知字義為「通行、通過、時間的

進行、變遷、通路、走廊、旅行…」等。3 

	

   	 建構城市主要有幾個元素包含節點、通道、區域、邊緣、地標(凱文‧林區，

城市的意象 2014)對市民而言，廣場、綠地、交叉道口、公共空間及街廊設施等，

爲城市重要標誌或節點。公共設施作為一種組織城市的載體，既記錄歷史也傳承

文化，因為城市空間也承載著長期堆砌累積的歷史元素與文化認同。都會城市不

斷迭演不同的地域背景，當然會有多元相異的建築文化特色及其他附屬物體現的。 

(城市的意象 2014) 

 

美國人文主義評論家路易斯孟福德( Lewis Mumford)曾指出：「城市是人類生

活進化的縮影，也是人類文化發展的表徵。」公共空間設置體現了某一程度的文

化韻味，城市環境裡的建築、道路、公共設施是構成對城市的印象，即對「城市

意象」劃下了註解。(城市的意象 2014)誠如法國哲學家 Pierre Nor 所言： 

 

對地方與空間的認知，會由於人們的意願或者時代的洗禮，變成一個群

體的記憶遺產中標誌性的元素。4 

 

城市形象與空間形態相互襯托，呈現出城市歷史和文化意蘊；相反的，有可

																																																								
3	 南條史生著，潘廣宜•蔡青雯譯《藝術與城市》(台北：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5

月，67 頁。	
4	 陳子弘著〈城市建築美學現象-以台灣為例〉《台灣城市美學》(臺北：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2013)，1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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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相互矛盾，意即居住城市中生活的人感到環境單調及交通堵塞。人的生活經驗

藉由時光遞嬗提升視覺的感知，因此，當我們幾乎將所有感官同時運作時，這些

感知累積的印象集結起來，便是對城市的意象下了註解。 

	

    然而，就城市意象概念「意象」就是以象寓意，由內心所想像的隱意。「意

象」不只是對圖像的認知，也是美學的本體，《易傳》:「觀物以取象」、「立象以

見意」，即客觀物象經過創作者主觀獨特的情感所創造出來的藝術形象，是寄託

情思的客觀物象，是主觀的「意」與客觀的「象」之融合，是含有特殊意涵及文

學意味的形象，乃創作者內心對城市所傳達聨想，經由城市的建築物及人「物我

合一」所轉化，為表達生命底層共有的軌跡及真情流露的感受。 

 

(一) 古今生活居住環境的概況 

回溯既往，據史學資料記載，在生活文化發展過程中理解居住文化，從居住

場景、外觀、樣式，可窺探各個時代居住環境的軌跡。 

 

1.早期的居住環境 

    一萬年前新石器時代，原始人類的居住環境主要以「穴居野處，菇毛飲血。」

5 為生活方式，從人類居住環境發展史來看，人類生活就地於野外巢居與穴居，

為避雨遮風、防寒祛暑，避免天然災害，於是架木為巢；為生活而克服不便的先

天環境，山居則食禽獸、衣其羽毛，且漸漸群聚組織的社會。老祖先們稻草茅屋、

竹子、土木磚石及亭台樓閣的空間的居住演變，明末清初大陸先民來臺開墾後，

臺灣曾有木造建築，土角磚堆砌成房屋牆壁，以稻草、芒草或瓦片覆蓋於屋頂上，

成為早期的居住房舍材質與環境。	

	

隨著時代的改變與環境變遷，人口漸密集成為小村落，先民們為了安全容身、

防盜保家而搭起籬笆、築起城牆，也為了防禦猛獸攻擊及外人入侵，在聚落四周

種植刺竹當圍籬，在居住環境不斷日新月異下。建築師李乾朗提到：	

	

																																																								
5 凌嵩郎編著《中國美術發史》(臺北：全冠彩色有限公司，1988 年)，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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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埔族擅長以竹子建造房屋或家具，我們在台灣中部及嘉南平原仍可看

到就地取材的竹造家屋，不但建造方便，也很適合台灣的氣候。6 

	

瞭解傳統的竹屋建築方式多數師法自然，而後臺灣的木構造建築盛行於清末

與日據時期，不用鐵釘的木架構梁柱，以卡榫接頭相連接；居住建築材料不斷改

良後，被結構堅固耐久性佳的紅磚水泥材料所取代。紅磚造建築自清初至二十世

紀中期，	一直是臺灣重要的居住環境建築型態，從平民居住的三合院至公共建

築及富人宅邸都極為普遍。建築以砌磚為牆，並以瓦片為屋頂，紅磚建造築構，

近代建築少有紅磚的應用，致使傳統的園林、庭園為主體的空間格局迅速式微，

但少部分紅磚仍應用於鋼筋混凝土建築的隔間牆。	

   

2.	 現今當代都市建築	

 都市建築自 1960 年代起，受工業革命的震盪影響，城市空間結構開始以鋼筋水

泥叢林為載體，因此，建築材料的演進可看出生活型態快速的演變，也能了解發

展軌跡。城市是人類因群聚生活所創作的人工環境，目的在解決實用功能，所以，

從居住環境功能性的需求角度去探討，史坦利·亞伯克隆比(Stanley Abercrombie)

的看法：	

	

建築(可解釋為人為環境的所謂廣義的建築)做為包容人類生活和文化

的容器，雖然隨物質文明、社會進化，以及精神、文化要求而世代更新，

卻一直不脫開所謂“實用”的向度。7 

 

1970 年隨著台灣社會文明發展，經濟起飛才明顯出現人口大量移入城市，形

成居住空間不足，此後造就公寓大樓林立。直到現代人與居住環境結構形式演變，

使建築材料有了重大改變，帶動了鋼筋混泥土的興起，多元多樣而誇張，且極具

藝術風格，不但外觀造型截然不同，與過往的建築差異甚大，有傳統、古典、歐

風、日式，新舊建築重疊交錯，夾雜違建物等，包羅萬象兼容並蓄。	

																																																								
6 李乾朗著《台灣建築閱覽》(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 年 11 月)，10 頁。 
7 史坦利·亞伯克隆比著，吳玉成譯《建築之藝術觀》(臺北市：建築情報季刊雜誌社，2000)，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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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城市建築出現一個複合式的建築形式景觀，即高層建築比肩而立，在

台灣整體說來，台灣的都市建築都緊貼街面之事實，雖然有些建築曾力求表現，

但均融於街面之中，且被廣告招牌所淹沒。 

 

對於居住在這樣環境下的我們，人與居住環境空間的互動關係已成一種社會

文化的時代樣貌，這些現象隨著時代的改變與環境變遷已成為現今台灣市容景觀。

無庸置疑，都市人很在意居住在生活機能良好的環境，漢寶德說：	

	

建築在社會文化轉變中，其角色雖然不停的改變，但在本質上，它具有

社會功能的、技術的、藝術的性質是無法改變的。8 

 

建築能滿足現實生活的基本需求，諸如大型廣場、大片草坪、城市雕塑、人

行道、街道、建築物、公園綠地、候車廳、娛樂、環境…等設施，但當代城市過

渡開發，另一因素是建商為追求商業促銷，討好客戶及崇洋的心理而流行時髦、

浪漫、幻想的建築形式，也顧不得突兀的市容景觀多元並置或衝突，城市往往同

時存在著古蹟舊式傳統建築與現代建築的延續，其次，現代建築興起，新舊建築

形式參雜，多元而豐富，如幾何造型、歐式、後現代、方格式、塔式等樣貌尉成

風尚，無論是復古式，抑或是折衷式建築，皆致使都市建築缺乏本土性風格。如

屋頂違建物、雜亂巷弄、鐵窗等都直接影響城市美學及人們的視覺美感，日子久

了已默許既成的現況，也許是當代都市建築的縮影吧！漢寶德說： 

 

都市的美感必須落實在兩個元素上，其一是建築的美，其二是建築群體

所形成的空間之美。9 

 

藝術家陳其寬也認為藝術應該表現「美」。關於「美」這個問題，經過我自

己這麼多年來慢慢體會出的一個道理就是，「看得慣的就是美」10，筆者身為藝

																																																								
8 漢寶德《建築•生活容器：漢寶德談台灣當代建築》，(台北：暖暖書屋，2012)，10 頁。 
9 漢寶德《建築•生活容器 漢寶德談台灣當代建築》，(台北：暖暖書屋，2012)， 112 頁。 
10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輯，《構築意繪》，(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8 年 12 月)，1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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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家試著以美學的角度，將平日所見現象可由形式美「變化中求統一」的原則呈

現秩序化的市容景觀，透過畫筆來柔化亂象，轉化為和諧、渾然天成之美。	

	

(二)、建築題材的風格演變 

	 	 	 	 古代中國式住房環境依山勢地形而建築，逐漸形成一個個村落聚集。依建築

題材而言，常見於傳統山水畫中以人之可居為理想，於山川閒置樓台、涼亭等。

然而對「建築」之定義是利用各種材料，建造道路、橋樑、房屋、塔、堡之屬。

(《辭海》2008) 建築能象徵社會文明及時代的文化精神，建築因生活而存在是社

會文化活動的一環。	

 

	 	 	 	 建築因外觀悅目及造型美感產生愉悅感，而被涵蓋藝術範疇，泛稱「	 建築

藝術」，稱「建築藝術」是無庸置疑的，早在文藝復興時期，專業的畫家亦具備

建築設計的能力並留下佳作，使建築成為藝術範疇最佳的說服力。	

 

	 	 	 	 從繪畫創作溯源探索建築藝術風格演變，以下將就發展的脈絡，略以介

紹。古代有所謂「界畫」的繪畫方式，適於畫建築物搭配其他景物的工筆畫

技法，通稱為「工筆界畫」，是中國畫史上很有建築特色的另類技法。界畫

起源甚早，晉代已有，指用界筆直尺引線劃線條的方式，是畫史表現建築題

材為主的技巧。	

	

界畫指的是：專指亭臺樓閣等建築物以及舟車傢俱的作品，用界尺畫出

的線條组合而成，所以稱做「界畫」，元朝以前，直接以所畫的對象稱

為「屋木」、「宫室」或「樓臺」。11 

 

以下提出四位古代重要界畫家之建築題材作品作為佐證資料：	

	

	

	

	
																																																								
11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界畫特展總說明）《界畫特展圖錄》(國立故宮博物院），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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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五代 李昇岳 陽樓圖 

册  絹本水墨畫 

縱  23 公分 

横  23.8 公分 

資料來源:《界畫特展圖錄》 

圖 2 

宋 趙伯駒漢宫圖 

軸 絹本設色畫 

直徑  24.5 公分 

資料來源:《界畫特展圖錄》 

 

圖 3 

元 李容瑾 漢苑圖(局部) 

軸 絹本水墨畫。 

縱 156.6 公分 

横 108.7 公分 

資料來源:《界畫特展圖錄 

	

五代李昇所繪洞庭湖旁的〈岳陽樓圖〉(圖 1)，建築殿宇結構工細，將樓房

置於山水樹石之間的佈局，皴點用筆，稠疊緊密、嚴謹精細，將山水與界畫渾然

一體，左實右虛，構圖有遠山烘托，意境貼切。宋代趙伯駒描繪的〈漢宮圖〉(圖

2)雖是小品，但能清晰可見宮女並行，各執法樂，人物、馬車、樓閣、樹石、傢

俱等，極精細複雜，賦彩古艷，用筆精巧且沉著有力，結合山林樹石與自然環境

融合，風格獨特，此幅畫以建築為主體，擺脫以往建築物是陪襯的佈局。元代李

容瑾〈漢苑宮〉(圖 3)	 描寫宮內盛況，建築宏偉而華美，用筆秀勁橫豎線條方圓

平直，上下左右精緻工整，殿閣連結高低起伏，與樹石搭配生動有致。	

	

	

明代仇英〈畫園居圖〉(圖 4)畫面

情景，意在介於文人畫與院體畫風之

間，園居內設屏風，有雙人對坐於齋

館，童子烹泉，頁卷伺立，線條組織疏

密有致，花木扶疏，曲直多變，設色呈

現雅逸韻味。	

	

圖 4	

明	 	 仇英	 	 畫園居圖(局部)	

卷	 	 絹本設色畫	

縱	 	 27.8 公分	

横	 	 84 公分	

資料來源:《界畫特展圖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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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建築師類似古代的界畫家，因界畫技巧與今日建築工程圖樣相類似，

使用的媒材運用和技能表現形式與古建築圖樣其繪畫方法淵源頗深，可比喻為今

日專門繪製透視圖的設計師。	

	

明代陶宗儀《輟耕錄》所載〈畫家十三科〉中有「界畫樓台」一科，指以宮

室、樓台、屋宇等建築物為題材的繪畫挪用界筆直尺畫線亦稱「宮室」或「屋木」。

12	「界畫」一門在美術鑑賞家的眼中，於發展之初受忽視，後頗尚法度漸轉入被

重視。隋唐時期已細密精緻始具規模，描繪宮殿臺閣建築風氣盛行，畫家們在閣

樓宮觀之中安插人物。	

	

「界畫」繁複又單調的線構成面、組織交錯以面構成形體組合而成。五代與

宋之際為界畫鼎盛期，隨著南宋崇尚詩書畫合一及文人畫的提倡，至元代又呈現

式微之勢，發展至元代時，界畫趨於具體浮現民族性和文化感的內容，抒情寫意

的表現始有人文情境的發展。	

	

	 	 	 	 楊永源提到「清代初期引入西方傳教士畫家，風格上單點透視圖法，造成廣

大空間感覺，代表運用西洋畫的一種成就，另有文人畫自居的，有中西折衷的院

畫，此三者彼此與宮廷品味形成台閣界畫山水風格。積極地說，此乃引西潤中、

中西折衷所必然產生的結果。」13  

	

三、水墨畫家相關的城市作品表現分析 

當代藝術家隨著文化環境變異，表現當下時空變換，以生活演繹著記憶。對

環境的認知與互動，過程是一樣的，唯一不變的是在新與舊時代行事風格交替的

衝突中逐漸融合，在變異裡求昇華。     

 

 

 

																																																								
12 雄獅中國美術辭典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詞典》（台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69 頁。 
13 楊永源著《盛清台閣界畫山水之研究》(台北市政府教育局，1987.8 月)， 1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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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元朝 倪瓚〈容膝齋〉 

引自蔣勳《藝術概論》東華 

書局 78 頁 

(圖 6)清末 傅抱石 1962〈不識 

泉聲抑雨聲〉引自袁金塔總策畫

《藝術概論》新頁圖書出版 

（圖 7）陳其寛 1957〈路思義教堂〉 

 引自《以藝術之名》公共電視 

臺編 

 

元朝倪瓚的作品被人喻為惜墨如金，作品〈容膝齋〉(圖 5)柔弱中帶有剛強，寂

靜中富有寓意，使得逸筆草草、抒情寫意文人畫風興起。傅抱石的〈不識泉聲抑

雨聲〉(圖 6)是寫生泉瀑雨聲作品之一，創作的繪畫作品則運用構建繪畫空間的

手法，旅遊寫生為他的創作注入源源不絕的藝術靈感，他的筆墨成為引領時代精

神的象徵。陳其寛(1921-2007)以俯視角度作畫，作品〈路思義教堂〉(圖 7)呈現空

間與建築虛實的視差，注入現代美學，穿透了空間觀念。陳其寬認為：「建築和

繪畫都要很多奇想、異想。」14 

 

 

 

 

圖 8 李可染〈魯迅故鄉紹

興城〉62 x 44 公分(1962，

15 頁)引自《水墨畫講》 

圖 9 吳冠中〈新城〉 

70x140 公分(1995，105 頁) 

引自《吳冠中畫展圖錄》 

圖 10 吳冠中〈交河故城〉 

105x100 公分(1981，43 頁) 

引自《裂變-蜕變》 

 

																																																								
14

 徐藴康撰，〈從現代到當代探索臺灣視覺藝術〉，公共電視臺編《以藝術之名》 (傅雅書屋，

2009)，1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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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染畫作〈魯迅故鄉紹興城〉(圖 8)	 以革命勇氣及精神開創「寫景造境」，	

李可染以寫生為起點的美術革新運動，致使民國以來在台灣萌生「師造化」，不

僅客觀描寫城市房屋建築，更主觀表達思想，走出獨特風格。	

	

吳冠中致力中國畫現代化之探索，深通西方現代繪畫藝理，其畫作〈新城〉

(圖 9)化繁為簡與抽象的律動，黑與白的塊面，吸收中西文化的精髓，另一畫作

〈交河故城〉(圖 10)由弧線、大塊面、曲線、點構成了多變的畫面，獨樹一幟，

強調了詩意的表達，感性把握形式美變換形態的特點所在。 

 

近代畫家們經過「師造化」過程，累積體驗再去蕪存菁，以心靈內化為自然

之觀照，依「性情凝想形物」的游心之境。林章湖教授所強調： 

 

飛相掃心，見性明心，了凡入聖，空除萬有。超越既有表象，以靈明的

心理為藝術創作主體，於是風格、形式的變異皆以心靈為主體，創作出

來自於此心靈的變化性。15  

 

畫家的修養個性不同，所以性情之妙各異。在不同的時代裡會有不同的畫家

不同的觀點，產生不一樣的情感寄託與解讀。依主客觀之間的取捨，主觀心象與

客觀物象，經由「心物合一」，呈現「以象寓意」。 

 

對城市建築有著墨的相關畫家甚多，因篇幅有限，僅依蒐集擇數件相關題材

的作品，有顧炳星、鄭善禧、江明賢、林進忠、程代勒、高義瑝、高永隆、王俊

盛、蔡譯德等人，深入探討與分析，傳達畫家們的實踐將理念與創作思維，以了

解現今當代建築風格，做為個人創作參考方向，展現自我風格。 

 

 

 

 

																																																								
15	 潘襎著《台灣現代美術大系—寫景造境水墨》，(藝術家出版社，2004 年)， 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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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顧炳星〈建築構成〉 

96X210 公分  (2000，104 頁) 

引自《中國當代水墨新貌》 

圖 11 鄭善禧〈候公車〉 

120Х21 公分(1984，38 頁) 

引自《臺灣省第四十屆全省美

展覽會彙刊》 

 

圖 12 江明賢〈紐約 34 街〉 

135X35 公分(1995，98 頁) 

引自《台灣現代美術大系》 

 

顧炳星的畫作〈建築構成〉(圖 10)以線為骨架組構現代水墨表現幾何空間佈

局，形成虛實空間；利用現代與後現代的繪畫語言，以面和線的交錯，作多重立

體交替架構。鄭善禧〈候公車〉(圖 11)	 經常到處寫生將街道建築、候車站及來

往行人帶入題材。彰顯台灣當代成就與傳承文化創新風貌，萬象出之於自然筆法

應之於心手，可謂道地的本土樸實意味情調，趣味橫生，雅俗一體。江明賢的畫

作〈紐約〉(圖 12)揉合西方素描的筆觸，營造蒼茫美學觀，建構空靈現代水墨，

用勾皴點染、破墨積墨等西畫技法，營造空間的透視效果。 

	

	
	

圖 13 江明賢〈三峽老街〉(1998，24 頁) 

引自《中國當代水墨新貌》 

圖 14 林進忠〈港都市境〉(1995)引自《林進忠

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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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明賢〈三峽老街〉(圖 13)以鳥瞰描寫臺北三峽之老街古蹟，融匯中西繪畫

形式與技法，突顯歲月痕跡，表現建築的豐美肌理，透過主觀之表現，形神兼具。

林進忠〈港都市境〉(圖 14)作品筆意溫雅，平靜溫潤，畫面綿密一體。題款內表

達「筆墨在景物外象也」，強調生活的體會與觀察，前景描寫挖土機與現代建築

組構，開拓新的視野，頗具現代感，意境豐富，能神形兼備創新意，表達內心的

感受，突顯心中所要呈現的情境。	

	

 
  

圖 15 程代勒〈暮光之城〉（局

部） 194x78 公分 (2013) 

引自《墨韻新情─程代勒畫

集》 

圖 16 高義瑝〈台北的天空〉 

135Х68 公分 (1984) 

引自《臺灣省第四十五屆 

全省美展覽會彙刊》 

圖 17 高永隆〈時空〉  

134.5Х69 公分 (1984) 

引自靈光再現《台灣美展八十

年美術經典與經典人物》 

	

程代勒〈暮光之城〉（局部）(圖 15) 致力現代水墨畫之探索，深通中西文化

的精髓及西方現代繪畫藝理，以黑與白的大小塊面構成了多變的畫面，放棄對客

觀事物的細節描繪，把握感性幾何形式，形態描寫城市緊湊的房屋。高義瑝〈台

北的天空〉(圖 16)他認為若沒有深入大自然，就會缺少情感與靈性，直接審美感

受，是創作的先決條件，專注於現場對景寫生創作。保留傳統技法，但又不拘泥

形式，融入西畫的光影、布局、造型，讓作品有新的生命力。高永隆〈時空〉(圖

17)以寫生手法語彙呈現當下的感受和體悟，在水墨的創新生成現代與傳統建築

的差異，創造出具現代「藝術精神」與「人文價值」的當代繪畫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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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王俊盛〈港都新世紀〉 

引自《王俊盛畫集》 

圖 19 蔡譯德〈遺忘的美好〉 

引自《全國美展》 

圖 20 楊子逸〈忙.盲.茫〉 

引自《大墩美展》 

	

王俊盛作品〈港都新世紀〉(圖 18)擅長以西畫技法融入東方媒材的運用延伸

觸角，並以生活實踐者的角度，將高雄市港都題材融入重要的地標，構圖和諧幻

化成心靈真相，呈現心象世界。蔡譯德的作品〈遺忘的美好〉(圖 19)將外來的印

象內化為心靈的養分，而迸發出內在心象，結合擬人化的手法與夢幻的追逐，以

高難度的圖像紀錄，跨越自然外形，表達「意在言外」的筆墨。楊子逸〈忙.盲.

茫〉(圖 20)以塊面筆觸基調，澄透寫意和流動暈染，探討真實與「心」之差異，

靈心自悟，在內在與外在世界尋得物與我的關係，抽象墨韻如馬賽克觀看「物」

的視覺，重新審視「傳統」、「自然」和「心靈」之間的虛實對應，並提出當代見

解與寄託。	

	

所以，畫家將城市的意象視為繪畫語言，建構了思想與感情的橋梁，創造耐

人尋味的作品。在相關作品中，隨心所欲觀察千變的萬象；是極盡靈心自悟「應

目會心」，創造對客觀事物遐想與超越。 

 

四、創作理念與實踐 

針對前章節敍述的城市意象探討與回顧，博覧群賢的畫作名家能在時代潮流

中的風格迭演，徜徉在「汲古潤今」似乎走入城市繪畫的時光隧道般，其創作精

神與才情素養皆具超凡獨到之處，故見賢思齊為筆者日後築構城市意象與人文關

懷之起點。 

 

藝術作品源自生活的寫照及所見所聞，繪畫創作的實踐過程，無不透過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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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達與「寫景造境」。城市意象創作的靈感來源於生活，水墨創作是傳達思想的

源頭，藝術需有思想，思想必然有獨特思維，而呼應藝術家之理念，換而言之，

生活中各種事物的感受發想，創作是漫長遙遠的過程，藝術家惟有不斷地湧現靈

感來源感受新想法，循序漸進推陳出新，創作出獨特多元面向的畫作，將城市景

面貌適切的反咉時代，筆者主張維繫東方人文精神前提下，環繞於「以象寓意」

旨意中為依歸的創作方向。 

 

(一)、遊移城市的寄情抒發 

	 1、以象寓意	

    藝術貴在創造，是情感的表現，生活中的點滴雖出自城市景象的層次，物象

只是借用的元素，意境與情思感悟才是我所在意要表現的面向，突顯出物象與內

心融合的「以象寓意」的創作思維，依超然物外情感胸臆寄託反映投射到「心靈」

重塑再造，誠如潘襎說：「 題材只是主觀心靈詮釋與感受下的產物」16意指精神

上與物我界線消融為一，使人融入到與宇宙萬物同境，心與俱會，在意象基礎上

形塑了「心象」。心象思維經由悟道，「得意而忘言」強調得意，如同「得魚而忘

筌」，忘其形骸。包世臣說：「吾乃粗舉綱要，隨而受之，無不心悟手從，言忘意

得。」17 故情感雖源於生活，藝術亦源自生活，而藝術情感却高於生活。 

 

城市「意象」之建立，以心眼觀察得物之似與不似，結合「物象與心游」，

創造「意象」的情境，轉入「心象」。城市意象的表現，傳達個人心靈感受」透

過想法與思維，將主客體之互換表達情感。從生活中觀察萬象；是在生活中思考、

醞釀「緣物寄情」的蘊化關係，畫家陳水財指出： 

 

寫景到寫意，由外而內，由再現到表現，由無我到有我的發展中，達到

了「緣情寫意」的最高境界。18 

 

																																																								
16	 潘襎著《台灣現代美術大系—寫景造境水墨》，(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4，	 19 頁。	
17	 包世臣《藝舟雙楫》(臺北：臺灣商務，1986)，	 77 頁。	
18	 倪再沁著《水墨畫講》（文人美學與當代水墨的世紀之辯）(臺北市：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	 	 	 	

	 	 	 公司，2005，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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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能深刻觀察身歷其景寓情於景，寫景即寫情，無論「寫情」與「造境」

都與自然景物產生著緊密的形象，離不開對「意境」的追求，只不過「寫」是依

景而行，通過傳神頓悟之路；而「造境」卻以情感表現意境為要旨的，由妙思去

表達境界。異曲而同工手法，殊途同歸靠著筆墨去實現畫家豐富的精神意境。在

心靈思維內分解了建築實物與體會形象，心和物實已互滲互存互動，若即若離。	

 

水墨畫家具備文化認同的內涵，試圖超越對象物，回到自然本質的藝術創作

的根源做更新與創造，以新穎的理念為台灣藝術注入豐富的城市水墨意象內涵。	

 

2、寫景與造境	

「寫景造境」在戰後台灣的雖然形式多樣化，但是卻有很大的區別，水墨畫

家們一致有文化認同的取向，才突顯其意義與價值。以台灣主體認知而言，	

 

台灣最可貴的特質是以美學的、藝術的觀點而論，乃在於一個「化」字，

也就是台灣不捨舊的經驗，不拒新的潮流，以磅礴的氣勢,，若谷的胸

懷，把外來的一切沖擊化於無形,，並與自身融會出新的生命、新的文

化。19  

	

不論是舊與新的潮流，已經在歷史洪流的矛盾中激盪出新的面貌。尤其，兩

岸分離百年後，大陸又經過文化大革命停滯不前，而台灣的畫家經過西方藝術的

洗禮，借藉由西方現代觀念的同時，又融入東方文化的獨特價值，使傳統技法不

斷改造與更新，水墨風格才能有顯著不同，因此，採寫生方式之「寫景」成為改

革的積極態度，潘襎提到 

 

台灣的寫景造境的表現風格中，每位畫家雖各有各的理念，但皆以心靈

作為主體，對於客觀之自然或者人為世界加以某種程度的改造，以創造

出屬於東方表現形式的水墨畫。20 

	
																																																								
19	 潘襎著《台灣現代美術大系—寫景造境水墨》，(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4 年)，	 18 頁。	
20	 潘襎著《台灣現代美術大系—寫景造境水墨》，(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4 年)，	 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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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二十年來，水墨畫先後經「寫實」和「抽象」歷程洗禮，萌生了一條折

衷式的風景寫實派抽具並存、又有些抽象，使眼前物象融化為藝術家心靈之情境。

然「意境」萌發於魏晉南北朝，創作是借景敘志言情，林進忠說： 

 

中國繪畫創作與其說是畫「景」不如說是寫「境」。畫景，是外在形式，

寫境，則是心中内涵，是中國繪畫創作的傳承精要。21 

  

其思維過程是經由想像、移情和寄託、象徵等去表達感情意念與創造審美意象。 

 

(二)、當代的藝術創作思維 

我們身處在一個多元文化混雜而無邊界的新文化背景中，心中難免產生矛盾

與衝突，相反的，處於現今的時代激盪與衝擊，也因此會有無限可能，而引發另

一種新形式風格的誕生，常思考如何描繪複合式文化，不可否認，水墨畫有受到

西方當代藝術的影響卻又不能擺脫中國水墨畫的淵源，有人主張固守傳統、革新

水墨畫，引西潤中或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不同紛擾的時代下，也都各自開發

創造出了自己的方向。蕭瓊瑞說： 

 

關於當代水墨繪畫,可以三種基本類型試加歸類，分別是：一、革新水

墨，或稱「新水墨」，指的是自 20 世紀以來，以西方寫生、寫實的觀念

入手，企圖彌補中國傳統水墨輾轉傳抄、臨摹古畫，或強調寫意，逸筆

草草、流於空疏的弊病；二為文人水墨，即以個人心性出發，表現筆墨

韻味，或畫面逸趣，不求物象的模擬、但寫胸中逸氣的文人意境，三為

現代水墨，則是受到西方現代藝術，尤其抽象繪畫影響，隔斷傳統的用

筆用墨，講求媒材與工具的實驗，著重畫面造形的創新與組構。22 

 

	 	 	 	 創作由生活中啟發，水墨描寫不能背離時代性，這正是「現代水墨」發展的

方向。黃光男曾對「現代水墨」做詮釋︰要釐清「現代水墨」這個名詞是一種新

																																																								
21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刊》(臺北：國立台灣藝術大學，2008 年 12 月)，第五期，66 
   頁。 
22	

蕭瓊瑞撰《藝術家》〈臺灣美術山河〉臺北：藝術家出版社 2019，531 期，1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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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法。當中包含三層意義︰	

	

一、他是「國畫」，指的是「中國繪畫」。二、它是「水墨畫」，以東方

的素材為表現基礎，墨與水的應用是它主要的活動。三、它是「現代」

的，不斷成長於我們現在這一個生活的、環境的、時代的時空中。23 

 

我們處在多元思潮的流變中，很難不受當代藝術思潮影響。如何將人文思想

與當代的精神同時並存，使東方水墨精神之重新詮釋。面對當代環境需要的是當

代藝術語言能兼容並蓄，交織呈現當代水墨新視野，讓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作

出迥異於以往經驗的思維。誠如孔新苗所言: 

 

當代藝術的表現性，是在主客分立的審美體驗中，畫家用自己的主觀體

驗去“發現”自然物象的形式意味，並借助這種“發現”來實現對傳統

語言的個性化超越。24 

 

在《台灣城市美學》陳子弘指出，當代藝術在時間上指的是當下的各種藝術

形式，在內涵上則指具有現代精神和具備現代語言的藝術。當代藝術所體現的不

僅有「現代性」，還有藝術家基於今日社會生活感受的「當代性」置身於今天的

文化環境，面對的是今天的現實，他們的作品就必然反映出今天的時代特徵。又

說：「在各國的現代化過程中，都出現與自身社會發展特徵相關的、具有自己文

化內涵的當代藝術，在內容上反映了社會現代化的進程，在藝術形式上則展現了

現代精神。 

 

要塑造都市特色，就必須加入當時、當地的觀點，並轉化成自身的建築

語梟，此原理和當代藝術創作是相同的。25 

	

1990 年之後受到台灣主體性與政治因素及多元潮流意識形態的衝擊，個人

																																																								
23

 王進炎編《美術館叢書 9－現代水墨畫》(臺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8)，103 頁。 
24

 孔新苗《二十世紀中國繪畫美學》(山東美術出版社 2000)， 215 頁。 

25	 陳子弘著《台灣城市美學》〈建築美學〉(臺北：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3)，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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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認為無論在西方吸收任何養份，都不能丟棄自己固有的文化。試著轉型以求「現

代」，是「走自己的路」，在現代藝術思潮中融合、蛻化、演進。激發內在思維，

反映出萬物有情的意涵。 

	

「托景寓情」中找尋表現東方繪畫的特質，使城市系列作品、創作者和觀賞

者三者之間產生共鳴，潘天壽曾經談到︰「出新，也就要有時代性，同時畫家必

須有自己的個性、風格、特點。因為繪畫是思想意識的反映，它表達作者一定的

思想感情，有的畫明顯，但總之是有感情的；既要有時代性，又要有個性。」 (潘

天壽畫論，1986)融入西方現代繪畫觀念與技巧，不停的實驗新法，以嶄新的技

巧，多樣化效果，賦予城市水墨新生命力，拓展當代水墨新意象。順水推舟而來

的是一種不礙東方精神正在交相輝映。滿足新一代畫家所追求的現代觀念，只有

巧妙地將新觀念與現代表徵依附在遐想裡。	

	

(三)、城市意象創作解析 

    經由觀察寫景意象的出發點，慢慢建構出筆者對「寫景造境」的認同與自我主

張。多數作品以速寫式的手法勾畫定位，再整理光影明暗關係。嘗試在理性的描

繪與感性的墨塊遇合下築構城市，透過主客體互換抒發情感。 

    筆者定居臺中都會，生活在繁華的空間，體會豐富多元的生活，因時光遞嬗，

是多年來在腦海中所浮現的印象。 

 

  

 

圖 21〈潮流〉 圖 22〈曙光入囂〉2019 圖 23〈川流〉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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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所繪〈潮流〉(圖 21) 描述在百貨公司的熱鬧人潮，男士專櫃的一隅，

透過玻璃櫥窗看見交錯隱現的人形模特兒；營造出虛實夢幻，強化「浮光掠影」

的時尚潮流，融入潑墨互相滲透，「因勢就形、依形畫物」，隨感覺堆疊「似與不

似」，呈現出靜與動、聚與散、疏與密的節奏感的效果，突顯出「形象」與「情

境」互相牽引支配；畫面以細碎、符號、幾何的點畫形式，表達冷硬的玻璃及櫥

窗內半抽半具的物象融合，虛實參半的畫境。 

 

此幅〈曙光入囂〉(圖 22)	 描繪晨光剛照射在地面上，喧囂之城便是人手一

機的場域，以實化虛處理前後關係，使畫面增添想像空間。「寫景造境」不僅客

觀描寫城市房屋建築，更主觀表達思想，以實化虛的藝術氛圍，除了延伸前後空

間感也多了想像空間，前者是「意象」，後者以藝術氛圍表示「意境」，二者互補

相得益彰，走出獨特風格。	

	

   此幅〈川流〉(圖 23)	 在都市裡，車流如織，絡繹不絕的大小車輛及閃爍的紅

綠燈，在林蔭大道間譜出了城市節奏。反應都市及文明蘊含時代精神，隨時代進

步形成繁華的街道，反映出城市之日新月異的寫照。將所觀察到的城市車道，透

過內心的感受，以俯視視角，表達當代城市風貌，構圖用深淺濃淡具多變豐富性

的筆墨，有如酣醉於城市裡，讓思緒沉浸在記憶中迴盪，在層層堆疊下彰顯質感

與量感，創造繁忙的氛圍。 

 

   

圖 24〈消隱〉2019 圖 25〈建築美學〉2019 圖 26〈巷弄餘溫〉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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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隱〉(圖 24)描繪彰化埔頭街從前新興與榮景，雖在時移世易中消隱於新

時代面貌下，然而老建物裡那磨石地板、木頭廳房、傳統木凳…等，依然能使人

遙想起當時光景！藉由透視法延伸立體建築景深，把老舊的柱子及水泥牆，做明

暗對比及層次肌理斑駁效果；運用傳統筆墨刻意弱化老街多元的攤位形體，保留

半抽象模糊化的淡墨塊，前景以潑墨法統整瑣碎的物件及違建物。 

	

    此幅〈屋樓成簇〉(圖 25)以九宮格分割畫面，運用晃動手法、將窗格錯落的

樓房，營造出迷離閃爍的氛圍，為畫面置入新意，在宣紙上，以刷、塗、染、縱

橫交錯，平刷濃淡不一的窗格子，將輪廓邊界錯位，使線條方塊疊圖，其灰色透

明度及重疊效果營造既迷離又閃爍，呈現迷濛氛圍，以錯置效果不確定線，試圖

讓觀賞者產生錯覺，在感官視覺上產生靜與動的差異。 

	

    作品〈巷弄餘溫〉(圖 26)因心造境、隨心所欲，試著表現無色巷弄，用單純

黑白色調營造空蕩寂寥、無人潮來往虛幻的畫面，作品中建築物幾乎佔據整張畫

面，透過聚集錯落的樓房表現出都市的社區，當曲終人散後，會發現靜謐的巷弄，

因作品而留下餘溫，雖平淡而恆常存在。 

 

 
 

圖 27 〈懸日〉2019 圖 28 〈簷中湖〉2019 

 

   〈懸日〉(圖 27)曾於南投市民族路囗捕捉永恆的瞬間，紅煦的落日將緩緩落

入，餘暉閃爍灑滿街景，不禁聯想起晚唐李商隱的詩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

昏」隱含珍惜當下！此刻暮色亦意味著時光短暫，在日落時分總使人在心境上比

其他時段更為複雜，因為自然的千變萬化令人讚嘆，也使人的惆悵油然而生。以

重墨暗示出街道整體充滿律動性的節奏和結構，呈現前景厚實、背景虛化的空間

感，以營造懸日一片艷紅的壯觀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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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簷中湖〉(圖 28)	 荷蘭方塊屋的設計是將每間房屋當作一顆樹，單一的樹木

聚集後便形成森林，當進入到屋群中，站在底下仰望，其房屋傾斜方式有如入摩

登現代城市，不規則的屋簷將天空框起，藍天彷彿變成了一座被樹林包圍的湖泊。

蒙德里安說：「主題毫無價值，完全是多餘的，只有線條、色彩和相互關係才能

表現內心生活的全部感情和理智。」26 筆者認同這一看法，用線條及色塊組構畫

面，採仰視角取景，會顯得更高大雄偉，方塊屋的傾斜方式更給人奇特視覺感受。 

	

以上為個人透過內心感受的城市意象系列作品，藉由靈心自悟「應目會心」，

創造對客觀事物遐想與主觀心靈之超越。 

	

五、結論 

回顧過去三十多年，長期以表現山水、鄉野、田舍等題材，首次嘗試描繪眼

前熟悉又陌生的題材，新主題成了探索的載體，將凝聚城市的記憶，首次表徵了

城市意象，抒展對城市之觀照，傳達多年來旅居城市及對遊走城市之感觸，以提

升自己的創作視野。因此，石濤說：「筆墨當隨時代」以城市意象為內容找出適

切時代的創作元素，以作為爾後藝術創作參考依據，使身心靈進入其境，締造是

賞心悅目的城市都會意象為職志。因此，改變繪畫題材是重新學習的開端，繪畫

之初預先繪製草圖再構思方向探討，透過圖像抽絲剝繭，逐一闡述理念與內容實

踐，說明作品的深遠寓意，詮釋創作元素與構成。 

 

同時期望相關領域先進的指正，期望自己拓展藝術領域，自我超越，為城市

繪畫注入新的活水。 

 

過程中，為充實學理基礎探討，除了積極蒐尋建構文獻資料與美術理論専書、

古籍、雜誌、網路資料及索引刊物外，其次，逐步梳理出創作價值，以形塑繪畫

語言及陳述創作理念，彰顯思想體系。 

 

																																																								
26	 林國芳〈藝術創作過程之藝術理論研究─個人創作內容表現的探討〉《世紀末的氣息─真	

實、我、我自己》，(國立歷史博物館出版，1996)，1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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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蒐集先賢水墨作品給予自我學習，在追溯先賢的藝術作品背景的同時，

由理解到創作構思，借助「城市意象」分析與探討，個人認為發掘前人的表現技

巧，由傳承中學習到新經驗，經由持續不懈理論與技法交互梳理，輔以美學的原

理，創作手法如拼貼、重組、分割、堆疊、烘染、等技法，經「實驗、研究、創

造」對我而言不僅樂在其中，更是一種精神享受。目的為發展出嶄新的視覺語彙，

交織出現代的城市面貌，期望彰顯時代性的城市面貌價值，本文建構城市意象可

歸納為四個層面： 

（1）具有以象寓意的城市風貌 

（2）連結寫景造境的手法 

（3）反映城市生活經驗與獨特風貌 

（4）依戀變遷中的城市意象 

 

為突顯台灣本土新時代風貌導向，梳理出「寫景造境」核心價值，文末針對

探索成果加以檢視與省思，才疏學淺，期待朝向有我之境的「城市意象」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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