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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耀庭這一簡短的報告，不在研究李教授的藝術成就，而是以李教教授的畫

藝所處的時代，可以切入的研究做為本研討會的引言。  

 

    台灣繪畫史的發展，原住民自成系統，先民從原鄉移植，依然中原本流。

就變革論，日據時期一九二七年”第一回台灣美術展”確定了分水嶺。西洋繪

畫以及以本土寫生題材，或者日後謂之”台展形的的膠彩畫”成為主流。原本

的傳統繪畫轉為民間隱流。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一九四九年國府遷台之際，

大量的新移民進入，重回漢文化為主的社會。一九五 O 年代以來，台灣與域外

的交流，歐風美雨，時潮的進入，是置身度外，還是參與反應? 

 

    從李先生的履歷，我們知道在家鄉就從師學畫，十歲時，父親請來畢業於

商邱師範學校的陸化石，教授李奇茂水墨與西畫的美術基礎。一九五 0 年於台

北中山堂首展。可見已有所成就。 

 

    1951 年 7 月 15 日，政工幹校建校成了，設有應用藝術系（影劇組、音樂

組、美術組） 李先生進入美術組（1956-1957）接受正規的美術教育。李奇茂深

受梁鼎銘、梁中銘、梁又銘三位老師的影響。創作具備戰鬥文藝色彩的作品，

一九六二年的《寫生》(圖 1)該是描寫當年幹校的教學活動。《採用青天白日

旗》(圖 2)是國民黨史的一幕。李先生的《共生死》(1958) (圖 3)是這種題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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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提出第一個問題。近年來，對台灣本土美術的研究，方興未艾。以創作具備

彰顯黨國政府期許軍民一心與政令宣揚目的，戰鬥文藝色彩的作品，似乎著墨

不多。做為公權力主導下的創作，我想可以比擬歷代宮廷畫院的角色。這裏我

想舉郎世寧的作品《畫瑪瑺斫陣圖卷》(圖 4)，題材都是戰場。我想說的是以前

對清代宮廷畫並不重視，目前卻是熱門。對離今尚近的「戰鬥文藝」，也是多元

台灣藝術的一環，期待開發出一課題。 

 

   

(圖 1) 李奇茂《寫生》(1962) (圖 2) 李奇茂 

《採用青天白日旗》 

(圖 3) 李奇茂 
《共生死》(1958) 

 

(圖 4)清郎世寧的作品《畫瑪瑺斫陣圖卷》 

 

    李奇茂自我建立了風格。論者以為，李奇茂以眼見的現實基礎是其特長，

從眾多的對景物的速寫，可以了解。畫家入眼有所感，畫來如何盡物之理，得

物之情。是具像、是抽像，可以執之所好，不必刻舟求劍。就人物畫一門，寫

實的畫 畫寫物外形，要使形不改。畫誰要像誰，不待辨識。廿世紀以來，面臨

了如何保有傳統特色來畫現實的人物畫(肖像)。如徐悲鴻、蔣兆和創作了典範

的畫法。以中國傳統筆墨來衡量，李先生正有此種特色。二 OO 六年的《我畫

畫家》(圖 5)，畫自我畫瓷瓶的造象，畫中有畫的在瓷品瓶上有有一對金門男女

坐於馬背。就畫法，渾沌的墨趣中還是能精確的辯別出這是畫家自我。 這是畫

家年歷的進程。回顧當是較早的《嬉戲》(圖 6)、《閒》(圖 7)，畫來中規中矩，

臉部五官及手足，是以線條勾勒，《嬉戲》褲裝以濃粗線、《閒》則墨漬。這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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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符合傳統的筆墨，就造形也能如西畫的形體準確。李先生的人物畫更大的發

展還是趨向大筆墨趣。舉《懷素寫書》(圖 8)為例，這一類的畫風當然想起南宋

梁楷的《潑墨仙人》。我想當代的畫家，尤其是美術系所出身的人士，應對西洋

繪畫有所了解。中西參合是常態。李先生的人物畫，應該是研究的課題是必然

的。 

 

  

(圖 5) 李奇茂《我畫畫家》 (圖 6) 李奇茂《嬉戲》 

  

(圖 7) 李奇茂《閒》 (圖 8) 李奇茂《懷素寫書》 

 

    上世紀七 O 年代，台灣興起一股鄉土文學，流波所及，畫壇也在題材上關

注生活周遭的人事物。族群的生活文化形式，所追求這種取材，當然不是從此

時才有。上世紀卅年代，近代台灣新美術對台灣地處亞熱帶，「南國風情」或者

所謂「炎方色彩」也多有所強調。對觀賞者，激起一種共同的回憶與共鳴，從

中國畫傳統，這或許就是描繪庶民的風俗，以社會風情、民間習俗等日常生活

為主題的繪畫。人的活動，內容則包羅萬象，民情、歷史事件、歲時節令、民

間習俗、乃至醫藥病理等等市井社會生活樣貌。畫史上的名作，必然想起北宋

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和南宋李嵩的《貨郎圖》。繪畫手法上強調紀實性，畫

家應該是必備人物畫的水準。問題是如何勝任此項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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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生的幹校受教，畫出寫實性的題材，使他遊刃有餘於這項畫題。我想

舉一九七九年《芒果成熟時》(圖 9)、二 OO 六年金門憶舊的《迎娶》(圖 10)、

未署年代的《媽祖出巡》(圖 11)為例。《芒果成熟時》保有傳統的寫生風格，寫

實地表現出空間群像。《迎娶》以「C」形構景出迎娶隊伍，加強了畫面的「景

深」，人與物以深淺變化的墨漬來表達。深淺墨痕有種動態，也畫出了對伍的前

進行動。《媽祖出巡》則是將諸物象拉近，雖不能說畫面平板化，或者說是把事

物平面前後排列的手法。不同於傳統水墨的畫風與構圖，以及實際生活與家國

關係緊密結合的少見題材，這是不是因應鄉土題材發展出來的手法，我不敢確

定，但做為李奇茂逐步走出自我風格，是我們可以探討的課題。 

 

 

(圖 9) 李奇茂《芒果成熟時》 

  

(圖 10) 李奇茂金門憶舊的《迎娶》 (2006) (圖 11) 李奇茂《媽祖出巡》 

 

    如果說，鄉土題材是渡海後的落地生根寫生，李先生一如渡海移民，也出

現些許懷鄉情節的做品，大致是牧馬的記憶，量雖不多，這見之《牧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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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該是回憶童年與祖父西出嘉峪關的往事。年長於他的高一峰（1915-

1972），是少數來台畫家追憶塞外風光，專有牧馬題材的畫家。對此鄉土題材，

渡海來台時已成長的畫家，別有的「懷鄉大陸」山水畫。兩岸相通後，台灣畫

家又增「中原山川」一格。此間的題材，該又是當代畫史課題之一了。 

 

  

(圖 12) 李奇茂《牧馬》 (圖 13) 李奇茂《遊赤避》(2013) 

 

    此外，也可討論不同於傳統水墨的畫風，我無緣請教李先生，問清創作意

念是來自前賢或時代的域外因素。二 O 一三年的《遊赤避》(圖 13)，水波大

興，近看幾乎是零亂的線條，這非書法性的線條，上黑而下白，佔據整個畫

面，視點幾乎是貼近水面平視看出一葉扁舟與逐波上下。講筆墨講形質，都脫

離既有章法。這種漫興式的線條表達，令人想起石濤《山亭》(為禹老道兄作冊

頁) 一開(圖 14)。畫中畫山石也是一種流動自由曲線。對形體介於似與不似之

間。未署年的《斑馬線》(圖 15)布局與之相反，整齊的斜線，上方款識與下方

主景留下大部份空白。 二 O 一三年《天生是流行》(圖 16)，畫斑馬，強調出黑

白對比「線態」，《五代同堂》(圖 17)的腳踏車，線條賦形，何其自在。形固

具，而重神。我想這是走向純繪畫，走向純視覺美的追求。《雙牛》(圖 18)的黑

白相疊造形，這也是當代畫家少見的。這種手法做到極致，可以《黑天鵝》(圖

19)為例。如不讀說明畫題，除了少數天鵝的頭部，恐難知內容。畫已成為剪影

式的黑影，這已然抽象大於具象許多。就黑白對比，另一表達，見之於二 OO

九年的《北淡捷運》(圖 20)。黑中透白的對比法，把物象極簡化，該是又可探

討的課題 之一。我想從李先生一幅一九六五年的《水墨風景圖》(圖 21)，以煙

霧迷漫，做為層巒疊山，也早知有此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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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清石濤《山亭》(為禹老道兄作冊頁)  

一開 
(圖 15) 李奇茂《斑馬線》 

  
(圖 16) 李奇茂《天生是流行》  (2013) (圖 17) 李奇茂《五代同堂》 

 
 

(圖 18) 李奇茂《雙牛》 (圖 19) 李奇茂《黑天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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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李奇茂《北淡捷運》 (圖 21) 李奇景圖茂《水墨風》(1965) 

 

    董其昌謂︰「讀萬卷書，行萬裏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營，立成

鄄鄂。」我以為旅行便利，今之勝昔，遊蹤所至，從家鄉到台灣本土，中原大

陸。歐美名勝。這是往古之所未曾有。面對真山真水，用心體會，江山為助筆

縱橫，悟景入畫。一九九五年的《西班牙古堡》(圖 22)，視點以俯視往下看，

這當然因現代人，登高望遠都勝往昔，也才有此布景。一樣的畫本土的《圓

環》(圖 23)也早就採用這手法。這可見於今人，卻是往古所未有。 

 

  
(圖 22) 李奇茂《西班牙古堡》(1995) (圖 23) 李奇茂《圓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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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李奇茂《羅馬古城》(1972) (圖 25) 李奇茂《武大郎爐灶》 

 
 

(圖 26) 印刷用的網版臉部眼睛圖 
 

    一九七二年的《羅馬古城》(圖 24)，以用水墨方塊狀，畫出古城圓牆。其

實觀賞時是墨的深淺，出現「隱現變幻」才是主視覺。「隱現變幻」有一種「韻

勝」？何以「韻勝」？還是回歸到視覺，該如何解釋？畫面的原素，入眼的該

是點之為用更清楚。那《武大郎爐灶》(圖 25)，如果也不說畫題，也一樣不知

畫題所以然。這兩幅畫，都可從歐普藝術的觀點來解釋。通常我們怎樣把一個

形狀畫出來，用成語說是「造型」。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從一小點開始，連點可以

成線，連線成為一個面，面面相關，就是一個空間裡的立體形狀。從視覺心

理，實際狀況，為臉部眼睛圖(圖 26)，以印刷用的網版，把圖中的濃淡，改成

點的大小，點之大小疏密表現照片之明暗，這時完全失去點之感覺，而有畫像

的知覺效果。這樣的解釋，帶有時潮的呼應，是不是也可以成為課題。 

 

    就教於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