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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水墨創作的方法長期以來秉持著繼承出新的精神不斷進行自我的超越，延續

傳統優點與隨時代開擘新意成為水墨創作者並行思索的兩條軸線。而對於歷史發

展進程中承載多元文化與多樣種族衝突與再生不斷循環的台灣來說，社會的急遽

性變動與文化斷裂的情況致使兩元對立的意識形態始終成為族群間爭論的核

心。尤其解嚴後思想解放的年代，異質並置潛在動能的推移主宰台灣社會的發

展，主流的變動更替造就主體的不確定。這對於台灣水墨畫家來說，傳統繼承成

為片斷性堆疊的局部，創新的空間反而成為無限追求的可能。本文就台灣社會背

景長期兼融異質的條件分析，以及中國哲學陰陽兩極相生相合，化生萬物的思想

梳理，討論兩像背景條件對台灣水墨畫創作中「以異出新」創作模式的影響。並

就「離異求同」的操作方法內容進行舉例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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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變遷中的社會形態表彰了持續不斷進步的動能與潛質，處在快速轉換的情

境中，進化需要背後推動的力量。觀察當前台灣整體社會環境所呈現的現象，表

面上的激情印證潛在變因的劇烈，推究其根源則顯示台灣長期以來異質並置的存

在元素仍然處於需要磨合的階段，因此，極端化的對立所產生的衝突滲透在社會

的每個環節。而由於對抗產生質性轉化的效應也正是目前台灣社會仍然充滿活力

的原因。影響所及，文化內涵的多樣與豐富具體反應彼與此相斥與相融的各種可

能，其中，台灣水墨畫的處境及其發展做了清楚的回應。 

 

    標示著中國文化典型傳承的台灣水墨畫，從初始的開端就註定是邊緣發聲的

命運，「閩習」風格表述的就是疏離正統的變異。而其發展的歷程始終擺盪在斷

裂、移除與置換的交替演化中，文化匯聚後異質交融的新生提供更替需要的養

分。在多方雜混下，外來的荷西文化、日本文化、西方文化和在地原民文化的影

響並不遜於國民政府遷台後強制注入的中原正統文化。解嚴開放後的台灣水墨

畫，疊合多元的文化互滲與社會組織異質衝撞的能量，差異性的彰顯和回歸折衝

後的和諧，然後幻化再生造就水墨面貌的活潑鮮明，一如整個社會脈動的現象，

從差異中尋求共識，在差距中取得平衡。 

 

    對於一位必須承載傳統龐大體系命脈延續的台灣水墨創作者來說，處在變動

急遽的社會氛圍裡，面對各種文化訊息的交雜互滲，單一思維的堅持與主流價值

的鞏固失去優勢，愈是冀望清晰的辨識精純的水墨核心發展文脈，愈是無法集中

焦點進行水墨主體特徵的掌握。如何從混亂中突圍考驗著創作者的智慧與勇氣。

當然，或許緣於環境因素的驅策，新的創作模式得以孕育與化生。 

 

二、對立．並置－異質拉鋸的社會表徵 

 

統合整個台灣近代美術的發展，我們明顯看到：來自外力的促動，如政治的

因素，實遠多於藝術內部自我的轉化1 

                                                 
1 蕭瓊瑞，《島嶼色彩：台灣美術史論》，台北：東大出版社，1997，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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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台灣的歷史，主要有三條主軸的脈絡交錯發展：一是原住民史，一是漢

人移民史，一是外來殖民史，台灣文化的建構與累積，無非是受到這三條歷史主

軸的影響。
2由於不同種族先後在台灣土地上聚集，構成台灣社群結構的多樣，

因其組成分子的複雜性，使得長期以來不同立場的族群之間，緣於人性本質的不

同、自我認同歸屬的歧異和背景資源的多寡，各自以其優勢條件發展而形塑差異

性極大的台灣社會結構。其現象反應在行為意識上是極大化差距而分明的善惡

觀，人可以盡其所有能力去資助需要幫忙的同類，高度展現人性善良的情操。不

同的人又同時可以以殘酷的手法加害他人，並反應出對人性情感的漠視，這是台

灣出現大善人菜販陳樹菊與至今仍無法廢除死刑造成國際雙重評價的弔詭現

實；反應在政治運作上是統獨問題的強烈激化，「非藍即綠」與「非綠即藍」的

二元對立思考固然是選舉考量下的策略運作，但是深入民眾心理的完全接納與完

全排斥的想法牢不可破，表述了雙方缺乏彈性的敵對狀態；而反應在經濟上是運

用資源後的貧富懸殊效應，財富的分配不均，財富過度集中在少數人身上，使得

富者恆富，窮者愈窮，尤其在房價炒作下南北區域失衡，整體社會被切割。類似

兩極化的社會問題更以各種不同的情況與事件散布在各階層的社群中。分歧的狀

態，促使不同立場間的信任度下降，於是在缺乏互信的機制之下，各種力量的反

擊與流竄成為台灣社會一股潛在的動能。這股能量在思想壓抑與保守年代或許只

是潛在的隱流，而一旦思想解放勢必無可阻擋。解嚴後初期台灣社會的動盪與混

亂，便是力量劇烈爆發的緣故。這是歷史造成異質雜混理當經歷衝撞的必然，也

是台灣社會無可迴避的挑戰。 

 

    然而，也正因為不同族群、階層間因不同立場而堅持自我鮮明的主張，然後

為了取得自身的優勢與利益，產生相互之間的衝突與抗衡，因為衝突而僵持對

立，但也因為問題激化後的收拾需要妥協與退讓，所以相對的雙方都適度的調

整，因此能產生質變與轉換。這樣的運作模式，恰如蘊含在彼此之間的力量，因

為爆發衝撞而出現拉扯與互滲之際，卻在彼此融合與匯流後形成一股更巨大的力

量。所以，衝突導致反省，反省尋求解決之道，期間的折衝促進社會進化。而一

次次反覆不斷的行進，經過時間的舒緩與拉大空間的消弭，社會將不斷朝向更優

                                                 
2 陳芳明，《後殖民台灣：文學史論及其周邊》，台北市：麥田出版，2002，頁 16。 



《紀念辛亥 100 週年兩岸百家水墨大展》─學術研討會                                    

 158

質的層次。解嚴至今的台灣社會逐漸趨於理性與成熟，期間融合的歷程，昭示著

異質間的轉化與蛻變。轉化需要包容的力量，蛻變是新生與脫胎，也是開始。 

 

三、逆反．共舞－逆向思維的辯證美學 

    審視台灣社會發展的脈動，對立後的融合，然後質變而新生是不斷反覆前進

的社會進化模式。印證中國傳統哲學陰陽辯證學理，明確的表述陰陽對立的兩

極，「動極而靜，靜則生陽。靜極復動，一靜一動，互為其根」3 。動靜之間，

相剋相生，互為映襯，然後促進循環活絡。《禮記．樂記》說：「地氣上齊，天氣

下降，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雷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暖之以日

月，而百化興焉。」
4。《老子．四十二章》更明確提出：「萬物負陽而抱陰，沖

氣以為和」。5顯示的道理是陰陽兩對立面的相斥相生，是自然萬物運行規律的成

因，也是一切新生的根源。整個世界都是在陰陽兩個相反的基本力量相互運作下

不斷變動、生成與更新。 

 

    而兩極各自呈現獨立狀態，因為各自能量的飽滿，方能進而照見相反面的特

徵，從而取得彼此交融化生的可能。所以《老子．二十二章》說：「曲則全，枉

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6便是強調對立面雙方相互包容，互

相轉化的可能在於對立面的觀照，兩極的交融之所以生化力量，來自對立之間連

繫關係的建構。清代陳儀談到從差異面或對立面求新的途徑說： 

 

繁處獨簡，簡處獨繁；平處忽聳，聳處忽平；合處能哩，離處能合；此運局

之新也。因大見小，因近見遠，因平見險，因易見難，因人見己，因景見情，

此命意之新也。平字得奇，俗字得雅，朴字得工，熟字得生，常字得險，啞

字得響，此練字之新也。7 

                                                 
3 周敦頤，《太極圖說》，文見勞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三）》台北市：三民，1984，頁 98。 

4 《禮記．樂記》，文載《十三經注疏，5 禮記》台北市：藝文印書館，頁 672。 

5 《老子．四十二章》載於余培林註譯，《新譯老子讀本》，台北市：三民，1974，頁 76。 

6 同註 5，頁 48。 
7 陳儀，《竹林問答》，文轉引自姜耕玉，《藝術辯證法－中國藝術智慧形式》，北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6，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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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關聯性建構的運作模式採取的是逆向思維的辯證方式。逆向思維是對慣性思

維的背離，從事物的反面或是異面尋找生長點。
8陸機在《文賦》中言及：「或言

拙而喻巧，或理朴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更輕」9以及劉熙載的：「蓋

意不可盡，以不盡盡之。正面不寫寫反面，本面不寫寫對面、旁面，須如睹影知

竿乃妙。」
10都是闡釋「反中寫正」的逆向思維辯證方式。「反中寫正」是擴延至

對立的極致，因而能達到「至精」、「至變」的深度。所謂「至精而後闡其妙，至

變而後通其數」
11。有足夠的深度方得以發揮強大的張力。這是逆向操作的效應。 

 

    從逆向的視點作為正向的對應的另一層意義乃求其「以異為奇」的概念，奇

為正向找到發聲，孫子兵法上說：「靜為動奇，逸為勞奇，飽為飢奇，治為亂奇，

眾為寡奇。發而為正，其為發者奇也。」
12透過「奇」的效果擴散策略，所謂「形

以應形，正也；無形而制形，奇也。」13其中的「無形而制形」乃「以異為奇」

採反常的手法，目地在利用事物矛盾的相反相成，從反面製造奇突的感覺，能收

「出奇制勝」的效果。所以劉熙載在《游藝約言》上所言：「高手作書，於眾所

矜處不矜，於眾所忽處不忽，觀此始知俗書之矜所不矜，忽所不可忽也。」14直

指逆向思維的美學意義。 

     

四、差異．思辨－離異求同的創作思考 

 逆向異化的推衍所形塑的藝術情境與構局，因為異於常態下的思維，能使觀

者帶有「好奇心」進入藝術欣賞狀態。所以顯示因異而能出新意。而「新奇效應」

能擴大視覺認知張力，提供不同層面的美感訊息。而對於創作者而言，「新奇」

造成的質性轉換效果，擴增新的美感範疇，促進藝術探索空間，進而發展出新的

對應方法與技巧。而「追求差異」、「標榜創新」一向是藝術家在從事藝術創作時

所追尋的理想，而且，藝術創作者也都強調所創作的每一件作品都是唯一存在。

                                                 
8 姜耕玉，《藝術辯證法－中國藝術智慧形式》，北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頁 12。 

9 陸機，《文賦》，文載游國恩等編，《中國文學史（上）》台北市：五南圖書，1990，頁 359。 

10 劉熙載，《藝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頁 74。 

11 劉勰，《文心雕龍．神思》，載於周振甫注，《文心雕龍注釋》台北市：里仁書局，1984，頁 516。 

12《孫子兵法．孫臏兵法》下篇，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頁 36。 

13 同註 12，頁 37。 

14 劉熙載，《游藝約言》，見《古桐書屋札記》清光緒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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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所以「新」的概念，它的藝術價值基礎，意味著藝術必須抗拒既有的、傳統的、

保守的事物。其實際操作上，創新除了有別於古人，更要在今之眾人中突顯自身

的獨一無二。
16但是，回歸藝術發展脈絡的延續性觀看，「新」應出於「舊」並獲

取「舊」的養分才更具意義。「離異求同」並在差異中尋求和諧與統一，是傳統

古典美學的理想。
17因此，以「新」的面貌統合舊經驗的美感元素，從其聯繫中

取得質變後新的關係與建構整合的語彙。此種類型的藝術創作模式，採取的是「先

離後合」的手法，從「離」取得差異性，因「合」統合新風格。 而因「離」使

得差異彰顯在當代環境的催化下，差異的極大化成為創作思考的重要選項，而推

衍差異性的極致之後僅作異質間部分同一性的連繫，是有別於傳統美學極力尋求

和諧的角度。 

 

對水墨的創作模式來說，創新於當前的時空背景具有高度意義。廿世紀後的

水墨畫養成環境，隨著封建制度的瓦解，農業生活形態轉換為工業生活形態的變

遷，以及西方強勢文化入侵對水墨體制的削弱，如何走出符應新時代需求的水墨

面貌成為一種必然的趨勢，「新意」同時成為必要的基本考量。但是基於水墨作

為民族精神傳承的指標，新意之下的水墨風格延續，涵蓋偏離既定主流軌道又保

有主流精神雙重目的性。一如明清變形主義「尚奇」風格的追求，受到思想解放

及庶民文化美學觀的影響，在創作風格上有著筆墨雄肆奔以及對於放「奇」的偏

好。有其時代浪潮下的不得不然與因應之道。只是，面對廿世紀整體環境的劇變，

更大擴張性的推衍與聯繫關係的處理顯得更需要開創的勇氣與選擇的細膩度，尤

其面對如此多元觀的台灣社會。 

 

 於是，走向亟需自我主體性建構的台灣水墨畫，利用既有多種族群構築與多

元文化匯聚產生極端化差距的社會背景條件。相較於晚明的蘇州或乾隆時期的揚

州的社會環境，更利於獨特性的追求。「以異出新」的創作模式在當下時空環境，

透過吸納外來文化元素與科技文明提供的輔助，冀求差異特徵的明顯相對便利，

這也是當代台灣水墨畫可以進行大幅度轉換與質變的契機。當然，從同一性聯繫

                                                 
15 劉千美，《差異與實踐：當代藝術哲學研究》，新北市：立緒文化，2001，頁 7。 

16 謝東山，《台灣美術批評史》，台北市：洪葉文化，2005，頁 247-249。 

17 同註 15，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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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度來說，如何恰當的彼此整合便複雜許多，不過，這或許正是台灣水墨面貌

能更趨於多樣活潑的利基。 

 

五、混融．再生－尚異求同的水墨語彙 

「先求異而後求同」意義並不在「同」，而在「異」，求「同」原因是不使「異」

成為毫無相關的「變種」而失去脈絡相連的內涵。而在「異」的價值在於求新求

變以對應歷史發展的需求。這是台灣水墨畫在當代發展必須面對的課題。而求新

的方法是先立相異性的極大化，然後再進行相似處的聯繫。極大化是指極致性的

擴延，它可以從多方面來進行創作方法的運用： 

 

（一）、強化表現元素的單一機能 

畫面的完整呈現是集體元素

的和諧共構，每個元素都以其各自

的效能表達視覺感覺。線條做為圖

像描繪時掌握造型的基本元素，長

短曲直之間，形體大小方圓相得而

生，尤其是針對水墨表現而言，行

筆的輕重緩急更是毛筆運用時書

寫趣味的表徵。皴擦點染則是表現

質理的構成單位，在乾溼濃淡變化

中，物體的粗糙與柔細各顯其層

次。對於水墨創作者來說，力求畫 圖 1：葉宗和 《互動》 1993 水墨 124 x 124 cm 

面圖像表達的豐富與完整，充分運用各種元素的優勢是形塑作品的必要，同時也

是要不斷練習而達到精熟的必然。刻意的誇張或強化單一元素的表現力度，而忽

略或排除其他元素的介入畫面操作，對於完整表達圖像特徵本身就是一種挑戰，

即便能夠將圖像呈現出來，就畫面效果而言，亦難以達到貼近形貌的表現效果。

然而，就另一方面來說，屬於失衡狀態表現的陌生感，反而成為一種新鮮的表現

氛圍，同時容易形成精純細膩的效果。一直對點的表現方式情有獨鍾的葉宗和（圖

1），採取的創作模式是以單一元素作為表現圖像的方法，他捨棄線性在水墨表現

的強勢，回歸基本點的樣態，在點的重複中構築線條、肌理以及墨韻的效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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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得點的特徵別於用筆處理的感覺，他甚至拋棄筆的使用，改以繩索壓印而

成。因此，以單一元素的特殊表現手法擴大差異造成純粹與失衡，所以感覺陌生，

所以具有新意。而他在畫面上刻意回歸水墨氛圍的營造，則承續了水墨脈絡的軸

線。 

 

（二）、置換表現元素的處理手法 

表現技法是畫面形塑風格的核

心，包括材料、工具與技術的統合，

水墨畫因其獨特的筆、墨、紙相互

作用而發展出特殊的韻味，從古至

今的水墨畫發展文脈不斷思索與試

驗著如何讓它獨有的工具與材料的

表現效果發揮極致，事實亦證明長

時期的淬練之後，水墨的表現技法

已然達高度發展的尖峰。替換性的

變異則成為水墨在當代時空環境繼

續向前的選項，同時由替換表現元

素所延伸的相關配合改變的內容，

往往呈現全新的視覺效果。在莊連

東《坐觀形忘自在心》的作品中（圖

2），置換的表現元素是以燒烙的痕 

 

圖 2：莊連東 《坐觀形忘自在心》2011  

半立體 焰 燒 貼 240 x 180 x 20 cm 

跡作為筆墨書寫的線條功能，以半立體造型取代平面表現的空間概念，以不同紙

材的複貼疊合出豐富的肌理層次，相關的可能變異共同構築畫面的視覺效果，因

為選擇不採用筆墨的表現方式，所以是極端差異的置換手法運用，當然標舉出高

度有別傳統水墨符號的識別。這是莊連東創作意圖中冀望先達到出新的初衷，然

後試圖透過燒烙的痕跡表現出水墨線條的質地與美感，同時因借東方典型的宗教

圖像概念與蜘蛛造型結合以營造東方氛圍。以此聯繫差異與類同的對立與統一關

係。 

 

（三）、壓抑表現元素的揮灑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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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水墨在筆墨運用的意義上

是追求表現力度的最佳狀態，對水

墨畫家來說，一支毛筆可以做出面

貌豐富的線條筆觸效果，單一的墨

色可以表現出千變萬化的濃淡層

次，在不可預期的宣紙載體上探究

自然與操控共構下恰如其分的筆墨

趣味。而在長期不斷試驗的歷程中

已然累積了豐碩的成果，並且定型

化了水墨的獨特韻致。因此，如何

讓慣性的美感品味轉向，以逆反的 
圖 3：陳建發 《流逝的時光》2005 

水墨 120 x 120 cm 

思維重新界定筆墨變化的必然成為陳建發作品中的堅持。（圖 3）在技法運用的

選項上，陳建發放棄墨韻淋漓的暢快感，選擇理性操控並保持在低度變化的筆墨

壓抑狀態作為技巧傳達的基調。因為理智而肯定的處理圖像，並將圖像的厚度導

向扁平化，將畫面的情境轉趨於冷靜感。由於壓抑了表現元素的揮灑空間，陳建

發必然得在有限度的發揮空間中彰顯最大化的表現能量，於是，精密而細微的描

繪刻化，巧妙準確的層次處理，成就了他的作品傾向微觀的力量鋪陳。顯然，規

範性的藝術傳達限制固然造成效果的豐富性，卻相對的營造了細膩的變化氣氛。

同時，無形中製造了另一種異於傳統筆墨情調的黑白新意象，轉換了水墨語彙的

習性。而聯繫水墨的氛圍，黑白意象成為作品保有水墨性的特質。 

 

（四）、並陳表現元素的衝突效果 

    至於黃淑卿的作品，本身就是兩種異質表現元素的並置，（圖 4）這對於從

用筆用墨到造型意識全面性講求畫面和諧統調的水墨畫來說，無疑就是一種逆反

的挑臖，也善於製作版畫的黃淑卿，對水墨表現的思考，開始就擺明結合版畫製

作與水墨書寫兩種模式混融的意圖，對立性的思考更見於她在實像與圖案、黑白

與彩色、虛空與厚實、自然與人文之間反差性的鋪排上，於是，所有衝突狀態的

匯聚成為畫面推陳失衡效應的核心，同時也取得強烈新奇意象的發端。而涵蓋不

同表現類型與技法對黃淑卿進行創作時必然面對的問題是，既要強調個別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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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考慮畫面整體的思考，所

以，在立體感與平面性、寫實

與寫意，描繪與印拓的方法運

用 上 採 取 了 以 墨 暈 統 合 畫

面。所以極大化差異性之後的

同一是墨的元素，而本作品的

新意正是在於多重差異產生

的衝突感。 

圖 4：黃淑卿 《原生意象 99-2-節奏》 2010 

 水墨 240 x 90 cm x 4 

六、結語 

    繪畫的發展不間歇的向前推衍，不論從直向繪畫發展脈絡或是橫向時代意義

觀照，表現內涵與形式的推陳出新是必要的條件。對應當前的時代背景，在歷經

不同民族匯聚形塑的多元文化前提之下，處在差異深化的社會型態中，台灣水墨

畫的發展具有異於大陸地區的孕育環境，對於檢視傳統精神的繼承與延續、開創

與擘新，是轉折與突破的契機。「以異出新」的創作模式，或許正是水墨創作方

法中極佳的選項。先以擴延極致的手法，拉大差異以先求新面貌形塑的基礎，再

回視水墨韻味的連繫，便能鮮明的找出別於傳統水墨美感的風格。而隨著時代進

程的推移，對於處於海島開放型態的台灣來說，未來的社會環境，理當有更豐富

吸納異質的機會，這或許是台灣水墨始終編離主體，卻又能保持強韌生命力的重

要因素，也是台灣水墨畫能不斷超越與向前推移的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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