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羅斯科繪畫之研究 

A Research of Mark Rothko Paintings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研究生  陳孟君  Chen, Meng-Chun 

摘 要  

 

 一九六一年，紐約古根漢美術館〈美國抽象表現主義與抽象形象主義畫展〉

（American Abstract Expressionists and Imagists）除了展示抽象表現主義

畫家之作品外，亦展出與抽象表現主義風格迥異的抽象畫家---羅斯科（Mark 

Rothko 1903-1970）…… 等的作品，並把他們冠上一個臨時性的名稱---「抽象

形象主義（Abstract Imageism）」。1 

 

    這位迥異抽象畫家---羅斯科，自一九四七至一九五零年間改變其繪畫風

格，亦即格林柏格（Clement Greenberg 1909-1994）稱之色域繪畫（Color-Field 

Painting），畫作具有人之不可視覺擬仿之可居住的視覺感知（他的畫常在視覺感

知時超出畫布方框界限），其抽象繪畫走向解放形象的藝術路上用什麼來取代失

去的物件？並且自一九一零年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 1866-1944）所開啟的

抽象繪畫及其抽象理論中，非具象走向色彩平塗的繪畫構作是否有其理論脈絡

可承襲之所在？就此，研究內容以題材形式、構成符徵與創作因由探究羅斯科

繪畫形素的演繹與抽象繪畫理論之繪畫語意滲透---一種觀視作品的「倫理觀」。 

 

 

 

 

 

【關鍵字】抽象繪畫、色域繪畫、尺幅、平塗性、感知幻覺、倫理觀。 

 

                                                 
1 陳正雄著，《抽象藝術論》，北京 : 清華大學出版，2005，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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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羅斯科（Mark Rothko 1903-1970）來自蘇聯移民的美國藝術家，他於一九四

八年與巴齊奧蒂（William Baziotes 1912-1963）、紐曼（Barnett Newman 1905-1970）、

馬瑟韋爾（Robert Motherwell 1915-1991）建立一個稱之為《藝術家之主體（Subjets）》

的團體，後來變成畫家俱樂部《Club》。而他與紐曼（ Barnett Newman 

1905-1970）、波洛克（Jackson Pollock 1912－1956）成為戰後最具影響力的抽象

畫家。 

     

    比較起傳統我們所熟悉的畫，不論靜物、人體或風景畫，羅斯科的畫看起

來顯得人之不可視覺擬仿之可居住（他的畫常在視覺感知時超出畫布方框界

限）。亦即，在傳統繪畫中我看一幅風景畫我可假想我身在其中，但羅斯科的畫

或許就如格林伯格（C. Greenberg）評論紐曼的畫時曾提及的 : 建構圖畫使其簡

單的重疊加重在此表面（場域），(……)這些圖畫不是建立在環繞空間中(透視

法)；而如果它們是成功的主要是在於保持它們完整性和專有的一致性。 

   

    從大家所熟知的羅斯科作品之主要特質；例如，大色塊包圍小方塊之邊際

的淡化及滲浸經營方式，而營運色彩如同一種敘述性幻覺，並有著光（線）暈邊

際的無盡往回。如此之特性也常令我們類比東方正教之聖像的某些影響。 

     

    羅斯科作品總是正方形孕育矩形，或互為關係，況且沒有過多手勢彰顯的

寧靜色彩，因此形式視覺呈現的是穩定，但最上層的方形積累是略感沉重，色

彩混濁卻又賦予秩序，色調忽明忽暗的，看似簡潔卻無一色塊相同，色與色間

存在曖昧間距，這是為了分別它們--是過程的呈現2。是否？正如羅斯科所言： 

 

 

                                                 
2參見魏尚河著，我的美術史，臺北市：高談文化，民 94，《紫、白和紅》，羅斯科，1953 年。

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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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每一吋畫面上都暗藏了最強烈的暴力。3 

 

 藝術家怎麼的觀想，觀者永遠無法站在作品前即刻理解，但是可以靜靜感

知，在觀看的時間中，自己或許也能體會與我們的感知有所關聯。 

 

 其中的藝術是那永遠沈默的部分，你可以永遠討論下去。4 

 

 而且，抽象繪畫走向解放形象的藝術路上，羅斯科用什麼東西來取代失去

的物件？ 

 

 這些畫框內的實質概念有沒有意義？5 

 

 

 在此將研究內容分為三方面來架構、探究羅斯科的創作： 

 

 

 

(一) 題材形式 

(二) 構成符徵 

(三) 創作因由 

 

 

 

 

 

 

                                                 
3 同上書，頁 77。 
4 Herschel B. Chipp 著、余珊珊譯，現代藝術理論，二版，臺北市：遠流，民 93，頁 785。 
5 同上書，頁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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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羅斯科的創作 

 

(一) 題材形式 

 

 關於形式甚至畫之題材，其中我們對於畫之量總以現實物象為衡量。 

  

 抽象在量上的減少，等於質上的增加。6 

 

 它關係著內在聲音的傳遞經由創作者選擇畫面的形式建立此一架構，早期

如〈地鐵景象〉（Subway Scene 1938）7的人形、地下道，柱樑……等等，全都在

〈無題〉（Untitled 1952）8此類型的色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藝術家對畫面呈現一

種低限藝術形式的探究。一幅地鐵景象的漸趨單一色調，色彩運用之觀念逐步

的間接證明了康德斯基的抽象理論： 

 

 從多面的表露漸漸積聚在內心成為作品。9 

 

 是的，正是積聚作用使羅斯科畫作的平坦性，卻表露一種多面值，進而完

全取消實物再現形象的強調，而進駐豐富作品的許多可能性，可能的美感、人

性、普遍性。  

 

  然而內心的題材又來自於哪裡？進駐羅斯科的記憶空間中所體現的嗎？其

時間性因為經驗使得記憶儲存於共有的境況中同時被檢閱，其中特殊的色彩或

是事件又是呼應肢解、破碎與驚恐的戰爭印象？  

                                                 
6康丁斯基著、吳瑪悧譯，藝術與藝術家論，再版，臺北市：藝術家出版：藝術圖書總經銷，

1998[民 87]，頁 25。 
7 附圖一。 
8 附圖二。 
9 同上書，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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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記憶疊加於另一個記憶之上，舊的與新的相牴觸．．．．．．一直是

羅斯科繪畫的心理和文化複合體的核心。10 

 

這可以作為理解他的作品所堅持的嗎？ 

 

 悲劇與時間性的題材才是適當的。11 

 

 因為人生經驗已為他擷取其特有的生命圖像─世界的破壞與狂囂，內心必

須傾聽這些吵雜。它也許是一個關鍵，發揮羅斯科畫作之音樂性，音樂旋律般

但又抗衡和諧，如此重組圖象並表現在其藝術形式中： 

 

 一種非常親密、非常人性的感覺。12 

 

 相當於小世界的家人般的親密性、廣大的種族之疏離，是創作經驗的衝擊

抗衡，羅斯科作品透露出對於表現物象取捨的心境來自於他所缺乏的，但是他

也逐漸把焦點放大於人的關懷，使經驗又回歸為美好的心性。因此題材或許是

悲劇卻把經驗透過咀嚼，甚至是處於當下回歸普遍性的豐富情感，而展現於作

品中。羅斯科選擇了明確的題材以提供畫最真實的內容，捨棄物象現實及因為

實物再現之構形的侷限，而探求純粹抽象的可能性。 

 

(二) 構成符徵 

 

 生動往往來自至少兩種感應的位置，元素、線條、聲音、動作等……兩個

內在的聲音便是構成的起源。13 

                                                 
10魏尚河著，我的美術史，臺北市：高談文化，民 94，頁 75。 
11 Anna Moszynska 著、黃麗絹譯，抽象藝術，初版，臺北市：遠流，1999，頁 169。 
12James E. B. Breslin 著、張心龍, 冷步梅譯，羅斯科傳，初版，臺北市：遠流，1997，頁 284。 
13康丁斯基著、吳瑪悧譯，藝術與藝術家論，再版，臺北市：藝術家出版：藝術圖書總經銷，

1998[民 87]，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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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尺幅：羅斯科作品大都大尺幅，尺寸的大小首先涉入觀者視覺感官的是距離

的必需拿捏，使面臨的觀者不像個觀察者抽絲剝繭般細求作品的軌跡，我們臨

在作品前竟然無法感受它的高度也無法縮減其寬幅，羅斯科作品僅提供一個

「大」的氛圍。如休斯頓教堂的壁畫，一開始就與神秘宣言面對面告訴我們它的

存在，這是畫面的張力，它所出現的形式就是如此的「大」，但是畫面絕不僅僅

只是如此被展示，填補的形式內容為作品產生對話： 

 

  規模對我非常的重要，人的規模。14 

 

 堅持尺幅的大正來自羅斯科所要含納的--人的規模。這一來又清楚的表達畫

面整體性是來自於「人」。他要接觸的不只是觀者的視覺，且藉由尺幅盡可能提

供觀者的對話空間與感應經驗的提煉：        

   

畫小幅畫是把你自己放在你的經驗之外，好像是從一面立體鏡或縮小鏡來看

你的經驗，可是畫巨幅的畫，你自己就在裡面，這不是你決定的事。15 

 

根據一九四○年《藝術雜誌》其中一篇評論形容羅斯科：「畫家受他運用空

間的方式限制，視他為野心勃勃的創造者，且戲劇性的重點無法被固定在一個

永恆的統一上，使身分模糊，角色是一種變換的關係。16」與其撰者本人的原意

相反，這同一段話正適當的解析出羅斯科的畫，他的確有野心，因此他決定空

間的形式必須保證提供觀者感受的可能性之一，是與它立即對話。而且舞台效

果更使人的身分模糊，甚至就是模糊的統一性。它已經被放大，誰都可能成為

這永恆中的一點。 

 

 

                                                 
14James E. B. Breslin 著、張心龍, 冷步梅譯，羅斯科傳，初版，臺北市：遠流，1997，頁 398。 
15同上書，頁 284。 
16同上書，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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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色彩：阿伯斯相信對色彩的每一種感知都是幻覺……17 

 

這個幻覺便是知覺裡所作的各項改變，但大體而論透過知覺便能湊出人類

的共同經驗。在理論上，使用冷暖系統表達它們所處的感應位置。而羅斯科在

色彩運用上因不同的時期顯現活力、寧靜與冷瑟，以下就其三幅作品探討其內

在感應： 

 

〈十號〉(No.10 1950)18：藍色與黃色是否會藉由視覺暫留轉換成象徵和平的符

徵，我試著得知，但有一點可以感受的是透過黃色基調呈現出活力，並且藉著

以藍色釋放熱情而深入暖性關懷。 

               

〈三○一號〉（No. 301 1959 Red and Blue over Red）19：集結眾多差異性的紅色，

飽涵一種屬於男性自身的陰影，感染於一層社會莫名壓力之介入，仍在活動、

持續的提供模糊的紅色生命地帶，闡釋已故的、存活的共有記憶--寧（凝）靜。 

 

〈休斯頓的壁畫〉（Rothko Chapel, Houston,1991)
20：黑色造就的空間壓抑，迫使人

的思緒岑岑。觀者凝視教堂中的壁畫，總被迫去看他們的沉靜、進行著告解。

然而現象--罪惡的--會靜止不動於灰色地帶。僅存的灰色色塊亦像墮落的救贖，

受其形式侷限，卻亦誠足於對生命所表現的冷靜。 

 

黑暗永遠是在上層。21 

 

 

 

                                                 
17 Anna Moszynska 著、黃麗絹譯，抽象藝術，初版，臺北市：遠流，1999，頁 154。 
18 附圖三。 
19 附圖四。 
20 附圖五。 
21James E. B. Breslin 著、張心龍, 冷步梅譯，羅斯科傳，初版，臺北市：遠流，1997，頁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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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塊面：色面是羅斯科的悲劇框架？客觀的方形使所有靜止的動態的力量相互

抵消，人也透過消化正面與非正面的種種因素使其心境保持客觀，讓事物與情

感在介面中自由協調。但這個框架更猶如一幅幅矩形的面，排列出規矩，組成

一幅適然的理性與感性。 

 

但，具有協調性的情性何以仍存悲劇殘影？這是因為消融的力量在各項因

素遊蕩中就已淡描事物的原形： 

 

  僅含一最客觀元素的基面並列，會產生冷的近乎死亡的結果。22 

往「左」--進入自由--，往「右」--走向拘束--，在遠離與回家的運動中事物趨於

人性、歸於安寧，而畫面則開啟一扇窗口甦醒生命的沉寂，這是悲劇性美感。 

 

(四)  創作因由 

 

藝術家創作呈展具有公開的儀式，形式和材料也決定一位畫家作品的生

命。在這個藝術創作的生活秩序中，羅斯科選擇「大的」、「平塗的」、「色面

的」構築面貌，匯整它們的特色，形就其形式。然而作品常是他者，正如羅斯科

本身所言： 

 

 我不在我的畫中表達自己。23 

 

那麼他公開的是什麼？是人的價值，或作品強迫性以光暈注視著你。沒有

物質經營的華麗，也沒有線條的起起伏伏旋律，僅以色暈的走向呈現著其創作

的步伐。觀視作品的過程便形成羅斯科主要的課題，一種「倫理觀」。而且，所

有的形式都在為了產生這個場域， 

                                                 
22康丁斯基(KANDINSKY)著、吳瑪俐譯，點線面：繪畫元素分析論，再版，台北市：藝術家，

1996，頁 103。 
23James E. B. Breslin 著、張心龍, 冷步梅譯，羅斯科傳，初版，臺北市：遠流，1997，頁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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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活生生的觀者取代了被放棄的圖畫形象。24 

 

三、結論 

 

    經過戰爭的生命體，充滿許多烙印的圖騰，在羅斯科身上尤其是如此，我

們找不到可複製的印記。他從猶太種族、文化與家人間的糾葛產生連他自己也

無法泯滅的疏離感，羅斯科曾說： 

 

 一個藝術家真正在意的是家人的讚美和認可，不是批評家的，他要他的繪

畫把它和別人分開的隔閡連接起來，希望被了解。25 

 

但是透過繪畫的形式，羅斯科不表現個人的歷史障礙（屬於記憶的），也摒

棄畫家自身與現實的抵禦，如家庭、事業的低潮，他將疏離感中的整個場域轉

換到藝術家本身的創作環境，傳達更普及的人的關懷，進而我們看到顏色、形

式之經營。 

 

探尋這份觀視羅斯科創作的過程，也平行的尋覓一種人的價值。即便它是

藝術家神秘的宣言，或擁有堅不可摧的純粹性，內在的聲音仍會透過〈栗色的

紅〉(Untitled 1958 Seagram Mural)
26與〈灰色上的黑〉(Untitled 1964 No.4)27訴說當下

我所不知的柏拉圖式的理想。最終，人會走向寧靜，而羅斯科的畫依舊沉默

著： 

 

  沉默是多麼正確。28 

                                                 
24 Anna Moszynska 著、黃麗絹譯，抽象藝術，初版，臺北市：遠流，1999，頁 173。 
25James E. B. Breslin 著、張心龍, 冷步梅譯，羅斯科傳，初版，臺北市：遠流，1997，頁 426。 
26 附圖六。 
27 附圖七。 
28 同上書，頁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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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圖一 

 

 

 

Mark Rothko, Subway Scene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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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 

 

 
 

Mark Rothko, Untitled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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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三 

 

 

 

Mark Rothko, No.10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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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四 

 

 

 

Mark Rothko, No. 301 1959 Red and Blue over 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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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五 

 

 

 

Mark Rothko, Rothko Chapel, Houston,1991 

 

 

 

 

附圖六 

 

 

 

Mark Rothko, Untitled 1958 Seagram M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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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七 

 

 

 

Mark Rothko, Untitled 1964 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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