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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向自然—造化悟機得境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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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博⼠士班⼆二年級 

 

摘要 

    心向自然是近年來自我心念趨向，也是領悟生活點滴的心境品味。凝神靜觀

造化之境趣，雖是簡簡單單生活的內化蒙養，顯現在創作表現中，則內蘊著「物

我合一」的境域追尋。將眼見景物當下的野逸丰姿，融入心境，透過創作成果分

享微觀中的美善境遇，是個人目前水墨創作嚮往的方向。 

 

    本文首先引出心向自然的心思意念，將賞讀花草之姿、蟲魚機趣之樂的感

悟，透過創作表現傳達出以美善心靈為意向的藝術觀點。同時闡述〈微觀自然的

感悟〉、〈情思筆意與內蘊〉、〈內化自然的創思〉三項創作理念。以創作的方向導

入學理依據，並提出相異、相似的觀點加以論述。內容形式呈現則闡述畫面結構

安排與理念，針對創作內涵與表現加以敘述之。    

 

    在微觀一花一物中，以回歸原點的想法來重新識讀自然，將「以形寫神」的

理性信念再內化，期能與感性創作情愫同遊造境，創作成果則選擇近年幾件代表

作品，予以分析論述，也同時分享象外遇合之機趣與實踐成果。 

 

 

 

 

【關鍵詞】心向、自然、造化、悟機、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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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藝術的創發與移動軌跡，往往反映了內在心靈的某種心向與意念。科技日新

月異的當代藝術潮中，創作者極盡心思在各自天地展現新的創思，在追求創意時

代中，陶冶心靈的繪畫往往被誤視為守舊落伍的藝術，以「新」為優、以「驚」

為妙已是極為普遍的藝壇現象。處於當代藝術百花齊放之中，筆者則更趨於心向

自然之韻，重視繪畫以默化美善心靈為意向的創作。 

 

    繪畫具有潛移默化人心的隱在力量，其去向，應以美善的人本精神為核心。

筆者曾多次反省自身創作方向，深覺繪畫應回歸有益於人類心靈感悟的內容表現

與題材。大自然乃是無盡的寶藏，四季萬物各有姿韻，無言蘊意而境自在，悠游

微觀造化悟機的種種體會，是令人極為心悅而神往的事。 

 

    近年來，筆者以崇尚自然為心向，創作漸漸重視微觀造化與感悟自然的視

野，作為水墨繪畫的表現主軸。以「師法自然」作為表現的底蘊，悠遊於「應目

會心」的體會中，透過自動性表現形式與自抒情性之筆墨遇合以寫心造境。 

      

二、 心向自然的創作思維  

    個人認為：無論是在於人生價值的追求或是藝術上的創作表現，都應當先有

正確的「心靈的方向」。孔子所謂：「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即是先

內據正確心靈的人生哲理，惟心念正確，所有的行為及藝術的表現才有積極的意

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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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畫反映出作者情性，也映現出心之所向。石濤言： 

 

「借筆墨以寫天地萬物⽽而陶泳乎我也」1。︒｡ 

 

將筆墨之抒發視為陶冶性情之修為。 

 

清･惲格認為： 

 

春⼭山如笑，夏⼭山如怒，秋⼭山如妝，冬⼭山如睡。︒｡四⼭山之意，⼭山不能⾔言，⼈人能⾔言 

之。︒｡秋令⼈人悲，⼜又能令⼈人思，寫秋者必得可悲可思之意，⽽而後能為之；不然， 

不若聽寒蟬與蟋蟀鳴也。︒｡2 

 

體現了人感悟自然之心語，為自然韻意而代言之，即透過自然之神儀來抒發

其心境。南朝宋．宗炳也提出「應目會心為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心亦

俱會。應會感神，神超理得」以追求「萬趣融其神思」的「暢神」境界。
3
王微

在〈敘畫〉中則闡明「本乎形者融靈，而動變者心也。靈無所見，故所託不動。」

4
明確的指出自性心靈的主導思維，將自然與山水畫視為一種「物我合一」的精

神審美活動。從而觀之，藝術常常源於關切自身生活為起點，也反映了生活即是

藝術、藝術就是生活的哲理。誠所謂「會心處不必在遠」，能會心之人，必有佳

妙之悟。 

 

	  	  	  	  	  	  	  	  	  	  	  	  	  	  	  	  	  	  	  	  	  	  	  	  	  	  	  	  	  	  	  	  	  	  	  	  	  	  	  	  	  	  	  	  	  	  	  	  	  	  	  	  	  	  	  	  
1
 彭修銀，《墨戲與逍遙－中國文人畫美學傳統》（台北：文津出版社，1985 年 9 月），頁 127。 

2
 彭修銀，《墨戲與逍遙－中國文人畫美學傳統》（台北：文津出版社，1985 年 9 月），頁 128。 

3
 南朝宋．宗炳，〈畫山水序〉收在《文淵閣四庫全書》819 冊，第 455 頁。 

4
 南朝宋．王微，〈敘畫〉收在《文淵閣四庫全書》819 冊，4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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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繪畫注重「人本」、「自然」、「性靈」相融相應之精神範式，以追求「天

人合一」的藝術哲思，為筆者所心慕響往。近年來創作主要以「心向自然」的師

造化為前進方向，注重自我性靈感悟與人本精神之內蘊，創作與進程由「外師造

化」乃至「中得心源」之創作應會，期以「明心見境」作為藝術理想之悟境。基

本理念如下： 

 

（一）微觀自然的感悟： 

    天地萬物有大美而未言，有深意而不宣。所謂「物有其容；情以物遷」
5
，

反映藝術源於生活眼見之感思應會，也顯示造化生機往往是創作者心靈感盪之

見，是澄懷涵攝、情物交融的審美活動。心向自然內蘊嚮往自然的平淡生活，期

許自我生命畫境遇合的心念追尋。潘天壽認為：  

 

    畫中之形⾊色，孕育於⾃自然之形⾊色﹔⼜又⾮非⾃自然之形⾊色也。︒｡畫中之理法，孕

育於⾃自然之理法﹔然⾃自然之理法，⼜又⾮非畫中之理法也。︒｡因畫為⼼心源之⽂文，有

別於⾃自然之⽂文也。︒｡故張⽂文通云﹕「外師造化中得⼼心源。︒｡」6 

 

語中指出「自然之形色」經「心源之文」的會應，表現在「畫中之形色」已

有所轉換及表現，非是原來自然之景色，認為「中得心源」才是創作之精神核心。

又言：「自然之理法，畫外之師也。畫中之理法，心靈中積累之畫學泉源也。兩

者融匯之後，進而以求變化理法，打碎理法」、「然後能瞑心玄化，造化在手。」

7
是很有見地的看法，亦道出微觀自然感悟的終極目標。 

 

	  	  	  	  	  	  	  	  	  	  	  	  	  	  	  	  	  	  	  	  	  	  	  	  	  	  	  	  	  	  	  	  	  	  	  	  	  	  	  	  	  	  	  	  	  	  	  	  	  	  	  	  	  	  	  	  
5
 劉勰，〈物色〉《文心雕龍》，（台北市：臺灣開明書局，1971 年 5 月九版），卷十第 1 頁。 

6
 潘天壽，〈造化與心源〉《潘天壽談藝錄》(台北市：丹青圖書，1986 年 1 月，台一版)，頁 37。 

7
 潘天壽，〈造化與心源〉《潘天壽談藝錄》(台北市：丹青圖書，1986 年 1 月，台一版)，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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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思筆意與內蘊： 

    水墨藝術屬靜態的視覺藝術，內重性靈之抒發，外馭筆墨挾意而遨遊。重視

畫面的造形安排、色彩蘊意、線條語意、墨趣舒滯、筆意輕重、速度緩急、情境

鋪成、意象傳達等等的表現。同時也是情與物的融合、統一的表現，反應在用筆

與用墨之中，不論是中鋒、側鋒、拖筆、順筆、逆筆皆因行筆速度快慢及筆意抒

發而含藏不同的形質語彙。在創作中，筆者以嚮往自然的心靈，賞讀造化之美妙，

關注對自然感知而後寫意的繪畫表現，以符合畫家觀察自然與造境的本質。 

   

    從創作的表現進行中，能否圓滿的傳達筆意表現，在鄭板橋〈題畫‧竹〉中，

曾提出「化機」之應變的理念，以化解行筆間的意外之變，頗耐人尋味。其言： 

 

江館清秋，晨起看⽵竹，煙光⽇日影露氣，皆浮動於疏枝密葉之間。︒｡胸中勃勃遂

有畫意。︒｡其實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紙，落筆倏作變相，

⼿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總之，意在筆先者，定則也；趣在法外者，化

機也。︒｡獨畫云乎哉！8 

 

文中提出胸中之竹、眼中之竹、手中之竹的轉變與應對。從「自然之竹」寫

意成「繪畫之竹」中，由於繪寫中用筆離合之機遇，進而提出「胸無成竹」的運

筆實踐觀點，適時對「胸有成竹」的畫理加以擴充。對於「手中之竹」的筆意進

行含藏不可預測之變提出看法，推論出「意在筆先」為「定則」之法，「趣在法

外」乃「化機」應變之法。從「自然之竹」轉換成「繪畫之竹」的進程，「化機」

在水墨創作中尤為重要，「趣在法外」的觀點則開展了繪畫更多的視野與啟示。 

 

	  	  	  	  	  	  	  	  	  	  	  	  	  	  	  	  	  	  	  	  	  	  	  	  	  	  	  	  	  	  	  	  	  	  	  	  	  	  	  	  	  	  	  	  	  	  	  	  	  	  	  	  	  	  	  	  
8
 鄭燮，〈題畫‧竹〉《鄭板橋全集》(台南市，大孚書局，1999 年 12 月)，頁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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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化自然的創思： 

    「繪畫之道，在於映心傳意，感悟自然與境遇內化之互融，終以明心見境，

傳達感動心靈的內在力量。」一直是筆者所秉持的創作心念。如何能將「人本」、

「自然」、「性靈」互融相應，也是個人創作所努力的方向。期許以「師法自然」

乃至「中得心源」的詮釋表現，以「明心見境」作為理想之悟境，雖仍在努力階

段，但以內化自然的語境傳達對大自然種種的詠嘆，尋找心靈中的桃花源，是現

階段自我創作中嚮往的方向。「內化自然的創思」是創作境域的內外遇合，在感

悟與創思的互融中傳達心靈中的理想境域，傳達「物我合一」的生命體會。 

 

    上述三項主軸，呈顯個人水墨藝術「心向自然」的理念架構與開展，崇尚自

然乃心靈所內引，同時也形塑了自我繪畫藝術的「意」、「思」表現與方向。 

 

三、創作內涵與表現 

   「心向自然」 乃通過個人心靈中嚮往平淡生活為追尋的方向，一方面以回歸

原點的思維重新觀照自然、描寫自然，秉持再體會自然的簡單想法，通過賞心一

二朵的折枝形式來感受花的氣息、會悟生活，以線描來領悟自然丰姿，重視生活

中的情性涵養與寫生觀照。一方面以悠游於生活點滴的微觀感悟，透過象外之遇

合的形式與筆意的表現，呈顯心中幽微感悟之思與遇合情境，重視畫面中心靈之

境的呈現。 

 

    內容主要以自然風景、鳥類、花卉、植物、等等作為創作主題意造嚮往之境。

其中也延續對人的探討，傳達出心靈方向對於人生的重要性，以抒發心志與觀

點。在自然風景方面以寫意的畫法表現，花鳥作品中則以精細描繪形式呈現，有

時參合自動性表現呼應內容之需，有時內容與形式互滲合一為整體內涵。目前在

畫面呈現上，繪畫手法趨向客觀多於主觀的表現，期許回歸原點再次感悟自然之

蒙養。未來則冀望以「寫意」來詮釋自然，即寫畫面的詩意，用精巧的手法寫心

中幽微之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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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內涵與表現中，「以形寫神的信念」注重學習與蒙養，以回歸原點心念

來重新觀照自然，透過線描寫生實踐微觀造化品讀自然神韻的理念，作為線條美

之內蘊與蒙養。另外，也分享了幾件「意外之象的遇合」之氛圍情境，並透過「創

作情思之應會」映現了創作思維與實踐成果。依序論述如下： 

 

（一）以形寫神的信念 

     形、神相應問題，自東晉．顧愷之（約西元 345—407 年）在繪畫論述中提

出「以形寫神」的美學觀點以來，「寫形」一直是畫家面對自然應如何呈現﹖所

關心的表現問題。顧長康之前的東漢．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論畫指出「圖畫天

地」需「寫載其狀」以達形的要求；敷色景物則應「隨色類象，曲得其情」以求

符合景象之情思表現，
9
其思維尚圍繞於於道德教化的實用目的。張彥遠在《歷

代名畫記》中雖提到：「夫象物必在于形似」，但認為「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

形似，皆本於立意而歸乎用筆，故工畫者多善書。」
10
所言之立意乃為以書入畫

的思維，可感用筆「形以達意」的美學觀點，已從「以形傳神」課題轉入「藉形

抒意」的思維，在美學觀點上則更強化畫家的主體精神。清˙鄒一桂也在《小山

畫譜》提起東坡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

他認為：「此論詩則可，論畫則不可，未有形不似而反得其神者。」
11
顯然鄒一

桂未能體悟蘇東坡所言「形以蘊意」之內涵。「形」是表相，「意」的抒發展現

才是核心重點。 

 

     形之內蘊與轉進，歷來也有推陳出新的看法。誠如明．王紱提出「似與不

似」，清．石濤主張「不似之似似也」，齊白石直言：「作畫妙在在似與不似之

間，太似為媚俗，不似為欺世。」
12
，以及黃賓虹所說：「絕似又絕不似」認為「絕

	  	  	  	  	  	  	  	  	  	  	  	  	  	  	  	  	  	  	  	  	  	  	  	  	  	  	  	  	  	  	  	  	  	  	  	  	  	  	  	  	  	  	  	  	  	  	  	  	  	  	  	  	  	  	  	  
9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楊成寅 編著，《先秦漢魏南北朝卷》，收在「中國歷代繪畫理論評注」

(武漢市：湖北美術出版，2009 年)，頁 105。 

10
 張彥遠，〈論畫六法〉《歷代名畫記》卷一。收在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一冊， 

  （上海市：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年 12 月），頁 124。 

11
 鄭昶編，《中國畫學全史》，（臺北市：中華書局，1966 年 10 月，臺二版），頁 533。 

12
 彭修銀，《墨戲與逍遙－中國文人畫美學傳統》（台北：文津出版社，1985 年 9 月），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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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是要本領的，絕不似也要本領的。」
13
等等之觀點。既啟示了「形」的表現美

學，亦同時開展了創作更多的面向。筆者在回歸原點的信念上，秉持以形寫神的

形式，重新來認識自然，希望能有所感悟與新的啟示。 

 

1、回歸原點心念 

    筆者近來以回歸自然原點的想法，透過「師法自然」折枝寫生的線描形式來

體悟自然，注重品讀自然丰姿之感悟，嚮往平淡生活中的情性涵養。 

  
 

 

    

「形」在線描的抒寫上，個人主要是透過「以形寫神」的信念來抒寫自然。

生活中悠遊微觀一花一物時，常有意外之趣與感悟。重新認識自然，乃目前生

活中涵養情性與繪畫創作之感盪蒙養。 

 

2、微觀造化品讀神韻 

    品讀自然神韻，由微觀始。透過觀察與線描寫生的實踐，重新識讀自然。筆

者以往在感悟形象都以鉛筆素描或速寫為多，但近來因應精細描繪形式之需，乃

多以線描方式呈現。唐．邊鑾的花鳥畫設色鮮明、艷而不俗，其特色以「折枝花

卉」之法為後人所讚譽。誠如李晴江題畫梅詩云： 

	  	  	  	  	  	  	  	  	  	  	  	  	  	  	  	  	  	  	  	  	  	  	  	  	  	  	  	  	  	  	  	  	  	  	  	  	  	  	  	  	  	  	  	  	  	  	  	  	  	  	  	  	  	  	  	  
13
 潘天壽，《潘天壽談藝錄》(台北市：丹青圖書，1986 年 1 月，台一版)，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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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梅未必合時宜，莫怪花前落墨遲。︒｡觸⽬目橫斜千萬朵，賞⼼心只有兩三枝。︒｡14 

 

 「觸目橫斜千萬朵，賞心只有兩三枝」，乃為畫家慧眼心識所在。筆者希望

透過局部勾勒花卉線條中，來感受花卉的丰姿逸態，並領悟其鮮活的生命力。 

    

 

 

 
 

3、線條美之內蘊 

    線條是概括形象的方法之一，通過線的快慢、轉折之韻律與節奏抒寫，具有

承載造形、空間暗示、表現量感、呈現質感等等的表現層次。中國繪畫筆墨之線

條運用，乃通過虛實、濃淡乾溼的應合，以及線的露與藏、筆之快慢、轉折、頓

挫所產生的節奏與韻律，往往內蘊抽象性意涵與象徵性的哲思語境。 

 

    線描的勾勒的過程中，同時也是涵養情性。在寫生勾勒中不去思索繪畫的創

思問題，有意回歸簡簡單單樸素的生活蒙養，單純地關照自然造形美之會應。 

 

	  	  	  	  	  	  	  	  	  	  	  	  	  	  	  	  	  	  	  	  	  	  	  	  	  	  	  	  	  	  	  	  	  	  	  	  	  	  	  	  	  	  	  	  	  	  	  	  	  	  	  	  	  	  	  	  
14

 潘天壽，〈布置〉《潘天壽談藝錄》(台北市：丹青圖書，1986 年 1 月，台一版)，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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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外之象的遇合     

    創作品可說是作者審美感受與審美情感的表現，源於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經驗

的感受及自然之蒙養。這種生活經驗與生命感悟默化了創作者的心靈，積澱出屬

於個人的感思情境，反映在作品之中往往能塑造創作者的風格，沉澱於人之心靈

則顯現出一個人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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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之象-1 高 108 ×寬 79 公分 意外之象-2 高 108 ×寬 79 公分 意外之象-3 高 108 ×寬 79 公分 

 

   水墨創作中，筆者有時參用噴、印、拓、滲透等等自動性表現，以「非筆」

的形式展現出形質墨痕。所產生形質墨痕的意外之象，其價值在於情、境遇合之

取用，屬於感性的、任性的自然產生之效，通常沉潛於營造畫面的情境氛圍，以

逼近心靈神遊之境遇。個人認為：幽微氛圍的內蘊與遇合，具有默化境界的能量，

適度融入創作的心靈情思，將心中的創思與感悟，透過應會妙合之遇以傳達自然

境生的蘊意。 

 

   

意外之象-4 高 232×寬 124 公分 意外之象-5 高 180×寬 96 公分 意外之象-6 高 200×寬 122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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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如，袁宏道《敘陳正甫會心集》所言： 

 

世⼈人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山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

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15 

 

象外遇合的自動性表現提供了創作者意化自然的機趣表現，其間隱藏著生動

的意遇與抽象的感知生發。 

 

（三）創作情思之應會 

    意外之象的自動性表現所隱托的情境氛圍形式與內涵彼此互應互滲，透過自

然效應樣態與畫家創思應合為一。沈宗骞提到： 

 

    筆墨之道本乎性情，凡所以涵養性情者則存之」16 

 

說明「涵養性情」的重要性。也反映出創作品內蘊性情乃筆墨抒發之根本。

其涵養之功，往往來自於對大自然蒙養之得。 

	  	  	  	  	  	  	  	  	  	  	  	  	  	  	  	  	  	  	  	  	  	  	  	  	  	  	  	  	  	  	  	  	  	  	  	  	  	  	  	  	  	  	  	  	  	  	  	  	  	  	  	  	  	  	  	  
15

 引自孫蓉蓉，《中國文學批評思維方式研究》(台南市，暨南出版社，2001 年)，頁 168~169。 
16
 沈宗骞，〈芥舟學畫篇〉，收在《清代畫論》「中國書畫論叢書」，（長沙市：湖南美術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頁 68。 

  

進行中之作品  高 79×寬 108 公分 遨遊-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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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自動性的意外之象表現，筆者較不選擇僅是自動性表現而視為作品的呈

現，通常會透過選擇性地融入筆墨情境之中，因為畫面中的「繪畫性」展現才是

筆者心靈寄寓之所在。 

 
 

遨遊 之初稿（意外之象） 遨遊  2016 年 高 56 ×寬 78 公分   

     潘天壽提到：「畫畫要用眼，又要用心。西畫用眼多，中畫用心多。」道出

中國繪畫創作以心為主體的概念。又言： 

 

「藝事觸於⽬目，蘊於⼼心，發於外，不期然⽽而然⽿耳。︒｡」17 

 

    其中所謂「不期然而然」正是心中之境遇，無形而幽微的情境張力。〈遨遊〉

作品以自動性表現的「意外之象」融入畫面，傳達遨遊天地寬的幽微境思。 

 

四、創作實踐成果 

    繪畫創作是畫家內在造形意識的顯現，也是對自然景物感悟默化的一扇圖像

之窗。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把每個形象看得見的外表上，每一個點都化成眼

睛或靈魂的住所，使它把心靈顯現出來，使外表形象成為『心靈的表現』。」
18
正

顯示藝術表現，具有傳達並外化心靈情逸的能量與感思張力，這種「心靈的表現」

正是感於自然造化的神思風采，是不可見的內在情感思維最真誠的流露。 

	  	  	  	  	  	  	  	  	  	  	  	  	  	  	  	  	  	  	  	  	  	  	  	  	  	  	  	  	  	  	  	  	  	  	  	  	  	  	  	  	  	  	  	  	  	  	  	  	  	  	  	  	  	  	  	  
17
 潘天壽，〈造化與心源〉《潘天壽談藝錄》(台北市：丹青圖書，1986 年 1 月，台一版)，頁 52。	  

18
 參引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台北市，滄浪出版社，1986 年 9 月)，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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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提出作品中，〈閒居-Ⅱ〉以麻雀悠然閒聚之景，傳達渴望自在心靈的隱

在心向。作品〈覓〉透過小白鷺水草間覓食之姿，感悟造化之美境。作品〈閒適〉

以麻雀自在之神情，傳達祥和之境。〈行者〉則透過內在心向，隱喻追尋生命價

值的堅定信念，關心人類心靈的共相本質。 

 

作品一、〈閒居-Ⅱ〉 

 

作品一、〈閒居-Ⅱ〉，2016 年，高 110×寬 108cm，水墨紙本 

 

    當代水墨思潮的變異與心念的向度位移，使得水墨創作的「表現」方法趨於

多樣化，不論是用筆之識，抑或是噴、印、拓、滲等等意外之象的會悟應合，都

內蘊著創作者的表現意識。米南宮作畫不為「筆」所困，以合於表現為筆，有時

用紙筋、蔗滓、蓮房代筆，顯現其「藝術自覺」。創作者將感悟中的自然之「景

物」經由「表現」轉化為作者情思之「境」，這種「表現」跡象的內涵呈現，實

質意義上，可視為繪畫最直接的「見解」。因之，選擇「表現」的方式，也同時

展現藝術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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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閒居-Ⅱ〉在構成表現方面，以二次性的局部自動性表現鋪成創思意象，成

為意外之象概況，再依創作內涵之需加入內容主題。 

 

閒居-Ⅱ之初稿 （意外之象） 

此作以麻雀悠然閒聚之景象，傳達創作者心靈嚮往之祥和美境。透過空間佈

局及留白以應虛實，隱喻嚮往自在天地的內在心向，靜默反映出創作者心靈中的

繪畫見解。在此作品的呈現上，雖以自動性表現完成構成及營造情境氛圍，但所

關注的仍是繪畫性的表現，以及人之心向的內蘊與象徵。 

 

誠然，藝術所要傳達的不應僅於景物再現，而是表現心靈感悟中的真實。 

  

閒居-Ⅱ-局部 -1 閒居-Ⅱ-局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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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二、〈覓〉 

 

繪畫作為視覺藝術的造形表現，「形神」與「氣韻」是表現中不可忽視的重

點。〈覓〉透過小白鷺於水草中小心翼翼的覓食之姿，在倒影的氛圍烘托下，感

悟自然之情思美境。通過不經意的圖像意蘊，有意引發某種深遠的思緒、情境、

視象…。使之不自覺內蘊於企盼中，散發無可言說的生命境界與心靈意象。誠如

《文心雕龍》所言：「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
19
都說明「自然」所能引發

的情思之動，此作品之經營心思亦然。 

	  	  	  	  	  	  	  	  	  	  	  	  	  	  	  	  	  	  	  	  	  	  	  	  	  	  	  	  	  	  	  	  	  	  	  	  	  	  	  	  	  	  	  	  	  	  	  	  	  	  	  	  	  	  	  	  
19
 劉勰，〈物色〉《文心雕龍》，（台北市：臺灣開明書局，1971 年 5 月九版），卷十第 1 頁。 

 
 

作品二、〈覓〉，2016 年，高 70×寬 68cm，水墨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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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白石認為要回到生活裏體驗自然，主張：「為萬蟲寫照，為百鳥傳神。」
20

的思維值得後人效法。筆者回歸自然原點的想法，雖以線描形式來呈現，但偶有

心得亦將線描轉換成精細描寫，以抒自然之機趣。〈專注〉與〈觀〉即在線描形

式之餘的感悟之作，在表現用色上主客觀並用。在造形思維上則客觀多於主觀，

注重「以形傳神」之蘊思。 

                                

     朱光潛在《詩論》中提到： 

⼀一切藝術，無論是詩是畫，第⼀一步都須在⼼心中⾒見到⼀一個完整的意象，這意象

必恰能表現當時當境的情趣。︒｡情趣與意象恰相契合，就是藝術，就是表現，

也就是美。︒｡21 

 

朱光潛所言的「完整的意象」正是個人在微觀自然之時，「外師造化，中得

心源」的創作整體呈現，既反映客觀的自然機趣，也適切傳達主觀的情思會應。 

 

	  	  	  	  	  	  	  	  	  	  	  	  	  	  	  	  	  	  	  	  	  	  	  	  	  	  	  	  	  	  	  	  	  	  	  	  	  	  	  	  	  	  	  	  	  	  	  	  	  	  	  	  	  	  	  	  
20	   彭修銀，《墨戲與逍遙－中國文人畫美學傳統》（台北：文津出版社，1985 年 9 月），頁 146。	  
21
 朱光潛，《詩論》(台北縣，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年 1 月，初版)，頁 151。	  

  
〈觀〉2015 年 35×35 公分 〈專注〉2015 年 35×3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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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三、〈閒適〉 

 

作品〈閒適〉乃透過自動性表現所產生的意外之象，融合創作之思，呈顯麻

雀悠然自在之神情。誠如蘇東坡所云：「畫以適意。」
22
所傳達的雖是生活所見即

景，卻意現嚮往祥和之境遇。 

 

天地有大美，亦需有美的心靈之應會。造化之美靜默深藏於自然界中，等待

有心者去發掘。劉勰在〈神思〉篇所言： 

 

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應。︒｡23 

	  	  	  	  	  	  	  	  	  	  	  	  	  	  	  	  	  	  	  	  	  	  	  	  	  	  	  	  	  	  	  	  	  	  	  	  	  	  	  	  	  	  	  	  	  	  	  	  	  	  	  	  	  	  	  	  
22	   彭修銀，《墨戲與逍遙－中國文人畫美學傳統》，（台北：文津出版社，1985 年 9 月），頁 4。	  
23

 劉勰，〈神思〉《文心雕龍》，（台北市：臺灣開明書局，1971 年 5 月九版），卷六第 2 頁。	  

 

作品三、〈閒適〉，2015 年，高 35 ×寬 35 公分，水墨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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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明自然與心靈互滲之蘊，乃物我遇合的神遊與想像契合，參化著「物我合

一」的繪畫哲思，亦為筆者創作中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張育英認為：「從藝術實踐看，美的法則，就是心的法則。優秀的作品，具

有意境的藝術創作，不是對生活的簡單摹寫和反映，而是藝術家與客體之間關係

的一種心理狀態。它來自藝術家的心靈深處，並脫胎於藝術家的心靈深處。」
24
〈閒

適〉所要傳達的也是創作者心靈深處嚮往自在祥和之心念。 

 

	  	  	  	  	  	  	  	  	  	  	  	  	  	  	  	  	  	  	  	  	  	  	  	  	  	  	  	  	  	  	  	  	  	  	  	  	  	  	  	  	  	  	  	  	  	  	  	  	  	  	  	  	  	  	  	  
24
 轉引自蕭惠禎，〈「形」、「神」造境與中國繪畫美學〉收在《蘇峰男教授服務公職四十年退

休紀念-書畫藝術論文集》(台北市，蕙風堂，2005 年 7 月)，頁 401。 

  

閒適之初稿-意外之象 〈閒適〉局部   

  

	   	   線稿 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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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四：〈行者〉 

 

作品四、〈行者〉，2015 年，高 136×寬 69cm，水墨紙本 

 

    

〈行者〉乃透過長者安詳自在的步伐，傳達堅定的人生信念之感悟，隱喻默

默前進以及堅定追尋生命價值的心靈去向，藉以象徵創作者對於藝術追求的內在

信念。 

 

    創作生發往往蘊藏於生活心境之感悟，生活積澱的心緒味象，在此作形式展

現上有意以局部分割手法製造想像的視域，隱喻長者不變其心的前進信念，透過

分割的畫面經營以增添幾許想像懸念與幽微之思，從中散發著生命思緒的起落與

無言的藝術見解。繪畫的表現，終歸內在心語的表述與傳達，〈行者〉乃是心境

感悟的抒發，以老者前進圖像以寓嚮往之心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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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局部-1 〈行者〉-局部-2 

                     

    形式是傳達的一種手段或媒介，一切形式都是為繪畫所要傳達「情」思為目

的。傅抱石提出：  

 

以情⼊入畫，埋伏了蔑視形式的暗礁。︒｡25 

 

是主張重「情」輕「形式」的觀點。體現創作當以人心「情思抒發」為本質

的思維，已精簡直指創作的核心命題。 

 
 

 

  

 
 

 

 

 

 

〈心向〉局部-1 〈心向〉2016 高 164×寬 69cm 〈心向〉局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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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木，《傅抱石評傳》(上海市，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 年 12 月)，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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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價值的追求，人各有不同，心靈的方向往往能成就生命價值的建立。〈心

向〉以正側面昂首屹立之姿，堅定深邃的眼神遠望前方，其創作思維與〈行者〉

略同，皆通過借喻法則抒發堅定之心念，含藏人性共相的心志情思。 

   

六、小結 	  

    本文論以「心向自然」之生活微觀感悟，同時探討自動性表現在創作中的應

會，透過形式與內容互滲之表現，隱托幽微而無法言喻的氛圍，以誘發氣韻與意

思情境。對於自動性表現主張適度運用以資氛圍生發，希望在意外之象的運用探

討之時能誘發新的領悟與啟示。對於現階段創作仍較側重感悟自然與性靈意化的

繪畫性表現，實驗探討的幾件作品中，除能獲致自動性表現的特殊氛圍外，其成

果也在自我創作期許之中，能如意的將創作初心與觀照自然的幽微思緒，蘊意於

畫面之中。 

 

心向自然精細描繪以師造化「以形寫神」的線描繪畫方式，現階段仍應多寫

生以默化感知，重視樸素生活之觀察與領悟。期待日後能以精巧的手法帶入寫意

情境之中，以追求內在的心靈與造化之美的調和與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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