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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屆 

四十二屆省美展中的油畫─評審感言  

評審委員：郭軔 

    此次評審，就台北出席者而言，遠赴鳳山，可謂貫通南北，除了早作乘機預

計，必須早一天到高雄，否則當天十點半的評審會便無法及時到達：縱然如此，

出席率為百分百(包括年逾七十乃至八十餘高齡的評議委員等……)，因為每一年

度的評審工作，勿寧視為義不容辭，何況許多國際性的評審委員，多有遠渡重洋

(本人曾被邀赴南美烏拉圭出席國際雙年展評審，亦幾乎貫穿大半地球)，往返洲

際辛苦又倍矣。  

    本屆油畫評審過程，相當順利，只是場地小了些，審視距離不够，加以室內

光線陰陽向背的比差很大，作品圍繞四邊排列，委員們環視於明暗便畫之中，不

免會影響審度，至於有多大的負面影響，就無法統計其總值了；這正像作品與作

者的關係，如果在不够條件的環境和工具中作畫，所呈現的差異一樣，負面結果

是無法避免的。 

    目前由於我國經濟已起飛多時，學油畫、西畫，已非十年前的處境；如今國

際名牌的油料、色料、畫布、畫筆、畫具等，甚至畫框裝配，已經低稅進口，取

法乎上，絕非奢侈，但是有許多參加作品，顯得尚未採用，殊不知這是作品改進

的基本條件，不可不詳加考究。要之，藝術是一種相當考究，而且要不斷地更考

究的對象(包括現代任何實驗性繪畫……)。每位成功的作家，都必須步步為營，

刻意求精，才有出人頭地的一天。所謂〝善書者不擇筆〞對一般人並不適用，因

為你我尚未可據而自稱為「善書或善畫」者；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

名言，若是進一步分析的話，個人的身手、環境、時間，都應當列入工具條件，

因條件的差異，便是造成作品缺點的直接原因。 

    ─有許多作品，因為油料運用不當，畫面呈灰亮不均，因為畫筆太少、或大

小號不齊，以致影響塗法，不能建立層次，妨害了筆法；複有雜採色料，(包括

變質的、乾硬或分化的……)貴賤紛呈，劣質的白色與粗劣的地色，已經可以造

成作品的致命傷害，還談得上進步嗎？ 

    茲將高中名次的四件作品評介於后，作為評審者發言的尾聲： 

    省政府獎，取材畫室的一角，作者適當地處理室內室外的光線，使它成為對

比的變化，在人物的配置上，巧妙地表現出動靜物氣氛的流轉，深具畫室(教室)

的特色；他有許多灰黃色調，畫得相當透明，更屬不易。 

    教育廳獎，乙幅靜靜的海港，遠處的港都，高樓和起重機林立，與層層的船

鑑橫陳，形成垂直與平行的交會張力，灰藍的色調，間或襯出重黑色的鐵線，益

加統一，雖然有些太貼近西化，但現代化的港都，從馬賽到巴塞羅納，從南非到

高雄或基隆，幾乎都變成一個模式，你能怪畫家嗎？ 

    大會獎，筆法老辣，色調豐富，把雕塑室的雜亂，統調於明暗錯綜的點面之

間，有很多委員特別欣賞他對真人和泥人的塑製，對比強烈，惟一美中不足的，

是幾位人物的面孔(尤其室後方的一位)，形質不够，協調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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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縣政府獎《清晨之歌》，作者在比較輕鬆的心態中抓到這幅題材，構成

簡要，逆光經營，像雷諾亞那樣輕便，他的缺處，在於室內、地面、近邊，甚至

大提琴的下端太過放鬆，有潦草之感！ 

    綜觀前三件作品，都有英文字母出現畫面，毒畫者可自行尋找，而第四件除

了人物是東方的，其餘也全為西式，雖然這也是生活國際畫的現實情況，但大家

要注意，他們的獲獎，和取材西式、西化毫無關連，油畫只是科目的稱謂，它已

經被東方作家大加發揮，文化上的盈餘，正和經濟上的盈餘一樣，並無東西的專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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