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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陳永森以〈山莊〉獲得日展白壽賞的至高榮譽，等於完成二十

年前離鄉時，在臺南火車站所發的宏願。隔年，在中華民國駐日大使

館的贊助下，他首度踏上歸鄉旅程，之後又多次返鄉寫生及個展。

1955年他第二度獲得白壽賞，並升格為無鑑查畫家。原本他以為自此

就高枕無憂，年年均能自由地參加日展。不料，1956年第 12回日展

時，他的膠彩畫作〈綠蔭〉（一般稱為〈綠色裸婦〉），竟遭恩師兒玉希

望要求更改顏色，最後則被撤下展牆。對這件無理且不公平的事，陳

永森感到憤憤不平，師生關係幾乎陷入決裂狀態。之後，他仍持續參

加日展、改為民營的「社團法人日展」及「改組日展」，直至 1971年最

後一次參加日展，陳永森才完全脫離日展的束縛，邁向海闊天空的畫

廊個展。

返臺之旅與脫離「日展」的束縛

[本頁圖 ]   

陳永森與其1984年的畫作〈貴妃醉酒〉合影。

[左頁圖 ]   

陳永森，〈月之祭〉（局部），1980，膠彩，

60.5×45.5cm，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

1953年陳永森以〈山莊〉獲得日展白壽賞的至高榮譽，等於完成二十

年前離鄉時，在臺南火車站所發的宏願。隔年，在中華民國駐日大使

館的贊助下，他首度踏上歸鄉旅程，之後又多次返鄉寫生及個展。

1955年他第二度獲得白壽賞，並升格為無鑑查畫家。原本他以為自此

就高枕無憂，年年均能自由地參加日展。不料，1956年第 12回日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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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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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首度載譽返臺
1933年二十歲時，陳永森在臺南火車站告別親友時，曾誓言，赴日

習畫若不成功就不回鄉。二十年後，四十歲的他，終於以一幅膠彩畫

作〈山莊〉（P.37上圖），獲得日展第一部日本畫最高榮譽白壽賞，創下繪

畫生涯的第一個高峰。不但在日展會場得以晉見裕仁天皇，並與天皇對

談創作過程，成為日本媒體界爭相報導的外國成功藝術家。功成名就的

他，在中華民國駐日大使館及招商局的贊助下首度返臺。

1954年1月4日，陳永森帶著妻子及十一大箱作品衣錦還鄉。1954

年1月13日至15日，陳永森在臺中市市黨部舉辦個展，當時擔任臺灣

省政府主席的俞鴻鈞（1898-1960）曾特地撥冗前往參觀。《新生報》、陳永森，〈碧潭〉，1954，

油彩、畫布，36×49cm。

習畫若不成功就不回鄉。二十年後，四十歲的他，終於以一幅膠彩

作〈山莊〉（P.37上圖），獲得日展第一部日本畫最高榮譽白壽賞，創下

畫生涯的第一個高峰。不但在日展會場得以晉見裕仁天皇，並與天皇

談創作過程，成為日本媒體界爭相報導的外國成功藝術家。功成名就

他，在中華民國駐日大使館及招商局的贊助下首度返臺。

1954年1月4日，陳永森帶著妻子及十一大箱作品衣錦還鄉。19

年1月13日至15日，陳永森在臺中市市黨部舉辦個展，當時擔任臺

省政府主席的俞鴻鈞（1898-1960）曾特地撥冗前往參觀。《新生報》〈碧潭〉，1954，

布，36×4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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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日報．民族報．經濟時報聯合版》（《聯合報》前身）等報社

媒體，紛紛以「揚名國外的天才畫家」、「愛國畫家」、「載譽歸國畫

家」、「新畫家」、「藝苑奇葩」等讚譽之詞稱呼他。1月22日，時任臺

北市市長的吳三連，也在市長室接見陳永森和施翠峰（1925-2018）。1

月24日至31日，陳永森則於臺北市中山堂舉行「第1屆歸國報告個人展

覽會」。3月11日起，他到臺南、嘉義及高雄等地進行巡迴展。除了從

日本帶回來的作品之外，又增加多件他在臺中、旗山、臺南寫生的作

品，展期前後長達約半年之久。4月30日上午，陳永森蒙蔣中正總統召

見，賜予會面茶敘，並嘉勉他在國外的藝術造詣。陳永森也特地回贈總

統兩件作品，另外還畫了〈碧潭〉一作，以資紀念。

此次返臺個展，陳永森總共帶回七十七幅作品，包括膠彩畫及西畫

等。針對「歸國報告個人展覽會」，他也做了一番說明。他說：「所攜

回來的畫品，是用各種畫法說明美術的變遷和時代的表現，並近年來日

本美術情形」。換言之，他相當重視自己首次返鄉的個展，並希望藉此

將自己留學日本二十年的研究與創作成果，和國內

藝壇人士及國人交流分享。

在接受媒體訪談時，他對記者表示：

古人的畫有古代的美，猶如唐畫與宋元明清

的畫，各擅所長，各有神韻及筆法，與歷史

背景不可分離，代表了本身的時代。今人的

畫，其著筆應以今日世界的美為對象，大地

之間，皆是題材。若是只是臨摹八大家山

水，⋯⋯捨棄了面前的飛機汽車，而尋一輛

千年之前的木轎或牛車，⋯⋯不是可笑嗎？

又說︰

六十歲以上的人是用墨色作畫，六十歲以下

的人該把這多彩的世界，反應到畫面上去

了。

裕仁天皇（左4）參觀日展，

陳永森站在左邊第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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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永森臺灣風景寫生稿 

1954年1月陳永森第一次從日本返臺後，除了展覽之外，他最熱中的乃是四處

寫生，以蒐集創作的靈感與草稿。1954年他於臺中、旗山、臺南等地寫生；

1965年赴中部橫貫公路寫生；1967年在野柳、金山進行旅行寫生指導；1970年

完成第二度踏勘臺灣全島的寫生之旅；1971年又踏訪臺灣名勝三十五景，再一

次完成全島巡迴寫生。這些返鄉的寫生旅行，留下數量頗豐的寫生風景草稿，

日後都成為陳永森創作臺灣風景的依據。

陳永森，〈榕樹下少憩〉，年代未詳，

粉彩寫生稿，40×27.5cm，

圖片來源：《流星畫集》No.143-36，

吳三連獎基金會收藏。

[左圖 ]   

陳永森，〈太魯閣〉，年代未詳，

粉彩寫生稿，40×27.5cm，

圖片來源：《流星畫集》No.143-11，

吳三連獎基金會收藏。

代未詳

[右頁上圖 ]   

陳永森，〈塔山疊金〉，年代未詳，

粉彩、紙，33×42.5cm。

[右頁下圖 ]   

陳永森，〈旗山夕映〉，年代未詳，

粉彩寫生稿，27.5×40cm，

圖片來源：《流星畫集》No.143-64，

吳三連獎基金會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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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森，〈榕樹下少憩〉，年代

粉彩寫生稿，40×27.5cm，

圖片來源：《流星畫集》No.143

吳三連獎基金會收藏。

左圖 ]   

陳永森，〈太魯閣〉，年代未詳

粉彩寫生稿，40×27.5cm，

圖片來源：《流星畫集》No.143

吳三連獎基金會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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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森 〈榕樹下少憩〉 年代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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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言論，多少都反應出，他對當時國內「正統國畫」論爭的一些看

法與觀點，包括：反對臨摹古畫；強調今日畫家應該善加利用色彩，表現

多采多姿的現實世界，這些均是對模仿或臨摹傳統水墨畫的批判性言論。

陳永森的多年老友郭東榮（1927-2022），在2005年〈悲劇收場的反骨

畫家—陳永森畫伯〉一文中，說：「陳永森回來臺灣開畫展時，外省畫

家說他畫的是日本畫，不是水墨畫而攻擊他。本省畫家也在歡迎他的酒會

上，因他講的話令人不爽憤而離席。」此件返臺時發生的插曲，見證這位

天才型畫家，當時因為孤高自負性格，著實得罪了楊三郎（1907-1995）及

其他本土老一輩畫家。

1954年6月12日，離臺前夕，陳永森於《中國一周》發表〈我的藝術

觀〉，說：

美術家是用造形藝術表現出「美」的感情的文化工作者。⋯⋯水墨

畫大致上可分為南北兩派。⋯⋯風格上的差異，全由於作家的民族

性與地域性的不同而形成的。⋯⋯至於繪畫上的用具，⋯⋯不過是

畫家由於自己理想或習慣上所決定的，⋯⋯在畫家，最重要的還是

美感經驗。⋯⋯引起的意識⋯⋯經過個人的藝術處理，其所表現的

美的效果，往往是不相同的。

文章中，他強調，「美的感情」、「美感經驗」才是藝術家所追求的。

至於繪畫用具，無論水墨或礦物彩，則是畫家根據自己的理想或習慣所選

擇的，並無優劣之別。文章結尾，他總結地說：「所謂藝術，不僅僅是自

然萬象的『再現』，而是以創造『形而上』的美感為貴，易言之：有生命

的流露，有思想的洋溢，這樣的作品才有永恆的價值」。

1955年《全民日報．民族報．經濟時報聯合版》「藝文天地」，從1

月17日至1月22日之間，開闢「現代國畫應走的路向」系列筆談會。受邀

參與筆談者，包括：代表官方要員的馬壽華（1893-1977）、藍蔭鼎（1903-

1979）；師大系統的黃君璧（1898-1991）、孫多慈（1913-1975）、施翠

峰、林玉山（1907-2004）；留日歸國的陳永森；政戰系統的梁又銘（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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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說他畫的是日本畫，不是水墨畫而攻擊他。本省畫家也在歡迎他的酒

上，因他講的話令人不爽憤而離席。」此件返臺時發生的插曲，見證這

天才型畫家，當時因為孤高自負性格，著實得罪了楊三郎（1907-1995）

其他本土老一輩畫家。

1954年6月12日，離臺前夕，陳永森於《中國一周》發表〈我的藝術

觀〉，說：

美術家是用造形藝術表現出「美」的感情的文化工作者。⋯⋯水

畫大致上可分為南北兩派。⋯⋯風格上的差異，全由於作家的民

性與地域性的不同而形成的。⋯⋯至於繪畫上的用具，⋯⋯不過

畫家由於自己理想或習慣上所決定的，⋯⋯在畫家，最重要的還

美感經驗。⋯⋯引起的意識⋯⋯經過個人的藝術處理，其所表現

美的效果，往往是不相同的。

文章中，他強調，「美的感情」、「美感經驗」才是藝術家所追求的

至於繪畫用具，無論水墨或礦物彩，則是畫家根據自己的理想或習慣所

擇的，並無優劣之別。文章結尾，他總結地說：「所謂藝術，不僅僅是

然萬象的『再現』，而是以創造『形而上』的美感為貴，易言之：有生

的流露，有思想的洋溢，這樣的作品才有永恆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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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何勇仁（1901-1987）等人。而後來撰文回應筆談會者，則有劉

國松（1932- ）、鷺英及盧雲生（1913-1968）等人。

1月17日的筆談會中，人在東京的陳永森，特地於1月5日寄回〈摒

棄浮光掠影的描寫，多作色彩的研究〉一文，對「現代國畫」該如

何「發揚光大」，提出他的看法。首先，他對國內畫家「尚以埋首臨摹

古畫為工作的唯一目標」，不以為然。其次，他認為，現代國畫家「對

於色彩的研究必須從頭做起」、「必須配合於科學上的光學論點」。最

後，他列舉現代國畫家應注意三項創作要點：一、「摒棄浮光掠影的描

寫法，而應以嚴肅的態度重視寫生」；二、「對於色彩感覺作深刻的研

究，然後表現在作品裡」；三、「反映時代性與歷史背景，以期適合現

代人的美的意識」。1月23日，劉國松則在同一份報紙發表〈國畫的彩

色問題—「本刊二次筆談會」〉一文，質疑陳永森的觀點，批評他反

陳永森於1955年1月17日發表

於《全民日報．民族報．經濟

時報聯合版》之文章〈摒棄浮

光掠影的描寫，多作色彩的研

究〉。

浮光掠影的描寫，多作色彩的研究〉一文，對 現代國畫」該如

「發揚光大」，提出他的看法。首先，他對國內畫家「尚以埋首臨摹

畫為工作的唯一目標」，不以為然。其次，他認為，現代國畫家「對

於色彩的研究必須從頭做起」、「必須配合於科學上的光學論點」。最

，他列舉現代國畫家應注意三項創作要點：一、「摒棄浮光掠影的描

法，而應以嚴肅的態度重視寫生」；二、「對於色彩感覺作深刻的研

，然後表現在作品裡」；三、「反映時代性與歷史背景，以期適合現

人的美的意識」。1月23日，劉國松則在同一份報紙發表〈國畫的彩

問題 「本刊二次筆談會」〉一文，質疑陳永森的觀點，批評他反

陳永森於1955年1月

於《全民日報．民族

時報聯合版》之文章

光掠影的描寫，多作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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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臨摹」的說法；並以中國文人畫對色彩的看法，闡明色彩並非國

畫創作的重心。針對劉國松的評論，1月30日，「圈外人」在《全民日

報．民族報．經濟時報聯合版》發表〈美學一元論的現代國畫〉，嘗試

從美學角度，整合筆談會兩派人馬對「寫實」與「寫意」在理念上的矛

盾與衝突。2月1日，鷺英也撰寫〈何必因噎廢食？—讀「國畫的彩色

問題」〉，指出劉國松對陳永森「寫生」、「臨摹」及「色彩的研究」

等觀點，有諸多誤解。這些筆戰多少都反映出，1950年代中期的戒嚴時

期，臺灣藝壇在「中國化」、「正統化」等意識形態的籠罩下，陳永森

所提的現代國畫（含括膠彩畫）見解，亦遭遇正反兩極的看待。

 1956年〈綠色裸婦〉遭下架
1955年10月，陳永森以〈鶴苑〉（P.91）獲得第11回日展特選及白壽

賞，並升格為無鑑查畫家。11月16日，裕仁天皇親臨會場參觀，並在會

議廳第二度接見與嘉勉陳永森。這種殊榮是絕無僅有的，他原本以為自

此就高枕無憂，往後可以自由地參加日展。不料，1956年第12回日展

送展的作品〈綠蔭〉（又稱〈綠色裸婦〉，P.93），因畫中裸女以綠色施

彩，遭老師兒玉希望質疑，

並要求陳永森修改顏色。但

堅守自我信念的陳永森不同

意，最後〈綠色裸婦〉被撤

下來。對這件無理且不公平

的事，陳永森感到憤憤不

平，師生關係幾乎陷入決裂

狀態。當時擔任日展營運會

理事，並與兒玉希望並稱

為「日展雙璧」的山口蓬

春，曾說：「陳永森君現

陳永森，〈白菜素心〉，

年代未詳，膠彩，

24×33cm。

從美學角度，整合筆談會兩派人馬對 寫實」與 寫意」在理念上的

盾與衝突。2月1日，鷺英也撰寫〈何必因噎廢食？ 讀「國畫的彩

問題」〉，指出劉國松對陳永森「寫生」、「臨摹」及「色彩的研究

等觀點，有諸多誤解。這些筆戰多少都反映出，1950年代中期的戒嚴

期，臺灣藝壇在「中國化」、「正統化」等意識形態的籠罩下，陳永

所提的現代國畫（含括膠彩畫）見解，亦遭遇正反兩極的看待。

1955年10月，陳永森以〈鶴苑〉（P.91）獲得第11回日展特選及白

賞，並升格為無鑑查畫家。11月16日，裕仁天皇親臨會場參觀，並在

議廳第二度接見與嘉勉陳永森。這種殊榮是絕無僅有的，他原本以為

此就高枕無憂，往後可以自由地參加日展。不料，1956年第12回日

送展的作品〈綠蔭〉（又稱〈綠色裸婦〉，P.93），因畫中裸女以綠色

彩，遭老師兒玉希望質疑

並要求陳永森修改顏色。

堅守自我信念的陳永森不

意，最後〈綠色裸婦〉被撤

下來。對這件無理且不公

的事，陳永森感到憤憤

〈白菜素心〉，

，膠彩，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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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山口蓬春（1893-1971）

山口蓬春 1893年出生於北海道。1923年東京美術學校日本畫科畢業。1926年獲得帝國美術院賞，1929年

擢升為帝展審查委員。1965年榮獲文化勳章，1969年受聘為日展顧問。其畫風為古典日本畫與現代西歐繪畫

的融合與折衷。曾於 1938、1939及

1941年來臺擔任府展審查委員。1940

年，他參與「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美術

展覽會」作品〈南島薄暮〉，即是以來

臺寫生所觀察的臺灣風土人物為題材之

創作。

山口蓬春參加1940年「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美術

展覽會」的作品〈南島薄暮〉（局部）。

陳永森，〈日本橋倒影〉，1958，膠彩、畫布，83×114cm。

【關鍵詞】山口蓬春（1893-1971）

山口蓬春 1893年出生於北海道。1923年東京美術學校日本畫科畢業。1926年獲得帝國美術院賞，1929

擢升為帝展審查委員。1965年榮獲文化勳章，1969年受聘為日展顧問。其畫風為古典日本畫與現代西歐繪

的融合與折衷。曾於 1938、1939及

1941年來臺擔任府展審查委員。1940

年，他參與「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美術

永森，〈日本橋倒影〉，1958，膠彩、畫布，83×11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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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雖有困難，不久將來盡量設法促成他為審查委員」。可見他的創作實

力，仍然是受到其他日展主流人士的支持與讚許。

日展中不懈的創作與返臺活動
雖經1956年〈綠色裸婦〉撤畫事件，陳永森並未因此而退縮，他

仍持續參加1957年第13回日展。1958年公辦日展改制為民營第1回「社

團法人日展」，陳永森

以〈木菟之夢〉入選。

之後，他幾乎年年都參

與「社團法人日展」。

1 9 6 9年「社團法人日

展」再度改革為「改組

日展」，陳永森則以〈輪

迴〉入選第1回「改組日

展」；直至1971年以〈幻

曲〉入選第3回「改組日

展」，方決定不再參與日

展系脈的活動。

1965年五十二歲的陳

永森再度返臺，展開為期

一週的中部橫貫公路寫生

之旅。他率領一行人從宜

蘭經蘇花公路，沿著東海

岸前往花蓮太魯閣，並將

一系列寫生草圖與寫生心

得發表於報紙專欄。行經

清水斷崖時，車子顛簸不

[下圖 ]

陳永森，

〈幻曲（海底人物）〉，

年代未詳，膠彩，

204×145cm，

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

[右頁圖 ] 

陳永森，〈木菟之夢〉，

1958，膠彩、畫布，

199×154cm。

雖經1956年〈綠色裸婦〉撤畫事件，陳永森並未因此而退縮，

仍持續參加1957年第13回日展。1958年公辦日展改制為民營第1回「

團法人日展」，陳永

以〈木菟之夢〉入選

之後，他幾乎年年都

與「社團法人日展」

1 9 6 9年「社團法人

展」再度改革為「改

日展」，陳永森則以〈

迴〉入選第1回「改組

展」；直至1971年以〈

曲〉入選第3回「改組

展」，方決定不再參與

展系脈的活動。

1965年五十二歲的

永森再度返臺，展開為

一週的中部橫貫公路寫

之旅。他率領一行人從

5cm，

博物館典藏。

〈木菟之夢〉，

彩、畫布，

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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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陳永森仍然手握粉蠟筆，迅速將窗外景色捕捉下來。旅程中他告訴

隨行畫家：「面對著大自然，我不得不動筆，大自然喚醒了酣睡中的靈

感，我不允許自己再怠惰下去」。又說：「能大、能小、能屈、能伸，

即是藝術家之生活」。透過現場的創作實踐，他啟發同行的藝術愛好者

與創作者，一起領悟、體會藝術、生活及生命的緊密性關係。

曾跟隨他到中橫寫生的學生林香心（1947-），1967年在《自立晚

報》發表〈師事陳永森先生寫生記〉。文中，她說：

先生以如被大自然的玄妙所催眠，如著魔般的，無論站著畫，甚

而跪著、蹲著均透過其靈活的手法，在畫面上盡取了自然美。此

真摯的精神近乎一種神聖不可侵之態度。⋯⋯證明了一個偉大的

藝術家不是一天可以造成的。

1970年春天，陳永森再度返臺進行環島寫生，林香心也跟隨他到阿

里山作畫。陳永森過世後，她在1998年發表〈憶陳永森老師〉一文於第

272期《藝術家》雜誌，追憶十八年前的往事。她說：

在阿里山之鹿林山莊，⋯⋯四周盡是雲霧白茫茫一片。當我們遺

憾不已時，只見陳先生不高的身影聳立在山頭，狀似祈求著，一

[左圖 ]

1965或1970年，陳永森帶著

他的「特徽」黃色小帽，在東

海岸清水斷崖旅行寫生時留

影。

[右圖 ]

林香心1998年發表於第272期

《藝術家》雜誌上的〈憶陳永

森老師〉一文及合照頁面。圖

片來源：藝術家出版社提供。

即是藝術家之生活」。透過現場的創作實踐，他啟發同行的藝術愛好

與創作者，一起領悟、體會藝術、生活及生命的緊密性關係。

曾跟隨他到中橫寫生的學生林香心（1947-），1967年在《自立

報》發表〈師事陳永森先生寫生記〉。文中，她說：

先生以如被大自然的玄妙所催眠，如著魔般的，無論站著畫，

而跪著、蹲著均透過其靈活的手法，在畫面上盡取了自然美。

真摯的精神近乎一種神聖不可侵之態度。⋯⋯證明了一個偉大

藝術家不是一天可以造成的。

1970年春天，陳永森再度返臺進行環島寫生，林香心也跟隨他到

里山作畫。陳永森過世後，她在1998年發表〈憶陳永森老師〉一文於

272期《藝術家》雜誌，追憶十八年前的往事。她說：

在阿里山之鹿林山莊，⋯⋯四周盡是雲霧白茫茫一片。當我們

憾不已時，只見陳先生不高的身影聳立在山頭，狀似祈求著，

970年，陳永森帶著

徽」黃色小帽，在東

水斷崖旅行寫生時留

98年發表於第272期

》雜誌上的〈憶陳永

一文及合照頁面。圖

藝術家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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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時間後，說也奇怪，雲霧均散，遠處玉山山頭日麗風清的綿延

整個山脈。在大家一片歡呼中，先生居然感動的趴在地上親吻大

地，那種純真、坦然的赤子之心，均表於外。

從隨行學生生動的描述中，我們似乎看到一位全心全意投入創作，

以及竭誠探索大自然之美與奧妙的藝術家之風範。

1967年4月陳永森返臺，並於4月18日至23日在臺灣省立博物館（今

國立臺灣博物館）舉行個展。開幕現場嘉賓雲集，包括：副總統嚴家

陳永森，〈蓬萊佳景繞仙居〉，

年代未詳，粉彩、紙，

 40×27.5cm，

圖片來源：

《流星畫集》No.143-30，

吳三連獎基金會收藏提供。

段時間後，說也奇怪，雲霧均散，遠處玉山山頭日麗風清的綿延

整個山脈。在大家一片歡呼中，先生居然感動的趴在地上親吻大

地，那種純真、坦然的赤子之心，均表於外。

陳永森，〈蓬萊佳景繞

年代未詳，粉彩、紙

 40×27.5cm，

圖片來源：

《流星畫集》No.143-

吳三連獎基金會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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淦（1905-1993）、總統府秘書長張

群（1889-1990）、吳三連、蔡培火、

藍蔭鼎、蒲添生（1912-1996）、廖繼

春、陳進等人，都蒞臨祝賀。5月5日

起，他又在高雄市議會中山堂開個

展。此次返臺，除了個展之外，他先

後在報端發表文章，闡述對國畫在臺

灣發展的想法。4月15日，他在《中華

日報》發表〈國畫的演進縱橫談〉；5

月5日，則撰寫〈中國畫之美感意識〉

上、下兩篇。6月18日，又應自立晚報

社之邀，在野柳、金山舉行「旅日畫

家陳永森蠟筆畫旅行寫生指導會」，

開放五十個名額讓學員參加。

1970年春天，陳永森返臺完成第

二度踏勘臺灣全島的寫生之旅，前後

踏訪了臺灣名勝三十五景，並完成全

島巡迴的寫生之旅。 1971年11月，他

於臺灣省立博物館舉辦第三次在臺

個展；同年12月，又於高雄市議會個

展。

1981年，陳永森從事丹青五十

年，又恰逢中華民國建國七十周年紀

念，蔡培火、吳三連及吳基福（1916-

1985，知名眼科醫師，也是陳永森太

太的哥哥），三人構想替陳永森爭取

在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回顧展。依據

館方規定，申請畫家必須送作品審

陳永森（中）與畫友藍蔭鼎（左）、郭東榮合影。

1970年春天，陳永森率團進行環島寫生之旅的路徑圖。

春、陳進等人，都蒞臨祝賀。5月5

起，他又在高雄市議會中山堂開個

展。此次返臺，除了個展之外，他

後在報端發表文章，闡述對國畫在

灣發展的想法。4月15日，他在《中

日報》發表〈國畫的演進縱橫談〉；

月5日，則撰寫〈中國畫之美感意識

上、下兩篇。6月18日，又應自立晚

社之邀，在野柳、金山舉行「旅日

家陳永森蠟筆畫旅行寫生指導會」

開放五十個名額讓學員參加。

1970年春天，陳永森返臺完成

二度踏勘臺灣全島的寫生之旅，前

踏訪了臺灣名勝三十五景，並完成

島巡迴的寫生之旅。 1971年11月，

於臺灣省立博物館舉辦第三次在

個展；同年12月，又於高雄市議會個

展。

1981年，陳永森從事丹青五

年，又恰逢中華民國建國七十周年

中）與畫友藍蔭鼎（左）、郭東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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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森，〈碧潭深淵〉，

1978，油彩、木板，

38.5×46.1cm，

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

陳永森，〈淡江麗日〉，

1981，油彩、畫布，

23×32cm。

陳永森，〈碧潭

1978，油彩、木

38.5×46.1cm，

國立臺灣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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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傲氣的陳永森獲知此事，斷然拒絕

送審；因為他認為臺灣無人有資格審查

他的畫作。後來，吳三連將自己收藏的

陳永森作品送至史博館，通過審查。10月

22日，「旅日畫家陳永森作品展」於史

博館國家畫廊正式開幕，並由國策顧問

蔡培火擔任致詞嘉賓。個展請柬上，蔡

培火、吳三連及吳基福三人聯合署名，

撰寫〈介紹畫家陳永森先生〉一文，寫

道：「潛心東西畫理之會通，匠心獨運，

卓然成一家。⋯⋯榮獲日本最高美術展特

選天皇獎，享譽國際藝壇」。而陳永森在

開幕式中，致詞說：「我雖然年已高邁，

但以藝術精神來講，還是抱著年輕人的氣

魄，⋯⋯這次畫展是披露我的真誠的態度

和藝術的信念，如果能被發現，我的一點

作風，更是我所期望的。」

1981年，六十八歲的陳永森，在睽違

十年後，第三度返臺，得以在國立歷史

博館國家畫廊舉行從畫五十周年的回顧

展，確實在臺灣畫壇造成一股不小的旋

風。國立歷史博物館創設於1955年12月4

日，是國民政府遷臺後開辦的第一所公立

博物館。1961年增建「國家畫廊」以來，

此國家級展廳，曾邀請諸多重量級藝術

家展覽過，例如：馬壽華、黃君璧、于右

任（1879-1964）、張大千（1899-1983）、

溥心畬（1896-1963）、吳炫三（1942-）、

陳永森作品送至史博館，通過審查。10

22日，「旅日畫家陳永森作品展」於

博館國家畫廊正式開幕，並由國策顧

蔡培火擔任致詞嘉賓。個展請柬上，

培火、吳三連及吳基福三人聯合署名

撰寫〈介紹畫家陳永森先生〉一文，

道：「潛心東西畫理之會通，匠心獨運

卓然成一家。⋯⋯榮獲日本最高美術展

選天皇獎，享譽國際藝壇」。而陳永森

開幕式中，致詞說：「我雖然年已高邁

但以藝術精神來講，還是抱著年輕人的

魄，⋯⋯這次畫展是披露我的真誠的態

和藝術的信念，如果能被發現，我的一

作風，更是我所期望的。」

1981年，六十八歲的陳永森，在睽違

十年後，第三度返臺，得以在國立歷

博館國家畫廊舉行從畫五十周年的回

展，確實在臺灣畫壇造成一股不小的

風。國立歷史博物館創設於1955年12月

日，是國民政府遷臺後開辦的第一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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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繼春、李澤藩（1907-1989）、傅狷夫（1910-

2007）、何懷碩（1941-）與董陽孜（1942-）等

人，都是在陳永森之前的展出者。根據國家

畫廊的規定：「非有卓越之創造精神與蔚然

成家之風格，絕不邀請展覽。」換言之，陳

永森此次以膠彩畫和油畫作品在國家畫廊展

出，見證他五十年來的創作成就，已獲得國

家的肯定。因此國內許多年輕輩藝術家，尤

其是膠彩畫創作者，不但透過展覽認識陳永

森的創作，並且對他「特立超逸」的創作風

格「競相觀摩」學習。

1981年，五位臺灣膠彩畫家，包括：黃

鷗波（1917-2003）、許深州（1918-2005）、

劉耕谷（1940-2006）、陳璽仁（1940-）、賴

添雲（1948-），在赴日參觀日展後，特地前

往南馬込拜訪陳永森。黃鷗波是幾個人當

中，最早在1965年中橫寫生之旅時，就已

認識陳永森。之後，他經常與陳永森書信往

返，討論詩文與繪畫創作。1981年之後，陳

永森開始和年輕一輩的劉耕谷、賴添雲保持

書信往返。1982年12月14日，陳永森以稍微

艱澀的「日本式講法」之中文，寫了封信回

覆賴添雲。信中除了提及二十年前即對臺灣

美術界抱持「不安而懷疑」的心情，並感嘆

臺灣藝術家「不能為文化而開拓，只顧自己

地位醉死夢生。」他也批評：「臺灣過去先

輩人們，⋯⋯他們都有比我具有優秀天分，

為何一至如此者，一半皆在先輩無氣力，不

1982年12月14日，陳永森寄給賴添雲之信函的信封與信函的第一

頁。圖片來源：賴添雲提供。

[左頁上圖 ]

1981年陳永森在國立歷史博物館個展與吳三連在會場中合影。

[左頁下二圖 ]

1981年10月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旅日畫家陳永森作品展」請柬的

正反面。圖片來源：吳三連獎基金會提供。

畫廊的規定： 非有卓越之創造精神與蔚然

成家之風格，絕不邀請展覽。」換言之，陳

永森此次以膠彩畫和油畫作品在國家畫廊展

出，見證他五十年來的創作成就，已獲得國

家的肯定。因此國內許多年輕輩藝術家，尤

其是膠彩畫創作者，不但透過展覽認識陳永

森的創作，並且對他「特立超逸」的創作風

格「競相觀摩」學習。

1981年，五位臺灣膠彩畫家，包括：黃

鷗波（1917-2003）、許深州（1918-2005）、

劉耕谷（1940-2006）、陳璽仁（1940-）、賴

添雲（1948-），在赴日參觀日展後，特地前

往南馬込拜訪陳永森。黃鷗波是幾個人當

中，最早在1965年中橫寫生之旅時，就已

認識陳永森。之後，他經常與陳永森書信往

返，討論詩文與繪畫創作。1981年之後，陳

永森開始和年輕一輩的劉耕谷、賴添雲保持

書信往返。1982年12月14日，陳永森以稍微

艱澀的「日本式講法」之中文，寫了封信回

覆賴添雲。信中除了提及二十年前即對臺灣

1982年12月14日，陳永森寄給賴添雲之信函的信封與信

頁。圖片來源：賴添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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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臨深履薄，成了無為終難免故步自

封。」信末，他回顧當年：「曾對

先輩人們曾有提及（寫生），受一

部人們返（反）對諦視。」信中，

他也勉勵具有藝術熱忱的賴添雲，

要「徹（澈）底寫生（不是寫形要有

生氣筆法）」，以探索「形而上」的

美感。

兩年後，陳永森於1984年5月23

日，再度寫信給賴添雲，隨函還寄贈

給他兩篇莊世和的文章：〈震撼日本

畫壇的陳永森〉（上）及〈陳永森訪問

記〉。信函中，陳永森表述自己「對

鄉土愛惜」，並鼓勵賴添雲等臺灣年

輕藝術家，「（提）振些勇氣信念，

具備不滅永恒的精神」，繼續努力精

進。所附〈陳永森訪問記〉中，莊世

和記載著：

他很關心臺灣美術的發展。他所知道的臺灣美術在「形式」上的

打扮面貌看來好像有點進步，其實已經無軌道的走下坡了，實在

令人寒心。在繪畫的創作上已經失去了「純粹美術」的本質，也

沒有自己的個性。繪畫不只是描繪地方異色！形式的搬上畫面就

好，必須有民族意識的繪畫性精神，所以必須挽救臺灣美術的創

造性，恢復正常的發展。

1980年代前期，臺灣中壯輩膠彩畫家、抽象畫家紛紛赴日拜訪陳永

森，真誠地向他請益，或與他在藝術創作上進行對話。這些事蹟顯示，

他的繪畫創作無論在形式上或精神內涵上，均對臺灣藝壇產生一定的啟

[上圖 ]

莊世和1984年5月7日發表於

《自立晚報》的文章〈陳永森訪

問記〉。圖片來源：賴添雲提供

剪報圖檔。

[下圖 ]

1984年5月23日，陳永森寄給賴

添雲之信的信封與函文。圖片來

源：賴添雲提供。

[右頁上圖 ]

許深州（左1）、黃鷗波（左2）

與陳永森、賴添雲（右1）攝於

1994年。

[右頁下圖 ]

約1984年，陳永森與其畫作

〈白鷺涉河塘〉合影，該作現典

藏於國立臺灣美術館。

部人們返（反）對諦視。」信中

他也勉勵具有藝術熱忱的賴添雲

要「徹（澈）底寫生（不是寫形要

生氣筆法）」，以探索「形而上」

美感。

兩年後，陳永森於1984年5月2

日，再度寫信給賴添雲，隨函還寄

給他兩篇莊世和的文章：〈震撼日

畫壇的陳永森〉（上）及〈陳永森訪

記〉。信函中，陳永森表述自己「

鄉土愛惜」，並鼓勵賴添雲等臺灣

輕藝術家，「（提）振些勇氣信念

具備不滅永恒的精神」，繼續努力

進。所附〈陳永森訪問記〉中，莊

和記載著：

他很關心臺灣美術的發展。他所知道的臺灣美術在「形式」上

打扮面貌看來好像有點進步，其實已經無軌道的走下坡了，實在

令人寒心。在繪畫的創作上已經失去了「純粹美術」的本質，

沒有自己的個性。繪畫不只是描繪地方異色！形式的搬上畫面

好，必須有民族意識的繪畫性精神，所以必須挽救臺灣美術的

984年5月7日發表於

報》的文章〈陳永森訪

圖片來源：賴添雲提供

。

月23日，陳永森寄給賴

的信封與函文。圖片來

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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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性與影響力。黃鷗波、許

深州、賴添雲等人，之後又

於1986、1994年兩度拜訪陳

永森。

陳永森在黃鷗波熱情的

邀約下，在1971年參與林之

助、林玉山、陳慧坤（1907-

2011）等人籌組創辦的「長

流畫會」。1990年「綠水畫

會」組成之後，黃鷗波也出

面邀請陳永森參與並擔任

顧問。綠水畫會第5屆、第

6屆、第7屆及第30屆畫展

時，陳永森都以顧問名義示

範性展出作品，激發了臺灣

年輕輩膠彩畫家對創新的熱

情。例如，曾兩次赴日拜訪

他的劉耕谷，以及省展常勝

軍趙世傳（1950-），兩人都

曾運用立體分析技法及鮮明

色彩，表現極具有現代感的

膠彩畫，均是受到陳永森在

觀念與表現風格上的啟示而

進行創新。    

1996年4月，高齡八十三

歲的陳永森中風。之後，

家人將其安頓於東京近郊

的「梅里養老院」。同年，

森。

陳永森在黃鷗波熱情的

約下，在1971年參與林之

、林玉山、陳慧坤（1907-

11）等人籌組創辦的「長

畫會」。1990年「綠水畫

」組成之後，黃鷗波也出

邀請陳永森參與並擔任

問。綠水畫會第5屆、第

屆、第7屆及第30屆畫展

，陳永森都以顧問名義示

性展出作品，激發了臺灣

輕輩膠彩畫家對創新的熱

。例如，曾兩次赴日拜訪

的劉耕谷，以及省展常勝

趙世傳（1950-），兩人都

運用立體分析技法及鮮明

彩，表現極具有現代感的

彩畫，均是受到陳永森在

念與表現風格上的啟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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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歷史博物館規劃隔年年底，將再度替他舉行大型回顧展。可惜陳永

森於1997年7月22日病逝於東京寓所，館方仍於12月11日在國家畫廊隆

重舉行「陳永森紀念展」開幕式，並出版《陳永森畫集》。

日本商業畫廊巡迴展
1971年以〈幻曲〉參加完最後一次日展後，陳永森從

1972年開始，即將創作發表的場域，從大型同人競賽展轉

為商業畫廊個展。陳永森在接受媒體訪談時，提到：「日

本美術的蓬勃發展，商業界與新聞界有很大貢獻。日本的

百貨公司都設有美術室，專供畫家展覽作品。⋯⋯而日本

新聞界也不斷闢出專欄介紹畫家及名畫。⋯⋯《讀賣新

聞》等大報社，經常與政府合作，⋯⋯邀請世界名畫到東

京展出，讓日本人民欣賞一流的好作品」。可見他對藉由

[左圖 ]

陳永森，〈菖蒲錦鯉〉，

年代未詳，膠彩、絹本，

43×51cm。

此作亦為顧問陳永森1997年

參加臺灣綠水畫會第7屆之作

品。

[左頁上圖 ]

第5屆綠水畫會展覽專輯中介

紹陳永森畫作〈瀑布〉。

陳永森，〈瀑布〉，

年代未詳，綜合媒材、紙本，

28.2×38.1cm，

圖片來源：長流美術館提供。

[左頁下左圖 ]

趙世傳，〈祈〉，2001，

膠彩、麻紙，145.5×116cm，

圖片來源：趙世傳提供。

[左頁下右圖 ]

劉耕谷參加第3屆「綠水畫會」

的1 9 2 2年膠彩畫作品〈蘊

力〉。

國立歷史博物於1997年底出

版的《陳永森畫集》封面。

立歷史博物館規劃隔年年底，將再度替他舉行大型回顧展。可惜陳永

於1997年7月22日病逝於東京寓所，館方仍於12月11日在國家畫廊隆

舉行「陳永森紀念展」開幕式，並出版《陳永森畫集》。

1971年以〈幻曲〉參加完最後一次日展後，陳永森從

72年開始，即將創作發表的場域，從大型同人競賽展轉

商業畫廊個展。陳永森在接受媒體訪談時，提到：「日

[左頁上圖 ]

第5屆綠水畫會展覽專

紹陳永森畫作〈瀑布〉

陳永森，〈瀑布〉，

年代未詳，綜合媒材

28.2×38.1cm，

圖片來源：長流美術館

[左頁下左圖 ]

趙世傳，〈祈〉，200

膠彩、麻紙，145.5×

圖片來源：趙世傳提供

[左頁下右圖 ]

劉耕谷參加第3屆「綠

的1 9 2 2年膠彩畫作

力〉。

國立歷史博物於199

版的《陳永森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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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與媒體業結合的行銷手法，抱持肯定

的態度；也認為商業畫廊的展出，能讓自

己的作品廣為大眾所觀賞。

1972年12月，大阪心齋橋美術畫廊

的個展，是他踏上商業畫廊展覽的第一

站。1973年5月，他先在北海道札幌市住

友生命大樓1階畫廊個展；10月，又於仙

臺市丸光5階畫廊個展。仙臺市畫展結束

後，一對不具名、熱愛藝術的父子來信。

信中說：「我們父子要努力把你所有的統

統吸收過來，以畫法來說，家父好像開始

把握到將來飛躍進步的基礎了，每天看好

幾次。」又說：「最後一個晚上，因你說

的，連向神都要反抗的激情，那一段話使

我心中流淚。」顯然地，走出都會型的日

展空間，轉向偏遠城鎮的商業畫廊，反而

讓陳永森能散播藝術種子，激發更多觀畫

者、愛畫者的美感意識，並擴展社會大眾

對創作意欲的覺醒。

之後，陳永森陸續在東京上野松阪

屋新館7階美術畫廊、東京中央區銀座同

和畫廊、東京新宿伊勢丹本館7階美術畫

廊、橫濱高島屋7階及6階美術畫廊，以

及東京中央區八重洲畫廊舉行個展，均

獲得極大的迴響。1984年11月，七十一歲的陳永森在八重洲畫廊所舉辦

的「物我兩忘─—陳永森書畫展」，藝評家福原哲郎撰寫〈陳永森的藝

術人生〉，提到二十多年前（1956）梅蘭芳（1894-1961）赴日演出，當

時陳永森就發願要以京劇作為創作的主題。此次個展中，福原哲郎特

[上圖 ]

1973年10月，陳永森在仙臺

個展時，陳永森與夫人吳楓錦

女士於丸光畫廊門口留影。

[下圖 ]

梅蘭芳在日本演出京劇《貴妃

醉酒》的劇照。

1972年12月，大阪心齋橋美術畫

的個展，是他踏上商業畫廊展覽的第

站。1973年5月，他先在北海道札幌市

友生命大樓1階畫廊個展；10月，又於

臺市丸光5階畫廊個展。仙臺市畫展結

後，一對不具名、熱愛藝術的父子來信

信中說：「我們父子要努力把你所有的

統吸收過來，以畫法來說，家父好像開

把握到將來飛躍進步的基礎了，每天看

幾次。」又說：「最後一個晚上，因你

的，連向神都要反抗的激情，那一段話

我心中流淚。」顯然地，走出都會型的

展空間，轉向偏遠城鎮的商業畫廊，反

讓陳永森能散播藝術種子，激發更多觀

者、愛畫者的美感意識，並擴展社會大

對創作意欲的覺醒。

之後，陳永森陸續在東京上野松

屋新館7階美術畫廊、東京中央區銀座

和畫廊、東京新宿伊勢丹本館7階美術

廊、橫濱高島屋7階及6階美術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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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梅蘭芳赴日演出

1919年及1924年梅蘭芳曾兩度赴日演出，在日本造成轟

動。1955年「昭和娛樂大師」松尾國三（1899-1984）遠赴

中國，邀請梅蘭芳劇團第三度赴日演出。終於，在1956年5

月26日至7月16日，由梅蘭芳出任總團長、歐陽予倩（1889-

1962）為副總團長，率領八十多人的「中國訪日京劇代表

團」搭機降落東京羽田機場，受到日本各界朋友及中國華僑

熱烈的歡迎。「中國訪日京劇代表團」先後在東京、大阪、

福岡、名古屋、京都、八幡等地訪問演出。當時京劇代表團

演出的劇碼包括：《霸王別姬》、《奇雙會》、《貴妃醉

酒》、《鬧天宮》、《將相和》及《天女散花》等。

別鍾愛〈貴妃醉酒〉（P.62）一作，他

說：「京劇的歷史及背景，味道在陳

永森畫伯來過濾，⋯⋯〈貴妃圖〉有

醉的感覺，但醉中有氣高的風格，傳

出美神的再現，⋯⋯其作品是陳永森

畫伯的代表作品，也可慶祝其新出發

點。」福原哲郎極為肯定陳永森在歷

經二十年的沉潛後，終於能以傳統京

劇主題，表現深厚的文化歷史意涵。

他對〈貴妃醉酒〉所傳達靜中帶動的

氣高風格，尤其讚嘆有加。

1985年春節，文學評論家小林盛

在看完陳永森八重洲畫廊的個展後，

發表〈我看陳永森詩書畫展有感〉評

論。他說：「詩書畫三十五大幅，件

件珠璣，弘揚中國傳統藝術精華，

為中日文化交流貢獻甚大。⋯⋯每

1956年，梅蘭芳訪日時與日本歌舞伎藝術家合

影。

陳永森，〈貴妃醉酒〉，1984，鉛筆、簽字筆、紙，114×89cm。

【關鍵詞】梅蘭芳赴日演出

1919年及1924年梅蘭芳曾兩度赴日演出，在日本造成轟

動。1955年「昭和娛樂大師」松尾國三（1899-1984）遠赴

中國，邀請梅蘭芳劇團第三度赴日演出。終於，在1956年5

月26日至7月16日，由梅蘭芳出任總團長、歐陽予倩（1889-

1962）為副總團長 率領八十多人的「中國訪日京劇代表

的感覺，但醉中有氣高的風格，傳

美神的再現，⋯⋯其作品是陳永森

伯的代表作品，也可慶祝其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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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春節，文學評論家小林盛

看完陳永森八重洲畫廊的個展後，

表〈我看陳永森詩書畫展有感〉評

。他說：「詩書畫三十五大幅，件

珠璣，弘揚中國傳統藝術精華，

中日文化交流貢獻甚大。⋯⋯每 陳永森，〈貴妃醉酒〉，1984，鉛筆、簽字筆、紙，114×8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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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之畫展⋯⋯都感覺有新穎而鮮麗富有魅力作風，為日本畫界開拓前

途。」評論文中，小林特別稱讚陳永森，能追溯中國傳統的佛像藝術，

並以〈四天調五龍〉等佛像畫為例，讚揚他筆法「勇壯威振」，生動地

描繪出四大天王「幽玄與精靈」的氣勢。

實踐「中日文化交流」的「藝苑人生」理想
望月春江（1893-1979）在陳永森尚未獲頒特選白壽賞之前，曾寫信

鼓勵他，說：

（陳君）在日本畫的發表，連年都非常的傑出，從作品裡可窺見

日本畫家所不能見到的異彩，陳君能獲得特選是指日可待的。日

本以藝術作品為親善的手段，陳君向來意以此為心願逐步付之實

陳永森，〈四天調五龍〉，

2000，膠彩、紙，

170×250cm。

[左頁圖 ]

陳永森，〈貴妃醉酒〉，

1984，膠彩、撒金紙，

113×8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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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膠彩、撒金

113×8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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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是值得可喜的事。本人很樂意的期待陳君⋯⋯能在作品上，

更在臺日親善方面結出美麗的果實。

望月在信中特別指出，他殷盼出身臺灣的陳永森，能以藝術創作

為媒介，架起中（指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日文化親善交流的橋梁。而

1953年11月，陳永森以〈山莊〉榮獲第9回日展白壽賞，在晉見裕仁天皇

時，他在天皇及大批媒體記者前，強調「中國畫、日本畫、西洋畫我都

會，我想透過藝術，謀求東西文化的交流，和中日藝術的調和。」

在羈旅日本鑽研藝術二十年後，除了專注於各種類型的美術創作，

陳永森也將東西文化交流及中日藝術的融和，視為一生努力的目標。

之後，從1972年開始的每一次個展，他另稱之為「中日文化交流」展。

1985年小林盛在〈我看陳永森詩書畫展有感〉一文中，也說他：「五十

年來已舉辦過三十七次以中日文化交流展之個展，⋯⋯他在日本畫壇奮

鬥之經過，為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鞭為國爭光之功績，⋯⋯真是可欽可

佩，值得後一代青年畫家之借鏡。」

望月春江寫給陳永森的信函。

圖片來源：吳三連獎基金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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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三連獎基金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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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春節時，陳永森在自宅畫室「吳橋廬」完成一篇專文〈五千

年來美術文化的演進縱橫談〉，回溯中國五千年藝術，談論從新石器時

代至民國建立的藝術發展歷史。文章結語中，他說：

自孫文先哲建立了民族新國家⋯⋯，許多羈絆的因習都要改換新

生面以來，東西文化交流激動了國人，除了擷取西方長處的精

英，滲入於我國固有精神涵養中，⋯⋯為國畫前途開闢出更光輝

的藝術。⋯⋯使自然界幻妙融通發揮於筆墨之中，創造了精靈勇

往直前，才能樹立了永恆的民族藝術於國際上，即能使國畫並臺

灣美術光芒永存於後世。

這種始終以東西、中日文化交流為己任，希冀開闢出更光輝的國畫

藝術新途徑，可說是從1950年代開始，陳永森即念茲在茲、任重道遠的

藝術使命。

陳永森長年在日本的創作生涯，雖曾榮獲兩次日展白壽賞，一次特

選，並兩度晉見天皇，可謂成就斐然。但因個性倔強堅忍，在異鄉日本

「日中文化交流畫展」陳永森

歡迎會中，陳永森夫婦兩人與

主持人（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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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美術光芒永存於後世。

「日中文化交流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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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壇的發展，備嘗艱辛、冷暖自知。但在藝術創新的領域，他卻是永不

妥協、永不退縮。他在1985年以泥金書寫〈藝苑〉一文，寫道：

天上藝苑的美景，人間罕見。想做一個園丁，安頓了我的塵心俗

念，乘長風踏進玉闕！那美景，果不虛傳，繽紛色彩，奇幻的堂

奧，刺激了我眼花撩亂。我慢慢地徘徊，仔細體念，求得了奧秘

的真理！好似餟飲了美神，頰上酒窩中漿，為了永恆的生命，又

何懼於晚上殞滅。

這樣繽紛奇幻的天上美景，正是陳永森一生不斷挑戰自我極限，致

力於中日文化交流，探索「藝苑人生」的最佳寫照。

陳永森，〈藝苑〉（行書條幅），

1985，泥金、紙本，

31.5×40.5cm。

[左頁圖 ]

陳永森，〈行書藝苑偶想〉，

1977，水墨、紙，

108×78cm。

壇的發展，備嘗艱辛、冷暖自知。但在藝術創新的領域，他卻是永不

協、永不退縮。他在1985年以泥金書寫〈藝苑〉一文，寫道：

天上藝苑的美景，人間罕見。想做一個園丁，安頓了我的塵心俗

念，乘長風踏進玉闕！那美景，果不虛傳，繽紛色彩，奇幻的堂

奧，刺激了我眼花撩亂。我慢慢地徘徊，仔細體念，求得了奧秘

陳永森，〈藝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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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森，〈行書藝苑偶

1977，水墨、紙，

108×78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