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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戰後公費時期的師範校院，學生在完成學校課程「結業」時，往

往要到中、小學實習一年，期滿及格之後才算正式「畢業」。因

此梁秀中在臺灣師大藝術系完成四年的學業之際，正式的說法是

「結業」；在系上擔任實習助教一年期滿後，才算正式畢業。由

於她任助教一年中表現績優的緣故，因而第二年（1960）8月，

獲系上正式聘為「助教」。

大學教職的歷練

[本頁圖 ]   1970年代，梁秀中任教師大時於素描教室留影。

[左頁圖 ]   梁秀中，〈戲獅〉（局部），1974，紙本設色，100×5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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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時期的成長
舊制的大專院校教師分成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四個等級，講

師以上的教師可以授課，至於助教等級，除了得在專科學校的五專前三

學年（比照高中、高職學級）授課之外，基本上以擔任系上繁瑣的行政

工作為主。臺師大藝術系屬大學體制，因此梁秀中擔任助教期間，完全

處理行政業務而未授課。

助教之工作類同於職員，甚至更為

瑣碎。除了固定之行政業務之外，還需

秉承系主任隨時交辦事項，甚至還得協

助資深教授收整學生繳交之作業等。敬

業而細心的梁秀中對於這些瑣事的處理

都相當得體而樂意。比較特殊的是，身

分特殊而備受尊重的溥心畬教授，當年

雖是飽學之士，但在日常生活中卻相當

離譜。據說除了穿衣服扣錯鈕扣，穿鞋

襪有時也會左右不同，甚至忘了穿襪子。而且往往忘記授課時間點，甚

至在校園迷路忘了怎麼回家等。有人認為是他早年舊王孫身分被服侍慣

了，因而缺乏自理生活之能力；更有人認為他因改朝換代，又逢亂世而

故意裝糊塗所致。因此臺師大藝術系每逢溥心畬上課時，都會派專人接

送。與梁秀中同班的王家誠（1932-2012，前國立臺南師院教授）在2002

年出版的《溥心畬傳》一書中如此寫道：

當年（1959）9月下旬，一個新學年開始。剛從師大藝術系畢業，

留系擔任助教的梁秀中，接下前往臨沂街迎請溥心畬到校上課的

任務。

出乎意料之外地，梁秀中這項任務輕鬆順利。往往一到寒玉堂，

心畬早已著上長袍準備出發，只要幫他找老花眼鏡和煙嘴就可以

步出玄關，隨即坐上秀中僱來的三輪車，向師大緩緩而行。

梁秀中於課堂中指導學生素

描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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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中指導學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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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不忘稱讚三隻泰國猿的乖巧，說猿性類君子，善解人意，猴

性則近小人。秀中暗忖父親梁中銘一生擅於畫猴，敢情畫的盡

是「小人」；這話可不能讓父親知道。而心畬卻由衷欣賞梁中銘

一幅頭戴破斗笠，穿簑衣的牧童。

為了酬謝她的接送，心畬隔不久會以手拓的魚、古瓦或小幅對聯

為贈。

到校授課時，心畬一反往昔，很少抱怨學校課程不當，或數落總

統無用才雅量，無論講解、示範，都顯得妙趣橫生，條理分明。

除了接送上、下課之外，還須為老師準備墨、硯、茶，尤其溥心畬

習慣盤腿坐著上課，因此要特地為他準備一張坐得舒適的大凳子。隔一

甲子以上，迄今梁秀中依然記得到溥老師家中接他時，要幫忙準備很多

東西，如幫老師買「新樂園」牌子香菸、帶煙嘴、找老花眼鏡等物品，

然後出發前要大聲說：「老師我們去上課啦！」上課時，則隨侍在旁幫

忙磨墨，天氣熱時還幫老師搧扇子，讓溥老師頗為開心。心情一好，就

隨手寫寫畫畫贈送同學、助教，卻無鈐印，蓋因當年其印章皆由溥夫人

李墨雲女士掌管，如有人拿其字畫到溥家鈐印，夫人每鈐一個印就要索

價五百元。不過梁秀中任助教期間，由於讓溥老深感滿意，因而獲贈一

幅對聯作品。

助教時期的梁秀中，除

了尊師敬長，觀察細膩而牢

記師長的需求之外，對於系內

的學弟妹們，也是隨和親切而

富於同理心。彭宇薰所撰《逆

境激流：林惺嶽傳》裡頭提到

了一件往事：當年大三的林惺

嶽買不起油畫顏料，意圖以

不透明水彩當油彩來畫。系

2022年，梁秀中攝於自宅。

左右字幅為溥心畬贈予之對

聯，中間畫作是與父親梁中銘

合繪的作品〈水牛〉。圖片來

源：王庭玫攝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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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五百元。不過梁秀中任助教期間，由於讓溥老深感滿意，因而獲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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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時期的梁秀中，除

了尊師敬長，觀察細膩而牢

記師長的需求之外，對於系內

的學弟妹們，也是隨和親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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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時一向要求學生背誦其自創「水彩、水彩，有

水有彩⋯⋯」水彩經的馬白水老師，看了很不以

為然而無法接受，自然無法得獎。當時由外國駐

臺使節夫人所組成的「國際婦女會」，舉辦了一

個獎金高達一千元的美術比賽。然而系上規定只

有在系展中得過前三名獎項的人，才可報名參加

校外競賽。系展未得獎的林惺嶽因此跑去和助教

梁秀中商量，梁助教對林惺嶽向來很友善，不多

說的蓋了系戳讓林惺嶽報名參賽，但言明如果他

得獎就算了，沒得獎的話就不要把幫忙之事張揚

於外。結果那次的比賽林惺嶽獲得了第一名。或

許由於其結果是為系上爭光，加上梁秀中在系上

師生中的好人緣所致，因此蓋系戳之事遂不了了

之。甚至翌年林惺嶽再度榮獲國際婦女會水彩組

競賽第一名之後，系上老師也敞開心胸，接納了

這類畫風而榮獲畢業展之第一名佳績。這件事不

但可以顯示出梁秀中之隨和而富於同理心，而且

對大學時期的林惺嶽產生不小的激勵作用。

助教時期的梁秀中，不以打雜為苦，而樂

於在師長旁協助、見習，每年系上舉辦的春季

旅行活動，以至於莫大元老師的教學參訪之行政

聯繫等，她都積極參與，從做中學。對於系務規

劃、運作等細節，都有深入了解。這段助教時期

的歷練，為其日後擔任行政主管職務奠定了踏實

的基礎。此外，她在擔任助教及講師期間，長期

協辦系務，經常往各處室虛心請益、溝通業務，

因而與不少行政主管及行政人員建立不錯之互動

關係，對其日後擔任系、所主管的業務溝通，以

1963年，梁秀中與林惺嶽（左）、余秉中（右）合影於野柳海邊。

約 1969年，梁秀中與先生及三個孩子的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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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活動，以至於莫大元老師的教學參訪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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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重點的掌握方面，無疑助益頗

多。

從實習助教、助教，以至

升等為講師以前的這段時期，

她從新婚少婦，隨著長子方

子元（ 1 9 6 1 -）和次子方麒舜

（1962-）之相繼誕生，而升格

成為人母角色，自然也帶動其繪

畫題材的改變，最為明顯之處，

開始對於「親情」主題詮釋作品

的陸續出現。她曾在接受黃姿尹

訪問時提到：「人一生過程有很

多受外界影響，我喜歡畫親情是

因為我自己有小孩子了、當媽媽

了。」  這種「生兒育女方體父母

恩」之心境，可以理解成支撐其創

作「親情」系列的源源不斷之動力

所在。然而檢視其早期的親情畫

作，則最早出現於其長子出世一年

半以前的〈母親五十肖像〉。

〈母親五十肖像〉，畫於1959

年中秋後三日，也是她剛從大學結

業留系擔任助教一兩個月左右，取

材於太夫人坐在籐椅上在燈下為家

人織打毛線圍巾的神情。畫面以

穩定性極高的三角形構圖營造安

定、溫馨的感覺。太夫人穿戴整

齊，似乎是為慶祝五十歲生日所 梁秀中，〈母親五十肖像〉，1959，彩墨、礬宣，75×38cm，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等為講師以前的這段時期，

從新婚少婦，隨著長子方

元（ 1 9 6 1 -）和次子方麒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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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情」系列的源源不斷之動力

在。然而檢視其早期的親情畫

，則最早出現於其長子出世一年

以前的〈母親五十肖像〉。

〈母親五十肖像〉，畫於1959

中秋後三日，也是她剛從大學結

留系擔任助教一兩個月左右，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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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打扮，其神態雍容優雅，坐姿端莊自然，相當典雅而富書卷氣，可

以看出與女兒極為親近的血緣關係之氣質。人物造形和姿態均甚嚴謹，

打毛線的雙手動作，以及專注之神情

也都相當傳神，隱約透露出太夫人心

繫家人的偉大母愛之親情，足以展現

出其紮實的素描功力及解剖學素養，

藍色的旗袍外罩橙黃色的唐裝外套，

其色彩之互補尤其產生畫龍點睛的醒

提作用。全畫筆線勻整而富有彈性，

優雅而自然，親情洋溢。這件作品已

然成功地消融內化其師學和家學之影

響，幾乎看不出臺師大教授，以及梁

氏三傑畫風之影子，堪稱是梁秀中早

期重要代表作之一。

1961年和1962年，其長子和次子

相繼出生，初為人母的喜悅，促使她

將兒子納入畫中，同時也將親情的描

繪，擴展到祖孫之情、兄（姊）弟之

情、天倫之樂的場景。

1961年冬天，〈元兒〉一式兩件小

品係以其長子為主題。其一畫長子坐

著低頭伸手撥弄玩具鋼琴，另一則畫

身為人母的自己，懷抱著元兒逗玩，

一副「有子萬事足」的神情。這兩件

小品主要運用水墨筆線的表現機能，

勾繪而不藉助於西畫的光影烘染手

法。華人古代畫家純用傳統線描手法

畫嬰兒孩童，容易出現徐悲鴻（1895-

[下二圖 ] 

梁秀中，〈元兒〉，1961，

水墨、紙，35×34cm。

也都相當傳神，隱約透露出太夫人

繫家人的偉大母愛之親情，足以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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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色的旗袍外罩橙黃色的唐裝外套

其色彩之互補尤其產生畫龍點睛的

提作用。全畫筆線勻整而富有彈性

優雅而自然，親情洋溢。這件作品

然成功地消融內化其師學和家學之

響，幾乎看不出臺師大教授，以及

氏三傑畫風之影子，堪稱是梁秀中

期重要代表作之一。

1961年和1962年，其長子和次

相繼出生，初為人母的喜悅，促使

將兒子納入畫中，同時也將親情的

繪，擴展到祖孫之情、兄（姊）弟

情、天倫之樂的場景。

1961年冬天，〈元兒〉一式兩件

品係以其長子為主題。其一畫長子

著低頭伸手撥弄玩具鋼琴，另一則

身為人母的自己，懷抱著元兒逗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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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所譏：「無論童子，

一笑就老；無論少艾，攢眉

即醜。」之毛病。畫中母親

頗為時尚的髮式，以小寫

意手法畫得相當得心應手

而且自然流暢，展現出男

性畫家所較不擅長的女性

特質。這兩件小品，由於

造形掌握頗為精準，加以

其線條之概括能力已趨得

心應手之故，因而顯得頗

為自然而優質，並未出現

徐悲鴻所顧慮之弊病，且

達形神兼備之境地。也顯

見梁氏當時已具扎實的素

描基礎及解剖學素養，同

時也能將上述素養內化為

水墨畫線描的表現功力。

在其成功的特寫家

人之同時，接著又更進一

步地嘗試以造境方式，構

想一些溫馨的家人相處之

畫面，配以山水（風景）

場景。1961年所畫的〈綠

楊煙〉，完成時間與〈元

兒〉相近，畫中祖父帶著

孫兒漫步途經塘邊的柳蔭

小徑準備出外放牛。祖、 梁秀中，〈綠楊煙〉，1961，彩墨、紙，90×48cm。

為時尚的髮式，以小寫

手法畫得相當得心應手

且自然流暢，展現出男

畫家所較不擅長的女性

質。這兩件小品，由於

形掌握頗為精準，加以

線條之概括能力已趨得

應手之故，因而顯得頗

自然而優質，並未出現

悲鴻所顧慮之弊病，且

形神兼備之境地。也顯

梁氏當時已具扎實的素

基礎及解剖學素養，同

也能將上述素養內化為

墨畫線描的表現功力。

在其成功的特寫家

之同時，接著又更進一

地嘗試以造境方式，構

一些溫馨的家人相處之

面，配以山水（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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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皆著民初莊稼人服飾，祖父一手持著旱煙管，另手執著韁繩，悠閒地

走在前頭，孫兒跨騎於祖父所牽的母牛背上，並轉身回頭以楊柳枝逗弄

跟隨在最後面的小牛，祖、孫和母牛、小牛之間聯結成頗為溫馨而有趣

的呼應關係。畫中人物雖屬意想，但造形頗為嚴謹；牛的畫法也似乎刻

意避開她從小耳濡目染所習見的父親（中銘先生擅長畫牛）小寫意水牛

畫風，而採取與畫面呈現統調的宋畫畫法；至於配景的山水畫風，則主

要透過其師承的吳詠香、金勤伯的北宗山水畫風，進而聯結南宋和明代

院畫系統。

1962年的〈天倫樂〉，畫祖母和媽媽於

田邊樹下含飴弄孫之溫馨畫面，接近中央坐

於竹椅的祖母，笑容可掬，身體前傾並伸開

雙手，似乎召喚著坐在地上的孫兒：「過

來，阿嬤抱抱！」，站在小孫兒後面的小姊

姊也傾身低頭，似乎催促小弟回應祖母的召

喚，其間之呼應關係相當生動；左下方的媽

媽坐在竹椅上低頭專注織打毛線，似用眼睛

餘光一邊照顧著竹製嬰兒車內的小嬰兒。

右下角點綴著倒置的竹椅、小水桶和小鏟

子在畫面中發揮平衡作用。配景與〈綠楊

煙〉（P.47）相近，同樣屬南宋和明代院畫體系

而略顯拘謹；唯人物畫之比重更高，完全主

導整個畫面的重心，也頗能詮釋畫面的主題

氛圍。當年梁秀中又添次子，〈天倫樂〉畫

中坐在地上的幼兒年齡近於長子，嬰兒車內

的嬰兒則近於次子，有兩個兒子當母本，使

得梁秀中畫起幼兒來格外生動傳神。

前述幾件作品，顯見梁秀中擔任助教

的最初幾年，極力追求跳脫家學和師學的藩

梁秀中，〈天倫樂〉，1962，

彩墨、絹，66×43cm。

的呼應關係。畫中人物雖屬意想，但造形頗為嚴謹；牛的畫法也似乎

意避開她從小耳濡目染所習見的父親（中銘先生擅長畫牛）小寫意水

畫風，而採取與畫面呈現統調的宋畫畫法；至於配景的山水畫風，則

要透過其師承的吳詠香、金勤伯的北宗山水畫風，進而聯結南宋和明

院畫系統。

1962年的〈天倫樂〉，畫祖母和媽媽

田邊樹下含飴弄孫之溫馨畫面，接近中央

於竹椅的祖母，笑容可掬，身體前傾並伸

雙手，似乎召喚著坐在地上的孫兒：「

來，阿嬤抱抱！」，站在小孫兒後面的小

姊也傾身低頭，似乎催促小弟回應祖母的

喚，其間之呼應關係相當生動；左下方的

媽坐在竹椅上低頭專注織打毛線，似用眼

餘光一邊照顧著竹製嬰兒車內的小嬰兒

右下角點綴著倒置的竹椅、小水桶和小

子在畫面中發揮平衡作用。配景與〈綠

煙〉（P.47）相近，同樣屬南宋和明代院畫體

而略顯拘謹；唯人物畫之比重更高，完全

導整個畫面的重心，也頗能詮釋畫面的主題

氛圍。當年梁秀中又添次子，〈天倫樂〉

〈天倫樂〉，1962，

，66×4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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籬，多以造形嚴謹的工筆填彩畫風，繪寫生活化的時裝人物。然而在墨

韻的發揮上，則顯得比較有限。

〈嬉羊圖〉畫於1963年冬天，梁氏也以兩個孩子作母本寫入畫中，

柳蔭下小哥哥手持草料餵羊，弟弟又喜又怯地躲在哥哥身後探頭觀望，

兄弟二人和餵食的山羊之間形成生動的呼應關係，也洋溢著天真的兄弟

情，遠處點綴雙羊低頭吃草，更增加景深效果。此畫筆墨漸趨奔放，在

墨韻以及用水方面更能得心應手地發揮。其山羊畫法很容易讓人聯想到

以水墨畫羊享譽畫壇的又銘伯父，雖然她的山羊畫得比較含蓄而內斂，

不過仍然顯現出，在面臨突破筆墨表現之瓶

頸時，潛藏於其意識中的家學養分，仍然具

相當程度的借鑑和運用。

除了親情系列之外，長久以來受到父

親「一枝鉛筆走天下」（鄧國清語）的隨時

隨地速寫習慣的感染，也常隨時在臺灣各地

旅程中，頗為用心的以畫筆來記錄這塊土地

的人文風情。戰後初期國畫部風格主要可分

成兩大系統：其中大多數的評審委員以及不

少參展畫家之畫風，係延續日治時期臺、府

展東洋畫部體系，以膠彩畫為主流的生活化

工筆重彩寫生畫風，講究造形的嚴謹和色彩

的運用，這一系統多屬臺籍前輩畫家。此

外，在中央政府遷臺前後，大量中原畫家薈

萃臺灣地區，為傳統水墨畫播種、傳薪，重

視筆墨和意境，講究文人品味的畫風；就題

材方面而論，以山水畫最多，人物畫次之，

花鳥畫較少。由於這兩類畫風之鑑賞品味規

準頗有落差，並且在國畫部裡面爭取同一部

門的獎項，因此曾發展出一段「正統國畫之

梁秀中，〈嬉羊圖〉，1963，

彩墨、紙，90×50cm。

蔭下小哥哥手持草料餵羊，弟弟又喜又怯地躲在哥哥身後探頭觀望，

弟二人和餵食的山羊之間形成生動的呼應關係，也洋溢著天真的兄弟

，遠處點綴雙羊低頭吃草，更增加景深效果。此畫筆墨漸趨奔放，在

韻以及用水方面更能得心應手地發揮。其山羊畫法很容易讓人聯想到

水墨畫羊享譽畫壇的又銘伯父，雖然她的山羊畫得比較含蓄而內斂，

過仍然顯現出，在面臨突破筆墨表現之瓶

時，潛藏於其意識中的家學養分，仍然具

當程度的借鑑和運用。

除了親情系列之外，長久以來受到父

「一枝鉛筆走天下」（鄧國清語）的隨時

地速寫習慣的感染，也常隨時在臺灣各地

程中，頗為用心的以畫筆來記錄這塊土地

人文風情。戰後初期國畫部風格主要可分

兩大系統：其中大多數的評審委員以及不

參展畫家之畫風，係延續日治時期臺、府

東洋畫部體系，以膠彩畫為主流的生活化

筆重彩寫生畫風，講究造形的嚴謹和色彩

運用，這一系統多屬臺籍前輩畫家。此

，在中央政府遷臺前後，大量中原畫家薈

臺灣地區，為傳統水墨畫播種、傳薪，重

梁秀中，〈嬉羊圖〉，

彩墨、紙，90×5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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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為了平息這種爭論，遂從全省美展國畫部開始

設國畫第一部、國畫第二部（東洋畫），分開評審，各取前三名。1963

年12月，梁秀中取材於宜蘭頭城海濱漁家網魚景象的〈頭城漁父〉，榮

獲第18屆全省美展國畫第一部第一獎（第二部第一獎則為謝峰生的〈黃

昏陋屋〉），開創戰後水墨畫家在臺灣省展以人物畫獲得首獎之先例。

檢視該屆省展畫刊所收錄的國畫作品，幾乎盡屬疏離生活的傳統國畫，

相形之下，〈頭城漁父〉格外顯得生活化而貼近土地。時值颱風將至，

兩個漁夫站立海面、抓緊時間以網罟專注地撈捕魚苗，海面浪潮翻湧，

遠天濃雲密布。這幅畫捕捉了漁家為養家活口而與天候爭時間，與浪潮

搏鬥的人文關懷之畫面。仍展現其一貫優雅的筆墨特質。生活化取材當

中，臺灣畫壇的鄉土風興起於1970年代中期，梁秀中的〈頭城漁父〉或

可稱得上是鄉土畫風的先行者之一。此外，在省展的權威性仍然很高的

當時，她能一舉榮獲國畫部首獎，因而讓她榮登國內畫壇之檯面而備受

矚目，稱得上是一戰成名之作。

[右頁上圖 ] 

梁秀中雙鉤白描寫生稿〈百合

花〉。

[右頁下圖 ] 

梁秀中，〈洋蘭〉，1957，

彩墨、紙，31×25cm。

[左圖 ] 

梁秀中，〈頭城漁父〉，1963，

紙本設色，90×48cm。

[右圖 ] 

1963年，前省主席黃杰（左）

觀賞梁秀中的得獎作品〈頭城

漁父〉。

獲第18屆全省美展國畫第一部第一獎（第二部第一獎則為謝峰生的〈

昏陋屋〉），開創戰後水墨畫家在臺灣省展以人物畫獲得首獎之先例

檢視該屆省展畫刊所收錄的國畫作品，幾乎盡屬疏離生活的傳統國畫

相形之下，〈頭城漁父〉格外顯得生活化而貼近土地。時值颱風將至

兩個漁夫站立海面、抓緊時間以網罟專注地撈捕魚苗，海面浪潮翻湧

遠天濃雲密布。這幅畫捕捉了漁家為養家活口而與天候爭時間，與浪

搏鬥的人文關懷之畫面。仍展現其一貫優雅的筆墨特質。生活化取材

中，臺灣畫壇的鄉土風興起於1970年代中期，梁秀中的〈頭城漁父〉

可稱得上是鄉土畫風的先行者之一。此外，在省展的權威性仍然很高

當時，她能一舉榮獲國畫部首獎，因而讓她榮登國內畫壇之檯面而備

矚目，稱得上是一戰成名之作。

〈頭城漁父〉，1963，

，90×48cm。

前省主席黃杰（左）

中的得獎作品〈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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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相長的畫藝精進
緊接著省展第一名的榮耀，過幾個月

後，她以《中西美術史蹟之比較研究》一書

通過升等為講師。成為講師以後，雖仍義務

幫忙系務，但就開始必須上臺授課。

當時林玉山老師有意將一年級的國畫花

卉課讓給她上，雖然大學時期曾在金勤伯、

吳詠香老師的課堂上，學過工筆和沒骨花鳥

畫，大三暑假甚至也還專程到邵幼軒畫室中

學習小寫意花鳥畫。不過當她面臨要承接以

寫生花鳥、走獸馳名畫壇的林玉山老師的花

卉課，一時之間頗感壓力沉重。為求慎重起

見，於是商請林老師准許她先隨班觀摩其教

學一年，等第二年再接下這門課。個性寬厚

隨和的林玉山自然爽快地答應，從此梁秀中

才正式觀摩、學習林玉山的創作和教學的

過程，補足了大學時期未能接受其指導的缺

憾。

由於花卉課教學之需要，因而讓她開始

下功夫以雙鉤白描之手法，用心觀察寫生各

式花卉，目前她仍保存著〈百合花〉、〈洋

蘭〉、〈芙蓉花〉等數百幅折枝花卉白描寫生

畫稿，其中部分還略施暈染，其造形嚴謹而

細膩優雅，顯現初期觀察之深刻，態度之嚴

謹，以及線條之勻整而工韻兼備，顯然林玉

山嚴謹而深入的寫生觀察的作畫態度對她頗

有啟發。其中不少優質畫稿，只要賦彩並補

，她以《中西美術史蹟之比較研究》一書

過升等為講師。成為講師以後，雖仍義務

忙系務，但就開始必須上臺授課。

當時林玉山老師有意將一年級的國畫花

課讓給她上，雖然大學時期曾在金勤伯、

詠香老師的課堂上，學過工筆和沒骨花鳥

，大三暑假甚至也還專程到邵幼軒畫室中

習小寫意花鳥畫。不過當她面臨要承接以

生花鳥、走獸馳名畫壇的林玉山老師的花

課，一時之間頗感壓力沉重。為求慎重起

，於是商請林老師准許她先隨班觀摩其教

一年，等第二年再接下這門課。個性寬厚

和的林玉山自然爽快地答應，從此梁秀中

正式觀摩、學習林玉山的創作和教學的

程，補足了大學時期未能接受其指導的缺

。

由於花卉課教學之需要，因而讓她開始

功夫以雙鉤白描之手法，用心觀察寫生各

花卉，目前她仍保存著〈百合花〉、〈洋

〉、〈芙蓉花〉等數百幅折枝花卉白描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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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蜂、蝶之類的小昆蟲，就可

成為正式作品。這批數量可觀

的畫稿，說明她為了講授花卉

這門課，投注了可觀的心力，

當然同時也讓她拓展出更為寬

廣的畫路來。

臺師大美術系62級的呂燕

卿（前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退休

教授）憶及 ：1969年就讀臺

師大美術系大一入學之初，

工筆中國畫課即由梁秀中老師

所講授，當時梁老師之教學

由寫生工筆花卉入門，強調課程學習重點在「學習觀察」、「花卉的質

感」、「工筆的秩序」及「寫生要融入個人之性格」為主。經過半個世

紀以上，迄今她還記得當年上課之情形：

全班同學上課前，必須自己到花店買花卉如劍蘭等，上課前擺在

畫桌上，自己先鉛筆勾勒（西畫式）在筆記本畫→馬上啟動工筆

中國畫步驟：礬紙為主，磨墨⋯⋯然後以小紅豆筆墨線勾勒→白

描後⋯⋯填彩⋯⋯設色⋯⋯以至於營造氣韻等。要求作品完美靈

動才能過關；期中考與期末考，學生須自備花卉與繪畫工具，自

行布局，然後在兩小時內完成作品。

記得梁秀中教授教導寫生構圖技法很嚴謹且步驟分明，常親自示

範，如何以紅豆筆勾勒？如何運用羊毫筆？如何「分染」與「罩

染」之方法？以及畫紙大小圖面的空間處理等，皆詳細示範解

說，最後如何重點加強以營造完整性，並鼓勵在畫上自己題字或

名款等。

呂燕卿深覺上了梁老師當年這門課，啟發了同學們創作時要堅持與

梁秀中在師大課堂上教學，

右前方為 66級的林仁傑。

這門課，投注了可觀的心力

當然同時也讓她拓展出更為

廣的畫路來。

臺師大美術系62級的呂

卿（前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退

教授）憶及 ：1969年就讀

師大美術系大一入學之初

工筆中國畫課即由梁秀中老

所講授，當時梁老師之教

由寫生工筆花卉入門，強調課程學習重點在「學習觀察」、「花卉的

感」、「工筆的秩序」及「寫生要融入個人之性格」為主。經過半個

紀以上，迄今她還記得當年上課之情形：

全班同學上課前，必須自己到花店買花卉如劍蘭等，上課前擺在

畫桌上，自己先鉛筆勾勒（西畫式）在筆記本畫→馬上啟動工

中國畫步驟：礬紙為主，磨墨⋯⋯然後以小紅豆筆墨線勾勒→

描後⋯⋯填彩⋯⋯設色⋯⋯以至於營造氣韻等。要求作品完美

動才能過關；期中考與期末考，學生須自備花卉與繪畫工具，

行布局，然後在兩小時內完成作品。

記得梁秀中教授教導寫生構圖技法很嚴謹且步驟分明，常親自

範，如何以紅豆筆勾勒？如何運用羊毫筆？如何「分染」與「

師大課堂上教學，

66級的林仁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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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神投入，每件作品都要融入自己的審美意識，追求「美的本質」，以

及必須兼備西方與東方的創作能量。推敲當年梁老師要同學買花描繪之

意：一方面不希望大家隨意採折花木，破壞環境生態；另方面，則由於

自己花錢所買，才會更懂得珍惜，因而多數同學課後往往會帶回宿舍繼

續練習。上述這種教學方式，也隨著時代之改變而作滾動式的微調。

曾任臺師大副校長的陳瓊花教授曾撰〈梁秀中─靈秀麗脂〉一文

提到：

求學中很深刻的記憶之一，大一時上國畫基本技法課程，梁秀中要

我們寫生，筆者就路邊生長獨特紫色之植物為題，進行練習，但

是，因非名花草卉，心裡難免不安，不知是否可行，就像試著突破

規範的孩子，但又希望大人們可以容忍接受。結果，梁秀中不但沒

[左圖 ] 

梁秀中，〈薔薇〉，1975，

彩墨、紙，39×26cm。

[右圖 ] 

梁秀中，〈水仙〉，1975，

彩墨、紙，40×27.5cm。

己花錢所買，才會更懂得珍惜，因而多數同學課後往往會帶回宿舍繼

練習。上述這種教學方式，也隨著時代之改變而作滾動式的微調。

曾任臺師大副校長的陳瓊花教授曾撰〈梁秀中 靈秀麗脂〉一文

到：

求學中很深刻的記憶之一，大一時上國畫基本技法課程，梁秀中要

我們寫生，筆者就路邊生長獨特紫色之植物為題，進行練習，但

是，因非名花草卉，心裡難免不安，不知是否可行，就像試著突破

規範的孩子，但又希望大人們可以容忍接受。結果，梁秀中不但沒

[左圖 ]

梁秀中，〈薔薇〉，19

彩墨、紙，39×26cm

[右圖 ]

梁秀中，〈水仙〉，19

彩墨、紙，4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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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責難，而且就畫本身的表現來提供具體的意見，如此的指導，給

予筆者很大的鼓勵。其一，當然是對自己能力的肯定；其二則意味

著，藝術創作可以隨心所欲；其三，藝術是可以不同於傳統的作

法。直至目前，自己身為教師，也就常以秀中老師的作法，隨時自

我提醒，在思想與指導上，要保持彈性與寬廣的胸襟。

此外梁秀中也很注重學生面對實物實景寫生的深入觀察之造形訓

練。曾任教小學及臺師大附中的74級賴寶玉接受黃姿尹訪談時曾提到：

我研究所時寫生了好多木棉花，也照了好多相，可是我畫了好多

次都發現沒有很理想，有一天（梁秀中）老師到我的畫室來，就

告訴我說那個木棉花的枝條是雖然很堅硬，可是它是有彈性的，

就是柔中帶剛，還有它有很多小花苞，而且木棉花畫太多不好

看，不要畫太滿。因此我豁然開朗，覺得我會畫木棉花了，就是梁秀中，〈秋石檞〉，1975，

彩墨、絹，58×88cm。

法。直至目前，自己身為教師，也就常以秀中老師的作法，隨時

我提醒，在思想與指導上，要保持彈性與寬廣的胸襟。

此外梁秀中也很注重學生面對實物實景寫生的深入觀察之造形

練。曾任教小學及臺師大附中的74級賴寶玉接受黃姿尹訪談時曾提到

我研究所時寫生了好多木棉花，也照了好多相，可是我畫了好

次都發現沒有很理想，有一天（梁秀中）老師到我的畫室來，

告訴我說那個木棉花的枝條是雖然很堅硬，可是它是有彈性的

就是柔中帶剛，還有它有很多小花苞，而且木棉花畫太多不

看，不要畫太滿。因此我豁然開朗，覺得我會畫木棉花了，就〈秋石檞〉，1975，

，58×8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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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在最關鍵的時刻，會把我點醒。

正如所謂「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由於梁秀中長期深入的觀

察寫生，以及豐富的創作經驗累積，

因而在指導學生時，很容易找到畫面

問題的癥結點，能夠在關鍵處給予適

當的改善建議，往往稍作調整之後，

讓一張看來不太對勁的畫，馬上活了

過來而富有生命力，因而讓不少學生

受益不淺而感到敬佩。

然而在各種繪畫題材當中，梁

秀中始終對於人物畫著力最深，成

就也最為顯著。她於1978年發表一

篇〈我喜歡人物畫〉（1978.10.29《民族晚

報》）其中提到：

我生長在戰亂中，動亂生活

中，對人的觀察特別敏銳，

對於人性、感情，看得相

當透澈，⋯⋯受了父親的影

響，我喜歡人物畫，畫的也

是現實社會中的人物，尤其

是鄉下農村的人物，經常在

我筆下出現，我總覺得，人

物畫不能離開群眾太遠，離

開群眾太遠，對於賞畫者來

說，只能欣賞，發思古幽

情，但不能引起他的內心情

感。⋯⋯我想表現的就是一

梁秀中，〈船家女〉，1965，

彩墨、紙，134×68.5cm，

圖片來源：國立歷史博物館典

藏提供。

寫生，以及豐富的創作經驗累積，

而在指導學生時，很容易找到畫面

題的癥結點，能夠在關鍵處給予適

的改善建議，往往稍作調整之後，

一張看來不太對勁的畫，馬上活了

來而富有生命力，因而讓不少學生

益不淺而感到敬佩。

然而在各種繪畫題材當中，梁

中始終對於人物畫著力最深，成

也最為顯著。她於1978年發表一

〈我喜歡人物畫〉（1978.10.29《民族晚

》）其中提到：

我生長在戰亂中，動亂生活

中，對人的觀察特別敏銳，

對於人性、感情，看得相

當透澈，⋯⋯受了父親的影

響，我喜歡人物畫，畫的也

是現實社會中的人物，尤其

是鄉下農村的人物，經常在

我筆下出現，我總覺得，人



56 大學教職的歷練

種平易、能與觀畫者共鳴的情

感。當然要求人物畫的成功是

很不容易的，因為它的取材與

表達都很困難，失敗的成分

多，但是人物畫能夠給人時代

感，一幅畫中所代表的，除了

人與感情之外，還有時空的代

表性，這也就是在國外許多藝

術館中傳之不朽的名畫多為人

物畫的原因。

當年臺師大美術系的國畫

組「人物畫」，通常開在大三

下學期，以及大四上學期，梁

秀中教三年級下學期是以寫生

人物畫為主，範畫練習為輔。

往往前兩週會發下畫稿借給學

生臨摹參考，以練習運筆、用

墨、敷彩之法；此外也會介紹

中國人物畫之源流及演變，各

家畫派、各種描法，畫論中關

於人物比例，以及解剖學原理

等。其後每隔兩週請模特兒著

唐裝（如 1982年的〈花影滿

園〉（P.91））或長裙供學生現場

寫生，也兼請僑生著異國服飾

供同學寫生（如1975年的〈家

書抵萬金〉，1977年的〈印度

表達都很困難，失敗的成

多，但是人物畫能夠給人時

感，一幅畫中所代表的，除

人與感情之外，還有時空的

表性，這也就是在國外許多

術館中傳之不朽的名畫多為

物畫的原因。

當年臺師大美術系的國

組「人物畫」，通常開在大

下學期，以及大四上學期，

秀中教三年級下學期是以寫

人物畫為主，範畫練習為輔

往往前兩週會發下畫稿借給

生臨摹參考，以練習運筆、

墨、敷彩之法；此外也會介

中國人物畫之源流及演變，

家畫派、各種描法，畫論中

於人物比例，以及解剖學原

等。其後每隔兩週請模特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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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郎〉（P.74上圖）等都是從現場示範，回家之後整理而成的精品）。此外

要學生平日加強人物速寫，每週要當平日作業繳交。期許學生們能表現

男女老幼等各種形態、容貌、神韻，以及服飾姿態之變化。至四年級則

須為畢業製作而創作，她除了要求學生自己尋找創作的題材，同時也格

外加強群像之間的呼應關係。

在1978年6月出版的臺師大《美術學系系刊》中，梁秀中發表

了〈談人物畫的教學〉一文，其中特別提醒同學們畫人物不宜只依賴照

片，她強調：

⋯⋯將思想和感情結合，通過自我的情趣，在畫面才能傳達出

人物的「神韻」。然而許多學生常喜歡拿照片來作畫，以為就是

畫現代人物了，孰知那只是一個空洞的形骸，毫無內容。⋯⋯

人物畫並非畫「鏡中之影」，尤其中國人物畫更是要注重內在

的「感」，才能「以形寫神」，達到「傳神」之妙。⋯⋯

依賴了照片的外形就只畫輪廓，連衣服內的骨骼軀體都不表現， 梁秀中，〈臺東港〉，1969，

彩墨、紙，60×94cm。

[左頁圖 ] 

梁秀中，〈家書抵萬金〉，

1975，彩墨、紙，

137.5×68.5cm，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典藏。

須為畢業製作而創作，她除了要求學生自己尋找創作的題材，同時也格

外加強群像之間的呼應關係。

在1978年6月出版的臺師大《美術學系系刊》中，梁秀中發表

了〈談人物畫的教學〉一文，其中特別提醒同學們畫人物不宜只依賴照

片，她強調：

⋯⋯將思想和感情結合，通過自我的情趣，在畫面才能傳達出

人物的「神韻」。然而許多學生常喜歡拿照片來作畫，以為就是

畫現代人物了，孰知那只是一個空洞的形骸，毫無內容。⋯⋯

人物畫並非畫「鏡中之影」，尤其中國人物畫更是要注重內在

的「感」，才能「以形寫神」，達到「傳神」之妙。⋯⋯

依賴了照片的外形就只畫輪廓，連衣服內的骨骼軀體都不表現， 梁秀中，〈臺東港〉

彩墨、紙，6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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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談畫出人之神情哩！所以要創作一幅感人的畫，一定要自己親身

地去觀察和體驗，更要有「感」而畫才行。在構思時，我們要用眼睛

去「看」，用腦筋去「想」，用心靈去「感」，盡量培養情緒，醞釀

情感，直到「感情移入當中」，而達到「渾然忘我」，如癡如醉的境

界，常有神來之筆，傑出的表現。

    

上述這段文字，基本上顯示出當時她在時裝人物的創作和教學的基本理

念。梁秀中教國畫組人物畫，經常請同學擔任模特兒，直接現場寫生，剛開

始會先讓學生以鉛筆打稿，定稿之後再轉成水墨畫；其後也會進一步訓練學

生直接用水墨半寫意的方式直接寫生。為了讓學生知道作畫的步驟和要領，

她往往會親自示範再佐以講解。她格外強調眼神的表達及神情之掌握。因此

之故，此後其畫作中有不少出於課堂上之示範，或與同學一起畫相同之模特

兒，甚至直接捕捉課堂上正沉浸於作畫情境之同學，帶回家之後再繼續整理

成為正式作品，是以其不少畫作相當生活化。同時也因而「教學相長」，讓

自己鍛鍊出手、眼、心之間「得心應手」之創作能耐。

由於臺師大的學生，都是受過全方位的專業美術教育，為接駁時代之脈

動以及學生之需求起見，她除了教授時裝人物畫之外，也深入鑽研藝用解剖

學。1972年臺師大美術系（1967年臺灣省立師範大學藝術系改隸改名為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開始實施新的課程，自大三以上先分成國畫、西畫、

兩組教學，幾年後又增加了設計組。當時三年級國畫組分成人物、山水、花

鳥三科，梁秀中就講授人物畫，教授國畫組的水墨人體素描、藝用解剖學等

課程。為了教有別於生物、醫學領域的「藝用解剖學」，她廣泛收集海內外

相關文獻資料，而且親繪全開尺寸的人體骨骼、肌肉的大型掛圖以輔助講

解，包含頭部、軀幹、手、腳等，都有詳細的圖示分析、解說，甚至其升等

教授之論文也以《解剖學與人物畫》（1973）為主題。

據呂燕卿之回憶：梁秀中當年在藝用解剖學課堂上，不但要求學生必

須能畫出掛圖上的人體骨骼、肌肉，牢記各部位之名稱，還希望學生能進一

步以藝術觀點區別男女、不同年齡層以及動態中，骨骼和肌肉的變化。其

情感，直到 感情移入當中」，而達到 渾然忘我」，如癡如醉的

界，常有神來之筆，傑出的表現。

    

上述這段文字，基本上顯示出當時她在時裝人物的創作和教學的基本

念。梁秀中教國畫組人物畫，經常請同學擔任模特兒，直接現場寫生，剛

始會先讓學生以鉛筆打稿，定稿之後再轉成水墨畫；其後也會進一步訓練

生直接用水墨半寫意的方式直接寫生。為了讓學生知道作畫的步驟和要領

她往往會親自示範再佐以講解。她格外強調眼神的表達及神情之掌握。因

之故，此後其畫作中有不少出於課堂上之示範，或與同學一起畫相同之模

兒，甚至直接捕捉課堂上正沉浸於作畫情境之同學，帶回家之後再繼續整

成為正式作品，是以其不少畫作相當生活化。同時也因而「教學相長」，讓

自己鍛鍊出手、眼、心之間「得心應手」之創作能耐。

由於臺師大的學生，都是受過全方位的專業美術教育，為接駁時代之

動以及學生之需求起見，她除了教授時裝人物畫之外，也深入鑽研藝用解

學。1972年臺師大美術系（1967年臺灣省立師範大學藝術系改隸改名為國

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開始實施新的課程，自大三以上先分成國畫、西畫

兩組教學，幾年後又增加了設計組。當時三年級國畫組分成人物、山水、

鳥三科，梁秀中就講授人物畫，教授國畫組的水墨人體素描、藝用解剖學

課程。為了教有別於生物、醫學領域的「藝用解剖學」，她廣泛收集海內

相關文獻資料，而且親繪全開尺寸的人體骨骼、肌肉的大型掛圖以輔助

59

創作、教學與學術研究相輔相成，正所謂「教學相長」，讓梁氏對於衣

服底下的人體骨骼、肌肉狀態更能得心應手地精準掌握，實踐古人「以

形寫神」之傳神要領。其教學讓學生人物畫的造形更趨嚴謹，同時她

梁秀中任教臺師大藝術系時曾

教授解剖學，圖為她繪製的教

學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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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拓展並深化其繪畫的內涵和造形的嚴謹度。此外梁秀中所指導的碩士

生畫家程錫牙，在其碩士論文中就提到她授課時：「時常不忘提醒學生

加強素描速寫的重要性，尤其作為一位人物畫家，必須不斷的訓練人體

素描，人體基本結構才能掌握，才不至於鬧笑話。⋯⋯蒙受其惠及影響

所及之晚輩學生，不計其數，也為人物畫史的傳承，記下不可抹滅的功

績。」這種為了教學和創作而

勇敢迎向以往較少觸及的領域

考驗，以增益其所不能的敬業

精神，深值敬佩。

檢視這段時期她在畫風

上的改變：長久以來秀麗優雅

帶有書卷氣而筆墨清雅的時尚

美女題材，一直是梁氏具有辨

識度的招牌畫風。就目前可見

之圖版，最早見其於 1969年

發表於第1屆全國大專院校教

授美術作品聯合展覽的〈母與

子〉。畫一位母親背負嬰兒，

一手牽著孩兒背風而行進中，

從主題而論，可歸之於其「親

情」系列。畫中母親雖然穿著

無袖桃色洋裝，腳穿木屐，衣

著與一般婦人無異，雖其服飾

還稱不上「時尚」，然而秀髮

微卷，容貌秀麗而氣質優雅，

再加上宛如模特兒般的高 身

材，卻頗具現代感。這件作品

或可算得上開啟她時尚美女系

梁秀中，〈母與子〉，1964，

彩墨、紙，71×42cm。

素描，人體基本結構才能掌握，才不至於鬧笑話。⋯⋯蒙受其惠及影

所及之晚輩學生，不計其數，也為人物畫史的傳承，記下不可抹滅的

績。」這種為了教學和創作

勇敢迎向以往較少觸及的領

考驗，以增益其所不能的敬

精神，深值敬佩。

檢視這段時期她在畫

上的改變：長久以來秀麗優

帶有書卷氣而筆墨清雅的時

美女題材，一直是梁氏具有

識度的招牌畫風。就目前可

之圖版，最早見其於 1969

發表於第1屆全國大專院校

授美術作品聯合展覽的〈母

子〉。畫一位母親背負嬰兒

一手牽著孩兒背風而行進中

從主題而論，可歸之於其「親

情」系列。畫中母親雖然穿

無袖桃色洋裝，腳穿木屐，

著與一般婦人無異，雖其服

〈母與子〉，1964，

，71×42cm。

61

列的雛型。

1971年應邀參與第6屆全國美展的〈淡水河畔〉，取材於河畔養鴨

女的工作情形。畫中的養鴨女頭戴斗笠、衣著樸素，腳穿木屐，惟容貌

仍維持其一貫的端莊秀雅的招牌風格。養鴨女背風站在岸邊，揮手張

口，與遠處河面舢舨上的漁夫打招呼。岸上數十隻鴨子成群結隊地從養

鴨女背後繞過前方，陸續下水朝舢舨方向游去，與遠處圍繞著舢舨的鴨

群相互呼應。人和鴨的視線均聚焦於遠處舢舨，數以百計的鴨群每隻各

有不同姿態和角度之變化，空間景深效果亦佳。此畫足以顯示出，精善

人物畫的梁秀中，畫禽鳥之造詣，依然不容小覷，堪稱是她用心經營的

階段性代表作。

畫於1970年的〈晨〉（P.62），取材於大清早正在中山南路打掃馬路的

清潔婦，頭戴斗笠的清潔婦全套裝扮相當寫實，略俯其上半身，其力道

透過雙手握著的細竹柄而貫注於正與地面接觸磨擦的竹掃帚頭，造形、

動作姿態和神情都稱得上「形神兼備」。身後隱約可見清潔推車，身旁

[左圖 ] 

1971年，梁秀中於第 6屆全

國美展與作品〈淡水河畔〉合

影。

[右圖 ] 

梁秀中，〈淡水河畔〉，1970，

彩墨、紙，135×69cm。

維持其一貫的端莊秀雅的招牌風格。養鴨女背風站在岸邊，揮手張

，與遠處河面舢舨上的漁夫打招呼。岸上數十隻鴨子成群結隊地從養

女背後繞過前方，陸續下水朝舢舨方向游去，與遠處圍繞著舢舨的鴨

相互呼應。人和鴨的視線均聚焦於遠處舢舨，數以百計的鴨群每隻各

不同姿態和角度之變化，空間景深效果亦佳。此畫足以顯示出，精善

物畫的梁秀中，畫禽鳥之造詣，依然不容小覷，堪稱是她用心經營的

段性代表作。

畫於1970年的〈晨〉（P.62），取材於大清早正在中山南路打掃馬路的

潔婦，頭戴斗笠的清潔婦全套裝扮相當寫實，略俯其上半身，其力道

過雙手握著的細竹柄而貫注於正與地面接觸磨擦的竹掃帚頭，造形、

作姿態和神情都稱得上「形神兼備」。身後隱約可見清潔推車，身旁

[左圖 ]

1971年，梁秀中於第

國美展與作品〈淡水河

影。

[右圖 ]

梁秀中，〈淡水河畔〉

彩墨、紙，135×6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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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島內杜鵑花開，邊緣以鐵條彎曲成弧狀交錯，記錄了當年街道

之狀貌。遠景景福門隱現於晨霧籠罩的椰林之間，添增推遠空間的大氣

感。在貼近庶民勞動生活之中，也添增了文學性的優雅詩詞意境。

1971年除夕所畫的〈人物（鄉間所見）〉，是她繼〈頭城漁父〉之

後更為成熟的鄉土風之優質畫作。畫中保存了半個世紀以前臺灣農村常

見的「踩水車」引水灌溉的景象，畫中踩水車的少女，上半身趴在三根

竹竿搭建而成的H型支架上，臉部五官開相顯得較為貼近勞動階級，不

同於其以往氣質優雅的時尚美女。微風吹拂，

帶動柳條和裙襬飄揚，增添幾分優雅意境。線

條的表現也跳脫了「十八描」的傳統人物畫線

描技法，而就衣裳的質感、身體結構去觀察寫

生提煉出更為生活化的線條。很容易讓人想起

六十年前名為〈水車姑娘〉臺語歌曲的內容之

情境，優雅之中兼帶本土氣息。

〈浣衣〉這件高6尺、寬3尺的大畫，完成

於1972年。其場景取材自溝子口世新大學（當

年稱為「世界新聞專科學校」）附近的景美溪

畔，早年常有不少婦人在那裡洗衣，當年梁秀

中曾幾度專程前往觀察，也畫過幾張素描草

稿，尤其對於左側背著小孩，手捧一盆待洗衣

物，腳穿木屐的立姿少婦，為捕捉其複雜的

背帶綑綁之法，特別經過深入地觀察、揣摩一

番。為了讓視平線能推得上去又能顯得自然，

因而雖以西方透視法為基礎，但仍在中、遠景

參用了華人古代的移動視點取景法。畫中人物

共十一位，姿態、動作各自不同，彼此之間又

有微妙的呼應關聯，尤以近景站立略低頭俯視

的少婦，與其對面蹲坐仰頭的洗衣老婦間之互

梁秀中，〈晨〉，1970，

彩墨、紙，135×67.5cm。

1971年除夕所畫的〈人物（鄉間所見）〉，是她繼〈頭城漁父〉

後更為成熟的鄉土風之優質畫作。畫中保存了半個世紀以前臺灣農村

見的「踩水車」引水灌溉的景象，畫中踩水車的少女，上半身趴在三

竹竿搭建而成的H型支架上，臉部五官開相顯得較為貼近勞動階級，

同於其以往氣質優雅的時尚美女。微風吹拂

帶動柳條和裙襬飄揚，增添幾分優雅意境。

條的表現也跳脫了「十八描」的傳統人物畫

描技法，而就衣裳的質感、身體結構去觀察

生提煉出更為生活化的線條。很容易讓人想起

六十年前名為〈水車姑娘〉臺語歌曲的內容

情境，優雅之中兼帶本土氣息。

〈浣衣〉這件高6尺、寬3尺的大畫，完

於1972年。其場景取材自溝子口世新大學（

年稱為「世界新聞專科學校」）附近的景美

畔，早年常有不少婦人在那裡洗衣，當年梁

中曾幾度專程前往觀察，也畫過幾張素描

稿，尤其對於左側背著小孩，手捧一盆待洗

物，腳穿木屐的立姿少婦，為捕捉其複雜

背帶綑綁之法，特別經過深入地觀察、揣摩

番。為了讓視平線能推得上去又能顯得自然

〈晨〉，1970，

，135×67.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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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神情，顯得格外傳神。人物服飾之線條，也直接從布質肌理的觀察提

煉而出，不受傳統人物畫「十八描」所規範，相當生活化，捕捉了已經

超過半個世紀的庶民生活之歷史鏡頭。左上角以行書題詩：「景美溪邊

多美媛，搗衣聲和水潺湲。提籃襁負渾閑事，深樹濃蔭笑語溫。」詩情

畫意相得益彰。

畫於1973年春天的〈拾荒者〉（P.64右圖），畫中揹著竹簍、戴著斗笠

的拾荒老榮民，低頭逗著一對穿著講究，正雙載騎著兒童三輪車迎面而

來的小兄妹，老幼、貧富之間對比鮮明，但彼此神情、姿態的互動卻相

[左圖 ] 

梁秀中，〈人物（鄉間所見）〉，

1971，彩墨、紙，

129.5×60cm，

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

[右圖 ] 

梁秀中，〈浣衣〉，1972，

彩墨、紙，180×90cm，

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

神情，顯得格外傳神。人物服飾之線條，也直接從布質肌理的觀察提

而出，不受傳統人物畫「十八描」所規範，相當生活化，捕捉了已經

過半個世紀的庶民生活之歷史鏡頭。左上角以行書題詩：「景美溪邊

[左圖 ]

梁秀中，〈人物（鄉間

1971，彩墨、紙，

129.5×60cm，

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

[右圖 ]

梁秀中 〈浣衣〉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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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緊密而傳神。畫家題以陸放翁詩，用來詮釋當年的拾荒老榮民，感嘆

兩岸之分隔，心中似乎將未來「反攻大陸」以重返家園的夢想，寄望在

孩童這一代的畫境寓意。

1971年5、6月間，梁秀中應行政院僑委會之聘，前往菲律賓擔任

六週「菲華暑期文教研究會」講習教師，並由菲律賓第一夫人接見。身

[左圖 ] 

梁秀中，〈菲婦織布〉，1971，

彩墨、紙，135×60.5cm。

[右圖 ] 

梁秀中，〈拾荒者〉，1973，

彩墨、紙，134×69cm。

1971年5、6月間，梁秀中應行政院僑委會之聘，前往菲律賓擔

六週「菲華暑期文教研究會」講習教師，並由菲律賓第一夫人接見。

，135×60.5cm。

〈拾荒者〉，1973，

，134×6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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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畫家的她，自然運用畫筆記錄域外特殊風

物景致的雪泥鴻爪。〈菲婦織布〉係取材自

馬尼拉碧瑤山區的原住民織布的景況。同屬

南島語系的菲國碧瑤原住民的織布方式與風

格與臺灣原住民頗有相近之處，讓她倍感親

切，隨即以鉛筆當場速寫記錄，返國後才以

彩墨繪製成正式作品，從體質人類學的角度

檢視畫中對於碧瑤原住民的老婦臉部五官特

質的捕捉，也頗為到位。基本上，在1960年

代末期，其個人畫風辨識度已然呈現。

畫壇上嶄露頭角
1973年梁秀中正式通過教授之升等審

查，達到了大學教師的最高層級；年底開始

以「特約」（即後來的「邀請作家」）身分

提供畫作於全省美展中展出；翌（1974）年9

月應邀於臺灣省立博物舉行了首次的個展，

同時也印行了一套「梁秀中人物畫選」而受

到畫壇的肯定；1975年開始陸續應聘擔任北

市美展（第7屆起），以及全省美展（第30

屆起）、全國美展（第9屆起），以至於中

山文藝獎、國家文藝獎等重要大展、獎項之

評審委員；1977年再度應聘赴菲講學，榮膺

菲華文教團團長；1978年開始應聘兼國立臺

灣師大美術學系主任，1981年兼臺灣師大美

術研究所的首任所長，1986年起榮任臺灣師

大藝術學院院長等行政職；同時也在本期開

[上圖 ]  1971年，梁秀中（左 1）赴菲講學時，贈畫予菲律賓總統夫人

伊美黛（左 3）。

[中圖 ]  1974年，梁秀中於臺灣省立博物館舉辦首次個展的看板。

[下圖 ]  1974年，梁秀中於臺灣省立博物館舉辦首次個展時留影。

島語系的菲國碧瑤原住民的織布方式與風

與臺灣原住民頗有相近之處，讓她倍感親

，隨即以鉛筆當場速寫記錄，返國後才以

墨繪製成正式作品，從體質人類學的角度

視畫中對於碧瑤原住民的老婦臉部五官特

的捕捉，也頗為到位。基本上，在1960年

末期，其個人畫風辨識度已然呈現。

1973年梁秀中正式通過教授之升等審

，達到了大學教師的最高層級；年底開始

「特約」（即後來的「邀請作家」）身分

供畫作於全省美展中展出；翌（1974）年9

應邀於臺灣省立博物舉行了首次的個展，

時也印行了一套「梁秀中人物畫選」而受

畫壇的肯定；1975年開始陸續應聘擔任北

美展（第7屆起），以及全省美展（第30

起）、全國美展（第9屆起），以至於中

文藝獎、國家文藝獎等重要大展、獎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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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應教育部、考試院等機構敦聘為各種委員等。此外也榮獲臺灣省文藝

作家協會中興文藝獎（1979）、中華民國畫學會金爵獎（1981）、中國

文藝學會榮譽文藝獎章（1994）等，這些在當時的臺灣畫界中都算得上

是種難得的榮耀。同時也讓一向低調的梁秀中，正式在臺灣畫壇上嶄露

頭角。

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大專院校之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均有

定額限制，與現今體制不同。換句話說，要是有位教授退休或離職，才

可以帶動一位副教授升等為教授，一位講師升等副教授的機會，以及補

上一個助教缺。因此能升等為教授，實屬不易。此外1990年以前，大學

教師升等完全以與任教科目有關的學術論文之審查為主，不同於今日之

多元升等。

長久以來在一向低調內斂的梁中銘眼裡，梁秀中永遠是他心中的

掌上明珠，就像目前不少已屆法定老齡者於在世父母的心目中，永遠還

是小孩一樣。因而雖然梁秀中曾得過省展第一名，而且已然建立起個人

畫風之辨識度，但他仍一直希望女兒不要輕易舉行個展。當梁秀中已然

升等為教授時，而且已屆四十不惑之齡，臺師大美術系的袁樞真主任遂

忍不住的提醒梁中銘說：「梁先生，您女兒已經是教授了，可以讓她

開開畫展，不然人家以為她不會畫畫。」因此梁父才轉而支持女兒舉

行1974年9月於臺灣省立博物館的首次國畫個展，配合這次個展，也出

[左圖 ] 

1970年代，梁秀中擔任臺師

大美術系系主任時期留影。

[右圖 ] 

1974年，梁秀中（中）於臺

灣省立博物館舉辦首次個展與

父親（右 3）、先生（右 1）、胡

克敏（左 3）等人合影。

始應教育部、考試院等機構敦聘為各種委員等。此外也榮獲臺灣省文

作家協會中興文藝獎（1979）、中華民國畫學會金爵獎（1981）、中

文藝學會榮譽文藝獎章（1994）等，這些在當時的臺灣畫界中都算得

是種難得的榮耀。同時也讓一向低調的梁秀中，正式在臺灣畫壇上嶄

頭角。

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大專院校之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均

定額限制，與現今體制不同。換句話說，要是有位教授退休或離職，

可以帶動一位副教授升等為教授，一位講師升等副教授的機會，以及

上一個助教缺。因此能升等為教授，實屬不易。此外1990年以前，大

教師升等完全以與任教科目有關的學術論文之審查為主，不同於今日

多元升等。

長久以來在一向低調內斂的梁中銘眼裡，梁秀中永遠是他心中

掌上明珠，就像目前不少已屆法定老齡者於在世父母的心目中，永遠

是小孩一樣。因而雖然梁秀中曾得過省展第一名，而且已然建立起個人

代，梁秀中擔任臺師

系主任時期留影。

梁秀中（中）於臺

物館舉辦首次個展與

3）、先生（右 1）、胡

3）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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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了「梁秀中人物畫選」一套十張明信片大小的畫片，當時德高望重的

書畫界大老馬壽華特別為這套畫片的封套題簽。這套畫片中有穿著無袖

粉紅旗袍，秀髮隨風飄舞，頗為優雅的時尚美女〈春風〉，有如自畫像

一般；有本土寫生的〈採茶女〉，捕捉戴著斗笠、包著頭巾配備齊全的

採茶女，於山坡採茶之畫面；也有分別描繪西施、王昭君、貂蟬、楊貴

妃（P.68四圖）的古裝「四美人」，雖屬古裝，但其氣質、神情、姿態以至

於造形方面，都頗為用心而講究。由於梁秀中對於舉行第一次個展也有

很高的自我要求的緣故，因而作品極具品質，獲得藝術界相當不錯的反

應，尤其前輩師長給予不少的鼓勵，讓父女倆也都信心倍增。

從升等為教授開始，到她擔任系所行政主管以前的五、六年間，是

梁秀中創作力格外旺盛的首度高峰期，期間出現不少具分量之精品。升

等為教授的1973年的夏天，她以興建中的〈曾文水庫〉（P.69）工地為主
梁秀中，〈採茶女〉，1974，

紙本設色，46×69cm。

般；有本土寫生的〈採茶女〉，捕捉戴著斗笠、包著頭巾配備齊全的

茶女，於山坡採茶之畫面；也有分別描繪西施、王昭君、貂蟬、楊貴

（P.68四圖）的古裝「四美人」，雖屬古裝，但其氣質、神情、姿態以至

於造形方面，都頗為用心而講究。由於梁秀中對於舉行第一次個展也有

高的自我要求的緣故，因而作品極具品質，獲得藝術界相當不錯的反

，尤其前輩師長給予不少的鼓勵，讓父女倆也都信心倍增。

從升等為教授開始，到她擔任系所行政主管以前的五、六年間，是

秀中創作力格外旺盛的首度高峰期，期間出現不少具分量之精品。升

為教授的1973年的夏天，她以興建中的〈曾文水庫〉（P.69）工地為主
梁秀中，〈採茶女〉，

紙本設色，46×6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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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畫了一幅高6尺、寬3尺結合山水背景的人物群像大中堂。畫中由近

到遠數十位戴著安全頭盔、身穿工作服的工作人員，或鑽地、或鏟土、

或挑土、或測量等，動作姿態各異卻彼此微妙呼應（據畫家表示：當時

工地並沒有如此多人同時在現場，但這些人物和機具都是分批速寫，以

及親眼觀察過，然後在畫室中組構而成）。古來中國人物畫家較少擅長

[左上圖 ] 

梁秀中，〈西施〉，1974，

彩墨、紙，66×66cm。

[右上圖 ] 

梁秀中，〈王昭君〉，1974，

彩墨、紙，66×66cm。

[左下圖 ] 

梁秀中，〈貂蟬〉，1974，

彩墨、紙，66×66cm。

[右下圖 ] 

梁秀中，〈楊貴妃〉，1974，

彩墨、紙，66×66cm。

〈西施〉，1974，

，66×6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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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人數眾多的群像畫面，此

畫人物之布局及空間結構的處

理都極見功力。作為背景的曾

文高壩，以及山巒、崖壁的山

水場景與人物群像頗為調和，

也反映出其山水畫根柢之深。

中景畫出當時水墨畫界很少人

觸及的挖土機、卸貨車、吊車

等現代工程機具而且在畫面中

毫不突兀，畫中景物甚多卻毫

無壅塞感。此畫不但在時裝人

物和現代景致的結合上作了

成功的示範，同時對於其後不

久水墨畫界陸續出現描繪工業

社會機具的題材，也有相當的

啟發作用。1978年其學生詹前

裕（64級），即以相近主題的

水墨畫〈石崗大壩〉榮獲雄獅

新人獎第三名之榮譽。其畫中

工業社會的水壩，以及挖土機

等現代機具的描繪，在當時頗

受矚目。

1973年12月下旬，梁秀中

出席國際美術教育協會亞洲區

梁秀中，〈曾文水庫〉，1973，彩墨、紙，

180×90cm。

高壩，以及山巒、崖壁的山

場景與人物群像頗為調和，

反映出其山水畫根柢之深。

景畫出當時水墨畫界很少人

及的挖土機、卸貨車、吊車

現代工程機具而且在畫面中

不突兀，畫中景物甚多卻毫

壅塞感。此畫不但在時裝人

和現代景致的結合上作了

功的示範，同時對於其後不

水墨畫界陸續出現描繪工業

會機具的題材，也有相當的

發作用。1978年其學生詹前

（64級），即以相近主題的

墨畫〈石崗大壩〉榮獲雄獅

人獎第三名之榮譽。其畫中

業社會的水壩，以及挖土機

現代機具的描繪，在當時頗

矚目。

1973年12月下旬，梁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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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屆美術教育會議，順道赴日韓考察，這幾天當中她用畫仙板以捕捉

旅途所見之景象，其中〈淺草餵鴿婦〉一作，取材自一位老婦人在廣場

餵食群鴿的景象，作為配景的群鴿，生動而自然，可以看出其翎毛題材

之功力，小寫意的速寫手法毫不矯飾，頗合於蘇東坡「無意於佳，乃

佳」之名句。〈韓國民俗音樂〉和〈蟠桃一熟三千年〉應該也是這次考

察行程中所捕捉到的新題材。尤其前者畫中近距離特寫兩男一女穿著韓

國傳統服飾並列而坐，演奏三種不同的傳統樂器。有道是「畫人難畫

手」，尤其演奏樂器的手指動作和神態，對於一般水墨畫家而言，原本

格外細膩而不易精準掌握，畫中梁秀中卻以其扎實的素描、解剖學素

養，以及得心應手的筆線功力，將異國民俗音樂的演奏場景，詮釋得頗

為到位而自然生動。

取材於南臺灣七股鹽田的〈鹽田風光〉畫於1974年，是其畫作中極

[左圖 ] 

梁秀中，〈淺草餵鴿婦〉，

1973，彩墨、紙，

27×24cm。

[右圖 ] 

梁秀中，〈蟠桃一熟三千年〉，

1973，彩墨、紙，

135×68cm。

之功力，小寫意的速寫手法毫不矯飾，頗合於蘇東坡 無意於佳，

佳」之名句。〈韓國民俗音樂〉和〈蟠桃一熟三千年〉應該也是這次

察行程中所捕捉到的新題材。尤其前者畫中近距離特寫兩男一女穿著

國傳統服飾並列而坐，演奏三種不同的傳統樂器。有道是「畫人難

手」，尤其演奏樂器的手指動作和神態，對於一般水墨畫家而言，原

格外細膩而不易精準掌握，畫中梁秀中卻以其扎實的素描、解剖學

養，以及得心應手的筆線功力，將異國民俗音樂的演奏場景，詮釋得

為到位而自然生動。

取材於南臺灣七股鹽田的〈鹽田風光〉畫於1974年，是其畫作中

〈淺草餵鴿婦〉，

墨、紙，

m。

〈蟠桃一熟三千年〉，

墨、紙，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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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罕見的三拼巨幅。由近而遠十多

位鹽田中穿戴著防曬裝備齊全的女

工，從梳集鹽粒、裝籃、挑上鹽山

集中後，再進行梳整等連續動作，

巧妙地呈現在同一畫面之中，而且

聯結其動線，也融入斜線推移的空

間感之營造。鹽田女工的造形仍維

持梁秀中招牌式的高 身材和優雅

氣質，搭配鹽田的遼闊、清遠之畫

境，生活化之中，猶帶有詩意。

同樣畫於1974年的絹本設色之〈採蓮〉也是相當優雅的精品，畫中

以沒骨設色之法，整池的荷花荷葉，角度姿態變化無窮，兼具明暗光影

之表現，寓變化於統一。撐船、採蓮的兩位戴笠辮髮少女，一立一蹲，

造形嚴謹而自然，在畫面上有畫龍點睛之效果。氣氛的營造以及大局感

甚佳，畫境宛如一首優雅的詩。

梁秀中，〈鹽田風光〉，1974，

彩墨、紙，130×196cm，

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

梁秀中，〈採蓮〉，1974，

彩墨、絹，87×156cm，

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中後，再進行梳整等連續動作，

妙地呈現在同一畫面之中，而且

結其動線，也融入斜線推移的空

感之營造。鹽田女工的造形仍維

梁秀中招牌式的高 身材和優雅

質，搭配鹽田的遼闊、清遠之畫

，生活化之中，猶帶有詩意。

同樣畫於1974年的絹本設色之〈採蓮〉也是相當優雅的精品，畫中

沒骨設色之法，整池的荷花荷葉，角度姿態變化無窮，兼具明暗光影

表現，寓變化於統一。撐船、採蓮的兩位戴笠辮髮少女，一立一蹲，

形嚴謹而自然，在畫面上有畫龍點睛之效果。氣氛的營造以及大局感

佳，畫境宛如一首優雅的詩。

梁秀中，〈鹽田風光〉

彩墨、紙，130×196

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

梁秀中，〈採蓮〉，19

彩墨、絹，87×156c

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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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秀中習慣利用空檔休閒時讀唐詩、宋詞等，看到喜歡的句子則往

往隨手記在筆記本內，常藉著徜徉在詩詞意境中神交古人，並進而融入

其畫境中。從這幅〈採蓮〉，可以看到這種典雅的詩情畫意之展現。

〈夢幻人生〉和〈偷得浮生半日閒〉皆畫於1976年，前者畫中那位

穿著無袖旗袍，長長的微捲秀髮，頭枕在交叉的雙臂上的時尚美女，伏

案小寐，桌上畫具齊備，展開的紙上已畫蘭草數株，宛如是她的自畫像

[左圖 ] 

梁秀中，〈夢幻人生〉，1976，

彩墨、紙，134×68.5cm。

[右圖 ] 

梁秀中，〈偷得浮生半日閒〉，

1976，彩墨、紙，

129×65cm。

[右頁圖 ] 

梁秀中，〈天下父母心〉，

1977，彩墨、紙，

181×89cm。

〈夢幻人生〉和〈偷得浮生半日閒〉皆畫於1976年，前者畫中那

穿著無袖旗袍，長長的微捲秀髮，頭枕在交叉的雙臂上的時尚美女，

案小寐，桌上畫具齊備，展開的紙上已畫蘭草數株，宛如是她的自畫

〈夢幻人生〉，1976，

，134×68.5cm。

〈偷得浮生半日閒〉，

墨、紙，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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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後者捕捉靠著門板外的

一個小角落，就地擺攤的修鞋

匠，在工作空檔時，聽著小收

音機而自我調劑的庶民生活場

景。

相對於畫於〈採蓮〉的

沒骨畫法，1977年的〈天下父

母心〉大中堂，則純以線性表

現。畫中特寫一對穿著唐衫的

白髮老夫婦，藉著書信聊慰思

念兒女之情。老婦人坐在案

前，戴著老花眼鏡埋首於燈下

寫信，老先生則挨著老妻身旁

站立低頭讀信，兩人的姿態、

神情及身上棉襖布料的質感，

都相當傳神。桌上相簿、信

封、卡片、相框散置，頗增故

事性內容的張力。不透明的燈

罩所形成上半部較暗、下半部

明亮之光影表現，以及老先生

鏡片的反光之光影效果，頗增

畫面氣氛的營造。左上方自

題「兒女長大各東西，可憐天

下父母心」。梁氏在畫冊中加

註創作背景說明：

當年臺灣時局動盪，許

多父母將子女送到國外

留學，且移民風氣很

機而自我調劑的庶民生活場

。

相對於畫於〈採蓮〉的

骨畫法，1977年的〈天下父

心〉大中堂，則純以線性表

。畫中特寫一對穿著唐衫的

髮老夫婦，藉著書信聊慰思

兒女之情。老婦人坐在案

，戴著老花眼鏡埋首於燈下

信，老先生則挨著老妻身旁

立低頭讀信，兩人的姿態、

情及身上棉襖布料的質感，

相當傳神。桌上相簿、信

、卡片、相框散置，頗增故

性內容的張力。不透明的燈

所形成上半部較暗、下半部

亮之光影表現，以及老先生

片的反光之光影效果，頗增

面氣氛的營造。左上方自

題「兒女長大各東西，可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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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1976年我家小弟也全家移居美國，父母多有

不捨，每每以書信、照片作為安慰。那時資訊也

不發達，僅靠通信互慰，他們的心情是「兒女長

大各東西，可憐天下父母心」，是真實的寫照。

雖云「真實的寫照」，但是畫中的主角並不像梁氏

雙親，而是另外選擇兩位更富歲月滄桑的老夫婦作為描

繪對象，比較能詮釋其孤寂的思子之情，畫境蘊含的弦

外之音，頗富感染力，堪稱是她親情系列的用心之作。

1977年的〈印度女郎〉，畫中穿紗麗傳統服飾的印

度女郎，優雅的姿態身段、眼神，以至於手指動作的細

膩而精準的捕捉，都在嚴謹造形中洋溢著特殊的異國風

韻。

1978年4月，梁秀中與父親應臺灣省立博物館之邀

請，舉辦「梁中銘、秀中父女畫展」。這次的父女聯展

大各東西，可憐天下父母心」，是真實的寫照。

雖云「真實的寫照」，但是畫中的主角並不像梁

雙親，而是另外選擇兩位更富歲月滄桑的老夫婦作為

繪對象，比較能詮釋其孤寂的思子之情，畫境蘊含的

外之音，頗富感染力，堪稱是她親情系列的用心之作。

1977年的〈印度女郎〉，畫中穿紗麗傳統服飾的

度女郎，優雅的姿態身段、眼神，以至於手指動作的

膩而精準的捕捉，都在嚴謹造形中洋溢著特殊的異國

韻。

1978年4月，梁秀中與父親應臺灣省立博物館之

請，舉辦「梁中銘、秀中父女畫展」。這次的父女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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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外受到藝壇的矚目，報章雜誌

頗多報導，尤其由梁中銘畫猴、

梁秀中補景的一件由八張6尺高、

3尺寬宣紙合併而成的〈百猴圖〉

通屏巨畫格外受到重視和讚賞，當

年（戊午）2月由書法篆刻名家王

王孫於畫面左上角虛白處，以斗

大篆書題以「百猴圖」之畫題；

1994（甲戌）年的秋天，林玉山應

梁秀中之請於右上角餘白處以行書

題識了長跋，敘述此巨畫完成之始末及意義，其內容如下：

百猴圖係中銘先生一生中最大幅之作品，於民國六十五年

思構經營，相續工作花了一年多時間，日夜專注於此作。

畫中猴子各種習性動態，細心揣摹（摩）神貌自然，造形之

美畫得其妙。百猴寫成，全幅布局也已大定。而後先生旅

1978年，梁秀中與先生合影於

「梁中銘、秀中父女畫展」。

梁中銘、梁秀中，〈百猴圖〉，

1978，彩墨、紙，180×720cm。

[左頁上圖 ] 

梁秀中，〈印度女郎〉，1977，

彩墨、紙，136×67.5cm。

尺寬宣紙合併而成的〈百猴圖〉

屏巨畫格外受到重視和讚賞，當

（戊午）2月由書法篆刻名家王

孫於畫面左上角虛白處，以斗

篆書題以「百猴圖」之畫題；

94（甲戌）年的秋天，林玉山應

秀中之請於右上角餘白處以行書

題識了長跋，敘述此巨畫完成之始末及意義，其內容如下：

百猴圖係中銘先生一生中最大幅之作品，於民國六十五年

思構經營，相續工作花了一年多時間，日夜專注於此作。

畫中猴子各種習性動態，細心揣摹（摩）神貌自然，造形之

美畫得其妙。百猴寫成，全幅布局也已大定。而後先生旅

1978年，梁秀中與先生合

「梁中銘、秀中父女畫展」

梁中銘、梁秀中，〈百猴圖

1978，彩墨、紙，180×7

[左頁上圖 ] 

梁秀中，〈印度女郎〉，19

彩墨、紙，136×67.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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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乃將畫中之配景

付與（予）其長女

秀中，為之染成。

六十七年先生由美歸

來，見此圖完成配

景，甚為高興，因與

秀中聯合舉辦畫展。

今先生已歸道山，秀

中珍視遺澤傳家至

寶，特攜請題，古人

謂「世家傳舊史，盛

業繼前修。」梁家父

女於畫史中，必有其

適當定位，樂為之

識。歲次甲戌仲秋，

桃城林玉山題。

梁秀中所補之大榕樹

和巨石、溪澗之配景，絲毫

不搶百猴之主題，而且調性

與父親之畫猴相輔相成，頗

為調和，堪稱絕妙。由於展

出前中銘先生臥病，因此另

有部分未完成之畫作，也是

由梁秀中細心經營，加以補

景，因而展出畫作中另有不

少出於父女合作畫，而且也

都自然而調和。這種繪事孝

六十七年先生由美歸

來，見此圖完成

景，甚為高興，因

秀中聯合舉辦畫展

今先生已歸道山，

中珍視遺澤傳家

寶，特攜請題，古

謂「世家傳舊史，

業繼前修。」梁家

女於畫史中，必有

適當定位，樂為

識。歲次甲戌仲秋

桃城林玉山題。

梁秀中所補之大榕

和巨石、溪澗之配景，絲

不搶百猴之主題，而且調

與父親之畫猴相輔相成，

為調和，堪稱絕妙。由於

出前中銘先生臥病，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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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一時傳為藝界美談。

此外梁秀中配合展覽而特別撰述〈父親與我─寫在梁中銘教授

父女畫展之前〉一文，於開幕當天（4月18日）發表於《中央日報》副

刊，其中提到：

二十年來由於教學相長，總算真正有了些心得，特別是人物畫

方面。不過父親卻沒有認為我已經是「身為人師」的教授，

就不再管我了，反而在我作畫之際，詳加指點，可謂督導甚

嚴，真是「愛之深，責之切」。他對我的要求既嚴，所以在創

作上，我就越發不敢隨便，每當一幅費了不少心血的畫，就在

快要完成之時，只要發現有一點不如意，我一定會重新再作，

決（絕）不會對自己的畫稍加寬宥，這種不僅把自己整個的生

命和感情都投入於繪事中而刻意求好的精神，實在是不能不感

謝父親幾十年來，給我加意的鼓勵和薰陶所養成。

雖然在這個時間點上，梁秀中早已樹立了自我畫風特質。然從上

述這段文字中可以顯見，長久以來住在同一屋簷下的梁中銘，對於女

兒的繪畫創作，仍不時地站在「旁觀者清」的制高點上，以自己深厚

的創作經驗，提供品評意

見，讓梁秀中發現自己畫

作的盲點所在，進而改革

精進。因而父女兩人之

畫風雖然各異其趣，但

在「師法自然」層面的頻

率則頗為相近。或許基於

如是的緣故，父女合作諸

畫，才能夠因而宛如天衣

無縫般的自然接軌而有很

好的大局感。

1978年，梁秀中父女一同研

究畫藝。

[左頁圖 ] 

〈百猴圖〉（局部），右上方有

林玉山補題的長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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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來由於教學相長，總算真正有了些心得，特別是人物畫

方面。不過父親卻沒有認為我已經是「身為人師」的教授，

就不再管我了，反而在我作畫之際，詳加指點，可謂督導甚

嚴，真是「愛之深，責之切」。他對我的要求既嚴，所以在創

作上，我就越發不敢隨便，每當一幅費了不少心血的畫，就在

快要完成之時，只要發現有一點不如意，我一定會重新再作，

決（絕）不會對自己的畫稍加寬宥，這種不僅把自己整個的生

命和感情都投入於繪事中而刻意求好的精神，實在是不能不感

謝父親幾十年來，給我加意的鼓勵和薰陶所養成。

雖然在這個時間點上，梁秀中早已樹立了自我畫風特質。然從上

這段文字中可以顯見，長久以來住在同一屋簷下的梁中銘，對於女

的繪畫創作，仍不時地站在「旁觀者清」的制高點上，以自己深厚

創作經驗，提供品評意

，讓梁秀中發現自己畫

的盲點所在，進而改革

進。因而父女兩人之

風雖然各異其趣，但

「師法自然」層面的頻

1978年，梁秀中父女

究畫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