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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奠基在人體素描、解剖學、觀察寫生和詩詞涵詠，以及筆墨素

養的梁秀中，基本上其畫風是融合大陸時期「引西潤中」和「汲古潤

今」兩大體系之精神，除了重視「應物象形」、「隨類賦彩」的觀察

寫生之外，也講究「骨法用筆」和「氣韻生動」。長久以來「期望做

個好老師而不奢望成為大畫家」的她，其繪畫創作相關之新嘗試和

拓展，其動力來源，往往與其教學需求，以及希望與年輕世代少有

代溝有著微妙的關聯。

秀外慧中．優雅傳神

[本頁圖 ]   

2022年，梁秀中於書房留影。

圖片來源：王庭玫攝影提供。

[左頁圖 ]   

梁秀中，〈春花秋月〉（局部），

2014，彩墨、紙，63.5×50.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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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生之外，也講究「骨法用筆」和「氣韻生動」。長久以來「期望做

個好老師而不奢望成為大畫家」的她，其繪畫創作相關之新嘗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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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溝有著微妙的關聯。



148 秀外慧中．優雅傳神

畫風特質之回顧
綜觀梁秀中的繪畫風格，其畫風基本上有幾點特質：

其一，題材以時裝女性人物畫為其大宗，造形嚴謹而多氣質優雅而

融入文學意境。

其二，其人物畫多擅長描繪溫馨親情、人文關懷的人性溫暖和正向

道德之普世價值。

其三，她畫人物除了擅長「傳神阿堵」的眼神詮釋之外，也善於經

營群像之間的微妙互動關係。

其四，其畫作人物臉部之神情特質，往往能直接用筆線來表現肌理

結構，以及光影效果，而未必藉助於色彩之暈染以營造立體效果。

其五，她常以虛淡模糊之背景來襯托主題，因而其畫通常主題凸顯

[左圖 ]   

梁秀中，〈捲簾西風〉，2017，

彩墨、紙，124×67cm。

[右圖 ]   

梁秀中，〈姐弟情深〉，2008，

彩墨、紙，52×45cm。

其一，題材以時裝女性人物畫為其大宗，造形嚴謹而多氣質優雅

融入文學意境。

其二，其人物畫多擅長描繪溫馨親情、人文關懷的人性溫暖和正

道德之普世價值。

其三，她畫人物除了擅長「傳神阿堵」的眼神詮釋之外，也善於

營群像之間的微妙互動關係。

其四，其畫作人物臉部之神情特質，往往能直接用筆線來表現肌

結構，以及光影效果，而未必藉助於色彩之暈染以營造立體效果。

其五，她常以虛淡模糊之背景來襯托主題，因而其畫通常主題凸

〈捲簾西風〉，2017，

，124×67cm。

〈姐弟情深〉，2008，

，52×4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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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秀中，

〈憶寫兒時姊弟情〉，

2021，彩墨、紙，

34.5×34.5cm。

梁秀中，

〈黃果樹大瀑布〉，

2009，彩墨、紙，

27×39cm。

梁秀中，

〈黃果樹大瀑

2009，彩墨

27×3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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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賓主分明。

其六，其山水畫人物點景講究、富有說明性。

其七，其退休以後畫風更加開展而多元，誠然再創高峰。

梁秀中自幼以來即受以造形嚴謹、結合生活著稱的梁氏三傑之家學

淵源薰陶，其後又接受臺師大藝術系全方位的專業美術教育訓練，傳承

中原渡臺書畫名家以及日治時期東洋、西洋畫名家前輩的師學，廣納內

[左圖 ]   

梁秀中，〈童趣〉，1976，

彩墨、紙，135×66cm。

[右圖 ]   

梁秀中，〈春訊〉，2010，

彩墨、宣紙，124×64.5cm。

梁秀中自幼以來即受以造形嚴謹、結合生活著稱的梁氏三傑之家

淵源薰陶，其後又接受臺師大藝術系全方位的專業美術教育訓練，傳

中原渡臺書畫名家以及日治時期東洋、西洋畫名家前輩的師學，廣納

〈童趣〉，1976，

，135×66cm。

〈春訊〉，2010，

紙，124×64.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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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積學致遠。她長久以來秉持著「以形寫神」之理念，用心捕捉生活

所見、所感，逐漸發展出別具一格、兼具書卷味和生活化特質的優雅傳

神之時裝人物彩墨畫風，在臺灣水墨人物畫界當中，頗為突出，可算是

戰後臺灣專業美術教育體系所培育的第一代傑出碩果之一。

戰後臺灣女性藝術家新典範
在學校行政方面，梁秀中過人的績效成就，

正如陳瓊花教授2011年於〈秀智永義的典範〉一

文中所提到：

在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發展的歷史中，

截至目前為止，秀中老師是唯一擔任二

任（1978到1984）系、所主任及二任藝術學

院院長（1986到1992）的師長。在以男性為

主要決策者的大學教學環境氛圍中，秀中

梁秀中，〈太虛夢幻〉，2005，

彩墨、紙，35×45cm。

2019年，梁秀中個人照。

，積學致遠。她長久以來秉持著「以形寫神」之理念，用心捕捉生活

見、所感，逐漸發展出別具一格、兼具書卷味和生活化特質的優雅傳

之時裝人物彩墨畫風，在臺灣水墨人物畫界當中，頗為突出，可算是

後臺灣專業美術教育體系所培育的第一代傑出碩果之一。

戰後臺灣女性藝術家新典範
在學校行政方面，梁秀中過人的績效成就，

如陳瓊花教授2011年於〈秀智永義的典範〉一

中所提到：

2019年，梁秀中個人



152 秀外慧中．優雅傳神

老師發揮其管理與行政的長才，戮力機構的成長、對外聲譽的維

繫與開發、學術資源的爭取與合理分配、師長們的共識凝聚與專

業發展，以及學生學習之未來發展等，所展現出多元的智慧與能

力，不但是女性的驕傲，更是藝術界不分性別可供學習的典範。

此外，長久以來梁秀中參與過不少政府藝術教育和藝術的諮詢和決

策，也擔任過不少國家考試和藝術重要大獎的掄才重任，其藝術教育貢

獻和影響之面向頗為廣遠。

在繪畫藝術方面，梁秀

中是大學美術科系教授中極

少數經常應政府文化機構之

邀請，參與過〈八年抗戰史

畫〉及不少中華偉人畫像繪

製的畫家之一。因而不少人

概念中常會將她納入「繪畫

報國」的梁氏家族畫風範疇

之內。事實上，早在大約半

個世紀以前，她已能內化家

學、師學，以及全方位的大

學專業美術教育所學，而發

展出個人獨到的優質畫風。

其後仍然不斷的自我精進、

突破。身為賢妻良母的她顧

家育兒，甚至在長達十二年

行政主管的沉重壓力、歷經

罹癌的身體挑戰，以及照顧

臥躺病床的夫婿前後八年，

仍能樂觀而積極地實踐其繪

[上圖 ]   

2021年，梁秀中參加「文藝

雅集」時留影。

[下圖 ]   

2021年，梁秀中（前排右 2）

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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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創作與藝術教育的卓越成就，進而

影響廣遠，突破傳統性別的刻版印

象，稱得上是戰後臺灣女性藝術家之

新典範。

經師兼人師
2014年臺師大美術系為了慶祝梁

秀中八十歲誕辰，特於12月13至18

日於美術大樓的德群畫廊舉辦「齊舞

水墨．八十永續風雅」的大型師生

聯展，同時也舉行學術研討會，以表

示對作育英才無數的梁秀中的致敬；

2017年5月她榮獲國立臺灣師大傑出

校友之表揚，肯定其美術創作的成就

和藝術教育的貢獻；2021年12月，

教育部第8屆藝術教育貢獻的最高榮

譽「終身成就獎」頒贈給梁秀中，以

表揚她超過半個世紀以來對於臺灣美

術教育卓著貢獻。這些遲來的榮譽，

對退休已久且早已齡逾八十的梁秀

中，帶來不小的欣慰。

[上圖 ]   

梁秀中（中）榮獲教育部藝術教育貢獻終身成就獎，與

廖年賦教授共同接受三立電視台專訪。

[下圖 ]   

2022年，本書作者黃冬富與梁秀中合影。桌上擺飾為

梁秀中獲頒的教育部藝術教育貢獻終身成就獎獎座。

圖片來源：王庭玫攝影提供。

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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