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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智信生長時代與環境帶給他許多創作養分。從大環境而言，府城

本來就是臺灣傳統文化最濃厚的城市，這些文化以現實存在於眼前

的方式，展演出活生生的傳統與文化、生活與藝術之間的關係。因

此，府城文化的無形滲透對於他往後創作發展，影響頗大。初中畢

業後，他以優異成績進入南臺灣專業美術科的第一所學校，也就是

臺南師範學校藝術師範科。三年在學期間，接受到專業藝術教育。

他很幸運地受到來自大陸福建省的恩師張麟書親自指導版畫，張麟

書的版畫屬於大陸現代版畫系統的一支，遠承德國女版畫家凱綏‧

柯勒惠支（Käthe Kollwitz, 1867-1945）。此後他也積極投稿《豐年》

半月刊，受到楊英風啟迪，為他往後邁向藝術家的道路鋪下堅實的

基石。

藝術的滋味

2.

[本頁圖 ]   

就讀臺南師專時期的林智信。

[左頁圖 ]   

林智信，〈寶島農婦〉，1972，水印木刻，

76×54.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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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畫在臺灣的發展
版畫在臺灣民間乃是作為一種生活的必需，也是年節喜慶之際，

在祈福、宗教儀式及年節裝飾中不可或缺。這種民間藝術千餘年來緊密

地成為漢人文化的一部分。古代雕版印刷是傳布知識所需，為使內容豐

富，得以一目了然傳達經典所描述的內容，往往透過一幅變相或者圖

繪，將複雜佛教世界簡要地開展在眼前。

林智信版畫藝術出自於中國民間版畫傳統，在此基礎上融入了他童

年回憶以及傳承現代版畫的理念，日後他將傳統版畫與宗教、童年回憶

融合在一起，創造出具有臺灣味的版畫藝術。

中國版畫傳統據說起源於漢代，經由東晉、六朝進入隋唐。目前

發現最早的版畫是1944年初在四川成都東門外望江樓附近出土的唐墓

當中。這是一件〈陀羅

尼經〉，面積 1平方公

尺，上面有古梵文經

咒，佛像環繞四方。邊

腳上有「成都府成都縣

龍池卞家印賣咒本」，

販賣時間大約西元757

年，為目前所見最早版

畫。此外目前最早且最

精緻的雕版作品是到唐

代末年咸通 9年（西元

868年）《金剛般若波

羅蜜經》，總長1600公

分，高度100公分。這本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被視為現存最古老的印

林智信，

〈五福（虎）臨門〉，1998，

水印木刻，88×8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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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臨門〉，1998，

，88×8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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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本之一。文字雕刻精細，圖案的用刀更是精準明確，在經首部分，描

繪著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正在宣講教義的畫面，採用白描線條，留白與

黑色線條之間表現得相當精準。釋尊左右有金剛力士作為護法大將，背

後站著十大弟子，菩薩環繞在後，前方則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中向

釋尊問法的主角須菩提，釋尊頭頂有幔蓋，並有天女飛天翱翔。全文後

題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  

版畫從唐代傳到宋朝，各地皆有著名的刻印中心，北宋在汴京，

南宋除臨安之外，還遍及紹興、湖州、婺州、蘇州以及福建建安、四川

眉山、成都等地。北宋時期的遼代也發現套色漏印彩色版的〈南無釋迦

牟尼佛像〉，乃是現存最早彩色套印版畫。一般會認為中國並無銅版印

刷，其實宋朝的錢幣或者廣告就使用銅版印刷。

[左圖 ] 

林智信，〈文殊菩薩〉，2017，

水印木刻，90×52.5cm。

[右圖 ] 

林智信，〈釋迦牟尼佛〉，

2017，水印木刻，

90×65.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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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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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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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65.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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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起到清代是版畫印刷的最高峰。

明朝是文人參與民間技藝的時代，文化圈

裡的文人著重於品味的優雅度，商業圈的

書商則著重於販售與流通，擴大版畫品質

與流通管道，此外則有匠人組織進行雕製

與印刷。三者在明朝開始出現許多卓越版

畫，同時也出現幾個流派，分別是以南京

為中心的金陵派，粗獷與秀麗兼有，安徽

徽州的徽派則繼承宋代傳統，福建以建陽

為中心發展出建安派，風格樸實。臺灣版

畫繼承福建建安派，早期府城新美街古

稱「米街」，府城年畫、福符的工作坊聚

集在此。可惜，目前這些雕版許多都因戰

火而焚燒殆盡，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簡

稱史博館）藏有一些當時留存下來的雕

版，其中最著名的是〈保生大帝率三十六

官將神禡〉，高103.2公分，寬49.8公分，

原版失落多年，最後成為史博館典藏。神

禡俗稱大符，上面繪有保生大帝神像與其

隨從官將，據說在慶典繞境時，廟方會將

大符壓在沿途信眾所擺設的香案上作為回

禮。畫家席德進生前酷愛民間藝術，曾經

描繪不少民間建築，劉文三還曾為他拍下

一幅正在拓印這件保生大帝雕版的照片。

日本統治以前沒有所謂「版畫」這個

名詞，有的只是「年畫」、「符」這類說

法，這些名詞意味著功能性，而不是西洋

美術依據材料來劃分。傳統漢人的生活依

書商則著重於販售與流通，擴大版畫品

與流通管道，此外則有匠人組織進行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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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繼承福建建安派，早期府城新美街

稱「米街」，府城年畫、福符的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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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而焚燒殆盡，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稱史博館）藏有一些當時留存下來的雕

版，其中最著名的是〈保生大帝率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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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節氣、慶典來區分，因應節氣變化與信仰傳統，在日常用品、糕點製

作、祈福上面就有許多必須應用雕版製作的場合。目前這種雕版製作已

經由傳統手藝人轉移到藝術家身上。林智信幼年看道士印製符令的回

憶，對他而言那不只是印製具有神力的神明符，同時也是一種神奇的表

現，當黑漆漆的雕版上拓印出黑白色的紋樣時，必定是讓一旁伸頭觀望

的幼小年齡的林智信驚嘆不已。

[左頁上圖 ] 

民間雕版畫〈保生大帝率三十

六官將神禡〉。

[左頁中圖 ] 

1973年，席德進拓印〈保生

大帝率三十六官將神禡〉的身

影。

[左頁下圖 ] 

小老虎糕模。圖片來源：王庭

玫攝影提供。

林智信，〈天師鎮宅〉，1998，

水印木刻，92×73cm。

，對他而言那不只是印製具有神力的神明符，同時也是一種神奇的表

，當黑漆漆的雕版上拓印出黑白色的紋樣時，必定是讓一旁伸頭觀望

幼小年齡的林智信驚嘆不已。

[左頁上圖 ]

民間雕版畫〈保生大

林智信，〈天師鎮宅〉

水印木刻，92×73cm



36 藝術的滋味

南臺灣的版畫藝術
版畫在日本統治時期，最引人注目的是立石鐵臣的臺灣民俗版畫。

立石鐵臣在暌違臺灣近二十年後重新踏上這塊土地，一度加入臺陽美術

協會，不斷發表版畫作品。他製作了許多刊物上有趣的紅黑色版畫。

立石鐵臣出生於1905年臺北城內區東門街，1913年隨著父親返回日本，

1933年再次來臺，這時候臺灣因為臺灣美術展覽會已經舉辦數年，美術

風氣漸開，他在此描繪許多臺北風光的風景畫；隔年來臺灣後，參與許

多版畫製作，還包括民俗版畫，將臺灣各地的民俗、傳說融入自己作

品，形成日本統治臺灣期間最鮮明的臺灣版畫。立石鐵臣的版畫，保有

日本人審美觀那種潔淨的風格之外，也是一種透過異文化的他者觀點來

眺望臺灣的風土民情。即使日本統治臺灣已經過了三十餘年，但是對於

日本人而言，漢人文化的生命禮俗以及民間習俗、情感表達依然比日本

人更為直接與鮮明。

啟發林智信版畫的因素，除了傳統民間版畫的樸素美感以及自己兒

時經驗那種最真誠體驗外，

還有他進入臺南師範學校的

版畫學習的際遇。初三時他

留下第一件版畫作品〈過

年〉，構圖十分奇特，乃是

從室內往外看戶外放鞭炮的

畫面，一位老太太在畫面

右下方露出肩膀以上的身

驅，房門上方貼有五張「福

符」，老太太神情愉悅，戶

外則有捉迷藏與放鞭炮的小

孩子的畫面，充滿新年節氣

與兒童活力。這件作品相當

林智信，〈過年〉，1952，

油印木刻，12×16cm。

立石鐵臣在暌違臺灣近二十年後重新踏上這塊土地，一度加入臺陽美

協會，不斷發表版畫作品。他製作了許多刊物上有趣的紅黑色版畫

立石鐵臣出生於1905年臺北城內區東門街，1913年隨著父親返回日本

1933年再次來臺，這時候臺灣因為臺灣美術展覽會已經舉辦數年，美

風氣漸開，他在此描繪許多臺北風光的風景畫；隔年來臺灣後，參與

多版畫製作，還包括民俗版畫，將臺灣各地的民俗、傳說融入自己

品，形成日本統治臺灣期間最鮮明的臺灣版畫。立石鐵臣的版畫，保

日本人審美觀那種潔淨的風格之外，也是一種透過異文化的他者觀點

眺望臺灣的風土民情。即使日本統治臺灣已經過了三十餘年，但是對

日本人而言，漢人文化的生命禮俗以及民間習俗、情感表達依然比日

人更為直接與鮮明。

啟發林智信版畫的因素，除了傳統民間版畫的樸素美感以及自己

時經驗那種最真誠體驗外

還有他進入臺南師範學校

版畫學習的際遇。初三時

留下第一件版畫作品〈

年〉，構圖十分奇特，乃

從室內往外看戶外放鞭炮

畫面，一位老太太在畫

右下方露出肩膀以上的

〈過年〉，1952，

，12×1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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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應是在美術課堂上畫的作品。林智信相當認真地構圖，細部十分用

心雕刻。內容是描寫春節期間小朋友在戶外奔跑情景，顯示出他在版畫

上的出色天分。

【關鍵詞】立石鐵臣（Tateishi Tetsuomi, 1905-1980）

立石鐵臣 1905年生於臺北，父親立石雄，任臺灣總督府財務局事務官，往後任臺灣瓦斯株式會社董事，

1913年父親調職返回日本，舉家遷日。1917年進入明治學院中學部，1921年進入川端畫學校，學習傳統圓

山四條派繪畫。1926年，他跟隨岸田劉生習油畫，屬於後期印象派作品風格。1929年岸田去世後，又跟隨梅

原龍三郎學習野獸派。1933年來臺寫生、舉行畫展，停留三個月返日。1934年 7月再次來臺，9月顏水龍邀

請參加臺陽美術學會創會，隔年 7月退出臺陽。1936年 3月離臺。立石鐵臣最大成就是 1935年與西川滿等人

成立版畫創作會，同年收集、創作臺灣鄉土民俗版畫，出版《媽祖》，

隔年《媽祖》封面與裝幀皆由他擔任。1936年返日後，替著名藝評家

與收藏家福島繁太郎管理西洋作品，時常出品日本與臺灣展覽活動。

二次大戰期間，他受到臺灣帝國大學農業學院院長素木得一聘請，來

臺從事繪製昆蟲標本工作，工作之餘創作油畫、版畫及美術評論。

1942年 4月辭去臺帝大工作，擔任東都書籍公司編輯，編輯《民俗臺

灣》雜誌，前後為西川滿、池田敏雄、黃鳳姿、楊雲萍等人設計封面

與裝幀。戰局轉趨嚴峻，社內同僚紛紛被徵召入伍，他一度擔任《民俗

臺灣》編務工作。戰爭後期，受到徵召入伍，駐守臺灣東部。戰後，

以日本僑民身分受中華民國政府留用，最初任職於臺灣大學，往後又

任東都書籍編輯、臺北師範學校美術教師、臺灣大學南洋史研究室講

師。1948年 12月攜眷離臺，此後每年皆出品國畫會，1965年出版《臺

灣畫冊》。1980年去世，享年七十五歲。
「立石鐵臣畫伯紀念展」海報。

[左圖 ] 

立石鐵臣描繪臺北龍山寺廣場

的畫作〈仲夏的水果攤〉。

[右圖 ] 

立石鐵臣，〈聖牛圖〉，1938，

版畫，30×21cm。

，應是在美術課堂上畫的作品。林智信相當認真地構圖，細部十分用

雕刻。內容是描寫春節期間小朋友在戶外奔跑情景，顯示出他在版畫

的出色天分。

【關鍵詞】立石鐵臣（Tateishi Tetsuomi, 1905-1980）

立石鐵臣 1905年生於臺北，父親立石雄，任臺灣總督府財務局事務官，往後任臺灣瓦斯株式會社董事

1913年父親調職返回日本，舉家遷日。1917年進入明治學院中學部，1921年進入川端畫學校，學習傳統

山四條派繪畫。1926年，他跟隨岸田劉生習油畫，屬於後期印象派作品風格。1929年岸田去世後，又跟隨

原龍三郎學習野獸派。1933年來臺寫生、舉行畫展，停留三個月返日。1934年 7月再次來臺，9月顏水龍

請參加臺陽美術學會創會，隔年 7月退出臺陽。1936年 3月離臺。立石鐵臣最大成就是 1935年與西川滿等

成立版畫創作會，同年收集、創作臺灣鄉土民俗版畫，出版《媽祖》，

隔年《媽祖》封面與裝幀皆由他擔任。1936年返日後，替著名藝評家

與收藏家福島繁太郎管理西洋作品，時常出品日本與臺灣展覽活動。

二次大戰期間，他受到臺灣帝國大學農業學院院長素木得一聘請，來

臺從事繪製昆蟲標本工作，工作之餘創作油畫、版畫及美術評論。

1942年 4月辭去臺帝大工作，擔任東都書籍公司編輯，編輯《民俗臺

灣》雜誌，前後為西川滿、池田敏雄、黃鳳姿、楊雲萍等人設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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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智信父親在糖廠任職，操勞以致罹患氣喘。天寒時節依然

要前往蔗埕查檢裝運情形，就在林智信十六歲那年的正月19日，

他父親依然冒著強烈冷氣團襲擊前往糖廠，直到晚上11點氣喘

吁吁返家，凌晨氣喘發作，雖然找來醫生卻已經回天乏術。這

件事情一直烙印在林智信的記憶裡面。家中頓時失去支柱，他身

為長子，母親腹中還有遺腹子，那是尚未出生的小妹妹。當時

祖父母還健在，經過艱苦奮鬥與努力，大姊初中畢業後即外出

就職，二妹、三妹任職於紡織廠，么妹服務於臺南客運公司，弟

弟則幫助母親從事種田，養育牲畜。林智信家中所遭遇的情形，

往往是戰後臺灣農村的縮影。有些家庭男子被徵召從軍，幸運者

還能歸來，不幸則負傷或者客死他鄉。林智信就讀於歸仁鄉新豐

初中（今臺南市立歸仁國中），因為成績優異可以保送普通師範

科。他放棄保送，參加考試獲得臺南

師範學校藝術科公費生資格。許多戰

後臺灣優秀子弟因為進入師範學校才

能繼續進學。

進入師範學校這段期間，我們已

經可以看到林智信的版畫作品。臺南

師範學校藝術師範科（簡稱南師，今

國立臺南大學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設立於1950年7月，該校在原有的三

年制普通師範科裡面，增設幼稚師範

科、藝術師範科、體育師範科，對象

為初中畢業生，施以三年師資養成教

育。學者黃冬富指出，南師藝術師範

科總計招收六屆，開啟南臺灣專業美

術教育的先河。林智信就讀臺南師範

學校第3屆藝術師範科，課程包括：

林智信的母親林楊環女士。

林智信，〈沉思〉，1952，油印木刻，

22×13cm。

吁吁返家，凌晨氣喘發作，雖然找來醫生卻已經回天乏術。這

件事情一直烙印在林智信的記憶裡面。家中頓時失去支柱，他

為長子，母親腹中還有遺腹子，那是尚未出生的小妹妹。當

祖父母還健在，經過艱苦奮鬥與努力，大姊初中畢業後即外

就職，二妹、三妹任職於紡織廠，么妹服務於臺南客運公司，

弟則幫助母親從事種田，養育牲畜。林智信家中所遭遇的情形

往往是戰後臺灣農村的縮影。有些家庭男子被徵召從軍，幸運

還能歸來，不幸則負傷或者客死他鄉。林智信就讀於歸仁鄉新

初中（今臺南市立歸仁國中），因為成績優異可以保送普通師

科。他放棄保送，參加考試獲得臺

師範學校藝術科公費生資格。許多

後臺灣優秀子弟因為進入師範學校

能繼續進學。

進入師範學校這段期間，我們

經可以看到林智信的版畫作品。臺

師範學校藝術師範科（簡稱南師，

國立臺南大學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設立於1950年7月，該校在原有的

年制普通師範科裡面，增設幼稚師

科、藝術師範科、體育師範科，對

母親林楊環女士。

〈沉思〉，1952，油印木刻，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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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水彩、國畫、圖案及工藝，當然也有音樂課。這些課程的老師分

別是專科一年級傳授鉛筆畫的張麟書，水墨畫老師汪文仲則畢業於中央

大學美術系，曾師事近代花鳥名家張書旂、山水畫名家黃君璧。素描老

師是黃冠惠，那時剛從臺灣省立師範學院畢業，傳授學院派素描。三年

級劉慎老師教授山水畫，使得林智信了解到「聚」與「散」、「虛」

與「實」以雅俗之別的水墨畫美學。工藝課是林智信最喜歡的課程之

一，則由胡一瑜老師擔任；胡老師教學嚴格，特別是「泥工」，他還為

此花了不少時間製作鏤空八卦爐蓋，贏得讚賞。

林智信，〈孤舟〉，1955，

油印木刻，18×15cm。

是黃冠惠，那時剛從臺灣省立師範學院畢業，傳授學院派素描。三年

劉慎老師教授山水畫，使得林智信了解到「聚」與「散」、「虛」

「實」以雅俗之別的水墨畫美學。工藝課是林智信最喜歡的課程之

，則由胡一瑜老師擔任；胡老師教學嚴格，特別是「泥工」，他還為

花了不少時間製作鏤空八卦爐蓋，贏得讚賞。

林智信，〈孤舟〉，19

油印木刻，18×1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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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師範學校藝術師範科創設初期總計有十二位教師，十位外

省籍貫，兩位本省籍，大陸各省籍貫分布十分均衡。張麟書是福建

省上航縣人，福建省立師專藝術科畢業，曾任教於福建省立上杭中

學美術教師，1947年8月起任教於南師。從師資而言，藝師科42級

畢業生鄭善禧指出：「以美術論之，則汪文仲、張麟書、秦彥斌幾

位老師可列⋯⋯」為具代表性教師。

學校課堂學習之外，他也十分仰慕府城名人張常華開設的免

費素描學習教室，經常從窗外眺望著裡面的上課情形。在這間免

費畫室學習的人還有同班同學潘元石、小學同學陳錦芳。他回憶

說：「因為窮人家子弟，有自卑

感，不敢與他們一起進畫室，所以

都只是站在窗口外羨慕地看他們作

畫罷了。」張常華在臺南畫室培育

不少人才，年輕的沈哲哉也在此學

習過素描。對於素描念念不忘的林

智信，日後也一度跟隨郭柏川學習

過炭筆素描，從他的教學中體會

到「用直觀印象，一氣呵成的作

品，感覺是先快速抓緊動線，然後

再就重要布局進行架構」，從郭柏

川的指導當中，林智信體會到與日

後油畫創作相關的理念。

在臺南師範學校學習期間，

兩位重要人物對他影響頗大。這兩

位分別是他在師範學校一、二年級

的導師張麟書及楊英風。張麟書曾

在民國44年出版《圖案法》。林

智信初期的版畫基礎奠基於此。

[上圖 ] 

1995年，南師藝術科同學合影。左

起：張柏翔、張育華、董書堂、林

智信、陳瑞堯、林榮貴、潘元石。

[下圖 ] 

2018年，國立臺南大學 119週年

校慶。左起：林智信，李登木、黃

宗顯校長、林福地、潘元石。

[右頁上圖 ] 

林智信的啟蒙恩師張麟書的作

品〈搬〉。

[右頁下圖 ] 

林智信，〈搬〉，1955，

油印木刻，14×10.5cm。
學美術教師，1947年8月起任教於南師。從師資而言，藝師科42

畢業生鄭善禧指出：「以美術論之，則汪文仲、張麟書、秦彥斌

位老師可列⋯⋯」為具代表性教師。

學校課堂學習之外，他也十分仰慕府城名人張常華開設的

費素描學習教室，經常從窗外眺望著裡面的上課情形。在這間

費畫室學習的人還有同班同學潘元石、小學同學陳錦芳。他回

說：「因為窮人家子弟，有自

感，不敢與他們一起進畫室，所

都只是站在窗口外羨慕地看他們

畫罷了。」張常華在臺南畫室培育

不少人才，年輕的沈哲哉也在此

習過素描。對於素描念念不忘的林

智信，日後也一度跟隨郭柏川學

過炭筆素描，從他的教學中體

到「用直觀印象，一氣呵成的

品，感覺是先快速抓緊動線，然

再就重要布局進行架構」，從郭

川的指導當中，林智信體會到與

後油畫創作相關的理念。

在臺南師範學校學習期間

南師藝術科同學合影。左

翔、張育華、董書堂、林

瑞堯、林榮貴、潘元石。

國立臺南大學 119週年

起：林智信，李登木、黃

、林福地、潘元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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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師範求學時，對於

美術存在著美好理想。

那時恩師張麟書先生在

木刻上頗有造詣。由於

興趣所趨，我請求張

老師在上圖案課之餘特

別指導木刻。有一次上

課時，初見他的木刻作

品〈搬〉，其構圖、人

物刻劃、線條明暗、強

烈的黑白、顯著的立體

感與樸實的鄉村氣息，

都深深的感動了我。它

也使我更加珍惜自己孕

育於鄉村的憨直性格。

林智信要求在圖畫課當中

也能指導木刻創作，相隔六十餘

年，他回憶道當時的情形：「有

一天，張麟書老師帶我到他的

宿舍觀賞他的木刻版畫大作，

我被其功力非凡的刀法以及素描

功力給深深的感動了。張老師擅

長小品黑白木刻，木刻線條異常

細膩，紋理講究有序，一派文人

畫風。他的作品除了表現黑白陰

影、對照明晰之外，特別構圖

強化而使得主體畫面顯得強而

木刻上頗有造詣。由於

興趣所趨，我請求張

老師在上圖案課之餘特

別指導木刻。有一次上

課時，初見他的木刻作

品〈搬〉，其構圖、人

物刻劃、線條明暗、強

烈的黑白、顯著的立體

感與樸實的鄉村氣息，

都深深的感動了我。它

也使我更加珍惜自己孕

育於鄉村的憨直性格。

林智信要求在圖畫課當中

能指導木刻創作，相隔六十餘

，他回憶道當時的情形：「有

天，張麟書老師帶我到他的

舍觀賞他的木刻版畫大作，

被其功力非凡的刀法以及素描

力給深深的感動了。張老師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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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其寫實力精湛，也讓我感動又

讚嘆。」那次觀賞作品使得林智信永

生難忘吧！張麟書老師不只讓他觀摩

作品，還贈送他四幅原版作品，並且

慷慨地送給他從大陸帶來的專用雕刻

刀，在物資貧乏的時代，張老師對學

生的無私栽培，的確讓人感動。

林智信在不同場合都提到張麟

書對他的影響。他描述張麟書版畫具

有高度寫實性，〈搬〉（P.41上圖）描繪

著一隻牛與一部牛車上搬運貨物的情

景。背景是電線桿與倉庫，前景與背

景兩個層次，卻在空間與景深上高度

洗鍊。這種傳統實際上與魯迅透過

日本人在中國推廣近代版畫息息相

關。〈修皮鞋〉描寫一位鞋匠低頭修

皮鞋的情形，其主題特別值得注意。

這兩件作品創作時間不明，顯然描繪

的是臺灣景致，表現題材深深打動了

林智信，使得他往後注意到藝術創作

與畫家個性息息相關，必須腳踏自己

土地，誠懇而不盲目外求。

另外一位影響林智信版畫的是

往後在臺灣雕塑界成為現代雕塑啟蒙

者的楊英風。林智信與楊英風具有特

殊因緣，他初期藝術作品關注到自己

生長環境，另外一種影響來自於楊英

風。

[上圖 ]   林智信的雕刻刀。圖片來源：潘 攝影提供。

[下圖 ]   張麟書的作品〈修皮鞋〉。

作品，還贈送他四幅原版作品，並

慷慨地送給他從大陸帶來的專用雕刻

刀，在物資貧乏的時代，張老師對

生的無私栽培，的確讓人感動。

林智信在不同場合都提到張麟

書對他的影響。他描述張麟書版畫

有高度寫實性，〈搬〉（P.41上圖）描

著一隻牛與一部牛車上搬運貨物的

景。背景是電線桿與倉庫，前景與

景兩個層次，卻在空間與景深上高

洗鍊。這種傳統實際上與魯迅透

日本人在中國推廣近代版畫息息

關。〈修皮鞋〉描寫一位鞋匠低頭

皮鞋的情形，其主題特別值得注意

這兩件作品創作時間不明，顯然描

的是臺灣景致，表現題材深深打動

林智信，使得他往後注意到藝術創

與畫家個性息息相關，必須腳踏自

土地，誠懇而不盲目外求。

另外一位影響林智信版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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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年》的社會意識
在林智信學習版畫的歷程，可以說有天助，也有自助，也要人助。

所謂天助並不是講那抽象的天，而是他生長的家庭。幼年環境固然艱

困，他透過生活環境的

薰陶讓自己幼小心靈很

早即開啟，祖父糊紙厝

讓他浸淫在傳統民間藝

術精神裡面而不自知。

宮廟陣頭、節慶木板印

刷，以及糕點木板模的

溫暖感覺，都實實在在

地烙印在他幼小心靈裡

面，也如同種子般埋在

他心中，等待著時機成

熟而發出芽來。

自助是他在艱困

的環境當中，從童年時

期收集剩餘顏料回家畫

畫，到放棄南師普通

科保送，考進南師藝師

科，接著在沒有版畫課

程的現實教育裡面，一

聽聞張麟書老師善於版

畫，提出要求而獲得指

導，從正統木雕版畫當

中學習到版畫製作技術

與其內在的美感。

[上圖 ] 

林智信，〈八家將〉，1980，

油印木刻，65×90cm。

[下圖 ] 

林智信，〈布馬陣〉，1980，

油印木刻，65×90.5cm。
謂天助並不是講那抽象的天，而是他生長的家庭。幼年環境固然艱

，他透過生活環境的

陶讓自己幼小心靈很

即開啟，祖父糊紙厝

他浸淫在傳統民間藝

精神裡面而不自知。

廟陣頭、節慶木板印

，以及糕點木板模的

暖感覺，都實實在在

烙印在他幼小心靈裡

，也如同種子般埋在

心中，等待著時機成

而發出芽來。

自助是他在艱困

環境當中，從童年時

收集剩餘顏料回家畫

，到放棄南師普通

保送，考進南師藝師

，接著在沒有版畫課

的現實教育裡面，一

林智信，〈布馬陣〉

油印木刻，6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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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助或許就數楊英風的提攜吧！楊英風早年在北京求學，國共內戰

等因素，1947年返回臺灣。1948年考上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圖畫勞作專修

科，卻因為經濟原因1951年不得不中途輟學，為了餬口，恰好同鄉畫家

藍蔭鼎擔任美援農業宣傳機構《豐年》半月刊雜誌社長，1951年7月15

日《豐年》延請楊英風擔任美術編輯。這份半月刊報導臺灣農業發展現

況，楊英風為每期封面進行設計，擔任美術編輯，長達十一年之久。研

究者稱楊英風在《豐年》這個階段為「豐年時期」。「豐年時期」是楊

英風用雙腳踏遍臺灣的時期，他透過版畫表現出臺灣農業發展樣貌，就

[左上圖 ] 

1959年，楊英風攝於木刻版

畫〈成長（一）〉前。圖片來

源：楊英風藝術教育基金會

提供。

[左下圖 ] 

1956年，楊英風為《豐年》

雜誌設計的封面〈合家歡〉。

圖片來源：楊英風藝術教育

基金會提供。

[右圖 ] 

林智信，〈修皮鞋〉，1952，

油印木刻，23×19.5。

人助或許就數楊英風的提攜吧！楊英風早年在北京求學，國共內

等因素，1947年返回臺灣。1948年考上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圖畫勞作專修

科，卻因為經濟原因1951年不得不中途輟學，為了餬口，恰好同鄉畫

楊英風攝於木刻版

（一）〉前。圖片來

風藝術教育基金會

楊英風為《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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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角度而言，那是一種農業透過藝術進行美感宣傳的時期。1970年

代，臺灣美術進入所謂鄉土文藝運動時期，楊英風的這些作品再次受到矚

目，同時受到很高評價。林智信在《豐年》雜誌初期即頻繁投稿，因此與

楊英風結下珍貴緣分。

林智信進入南師藝師科學習一年多後的成果是〈修皮鞋〉，題材是一

位修鞋匠，一旁則是一位正在等待的年輕人。這個題材可以在他老師張麟

書的版畫作品看到。這件作品剔除背景，保留人物光影與線條，創作手法

還沒有達到統一感，畢竟學習還不久，不過人物精神飽滿。在物質匱乏的

時期，一雙鞋子可能要經過數次修補，修鞋匠是一門街道上常見的行業。

林智信不知不覺間就將自己的目光投射到日常生活的廣大群眾裡面。 林智信，〈晨牧〉，1953，

油印木刻，18.5×22.5cm。

英風結下珍貴緣分。

林智信進入南師藝師科學習一年多後的成果是〈修皮鞋〉，題材是一

修鞋匠，一旁則是一位正在等待的年輕人。這個題材可以在他老師張麟

的版畫作品看到。這件作品剔除背景，保留人物光影與線條，創作手法

沒有達到統一感，畢竟學習還不久，不過人物精神飽滿。在物質匱乏的

期，一雙鞋子可能要經過數次修補，修鞋匠是一門街道上常見的行業。

智信不知不覺間就將自己的目光投射到日常生活的廣大群眾裡面。 林智信，〈晨牧〉，19

油印木刻，18.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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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地，我們看到林智信展露異常的版畫

天分，〈晨牧〉（P.45）以及投稿到《豐年》雜誌

的作品，足以作為印證。〈晨牧〉是他童年記

憶以及他現實生活裡的操勞所見。畫面分成前

景、中景以及遠景，前景可以看到晨光從遠處

射來，農人與牛隻影子幾乎貼平大地，顯然是

旭日方起，農人正在餵飽老牛，接著應該就是

一天的耕作。中景是水田，透過黑色顯示晨光

被寧靜的四合院遮住。遠景則是四合院，二次

大戰後，經歷數年休養生息，加上美援到來，

臺灣的農村逐漸富裕起來。這件作品充分顯現

出林智信對於版畫的特殊天分，以及努力學習

的成果。作品不大卻充滿詩情畫意。這樣美好

的田園風光的確令人大為嚮往。

林智信於是將自己所學的版畫成果，投

稿《豐年》雜誌，很快地獲得刊登。《豐年》

上的版畫都以農村景致為主，〈灌溉〉、〈秋

割〉、〈兩小無猜〉都是1953-1954年在學期間的

作品。相較於〈修皮鞋〉背景處理過於簡約，林

智信很快掌握到版畫的精髓，背景處理得更加精

彩，層層雲朵的飄動在〈灌溉〉可以看到，夕陽

霞光也能在〈兩小無猜〉上面感受到，即使〈秋

割〉畫面上的複雜場面，他也都能細膩地掌握，

連遠方的聚落也絲毫不放過。

〈暮歸〉將水墨畫的竹葉表現融入畫面，牧

童吹笛，輕快地緩步在林木道中，遠處的房子相

當細膩刻畫著，除此之外彩霞千變萬化，還有飛

鳥翱翔，這件作品已經不同於〈兩小無猜〉畫面

憶以及他現實生活裡的操勞所見。畫面分成

景、中景以及遠景，前景可以看到晨光從遠

射來，農人與牛隻影子幾乎貼平大地，顯然

旭日方起，農人正在餵飽老牛，接著應該就

一天的耕作。中景是水田，透過黑色顯示晨

被寧靜的四合院遮住。遠景則是四合院，二

大戰後，經歷數年休養生息，加上美援到來

臺灣的農村逐漸富裕起來。這件作品充分顯

出林智信對於版畫的特殊天分，以及努力學

的成果。作品不大卻充滿詩情畫意。這樣美

的田園風光的確令人大為嚮往。

林智信於是將自己所學的版畫成果，

稿《豐年》雜誌，很快地獲得刊登。《豐年

上的版畫都以農村景致為主，〈灌溉〉、〈

割〉、〈兩小無猜〉都是1953-1954年在學期間

作品。相較於〈修皮鞋〉背景處理過於簡約，

智信很快掌握到版畫的精髓，背景處理得更加

彩，層層雲朵的飄動在〈灌溉〉可以看到，夕

霞光也能在〈兩小無猜〉上面感受到，即使〈

割〉畫面上的複雜場面，他也都能細膩地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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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頁上圖 ] 

林智信，〈灌溉〉，

1953，油印木刻，

22×14cm。

[左頁下圖 ] 

林智信，〈兩小無猜〉，

1953，油印木刻，

30×25cm。

林智信，〈秋割〉，

1954，油印木刻，

36×53.5。

林智信，〈暮歸〉，

1955，油印木刻，

18×22cm。

1953，油印木刻

30×25cm。

林智信，〈秋割

1954，油印木

36×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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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農村景致，而是融入文人情趣，洗鍊的技術令人刮目相看了。

因為《豐年》雜誌投稿獲得的稿酬，不只讓林智信雀躍，增加信心

之外，也能讓他在生活上獲得些許補貼。正因為投稿而與楊英風認識，

楊英風為了到關廟寫生與品嚐臺南府城地方風味，數次到林智信的紅

瓦厝住家作客，一日傍晚看到林智信母親切番薯葉餵豬的畫面，創作了

版畫〈嬉〉。這件作品成為林智信母親操勞家務的形象紀錄。林智信往

後以恩師來稱呼楊英風，感謝楊英風對他版畫創作的賞識與指點。楊英

風請他到臺北畫室，林智信初次在這裡看到裸體女模特兒，讓他臉紅心

跳，手足無措。不只如此，楊英風也介紹他日本版畫巨匠棟方志功的作

品與成就，告訴他棟方志功的作品享譽國際。「棟方志功的木刻作品展

現了強而有力的黑線條，並且透露著樸拙與禪味十足的力道生命力，值

[左上圖 ] 

楊英風，〈嬉〉，1959，

蔗版版畫，49×62.5cm。

[左下圖 ] 

棟方志功，〈華狩頌〉，

1954，木刻版畫，

131×159cm。

[右圖 ] 

工作中的棟方志功。

的農村景致，而是融入文人情趣，洗鍊的技術令人刮目相看了。

因為《豐年》雜誌投稿獲得的稿酬，不只讓林智信雀躍，增加信

之外，也能讓他在生活上獲得些許補貼。正因為投稿而與楊英風認識

楊英風為了到關廟寫生與品嚐臺南府城地方風味，數次到林智信的

瓦厝住家作客，一日傍晚看到林智信母親切番薯葉餵豬的畫面，創作

版畫〈嬉〉。這件作品成為林智信母親操勞家務的形象紀錄。林智信

〈嬉〉，1959，

，49×62.5cm。

，〈華狩頌〉，

木刻版畫，

9cm。

棟方志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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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揣摩參考。」楊英風是戰後臺灣少數以藝術家做為努力方向與職志的

人，他在雕塑上提攜了朱銘，在版畫上則給予林智信正確指引。

林智信限於現實生活，畢業後分發到那拔國小擔任美術教師，「一

方面教學，一方面繼續創作投稿。」卻沒有將版畫當作一門藝術，而是

透過投稿版畫作為文章插畫，反映出當時的時代與生活狀態。對於林智

信而言，這段歲月是一個藝術愛好者與現實生活的搏鬥，整個社會氛圍

尚未開啟，藝術工作豈有可能。他的版畫完全以黑色為主，表現的題材

也都是自己現實生活所見，有些評論家認為他的作品「太土味」，一度

讓他疑惑自己的創作方向。
林智信，〈豐收樂〉，1955，

油印木刻， 8.5×15.5cm。

面教學，一方面繼續創作投稿。」卻沒有將版畫當作一門藝術，而是

過投稿版畫作為文章插畫，反映出當時的時代與生活狀態。對於林智

而言，這段歲月是一個藝術愛好者與現實生活的搏鬥，整個社會氛圍

未開啟，藝術工作豈有可能。他的版畫完全以黑色為主，表現的題材

都是自己現實生活所見，有些評論家認為他的作品「太土味」，一度

他疑惑自己的創作方向。
林智信，〈豐收樂〉，

油印木刻，8.5， ×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