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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圖 ]   

黃銘哲與母親合影。

[左頁圖 ]   

黃銘哲，〈家園〉，1976 ，

油彩、畫布，尺寸未詳。

蘭陽平原特殊的地理環境與人文素養，孕育了黃銘哲的農民性格與移

民性格，這兩種不同面向深深影響他往後的藝術生涯。身為臺灣戰後

第一代的藝術家，黃銘哲前期的創作歷程，從宜蘭來到了臺北，之後

再赴英美，風格經歷了多次的演變，他以鄉土寫實繪畫為開端，精巧

的筆法、細膩的構圖，初試啼聲就大受好評，回國後轉換至象徵主義

的畫風，更使他連續在「省展」奪魁。1980年代中期，作品放棄客觀

的審美角度，轉向主觀的審美表達，他開始了抽象藝術的創作，之後

從平面延伸至立體，並製作多項大型公共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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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性格，這兩種不同面向深深影響他往後的藝術生涯。身為臺灣戰後

第一代的藝術家，黃銘哲前期的創作歷程，從宜蘭來到了臺北，之後

再赴英美，風格經歷了多次的演變，他以鄉土寫實繪畫為開端，精巧

的筆法、細膩的構圖，初試啼聲就大受好評，回國後轉換至象徵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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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平面延伸至立體，並製作多項大型公共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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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夢的歷程：從宜蘭、臺北到英美
1948年黃銘哲出生於宜蘭縣冬山鄉廣興村，父親黃朝蒼，母親黃陳

阿笑。廣興村是位於繁華小鎮羅東旁邊的村落，雖然在行政區域上隸屬

於冬山鄉，但實際的地理位置卻離冬山市街有段不小的距離，居民的

食衣住行反倒以鄰近、更為熱鬧的羅東鎮為生活中心。從現今國立羅東

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即位在廣興，和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只一路之

隔，即可看出兩地人民生活的密切往來。村裡的住戶幾乎以務農為主要

工作，黃銘哲的父母自然也不例外，民風相當單純質樸，宜蘭的鄉土文

學家黃春明（1935-），就曾數次以廣興村做為故事的環境背景，書寫了

富有當地情懷與庶民意趣的短篇小說，他與黃銘哲相當有緣分，曾擔任

過他小學三、四年級的老師。

黃銘哲有三個姊姊，由於祖父留下了許多田地，使得他家與一般

農家不一樣，除了擁有地主與農民的雙重身分外，還聘請長工來家裡幫

忙，但辛勤的父母未因富裕而放棄耕作，反倒認為必須有個男生來承繼

家中的一切，於是母親背負著傳宗接代的責任，直到三十八歲懷胎生下

了他。本來黃銘哲還有一個三哥，不過四歲時因患了白喉

離開人世，他的出生著實讓傳統的黃家鬆了一口氣。

然而，黃銘哲從小就沒有務農的念頭，如今回想起

自己的童年及青少年時期，印象多是畏懼且不快樂，「我

想到總是在田裡做得要死，我最不想過的就是這樣的日

子。」投入農作的忙碌及辛勞，讓他對於繼承家業絲毫提

不起興趣，甚至不想陪著祖母出去跟佃農收租，因為那得

陪纏著小腳的祖母走上一整天的路。害怕種田耕作的黃銘

哲，不是蹲在曬穀場上用彩色石頭在地上隨意塗鴉，就是

跑到附近的廟宇，觀看內容是宗教題材或民間傳說的雕梁

畫棟，鮮豔彩繪形式的民俗藝術是他最初始的藝術啟蒙。

除了塗鴉外，他也經常以泥土依樣捏塑神像，從神像的姿

黃銘哲幼年時期。

阿笑。廣興村是位於繁華小鎮羅東旁邊的村落，雖然在行政區域上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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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衣住行反倒以鄰近、更為熱鬧的羅東鎮為生活中心。從現今國立羅

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即位在廣興，和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只一路

隔，即可看出兩地人民生活的密切往來。村裡的住戶幾乎以務農為主

工作，黃銘哲的父母自然也不例外，民風相當單純質樸，宜蘭的鄉土

學家黃春明（1935-），就曾數次以廣興村做為故事的環境背景，書寫

富有當地情懷與庶民意趣的短篇小說，他與黃銘哲相當有緣分，曾擔

過他小學三、四年級的老師。

黃銘哲有三個姊姊，由於祖父留下了許多田地，使得他家與一般

農家不一樣，除了擁有地主與農民的雙重身分外，還聘請長工來家裡

忙，但辛勤的父母未因富裕而放棄耕作，反倒認為必須有個男生來承

家中的一切，於是母親背負著傳宗接代的責任，直到三十八歲懷胎生

了他。本來黃銘哲還有一個三哥，不過四歲時因患了白

離開人世，他的出生著實讓傳統的黃家鬆了一口氣。

然而，黃銘哲從小就沒有務農的念頭，如今回想起

自己的童年及青少年時期，印象多是畏懼且不快樂，「

想到總是在田裡做得要死，我最不想過的就是這樣的

子。」投入農作的忙碌及辛勞，讓他對於繼承家業絲毫

不起興趣，甚至不想陪著祖母出去跟佃農收租，因為那

年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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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中，我們可以發現往後黃銘哲在人物

造形上對手勢的注重與運用。黃銘哲小

學的美術老師，宜蘭的資深攝影家邱錦

益（1935-2014）認為黃銘哲有繪畫天分，

經常帶他出去寫生，黃春明也不時鼓勵他

朝著繪畫的路途前進。繪畫是他幼時唯一

感到興趣的事物，可惜在偏僻的鄉下並沒

有可資學習的環境，雖然從小就因具有繪

畫的天分而被師長讚賞，名字也屢屢在宜

蘭縣的美術競賽得獎名單中出現，但描形

繪物的技巧仍尚待磨練。

黃銘哲曾就讀宜蘭縣冬山鄉廣興國民

學校（今宜蘭縣冬山鄉廣興國民小學）和

宜蘭縣立冬山初級中學（今宜蘭縣立冬山

國民中學）。之後，在長輩不支持的情況

下，他停止修習課業。十歲那一年家裡有

了巨大的變化，父母可能看到幼子無意從

事農務，由於傳統的農家需要有人扛起沉

重的農事，因此為年滿二十七歲的大姊招贅，家中突然多了一個半子，

年少的黃銘哲對此有著複雜的情緒。十八歲時他既不願繼承家業務農又

無專業技能，於是基於對藝術的熱忱離開宜蘭來到了臺北。當時，黃銘

哲什麼工作都做過，也什麼地方都住過，他曾打過各種零工，其中與藝

術比較有關的是曾當過電影看板的學徒，但未做多久便被辭退，原因在

於師傅嫌棄他繪畫帶有筆觸，不符合平滑的畫面要求。那段時期，他住

過車站、公園等地方，直到一年後收到兵單入伍，才真正脫離這種四處

為家的流浪生活。

服役期間，黃銘哲隸屬於陸軍砲兵，曾被派駐金門戍衛，在外島

的駐守生活，每天被軍隊灌輸漢賊不兩立的愛國思想教育，那時「單打

1956年，黃銘哲九歲與三姊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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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黃銘哲對此有著複雜的情緒。十八歲時他既不願繼承家業務農又

專業技能，於是基於對藝術的熱忱離開宜蘭來到了臺北。當時，黃銘

什麼工作都做過，也什麼地方都住過，他曾打過各種零工，其中與藝

比較有關的是曾當過電影看板的學徒，但未做多久便被辭退，原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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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父母務農，早年黃銘哲

畫了一些農家生活的作品。

黃銘哲，〈牧童與水牛〉，

1975，油彩、畫布，

111×162cm。

黃銘哲，〈思源〉，1980，

油彩，103×103cm。

〈思源〉，1980，

3×10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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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不打」，兩岸對峙的緊張情勢深刻地烙印在他的腦海，這樣的經驗使

他後來到北京發展時坦言有點無法適應。他的藝術才華受到連隊長官賞

識，經常被指派製作海報，此外，同袍也樂於當他的模特兒，讓他的繪

畫技能不至於因為兵役而空白。退伍後，由於未曾受過正式藝術教學，

黃銘哲曾到劉其偉（1912-2002）與畫友們於臺北市水源路創設的「中國

藝術學苑」，向席德進（1923-1981）、李德（1921-2010）等知名畫壇前

輩學習，同時也經由友人介紹，去過藝術家賴武雄（1942-）的畫室學習

[左圖 ] 

1970年，黃銘哲（坐者）與

軍中同袍合影於戰地金門。

[右圖 ] 

二十歲的黃銘哲。

【關鍵詞】中國藝術學苑

李德與劉其偉等畫友在 1971年籌辦「中國藝術學苑」，委由弟子粟海駐苑教學、管理。「它最大的宗旨，除為

鼓舞藝術創作及欣賞的風尚外，並要協助青年朋友習得一技之長，輔導其就學就業，同時亦為施行戰後的 TWI

（Training With Instructions）教育，是否能應用於工業教學的一種實驗。」師資陣容有李德、劉其偉、林惺嶽、

王秀雄等。初設有四科：（一）美術設計科、（二）建築科、（三）繪畫科、（四）攝影科等四科，每科修業期

限為半年，經考試成績及格，即將名冊呈報教育局並發給結業證書。此外還設有繪畫選修組，這是較高級的一

班，指導老師計有十多人，如張杰、劉國松、席德進、楊英風、何懷碩、李奇茂、胡佩鏘等，是採「選師制」，

修業期限不予限制。美術設計科由王秀雄擔任科主任，攝影科主任由孔嘉擔任，李德則任繪畫科主任。李德以

個性化的教學原則教導立志從事現代繪畫創作的藝術青年學子，透過幻燈片投影與課堂討論方法，培養學生濃

厚求知興趣，啟發新觀念與新思想。

不打」，兩岸對峙的緊張情勢深刻地烙印在他的腦海，這樣的經驗使

後來到北京發展時坦言有點無法適應。他的藝術才華受到連隊長官賞

，經常被指派製作海報，此外，同袍也樂於當他的模特兒，讓他的繪

技能不至於因為兵役而空白。退伍後，由於未曾受過正式藝術教學，

銘哲曾到劉其偉（1912-2002）與畫友們於臺北市水源路創設的「中國

術學苑」，向席德進（1923-1981）、李德（1921-2010）等知名畫壇前

學習，同時也經由友人介紹，去過藝術家賴武雄（1942-）的畫室學習

[左圖 ] 

1970年，黃銘哲（坐

軍中同袍合影於戰地

[右圖 ] 

二十歲的黃銘哲。

【關鍵詞】中國藝術學苑

李德與劉其偉等畫友在 1971年籌辦「中國藝術學苑」，委由弟子粟海駐苑教學、管理。「它最大的宗旨，除

鼓舞藝術創作及欣賞的風尚外，並要協助青年朋友習得一技之長，輔導其就學就業，同時亦為施行戰後的 T

（Training With Instructions）教育，是否能應用於工業教學的一種實驗。」師資陣容有李德、劉其偉、林惺嶽

王秀雄等。初設有四科：（ ）美術設計科、（二）建築科、（三）繪畫科、（四）攝影科等四科 每科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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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閒暇之餘，他則時常四處去欣賞畫展，繼而揣摩所問或所得知的

繪畫技巧。雖然跟隨著藝術界的前輩們學習，黃銘哲始終質疑傳統藝術

教育的養成方式，與其對著冷冰的石膏頭像衡量比例，他更希望可以直

接描繪真實人體。往後黃銘哲甚至放棄臨摹作為練習繪畫的方法，對他

來說繪畫最重要的是掌握真實的感覺。雖然有上述的學習經驗，但他不

只一次提到，他繪畫的技法、媒材與工具大多是無師自通，自己勤練發

展出來的。

這段時期，黃銘哲為了謀生，也為了測試自己的能耐，他曾將作品

提供給臺北市中山北路三段林口俱樂部巷弄內的聚寶盆畫廊寄賣，當時

該畫廊的經營方向為：「一方面在提供國內畫家展覽的場所，增加國人

對藝術的興趣，始能負起承先啟後的職責，另一方面將國內畫家介紹到

外國，使外國人了解中國繪畫並非侷限於山水畫。」其銷售對象主要是

駐臺的美軍顧問團及來臺的外國觀光客。然而，年輕藝術家又沒有知名

度，一開始根本很難向外推薦，黃銘哲為了想知道自己的畫作是否有人

購藏，三不五時經常去畫廊外面蹓躂，偷偷從外向內探視，以避免被上

海出身的精明老闆娘看到，要他把賣不出去的畫載運回去。他沒錢，大

多從板橋徒步而去，若是畫被賣掉則荷包滿滿搭計程車回來。期間，曾

經發生過一件趣事，有一次黃銘哲如同以往在畫廊外面探頭觀看，正好

被老闆娘撞見，他不假思索拔腿就跑，沒想到卻被追了上來，告知作品

已被人賞識購買，要他繼續拿作品寄

賣，這一段插曲雖然詼諧，卻也使黃

銘哲開始對自己的創作產生信心，甚

至有過作品全部賣出的紀錄。

1976年，黃銘哲在臺北市新公園

內的臺灣省立博物館（今二二八和平

紀念公園內的國立臺灣博物館）舉行

了首次油畫個展，鄉土寫實的畫風受

到好評。不久後，他遇到生命中可以

1976年，黃銘哲在臺北市新

公園內的臺灣省立博物館舉行

了首次油畫個展。

接描繪真實人體。往後黃銘哲甚至放棄臨摹作為練習繪畫的方法，對

來說繪畫最重要的是掌握真實的感覺。雖然有上述的學習經驗，但他

只一次提到，他繪畫的技法、媒材與工具大多是無師自通，自己勤練

展出來的。

這段時期，黃銘哲為了謀生，也為了測試自己的能耐，他曾將作

提供給臺北市中山北路三段林口俱樂部巷弄內的聚寶盆畫廊寄賣，當

該畫廊的經營方向為：「一方面在提供國內畫家展覽的場所，增加國

對藝術的興趣，始能負起承先啟後的職責，另一方面將國內畫家介紹

外國，使外國人了解中國繪畫並非侷限於山水畫。」其銷售對象主要

駐臺的美軍顧問團及來臺的外國觀光客。然而，年輕藝術家又沒有知

度，一開始根本很難向外推薦，黃銘哲為了想知道自己的畫作是否有

購藏，三不五時經常去畫廊外面蹓躂，偷偷從外向內探視，以避免被

海出身的精明老闆娘看到，要他把賣不出去的畫載運回去。他沒錢，

多從板橋徒步而去，若是畫被賣掉則荷包滿滿搭計程車回來。期間，

經發生過一件趣事，有一次黃銘哲如同以往在畫廊外面探頭觀看，正

被老闆娘撞見，他不假思索拔腿就跑，沒想到卻被追了上來，告知作

已被人賞識購買，要他繼續拿作品

賣，這一段插曲雖然詼諧，卻也使

銘哲開始對自己的創作產生信心，

至有過作品全部賣出的紀錄。

黃銘哲在臺北市新

臺灣省立博物館舉行

畫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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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伴的女孩，一位

來臺灣遊學的英國

女生，於是結為連

理，共同前往英國定

居，這段期間他為了

拓寬視野和接受更

完整的繪畫訓練，在

里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旁聽藝術

課程。或許是外國生

活不如想像中那麼容

易，還是說文化層面

上的適應問題，最終

這段短暫的異國婚姻

劃下句點。婚姻會觸

礁，據他所說，其中

有件事情扮演著關鍵

的因素：回到英國

後，這位英國女生又

想去中國繼續深造，

並遊說黃銘哲一同陪

她前去，但才剛來

到歐美，還未真切感受當地的藝術氛圍，黃銘哲說什麼也不肯答應，更

何況當時的中國是臺灣人心中的鐵幕，他擔心一進去就無法出來，最後

她只好自己一個人前往，這段感情到頭來還是曲終人散。事隔多年，每

當他回想起這段往事，黃銘哲始終抱著感激之情，直稱她是生命中的天

使，因為她的關係，他才能在1970年代實施戒嚴中得以出國呼吸歐美的

藝術空氣，對日後影響深遠。

[上圖 ] 

1976年，黃銘哲與英國女孩

Kay結婚合影。

[左下圖 ] 

黃銘哲於美國橘郡留影。

[右下圖 ]

黃銘哲遊學歐洲時攝於羅浮宮

前。

，共同前往英國定

，這段期間他為了

寬視野和接受更

整的繪畫訓練，在

茲大學（University 

Leeds）旁聽藝術

程。或許是外國生

不如想像中那麼容

，還是說文化層面

的適應問題，最終

段短暫的異國婚姻

下句點。婚姻會觸

，據他所說，其中

件事情扮演著關鍵

因素：回到英國

，這位英國女生又

去中國繼續深造，

遊說黃銘哲一同陪

前去，但才剛來

歐美，還未真切感受當地的藝術氛圍，黃銘哲說什麼也不肯答應，更

[上圖 ] 

1976年，黃銘哲與英

Kay結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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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他輾轉遊歷於歐洲各國，繼而來到美國開展另一段的繪畫生

涯，成為美國塞米昂斯畫廊（Semions Art Gallery）旗下畫家。這段在國

外闖蕩的經歷讓他的視野大開，黃銘哲吸收了西方嶄新的藝術思潮，其

中抽象表現主義所呈現出來的自由度，帶給他極大的震撼。他經常前往

紐約現代美術館（The Museum of Modern Art）欣賞展覽，現代藝術大師

對他而言具有啟發的作用，引導了黃銘哲的藝術心靈及創作源頭，他表

示：「影響在於他們的作品，以及呈現內容的手法。內容對我而言，十

分重要。」不過這時他仍繼續創作鄉土主題的繪畫，並以此在畫壇小有

名氣，順天美術館當年即從加州的畫廊購買其鄉土寫實風格的畫作。

離開臺灣四年之後，1980年黃銘哲選擇辭謝塞米昂斯畫廊優惠的經

紀條件歸返國門，一方面是他有新的想法想回來發展，也下定決心要好

好從事創作；另一方面，人在海外，他對家鄉的思念卻越來越濃。當

他回來時，生活陷入了困境，經濟條件匱乏，於是他選擇參加比賽獲取

獎金以維持生活，不然就是靠母親接濟，變賣家中祖業田地資助他繼續

創作。年邁的母親認為：「又不是殺人放火，也沒亂花錢，有什麼關

係！」縱然母親支持他，甚至有段時間跟著他過著漂泊不定的生活，然

而家族的親戚長輩對他始終還是無法諒解，黃銘哲出身於農家，對於變

賣家產一事，他總是懷著愧疚的心情。家人無法清楚他到底在外做什

麼，他也很難向他們解釋，因此黃銘哲積極參與國內比賽來向外界證明

自己。首先他於1980年獲得「中

華民國全國美術展覽會」油畫類

銀牌獎，後來連續在1981、1982

年陸續榮獲「臺灣省全省美術展

覽會」（簡稱「省展」）油畫部首

獎，1983年取得「省展」永久免審

查資格，接著作品〈春釐〉被「省

展」典藏，後移撥給臺灣省立美術

館（今國立臺灣美術館）。

1986年，黃銘哲於龍門畫

廊舉辦個展。

[右頁左圖 ] 

黃銘哲，〈春釐〉，1982，

油彩、畫布，154×76cm，

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

[右頁右上圖 ] 

黃銘哲（左）參加「省展」

獲省主席林洋港頒發獎章。

[右頁右中圖 ] 

黃銘哲參加「全國油畫展」

時與作品合影。

[右頁右下圖 ] 

1982年，黃銘哲（左）與陳

庭詩於「省展」合影。

中抽象表現主義所呈現出來的自由度，帶給他極大的震撼。他經常前

紐約現代美術館（The Museum of Modern Art）欣賞展覽，現代藝術大

對他而言具有啟發的作用，引導了黃銘哲的藝術心靈及創作源頭，他

示：「影響在於他們的作品，以及呈現內容的手法。內容對我而言，

分重要。」不過這時他仍繼續創作鄉土主題的繪畫，並以此在畫壇小

名氣，順天美術館當年即從加州的畫廊購買其鄉土寫實風格的畫作。

離開臺灣四年之後，1980年黃銘哲選擇辭謝塞米昂斯畫廊優惠的

紀條件歸返國門，一方面是他有新的想法想回來發展，也下定決心要

好從事創作；另一方面，人在海外，他對家鄉的思念卻越來越濃。

他回來時，生活陷入了困境，經濟條件匱乏，於是他選擇參加比賽獲

獎金以維持生活，不然就是靠母親接濟，變賣家中祖業田地資助他繼

創作。年邁的母親認為：「又不是殺人放火，也沒亂花錢，有什麼

係！」縱然母親支持他，甚至有段時間跟著他過著漂泊不定的生活，

而家族的親戚長輩對他始終還是無法諒解，黃銘哲出身於農家，對於

賣家產一事，他總是懷著愧疚的心情。家人無法清楚他到底在外做

麼，他也很難向他們解釋，因此黃銘哲積極參與國內比賽來向外界證

自己。首先他於1980年獲得「

華民國全國美術展覽會」油畫

銀牌獎，後來連續在1981、19

年陸續榮獲「臺灣省全省美術

黃銘哲於龍門畫

展。

林洋港頒發獎章。

加「全國油畫展」

合影。

黃銘哲（左）與陳

省展」合影。

17

當年的「省展」可說是臺灣最重要有獎項的藝術展覽，其中油畫部

競爭特別激烈，這樣出色的成績不僅相當罕見，尤其對一個沒有學院背

景的創作者，要在著重師承的藝術環境中脫穎而出，格外不容易，這對

黃銘哲來說是一個莫大的殊榮與肯定。其實，最初他會參加「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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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來檢驗自己的創作外，還有一個比較不為人

所知的原因，當初有許多藝術圈的友人認為他

非科班出身，報名比賽絕對會落選，甚至當他

第一次獲得首獎時，也是認為他運氣好而非依

憑實力，黃銘哲為了爭一口氣，接二連三的參

加，才有如此的佳績。不過，雖以精湛的寫實

技法和特有的畫面構成，加上比賽的頭銜加

持，讓黃銘哲在畫壇聲名鵲起，但直到他展開

抽象語彙的藝術創作，才算是真正在臺灣的視

覺藝術領域受到了重視。

因此，這段時期的畫作幾乎都在他藉由抽

象繪畫得到外界肯定後才回頭受到青睞。日子

雖然窮困，但心態卻相當健康，也非常認命，

他認為從事創作難以生活是正常的，黃銘哲對

此甘之如飴，他當初也無法預期自己以後會在

藝術市場大有斬獲。比如我們很難想像現在炙手可熱的「紅色」系列曾

經整車載去畫廊展覽，又整車作品載運回來，乏人問津。我們也很難想

像黃銘哲的生活曾經極度困頓，回來臺灣十年後，才開始有人願意購藏

他歸國之後的作品。

1980年代興起的臺灣當代抽象繪畫，相較1960年代的「現代繪畫運

動」，這群藝術家大多出國深造過，當他們來到歐美，受到了西方藝術

越來越強調觀念性的思潮影響。彼時黃銘哲雖然還未從事抽象藝術，不

過他認為他們的觀點：「用筆就是傳統」，有著明顯的錯誤，即使他後

來從事抽象、複合媒材和立體創作，他也未曾放棄畫筆過，這是黃銘哲

始終堅持的地方。但是，他又是一個想到什麼就做什麼的人，這樣的善

變促成了他藝術的蛻變，隨著時間、空間及心理的轉變，他的創作形式

也隨之改變。1980年代後期，當黃銘哲放棄寫實走向抽象時，身旁的朋

友都覺得非常可惜，不知他為何要割捨自身寫實技法的本事，更何況從

1992年，黃銘哲（中）回國

後被收藏的第一件作品，與藏

家李臻餘伉儷合影留念。

[右頁左圖 ] 

黃銘哲個展「夢魘」於臺北市

立美術館展出的宣傳布幅。

[右頁右圖 ] 

黃銘哲，〈尊嚴的符號〉，

1993-1994，

壓克力、畫布、木板，

206×77cm，

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第一次獲得首獎時，也是認為他運氣好而非

憑實力，黃銘哲為了爭一口氣，接二連三的

加，才有如此的佳績。不過，雖以精湛的寫

技法和特有的畫面構成，加上比賽的頭銜

持，讓黃銘哲在畫壇聲名鵲起，但直到他展

抽象語彙的藝術創作，才算是真正在臺灣的

覺藝術領域受到了重視。

因此，這段時期的畫作幾乎都在他藉由

象繪畫得到外界肯定後才回頭受到青睞。日

雖然窮困，但心態卻相當健康，也非常認命

他認為從事創作難以生活是正常的，黃銘哲

此甘之如飴，他當初也無法預期自己以後會

藝術市場大有斬獲。比如我們很難想像現在炙手可熱的「紅色」系列

經整車載去畫廊展覽，又整車作品載運回來，乏人問津。我們也很難

像黃銘哲的生活曾經極度困頓，回來臺灣十年後，才開始有人願意購

他歸國之後的作品。

1980年代興起的臺灣當代抽象繪畫，相較1960年代的「現代繪畫

動」，這群藝術家大多出國深造過，當他們來到歐美，受到了西方藝

越來越強調觀念性的思潮影響。彼時黃銘哲雖然還未從事抽象藝術，

過他認為他們的觀點：「用筆就是傳統」，有著明顯的錯誤，即使他

黃銘哲（中）回國

的第一件作品，與藏

伉儷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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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實的具象轉換到只以線條、色彩、造形來

表現的抽象，不是那麼簡單，需要經歷一段

艱辛的漫長時間。

1992年開始，黃銘哲進入了創作生涯的

高峰與藝術成就的收穫期，除了一再創造市

場的佳績外，同年他應邀在臺灣省立美術館

舉辦「國王的夢」個展，並出版畫冊。1995

年「夢魘」個展於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其

作品〈尊嚴的符號〉，這是一次具有回顧意

義的大型展覽。1996年應臺北市立美術館邀

請參加「臺北雙年展」，之後黃銘哲從平面

延伸到立體，投身於立體作品的製作，立體

作品的成功使得他步入創作生涯的另一個高

峰。1998年在高雄市立美術館，由藝術史家

實的具象轉換到只以線條、色彩、造形來

現的抽象，不是那麼簡單，需要經歷一段

辛的漫長時間。

1992年開始，黃銘哲進入了創作生涯的

峰與藝術成就的收穫期，除了一再創造市

的佳績外，同年他應邀在臺灣省立美術館

辦「國王的夢」個展，並出版畫冊。1995

「夢魘」個展於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其

品〈尊嚴的符號〉，這是一次具有回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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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銘哲舉辦「夢靨」個展於臺

北市立美術館。

黃銘哲，〈蘊〉，1997，

不鏽鋼、烤漆，

240×120×15cm，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蘊〉，1997，

烤漆，

0×15cm，

美術館典藏。

21

王哲雄策劃展出「創作論壇─堅持‧延續─黃銘哲個展」，並典藏

其立體作品〈97作品NO.3〉、〈蘊〉和出版畫冊。至此，他完成了臺灣

藝術家期盼的夢想，在國內北、中、南三大美術館都舉辦過個人展覽並

被典藏作品，同時在學術和市場皆占有一席之地。

黃銘哲，〈97作品 NO.3〉，

1997，不鏽鋼、玻璃、烤漆，

200×50×10cm，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黃銘哲，〈97作品 NO

1997，不鏽鋼、玻璃

200×50×10cm，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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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與鄉愁
總的來說，藝術家幾乎都擁有

頹廢意識的個人性格與生命特質，

只有成分的差異與高低之分，黃銘

哲將他鮮明的特質滲透於生活裡，

放射在言行舉止與創作場域中，進

而同化周遭的人、事、物。最重要

的是他將精神品質投射在藝術中，

作品極具強烈的個人特色。這種強

烈的個人特色並不是時尚品味、浪

漫情懷或風流逸事，那種世俗上有

關藝術家的魅力意象，而是黃銘哲

傳達的強大生命能量，一旦與他接

觸就能清楚感受到他與作品是合而

為一。外在華麗、注重品味是他顯

現於外的個人形象，實際上私下的

他是個沉默孤寂的人，時常在沉思

中緩緩度過時間。他總是透過繪畫

或是文字，書寫心情，縱使展露於

外的氣息是自傲與自豪，然而在字

裡行間往往洩露出他無奈與自嘲的

底層創作心情，之所以會如此，追

根究柢，我們可以發現，來自於他

的漂泊與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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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 ]    黃銘哲漂泊的身影使其視野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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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就能清楚感受到他與作品是合

為一。外在華麗、注重品味是他

現於外的個人形象，實際上私下

他是個沉默孤寂的人，時常在沉

中緩緩度過時間。他總是透過繪

或是文字，書寫心情，縱使展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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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浪者」心態，似乎是

任何一個藝術創作者的發展

慣例，臺灣藝術家多有離鄉

的需求，從鄉村到城市或從

臺灣到異國，生命中經歷過

的情景常會出現在他們的繪

畫中。藝術家本身就是一

個流浪者（尋找精神的彼

岸），藝術家也是一個背叛

者（對既有形式的背叛），

兩種面向導致了黃銘哲的漂

泊。黃銘哲以宜蘭為起點開

展藝術的旅程，在臺北、板

橋、英國、內湖、汐止、北

投、東區、五股、北京、三

重都曾留下過足跡，然而卻

始終無法在固定地點停留太

久，一旦察見內心孕育了新

的藝術思維或創作觀點時，

他便隨之尋找另個能使充沛

藝術能量安頓的地方。「在

孤寂的流浪中，我更感受到

『藝術』與『人生』的真諦。」對環境變化具有高度敏銳度的黃銘哲，

離開故鄉、旅居海外、歸程臺灣、轉進北京，漂泊的遷徙經驗使其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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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在人群中的隱居者，他與城市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連，卻又追求純粹的

自我孤寂；在畫會林立的臺灣當代藝術中，他幾乎未曾加入過任何的團

體，也沒有與人發表過集體的宣言或理念。平時他甚少外出，總是待在

工作室過著創作的生活，將生活場域和創作場域融合為一，因為那是他

最親近的環境，是引導創作和思索的空間，在此黃銘哲可以停止社會角

色的扮演，與自己的內在生命共處。

黃銘哲曾經這麼說過：「一個好的藝術家一定要有一個好的工作

室，不但能使心情更加穩定，同時也能無後顧之憂地去嘗試並挑戰更多

創作上的可能。」同時他認為：「一個畫家成功與否，與他的工作室大

小有關。」推敲字句，想來藝術家的人生有大半時間都待在工作室裡，

工作室的空間尺寸可顯現出藝術家是否擁有強大的企圖心與意志。一

來，黃銘哲的作品和生活經驗與生命經歷息息相關，就他來說，藝術的

層面是整體性的，生活中的一點一滴都是重要的元素，表現在生活層面

上是全面性地展開對話。再者，工作室除了是他的創作地點外，也是他

的生活場所，更是他的藝術王國，唯有來到工作室才能深度了解黃銘哲

的創作思維與工作形式，以及從思維到作品的轉化過程。藝術家王福東

曾提起：

黃銘哲的住處，我大都去過，從來沒有「富貴感」。家具擺設都

在「零的遞減」。他十分重視「寧」和「靈」的空間感。因此他

不太在牆上掛畫。他是一個重視「空間品質」的人。

他在空間設計上有其獨到的見解，曾將上下樓層的樓板打通，營

造樓中樓的挑高空間感。在黃銘哲所有的工作室中，五股觀音山和宜蘭

五結的工作室是歷年來在臺灣最大的創作空間，五股觀音山的工作室位

在凌雲路的工業區內，而宜蘭五結的工作室則緊鄰蘭陽溪。走入兩間工

作室，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挑高的寬敞空間，和以往一樣維持著極簡的基

調，當中除了懸掛著數件他著名的立體作品外，牆面還有大尺寸的平面

畫作，或許我們稱為黃銘哲的私人美術館，也不為過。裡頭個人物件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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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親近的環境，是引導創作和思索的空間，在此黃銘哲可以停止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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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銘哲曾經這麼說過：「一個好的藝術家一定要有一個好的工

室，不但能使心情更加穩定，同時也能無後顧之憂地去嘗試並挑戰更

創作上的可能。」同時他認為：「一個畫家成功與否，與他的工作室

小有關。」推敲字句，想來藝術家的人生有大半時間都待在工作室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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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是整體性的，生活中的一點一滴都是重要的元素，表現在生活層

上是全面性地展開對話。再者，工作室除了是他的創作地點外，也是他

的生活場所，更是他的藝術王國，唯有來到工作室才能深度了解黃銘

的創作思維與工作形式，以及從思維到作品的轉化過程。藝術家王福

曾提起：

黃銘哲的住處，我大都去過，從來沒有「富貴感」。家具擺設

在「零的遞減」。他十分重視「寧」和「靈」的空間感。因此

不太在牆上掛畫。他是一個重視「空間品質」的人。

他在空間設計上有其獨到的見解，曾將上下樓層的樓板打通，

造樓中樓的挑高空間感。在黃銘哲所有的工作室中，五股觀音山和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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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又少，物質條件可說非常簡單，可以想見他的生活是以創作為重心，

建立空間是為了延續他的創作。他說道：「作品、工作空間、生活空

間，也許包括人品，都是同一件事。與我每日相處而凝締而出的空間，

符合創作時所需，那將使我進行得更順暢，更為清朗與澄淨。」早先，

在他的工作室旁是他近年來製作立體作品的工廠，並聘請了數位工人協

助，顯現出黃銘哲的藝術雄心與魄力。在詩中，他曾如此剖析自我創作

與工作空間的關係：

畫室是我的戰場

沒有子民沒有軍隊的王國

只有色彩

筆　畫刀　調色盤

畫布是我的領土

也是戰場

我在此每天默默的耕耘

每天和自己的心交戰數百回

攻和守

有時我戰敗

黃銘哲與他心愛的狗「保鑣」

合影於宜蘭五結工作室。圖片

來源：梁至青攝影提供。

黃銘哲位於五股觀音山的工作

室，正製作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作品〈互動系列Ｉ〉。

又少，物質條件可說非常簡單，可以想見他的生活是以創作為重心，

立空間是為了延續他的創作。他說道：「作品、工作空間、生活空

，也許包括人品，都是同一件事。與我每日相處而凝締而出的空間，

合創作時所需，那將使我進行得更順暢，更為清朗與澄淨。」早先，

他的工作室旁是他近年來製作立體作品的工廠，並聘請了數位工人協

，顯現出黃銘哲的藝術雄心與魄力。在詩中，他曾如此剖析自我創作

工作空間的關係：

畫室是我的戰場

沒有子民沒有軍隊的王國

只有色彩

筆　畫刀　調色盤

畫布是我的領土

黃銘哲與他心愛的狗

合影於宜蘭五結工作

來源：梁至青攝影提供

黃銘哲位於五股觀音

室，正製作公務人力

作品〈互動系列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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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我戰勝

感性和理性

都在我一念之間

在他第一本畫冊的自序中，有這麼一段文字訴說著黃銘哲的創作精

神：

我不愧對這個社會，我一直奉行著一流的繪畫態度，更對得起藝

術良心，也不辜負為了我的色彩王國而失去的每一份祖產，因為

我還是本著我們傳世的「農人精神」，默默耕耘著每一塊畫布，

祖先！讓我告訴你們，我雖然沒有在你們踏過的每一寸土地上耕

耘，但是在我的畫布上，你們的勤勞精神永在。

黃銘哲始終以農人子弟自居，在待人處事上謙遜有禮，在日常生

黃銘哲於北投工作室留影。

有時我戰勝

感性和理性

都在我一念之間

在他第一本畫冊的自序中，有這麼一段文字訴說著黃銘哲的創作

神：

我不愧對這個社會，我一直奉行著一流的繪畫態度，更對得起

術良心，也不辜負為了我的色彩王國而失去的每一份祖產，因

北投工作室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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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則是與世無爭。然而，為了實現自我的藝術生命，他以家族的農地

做為代價，使得他面對自己的創作時，相當嚴厲且一絲不苟，雖然事前

經過充分的準備，但在實際作畫過程中卻常一畫再畫，進行無數次的修

改，由於抱持著完美態度，他嚴格要求作品是否達到自己的標準。

當在藝壇上已受到高度評價，且被市場接受後，黃銘哲反而更加誠

實面對自己對藝術創作的需求與慾望，毫不留戀既有的成就，轉身投向

新的領域。在他的創作歷程中，我們可發現每一階段風格之變化，以及

內容體裁、媒材手法之不同，都是為了滿足個人的創作想望及內心對自

我的渴求。這是他的漂泊，捨棄了田園，離開了島嶼，拋開了固有風格

及媒材，以不負對「藝術家」角色的自我期許。而對藝術的使命感，則

驅使他持續的求新求變，不顧一切地探索造形語彙。對自己的期許及理

念，他是這麼認為：「在畫家的一生中，必須遵行及超越許多過程。畫

家必須有勇氣違背潮流。」他清楚地意識到避免傳統風格的規範和社會

崇尚的麻痺作用，是個人藝術走向成功的關鍵。也因此，黃銘哲不願被

歸類為任一畫派或主義，因為他不是一個理念先行的創作者，而是強調

個人特質的藝術家。

黃銘哲於北投工作室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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