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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黃銘哲每每開創新的創作格局之際，我們都可看到其藝術信念

的延續性。回到宜蘭後，他逐漸從情緒波瀾中緩慢沉澱，投入

精神意象的表達，十年磨一劍，黃銘哲迎來了藝術生涯的新一

波高峰，立基於思想性和精密度的「生生不息」系列作品，是

使用造形語言高度構造的美學物體，達到了形式上的純淨與絕

對。他從入世到出世，不停追尋個人內心和外在世界相應的形

式，純粹又嚴謹的抽象元素宛如一種絕對的宇宙定律，構成了

黃銘哲的造形系統，跨越了時空，飛越了紀元。這是他歷經滄

桑後的思想探索的發現，在許多層面上，展現出克服艱難後建

立起來的個人特質。

沉潛與堅持

[本頁圖 ]   黃銘哲作畫神情。

[左頁圖 ]   黃銘哲，〈慾望飛行〉，2002，油彩、不鏽鋼、烤漆、畫布，180×14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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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來的個人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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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溪畔的工作室
在外漂泊多年，黃銘哲終於在2010年落葉歸根，回到原生地蘭陽平

原成立工作室，驛動的心已逐漸平息。早年父母為了支持他，陸續變賣

家中祖業田地資助他創作，對安分務農的父母而言，變賣祖產是多麼天

大地大的事情，這在鄉下人眼中儼然是敗家子的行徑，讓他們遭受外界

異樣的眼光，對此黃銘哲總是心懷愧疚而近鄉情怯。未成年就離家前往

臺北。如今，他選擇告別城市的喧囂、回歸家鄉的懷抱，工作室座落於

宜蘭縣五結鄉蘭陽溪畔，靠近出海口，旁邊擁有閑靜的田野風光。他表

示：「站在自己成長的土地上，就能跟自己的生命與藝術創作更加緊密

銜接。像現在我經常看著工作室外蜿蜒起伏的山稜線條，就會由衷生出

一份莫名的感動。我認為，這是世界上最美麗的風景。」黃銘哲小時候

是看著龜山島長大，那時的宜蘭沒有什麼樓房，從廣興就能遠眺海邊，

站在家門外即可看到宜蘭的象徵地標龜山島，沒想到在外奔波多年，繞

了一圈，最終還是回歸自己的故鄉。現在他走出工作室外，跟小時候一

樣，心中思思念念的龜山島就在眼前，只是島嶼模樣依舊，人事卻已全

非。回來後黃銘哲與世無爭，他以創作

為重心，獨居在工作室中。耳順之年，

他已懂得順天而行，知止而止，靜謐安

寧的鄉居生活讓他與自然對話，感受到

永恆不變的自然韻律，也讓他還原人跟

自然原本的平衡關係。

位於宜蘭五結的工作室是黃銘哲歷

年來空間最為龐大的工作室，除了顯現

出他的格局與氣度外，這個工作室如今

也已成為蘭陽平原重要的文化地景，有

許多臺灣藝文界的人士若有機會來到宜

蘭，他們經常會特地詢問是否可以拜訪

2018年，黃銘哲攝於龜山島

前方。

原成立工作室，驛動的心已逐漸平息。早年父母為了支持他，陸續變

家中祖業田地資助他創作，對安分務農的父母而言，變賣祖產是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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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樣的眼光，對此黃銘哲總是心懷愧疚而近鄉情怯。未成年就離家前

臺北。如今，他選擇告別城市的喧囂、回歸家鄉的懷抱，工作室座落

宜蘭縣五結鄉蘭陽溪畔，靠近出海口，旁邊擁有閑靜的田野風光。他

示：「站在自己成長的土地上，就能跟自己的生命與藝術創作更加緊

銜接。像現在我經常看著工作室外蜿蜒起伏的山稜線條，就會由衷生

一份莫名的感動。我認為，這是世界上最美麗的風景。」黃銘哲小時

是看著龜山島長大，那時的宜蘭沒有什麼樓房，從廣興就能遠眺海邊

站在家門外即可看到宜蘭的象徵地標龜山島，沒想到在外奔波多年，

了一圈，最終還是回歸自己的故鄉。現在他走出工作室外，跟小時候

樣，心中思思念念的龜山島就在眼前，只是島嶼模樣依舊，人事卻已

非。回來後黃銘哲與世無爭，他以創

為重心，獨居在工作室中。耳順之年

他已懂得順天而行，知止而止，靜謐

寧的鄉居生活讓他與自然對話，感受

永恆不變的自然韻律，也讓他還原人

自然原本的平衡關係。

位於宜蘭五結的工作室是黃銘哲

黃銘哲攝於龜山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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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一探這個號稱臺灣最具規模

的創作空間。有趣的是，往往有許

多藝術圈的後輩來訪後，不是自生

懊惱，懷疑自己一輩子無法達到這

種成就而心灰意冷，不然就是生起

有為者亦若是的雄心壯志，黃銘哲

原本獨居的生活也因訪客的到來而

不孤單。他回到宜蘭後，早年擔憂

被鄉親指指點點的情結已逐漸釋

懷，早晨騎腳踏車去買早餐，店員看他一身衣服都沾上油彩，以為他從

事油漆行業，黃銘哲也不否認，反而微笑點頭稱是。還有以前家鄉的舊

識質疑他怎住在那麼大的房子，他也非常幽默的回答，房子是老闆的，

他只是被聘請來保全管理。離開近半世紀的時間，自稱農夫叛徒的黃銘

哲，終於可以用很坦然的心態，來面對這塊養育他成長的土地。

2022新年，黃銘哲（左）與

友人雷孟桓伉儷、吳永華伉儷

攝於宜蘭五結工作室。

黃銘哲與「臺中愛美學會」成

員合影於宜蘭五結工作室。

惱，懷疑自己一輩子無法達到這

成就而心灰意冷，不然就是生起

為者亦若是的雄心壯志，黃銘哲

本獨居的生活也因訪客的到來而

孤單。他回到宜蘭後，早年擔憂

鄉親指指點點的情結已逐漸釋

，早晨騎腳踏車去買早餐，店員看他一身衣服都沾上油彩，以為他從

油漆行業，黃銘哲也不否認，反而微笑點頭稱是。還有以前家鄉的舊

質疑他怎住在那麼大的房子，他也非常幽默的回答，房子是老闆的，

只是被聘請來保全管理。離開近半世紀的時間，自稱農夫叛徒的黃銘

，終於可以用很坦然的心態，來面對這塊養育他成長的土地。

2022新年，黃銘哲

友人雷孟桓伉儷、吳

攝於宜蘭五結工作室

黃銘哲與「臺中愛美

員合影於宜蘭五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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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銘哲宜蘭五結工作室 

黃銘哲的宜蘭五結工作室，占地2000多坪，室內空間約600坪，是由拖車工廠重新整修的，分別有一

大展覽室、兩大一小的畫室及材料室、餐廳、二樓臥室等數個空間。在巨大無比的挑高場域中，他創

作了許多高達一、二層樓的大型作品，這些作品的尺幅，一看就知並不是為了展示或被典藏為目的，

完完全全只是為了他個人的創作需求。為了創作這些作品，他設計了一些裝置以便繪畫，以往藝術家

都會架設鷹架以便繪製大型作品，這樣爬高爬下，不僅不方便，也相當危險，於是他想了一個變通

方式，就是往地下挖了一個深溝並搭配電動展牆，如此一來他只要按鈕使牆面昇降即可畫到畫作的頂

部，這是屬於縱向的移動，同樣的他也設置了一個在地上水平移動的裝置，非常方便製作巨幅油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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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     

黃銘哲（前者）宴請藝術圈友人，享

用道地宜蘭菜辦桌文化於宜蘭五結工

作室。

[下圖 ]     

前排左起許遠達、黃銘哲、張乃文帶

領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的學生參訪宜蘭

五結工作室。

[左頁上、左下圖 ]     

黃銘哲宜蘭五結工作室一景。

[左頁右下圖 ]     

黃銘哲與毛小孩保鑣、小花合影於宜

蘭五結工作室。

[上圖 ]     

黃銘哲（前者）宴請藝術圈

用道地宜蘭菜辦桌文化於宜

作室。

[下圖 ]     

前排左起許遠達、黃銘哲、

領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的學生

五結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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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是融合思考與製作

的觀念，最為困難的是如何

落實為形式，將思維與作為

合而為一，進而透過造形的

實踐能力化為具體的藝術語

彙，闡述自身的美學觀點。

為了忠實呈現自己的創作意

識，回到宜蘭後，黃銘哲繼

續探索造形和表現上的可能

性，他對藝術還有疑問，想

要避開自我表現的陷阱，也深知唯有破釜沉舟，使盡全身的力氣搏鬥，

才能有更進一步的突破。這是一段艱辛且複雜的過程，雖然他對創作的

焦慮處境已不陌生，卻萬萬沒想到這一次時間竟然如此漫長，遭遇到前

所未見的瓶頸。這段期間，有時候黃銘哲會受困於靈感萎靡，他往往陷

入在精神的苦悶之中，在緩慢的過程裡，他重新審視自我，傾聽內心的

原真聲音。過往的豐富歷程，不僅讓他在觀念、技法及形式上擁有了深

厚的基礎，也讓他對藝術世界有穿透性的了解，清楚生命的沉浮與掙

扎。

為求完美，黃銘哲經常陷入極度的焦慮與痛苦，幸而因獨處淬鍊成

的強大生命力量，使其能渡過人生及創作上的危機。每段沉潛的日子，

都考驗著心智與毅力，卻也讓他得以省思自身，重新調整內在思路。在

某次個展中，他遇到畫壇的前輩藝術家鐘俊雄（1939-2021），感嘆地說

自己創作裡還有許多問題，鐘俊雄回答他：「有問題是正常的，沒問題

才是大問題。」簡短的回覆，給予他繼續奮鬥的信心與勇氣。

2015年，由於北京工作室即將被拆除，他決定選擇專心在臺灣發

展，同年年底他榮獲第38屆「吳三連獎藝術獎」，這個獎項對他而言，

無疑為這段低迷歲月打了一劑強心針，拉了他一大把。「吳三連獎」是

由財團法人吳三連獎基金會發起，是臺灣民間對藝術家的最大肯定，屬

黃銘哲（右）獲吳三連獎，

由黃才郎頒獎。

合而為一，進而透過造形

實踐能力化為具體的藝術

彙，闡述自身的美學觀點

為了忠實呈現自己的創作

識，回到宜蘭後，黃銘哲繼

續探索造形和表現上的可

性，他對藝術還有疑問，

要避開自我表現的陷阱，也深知唯有破釜沉舟，使盡全身的力氣搏鬥

才能有更進一步的突破。這是一段艱辛且複雜的過程，雖然他對創作

焦慮處境已不陌生，卻萬萬沒想到這一次時間竟然如此漫長，遭遇到

所未見的瓶頸。這段期間，有時候黃銘哲會受困於靈感萎靡，他往往

入在精神的苦悶之中，在緩慢的過程裡，他重新審視自我，傾聽內心

原真聲音。過往的豐富歷程，不僅讓他在觀念、技法及形式上擁有了

厚的基礎，也讓他對藝術世界有穿透性的了解，清楚生命的沉浮與

扎。

為求完美，黃銘哲經常陷入極度的焦慮與痛苦，幸而因獨處淬鍊

的強大生命力量，使其能渡過人生及創作上的危機。每段沉潛的日子

都考驗著心智與毅力，卻也讓他得以省思自身，重新調整內在思路。

某次個展中，他遇到畫壇的前輩藝術家鐘俊雄（1939-2021），感嘆地

自己創作裡還有許多問題，鐘俊雄回答他：「有問題是正常的，沒問

右）獲吳三連獎，

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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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終身成就獎的性質，表彰在各獎項領域有傑出成就，有繼續創造潛

力，並認同臺灣的人士或團體。以往它每年一次選拔，獎金從二十萬元

一路增加到八十萬元，2019年起改為二年一次，獎金提高為一百萬元。

獎項共分兩類：文學類和藝術類，總計四位名額。在贈獎典禮上，黃銘

哲特別邀請甫卸任的國立臺灣美術館前館長黃才郎為頒獎人，這對他有

其特別的象徵意義，除了黃才郎本身曾任北、中、南三大美術館館長，

是臺灣美術界的代表人物外，當初黃銘哲能在臺灣藝壇崛起，是因為連

續得到「省展」油畫類首獎，而他第一次在官方美術館舉辦個人展覽，

也是在臺灣省立美術館。

之後，他維持著每年一次個展的頻率，平面與立體作品都有著更

成熟與完整的表現。2019年黃銘哲接受宜蘭美術館邀請，辦理「生生不

息：黃銘哲個展」，正式推出他回到宜蘭後嘔心瀝血的創作結晶。黃銘

哲相當重視在故鄉的首次個展，除了積極用心辦理外，在開幕儀式上，

2019年，黃銘哲受宜蘭美術

館邀請舉行  「生生不息：黃銘

哲個展」，開幕時黃銘哲致詞。

項共分兩類：文學類和藝術類，總計四位名額。在贈獎典禮上，黃銘

特別邀請甫卸任的國立臺灣美術館前館長黃才郎為頒獎人，這對他有

特別的象徵意義，除了黃才郎本身曾任北、中、南三大美術館館長，

臺灣美術界的代表人物外，當初黃銘哲能在臺灣藝壇崛起，是因為連

得到「省展」油畫類首獎，而他第一次在官方美術館舉辦個人展覽，

是在臺灣省立美術館。

之後，他維持著每年一次個展的頻率，平面與立體作品都有著更

熟與完整的表現。2019年黃銘哲接受宜蘭美術館邀請，辦理「生生不

：黃銘哲個展」，正式推出他回到宜蘭後嘔心瀝血的創作結晶。黃銘

相當重視在故鄉的首次個展，除了積極用心辦理外，在開幕儀式上，

2019年，黃銘哲受宜

館邀請舉行  「生生不

哲個展」，開幕時黃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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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 

2019年，  「生生不息：黃銘哲

個展」開幕時嘉賓雲集。

[下二圖 ] 

2019年，  「生生不息：黃銘哲

個展」展場一景。

原本低調的黃家人也都全員到齊，包括他的夫人徐育鳳女士和三個子女

黃麟、黃凰和黃極。對於宜蘭美術館來說，這次展覽的開幕儀式也是

一個全新的體驗，他們萬萬沒想到竟然多達五百多人參與盛會，除了

學界、藝術家外，畫廊、拍賣公司、藏家等相關產業人士也前來共襄盛

舉，這和以往參與的大多是展出者的親友，有著極大的不同。

「生生不息：黃銘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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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不息」系列
早年黃銘哲曾這麼表示：

抽象創作對個人而言，是沒有極限的，就如同我永

遠不滿意自己的作品般，改變、突破、轉換各種媒

材，甚而超越畫布的種種呈現，因為這條路是永無止

境的，也許這樣一遭走來，終究回到原點，但這段歷

程，與不斷地思考，才是最終目的。

在「生生不息」系列作品中，黃銘哲重新思索並再次對

抽象語彙與創作本質提問，低限的形式除了揭示出其內在生命力外，

也深刻地詮釋當代語境下的心象與思緒。這幾年為了調養身體，他

開始接觸太極拳，並對東方哲學產生興趣，尤其受到道家「道法自

然」、「天人合一」的觀念影

響，深化了他面對生命的視

野。道家美學主張以自然隨順

的審美心態洞察天地萬物，於

是如何見素抱樸，反璞歸真，

用最簡單的語言表達最複雜的

思想，成為黃銘哲近期的思考

重心—他期盼跳脫現實世

界的紛擾，在精神自由的開展

下，超越形體的有限性，達到

究極的真實。因此，黃銘哲渴

望創作出一種強烈的宇宙性藝

術，進行形上學探索，從而讓

形式在虛靜中富有變化與創

生，同時表明事物的構成和運

黃銘哲，〈生生不息系列之二〉，

2018，壓克力、不鏽鋼、畫布，

160×160cm。

黃銘哲（左 2）與呂永豐建築師

（左 1）與張秋墩伉儷合影。

抽象創作對個人而言，是沒有極限的，就如同我永

遠不滿意自己的作品般，改變、突破、轉換各種媒

材，甚而超越畫布的種種呈現，因為這條路是永無止

境的，也許這樣一遭走來，終究回到原點，但這段歷

程，與不斷地思考，才是最終目的。

在「生生不息」系列作品中，黃銘哲重新思索並再次對

象語彙與創作本質提問，低限的形式除了揭示出其內在生命力外，

深刻地詮釋當代語境下的心象與思緒。這幾年為了調養身體，他

始接觸太極拳，並對東方哲學產生興趣，尤其受到道家「道法自

」、「天人合一」的觀念影

，深化了他面對生命的視

。道家美學主張以自然隨順

審美心態洞察天地萬物，於

如何見素抱樸，反璞歸真，

最簡單的語言表達最複雜的

想，成為黃銘哲近期的思考

心 他期盼跳脫現實世

的紛擾，在精神自由的開展

，超越形體的有限性，達到

黃銘哲，〈生生不息系列

2018，壓克力、不鏽鋼

160×160cm。

黃銘哲（左 2）與呂永

（左 1）與張秋墩伉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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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是有其規律，一切事物和現象，都是在相反相成的雙方作用下構成

並演化的。

藝術史上有許多藝術家都曾經在畫布上嘗試過各種實驗，比如封

答那（Lucio Fontana, 1899-1968）以刀割破畫布來塑造空間層次，畫

布上的刀痕既是形式，也是一種行動。黃銘哲則更進一步，直接在畫

面挖洞，並以金屬裝置穿透畫布，成為底材的架構，由於背面設置金

屬支架向外／內支撐，作品正面因而弓起／凹陷了一個圓弧，成為一

個有體量感的物體，這樣的手法，跨越了平面和立體之間的界限，打

開了新的藝術向度。源自於立體作品的弧面構形，不同於封答那意欲

在二維平面引入三度空間的思考，在「生生不息」

系列中，繪畫與立體自然地融為一體，卻又不失原

本的性格，進而產生無盡的對話。對黃銘哲而言，

雖然製作方式殊異，但在創作思維上，平面繪畫和

立體作品並不存在差別，一路上為了尋覓、塑造形

式，他努力突破媒材的既有限制，例如早期，他就

曾在畫布上挖洞或是增加物件，來擴充表現能量。

如今，「生生不息」系列從過往的造形朝向更

開放、更為簡練的形式。線條持續作為黃銘哲傳達

思想世界的主要造形語彙，以圓洞為起點的循環迴

黃銘哲，〈生生不息系列之一〉，

2015-2018，壓克力、不鏽鋼、

烤漆、畫布，180×360cm。

黃銘哲於宜蘭美術館舉行「生

生不息」個展時所拍攝的全家

福。

行是有其規律，一切事物和現象，都是在相反相成的雙方作用下構

並演化的。

藝術史上有許多藝術家都曾經在畫布上嘗試過各種實驗，比如封

答那（Lucio Fontana, 1899-1968）以刀割破畫布來塑造空間層次，

布上的刀痕既是形式，也是一種行動。黃銘哲則更進一步，直接在

面挖洞，並以金屬裝置穿透畫布，成為底材的架構，由於背面設置

屬支架向外／內支撐，作品正面因而弓起／凹陷了一個圓弧，成為

個有體量感的物體，這樣的手法，跨越了平面和立體之間的界限，打

開了新的藝術向度。源自於立體作品的弧面構形，不同於封答那意

在二維平面引入三度空間的思考，在「生生不息

系列中，繪畫與立體自然地融為一體，卻又不失

本的性格，進而產生無盡的對話。對黃銘哲而言

雖然製作方式殊異，但在創作思維上，平面繪畫

立體作品並不存在差別，一路上為了尋覓、塑造

〈生生不息系列之一〉，

8，壓克力、不鏽鋼、

布，180×360cm。

宜蘭美術館舉行「生

個展時所拍攝的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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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不僅並存擴張與收縮兩種相反的張力，也象徵著開始與結束，入口

與出口，啟示一種宇宙性意涵，正如《老子》第四十二章所說：「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演示著生生不已、化化不息的力

量。這些以圓為主要造形的創作，如同從永恆的來世注視著生命的行

進，黃銘哲由內向外勾畫出未來，回歸到最原初的形式，既穿入現在，

也貫穿過去，形成一個無止盡的迷宮，呈現出日夜交替，四季更迭，周

而復始的圓形時間觀。

黃銘哲，〈生生不息系列之三〉，

2015-2018，油彩、不鏽鋼、

畫布，240×170cm。

，不僅並存擴張與收縮兩種相反的張力，也象徵著開始與結束，入口

出口，啟示一種宇宙性意涵，正如《老子》第四十二章所說：「道生

黃銘哲，〈生生不息系

2015-2018，油彩、不

畫布，240×17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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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稱、均衡的理性秩序外表下，作品含蘊著細膩的精緻質感，往

近細看，我們可以察覺圓形的循環迴圈大多是由無數的色點組合而成，

既沉靜又深具韻律。黃銘哲早些年的野性力量與剽悍意志，現都已消失

無蹤，而那些焦躁與愁苦的不安情緒也已被線條一一撫慰。此刻，線條

不再騷動、張狂，而是令人感到平靜，並

讓我們再度感受到生命的溫暖與悸動。畫面

中，黃銘哲透過純淨的背景使中央的虛空更

具張力，一方面他以油彩暗示實質的密度；

另一方面他運用單色象徵著無限，以誘發冥

想，隱喻一種對沉靜形而上的關注。

整體而言，「生生不息」系列作品有著

下列的幾項特質：第一，大道至簡，清晰的

形式，隨著線條的重複循環，從混沌走向秩

序，彷彿參與著無窮盡的宇宙能量，永不停

黃銘哲，〈故鄉似水流年〉，

2018-2019，油彩、壓克力、

不鏽鋼、畫布，

260×360cm。

黃銘哲的小兒子於 2018年臺

北藝術博覽會參觀父親的作品

時留影。

在對稱、均衡的理性秩序外表下，作品含蘊著細膩的精緻質感，

近細看，我們可以察覺圓形的循環迴圈大多是由無數的色點組合而成

既沉靜又深具韻律。黃銘哲早些年的野性力量與剽悍意志，現都已消

無蹤，而那些焦躁與愁苦的不安情緒也已被線條一一撫慰。此刻，線

不再騷動、張狂，而是令人感到平靜，

讓我們再度感受到生命的溫暖與悸動。畫

中，黃銘哲透過純淨的背景使中央的虛空

具張力，一方面他以油彩暗示實質的密度

另一方面他運用單色象徵著無限，以誘發

〈故鄉似水流年〉，

9，油彩、壓克力、

畫布，

0cm。

小兒子於 2018年臺

覽會參觀父親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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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銘哲，〈與現實共存系列之一〉，2015-2019，油彩、不鏽鋼、烤漆、畫布，180×1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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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地運行。第二，位於中心的圓洞，連結內與外、虛與實、無與有，開

啟了初始與永恆的通道，也隱喻著回到原點，返回初心。第三，黃銘哲

以低限藝術的形式達到「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的審美意境，這是

他思想與形式的深度契合。第四，從個人性到普遍性，從內在的情感掙

扎昇華為永恆的生命基調，他以心靈的專注力，在創作過程中將這些追

尋融合在作品中，深刻地表現複雜的期盼和心靈的沉思，完美調和了理

性與感性。

此外，他已隨心所欲，從造形的束縛裡解放出來，不再拘束於任

黃銘哲，〈定風波〉，

2015-2019，

油彩、壓克力、不鏽鋼、畫布，

260×269cm。
歇地運行。第二，位於中心的圓洞，連結內與外、虛與實、無與有，

啟了初始與永恆的通道，也隱喻著回到原點，返回初心。第三，黃銘

以低限藝術的形式達到「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的審美意境，這

〈定風波〉，

9，

克力、不鏽鋼、畫布，

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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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形式的規範，獸形造形逐漸被他驅逐出畫面，或被創造性地拆解、挪

移和變置。有著獸形造形的作品被命名為「與現實共存」系列，不同於

早先「面對現實」系列中那種抵抗的對決情境。回到宜蘭後，他深刻體

悟到萬物應時而生，順時而去，了解艱困現實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從

一開始被現實窮追猛打，如今面臨逆境時，他選擇坦然接受，與之共

生共存。因此，我們可以觀察到，相較於「面對現實」系列的橢圓圖

形，「與現實共存」系列的迴圈則更加圓勻。我們也可發現到，原以附

加手法，擔任陪襯角色的金屬物件，現直接架構在作品上，扮演著主要

的造形語彙，包括圓形、線條或是荊棘等，顛覆了過往強調的繪畫性。

而在圓洞上裝置的金屬、玻璃組件，不僅突顯出視覺焦點，黃銘哲也意

圖經由異質媒材的複合並列，引領觀者更廣闊多樣的經驗領域。

「生生不息」系列為凝聚了人生經驗深度與廣度的成果，展現了

歲月累積的圓融智慧。時間是讓主題成熟之根本，外衍的生命滋養了創

作，黃銘哲渴望淨化表現性與個人性，使作品變成蘊化萬有的生命場

域，這是他的藝術語言經過不斷淬鍊後呈現出的形式，也是其另覓高峰

的總結。黃銘哲曾以蘇軾的《定風波》詞作的最後一句形容此刻的心

境：「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以往陷入漩渦的

他，在不斷的追尋下，如今已找到出口。

2017年，黃銘哲伉儷（左 3、

4）於關渡美術館「大師系

列—黃銘哲個展」展覽開幕

時與同展期藝術家合影。

形式的規範，獸形造形逐漸被他驅逐出畫面，或被創造性地拆解、挪

和變置。有著獸形造形的作品被命名為「與現實共存」系列，不同於

先「面對現實」系列中那種抵抗的對決情境。回到宜蘭後，他深刻體

到萬物應時而生，順時而去，了解艱困現實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從

開始被現實窮追猛打，如今面臨逆境時，他選擇坦然接受，與之共

共存。因此，我們可以觀察到，相較於「面對現實」系列的橢圓圖

，「與現實共存」系列的迴圈則更加圓勻。我們也可發現到，原以附

手法，擔任陪襯角色的金屬物件，現直接架構在作品上，扮演著主要

造形語彙，包括圓形、線條或是荊棘等，顛覆了過往強調的繪畫性。

在圓洞上裝置的金屬、玻璃組件，不僅突顯出視覺焦點，黃銘哲也意

經由異質媒材的複合並列，引領觀者更廣闊多樣的經驗領域。

「生生不息」系列為凝聚了人生經驗深度與廣度的成果，展現了

月累積的圓融智慧。時間是讓主題成熟之根本，外衍的生命滋養了創

2017年，黃銘哲伉儷

4）於關渡美術館

列—黃銘哲個展」

時與同展期藝術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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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完美的創作身影
誠如廖仁義所言：

過去半個世紀，黃銘哲的藝術創作，一再顛覆自己。不但顛覆他

辛苦建立的現實版圖，也顛覆他曾經獲得掌聲的美學評價。如

今，他又再一次顛覆我們習以為常的平面與立體的藝術定義。他

從視覺世界、情感世界與心靈世界辛苦走來，如今又要辛苦朝向

思想世界走去。

黃銘哲當了一輩子的藝術家，他的藝術創作緊密嵌合著人生歷程，

一方面，他過往的經驗給予當前的作品養分及更重的分量；另一方面，

他通過堅守的藝術價值，以其深刻的心靈自由和創新意識，表達對藝術

的忠誠。在藝術裡，可期待的勝利只是一小部分，而在可期待的那部分黃銘哲與作品〈直飛北京〉

合影於宜蘭五結工作室。

過去半個世紀，黃銘哲的藝術創作，一再顛覆自己。不但顛覆

辛苦建立的現實版圖，也顛覆他曾經獲得掌聲的美學評價。如

今，他又再一次顛覆我們習以為常的平面與立體的藝術定義。

從視覺世界、情感世界與心靈世界辛苦走來，如今又要辛苦朝

思想世界走去。

黃銘哲當了一輩子的藝術家，他的藝術創作緊密嵌合著人生歷程

一方面，他過往的經驗給予當前的作品養分及更重的分量；另一方面

他通過堅守的藝術價值，以其深刻的心靈自由和創新意識，表達對藝

的忠誠。在藝術裡，可期待的勝利只是一小部分，而在可期待的那部作品〈直飛北京〉

蘭五結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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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能夠實現的就更少之又少。黃銘哲

經歷了與自己長期而又痛苦的鬥爭，才

獲得了藝術上的完美，這種鬥爭的跡象

在他的創作裡，清晰可見，他對作品的

苛求近乎自虐，嚴厲地自我檢視，力求

達到無懈可擊。

在生命力頑強上，黃銘哲覺得自己

跟臺灣土狗很像，他期許自身能夠擁有

土狗般的強度與韌性，來面對現實中的

種種考驗。他曾說：「我必須承認，自

己也曾遭遇過幾次低潮，但心裡頭卻清

楚，只要把作品做好，歷史自然會給我一個合理的位置。」在他的想法

裡：「這是藝術家必經的道路」。在現今的工作室中，黃銘哲貼上了一

張紙條寫道：「人最怕沒想法，有了想法，沒去執行，那就不是人。」

由此可見，他對自己相當嚴格，對他來說，最痛苦的，反而是心裡想做

的東西卻做不出來，不過他也相當明白，這樣的煎熬其實就是藝術家創

作的一部分。

對於黃銘哲而言，創作並不是為了追求市場的正確性，這麼多年

來，他只是真誠在做自己想做，並且喜歡做的藝術而已。對此，他曾這

麼表示：

老實說，早年的藝術環境遠不如現在，根本沒有所謂的收藏家存

在。因此下定決心要成為一個藝術家，首先就是準備好去當一輩

子物質上的窮人、精神上的富人。心中所想的就是很簡單但得

固執到底的一件事：怎樣把圖畫好。我看過太多因為怕窮，最終

還是選擇臨陣脫逃的人。他們的基礎功夫大多不差，但往往想要

記住他們的名字之前就已消失不見。你要說是現實的環境使然，

似乎倒也未必，我想讓我自己與這些人不同的最重要關鍵，只在

於「堅持」二字。

右起林鴻文、許遠達、許自

貴、黃銘哲合影於臺南路邊

攤。

他的創作裡，清晰可見，他對作品的

求近乎自虐，嚴厲地自我檢視，力求

到無懈可擊。

在生命力頑強上，黃銘哲覺得自己

臺灣土狗很像，他期許自身能夠擁有

狗般的強度與韌性，來面對現實中的

種考驗。他曾說：「我必須承認，自

也曾遭遇過幾次低潮，但心裡頭卻清

，只要把作品做好，歷史自然會給我一個合理的位置。」在他的想法

：「這是藝術家必經的道路」。在現今的工作室中，黃銘哲貼上了一

紙條寫道：「人最怕沒想法，有了想法，沒去執行，那就不是人。」

此可見，他對自己相當嚴格，對他來說，最痛苦的，反而是心裡想做

東西卻做不出來，不過他也相當明白，這樣的煎熬其實就是藝術家創

的一部分。

對於黃銘哲而言，創作並不是為了追求市場的正確性，這麼多年

，他只是真誠在做自己想做，並且喜歡做的藝術而已。對此，他曾這

表示：

老實說，早年的藝術環境遠不如現在，根本沒有所謂的收藏家存

在。因此下定決心要成為一個藝術家，首先就是準備好去當一輩

子物質上的窮人、精神上的富人。心中所想的就是很簡單但得

右起林鴻文、許遠達

貴、黃銘哲合影於臺

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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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沒有什麼特別的方法可以讓你達到顛峰，唯有「堅持」而

已，因此他日夜埋首創作，不斷鞭策自我。對於黃銘哲本人來說，藝術

是一個艱苦和冒險的挑戰，既然他已做出了選擇，就得堅持不懈地要求

自己走下去，即使中途會有巨大的困難、無限的否定和內心的折磨。然

而，藝術風格無法一蹴而成，他同樣經歷轉型和嘗試，他的每一步都是

讓自己重新歸零後再思索踏出下一步，這樣做的目的並不是刻意要標新

立異，也不是特地要與時俱進，而是為了追尋自我的突破。

黃銘哲認為在空白的畫布上創作相當艱難，有時會使他裹足不前，

必須用盡所有力氣，才能開始。「有時整天就坐在畫布前抽著菸，完全

不敢靠近作品；有時候一動筆就停不下來，彷彿揮軍激戰畫布；有時

最後會露出勝利的笑容，有時卻是戰敗的沮喪。」在巨大寬敞的工作室

中，我們從四處放置的畫作中，可以看出他不停的創作，他經常同時進

行數件作品，在其間反覆修改，直到他滿意為止。只不過，他很少滿意

過。黃銘哲經常素描，有些會變成作品，縱使他專注於事前的準備工

作，但在創作時，往往會做修改，他認為在創作過程中，想法也會轉

變，個人的感受也會產生相當大的變化。「當作品一張張畫構著，起起

落落的心情，天馬行空的思緒，不斷在建築、瓦解、堆積、散落，呈現

[左頁圖 ] 

黃銘哲，〈享受孤獨〉，2015，

油彩、畫布，200×136cm。

黃銘哲攝於五股觀音山工作室。

他認為沒有什麼特別的方法可以讓你達到顛峰，唯有「堅持」而

，因此他日夜埋首創作，不斷鞭策自我。對於黃銘哲本人來說，藝術

一個艱苦和冒險的挑戰，既然他已做出了選擇，就得堅持不懈地要求

己走下去，即使中途會有巨大的困難、無限的否定和內心的折磨。然

，藝術風格無法一蹴而成，他同樣經歷轉型和嘗試，他的每一步都是

自己重新歸零後再思索踏出下一步，這樣做的目的並不是刻意要標新

異，也不是特地要與時俱進，而是為了追尋自我的突破。

黃銘哲認為在空白的畫布上創作相當艱難，有時會使他裹足不前，

須用盡所有力氣，才能開始。「有時整天就坐在畫布前抽著菸，完全

敢靠近作品；有時候一動筆就停不下來，彷彿揮軍激戰畫布；有時

後會露出勝利的笑容，有時卻是戰敗的沮喪。」在巨大寬敞的工作室

，我們從四處放置的畫作中，可以看出他不停的創作，他經常同時進

黃銘哲攝於五股觀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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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只是自我堅持的藝術主張，和不安現狀的隱隱騷動。」當黃銘哲

不停的修改下去，作品就不斷會有新的面貌，有時變化之大，讓他偶爾

也會擔心是否無法將作品完成。就算作品已完成，若無法達到其對藝術

的理想性，假設無法修改，他會堅持不惜代價重新創作。

為了延伸創作的深度，黃銘哲持續透過與其意趣接近的西方藝術的

繪畫經驗來挖掘個人的內在需求，進而在維持自己原有的藝術特質下汲

取他人的優點，逐漸地建立起自我的風格。在他的作品中，除了可見到

培根、杜庫寧及克林姆的影子外，也可發現加斯頓（Philip Guston, 1913-

1980）的作品對他產生了影響。我們不難想像，黃銘哲會對上述藝術家

多所共鳴，因為他們的創作大都伴隨著一種孤寂，那是一種為達到獨一

無二必然會產生的孤寂。黃銘哲呈現出，每一位藝術家在採納他人經驗

的同時，維持其自由與創造力。謝東山曾如此評論：「無疑地，黃銘哲

的創作理念來自於個人的天賦與後天的學習，或者說，來自於他個人的

文化心理結構，而組成這個文化心理結構的成分是黃銘哲生理、心理中

的自然秉賦，以及他透過學習和創作所獲得的文化經驗。」

在此要強調，黃銘哲並不是理念先行的繪畫意識，固然他在觀念

上仍承襲其原有概念，然而在藝術語彙上已明顯不同，他對西方藝術思

潮雖有一定的了解，卻較無理論的負擔，呈現的是屬於內省與自我的獨

白，也顯現了創作歷程演變的痕跡。

從平面到立體，再到立體之後的平面，黃銘哲除了呈現理念的一

致和態度的嚴謹外，也可以發現其創作精神的自由度已不再限於任何形

式的束縛，我們不僅能看到開創性，也可看到他勇於探索的面向。創作

的歷程詮釋了黃銘哲藝術的時間座標，而作品內容與時代形態則對應了

空間座標。綜觀他的創作，不論是寫實或抽象、平面或立體、表現或低

限，對他而言，原則上沒有差異性，唯有應用何種形式能精確表達他的

內在經驗，才能對他的創作思維產生意義。在內在精神上，黃銘哲自己

最清楚以什麼方式才可以將他藝術的內涵最明白地表達出來，所以對他

來說根本沒有所謂形式的問題。

的理想性，假設無法修改，他會堅持不惜代價重新創作。

為了延伸創作的深度，黃銘哲持續透過與其意趣接近的西方藝術

繪畫經驗來挖掘個人的內在需求，進而在維持自己原有的藝術特質下

取他人的優點，逐漸地建立起自我的風格。在他的作品中，除了可見

培根、杜庫寧及克林姆的影子外，也可發現加斯頓（Philip Guston, 191

1980）的作品對他產生了影響。我們不難想像，黃銘哲會對上述藝術

多所共鳴，因為他們的創作大都伴隨著一種孤寂，那是一種為達到獨

無二必然會產生的孤寂。黃銘哲呈現出，每一位藝術家在採納他人經

的同時，維持其自由與創造力。謝東山曾如此評論：「無疑地，黃銘

的創作理念來自於個人的天賦與後天的學習，或者說，來自於他個人

文化心理結構，而組成這個文化心理結構的成分是黃銘哲生理、心理

的自然秉賦，以及他透過學習和創作所獲得的文化經驗。」

在此要強調，黃銘哲並不是理念先行的繪畫意識，固然他在觀念

上仍承襲其原有概念，然而在藝術語彙上已明顯不同，他對西方藝術

潮雖有一定的了解，卻較無理論的負擔，呈現的是屬於內省與自我的

白，也顯現了創作歷程演變的痕跡。

從平面到立體，再到立體之後的平面，黃銘哲除了呈現理念的

致和態度的嚴謹外，也可以發現其創作精神的自由度已不再限於任何

式的束縛，我們不僅能看到開創性，也可看到他勇於探索的面向。創

的歷程詮釋了黃銘哲藝術的時間座標，而作品內容與時代形態則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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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就算材質轉化，他也離不開現實，他對世間的人、事、物有滿

腔的熱情，黃銘哲認為：「創作跟土地、空氣、人文都有關係，沒有站

在自己的土地上，讓我感覺出來的作品很虛。」藝術創作是藝術家的純

真與誠實，和他所處環境交互作用下的經驗。黃銘哲在創作本位上，深

入社會環境與人文經驗，從中轉化出藝術語言，體現當代藝術姿態。本

土氣息濃厚的黃銘哲，不以「臺灣題材」或「族群意識」的認知表面創

作，而是回歸到自我真實的生活層面，透過對日常生活的觀察與體驗，

發展自身的藝術形貌。這樣的創作手法使得他既能承接、揉合西方繪

畫風格，而又符合本土的意識形態。我們可以發現，他的主題始終是人

物、城市、個人的情感及痛苦的經驗，目的不在於批判社會，而在於心

靈、思想的探索，透過作品，黃銘哲與身處的環境包括社會及時代發生

關係。早先，現代的都會生活引領他創造一個符合其時代的造形語言，

黃銘哲立體懸吊式作品「艷

影」系列，為 2020年羅芙奧

臺北「亞洲現代與當代藝術」

拍賣會宣傳標誌。

因為就算材質轉化，他也離不開現實，他對世間的人、事、物有滿

的熱情，黃銘哲認為：「創作跟土地、空氣、人文都有關係，沒有站

自己的土地上，讓我感覺出來的作品很虛。」藝術創作是藝術家的純

與誠實，和他所處環境交互作用下的經驗。黃銘哲在創作本位上，深

社會環境與人文經驗，從中轉化出藝術語言，體現當代藝術姿態。本

氣息濃厚的黃銘哲，不以「臺灣題材」或「族群意識」的認知表面創

，而是回歸到自我真實的生活層面，透過對日常生活的觀察與體驗，

黃銘哲立體懸吊式

影」系列，為 2020

臺北「亞洲現代與當

拍賣會宣傳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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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時代的感應反映在作品中，呼應社會的脈動。如

今，他回歸到故土，隱居在鄉間，以低限藝術的形

式，還原到心緒的表達與思想上的辯證。

一般而言，藝術家經常會受到自己創造風格的束

縛與左右，然而黃銘哲將此阻力化作動力，在既有的

基礎上持續創造新的風格，潛藏了不斷轉化與再發展

的可能。一路走來，黃銘哲不斷追求藝術語彙的開拓

與突破，他的不凡建立在每一件作品之上，縱然沿途

景致燦爛耀眼，卻從未眷戀既有的成就，一再地顛覆

自己，也一再地超越自己，不斷地挑戰我們的藝術觀

點，也不斷地擴展我們的美學視野，每一次的轉變都

帶給觀者震撼的洗禮。在寫實階段得到了美術競賽的獎項，引起了外界

的矚目；展開抽象藝術創作後，獲得了各方的高度肯定；從平面延伸至

立體，則樹立起自身的美學地位；而立體之後的創作，在在顯示出一個

藝術家為化解阻礙其靈感的既定模式所作的不斷努力與追求。

上述的轉變並非一蹴即成，而是一步步地緩慢演變而來的，幸而他

沉得住氣，耐得住孤寂困頓，終能峰迴路轉，柳暗花明。身為一個農家

的子孫，無法如父母的期待接續家業，是他心中永遠的遺憾，但他在繪

畫上的堅持與執著，不但對得起祖先，也對得起自己的生命，更對得起

造就他的這個時代。在千囍年交際之時，他自我表明：

在這近世紀末的創作，我將會以最科技的專業態度，專注地跨過

這世紀的堅持，愈是馳騁在下一個世紀的年代中。漂浮是漂浮，

飛行是飛行，但它卻是最深耕於這塊土地上尊嚴的執著。

如今回頭再看，黃銘哲年過七旬仍持續在這塊土地上深耕，他的創

作屢屢帶給臺灣藝術界不同的思考，也豐富了我們的想像。在時代的考

驗與檢視下，黃銘哲追尋內心的一致，卻又追求形式的蛻變，他相信，

只要經歷長時間的不斷淬鍊，終會有開花結果的一天。

黃銘哲為福斯汽車拍攝廣告

時的全家福。圖片來源：小

展攝影，黃銘哲提供。

一般而言，藝術家經常會受到自己創造風格的

縛與左右，然而黃銘哲將此阻力化作動力，在既有

基礎上持續創造新的風格，潛藏了不斷轉化與再發

的可能。一路走來，黃銘哲不斷追求藝術語彙的開

與突破，他的不凡建立在每一件作品之上，縱然沿

景致燦爛耀眼，卻從未眷戀既有的成就，一再地顛

自己，也一再地超越自己，不斷地挑戰我們的藝術

點，也不斷地擴展我們的美學視野，每一次的轉變

帶給觀者震撼的洗禮。在寫實階段得到了美術競賽的獎項，引起了外

的矚目；展開抽象藝術創作後，獲得了各方的高度肯定；從平面延伸

立體，則樹立起自身的美學地位；而立體之後的創作，在在顯示出一

藝術家為化解阻礙其靈感的既定模式所作的不斷努力與追求。

上述的轉變並非一蹴即成，而是一步步地緩慢演變而來的，幸而

沉得住氣，耐得住孤寂困頓，終能峰迴路轉，柳暗花明。身為一個農

的子孫，無法如父母的期待接續家業，是他心中永遠的遺憾，但他在

畫上的堅持與執著，不但對得起祖先，也對得起自己的生命，更對得

造就他的這個時代。在千囍年交際之時，他自我表明：

在這近世紀末的創作，我將會以最科技的專業態度，專注地跨

這世紀的堅持，愈是馳騁在下一個世紀的年代中。漂浮是漂浮

飛行是飛行，但它卻是最深耕於這塊土地上尊嚴的執著。

福斯汽車拍攝廣告

福。圖片來源：小

黃銘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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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銘哲為福斯汽車拍攝廣告時

的形象照。圖片來源：小展攝

影，黃銘哲提供。

唯有千錘百鍊，才能完美呈現，黃銘哲嚐遍轉變的痛苦與喜悅，其

探索之真誠，使他走過了低谷，攀登上了高峰，打造出一個藝術家永恆

的王者形象。日升日落，生生不息，每當太陽從龜山島旁的太平洋海面

緩緩升起時，陽光不僅照遍了蘭陽平原的每一寸土地，也映照出黃銘哲

在其藝術國度中，永無止盡，追尋完美的創作身影。

黃銘哲為福斯汽車拍

的形象照。圖片來源

影，黃銘哲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