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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繪畫的「傳統」，從物質表相看它是由歷代傑出的作品畫跡所累積構成，過

往歷史中每一不同時空的優異創作均各有面目與成就，但每一部分均不足以完全

代表「傳統」的全貌；從藝術發展史觀而言，能代表某一時空的傑出作品實因其

能多所創獲自具風貌，故可知追尋「創新」的精神才是真正串連藝術歷史發展構

成「傳統」的內涵真義。傳統是活的，隨著歷代不斷創新而擴增不息，發揚傳統

不應是表相的再現前賢畫跡，承繼傳統的精神再創新風貌才能形成代表當前時空

的藝術成就，也才能接續歷史發展成為未來歷史中的新傳統，傳統與創新實為一

體之兩面。故省展的發展亦需要所有參與者共同努力追求創新，才能形成未來的

省展新傳統。 

藝術創作以「創造」為追求目標，而「學習」則僅是前進必經的過程。不論

所學是技法或是理念，不論學的是古、今、中、外，其本質意義仍是相同的。中

華文化的發展精神便是在吸收古今中外精髓並融合消化後再生新貌。中國繪畫融

合中西學理發展是近代歷史既成的事實也是必經的途徑，但不應是盲目的附和或

抄襲，跟隨所謂「世界潮流」而起舞首先是喪失自我存在的表相學習。藝術的發

展並非藉由個別風尚所能刻意引導，而是在各自耕耘探研中所共同呈現的結果。

必需多數參與者能深體歷史傳統的創新精神真義，不斷充實古今中外畫跡與學理

的識見，跨越以前賢及造化為師的深刻踐行與提煉，省思地域人文特色與時代理

念的交流互生，沈潛厚植堅實的創作知能根基，則畫壇并呈多樣化各有風貌且能

妙兼具的傑出創作，如百花齊放般各行其是的活力景象，必是關懷現代中國繪畫

發展者共同的期盼，則傳統因創新的成果而能再生。傳統為歷代傑出創新所累積

串連而成，是最根本而重要的精神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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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統與創新 

「傳統」與「創新」是藝術文化界經常可見的語詞，尤其是在具有悠久歷史

的中國繪畫發展探研中，如何承揚傳統、創新自我更是一再被提及的話題，近年

來的全省美展便明示「兼顧傳統與創新」是評選作品的取向方針。傳統與創新在

人們的直覺認知中似是代表不同的內涵與面目，而從字面解釋的表層看，它們確

實是意義相左的兩個語詞。但是，當我們再深一層的去透視繪畫發展的歷史時，

從貫連時代脈動的藝術精神去探究，傳統與創新是穿越時空的一體兩面，它們的

本質精神其實是相同的。 

「傳統非一成不變，傳統是活的，東、西方皆如此。」1這話在具體可見的

傳統遺產而言是真確的。傳統，人們一聽即可會意，但同時也很難具體明確的敘

述說明。文化藝術的所謂傳統，看似清晰可知，但它卻又非常龐大、籠統、模糊。

清末民初時人們或會覺得佛教藝術文化已是中國傳統中重要的一部分，但若是夢

見秦始皇時也如此論說，則免不了會被怒叱一番再加一巴掌。今人常論道唐宋以

來的「水墨」繪畫是中國畫的傳統，但為何古人以有顏色的「丹青」來表示圖繪

呢？當我們看到戰國秦漢時代色彩鮮麗動人的彩繪藝術而讚歎激賞時，是否也應

承認中國古代先人在不用水、墨、紙的條件下所創作的繪畫成就，也是藝術傳統

中的一部分。從代表「傳統」的歷史表相來看，它們是構成傳統的歷代傑出作品。

自有繪畫遺跡的遠古、彩陶時期起，歷經商周漢唐以至宋元明清等，即使民國以

來的前輩藝術家的作品也已歸屬於今人認知的「傳統」領域中。它是繪畫史蹟長

年累積所形成，是串連成體不能切割的，獨取秦漢或唐宋的片斷而立論，則是否

明清畫跡不在傳統之列？截取部分並不能代表傳統全貌。歷代傑出作品都有不同

的時代風尚與個別面貌，而每個時代所認知的前代累存傳統畫跡也有多寡寬廣之

別，所以說，傳統是活的，非一成不變，亦將會持續累存增長。簡單的說，傳統

的畫跡外相是過往傑出既成的全部，因此它看似清晰，卻又因龐大而籠統、模糊，

後人所言傳統，往往所指只是其中部分的各自選擇。以文化背景而言，繪畫猶如

一種語言，它與不同的時空進行感受互異的交流。藝術是種獨立創作行為，很難

說是進步或退步，它只是不同時空下創作的異相呈現，後人但因感受喜惡而言其

優劣。 

同時，若跳出紛雜多變的畫跡外相，從精神理念去探尋內部的串連，則文化

                                                        
1 華南師範大學皮道堅教授語，見《現代中國水墨畫學術研討會．論文專輯暨研討記錄》，228

頁，臺灣省立美術館編印 1994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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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觀的「傳統」其實是創新的精神。每一個過往的「古代」都曾經是「現代」；

每一部分的「傳統」在當年也都曾經是「創新」。傳統，是歷代傑出的創新所累

積形成。如果未能建樹時代風尚與個別面貌，不是具備創新價值的傑出作品，它

將不受後人認同與讚賞，也就沒有機會成為文化歷史中傳統的一部分。面對傳統

時，從事藝術創作工作者應有的正確認知是發揚其創新精神，而不是因襲其作品

表相。「發揚傳統」，如果只是一身漢唐服飾打扮而以繼承傳統自居，站在臺視門

口時，路人一定會認為是古代劇的演員，其不解傳統精神真義是昭然可知，雖高

呼口號而所為其實是違背傳統精神的。藝術創作者與博物館的工作內容及理想是

截然不同的。具有卓識的中國繪畫史學者，絕不會將純然模仿前人畫跡的作品取

例為其時代的成就代表，而會選取頗能創新自成風貌的傑出作品。同時，高呼「反

傳統」者亦顯露其對傳統認知僅止於作品畫跡表相，亦是不解創新精神的傳統真

義，傳統代表的是歷代各具面目的傑出作品，昭示的是創新精神，有何可「反」！

在從事藝術創作而言，反傳統倒似在追求不願創新又不傑出的作品，可見其論似

是而非。 

「延續傳統開創現代自我」是過往藝術歷史中每一傑出創作者共通并有的表

現，也是後人評價論斷成就的依據。在不同時空的社會文化風尚及個人學養差

異，各人對創新理念尺度的認知必然各取其是而互異，創新的成就亦有不同。傳

統的精神在追求創新的成就與理想，但各人所表現的「創造力」在層級或類型上

常常是各有取向，在追求創造的歷程也是因緣際會各有偏愛，但成就創新的目標

則是殊途同歸，前衛與保守僅是研創歷程自我擇取與各行其是，並非優劣成就所

完全論斷的依據。藝術的傳統，只有當與創新的藝術結合起來，而對當代的人們

產生意義時，才能獲得價值與力量，創新精神的承續能使傳統生命延伸而活在現

代，追求創新才能產生藝術的力量與價值2。「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前人的

創新成為今人認知的傳統，反之，惟有今人的創新才能成為後人認知的新傳統。

可見傳統與創新是不同時空的一體兩面，傳統就是創新的精神。  

 

貳、學習與創造 

繪畫史上的傑出創作者多少都經過學習的過程，所謂「有學而不善者，沒有

不學而善者」。學習的對象有大自然、中外古今的畫跡，以及畫跡之外的任何事

                                                        
2 參閱王秀雄〈戰後臺灣現代中國水墨畫發展的兩大方向之比較研究〉，刊印同見註 1，88～100

頁。 



 

4 

物；學習的方式則包括臨摹、賞覽、讀書、聽聞等等，在生活中所見所聞的全部

都是學習的內容。學習，是「容他性」的現象，吸收得自外來的一切；反之，創

造，則是「排他性」的現象，以自我為中心表現獨有的特殊性。繪畫創作若置放

在古今中外的既有歷史上便即可感知其中所含學習或創造的分別比重。學習是過

程，創造是理想，兩者是本質意義全然不同的二種思維情境，通常會以不同的比

重共存在作品中。學習與創作是不同方位的並置，而優劣好壞則是上下的不同高

低反應。單以技能而言，全然學習所得的「好」，難以在繪畫創新傳統洪流中取

得一席之地；反之，但知創造求異卻未能受到歷史或時人的多數肯定，便是因其

「不好」。未經學習的，如孩童任意塗抹常是頗具創造性的，這與徒事模仿學習

不知自我者一樣，在繪畫創作的歷史評價鑑賞時都不會有地位的。因為繪畫作品

像是一種溝通語言，它必需在當代或後代的人文社會時空背景下與觀賞者交流，

並獲得賞識評價。 

藝術作品中，包含有表現技巧的「能」及創作理念的「妙」。筆墨色彩等技

巧應用效果是可見、可察、可知的形質，也是可教、可學、可練的能力；理念則

是隱而無形的創作思維情性，難以言傳、掌握，需要學識、閱歷、思慮俱足之後

始能自悟得妙。藝術的學習，包括技巧形質與理念情性；創造的藝術若能獲得賞

識肯定，也必然是能、妙兼備，缺一不可的。「好」或「不好」，便是能妙二者的

表現結果。例如，頗得前人筆墨技法之能但只得仿似他人者，沒有自我理念，有

能而無妙，表現的只是學習的成果，猶未涉創造之境。反之，摒棄中國歷代技法、

形式、理念，但全然遵行西洋近人的創作思想理念，僅有創作材質之異，則事實

上也仍是學習的成果，與前例相較僅有學習對象差異之別，都在五十與百步之列。 

回顧前述所言，創造自我是有識的畫者所共同追尋的理想，學習與自行不斷

揣練思維是一生長修的過程，但卻沒有固定必遵的途徑法則。或有偏於先得技能

後探理念創意者，便是「先好再異」，較易滿足於習得技能形式，手能心無、能

而不妙，失卻自我理念而渾不自知，當前從事中國繪畫創作者以此類居多，也是

古來常態不足為奇，既得技法若能日後再熟讀畫史畫論，增廣見識閱歷，深思創

造理念旨妙，則來日亦有可期。反之，亦有偏於先研理念創意再求累積表現技能

者，這是「先異再好」，其膽識與精神極為難能可貴，應受推崇鼓勵，尤其在獨

自摸索過程中倍常孤寂。但理念必須藉由技能始能顯現，感人的作品並非率然唾

手可得，創作粗糙也不易獲得回應，所謂全新的風格也禁不起一再的自我重複或

與人雷同，心欲往而手難行，終致無疾而終不見芳蹤也是畫界常有。此類亦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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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增進閱歷思維，確實掌握創作發展方向，在長期累存提升自我創獲的表現技能

品質後，能妙兼具者成就自亦不凡。上述二者雖於研創取徑各行其是，但仍殊途

同歸。總而言之，學習是過程，學習的內容與對象不因古、今、中、外而有價值

差別，能透過學習而獲致創造理想才是目的與價值所在，學古、學技巧都是學習，

不用自卑也沒什值得驕傲；而學洋、學理念也都是學習，同樣是不用沾沾自喜、

自我膨脹。 

創造不難，只要設法發明任何未曾有的繪畫方式即可；創造實難，古今中外

又有多少作品是純然無中生有的獨自異樣呢！自學習至創造追求能妙兼備是漫

漫長途，每一新生都是獨自個體，而其內中血脈則延續傳承，又有誰不是父母所

生！不學又如何成長，但是，藝術史觀的傳統是創新的精神，著重的是創造的成

就，並不是學習的成果。白石老人言：「學我者生，似我者死。」其中含意頗值

深思。 

 

参、現代中國繪畫的發展 

每一個時代的人文社會背景皆不相同，其孕育生長的文化藝術亦必自有風

貌。中國文化一脈相傳，不斷融合本土與城外，傳承古代與現代，是它一貫發展

的特質。西蜀、南越、荊楚等最終融於中原而形成文化新貌，外來的佛教還是與

儒學、道家共創中華文化思想的傳統。中國繪畫史也是在各有時代特質中累積發

展，唐宋的水墨山水是重要的傳統，但較之其前代的戰國秦漢繪畫而言，其實是

創新的成果。不論是文人畫家或是海上畫派，以至八大、石濤、齊白石、張大千

等所有能列名中國繪畫史上，構成今日所認知的中國繪畫傳統者，其成就都是建

立在創新的精神上，創新、再造新傳統是從事中國繪畫者所應有的正確藝術史觀。 

晚清以來西潮的衝擊，對中國的政冶、社會、文化產生全面性影響，威力不

下於海陸絲路及佛教文明，但吸納、融合、再生是中華文化傳統的創新精神。康

有為、蔡元培、徐悲鴻、劉海粟、林風眠以及張大千等，都是秉持「汲古潤今、

引西潤中」的中國傳統創新精神而為。創新的「變」是傳統發展的基因。古代的

某些時期，社會背景與文化內容僅在相似之中略有起伏，故得小變。近百年來則

在政治動亂與中西文化衝激中引發巨變，但這都是客觀外在的形式，承先啟後、

繼往開來再創新傳統才是貫連亙古的內心精神。 

戰後初期，在動亂之後萬事維艱，對中西文化藝術的資訊與識見不免因條件

之限而有所偏持。諸如以古為今、墨守成規，以仿古畫的學習成果誤以為是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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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或如以西為中、崇洋至上，盲目追隨世界風潮以標新，渾然不知學洋、

學古都是模仿，同樣是僅涉學習初階。這都是對傳統創新精神一知半解、對中西

文化藝術認識不清所致，自為智者所不取，回顧過往數十年臺灣藝壇少見上述兩

極化作品蹤跡與影響自是必然。當前社會資訊快捷，在完備教育體系下學童自幼

接受繪畫美育，對古今中外的藝術文化普遍接觸，理念認知也較成熟多方，從事

藝術創作工作者通常是曾經中西兼修，對創作材質與意識理念或各有偏愛與取

向，西洋或中國都只是現代社會中吸取精華再創新貌的源頭活水，從文化理念或

表現材質上將中國繪畫稱為國畫、彩墨畫、墨彩畫、水墨畫、現代水墨或是膠彩

畫、重彩畫等等，在爭論標榜的言論中所透現的是彼此取界略異的藝術創作觀，

但是，關懷「現代的」、「中國的」繪畫發展的心情則是一致的。 

百年來的中國繪畫是在融合中西之中演進，是不容否認的事實，而在當前文

化教育背景下，持續融合古今中外精髓的創新精神，也是現代中國繪畫承繼傳統

再求發展的本質。因此，在高舉前衛旗幟的作品中，常會出現「老莊」、「禪」、「文

人畫」等語詞，不忘與中國文化拉上點滴關係，反之，即使被視為保守，「傳統

派」的畫家們，或許他們心中所追尋的目標也是自我獨具的現代風格。現代的畫

者已不致於對任何「新」、「異」感到驚訝，也不見得是沒有見識的「無知」。創

作取向產生差別的因素很多，性向、認知、環境、學識等等，前衛或保守無法據

以完全論斷優劣，它只能顯現各人對研創途徑的不同「選擇」。任何時代的藝術

文化都是在眾多不同選擇的相生互補中衍生，盲目追隨流行就是迷失自我，不過

成為擁護偶像成名的墊腳石。藝術的發展貴在萬家爭鳴、百花齊放，也不是任何

言論主張所可引導，藝術史上常見繪畫風格統一便是墮落的象徵。藝術學理與藝

術史觀是創作者重要的研究課題，但不寫創作觀並不是沒有創作認知，不評論當

代藝術也不是沒有知覺反應，很多畫者只是固執專心的在以畫說話，這些在五十

年來佔畫壇多數且沈默的一群，在探討近代中國繪畫發展的文章中常被遺忘，但

其作品所散發的實質影響卻是不容忽視的。近年來臺灣地區從事中國繪畫的所有

作品，具體展現了各自選擇發展的事實，雖有不同的發展取向，但是緩慢而不止

的變化脈動是清晰可辨的，人為的刻意引導或阻止都是不可能的。今天穿紅衣是

獨出而有創意，若明天到處是紅衣便覺庸俗而平凡，藝術便是在此種自然生態中

演變發展，偉大的藝術家依恃的則是過人的堅持定力與超人的眼界智慧。 

藝術的研創過程中，引領其發展方位的主要是理念認知，要能不抱成見又能

堅守原則，豐厚的閱歷與識見是不可或缺的，否則極易受到環境、教育及地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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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的局限。我們從很多作品中可見到學習王石谷、鄭板橋、吳昌碩、齊白石、李

可染、張大千等或是當代畫家的繪畫風格，這如同在油畫家的作品中呈現印象

派、抽象、超現實、新寫實、後現代等風格，通常便可約略推知其習畫年代或師

承等，二者的情形是極相似的，學李可染一生像李可染，學抽象一生畫抽象，像

是自有堅持與定見，但也可說是消化不良不知變通；反之，若是隨時跟著紐約、

巴黎或是海峽兩岸的繪畫風潮追逐起舞，則又是隨風倒的牆頭草，其間分際尤需

智慧與遠見，以辨析學習與創造的本質和其意義差異。曾有外國來的藝術學者誤

以為仿古畫風的今人作品是借展的博物館藏品，也曾失望批評國內號稱前衛創新

之作僅是抄襲國外形式與理念，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從事現代繪畫工作者最常

強調的是「國際性」，關心臺灣地區的繪畫發展，固然需要洞察世界、東亞等地

現況以為借鏡，但藝術的傳承發展是不須要先談國際性的，不須要刻意迎合世界

潮流與觀點。任何國際重視的文化藝術成就，都是在各具特色的地域或民族文化

中孕育成長，最終才受到國際肯定的。但是，若問未來中國繪畫將要如何發展？

則是不可預測，端賴共同努力。 

 

肆、省展國畫的省思 

有不少人認為省展大多是青年畫者在參與，言下之意是不足重視。但是，藝

術史上很多創作者的傑作是在青年時期即完成也是不容忽視的事實。自古英雄出

少年，研究臺灣美術史者在談到「台展三少年」時，沒有人會認為這是代表展出

水準的高低，但選拔鼓勵優秀藝術工作者的宗旨與功能絕對是肯定的。當今活躍

畫壇的畫家雖非全都曾在省展中獲獎，這與各人發展途徑取向與際遇有關，但曾

多少參與省展活動者佔有畫界中的絕對多數，則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若對參展抱

持歷練、觀摩、省察的態度，而能脫除成敗名利的束縛時，省展對於許多藝術創

作者的成長過程而言常是具有正面的積極效應。 

省展國畫部五十年來的得獎與入選作品，可以說具體展現了臺灣地區中國繪

畫主要發展的實況，歷屆得獎作品的風格差異反映出畫壇逐漸緩慢變遷的發展生

態，從省展的宗旨與意識型態而言是極正常而必然的。各項展覽的評審陣容與制

度影響其展出內容的發展是必然的，但反過來思考，評審委員只能被動的就參加

作品中擇優給獎，參展作品中多數形成的風尚也會帶動發展的方向。有人批評省

展風格「保守」，這是事實也是必然的；但近年尚有人說省展風格是由少數人刻

意控制引導、得獎者都是蓄意栽培的，則是種無知的誤解，並非事實。國內外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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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展覽是採取評審責任制，展前即公告選件取向及評審名單，由少數評審以其個

人專業主觀選取，此或有主導風向之可能。但是，省展評審委員逐年更替，採取

多人逐次電腦圈記方式，以九位評審而言，入選者通常是要五、六票以上，得獎

者更是需在五、六次汰選過程中獲得多數評審委員圈選始可。評審的結果往往是

不全同於任何一位評審委員的個人看法，而呈現出多人異見的交集結果。如果說

評審結果只有獲最高獎者滿意，而包括評審委員們都尚另有看法，則是事實也是

必然的。評審委員來自各方、均有專精亦各有主見，彼此尊重獨自圈記，意在擴

大參與廣納各方高見，因此，評審結果顯現的便是異見求同所構成的交集。說省

展保守，是因為它不是任何執意改變或不變的少數人所能操控引導或絕對影響

的。但是，逐年輪替來自各方的評審委員的異見交集倒也相當程度的映現出當前

畫界真正共通的看法，它符合官辦美展開展領域呈現多數的事實。同時，當時省

展評審方式與過程的公平性應是無可置疑的。若要改變則必需從整個展覽辦法再

研商重擬。 

美展的制度是死的，但是所有關心及參與的人是活的，省展國畫部的作品逐

年緩慢改變是事實，不論是否滿意，它仍會繼續演化亦為必然。清楚辨別學習與

創造的不同本質意義，瞭解繪畫傳統的創新精神，掌握汲古潤今、引西潤中的中

華文化傳統發展的動脈，則必能承先啟後、繼往開來，再創中國繪畫的新傳統。 

藝術追崇的是風格獨具的創造性，因此，沒有人能夠引導指示中國繪畫應如

何發展，但是中外藝術發展的歷史事實則足資借鏡省思。張大千先生的繪畫成就

不是由他的師長或好友所認定，必需通過歷史的考驗，由今後比他晚輩的人給予

肯定。省展的評審委員與參展者之間，在若干年後勢必是主客易位的，評審委員

的一生繪畫成就仍然要接受所有參展者的評審，這是無可避免的藝術史發展軌

跡。 

近年參展省展國畫部的作品中，寫生的作品佔最多數，以古人所論「不求形

似」、「以心為師」而言，其境界經營無疑的是低俗多了。但以當前中國繪畫研習

環境與參展者的資歷根基而言，亦屬正常。在習得筆墨要領後再能以造化為師，

在與自然對話中累存表現技能，在成長中增進閱歷熟慮創作理念，追尋自我獨具

的表現風格，自是不可限量！省展的風格與水準將會逐年改變提升應是可期的，

猶待所有參與者共同努力。（來稿日期：1995.1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