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臺灣美術 

百年來臺灣版畫的發展與變遷附錄 

陳樹升 

Appendices of the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Prints during the Hundred Years in 

Taiwan” / Chen, Shuh-sheng 

 

光復後臺灣地區版畫創作者傳略 

 

戴英浪（1908-1985） 

曾用名戴逸浪、戴旭峰，出生於馬來西亞，祖籍廣東惠陽。在怡保南洋美術

研究所學習美術，也當過報紙編輯和美術教員。1937 年在南洋參加華僑各界抗

敵後援會，擔任總務，後被驅逐出境。1940 年到達上海。 

1947 年 8 月，經朱鳴岡引薦來臺，擔任臺北師範學校圖畫、手工藝課教師。

曾參加 1947 年的省展，水彩畫「雪霽」入選，並應邀參加 1948 年第十一層臺陽

美展。1948 年底離開臺灣到香港。 

1955 年 2 月 23、24 日在上海《文匯報》連載〈台灣周圍的島嶼〉一文，長

七千字。而介紹臺灣美術狀況的〈台灣的美術界〉一文，完成於 1955 年 1 月 31

日，全文四千字，共分三段。第一段首先介紹了臺陽美協，第二段是介紹成立於

1947 年的「台灣藝術建設協進會」，第三段則介紹了光復初期臺灣畫壇所爭論的

問題，如：民族風、傳統、形式主義風氣、大陸和臺灣畫家的團結合作問題等等。

他回到大陸後，孜孜不倦的介紹臺灣，說他是大陸介紹臺灣美術情況的第一人，

洵非過言。 

戴英浪現存的作品不多，大多畫的是臺灣風景，如「北投山麓」、「高雄港口」

（1947）、「赤崁城遠眺」（1948）等。 

 

陸志庠（1910-？） 

生於上海市川沙縣一農家。1924 年就讀蘇州美專。1926 年畢業後，在上海

一家印書館、縣民教館做事，畫些農村素描投稿。1936 年入《時代畫報》畫版

樣。戰前出版《志庠素描集》和《社會素描》兩本書。抗戰時，參加「漫畫宣傳

隊」，輾轉於湘、粵、雲、桂、川、黔一帶，一路記錄所見。1947 年應張正宇之

邀為辦《台灣畫報》到臺灣。之後《台灣畫報》停辦，開始畫高山族寫生稿，1948

年 11 月上旬於中山堂舉辦「山地行」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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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畫風不講究嚴格的素描結構，用一種剛性、稚拙的線描，很有力量也有

趣味。作品有「山地行之一」、「日月潭漁夫」、「揹婦」等。 

 

劉崙（1913- ） 

原名劉佩崙，廣東惠陽人，廣州市立美術學校畢業。1935 年參加現代版畫

會，是第一代版畫家。1937 年參加中華全國木刻協會。抗戰期間隨軍參加戰地

宣傳工作，創作大量戰地素描、水彩、粉彩等作品，亦曾參與編輯《木刻藝術》。

1943 年離開軍中，任教於廣東中山大學，傳授版畫技巧與知識。 

1948 年 1 月 7 日率中大教育系卅七級考察團來臺考察教育，他個人懷著來

臺寫生的目的。2 月 5 日他南下高雄寫生，還先後到了臺南、屏東，進入石門村

原住民社區，遊四重溪、恒春、枋寮漁港，攀太武山、遊鵝鑾鼻、看阿美族的歌

聲和木雕家的作品，然後由佳佐、潮州返台南會合大隊後，北上基隆乘船回廣州，

時間在 3 月下旬。 

劉崙的寫生以人物為主，注入畫家的思考和追求。1948 年 4 月 19 日在廣州

《大光報》上發表了《在台灣南部那邊》的近兩萬字的長篇日記體遊記，詳述訪

臺寫生的經歷。文章既有對臺灣自然風光、人情風俗的禮讚，也有對藝術創作的

思考。作品有「臺南海濱」、「高山族村舍」、「鄭成功收復臺灣時修建的城堡」、「高

山族老婦人」，以上均為水彩。 

 

朱鳴岡（1915- ） 

安徽鳳陽縣人，1934 年就讀蘇州美專國畫系。1937 年抗日戰爭開始，在武

漢加入一個演劇團體，流亡到浙江龍泉，見到木刻家王良儉的作品，始決心學木

刻。1939 年完成第一幅木刻「抗日游擊隊出發之前」。1945 年，在福建永安師範

教書。戰後臺灣省行政幹部訓練團招聘一批福建省教職員，約三十餘人，朱鳴岡

也報了名，1946 年 1 月 3 日抵達臺北水道町（今羅斯福路臺大對面），在訓練團

改行教音樂，後來在訓練團內部刊物──《日月譚》任美術編輯，除速寫外，並

陸續發表木刻作品「臺灣生活組畫」在該刊物上。1947 年 8 月，受聘到臺北師

範藝術科教書，先後有一年半。 

1948 年與黃榮燦在中山堂舉行木刻講座，亦舉辦過木刻版畫展。也曾經參

加過省展，出品兩幅油畫，一幅是風景，一幅畫母親為孩子哺乳。此外，他還在

《台南日報》、《新生報》發表文章，在後者發表的一篇較長，談了藝術救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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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而藝術等問題。作品有：「食攤」（1946）、「三代人」（1946）、「過年的準備」

（1946）、「太太，這隻肥」（1947）、「朱門外」（1946）、「爭取生存空間」（1947）、

「攤販」等，以上均為臺灣生活組畫作品。 

 

陳庭詩（1916- ） 

亦名耳氏，福建長樂人。八歲耳聾，但不啞。克服重重困難，自學成才。抗

戰時期，曾參加抗戰美術活動，抗戰結束後到臺灣（三十六年初），4 月以臺灣

風土為題材之作品，參加在上海舉行的第一屆全國木刻展。「青菜車」、「青春」

兩幅，都錄在三十七年木刻協會編印的《抗戰八年木刻選集》內。並為臺灣省立

博物館繪製劉銘傳建築臺灣鐵路圖，參加臺灣省所舉辦的博覽會，作品現為省博

典藏。此後偶爾作品發表在《勝利之光》。民國四十七年加入「中國現代版畫會」

和「五月畫會」。五十九年獲韓國國際版畫雙年展「東亞日報大獎」，更獲中華民

國畫學會頒發之版畫「金爵獎」，其所謂實至名歸。 

早期版畫創作以採取甘蔗板作為版材，充分把握蔗板的特殊肌理，大刀闊斧

刻劃出單純樸拙的自然景觀與應驗理念的抽象版畫作品。用色以黑、白、紅、藍

四種原色色調為主，強調對比效果，亦呈顯出甘蔗板的質感肌理。代表作有「日

與夜#10」（1970）、「晝與夜之五十二」（1980）、「晝與夜」（1981）等。晚年也從

事書法、水墨、壓克力和鐵雕創作，作品數量甚多，勇於嘗試各種媒材，以探討

更多的可能性。 

 

黃榮燦（1916-1952） 

重慶人，畢業於昆明時期之國立藝專，抗戰期間參加劇隊，活躍於西南諸省，

以木刻宣傳版畫聞名，對寫作亦有興趣，經常在報上發表文章。1941 至 43 年任

廣西《柳州日報》副刊編輯，並且以「力軍」筆名發表木刻作品及文章，作品多

現實生活的描寫。來臺前曾任吉林藝師副教授之職。 

1945 年底以木刻版畫家身分來臺，除擔任《前線日報》、《掃蕩報》之記者

外，並獨資開書店，初售舊書，後兼營出版，因工作關係，與臺灣作家呂赫若、

楊逵、王白淵、雷石榆、周青，及畫家藍蔭鼎、楊三郎、李石樵、李梅樹等人均

熟稔，大陸來臺畫家亦多由其介紹與本地畫家結識，在成立「新創造出版社」後

曾與池田敏雄合編《新創造》雜誌，此外，亦曾與一些大陸來臺藝文人士組織「藝

術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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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入省立師範學院勞圖專修科任講師，教授水彩、素描及版畫。1950

年與劉獅、朱德群、林聖揚及李仲生等人成立「美術研究班」，三個月後停辦，

後入《中央日報》主編「星期畫刊」副刊的「西畫苑」專欄。1952 年以匪諜案

被槍決。其在臺期間曾到蘭嶼寫生。作品有「恐怖檢查──臺灣二、二八」

（1947.4.28 發表於上海《文匯報》，是唯一記錄「二、二八」的美術作品）、「黑

花舞」（原住民題材木刻版畫）。 

 

麥非（1916- ） 

原名麥春光，廣東臺山人，父母都是旅美華僑。1938 年畢業於廣州市立美

術專科學校。抗戰後也加入「漫畫宣傳隊」第三戰區《前線日報》美術編輯。曾

經在皖南舉辦「麥非戰地畫展」。1945 年在福建舉辦「麥非漫畫速寫展」。1946

年初來臺，曾參與《台灣畫報》的籌備，後畫報停辦，到《新生報》任編輯，負

責「星期畫刊」，該畫刊包含木刻、漫畫、素描、雕刻、彩色畫等造型藝術作品，

及理論、介紹、通訊等文章。彼時《新生報》上闢有「臺灣週遊記」的連載專欄，

其插畫即為麥非所作。此外，他也曾在臺灣《公論報》、《中華日報》當記者。1948

年底離臺去香港。 

麥非在「星期畫刊」常發表作品，作品有「皖南屯溪大橋」、「皖南河瀝溪之

大橋」、「皖南奎潭鎮外景」、「皖南黃墓渡」、「江西景德鎮一角」、「浙江淳安威坪

之河灘」，以上皆為大陸懷鄉之水彩作品。 

 

章西厓（1917- ） 

原名章鳳陞，生於杭州，祖籍浙江紹興。其父在杭州開設「集雅齋裱家」，

從小便受到書畫的薰陶。1936 年入國立杭州藝專。抗日戰爭爆發後隨校內遷，

輾轉在東南各地參加救亡宣傳活動。曾與木刻家萬湜思等人創辦《刀與筆》月刊，

開始使用西厓作筆名。1940 年參加政治部三廳「漫畫宣傳隊」，為第三戰區《前

線日報》編「星期漫畫」副刊。1941 年至 45 年一直從事戰地美術工作，抗戰勝

利後回到杭州，在《東南日報》任職，後又到上海的《前線日報》擔任美術編輯。 

1947 年 8 月初與戴英浪父子、王麥桿同到臺灣，與戴英浪住黃榮燦家，曾

在臺北召開過一次大陸與臺灣畫家的聯誼會，有二十餘人與會，會中大陸畫家介

紹了木刻和漫畫在抗日戰爭中所發揮的作用，臺灣畫家也介紹了自己的工作情形。

當年十月便匆匆離臺返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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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西厓作品富裝飾風格，其根據臺灣印象畫的裝飾性小品畫，非常優美。作

品有「冰室侍女」、「歸（臺灣高山族農婦）」等。 

 

汪刃鋒（1918- ） 

原名汪亦倫，安徽全椒人，自學美術。1938 年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主辦《大

別山畫報》。1942 年參加組織中國木刻研究會，並擔任重慶育才學校美術教師。

1946 年，任設在上海的中華全國木刻協會常務理事兼展覽部長。參與編輯有名

的《抗戰八年木刻選集》（上海開明書店出版）。 

1948 年 8 月來臺，10 月在臺北市中山堂舉辦「刃鋒木刻展」，臺籍畫家多人

到場，其中對楊三郎印象極深。戴英浪對該展評語：「作品取材和作者潑辣有力

的刀法，頗引起臺灣藝術青年的重視。」該展作品創作於 1940-46 年間，一部分

是外國文學家的肖像，大部分是他記錄其所經歷的生活，是在淮河、四川、重慶

一帶抗戰期間的景象，自然是戰亂、流離失所等等人間疾苦的畫面。 

1948 年底回上海，曾經刻過一套臺灣小品，並且展出過，現已不可尋，其

在臺創作的作品，如「碧潭吊橋」、「臺北古城門」（1948，水彩）、「餵食圖」等。 

 

方向（1920- ） 

江西遂川人，江西省私立立風藝術專科學校畢業。抗戰期間木刻作品常見於

川、桂、湘、贛等地報章雜誌。民國三十八年前即在大陸各地舉行個展四十多次。 

勝利後，隨軍來臺，擔任宣傳職務。創作戰鬥木刻版畫，控訴中共暴行，並

歌詠復興基地。後任教於政治作戰學校，並在文化大學美術系兼課，教育英才無

數，其李國初、韓明哲皆為高足。民國五十九年與周瑛、楊英風等發起組織中華

民國版畫學會，並擔任理事長達十八年之久，對推展臺灣版畫藝術，居功厥偉。 

除版畫創作外，著有《版畫研究》一書，內容豐富，為一本非常有價值的參

考書。民國八十三年獲中華民國版畫學會頒金璽獎最高榮譽獎。來臺後，參加國

際性版畫聯展多次，計有巴西聖保羅、東京、義大利、西班牙、秘魯、韓國漢城、

新加坡等地，成績斐然。 

方教授的創作由木刻版畫出發，兼及其他版種，其取材則由人物故事、典故

之描繪，衍發為抽象形式。其版畫的一貫風格，著重刀鋒留給畫面的效果，而展

現完整成熟的樣態。作品有「永遠跟著領袖走」、「勞動生產」、「從軍樂」、「迎神」

（1953）、「原始」（1973）、「眾妙之門」（1975）、「守一」（1976）、「時光的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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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85）等。 

 

王麥桿（1921- ） 

原名王興堂，山東招遠人。久居上海，其父在上海開設專營舊書的「古今書

店」。1939 年入上海美專，次年開始學習木刻。抗戰期間參加新四軍戰地服務團，

創作了不少作品。後任教於河北省天津師範學校美術科。 

1947 月 8 月來臺，除探望岳父母外，也打算把在上海展出過的第一屆全國

木刻展在臺展覽，後來該展沒有舉行。他在臺時間不長，除隨其他畫家一起參觀

訪問之外，就是四處寫生，足跡遍及新竹、桃園、臺南、高雄，把北投、野柳、

日月潭、角板山、愛河等等俱收入畫篋中。其勾劃臺灣風貌的作品有：「高山族

搗米圖」（1947）、「臺北貯煤場」（1947）、「桃園農家」、「新竹採茶女」，以上為

木刻作品。「臺北植物園」、「角板山吊橋」、「臺南小巷」、「基隆港口」，以上為水

彩畫。其木刻注意筆觸，刻的每一刀痕都很明確，且木刻象徵意味也頗突出，而

水彩畫常揉和中國水墨畫自由運筆的趣味。 

1981 年 8 月他將當年旅臺印象所創作的作品加上新作，以「麥桿臺灣風光

畫展」在天津美術館展出後，巡迴大陸長江南北各城展覽，展覽會的題名是由著

名的宋慶齡女士書寫。展出的有版畫 11 幅、速寫水彩 40 幅、油畫 5 幅及近期創

作之中國畫 51 幅。 

 

荒烟（1921-1989） 

原名張偉耀，曾用名張亘、張燕平，筆名雪松、白荻。廣東興寧人，1938

年起自學木刻，其第一幅發表作品題為「霧中行軍」，刊登在 1939 年 4 月香港《大

公報》副刊「文藝」上，署名雪松，時年十九。1939 年在香港《文藝陣地》半

月刊連續發表為女作家蕭紅小說《生死場》所作的木刻插圖，改署荒烟。1940

年 3 月任福建沙縣《大眾畫刊》編輯，從此成為一個專業木刻工作者。1941 年 5

月到江西《華光日報》編《戰地真容》畫刊（半月刊），發表了「搜索殘敵」作

品。1942 年 1 月轉至贛南，先後在贛州《正氣日報》、《時代中國》、《青年報》

和正氣出版社任美術編輯，主編《正氣日報》副刊、《版畫》周刊等，此期間，

發表著名的「末一顆子彈」。1945 年 9 月抗戰勝利後，隨演劇隊由江西經福建、

浙江，輾轉到達上海。 

1946 年 7 月到臺灣，先在臺灣省立女子師範學校教美術，並兼任《人民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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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美術副刊編輯。1948 年 7 月離臺去香港。 

荒烟是一個最耐心於精刻細鏤的木刻家，每一幅作品都是慘淡經營的。在臺

二年，他的目光轉向社會的底層，他常到臺北龍山寺夜市和城市貧民住區去觀察、

體驗下層社會的生活，創作了「淡水海濱游泳場之冬」、「盲琴師」、「唱歌仔戲」、

「臺北之夜」等表現貧苦民眾生活的作品。另由於目睹「二、二八」事件，受啟

發而創作「一個人倒下，千萬人站起來」的作品，並於離臺後，在香港《大公報》

發表。 

 

周瑛（1922- ） 

福建長汀人，福建師專藝術科畢業。民國三十七年應聘執教於臺北師範學校，

服務達四十年之久，作育英才無數。何恭上、何政廣、李錫奇、倪朝龍皆其高足。

早期木刻作品具戰鬥性，後風格有所改變，脫離過去以木刻作為政治宣傳的方式，

步入另一嶄新的風格。為從事反共抗俄工作的木刻家之一。 

民國七十年以後，由「刻」轉變為「拓」的方式，創作一系列「石之頌」之

類的作品。作品有「作品 87-1」（1987）、「作品 88-5」（1988）。 

民國七十二年和七十六年兩度榮獲文建會「中華民國國際版畫雙年展」之「文

建會主委獎」，其版畫造詣備受肯定。 

 

陳洪甄（1923- ） 

福建東山人，廈門美專畢業。光復後來臺灣，在《國語日報》「小學國語補

充教材」繪製插圖，不乏以臺灣生活描繪的木刻版畫，也曾以臺灣農村耕作為題

材組成生活小品系列，曾任教於實踐家政設計學院及臺北市立師範學院，著有《怎

樣刻木刻》等書。中華民國文學藝術學會發起人。曾參與日本首屆國際版畫展、

巴西聖保羅國際畫展（1957）、全國美展（1962-63）、義大利馬可尼國際展（1970、

71）。並曾獲第十屆美術節教育部首獎（1953）。 

陳氏之木刻，線條活，表現生動，取材重在實際社會的寫生，寄高尚的意境

於寫景的技術中。「線條陰影、脈紋，可以有種種分析的研討，結果要看能否給

閱讀者一種生生的逼真印象，能夠真才能進一步談到意境、思想」。 

作品有「合作」、「閒話春耕」、「呦呦山林」（1982）、「蓮」（1992）等。 

 

蔡篤志（1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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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人，梧棲公學校畢業。日本東京銀座裝飾學校肆業。日本亞細亞美

術交友會會員。曾參與西班牙、伊比薩國際雙年展（1984）。並曾獲中華民國第

二屆國際版畫雙年展銀牌獎（1985）、日本第廿二屆國際亞細亞現代美展國際獎

（1986）。 

喜愛民俗藝品，收藏臺灣山地文物頗多，版畫大多有關山地人物情況，山地

風光的彩色濃厚。作品有「神秘的原始世界」、「排灣族傳說」、「神話」、「古代的

狩」（1989）、「貓頭鷹」（1994）等。 

 

黃永玉（1924- ） 

湖南鳳凰人，是少數民族土家族出身。經歷十分豐富，當過瓷器工、中小學

教員、劇團美工、編輯等。自學版畫，抗戰時就教於李樺，並參加木刻運動。抗

戰勝利後到上海，與全國木協版畫家切磋後，作品明顯提高，初步形成個人風格。

從生活到藝術，受到兩位畫家──章西厓和李樺的幫助和影響，其作品風格形成，

亦是來自這兩位風格迥異的版畫家之技法的借取和綜合。 

1947 年到臺灣，住在臺北建設廳招待所，參與《今日臺灣》畫冊編輯，不

久便回大陸。裝飾風是他版畫的鮮明特徵，其作品從趣味構思入手，以趣味情節

表現，在臺期間，刻了不少以臺灣生活內容的木刻版畫，如「納涼」（1947）等。 

 

楊英風（1926-1998） 

臺灣宜蘭人，曾就讀於日本東京美術學校建築系二年、北平輔仁大學美術系

二年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系，進入義大利羅馬藝術學院雕塑系三年。民國四

十年起擔任《豐年》雜誌美術編輯達十一年之久。期間以木刻版畫從事多幅插圖

作品，反應當時臺灣農業社會的情景，後改從雕塑創作。作品有「水牛」、「伴侶」

（1958）、「糕仔金紙」（1953）、「嬉」（1958）、「拜拜」（1959）、「歸途」、「豐收」

（1951）、「農村即景」、「悠遊」等。 

民國四十八年以銅雕作品「哲人」參加第一屆「法國巴黎國際青年藝展」獲

得佳評。五十年為日月潭教師會館創作大型浮雕，開創臺灣建築與浮雕結合之風

氣。民國五十四年受邀為義大利銅幣徽章雕塑家協會會員。1964-1966 年間，至

歐洲的主要城市舉辦巡迴個展。1992 年於臺北市創立楊英風美術館。 

 

陳其茂（19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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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永春人，十七歲在福建廈門美專習油畫。畢業後為一家報社編畫刊，因

編排需要，開始刻木刻。以 20 幅印成《血流》的木刻畫集，為第一本版畫集。

專精木口木板。 

抗戰勝利來臺，初應聘至花蓮師範任教，此期間以阿美族的生活為題材，刻

了不少充滿原野青春氣息的木刻。1952 年「春」獲金牌獎，同年與方向舉行的

木刻展，為臺灣最早的一次木刻展。五○年代作品有「牧之一」（1954）、「蔗園

之二」、「老樹」（1976）、「齊飛」（1984）、「瑞士初雪」（1977）。此外，並與夫人

丁貞婉女士共同編譯《天鵝湖月色》、《英國木刻插圖選集》、《青春之歌》、《原野

之春》和《古今西洋木刻描述的人類的命運》等以木刻為主的多冊版畫圖書。 

七○年代以後，以鳥類系列為題材的套色木刻版畫，有「落單」、「湖山黃昏」、

「展望」、「雙飛」、「雁雙飛」、「良伴」、「老鷹」，十足表現其對鳥類之美的獨具

慧眼以及喜愛之心。 

其作品曾參展於法國、義、英、荷、美、日、烏拉圭、韓國等地，亦多次應

邀於英國、美國、哥斯大黎加、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尼加拉瓜、巴拿馬等國舉

行個展，頗獲好評。民國六十九年獲中華民國版畫學會頒發的「金璽獎」。 

 

江漢東（1927- ） 

福建長汀人，週歲喪母；由祖母撫養長大。在家鄉完成國小和初中教育，民

國卅七年來臺，繼續追求更高的藝術成就，來臺後考入台北師範藝術科，畢業後

擔任東園國小美術教師。四十四年師事李仲生研究現代繪畫。五十六年不幸罹患

青光眼，不得不辭去教職，並宣告退出藝壇。四年後，再因現實因素，重新拾起

畫筆；以油畫為主，開始出發。並拾起刻刀，繼續版畫創作的生涯。 

其版畫創作是以木刻主版印製黑線條輪廓後，利用手繪加以點染上彩。早期

題材多從童年的回憶中擷取其歡樂的記憶。顏色以紅、黃、藍、棕為傳統民間藝

術色彩。作品有「遊戲」（1964）、「戲子遊街」（1964）、「兒歌」（1966）。罹患青

光眼後之作有「天使和燈籠」、「神話」、「紅雲」（1985）、「彩色的夢幻」、「跑馬

燈」（1986）、「倩影」（1987）等。 

民國四十六年與秦松等人創辦「現代版畫會」，作品廣為國內及美、日人士

收藏。1983 年謝里法編纂《廿世紀台灣畫壇名家作品集》中，與席德進並列為

「現代派繪畫運動的主導畫家」，民國六十三年榮獲中華民國畫學會頒發「金爵

獎」的榮譽。民國八十一年個展於奧地利國家人文博物館，作品並為當地人士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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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曾培堯（1927-1991） 

臺灣臺南人。三十四年開始從事繪畫創作，曾師事顏水龍、郭柏川。四十三

年後活躍於畫壇，不斷參加展出，加入美術研究會，巡迴國內外演講及成立現代

畫會。五十三年開始創作現代水墨畫及現代版畫。曾為中國現代水墨與中國現代

版畫會會員。五十六年與劉文三、李朝進、莊世和等創立「南部現代美術會」，

六十二年又和陳輝東、林智信等人成立「六合畫會」。從六十一年至七十一年十

年間，多度應邀至歐美各國各大學作巡迴訪問與演講。 

曾氏繪畫作品，早期由素描及寫實時期進入主觀表現具象，後轉向抽象表現。

自五十一年起，開始以生命為主題做一系列連作，探索生命根源及追求生命繁殖

與連鎖，以邁進生命永恆。作品有「生命─6616 淵」（1966）、「生命─6619 舞」

（1966）、「生命─6615 對話」（1966）。六十二年後，是屬自然、神性、人性和生

命的虛實關係時期，最後衍發出後期的宇宙、神靈、憂鬱與生命統合時期及繪畫

生命中最後的一段「生命重生與永恒」時期。 

 

戴鐵郎（1929- ） 

為戴英浪之子，1947 年 8 月隨父來臺，在公路局上班，住家和朱鳴岡一起，

擅長速寫、木刻和漫畫，在《新生報》、《公論報》、《日月譚》等刊物發表過木刻

版畫作品，在臺期間，曾以「臺灣農村」為題材，創作木刻作品如「日出而作」

（1948）等。 

 

朱為白（1929- ） 

出生於南京市，南京重輝商專畢業，來臺後曾師事廖繼春和李仲生，為東方

畫會及中國現代版畫會會員。 

曾主持「版畫家畫廊」和「三原色藝術中心」。早期從事木刻版畫創作，以

「愛與和平」為主題，創作一系列木刻版畫作品，企圖瞭解、珍惜進而關愛宇宙

天地間的自然景物，在其純樸自然的黑白木刻版畫作品中，流露著對大自然一種

崇高的博愛情懷，亦無形地散發著一股平安、和諧、喜樂的生命氣息，期望著人

類成為自然景物中共同享樂的主導者。 

1960 年起，便分別於美國、英國及國內等地舉辦過無數次的個展；並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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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世界各地之重要展覽，作品有「二虎圖」（1969）、「樂園」（1969）、「七雞」

（1970）、「女人與鹿」（1970）等。六十九年，由版畫家畫廊展出「竹鎮」系列

版畫作品，並出版專輯。質活的刀趣，黑白適中的比照，安逸、樸實的鎮民享受

平靜和諧的快樂生活，正是朱氏夢寐以求的境地。作品有「竹鎮 A」（1975）、「竹

鎮 C」（1976）、「竹鎮歡喜圖」（1977）、「竹鎮平安樓」（1978）、「夏日竹村」（1979）。

六十八年獲中華民國畫學會頒發「金爵獎」。 

 

吳昊（1931- ） 

原名吳世祿，民國五十三年在軍中有人同名，奉命改名。吳昊成為了作版畫

的名字。南京市人，外祖父也是一位畫家，童年時也曾隨老人家畫國畫。肄業於

蘇州省立工專。1949 年到臺灣，跟隨表哥加入空軍，時年十七歲。隨李仲生習

畫數年，學畫初期，李仲生採自由聯想的方式教學，吳昊始終忠於自己，不追隨

流派，說是畫他「自己的畫」。與版畫的關係很早，緣起為製作水印木刻投稿於

《藝月報》、《新生報》等報章雜誌上，賺點稿費，買些畫畫的材料、工具和顏料。 

民國四十五年，參與創辦東方畫會，並參加中國現代版畫會，此時吳昊的作

品抽象性較強，材質運用上明顯呈現出摸索的階段，約略可看出他試圖把毛筆線

條帶入作品的企圖心。五十三年至六十四年是木刻版畫創作期，早期的作品帶有

極濃郁的鄉愁和兒時的回憶，如「風箏」（1965）、「雞群」（1965）、「裝飾的老虎」

（1964）、「藝人」（1967）、「延平後街」（1970）、「節日的老虎」（1964）等，還

是他的鄉愁階段。 

六十二年遷居南機場的空軍眷村附近一戶戶低矮密集的違章建築裏；「後街」、

「舊屋」（1972）等版畫作品都在這個時期完成，記錄了臺灣社會變遷進化的過

程。 

六十年空軍退役後進入《國語日報》工作。近年來致力於海峽兩岸的藝術交

流，其版畫創作曾在許多國家展出，曾獲英國國際版畫金爵獎、中華民國畫學會

金爵獎、中華民國版畫學會金璽獎。 

 

韓明哲（1931- ） 

山東青島人，政戰學校藝術系畢業。中華民國版畫學會在臺復會創始人。曾

任版畫學會理事（1-8 屆）、第一屆全國版畫展評審委員。並曾獲版畫學會服務獎

及創作獎、第五屆全國美展版畫金尊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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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木刻畫上有特色，作品有「大舞台」（1971）、「懷古」（1980）、「背」（1985）、

「宇宙論」（1997）等。 

 

秦松（1932- ） 

出生於安徽，民國三十八年來臺，入臺北師範藝術科就讀，開始研習版畫。

四十二年師事李仲生習畫，倡導現代藝術運動，參與現代藝術團體，包括東方畫

會、中國現代版畫會及中國新詩學會等，活躍於五、六○年代的藝壇。四十九年

以「太陽節」一作，獲巴西聖保羅國際版畫雙年展榮譽獎。 

北師初習木刻時，受抗戰時期寫實木刻影響，作品以自然、人生為題，強調

內容的意義及形式的力量表現。之後，開始追求抒情浪漫風格。師事李仲生習畫

後，其創作漸趨純形式語言的探索，追求純粹藝術的活現。五○年代因作品「春

望」及「遠航」被扯入政治問題，在畫壇上壓抑相當時日，1969 年定居紐約，

在創作上開始藝術生活化。六○年代的作品有「靜止的時間」（1963）、「晝與夜」

（1964）、「禪立」（1965）、「誕生」（1970），六十三年以後嘗試以超現實的繪畫

形式，創作了「機車」、「足球」系列。 

 

李國初（1932-1985） 

湖南益陽人。1949 年來臺，政戰學校二期藝術系畢業（1954）。師承方向。

並曾獲陸軍美術木刻第一名（1961）、國軍文藝版畫獎（1968）、中山文藝美術獎

（1972）。 

早期以軍中生活為主，善用明快刀法，刻製出戰鬥力量。後期即以鄉間生活

情趣為主，用刀簡化，顯示鄉土氣、金石味的作品，和諧而愉快。作品有「豐收」

（1968）、「結網」（1983）、「伙食比賽」（1960）、「潮來時候」（1966）、「貨郎擔」

（1956）等。 

 

李焜培（1934- ） 

廣東中山人。師大美術系畢業（1959），現任師大美術系教授，及全省美展、

全國美展評審、評議委員。著作《現代水彩畫法研究》、《水彩畫法 1．2．3》等

書。中國版畫學會、中國畫學會會員。並曾獲中國畫學會水彩金爵獎（1979）、

中國版畫學會金璽獎（1988）、第二十八屆省展版畫第一名。1975 年起參加省展、

全國美展、美國邁阿密國際版畫展，1979 年參加英國國際版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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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焜培雖是一位水彩畫家，但勤作銅版蝕刻版畫，其版畫作品仍然為上乘之

作。作品有「靜思」（1973）、「香港下午四點鐘」（1976）、「剖車廠一號」（1979）、

「生之崖」（1987）、「金色的陽光」（1990）、「果盆──翡冷翠奇想」（1990）、「觀

自在」（1996）等。 

 

陳景容（1934- ） 

臺灣南投人。師大美術系畢業、東京藝術大學壁畫研究所畢業。師承廖繼春。

現任師大美術研究所教授。著作《素描的研究》、《油畫 1．2．3》等 16 種。曾

任中華民國國際版畫展第一、二屆評審委員。並榮獲中華民國畫學會金爵獎

（1976）、吳三連文藝獎（1982）。早期稍受印象主義影響的風格，逐漸變化為超

現實的表現。版畫則能脫去超現實主義的外衣，以手寫物，頗有佳作出現，如「澎

湖的漁夫」（1977）、「街燈下」（1965）、「老農婦」（1983）、「海邊的靜物」（1984）、

「古巷」等。 

 

蕭勤（1935- ） 

原籍廣東省中山縣，生於上海，三十八年移居臺灣。四十年入臺北師範藝術

科。師事周瑛，次年拜於李仲生門下，正式開始研究現代藝術。四十五年與夏陽、

吳昊、李元佳、陳道明、蕭明賢、歐陽文苑、霍剛等人創組中國第一個抽象美術

團體「東方畫會」。 

四十五年獲西班牙政府獎學金，負笈西國，次年在 Mataro 舉辦首次個展。

四十七年是其自我風格逐漸形成之始，奠定蕭勤藝術「以色彩表達中國書法影響

下的對稱形式表現」。四十八年遷居米蘭，加入義大利前衛藝術圈；並多次與國

際級藝術家發起「龐圖運動」及「太陽」（Surya）等國際運動。此時期作品有「AP/1」

（1965）、「PDA」（1967）、「一個進入的過程」（1962-1972）。 

1954 年克利、米羅某些類似書法的抽象作風，強烈的影響了蕭勤。1955 年

開始放棄形象的追求而嘗試純粹抽象的畫風。1966 年首次赴美，在紐約受到美

國硬邊藝術運動的影響，材料上改採較為中性的 Acrylic，形式上則偏向幾何的

結構。1969 年著手金屬雕刻的嘗試。1974 年後更基於對佛學及禪宗的嚮往，作

風趨於淡泊自然。 

 

廖修平（19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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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臺北，出身建築世家。1959 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1962-64

年在日本東京教育大學繪畫研究科、高橋視覺美術研究所進修。1965-68 年在法

國巴黎美術學院及海特的 17 版畫研究室研修。1969 年移居美國，於紐約布拉特

版畫中心研究。1973-76 年回國提倡現代版畫，任教於師範大學、文化學院及國

立藝專，假期赴香港，在中文大學校外進修班指導並示範版畫製作。1977 年應

日本國之筑波大學之邀，設立版畫工作室並任教二年半，1979 年重返美國任西

東大學版畫教授。1988 與 1991 年，曾到大陸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講學、

訪問、交流，為南京藝術學院聘為客座教授。 

七○年代初在臺灣傳授版畫技法，有力推動了臺灣版畫的發展，其作品多為

絹印和併用版，曾在世界各大都市舉行數十次個展，作品並廣為各大美術館收藏。

其著作等身，出版有《版畫藝術》、《現代版畫鑑賞》、《版畫技法 1．2．3》等書。 

其版畫創作譜成六個時期：1. 門的記號期（1968-73 年）。2. 四季之情與田

園風味期（1979-84 年）。3. 木頭人的禮讚期（1984-89 年）。4. 窗與牆的寓意期

（1988-90 年）。5. 園中雅聚期（1990-94 年）。6. 四季之敘期(1995- ）。各期代

表作品有：「太陽節」、「陰陽」（1969）、「季節的虹」（1981）、「歲暮憶往」（1982）、

「木頭人連作」（1985）、「窗Ⅱ」、「人生之牆Ⅰ」（1989）、「園中雅聚Ⅰ」（1991）、

「園中雅聚#9」（1992）、「四季之敘 96-3」（1996）等。 

 

林智信（1936- ） 

出生於臺南縣歸仁鄉，出身貧苦，世代為農。入臺南師範藝術科，師事張麟

師。師專畢業，任小學教職。民國四十四年開始從事木刻版畫，他說：「除了認

為木刻版畫能表現中國簡樸古雅的精神外，當時也想為了在小學推行版畫教育，

選擇最容易獲得材料且學童最能應用的木刻技巧。」 

林智信自幼受質樸農村生活所陶冶，水牛、農夫、牧童、傀儡戲、歌仔戲等，

這些童年的印象，都成為他日後創作木刻版畫的泉源。其作品多為套色木刻，是

由民間出發的，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作品有「暢飲」（1956）、「養鴨子」（1974）、

「農閒樂」、「高山舞」、「歸」、「牛」（1975）、「迎親圖」（1982,32 台尺長）、「迎

媽祖」（1997,396 尺）等。 

其版畫作品先由油印木刻，再轉入水印處理，特色為刀路明確有力、粗獷剛

強、色彩艷麗而強烈。作品多次入選韓、英、奧、挪威、美、德、義大利、瑞士、

新加坡及我國國際版畫展，曾獲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中華民國畫學會金爵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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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殊榮。民國八十二年自教職退休，現專事油畫及版畫之創作。 

 

潘元石（1936- ） 

臺灣臺南人，省立臺南師範畢業，後從事教職，推廣兒童美育，先後任職信

誼基金會及財團法人臺南奇美博物館館長。其著作等身，有《跟小朋友談繪畫和

版畫》、《年畫藝術》、《臺灣傳統版畫源流》、《蘇州傳統版畫》和《中國傳統版畫

藝術》等。 

其長期潛心研究中國版畫史，致力於中國傳統版畫的宣揚，除著書外，猶用

心製作木刻版畫，擅長木版水印，近年來倡導藏書票的推廣活動，七十九年獲中

華民國版畫學會頒發「金璽貢獻獎」殊榮 。作品有「女同學」（1970）、「蜻蜓飛

滿天」（1985）、「花」（1980）、「迎虎納福」（1998）等。 

 

汪澄（1936- ） 

廣州人，紐約美術學生聯合學院畢業（1971）、紐約柏勒特版畫中心研究。

現任檀香山遠東高級研究院、夏威夷 Foss 美術學院專任講師。並曾獲夏威夷政

府文化基金會獎九次、檀香山市長頒發「藝術優勝獎」。 

汪澄所受的教育是中式和西式的，他生活於藍色的夏威夷，因此他養成浪漫

的、而又多采多姿的來去不定的傳奇生活。他的作品是國際化的，他的色彩造形

正是一種世界語。作品有「少女」（1969）、「女人」（1970）、「失樂園」（1974）、

「月之那邊」、「獻給我最愛的人」（1976）、「愛人在遙遠的地方」（1976）、「夏威

夷之夜」（1988）、「三個女孩」（1990）等。 

 

梁奕焚（1937- ） 

臺灣彰化人，臺北師範藝術科畢業（1957）。從李仲生研究現代藝術（1958-63）。

中部美術協會（1964）、中華民國現代版畫會（1965）、中華民國版畫學會（1971）、

美國新罕什版畫學會會員（1972）。並發起創立現代眼畫會（1982）、中華民國現

代畫學會常務理事（1983）、李仲生現代藝術文教基金會理事（1985）。 

梁奕焚的作品，幾乎都是濃重的墨黑色地，以白線條像閃電一般迅速又率性

的直接刻劃出立體輪廓，並構成畫面的整體，再以潔淨明快又強烈絢麗的色彩來

紋飾畫面。作品有「裸女」（198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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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展（1937- ） 

臺灣屏東縣人，早年師事張義雄老師，曾在師大美術系國訓班短期研習，從

事藝術創作教學逾三十餘年，除精研銅版蝕刻畫外，並作油畫、水彩、設計，作

品風格極具東方神韻氣質，更能反映社會現象及其思考與發現的事件，作品又可

分為圖騰、寫景、民俗、人物等。作品有「飛渡」（1970）、「鳳凰花開」（1970）、

「泳後」（1969）、「財神」（1975）等。 

近年並研究石版畫，又以最純粹的素材點線面去表達豐富多采的內涵，以另

一種獨特的手法在冷澀的銅版上，詮釋人間的七情六慾，益見其熟穩的技法與審

密的思維，搭配得更臻完美順暢曾獲金璽獎、金爵獎，並曾在美國加州、新加坡

及國內舉辦銅版畫展。 

 

謝里法（1938- ） 

出生於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系畢業後，於 1964 年赴法留學，入巴

黎國立美術學校研究繪畫、雕刻、版畫，1968 年轉赴美國，此後一直在紐約從

事創作，並入普拉特美術學院版畫中心研究。 

謝氏作品，由國內時期的木刻，及到巴黎的銅版畫、膠版畫，再到美國紐約

後所作的絹印、銅版、鋅版、膠版、螢光噴霧版（噴槍畫），這種由凸版變成凹

版再變為孔版的製作過程及表現技巧的演變，正充分說明了藝術創作的途徑，實

由材料所決定。材料決定形式，內容決定風格。 

謝氏作品表現，是從現實生活出發，環境決定他的表現內容，正如他在自白

中說的「我來自東方，我已背棄東方。」因此，他的作品流露出來自美國式的自

由，熱烈而且美豔絕倫。 

他的凸版作品有「無限」（1966）、凹版蝕刻作品有「沒有開始的故事」（1969）、

「在最悲慘的日子裡我的父母祈求這孩子能如他們所願地成長直到死亡」（1969）；

絹印版畫有「上昇中」（1971），表現的是紐約摩天大樓，用非常理智的手法來處

理，技巧的運用與色彩效果都顯得純熟而明淨。 

1977 年以後，開始多部藝術論作出版，如《日據時代臺灣美術運動史》、《紐

約的藝術世界》、《藝術的冒險》、《廿世紀臺灣畫壇名家作品集》、《臺灣出土人物

誌》及《重塑臺灣的心靈》等書。 

 

李錫奇（19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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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金門人，畢業於臺北師範藝術科，為 1958 年中國現代版畫會創始會員

之一，對於臺灣現代版畫的推動，不遺餘力。1961 年加入東方畫會。七○年先

後主持的畫廊有「環亞」、「版畫家」、「一」、「三原色」等。1988 年參與策劃大

陸首次在臺北展出並撰文讚揚。北師畢業時期的作品風格，是以明快的刀法表現

西方古典建築空間繁複而明確的趣味，如作品「市」（1963）。 

1960 年代以後，從事線性構成的優雅建築造型木刻版畫，作品有「構成之

五」（1963）。也嘗試以塊面構成為主的布紋拓印版畫，如作品「版畫」（1964）。

另一方面，亦嘗試以民間賭具（牌九、麻將）排列組成的普普作風，如作品「實

物」（1965）。又製作色彩漸層變化豐富的歐普畫風，如作品「布上油彩」（1967），

1974 年以後，發表「月之祭」系列版畫及詩作之後，結束其長久以來多樣化嘗

試探索的階段，進入風格較為統一穩定的時期。此後，李氏又發表「旋舞」系列

（1977）、「時光行」系列（1979）、「生命的動感」系列（1984），到後來的「頓

悟」系列（1986）。大體上，始終是以書法線條變化的造形，配合鮮明漸變的色

彩，表達一種時間意象在宇宙行進中的空間現象，各系列間的差異，僅是線條粗

短、細長，或單線、複線等等構成形式上的變化而已。 

自九○年代初期以生漆為創作材料，至九○年代末仍沿用相同的材料，但採

取民間「七巧板」的併組意念和構成，發展成「再本位」系列作品。其作品曾榮

獲日本、菲律賓及國內版畫競賽大獎，並獲中華民國畫學會第七屆「金爵獎」。 

 

倪朝龍（1940- ） 

臺灣臺中人，臺北師範藝術科畢業、日本國立兵庫大學藝術教育碩士，執教

於國立臺中師範學院，為臺中市美術協會現任理事長。師承周瑛。曾獲全省美展

教育廳獎、大會獎、臺陽美展金、銀、銅牌獎、中華民國畫學會金爵獎、日本 IFA

國際展內閣總理大臣獎。 

他採取木版刻畫，用最古老的素材表現現代人的感受，無論現實題材或歷史

陳跡，在形象與神韻的表現上都可謂入木三分。 

作品「佛」系列，是透過簡單典雅的型構，或設色豪華如「禮讚」(一)、(二)，

或古樸含蓄如「禮讚(三)」，在呈現法界肅穆靜謐、恢宏玄遠的境界裡，對生命

之靜觀、沉思，有更深一層的探尋。其它作品另有「欣欣向榮」（1977）等。 

 

彭泰一（19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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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人，國立臺灣藝專美術科西畫組畢業（1966）。師承廖修平。現任

文化大學美術系兼任教師、十青版畫會會員、中華民國版畫學會監事。曾獲第四

十一屆臺陽美展銅牌獎（1978）、北市美展版畫第一名（1985）、全省美展大會獎

（1995）。由於從事專業攝影，版畫的製作自然而然應用了許多攝影的優越技術，

新作中「源」利用五彩繽紛的光束表達物體構成的起源，「記憶的軌跡」為其以

往作品花與蛋造形重新反省記憶凝結，試圖利用方向的流程色面塊形倒影把繽紛

世界凝結歸於寧靜的境界。 

利用攝影於絹印上，作品踏實。作品有「心靈的組曲」（1983）、「生命的傳

說」（1987）、「迴」（1990）、「夢魘」（1990）、「尖端意識」、「月夜」（1996）等。 

 

顧重光（1943- ） 

重慶市人。師大美術系畢業，文化藝研所碩士（1970）。師承廖繼春、李石

樵、馬白水。曾任版畫學會秘書長兼理事、東海、中原大學副教授、國際版畫雙

年展、全國美展、全省美展評審委員。並曾獲中興文藝美術獎章（1983）、香港

國際沙龍銅牌獎（1964）、西班牙伊比薩雙年展收藏獎（1972）。 

早期作品以抽象水墨為主，後期轉以超寫實技法描繪放大的靜物，表現物象

豐富的質感與厚實的量感。隱約可見些許的民俗寓意。近期作品多以大陸風景、

人物為題材。 

對版畫活動熱心策劃、參與，擅長銅版腐蝕，作過年畫。作品有「春夏秋冬」

（1974）、「黑鷹」（1981）、「靜物」（1990）、「臺灣風物誌──海舶圖」（1993）、

「遠古先民」（1996-1997）等。 

 

邱忠均（1944- ） 

臺灣美濃人。政治大學法律系畢業（1967）。現從事司法工作，公務之暇兼

事佛教藝術創作。中華民國版畫學會、高雄市現代畫學會會員。曾獲文藝獎章

（1978）、高市文藝獎（1989）。 

自 1969 年起專習版畫，1980 年研習水印木刻，內容表現鄉土民情。1983

年皈依佛門，參學淨宗，版畫題材向佛教變相，畫面佈局則參考魏碑漢拓及棟方

志功的章法，求取古樸簡澹，莊嚴孤潔中不失活潑天真。如「佛說阿彌陀經」（1992）、

「西方淨土變」（1990）、「彌陀四十八大願」系列（1993）。 

作品能結合繪畫、書法、木刻版畫等多種形式，題材則取之於民俗藝術及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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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雕刻較多。作品有「山村即景」（1978）、「般若心經」（1985）、「佛陀」（1990）、

「拈花惹草」（1996）等。 

 

劉洋哲（1944- ） 

臺灣新竹人。國立臺灣藝專美術科畢業（1969），曾於巴黎第 17 版畫研究所

研修（1986）。師承李澤藩、廖修平。曾任中華民國版畫學會副祕書長及十青版

畫會、國際藝術造型協會會員。曾獲第三十七屆全省美展版畫第一名（1982）、

第九屆全國版畫展第一名（1986）、中華民國畫學會金爵獎（1987）、第十二屆全

國美展版畫第二名（1989）、瑞典國際版畫展特別獎賞。 

劉洋哲的版畫，不論那一階段的風格，都能給予觀者一種親近的感覺，帶有

現代繪畫的手法，同時保有中國的傳統風味及臺灣本土的圖像，形成了畫家個人

的趣味。作品有「絃音日記」（1983）、「樂境」（1988）、「靜園」（1989）、「幽情」

（1990）、「創世序曲」（1993）、「彈指之間」（1997）等。 

 

龔智明（1944- ） 

湖北棗陽人。師大美術系畢業（1976）。師承廖修平。曾任中華民國版畫學

會副祕書長、全省美展評審委員、十青版畫會會長（1980-1982）。曾獲國家文藝

基金會獎（1987）、中華民國畫學會金爵獎（1989）、中華民國國際版畫雙年展台

北市立美術館獎（1991）、中華民國版畫學會金璽獎（1992）。 

早期對素描、油畫有深厚基礎，並由於對民俗藝品的特別喜好，作品帶有民

俗風貌，加以早年書法的根基，故能將版畫作品中抑揚頓挫轉折的線條表現得淋

漓盡致。 

其精於利用木紋肌理的變化，融合現代感、衍生邃蘊新境。作品有「海韻Ⅱ」

（1987）、「蘊」（1988）、「遐想空間」（1989）、「海貝」（1990）、「記憶片斷」（1991）、

「風景」（1997）等。 

 

林燕（1946- ） 

浙江黃岩人。六歲失聰，十歲起師事馬白水、張義雄、吳昊、歐陽文苑，後

加入「東方」畫會，成為年紀最輕的會員。二十歲後醉心於版畫，專事創作。有

版畫集出版。為東方畫會、中國現代版畫學會會員。曾獲全國美展優選（1975）、

國際版畫展銅牌獎（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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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乃林燕畫面最主要的構成角色，其線條具裝飾性，在層層緊密的線條

構成中，取材自中國民間或古代人物、動物造形的主題，蘊含著一種天真、質樸

與幾分詼諧。作品有「姊妹花」（三聯作）（1969）、「現代人──何仙姑」、「現代

人──韓湘子」（1975）、「西遊記之一──唐三藏與孫悟空」（1989）等。 

 

鐘有輝（1946- ） 

臺灣雲林人。師大美術系畢業（1975）、日本筑波大學藝研所碩士。師承廖

修平。十青畫會創始人之一（1974）。曾任中華民國版畫學會秘書長、現任國立

臺灣藝術學院版畫中心主任。曾獲師大畢業美展第一名、全國油畫大展銀牌獎

（1975）、臺陽美展版畫金牌獎（1977）、第九屆美術展版畫第一名（1981）、中

華民國版畫學會金璽獎、國家文藝基金會獎（1983）、文藝獎章（1989）、三版展

特別獎（1991）、三版展特別榮譽獎（1993）。 

對版畫的推動熱心，絹印技術精湛，作品中充滿宗教色彩，善於利用宗教表

達人生，對宗教中輪迴、生生不息表之於版畫，予人生新的闡釋。 

善於應用絹印創作出繽紛的作品，靈活而極具新意。作品有「窗 2865」（1986）、

「窗 8702」（1990）、「對影（一）（二）（三）（四）」（1990）、「幸運到來」（1992）、

「喜氣洋洋」（1997）等。 

 

楊成愿（1947- ） 

臺灣花蓮人。師大美術系畢業（1971）、日本大阪藝術大學油畫研究科畢業

（1981）。為中華民國現代畫學會、版畫學會、十青版畫會會員。曾獲西班牙

FERROL 國際版畫展特別榮譽獎（1986）、日本 IMA 國際現代美展銀賞（1986）、

文建會主委獎（1989）、國家文藝基金會獎（1991）。「我的版畫是從油畫出發的」，

楊成愿表示，其作品著重於觀念與思考性，畫面中則經常出現象徵亙古時間的化

石與貝殼，以及展開的幾何圖形、量規、測儀……等。這些具有象徵意義的符號，

配以躍動的線條，在穩定的灰色調背景中，呈現出富韻律的秩序感。晚近著重對

中國文化的關懷與表現時空交叉、對比等。「用什麼表現恰當，就用什麼去表現」，

充分強調創作媒材的自由。作品有「時間追想」（1989）、「淡水序曲」（1990）、「航

行與時間」（1990）、「建築物語」（1996）等。 

 

沈金源（19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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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南投人。師大美術系畢業（1976）。曾任中華民國版畫學會理事、十青

版畫會會長（1982-1984）及國際造型藝術家協會會員。曾獲臺陽美展銀牌（1980）、

國家文藝基金會獎（1985）。 

自師大畢業即從事景泰藍首飾品的設計，作品新潮並具靈敏的設計手法；利

用蝴蝶、動物影射人類對自然及未來生命的理想渴望，雖素材構成不同，但思想

脈絡一致，如「尋」、「豁」最具代表性。 

沈金源取材明快、意趣精妙，擅於用色 。作品有「飄」（1990）、「一方」（1990）、

「郊道Ⅰ」（1990）、「生」（1990）、「迷失的世紀」（1991）、「迎春」（1995）等。 

 

賴振輝（1947- ） 

臺灣臺北人。師大美術系畢業（1976）。師承廖修平、鄭善禧、李焜培。曾

任中華民國版畫學會理事長（1989）、十青版畫會會長（1984-1986）。1982 年參

與紐約當代中國版畫展、1983 年韓國漢城國際版畫邀請展及第一、二、五屆中

華民國國際邀請展（1983-85，1991）、1987-88 年中日版畫交流展。 

因勤研國畫，自師大時期即把國畫的風格製作成版畫，早期「境」的留白表

達空靈幽邃以至近期「山水」以國畫處理手法生動地把海岸多變化磅礡的氣象印

製躍然於紙上。 

對傳統與現代的融合有嶄新的表現。作品有「靜花」（1989）、「山曲」（1989）、

「新境」（1989）、「雪之祭」（I990）、「高風亮節」（1996）等。 

 

許東榮（1947- ） 

臺灣屏東人。師大美術系畢業（1976）。為十青版畫會會員。曾獲台北縣美

展油畫優選（1990）、台北市美展國畫第二名（1991）。1983、1996 年舉辦現代

玉雕刻個展、參與日本 NHK 拍攝故宮之旅介紹現代玉雕（1985）。 

許東榮從事玉雕數年，版畫風格來自雕刻，從早期傳統民藝雕刻「牛」到蛻

變為近期立體版畫「昇天」、「門」之頗具現代感，予人以強有力的視覺效果。作

品有「根」、「繁華世界」、「禮品」（1990）、「女體」（1983）、「羅漢」（1983）、「卸

妝」（1997）等。 

 

洪素麗（1947- ） 

臺灣高雄人，臺大中文系畢業。師承臺靜農。曾於紐約藝術聯盟、國家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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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學習版畫、油畫。著作有《春雨樓頭──十年的木刻記程》。 

洪素麗在觀察自然生趣之美而喜悅、感動、震顫之餘，以銳利的刀，軟硬不

一的木料刻畫下來；沒有商業的功利企圖、純粹因為喜歡。是一種生活與心靈的

履歷。作品有「物語」、「雞鳴」、「火雞」、「鄉愁近矣」、「稻田」、「木瓜樹」等。 

 

戴榮才（1947- ） 

馬來西亞人，1968 年前往紐約，在藝術學生聯盟、視覺藝術學校、普拉特

版畫中心、紐約學院研習數年，曾旅遊美國、南美洲、歐洲和遠東。在美國和亞

洲舉辦過數次個展，自 1976 年後，多次參加國際性大展。現定居於紐約。 

以簡約的圖式和單純、韻律的詩情，獨樹一格。畫中的主題是「生活」，是

「人」。以記憶中的事、物、人，或旅行中所見的回憶，把片斷連接組合起來，

或加以誇張，以簡潔的線條表現出來。作品有「漁夫的家」（1985）、「三個音樂

家」（1992）、「夏夜」、「靜物」、「寂」、「午歇」、「執瓶女郎」等。 

 

呂燕卿（1948- ） 

臺灣新竹人。師大美研所碩士（1985）。師承林玉山、黃君璧、廖修平。為

文興畫會、新竹市美術協會會員。現任新竹師院美勞教育系教授。曾參與亞細亞

美術大展（1987）、亞細亞現代美術展（1988）、日本日創展（1988）、中韓美術

交流展（1989）、埃及國際版畫三年展（1997）。 

呂燕卿以水墨氣韻表現版畫，亦別具一格，作品有「鄉情之一」、「雙棲圖」

（1989）、「伊甸園Ⅲ」（1990）等。 

 

鄭瓊銘（1948- ） 

臺灣臺南人。師大美術系畢業（1976）。1979-84 年入李仲生畫室研究現代藝

術。為自由畫會、二號公寓會員。作品有「褪色」（1990）、「黃昏的故鄉」（1992）、

「意念──實現」（1996）等。 

 

董振平（1948- ） 

江蘇無錫人。師大美術系畢業（1971-76），美國猶他州立大學美研所碩士

（1981-83）。師承廖修平、蘇新田。曾任師大美術系兼任講師（講授現代雕塑，

1983-90），現任藝術學院美術系副教授（講授現代版畫，1984- ）。曾獲國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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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展金牌獎（1983）、國家文藝基金會獎（1985）、現代雕塑展優選（1985、89）、

日本美濃加茂國際雕刻營戶外購置獎（1990）、中華民國國際現代雕塑戶外部大

獎（1991）。為十青版畫會、五行雕塑小集會員。著作有《版畫技法 1．2．3》（與

廖修平合著）。 

創作的方向是：掌握素材特殊的啟示作用，容許隨意重創的精確而直捷的震

撼力；藝術家的天職應是將空洞、蒼白、頹廢的事物予以改變或是重新闡釋，透

過思考反應主張，借重暗示與對照傳達意念，並予以組織轉位成真實的作品。近

期作品為一版多色旗幟系列，技法純熟，創意十足，兼具雕塑之厚實感。作品有

「月娘」（1973）、「現場」（1981）、「奧秘」（1983）、「穿透」（1990）、「迴旋馬」

（1991）、「旗幟──面板」（1994）等。 

 

蔡義雄（1948- ） 

臺灣臺北人。國立臺灣藝專美術科西畫組畢業（1971）。 

曾於 1993 年紐約大學若森堡畫廊舉辦個展、參與中義版畫交流展（臺北、

臺灣）、日本濱松版畫展、日本第六十回靜岡縣版畫協會展、亞洲國際版畫（高

雄、臺灣）（1995）。 

蔡義雄由繪畫轉移到版畫的表現上有更好的詮釋。作品有「融合Ⅱ」（1997）

等。 

 

奚松（1949- ） 

生於上海。國立臺灣藝專美術科畢業。在校時曾經一度熱衷前衛藝術，組織

UP 畫會。1973 年赴法留學，開始重新思考「我為什麼要畫畫」的問題。1976

年回臺後，決定「落實在自己所生活的土地，使藝術帶動整個社會」。曾任《雄

獅美術》雜誌美術編輯，後為英文《漢聲》雜誌編輯，從事木刻創作。 

其作品有：木刻「車上孕婦」，速寫「巴黎兩樂師」、「巴黎地鐵站裡的盲樂

師」、「中國童話」插圖。1988 年繪製 33 觀音像，「以民間熟悉的信仰傳說闡釋

人世相互溫暖的感情。」 

 

林昌德（1951- ） 

臺灣嘉義人，師大美研所畢業。中華民國國畫學會、梅嶺美術會、文興畫會

會員。曾任教臺中師專、東海大學美術系山水畫、版畫方面的課程。從大學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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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致力於中國傳統繪畫中的寫實精神的研究，著有《先秦至兩宋繪畫的寫生精

神研究》一書。曾獲第廿八屆全省美展國畫第一名、第八屆全國美展第三名。 

林昌德先生在學術理論上的研究更發展成為了他在創作上的實踐。 

 

黃世團（1951- ） 

福建金門人。師大美術系畢業（1977）。師大美研所結業（1990）。師承廖修

平。大學時即加入十青版畫會。曾任中華民國版畫學會理事、金門畫會會長、十

青版畫會會長、全省永久免審作家協會會員、國立華僑中學教師。曾獲全國美展

版畫第一名、中山文藝創作獎版畫第一名（1977）、版畫協會獎（1989）、國家文

藝獎（1989）、南瀛獎（1990）、版畫大展傑出獎（1990）、全省美展省政府獎（1991）。 

黃世團的作品保持著以幾何架構、強烈色彩來傳達意念的特色，其對紙版版

畫製作最有心得，已能隨心所欲利用紙版刻印出各種造形，作品「無題」兩件利

用幾何造形構成很新穎的視覺效果。作品有「律動」（1976）、「太陽」（1977）、

夏境「（1985）、「漂泊」（1987）、「記憶」（1989）、「日出」（1991）、「開拓」（1993）、

「鬆解」（1995）等。 

 

林雪卿（1952- ） 

臺灣臺北人。師大美術系畢業（1975）。日本筑波大學藝研所碩士。師承廖

修平。為十青版畫會創始會員（1974）、中華民國版畫學會會員。曾獲全省美展

版畫第一名（1977）、全國美展版畫第二名（1977、1992）、版畫學會獎（1987）、

中華民國畫學會金爵獎（1991）、版畫大展傑出獎（1991）。 

為十青惟一女性，其作品素材皆來自其身邊小事物；樹葉蝴蝶小花皆能經由

其靈巧慧思構成詩意夢幻畫面，把女性的溫柔纖細表露無遺。作品有「花曲」

（1977）、「夢蝶」（1977）、「幻像」（1990）、「構成（一）」（1990）、「構成（二）」

（1990）、「戲說人生」、「奔泉」（1997）等。 

 

李景龍（1953- ） 

臺灣桃園人。國立臺灣藝專美術科畢業。師承陳世明。為中國版畫協會監事、

十青版畫會、中國現代畫協會會員。曾獲當代版畫展傑出獎（1991）、中華民國

畫學會金爵獎（1992）、全國美展版畫第三名（1995）。 

精通各種版材，尤對木版、橡膠版有優異的表現。是積極多產的一員，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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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探討鑽研各種版種，取材人類心理的描寫，木刻作品「天倫樂」對人之親情有

純真的表達。 

作品有「AM1：30」（1983）、「舶來品」（1986）、「水族系列」（1988）、「南

太平洋的橫渡」（1988）、「蛙之祭（二）」（1990）、「冥想之旅──放逐篇（一）」

（1991）、「水族系列Ⅴ、Ⅵ」（1995）等。 

 

蔡宏霖（1953- ） 

臺灣臺南人。臺南師專畢業（1974）。師承林智信、汪文仲。為中華民國版

畫協會、南陽畫會會員。曾參與日本橫濱國際版畫展（1986）、全國木刻版畫展

（1987）、中日版畫交流展（1994）、中義版畫交流展（1995）、亞細亞國際版畫

展（1995）。並曾獲第四、十三屆高雄市美展版畫第二、三名（1986、1996）、第

十四屆全國版畫展會員創作獎（1995）。作品有「候車的片刻」（1990）、「永不褪

色的回憶」（1995）等。 

 

張正仁（1953- ） 

臺灣苗栗人。師大美術系畢業（1977）、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美研所碩士（1984）。

現任國立藝術學院副教授。曾任十青版畫會會長（1988-90）、秘書長（1990- ）、

中華民國版畫學會常務理事（1990- ）。 

張正仁的作品嘗試表達對人生及生活環境各層次的感受，多以譏諷、批判又

無奈的感覺呈現。利用平面和立體併用的抽象語言，饒富創意。作品有「遊藝」

（1983）、「頑石」（1983）、「雪山盟」（1985）、「言行度尺」（1990）、「某種電檢

制度」（1990）、「記憶之頁」（1990）、「黃牛黑、黑牛黃」（1990）、「構成（一）

（二）」（1990）、「自我──美夢」（1993）、「臺灣頌Ⅱ」（1996）等。 

 

黃金亮（1953- ） 

臺灣苗栗人。省立苗栗高級中學畢業。曾獲第卅二屆全省美展第一名、第卅

三、卅四層全省美展教育廳獎、永久免審查獎、臺陽美展第四十一-四十三屆金、

銀、銅牌獎、雄獅美術新人獎佳作、全國美展版畫第二名、台北市美展版畫佳作。

作品有「夜」（1977）、「年華、年華」（1978）、「時間對立」（1981）、「愛的糾纏」

（1982）、「流變」（1983）、「雨聲」（198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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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丁衍（1954- ） 

上海市人，文化學院美術系畢業（1977），紐約普拉特學院藝研所碩士（1982）。

曾任紐澤西州西東大學版畫講師。為中國版畫學會、十青版畫會、美國加州版畫

學會會員。曾獲全省美展（1978）、臺陽美展（1979）、雄獅新人獎（1977、80）。 

梅丁衍多從事於觀念繪畫，早期油畫曾獲新人獎。思想敏銳，作品常帶有一

種詼諧諷世的藝術觀，讓人看後帶有一種會心的微笑。其版畫具有展現物質集錦

的新觀念的特質。作品有「最後早餐」（1976）、「惡夢Ⅱ」（1983）、「竹幕之後」

（1990）、「三民主義統一中國」（1990）等。 

 

劉自明（1954- ） 

福建永春人。師大美術系畢業（1979）。為中華民國版畫學會理事、十青版

畫會會員、輔大應用美術系專任教師。曾在巴黎國際藝術城的工作室研究創作一

年（1995）、派駐法國巴黎國際藝術村作專題研究創作一年（1994）。曾獲西班牙

伊比薩國際版畫雙年展特別榮譽獎（1996）、代表參加芬蘭國際版畫雙年展（1996）、

挪威國際版畫三年展評審團獎（1995）、第三屆國際版畫雙年展台北市立美術館

獎（1987）、第三屆國際版畫雙年展韓國湖巖美術館特別獎（1985）、全省美展永

久免審查資格（1985）、各項美展首獎共七次（1978-1985）。 

劉自明掌握了不同版種的特色，表現版畫肌理變化和層次的「多樣性」，以

及各種可能性。作品有「瞷」（1977）、「旅」（1978）、「起步」（1979）、「展」（1980）、

「聚合的疏離」（1983）、「景象 8505」（1985）、「作品 9102」（1991）、「蘋果」（1994）

等。 

 

林正義（1954- ） 

參與 1995 年第十一屆挪威國際版畫三年展（邀請展）、1996 年義大利

PREMIO 國際版畫三年展（邀請展）、波 CRACOW 國際版畫三年展（1997）、第

二屆馬其頓 MACEDONIA 國際版畫三年展（1997）。作品有「Affaire de coeur」

（1996）等。 

 

楊明迭（1995- ） 

臺灣臺南人。國立臺灣藝專畢業（1977）。師承廖修平。為中華民國版畫學

會理事、十青版畫會、台南美術研究會會員。曾獲第十屆全國美展版畫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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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傑出校友獎（1984）、文建會主委獎（1985）、中華民國畫學會金爵獎

（1986）、版畫大展傑出獎、第五屆國際版畫展金牌獎（1991）、第十屆挪威國際

版畫展榮譽獎（1992）。 

其具有優秀的絹印技術，對作品的印製極其精緻細密。及開拓了絹印的新表

現方式。楊明迭的作品是傳統與現代的結合，卻更尖銳地反映出兩者之間的隔閡，

令人低迴不已。作品有「實與虛四」（1983）、「傳說」（1989）、「春Ⅲ」（1990）、

「痕跡實驗林 NO.1」（1991）、「37 痕跡 NO.1」（1991）、「碎形」（1996）等。 

 

黃郁生（1956- ） 

臺灣臺南人。師大美術系畢業（1979）、美國紐約大學藝術碩士（1990）。現

任高雄師大美術系副教授（1997）。曾獲南瀛獎（1994）。舉辦個展多次。 

以一版多色的表現手法，新穎而具見特色。作品有「現象」（1997）等。 

 

吳國彥（1960- ） 

山西高平縣人，生於臺灣。國立臺灣藝專畢業（1981）。退役後從事平面繪

畫創作（1989）。作品曾獲第十五屆雄獅新人獎（1990）、中華民國第四屆國際版

畫雙年展台北市立美術館獎（1989）。 

近來以凸版畫、木刻水印為主，作品豐富。作品有「故事（1986）、「喜新懷

舊的調和」（1992）、「藝術家潛意識裡的情結」（1989）等。 

 

羅平和（1960- ） 

臺灣臺東人。師大美術系畢業（1986）。師承董振平、廖修平。中華民國版

畫學會、青溪美術學會會員。曾赴法研修。曾獲全國版畫展第一名、臺陽美展版

畫銀牌獎（1987）、全省美展教育廳獎、文建會年畫首獎、台北市美展版畫第一

名、臺陽美展版畫世華銀行獎（1988）、全省美展省政府獎、全國版畫展台南市

文化基金獎、高雄市美展版畫第三名、文建會年畫首獎、臺陽美展版畫世華銀行

獎（1990）、臺陽美展版畫銀牌獎（1991）、高市美展版畫第一名、全省美展版畫

省政府獎、臺陽美展銀牌獎（1995）、高市美展第一名、南市美展鳳凰獎（1996）、

南市美展第二名（1997）。 

羅平和在銅版上描繪出原住民樸實的真摯風貌。作品有「蘭嶼之歌Ⅱ」（1990）、

「月蝕第九號」（1987）、「原始不滅第三號」（1988）、「雅美長髮舞」（1995）、「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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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1997）等。 

 

林昭安（1962- ） 

臺灣臺南人。師大美術系畢業（1990）。師承董振平。中華民國版畫學會會

員。曾獲第七屆國際版畫及素描雙年展金牌獎、第四十八、四十九屆全省美展教

育廳獎、第四屆南瀛美展南瀛獎、第十六、廿屆台北市美展第二名、第七、十屆

高市美展第二名、第四、五、六屆年畫首獎。 

其精研石版，風格清新脫俗。作品有「尋新根（四）」（1990）、「浮生日記」

（1992）、「靜觀之情」（1993）、「如意」（1996）等。 

 

徐明豐（1962- ） 

臺灣臺東人。高職美工科畢業。中華民國版畫學會會員。曾獲文建會年畫徵

選，第一-六屆首獎（1985-90）、「第十九屆台北市美展版畫第一名」（1992）、第

十二屆全國版畫展第二名（1992）、大陸全國版畫三版展銅牌獎（1993）。並參與

第二、四屆國際版畫展及日本高知國際版畫展。現為藝峰絹印股份有限公司負責

人。作品有「故事之山」（1990）、「吉祥如意」（1989）、「再生之Ⅱ」（1992）等。 

 

高實珩（1962- ） 

臺灣臺南人。文化大學美術系畢業（1984）、法國巴黎國立高等裝飾藝術學

院版畫碩士（1988）及巴黎第四大學藝術史碩士（1990）及博士。曾獲兩屆奇美

藝術人才獎（1990-91）、第十屆德國 Frechen 國際版畫三年展及第五屆中國三版

展銅牌獎（1993）。旅法五年多，開過版畫個展，也參與歐洲的國際版畫展。著

作有《受東方藝術影響之西方版畫論》。 

色調與墨韻緊密配合下的豐碩，均稱多層次色感下的筆觸力量，完美的控制

與沈著的精練，共同突顯版畫的多樣技巧，進入意象寓喻的藝術世界，具意識的、

敏銳的表現語言確定了作品品質：一種直覺性與抒情性的整體展現。作品有「象

形 I」（1990）、「秋」（1989）、「無題 NO.1」（1989）、「無題 N0.2」（1989）、「水

的意象世界」（1991）、「夜之變奏曲」（1991）、「話語Ⅲ」（1989）、「山與水」（1991）

等。 

 

王振泰（19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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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人。新竹師專美勞科畢業。曾獲台北縣美展第三名、高雄市美展第

二名、台北市美展第三名（1990）、全國美展第二名（1991）、版印年畫首獎（1993）、

全國版畫創作獎（1994）、台南市美展第二名（1995）、教師研究論文特優獎、教

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著作獎（1995）、大墩美展第一、二名（1996、97）。 

王振泰精研石版、風格清新脫俗。作品有「戰國時代」（1989）、「戰國時代

之六─戰爭遊戲」（1990）、「室內風景」（1993）、「歷史/瞬間（3）──生長與死

亡」、「旅塵」（1997）等。 

 

陳原成（1964- ） 

臺灣臺北人。國立藝術學院美術系畢業（1989）。師承鐘有輝、董振平。現

為中華民國版畫學會活動組組長及全省美展永久免審作家協進會版畫發展委員。

曾獲全省學生美展第一名、台北市美展第二名（1982）、台北市美展第一名、全

省美展縣府獎（1983）、全省美展大會獎（1984）、全國版畫展第二名、全省美展

省政府獎、中華民國國際版畫雙年展台北市立美術館獎（1985）、高雄市美展優

選（1986）、南瀛美展佳作獎（1989）、全國美展佳作獎（1995-96）。作品有「塵

緣」（1985）、「崎的午后」（1989）、「正月初二」（1992）、「智慧之光」（1996）、「憲

法──165」（1996）等。 

 

劉玲利（1964- ） 

臺灣臺北人。文化大學美術系畢業（1983）、紐約大學研究所畢業。曾獲全

國美展版畫第一名（1986）、全省美展版畫第二名（1986）、中華民國畫學會金爵

獎（1996）。作品有「風雨欲來中的漁村」（1989）、「靜物」（1990）、「自畫像」

（1991）、「出航情懷」（1991）等。 

 

吳鴻滄（1966- ） 

曾獲第二屆台北市美展優選、第十三屆全國版畫展入選（1993）、第四十九

屆全省美展入選、第五十七屆台陽美展入選（1994）、第十四屆全國版畫展優選、

第五十屆全省美展入選（1995）、第五十一屆全省美展入選（1996）、第三屆台南

市美展入選（1997）。作品有「午后」（1996）等。 

 

潘仁松（19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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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人。文化大學美術系畢業（1990）。曾獲全省美展第三名、台北市

美展第二名、高雄市美展第一名（1988）、全省美展第二名（1989）、永久免審查

作家資格（1989）、版畫雙年展銀牌獎、全國美展第二名（1989）、第十五屆雄獅

美術新人獎（1990）、台北市美展第三名、台北縣美展優選、中華民國國際版畫

雙年展入選、當代版畫展傑出獎（1991）、台北市美展特優獎（1994）、全國版畫

展創作獎（1996）、台南市美展府城獎（1997）。 

潘仁松能積極地應用各種版種，表達自己的意象。其中較偏好金屬版的創作，

因為其極富挑戰性。作品有「犧牲二一三」（1989）、「界限狀況（睛時多雲）」（1990）、

「環境測量 NO.21」（1992）、「苦悶劇場」（1993）、「奇幻城市」（1995）、「紗帽

山紀事 IⅡⅢⅣ」（1994）等。 

 

蔡宏達（1967-1996） 

臺灣臺北人。文化大學第廿四屆美術系第一名畢業。創設火盒子版畫工房

（1991）。曾獲台北縣美展、高雄市美展第一名、韓國空間國際版畫展入選（1990）、

第四十六屆全省美展第三名、第十九屆南斯拉夫國際版畫展入選（1991）、第六

屆南瀛美展第一名、第四十七屆全省美展第一名（1992）、「第十屆高雄市美展第

一名、第二屆日本高知國際版畫展入選、國際版畫素描展優選（1993）。1997 年

舉行逝世週年紀念個展。 

作品有「紀念杯──精心製造的飲水」（1990）、「流放石刻」（1991）、「漂島

──寄生地」（1992）、「遊離──逐物記」（1992）、「黑巢」（1993）、「金色權力

島嶼」等。 

 

潘勁瑞（1969- ） 

臺灣宜蘭人。國立藝術學院美術系畢業，主修油畫，輔修版畫。曾獲第七、

十二屆版印年畫首獎、第四十六、四十八、四十九屆全省美展版畫優選、第五十

屆全省美展大會獎、第五十一屆全省美展銀牌獎、第十八、廿二屆台北市美展版

畫優選、第廿屆台北市美展第一名、第五十五屆臺陽美展優選、第十三屆全國版

畫展第一名。 

作品有「飛行器Ⅰ」（1990）、「慾沈」（1996）、「忘我」（1996）等。 

 

※本章所論，係以畫家年齡為序，分述畫家生平，求學經歷、師承、風格發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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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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