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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膠彩畫之發展與醒思 

簡錦清 Chien, Chin-ching 

 

壹、前言 

膠彩畫1（以前稱為日本畫、東洋畫）早年在台展、府展及台灣省美術展中

曾具有帶頭及啟示的地位。但隨著時光流轉，物換星移，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膠

彩畫消失於台灣畫壇，連學校的傳授課程亦消聲匿跡。社會大眾、在學的學生對

「膠彩畫」這個美術名詞不只感到相當陌生，甚至是完全沒有聽說過。 

所謂「東洋」自是包含中國、印度、韓國、日本、台灣等地的廣義性地理用

詞，絕非單指日本一地的狹義性用詞；此外，以膠作為媒材的創作表現方式，當

可上溯至中國唐、宋的金碧山水，此類金碧山水日後流傳到日本平安朝，並在時

代演進之下，又於幕府末期、明治初期接收西方近代繪畫的寫實精神，進而促成

「日本畫2」的誕生。以此論之，膠彩畫的創作技法並非是日本之獨創技法。因

此就日本統治時期，在台灣興起的膠彩創作而言，它應是源自中國繪畫系統，追

求近代寫實主義，並且在寫生觀念的提倡之下，形成台灣自我畫風的近代性繪

畫，實不應任意否定它的時代創作性意義，甚至扼殺它的發展。 

台灣的一般民眾對於膠彩畫的媒材與其發展始末多半存有許多疑問。大部分

民眾多認為膠彩畫源起於日本，其實這認知是錯誤的。從考古中得到印證3，距

今大約六、七千年前中國的彩陶文化，前人即知道利用大自然的豐富色料，在陶

器上描繪與上彩，這些圖案經專家研究，彩陶上的顏料大部分是土質或礦物質顏

料，這些取之於大地的土質或礦物質顏料，如紅礬土、黃土、赭土、骨灰，還有

赤鐵礦、石灰石等色土調入動物膠，畫在陶罐的表面。而在一些洞窟的壁畫，亦

以同樣的形式，彩繪出生活、狩獵的情形。在顏料、媒材的使用上，這些舊時所

發現的彩陶、壁畫皆已呈現出膠彩畫的特質。近年來在中國各地，如雲南、廣西

所發現的岩畫，四川三星堆出土的頭像，皆以膠敷彩，以紅色（朱砂）、石青（空

                                                 
註 1：「膠彩畫」在日治時期的台、府展中稱為「東洋畫」。國民政府於 1964 年成立的「台灣省

美術展覽會」中將台、府展中的「東洋畫」部改為「國畫部」。1977 年，前輩膠彩畫家林

之助以媒材調和劑的分類方式，將以膠為調合劑的東洋畫改稱為「膠彩畫」，獲得畫壇的

認同，此後台灣畫界皆以「膠彩畫」稱之。而筆者為其行文之便，則以「膠彩畫」之名貫

穿全文。 

註 2：日本吸收中國唐、宋的金碧山水，經過長期融合本身的人文、自然環境，尤到幕府、明治

加入西方繪畫的寫實特質，形成浮世繪、大壁障，進而促成日本的繪畫形式呈現，這一種

繪畫形式經日本長期發展並定型，故又稱「日本畫」。 

註 3：中國出土的陶器、洞窟壁畫，均以土質、礦物質顏料融合動物膠加以敷彩，這和今日所稱

之「膠彩畫」上色方式相同，由此得知「膠彩畫」甚早起源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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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繪之，在中國古籍中其共同名稱以「丹青」為最常見。 

東晉時期，「丹青」慢慢轉變為繪畫的代名詞，當時的大畫家顧愷之的《女

史箴圖》色彩優雅，線條流暢，其所著《畫雲台山記》多處提到有關色彩的運用。

此外南朝畫家陸探微、張僧繇是以色彩表現為主。北朝的敦煌壁畫更以強烈厚重

的色彩來表現，到了隋朝，敦煌壁畫開始進入金碧輝煌、豪華壯麗的階段。 

唐朝是丹青藝術的極盛時期。晚唐時期，藝評家張彥遠的名著《歷代名畫記》

中述明歷代畫家、畫作的評論，介紹了丹青所用的繪絹、顏料、用膠等知識與現

代膠彩畫所使用的顏料相同。由此可以得到證明，膠彩畫藝術確實是唐朝以前中

國繪畫的主流。 

 

貳、台灣畫壇的政治情結 

台灣美術在二次大戰後的政局劇變下，遭到前所未有的橫逆與挑戰。中原文

化意識隨著國民政府的入主台灣，而以在朝君臨的態勢壓抑了台灣本土的文化與

歷史。尤其是基於大戰中抗日與仇日的心結，對日據時代所發展的台灣戰前美術

具有強烈的排斥感，致使戰後由大陸移來而被封為「正統」的美術難以包融台灣

的本土美術。1949 年前後，跟隨中央政府渡台的中原水墨畫家目睹台籍的膠彩

畫作品與水墨畫作品一起懸掛在展覽會場，從大陸來台的學者與畫家多數認為台

灣的膠彩畫是日本畫，必須與「中原正統國畫」劃清界線。而台籍畫家則認為膠

彩畫雖由日本引進，但究其源頭卻是出自中國唐宋院畫的「北宗」4系統，且膠

彩畫是以台灣的鄉土為表現題材，其客觀寫實的精神又直接承襲宋畫的寫生概

念，因而認為「膠彩畫」實在不應被認為是日本畫而受到排擠。 

 

叁、膠彩畫在早期台灣藝壇的定位 

1946 年省展的開辦，是代表戰後台灣畫壇復甦的重要指標，肩負著呼應時

代新局面，開拓文化新氣象的重要使命。然而開辦後不久，關於評審委員的聘任，

特別是「國畫部」人選的問題，引來不少意見，要求讓部分隨同國民政府來台的

水墨畫家也加入評審行列的聲音，此起彼落。對於此項建議，擔任省展創辦初期

「國畫部」評審委員的郭雪湖、陳進、林玉山、林之助等人並無私己之心，表示

歡迎之意。在 1948 年第三屆省展之後，黃君璧、馬壽華等人亦名列「國畫部」

                                                 
註 4：董其昌的南、北宗論，將中國繪畫以表現形式分為南宗、北宗兩大繪畫系統，唐、宋院畫

以客觀寫實的表現精神，董其昌將這種客觀寫實的繪畫方式歸納於「北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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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委員名單之中。在這階段，省展國畫部的評審委員相處雖融洽，不過對於省

展「國畫部」參展作品類型的爭議之聲並未就此停息。進入 1950 年代之後，關

於膠彩畫參賽「國畫部」正當性與否的輿論逐漸高漲。有不少人士自媒材、式樣

及學習管道的傳承方式，質疑戰後出現在省展「國畫部」的膠彩畫，根本就是承

襲戰前殖民者――日本人所引進的「日本畫」，一致認定此類創作缺乏中國文化

的傳統精神，應當自省展「國畫部」予以揚棄。面對如此質疑，台灣膠彩畫家同

聲認為不妥，紛紛由畫類名稱定義、技法流傳淵源等角度，加以解釋戰前殖民時

期所繪製的畫類是「東洋畫」，並非「日本畫」。無奈的是，台灣膠彩畫家的種種

苦心解釋，依然抵擋不了大中華民族的意識，在陣陣輿論的韃伐中，教育廳首先

於第 18 屆省展，公佈「國畫部」分為「第一部」即直式掛軸，屬於傳統中國水

墨畫，「第二部」為裝框作品，是重視寫生的膠彩創作。然第 28 屆後的省展國畫

部又只見單一的水墨畫。全省美展中，時而可看到膠彩畫作品在全省美展的競試

場中參與比賽，有時卻被排擠而不得參加，猶似被打入冷宮的棄婦。創作者能否

參加比賽，全憑當時主辦單位的裁定，而無視膠彩畫創作者的參與權。 

省展第 17 屆之前膠彩畫和水墨畫前三名互有出現得獎者，自 18 屆後國畫部

分為第一部的「水墨畫部」和第二部的「膠彩畫部」，省展的正統國畫之爭暫時

有一段融洽情景，可是這段期間卻發生了中日斷交，朝野又勾起那一份愛國的民

族意識，膠彩畫又受到池魚之殃。1973 年，第 28 屆省展又做了大幅度的改組，

省展主辦單位廢除了「國畫第二部」，拒收框式裝裱作品，若膠彩畫創作者欲參

加比賽，則必須以捲軸方式參賽。為了不讓膠彩畫在省展的舞台消聲匿跡，有不

少膠彩畫家被迫屈就於這種無理的規定送件參賽，而學校美術教育課程更不見膠

彩畫的傳授。就這樣膠彩畫受到長期的打壓和學校教育的漠視而日漸式微。膠彩

畫的生存機會似乎渺茫，在這存亡的緊要關頭，台灣的膠彩畫家不忍看見膠彩畫

就這樣被無情的政治因素打壓而消失，遂以私塾方式一點一滴將膠彩畫藝傳承下

去。當時任教於台中師專的林之助教授更是心急如焚，深怕如此下去，膠彩畫將

會消失於台灣畫壇，故結合從事膠彩畫創作的畫家們一起商議：有人主張將膠彩

畫改稱「新國畫」或「現代國畫」，希望能為膠彩畫添入發展的新契機。 

 

肆、膠彩畫傳承的瓶頸 

台灣光復後，膠彩畫面臨發展上的困境，早期台灣第一代膠彩畫家如陳敬輝

先生和呂鐵州先生等先後仙逝，而郭雪湖老師、陳永森先生亦移民海外，然陳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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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雖長期定居國內，卻也甚少傳授弟子。林玉山教授、陳慧坤老師雖任教職，

但林玉山老師後來轉換以墨韻筆趣的國畫寫生風格為主；而陳慧坤老師所指導的

科目則以油畫、素描為主，他們都很少再教授膠彩畫藝，培育第二代的傳人。唯

獨任教於台中師範的林之助教授，仍然以堅定不移的精神，持續為膠彩畫的傳遞

與發揚努力。林之助教授更提出「膠彩畫」的正名，他認為：油畫是以油為媒劑，

水彩畫是以水為媒劑，何不能以膠為媒劑的繪畫稱為膠彩畫呢？以材料、媒劑來

命名，既清楚又明白，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誤解。此想法經報導後，頗受當時從

事膠彩畫的畫家所認同。 

林之助教授提出的「膠彩畫」正名之說，在 1977 年經《雄獅美術》、《藝

術家雜誌》的報導後，逐漸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同。1982 年省展主辦單位

在第 37屆正式將以往廢除的「國畫第二部」更名為「膠彩畫部」。以後許

多官辦的地方美展，民間主辦的展覽，也紛紛增設膠彩畫部。5
 

林之助教授以台灣膠彩畫的存續為終身職志，於 1972 年結合國內膠彩畫菁

英，成立「長流畫會」。又在 1981 年邀請國內膠彩畫創作者，由林之助、林玉山、

陳進、許深州、蔡草如發起組織「台灣省膠彩畫協會」，並由謝峰生、曾得標擔

任發起組織聯絡人，兩人帶著簽署名冊南北奔波，逐一登門拜訪膠彩畫家參與連

署，終於在大家的齊心努力下，於 1981 年 12 月，畫會正式成立，這是膠彩畫在

台灣延續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隔年開始每年舉辦膠彩畫聯展，並全省巡迴展

覽，且在國立台灣美術館、各地文化中心皆陸續開辦膠彩畫研習班。 

 

伍、膠彩畫未來應走的方向 

膠彩畫創作形式已經在台灣畫壇慢慢成長、茁壯，並且受到政府各承辦繪畫

展覽單位的肯定，此從台灣各大小型的美術展覽比賽都設置有膠彩畫部可以得到

印證，這亦是所有從事膠彩畫創作者所辛勤耕耘的結果。但台灣膠彩畫將來要何

去何從，應以什麼形式在台灣畫壇呈現，展現出真正的台灣膠彩畫新風貌？這應

是從事膠彩畫創作者當醒思的方向。經由歷史的尋根，大家已經接受膠彩畫本是

中國繪畫表現形式的一種，它雖經過日本的世代更替慢慢的加以發揚，又輾轉流

傳回台灣，而今它也在台灣生根、成長、茁壯。 

東海大學對於台灣膠彩畫的推展與奉獻，是受到台灣膠彩畫界的肯定與嘉許

的。今年八月，東海大學舉辦膠彩畫研習班，並聘請日本畫家蒞臨東海大學做專

                                                 
註 5：詹前裕，《台中膠彩畫源流展》，台中市文化中心，台中市，1999 年，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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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演講，當中有一位日本畫家在觀賞多位膠彩畫創作者的作品後，他的一席話喚

醒與會的眾多參與者。他言到：「台灣的膠彩畫目前還是明顯有著日本畫的風

格」，這句話應是值得大家深思。在一個地區或一個環境均應孕育出屬於這地區

或環境的獨特形式風格，任何一個繪畫形式均應表現出屬於該地區或環境的獨特

風貌。既然膠彩畫原屬於中國的繪畫形式，而現今它又是在台灣慢慢發展，慢慢

生根、茁壯，它就應該呈現出屬於台灣特有的風格與形式。今天日本畫家到台灣

演講，並做如此詮釋，是不是意味著台灣膠彩畫作品所表現的形式真的與日本畫

的風格相似？或許這是一種殖民意識作祟，但我們也應以這一句話作為警惕與反

省。 

台灣鄉土運動的崛起，使對於如何將藝術落實在自己的生長環境，成為藝術

家首當其衝的課題。大家了解到若一味的追隨西潮的流派，最後將完全喪失本土

文化的自信與尊嚴。於是從詩與小說的創作到文學的論戰，猶如怒濤洶湧般襲擊

而來。而在美術領域中，打著本土意識旗號的美術創作者，如洪通、朱銘等適時

滿足了鄉土主義的需求，並提示了深一層的醒思。另一方面學術界所關心，指向

曾經在這一塊土地辛勤耕耘的草根人物，形成重估台灣歷史的風潮。趁此，日據

時代曾叱吒風雲於台灣畫壇主流的風雲人物，再度受到肯定，連帶那些早為成見

所摒棄、甚至被遺忘了的前一輩畫家，又紛紛被挖掘出來。而這一批重新被禮遇

的藝術家，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們能在蟄伏的歲月裏，心志不移，而努力不懈地為

創作而創作。 

鄉土文化漸漸受到重視，本土意識抬頭，社會的任何一種表現型式或多或少

均受到這種意識形態衝擊、影響。尤其以台灣膠彩畫為表現型態為目標的創作形

式衝擊更大，膠彩畫將來要如何表現才能顯現出真正台灣的特色，真正台灣的風

格，實有待先進、同好齊思、集思，共同走出一條真正具有代表台灣本土的畫風。 

日常你用以交談的語言，你所居住的環境，村落的建造形式，建築物的造型，

與你息息相關的生活習慣，宗教信仰、宗教活動、族群代表的圖騰等，這一切都

和生活密不可分。這些活動、習慣、環境時時都影響著你，而這一些也是藝術創

作者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題材，你要如何將這些影響創作因素的因子內

化，再將它以色彩、圖像表達出來，當是我們落實台灣本土藝術可深思的方向。  

每一個地域均有其文化傳承的特色，以作者從小成長的地方，台中市南屯區

（古時候又稱為犁頭店）為例：該地以打造犁頭為主，它是一個純樸、溫馨、充

滿和樂、安祥的典型農村。當地的萬和宮「媽祖廟」更是當地居民的信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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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媽祖的誕辰均熱烈慶祝，有充滿地方色彩的遊行陣頭、戲曲表演、代表閩南

的歌仔戲表演等活動。這些地方的民俗活動、信仰的媽祖，代表該地民生活動的

打鐵舖，這一切都在牽引著當地居民的思想，慢慢形成當地居民的特殊文化表現

形式，代代相傳則成為特殊的歷史型態。 

無論你是從小生長於當地的居民，或是短暫的過客，均會受到這一種特殊的

文化所吸引、所感動。身為一個藝術家、藝文創作者，能身受其境，動其容，讓

你的感情與當地的文化活動、生活習性、居民特殊之民風習俗相結合，當你融入

情景，又將這一種特殊的情感內化，進而將它以自己特有的表現形式來呈現，自

然而然「本土化」的藝術型態便隨即表露無遺。 

 

陸、結論 

「膠彩畫」――那層層敷彩的上色技巧、絢麗的顏色、多樣化的表現風格，

是其他繪畫形式所不容易達到的特殊效果。膠彩畫在台灣畫壇將來要如何定位，

要如何表現出屬於膠彩畫那種獨到的風格，不再讓人誤認為膠彩畫只能表現出那

種漂漂亮亮的花鳥工筆畫而已。將來膠彩畫的創作應試著結合屬於南國熱帶風

情、發展鄉土文化，融入地方特色，方能展現出真正屬於台灣特色的膠彩畫。 

繪畫應不分地域、不分任何形式的表現，只要能表現出創作者的意念、型態，

都應該受到肯定、接納。所謂「藝術無國界」，它不應該受到任何意識形態的否

定或排擠，此乃是主政者、創作者或一般民眾所應有的體認。期盼已露曙光的膠

彩畫能在各位先進、同好堅持推展下，開創一片足具代表台灣文化背景的藝術，

揚名於國際藝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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