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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灌園先生日記》看林獻堂在日治時期（1895-1945）臺灣美術運動 

史中的贊助者角色與貢獻 

林振莖 

Study of Lin Hsien-Tang’s Sponsorship and Contribution in Taiwanese Art Movement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1895-1945) by Reviewing The Diary of Lin, Hsien-tang / Lin, 

Chen-ching 

 

摘要 

日治時期的畫家，除了少數家庭富裕的子弟之外，大多數的畫家都屬家境小

康，甚至清寒者居多。因此，畫家在成長過程中，背後經濟的贊助者就相當重要

了，他們透過組織後援會或到展覽買畫的方式支持畫家，可以說，沒有他們在背

後實質的幫忙，許多運動史中赫赫有名的藝術家可能就無法達到今日的成就，進

一步可以這麼說，台灣美術運動史的發展，與這些藝術贊助者的付出息息相關。 

過去常被提及的藝術贊助者，林獻堂是較少被提及但卻是非常重要的贊助

者，過去被人所忽略。謝里法曾在 2007 年於國美館的演講中對林獻堂在藝術方

面的贊助事情有初步的探討，但是並沒有提出詳盡、有系統的資料來做更深入的

研究，隨著林獻堂私人日記的陸續出版，從他的日記記載，正好可以補足這方面

的缺憾，得以進一步深入的了解他在這方面的作為與貢獻，也是本文寫作的重

點，希望透過《灌園先生日記》中的內容，深入的了解林獻堂在台灣美術運動史

中所扮演的贊助者角色與其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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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謝里法先生在七○年代所寫的《日據時代臺灣美術運動史》，書中的主角人

物是以藝術家為主，撰述他們成功的經歷。但是這些藝術家成功的背後，必須有

許多人的支持與贊助，才能夠讓美術運動有所進展。不過，這部份卻是美術史撰

寫者甚少提到的部份。 

日治時期的畫家，除了少數家庭富裕的子弟，如陳進、陳清汾、劉啟祥、李

梅樹等人，不太需要為五斗米折腰之外；大多數的畫家都屬家境小康，甚至清寒

者居多，像廖繼春、顏水龍、李石樵、郭雪湖等人；也有是家道中落而陷入經濟

困境的，如陳植棋、郭柏川等等。因此，畫家在成長過程中，背後經濟的贊助者

就相當重要了，他們透過組織後援會或到展覽買畫的方式支持畫家，可以說，沒

有他們在背後實質的幫忙，許多運動史中赫赫有名的藝術家可能就無法達到今日

的成就，進一步可以這麼說，台灣美術運動史的發展，與這些藝術贊助者的付出

息息相關。 

過去常被提及的藝術贊助者，較為人知的有台中的楊肇嘉、樹林的黃逢時、

嘉義的張李德和，以及台北山水亭台菜館的王井泉和波麗露西餐廳的老闆廖水來

等等。而在上述的贊助者中，林獻堂是較少被提及但卻是非常重要的贊助者，過

去被人所忽略。謝里法曾在 2007 年於國美館的演講中對林獻堂在藝術方面的贊

助事情有初步的探討，但是並沒有提出詳盡、有系統的資料來做更深入的研究，

1隨著林獻堂私人日記的陸續出版，2從他的日記記載，正好可以補足這方面的缺

憾，得以進一步深入的了解他在這方面的作為與貢獻，也是本文寫作的重點，希

望透過《灌園先生日記》中的內容，深入的了解林獻堂在台灣美術運動史中所扮

演的贊助者角色與其貢獻。 

 

一、 藝術家背後有力的支持者 

林獻堂所代表的霧峰林家在日治時期是台灣五大家族之一，其經濟雄厚自不

待言。且在政治上影響力也很大，有「台灣議會之父」的美名，成為當時民族運

動者心目中的大家長，受到各界的敬重。在外界的認知中，他是名門望族之後、

是地主階級、是企業家、是詩人、是文化協會的總理、是《台灣民報》的董事長、

                                                 
1
 參考 2007 年 10 月 28 日謝里法於國立台灣美術館講演「從 20 世紀中台灣地主階級的文化參與

──談林獻堂、楊肇嘉在美術運動中扮演的角色」的演講內容。 
2
 《灌園先生日記》始於 1927 年，終於 1955 年，前後共 29 年。唯日記中缺漏 1928 年、1936

年，總計 27 年，自 1998 年起，由許雪姬教授帶領一群學者每個禮拜聚集從事日記解讀、校訂、

註釋等工作，並自 2000 年起陸續出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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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眾黨的顧問、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顧問……，但卻甚少人提及他也是一位

重要的藝術贊助者。翻開日記，才讓人驚覺原來他與日治時期畫家的關係如此密

切，無論是傳統書畫家，如蔡旨禪、楊草仙、趙藺、李學樵、曹秋圃等人；還是

日本畫家，如小柳創生、藤田嗣治、小磯良平、鮫島台器、立石鐵臣也有交往；

台籍畫家方面，東洋畫家則有呂鐵州、呂汝壽、郭雪湖、陳永森等人，而在西洋

畫家方面，為數眾多，如陳澄波、陳植棋、郭柏川、張秋海、楊三郎、陳清汾、

顏水龍、李石樵、林克恭、陳夏雨、蒲添生等人。（如表 1） 

 

表 1  《灌園先生日記》中記載林獻堂與藝術家交遊統計表 

 藝術家 日期 

傳統書畫家 

蔡旨禪 1927 年（昭和二年）2 月 19 日 

楊草仙 1929 年（昭和四年）6 月 25 日 

釋妙光 1930 年（昭和五年）6 月 29 日 

趙藺 1930 年（昭和五年）8 月 9 日 

劉惠亭 1931 年（昭和六年）4 月 28 日 

潘春源 1931 年（昭和六年）11 月 15 日 

李學樵 1932 年（昭和七年）10 月 13 日 

安川日露四 1932 年（昭和七年）11 月 27 日 

曹秋圃 1935 年（昭和十年）10 月 13 日 

陳子敏 1939 年（昭和十四年）1 月 24 日 

王少濤 1944 年（昭和十九年）11 月 20 日 

日本畫家 

小柳創生 1941 年（昭和十六年）3 月 16 日 

藤田嗣治、鶴田吾郎、

小磯良平、宮本三郎、

田村孝之介、寺內萬治

郎、中村研一、山口蓬

春、清水澄（登）之 

1942 年（昭和十七年）4 月 8 日 

鮫島台器 1943 年（昭和十八年）6 月 5 日 

立石鐵臣 1943 年（昭和十八年）8 月 26 日 

台籍畫家 

東洋 

呂鐵州 1932 年（昭和七年）10 月 30 日 

呂汝壽 1933 年（昭和八年）5 月 9 日 

郭雪湖 1934 年（昭和九年）12 月 11 日 

陳永森 1937 年（昭和十二年）11 月 27 日 

呂孟津 1942 年（昭和十七年）2 月 25 日 

西洋 
陳植棋 1929 年（昭和四年）1 月 6 日 

吳茂仁 1929 年（昭和四年）6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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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柏川 1930 年（昭和五年）5 月 25 日 

陳澄波 1930 年（昭和五年）8 月 9 日 

郭柏川、楊佐

三郎 
1931 年（昭和六年）4 月 9 日 

廖繼春、范洪

甲、陳慧坤、

鈴 木 千 代

吉、郭柏川、

楊佐三郎等

人 

1931 年（昭和六年）4 月 10 日 

張秋海 1931 年（昭和六年）11 月 25 日 

林錦鴻 1932 年（昭和七年）2 月 16 日 

楊佐三郎 1932 年（昭和七年）4 月 3 日 

陳澄波率畫

家十餘人 
1932 年（昭和七年）7 月 17 日 

陳清汾 1932 年（昭和七年）8 月 30 日 

顏水龍 1932 年（昭和七年）12 月 24 日 

李石樵 1935 年（昭和十年）3 月 8 日 

林克恭 1935 年（昭和十年）11 月 1 日 

何德來 1938 年（昭和十三年）3 月 18 日 

吳天華 1940 年（昭和十五年）12 月 26 日 

陳夏雨 1941 年（昭和十六年）4 月 29 日 

蒲添生 1944 年（昭和十九年）9 月 2 日 

王坤南 1945 年（昭和二十年）4 月 5 日 

註：資料來自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一）至（十七），臺

北市，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備處，2000-2010 年。 

 

由上表統計可以知道，他招待過的藝術家非常地多，而贊助最力者有蔡旨

禪、顏水龍及李石樵。其成就足與楊肇嘉相提並論，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茲就

其作為分述如下： 

（1）買畫。購買畫作是對畫家最有力、最實際的幫助與支持，是讓他們可

以持續創作的動力之一。陳植棋曾在寫給他摯愛妻子的家書中便提到： 

我如此純情的生活，卻飽受金錢的壓力，實在慘。愈來愈覺得必需走上職

業畫家的路，我想過純粹藝術的生活，但為金錢所苦。今年冬天回去，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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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的可能性會增加。因為台中要舉辦個展。3
 

畫家要能把藝術當職業，過純粹藝術的生活，在當時，就需要有贊助者買畫，

而林獻堂就扮演這樣的角色，陳植棋書信中所提到在台中行啟紀念館舉辦的個展

他就買了一幅，4給予窮困的陳植棋有力的支持。 

除此之外，林獻堂還購買過吳茂仁、楊三郎、顏水龍、呂汝壽、郭雪湖、李

石樵、李梅樹等人的作品（如表 2），對當時尚年輕的畫家來說，絕對是支持他

們能夠繼續走下去的重要力量。過去楊三郎因第 5 屆台展落選，深受打擊，因而

決心赴歐取經，行前就曾辦展覽賣畫賺取旅費。5而同樣的，顏水龍當年為了籌

募去巴黎的旅費，在台中、台南等地舉行畫展，也是因為得到不少富商及定居於

台灣的日本人的寄付，6最後總算募得三千円，才得以克難的方式，為節省旅費

搭火車走陸路，穿過西伯利亞到達法國。7
 

當年，同是五大家族之一的辜顯榮也曾寄付一百円，顏水龍自法返台後，以

一幅《百合花》作品致謝。8林獻堂當年會買下這些初出茅廬、名不見經傳畫家

的作品，必然了解當時從事畫家的經濟狀況大多拮据，以提拔照顧、愛才的心情，

透過買畫的方式加以資助。 

 

表 2  《灌園先生日記》中記載林獻堂購買畫作統計表 

日期 人名 件數 畫作種類 價格 

1929 年（昭和四年）1

月 7 日 
陳植棋  油畫  

1929 年（昭和四年）6

月 23 日 
吳茂仁 一幅  三十円 

1930 年（昭和五年）6

月 29 日 
釋妙光 數幅 書畫  

1930 年（昭和五年）8

月 14 日 
趙藺 一幅 山水  

1931 年（昭和六年）4

月 28 日 
劉惠亭 三幅 書畫 十円 

                                                 
3
 葉思芬，《臺灣美術全集 14  陳植棋》，台北市，藝術家，1995 年，頁 51。 

4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二），臺北市，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備處，

2000 年，頁 9。 
5
 參考林保堯，《臺灣美術全集 7  楊三郎》，台北市，藝術家，1992 年，頁 27。 

6
 預支筆潤，待法國回來再交畫。參考薛燕玲，《顏水龍九五回顧展：台灣鄉土情》，台中市，臺

灣省立美術館，1997 年，頁 12。 
7
 參同上註書，頁 11-12。 

8
 參同註 6 書，頁 61。  



 

 6 

1931 年（昭和六年）9

月 3 日 
稻村虹亭 一幅  三十円 

1932 年（昭和七年）4

月 3 日 
楊佐三郎 一幅  八十円 

1932 年（昭和七年）6

月 24 日 
旺者 六幅 董其昌之字及書畫 四十円 

1932 年（昭和七年）8

月 4 日 
陳子卿 一幅  八円 

1932 年（昭和七年）11

月 27 日 

安川日露

四 
一幅 山水  

1933 年（昭和八年）1

月 28 日 
三尾吳石 一幅 《躍進》 八十五円 

1933 年（昭和八年）5

月 12 日 
呂汝壽 一幅   

1933 年（昭和八年）5

月 13 日 
顏水龍 二幅 

《モンスリ公園》

及《ポンヌフ》 
二百五十円 

1934 年（昭和九年）2

月 4 日 
楊佐三郎 一幅 風景 百円 

1934 年（昭和九年）5

月 2 日 
李秀香 一幅 《松鹿》 十円 

1934 年（昭和九年）10

月 5 日 
李秀香 一幅 山水畫  

1934 年（昭和九年）12

月 15 日 
郭雪湖 一幅 《鸚鵡》  

1935 年（昭和十年）3

月 20 日 

呂汝壽、

呂孟津、

王坤南 

一幅  

 

1935 年（昭和十年）12

月 15 日 
許奇高 一幅  

 

1937 年（昭和十二年）2

月 6 日 
田邊喜規 一幅  

四十五円 

1937 年（昭和十二年）4

月 26 日 
李石樵 一幅 《半身美人》 

五十円 

1938 年（昭和十三年）

12 月 30 日 

吉市米太

郎 
一幅  

二十円 

1939 年（昭和十四年）4

月 16 日 
李石樵 一幅  

五十円 

1939 年（昭和十四年）5 李梅樹 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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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6 日 

1941 年（昭和十六年）

12 月 26 日 
林晴川 一幅  

十円 

1942 年（昭和十七年）8

月 16 日 
李學樵 

畫 二

幅，書

畫 帖

一本 

 

畫六十円，書畫帖二

十円 

註：整理之資料來自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一）至（十七），

臺北市，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備處，2000-2010 年。 

 

（2）金錢捐助。辦過展覽的人一定都明白，展覽辦得成功與否，資金絕對

是重要的關鍵之一。過去並沒有贊助商、贊助單位這樣的機制或稱謂，林獻堂在

當時便時常扮演這樣的角色，以捐助金錢的方式贊助藝術家個人或團體。他所贊

助過的人包括：顏水龍、郭雪湖、吳天華、王白淵等人，也曾多次資助過台陽美

協的展覽，這對於一群年紀尚輕，卻時常空有理想但身無分文的藝術家來說，是

極為重要的幫忙。（如表 3） 

像王白淵，當年在東京頗為窮困，曾透過友人請求協助，林獻堂在並不認識

他的情況之下，仍然給與十円的捐助。9而顏水龍在東京時，也曾接受過林獻堂

至少超過百円以上的援助。10當年郭雪湖籌募廣東行的旅費，林獻堂也資助過他

五十円。11凡此種種，不勝枚舉，可以知道林獻堂在這方面的貢獻卓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台灣目前歷史最悠久的民間繪畫團體台陽美協，林獻堂

在當年便慷慨的給予金錢上的協助，分別於第 3 回、第 5 回、第 7 回捐助過五十

到七十円不等的金額12，若以當時一位小學老師的月薪大約四十円左右13來看，

可說是一筆不小的贊助，對協會的運作與其發展絕對有所幫助。 

此外，顏水龍 1940 年回台定居之後，決心發展台灣工藝美術，相繼成立「南

                                                 
9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臺北市，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備處，

2000 年，頁 89。 
10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九），臺北市，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備處，

2000 年，頁 391；及《灌園先生日記》（十一）， 2006 年，頁 336。 
11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二），臺北市，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備

處，2006 年，頁 353。 
12

 參考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九），臺北市，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

籌備處，2000 年，頁 166；及《灌園先生日記》（十一），2006 年，頁 177；和《灌園先生日

記》（十三），2007 年，頁 165。 
13

 參考 2007 年 10 月 28 日謝里法於國立台灣美術館講演「從 20 世紀中台灣地主階級的文化參

與──談林獻堂、楊肇嘉在美術運動中扮演的角色」的演講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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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工藝社」、「東亞巧藝社」、「台南州藺草產品產銷組合」、「細竹產銷合作社」，

也曾得到林獻堂大力的金錢支持，他曾以長子攀龍的名義入股「東亞巧藝社」14，

又以同樣的方式入股顏水龍成立的「細竹產銷合作社」15，適時給予當時正起步

的工藝美術帶來陽光與水分。 

 

表 3  《灌園先生日記》中記載林獻堂捐助藝術家及金額統計表 

日期 人名 金額 

1929 年（昭和四年）7 月 3

日 
楊草仙 贈以三十金 

1933 年（昭和八年）3 月 3

日 
王白淵 與之十円 

1933 年（昭和八年）6 月 5

日 
佘壽鏞 贈之筆資禮五円 

1934 年（昭和九年）5 月 4

日 
蔡旨禪 許助以百金 

1934 年（昭和九年）5 月 14

日 
蔡旨禪 贈之百金 

1934 年（昭和九年）8 月 18

日 
蔡旨禪 匯金五十円 

1935 年（昭和十年）4 月 9

日 
蔡旨禪 筆資禮十五円 

1935 年（昭和十年）6 月 4

日 
蔡旨禪 學費補助四十円  

1935 年（昭和十年）11 月 2

日 
蔡旨禪 補助束脩百二十円 

1937 年（昭和十二年）5 月

6 日 
台陽美術協會（第 3 回） 與之五十円 

1937 年（昭和十二年）11

月 23 日 
顏水龍 補助金百円 

1938 年（昭和十三年）11

月 26 日 
郭雪湖 

贈筆資二十円   

 

                                                 
14

 1941 年（昭和十六年）2 月 13 日林獻堂日記記載：「顏水龍亦來，請余以攀龍之名義加入東

亞巧藝社之株式百株，許之。」參考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三），

臺北市，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備處，2007 年，頁 72。 
15

 1941 年（昭和十六年）11 月 15 日林獻堂日記記載：「顏水龍十一時半來訪，他正組織草竹細

工事業，總督府亦補助四千円，其資本金二萬円，請余亦多少出資。許之，以攀龍名義引受

株式千二百円。」參考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三），臺北市，中央

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備處，2007 年，頁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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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昭和十四年）1 月

24 日 
陳子敏 匯五十円與之 

1939 年（昭和十四年）5 月

4 日 
台陽美術協會（第 5 回） 補助七十円 

1939 年（昭和十四年）9 月

17 日 
顏水龍 與之三十円 

1940 年（昭和十五年）12

月 18 日 
郭雪湖 補助百五十円 

1940 年（昭和十五年）12

月 26 日 
吳天華 補助金三十円 

1941 年（昭和十六年）2 月

13 日 
顏水龍 株式百株 

1941 年（昭和十六年）4 月

29 日 
台陽美術協會（第 7 回） 許之七十円 

1941 年（昭和十六年）11

月 15 日 
顏水龍 

以攀龍名義引受株式千二

百円 

1942 年（昭和十七年）3 月

3 日 
蔡旨禪 贈其母之奠儀三十円 

1942 年（昭和十七年）8 月

13 日 
中部書畫協會 寄付二十円 

註：資料來自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一）至（十七），臺

北市，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備處，2000-2010 年。 

 

（3）出席展覽會。林獻堂除了出錢之外，還積極出席藝術展覽會，給畫家

精神上最有力的支持（如表 4）。他對於藝術家的展覽邀約，幾乎來者不拒，大

多會抽空前往參觀，如：陳植棋、楊三郎、顏水龍、李石樵、郭雪湖的個展，還

有美術團體的展覽會，如：赤島社的展覽會、台灣美術展覽會，以及台陽美術展

覽會等等，除了到場給予藝術家肯定之外，也藉此購買畫家的作品。 

顏水龍於 1933 年學成回台後，在台中圖書館舉辦留歐作品展覽會，據顏水

龍的回憶：「……在台中展出時，林獻堂一家人都光臨捧場。」16這對於剛從法

國回來，極力想一展抱負的顏水龍來說，肯定是極大的鼓勵，才會印象如此深刻，

並留下一幀合拍於展場的照片（圖 1）。當時林獻堂的妻子楊水心女士也以二百

五十円的價格買了顏水龍留歐時期所畫的風景畫作品，分別是曾入選法國秋季沙

                                                 
16

 參考莊素娥，《臺灣美術全集 6  顔水龍》，台北市，藝術家，1992 年，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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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展的《モンスリ公園》（蒙特梭利公園，圖 2），以及《ポンヌフ》（盧森堡公

園，圖 3）之作，17畫中場景是顏水龍旅法時經常活動的地方。18
 

而同樣的，楊三郎自法國返台後，也在台中市民館（台中公會堂）舉辦留歐

作品展，根據媒體報導，頗為轟動，參觀人數絡繹不絕，許多作品被收購。19林

獻堂同樣攜全家前往參觀，並以百円價格購買《セーヌ河風景》（賽納河風景）

畫作，20他對於畫家的鼓勵可見一斑。 

 

表 4  《灌園先生日記》中記載林獻堂出席美術展覽會統計表 

日期 展覽活動 地點 

1929 年（昭和四年）1

月 6 日 
陳植棋油畫展覽會 台中行啟紀念館 

1929 年（昭和四年）6

月 25 日 
楊草仙書會 台中革新青年會館 

1930 年（昭和五年）8

月 14 日 
趙藺書畫展覽會 台中革新青年會館 

1931 年（昭和六年）4

月 10 日 
赤島社繪畫展覽會 台中公會堂 

1931 年（昭和六年）4

月 28 日 
劉惠亭書畫展覽會 霧峰青年會館 

1932 年（昭和七年）4

月 3 日 
楊佐三郎油畫展覽會 台中市醉月樓 

1932 年（昭和七年）10

月 30 日 
第 6 回台展 

東洋畫於台北第一師範、西洋

畫於教育會館 

1933 年（昭和八年）5

月 13 日 
顏水龍作品展覽會 台中圖書館 

1933 年（昭和八年）5

月 15 日 

顏水龍、呂汝壽東西繪畫

展覽會 
一新會館 

1933 年（昭和八年）5

月 17 日 

呂汝壽、呂孟津父子繪畫

展覽會 
一新會館 

1934 年（昭和九年）2

月 4 日 
楊佐三郎展覽會 台中市民館 

                                                 
17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臺北市，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備處，

2000 年，頁 197。 
18

 此二幅畫於 1998 年由林獻堂先生長孫林博正先生售予台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19

 參考作者不詳，〈楊佐三郎氏滯歐作品展〉，《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1 月 22 日，8 版。 
20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臺北市，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備處，

2000 年，頁 55。 



 

 11 

1934 年（昭和九年）11

月 25 日 
台灣美術展覽會（第 8 回）   

1934 年（昭和九年）12

月 15 日 
郭雪湖繪畫展覽 台中圖書館 

1935 年（昭和十年）3

月 20 日 
呂大椿陳列書畫百餘幅 台中青年會館 

1935 年（昭和十年）3

月 20 日 
一新會館書畫展覽會 一新會館 

1935 年（昭和十年）11

月 6 日 
台灣美術展覽會（第 9 回）   

1935 年（昭和十年）12

月 14 日 
美術展覽會   

1937 年（昭和十二年）

4 月 26 日 
李石樵展覽會 台中公會堂 

1939 年（昭和十四年）

4 月 16 日 
李石樵油畫展覽會 台中圖書館 

1939 年（昭和十四年）

5 月 6 日 
台陽美術協會（第 5 回） 台中公會堂 

註：資料來自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一）至（十七），臺

北市，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備處，2000-2010 年。 

 

（4）肖像畫。在攝影術尚不普及的年代，一般人流行到寫真館以炭筆為先

人畫肖像留紀念。到了日治之後，隨著西洋畫觀念與技術的引進，逐漸被西洋畫

家所取代，以油畫來畫肖像，成為當時中、上階層家庭的一種時尚。21而幫人畫

肖像畫，也成為困苦生活的藝術家賺取生活費的重要來源之一。李石樵 1935 年

自東京美術學校畢業後，就是靠替人畫肖像過活，並且收入還不錯，他曾說： 

我經常春季在台灣為人家畫肖像，然後將所得的款子帶到東京，舒適地過

了下半年，這種方式的生活，差不多繼續了八年，到了戰事日趨激烈的民

國卅二年（昭和十八年）才告結束。22
 

從他上述的談話中可知，一個春季的努力，便可以抵上半年的生活開支，可

知肖像畫的收入並不俗，以 1941 年李石樵為林獻堂畫肖像畫，共工作了六天的

時間，收費計一百六十円，扣掉畫框二十五円、車資五円，筆資就賺了一百二十

                                                 
21

 參考李欽賢，《高彩‧智性‧李石樵》，台北市，雄獅，1998 年，頁 69。 
22

 張炎憲、陳傳興主編，《清水六然居──楊肇嘉留真集》，臺北市，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2003 年，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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円，還另外給津貼十円，23其實收入相當不錯。這種生活狀況，當時許多日、台

藝術家皆然。 

但是，這種「生意」並非人人可做，還得有門路才行，通常必須透過「有力

人士」的介紹才會有肖像畫的案子可接。林獻堂便是經由楊肇嘉、蔡培火、張星

建等人的介紹才找張秋海、顏水龍、李石樵等人進行畫肖像的工作。同樣的，林

獻堂也曾引薦李石樵，使他能有機會進總督府為第十八任總都長谷川清畫像。24

而在這些有力人士中，推薦最力者可說是張星建了，他擔任中央書局的經理，又

主編（擔任發行人兼編輯）《臺灣文藝》雜誌，其利用職位之便，與美術家交流

甚密，25並利用在中部的廣大人脈關係替畫家尋求畫肖像的機會，張星建就是帶

著李石樵登門拜訪，在二度請託之下，林獻堂才答應讓李石樵畫肖像。26除此之

外，其他畫家如張秋海曾畫過林獻堂的夫人楊水心，27以及他的親族文川父子（林

昧及其三子林文川）；28而日人西畫家石河光哉也畫過林朝雍及其夫人洪氏。29今

日霧峰林家的「頤圃」大廳，仍懸掛著李石樵為林獻堂的大哥紀堂畫的肖像。30

（如表 5） 

筆者認為，林獻堂願意接受這些畫家的請託，某種程度來說，也應該是想幫

助畫家改善生活的心理使然，以提供工作機會的方式直接或間接給予經濟上的幫

助。 

 

表 5  《灌園先生日記》中記載林獻堂及其族人曾接受畫肖像畫統計表 

                                                 
23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三），臺北市，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備

處，2007 年，頁 252。 
24

 林獻堂在 1944（昭和十九年）1 月 27 日《灌園先生日記》中寫：「張星建、李石樵三時餘來

訪，蓋為謝去年命石樵畫長谷川總督之肖像也。」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

記》（十六），臺北市，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備處，2008 年，頁 38。 
25

 張星建擔任《臺灣文藝》總編輯時，請李石樵、郭雪湖、顏水龍等畫家為月刊繪製插圖，也

寫了一些美術評論。此時期，《臺灣文藝》與美術家交流甚密，在《臺灣文藝》二卷七號（1935.7.1）、

八、九合併號（1935.8.4）及十號（1935.9.24）上連續刊登了「台灣の美術を語る」（談台灣

的美術）的專題，計有陳澄波、廖繼春、李石樵、楊佐三郎、顏水龍、張星建等人發表文章。

臺灣文藝聯盟還主辦綜合藝術討論會，有楊佐三郎、陳澄波等人出席，會議記錄並刊載在《臺

灣文藝》三卷三號（1936.2.29）。  
26

 分別參考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臺北市，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

究所籌備處，2000 年，頁 100；及《灌園先生日記》（十三），2007 年，頁 252。 
27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臺北市，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備處，

2000 年，頁 370。 
28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臺北市，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備處，

2000 年，頁 386。 
29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臺北市，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備處，

2000 年，頁 467-469。 
30

 參觀霧峰頤圃時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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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藝術家 被畫對象 

1931 年（昭和六年）

11 月 15 日 
潘春源 林獻堂、楊水心（林獻堂夫人） 

1931 年（昭和六年）

11 月 25 日 
張秋海 林獻堂 

1931 年（昭和六年）

11 月 25 日 
張秋海 楊水心（林獻堂夫人） 

1931 年（昭和六年）

12 月 9 日 
張秋海 

文川父子（為林獻堂親戚，林昧及他

的三子林文川） 

1932 年（昭和七年）

12 月 24 日 
顏水龍 林獻堂夫婦 

1934 年（昭和九年）2

月 8 日 
顏水龍 林獻堂 

1934 年（昭和九年）

12 月 16 日 
石河光哉 

林朝雍（林根生（林資樹）之父，為

林文察之二子） 

1934 年（昭和九年）

12 月 18 日 
石河光哉 林根生之母（副妣，洪妣，閨葵娘） 

1941 年（昭和十六年）

7 月 16 日 
李石樵 林獻堂 

註：資料來自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一）至（十七），臺

北市，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備處，2000-2010 年。 

 

經由上文的資料整理可知，林獻堂對於藝術家的幫助頗多，若說台灣美術運

動史中藝術家是運動裡的選手，那麼林獻堂可說是促進運動發展的推手之一。正

如同曾擔任過林獻堂祕書的葉榮鐘在撰寫〈楊肇嘉先生生平事蹟〉一文中，對楊

肇嘉生前的事蹟寫到： 

日據時期，凡台灣青年有足與日人爭一日之長短者，公莫不多方獎勵，當

時東京之「帝展」為畫家之登龍門，但是藝術家大都家境清寒，而作品亦

少人問津，生活拮据可想而知，公乃常予援手，鼓勵有加，本省洋畫界之

有今日，公之功不可沒。31
 

其實林獻堂何嘗不也是如此？林獻堂身為民族運動的領袖人物，楊肇嘉是他

志同道合長期共同奮鬥的革命夥伴，葉氏的這席話，也同樣可以套用在林獻堂的

身上。 

                                                 
31

 參考葉榮鐘，〈楊故國策顧問肇嘉先生生平事略〉，「葉榮鐘全集、文書及文庫數位資料館」。

http://archives.lib.nthu.edu.tw/jcy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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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林獻堂對新美術的認知 

林獻堂雖然未接受過新式教育，屬於舊社會的仕紳，但由於他勤於閱讀，廣

泛吸收新知，並且透過遊歷歐美等國的機會，參觀美術展覽、看電影、歌劇及聽

音樂會等，得以增廣見識。此外，他時常參與由他長子攀龍成立的「一新會」32

所舉辦的演講會，如顏水龍就曾在此講演「藝術與人生」。33再加上其身旁的同

志如蔡惠如、楊肇嘉、蔡培火等人皆是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識份子，多少在新美術

的觀念上有所影響。 

林獻堂五十一歲生日時，蔡培火曾介紹潘春源來為其畫像。但畫出來的結果

蔡培火並不滿意，與楊肇嘉商量之後，決定再請張秋海從東京歸台，再次為他畫

像。當時林獻堂在日記中便提到： 

三時餘肇嘉引張秋海來為余畫像，前日潘春源所畫，培火嫌其非美術的，

與肇嘉商量發電召秋海，故秋海本日歸自東京也。34
 

這裡所指「非美術的」，據筆者推測是認為傳統水墨畫以白描為主，不夠逼

真寫實，不如西洋繪畫在光影、空間處理上符合視覺透視，較為真實。所以，次

日在林氏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 

秋海下筆為余畫肖像，他之畫法與春源不同，春源是用四角格子安在寫真

之上，漸次放大，故培火嫌其為非美術的也。秋海則不然，看人而畫，所

畫比春源較像也。35
 

另一方面，西洋繪畫對於這些現代的知識份子來說也比較時髦，符合新時代

的潮流，傳統繪畫相較而言就顯得老舊了。 

此外，殖民政府透過新式教育於公學校及國語學校推展西洋繪畫觀念，林獻

堂不可能不知道；而於 1927 年開始舉辦的台灣美術展覽會，林獻堂也時常前往

                                                 
32

 1932 年 2 月由林獻堂長子林攀龍成立一新會，其目的是在促進霧峰庄內之文化，之後便時常

舉辦各類型的演講會。在林獻堂日記中也提到：「午後二時攀龍發起招集連鼎、春懷、水來、

以義、戊鉡、德聰、崑玉、成龍、猶龍及余，打合組織啟發霧峰文化之會，會名曰一新會，

其目的『在促進霧峰庄內之文化而廣布清新之氣於外，使漸即自治之精神，以期新台灣文化

之建設』。」參考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臺北市，中央硏究院臺

灣史硏究所籌備處，2000 年，頁 88。 
33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臺北市，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備處，

2000 年，頁 68。 
34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臺北市，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備處，

2000 年，頁 369。 
35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臺北市，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備處，

2000 年，頁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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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36因此，他對於新美術是有相當認識的。 

所以，當推動新美術的畫家們登門尋求協助或拜訪時，林獻堂皆能盛情款

待，視為座上賓（圖 4）（如表 6），對於藝術家的贊助要求，也大多能給予幫助。

這反映出他對新時代知識份子的敬重，這些美術運動者，大多畢業自國語學校或

高等學校，之後多數留學日本或歐洲等地，是新時代的菁英份子，於美術運動中

扮演推展新美術的先趨者及核心份子的角色，在林獻堂的心目中，他們的地位是

受尊崇的，因此能禮賢下士，樂於栽培與金錢援助。 

 

表 6  《灌園先生日記》中記載接受過林獻堂款待的藝術家資料表 

日期 藝術家 日記記載內容 

1929 年（昭和

四年）1 月 6 日 
陳植棋 

三時餘培火返自台中，陳逢源、陳植棋與之同

來，請余明日往觀植祺之油畫展覽會。 

1930 年（昭和

五年）5 月 25

日 

郭柏川 四時餘逢源、郭柏川來訪。 

1930 年（昭和

五年）8 月 8 日 
陳澄波 陳澄波來訪。 

1931 年（昭和

六年）4 月 9 日 

郭柏川、楊佐三

郎 

逢源引郭柏川、楊佐三郎及大阪工科學生廖行貴

來訪，郭、楊等十五人組織一赤島社，將以啟發

台灣之美術，明日在台中公會堂開繪畫展覽會，

請余往觀，許之。 

1931 年（昭和

六年）4 月 10

日 

赤島社繪畫展

覽會 

次到公會堂觀赤島社繪畫展覽會，遇廖繼春、范

洪甲、陳慧坤、鈴木千代吉，及郭、楊等。……

次到醉月樓歡迎廖繼春外四人。 

1932 年（昭和

七年）2 月 16

日 

林錦鴻 
黃呈聰、許嘉種、甘得中、林錦鴻來訪，午餐後

往萊園，晚又再來，七時三十分之車方歸去。 

1932 年（昭和

七年）4 月 3 日 
楊佐三郎 

楊佐三郎以榮鐘為案內，來請余到自治聯盟本部

觀其油畫展覽會，即與之同往，余與六龍各購一

幅，價皆八十円。 

1932 年（昭和

七年）7 月 17

日 

陳澄波率畫家

十餘人 
嘉義陳澄波率畫家十餘人來遊萊園。 

                                                 
36

 日記中記載，參觀過第 6 回、第 8 回、第 9 回。參考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

日記》（五），臺北市，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備處，2000 年，頁 443。及《灌園先生日

記》（七），2000 年，頁 444。與《灌園先生日記》（八），2000 年，頁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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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年（昭和

七年）8 月 30

日 

陳清汾 午後二時餘林熊光、陳清汾、吳場來訪。 

1932 年（昭和

七年）12 月 24

日 

顏水龍 
晚顏水龍來，預定旬日間住在，為余夫婦畫肖像

也。 

1933 年（昭和

八年）2 月 12

日 

顏水龍 

顏水龍來，預定住在旬日，將為余畫像也。夜宴

天成、關關、水龍，合余與內子、攀、猶、愛、

岩石，計九人。 

1933 年（昭和

八年）11 月 15

日 

廖繼春 廖繼春、張星建一時餘來訪，坐談片刻即去。 

1934 年（昭和

九年）1 月 28

日 

楊佐三郎 
楊佐三郎訪余於俱樂部，請為其發起人，將於來

月開其留歐繪畫展覽會，許之。 

1934 年（昭和

九年）2 月 7 日 

楊佐三郎、顏水

龍、陳澄波、郭

柏川 

楊佐三郎、顏水龍、陳澄波、郭柏川四畫家及葉

榮鐘、張星建來訪，余與之同往萊園，四人各畫

一幅以贈一新會為紀念，午後三時歸去。 

1934 年（昭和

九年）10 月 18

日 

林錦鴻 林錦鴻來訪，並贈余以其所畫之淺草觀音寺。 

1934 年（昭和

九年）11 月 9

日 

顏水龍 顏水龍、張星建、張深切來訪。 

1934 年（昭和

九年）11 月 19

日 

楊佐三郎 
楊佐三郎來訪，張星建與之同來，雜談至日暮，

留之晚餐，七時半方返台中。 

1934 年（昭和

九年）11 月 25

日 

陳澄波 
嘉義陳澄波來訪，張星建與之同來，請余觀台灣

美術展覽會也。 

1934 年（昭和

九年）12 月 11

日 

郭雪湖 

郭雪湖將於十四、十五、十六三日間，開其東洋

畫之作品展覽會於台中圖書館，特來請余往觀。

張星建與之同來，余留之晚餐。 

1935 年（昭和

十年）2 月 19

日 

郭雪湖 
郭雪湖昨夜九時餘來宿，蓋欲繪畫農村風景，擬

逗留數天云。 

1935 年（昭和

十年）3 月 8 日 
李石樵 

張星建引畫家李石樵來訪，留之午餐後方返台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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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昭和

十二年）4 月 15

日 

李石樵 

李石樵、張深切來訪。石樵將於來二十四、二十

五、二十六三日間，在台中公會堂開個人展覽

會，請余往觀。午餐後方去。 

1937 年（昭和

十二年）5 月 6

日 

楊佐三郎、陳澄

波、李石樵、洪

瑞麟、李梅樹、

陳德旺、許聲基 

台陽美術協會楊佐三郎、陳澄波、李石樵、洪瑞

麟、李梅樹、陳德旺、許聲基及張星建來，請八

日往公會堂觀展覽會，並要求補助費。即與之五

十円。 

1937 年（昭和

十二年）11 月 1

日 

陳清汾 陳清汾來訪，……雜談片刻遂去。 

1938 年（昭和

十三年）1 月 5

日 

顏水龍 顏水龍來訪，留之午餐後方去。 

1938 年（昭和

十三年）3 月 4

日 

顏水龍 顏水龍五時餘來看余，遂留之晚餐，近七時方去。 

1938 年（昭和

十三年）3 月 18

日 

何德來 李延禧、何德來引李遐齡來。 

1938 年（昭和

十三年）5 月 22

日 

顏水龍 水龍來與珠如剪裁椅囊，晚餐後離去。 

1938 年（昭和

十三年）6 月 7

日 

張秋海 
張秋海率其妻及二子來訪，……，坐談至四時餘

方歸去。 

1938 年（昭和

十三年）6 月 12

日 

顏水龍 
五時餘雨稍霽，招成章、珠如同出散步，至顏水

龍處坐談數十分間，並招其來晚餐。 

1938 年（昭和

十三年）6 月 13

日 

顏水龍 顏水龍六時餘來共晚飯。 

1938 年（昭和

十三年）6 月 14

日 

顏水龍 
培火三時餘來，水龍亦繼至，……蔡顏俱晚飯後

方返。 

1938 年（昭和

十三年）6 月 22

日 

顏水龍 顏水龍近十一時來，午餐後方去。 

1938 年（昭和顏水龍 顏水龍來，午餐後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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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7 月 2

日 

1938 年（昭和

十三年）7 月 3

日 

顏水龍 培火、水龍四時餘來，皆晚餐後方歸去。 

1938 年（昭和

十三年）7 月 5

日 

顏水龍 
水龍來，晚餐後同攀龍、珠如、成章往東長崎散

步，余倦甚，八時五十分就寢。 

1938 年（昭和

十三年）10 月 2

日 

顏水龍 水龍來同晚餐，八時方歸去。 

1938 年（昭和

十三年）11 月

11 日 

顏水龍 水龍來同晚餐，食後即去。 

1938 年（昭和

十三年）11 月

20 日 

顏水龍 水龍來晚餐，因今晚特設佳餚以祝珠如退院也。 

1938 年（昭和

十三年）11 月

23 日 

顏水龍 水龍來同晚餐並約其明日同往。 

1939 年（昭和

十四年）2 月 17

日 

李石樵 
適五弟、夔龍來，招余往醉月樓晚餐，……出席

者：……張星建、……李石樵等二十餘名。 

1939 年（昭和

十四年）8 月 20

日 

顏水龍 

顏水龍來訪，謂北京臨時政府社會課有書來，聘

他往作貧民救濟之事業，欲往一觀，然後決定辭

就云云。繼之雜談，午餐後方去。 

1939 年（昭和

十四年）8 月 21

日 

李石樵 楊肇嘉、李石樵二時餘來訪，…… 

1939 年（昭和

十四年）9 月 17

日 

顏水龍 
顏水龍將往北京，預定一個月歸來，六時來辭

行，留之晚餐，又與之三十円，近八時方歸去。 

1940 年（昭和

十五年）5 月 25

日 

顏水龍 

水龍三時餘來言二十八日之船將返台灣，因缺旅

費請借二十円，如數與之，又約其六時半來同晚

餐。 

1940 年（昭和

十五年）12 月

21 日 

李石樵 
李石樵受肇嘉之託，帶其女湘玲之結婚寫真來贈

余，張星建與之同來，午餐後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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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昭和

十六年）4 月 29

日 

李石樵、陳夏雨 
李石樵、陳夏雨外一名來，請補助台陽美術展覽

會，如前年之例，許之七十円。 

1941 年（昭和

十六年）8 月 10

日 

李石樵 李石樵九時餘來為余畫肖像，午餐後乃返台中。 

1941 年（昭和

十六年）8 月 14

日 

李石樵 張星建來看石樵畫余肖影，午餐後乃去。 

1941 年（昭和

十六年）11 月

15 日 

顏水龍 顏水龍十一時半來訪，……。午餐後往南投。 

1942 年（昭和

十七年）4 月 8

日 

藤田嗣治、鶴田

吾郎、小磯良

平、宮本三郎、

田村孝之介、寺

內萬治郎、中村

研一、山口蓬

春、清水澄（登）

之、泉義夫、李

石樵 

藤田嗣治、鶴田吾郎、小磯良平、宮本三郎、田

村孝之介、寺內萬治郎、中村研一、山口蓬春、

清水澄（登）之，九位畫家受陸海軍之囑託，將

往南洋各處繪此回戰爭及風土民情，昨日由宮崎

承飛機來台中，今朝以泉義夫、吳天賞、李石樵、

張星建為導來訪，並遊萊園，因無料理，中食僅

有蟳飯及金雞酒而已，二時半往台中。 

1942 年（昭和

十七年）11 月

27 日 

顏水龍 顏水龍一時來訪，三時餘乃去。 

1943 年（昭和

十八年）3 月 13

日 

李石樵 李石樵、林清泉亦來。…… 

1943 年（昭和

十八年）3 月 19

日 

顏水龍 

王清木、顏水龍引東京日本民藝館長柳宗悅、北

大教授金關丈夫外二名，三時四十分來遊，使天

佑導之往萊園，歸來時，又使猶龍應接。 

1943 年（昭和

十八年）8 月 26

日 

立石鐵臣 
北大教授金關丈夫及立石鐵臣、細野浩三，十時

來訪，…… 

1944 年（昭和

十九年）1 月 27

日 

李石樵 
張星建、李石樵三時餘來訪，蓋為謝去年命石樵

畫長谷川總督之肖像也。 

1944 年（昭和

十九年）2 月 22
李石樵 張星建、李石樵等來受申甫招待，近十時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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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944 年（昭和

十九年）4 月 13

日 

李石樵 ……李石樵外運轉手一名與之同來，…… 

1944 年（昭和

十九年）10 月 8

日 

楊佐三郎 夔龍、……引……楊佐三郎、……來訪；…… 

1944 年（昭和

十九年）11 月

24 日 

蒲添生 蒲添生十時餘來商雕刻先父之像，午餐乃歸去。 

1945 年（昭和

二十年）4 月 13

日 

楊佐三郎 林和引、楊佐三郎、……，今早來訪。 

1945 年（昭和

二十年）5 月 26

日 

顏水龍 
顏水龍十二時來自臺南，述是處受爆擊之

害，…… 

1945 年（昭和

二十年）11 月

28 日 

李石樵 
魏本、吳天賞、何天佑、……李石樵、張玉廉外

二名來。 

註：資料來自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一）至（十七），臺

北市，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備處，2000-2010 年。 

 

而他對藝術家的看重，在旅遊歐洲荷蘭之時便已萌芽。林獻堂在日記中曾寫

到： 

和蘭（荷蘭）三大畫家，世界亦頗著名，余看過十數個大都會美術館皆有

其畫。林布蘭者，三大畫家之一也，他是此市生長之人，市民為之立銅像

於市中最繁盛之處，為藝術家立銅像著實為數見不鮮，……西人之欽敬藝

術家如是，故其藝術蒸蒸日上，良非無故也。若東方人則反是，東方人所

立的銅像皆是軍人與政治家，未聞為藝術家而立銅像，藝術之不振亦良非

無故也。37
 

他在當時看到西方人的作為有感而發，此想法自然也會反映在他對於藝術家

的態度上。 

不過，當西洋現代美術的發展日後逐漸深奧，脫離具象寫實的範疇時，這對

                                                 
37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一），臺北市，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備處，

2000 年，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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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位不諳西文的傳統仕紳來說，也是難以吸收了解。他曾於 1937 年於上野看

二科會的西洋畫展覽會之後，在日記上寫下： 

入場料每人五角，畫有百數十張，能合余意者甚少，其中有理想派、未來

派，所畫似人非人，殊不解其用意之何在也。38
 

由此可知，林獻堂對於西洋畫的理解，恐怕也僅止於印象派之前的繪畫，對

於印象派之後的現代繪畫所知有限，因此產生大惑不解也。 

林獻堂自幼接受漢學教育，在傳統詩、書、畫、音樂上的造詣達到相當的水

準，也充分展現自信，能出版詩集，經常寫字贈人，也能幫人辨別畫作真偽，39

並給予蔡旨禪作畫方面的指導。40由他旅遊歐洲時，於荷蘭參觀女王離宮，看見

拙劣的中國繪畫會心生不快來看，41可以看出他對於中國傳統繪畫具有相當的品

味。 

但他對於西洋繪畫方面，就處處顯得謙遜，對於油畫的好壞，便不敢妄加評

斷，曾說：「余非專門家不敢加以批評」。42由此可以看出，他對於新美術的了解

自知所知有限，但也不會排斥，是以謙虛、學習、欣賞的態度去接受。 

 

三、 林獻堂在台灣美術運動中的影響力 

在台灣美術運動中林獻堂所發揮的影響力，除了上述顯而易見的實際幫助之

外，還表現在他與藝術家的情誼上面。他通常透過身旁友人的引薦而認識藝術

家，像陳逢源介紹過陳植棋和郭柏川等人；蔡培火引薦過潘春源、陳永森、石河

光哉；楊三郎則是透過他的祕書葉榮鐘的介紹；此外，介紹最多，有如藝術家經

理人的張星建，則相繼介紹過廖繼春、楊三郎、陳澄波、郭雪湖、李石樵等人。

其他還有楊肇嘉介紹過張秋海，張深切也曾引見李石樵。 

                                                 
38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九），臺北市，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備處，

2000 年，頁 328。 
39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臺北市，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備處，

2000 年，頁 315。 
40

 於 1933 年（昭和八年）3 月 17 日日記中記載：「旨禪來請余批評她的書畫，蓋欲出品於一新

會之書畫展覽會也。余遂將其敗筆之處一一告之。」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

日記》（六），臺北市，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備處，2000 年，頁 110。  
41

 他於 1927 年（昭和二年）11 月 3 日的日記中寫到：「女王的離宮在公園盡處……室之四圍及

圓頂皆是有名畫家所繪的，……。接近跳舞室有二室，一排列中國刺繡及繪畫。刺繡雖非上

品，然亦不失中國體面，獨有繪畫令人一見而生不快，不知當時何處尋此拙劣畫工，實有污

辱中國的美術。」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一），臺北市，中央硏究院

臺灣史硏究所籌備處，2000 年，頁 227。  
42

 於 1927 年（昭和二年）11 月 2 日的日記中寫到：「……若大幅的油畫則絕少也，余非專門家

不敢加以批評，僅作觀覽而已。」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一），臺北

市，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備處，2000 年，頁 226。 



 

 22 

林獻堂就像這些藝術家的大家長一樣，畫家時常會前往拜訪，在台中舉辦個

展或團體展，必定會前往邀請，甚至請求他擔任發起人。43可見林獻堂在這些藝

術家心目中的地位非常崇高。 

而林獻堂在朋友聚會時，或家中辦喜事時，也常可以看到畫家出席的身影，

這些藝術家與他互動可說非常頻繁，其中以顏水龍的交情最深。他們的情誼宛如

父子般，顏水龍結婚時還收他為義子，44在林獻堂因發生「祖國事件」受迫害，

避居東京時期，家中許多大小事情，如置房產、設計居家擺設、身體病痛的處理

等等，都找顏水龍幫忙。而林獻堂也幫過顏水龍修改過廣告文案，45並在他專注

的台灣工藝事業上給予經濟的支持。 

顏水龍晚年會選擇霧峰定居，就是感念這位義父的恩情，他曾這樣說過： 

我年輕的時候孤苦無依，最困難的時候林獻堂先生總是幫助我，他的長公

子攀龍兄也是每在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及時伸出援手，我結婚時獻堂仙還

收我做乾兒子。林家可以說是我的再生恩人，如今故人雖不在，我還是非

常想念，前一陣子到林家大園走訪一趟，景物、人事全非，宅院破舊已不

復當年，後輩年輕人也沒人認識我，憑弔故人、故園，不勝感慨欷歔，讓

我當場落淚，……。我就是感念故人恩情，所以選擇林獻堂先生故居所在

地──霧峰當作我的故鄉，住在這裡可以常想起恩人。46
 

林獻堂可說是他的再生父母，對顏水龍一生行誼的影響一定很大。 

另外，就是曾以《優曇花》之作入選 1935 年第 9 回台展東洋畫部，有澎湖

第一才女之稱的蔡旨禪。林獻堂對她的資助非常多，不論在學費補助與學畫方向

上都給予幫助與指導，47曾介紹陳進與郭雪湖給蔡旨禪認識，建議她可以向這兩

                                                 
43

 於 1934（昭和九年）1 月 28 日林獻堂日記中曾記載：「楊佐三郎訪余於俱樂部，請為其發起

人，將於來月開其留歐繪畫展覽會，許之。」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

（七），臺北市，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備處，2000 年，頁 43。 
44

 參考周明，〈顏水龍與台灣應用美術的發展：口述歷史採訪兼論顏氏一生對台灣藝術的貢獻〉，

《慶祝台灣光復五十周年口述歷史專輯》，臺北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1995 年，頁 98-99。 
45

 顏水龍請林獻堂幫忙修改其翻譯ビタビン之萬有製藥漢文廣告。顏水龍當時在スモカ齒粉公

司廣告部任職，從事廣告設計工作，萬有製藥可能是顏水龍另外接的廣告設計案子。參考 林

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臺北市，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備處，

2000 年，頁 178。 
46

 參考周明，〈顏水龍與台灣應用美術的發展：口述歷史採訪兼論顏氏一生對台灣藝術的貢獻〉，

《慶祝台灣光復五十周年口述歷史專輯》，臺北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1995 年，頁 98-99。 
47

 林獻堂對蔡旨禪的學費補助，包括：1934 年（昭和九年）5 月 4 日廈門美術學校留學許助以

百金；1934 年（昭和九年）8 月 18 日廈門美術專門學校匯金五十円；1935 年（昭和十年）6

月 4 日從趙素學畫，學費補助四十円；1935 年（昭和十年）11 月 2 日從呂鐵州學畫，束脩百

二十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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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畫家學習。48林獻堂對於她的要求幾乎有求必應，在金錢的援助上應該是藝術

家中數一數二的。當年蔡旨禪曾以詩作感謝林獻堂夫妻款宴送行，詩中寫到：「三

生厚幸此恩榮，祖道華筵為送行，潭水雖深猶不及，何時萬一報高情。」49可見

他們之間的深厚情誼。 

除此之外，林獻堂身居民族運動的領袖，以他為中心的身邊許多人扮演過不

同程度推動藝術的幕後角色，如張星建便是一例。張星建擔任中央書局經理時

期，透過與林獻堂同是文化協會成員的關係，非常積極的將畫家推薦給林獻堂認

識，這在前文已有略述，所以在當時的照片中，時常可見他出現在藝術家的展覽

場合，與藝術家合影（圖 5），李石樵就曾替他畫了一張肖像畫（圖 6）。依筆者

推測，李石樵應該就是透過他積極的介紹之下，才成功的打入林獻堂的交友圈

中，50於林獻堂在台晚期時常參與林家的聚會，並經常出入霧峰萊園。 

如於 1942 年日本著名畫家藤田嗣治、鶴田吾郎、小磯良平、宮本三郎、田

村孝之介、寺內萬治郎、中村研一、山口蓬春、清水登之，九位畫家受陸海軍之

囑託，前往南洋繪製戰爭及風土民情畫，由宮崎搭乘飛機經過台灣，順道至台中

拜訪林獻堂，此行便是由李石樵、張星建、吳天賞等人接待並遊覽萊園（圖 7）。

51
 

林獻堂的影響力可以從二個層面來看，顯而易見的部份，經由上文資料的整

理可以了解他長期贊助與支持台灣當時的藝術家，對台灣美術運動的推展起著實

質的積極作用。而較為隱微不明的部份，是林獻堂本身的品味對藝術家的作品風

格有一定的影響力，這些藝術家長期與林獻堂接觸，在購畫與參觀畫展的交流之

中，很難不在思想、品味上彼此影響。 

在思想的影響上，他身為民族運動的領導者，也是文化協會的中心人物，會

中積極推廣文化向上運動，希望能夠提升台灣人民的文化水準，尤其重視品味及

嗜好的培養。52因此新文化協會或民族運動人士在思想層面上自然對這些藝術家

造成某種程度的影響，例如大多數由台灣人自組的赤島社、台陽美協等美術團體

                                                 
48參考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臺北市，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

備處，2000 年，頁 371；及《灌園先生日記》（八），2000 年，頁 70。 
49蔡罔甘，《旨禪詩畫集》，台北市，龍文出版，2001 年，頁 103。 
50在林獻堂日記中，於 1934 年之後，李石樵出現的場合大多有張星建相陪伴。 
51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四），臺北市，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備

處，2007 年，頁 98。  
52參考黃慧貞，《日治時期臺灣「上流階層」興趣之探討──以《臺灣人士鑑》為分析樣本》，臺

北縣板橋市，稻鄉，2007 年，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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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立，可以說就是民族運動精神的展現。53除此之外，林獻堂採行溫和的政治

運動路線，也影響畫家走向溫和的抗爭路線，參與官方舉辦的美展，體制內與日

本畫家爭一席之地。54
 

而在品味的影響上，他們之間能夠交流密切，必定在觀念及品味上有某種契

合才可能如此。上述文中提及林獻堂對西方現代美術作品的鑑賞力，僅及於當時

盛行的泛印象派繪畫，特別偏愛寫實的繪畫風格，這樣的美術品味流行於上層仕

紳之間，自然也影響了當時美術家的創作風格。這或許是造成日治時期台灣美術

以泛印象派作品為主流的原因之一。這些作品的母題通常以靜物、裸女、肖像和

風景為主，風格傾向寫實，極適合掛在廳堂供人欣賞。綜合上述所論，林獻堂在

台灣美術的影響力，不單只是日記上看到的金錢與人力的幫助那麼表面而已，由

於他是這群畫家心目中尊敬的長者，因此他們時常登門拜訪，參與林獻堂的聚

會，自然地，林獻堂的思想、行誼，乃至長者風範，無形中必定對這些年輕畫家

有所影響，對台灣美術運動的發展起著重要的力量。 

 

四、 結論 

林獻堂雖身為舊社會領導階級，但思想上並不冬烘，知道自己必須吸收新

知，對政局的變化有所因應，因此他在政治、教育、思想上都做了調整，在政治

上，配合日本政府的政策，擔任地方區長、參事等職位；而於教育思想上，能正

視新式教育的衝擊，學習他人的優點之處，不僅以身作則，還一一將其子攀龍（10

歲）、猶龍（9 歲）及林家子弟送到日本接受新式教育。55雖然他是民族運動的領

導者，維護傳統漢學及文化，但並不排斥現代文化及思想，能周遊天下，逛博物

館、博覽會、看電影、聽音樂會、觀西洋繪畫展覽會等等，廣泛接受新知。 

因此，他能透過買畫、贊助金錢、出席展覽會，以及提供藝術家畫肖像的機

會等方式來支持正逐漸萌芽中的台灣新美術發展，這與他思想的開通與見廣識多

絕對有關。雖然他對新美術的認識所知有限，了解並不夠深入，但對於剛起步的

                                                 
53

 陳芳明在〈當殖民地的作家與畫家相遇──三○年代台灣文學史的一個側面〉一文中提到：「台

灣美術運動中『赤島社』的成立，就時代意義而言，也高度暗示畫家中已有了台灣意識的覺

悟。民族主義的驅力，促使他們必須團結起來，創造具有民族風格的作品。」又說到：「參加

台陽的畫家，……。他們一方面參加台展，一方面另組團體，自然富有台灣意識於其結盟的

行動之中。」參考陳芳明，〈當殖民地的作家與畫家相遇──三○年代台灣文學史的一個側

面〉，《臺灣美術百年回顧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市，臺灣省立美術館，2001 年，頁 137-150。 
54

 當時的民族運動人士認為，如果能把作品掛在「帝展」的一面牆，或者在「台展」、「府展」

中多爭取一名特選，就比別人在街頭的演講來得更有力。參考謝里法，《日據時代臺灣美術運

動史》，臺北市，藝術家，1981 年，頁 16。  
55

 參考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臺北市，五南，2008 年，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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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美術運動來說卻已幫助很大。 

林獻堂在台灣美術運動發展上給予許多有形無形的有力幫助，是運動發展背

後不可忽視的人物，以贊助者的角色幫助過許多參與運動的藝術家，給予他們發

展運動的動力，也經由私人交往的情誼給予許多藝術家溫暖。雖不能說整個美術

運動因他而起，但其付出的貢獻應予以相當的研究與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