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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勤伯院體花鳥畫風格成形之因探究 

林香琴 

The Research on the Forming of Jin Qin-Bo’s Academy Bird and Flower Painting Style / Lin, 

Shiang-chin 

 

摘要 

金勤伯（1910-1998）浙江吳興人，自幼成長於上海與北平，是 1948 年渡海

來臺的畫家，擅長花鳥、山水、人物等，尤其專精花鳥畫，他的院體花鳥畫，在

臺灣的花鳥畫壇具有執牛耳的地位。1所謂院體花鳥畫，即是承繼宋代畫院精緻

寫生工筆的花鳥畫而來。本文試圖利用文獻資料分析法、田野調查法與藝術風格

分析法，來探究其院體花鳥畫風格成形之因。首先探究其繪畫創作背景，幼年從

大伯父──民國初年北方畫壇領袖金城與三姑母金章習畫，以及受教民國初年北

方諸多大師；其次探究及長曾經二度進入故宮、至全國第一大收藏家龐虛齋處摹

畫；保留了傳統院體花鳥畫中諸多技法，領略了幾盡失傳的填金、填綠的技巧；

最後論述 1960 年代一片抽象水墨畫風中，他是堅持「有筆有墨謂之畫」的傳統

筆墨捍衛者。研究結果發現，他是戰後臺灣院體花鳥畫的拓荒者，提供了現代花

鳥畫「借古以開今」的機緣 。 

 

關鍵字：金勤伯、院體花鳥畫、借古以開今、戰後台灣美術史 

 

                                                 
1
 1954 年，時年 44 歲，在台北中山堂舉行來台之後首次個展。參見沈以正，〈金勤伯生平年表〉，
《婉麗‧典雅‧金勤伯》，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11 年，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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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金勤伯在八歲之際，即由大伯父金城教導他由宋代院體工筆花鳥畫入門，以

精湛的藝術基本功，力追宋代院體畫嚴謹的風格；同時他擁有生物學碩士的背

景，自幼飽讀詩書，具有中國古代文人讀書畫畫的特質。所以他的畫具有專家畫

的職業水準，又有文人畫的內涵，在臺灣的花鳥畫壇中，別樹一幟。 

出身古瓷書畫收藏世家的金勤伯，家世顯赫，然而他為人謙虛，生平資料極

少，本文除了根據期刊、藝評家評論的文獻資料分析之外；另以田野調查法，採

訪金勤伯的子女、門生等；2並且利用藝術風格分析法來探究，期能對金勤伯的

繪畫相關資料作一完整的蒐集與整理。 

1959 年，金勤伯虛歲五十，門生胡念祖、喻仲林和孫家勤三人合繪《金勤

伯畫像》（圖 1）為老師祝壽。孫家勤畫人物，喻仲林畫竹木，胡念祖畫山水，

藝術系助教徐瑩題款。3
9 月，金勤伯應美國傅爾布萊特（Fulbright）基金會之邀，

赴美國羅德島設計學院（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擔任交換教授一年，並

且於該校美術館舉辦「金勤伯國畫展」。次年，美國羅德島設計學院院長認為中

國畫的技法與色彩有助於學生的設計創作思考，於是和金勤伯再續約一年，聘為

該校專任教授，並先後於密蘇里州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 Missouri）及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科羅拉多州立大學（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Denver Colorado）舉辦畫展。4前進美國，向西方介紹中國繪畫。 

金氏長期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系（今美術系）、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

國立臺灣藝專（今臺灣藝術大學）執教，門生眾多，對學生極具愛護之心5，筆

者在採訪過程中發現，所有認識他的人都對他推崇備至。金勤伯作為一個成功的

畫家，不僅在專業上有成就，連人格都富有盛名，真正做到中國古代文人畫的最

高要求──畫品與人品齊高的境界。他擁有深厚的國學修養，豐富的生物學知

識，流利的英語，寬闊的視野，淡泊名利的個性，為後學立下文人畫家的典範。 

                                                 
2
 採訪金勤伯次子金保和；門生孫家勤、沈以正、鄭善禧、劉平衡、黃光男、曾肅良教授等；晚
輩周澄教授（周教授說他當年進師大念書時，適巧金勤伯到國外教書，和金勤伯熟識是因為擔
任評審的緣故）；為了行文方便，內容省略稱謂。 

3
 2005年 3月 21 日，筆者於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圖書館君翁室採訪孫家勤教授。 

4
 參見沈以正，〈金勤伯生平年表〉，《婉麗‧典雅‧金勤伯》，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11 年，
無頁碼。 

5
 據金勤伯長子金太和回憶：「我記得當我還在師大附中就學的時候，我們家總是假期不能回家
的藝術系學生聚集的地方，這麼多年就這樣過去了，可是到今天還有不少師兄師姊們會對我形
容我們家的水餃、火鍋和烤火雞的滋味」。旅美期間，由於金勤伯和魏漢馨夫婦都在愛荷華州
立大學任教，均有代步的汽車，因此常在物質和精神上幫助留學生，更由於金勤伯的一手好廚
藝，在美國時寬敞的寓所中經常高朋滿座，說明了金勤伯在待人處事上的熱情誠懇與慷慨大
度。參見熊宜敬，〈工寫自如意清新，淡泊謙沖胸襟廣〉，《典藏古美術》150 期，2005 年 3 月，
台北，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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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 2004 年著手研究金勤伯花鳥畫，但他的資料極少，有關他畫作的書籍

僅有 2000 年歷史博物館為其舉辦的遺作展《爍古鎔今──金勤伯繪畫紀念展》、

《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品捐贈目錄（二）》以及臺灣藝術教育館編印的《典藏目

錄第四輯：清末暨民國水墨作品專刊》有兩幅他生前捐贈的花鳥畫。6掌握了唐

宋以前中國畫使用重彩、重色傳統的金勤伯，恢復了自明朝董其昌（1555-1636）

「南北分宗」重南貶北以來逐漸失去的色彩生命，在畫面上保有職業畫家裝飾與

形式的技巧，意境上卻有文人畫的豐富內涵，對臺灣當代花鳥畫具有相當大的貢

獻。 

然而這樣具有精湛藝術基本功的畫家，生前不曾出版畫冊，連年譜都不完整

7，現在若不積極對早期渡海來臺畫家金勤伯的資料作廣泛的採訪、蒐集，及時

作傳，隨著時光流逝、物換星移，金勤伯的資料將會散失殆盡，那將會是臺灣美

術史的一大損失。本研究期能為廿世紀臺灣現代花鳥畫、一位承先啟後的藝術

家，作一細膩的研究，為戰後臺灣美術史補缺。 

 

二、繪畫創作背景──繼承家學與受教北方諸多大師時期 

金勤伯原籍浙江省吳興南潯鎮世家，世居上海與北京。8初名金開業，「開」

是家族輩分排名，或稱金業，字勤伯，取韓愈〈進學解〉「業精於勤」之意，號

「繼藕」、「景北」，以字行，9因為上海老家有一高大的梧桐樹，所以齋名「倚桐

閣」。10
 

清道光二十年（1840）發生中英鴉片戰爭，清廷戰敗，簽訂喪權辱國的「南

京條約」、「五口通商章程」，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港口，西方

以新式武器強迫閉關自守的中國打開大門。從此，上海成為華洋雜處、商業繁榮、

                                                 
6
 筆者於 2004 年著手研究金勤伯花鳥畫，僅蒐集到 2000 年歷史博物館為其舉辦的遺作展所編的
《爍古鎔今──金勤伯繪畫紀念展》、《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品捐贈目錄（二）》及台灣藝術教
育館編印的《典藏目錄第四輯：清末暨民國水墨作品專刊》有兩幅他生前捐贈的花鳥畫。最近，
其門生前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沈以正教授編寫《婉麗．典雅．金勤伯》一書，由藝術家出版社
於 2011 年出版。 

7
 勤伯先生資料之少，國立歷史博物館費了很大的工夫，整理他的史料也只有一些，連年譜都有
欠缺，希望有更多的人提供資訊來充實它，聽說北京有位王世襄先生是金老師的親戚，知道他
早年的情況，再就台北老石油家金開英先生知道他堂弟的事，可惜金老年屆百齡，我們也不忍
心訪問他了。參見劉平衡，〈我所知道的金勤伯教授〉，《爍古鎔今──金勤伯繪畫紀念展》，台
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0年，頁 14。  

8
 金勤伯生於 1910 年 3 月 16 日，1998 年 3 月 1 日逝世於台北市，享年八十有九。參見鄭善禧，
〈春水乳鴨款識〉，《爍古鎔今──金勤伯繪畫紀念展》，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0 年，頁
56。 

9
 熊宜敬，〈藝文俊傑三代全‧學貫中西畫境高──金勤伯一生行誼〉，台北，《典藏古美術》150

期，2005 年 3 月，頁 80。 
10

 2005年 4月 17日凌晨三點，筆者越洋電話採訪住在美國加州洛杉磯的金勤伯次子金保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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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風鼎盛的首善之區，許多騷人墨客以及畫家紛紛聚居於此。深受外患所苦的清

廷，同時內亂亦不斷，以洪秀全為首的「太平天國」之亂（1850-1864），擾亂時

間長達十四年，讓全國各地元氣大傷。首當其衝的是，為數眾多的農民沒有種籽

可以播種，所以清廷鼓勵民間商賈經營當鋪，提供農民典當籌款，購買種籽耕種，

渡過危機。正是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金勤伯家族發跡始於曾祖父金桐時代。 

金桐（1820-1887），字竹庭，在上海經營絲莊，事業有成，一方面為了配合

清廷的政策，一方面基於「己飢己溺」的惻隱之心，在上海、杭州、湖州一帶城

鎮開設當鋪，低利經營，不但紓解許多農民困境，由於典入不少古玩字畫，其中

不乏名跡真品，因此引起金桐收藏文物書畫的興趣，也成為吳興金家正式跨足藝

文領域之始。11金家在當時是全國第七大古書畫瓷器收藏家，也是著名的實業

家，平時亦熱衷慈善事業。家裡經濟富裕，父祖輩都喜好收藏。12因為收藏之豐，

造就後輩晚生的藝術鑑賞力，與走入藝術之路。 

祖父金燾，字星垣、沁園，為金桐長子，清同治十年（1871）秀才，繼承家

業後更擴大規模，家產日厚，便在家鄉南潯東大街上購進原為清代乾嘉年間著名

藏書家「眠琴山館」主人劉桐的舊宅，改建成一座前臨東大街，後至栲栳灣河的

雄偉大宅，另立堂號為「承德堂」，南潯人便以「小金山」來形容金氏家族的資

產之巨。13富裕的家庭環境，使生活無後顧之憂，提供金勤伯有利的學習書畫環

境。 

金燾的子女眾多，元配馮氏無出，繼室朱城生育四子四女，妾江氏生育三子

二女，這些金勤伯的伯叔姑姑多人成為知名的藝術家。祖父因為收藏的緣故，經

常請教同好，將女兒金芷寶（字綿綿）嫁入全國第一大的收藏家龐虛齋

（1864-1949）家族，結成了兒女親家。14兩家姻緣，開啟日後金勤伯進入龐虛齋

家臨摹古畫的機會。 

金勤伯的習畫始於齠齡時期，曾經住過金家的門生孫家勤說： 

勤伯師在八歲時，隨父親紹基公號叔初由南方遷至北平，叔初公為中國

私立金城銀行成立董事，因性之所近，時時要去伯父家觀賞豐富的收藏；

                                                 
11

 熊宜敬，〈藝文俊傑三代全‧學貫中西畫境高──金勤伯一生行誼〉，台北，《典藏古美術》150

期，2005年 3月，頁 80。 
12

 張國英、蔡秀香、廖素香等，〈金勤伯老師的學畫歷程〉，《台灣師大美術系刊》，台北，台灣
師範大學美術系，1979 年，頁 65。 

13
 熊宜敬，〈藝文俊傑三代全‧學貫中西畫境高──金勤伯一生行誼〉，台北，《典藏古美術》150

期，2005年 3月，頁 80。 
14

 張國英、蔡秀香、廖素香等，〈金勤伯老師的學畫歷程〉，《台灣師大美術系刊》，台北，台灣
師範大學美術系，1979 年，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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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年幼，乃引起大伯父注意，而愛護有加。15
 

大伯父剛開始以為只是幼童對繪畫短暫的好奇心，經過了數月的觀察，發現

他與生俱來富有藝術的氣質，但因為年紀太小，不適施於執筆墨之繪事，所以就

讓他在每次作畫時牽紙磨墨，觀看運筆敷丹青。他自述經過： 

先伯父經過數月的觀察，認為尚可以教誨，乃於每日晚間，先督令為之牽

紙磨墨，繼則教以類似冊頁之小品。一年後，始不加限制，聽勤伯請求，

而於翎毛花卉、山水人物、樹石等，善加指導，且督課甚嚴，如稍有怠惰，

即立加糾責，毫不寬假。16
 

大伯父金城正式教導他畫畫，引領他進入繪畫的殿堂。十一歲時，由金城推

薦加入北平「中國畫學研究會」，成為該會年紀最小的會員，並且連續六年推薦

他參加在北平中國畫會舉行的國畫公展，頗受好評。十二歲時，帶他前往日本參

加第 2 屆「中日繪畫聯合展覽會」，展出作品大受歡迎，被日本人收購典藏。金

勤伯受此激勵，萌生日後以繪畫作為終生職志的心意。 

金城（1878-1926），字拱北。一名紹城，字鞏伯。號北樓，又號藕湖，浙江

吳興人。工篆刻，精山水、花卉。臨摹名賢古跡，足可亂真，17與南方詩書畫印

四絕的吳昌碩，並稱為「南吳北金」。少時家境優渥，在清廷敕令各省選派留學

生赴歐洲留學之前就前往英國，為近代中國留學史中的先驅。18清末，曾經到美

國、法國考察法制與美術，回到中國之後，被聘為北京大理院刑科推事，於是遷

居故都北平，活動於北平的上流社會。19
 

金北樓雖然是法學家，但生性喜歡繪畫，家裡書畫的收藏豐富，又與北平知

名的畫家耆舊相熟識，所以繪畫雖然沒有師承，但是能「以古為師」，發揮天縱

                                                 
15

 孫家勤，〈悼念先師金勤伯先生〉，《爍古鎔今──金勤伯繪畫紀念展》，台北，國立歷史博物
館，2000 年，頁 18。 

16
 金勤伯口述，胡豈凡筆錄，〈先伯父金北樓先生〉，《金北樓先生畫集》，台北，中華書畫出版
社，1976 年，頁 74。 

17
 余毅主編，〈金北樓傳略〉，《金北樓先生畫集》，台北，中華書畫出版社，1976 年，頁 73。 

18
 1902 年，金城 25 歲，偕同二弟金紹堂（1880-1965）、三弟金紹基（1886-1949）赴英國留學，
之後三人皆就讀於倫敦的 King’s College。金城在英國倫敦的 King’s College 選修的雖是化學實
驗、英語、現代史、政治經濟等課程，但是課餘必至各地美術館和博物館參觀，常常流連忘返
不忍離去。1905 年金城學成返國之際，又特意遊歷歐美十國，考察各國人文古蹟山川名勝方
才返國，參見邱敏芳，〈民初北方畫壇領袖──金城生平與藝事〉，台北，《歷史文物月刊》140

期，2005 年 3 月，頁 83。 
19

 民國成立後，任眾議院議員、國務秘書。民國三年，北平政府農商部與美商美孚石油公司訂
立「合辦陜西延長煤油合同」。中國方面由熊希齡負責督辦此業務，因為金城曾經留學英國英
文能力佳，美方派遣地質探勘人員來華實地勘查時，熊氏就請熟悉洋務的金城協同辦理。金城
約同長子開藩赴陜西勘查，此為金氏家族最早與石油發生關係，後來他的姪兒金開英到台灣後
任職台灣中國石油董事長。參見孫家勤，〈悼念先師金勤伯先生〉，《爍古鎔今──金勤伯繪畫
紀念展》，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0年，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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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賦，不論南北宗山水、花鳥或人物，都能得其精神，深受日本收藏家的青睞。

日本繪畫大師渡邊晨畝對其十分推崇，也是這份因緣促成在中國組成中日兩國間

的繪畫大展。雖然他是民國初年廣大社會中少數接受西方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

但他仍舊醉心於中國的國粹傳統，以他在歐洲所接觸的世界博物館知識，清末任

大理院推事時，與陳師曾建議國家仿照西方對傳統文物的蒐集陳列觀念，設置古

物陳列所，倡議以故宮內庫及熱河行宮所收藏之金石書畫於武英殿陳列，將老祖

宗所留下來的智慧結晶，供大家學習研究，成立了歷史上第一座對外開放的古物

陳列所，這就是後來故宮博物院的起源。20做為清末民初的知識分子，留學歐洲

的首善之區，眼光獨具，催生了當時中國最重要的一座博物館。 

除此之外，1919 年他力邀當時頗有聲譽的畫家周肇祥設立「中國畫學研究

會」，該會隸屬政府，並得到庚子賠款的經費資助，周氏擔任會長，他任副會長，

闡揚及傳授傳統的中國繪畫，並且籌設「中日繪畫展覽會」，號召社會碩彥，一

時入會者達兩百多人，以有組織的授課時間進度，聘請知名的畫家來指導繪畫，

他亦常常親自授課教畫，「中國畫學研究會」的繪畫風氣，在古都北平得到許多

繪畫大師的認同，陳林齋、陳少梅都曾至「中國畫學研究會」接受金北樓的指導。 

當時北平的「中國畫學研究會」，中國近百年來重要畫家幾乎都齊聚於此，

有的是會員，有的擔任教席，如齊白石、黃賓虹、于非闇、溥心畬、溥雪齋、湯

定之、陳師曾、方葯雨、賀良樸、陶瑢、陳緣督、徐宗浩、蕭謙中、陳漢弟等人，

這些知名的畫家也常常是金府家中的常客，少年的金勤伯何其有幸，躬逢此盛

會，在人文薈萃的環境下，能夠遊藝於大家之中，培養卓越而不凡的眼光，他特

別受到繪畫大師齊白石與黃賓虹的指導。 

1920 年起，「中國畫學研究會」每年輪流在北平、東京、大阪、上海等地舉

行中日兩國大展，金勤伯那時才是十幾歲的少年，即曾參加東京、大阪的展出，

作品並被日人收購，這給金勤伯很大的鼓勵。21英雄出少年，培育影響戰後臺灣

花鳥畫的一大推手。 

金氏家族有豐富的收藏，不止金北樓對傳統書畫情有獨鍾，其大多數的家族

也都具有藝術天份。金北樓位居大法官，在社會上有一定的地位，與他來往，出

入金府的不乏國內著名的鑑賞家、藝術家，耳濡目染之下，二弟紹堂（字仲廉，

                                                 
20

 劉平衡，〈我所知道的金勤伯教授〉，《爍古鎔今──金勤伯繪畫紀念展》，台北，國立歷史博
物館，2000 年，頁 12。 

21
 劉平衡，〈我所知道的金勤伯教授〉，《爍古鎔今──金勤伯繪畫紀念展》，台北，國立歷史博
物館，2000 年，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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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東溪），以刻竹聞名；三妹金章（號陶陶），善花鳥草蟲，于歸王述勤，生子王

世襄（1914-2009），其所著的《明式傢俱研究》，是研究美術史的重要著作，金

勤伯的花鳥草蟲得自三姑母的真傳。22四弟紹坊（字西崖），也擅長刻竹，當時

吳昌碩任上海「題襟書畫會」名譽會長，西崖是那裡的常客，吳昌碩年長金西崖

四十六歲，十分欣賞他的才華，經常給予鼓勵指導。金北樓又與吳昌碩一同發起

成立「豫園書畫善會」，因而結識了當時著名的書畫家王一亭、沈子培、趙叔孺、

溥心畬、吳待秋、吳湖帆、張大千、張石園、江寒汀等，金西崖在諸位大師的薰

陶下，藝事更為精進，著有《刻竹小言》一書，「對竹刻作出最全面研究者，可

說是金西崖所寫的《刻竹小言》」。23
 

大伯父金北樓對這位有繪畫天份的姪兒十分關愛，教金勤伯畫畫應該由古人

的工筆花卉著手，有了花卉的基礎，將來無論畫山水或人物都能觸類旁通。從古

人的工筆畫中學習精確的筆法，有了紮實精確的筆法功力，然後才能開創出自我

的風格來。金府擁有豐富的收藏，特別是宋元的畫稿與粉本，讓金勤伯在臨古畫

方面受益極大。有時伯父也會在古物陳列所中，精選古畫臨摹，都會多臨一份稿

給他，他總是細心摹拓，從中領略古人的妙趣。 

喜歡模仿前人舊作，為先伯父特有的興趣，也許出諸於「師古」的雅興吧？

但每於借到前人珍品後，必喜孜孜臨摹兩份，一份自存，一份則以賜勤伯。

且於前朝院派畫家作品，更精心參研，並督促勤伯仿效，蓋先伯父之意，

以為院畫悉多工筆，佈局嚴謹，用筆、著色，均有其精工手法，非一般文

人畫所可比擬，尤以勤習，以期有所傳述，而保存國粹於不墜。勤伯一向

致力於工筆畫者，此應為其主要原因。24
 

受到伯父深刻的繪畫觀念影響，金勤伯一生都喜歡工筆畫，並且終身致力於

工筆畫，在精神上延續了宮體院畫的命脈。1926 年 6 月，金北樓赴日本負責中

日文化交流的繪畫聯展，巡展於東京、大阪，歷時一個多月，返回上海後，因旅

途勞累，舊疾復發，9 月 6 日病故上海，年僅四十九歲。 

金北樓過世後，長子金開藩為了克紹父志，又因與會長周肇祥理念不合，偕

同門兩百餘人從「中國畫學研究會」分出，1927 年另組「湖社畫會」。孫家勤曾

                                                 
22

 王世襄母親的娘家也是望族，他曾說：「母親家有錢，外公在南潯鎮。發了財是他的父親，作
蠶絲生意。外公沒出過國，但很有西洋新派思想，辦電燈廠，投資開西醫醫院，把幾個舅舅和
母親一起送出國，到英國留學。」參見李輝，《王世襄》，香港，三聯書店，2003 年，頁 11。 

23
 王世襄，《錦灰堆（雕塑、樂舞、憶往）》，台北，未來書城，2003 年，頁 236。 

24
 金勤伯口述，胡豈凡筆錄，〈先伯父金北樓先生〉，《金北樓先生畫集》，台北，中華書畫出版
社，1976 年，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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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金開藩繼承父志，於自宅北京東城錢糧胡同二十五號的前進大廳，為紀念

北樓先生組織「湖社畫會」，繼續與愛好書畫諸友，或書或畫，或鑑賞或

研摹成為一時的盛事。著名的畫家如劉子久、翟奉南、徐邦達、惠孝同、

及胡佩衡等，都是一時知名大家，繼續發揚中國的傳統藝術，並且出版《湖

社月刊》，共印行一百一十期，入社學員均不收費，並且每人都以「湖」

字為號，如我在北平「四友畫社」學畫的四位老師都是屬於「湖社」，工

人物的陳林齋老師號「啟湖」，工走獸的常老師斌卿號「斌湖」，以花鳥專

工的楊敏號「敏湖」，專門畫王石谷山水的王仁山號「仁湖」，陳少梅號「梅

湖」，非常有組織，一切社中的開銷由勤伯師的父親叔初公贊助，對於社

中家境不好的子弟，均供給衣食免費栽培。《湖社月刊》不僅印有當時著

名畫家及各駐社教師畫作，凡是經過教師評選認可的學生作品，亦為之印

出。另外更有古人作品跟北平故宮所藏珍品，也借出刊行，當時的書畫鑑

賞評論家也著有評論繪畫的文章，所以這部畫刊，不止於鑑賞評論，也具

有教育的意義，使整個中國畫壇掀起一股新鮮風潮。25
 

金勤伯的父親金紹基（1886-1949），字叔初，號南金，亦留學英國，入皇家

學院專攻電氣學，1905 年學成歸國後，先後擔任高等實業學堂電學科教習、北

京商務委員會所屬技術學校電氣科教授、清廷商部交通委員會委員；並助唐文治

創辦「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後赴華北開設毛紡織廠，並經營礦業，曾與

美國老羅斯福總統女婿及美國石油大王洛克斐勒女婿一起到甘肅開採石門油

礦，並曾向政府申請開設美孚汽油公司，但因政局變遷未果，頗有父祖之風；並

喜收藏文物書畫奇珍，對海貝的收集與研究尤為深入，著有《北戴河貝類》及《華

北海岸常見貝殼》，前者與英國知名古生物學教授葛利普合著，二書皆由上海科

學會月刊出版發行。當時英國 Salisbury 逝世，其所擁有的貝類學博物館館藏公

開拍賣，金叔初為此遠赴英倫，以重金標得所有貝類及植物珍藏；載運回國後，

有關貝類之圖籍、標本捐給上海中國科學圖書館；1927 年，金叔初任北平博物

學協會會長、北平美術學院副院長。26
 

金開藩的「湖社」獲得當時書畫名家方葯雨、齊白石、湯定之、溥心畬、壽

                                                 
25

 孫家勤，〈悼念先師金勤伯先生〉，《爍古鎔今──金勤伯繪畫紀念展》，台北，國立歷史博物
館，2000 年，頁 17。 

26
 熊宜敬，〈藝文俊傑三代全‧學貫中西畫境高──金勤伯一生行誼〉，《典藏古美術》150 期，
2005 年 3 月，台北，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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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工、于非闇、胡佩衡、張大千等人的支持，金勤伯亦在「湖社」裡繼續他廣泛

的游於藝。湖社成立以後，在美術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對推廣美術活動與文

化交流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與日本間的文化交流上，日本許多享有盛名的

畫家都曾與湖社交往，如橫山大觀、竹內栖鳳、水田竹圃、矢野橋村、永田春水、

上野秀鶴、玉舍春輝等。除了與日本的交流外，湖社亦積極參加比利時、德國、

加拿大、英國的展覽活動，27以「立足中國，放眼世界」的國際觀，跟世界接軌。 

1920 至 1930 年間，「中國畫學研究會」與「湖社」在中國社會所推行的繪

畫事業的繼承與創新，與中日、中美、中歐的文化交流上貢獻良多。金北樓為「湖

社」重要的精神導師，他在世時提出「師古人技法而創新筆，師萬物造化而創新

意」的藝術觀點，以全然嶄新的目光影響到湖社「領略古法生新意」，「廣學古之

各派，集其大成，發揚光大，脫胎出新」的藝術主張，也影響日後天津畫派的發

展。   

金城過世前，將指導金勤伯繪事的責任交給了陳師曾（1876-1923）與三姑

母金章；陳師曾除了指導金勤伯用筆、用墨的方法外，在畫理、觀念上也給予金

勤伯極大的啟發，如「書畫同源」的闡釋，用筆法則與用墨趣味的重要等，都是

金勤伯一生服膺並用以教育後學的座右銘，28他認為筆墨是中國繪畫不可或缺之

元素。 

金章（1884-1939），字陶陶，亦稱陶陶女史，女行三。自幼從金城學畫，花

鳥之外，尤擅魚藻，並工詩詞駢文，精於楷書，故一時有才女之目。光緒二十四

年（1898），入上海中西女塾肄業。29
1902 年隨諸兄長留學英國，修習西洋美術，

1905 年歸國後畫藝更加突飛猛進。於北平「中國畫學研究會」成立後，擔任魚

藻指導，撰有《濠梁之樂集》，為專論畫魚之書，陶陶女史工寫生，尤擅金魚，

嘗以朱砂與淡墨寫魚，細勾金鱗意態生動，設色妍麗，為難得一見的女中英才。

30此外，她亦是花卉名家，擅長花卉中的工筆沒骨法、寫意的沒骨花卉、勾花點

葉法、兼工帶寫意的畫法。金勤伯十六歲，從三姑母金章女士學畫，直到 1939

年，三姑母過世為止。其曾經回憶道： 

姑母當時以花鳥聞名華北，每星期五、六，我總是興致盎然跑去找他，一

                                                 
27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爍古鎔今──金勤伯繪畫紀念展》，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0 年，
頁 152。 

28
 熊宜敬，〈工寫自如意清新，淡泊謙沖胸襟廣〉，《典藏古美術》150 期，2005 年 3 月，台北，
頁 93。 

29
 王世襄編，《金章──金魚百影》，香港，翰墨軒，1999 年，頁 110。 

30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爍古鎔今──金勤伯繪畫紀念展》，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0 年，
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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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為他磨墨，一方面跟著畫呀畫的。姑母只有我一個學生，鼓勵、督促

自不在話下，她以科學的分析方法，教給我許多作畫技巧；不僅只宋元繪

畫，像唐朝李思訓、李昭道父子金碧山水的勾描、青綠填彩等，亦一一為

我解釋、示範，使我獲益匪淺。31
 

劉平衡說：「金勤伯老師的三姑母是一位很好的畫家，找了很多資料來教他，

如果沒有三姑母，金老師今天很難有如此的成就」。32金勤伯在三姑母的帶領下，

花鳥畫進展神速，仍不脫來自豪門的富麗氣質。 

除了金城、金章、陳師曾外，金城生前並曾介紹金勤伯拜曾供職清廷的山水、

人物畫師俞明（1884-1935）及花鳥名家陶寶如（陶鎔，1872-1927）為師，習畫

四、五年，按部就班的學習，主要收穫是日後影響他個人繪畫風格的宋、元、明、

清以來北宗花鳥及人物的傳統畫法，同時更領悟了幾近失傳的填金、填綠、填青

及漂染等各種著色技法。33來自傳統技法的訓練，造就他院體花鳥畫精湛的藝術

基本功。 

 

金勤伯繪畫主要師承表 

畫家 金城 金章 陳師曾 俞明 陶寶如 

生卒年 1878-1926 1884-1939 1876-1923 1884-1935 1872-1927 

專長 山水、人物、

花鳥 

花鳥、魚藻畫 山水、人物、

花鳥 

人物畫 花鳥 

（林香琴整理製表） 

 

具有強烈院體花鳥畫風格的《芭蕉鸚鵡》（圖 2），1959 年作，年∕名款：「歲

在己亥仲春之月金勤伯畫於台北寄廬」，鈐印：「開業、景北、倚桐閣」。這幅畫

主題為白中帶黃的鸚鵡，棲息在紅色的竿子上，腳還繫上赭石色的鐵鍊，鐵鍊旁

一個藍色裝飼料的盒子，顯然是富貴人家的寵物，背景是以花青、藤黃、赭石等

顏色畫出的芭蕉，景物造型單純，更襯托出鸚鵡的生氣蓬勃。畫面採雙勾填彩法，

顏色鮮明，對物體屬性之色彩的觀察，精確無比，充分顯示出宋代院體工筆畫的

用色特色。 

                                                 
31

 熊宜敬，〈工寫自如意清新，淡泊謙沖胸襟廣〉，《典藏古美術》150 期，2005 年 3 月，台北，
頁 93。 

32
 2005 年 4 月 15 日，筆者電話採訪住在新店的劉平衡教授。 

33
 熊宜敬，〈工寫自如意清新，淡泊謙沖胸襟廣〉，《典藏古美術》150 期，2005 年 3 月，台北，
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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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宋代院體工筆畫的色彩是來自黃筌和黃居寀，「居寀發揚自其父用勾勒填

彩技法，描繪孔雀、錦雞、牡丹等華麗的珍禽異卉，色彩富麗堂皇」。34金勤伯

重視顏料，石青、石綠、朱砂多需另加研細，燒膠和之35。院體工筆畫的精髓連

顏料的運用都極為講究，在金勤伯花鳥畫中一覽無遺。 

 

三、 曾經二度進入故宮與至全國第一大收藏家龐虛齋處摹畫 

金勤伯的曾祖父曾經買了一座花園，前面有「苕溪」，後面有一「藕湖」。這

一座古代的名園，就是宋朝著名詞人姜白石詩「小紅低唱我吹簫」36所描述的地

方，伯父金北樓就以此為號。37八歲起金勤伯正式拜伯父北樓學畫，因為伯父號

「藕湖」，曾經賜一方印章給金勤伯曰：「繼藕」，希望金勤伯能繼承他的心志。

金勤伯又號「景北」，意為景仰北樓之意。 

當先伯父於去世之前，特為勤伯鐫一章，賜稱「繼藕」。蓋先伯父有號曰

「藕湖」，而以「繼藕」賜贈者，其用心不外希望勤伯致力畫學，以繼其

未竟畫業也。垂愛之深，寄望之殷，於此可見。38
  

雖然金勤伯喜歡畫畫是出自天性，於繪畫上也有不錯的表現，但是中國傳統

的士大夫觀念，普遍並不以為這是可以作為謀生的行業，他毅然決然的唸了北平

燕京大學的生物系，將繪畫當作業餘的消遣。金城曾對金勤伯的父親說：「此子

習畫，進境快速，將來容有大成，因之請勿對學業要求過嚴，滯遲習畫進展，至

於學業，就是多讀一年，亦請勿予介意」。39金叔初基於長兄如父的尊重，讓金

勤伯可以習畫不輟。金勤伯的父親從事銀行業，是反對兒子學畫的，所以在學業

上稟承了父命於燕京大學生物學碩士後，並先後留學於英國倫敦大學和紐約哥倫

比亞大學。但多年來仍以繪畫創作為旨志。由於金拱北是他父親的長兄，未便過

                                                 
34

 朱子弘，《國畫色彩研究》，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84 年，頁 65。 
35

 沈以正，〈花鳥雙絕──論喻仲林畫藝之美〉，《歷史文物月刊》222 期，2012 年 1 月，台北，
頁 10。  

36
 姜夔（1155-1221），字堯章，江西鄱陽人，住在湖州烏程縣南的苕溪村，毗鄰弁山的白石洞，
所以自號「白石道人」，後人通稱他「姜白石」，是南宋著名詞人兼音樂家，工於詩詞，長於書
法，吹簫彈琴，精通律呂，但屢試不中，故一生不得志。南宋寧宗紹熙二年間，寓居在范成大
處，與歌伎小紅有情，成大即以小紅贈之，此年除夕，白石攜小紅返湖州，夜過垂虹橋，雪深
盈尺，白石吹簫，小紅低唱，雙雙乘舸而歸，賦詩〈過垂虹〉：「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
吹簫，曲中過盡松稜路，回首煙波十四橋」。參見何美玲，《天涯情味談姜夔》，台北，莊嚴出
版社，1996 年，頁 199。  

37
 張國英、蔡秀香、廖素香等，〈金勤伯老師的學畫歷程〉，《臺灣師大美術系刊》，台北，台灣
師範大學美術系，1979 年，頁 65。 

38
 金勤伯口述，胡豈凡筆錄，〈先伯父金北樓先生〉，《金北樓先生畫集》，台北，中華書畫出版
社，1976 年，頁 74。 

39
 金勤伯口述，胡豈凡筆錄，〈先伯父金北樓先生〉，《金北樓先生畫集》，台北，中華書畫出版
社，1976 年，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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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干涉，在校讀書期間，學畫了四年。40對日抗戰期間，北平淪陷，為了引開日

本憲兵的糾纏，經由「湖社」師兄陳梅湖（緣督）推介給其時擔任輔仁大學美術

系主任的溥雪齋，聘金勤伯當代課教師教畫，結識當時亦在北平的臺灣前輩畫家

郭柏川（1901-1974），從此走上教畫之途，41與原先設定靠生物專長謀生的初衷

相悖，倒是始料未及。 

幼承家學的金勤伯，後來進「中國畫學研究會」及「湖社」，受到諸位繪畫

大師的影響，加上鍾愛他的三姑母金章女士在繪畫上的傾囊相授，雖然他大學不

是美術系科班出身，但來自週遭環境深厚的藝術薰陶，讓他擁有不凡的眼界。大

學與研究所都是念與花卉蟲鳥有關的生物系，鎮日裡與花卉蟲鳥為伍，經由詳細

的觀察，對花卉蟲鳥的造型結構都有詳實的認識，對他在花鳥畫上無形中功力的

增進，是一有利的墊腳石，所以他能在山水人物之外專精花鳥。 

他出生在清末民初，一個兵荒馬亂的年代，卻可以在這場中國近百年來的動

亂中，優遊於藝術的殿堂中。種種有利的條件：本身與生俱來的繪畫天份，家族

成員的耳濡目染，畫界師友的鼓勵與指導，都是促成金勤伯走向畫家之途不可或

缺的因素。他成長在元、明、清三朝故都北平，眾多的古文物文化遺留，濃厚的

人文氣息哺育了他，之後他獲得故宮院長馬衡（1881-1955）42的賞識，讓他進故

宮臨摹書畫，親炙歷年來皇宮的重要收藏。這項非凡的經歷，對他構圖、運筆、

敷色等藝術基本功的養成，具有決定性的影響。金勤伯的表弟王世襄說： 

馬衡，號叔平，自本世紀三○年代起直到 1952年止，任故宮博物院院長。

我的父親王繼曾（號述勤，早年留學法國，自清末至民國前期在外交界工

作，曾任墨西哥、古巴公使）和馬衡先生中學時在南洋公學同學，交誼較

深，記得我從小就知道有一位馬老伯。他也曾幾次對我說：「我是看你長

大的。」故宮有外賓參觀時，我父親常被邀陪同接待；遇有外函文件，也

曾代譯並擬覆。故宮文物南遷之前，馬衡在北京期間，我父親受聘為該院

                                                 
40

 沈以正，〈金勤伯〉，《典藏目錄‧第四輯‧清末暨民國水墨作品專刊》，台北，國立台灣藝術
教育館，1997 年，頁 132。 

41
 1935 年，時年 25 歲，畢業於北平燕京大學生物研究所，獲碩士學位，留學英國倫敦大學。一
年半之後，轉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1937 年，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方起，他放棄攻讀博士
學位，匆匆收拾行囊返回中國。後來日軍進攻北平，由於父親金叔初事業龐大，名滿京城，日
方亟欲利用，金叔初不得已只好變裝攜眷逃離北平，留下金勤伯替父親處理家產。為了擺脫日
軍的糾纏，只好放棄家族事業，經由湖社師兄陳緣督推介給北平輔仁大學美術系主任溥雪齋，
受聘為代課教師，從此走上教畫之途。參見沈以正，《婉麗‧典雅‧金勤伯》，台北，藝術家出
版社，2011 年，頁 33。 

42
 馬衡曾經擔任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以金石、經史、漢魏石碑等學問，聞名學術界，參
見岳南，《南渡北歸──南渡》，台北，時報出版社，2011 年，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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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43
 

因為這一項機緣，讓工於繪畫的金勤伯進故宮摹畫，1946 年表弟王世襄也

進故宮古物館擔任科長工作。從大伯父金北樓開始，金家家族就跟故宮結下不解

之緣。 

曾經進入故宮摹畫的金勤伯，對宋元花鳥、山水、人物畫畫法十分熟稔。他

的山水畫，內容題材多樣，以古人為本，筆墨的皴擦渲染極為講究，畫面古意盎

然，清秀典雅。後來他回到上海之後，在父親的實業公司當副理，每週二還在上

海美專兼兩節花鳥畫課，44因此有空就往龐家跑。當時龐萊臣老爺子是全國第一

大收藏家，其書畫的收藏簡直可以媲美台北的故宮博物院，宋元的畫有五十萬

件，數量之大，無人能出其右，憑其精準的鑑賞力，假畫無所遁形，所以毫無贗

品。這位舉世聞名的大收藏家也出了一本《虛齋名畫錄》，是現在世界圖書館重

要的參考資料之一。45有幸親炙皇宮與收藏大家的珍貴收藏，孕育一代花鳥大家

非凡的眼力與功力。 

有一次有人要賣一幅王石谷的畫給金勤伯，年少的金勤伯鑑賞經驗尚不足，

不覺得這幅畫好，因此去請教龐虛齋。龐老爺說：「這畫很好，如果你不要，我

來買」，接著又問金勤伯：你看過多少王石谷的畫？並要金勤伯在帳房裡擺一張

桌子來臨畫，唯一的條件就是不能把畫帶出去，所以金勤伯有空就跑去臨畫，獲

益匪淺。46他來自飽學之家，家族成員學貫中西，所以不是一味以「摹古」為尚，

而是懂得從古畫中吸收前人在繪畫上的經驗與成就，再加以轉化吸收自成一格。

他曾經遊敦煌，石窟壁畫濃麗的色彩，令他震懾不已。 

前臺灣藝術大學校長黃光男，回憶他在台灣藝專（今臺灣藝術大學）時期跟

金勤伯學畫的點點滴滴： 

在藝專學藝時，正適金勤伯老師再次回國任教，因此有整整兩年時間，受

教於金師之工筆花卉，與先前所學的寫意花卉大異其趣，又在課堂上，聆

聽其畫理畫論，以及古典文學典故，著實令人耳目一新，並知道中國繪畫

                                                 
43

 王世襄，〈回憶抗戰勝利後平津地區文物清理工作〉，《錦灰堆（雕塑、樂舞、憶往）》，台北，
未來書城，2003 年，頁 196。 

44
 1939 年 29 歲，住在上海，在父親的實業公司工作，並且兼任上海美專國畫花鳥課。結識上海
王一亭企業繼承人，其女婿陸企賢。陸企賢續絃為金勤伯元配許聞韻的姊姊，陸、許所生之女
後來嫁入蘇州貝氏家族，家族中名人輩出，如前中央銀行總裁貝祖貽，以及世界著名建築師貝
聿銘等，參見沈以正，〈金勤伯生平年表〉，《婉麗‧典雅‧金勤伯》，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11

年，頁 70-71。 
45

 張國英、蔡秀香、廖素香等，〈金勤伯老師的學畫歷程〉，《台灣師大美術系刊》，台北，台灣
師範大學美術系，1979 年，頁 65。 

46
 張國英、蔡秀香、廖素香等，〈金勤伯老師的學畫歷程〉，《台灣師大美術系刊》，台北，台灣
師範大學美術系，1979 年，頁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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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表現，並非全在畫面技巧，而是全人格之投入。就此機緣，每於上課之

便，請教金老師應該如何為學進修，他並沒有直接回答，卻言之興趣與認

知之修習，在於日日求取，其中言明其習畫之期，乃從文化層面入手，如

繪畫史源流、學畫之道、旁及古文玩，以及中國社會之演化等等。47
 

對於工筆花鳥畫，金勤伯力追宋代院體畫工麗富艷之緒，對物像的描繪，力求精

確而不俗，作畫嚴謹，講究格法，畫家本身亦有深厚的內涵，在藝術創作上開創

了文人專家畫的富麗典雅畫風。他的花鳥畫，不論在線條上、顏色上都有濃厚的

裝飾畫風。 

裝飾風是東方藝術解決藝術與自然的相對關係的一種最巧妙的手段。中國

畫家對藝術的態度，不是作自然的奴僕，不是向照相看齊，而是千方百計

在藝術上創造出第二自然來。他們是看得很多、想得很多，把自然形象消

化爛熟，掌握其組織變化的規律。通過樣式化的過程，圖案化的手法，將

無規律的變為有規律，不定型的變為定型的，創造出各種表現程式。這樣

就把自然形象概括強化，給人以非常強烈的印象了。但是不管是線條的裝

飾風也好，色彩的裝飾風也好，都是對於對象的某種特質加以主觀強調的

結果；它是從屬於現實的規律，也是從屬於藝術的規律的。48
 

十二世紀是中國花鳥畫的全盛時期，整個社會的好尚和時代的力量，進行著推波

助瀾的作用，富貴工麗的院體花鳥畫和婉約柔美的宋詞、工精細緻的工藝與建築

並行。宋代從文學、繪畫、工藝到建築，都充滿嚴謹、精緻、華麗的裝飾風，達

到人文藝術空前的成就。金勤伯出身富貴之家，家族收藏豐富的宋元古畫稿本、

粉本，又到故宮、龐虛齋處臨畫，見多識廣的他，從無數古畫的鍛鍊裡獲得諸多

心得。他努力學習宋代繪畫傳統，知道中國畫飽滿均衡的構圖，精煉的形象，純

熟的線條，明朗的色彩，以及花鳥畫中鳥類羽毛的圖案化處理等等，這些裝飾風

都是中國畫特有的造型手段之一。 

中國畫的裝飾風，特別是在畫面上的細節之處，利用圖案化的方式來處理。

在山水畫方面，創造出各式各樣的程式化夾葉、點葉、松針、雲紋、流水紋、勾

金點翠、皴法；在花鳥畫方面，採取花瓣葉脈平整的勾勒，鳥的羽毛有規律的渲

刷等。中國畫家面對大自然的詳細觀察之後，取得了現實物像的精神，融會貫通

之後，進行內心的重組排列，產生明顯的裝飾風。 

                                                 
47

 黃光男，〈清空高遠，金勤伯畫境〉，《爍古鎔今──金勤伯繪畫紀念展》，台北，國立歷史博
物館，2000 年，頁 7。 

48
 陳兆復，《中國畫的研究》，台北，丹青圖書，1988 年，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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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裝飾風格的院體花鳥畫《梅花麻雀圖》（圖 3），鈐印：「金業、勤伯」。

「傳統的畫梅技法始自唐人，五代滕昌祐、徐熙畫梅以勾勒填彩，徐子崇嗣才獨

出新意以色染，是謂沒骨法，宋朝陳常另以飛白法寫幹，崔白則用水墨漬點畫法，

楊補之再創圈花法。其後湯叔雅復以水墨外暈，名倒暈法，後人大致多從上述技

法發展至今」。49麻雀又名「爵」、「家雀」、「瓦雀」、「家賓」、「佳賓」、「負鳥」、

「青喜」、「馬婦鳥」等，無論溫帶、熱帶都能棲殖，以穀類為食，性喜成群覓食、

嬉戲，或聚居於市井、郊野，或在簷下營巢生育，比其他鳥類更易與人接近，是

極常見且旦夕鼓譟跳躍於前的鳥類。50金勤伯這幅《梅花麻雀圖》以徐熙勾勒填

彩古法來畫，不論筆法、色彩都精工細緻，秀逸典雅，得到宋代院畫的精華。畫

中麻雀一片片一圈圈的羽毛處理，一瓣瓣工整有致的花瓣，平整對稱的勾勒，都

充分展現金勤伯院體花鳥畫在圖案化裝飾風的特色。 

喜愛收藏古文物的金勤伯，每每於北平的古董店流連忘返，一遇到喜歡的，

總不惜成本加以蒐購，並且視為至寶。51他對古文物的歷史淵源，均能知道它的

出處、故事，將這些文粹視同歷史身分的表徵，也是一部中國歷史的代言人。雖

然這批古代中國技藝精湛的工藝大師，很多都不曾留下名號，可是作品之美，是

不容湮滅的，他愛物、知物、惜物，從古文物中欣賞工藝美術之美，不時將它們

融入畫中。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士大夫觀念，不適用在金勤伯身上，他專攻

生物學，卻飽讀詩書、閱遍名畫、蒐藏古文物工藝品、臨畫作畫，在新時代裡，

不敢忘記來自傳統的血液，從傳統中汲取養分。廣泛的浸潤在美術工藝中，無形

中對他後來繪畫創作思路的啟發與影響是相當大的。「工匠擁有不凡的技藝，如

白石老人就是雕木細工匠出身；張大千不遠千里前往敦煌研究，也學自工匠的經

驗，及其顏料的運用、畫絹的拼接也得自喇嘛的技藝等」。52金勤伯知道一位畫

路寬廣的畫家，不應該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將自己侷限在平面繪畫的技巧臨摹，應

該走入民間，找尋民間工藝美術來作為創作的養分。 

他對國畫顏料的製作也十分有心得，可以清楚的講述蘇州「姜思序堂」如何

                                                 
49

 喻仲林繪，陳瓊花撰文，《喻仲林工筆畫稿──花卉畫入門》，台北，藝術圖書，1990 年，頁
77。 

50
 喻仲林繪，陳瓊花撰文，《喻仲林工筆畫稿──翎毛畫入門》，台北，藝術圖書，1990 年，頁
10。 

51
 黃光男，〈清空高遠，金勤伯畫境〉，《爍古鎔今──金勤伯繪畫紀念展》，台北，國立歷史博
物館，2000 年，頁 7。 

52
 王秀雄，《台灣美術發展史論》，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5 年，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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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製硃砂的過程，53還曾蒐藏石青、石綠等礦物顏料，自己也研製顏料。他是一

位手腦並用的畫者，絲毫未曾將這些製作顏料的重要事情，視為不足一學的雕蟲

小技。 

從金勤伯花鳥畫創作的畫跡，可以上溯宋朝院體畫的秀麗典雅，元代四大家

的文人畫風格，明代四大家的構圖，清初四王平穩線條，有時他亦臨寫《芥子園

畫譜》的範本，對傳統的筆墨著墨甚深。他曾經在北平將軍府上過白石老人的課，

54來自金石畫派寫意樸拙線條，亦融入他心中，孕育一股出筆待發的氣勢。 

鄭善禧說：「金勤伯是臺灣工筆花鳥畫的祖師爺，他的花鳥畫以宋畫為宗，

出身世家的背景，有富貴氣，寫生臨摹都有，他的鉤金黑牡丹尤為一絕，最好的

畫都在收藏家家裡，因為他的畫太精美了，所以收藏家都不忍心流到市場來」。55

代表戰後臺灣院體花鳥畫精工、細緻、富麗風格的金勤伯，帶給後輩花鳥畫家「借

古以開今」的機緣。  

 

四、 「有筆有墨謂之畫」的院體花鳥畫風 

在當代繪畫思潮中，金勤伯是一位傳統筆墨的捍衛者，繪畫美學觀首先重視

的就是有筆有墨，除掉了筆墨，條分縷析之下就無法體察審美的內涵，他認為就

不能算是國畫。他深知中國畫家是透過用筆而見筆意、筆調、筆格、筆勢，所謂

畫就是筆之跡。筆跡，這是一幅畫最根本的最實質的東西，也是分析一幅畫的最

後根據。可以說中國書畫就是一種「用筆」，因為物像、形似、骨氣、立意這些

繪畫要旨，離開了「用筆」就無從實現，離開了筆跡便無從觀賞與分析。 

有關金勤伯的北平生活時期，由於缺乏文獻資料可查，現在就對照與他年紀

相仿的表弟王世襄少年時期的生活情形，來探討他的繪畫養成教育。56王世襄由

於哥哥王世容早夭，自幼就和年紀相近的表哥金勤伯等人玩在一起，他們倆小時

候同樣學英語、讀古漢學、學畫，之後都唸北平燕京大學，57進故宮。藉養鷹、

                                                 
53

 沈以正，〈感懷恩師兼論金勤伯先生作品與其創作之時代背景〉，《爍古鎔今──金勤伯繪畫紀
念展》，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0 年，頁 9。 

54
 劉平衡，〈我所知道的金勤伯教授〉，《爍古鎔今──金勤伯繪畫紀念展》，台北，國立歷史博
物館，2000 年，頁 13。 

55
 2005 年 4 月 13 日，筆者於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圖書館採訪鄭善禧教授。 

56 王世襄回憶幼年時北平的生活，根據《王世襄》一書記載：「上小學前後，王世襄玩興十足。
他先養鴿子、捉蛐蛐，稍大，用葫蘆養冬日鳴蟲，並學會在葫蘆上燙花。進燕京大學後，王家
在校園附近擁有的一大片菜園子，居然成了他種葫蘆、養鷹、養狗、養鴿子，邀請玩家來此相
聚的世外桃源。可以說，在十多年的時間裡，王世襄這位家景殷實的孩子，活得無憂無慮，快
活自在。動盪的時局，似乎與他無關，與眾多京城玩家們無關。他們沉浸在自己的快樂之中。
玩得快樂令人難忘。」參見李輝，《王世襄》，香港，三聯書店，2003 年，頁 10。 

57
 培育金勤伯的高等學府──北平燕京大學，當時的學風如何？根據與金勤伯同為 1933 年級畢
業的校友喬治高回憶：「我們就讀的學校是當年數一數二的教會大學──燕京大學。燕大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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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摔跤實踐式的行動來見識古畫的精神，以寫生觀察來做繪畫的養成教育，對他

後來畫風的形成，有決定性影響。 

這位風流倜儻的玩家表弟王世襄與金勤伯學習背景相仿，講的一口流利的英

語，雖是如此，家裡也為他請最好的漢語老師，教他經學、史學、小學、聲韻、

古詩詞等。「小學、中學都是唸北平美國學校，請家庭教師教授國學」58。「我的

國學啟蒙老師是一位在外家教的老學究，入學時幾個表哥都已經在學作詩，我則

學對對子，從背誦『天對地，北對東，夏雨對秋風…』一套順口溜開始」。59王

世襄中學時開始沉溺於養鷹、養狗： 

他喜歡養鷹的刺激。由生活而藝術，中國畫中鷹的形象，便成了他關注的

對象，宋人趙子厚的《花卉禽獸圖》，細細描繪兔起鶻落的畫面，再現出

他曾目睹過的瞬間；一幅元代《古檜蒼鷹圖》，讓他感嘆古人將鷹的神俊

盡然傳繪出來。他習過摔跤，對清代繪畫，《塞宴四事圖》中相撲畫面的

解讀，也就多了幾分親切。60
 

養鷹的原因是為了見識古畫中鷹的雄姿，清楚鷹的生活動態。61金勤伯的花

鳥畫之所以生動傳神，是從生活上的觀察默記而來，注重實際上的生活體驗，講

求實事求是的作學問態度。由實物到古代繪畫，相互印證，再融會貫通。 

生於動亂中國，在戰火硝煙之外，金勤伯由生物學走進繪畫領域，而表弟王

世襄則由研究古畫中的家具，如宋人蘇漢臣《秋庭嬰戲圖》中的漆木製坐墩，宋

人《西園雅集圖》中的扶手椅，宋人《宮沼納涼圖》中的桌，遼壁墓中的坐墩等，

                                                                                                                                            
以校風開通、思想前進聞名。滬江大學雖說是國內最早實行男女同校的，但校園生活比較拘謹，
燕大卻更為自由。當年不知哪裡的好事者用一般女同學的觀點，編了一首打油詩，諷刺北方高
等學府道：『北大老，師大窮；清華、燕京好通融。』『通融』在什麼地方？不在貴族家世和名
門豪富。據我個人的觀察，校園裡的氣氛倒是以『洋派』最為突顯。燕大的千把學生在這一點
上大體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夏威夷來的僑生，他們根本是美國的子民，一個個身穿牛皮夾克，
口操道地美語；一是家在廣州、福州、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的摩登子弟，習慣華洋雜處，西
裝筆挺，英語呱呱；最後才數土生土長的北地兒女，他們一天到晚長袍馬褂，是不折不扣的土
豹子形象，事實上其中也不乏藏龍臥虎之士，比如中學讀過『北京美國學校』（Peking American 

School）的…」。參見喬治高，〈記羅氏兄妹──康有為的外孫和外孫女〉，台北，《中國時報人
間副刊》，2005 年 2 月 12 日。來自上海的金勤伯，應該是屬於第二類英語呱呱的摩登子弟。 

58
 2005 年 4 月 17 日凌晨三點，筆者越洋電話採訪住在美國加州洛杉磯的金保和先生。 

59
 王世襄，〈飯館對聯〉，《錦灰堆（則例、書畫一絲不苟、天馬行空的文物魅力）》，台北，未來
書城，2004 年，頁 252。 

60
 李輝，《王世襄》，香港，三聯書店，2003 年，頁 43。 

61
 王世襄還記得當年在美僑學校時，一段與鷹有關的小插曲：「記得 1932 年在美僑學校讀書時，
校長請來一位美國鳥類專家作演講，題目是『華北的鳥』，講到了大鷹。講後我提問：鷹吃了
他不能消化的毛怎麼辦？養鷹為什麼要餵牠吃一些不能消化的東西來代替毛？他因聞所未
聞，而瞠然不知所以對。」原來王世襄經由養鷹的經驗，知道鷹吃獵物時，連皮毛一起吞噬，
羽毛不能消化，也不能排泄，最後只好在膆、腸裡緊成一團吐出。早在東漢許慎編撰《說文解
字》，到宋朝的科學家沈括都注意到這一個現象。北京的養家們都知道，在餵鷹時一定要特地
加上類似羽毛功能一樣的線麻。參見李輝，《王世襄》，香港，三聯書店，2003 年，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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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溯明式家具的源流，一路走入精美的明式家具中。1949 年之後，雖然他們分

居兩岸，卻都在各自的領域上享有盛名。 

在花鳥寫生方面，于非闇的寫生觀念對金勤伯影響甚大，于氏曾說： 

我在中期寫生，一方面務求物象的真實，一方面務求筆致的統一。有時強

調了筆致，就與物象有了距離，如畫花畫枝葉畫枝幹，總是用熟習了的一

種筆法去描寫，對於「骨法用筆」好像是做到了，對於「應物象形」卻差

的很多。有時忠實於物象，卻忘了提煉用筆，例如畫禽鳥，毛和羽一樣的

刻畫工緻，對於鬆毛密羽，一律相待，不加區別，所畫禽鳥，十九形成呆

鳥，不夠生動，並且毫無筆致。因此我更加觀察（包括生物與古典名作），

更加練習。近期寫生，就寫生來說，我把觀察的時間加長。例如，牡丹開

時，我先選擇一株，從花朵含苞未開起，每隔一日即去觀察一次。一直到

這株牡丹將謝為止。觀察的方法從根到梢，看他整體的姿態，大概到第四

次時，他的形象神情，完全可以搜入我的腕底了。62
  

早在北平燕京大學生物系時期，金勤伯就曾為一位外國教授畫了一本名為

《華北的鳥》著作，書中一共畫了六十餘種禽鳥，研究各種鳥類的結構、組織、

形態、動作，而為了將標本表現得栩栩如生，甚至細數精算禽鳥身上一根根的羽

毛，這是金勤伯第一次在非展覽時期，藉由繪畫獲得不錯的報酬，也是他能在花

鳥畫上寫形神似的證明。63五代時的黃筌就曾以寫生圖卷來教導其子，金勤伯此

書的寫生精神可相互媲美。 

金勤伯善用線條來提煉自然現象，組成規律化和定型化的圖案紋樣，不管是

工筆畫或寫意畫，他都能掌握線條的輕重剛柔、長短粗細、濃淡乾濕、虛實收放

等特質，構成了畫面的裝飾美，產生了律動感。《玉堂富貴》（圖 4），1974 年作。

款識：「玉堂富貴」，年∕名款：「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十月吳興金勤伯畫」，鈐印：

「金開業印、繼藕、中華民國國立歷史博物館收藏」。這幅紅色的牡丹花，搭配

成雙入對的白頭翁，畫中隱含「富貴到白頭」。牡丹色艷香妍，枝葉富麗，三月

生蕾開花，花期相當長，在眾花開盡後，仍然一枝獨香，人謂：「百花開盡牡丹

香」，有「花中之王」的稱號。牡丹原產於中國，唐朝時已經名滿天下，傳說武

則天曾因它不肯配合眾花開放，憤而將其移往洛陽，所以今日洛陽的牡丹花最

多，香傳十里。金勤伯是畫牡丹的高手，筆下的牡丹，艷而不俗，曲盡其態。 

                                                 
62

 許禮平主編，《于非闇特集》，香港，翰墨軒，1991 年，頁 100。 
63

 楚國仁，〈才情早發藝事精‧量少質佳善珍藏〉，《典藏古美術》150 期，2005 年 3 月，台北，
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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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畫的不同表現形式，從大幅的幛壁、中堂，小幅的冊頁、扇面，都是為

了適應不同需要的構圖裝飾風而產生的： 

散點透視的創造，更為裝飾風的構圖開闢了廣闊的活動餘地。中國畫構圖

一般是運用散點透視的表現手法，採平面佈局的構圖處理；在平面佈局中

又很強調賓主、虛實、呼應、開合等這些構圖的法則，也就是「疏密」、「大

空小空」、「繁簡」等問題；中國畫論之所謂「密處密」、「疏處疏」、「不齊

而齊」，以及「不齊弧三角」等，都與構圖的裝飾要求有關。64
 

帶有構圖裝飾風的《花鳥冊頁》（圖 5），畫面採由右下向左上斜出式的構圖，

竹葉的疏密，小菊花的陪襯，空間的留白處理，提供了一黃一黑的小雛雞優游的

天地，這都是金勤伯在構圖上裝飾風的表現。 

分析解構金勤伯的花鳥畫，他喜歡採用上下左右平衡對稱的構圖方式，呈現

畫面四平八穩的格局，一方面是他內蘊的東方哲學思想，另一方面是他受西方點

線面構圖的影響，「所有的元素都放在一個準確的位置上，而且還有依對立原則

的結構」。65就如康丁斯基用點、線或幾何形等抽象符號，無非是在表達內心乃

至潛意識對宇宙萬物的一種綜合感覺。66金勤伯的花鳥畫具有點線之美，符合中

國繪畫中「點線結構」組成的藝術形象，能直接擔負起表達「審美情感」的美學

功能。67
 

金勤伯到臺灣來之後，由於氣候的關係，臺灣幾乎不產牡丹，他將觀察寫生

的對象投注在到處可見的荷花，看他所遺留的眾多畫稿，對荷花各式各樣姿態的

描繪下極大的工夫，所以筆下的荷花都能躍然紙上。分析他的花鳥畫，傅色積墨

氣息得自唐人的敦厚，功力見宋畫的精密，能夠勤習苦練，學古卻能不泥古，創

新又不踰矩，酌古斟今，所以能夠推陳出新。對金勤伯不熟的人，大多以為他的

畫仿古居多，缺少寫生，其實這是不公允的。 

具有中國傳統繪畫線條特徵的金勤伯花鳥畫，顏色鮮明，墨氣沉厚，氣韻奇

古，筆法細緻，形象精確傳神，是當代臺灣院體花鳥畫的集大成者。1960 年代

中期，正是台灣抽象水墨畫風起雲湧的年代，受過西方教育，曾在美國擔任交換

教授的金勤伯，也提出他的看法。 

1967 年 8 月，在一項以「國畫的風格要變？」為題的研討座談中，金勤伯

                                                 
64

 陳兆復，《中國畫的研究》，台北，丹青圖書，1988 年，頁 175。 
65

 康定斯基著，吳瑪俐譯，《點線面》，台北，藝術家，2000 年，頁 113。 
66

 曾肅良，《傳統與創新》，台北，三藝文化，2002 年，頁 9。 
67

 徐書城，《繪畫美學》，台北，五南圖書，1993 年，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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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精闢的意見： 

我不反對目前一般年輕畫家對國畫風格的新途徑，但是，我記得多年以

前，我的老師國畫大師陳師曾所說過的話：「國畫的風格要變，絕對不能

脫離中國畫的範疇，也不能拋棄中國畫的優良傳統，例如水墨的趣味，用

筆的法則等等。」所以中國畫風的變，嚴格的說來，不如說是個人畫風的

建立，張大千近年的作品，可說是畫風變得最成功的一個，他在國畫基礎

上，吸收了新觀念，而創立新的個人風格。至於一些新派畫家的變，既已

脫離了中國畫的傳統精神，有些更蔑視著舊有的優良傳統，他們的作品，

我雖不反對，但認為不必用國畫之名，可以改用其他名字，如水墨畫等等

即可，因為如用國畫之名，就不能完全無視國畫固有的精神與法則。68
 

傅抱石（1904-1965）主張：中國畫無論山水、人物、花鳥的技法，實際上

就是用筆用墨的獨特方法，這是歷代繪畫大師在繼承前人的經驗基礎上，經過自

己的創造經驗的積累而成的。69「有規矩使能成方圓」，用筆用墨的方法就是中

國畫的規矩。這些看來簡單的道理，實踐起來卻並不那麼容易。一條衣紋，一片

花葉，一個山頭，要達到如意的墨色效果，絕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須長期鍛鍊，

不斷實踐，掌握用筆用墨的基本功，才能達到超像立形，依形造境，因境傳神，

達於心物交融，形神互映的境界。70金勤伯與傅抱石都強調「有筆有墨」的繪畫

美學觀。 

工筆帶寫意的《湖間翠鳥》（圖 6），款識：「勤伯寫生」，鈐印：「金、吳興

金勤伯七十以後作」。據此推測，應該是 1980 年以後所作。翠鳥又名魚狗、水狗、

魚虎、翠碧鳥等，大多居住在池沼河湖附近的樹林間，等待魚類浮游水面而捕食，

屬鳴禽鳥類。金勤伯畫翠鳥必單棲或飛，門生喻仲林說：「翠鳥若成雙，將爭鬥

不已，故以單」。71或許此言來自擁有生物學碩士，熟諳禽鳥習性的金勤伯當年

教諭。此畫翠鳥以工筆為之，配以沒骨法的水草，水分飽滿，遠近疏密相依，有

筆有墨，典雅而有韻致。 

由於個性偏好及家學淵源，金勤伯無論花鳥、山水、人物各科，都維持一貫

的典雅、嚴謹面貌，這也是他在藝術創作個人風格建立的底蘊，但他並不反對國

                                                 
68

 熊宜敬，〈工寫自如意清新，淡泊謙沖胸襟廣〉，《典藏古美術》150 期，2005 年 3 月，台北，
頁 89。 

69
 伍霖生編錄，《傅抱石畫論》，台北，藝術圖書，1991 年，頁 19。 

70
 伍霖生編錄，《傅抱石畫論》，台北，藝術圖書，1991 年，頁 19。 

71
 喻仲林繪、陳瓊花撰文，《喻仲林工筆畫稿──翎毛畫入門》，台北，藝術圖書，1990 年，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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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創新，只是主張絕不能脫離「書畫同源」的主軸，例如民國時期畫家豐子愷那

般描繪民間風情，新穎又富筆墨趣味的風格，金勤伯認為是可以嘗試的途徑。在

1973 年 12 月《藝壇》上有一篇金勤伯的口述更具體的說道： 

我不反對今日許多人所倡言的變革，但像劉國松所用的方法，我以為只能

說它是版畫與裝飾畫的合流，卻不能稱為「國畫」，是版畫與裝飾畫的融

合求新，但不是國畫的創新，因為他早已脫離中國繪畫「書畫同源」的用

筆趣味了，真正改變國畫風格，我以為可以從二方面著手；一是像民初畫

家豐子愷，用筆描繪民間實際人物風情、衣食住行等，風格新穎，又富筆

墨趣味。二是擴展五墨六彩的領域，適當應用現代各種顏料，增加畫面的

趣味，當然，此點很難，偶一不當，或太艷或太野，均會降低意境。72
 

幼承家學的金勤伯，深懂得用墨之道，乘船渡海來台時，帶了許多質量俱佳

的墨、硯台、紙、筆、書畫、古董收藏，他的筆大多使用李福壽的毛筆，73後來

因為母親住在香港的緣故，他有空就往香港探視母親，每次都帶李福壽的毛筆回

來，74品質不佳的劣墨他絕對不用。 

重視筆墨的金勤伯，對繪畫媒材的筆、墨、紙和硯等的要求甚嚴，金保和說：

「父親繪畫的用紙上都用從大陸帶來的老紙，寫意畫大多使用生宣紙，工筆畫大

多使用熟紙，很少使用棉紙」。75老紙經過時間的空氣滲透，畫起來容易上手，

價格也較貴，是許多畫家夢寐以求的好紙。「棉紙較粗糙，不適合畫精工細緻的

工筆畫」，76黃光男教授說：「金老師對紙十分講究，大多用品質很好的日本紙，

                                                 
72

 熊宜敬，〈工寫自如意清新，淡泊謙沖胸襟廣〉，《典藏古美術》150 期，2005 年 3 月，台北，
頁 93。 

73「舞文弄墨」的人都知道「南羊北狼」。所謂「南羊」是代表南方風格的羊毫筆，主要用來寫
字；「北狼」是專供作畫的北方狼毫筆。明清時期，北京就是政治文化中心，各地著名的書畫
高手雲集北京，代表不同畫風的流派對毛筆提出不同的要求。這樣，僅用羊毫作畫就很不夠了，
因此，逐步形成了具有獨特風格的北京毛筆。在北京毛筆的競爭中，「李福壽」算是佼佼者。
清末民初，李福壽的父親在北京騾馬市大街開設了一間製筆小作坊，俗稱「水筆屋子」。1906

年，他生了個兒子，取名星三，號福壽，於是便把小作坊取名為「李福壽筆莊」。李福壽長大
後繼承父業，潛心鑽研製筆技術。1925 年，他結識了著名畫家金北樓、湯定之、齊白石等。
他們把日本鳩居堂所製的筆交給李福壽作試製參考。李福壽根據畫家提出的要求反復鑽研、試
製出來，經畫家鑒定，基本合乎要求，買主盈門。為了滿足工筆、寫意等不同風格畫家的要求，
李福壽四處奔波，查資料、改工藝，借鑒其他毛筆之長，逐步摸索，並改變了筆胎的襯墊方法
和原料配比，終於試製成了柳葉狀書畫筆。畫家管平湖擅長人物畫，他特意設計了衣紋畫筆，
並為花卉名家李鶴、陳平湖設計制作了白雲筆，還有根據名家命名的筆，如「白石寫意」、「馬
晉畫筆」等。李福壽刻苦鑽研技術，廣泛聽取畫家的意見，不斷加以改進，頗受畫家歡迎，筆
莊的生意日益火紅，「李福壽」的商標也就隨之形成。從此，「李福壽」不再是個人畫筆的代稱。
參見 2010年 8月 2日華夏經緯網 http://big5.china.com.cn/culture/minsu/2010-08/02/content_2061 

9962.htm，資料來源：《北京日報》。 
74

 2005年 3月 21 日，筆者於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圖書館君翁室採訪孫家勤教授。 
75

 2005 年 4 月 17 日凌晨三點，筆者越洋電話採訪住在美國加州洛杉磯的金保和先生。 
76

 2005 年 4 月 21 日，筆者於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館採訪林昌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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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畫寫意用蟬衣宣，畫工筆用熟的礬紙」。77金勤伯明白「蟬衣宣紙薄細膩」，78適

合他精工細膩的花鳥畫風。 

工筆花鳥畫，金勤伯大多畫在熟宣紙或熟絹上，因為熟宣紙或熟絹對水分不

暈不透，濃淡乾濕可以揮灑自如，適合一層層的塗染，有精緻秀雅的味道。絹的

特性，容易吸水，吸水後又不容易暈開，正符合工筆畫細緻的繪畫風格。寫意花

鳥則大多畫在生宣紙上，生宣紙對水份的滲透暈化作用佳，一筆多色，墨色的濕

枯濃淡變化豐富。「宣紙的特點是潔白柔韌、表面平滑、受墨性好，遂逐步成為

名紙。宣紙之所以好，在於製作時精工細作」。79
 

金勤伯利用紙絹的底子是最明亮的白色，墨是最暗的顏色，在畫面上產生強

烈的黑白對比，而工筆畫則在勾勒的線條間敷塗色彩；寫意畫，有時藉墨與色來

相配，營造所欲達成的效果。他在媒材的選擇上，以適合畫作本身所欲表現的氛

圍為考量因素。 

梁元帝蕭繹〈山水松石格〉有「高墨猶綠，下墨猶赭」80的說法，家境富裕

的金勤伯都選用墨中加上麝香、冰片等中藥材呈色猶綠的松煙墨，金保和說：「父

親喜歡用松煙墨，且都是用從大陸帶來的上等墨，那時臺灣的墨品質不好，所以

根本不能用，後來也用日本墨」。81黃光男說：「金勤伯老師的工筆畫常用藏青色

的松煙墨，墨是可以吃的，他畫細的毛髮、翎毛等常常加上膠水，如果沒有好的

膠水，他建議加上口水，這是他畫工筆畫時十分注重的小細節」。82
 

黃光男還說：「金勤伯老師畫畫一定用現磨的墨，不用墨汁，因為墨汁會夾

壞筆毛，還有他用顏料一定調淡墨，他認為如此才具有畫的韻味」。83金勤伯的

花鳥畫深諳墨與色彩的對比諧和問題，也重視到墨與顏料材質上的良窳問題，深

信一幅好畫也必定要有好的墨與顏料。他的花鳥畫不僅繼承了宋代院體畫的精緻

嚴謹風格，也承襲了宋代院體畫墨與色彩材料上的用心。 

 

五、 結論 

美國研究中國藝術史的學者高居翰（James Cahill,1926-）博士說：「宋代花

                                                 
77

 2005 年 4 月 15 日，筆者於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館採訪黃光男教授。 
78

 侯吉諒、王國財，《畫品與紙品》，台北，未來書城，2003 年，頁 29。 
79

 潘吉星，《中國造紙史話》，北京，商務出版社，1998 年，頁 83。 
80

 （梁）梁元帝，〈山水松石格〉，收入楊家駱主編，《南朝唐五代人畫學論著》，台北，世界書
局，1962 年，頁 47。 

81
 2005年 4月 17 日凌晨三點，筆者越洋電話採訪住在美國加州洛杉磯的金保和。 

82
 2005年 4月 15 日，筆者於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館採訪黃光男教授。 

83
 2005 年 4 月 1 日，筆者於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館採訪黃光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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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畫所出現的自然清澈而透明；一種完美感達到了理想，這種玲瓏剔透的現象都

緊緊源自自然，但是畫家用這樣絕對的信心來安排他們，以至於使它們產生了本

身獨立存在的價值」。84筆墨的好壞是評斷中國繪畫等第高低的重要指標，金勤

伯在繪畫筆法上，揭示了傳統水墨畫的一貫精神，強調了筆墨的重要性。 

    金勤伯花鳥畫的藝術表現形式，既寫實又寫意，有宋代院體畫家，全心全意

作畫，工作嚴謹，態度真摯的繪畫創作精神。無論在構圖、造形與色彩等繪畫技

巧方面，都達到高明又精緻的層次，與宋代院體花鳥畫的成就，互相輝映。他的

畫除了有宋代花鳥畫精確客觀的風格外，另有他高度的文人古漢學修養，以詩詞

或個人情意入畫的主觀性「士氣」表現。 

對工筆花鳥畫的製作極為嚴謹的金勤伯，每一幅畫都是精心設計、精心構

思、寫生默記而來。不僅是生物碩士的背景，同時他無師自通又有設計的才情。

周澄說：「金勤伯的話不多，修養很好，我因為當評審的緣故，和他很熟，他在

美國羅德島設計學院就是教設計的」。85一個人一生擁有一項專長就十分令人艷

羨，而金勤伯卻有英語、生物學、繪畫、設計、古董鑑賞、古典文學、顏料製作

等才學，以「現代才子」相稱並不為過。 

院體工筆花鳥畫在文人畫盛行之後，被視為吃力不討好，「民初年以來，中

國畫壇崇尚寫意，輕視工筆。工筆花鳥畫，普遍受到冷遇，逐漸式微」。86金勤

伯卻在大伯父金城的帶領之下，以八十年的生命在這股逆流之下，專攻工筆花鳥

畫，潛心鑽研，努力不懈的創作，毫無意闌興倦，終於創造出自己獨特的風格來，

而成為一代大師。他的工筆花鳥畫，以容納百川的方式，從摹古中保有了諸多傳

統的技法；從寫生中開創許多新局；從學貫中西飽讀詩書中，立下現代新文人畫

的典範。 

石濤《苦瓜和尚畫語錄‧變化章第三》主張：「古者，識之具也。化者，識其

具而弗為也。具古以化，未見夫人也。嘗憾其泥古不化者，是識拘之也。識拘於

似則廣，故君子惟借古以開今也」。石濤論述繪畫要師古以化，古人的經驗，是

今人認知的憑藉。所謂變化，就是懂得古人的經驗後而不去死守它。通達古法而

又能變化運用的人，比較少見；泥古不化的人不少見，這些人令人遺憾，他們的

識見局限了自己。如果識見僅局限於相似的摹仿，那就會得不到拓展，所以真正

                                                 
84

 高居翰著，李渝譯，《中國繪畫史》，台北，雄獅圖書，1984 年，頁 67。 
85

 2005 年 4 月 8 日，筆者於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鏡秋書屋」畫室採訪周澄教授。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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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識見的人借古旨在開今。87金勤伯對臺灣當今花鳥畫最大的貢獻，即是提供後

學一個「借古以開今」的機會，正確了解傳統、現代的真義，然後大膽的去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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