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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初期日本畫的移植、接納與挪用 

 

黃琪惠 

The Transplant, Reception and Appropriation of Japanese Painting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over Taiwan∕Huang, Chi-Hui 

 

摘要 

本文以日治初期成立的「臺灣書畫會」活動為討論中心，探討日本畫移植臺灣的

過程，以及臺灣畫家對日本畫的接納與挪用問題。筆者希望經由本文的研究，能

更深入地認識臺展以前的美術發展，並顯示此時臺灣水墨畫已產生不同於清代臺

灣水墨畫的質變。日治前期臺灣畫家因市場的需求、個人興趣或參選日本展覽會

所需，出現主動學習日本畫的現象。呂璧松與鄭坤五透過畫譜畫冊自學，呂汝濤

跟隨日本畫家學習，王坤泰赴日請益日本畫家。他們的作品顯示模仿或挪用日本

傳統畫派的特色。而年輕一代畫家林玉山早年受到日本畫家的啟蒙，促使他前往

日本川端畫學校選擇日本畫科學習。總之，日治前期臺灣水墨畫家吸收日本畫風

格，進而在作品逐漸產生新的變革。 

 

關鍵字：日治時期臺灣水墨畫、臺灣書畫會、淡水館、日本畫、呂璧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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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27 年，日本統治臺灣經過三十二年後，臺灣教育會在總督府文教局的支

持下，舉辦盛大的「臺灣美術展覽會」（簡稱臺展），這是臺灣首次出現的全臺美

術競賽展。臺展的創立雖然是模仿日本帝展及朝鮮美展的制度，但競賽項目始終

只設立東洋畫與西洋畫兩部門，此作法被認為是主辦單位刻意忽視本地的書畫傳

統。1而東洋畫與西洋畫在官方的主導下，儼然成為臺灣近代美術的主流。第一

回臺展東洋畫部入選者僅有三位臺灣人：陳進（1907-1998）、林玉山

（1907-2004）、郭雪湖（1908-2012），這三位約二十歲的年輕人初次嶄露頭角，

成為後人稱頌的「臺展三少年」。反觀許多的資深畫家包括蔡雪溪（約 1884-1964

後）、李學樵（約 1893-1951後）等人卻意外在臺展競賽中落選，輿論喧騰一時。

民間團體宮比會主動為落選者舉辦作品展，從報紙刊登臺展落選展的會場照片來

看，東洋畫方面包括美人畫、虎畫、山水、達摩等卷軸形式的傳統繪畫題材。2（圖

1）臺展審查員木下靜涯（1887-1988）在會後針對東洋畫部發表審查感想。他標

舉近代日本畫的寫生、寫實的創作觀，反對臨摹畫譜的四君子與達摩題材等趣味

酬作，並對日本傳統流派畫家的作品未能入選臺展提出澄清。3木下靜涯的回應

可謂具體說明臺展東洋畫部的審查原則，反駁外界質疑審查不公的批評聲浪。 

第一回臺展前夕，臨濟宗大悲閣住持高橋醇領在接受臺灣日日新報記者的採

訪，他示範以一氣呵成的筆墨描繪〈達摩〉（圖 2），記者認為他的畫深具禪味的

筆勢。4此畫作與落選展照片中一幅達摩畫類似，可能是高橋醇領的作品。然而

第一回臺展仍見多位日本畫家的傳統繪畫作品入選，例如：武部竹令〈能畫—翁、

猩猩〉、伊坂旭江〈伯牙待成連〉、〈皇澤〉、〈不老長壽〉、鷹取岳陽〈雲嶺晴江圖〉、

後藤樵月〈春の山邊〉等。5可見首回臺展並未完全以寫生觀點取代臨摹的審查

 
1 1919 年帝展設置「日本畫」、「西洋畫」、「雕刻」三部門，1926 年加入「美術工藝」部。1922

年朝鮮展設立三部門，包括四君子及傳統山水的「東洋畫」、「西洋畫及雕刻」、「書」，1924 年

第三部調整為「書及四君子」，1932 年四君子歸類到東洋畫部，書部中止，工藝部取而代之。

五十嵐公一，〈朝鮮美術展覽會創設と書画〉，《美術史論叢》19 号（2003.2），頁 75-80。臺展

於 1927 年由臺灣教育會主辦，至 1936 年為止共舉辦十回，1937 年因中日戰爭爆發而中斷，

1938 年改由總督府文教局主辦，至 1943 年共舉辦六回。這十六回的臺展始終只設立「東洋畫」

與「西洋畫」兩部門。顏娟英，〈營造南國美術殿堂：台灣展傳奇〉，《風景心境：台灣近代美

術文獻導讀（上冊）》（臺北市：雄獅，2001），頁 174-187。 
2 〈宮比會の繪畫展〉，《臺灣日日新報》（1927.11.23），版 2。 
3 木下靜涯，〈東洋畫鑑查雜感〉，《臺灣時報》（1927.11），頁 23-24。 
4 〈台展アトリエ巡り俗塵を外に禪味たつぷりの筆勢南畫＝高橋醇領氏〉，《臺灣日日新報》

（1927.9. 20），版 5。 
5 臺灣日本畫協會編纂，《第一回臺灣美術展覽會圖錄》（臺北市：臺灣日本畫協會，1928），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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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也意味著臺展當局不能忽視日本傳統畫派的勢力，不過這些傳統畫家僅入

選第一回臺展。換言之，1927 年官方主導設立的臺展成為推動傳統書畫與近代

美術消長的關鍵性力量，包括臺灣與日本的傳統畫家都逐漸被摒除在官展的舞臺

之外。 

臺灣在 1895 年以前隸屬於清朝中國的邊陲省份，文化藝術基本上承襲閩

粵、江浙的傳統，擅書畫者包括來臺宦遊或依附商紳階層的文人以及民間畫師，

其中以呂世宜、謝琯樵、林朝英、林覺等人最為知名。6臺灣在成為日本殖民地

以後，不少日本書家與畫家來臺擔任官職或是經商，他們在工作之餘組織書畫團

體，定期聚會交流。在此有必要交代近代日本畫的發展，所謂的日本畫（Nihonga）

涵蓋傳統各流派繪畫的概念用語，是明治以後相對於蓬勃發展的「洋畫」而產生，

其背後反映近代國家體制的確立。日本畫後續分為守護傳統的舊派和主張改革的

新派兩大潮流，前者以日本美術協會代表，即延續江戶以來各流派傳統，承繼中

國「書畫一致」的價值觀，包括南畫與書，後者則是以岡倉天心設立的日本美術

院為大本營，主張積極吸收西洋美術的觀念與技法，目的是為了創造新的傳統美

術。7相較於 1920 年代來臺的日本畫家鄉原古統（1887-1965）與木下靜涯創作

融合西方寫生與寫實觀念的新日本畫，日本統治初期來臺的日本畫家的作品主要

是偏向日本畫舊派。 

這些日本傳統畫家在新派日本畫家主導臺展審查權之後很快地被取代，逐漸

消失在畫壇主流中。他們的作品反映傳統日本畫從引進臺灣、傳佈到被官展排除

的過程。日本繪畫如同其他文化藝術，隨著日本殖民統治臺灣而移入，然而究竟

是什麼樣的日本畫被移植？透過什麼樣的管道或中介者傳入？移植的目的與功

能為何？臺灣畫家對日本畫的接受態度與反應為何？是否受到日本畫風的影

響？1901 年臺北的日本書畫家組成臺灣書畫會，參與會員包括臺北以外地區的

日本書畫家以及少數的臺灣書畫家。臺灣書畫會活動持續至 1910 年代，因此透

過此團體及成員的討論有助於釐清上述的問題。回顧對戰前美術研究的成果，以

日治後期成立的臺展、新美術的西洋畫與東洋畫的研究成果最為豐碩，水墨繪畫

的研究相對比較少。8本文將以臺灣書畫會活動為討論中心，探討日治初期日本

 
標明頁數。 

6 林柏亭，〈三位傑出的畫家〉，《明清時代台灣書畫》（臺北市：文建會，1984），頁 436-440。 
7 關於近代日本畫的新派與舊派分析，請參考：佐藤道信，〈日本画の誕生：つくられた近代日本

画“正史”〉，佐藤道信編集，《日本の近代美術 2 日本画の誕生》（東京都：株式會社大月書店，

1993），頁 5-16。 
8 王耀庭，〈日治時期臺灣水墨繪畫的「漢與和」〉，臺灣創價學會藝文中心執行委員會企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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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移植臺灣的過程，以及臺灣畫家對日本畫的接納問題，希望對臺展以前的美術

發展能有更深入的認識，並由此顯示日治前期臺灣水墨畫已逐漸產生不同於清領

時期的質變。                                                                                                                                                                                                                                                                                                                                                                                                                                                                                                                                                                                                                                                                                                                                                                                                                                                                                                                                                                                                                                                                                                                                                                                                                                                                                                                                                                                                                                                                                                                                                                          

 

二、淡水館月例會與臺灣書畫會 

1895 年 6 月 17 日臺灣總督府舉行始政式，日本正式展開對臺灣的殖民統治。

總督府初期為統治建設與經濟發展的需要，積極向日本國內徵聘各類公職人員，

隨軍來臺的人員不久也轉任官吏。民間企業家及一般民眾為了國家及個人開創新

的機會，陸續移住臺灣。對初期來臺的日本人來說，除了面對臺灣人反抗的不安

局勢外，如何適應臺灣的生活環境並順利執行工作任務，以及滿足懷鄉的精神慰

藉，遂成為他們急需解決的問題。初期來臺日人透過群體的聯誼活動產生的連帶

感情，幫助其克服面臨的困境，如臺北日人成立各種不同性質的「會」，包括同

鄉、同校、同業、文藝同好會等。9學者顏杏如認為「縣人會」的成立，主要是

幫助來臺日人在「外地」臺灣創造思念「內地」故鄉的空間，具有保持與內地故

鄉連結的功能，同時兼具在臺灣紮根並打造故鄉的機制。10這些由日人組織包括

書畫會在內的團體，對日本傳統文化與生活習慣移植臺灣，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一）淡水館月例會活動 

在臺日人組成的團體最初經常在淡水館舉行。淡水館前身為清代的東瀛書

院，1895 年 12 月總督府改建為臺北文武官員的娛樂場所，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

紀（1837-1922）取「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意，命名為「淡水館」。1898 年 1 月淡

水館開放作為官紳市民的集會與娛樂場所。11根據淡水館制定的規約，包括設立

幹事等職員，並採會費制，會員主要為官員與民間的有力人士，不過與會員同行

者也可入館。淡水館內部多達三十餘室的空間，包括理髮、浴場、桌球、撞球、

圍棋、射弓、擊劍、庭院等日常生活及娛樂設備，可提供團體舉辦聚會、表演、

 
治時期臺灣官辦美展（1927-1943）圖錄與論文集》（臺北市：勤宣文教基金會，2010），頁 98-124。

黃琪惠，《日治時期台灣傳統繪畫與近代美術潮流的衝擊》（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

所博士論文，2012）。 
9 〈臺北の「會」（一）-（九）〉，《臺灣日日新報》（1909.3.18-21、24、26、28、31、4.6），版 5。 
10 顏杏如，〈流轉的故鄉之影：殖民地經驗下在台日人的故鄉意識、建構與轉折〉，收於若林正

丈、松永正義、薛化元主編，《跨域青年學者台灣史研究論集》（臺北縣：稻香出版社，2008），

頁 173-187。 
11 原房助編，《臺灣大年表》（臺北市：編者，1925），頁 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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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會、住宿等用途。1901 年 1 月具有圖書館性質的「臺灣文庫」也在此設立。
12
由

此可見，淡水館提供臺北官民的多功能服務，屬於中上階層日本人的社交娛樂機

構。 

1899 年淡水館開始固定舉辦月例會，主要為日本傳統藝能、樂曲、說唱、

戲劇的表演，包括落語、講談、淨瑠璃、歌舞伎、手踊、三番叟、三味線等餘興

節目。主辦單位邀請臺北座、十字館的表演人士或藝妓前來演。這些表演的出席

人數相當踴躍，動輒吸引數百人觀賞，官方媒體記者也至此報導活動的狀況。這

些日本傳統藝能主要用來慰藉來自日本各地人士的鄉愁，成為淡水館最受歡迎的

活動項目之一。表演節目偶爾加入日人眼中的臺灣景觀元素，如以臺灣淡水、劍

潭神社為背景的「高砂踊」。13淡水館月例會不定時舉辦擊劍、桌球、撞球、圍

棋、大弓的競技比賽，或是放映電影。14不過月例會的表演節目因出入份子日趨

複雜而發生打人、猥褻事件或賄賂的問題，引起不少輿論的批評。151902 年 5 月，

月例會的餘興活動因流行病而中止三個月，直到 8 月才恢復活動。161904 年 4 月

的月例會因應日俄戰爭而改辦「日露戰爭幻燈會」，並停止餘興表演節目。171906

年 5 月，淡水館因建築老舊導致的倒塌危險而關閉，6 月起正式停用。不久淡水

館因市區改正的道路鋪設計畫而被迫拆毀，18淡水館從此走入歷史。 

 淡水館何時開始舉行書畫展？1900年 3月 15日總督兒玉源太郎（1852-1906）

在淡水館舉辦「揚文會」，招待全臺文人七十餘名，包括臺北李秉鈞、臺南蔡國

琳、臺中莊士勳、宜蘭李望洋等人。19（圖 3）總督當局規劃參訪的行程包括軍

艦、醫院、學校，郵便電信局、砲兵工廠等近代設施，並安排他們觀賞淡水館的

 
12 〈淡水館規約〉，《臺灣新報》（1898.1.28），版 4。〈淡水館〉，《臺灣日日新報》（1898.10.22），

版 2。〈淡水館〉，《臺灣商報》（1900.8.21），版 5。原房助編，《臺灣大年表》，頁 42。 
13 〈淡水館月例會餘興評〉，《臺灣日日新報》（1899.7.4），版 5；（8.29），版 5；（10.4），版 5；（11.14），

版 5；（1900.1.23），版 5。（2.27），版 5；（3.27），版 5；（4.24），版 5。〈淡水館月例會餘興素

人評〉，《臺灣日日新報》（1900.5.22），版 5。〈淡水館月例會の素人評〉，《臺灣商報》（1900.3.30），

版 5。〈淡水館月例會評〉，《臺灣商報》（1900.4.27），版 5；（6.2），版 5。〈淡水館月例會餘興〉，

《臺灣商報》（1900.7.16），版 5。〈淡水館月例會〉，《臺灣日日新報》（1900.9.10），版 4。 
14 〈淡水館月例會概評〉，《臺灣日日新報》（1899.12.20），版 5。〈淡水館月例會〉，《臺灣商報》

（1900.6.24），版 5。〈淡水館玉突競技會〉，《臺灣日日新報》（1903.7.28），版 5。 
15 〈淡水館の失禮〉，《臺灣商報》（1900.11.24），版 1。〈淡水館の腐敗〉，《臺灣商報》（1900.12.18），

版 4。〈淡水館の惡弊〉，《臺報》（1901.5.22），版 3。 
16 〈淡水館月例會餘興の中止〉，《臺灣日日新報》（1902.5.13），版 5。〈淡水館月例會餘興番組〉，

《臺灣日日新報》（1902.8.7 日），版 5。 
17 〈淡水館月例會幻燈〉，《臺灣日日新報》（1904.4.20），版 5。 
18 井出季和太；黃富三、李翠萍編，《興味の臺灣史話》（復刻版，臺北市：南天書局，1997 ），

頁 206-207。 
19 〈揚文會式〉，《臺灣日日新報》（1900.3.16），版 3。〈揚文會餘聞數件〉，《臺灣日日新報》

（1900.3.17），版 2。臺灣總督府，《臺灣揚文會策議》（臺北：臺灣總督府，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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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畫展覽會。淡水館展出的書畫主要為江戶時代各流派的繪畫，包括總督在內的

日本官員及民間人士提供他們的收藏展出。彰化詩人吳德功（1850-1924）在觀

賞完畢後給予好評，並對西廂陳列的數十幅古今工筆或寫意畫作，認為是「各盡

其妙，皆裱綾錦，毫無失真，是善藏書畫之人」。20可見總督府透過籠絡臺灣士

紳的參訪活動，作為文明教化的手段，企圖藉由日本書畫的收藏展示，展現日本

官紳的書畫素養與鑑藏品味，顯示文化懷柔的政治性目的。兒玉源太郎本身喜好

金石書畫，臺灣紳商辜顯榮（1866-1937）、李春生（1838-1924）等人拜訪總督

時，致贈洪以南（1871-1927）四幅蘭竹水墨而獲得讚賞。21此時書畫展尚未納入

淡水館的常態性活動，不過在淡水館任職也是臺灣商報主編的戶水汪，在《臺灣

商報》介紹在臺日人的書畫收藏故事。22由此顯示日本傳統書畫也隨著日人帶進

臺灣，經由展覽或報紙媒體的報導方式呈現。 

1901 年 2 月淡水館月例會開始舉辦古書畫展覽與茶道活動，古書畫展仍為

日本官紳與民間企業人士提供江戶時代的書畫藏品，以各流派繪畫為主，其中少

數為中國明、清朝代作品。23淡水館展出書畫的同時，並舉辦插花及茶道活動，

這是由再度來臺居住淡水館的佐橋冠左主辦，他本身為松尾流茶道與真道流的插

花專家。24書畫展與茶道活動相較於夜間餘興的熱鬧表演，是屬於清雅靜態的活

動性質，這或許是淡水館因應外界的批評而增設的展覽活動項目。學者張隆志從

跨國歷史觀點認為日治初期淡水館活動，除了呈現殖民地文化政治史的多重面向

外，在具有文明展示與殖民統治、科技引介與商業娛樂、知識傳播與社會啟蒙等

各類型活動中，牽涉不同人群、事物與觀念的跨界流動過程，以及其具體空間內

涵、關係網絡和歷史效應。25由此角度來看，定期在淡水館活動的「臺灣書畫會」，

可說是藉此空間進行日本書畫藝術的移植。 

 

（二）臺灣書畫會成立與主要會員 

 
20 〈書畫展覽會の素人評〉，《臺灣日日新報》（1900.03.24），版 5。吳德功，〈觀光日記〉，《台灣

遊記》（復刻版，臺北市：臺灣銀行，1960），頁 34-35。 
21 《臺灣新報》（1898.4.10），版 1。《臺灣日日新報》（1901.1.19），版 2；（1.24），版 4。 
22 〈骨董店〉，《臺灣商報》（1900.2.17），版 4；（3.25），版 4；（4.30），版 4；（8.1），版 4；（8.27），

版 4；（10.1），版 4。（1901.1.13），版 4。 
23 〈淡水館の古書畫展覽と呈茶〉，《臺灣日日新報》（1901.2.26），版 5。〈月例會の模樣〉，《臺

灣日日新報》（1901.3.19），版 4。 
24 〈師匠訪問：佐橋冠左〉，《臺報》（1901.6.7、20），版 5。 
25 張隆志，〈跨國主義與台灣近代史研究：日治初期台灣殖民文化史的再思考〉，收於王宏仁、

郭佩宜主編，《流轉跨界：跨國的台灣.台灣的跨國》（臺北市：中研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

專題中心，2009），頁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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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 年 3 月臺北的十餘位日本書畫家組織臺灣書畫會，該會採取每月收費

制的方式募集會員，並固定在淡水館舉行書畫展，然後抽籤分配給會員。26日本

統治初期官員具備漢詩人身分者相當多，包括石川柳城、安江五溪、館森袖海、

籾山衣洲、草場金台、木下大東、中瀨溫岳、鹽川一堂等人。他們經由玉山吟社、

四春園雅集等雅宴課題活動，與臺灣士紳進行詩書畫的交流。27日本書畫家舉辦

詩社雅集，也希望成立書畫團體。1901 年 5 月初臺灣書畫會在淡水館展出會員

七十餘幅作品，包括川田墨鳳〈月ケ瀨の梅〉、狩野永讓〈雲龍〉、武部竹令〈道

成寺〉、〈老松に蟬〉、鈴木羊石〈秋草に月〉、三木春暉〈荒磯の圖〉、上田稻香

〈雨中の嵐山〉，還有須賀蓬城、片寄南峰、戶田翠香、小野田三逕的書法作品。

28臺灣書畫會員究竟包括哪些書畫家？由於臺灣書畫會成立之初會員主要為官

員，他們因工作異動返回日本，或後續增加新的會員，因此會員名單時有變動。

1902 年 7 月臺灣文藝雜誌對臺灣書畫會的介紹名單，書家包括戶田翠香、小野

田三逕、片寄南峰、桂九臯、都築法弼、草場金台、藤崎紫海、木下大東、籾山

衣洲、須賀蓬城，畫家則標示所屬的畫派，包括南畫的岩代朴堂、原田泉石、鹽

川一堂、鈴木柳處、鈴木小葩，四條派的川田墨鳳、三浦停雲、須賀蓬城、鈴木

羊石，狩野派的狩野永讓、岸派的吉富春園、吳春派的武部竹令。29這則報導有

助於我們了解當時臺灣書畫會所屬畫家的派別及畫風。其中較受媒體關注的畫家

是鹽川一堂、川田墨鳳、狩野永讓、須賀蓬城、武部竹令。30  

鹽川一堂 1895 年冬來臺，1902 年離開臺灣。他是京都知名日本畫家鹽川文

麟（1801-1877）之子，名文鵬，四條派出身。鹽川一堂來臺以前曾寓居上海賣

畫八年，與胡公壽、張子祥交流，並學習文人畫。來臺期間他接受殖產部的委託，

寫生臺灣的草木昆蟲。31他除了參加臺灣書畫會活動外，與北投龜本松濤、翻譯

官藤田排雲等中國通或文人墨客往來。1901 年在他在淡水館舉行結婚宴會。

321910 至 1911 年他再度來臺，居住北投松濤園，揮毫賣畫。33川田墨鳳本名高之

 
26 〈臺灣書畫會〉，《臺灣日日新報》（1901.3.21），版 5。 
27 楊永彬，〈日本領台初期日台官紳詩文唱和〉，收於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台灣重層近代化

論文集》（臺北市：播種者文化，2000），頁 105-162。 
28 〈臺灣書畫展覽會〉，《臺報》（1901.5.12），版 5。 
29 〈臺灣書畫會〉，《臺灣文藝》4（1902.7），頁 35-36。 
30 才造，〈臺北の畫家〉，《臺灣文藝》4（1902.7），頁 8-9。 
31 〈近く追薦會を開かれる故鹽川文鵬畫伯の逸話（上）（中）（下）〉，《臺灣日日新報》

（1925.11.15-17），版 2。 
32 〈鹽川一堂〉，《臺灣商報》（1900.9.5），版 5。《臺灣日日新報》（1898.1.13），版漢 4；（1901.6.26），

版 4；（1902.4.8），版漢 4；（7.30），版 5；（11.2），版 2；（11.11），版 2；（12.12），版 1。尾崎

秀真，〈臺灣四十年史話（二六）南菜園（中）〉，《臺灣時報》（1937.5），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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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師事四條派的望月金鳳（1846-1915）。1893 至 1895 年間川田墨鳳參加舊派

的日本美術協會展，也在日本青年繪畫協會中展出。341896 年他來臺任職，先後

擔任臺灣土地調查局、鐵道部總務課、工業講習所等職務，直到 1919 年為止，

次年旅遊中國後返回日本。35長期在臺工作的川田墨鳳，指導弟子為數眾多，門

生野間口墨華等人發起組織「畫聲會」。36野間口墨華在臺展開辦後，作品多次

入選臺展，並加入木下靜涯發起的臺灣日本畫協會。狩野永讓（1865-1914）出

身京狩野，字儀三郎，為狩野永祥（1810-1886）的養子。37狩野永讓於 1899 年

12 月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招募「技手」人才之際來臺，1901 年任職於該局測量

課，1904 年轉至財務局稅務課。1914 年他因病辭職，返日後不久去世。38須賀

蓬城（1874-?）名金之助，擅長詩書畫，1897 年來臺，起初任職郵便電信局，1901

年開始擔任總督府國語學校助教授，任教習字科。1909 年起他轉任高等女學校

的教諭職務，至 1918 年退休為止，不久後返日。39武部竹令名竹次郎，來臺經

營和服店，學習吳春派，並向京都前川文嶺學畫，本身又擅長謠曲與能畫。1900

年他已在臺灣活動，1903 年 4 月離臺，1910 年他再度來臺。40前述第一回臺展

武部竹令以〈能畫—翁、猩猩〉入選。 

對幕末明治初的日本畫界而言，由於支撐傳統流派的幕府崩壞，導致門戶主

義的流派解體，其中幕府御用繪師的狩野派、住吉派深受影響，他們在失去幕藩

體制下生活無虞的贊助後，不得不進入明治政府單位，在內務省勸業寮、地理局、

海軍省等單位工作，描繪商品圖、植物圖、地圖、測量圖。其它依存舊體制的畫

派的土佐派、圓山四條派皆在此價值轉換時期面臨生存困境。41這些師承傳統繪

 
33 《臺灣日日新報》（1910.11.21），版 3；（1911.1.22），版 2；（2.16），版 2；（2.25），版 6。 
34 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編纂，《日本美術協會（第一卷）》（東京都：ゆまに書房，2001），頁 441、

148。日本美術院百年史編輯室，《日本美術院百年史（一卷上）》（東京都：財团法人日本美術院，

1989），頁 490、494、510。 
35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網址：<http://who.ith.sinica.edu.tw/s2g.action>（2019.6.15 瀏覽）。 
36 《臺灣日日新報》（1911.7.27），版 2；（1911.11.10），版 7；（1912.2.27），版 7。 

37〈京狩野〉，網址：<http://ja.wikipedia.org/wiki/%E4%BA%AC%E7%8B%A9%E9%87%8E>

（2019.6.15 瀏覽）。 

38 狩野儀三郎 1901 至 1904 年任職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測量課，1904-1914 年轉任財務局稅務課。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網址：<http://who.ith.sinica.edu.tw/s2g.action>（2019.6.15 瀏覽）。《臺灣

日日新報》（1914.7.11），版 7；（11.3），版 3。蔡龍保，〈日治初期台灣總督府的技術人力之招募：

以土地調查事業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35 期（2011.5），頁 114。 
39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網址：<http://who.ith.sinica.edu.tw/s2g.action>（2019.6.15 瀏覽）。葉心

潭，《日治時期台灣小學書法教育》（臺北市：蕙風堂，1999），頁 23。 
40 〈臺灣名物武部竹令〉，《臺灣商報》（1901.1.1），版 4。《臺灣日日新報》（1903.4.26），版 7。〈竹

令畫會〉，《臺灣日日新報》（1910.10.7），版 5。 
41 佐藤道信，《明治囯家と近代美術：美の政治學》（東京都：株式會社吉川弘文館，1999），頁

http://who.ith.sinica.edu.tw/s2g.action
http://ja.wikipedia.org/wiki/%E4%BA%AC%E7%8B%A9%E9%87%8E
http://who.ith.sinica.edu.tw/s2g.action
http://who.ith.sinica.edu.tw/s2g.action%3e


 

9 

畫流派畫家在臺任職或尋找機會，很大原因是在明治維新後的變動社會中，失去

原有的生存位置，而臺灣總督府提供比日本國內更優渥的薪資，調薪升等較為快

速，以及在勤加奉、恩給與幫助遺族等優遇制度，因此這些條件吸引他們來臺擔

任技術人員等職務。42可見殖民地臺灣成為日本傳統畫家尋求發揮所長的新位

置，日本傳統繪畫也隨來臺日人提供收藏展的方式，並透過報紙媒體的報導宣傳

而逐漸散播開來。 

淡水館舉辦的古書畫展主要是臺北官民士紳展出收藏品，提供會員觀賞與品

評。新書畫展則是臺灣書畫會員提供作品展出並舉辦席上揮毫活動，然後抽籤分

配給參加的普通會員。新、古書畫展基本上輪流在淡水館月例會中與茶道、插花

同時展出，餘興活動則在晚間進行。書畫展作品也成為報紙媒體評論的焦點，記

者主要針對每幅作品簡要敘述其技巧、師承派別或主題的特點。古書畫展並列出

收藏者姓氏，其中丸中溫泉旅館提出不少作品參展。43書畫家的即席揮毫活動頗

受歡迎，參加抽籤會員多達三百多人。44淡水館每月例行性的書畫展至 1903 年

為止，此後因會員職務異動或受日俄戰爭的影響，展覽次數減少而且變得不固

定。就目前資料所見，古書畫展單獨展出或與新書畫一起展出，或是結合席上揮

毫的活動，而且古書畫展比新書畫展舉辦次數較為頻繁。45 

1904 年 11 月淡水館月例會盛大舉行，展出新古書畫、席上揮毫、刀劍、盆

栽展，茶道與插花活動，還有臺灣日日新報社長守屋善兵衛（1866-1930）特地

展出從歐洲帶回的洋畫複製品。46此後古書畫展次數逐漸減少。1905 年 9 月淡水

館在舉辦新古書畫展之後，古書畫展正式與臺灣書畫會展分道揚鑣。47臺灣書畫

會改在武藏屋、丸中溫泉、臺北俱樂部、江戶長等地舉行。該會事務所移往神島

裱褙店，主要在春、秋季舉行大型書畫會活動，或是因應送往迎來的需求而舉辦

臨時書畫會，以席上揮毫的活動為主。總之，日本傳統書畫透過淡水館場域主要

 
65。 

42 岡本真希子，《植民地官僚の政治史：朝鮮、台灣總督府と帝囯日本》（東京：三元社，2008），

頁 156-159、180-225。蔡龍保，〈日治初期台灣總督府的技術人力之招募：以土地調查事業為

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35 期（2011.5.），頁 108。 
43 〈一昨日の淡水館月例會〉，《臺灣日日新報》（1901.5.28），版 4。〈古書畫展覽會盲評〉，《臺

報》（1901.6.2），版 4。〈淡水館古書畫展覽會〉，《臺報》（1902.1.22），版 4。〈書畫會一口評〉，

《臺灣日日新報》（1902.7.25），版 4。〈古書畫展覽會評〉，《臺灣日日新報》（1902.8.12），版 4。

〈淡水館展覽の古書畫〉，《臺灣日日新報》（1902.10.21-22），版 4。 
44 〈臺灣書畫會の景況〉，《臺灣日日新報》（1902.9.30），版 5。 
45 〈淡水館の古書畫と席上揮毫〉，《臺灣日日新報》（1903.3.24），版 4。 
46 〈淡水館月例會（一）-（五）〉，《臺灣日日新報》（1904.11.25-27、29-30），版 5。 
47 〈淡水館の新古書畫〉，《臺灣日日新報》（1905.9.13），版 5。〈淡水館新古各書畫〉，《臺灣日

日新報》（1905.9.14），版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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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日人同好圈進行觀賞與交易，但實際上可視為日本藝術文化移植臺灣的傳播

管道，並進一步藉由報紙媒體的宣傳，擴大其效應。 

 

三、臺灣書畫會推動日本畫的移植 

 

（一）後期臺灣書畫會 

臺灣書畫會後期的活動除了在餐館酒樓舉辦席上揮毫活動外，並與來臺畫家

攜帶的日本當代畫家的作品共同展出，或是成為來臺畫家舉辦畫會的發起人或擔

任贊助者的角色。村崎雅章 1901 年畢業於東京美術學校，師事川端玉章，他參

加新、舊派團體展覽會，本身也是丹青會會員。1905 至 1914 年村崎雅章頻繁地

前來臺灣其實與其家人在臺定居有關。他的兄長村崎長昶（1870-1950）在日本

統治之初隨軍來臺，後開設文具店，轉型為頗具規模的「新高堂書店」，即戰後

「東方出版社」的前身。481905 年他在臺灣書畫會的贊助下，攜帶丹青會員數百

幅作品在淡水館展出，包括川端玉章（1842-1913）及其門生的作品。他除了參

加臺灣書畫會的展覽揮毫活動外，1906 年起不斷地從日本攜帶大批新舊繪畫來

臺舉辦展覽販售會，並在臺北俱樂部長期展出丹青會員作品，與臺灣書畫會員作

品共同展出。491909 至 1913 年間他舉辦三次的百畫會，分別在法曹俱樂部、江

戶長展出新舊派畫家作品，並發行統一價格的抽籤券進行不同價格作品的抽籤，

藉此方法促銷畫作。50  

 臺灣書畫會員與日本畫家共同展出時，會員的在地生活經驗也在畫作中具體

實踐，提出有別於內地畫家的作品主題。1908 年法曹俱樂部舉辦美術展覽會，

展出繪畫涵蓋東京丹青會、烏合會、巽畫會等畫會以及寺崎廣業、川合玉堂門下

等人作品，臺灣書畫會員也參與展出，其中須賀蓬城展出取材臺灣主題〈水牛〉、

〈劍潭寺〉。51其實這些在臺任職的臺灣書畫會員，除了延續傳統日本畫流派主

題以外，也嘗試描繪臺灣景物。如 1902 年 7 月的臺灣書畫會展，川田墨鳳展出

歷史人物〈月下郭公〉以及描繪觀音山的〈淡江暮景〉，鹽川一堂展出〈雪中山

水〉、〈淡江泊船〉，狩野永讓提出臺灣風俗題材〈臺灣福壽圖〉、〈查姆浣衣の圖〉。

521905 年 9 月淡水館舉辦的新古書畫展中，川田墨鳳展出接受新竹塚之屋的委託

 
48 村崎長昶，《記憶をたどつて八十年の回顧錄》（東京都：西田書店，1983）。 
49 《臺灣日日新報》（1905.7.25），版 5；（1906.10.26），版 5；（1906.12.25），版 5。 
50 《臺灣日日新報》（1909.2.25），版 5；（ 1911.3.24），版 7；（ 1913.2.15），版 7。 
51 〈法曹俱樂部の美術展覽會〉，《臺灣日日新報》（1908.12.13），版 7。 
52 〈書畫會一瞥評〉，《臺灣日日新報》（1902.7.25），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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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作〈大安溪火燄山〉。他為了描繪此作特地前往火焰山實地踏查寫生後完成。53

日本殖民統治臺灣初期，總督府實施近代化基礎建設，並積極宣傳臺灣的正面形

象，民間出版者配合此政策也發行臺灣風景或風俗民情的圖像。1906 年臺北松

浦屋出版川田墨鳳繪製的繪明信片〈新高山〉、〈臺灣神社〉。54目前這些臺灣書

畫會員的作品只能從報紙、俳人吉川利一編《高砂文雅集》略窺其畫風。55包括

鹽川一堂以透視法描繪廣闊全景〈士林風景〉（圖 4），川田墨鳳〈墨蘭〉、〈雙鷄〉，

狩野永讓〈花籠〉、漫畫式速寫彈奏樂器的臺灣人〈琵琶〉，須賀蓬城〈避暑畫報—

耶馬溪〉、〈松〉（圖 5），這些作品顯示畫家兼擅筆墨與寫生的能力。 

1907 年臺北杉田書店發行小林松僊《臺北風景六題》與高橋月海《臺灣名

所》彩色木刻版畫集。56高橋月海與小林松僊約 1904 至 1909 年參加臺灣書畫會

活動。57他們取材的臺灣景物包括自然風光與人文風俗、傳統與近代建築物，主

題或描繪角度偏向統治者立場或帶有異國情調的色彩。高橋月海描繪〈草山〉（圖

6），即現在的陽明山。畫中盛開的櫻花樹下，清國人裝扮的男女老幼，呼朋引伴，

席地而坐或躺著飲酒。很明顯這是畫家以日本賞櫻風俗套用在臺灣人身上，想像

臺灣人的生活風俗。從這些畫冊出版品可見日本畫家描繪臺灣風景或風俗，沿用

日本名所圖繪的傳統看待臺灣的風景名勝，不過他們從自身的背景位置觀看，難

免帶著日本文化的眼光描繪異地臺灣的風物，與實際臺灣人生活風俗有所差距而

產生違和感。 

 

（二）書畫仲介者角色 

 1910 年前後日本畫家不斷來臺旅行寫生或賣畫，當時報章媒體稱他們為「漫

遊畫家」，並將他們描繪成如同運載卷軸與裱筐畫作的挑伕般形象。58由於日本

 
53 〈淡水館の新古書畫〉，《臺灣日日新報》（1905.9.13），版 5。〈淡水館新古各書畫〉，《臺灣日

日新報》（1905.9.14），版漢 3。 
54 繪明信片一組售價十錢。《臺灣日日新報》（1906.12.4），版 5。  
55 吉川利一、松尾德壽編，《高砂文雅集》（神戶市：高砂文集社，1914），未標明頁數。1917 年

由羽賀銀松主編，高砂文集社再版。羽賀銀松編，《高砂文雅集》，臺北：高砂文雅集社，1917，

未標明頁數。 
56售價各一組十五錢。小林松僊《臺北風景六題》畫作為水墨淡彩，包括古巢村、淡水川、臺灣

神社、龍山寺、總督官邸、文武廟。高橋月海《臺灣名所》為浮世繪版畫，六幅作品題材包

括草山、濁水溪、胡蘆墩、新高山、淡海、嘉義社。《臺灣日日新報》（1907.4.13），版 5。小

林松僊，《臺北風景六題》（臺北：杉田書店，1907）。高橋月海，《臺灣名所》（臺北：杉田書

店，1907）。 
57 《臺灣日日新報》（1904.6.3），版 5；（1905.9.13），版 5；（1906.11.10），版 5；（1907.7.10），

版 5；（ 1909.11.12），版 5；（1909.11.25），版 5。 
58 〈臺灣書畫大會の模樣〉，《臺灣日日新報》（1904.1.12），版 5。〈臨時臺灣書畫會〉，《臺灣日

日新報》（1904.6.3），版 5。〈臺灣書畫會〉，《臺灣日日新報》（1906.11.10），版 5。<漫遊書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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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來臺日漸增多，臺灣書畫會扮演起仲介者的角色，幫忙居中連絡，舉辦「抽

籤頒佈會」，還有以送往迎來的名義舉辦展覽揮毫會。「抽籤頒佈會」是以統一畫

價促銷書畫家的作品，即入會者繳交同一費用，進行書畫作品抽籤。由此顯示臺

灣書畫會兼具觀摩交流、社交娛樂、仲介買賣等多重功能。不過，隨著主要會員

離職返日或去世，1917 年臺灣書畫會在神島裱褙店舉辦東京現代畫家的「畫幅

抽籤會」59。此後報紙不再刊登相關報導，臺灣書畫會似乎形同解散。由此可見，

這些不斷來臺的日本畫家為臺灣書畫會注入新血，促使該會持續地活動；另一方

面，臺灣書畫會容易受到頻繁來臺的日本畫家影響，會員流動性高，也造成該會

無法繼續維持的原因。 

這些來臺畫家不少是在前往中國或印度的旅程中，順道來臺舉辦展覽與賣

畫，拜訪親朋好友、賺取旅費或是尋找畫題為參展日本展覽會等目的。601907 年

東京審美會會員村瀨義德攜帶百幅畫作來臺，臺灣書畫會員在丸中發起畫會並出

席揮毫，以會費抽籤方式促銷畫作。611909 年富田溪仙（1879-1936）前往南清

漫遊途中來臺，在丸中旅館舉辦售畫會，臺灣書畫會員也出席贊助揮毫。62同年

11 月河原柏年與那須豐慶來臺，臺灣書畫會乘機在江戶長舉辦秋季大會。該會

參加人數相較淡水館時期人數更加眾多，出席揮毫的書畫家包括中瀨溫岳、安江

五溪、山本竟山、水谷竹軒、川田墨鳳、深谷蘇堂、片寄南峰、須賀蓬城、河原

柏年、狩野永讓、武部竹令、高田峰雪、坪內素州、小坂文藻、高橋醇領、西蘭

山、木下大東、神谷泳山、那須豐慶、高橋月海等二十餘人。63參與書畫家相較

初期臺灣書畫活動成員已出現不少新面孔。臺灣書畫會發行入場券，會費一圓，

包括抽籤卷及揮毫劵。這次秋季大會入場者達三百多人，揮毫的千餘件作品分發

完售。可見出席揮毫者以相當快的速度進行描繪，揮毫作品應是水墨小品之類。

從報上刊登揮毫活動的照片中看到牆上掛滿畫作（圖 7），書畫家席地作畫，旁

邊站滿圍觀的人群。這樣的景觀不免令人想起幕末至明治畫家河鍋曉齋

（1831-1889）描繪書畫會現場的畫作（圖 8）。64畫面背景皆懸掛書畫作品，書

 
家>，《新臺灣》，（1914.12），頁 52。 

59 《臺灣日日新報》（1917.1.16），版 7；（1.27），版 7；（2.5），版 5；（2.7），版漢 6。一記者，〈畫

幅抽籤會〉，《運動と趣味》2-2（1917.2），頁 53-54。 
60 關於遊歷書畫家來臺的活動與創作，請參閱：蔡家丘，《草枕：日治前期日本來台書畫家的創

作與遊歷（1908-1927）》，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61 〈村瀨畫伯と丸中の展畫〉，《臺灣日日新報》（1907.7.10），版 5。 
62 〈溪仙畫伯抽籤會〉，《臺灣日日新報》（1909.5.15），版 5。 
63 〈臺灣書畫會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09.11.25），版 5。 
64 成田書道美術館、財團法人河鍋暁斋記念美術館編，《酔うて候－河鍋曉斋と幕末明治の書画

会》（京都市：株式會社思文閣，2008），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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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或畫家席地揮毫，周遭人物忙著展畫、交談或品評，呈現充滿活力的書畫會景

觀，也帶著濃厚的商業交易氣息。 

臺灣書畫會的活動形式，可追溯日本江戶至明治前半書畫家流行在茶室酒館

舉辦作品展示與揮毫的書畫會。65江戶幕府時代是身分階級制度嚴明的封建社

會，不過因教育普及，知識人口增加，逐漸形成文人的階層。這些文人並非致力

於關心社會的經世濟民學問，而是崇尚儒學、漢學的風雅，悠遊於古典文學與藝

術的世界。江戶後期文人組織各種團體，舉辦類似沙龍的集會，互相切磋與資訊

交流，包括詩社、狂歌會、蘭學沙龍、事物考證會、書畫會等。這些集會經由出

版媒體的傳播各地，帶動學藝的大眾化，普及社會的文雅風氣。66江戶後期的書

畫會活動分成兩類，一是類似展覽會的系統，文人應主辦者要求，攜帶各自的新

作或是收藏品，共同發表展出、互相觀賞，如京都文人皆川淇園（1735-1807）

在東山舉辦的「新書畫展觀」。二是屬於席書、席畫系統的書畫會，文人在餐館

舉辦聚會飲酒，即興作詩或書畫揮毫。67臺灣書畫會前期固定在淡水館舉行聚

會，每月輪流舉辦新古書畫展與席上揮毫會，後期在餐館舉辦展覽與席上揮毫

會，頗類似書畫會的活動，顯示強烈的娛樂性與商業色彩。不過臺灣書畫會顯示

因地制宜的特色，由主要會員發起，設立幹事與會費制，更具團體組織的形式。 

1910 年 10 月臺灣書畫會繼續在江戶長舉辦秋季大會，延用先前模式，揮毫

者除了去年出席的書畫家外，尚包括尾崎秀真（1874-1949）、關鐵腕、伊坂旭江、

南部春芳、田能村小竹、佐橋冠左等人，與會者達二百餘人，揮毫的書畫有七百

件。681911 至 1912 年因明治天皇駕崩而未舉行，顯示該會深受政治時局的影響，

1913 年改以舉辦春季大會。這回參展的抽籤書畫有二百九十餘件，出席揮毫的

書畫家二十四位，完成約五百件的揮毫作品，入場者高達八百人。69從報導的參

與人數來看，臺灣書畫會活動呈現熱鬧的盛況。參加會員以一圓入場費，可以參

與書畫展覽抽籤，並獲得書畫家的即席揮毫作品，此確實為買賣雙方互惠的售畫

方式，而且達到普及書畫的效果。對在臺日人而言，隨著他們長期居住臺灣，逐

漸融入臺灣生活，產生朝向政府鼓勵他們永住於臺灣的想法。此時臺灣書畫會售

 
65 成田山書道美術館、河鍋暁斋記念美術館編，《酔うて候：河鍋暁斋と幕末明治の書画会》，

頁 37-38。 
66 揖斐高，《江戶の文人サロン：知識人と芸術家たち》（東京都：株式會社吉川弘文館，2009），

頁 1-13。 
67 揖斐高，《江戶の文人サロン：知識人と芸術家たち》，頁 182-185。 
68 〈臺灣書畫會光景〉，《臺灣日日新報》（1910.10.11），版 5。 
69 〈臺灣書畫會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13.3.23，版 7。〈書畫會空前盛況〉，《臺灣日日新報》

（1913.3.23），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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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作品，透過記者的觀察報導，橫額作品比起捲軸的需求來得高，顯示移民臺灣

的日本人逐年增加。70此後臺灣書畫會未再舉辦書畫大會，可能與書畫家紛紛退

休而離臺返日有關。 

 

（三）參與共進會展出 

 臺灣書畫會活動主要為傳統的書畫展示與書畫家當眾即席揮毫的模式，不過

該會除了內部活動外，也參與官方舉辦的共進會展出活動。日本統治初期官方沿

用勸業博覽會的模式，相繼舉辦農產品評會、物產共進會、始政紀念勸業共進會

等，作為統治政績的宣傳機制。71物產共進會一方面是促進地方產業互相觀摩，

有助於產品提升，也藉由新科技的發明，讓參觀者擴展見聞與增進現代性知識的

目的；另一方面呈現臺灣產業的狀況，希望達到吸引日本實業家前來投資等商業

性目的。72在共進會舉辦期間，臺灣書畫會員也參與展出或當眾揮毫。他們書畫

作品如同產品般公開展示，讓一般民眾自由地觀賞，因此不再侷限於團體同好圈

中的小眾交流。 

 1908 年 10 至 11 月，官方為慶祝臺灣縱貫鐵道全線通車，在剛完工的八角

堂市場（今西門紅樓）舉辦「臺北物產共進會」，展出農產與工業產品，以及從

日本徵集的工藝品，商品交易性質相當濃厚。73會場包括日本古書畫八十餘件、

古董品三百餘件，並設立席上揮毫會。自從 1906 年淡水館被拆除後，例行性古

書畫展出活動遂失去固定場地，這次的共進會收藏家乘此機會展出新進收藏品。

出席揮毫會的書畫家以臺灣書畫會成員為主，畫家包括狩野永讓、川田墨鳳、須

賀蓬城、南部春芳、太田廣堂、小阪文藻等人；書家則有深谷蘇堂、木下大東、

山本竟山、安江五溪、西蘭山，以及臺灣人洪以南、杜逢時（1865-1913）。神島

裱褙店負責販賣揮毫券，一件五十錢，限量二百件，現場也販售揮毫的紙絹等。

揮毫會的舉行當日，停靠基隆港的法國艦隊，約二十餘名士兵前往共進會參觀，

書畫家應他們的要求在扇面上揮毫，作為紀念。74
  

由於縱貫鐵路通車後帶來便利的交通，縮短南北往來的時間，因此各地物產

 
70 〈無絃琴〉，《臺灣日日新報》1909.11.25，版 2。 
71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市：麥田出版社，2005），頁

196。 
72 〈共進會の效果〉，《臺灣日日新報》（1911.2.22），版 2。 
73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頁 205-211。 
74《臺灣日日新報》（1908.11.5），版漢 5。〈共進會の書畫會〉，《臺灣日日新報》（1908.11.7），版

5。〈共進會の席上揮毫〉，《臺灣日日新報》（1908.11.10），版 5。〈古書畫骨董陳列會〉，《臺灣

日日新報》（1908.11.17），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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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力的密切交流大為增進，吸引更多臺北書畫家南下舉辦展覽會。1911 年 2

月 1 至 21 日，臺南、嘉義、阿緱三廳於臺南第二公學校聯合舉辦「南部物產共

進會」，臺南與臺北共進會同樣網羅臺灣各地的產品展出，包括農產園藝、工藝、

林、水、礦、蓄等物產，以及日本各地與中國的產品參展，總計七千九百五十件，

該會也設立審查委員予以審核獎勵。臺南廳下的官民會員組成協贊會，負責共進

會的設施與宣傳等活動。75共進會舉辦期間，協贊會規劃一系列的餘興活動，包

括在新落成的臺南公館舉辦書畫骨董展覽會，並邀請尾崎秀真等收藏家提供藏

品，展出約五十幅書畫、百餘件古器物。臺南古董商在此設立商店，販售書畫古

董。臺南書畫家的無聲會團體、臺灣書畫會員以及來臺日本書畫家也加入，展出

約五十幅作品，包括川田墨鳳〈孔雀〉、〈墨畫山水〉，村崎雅章〈鯉魚〉，西鄉孤

月〈瀑布〉，那須豐慶〈太古の春〉，鹽川一堂〈溪流〉、〈玉堂富貴〉，後藤樵月

〈春景山水〉、〈松鶴〉等作品。76  

 1915 年日本統治臺灣二十週年，各地官方單位相繼舉辦紀念性活動。以臺

北為例，自 6 月 17 日起五日間分別舉辦物產展覽會、專賣展覽會、遞信展覽會、

教育品展等活動，展示統治政績。臺灣日日新報社由漢文部編輯部長尾崎秀真舉

辦全島書畫展，場地選擇在國語學校，與教育品展同時舉行，展出二百餘幅書畫

作品。77身為收藏家也是業餘書畫家的尾崎秀真對清代臺灣書畫頗有研究，也與

當代書畫家交流。這一年 3 月他聯合收藏家舉辦「謝琯樵遺墨展覽會」。78全島

書畫展徵集的對象無論日本人與臺灣人皆可以參與，臺灣日日新報社從中協助參

展者出售作品。臺灣書畫家參與狀況相當踴躍，提出件數甚至超過日本書畫家。

展出結束後，主辦者選擇七十餘幅作品陸續刊登在報上。日本書畫家包括高橋菱

雨、後藤樵月、鹿野金華、松村米華、伊坂旭江、神谷泳山、高橋醇領等人。臺

灣書畫家方面，尾崎秀真對書家鄭鴻猷（1856-1920）、楊鵬摶（1870-1922）、洪

以南、羅秀惠頗為推崇，至於畫家他認為呂璧松、王坤泰、洪雍平、蔡雪溪、范

 
75 《臺灣日日新報》（1910.7.28），版 3。〈南部物產共進會〉，《臺灣時報》（1910.12），頁 36-39。

〈臺灣南部物產共進會〉，《臺灣時報》（1911.2），頁 48-51。〈南部共進會開幕式〉，《臺灣時報》

（1911.2）頁 69-70。 
76 〈共進會彙報其二〉，《臺灣日日新報》（1911.2.3），版漢 2；（2.19），版漢 3。空，〈共進會の

書畫骨董〉，《臺灣日日新報》（1911.2.11），版 6。〈臺南書畫展覽會〉，《臺灣日日新報》

（1911.2.22），版 3。 
77 《臺灣日日新報》（1915.5.30），版 7；（6.6），版 6。〈教育品展覽會〉，《臺灣日日新報》（1915.6.10），

版漢 6。《臺灣日日新報》（1915.6.15），版 7；（6.16），版 5。 
78 〈琯樵追思會〉，《臺灣日日新報》（1915.3.19），版 7。〈琯樵遺墨展覽會〉，《臺灣日日新報》

（1915.3.24），版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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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庚、周春渠（1868-1933）、李學樵等人的繪畫在伯仲之間。79其中洪雍平〈花

鳥圖〉（圖 9），細膩的工筆展現單枝花卉的優雅姿態，畫面上有臺灣日日新報漢

文編輯魏清德（1887-1964）的題款，這幅作品幸運地流傳至今，為私人所收藏。

這次展覽可說是臺灣書畫家首次集體在公開場合展出作品。曾擔任臺灣書畫會幹

事的尾崎秀真可說是相當重視本地的書畫，因此他在籌備期間積極鼓吹臺灣書畫

家參與展覽會。 

第二回南部共進會於 1915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2 日在嘉義公學校舉行，

教育品展覽會及衛生展覽會也同時舉辦。教育品展覽會除了展出學生的成績品

外，主辦單位也向全臺書畫家徵集作品展出。80參展的書畫家名單與臺灣日日新

報社舉辦的全島書畫展的書畫家多有重疊，包括臺灣書畫會成員川田墨鳳、野間

口墨華、伊坂旭江，南部畫家後藤樵月、高橋菱雨等人。臺灣畫家則有嘉義的郭

錦如、臺北的李學樵、臺中的呂汝濤、臺南的呂璧松等人。臺灣日日日報記者評

介共進會的書畫展，認為日本人以畫勝，臺灣人以字勝，各擅勝場。81姑且不論

其觀點是否公允，臺灣書畫家逐漸體認到展覽會與大眾媒體緊密結合的趨勢，並

深知展覽會對於書畫家的重要性，具有累積資歷與人脈並建立社會知名度的功

能。他們的作品不僅在展覽會場上公開展出，讓一般民眾觀賞，也經由記者的報

導宣傳乃至於評論，傳達給更多識字的大眾知悉，包括日文與漢文的識字人口。

而日本畫同樣透過展覽會的公開展示與媒體的報導，逐漸為臺灣書畫家乃至於大

眾所熟悉。 

1910 年代臺灣書畫會頻繁地舉辦展覽揮毫活動，顯得相當熱絡，西洋畫的

發展又是如何呢？1907 年 11 月石川欽一郎（1871-1945）以陸軍通譯官身分來臺

任職軍部，並兼任臺北中學與國語學校美術教師。他在學校從事教授水彩畫並推

廣寫生的風氣。1908 年起他組織「紫瀾會」、「中學寫生班」，時常與其學生聯合

舉辦水彩畫展，開放一般民眾觀賞，在報上發表提倡美術趣味的文章以及臺灣風

景的速寫，並引介三宅克己（1874-1954）等水彩畫家來臺旅行寫生與舉辦展覽

會。石川欽一郎在臺北推動西洋水彩畫學習熱潮，創造有別於臺灣書畫會以日本

傳統繪畫為主的鑑賞收藏與創作活動。他也與文藝人士組織以純粹交換趣味為目

 
79 〈書畫展覽會〉，《臺灣日日新報》1915.6.22，版 7。〈書畫展覽會一瞥〉，《臺灣日日新報》

（1915.6.23），版漢 6。 
80 〈南部共進會（上）（中）〉，《臺灣日日新報》（1915.10.12-13），版 7。〈南部共進會（下）〉，《臺

灣日日新報》（1915.10.14），版漢 6。 
81 〈書畫展覽一瞥〉，《臺灣日日新報》（1915.11.8），版漢 4。塘翠生，〈一瞥したある嘉義の共進

會 第二回臺灣南部物產會所見〉，《臺灣時報》（1915.12），頁 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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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番茶會」，定期在例會舉辦座談會或演講活動，以素樸的茶食與交談方式

進行，不同於臺灣書畫會在餐館酒樓等喧鬧場合舉辦抽籤揮毫會的活動形式。不

過擅長謠曲與南畫的石川欽一郎偶爾出席臺灣書畫會的揮毫活動，與書畫界維持

和諧的關係，表現他廣結善緣的一面。821916 年石川欽一郎辭職返日，與臺灣畫

壇仍維持聯繫，不定期在臺灣日日新報發表文章。他主持的紫瀾會以及他的學生

組織的「蛇木會」隨他返日後也無形中解散。整體而言，1900 至 1910 年的臺灣

美術界以書畫為主流，石川欽一郎提倡的水彩畫，主要影響年輕世代的日本學生

與少數的臺灣學生倪蔣懷（1894-1943），需要等他第二次來臺任教臺北師範學後

才發揮巨大的影響力。 

 

四、臺灣畫家對日本畫的接納與挪用 

臺灣書畫會展覽揮毫活動中，只有少數的臺灣書畫家參與，包括洪以南、洪

雍平、羅秀惠（1865-1942）、魏清德等人。他們的漢文底子深厚，在日本統治初

期接受殖民政府授與紳章榮譽與參事等職，或在學校教授漢文或任職於報社。他

們既是傳統文人身分又能適應新時代的知名人物。在他們出席臺灣書畫會的揮毫

活動中，以書法或描繪四君子為主。尤其洪以南的蘭竹水墨畫，頗受臺、日漢詩

人的好評，並以其墨蘭畫作互相作詩唱和。83從洪以南〈蘭石圖〉（1918，圖 10）

可見簡約凝鍊的筆墨風格，表現蘭花的清香、淡雅。而這些臺灣書畫家對日本畫

的鑑賞品味傾向水墨表現的南畫。 

 

（一）臨摹學習 

隨著日本畫家紛紛來臺舉辦展覽售畫甚至教畫，臺灣畫家逐漸出現學習日本

畫的現象。岸派畫家藤島耕山擅長描繪老虎等動物畫，他 1910 年來臺在臺北舉

辦抽籤畫會後，繼續前往南部旅行。1913 年臺南地方人士在臺南公館為他舉辦

「耕山畫會」。84他停留臺灣期間，呂汝濤（1871-1951）跟他學畫。85國立臺灣

 
82 顏娟英，〈一九一○年代台湾の美術活動：植民地官方品味の変遷〉，收於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美

術部編，《大正期美術展覽會研究》（東京：東京文化財研究所，2005），頁 413-421。 
83 《臺灣日日新報》（1906.12.19），版 1；（1907.8.8），版 1；（10.27），版 1；（11.2），版 1；（1909.10.19），

版 1；（1910.4.8），版 1；（4.24），版 1；（1910.6.11），版 1；（1910.7.28），版 1；（1910.7.30），

版 1；（1910.9.10），版 1；（1917.5.20），版 3。 
84 《臺灣日日新報》（1910.4.18），版 3；（1913.2.1），版 7。 
85 大正元年（1912）前後，呂汝濤奉藤島耕山為座上賓並拜他為師。轉引自賴明珠訪問呂汝濤

之孫呂傳榮先生稿。賴明珠，《日治時期台灣東洋畫壇的麒麟兒：大溪畫家呂鐵州》（桃園市：

桃園縣立文化中心，1998），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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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館典藏兩幅〈狐狸望月〉，一是藤島耕山之作（圖 11），一為呂汝濤臨摹藤

島耕山的作品（圖 12）。藤島耕山的作品與呂汝濤的仿作幾乎如出一轍。86不過

呂汝濤描繪的筆觸稍嫌繁複，狐狸的骨架結構比較模糊，顯得稍微生硬。 

1909 年來臺的伊坂新之助（號胡山、旭江），起初任職通信局，後轉至法院

工作。1920 年起他任職於臺南地方法院嘉義分部，1923 年轉至高雄出張所，直

到 1930 年退休返日為止。伊坂旭江擅長漢詩、南畫，曾向新派畫家寺崎廣業

（1866-1919）學畫。他在臺北任職期間，參加臺灣書畫會的展覽揮毫會活動，

也與日、臺漢詩人及書畫家往來唱和。87伊坂旭江任職嘉義法院期間，家中經營

裱畫店的林玉山曾向他學畫。林玉山日後回憶：「我十幾歲的時候，伊坂旭江對

我影響最大。他是我們那邊法院的書記官，那時的嘉義治安法院有好幾個書記

官，日本人的書法也不錯，像教我畫畫那個旭江，他也很會畫山水、畫四君子，

我小時候常去找他，他都會畫給我看。」88從林玉山收藏伊坂旭江贈送的水墨蘭

畫（圖 13），89可見兩人的友好關係。林玉山也從伊坂旭江處觀賞日本畫冊，或

是臨摹獲贈的畫片，不斷揣摩技法。1923 年林玉山以〈下山猛虎圖〉（圖 14）入

選嘉義勸業共進會書畫部，這是他現存最早的作品。畫中虎頭的描繪逼真生動，

不過虎身姿態仍具傳統圖式遺影，筆墨相當淡雅。林玉山日後的回憶提及這是模

仿他人之作。90由此可見，來臺日本畫家隨著職務異動而到臺北以外各地，在工

作之餘創作並教授日本畫。如此不但形塑地區性的繪畫風氣，也對未來的臺灣畫

家產生啟蒙作用。 

臺南出身的職業畫師呂璧松（1870-1931）也積極學習傳統日本畫。呂璧松

單名林，世居臺南。911913 年他已在經營裱褙店。他對山水、人物、花鳥等畫類

皆擅長，能滿足包括日本人在內的客戶要求，因此生意頗為興隆。92他除了畫師

 
86 崔詠雪撰稿，《在水一方：一九四五年以前台灣水墨畫》（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2004），

頁 135。 
87 《臺灣日日新報》（1910.10.11），版 5；（1913.3.1），版 6；（1918.3.5），版漢 6；（1923.4.1），

版漢 6；（1927.9.28），版 5。 
88 引自林玉山 2003 年 6 月 6 日訪談稿，高以璇、胡懿勳主訪編撰，《林玉山：師法自然》（臺北

市：國立歷史博物館，2004），頁 31。 
89 謝里法，〈林玉山的回憶〉，《雄獅美術》100 期（1979.6.），頁 55。 
90 引自林玉山 2003 年 6 月 6 日訪談稿，高以璇、胡懿勳主訪編撰，《林玉山：師法自然》，頁 32。 
91 根據日治時期呂林戶籍資料記載，明治三年九月十四日出生、昭和六年一月十日去世。即出

生年是 1870 年，卒年為 1931 年。職業為「畫師表具師」。父親呂賽，職業為「貸家業」，祖

父呂陽，可見呂璧松為世居臺南的畫家，而非由大陸來臺而客居臺南的畫家。感謝呂璧松外

孫張明發先生提供戶籍資料影本。 
92 《臺灣日日新報》（1913.10.5），版漢 6。《臺灣日日新報》（1914.8.25），版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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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外，也與詩人胡殿鵬（1869-1933）往來，談論詩書畫論，頗受他的推崇。931910

至 1920 年代呂璧松參選日本的美術展覽會，包括京都洛陽美術展、帝國繪畫協

會熊本美術展、富山市美術博覽會等。1923 年讀書畫樓主人介紹臺灣的書家與

畫家，認為呂璧松是臺灣知名的山水與人物畫家，作品頗帶有日本畫風。941929

年 11 月，呂璧松在高雄州勸業課長李贊生及當地商人的後援下於愛國婦人會館

舉辦畫展，這可能是他生平唯一的畫展。1931 年初他因病過世。95  

呂璧松〈孔雀〉（圖 15）是他直接臨摹日本近代四條派畫家望月玉泉

（1834-1913）的〈孔雀〉（圖 16）。1897 年望月玉泉以〈孔雀〉參展日本繪畫協

會舉辦的第二回繪畫共進會。96畫中低頭整理羽毛的孔雀佇立於櫻花樹幹，樹幹

與櫻花的墨色暈染描繪得相當寫實，孔雀的紅、藍、綠色調交錯，深具裝飾性。

望月玉泉描繪的櫻花筆觸自然靈動，孔雀羽毛相當有層次，相較之下，呂璧松的

模仿畫作，樹幹描繪過於硬挺，櫻花稍嫌繁複，羽毛也平面化。呂璧松可能是透

過印刷品臨摹，比較無法掌握日本畫細膩優雅的特質。呂璧松早期的作品〈四季

花鳥聯屏〉（約 1900 年代）97，強調筆墨、寫意的中國花鳥畫風，此時轉變為重

彩、寫實的日本花鳥畫，由此反映民間畫師因應顧客需求而有多方學習、轉益多

師的現象。這幅作品可能是呂璧松的自我學習或是為日本顧客而作。 

 

（二）挪用圖像與風格轉變 

呂璧松流傳於世的作品以山水畫居多，其次是人物與花鳥畫，作品頗受揚州

八怪的繪畫風格的影響，尤其是人物畫與黃慎畫風的關係密切。98呂璧松有些畫

作明顯臨摹或改編自畫譜，如〈水牛渡河〉、〈牛角掛書〉是參照《古今名人畫稿》，

牧牛圖像皆從畫譜改寫而來。99另一幅〈牧牛圖〉（圖 17）則模仿《點石齋叢畫》

中的〈櫟樹蔽牛〉（圖 18）。100〈牧牛圖〉為卷軸形式，他配合畫幅形式而把〈櫟

樹蔽牛〉中的牧童與樹木的平行位置調整為斜進的空間。樹木描繪更加高聳挺

 
93 鵬，〈大冶一爐（二百 O 二）〉，《臺灣日日新報》（1911.10.8），版 1。 
94 讀畫書樓主人，〈臺灣に於ける書家と畫家〉，《臺灣時報》（1923.2），頁 70。 
95 《臺灣日日新報》（1929.11.9），版漢 4。《臺灣日日新報》（1931.1.13），版漢 4。 
96 日本美術院百年史編輯室，《日本美術院百年史（一卷上）》（東京都：財团法人日本美術院，

1989），頁 562。 
97 蕭瓊瑞，《府城民間畫師專輯》（臺南市：市政府，1996），圖 1、2。 
98 關於呂璧松人物畫討論，請參閱，莊素娥，〈揚州八怪對台灣早期水墨畫的影響〉，《藝術學》

24 期（2008.1），頁 77-102。 
99 （清）天南遯叟，《古今名人畫稿》（復刻版，臺北縣：武陵出版社，1983），頁 165。1888 年

由王韜（1828-1897）收錄歷代名畫家作品輯成，1891 年上海鴻寶齋石印出版。 
100 （清）尊聞閣主人輯，《點石齋畫譜（上）》（復刻版，臺北市：聯亞出版社，1979），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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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並以濃淡筆觸描繪樹幹粗壯的立體感，類似斧劈的痕跡，相當直率有力。黃

牛改成水牛，日本牧童的裝扮改變成漢人的形象。《點石齋叢畫》是 1885 年由上

海點石齋書局以石印出版，為申報館主人美查（Ernest Major）收錄中國畫家與

日本畫家作品所出版的畫譜，其中對日本圖像加以改寫，使其更符合中國品味與

脈絡。101〈櫟樹蔽牛〉並未題上作者姓名或印章，不過樹幹畫法與江戶後期浮世

繪師葛飾北齋（1760-1849）〈筑摩祭圖屏風〉（圖 19）102的畫法類似。《點石齋叢

畫》也收錄葛飾北齋作品，因此這幅畫應該出自於北齋之手。呂璧松從畫譜臨摹

學習，選擇畫譜中日本畫家的作品圖像，重新改寫組合成更具真實感的牧童與水

牛形象，可說是間接地挪用（appropriation）浮世繪師葛飾北齋的作品圖像，進

而轉換成為個人的畫風特色。 

 璧松的山水畫也從中國傳統繪畫轉變為帶有日本南畫的特色。1914 年《高

砂文雅集》收錄兩幅呂璧松的山水畫作。103其中一幅〈山水〉（圖 20）以渴筆皴

擦前景的山岩、樹木的輪廓與肌理，一人騎驢行走在岩石與樹木間的路徑，目標

往右上方的樓臺前進，遠方山形輪廓也使用點苔與皴線描繪，山腳下有幾間房

舍，還有船隻航行於湖面。這樣的山光水色、樹木與點景人物，構圖與筆墨的表

現，為中國文人畫常見的形式。1919 年臺北詩人杜冠文〈題呂璧松山水圖〉：「雲

峰壁立欲摩天，老屋三間傍水邊。古柏數株殘照外，有人携杖聽流泉。山自青青

水自流，草亭斜倚白蘋洲。千尋石壁殘巉岩立，看畫宛如畫裏遊。」104頗能道出

呂璧松的山水畫特色。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的〈山水〉（圖 21），呂璧松放棄皴

法與點苔的運用，改以強烈的濃淡墨色暈染，描繪河岸土坡、樹木及遠山的明暗

對比，整體在視覺上產生立體感與光影效果，更加深景物深入畫面的空間感。 

1929 年呂璧松〈雲嵐煙翠〉（圖 22）獲得新竹書畫益精會主辦的全島書畫展

的特選。畫中前景樹木、高腳茅屋，以及遠景山稜線的畫法，與水田竹圃

（1883-1958）參展 1922 年日本南畫院〈溪山煙霏〉（圖 23）非常近似。二者都

是充分運用墨色的濃淡暈染，營造山水氤醞、雲煙裊裊的效果，而水田竹圃更在

畫面呈現的神秘幽靜的氣氛。水田竹圃為大阪南畫家，多次入選文展。1921 年

他與河野秋邨（1890-1987）創立「日本南畫院」。105由此顯示呂璧松的畫作明顯

 
101 賴毓芝，〈伏流潛借：1870 年代上海的日本網絡與任伯年作品中的日本養分〉，《國立臺灣大

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4 期（2003.3），頁 211-212。 
102 岩切友里子編，《北齋展》（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2005），頁 34。 
103 吉川利一、松尾德壽編，《高砂文雅集》，未標明頁數。 
104《臺灣日日新報》（1919.1.6），版漢 4。 
105〈水田竹圃〉，網址：<https://www.tobunken.go.jp/materials/bukko/8868.html>（2019.6.16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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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水田竹圃的南畫風格。呂璧松的許多未紀年的山水畫，同樣運用筆墨變化和

暈染效果，表現四季或節氣變化的主題，如魏清德收藏的〈溪山風雨〉106，呈現

深淺濃淡對比的戲劇性效果。這樣的轉變與他吸收日本南畫乃至於四條派，強調

四季變化、重墨暈染而輕筆法的表現有關。 

 目前筆者無法明確得知呂璧松的師承或是學習管道的由來，但從上述作品來

看，他透過畫譜、畫冊或是圖片的自我學習成分居多，包括中國與日本畫家的作

品都成為他創作的靈感來源。他的人物畫比較遵循民間的傳統題材，帶有民俗性

的趣味表現，花鳥畫傾向嘗試日本四條派，山水畫則吸收南畫重墨染的特色。呂

璧松畫風的轉變是否與他參加日本美術展有關？目前僅知〈孔雀開屏〉、〈猛虎下

山〉、〈桃花源記〉獲得御賞獎天皇盃。107可惜因畫作佚失而無法確認其間的關聯

性。整體而言，呂璧松的畫作在中國傳統繪畫基礎上，吸收日本畫因素而產生新

的表現。可見在日治前期的日本畫潮流中，臺灣畫家展開學習南畫與四條派的現

象。 

鄭坤五（1885-1959）在 1920 年代開始聞名於畫壇。1924 年 6 月他以〈鷄聲

茅店月〉獲得東洋藝術院主辦第五回日本畫審查會的金牌。次年 7 月他在臺灣日

日新報社舉辦南畫展覽會，展出五十餘幅作品，以廉價分售同好。108魏清德介紹

臺展以前的畫家時，將他與呂璧松作品並列，認為他的畫風也受到四條派的影

響。109根據學者林翠鳳的研究，目前鄭坤五有五幅山水畫及一幅虎圖傳世。110其

中〈千屻圖〉（圖 24）以強烈的濃淡墨色對比，突顯懸崖陡峭的特色，而且強調

暈染而不重視皴法筆墨的運用，與日本南畫接近。目前對於鄭坤五的學畫經歷並

不清楚，不過他根據畫冊自學的可能性極高。 

 

（三）赴日學習 

 
106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魏清德舊藏書畫》（臺北市：史博館，2007），頁 159。 
107 〈孔雀開屏〉、〈猛虎下山〉、〈桃花源記〉獲得御賞獎天皇盃。根據呂璧松外孫張明發先生告

知筆者，這三件作品是他母親所說的，其中一幅後來燒毀，另兩幅不知下落。2011.7.22 採訪

所得。 
108 林翠鳳主編，《鄭坤五研究》（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04），頁 377。〈鄭氏南畫展覽會〉，《臺

灣日日新報》（1925.7.4），版漢 4。 
109 「呂璧松氏能畫山水人物，與鄭坤五氏之山水似同出於四條派。坤五氏字友鶴，其未到臺北

觀覽各收藏家藏品以前，主張日本畫勝中國畫，過後始恍然有悟，畫亦日進。此君能詩，題

畫時有佳句。」〈島人士趣味一班（七）書道繪畫界之一瞥〉，《臺灣日日新報》（1930.7.22），

版漢 4。 
110 林翠鳳將這六幅畫暫擬為〈松煙圖〉、〈桃源圖〉、〈千屻圖〉、〈紅葉圖〉、〈雪山圖〉、〈猛虎圖〉。

筆者未見這些畫作，故採用其命名。林翠鳳，〈詩人畫家鄭坤五〉，《臺灣文獻別冊 7》（南投

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3），頁 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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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坤泰（1892-1918）不同於大多數臺灣畫家以自學或請益方式學習日本畫，

而是前往日本遊歷。王坤泰號太瘦生，臺南廳鳳山人。他擅長漢詩，與同鄉詩畫

家鄭坤五往來唱和，交遊密切。111王坤泰家境富裕，年少時曾向潮州陳涓學山水

人物畫，在自學有成後，1910 年代初已小有名氣。他在同好的鼓勵下，1916 年

9 月前往日本東京，準備進入南畫大家門下學習。不過他似乎不太適應日本的生

活，也思鄉心切，因此停留幾個月後就返臺。112他除了參觀文展等美術展覽會外，

似乎僅止於向南畫家請益。1131917 年王坤泰在王少濤（1883-1948）的引介下，

結識臺灣日日新報社記者魏清德、尾崎秀真等漢詩人，在日、臺詩書畫家等十二

人的發起下，於臺北俱樂部舉辦畫展，展出百幅作品。臺灣日日報社為王坤泰的

畫展進行大幅報導宣傳，他的畫作也深獲好評，認為這位青年畫家可作為臺灣畫

家的代表，而且能夠與頻繁來臺的日本畫家抗衡。114然而剛在畫壇起步的王坤

泰，卻因體弱多病而於隔年 11 月病逝，享年不到三十歲。115 

王坤泰擅長山水、美人、花卉，其中時裝美人頗受世人的歡迎。116然而他的

傳世作品相當罕見，他的一幅 1917 年〈山水〉（圖 25）在 1980 年曾被出版過。

117這幅畫比較重視物體輪廓的勾勒和暈染，較少筆墨皴擦的運用。1933 年《東

寧墨蹟》收錄他的作品也是〈山水〉，118收藏者是尾崎秀真。這幅作品可能是尾

崎秀真在王坤泰展覽期間購買或是餽贈之作。根據《東寧墨蹟》記載，王坤泰跟

隨田中賴璋（1868-1940）學習而技法大進。田中賴璋為明治至昭和的日本畫家，

師事森寬齋、川端玉章，作品連續在日本美術協會獲獎，文展開辦後他從參展、

獲獎到擔任審查員，成為舊派的代表性畫家。119田中賴璋並非創作傳統南畫，而

是融合四條派與南畫的特色。田中賴璋〈溪山歸漁圖〉（圖 26）120與尾崎秀真收

藏的王坤泰〈山水〉在母題配置與構圖上有相通之處，而前景的泉石激流的畫法

與王坤泰 1917 年〈山水〉的描寫類似。 

 
111 胡巨川，〈鄭坤五與太瘦生〉，林翠鳳主編，《鄭坤五研究》（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04），頁

279-297。 
112 《臺灣日日新報》（1916.9.15），版漢 6；（11.9），版 2；12.2，版 3；（1917.11.9），版 3。 
113 魏清德記載王坤泰「叩京阪南畫大家之門」，但並未指明哪位南畫家。潤庵生，〈鳳山太瘦生

畫序〉，《臺灣日日新報》（1917.2.4），版漢 6。 
114 〈太瘦生畫會〉，《臺灣日日新報》（1919.5.18），版漢 6。〈本島青年畫家畫會〉，《臺灣日日新

報》（1919.5.24），版 7。 
115 〈青年畫家逝去鳳山の王坤泰氏〉，《臺灣日日新報》（1918.11.13），版 7。 
116 〈畫會豫報〉，《新臺灣》（1917.6），頁 69。 
117 蕭再火編，《台灣先賢書畫選集》（南投縣：思賢莊養廉齋，1980），頁 16。 
118 林錫慶編，《東寧墨蹟》（臺北：東寧墨蹟編纂會，1933），未標明頁數。 
119 〈田中賴璋〉，網址：<https://www.tobunken.go.jp/materials/bukko/8580.html>（2019.6.22 瀏覽）。 

120 洪敦光、彭珍姜主編，《洪敦光東洋書畫收藏展專集》（新竹縣：洪敦光，1995），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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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1910 至 1920 年代臺灣畫家呂璧松、呂汝濤、鄭坤五、王坤泰以及年

少的林玉山主動表現接納日本畫的態度。他們或因職業所需、參展需求、個人興

趣的動機而學習南畫與四條派。他們無論是自學或請益日本畫家，乃至於前往日

本取經，都是隨著日本統治初期引進的日本畫潮流而嘗試新的畫風，各自在原有

的繪畫基礎上，臨摹學習或挪用改編日本畫，使畫風產生轉變。 

 

五、結論 

本文透過對日治初期美術史料的爬梳與作品分析的發現，從日本統治臺灣開

始至 1910 年代是傳統日本畫移植臺灣的相當重要階段，其中臺灣書畫會扮演關

鍵性角色。臺灣書畫會 1901 年由臺北的日本書畫家組成，活動至 1917 年為止，

為期十多年的活動歷經時代變遷。初期在登瀛書院改名的淡水館的空間活動，與

淡水館月例會的餘興節目同時舉行，並與該館古書畫收藏展每月輪流展出，書畫

家即席揮毫，提供一般會員抽籤。成員包括南畫、四條派、狩野派等日本畫家，

如鹽川一堂、川田墨鳳、狩野永讓、須賀蓬城等人。 

總督府在淡水館舉辦揚文會，展出江戶時代書畫其實具有文化懷柔的政治性

目的，不過後續的書畫展屬於在臺官員或書畫家之間的交流，與餘興表演活動同

樣具有提供日人懷鄉的精神需求作用，因此初期日本畫移植主要在日人之間流

通。後期臺灣書畫會在丸中溫泉、臺北俱樂部、江戶長等地不定期舉行，或在春、

秋季舉辦大會。來臺旅行寫生畫家也加入該會活動，尤其 1908 年臺灣縱貫鐵道

通車帶來便利的交通後，來臺日本畫家急遽增加，臺灣書畫會扮演贊助或仲介者

角色，協助舉辦展覽販售會、席上揮毫抽籤會，商業交易色彩更加濃厚。臺灣書

畫會員除了內部活動外，也參加官方主辦的共進會，與臺灣書畫家共同展出。他

們的活動訊息、展覽評介與作品圖版透過報紙媒體的刊載傳播，普及識字的大

眾，因此觀看與接受者，乃至於收藏者不再侷限於日本人。日本畫家將傳統日本

畫移植臺灣，並以浮世繪技法描繪臺灣風景名所，並透過近代印刷技術出版宣

傳，作品富有異國情調的色彩。 

本文研究臺展以前的日本畫移植，經由臺灣書畫會與主要日本畫家的討論，

觀察臺灣畫家對日本畫的接納學習與挪用改編的現象。而他們接納的日本畫主要

是南畫與四條派。南畫是江戶中期受到中國南宗畫（文人畫）影響而興起的畫派，

為具漢詩文素養之人所支持。初期南畫家主要是透過畫譜習得，到了池大雅

（1723-1776）、與謝蕪村（1716-1784）的南畫，發展根植於日本風土的自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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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具有柔軟筆法與詩情的特色。幕末明治的南畫走向形式化，逐漸失去創造性。

四條派始祖吳春（1752-1811）也是江戶中期建立畫派，他師從重視自然寫生的

圓山應舉（1733-1795），也跟隨與謝蕪村學習，因此融入南畫的筆墨，表現明暗

與立體感。活躍於近代的日本畫大家川端玉章（1842-1913）與竹內栖鳳

（1864-1942）分別從圓山派與四條派出身，他們對日本畫近代化扮演很重要的

角色。121對承襲清代繪畫傳統的臺灣畫家來說，由於南畫的漢文化淵源與四條派

的重視筆墨寫生，因此對兩派的畫風比較容易接受。 

清代臺灣擅長書畫者主要是文人與職業畫師，到了日治時期經由展覽會與傳

播媒體機制而轉變為社會眼中的畫家，而這轉變從日治初期臺灣書畫會成立後就

開始展開。臺灣書畫會活動包括少數書畫家如洪以南、洪雍平等人參與，他們並

未受到日本畫的明顯影響。不過在日本畫逐漸普及的視覺環境裡，臺灣畫家因市

場的需求、個人興趣或參選日本展覽會所需，出現主動學習日本畫的現象。呂璧

松與鄭坤五從畫譜畫冊自學，呂汝濤跟隨來臺日本畫家藤島耕山學習，王坤泰則

赴日向日本畫家田中賴璋請益。他們的畫風顯示接納或挪用南畫、四條派等日本

畫特色。不過臺灣畢竟沒有日本畫派的傳統，因此對橫向移植的日本畫，臺灣畫

家選擇性地接納，表面的形式模仿，或是挪為己用，創造自我的風格。而年輕一

代的畫家林玉山早年也受到日本畫家伊坂旭江的啟蒙，促使他前往日本川端畫學

校選擇日本畫科學習。總之，日治前期的臺灣水墨畫家吸收日本畫風格，進而在

作品逐漸產生新的變革。 

 

附記：本篇論文改寫自筆者 2012年博士論文《日治時期台灣傳統繪畫與近代美

術潮流的衝擊》第二章第三節與第五章第二節而成。三位匿名審查員提供諸多寶

貴意見與指教，在此謹致上感謝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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