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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海大學美術系膠彩畫教育十年展」 

看臺灣膠彩畫的發展前景 

詹前裕 

The Joint Exhibition of Glue Painters Cultivated by the Fine Arts Dept. of Tunghai Univ. For 

the Past 10 Years-Envisaging the Prospect of Glue Painting on Taiwan. / Chan, Chien-Yu 

 

摘要 

 

臺灣膠彩畫的發展，在本省美術史上是個獨特的現象，在日據時期受官方大

力提倡，光復後又受到不合理的貶抑，在學校的美術教育中，更未開課傳授，以

致這門淵源於我國的傳統國粹日漸式微。 

東海大學美術系在十年前聘請林之助教授率先開授膠彩畫課程，深受學生歡

迎，選課的學生漸增，水準已日漸提昇。個人認為這是時代趨勢，從中國歷史的

發展看來，每逢經濟繁榮富裕、國勢強盛、思想自由的時代都盛行色彩華麗的風

格，我國古代稱為丹青，即目前所稱的膠彩畫，反之則盛行水墨畫。 

從推行膠彩畫最成功的日本為例，探討其大學膠彩教育的精神與教學法，與

我國的國畫教育作比較，以資參考，國內盛行的畫塾式教學法，實有反省的必要。 

目前臺灣的經濟繁榮程度凌駕歷史上任何時期，加上民主改革成功，即將活

躍世界舞臺上，從東海大學美術系發展膠彩畫成功的例子，以及國內各美術系所

逐漸重視的情況看來，膠彩畫將成為未來臺灣繪畫的主流，其前景是相當樂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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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距今百年前的一八九五年，清廷戰敗，簽訂「馬關條約」之後，就改變了臺

灣的命運，臺灣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之下，開始接受新式的學校教育與現代化的建

設。一九二七年官方舉辦的「臺灣美術展覽會」是臺灣美術史上的轉捩點，西洋

的油畫、水彩畫與東方的膠彩畫（當時稱為東洋畫），受到官方的獎勵而逐漸盛

行，且畫家所受的禮遇，也是前所未有的現象，相形之下清朝時期從閩浙等地傳

入臺灣的南方文人畫或民間水墨畫，則因流於公式化的傳授，無法獲得官方的獎

勵而漸趨式微。 

日據時期臺灣的美術教育奠基於師範學校以及一般中小學，尚無大學美術系

或專業美術學校的成立，臺灣同胞若要深入的研習美術，大部分是到日本求學，

因此臺灣在戰前成名畫家，多屬於赴日留學的教育背景。戰後臺灣師範學院成立

藝術系（即目前的師範大學美術系），開始培養中學的美術師資。到了一九四九

年，因中央政府遷臺，跟隨政府渡臺的中原水墨畫家，主導了臺灣的美術教育政

策，大力推展其「正統」國畫，臺籍畫家所畫的膠彩畫，則被大陸籍的畫家與學

者稱為「日本畫」而受到排斥，無法在美術科系中傳授，只能在民間畫塾中流傳。 

稍晚成立的政工幹校、藝專及文化學院等美術科系情況也大致相同，這些美

術科系的國畫課程以水墨畫為主，師資大部分是由大陸來臺的保守畫家擔任，在

長期大中國主義的教育政策下，配合當時中央集權與戒嚴的政治體制，使得臺灣

本土藝術未能得到正常的發展。 

從歷年的國家文藝獎、中山文藝創作獎、吳三連文藝獎等較重要的文藝創作

獎都未曾頒發給任何一位膠彩畫家，臺籍膠彩畫家成為國內畫壇的孤兒，任其自

生自滅，由此可見官方的歧視心態。因為學校與政府皆不重視膠彩畫，戰後三十

餘年間，已經沒有臺灣學生到日本學習膠彩畫，青年學子視為畏途，人才的培養

出現了斷層。戰後僅有林之助教授仍能大力發揚，在臺中師專上課之餘，將膠彩

畫傳授給有潛力的學生，並將以往慣稱的「東洋畫」或「國畫第二部」正名為「膠

彩畫」1。 

 

                                                 
1
 林之助教授認為：旣然以亞麻仁油或松節油為媒劑的繪畫稱為油彩，以水為媒介者稱為水彩，

以蛋為媒劑者稱為蛋彩，以膠為媒劑者自然應該稱為膠彩比較合理，用素材媒劑來區分可以避免

許多的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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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海大學美術系開授膠彩畫課程十年回顧 

 

位於臺中市大肚山的東海大學在一九八三年成立了當時在中南部唯一的美

術系，創系主任蔣勳先生具有宏觀的眼光，規劃東海大學美術系的課程朝向多元

化，兼具東方與西方的領域；傳統與現代特色。蔣勳先生曾經在一九七○年代主

編《雄獅美術》雜誌，倡導本土美術，對於膠彩畫受到忽視的情況，感觸很深。

在擔任美術系主任期間，曾經三度拜訪林之助教授，禮聘他到東海大學傳授這門

盛行於我國唐朝的傳統國粹，林教授很受感動，在一九八五年秋天來到大度山授

課，開始了這門國內首創的膠彩畫課程。當時是開設在大三的選修課程，除了第

一屆十餘名選課的學生之外，也有多位中部的畫家，如趙宗冠、陳淑嬌以及筆者

前往旁聽。 

東海大學美術系開授膠彩畫課程之後，逐漸受到社會各界的矚目，在第一屆

美術系畢業展後，即有四位主修膠彩畫的畢業生受到敦煌藝術中心的邀請，舉辦

「膠彩四人展」，並與前輩膠彩畫家舉行座談會。此後有多屆主修膠彩畫的畢業

生都受邀於各畫廊或文化中心，舉辦聯展或個展，逐漸成為東海大學美術系的主

要特色。 

林之助教授兼任三年的膠彩畫課程之後，因其子女全部移民美國，乃決定大

部分的時間旅居洛杉磯，請辭了教職。於是系上聘請剛從京都藝術大學繪畫研究

所畢業的李鴻儒先生擔任此門課程，約一年的時間，李先生到日本大阪定居後，

即由筆者接下這門課程的重擔。一九九一年因教育部允許各校系有較大的課程自

主權，東海大學美術系於是在系務會議中決議調整主修的組別，鑑於主修膠彩畫

的人數逐漸增加，乃將其改成二、三、四年級的選修課程，三個年級總共開授十

學分的膠彩畫課程。第一屆畢業的校友陳慧如及李貞慧也先後從日本筑波大學的

大學院畢業，返回母校加入膠彩畫的教學工作。除了膠彩畫的課程之外，吳學讓

教授雖然以擔任水墨類的課程為主，但是他也擅長工筆花鳥與現代彩墨畫；董夢

梅教授擔任工筆人物畫的課程，二位都對膠彩畫的基礎訓練與觀念啟發，有相當

卓越的貢獻。 

十年的時間並不算短，但是站在教育人才的觀點來衡量，也稱不上長，可作

為回顧檢討的理想時段。東海大學美術系開設膠彩畫課程十年來，由於師資的交

替，以及時代潮流的轉變，畫風也有不同的變化；前三屆由林之助教授指導的學

生，除了陳慧如、李貞慧等畢業後留日者除外，大多偏向於較為細緻古典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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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材則以花鳥寫生為主；第四屆以後，由於李鴻儒老師介紹了厚塗打底的技法之

後，學生的作品風格也有變化，畫幅也加大了；第六屆以後，由於陳、李二位校

友先後返校任教，把目前日本畫壇流行的觀念與技法（如礦物質顏料的使用法；

貼金、銀箔及特殊效果的介紹等）傳授給學生，在繪畫風格、表現題材及畫面效

果各方可，皆有多樣性的呈現，畢業製作畫膠彩的人數也有增加的趨勢。 

為了表彰林之助教授對東海大學美術系膠彩畫教育的貢獻，在他開授此項課

程十周年後，筆者邀集了系上歷年來擔任此項課程的老師與歷屆主修膠彩畫的校

友、學生共 51 人，提供畫作在臺灣省立美術館及臺北市立美術館舉辦「東海大

學美術系膠彩畫教育十年展」，向社會各界呈現十年來的膠彩教育成果。 

從四十餘位送件參展的歷屆畢業學生的作品看來，有繼承中國的工筆重彩風

格者；有結合大陸水墨畫趣味者；有受西洋現代畫影響者；有受日本當代膠彩畫

啟發者；也有闡揚臺灣本土精神者……。從表現的畫風來分析，有寫實性的、裝

飾性的、幻想性的、變形的、半具象的、抽象的……種種不同畫風，拓展了國人

對膠彩畫的狹窄印象，呈現出臺灣文化藝術受多元化的政治、文化影響的風貌。

雖然這些參展的歷屆校友，技巧可能未臻成熟，繪畫根基尚待磨練，不過活潑的

創意流露在其作品當中，都有試圖建立自己畫風的意念。 

從展出的作品中可以發現，東海大學美術系的繪畫教育方式，是以全面性的

人文基礎教育來提昇學生的創作素質，站在輔導的立場，尊重學生的個性與創作

理念，在自由的風氣下，激勵其嘗試新的事物，而非臨摹老師的畫稿、學習老師

的畫風的畫塾式國畫教方式。 

十年來東海大學美術系主修膠彩畫的學生人數，累計大約八十二人，遠比主

修水墨畫的四十九人為多，從下列統計表中可以發現，雖然十年來水墨類總開課

學分數，約為膠彩總學分數的四倍，而且歷屆的學生多認為水墨畫的教授優秀，

教學成效良好，但是到了大四畢業製作時，多數學生卻選擇了膠彩畫作為其創作

的素材，到了最近幾年尤其顯著，主修水墨的學生人數有漸減的趨勢，近兩年已

經有幾門水墨類課程，因選課人數不足而停開。 

 

東海大學美術系國畫組開課學分及主修人數表 

屆次 年度 
水墨（國畫）

課程分數 

膠彩課程

總學分數 
主修水墨人數 主修膠彩人數 

一 1986 24 4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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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87 32 4 4 8 

三 1988 32 4 6 4 

四 1989 32 4 7 8 

五 1990 32 4 5 12 

六 1991 28 10 8 10 

七 1992 28 10 5 7 

八 1993 34 10 2 12 

九 1994 27 10 3 10 

十 1995 20 12 4 6 

十年總計 289 72 49 82 

備註 

一、水墨（國畫）課程不包括書法、篆刻、中國美術史等，但是部分花

鳥畫與人物畫的課程中，也包含了工筆重彩的範疇。 

二、主修水墨或膠彩的人數，以該年畢業製作及畢業展覽中，所提作品

之主要素材為依據。 

 

美術系學生選擇主修組別或創作素材的因素很多，不完全是開課學分的多寡

或師資優劣的問題，其他如系上的學習風氣、系所主管的提倡、時代的潮流趨勢

皆有關係。筆者也從各方面的資訊獲知目前國內各大學美術系（或美勞教育系）

當中，學生能夠自由選擇組別或選課的學系，大多面臨了選修水墨（國畫）的人

數逐漸減少的困境，青年學生多選擇了油畫或其他的創作素材。 

同時開設水墨畫與膠彩畫的學系（如東海大學美術系與彰化師範大學美術

系），皆呈現選擇膠彩畫的人數遠多於選擇水墨畫的人數，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

問題，臺灣社會歷經各方面的變遷之後，新生代的「新人類」有其審美品味與價

值判斷，他們的藝術創作抉擇是否暗示了某種時代的潮流？回顧中國歷史的繪畫

發展規律，令筆者感受到繪畫的素材與風格，隨著經濟、政治與衰輪迴的轉變時

期，似乎又悄悄的來臨了。 

 

三、中國歷代丹青的興衰與經濟政治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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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中國歷代繪畫風格或素材的發展，與當時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背景

息息相關，因篇幅的關係，省略掉目前畫蹟較少的古代，從唐朝開始，作簡要的

敍述。 

隋末唐初，天下混亂，田地荒廢。為了振興國家經濟，乃於西元六二四年實

施均田制及租、庸、調的賦稅制度，對唐代經濟的復興發生很大的功效。到了盛

唐時期，經濟上的繁榮與國力武功的強盛，達到了巔峰。反映在繪畫上，則以李

思訓父子的金碧山水為代表，呈現出色彩絢爛，帶有理想主義裝飾性風格，稍晚

的張萱與周昉，仍然繼承這這種穠麗的畫風。唐朝的繪畫素材是以礦物質顏料、

胡粉及泥金為主，兌膠賦彩，當時稱為丹青，也就是目前我們所稱的膠彩畫。 

安史之亂是漢族國勢的轉捩點，均田制遭受破壞，大唐的經濟開始走下坡，

而莊園經濟迅速的形成，宦官、節度使與寺觀成為大地主，逐漸發生貧富不均的

社會問題2。當時值得注意的畫家是王維，王維早年學習李思訓父子的金碧山水，

亦擅長詩文、音樂、禪學。安史之亂平定之後，王維因降敵罪入獄，幸賴其弟王

縉降官贖救，得以釋出，王維晚年隱居輞川，創作風格荒寒的水墨畫，捨棄了豐

富的色彩。晚唐的王墨、張瑞更擴展了水墨畫的新技法。唐末五代中原戰亂，經

濟破碎，丹青彩繪逐漸衰微，水墨畫隨之興起，荊浩、關仝、董源、巨然等水墨

畫家相繼主導了北方與南方的繪畫發展。 

宋朝初年改革田制，力謀發展農業，復興農村經濟，尚能達到小康的局面，

王安石的財經改革，雖然半途中止，也有相當的貢獻。宋朝的繪畫，呈現了比較

多元化的風貌，畫院畫家多能作工筆重彩的風格，但在設色方面已經不如唐畫的

色彩穠麗，至於院外的畫家，則傾向樸素的水墨畫，文人畫也在北宋末年興起。 

十三世紀，西北的蒙古人佔領中原以後，建立了舉世無匹的大帝國，蒙古人

放棄了遊牧生活後，仍然窮兵黷武，實施職田與官田政策，掠奪人民土地，權貴

壓迫農民獻其土地，最後導致農民群起叛變3。元朝統治中原的時間不長，其統

治者歧視漢人知識份子，有氣節的文人畫家（如元代四大家）都隱居山林，創作

野逸孤高的文人水墨畫。丹青彩繪淪為民間裝飾寺廟牆壁的工匠畫，未受知識份

子的重視。 

元末二十年的長期戰亂，經濟的破碎達到極點。朱元璋是貧農出身，他平定

天下以後，雖然深知農民土地分配問題的重要性，實施戶帖制度，以恢復社會秩

                                                 
2
 參閱錢公博著《中國經濟發展史》，文景出版社印行，頁 214-232。 

3
 參閱鄭合成編著之《中國經濟史研究》，進學書局出版，頁 337-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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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振興經濟，前六、七十年間的成效良好，但是實施久了百病叢生，而且宋、

元以來的官田問題未解決，權貴宗室擁有大量莊園，又佔奪民田，明末流民張獻

忠、李自成即結合一群失去土地的農民為基礎，起而反抗。元、明兩代雖然在國

際貿易上較熱絡，但是整體經濟的表現不算好。明朝繪畫皆以復古或仿古為依歸，

從初期浙派，到中末期的吳派，多以院體水墨畫或文人水墨畫為主流，使用青綠

重彩的作品並不多。 

明朝滅亡之後，皇族畫家石濤、八大山人等遺民，為了逃避政治迫害，出家

為僧，由於他們的胸中充滿了悲憤痛苦的情感，創造出許多震撼人心的水墨畫，

達到中國文人畫的極致。 

滿清入關後，採取重農輕商的政策，減輕稅賦，革除弊病，實施閉關主義的

經濟政策，經過康熙、雍正到了乾隆時代，進入清朝經濟最繁榮的時期，是盛唐

之後的另一個高峰，此時國勢強盛，疆域之大，遠過明朝。代表盛清時期繪畫是

惲壽平的沒骨花卉系統，以及郎世寧結合中西技法的繪畫，其特色是華麗的色彩

與細緻寫實的畫風，雖然不受文人畫家的認同，卻受宮廷貴族及一般人的喜愛。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經濟平衡的時代結束，經濟命脈受到列強資本主義的壓

迫控制，每次戰爭皆失利，結果割地、賠款之外還簽訂不平等條約，使得國家經

濟陷於極端的困境，即使清朝滅亡後，中國仍然陷入北洋軍閥的混戰當中，一直

到二次大戰末期，才解脫百年來不平等條約的枷鎖。鴉片戰爭以後，設色的繪畫

又逐漸衰微，文人畫與寫意風格的金石畫派成為清末及民國初年的繪畫主流。 

綜觀我國歷史的發展，可以發現到：每逢經濟繁榮、國勢強盛的時代，都流

行色彩華麗的丹青，寫實性或裝飾性的風格成為主流。反之自從唐朝王維創作水

墨畫之後，它的盛行，總是與經濟蕭條、戰亂貧窮或知識份子受到歧視迫害的時

代背景息息相關。歷代的宮廷繪畫也比在野的文人畫更重視色彩的表現，因為富

裕的皇室貴族有經濟能力購買昻貴的礦物質顏料與泥金，來供養畫師作畫，而色

彩華麗的繪畫作品，搭配其金碧輝煌的建築裝潢，也顯得比較調和。 

 

四、近代日本與中國的學院膠彩畫教育 

 

膠彩畫是以礦物質顏料、土質顏料或金屬性顏料兌入膠水的方式作畫，自古

以來就流行於亞洲地區，在中國、印度、朝鮮、日本都有過輝煌的歷史。進入二

十世紀初期，印度的孟加拉復興派，以加爾各答藝術學校為中心，倡導復興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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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壁畫、膠彩畫，又受到訪問印度的日本畫家橫山大觀、菱田春草的影響，

學習了朦朧體的風格，採用淡彩薄塗的技法從事創作，孟加拉復興運動成功的維

護了印度民族傳統文化的精神與價值4。 

日本在一九一○年併呑朝鮮之後，也把膠彩畫傳入朝鮮半島，並藉著「鮮展」

的舉辦，排除傳統水墨畫，提倡以寫生設色為基礎的東洋畫。戰後朝鮮獨立，針

對日本所推行的膠彩畫，先後有東洋畫、韓國畫、彩色畫等不同的名稱，由於漢

城大學、梨花大學、弘益大學等各大學的美術系皆開授這方面的課程，因此得到

比較正常的發展。韓國膠彩畫能吸收多種繪畫傳統，再加以轉換形成獨特的風貌，

在韓國現代繪畫的發展上，也佔有一席重要的地位5。 

就十九世紀末以後的膠彩畫教育而言，日本是實施得比較成功的國家，茲以

日本為闡述重點，並與中國的國畫教育比較，作為日後發展我國大學美術教育的

參考。 

日本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是一個封閉的農業國家，比起清朝的鴉片戰爭更

晚，在一八五二年被美國軍艦打開了鎖國政策，開放港埠與外國通商。一八六七

年展開明治維新運動，吸收西方的教育、經濟、國防、土地政策。有關美術教育

方面，則在一八七六年成立工部美術學校，聘請義大利畫家到日本傳授油畫，到

了一八八三年這所純粹培養西洋畫人才的美術學校就因故廢校，不過也為日後油

畫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傳授日本畫的新式學校，則以京都府畫學校（京都市立繪畫專門學校、京都

市立藝術大學之前身）為最早，成立於一八八○年。在此之前，日本繪畫的教育

組織，以私人畫塾為主，畫塾有不同的流派及各自秘傳的畫技、畫法，弟子進入

畫塾之後，臨摹老師的粉本畫稿，並有義務發揚此流派，不得捨棄師門而模仿其

他的門派，是一種閉鎖的美術教育型態。 

由於京都府畫學校是公立的美術教育機構，它成立時選擇了京都不同流派的

畫家擔任教師，共同指導學生。在教科方面，分為東宗畫、西宗畫、南宗畫、北

宗畫，這是美術教育上的一大革命。西宗畫是指西洋的油畫、水彩畫；南宗畫是

目前所稱的文人畫；北宗畫是學習自中國的唐畫、漢畫，也包括狩野派、雪舟派

                                                 
4
 參閱《世界美術史》第十卷（下），山東美術出版社出版，頁 197-202。 

5
 參閱李承遠撰，《近代韓國彩色畫與臺灣膠彩畫之比較研究（1910-1980）》，師大美術研究所碩

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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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東宗畫是指日本傳統的大和繪、土佐派、圓山派、浮世繪等6。可以說綜合

學習了東方與西方、古代與當代不同的技法與素材。明治三十年代又邀請學者中

川重麗介紹西歐的美學與美術史思想，開始了思想方面的啟蒙。 

一九○九年學校改組成立京都市立繪畫專門學校，聘請了東京帝國大學哲學

大學院畢業的中井宗太郎來校任教，中井認為：個性的解放和自由是創作的母胎，

拒絕自然的樣式化，強調畫家的本質是要謙虛、要純粹7。中井宗太郎尊重創作

者個性的自由理念，引起學生很大的共鳴。京都市立繪畫專門學校第一屆畢業生

小野竹喬、土田春僊、入江波光、村上華岳、樹原紫峰等名家，在一九一八年組

織了「國畫創作協會」，並邀請竹內栖鳳擔任該會的顧問，脫離了當時官辦的文

展而獨立，影響極為深遠。日後中井宗太郎升任京都市立繪畫專門學校的校長，

長期推展其教育理念，使得該校培養的創作人才輩出，畫風多元化，成為現代日

本畫的重鎮，而美術學校畢業的畫家，逐漸取代以往畫塾出身者，成為主導畫壇

的新生力量。 

在關東地區，培養日本畫創作人才的最早學府是東京美術學校（東京藝術大

學的前身），成立於一八八九年，創校的岡倉天心校長是國粹主義者，他受到美

國學者費諾羅莎（Earnest Fenollosa）的影響，大力提倡復興日本傳統繪畫，尤

其推崇狩野派的院體風格。 

早在一八八四年，日本文部省的圖畫教育調查會中，岡倉天心即與油畫家小

山正太郎展開論戰，小山主張以鉛筆畫為主的圖畫教育，而岡倉則主張以毛筆為

主的日本畫教育，後來岡倉天心佔上風，而文部省審定之中小學美術教科書則由

其主導，一八八六年至一八九八年是日本毛筆畫時代的圖畫教育8，對日本的水

墨與膠彩教育奠定了良好的根基。 

東京美術學校成立之切，只設日本畫科與木雕科，前者的課程有臨摹、寫生、

新按（創作）及美術史、美學等，同時聘請橋本雅邦、川端玉章等著名畫家指導，

也突破了以往私人畫塾的傳授方式。東京美術學校第一屆畢業生橫山大觀與菱田

春草在一八九八年前後嘗試「朦朧體」的新風格，捨棄東方傳統的線描，採取烘

染的技法，表現溼潤柔美的空間氣氛9，雖然遭受許多惡評，卻為日本近代繪畫

                                                 
6
 見樹原吉郎撰《近代日本畫  京都》，收錄一九九○年朝日新聞社出版之《近代日本畫  誕生  

歲  》，頁 108-111。 

7
 同註六。頁 115。 

8
 參閱林曼麗撰，《近代日本圖畫教育方法史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發行，頁 43-51。 

9
 參閱細野正信撰，《日本畫入門》，頁 1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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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新，踏出了第一步。岡倉天心校長在一八九八年辭職之後，聯合了多位原先

在東京美術學校日本畫科任教的教授與校友，組織「日本美術院」繼續推展其藝

術理念。 

日本從明治維新後逐漸蛻變為現代化的國家，一八九五年統治臺灣，一九一

○年併呑朝鮮之後，國力大增，經濟起飛。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其產業革命

奏效，國際貿易激增，成為亞洲最富強的國家。在美術教育方面也吸取歐美先進

國家的優點。一九一九年由畫家山本鼎倡導的自由畫教育運動，從小學的美術教

育開始，就尊重學生的感情與個性，啟發其想像力與創造力，使得藝術的創作更

趨向多元化與現代化。戰後「創造美育協會」、「創造美術」等新團體的成立，引

導日本畫的發展更接近西洋繪畫的思想與風格，厚塗的技法與礦物質顏料的絢爛

色彩，成為戰後日本膠彩畫的一大特色。 

顏料種類的增加也是促成膠彩畫進步的一大因素。古代從中國傳入日本的天

然礦物質顏料及土質顏料的色彩種類並不多。進入二十世紀初期，文展的時代有

百餘種色彩，到了帝展時代，連同中間色有二百多種，戰後由於人造礦物質顏料

的開發，增為五百至六百種色彩10。由於種類繁多的華麗色彩，吸引更多的青年

投入膠彩畫的創作與推廣工作，奠定了日本膠彩畫在國際上的領導地位。 

回顧明治維新以降的「日本畫」發展，從繪畫素材上的觀點看來，是從水墨

畫、彩墨畫的主流，逐漸往膠彩畫的方向過渡，隨著日本經濟的繁榮與國力的強

盛，色彩的重要性逐漸增加。戰後以礦物質顏料厚塗的畫風成為主流之後，從事

水墨畫（南畫）創作的畫家已經很少了，這是新式美術學校的教育成效。 

中國自從鴉片戰爭失敗後，一八四二年簽訂南京條約，門戶開放，二十年後

也展開了自強運動，學習西洋的軍事工業，但未重視教育與各領域根本制度的改

革，甲午戰爭、八國聯軍相繼慘敗之後，康有為與梁啟超推行維新運動，方向雖

然正確，卻受到舊勢力的反撲而匆匆結束，這些改革促成了中國青年赴歐美及日

本留學的熱潮。 

清末已經有部分師範學校設立美術師範科，不過一般認為中國第一所新式美

術學校是成立於民國元年（一九一二）的上海圖畫美術院（後改為上海美專），

一九一八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第一所官辦的北京美術學校以後，全國各地的美

術學校就如雨後春筍般的成立，截至一九四九年為止，全國各地的公私立美術學

                                                 
10

 同註九，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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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多達四十七所11。可惜當時的私立美術學校大部分是私人畫室或聯合畫室之延

伸，對美術教育缺乏研究。民國初年著名的國畫家多寄身於公私立的美術學校中，

他門在創作之餘，也擔任美術學校的教學工作，雖然對推動中國繪畫的革新有一

定的貢獻，但在國畫教學上多採用畫塾式的上課方式傳授水墨畫，即臨摹老師畫

稿或由老師示範作畫，注重技巧的傳授，少有啟發學生創意的美育理念，學生的

畫作常以酷似其師為榮，畫風只限於幾個流派的作畫式樣。 

一九四九年跟隨中央政府渡臺的中原水墨畫家多屬於畫風保守之士或是業

餘的文人畫家，他們在臺灣的大專美術科系中擔任國畫教職，當時若能吸收臺灣

膠彩畫的優點，也是建立新風貌的契機，然而他們卻壁壘分明的獨尊水墨為正統

國畫，貶抑膠彩畫，在國畫教學方式上仍然沿用以往在大陸時期的畫塾式授課方

式，較佳者再加上寫生，幾年之後，臺灣的水墨畫又流於幾類公式化與槪念化的

模式中，學生缺乏正確使用色彩的能力，原始的創意未能獲得充分的激發。 

十年前東海大學開授膠彩畫課程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延續臺灣本土藝術的

特色，另一方面也藉著異於水墨的顏料媒劑之嘗試與教學方式的改變，來突破傳

統水墨畫在創作思維上的困境，使中國的繪畫更具有多樣性的風格面貌。不過在

成績與影響方面，尚留待將來專家學者的評估。 

國共戰爭之後，留在大陸的畫家雖然不乏較具創意的大師，但是受到太多政

治的干擾，在中共的統治下，畫家的任務是歌頌社會主義的建設，歌頌工農兵的

貢獻，傳統的山水畫與花鳥畫未受重視，尤其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許多政治迫

害，美術學校中的國畫教育也未獲得正常的發展。值得一提的是，近十餘年來工

筆重彩似乎有流行的趨勢，其授課的份量高於臺灣的美術系所，畫風有濃厚的寫

實性與裝飾性，這種發展似乎與一九七九年以後的改革開放有密切的關係。 

綜觀目前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共有十二億以上，人口總數及畫家人數皆高於

日本數倍之多，但是依筆者的觀察，近代及當代的中國畫（包括水墨與膠彩）所

呈現的畫風多樣性，尚不及近代及當代的日本畫（包括膠彩與水墨），其原因除

了膠彩的素材較能發揮豐富的畫面效果之外，教學方式的不同也是重要的原因，

這是值得我們反省的課題。 

 

五、臺灣膠彩畫的未來展望 

                                                 
11

 參閱蕭瓊瑞撰〈民國以來美術學校之興起（1912-1949）〉，發表於《臺灣美術》第一卷第三期，

頁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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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在漢人移民開墾以前，是由幾個原住民族群共同居住的島嶼。近三百年

的臺灣歷史，在政治上經過了荷蘭人、西班牙人、明鄭王朝、清朝、日本人及中

華民國政府的統治，這些不同時期移民統治帶來了不同的文化藝術，若能以寬闊

的心胸接納融合，定能產生新的文明、新的美術，很遺憾的是每一個新的政治佔

取者，都在否定前一個政治佔取者的努力，因此美術的發展無法累積到應有的成

績。 

戰前由於日本殖民政府將臺灣作為軍需工業品的生產基地及南進補給基地，

臺灣的經濟發展迅速，當時的經濟力高居亞洲第二位，僅次於日本，加上殖民政

府藉著臺展與府展大力推行膠彩畫，得到了相當成效，日據時代所稱的「灣製畫」

即指以膠彩的顏料媒劑，表現臺灣亞熱帶地區的風土民情，最具有臺灣本土的色

彩。 

太平洋戰爭期間，由於美軍戰機的轟炸，破壞了臺灣的基礎工業，接著二二

八事件前後的經濟恐慌，一九四九年前後又湧入了大批來自中原的逃難者與內戰

失利的部隊，臺灣的經濟陷入困境，在一九五二年時，國民生產毛額（GNP）尚

不及一百美元。在那個貧窮的時代當中，大部分的畫家多無力購買昻貴的礦物質

顏料，為了生活家計，往往放棄創作耗時的膠彩畫，只有家境富裕的畫家（如林

之助、陳進等）還能夠不受影響，持續的從事膠彩畫的創作。 

到了一九七○年代，由於臺灣退出聯合國，引發一連串的外交挫折，反攻大

陸的理想破滅，乃轉向建設臺灣本土的經濟。由於臺灣人民的勤奮工作，又逢世

界能源危機，經濟發展起飛，臺灣從農業社會邁入工商業社會。十年前（一九八

五年）國民生產毛額已達三一四四美元，到今年更可高達一二九四四美元，目前

臺灣地區經濟的繁榮程度已經凌駕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當黑白電視、電

視被彩色電視、電影所取代；黑白印象、攝影被彩色印刷、攝影所取代的時代來

臨，是否意味著色彩華麗的繪畫，比起黑白為主的水墨畫，更適合現代人的審美

趣味？ 

最近十年是臺灣社會變化最劇烈的時期，除了經濟的繁榮與國民的富裕之外，

在政治改革方面也有傑出的成就，一九八七年解除了四十年的戒嚴，開放民衆赴

大陸探親，接著開放報禁、黨禁，允許反對黨的成立，加上國會的全面改革，省

市長的民選，總統直選等一連串的改革，提昇臺灣居民的人權，人人享有言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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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與政治民主的生活方式，未經流血革命，就徹底瓦解了幾千年來的專制政治，

當臺灣進入多元化的社會型態之後，藝術上百家爭鳴的時代就緊接著來臨了。 

居住在臺灣的二千一百萬人民，大部分是近三百年來從不同地區不同時期渡

海而來的移民。湯恩比認為：飄洋過海，對一個民族的激勵效果是無與倫比的，

這樣的移民大都能成就驚天動地的歷史偉業。從歷史上民族興衰的例子看來，渡

海的移民，比陸地移民，更具有同舟共濟的精神與應付困境的能力。由於臺灣近

幾十年來經濟迅速復興，教育的普及與出國頻率的增加，臺灣人民見聞廣博，知

道得比別人多，活動力比別人強，臺灣已經具有新興民族的氣象，即將崛起於二

十一世紀的世界舞台12。 

在膠彩畫的發展上，也有復興的跡象，自從林之助教授在一九七七年正式提

出「膠彩畫」的正名，經過《雄獅美術》、《藝術家》雜誌的介紹之後，普遍受到

各界的肯定。一九八一年林教授又結合國內膠彩畫家，成立「臺灣省膠彩畫協會」，

次年開始，每年在臺中市舉辦一次聯展，並巡迴南北各地展出，提昇了國民對膠

彩畫的認識。十三年來從事膠彩畫創作的人數，以及收藏膠彩畫的民衆都快速的

增加。 

因鑑於現代繪畫的發展有走向專業化的傾向，業餘畫家或畫塾出身的畫家，

其整體成就顯然不如美術科系畢業的畫家。近年來從美國、日本等先進國家美術

發展的情況看來，美術研究所畢業，獲得 MFA 學位的畫家，又成為主導畫壇的

領導者。基於此種趨勢，三年前東海大學也積極籌設美術創作的研究所，今年奉

准成立招生，分成膠彩、水墨與西畫三個創作組，其教育目標是培養高級的美術

創作人才，膠彩組首度成為國內美術研究所的一個獨立組別。 

東海大學美術系從十年前開授膠彩畫課程以來，受到各界的重視與關愛，最

近四年，師大美術研究所、彰化師大美術系、國立藝術學院美術系都先後開授膠

彩畫課程（藝術學院稱之為重彩），此外國立臺北師範學院、臺北市立師範學院、

新竹師範學院、臺中師範學院、屏東師範學院等各校的美勞教育系，也預備在近

年內開授膠彩方面的課程，衆多師範院校的重視，正是推廣膠彩畫最佳的原動力，

可以預見未來臺灣膠彩畫的發展前景將會更好。筆者也呼籲未開授膠彩畫的美術

學系，認真的考慮此一時代趨勢，在選修水墨（國畫）的人數漸少的情況下，還

一味的捍衛水墨畫是中國繪畫唯一正統，將使更多的青年學生選擇油畫或其他西

                                                 
12

 見許信良撰〈新興民族〉，連載於《自由時報》，1995 年 2 月 13 日及 14 日，第 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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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素材，中國繪畫的傳承者逐漸流失之後，可能會導致中國繪畫的衰亡，這是

大家都不願意看到的現象。 

回顧過去五十年，臺灣的膠彩畫的發展從盛而衰，其中糾纏著複雜的仇日情

結，這些與美的本質無關的意識型態，竟然妨礙了臺灣膠彩畫的發展，令人感到

遺憾。幸好十餘年前膠彩畫開始復興，我們應該向復興膠彩畫的功勞最顯著的林

之助教授表示敬意。 

展望未來，臺灣的前途充滿了希望，在李登輝總統所揭櫫的「經營大臺灣，

建立新中原」的建設藍圖下，已經逐漸步入已開發的國家，正致力於臺灣新文化

的建設，在這個新的時代當中，臺灣未來的繪畫主流又是什麼呢？依前述歷史的

發展規律看來，在富裕強盛的時代，色彩華麗的風格是繪畫的主流，從東海大學

美術系十年來膠彩畫的發展，以及國內各美術系、美勞教育系開始重視的情況看

來，膠彩畫將是未來臺灣繪畫的主流，它的發展遠景是相當樂觀的，祈盼諸位能

一起努力，共同發揚這門東方最優美的繪畫藝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