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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乾坤裡的色彩能量—觀馬白水運色之道 

吳大光 

Color Dynamics in a Black-and-White World——A Study on Ma Bai-Shui’s Color Scheme / 

Wu, Da-Kuan 

 

摘要 

 

馬白水是國內知名水彩畫家，對台灣的美術教育與藝術發展，奉獻了一生不

可磨滅的歷史印記——多采多姿的繪畫世界，是如此一般的節奏分明又極富音樂

性的漫妙飄逸；其作品風格在瑰麗迷人的表象下，潛藏某些少為人知的色彩密碼，

為揭開這些神秘面紗以尊仰真相，希望藉由本文之研究，可以有幸洞悉其中一

二。 

本文研究方法主要以視覺分析法進行——包括運用電繪灰階功能之作品轉

檔再現，再以物理光學所涉人體能量系統之科學分析——人體氣場氣輪色相與平

衡彩油之心靈資訊為輔助詮釋，並總結馬白水創作內涵真正的精神狀態或心靈特

質如下： 

「珍惜自我療癒的天賦與自信、靈性的關懷與溫暖的愛（約 1950-60）；堅持

心智清明並懷有神祕永恆的意境，以平和樂趣的創作心靈，打造如神仙飄逸的生

命能量世界（約 1960-75 或 80）；享受內在的愛與慈悲，透過神一般的意志與智

慧，展開生命的新層次與正面挑戰，快樂迎接不畏艱難所獲致的藝術心靈創作之

碩果（約 1980-1999）。」 

綜觀馬白水內化的能量或心靈色彩，外顯為光影幻化如太極陰陽復始互動之

起始，而體現於萬彩花筒的繽紛視界中。 

 

關鍵語：灰階、氣場、氣輪、平衡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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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繪畫創作對馬白水而言，無疑是一件終生職志。國人對其藝術風采，除有幸

親臨品賞之外，亦大都能感受其色彩運用與展現之獨特性——「運墨其內，用色

其外」。 

其「運墨」精神，遠承中國古代「運墨而五色具」之觀念；其「用色」表現，

則近融西方「色面」之法則。此一前一後、一內一外，所構築的獨到風格，確定

內蘊與眾不同的視覺美感與心靈冥悟之妙。 

 

墨分五彩，意指黑白乾濕濃淡，運用得當會有紅黃藍白黑五彩繽紛的效果。

現代色彩學把黑白明暗，分作十一個不同色階，都是同樣道理。1

 

 

馬白水在「我的彩墨繪畫觀」文中曾主張上述論點，而且，他對墨色的靈悟

概念，也極為推崇；這些都屬於當年藝術創作的新思維。 

 

墨色，給人一種寧靜、含蓄、簡單、樸素、高雅、超逸、祥和的感覺，恰

如中國古人所追求的禪悟內修的理想境界。2

 

 

由於國美館與史博館，已為他個人藝術成就，舉行過盛大展覽與出版專輯，

並深入研究其畫風特色與歷史定位。故本文選擇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解析其風格

所內蘊不可見之精神特質或色彩能量之屬性或型態，希望有助於了解馬白水更多

的藝術心靈與生命面相。 

 

貳、主題性質與釋義 

 

基礎色彩學中，常以二分法為色彩要素論述之始—即無彩色與有彩色兩種。

無彩色為黑、灰、白，有彩色為紅、橙、黃、綠、藍、靛、紫七彩，這些內容與

應用範疇，亦通常被歸類於現實生活與視覺心理學之界限，很少應用於心靈界域

                                                 
1 台灣省立美術館編，《馬白水彩墨八十回顧展專輯》，（台中市：台灣省立美術館，民國 79 年），

p.8。 
2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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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研究。本文即以視覺色彩為基礎，融入心靈色彩或稱能量色彩之研究為主題性

質，此間涉及兩項要義： 

 

一、氣場： 

 

自然界的生物能能量，在正常狀況下佈滿人體之內，隨著身心的變化會顯示

不同的反應，有的部位易聚集能量，有的適合能量流動，因此形成所謂的穴位及

經絡。 

 

……無數億的“那怛”（按：瑜珈系統中，最精細的能量集中點稱之）聚

集處即為所謂的“Chakra”氣輪，同一個氣輪的“那怛”通常有相同的振

動頻率，所以此共振頻率愈和諧，則在該氣輪所在處所掌管的身心就愈均

衡，……從這些細微變化所引致的氣場氣輪圖相，都能輕易讓人掌握一個

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更可藉以進一步的治療。3

 

 

這種氣輪的振動頻率，如果運用「人體氣場攝錄儀」採集分析，可以精確呈

現人的身、心、靈各種狀況 

 

人體氣場攝錄儀，將生物反饋精密偵測所得數據，結合世界最先進的色彩

心理學、能量醫學技術整合呈現。透過與生物體現況互動息息相關的氣場

（Aura）、氣輪（Chakra）及豐富多變的色彩心理分析、……，包括人格

特質……幸福與未來發展等。4

 

 

本文即以這種新的論述觀點與嚐試，將化學作用的色料光彩變化，模擬並返

究套用人體氣場色彩之顯示與下列彩油色彩之內涵，研判畫家創作時之心靈、身

體、思想等狀態，以解讀馬白水作品中不可見之生命能量。 

 

二、彩油： 

 

                                                 
3 http://www.aura.net.tw/content/view/72/81/ 
4 http://www.aura.net.tw/content/view/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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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歐娜—索瑪（Aura-Soma）的瓶子都與我們的意識及物質性的不同面

向有關，也因此成為意識如何因應物質性的不同而前進的線索。……並不

只是說某一瓶是從甲連到乙而已，這些瓶子還可以讓我們連結到光明的身

體，即是讓可能性從靈魂之星帶到物質層面。……讓它更清明及了解，讓

色彩與光明更為平衡的方法。5

 

 

由彩油的色彩能量，可以恰如其分地詮釋藝術家呈現的色彩氛圍，與其內在

精神、狀態。讓色彩能量的組織架構，精準地平行於畫家心靈能力的發揮與特質

展露。筆者曾對梵谷的色彩能量之心靈潛力與創作精神型態解析，大致已獲得精

確深邃的效能。本人認為梵谷所趨近「能量色彩」之表現與相關研究，將是視覺

藝術理論的另類顛峰—理化（物理化學）作用在大、小周天的反覆連動作用之間，

以及人與人之間——I（內在）See（感應）You（內在），這是物理，同時也是化

學作用，就像鏡射的潘朵拉（星球）效應，將使「色彩能量」與「能量色彩」永

世共生。 

因此，本文除解析馬白水之色彩能量外，感應色彩內涵並期以心靈潛力與特

質為依歸，是為主題之論述方向。綜觀上述，本文主題性質一為色彩明度或其灰

階系統之內構視界；另一則為物理光學中的色彩能量，結合化學作用的心靈色彩

之外顯效應，使能完整解剖馬白水色彩運用之思維架構與其內蘊之生命特質。 

簡言之，「黑白乾坤」指涉馬白水「有彩色」視界裡，所隱藏「無彩色」光

影強弱變化、明暗層次分明的結構形式；「色彩能量」的光波物理作用引發相關

色彩美學之視覺張力，以及與「運色」在無形思維與生命創見歷程——「運思感

應其內，用色表現其外」的完整藝術創作之道。 

 

參、黑白乾坤 

 

「彩墨千山——馬白水九十回顧展」專輯，是一九九九年歷史博物館邀請馬

白水為期 2 個月之大型回顧展所出版之畫冊。此專輯收錄其大小作品共計兩佰八

十七件—正式圖版「亞洲風情」與「歐美遊蹤」合計兩佰二十件，「其他」篇幅

                                                 
5 麥可．布斯（Mike Booth），《靈性彩油》，張振林譯，（台北市：春光出版社，民國 94 年初版），

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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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六十七件（包括花卉彩墨 3 件、人物速寫 4 件、石膏素描 2 件、鋼筆速寫 8

件、鉛筆 27 件、版畫 3 件……等等）。 

本文擇其較具色彩要素之凸顯者（約一佰件作品），列為研究主軸，依其明

度—黑白亮暗或灰階強弱程度，對應其色彩—色相與彩度或謂色彩能量之高低程

度，形成內外對照之存在關係，可明確界定其色彩能量之特質，此乃緊密連結並

源自它們本身內在的、不可見的黑白對比狀態下之灰階結構。筆者決選其中十幅，

作為進一步解析之標的。 

為了解開馬白水運色媚力的真正面紗，在此藉用繪圖軟體的轉檔功能，在模

擬與改變其影像類型為灰階後，與其原作並列對照如下： 

（一）「石碇寫生」（圖 1）——水彩、紙  58.5×79cm  1958 年作 

原作色彩繽紛，幾乎是虹色七彩盡出，似乎舉目琳瑯令人有應接不暇之感；

但在灰階模擬圖（圖 2）中，卻是明暗分明，遠近適宜，尤其近景橋頭與基座刻

意加重凸顯，撐住主體視覺的核心而炯然有力。 

（二）「古城艷場（北門）」（圖 3）——彩、紙  59×77cm  1962 年作 

畫中色相多元，概皆能化作點景奪目而出；不過，在灰階模擬示意圖（圖 4）

中，城門尖宇、民家屋頂、樹梢茂葉等，扼要明確地點出天地有別；最後強力塗

黑的三輪車座，成功鎖定並引領觀者的視線隨之而去。 

（三）「蘭嶼風光」（圖 5）——彩墨、宣紙  29×87cm  1965 年作 

本畫作應是馬白水運色最單純的一件——黑岩藍水白沙、綴以魚舟蓄勢待發。

從灰階轉檔作品（圖 6）觀之，黑、灰、白的節奏分明、條狀黑紋雙尖凸起的長

舟，勾起浪沙前後一致的連動。 

（四）「文物寶藏（史博館）」（圖 7——水彩、紙  102×67cm  1966 年作 

畫家理性的思惟，讓史博館的建築樣式，保留機械式的透視結構；其實畫中

表現主體，直指前景雙樹一前一後之構成。因為在灰階圖（圖 8）中，雙株枝幹

葉欉之明暗相互映照，史博館的灰白調反而成為背景陪襯的角色。 

（五）「馬尼拉中國公園」（圖 9）——彩墨、宣紙  44.5×89cm  1968 作 

這是一幅平鋪直敘的風景構圖，但運思色調之法，卻強烈堅守濃、中、淡—

黑、灰、白（圖 10）之三重奏；湖中的欄杆柱頭倒影串列曲連浮於水面，難掩

畫家理性靜觀自得的特質。 

（六）「紅色北門」（圖 11）——彩墨、宣紙  40×55cm  1970 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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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另一幅北門（圖 3）風采之嚴謹細膩，顯然率性許多！色彩表現以原色

紅、黃、藍調，對稱於幾近無彩色黑、灰、白之極至演出，筆拙墨暈、渾然真趣

是為本畫作之神韻所在。另於灰階圖（圖 12）中雖無原色三彩，但畫面反而呈

現莊嚴靜穆與思古幽情之感，且攬人視線縈繞門牆而欲動。 

（七）「圓山寫意」（圖 13）——彩墨、宣紙  122×61cm  1982 年作 

此畫應是參考相關空照圖所繪，因為圓工飯店之「後山」與更遠之墨山，皆

與實景有異，想必是畫家之聯想罷！正式畫幅中飯店之黃瓦紅牆，顯然是思想內

涵主角，也是視覺表象之核心。但灰階圖（圖 14）中兩座墨山之間的蒼白浮雲，

才是視覺焦點—此乃藝術表現精神與創作能量的真相。 

（八）「阿里山火車」（圖 15）——水彩、紙  36×51cm  1990 年作 

主體火車造形並無細鑿痕跡，但卻逼真醒目，最大因素來自整體畫面的輕盈

氣氛下，重染實體堅穩的車頭，不免自然而然地迸出雷霆萬鈞的車頭氣勢。此在

灰階圖（圖 16）中襯以縷縷白煙的黝黑火車——在視覺作用的強力對比下藉著

有形軌道的指引，其能平安地駛向另一個不可預見的畫外心靈世界。 

（九）「本溪水洞」（圖 17）——彩墨、宣紙  62×46cm  1994 年作 

多采多姿的形色變化，異軍突起於馬白水的風水景點；此畫作可謂光色兼

修——左上如瞬間閃亮觸目的懸岩與右方神秘的深陷奇岩，兩相對照下，極至顯

現陽光的健美，反襯出陰柔幽冥與空靈靜流之美感意識。尤其在灰階圖（圖 18）

中的「亮白」，似乎預告千年溶岩的垂涎，正傾力吐露所有自然原始的能量，在

轉眼間化作閃爍耀眼的銀絲晶脈。 

（十）「太魯閣之美」（圖 19）——（24 全聯幅 6 景）  彩墨、宣紙  214×61cm  

1999 年作 

歷史博物館在 1999 年出版的馬白水專輯圖版中，24 張聯幅畫作表現太魯閣

山水美景，可說是一項空前的歷史紀錄。原編圖版順序，經過密合組接後，呈現

在畫幅中央主位的「冰山冷雲」，應是馬白水心目中的大陸東北冬季映象，其餘

則分屬台灣春、夏、秋景等加以組構完成。 

不過，經過進一步比對模擬，其表現內容與畫幅數量比例似乎可予重組；依

其理性思維之運作，可異動為每季 6 幅，則四季共 24 幅。假設如此，則重新排

列組合後的四季（圖 20），亦稱合理—左起至右分別為春、夏、秋、冬四季而各

自占有 6 張畫幅。當然，這僅是揣摩編排次序異動的可能性，因為這與原編圖版

構圖—主角地位的「冰山冷雲」成為敬陪末座的型態相去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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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此，但重組後的四季順序，似乎較易於欣賞——「春雲閒逸，和而舒

暢；夏雲陰鬱，濃而靉靆；秋雲飄颺，浮而清明；冬雲玄冥，昏而慘淡。」而且，

自然林木之設色—春色主黃綠調、夏季主墨綠調、秋季主橙紅調、冬季主枯藍調，

此正巧一字排開，應非偶然致之。 

另從灰階圖檔（圖 21）中的「春夏」畫作審視，山雲之間明度強弱的變化

程度，基本上是中度溫和的；而在「秋冬」畫幅中，山雲之間的鮮明對比已成為

不辨自明的事實。 

以上十件馬白水水彩原作，呈現的色彩樣貌，是那麼的豐盛瑰麗與美侖美奐。

但在其萬花迷香似的感官視界裡，都深藏如其灰階圖中黑、灰、白調單純律動與

交疊節奏—層次明快、穩健而有力。所以，與其尊崇馬白水色姿感人的藝術風範，

不如由衷地感佩其表象視界裡未曾現形的黑白乾坤。 

 

肆、色彩能量 

 

本文二主題性質與釋義——2.「彩油」項下，已述及靈性色彩—平衡油

（Equilibrium）之運用，有助於解讀身、心、靈之各種存在狀態。 

 

平衡油是一種結合顏色和光的治療方法，它不是醫藥，而是透過不同顏色

的波長發揮影響的效果。每個瓶子都可以呈現你的身體、心理、靈魂、情

緒層面，如果你特別偏愛某一種顏色，那表示你與這種顏色的頻率相近，

透過…平衡油的波長居中調整……達到防治和自我治療的功效。6

 

 

以下就馬白水作品色彩—統攝其畫面色相，融合相近色系並簡約配置成一組

相對應的主體色調，再與「彩油」——平衡油之寓意重點與內涵特質對照說明，

其能深入理解作品精神特色與創作心靈型態，以感應彩油色彩與心靈之互通密碼。

唯本處析論觀點，乃針對色光（光波）原理融合色料（混色）原理相輔相成，以

開啟色彩藝術相關學術論證之先。 

（一）「橋頭」（圖 22）—水彩、紙  37×56cm  1952 年作 

主題「橋」雖呈現藍調，但與畫幅上半部—粉紅調，正巧各據二分之一；如

將其藍色與下方淡白、淡紫、右側牆上淡橙黃混合結束，約可得紫色樣貌。故可

                                                 
6 上官召儀，《色采決定幸福》，（台北市：旗林文化公司，民國 97 年初版），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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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 35 號彩油瓶（圖 23）——上為粉紅而下為紫羅蘭色之重點釋義，進行解剖

畫家之創作心靈： 

 

靈性帶來給予他人的愛、關懷及溫暖。有療癒天賦且有自信的人。7

 

 

雖其主旨為「以無條件的愛服務，從上天而來的愛」，但所需要處理的課題

可能是「為沮喪所苦惱的人，由於靈性的傲慢而被他人或自己所支配。」 

馬白水完成該畫作時間為 1952 年，亦為其年輕力壯的生命高峰——年約 43

歲；亦是進入台灣師範學院的第三年，同時「遷居師大第一宿舍，隔年又設立「白

水畫室」；自此展開不惑之年的堅志藝術長征之旅，所以有些意想不到的人生課

題，必然也隨踵而來，自是滲雜「苦惱」滋味在所難免。這點也可以從曾經深入

研究馬白水生平與畫風的王家誠先生，論不惑之年窺見端倪： 

 

「四十而不惑」，不僅能比較冷靜的認識自己，評估自己，對不同主張者，

也較能容忍、接受。8

 

 

無論是「苦惱」或「容忍」，都象徵一種面臨新方向的抉擇或取捨之可能性，

更是蘊藏另一開創新局的可能契機。故，1950 年代起始馬白水無疑已邁向另一

個藝術表現的新旅程。 

（二）「谷關河畔」（圖 24）——水彩、紙  55×79cm  1958 年作 

畫中色調除了極少量的淡青、青綠、黑塊之外，幾乎都是淡粉江的「天地」，

這正是 52 號平衡油（淡粉紅∕淡粉紅）（圖 25）的專屬特色— 

 

主旨：在粉紅色之中，透過去愛的能力而達到的靈性成長。…… 

有關此瓶的重點：知覺敏銳和直覺性強的人。能夠把內在所擁有的愛給予

他人以及自己。 

……這個色彩組合同時與第三眼及音樂有關，可以強化對音樂的體驗與了

解。9

                                                 
7 同註 5，頁 59。 

 

8 王家誠研究主持，《馬白水繪畫藝術之研究——研究報告展覽專輯彙編》，（台中市：台灣省立

美術館，民 82 年），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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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瓶充滿無盡的、來自天賦的無條件的愛，除了預告馬白水「渴望愛」

帶著「柔軟的心」在隔年（1959）與謝端霞女士結婚的未來喜感徵兆，與藝術表

現強化了音樂性的新意向外，也邁向自然寫意的最愛： 

 

民國四十七年（一九五八）左右，馬白水畫面出現了線條和主觀性的大片

平塗色面。「碧潭寫意」，宣示他已超越對自然的忠實倣效，而到了改變自

然的「寫意」階段。10

 

 

所以，色光所顯示的生命內蘊能量，與色料呈現的視覺外放感應，兩者間之

驅動力方向是平行一致的。 

（三）「太魯閣錐麓」（圖 26）——水彩、紙  77×56cm  1958 年作 

 

馬白水認為此畫得心應手，堪稱完美。近山、遠峰，採冷熱對比色調。層

次變化，細緻微妙，筆法縱橫自如，有晶瑩剔透的感覺。11

 

 

依其冷熱對比色調，大致與 57 號平衡彩油（圖 27）——淡粉紅∕淡藍之色

相變化相似，彷彿已掌控了藝術生命的全然自信： 

「這一年可以說是我繪畫生涯中最值得紀念的一年……。畫面很明顯的看出

賓主虛實，輕重強弱……描寫表現的功力，已能沒有重複，絕少廢筆……」12

如此強烈信念所相應於 57 號彩油之主旨—「放下並信任，個人的獨立」，是

何等的貼切： 

 

 

接納自己而平靜的人，覺知到自己的限制及有潛能克服障礙。以健康的方

式瞭解生命物質面的法則。13

 

 

（四）「香港鯉魚門寫生」（圖 28）——水彩、紙口 58.5×79cm  1961 年作 
                                                                                                                                            
9 同註 5，頁 83。 
10 同註 8，頁 43。 
11 同註 8，頁 42-43。 
12 同註 8，頁 43。 
13 同註 5，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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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畫面點綴或細飾之狹小色片融入大色塊，約略可得上半部藍調，下半部黃

色調之配置關係。此對照彩油瓶 47 號（圖 29）之寶藍與檸檬黃上重下輕的組合

樣式，基本上是同一型能。 

在自己內在找到心智及知識的清明。為天堂般的平靜以及靈性的創造力敞開。

擁有神秘知識以及進入更高心智的人。 

 

……注意，顏色混合時會被認為是與更深層的目的有關的翠綠色。14

 

 

顯然，馬白水在隔年（一九六二）赴日旅遊前，已深藏「神秘知識」，並「進

入更高心知」、「更深層的目的」，冥冥中已導向更高層次的求新求變——「至日

本，才算接觸到世界繪畫真面貌的邊緣」。 

（五）「野柳海峽」（圖 30）——水彩、紙  57×77cm  1962 年作 

從海峽缺口上下一分為二，即上半多藍調而下半藍多黃少約為藍綠傾向。這

與彩油 33 號瓶（圖 31）之寶藍與藍綠配對相似——： 

 

擁有靈感並能以此與每個人溝通其感受。鎮定及平靜的靈魂，發現擁有創

造力是一種樂趣。15

 

 

因為有了這種創造力的體驗樂趣，他的繪畫形式與方向，亦漸趨明確： 

 

「一九六二—六三那幾年裡，記得好像採四個原則：1.用墨、2.線條、3.

平面、4.壓縮距離。…卻能保持賓主虛實、輕重強弱、建築性和音樂性的

整體關係。」16

 

 

本畫作完成時間與上述作品「香港鯉魚門寫生」相隔一年，因此，馬氏之創

作心靈與生命能量型態大致與之相同，唯較之更具理性果斷魄力與心靈悟力。此

為真正的內在追求與靈性創作之美： 

 

                                                 
14 同註 5，頁 71。 
15 同註 5，頁 57。 
16 同註 8，頁 43。 



 

 11 

從心去創造和溝通，讓心來表現一切的和平之美。這是 33 號寶藍色和藍

綠色的意境，可用很具創造力的方式表現內在靈性之美。17

 

 

（六）「蘭嶼風光」（圖 32）——彩墨、宣紙  29×87cm  1965 年作 

1965 年是馬白水榮獲教育部文藝獎章的一年，也是史博館及中華大典聯合

出版其《馬白水水彩畫集》的重要紀事。一切的人生或藝術之道，似乎已開拓出

一個公認的歷史價值定位與方向。 

85 號靈性彩油瓶（圖 33）——上藍綠而下透明的奇妙配對，完全掌握並宣

告創作者心靈能量之型態與內涵： 

 

有魅力及與光明的感受溝通的人。讓學習以教導的方式發生的人，喜歡新

的技術……。並非橫向思考的人，而是帶著喜悦投入創意的人。18

 

 

其中「有魅力」、「光明」、「新技術」、「喜 悦」等要素投入創意的人，像極了

王秀雄教授深入解析馬氏之性格時，將其定位為「循環氣質型」的人格特質—「他

實踐力很強，不做沒有把握的事，幻想還不如訴諸行動」。 

 

85 號的藍綠色加上透明色，讓我有一種像神仙般的感覺，很飄逸，顏色

給人平穩和愛的能量，很實在，也很寧靜。19

 

 

畫中的蘭嶼，很難不令人稱頌為「仙境」——巨岩穩住海平面的同時，也吻

住了蠢動如漪的波紋；這裡的陽光是涼爽的、輕舟是浮貼的、灘沙是迎風的、藍

天是自在的……所有這一切、在在都寓意舉目所及非香格里拉，就的桃花源。 

（七）「艷陽天」（圖 34）——彩墨、宣紙  42×52cm  1980 年作 

本畫作完成的隔年，馬氏即開始踏上赴大陸探親之旅——偕妻返東北遼寧本

溪縣，並到上海、黃山、北平……等地旅遊訪視；此次與長女百榮重逢並接其移

居美國。此舉應是馬氏了卻一生潛藏心底的願望，也完成早年因時空交錯隻身滯

台的負面心理，轉化為正常心智的自我彌補與修復。彩油瓶 93 號（圖 35）的光

                                                 
17 同註 6，頁 114。 
18 同註 5，頁 116。 
19 同註 6，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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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搭配——珊瑚與藍綠，說明了畫家在作品中運色的將來期許與相關的能量意識

型能： 

 

幫助自身檢視，以找到溝通個人感受的信任。懷有愛的關注及智慧，將負

面轉化成正面的人。能夠與眾人以及個人溝通。20

 

 

這種內化無形的生命能量，有意無意間也滲露出它的蛛絲馬跡——艷陽天的

「白日」躲藏於焰雲（珊瑚紅—與愛有關），也位居畫心之上；畫家渴望愛的能

量釋化，遂於不知不覺中將「日頭」轉化成「內在的小孩」之臉龐（圖 36）——

象徵返老（額頭兩短皺紋）還童的生命歷鍊與意識，同時期盼履行生命旅程中諸

多關愛的「施」與「受」—愛施於人，也受於人的對應溝通關係。 

（八）「本溪水洞」（圖 37）—彩墨、宣紙  62×46cm  1991 年作 

本畫作應該是馬白水 1991 年第三次赴陸探視，在行程結束後才完成的。正

因為與久違的家鄉三度會面，擁有足夠的「心理的距離」（1981 年第一次返鄉時

的心理衝擊最大），創作出的藝術品通常較能保有純粹的美感意識。 

畫中右上左斜的對角視覺動線，約略劃分為黃與紫的對比色調—也是基礎色

彩學中的互補色；它們與 90 號彩油瓶（圖 38）的配上——上為金黃，下為深紫

紅相類似，亦稱「智慧解救瓶」（Wisdom Rescue） 

主旨：與古代智慧有關的深度療癒 

 

有關此瓶的重點：找到內在愛與慈悲的人。能夠把愛貫注在小事物當中，

以及透過與他人的分享而發現廣大的喜悦及智慧的人。21

 

 

從關注細節處理的心態上研判，畫家的深度釋懷與閱歷智慧，可恰如其分地

賦予馬氏該項頭銜——八十三歲的此時此刻，即使是點滴似的舉手投足，都可算

是智慧的結晶閃耀，更何況是一位藝術國寶。 

看那似鐘乳岩柱的含蓄低垂，豈不刻正閃爍著令人驚愕的千年晶鑽之美侖美

奐嗎？ 

（九）「美濃鄉村人家」（圖 39）——水彩、紙  46×61cm  1992 年作 

                                                 
20 同註 5，頁 124。 
21 同註 5，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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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中的青山綠田，與 101 號彩油（圖 40）——上淡藍而下淡橄欖綠之配置

大致同調： 

主旨：神的意志進入內心，為生命中的新層次敞開。 

 

……它給予極佳的機會，指引我們到達內在更深層的女性直覺。有效地提

供連接新層次生命有關的希望的可能性。22

 

 

「女性直覺」是一種陰柔的敏感效應，當內心深處的覺察感應提昇為生命的

新層次時，藝術的敏銳度與新創機制自然攀越新的顛峰。此時，生命能量的啟動

外放，自是無可限量的化為行動力及創造力。 

（十）「東南海岸」（圖 41）——水彩、布  46×61cm  1994 年作 

金黃與橘紅的夕陽輝映，漸序投影於紫色調的海面，雖是金橘與淡紫色調約

略呈水平隔開，實則渾然一體。這也是馬氏獨到的「逸筆草草」之風範，聊表其

胸中逸氣罷！ 

從能量彩油 79 號瓶（圖 42）——上為橘色下為紫色之組合觀之，它的主題

是： 

 

靈性的驚嚇…… 

確信：我高興地接受生命中的種種挑戰正向人格面是一個非常快樂的人，

得到很深的洞見，……凡事會以行動解決而不會只是被動的反應……。即

使有困難或要花費很高的代價，他都會非常投入他的工作並享受它的成

果。23

 

 

他以年邁豁達之高齡（86 歲），依然保持「循環氣質型」之開明又樂觀的性

格，以理性思維與洞察機先的主動革新與追求，可謂為一種終身學習的無止境挑

戰，與無限精神能量之永恆延伸。 

以上十件作品，乃依據馬白水運色表象，深入解剖其內在潛藏的、不可見的

精神內涵與心靈能量特質或型態，希冀更貼切詮釋與掌握馬氏的創作真相與生命

能量。 

                                                 
22 同註 5，頁 121。 
23 http://atecwc88.myweb.hinet.net/mean/meaning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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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視覺藝術之相關論述範疇，通常都會超越視覺本身感官作用之界限，諸如視

覺心理、色彩治療及其心理學或造形心理學……等等；祇不過其間涉及「有形有

色」可感或「非形非色」不可感之界限何在？或「有形色」與「非形色」之定義

與其程度或層級為何？等問題，似乎尚待努力致之。 

正如本文主題所設定之「黑白」灰階與色彩「能量」，在感官的表象作用下

是無能彰顯的；但它們確實都存在於這個人人據以為生的宇宙乾坤。這也就是筆

者意欲從「有形入手、無形傳神」的面向迎接一次全新的視覺對心靈之征戰。 

馬白水的繪畫世界，除早年自然描繪（約 1950 年之前），與自然再現（約

1950 至 1960 或 65）年之風貌外，其餘大致是主觀色彩表現之風格，也較趨近「心

靈色彩」的展露型態。所以，文中所舉作品析論，大都是 1960 左右或其後完成

之作。以下綜合本文所得之兩點結論： 

（一）馬白水「多彩」多姿的繪畫世界，是建構在一個節奏分明、極富音樂性或

等差兼等比性的視覺律動——嚴謹又深邃的理性時空中；亦即其光彩雖

飄逸漫妙，但皆能穩扎於黑、白、灰色階所連鎖成的視覺磐石上。簡言

之，如果沒有隱性實存的黑白層次之旋乾轉坤，就沒有動人心弦的彩飛

色舞。 

（二）繪畫藝術的傳統媒材，大致是具體實存的（不似電繪的虛擬影像）；顏料

色相的運用，多數連結於化學作用的轉化過程。因此，靜態的色（料）

相基本上是一種化學特性的存在狀態，它必須經過調配運色的實務過程，

才會對人的「視覺心理」產生作用的意義。馬白水運色之道給人的啟示

是： 

色彩呈現的化學性質雖與人相去不遠，但其運色法則卻與「光能」的存在連

結一體，而內化為物理作用的「能量」色彩特性——即由色光內化為如人體氣場

氣輪色相般的隱性存在，並於創作過程或表現當下適時展現如平衡彩油色內蘊的

精神或心靈特質——「珍惜自我療癒的天賦與自信、靈性的關懷與溫暖的愛（約

1950-60）；堅持心智清明並懷有神祕永恆的意境，以平和樂趣的創作心靈，打造

如神仙飄逸的生命能量世界（約 1960-75 或 80）；享受內在的愛與慈悲，透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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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意志與智慧，展開生命的新層次與正面挑戰，表樂迎接不畏艱難所獲致的

藝術心靈創作之碩果（約 1980-1999）。」 

以上兩點結論謀合的結果，正可以用一句話定位之：馬白水內化的能量或心

靈色彩，外顯為光影幻化如太極陰陽復始互動之起始，而總結體現於萬彩花筒的

繽紛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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