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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近現代水墨畫的離散與夢土――出航與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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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 Fan 

 

摘要 

本論文主要以近現代臺灣水墨畫為核心，探討其「離散」（diaspora）的現象

與其追求夢土的心靈想望。特別以渡海來臺或者散落於異地的畫家之藝術作品為

主軸，探究其心靈結構。本論文涉及如同史詩般的離散情愁，有飄零於臺灣的大

陸畫家，也有零落於臺灣的日本畫家，同時也有離散於世界各地的華人畫家。這

些畫家以母國文化為精神依歸，透過固有傳統的表現形式與異地文化、空間、時

間變易的交錯，發展出豐富多變的藝術現象。這些繪畫作品以視覺語言述說著無

限的深沈心靈的想望。 

「離散」作為現代語彙，最初運用於移民文學，由西方逐次轉移到華人文學

的研究上。本論文採用「離散」作為切入水墨繪畫背後深層的離散情懷，試圖探

討水墨這種美術表現媒材的在大時代背後所存在的美學轉譯、形式變動。水墨一

方面承載著濃厚的傳統人文特質，另一方面也凝固著民族情感，如此媒材在華人

筆下如何在戰前與戰後產生豐富與複雜的生命力。 

論文結構如下，首先，探討離散作為華人水墨語彙的變演與其成立之可能性，

在此透過文學與水墨的語彙，探討其表現起源。其次對於明清、日治時期到戰後

渡海來臺畫家之水墨畫中的離散美感加以研究，論述其筆墨表現與風土轉譯；接

著對於海外水墨畫家之作品進行論述，反省水墨於異邦如何轉譯其傳統語彙。最

終分析臺灣近現代水墨畫的離散美學的精神內涵。 

 

關鍵字：離散、夢土、水墨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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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離散的夢土──旅途與歸程 

離散或許是一場悲劇，同時也可能是一場冒險旅程後的喜劇，如同希臘史

歌《伊里亞德》的出征以及《奧狄塞》的回歸，一個是經歷千辛萬難的冒險出

征，一個是百迴千折的歸鄉。離散有時出自於被迫，被社會局勢、經濟、政治

或者是戰亂所逼迫；但是離散可能也是自己的選擇，出自於自願的欣然別離，

找尋自己的理想世界。歸根結底，兩者都是離開生命根源的起點，緊接著飄

零、流浪、追索、扎根，或許最終是開花結果或者零落異鄉。但是，即使生命

記憶的現實飄逝的落寞、文化差異的生活隔閡，現實生命卻又不得不追尋一種

認同與回歸。 

「離散」（diaspora）在人類文明當中不斷發生，作為一個中文名詞出自於

〈楚辭．哀郢〉：「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

而東遷。」楚國首都郢都被秦將白起率兵攻破，楚襄王與老百姓順江東下流

亡，屈原眼見百姓流離失所，寫下〈哀郢〉。生命與時序相逆，動盪與和平相

乘，〈哀郢〉成為中國最早的離散文學作品。 

相較於離散是一場人類被迫或者自願的選擇，伊甸園、烏托邦、桃花源則

是人類理想中的夢土，那是一種被迫無奈中的追求或者自願離鄉的趨向。因

此，離散是一種出路的找尋，飄零的浮動與徬徨。隨著交通不斷便利，意識形

態開始開放，離散似乎變得更為容易，成為日常生活中的可能性。只是，人類

作為現實存在，以文化作為根柢、土地為依傍，離散的失落感相反地轉化為存

在價值，飄零、失根卻豐富與壯大視野，擴大個體生命的內涵或者促使其轉

化，對於離散地而言，卻是以一個介入者，豐富其文化價值。 

在過度強調國族史觀下，離散背後的文人意義往往因高亢的同步合奏，顯

得孤獨而隱晦。離散個體面對強大的國族意志，個人情感往往被強烈壓抑，個

體自由意志與母體文化終究被懸隔，無法產生生命活力。「離散」一詞包括著從

根源往外的「擴散」（dispersed）、「散佈」（spread），或者與根源的「失聯」

（disconnected），相較於土地那種穩定而產生的認同情感，離散也意味著「失

根」（rootless）、「離根」（uprooted），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懸絕的「分離」

（separated），或者說是身處「異地」（strange），或者是「外國」（alien）的流寓

與定居，或者是作為某種「外出」（outgoing），而處於精神個體的「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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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nated），正因此離散者成為「他者」（other）。1 

臺灣位居中國大陸東南一隅，本為化外之地，大航海時代到來以後，逐漸

拉近與中國文化的緊密關係。漢人入墾臺灣之前，臺灣屬於原住民的部落社

會，1600 年代開始，漢人開始入臺墾殖；1624 年荷蘭人從澎湖移居大員，鄭成

功於 1661 率兵驅走荷蘭人，1663 年鄭經在臺南設立國子監，臺灣文風由此開

始。1683 年，清廷施琅率兵於澎湖海戰擊敗鄭氏海軍，鄭克塽請降，清廷正式

領有臺灣。由於清廷種種政策與島嶼地理，相較於大陸文化，臺灣這塊婆娑之

島的宿命，自然以海洋文化為歸趨，來到這塊土地的流寓者成為離散者。有清

統治臺灣兩百餘年，漢民族文化以一種流寓文化形式在臺灣逐漸流布起來。牡

丹社事件，日本窺伺臺灣，安南戰役，劉銘傳於滬尾抗擊法軍，對峙半年；清

法議和，臺灣建省，急速開啟臺灣近代化道路。甲午戰役，清廷敗北，割讓臺

灣。五十年期間，臺灣受到異族統治；在此期間，大量日本畫家前來臺灣，臺

灣近代化主義從此長足發展；臺展、府展追隨著日本帝展、新文展的潮流邁

進。戰後，臺灣擺脫大航海時代的海島宿命，日本文化消退，大量大陸藝術家

因為國共內戰國府敗績，隨之渡海來臺。 

臺灣這塊海島的命運成為時代變局下的被掠奪的殖民地或者避秦的桃花

源。漢民族在臺灣發展，無非就是找尋自己的出路，這種失根卻有以風俗、文

化自我維繫生存價值的離散，使得臺灣在美術表現上自有其特殊的表現與內

涵。但是，相對於臺灣在地的原住民，漢人的離散同時也迫使原住民離散而播

遷。而漢民族向外的離散，則是飄零、認同或者抽離，其中必然存在著心理層

面的寂寞、荒涼、悲情、苦辛、怨恨與不滿；但是，離散必然需要超越這些情

感上的折磨。 

「離散」在當代是常態，聚散離合，因為科技文明的發展，即便是根源的

鄉愁也迅速成為對話的對象；然而，近代以前或者近代之後，臺灣水墨畫發展

歷程中，「離散」卻是一個實質存在，有時顯性，有時隱性，那是魂遷夢想的鄉

愁根源，同時也是文化認同的標誌。因此，「離散」可以視為過去的追尋，也是

 
1 李有成，〈離散與家國想像〉，收錄於李有成、張錦忠，《離散與家國想像:文學與文化研究集

稿》，臺北，允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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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探討。 

離散者並非封閉的國族主義者，離散經驗難以被總體化或同質化，因為其

表現形式具有其內部的異質性與差異性。異質性與差異性不僅構成離散的特

性，同時也解構了中心的概念。離散並非等同跨國主義，所謂離散特別是指生

命體橫跨土地、時間、言語、文化或者作為國家疆域之領土流動。2對連接斷裂

之間的藝術創作者而言，離散並非一種中斷，而是架起兩種差異之間的橋樑，

因其試圖融入在地根源性，其本身即以其異質性，同時有保有自身與他者之間

的差異性。離散雖被視為失根或者離根，在某一部分其實具有雙重「中心」的

對話可能性。這種中心乃是「離散」的始源，包括家園、族群或者國家，或許

我們可亦稱為「夢土」（dreamland）；另一部分則是離散者的居留地。前者被視

為「根」（roots），後者則是「路」（routes）。因此，離散者具有異質性的同時，

卻又搖擺於兩者之間。3根是離散者的夢土，那是記憶與過往；後者是某種因緣

而滯留的土地，屬於當下，也是相對於記憶的未來，引領著離散者邁向未知世

界。 

離散本身具有異質性的同時，卻同時意味著兩種中心之間的擺盪。因此離

散乃是「根」與「路」之間的抉擇，或者我們可以引申地說，那是一種空間流

轉下的歷史記憶、文化主體間的自由與矛盾。這種離散者對於歷史的記憶或者

文化主體的抉擇，成為許多文藝創作根源情感的來源。對於離散地而言，那是

異質或者入侵者，但是，對於實質存在的個體而言，那卻是柔弱也不安。 

「離散」的行為與離散者對於「夢土」眷戀，時常或顯或隱地呈現在他們

的作品當中，他們對於外物的觀照，有時是攬勝的短暫性喜悅，有時是本位主

義的批判，有時是黍離麥秀的亡國傷感，或者是桃花源的避秦夢土的追尋。「離

散」素來運用於文學作品，在藝術表現上甚少被嚴肅看待，這是因為當代對於

藝術作品的研究時，往往集中於作品形式、創作意圖以及風格分析，甚而是作

品心理層面的理解。對於構成作品背後的「風土」（milieu〈法〉）或者說風土流

轉的「離散」則甚少被運用於藝術作品的研究。 

臺灣歷史因緣際會，經歷不斷的歷史斷裂而產生的「離散」情感，明鄭移

 
2 同註 1，頁 27-28。廣義的跨國主義乃指資本、金融、貿易、文化與物質等的跨國流動，這樣

的流動迫使國族國家產生新的意義，主權國家的基礎也隨之多少鬆動。 
3 同註 1，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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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東遷，思念故土；清代領臺，中原士人流寓來此，眷戀故地；日本領臺，日

人畫家作為一種離散者，以此情感表現其題材。國府南遷，中原文士紛紛來

臺，離散情感更為濃厚，書寫桃花源的中原山川，寄寓離散情愁。兩岸之間的

離散意味著家國內部因為與根源地的分離，產生回歸的與創新的境遇。因此離

散之使用也就同時發生在臺灣水墨畫根源性的探討與未來性摸索之間，在此形

成不斷的撞擊、衝撞以及轉化。 

貳、明清與東洋的鄉愁──流寓的離根詠嘆 

明鄭（1662-1683）政權，為延續明朝正朔，漢民族將政治組織與文化傳承

移植到臺灣，政府實施府、縣制度，今日臺南定為都城，政權東移乃是找尋被

覆滅王朝的出路（rout）。「路」正是離散之際，追尋個人生命、集體政治或者

文化傳承的必然舉措。明朝王室依止鄭成功，施琅攻臺，臺灣舉降，孤憤的明

寧靖王朱術桂懸樑自盡。生前題有〈闕題詩〉:「慷慨空成報國身，厭聞東土說

咸賓；二三知己惟群嬪，四十年來又一人；宗姓有香留史冊，夜臺無愧見君

親；獨憐惜日圖南下，錯看英雄可與倫。」4事與願違，鄭成功早逝，鄭經將其

視為編戶，徵稅納糧，英雄報國有心，壯志難圖，只有嬪妃為知己。三藩之亂

鄭經揮軍渡海，先勝後敗，退回臺灣，鬱鬱寡歡，鄭經死後，爆發東寧之變，

元子鄭克𡒉廢死，鄭克塽治臺僅三年即覆滅。朱術桂〈絕命詩〉一首，流露出

離散者對於現實世界的無奈與彼岸世界的生命歸趨，「艱辛避海外，總為幾根

髮；於今事畢矣，祖宗應容納。」5朱術桂於中原鼎革之際，隨明鄭軍隊渡海來

臺，可說是隨鄭成功渡海來臺的第一代漢民族。他們在政權覆滅的逼迫下，來

到大陸東南一隅的臺灣。最終，明鄭離心離德，澎湖海戰敗績，清廷入主臺

灣。明代的離散者皆以臺灣為暫居之地，整軍經武，期待局勢一變，揮軍西

指。這種離散可謂離根的、失聯的飄零，在現實存有的土地上，試圖建構出生

命旅程的中途之家的短暫夢土而已，戰爭如未結束，風雨飄搖的悲壯情懷將會

一直騷動不已。 

清廷治理臺灣期間，勘能文藝者，首為能詩善書的宦遊官員，其次則是幕

賓，最後則是民間藝師。渡海到臺灣的官員、文士大都以福建人居多，故而臺

灣美術自然受到所謂「閩習」影響。閩習上承揚州八怪，畫風粗獷，饒富民間

 
4 引自吳毓琪，《離散與落地生根》，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 年，頁 122。 
5 同註 4，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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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臺灣籍鄭用錫於道光三年（1823）為開臺首位進士，此後臺灣文風開始

鼎盛，然而離康熙征服臺灣已經一百五十年，期間點綴臺灣文化界的只是游宦

與流寓賓幕而已。書法首推呂世宜（1784-1855）、郭尚先（1785-1832）、謝琯

橋（1811-1864）三者。郭尚先精於書法，龔顯在《書林藻鑒》中評云：「蘭石

先生以工八法，名嘉道間，作字甫脫手，輒為人持去，片縑寸楷，咸拱璧珍

之。書法娟秀逸宕，直入敬客《磚塔銘》之室，行書嗣體平原（真卿）《論坐

帖》，中年以後，幾與董思翁方駕驅。」郭尚先書藝成就被推為與董其昌齊名，

成就頗大。6郭尚先於書法之外，工於蘭花，《清史•本傳》：「蘭石工書法，嘗為

仁宗所賞識。」郭尚先弟子呂世宜被稱為臺灣金石學開啟者，書風寬闊，較伊秉

壽雍容。葉化成與呂世宜具師事周凱（1779-1837），有謝琯樵；謝琯樵、呂世

宜以及葉化成（c.1800-c.1852）往後被稱為「板橋林家三先生」7。林覺（1795-

1850）筆墨的奔放。這些流寓文士大多以傳統山水見長，繼承傳統文人畫筆

墨，墨韻動人，筆畫蒼勁。他們率多以賓幕或者西席教師之身分滯留臺灣，筆

墨自然流露出許多中原風土的精神。雖為離散之情，較多攬勝、交遊的心理，

少有悲壯與悽苦之情。「明清以來放逸的作風，在異族的統治下，現代文明而來

的官辦展覽，銷聲匿跡。然而，民間信仰並無多大改變，原鄉的『閩習』，依然

一息尚存。」8文士的鄉愁為民間精神積澱出難以動搖的力量，安頓廣大庶民的

審美想望。 

日本於明治 20 年（1887）頒布飭令成立東京美術學校，橋本雅邦、竹內久

一、高村光雲、加納夏雄、海野勝珉等人為教授，校長為濱尾新，文物研究也

隨之開始。明治 32 年（1889）年僅二十九歲的岡倉天心出任東京美術學校校

長，京都成立京都美術協會，各種民間團體林立，官方與民間逐步形成推動日

本美術的兩股力量。明治 35 年（1902），京都成立京都高等工藝學校，留學法

國的淺井忠出任教職。另一方面於明治 23 年（1890）設置帝室技藝員，橋本邦

 
6 蔡清德，〈郭尚先在閩行跡、交遊與台灣書法之關係述略〉，發表於「『閩派』書畫及其海外傳

播」，2016 年 6 月 30 日舉行於廈門博物館。指出，「郭尚先是否入台設館授徒，雖然目前尚無

法完全確證，其對台灣書法之直接影響亦有待深入發掘，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呂世宜書法觀

念深受郭尚先之影響當無大的異議」。 
7 周明聰，《台灣書畫史上的板橋林家「三先生」:呂世宜、葉化成、謝琯樵》，廣州，世界圖書

出版廣東公司，2013 年，頁 7-26。 
8 王耀庭，〈閩習到台灣〉，發表於「『閩派』書畫及其海外傳播學術研討會」，2016 年 6 月 30 日

舉行於廈門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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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森寬齋、狩野永愿等人出任技藝員。日本統治臺灣初期，臺灣畫壇大抵沿

襲傳統文人繪畫或者民間藝人的創作理念。相對於此，日本畫壇則不斷派遣留

學生赴法國留學或者緊密與美國產生互動。在百花齊放的美術展覽會上，為了

整合各界力量終於在明治 40 年（1907）6 月制定文部省美術展覽會（簡稱文

展）規程，同年十月在上野竹臺舉行第一屆文展，獲得二等獎的有野田九浦、

菱田春草、木島櫻谷、和田三造，首獎從缺。野田九浦以歷史畫聞名，此幅作

品描繪日蓮上人在十字街口說法的場景，張力十足，融合日本與歐洲繪畫的傳

統，將西洋追求的明暗融入傳統美術表現，開創嶄新的明治樣式。9不只如此，

這幅作品也是新時代對於宗教自由主義精神的標舉，充滿浪漫主義情懷。大正

十五年（1926），野田九浦創作了充滿離散情調的作品〈旅人〉（214×164cm，

兩曲一隻）。一位僧人，騎著白馬，漫步於荒野當中，離塵絕世。孤獨、寧靜，

富有深沉的內在精神。景深那種迷濛卻充滿夢幻的荒涼感，彷彿令人置身異世

界。整幅作品給人深沈孤獨而離散的感受。野田九浦曾擔任 1938 年與 1940 年

府展審查委員，前來臺灣。矢澤弦月（Yasawa, Kengetsu,1886-1952）曾為第五

屆臺展審查委員。森月城（Mori Getsujou,1887-1961）出身於兵庫縣加東郡，師

事竹內栖鳳，明治 41 年（1908）入選第二屆文展，往後持續於帝展、新文展獲

獎。森月城作品曾描繪淡水風光，深受歡迎。在當時，不論臺展或者府展，深

受文展、帝展或者新文展畫風所影響。在臺活動的日籍畫家，諸如鹽月桃甫、

石川欽一郎、木下靜涯長期負責臺展事務的日籍審查委員，對於臺展與府展發

展固然有深遠影響，日治時期所謂「內地」的日本美術動態值得我們進一步研

究。 

日治時期，曾任大韓帝國中樞院議事金壯熙，曾於 1927 年前來宜蘭考察，

與當地仕紳相唱和，留有〈蘭花〉，詩歌有:「日映懷王舊渚宮，沙棠舟生水煙

空；孤叢不待東風發，應生江影亂石中」，此詩步元末明初高啟詩。高啟為本為

隱士，一度入京修元史，後辭官隱逸，朱明王朝建立，依然遁隱不出。蘇州知

府魏觀，修衙於張世誠舊宮遺址，御史彈劾。高啟因上梁文「龍蟠虎踞」一詞

惹禍，腰斬棄市。此詩吊懷王舊宮，隱喻興亡、流離之嘆。金壯熙步此詩高啟

詩以題蘭花，寄家國興亡於幽蘭，或有來臺觸景生情，頓感天涯淪落人之情。 

 
9 源豐宗，《日本美術の流れ》，東京，思索社，1979 年四刷，頁 30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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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傳統文人在過渡時代所進行的文學改革與革新活動，既有其承接轉

化新文學的可能軌跡，但卻也同時存在著不得不捍衛舊文學本位的必然機制，

在『迎新』與『守舊』兩股力量的拉扯、衝擊下，這種緊張關係，影響了臺灣

新文學萌生、茁壯的時機，……」10這層發生於文學界的時代脈絡的考察，似

乎可以印證何以臺灣美術發展同時也在 1925 年前後逐漸萌芽，其形式僅只模仿

日本的官辦美術展模式，進行競賽、審查、展示，而非批判與自省。因此，臺

灣殖民時期的美術發展史一部運動史或者官辦美術展的歷史，成為美術史觀評

析的爭議之處。在如此局面當中，擔任外部審查委員，正是一批來自日本的專

業藝術家。這批離散者的羈留地，到底是桃花源還是窮山惡水呢？二十年，日

本時代日本藝術家眼中所看到的臺灣，他們提倡「地方色彩」（Local color）作

為挖掘臺灣風土的特質的理論，同時這些流寓到臺灣的畫家，到底以何種眼光

來表現臺灣這塊土地呢？我們在鄉原古統的巨幅水墨屏風當中，看到不同於臺

灣畫家對於東洋美感的依戀，而是充滿原生力量的嚮往。這批在臺長期活動並

且從事美術教育的畫家到底如何來看待臺灣呢？此外短期來臺的日籍畫家除了

以他們的專業進行審查活動之外，也留下在此地的作品或者隱性地以他們的審

美觀對於臺灣美術產生作用。他們看到什麼世界呢？他們的鄉愁何在？當然，

他們的鄉愁自有其「內地」的視野與鄉愁，或者只是統治者的獵奇或是旅者的

攬勝？ 

 

參、中原的離散──輾轉的夢土追求 

「失語」往往是臺灣油畫前輩畫家在二次大戰後，國府接收臺灣後的狀

態。相對於此，就臺灣水墨畫家的發展而言，「離散美感」是另一股來自於長期

浸潤在中原水墨傳統的畫家所注入的情愁，他們在筆墨間不自覺地流露出夢土

鄉愁的書寫。 

臺灣受到日本統治五十年之後，中原筆墨再次大規模地且成為教育體制的

一環，深遠影響臺灣戰後美術的發展。譬如黃君璧主持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

傅狷夫對於國立藝專美術科的影響，歐豪年對文化大學美術系的影響，梁鼎銘

昆仲戰畫對政治作戰學校美術科奠基貢獻，此外溥心畬、江兆申、張穀年、余

 
10 黃美娥，《重層現代化鏡像: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

社，2004 年，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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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堯、陳其寬、高一峰、吳學讓、郭燕嶠、李奇茂等人都透過各自的筆墨，表

現出他們心目中的離散情懷。 

他們逐漸認識地理的轉易、風俗差異，創造出自己與臺灣現實山川相近的

用筆與水墨風格。1950 年代晚期開通的中部橫貫公路，險峭山壁彷彿於中原山

川，引發張穀年來此描繪，此後中原傳統筆墨與渡臺畫家心中的神州追想逐步

獲得融會與轉譯。傅狷夫的海濤是泛海東來之際，親睹大海之遼闊所觸發，爾

後，北關浪潮，阿里山雲霧，率皆成為他抒發胸中丘壑的最佳題材。文人畫家

溥心畬偶而揮灑烏來風光，或者偶畫鍾馗抓鬼、漫畫戲筆，前者繼承傳統，宣

洩文士積鬱，後者則是流寓一隅對於時事的激憤傾瀉。 

經歷日本侵華戰役，中原大地產生一場生離死別的離散。張大千《出峽

圖》道出大時代的變動離情。「旨實道兄當受降日本之冬，買舟東遠西江，因囑

君璧為三峽歸舟圖卷。頃來香港，此圖失去。令余補寫之，圖成黯然，為同是

天涯欲歸不得之感。」這是 1952 年張大千羈留香港時，友人所得黃君璧作品已

失，卻倩同樣流寓異鄉的張大千作出峽圖，作品名稱雖同，作畫者、求畫者具

皆流落異鄉。八年抗戰，自當同慶還都，共享太平歲月，卻因國共內戰，散居

兩地，當兩人相會香港時，無盡惆悵。內地的離散，緊接著則是海外的飄零，

天涯淪落之感無比深刻。 

張大千浪跡世界各地，最終卜居外雙溪摩耶精舍，意味以方外居士身隱遁

一方。他離散的寰宇之外，最終選擇華人文化聚集地安頓心靈。即便他參與

《寶島長春圖卷》的描繪，但是那神州夢土的情懷最終在絕筆未成作〈廬山

圖〉上宣洩懷鄉之情。這類神州圖卷，同樣在呂佛庭的《黃河萬里圖》上也清

晰可見相同情懷。王攀元早年畢業於上海美專，水墨表現以孤高、荒涼著稱，

謝里法則稱為「色彩在他筆下有如放出的暖流」，乃是內心釋放的能量。11他的

水墨疏簡而孤高，雖充滿凝重的傳統筆墨精神，卻以其離散的親身經歷，特別

是以大陸北方濃重口音，阻絕於言語溝通，其言語與土地懸隔的離散情懷，更

絕濃厚。戰後，來自中國大陸的江兆申曾於頭城短暫任教，因緣際會，周澄拜

師門下，往後成為享譽海峽兩岸的水墨畫家，因此，離散並非只是個人的因

緣，往往是文化生命的繁衍。 

 
11 謝里法，《我所看到的上一代》，臺北，望春風出版社，2015 年再版，頁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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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代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引發臺灣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臺灣儼然為

華人世界的文化夢土。臺北故宮博物院初名中山博物院，意謂道統，代表著民

族文化。12這種以一島而維繫中華文化復興的沉重責任，或許為中國文明數千

年所未有。於是，此一情懷使得臺灣畫家在六十年代將自我比擬為神州夢土，

加深離散者的神州情感與臺灣本地的美感探求。李奇茂曾步行上阿里山，留下

巨幅的《阿里山長幅〉，蒼茫運筆，樹木綿延天際，時為當時鄉土運動中饒富個

人情感的表現。高一峰筆墨簡淡，來臺畫風融入民俗色彩，寫出作為流寓者的

特殊感受。他的筆下人物，充滿了樸實卻又強韌的生命感。這是少有流寓畫家

描繪臺灣風俗片段。 

離散是一種穿越性的移動，有時短暫，有時落地生根。只是，維繫離散的

堅韌性情感，常常超越風俗，在文化上獲得心靈的安頓。那是一種雙重中心的

相互激盪。歐豪年《臺灣九十九峰遠眺》上面，對於上世紀末的九二一大地震

後的復興，透過男女合乘機車的隱喻，意味著生命的再生與繁榮。離散的文化

想像與當下不捨，使得這股離散之情穿透了土地的隔閡，滋潤風土。羅青屬於

臺灣水墨畫世界中的特殊人物，精於傳統筆墨，卻試圖擺脫束縛，創造出呼應

時代精神的後現代的水墨語彙，其藝術表現可以說是傳統文人繪畫的現代面

目，書寫當下感懷，故能時時呼應時代脈動。他的筆墨上往往流出後現代的慧

黠之洞見，超越時空，遊走於世界，離散在他的筆墨上變成一種觀看世局的第

三隻眼睛。 

 

肆、海外的離散――失聯的扎根 

    戰前或者戰後，一些畫家流寓臺灣，隨後又滯留於國外，有些畫家歸國，

帶回不同的視野與表現手法，諸如江明賢、羅青、何懷碩、羅振賢、林進忠、

蔡友等人。張大千長期流寓海外，最終回歸到臺灣這塊華人文化圈。他們的離

散乃是出路的追尋與理念的實踐，其選擇性是短暫，他們對於文化的態度也是

開放的選擇性。離散對於他們而言，只是生命當中的短暫旅程。 

    離散最鮮明特徵是一時的失語與且將他鄉是故鄉的淒苦之情，有些畫家長

年旅居在外，以油畫成名，譬如朱德群；但是朱德群晚年創作系列水墨版畫，

 
12 潘襎，《清趣˙瘦金˙莊嚴》，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16 年，頁 10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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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解他早年對於水墨畫的熱愛，溶入水墨畫的嶄新情感。有些畫家則以水墨為

文化理想與奮鬥目標，在美國則有早期的王己遷，以及現在的劉昌漢等人。劉

昌漢畢業於國立藝專，留學西班牙學習壁畫，遷居美國後學習攝影。壁畫的學

習，使他往後善於表現連屏大作，攝影的掌握能力，在他水墨畫中注入高度的

寫實性，跳脫虛實的爭議，創造出動人荒涼美感。「由山脈所投射出的人格上的

卓然不屈到生機盎然的大自然世界，劉昌漢的作品彷彿回到人間，與我們共享

一種飽經離散歲月後的生命中的豐富感。」13媒材的選擇與主題的深化，使得

這些藝術家具備某種實質意涵的離散情懷。 

東南亞一地素來散居許多華人，中華繪畫自然流傳各地。海外華人藝術的

發源地乃是與臺灣一水之隔的廈門的廈門美術專科學校。廈門美專創立於 1923

年 9 月 1 日，校長黃燧弼，教務長林學大。隨著日本侵華局勢加劇，廈門以其

為僑鄉之便，素與東南亞緊密互動，1936 年黃、林兩人即屬意南洋為創建美術

的基地；校長一職遂由林克恭接任，可惜 1938 年日軍佔領廈門，廈門美專停

辦。1938 年 2 月 10 日南洋美專在新加坡誕生，揭櫫「南洋美專事廈門美專在

海外的延續」。14一股離散美感再次於戰亂中播種到南洋。此時，同樣出身於廈

門美專的楊賡堂遷居菲律賓，水墨畫因之傳布到菲律賓，著名畫家蔡雲程早年

即受教於楊賡堂，雖是從事油畫作品，內容充滿著水墨畫情趣。15此一美術教

育培育出鍾正山，鍾正山又傳謝忝宋。鍾正山素以簡筆渲染入畫，人物厚實而

敦厚，頗有拙趣。鍾正山往後一度講學於臺灣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筆墨精神

獨為陳永模心領神會。謝忝宋筆墨兼具抽象的抒情效果，鐘、宋兩人對於東南

亞水墨教育貢獻卓著。東南亞美術專科學校建立之際，適應當地移民風情，強

調一種足以穿透民族隔閡的在地特質，其理念為「一、溝通中西藝術；二、融

會個民族風尚；三、發揮二十世紀精神與社會思潮；四、表現熱帶情調；五、

反映本邦大眾需求；六、配合教育意義、社會功能，作為教學指針。」16這種

 
13 潘襎，〈離散的文化記憶──劉昌漢的水墨世界〉，收錄於《山水呼嘯──劉昌漢畫集》，舊

金山，硅谷亞洲藝術中心（Santa Clara, Silicon Valley Asian Art Center），2014 年，頁 38。 
14 鍾渝，〈廈門美專對南洋美術教育發展的啟蒙〉，發表於「海峽兩岸 2016 年「閩派書畫」學

術研討會」，2016 年 6 月 30 日舉行於廈門博物館。 
15 潘襎，〈闽派画家的地理转译──蔡云程与余承尧的离散美学〉，發表於「海峽兩岸 2016 年

「閩派書畫」學術研討會」，2016 年 6 月 30 日舉行於廈門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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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顯然已經是一種文化在地化的生根與發展，試圖穿透了族群的文化隔閡。

但是，即便如此，水墨畫乃是海外華人的身分認同之一，即便其題材如何轉化

為當地風光，筆墨技術如何創新；筆墨那種特樹的工具性在東南亞。離散成為

一股失聯後的落地茁壯與移植後的文化分享。 

 

五、變奏的桃花源──隱性的縷縷鄉愁 

傳統水墨畫以寄情山川為主，山川被視為不斷變動中的永恆的存在。然

而，當代卻是一個變遷的時代，「離散」因為時間、空間的快速轉化、變動與滲

透，「離散」已然成為現實生活中的瞬間轉換而不易察覺。前衛水墨畫家記憶下

「離散」情感成為一種隱性的存在。 

海峽兩岸華人政權的對立局面，在 1950 年代到 1980 年代這段期間，離散

情懷因為交通工具的改變，鄉愁往往由個人情感所取代，逐次淡薄，化作縷縷

情愁。這些離散畫家包括江明賢、羅青、袁金塔、羅振賢等曾經留學海外或者

成為訪問學者，在海外學習或滯留階段，將西方技法、理念融入自己的水墨表

現當中。羅振賢將搭乘飛機的雲霧飄渺的感受，融合阿里山塔山一景，創造出

他的〈浮雲我心〉的歸途世界。江明賢師承黃君璧，畢業作品已然在黃君璧的

基礎上，融入近代開始的一股荒涼鄉愁。往後留學西班牙，滯留美國，海外歸

來後，採用超現實主義所慣用的拓染、滴彩技法。八十年代晚期，兩岸開放，

他受大陸邀請訪問，遍訪近代水墨大家，大陸現實山川的壯闊使他印證到筆墨

師承，並從中解放開來。日後臺灣本土化運動一起，江明賢走訪臺灣各地自然

與人文景觀，使得臺灣之美廣泛地透過現代化的傳播手法，轉而成為臺灣風土

的視覺印象。袁金塔也曾經前往美國留學，大雪紛飛的大自然力量以及美國當

代藝術的創造力，賦予他嶄新的表現力。倪再沁的水墨畫透過反覆不斷的線條

渲染，受到余承堯表現手法所啟發，流露出特殊的當代人文精神。李思賢藉由

大自然的時間變動，追摹向來被忽視卻是臺灣農村精神力量，他透過甘蔗在時

間變動下的自然互動關係，捕捉到神秘的自然精神。我們在他這一系列表現

上，感受到一股難以言說的鄉愁。鄉愁並非只是遷徙，同時也是記憶中的消逝

與即幻想的回歸。吳繼濤水墨畫中的凝重與層次感，創造出水墨畫的嶄新表現

力。吳繼濤的筆墨表現毋寧說讓人喚醒一種文化上的鄉愁，再現宋代山川精

神，開展當代美學的接續價值。 



 

13 

 

回歸夢土，在新一代年經人身上，往往不再如同老一代人畫家那樣的具有

凝重的美學意義與文化特質甚而說是個人生命的創傷；在網際網路的發達，訊

息十分快速流動，鄉愁可能處處存在，同時也可能處處不在。一日之間的村落

與都市之旅，三日海外出訪，處於閉鎖的居家足以周覽世界訊息。現代交通便

捷，千里之隔，一日往返，宛如古代仙人的縮地之術；科技發達，萬里之遙，

音影相傳，彷彿三千世界盡在一塵。此時，鄉愁或能速解，夢土或能倏忽得

躋。然而，科技速度愈快，遠離精神夢土更為遙遠，現實生活之鄉愁可以慰

藉，精神之夢土，豈能瞬間獲得？當代年輕人的土地的懸隔感，已然不見；然

而文化上的鄉愁與精神上的夢土，似乎成為新一代人的嶄新課題。這樣的情

形，我們在申葆元、林莉酈、閑原申等人上，看到新一代的文化上的鄉愁。 

 

結論 

離散是失根，同時也是失根之後的冒險之旅。離散者驅使其進行冒險之旅

的是內在的騷動情感，或許是個人的、文化的、歷史的、地理的、言語的、風

俗的鄉愁，驅使離散者得以在各種時空下，冒險犯難，最終找尋足以安頓身心

的夢土。這股鄉愁促使這批移動於海峽兩岸、飄零於世界各地水墨畫家，藉由

水墨原鄉的水墨，揮灑其內在積鬱的動力。臺灣水墨畫發展歷程當中往往過度

強調國家主義或者土地認同，忽略到任何藝術創作者內在的廣闊卻有綿延不絕

的根源的生命原鄉。 

離散如果是一場個人悲劇，卻往往成為文化上的豐富喜劇，經由離散的積

累，創造出超越現實卻有豐厚的精神土壤。這種穿透性的融合，最終使離散者

脫胎換骨，使離散者在離散地，經由生命體驗而碰撞出更具厚度的精神內涵。

孤獨、哀怨、苦難、淒涼、悲壯、焦慮等情感夾雜著驚奇、雀躍、歡欣、高亢

與喜悅，或者嚐盡苦辛之後的淡然自安，或者揮之不去的心中夢魘，離散者在

根與路的追尋歷程，在離家與歸程的循環中，虛構出想像且希企足以自我滿足

的一座移動而虛擬的夢土世界。 

在傳統中國文學當中，離散是一場亙古的悲情，悲歡離合、生離死別，譜

盡人間百態。在近現代資訊化時代，離散所引發的悲情，卻因為科技文明而顯

得淡薄許多，但是，現實存在的固體離散，或者團體的遷徙，依然存在著因為

土地更動，而浮現出因為歷史變所引發的文化離散的追緬情懷。故土的別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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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歷史性的飄逝所引發的離散情感，在臺灣水墨畫歷史的建構當中值得再次深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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