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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工專也許當初成立的理念並不是以發展美術

為重點，而是以工業技術學校，以理工的觀點治校，

卻是最早發展美術教育的學校，希望學校能夠精益求

精，增加創意與藝術持續培育出優秀人才，能夠超越

更多的里程碑。

梁任宏大約在民國66年畢業於東方美工科，當

初選擇就讀東方的理由是：當年南部美術學校只有兩

個，一個是東方工專美工科，另一個是台南家專美工

科，後者男生不能入學，所以只有東方可以選擇了；當

初也考上普通高中，因為年少就對獨立自主的渴望，

希望自己能夠恣意的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家人對於

就讀學校的選擇並沒有太大的干預，只求付得起學

費。東方的學習環境自由自在，雖然也見識到許多偏頗的狀況，但是沒有分組、開放所有藝術課程提供學生選修

（必修），自由學習、不侷限學生發展的教學模式，讓梁任宏自由不拘的心智得以完整的發展。

就讀東方美工科時記憶深刻的老師：劉啟祥帶來西洋畫派的啟發，劉清榮老師非常開放包容的心胸接受學

生任何時刻、任何地方帶著作品和他一起討論，他說：「要天天畫。一個勤奮的藝術家要創作不懈。」王建（非

校內老師）教授透視學，讓他學習很好的空間設計觀點；張清志老師教色彩學非常實用、嚴謹，印象很深刻的一

段是他形容「藍色」～「雨過天青雲破處…」既生動又優雅的令人心領神會到色彩的特點。在這段時間除了學校

老師和課程之外，自我學習也是很重要的一部份，當年民風保守、資訊被管制，時常自己到賣進口書的店或者金

萬字舊書店，只要翻到一小張藝術作品圖片就很珍惜與開心。

同學林明賢的姊夫是留學西班牙的藝術家-葉竹盛，從他那兒吸收到歐美方面新鮮、不一樣的藝術觀念，對

前衛藝術非常的熱情與憧憬。那時候和同學之間最珍貴的友誼以及情義相挺的真摯情感令人難以忘懷。有一次

老師上課點名，班長回答：「全班到齊」，老師問說不是才幾個人在教室，為什麼說全員到齊呢？班長就把老師

帶到窗戶旁邊，指著操場上一群踢足球的同學說：全都在這兒呀！因此，在東方的老師需要很包容學生的自由，

否則就不容易和學生相處了。就讀東方工專時代，梁任宏曾經參加過許多次美術比賽，雖然得獎無數，但是在和

其他學校學生的交流過程中卻發現～雖然自己能夠以很好的技術不斷得到獎狀，但是別人雖然沒有得獎，卻知

道自己作品裡所表現的是什麼，這樣的觀點產生很大的衝擊：「如果我們表現得很棒，為什麼很多設計師都不是

我們這一圈的人呢？」

同班同學中目前仍持續創作的有：張新丕、戴秀雄、蕭啟郎。梁任宏在成為專職創作之前，曾經做過室內設

計、廣告行銷、建築規劃、房地產銷售等工作，曾有20年的工作時間雖然沒有從事藝術工作，卻持續對藝術氛圍

存著美好的期待，如果能在藝術中生活，生活中有藝術應該是很幸福。曾經對「前衛」有很大的熱情與追尋；而

朋友之間的交流也是接觸藝術的重要契機，一直到好朋友張新丕1992年留法歸國，巴黎的藝術經驗激起梁任宏

心裡一陣漣漪，對藝術的想像感到熱切與期待。1998年結束房地產工作之後，在木殘的建議之下，報考了台南藝

術學院(今台南藝術大學)，展開了另階段的藝術吸收歷程，「要看就看最好的。」在朋友的鼓勵之下，梁任宏到

歐洲看了各大型文件展、雙年展，也參觀了義大利的美術館，實地去看與吸收新的視覺刺激。

談到梁任宏的創作觀，他說：「藝術可以追求，但是不能崇高。」希望能夠跟著時代的脈動，關注外在環境

的變化，並跟大眾更多互動，使用當代的語彙表現自己的創作；在創作之前，通常先有一個「概念」，再來尋找

適合的媒材表現，所以並非一直做鋼鐵創作，而是先有影像與感應，再進一步尋找合適的材料催化成形。「人的

心應該像海綿一樣無止盡的吸收養分」，目前正在忙的事除了朱銘美術館展出的作品之外，還有奇美樹谷園區的

公共藝術製作、駁二藝術特區的藝術指標、鹽埕區五金藝術造街計畫。梁任宏近期的創作皆以大自然的動力為

主，例如正在朱銘美術館展出的＜攪拌天空＞、＜風水輪流轉＞、＜捕風捉影＞、＜丸丸＞，這四件作品運用風

力、水力、電力等動力、物理概念，大自然的力量是他發現的最大奧秘，運用科學的觀點與技術使創作品和能量

結合，在這裡面得到很大的快樂與滿足。

「我覺得自己正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這是多麼動人的一句話。對梁任宏來說，只是朝著單純的理念走，

做自己喜歡的事，就水到渠成創造了一件件令人讚嘆的作品。

梁任宏專訪
文/李幸潔（藝術工作者）

做自己喜歡的事

● 梁任宏  〈攪拌天空〉（作者提供） 

● 梁任宏工作室外製作中的駁二藝術特區路標。（攝影：李幸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