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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混沌難明的時代，而台灣美術正以百家雜陳的面目印證了它所屬的年代。

台灣美術經典一百

文/倪再沁（東海大學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院長、「台灣美術經典一百」策展人）

留刻台灣美術發展

● 李梅樹〈小憩之女〉，1���，李梅樹紀念館提供。

展覽時間：97年4月19日起至97年6月22日

展覽地點：高雄市立美術館201～203展覽室

最近幾年，超級大展頻頻來台，而且都以歷史

回顧或經典名作為號召，「黃金印象」展的是19世紀

後半的法國美術；「花樣年華」展的是17-19世紀法

國繪畫三百年；「德藝百年」更指名是德國近代美術

變遷的百年，「世紀風華」展的是19世紀後半到20世

紀前半…。這些有史觀、有名畫的展覽挾媒體宣傳之

勢席捲台灣，才使人們對西方美術有更多的嚮往和

了解。除歐洲美術外，故宮和史博館也從古代中國尋

寶，舉辦了「兵馬俑—秦文化特展」、「三星堆古文

明展」、「漢代文物大展」，乃至元代的「草原文化

大展」，可以說，中國美術史幾大範疇已大半抵台風

光展出。

就在中西兩大文化圈的美術紛紛展出後，冷靜

想想，台灣藝術呢？

除了關渡美術館辦了簡易的「千濤拍岸—台灣

美術100年」之外，這些年來，比較慎重且具學術性

的台灣美術史大展幾乎看不到。美術界常提到的陳

澄波、陳植棋、李石樵、廖繼春、顏水龍，或是張

大千、黃君璧、傅狷夫、余承堯，乃至劉錦堂、張秋

海、黃榮燦等，他們的代表作大多已被北美館、國美

館及史博館典藏，只有這些美術館辦特展時才會輪

流現身，想要一次看夠或三大館共襄盛舉，是難上加

難，以至於一個能代表台灣美術經典作品的展覽一

直無法在台灣出現。而民間展覽經常有大師之名而無

代表作，看到較次作品的觀眾會想，台灣美術好像不

怎樣！其實不然，因為他們沒看到第一流的作品，基

於以上諸多原因，舉辦一個網羅台灣美術巨匠代表

作的展覽，實屬必要。

完整而有序地呈現台灣美術的經典作品，何難

之有？其實不然！而且還困難重重。

首先是，本次展覽以一位藝術家展出一件作品

為原則，展出作品數量大約九十件。再來是怎麼選

擇，依歷史觀點、影響力、知名度還是作品水平？這

並不容易區分，既然名之為經典，當然是以作品優劣

為首要考量，但不免也夾雜了其他複雜的因素。總

之，沒有絕對客觀的標準可供判斷，這只是策展人在

多元觀點下的產物。

台灣不大，人並不多，歷史也不長，但台灣美

術卻很可觀，優秀的美術家和名作多不勝數，因為預

期的選件規模有所設定，所以不能漫無邊際，因此，

仍有必要訂出選件的範圍，作品選擇標準大致如下：

一、美術家出生於1945年以前(二次大戰前)；二、作

品完成於1987年以前(解嚴前)；三、具有某種時代意

義(後現代之前)；四、曾經公評，參加重要展覽（作

品曾經刊載）。本展定名為經典一百，意在卓越與圓

滿而非作品件數，觀者當可由這些展品見證台灣美術

曾經走過的一段輝煌時代。

訂出範圍後，先依作品媒材選件，開展最為蓬

勃的是油畫與水墨，數量均在二十件以上，其次是

版畫、雕塑、膠彩、攝影、陶藝及水彩，各約十件左

右。至於書法、篆刻、工藝、編織等較邊緣的類別就

只好割愛了，畢竟，此一展覽要呈現的是美術樣貌在

時代變遷中的台灣意義，因而不得不有所側重。

擬定標準後是展開借展及論述，困難從此開

始，經典作品原本就是三大美術館的鎮館之寶，原本

就是展覽中的常客，要在同一時間聚齊並不容易，至

於私人收藏的取得也頗費周章，最困難的是在日本

及大陸的名作（黃榮燦及劉錦堂之作品）更是不容易

取得。此所以這個展覽在徵集作品上異常辛苦。接

下來是論述，作品可依類別選擇，但策展的立意是依

時代來觀看，因此，此展遂分成四個部份來展現，分

別是：一、中原傳統美學的遺緒與演變；二、日本印

象寫實的開展與轉化；三、歐美現代美術的接引與再

生；四、台灣本土美術的形塑與展現。

●黃清埕〈頭像〉，1��0，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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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清雲〈同林鳥〉，1��0，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而他們也確實為呆板死寂的美術界注入一股激情的

活力。

六○、七○年代的另一股勢力為變調的超現實

主義，似乎在闡述個人內心空虛卻又毫無所措的喃

喃獨語，他們的精神游離在無病呻吟的自我表白情

境中，面對文學上激烈又澎湃的吾鄉情懷，他們選擇

「出走」，離開「他鄉」做個心靈游牧的吉普賽人。

八○年代之後，在社會穩定發展的基礎下，心靈不再

焦躁、茫然，沉潛下來的創作者開始專注於表現單純

自我意識的「獨白」，從自身的著力點出發，作深入

的探掘與表現，這不再是時代之聲，轉而為「各家之

言」。

台灣在歷經七○年代的鄉土運動之後，雖然政

治與文化的主體定位仍強調以中國正統的中華民國

自居，然因對於鄉土情感的正視，使得原本早已僵化

的主體認知逐漸鬆動，到了八○年代，反對黨與知識

份子的覺醒，認同台灣文化與國家主權的「台灣意

識」才真正堂而皇之的彰顯出來。

「台灣意識」牽涉到身分認同的問題，也就是任

何文化社群都必須面對的主體定位問題，「台灣本土

美術」的彰顯便試圖建立屬於自己文化主體的認同。

這當中包含了在主體意識形成中，對過往具台灣意識

之藝術家與作品的追認，先驅者是劉錦堂，繼之者是

席德進，其間還有左翼木刻版畫家，相較於劉錦堂時

代較朦朧的象徵，匯聚本土潮流的80年代表現則是強

烈而明晰的。其形式特質有：逝去的歲月（殘破的痕

跡）、精細的描繪、唯美的感傷…，這樣的台灣，其

精神面向還不夠開闊。

過去，台灣美術的歷史太過於被動地為政治經

濟情勢所支配，而使美術的歷史在不同的替換中，蹉

跎太多歲月。台灣本土美術的發展，是否可以確實的

建立起完整的自我面貌，似乎都還言之過早。唯有藉

著自身立場的宣示與剖白，適度的給予批判與監督，

台灣本土美術才有可能有更為健全的發展。

藝術的世界無限寬廣，用自己的語言說自己的

話（畫）原本應該不是難事，但對身受移民與殖民現

時所影響的台灣美術而言，這卻是一條漫漫長路。台

灣美術極其複雜的融古今中外於一爐，但其核心還

是台灣，儘管有些風格源自歐美或來自中原，但卻都

不斷的在變質中。這是個混沌難明的時代，而台灣美

術正以百家雜陳的面目印證了它所屬的年代。

最後，此一展覽從計劃到展出耗時已三年多。

這珍貴的台灣美術經典作品的匯集，想必是百年難得

一見的盛會，值得台灣民眾細細品味。

以上四種分類，既考慮了媒材，也顧及到時間、

風格及傳承，所以較能完整的詮釋台灣美術發展的

歷史段落。

從明末鄭成功據台到清廷割讓台灣，其間二百

餘年，是中國傳統美學在台灣「一脈相承」的時期。

尤見之於水墨畫中，其根源是延自揚州八怪之一黃

慎的「閩息」，作畫者多為宦遊名士，亦有「名士

畫」之稱，展現傳統文人畫的接續與狂野俗趣的風格

特質。日治時期有意識的以膠彩畫取代水墨畫，將之

併入東洋畫中。戰後，隨著大陸移民的再度遷入，傳

統水墨也隨著國畫大師再度興起，而後黃君璧與傅

狷夫為水墨帶起了一股強調寫生、描繪寶島風光的台

灣本土水墨風潮。60年代隨著抽象繪畫觸發的抽象

水墨衝擊藝壇，在與中國繪畫美學「超乎象外」結合

後，抽象水墨遂同時回歸傳統水墨又通往西方當代。

抽象水墨鑼鼓漸歇之後，以溥心畬弟子江兆申為首，

以穩斂的用筆、醇厚的墨色、清澄的畫質、高雅的意

境、清新的面貌，又開創了鮮活的新文人畫風潮…。

日治中期，日本治台實施的新式教育成效漸顯，

新式知識份子的先進文化取代了舊式士大夫的傳統

文化，成為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新美術運動隨之興

起，形塑了印象寫實的全盛期。其主要的影響背景是

新興都會的崛起、殖民政策的轉向、新文化運動的支

持與新式美術教育的奠基。在石川欽一郎的啟蒙下，

復受到黃土水帝展入選的刺激，從台北國語學校（台

北師範學校）孕養的新美術教育，更加強台灣子弟對

東京美術學校的嚮往，進而邁向台展及帝展榮耀的

吸引。此時的美術形式特質為唯美的世界、寫實的素

描、印象的畫法（外光派）與折衷的性格。

日本在挪用西方美術規範時，其實並不了解其

背後之文化脈絡，台灣一方面接受日本殖民政府直

接的政治殖民，同時也間接受到西方的文化殖民。日

據時期的台灣美術家，對於文化意識的覺醒，顯然困

難重重。有形無形的殖民形式，讓此時的美術發展，

不免映照著別人綜合折衷的文化臉孔。

戰後台灣的美術風格受到戒嚴與白色恐怖的時

代壓抑，輔以美援與國際藝壇發展走向的影響下，從

現代與內在真實、叛逆與自我放逐中開啟新頁。五

○、六○年代的抽象狂潮，是政治社會變動中莫可奈

何的「自我」認同，它們以無比的勇氣，勇敢的為那

個尷尬時代發聲直言，在政治危機四伏的年代裡，依

然懷抱無限熱情，自負、自傲的宣示著自我的存在，

● 阮義忠〈四季〉，1���，作者提供。

● 陳其寬〈�0度迴旋〉，1���，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