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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美術館新聞稿 

發稿單位：行銷推廣組   官方網頁：http://www.tfam.museum/  

發稿日期：2024.10.11   FB粉絲專頁：臺北市立美術館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新聞聯絡人：李亦晟 02-2595-7656 分機 251，ethan-tfam@gov.taipei 

            高子衿 02-2595-7656 分機 110，tckao-tfam@gov.taipei 

 

喧囂的孤獨：臺灣膠彩百年尋道 

展期：2024.10.12-2025.2.2 

地點：臺北市立美術館二樓 2A、2B展覽室 
     

 
 

「喧囂的孤獨：臺灣膠彩百年尋道」 

橫跨世紀之溯源與拓展 

 

「喧囂的孤獨：臺灣膠彩百年尋道」自 2024 年 10 月 12 日至 2025 年 2 月 2 日於臺北市立美術館展出。

展名中「喧囂的孤獨」概括了膠彩畫在臺灣發展之過程，具有順逆起伏的賡續和開展，名稱幾經流變：

日治時期稱為東洋畫或日本畫，1946 年後曾以國畫為名棲居於展覽體系，隨後的正統國畫之爭促使藝

術家林之助以膠彩畫的中性定名，試圖調和藝術與政治現實的兩難——不同命名隱現內外時空的推移

變遷，惟畫家們在動盪之中仍展現持靜創作、持守畫域與傳承畫法的專注以對。 

 

膠彩畫清雅絢麗兼蓄，基本以紙或絹為底，透過動物膠調和礦物質顏料或其他天然材質，如水干顏料、

土質顏料、金銀泥、胡粉、明礬等進行敷彩，有時畫面亦會加入金屬箔的運用。繪畫工序也較為固定，

通常需經構思到寫生、下繪、轉寫、賦色等步驟，配合膠料乾燥的等待也增添其獨有的時間特質。 

 

本次展覽選件橫跨日治臻品至當代新作，共 51 位膠彩創作者、146 件作品。展區主要依循官辦美展與

教育體制的時間軸線而劃分，共區別為：「初相見｜汲學」、「遇紛爭｜探源」、「守畫域｜定名」、

「啟學制｜重思」與「續開展｜多貌」，呈現膠彩畫在臺灣落地化之後的表現樣貌，並體現畫種本質

中涵藏不同表現的創作包容性。 

 

媒體資料下載 

http://www.tfam.museum/
mailto:ethan-tfam@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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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927 年起舉辦合計 16 屆的「臺灣美術展覽會（臺展）」及「臺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府展）」鼓勵以

在地風土為觀察對象。此時的東洋畫兼有以南畫為名的水墨，及注重色彩表現的日本畫，許多臺灣人

更赴外學習當時新鮮時髦、具日本氣質的繪畫形式。鄉原古統曾擔任臺展東洋畫部第一至第九回審查

員，也是為臺灣東洋畫教育奠基的啟蒙導師，其《麗島名華鑑》、《臺北名所繪畫十二景》等作品具

有用筆細密、設色妍麗的特點；前者以優雅細膩的筆法記錄臺灣珍奇花草，後者則借用江戶時代浮世

繪的表現風格，呈顯 1920 年代臺北今昔交會的重要地景與城市景觀。 

 

陳進與郭雪湖皆曾受教於鄉原古統，將傳統東洋畫與本土審美價值帶往另一層次。陳進赴日後曾拜近

代美人畫大師鏑木清方為師，其代表作《悠閒》以一側臥雕花眠床的女子為題，描寫對象雖為畫家的

姊妹，卻也是陳進自己的心緒投射；此作於 2010 年經北美館修復整理，重現框裱側面及背後絹布折入

的隱藏畫面，更可看出床兩側紗幔的延伸花紋、上方整排精細彩色流蘇……等畫中原先未見之細節。

《圓山附近》則為郭雪湖參加第二回臺展獲特選的作品，他透過寫生的方式描繪臺北圓山附近的劍潭

山，並在畫面內安排種類多樣、布局繁密的植被綠蔭；圖中呈現蒼翠蓊鬱的細緻色調，是日治時期受

鼓勵之地方色彩主題的代表作之一。兩位畫家承先啟後的視野對於日治時期的臺灣美術影響深厚。 

 

戰後統治權更替帶來新的文化情境，較常裝裱於木框上作畫的膠彩畫和直式掛軸的傳統水墨畫並列於

國畫部，在取材、色彩及筆線上的表現，都呈現差異的視覺樣貌，其後於 1950 年代引發正統國畫之爭，

1963 年的省展進而將國畫部拆分為一部與二部。其實當時因時局與重新接觸水墨之故，發展出不少親

傳統山水筆意的膠彩作品，亦重新嘗試墨與線表現的可能性。陳敬輝《東海邊色》雖有局部設色，但

主要運用墨色與暈染，繪就出山巒疊嶂與水色朦朧的景致，加以淡雅敷彩綴於海景之上，頗具詩意的

筆墨趣味。此外，現代主義抽象畫風的興起也刺激藝術家嘗試不同於過往的畫面布局，如在溫長順《形

象風景》之中可見滲入立體派的分割技法，將風景稜角轉為多彩強明的幾何色塊，搭配阡陌橫斜的取

景方式與線條運用，流露出涵攝西畫風格的傾向。 

 

1972 年的中日斷交與隔年國畫二部無預警取消等事件，使膠彩畫逐漸面臨傳承上的艱難。為爭取官方

展覽會的發表空間與大眾的理解，林之助在 1977年提出「膠彩畫」這個定名，期盼重新定錨於媒材範

圍內的表現可能。本次展覽共計展出林之助的 6 件作品，反映他在突破畫種傳統的企圖下所做出的嘗

試：《小閒》筆線工整、構圖簡潔，《冬日》進一步以理性的幾何形狀構成畫面空間，再到形象漸趨

簡化、具現代性實驗特質的《暮紅》，1976 年的《曇花》卻又捨棄了單純化、抽象化的造型，重回畫

家一貫堅持的寫生精神。在此轉折之中，可見他曾廣納東、西方藝術的創作理念及技法，為作品另闢

新貌，之後則逐漸復歸到寫實的風格表現。 

 

林之助自 1985 年起在東海大學美術系教導膠彩畫課程，是臺灣高等教育建立膠彩畫教學制度的開始；

詹前裕承續林之助離校後的膠彩教學體系，並逐步擴及課程於各個學制、舉辦夏令營等形式推廣相關

創作與觀念。《金色大峽谷》一作表現詹前裕遊歷美國大峽谷時的感動，畫中天空與山水部分以金箔

捕捉絢爛的光彩，山谷部分則以皴法營造肌理，創造出具當代精神的金碧山水。另一方面，探求更多

知識的企圖更引動新一波的赴日留學，補上對戰後日本畫發展過程與多樣技法的學習，並將之帶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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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如李貞慧受林之助啟蒙而對膠彩興趣濃厚，畢業後到日本筑波大學深造，鑽研礦物顏料特性及金

銀箔的特殊運用。其作品《紅藤》將箔材融入畫面，再加以擦洗形成木樹的肌理變化，配合紅、黑色

調對比與雲母礦的組合，使得畫面細膩地突顯礦物顏料的晶體折映。 

 

而今，膠彩創作者不再拘泥於固定的技法風格，反而分從水墨或西畫的材質特性中覓尋靈感。潘信華

就讀臺北藝術大學時主修水墨，其後跳脫傳統框架限制，加入膠彩的繪畫語言，在《鋼筋花卉-咸豐草》

中他將建築工地看到長在鋼筋水泥中的小花，與古代文人畫中常作為道德標榜與心靈寄託的太湖石轉

化對應。曾建穎的創作從佛教造像風格研究開始，其 2010 年的作品《千手計畫—第一個一百》，融合

白描線法與膠彩傳統的「盛上」技法，將顏料厚疊堆高，塑造浮雕般的立體感，100 幅情境各異的手勢

隱喻人類各種慾望。循著時空環境的發展可見膠彩畫於傳統與創新之間不斷來回辯證，同時也是創作

者探索自身情感與存在環境的當下回應——透過本展，期待膠彩畫的未來可以寬廣開放、隨遇而安。 

 

本展的教育推廣計畫自 11 月 2 日起於展覽室末段規劃「膠彩自習室」教育展區，11 月 10 日、12 月 1

日與 12 月 29 日將舉辦當日限定的繪畫體驗，現場提供 3 款創作畫譜，選自《麗島名華鑑》色調鮮明

的《睡蓮》、《いかだかづら（九重葛）》、《猩猩木》的原作局部，觀眾可自主嘗試膠液與色粉揉

合的質地及敷色作畫。展期中也將規劃 2 場展覽漫遊，邀請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帶領觀眾從多元視

角鑑賞膠彩創作。相關展覽與活動資訊請參見北美館官方網頁（www.tfam.museum）或追蹤臉書粉專

（臺北市立美術館 Taipei Fine Arts Museum）關注。 

 

 

 

附件  「喧囂的孤獨：臺灣膠彩百年尋道」教育推廣活動 

 

一、 「膠彩自習室」教育展區 

展示時間：2024.11.2 – 2025.2.2  

限定體驗時間：2024.11.10（日）、12.1（日）、12.29（日）9:30-17:00 

地點：本館二樓 209 展覽室 

「膠彩自習室」為一個自主學習空間，提供大家認識帶有複雜材料美學與工序的膠彩，以及理解藝術

家「尋道」過程中是如何創造出獨特風格與美學。此區分為三部分，首先是系統性地介紹顏料、媒材

畫具、天然礦標（石）與色票、材料變化的展示板、提供民眾感受顏料差異的觸摸板等。其二是一部

膠彩創作的基礎過程影片，藉由膠彩藝術家葉采薇的演示，帶領觀眾看見每一步繁複的工序過程所凝

結的時間與創作者的意念。最後是 3 日限定膠彩畫體驗活動，3 款創作體驗的畫譜選自《麗島名華鑑》

局部，讓觀眾自主體驗膠液與色粉揉合的質地以及敷色作畫。 

 

二、 展覽漫遊 

地點：本館二樓 2A、2B展覽室 

邀請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以更深入的知識背景帶領觀眾從不同的鑑賞角度切入作品。例如媒材導讀、

線條美學鑑賞、異於西方深淺明暗法之東方美學等。 

http://www.tfam.muse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