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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地球孕育萬物，畫家每每為萬物感動來表現作品。本人試圖透

過大自然生態環境的描寫，呈現出一種對於自然的觀察方法以及表

現手法，甚而有此觀察與表現的過程中開展出自己的創作理念。為

此，本人選擇具有獨特地景的月世界作為表現對象。  

為表現此一環境，本人先針對此一特殊景觀作資料蒐集，從中

發掘足以作為創作的題材。對象物體的外形並無固定不變化，在描

繪月世界山形期間，本人研究月世界植物的生長法則。其中也參閱

前人創作精神以及手段，融合近代水墨表現之精神，進而表達屬於

個人的創作風格。  

除此之外，透過對於客觀事物的理解與感受，內化外在自然，

呈現出數種描寫月世界的手法，這些手法的運用也因為自然時序與

一日四時的變化而起萬物興衰榮枯之感。因此，本人也將這些逐漸

凝煉而成的個人風格與早晨、傍晚、夜晚氣氛相互融合，使得月世

界具有有機生命，呈現出豐富而躍動的自然萬象。  

最後，本人對於對象的描繪並非只在於外形，亦注意其理念的

提升，將月世界發展為獨特視覺元素，轉化成符號。在轉化的過程

中，賦予精神意涵。因此本人所表現的月世界不只是紀錄台灣美麗

的生態環境，同時也將個人與時代的感受透過近於視覺符號做種種

變形與聯想。  

 

關鍵字：惡地形、月世界、有機生命、視覺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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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 painter can find inspiration in the myriad of infinite creations in the universe.  

Through attempting to create ecological portraits of nature, I hope to present my own 

observations and expressions of nature, and develop my own creative concepts in this 

process. For this project, I have especially chosen to paint the unique landscape of th- 

e Moonscape Scenic Area in Tainan County. 

In addition, by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ing the emotions felt for objective ma- 

tters, I tried to internalize my feelings for the exterior world of nature and present nu- 

merous ways of portraying Moonscape. Due to the cyclical nature of life and the diff- 

erent times during which these depictions were created, the works showed various p-  

hases of changes in nature. As a personal style began to take shape, I added impress-  

ions of morning, evening, and nightfall, hoping to infuse Moonscape with an organic  

vitality that embodies the rich and abundant phenomena of nature.  

  Lastly, I did not only seek to paint the contour and shape of the landscape, but ho-  

ped to elevate the artistic concepts involved and make Moonscape into a unique visu- 

al element, thereby transforming it into a symbol.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give  

the subject matter meaning and spirit. The Moonscape which I attempt to present is  

one that not only displays the beautiful ecological landscape of Taiwan, but also a vi-  

sual symbol that has been given personal and contemporary sensibilities and allows 

for various transformations and associations.  

 

Keywords: Badland, Moonscape Scenic Area, organic life, visual sym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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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論  

 

台 灣 在 民 國 成 立 以 後 ， 有 許 多 來 台 灣 的 畫 家 開 始 找 尋 自 己 想

要 描 繪 的 地 點 以 表 現 台 灣 的 特 色 ， 例 如 中 部 橫 貫 公 路 、 北 海 岸 或

者 阿 里 山 等 ， 而 作 者 曾 有 一 段 時 間 身 處 台 南 ， 於 是 便 發 現 台 南 有

許 多 地 方 也 能 表 現 出 台 灣 的 特 色 ， 台 南 是 位 於 台 灣 的 西 南 方 ， 有

著 濃 厚 的 台 灣 文 化 歷 史 ， 一 直 到 現 在 依 然 有 許 多 古 蹟 保 存 良 好 ，

包 括 孔 廟 、 赤 崁 樓 、 安 平 古 堡 ， 這 些 觀 光 勝 地 總 是 因 為 完 好 的 保

有 歷 史 的 軌 跡 而 吸 引 許 多 的 觀 光 客 ， 然 而 作 者 卻 是 被 當 地 歷 史 悠

久 的 自 然 景 觀 所 吸 引 ， 舉 凡 月 世 界 、 七 股 溼 地 等 這 些 古 老 的 地 形

配 合 著 當 地 的 生 態 結 合 成 一 個 具 有 歷 史 價 值 的 台 灣 地 形 景 觀 。  

    作 者 就 月 世 界 為 例 ， 來 做 為 台 灣 的 特 色 代 表 之 一 ， 第 一 章 針

對 月 世 界 的 地 理 位 置 來 標 示 出 所 在 地 ， 因 為 分 佈 的 位 置 廣 ， 主 要

遍 及 台 南 縣 與 高 雄 縣 兩 地 ， 此 種 惡 地 形 不 利 農 業 土 地 利 用 ， 卻 還

是 有 少 數 的 植 被 能 存 活 ， 也 研 究 了 當 地 的 植 被 種 類 以 利 於 創 作 需

要 ， 然 而 在 這 許 多 的 植 被 種 類 中 ， 幾 乎 屬 於 耐 旱 型 植 物 ， 充 滿 強

烈 植 物 生 命 力 與 繁 殖 能 力 ， 此 種 植 物 的 強 烈 生 存 現 象 與 惡 地 形 不

利 農 作 物 生 長 的 條 件 呈 現 一 種 獨 特 性 ， 所 謂 適 者 生 存 的 特 殊 植 物

才 能 在 此 生 長 ， 此 種 植 物 與 月 世 界 惡 地 形 之 岩 性 組 合 呈 現 多 元 且

特 殊 的 樣 貌 。  

    在 研 究 月 世 界 景 觀 形 成 原 因 與 山 勢 獨 特 性 之 後 ， 作 者 參 考 前

人 宋 元 清 的 代 表 畫 家 〔 表 1〕， 以 學 習 創 作 中 能 運 用 的 技 巧 與 表

現 ， 包 括 前 人 皴 法 之 運 用 於 月 世 界 特 殊 地 形 ， 須 經 過 觀 察 修 改 ，

描 寫 月 世 界 百 態 ， 分 為 濕 潤 肌 理 、 乾 燥 肌 理 以 及 遠 眺 肌 理 三 種 表



2 

 

現 目 標 著 手 。  

 

表 1 前 人 表 現 手 法 與 月 世 界 之 關 聯  

年 代 1
 表 現 特 色 2

 代 表 畫 作 3
 與 月 世 界 關 係  

五 代 、 元 代  亂 麻 皴 、 長 披

麻 、 短 披 麻 。 表

現 南 方 濕 潤 土 質

山 丘 為 主 。  

巨 然 〈 秋 山 問 到

圖 〉、 黃 公 望〈 富

春 山 居 圖 〉。  

順 著 月 世 界 稜 線

作 披 麻 皴 表 現 ，

畫 出 清 晨 、 夜 晚

或 雨 後 較 含 有 水

氣 被 雲 霧 掩 蓋 的

山 勢 ， 被 雨 水 切

割 侵 蝕 紋 路 。  

北 宋  雨 點 皴 。 表 現 北

方 黃 土 。  

范 寬 〈 谿 山 行 旅

圖 〉、〈 雪 景 寒 林

圖 〉、 燕 文 貴〈 溪

山 樓 觀 圖 〉。  

畫 月 世 界 太 陽 烈

照 ， 氣 候 乾 燥 ，

空 氣 中 少 有 雲 霧

遮 掩 ， 山 川 清 晰

之 樣 貌 。  

元 代 、 清 代  荷 葉 皴 。 表 現 土

質 山 脈 ， 經 雨 水

沖 刷 後 ， 形 成 景

觀 特 色  

趙 孟 頫 〈 鵲 華 秋

色 圖 〉、 石 濤〈 獨

步 入 東 山 〉。  

遠 眺 月 世 界 之 肌

理 脈 絡 明 顯 ， 藉

由 陽 光 照 射 顯 出

亮 暗 分 明 稜 線 。  

     

 

    山 勢 的 表 現 分 析 方 面 ， 以 台 灣 近 代 水 墨 中 前 輩 畫 家 對 於 山 脈

                                                 
    

1 詹 前 裕 ，《 彩 繪 山 水 》，﹙ 台 北 ： 藝 術 圖 書 公 司 ， 1 9 9 5﹚。  

    
2 同 上 註 。  

    
3 同 上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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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現 分 析〔 表 2〕，不 同 山 勢 造 型 組 合 能 呈 現 畫 面 的 層 次 感 與 穩 定

感 ， 並 且 就 不 同 的 色 彩 表 現 畫 面 ， 呈 現 四 季 與 晨 曦 的 特 色 ， 這 部

分 有 光 線 、 雲 氣 的 自 然 因 素 影 響 作 畫 者 的 主 觀 表 現 ， 肌 理 表 現 方

面 以 找 出 與 月 世 界 相 似 的 皴 法 ， 尤 其 是 荷 葉 皴 ， 作 進 一 步 的 研 究

其 中 的 關 聯 性 。  

表 2 近 代 畫 家 表 現 技 巧 運 用  

表 現 技 巧  近 代 畫 家  創 作 運 用  

山 勢 表 現  歐 豪 年〈 台 南 月 世 界 〉、

〈 角 板 山 登 覽 〉，傅 狷 夫

〈 大 峽 谷 一 瞥 〉。  

山 勢 造 型 為 三 角 造 型 、

梯 形 、 三 角 加 梯 形 三 種

造 型 運 用 ， 適 合 月 世 界

獨 特 山 形 山 勢 結 構 。  

色 彩 表 現  傅 狷 夫〈 造 境 〉，黃 君 璧

〈 華 嶽 〉，涂 璨 琳〈 秋 林

行 〉。  

表 現 日 出 、 日 落 、 惡 地

形 固 有 色 、 四 季 顏 色 變

化 使 月 世 界 能 表 現 更 多

色 彩 的 可 能 性 。  

荷 葉 皴 法 表 現  石 濤〈 煙 樹 圖 〉，張 伸 熙

〈 翠 影 薰 風 入 草 堂 〉、

〈 山 雪 〉、〈 山 川 多 古 情 〉 

遠 眺 月 世 界 明 顯 紋 理 用

荷 葉 皴 繪 出 ， 並 能 結 合

披 麻 皴 綜 合 運 用 ， 線 條

隨 著 肌 理 形 成 原 因 變

化 。  

    最 後 的 章 節 是 作 者 自 己 的 創 作 ， 從 觀 察 月 世 界 與 研 究 前 輩 畫

家 的 山 脈 表 現 方 式 之 後 ， 進 而 做 緊 密 配 合 ， 旨 在 透 過 作 者 本 身 的

創 作 ， 將 月 世 界 的 百 態 呈 現 出 來 ， 體 現 以 自 然 為 師 ， 吐 故 納 新 的

創 作 精 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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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  

 

  在 試 圖 表 現 美 好 的 景 物 中 ， 首 先 要 抓 到 一 種 好 的 表 現 方 式 ，

不 論 水 墨 、 水 彩 、 油 畫 、 攝 影 等 不 同 的 表 現 工 具 所 達 到 的 效 果 不

盡 相 同 ， 作 者 決 定 以 水 墨 技 法 ， 表 現 氣 韻 的 效 果 ， 在 郭 因 編 著 的

《 中 國 古 典 繪 畫 美 學 》 裡 面 提 到 ， 黃 崇 惺 認 為 許 多 上 等 的 作 品 ，

都 有 掌 握 到 「 不須諦觀，以覺其妙。 」 4的 道 理 ，「諦 」 5在 這 裡 有

仔 細 的 意 思 ， 上 等 的 作 品 還 未 仔 細 觀 賞 ， 就 已 經 知 道 此 作 品 之 所

以 上 等 的 原 因 了 ； 不 論 作 品 是 用 哪 種 方 式 來 表 現 ， 能 達 到 氣 韻 的

藝 術 性 ， 就 能 符 合 中 國 藝 術 的 精 隨 ； 黃 崇 惺 的 這 段 話 將 氣 韻 當 成

一 種 藝 術 表 現 本 身 的 必 要 條 件 。  

    氣 韻 是 國 畫 表 現 的 最 高 精 神，從 古 至 今 強 調「 氣韻生動 」，而

最 先 提 出 此 觀 念 的 ， 是 南 北 朝 的 謝 赫 ， 然 而 謝 赫 所 強 調 的 氣 韻 與

黃 崇 惺 所 指 的 氣 韻 不 同 ， 謝 赫 是 以 人 的 品 德 為 訴 求 而 衍 伸 的 ， 一

切 都 要 先 將 自 己 本 身 的 氣 質 涵 養 先 培 養 出 來 ， 才 有 機 會 表 現 出 充

滿 氣 韻 又 生 動 的 作 品 。  

  綜 合 以 上 兩 種 氣 韻 的 解 釋 ， 氣 韻 的 表 現 ， 必 須 經 由 畫 家

直 接 表 現 出 來 的 氣 質 情 思 在 畫 面 上 。 黃 崇 惺 也 提 到 「 畫 者 必 有 一

段 蒼 涼 盤 鬱 之 氣 ， 乃 可 畫 山 水 ； 必 有 一 段 纏 綿 悱 惻 之 致 ， 乃 可 畫  

士 女 。 」 6由 此 可 見 ， 畫 家 須 具 備 有 氣 質 情 思 ， 以 及 內 化 後 的 主 觀

思 想 ， 以 表 達 創 作 之 精 要 。 所 謂 寫 其 生 意 ， 寫 其 生 趣 ， 不 是 寫 其

                                                 
4 郭 因 ，《 中 國 古 典 繪 畫 美 學 》， 台 北 ： 丹 青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 2 0 0 3 ， 頁

6 8。  
5 周 何，《 國 語 活 用 字 典 》，（ 台 北 市：五 南 圖 書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2 0 0 8），

頁 1 8 5 2。  

    
6 郭 因 編 著 ，《 中 國 古 典 繪 畫 美 學 》， 台 北 ： 丹 青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 2 0 0 3 ，

頁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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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貌 ， 我 想 以 此 來 說 明 我 的 創 作 理 念 是 在 好 不 過 了 ， 有 此 理 念 ，

才 能 向 氣 韻 生 動 的 目 標 邁 進 。  

 

研 究 方 法 與 文 獻 分 析  

 

  作 者 撰 寫 論 文 過 程 中 ， 以 寫 作 與 畫 作 為 主 ， 完 成 論 文 。 以 下

將 描 述 寫 作 的 方 法 與 創 作 的 方 法 。  

一 、 大 意 研 究 法 ：  

    將 學 者 對 於 山 脈 題 材 中 的 繪 畫 形 式 研 究 資 料 ， 以 及 畫 論 對

於 山 勢 的 描 寫 作 為 參 考 ， 再 用 自 己 的 語 言 做 完 整 的 表 達 運 用 在

論 文 上 。  

二 、 比 較 研 究 法 ：  

    採 歷 代 水 墨 中 的 山 脈 影 像 和 台 灣 近 代 繪 畫 中 山 脈 影 像 做 比

較 。 主 要 以 月 世 界 相 關 的 山 勢 作 比 較 。  

三 、 分 析 研 究 法 ：  

    對 於 畫 山 的 形 式 做 一 分 析 ， 包 括 分 析 山 的 走 向 ， 山 的 佈 局

形 式，山 的 外 形 呈 現，最 後 運 用 到 月 世 界 題 材 上 作 一 表 現 手 法。 

四 、 在 創 作 手 法 上 ， 作 者 先 以 線 描 月 世 界 為 主 ， 將 輪 廓 精 確 描

繪 出 來 ， 並 且 尋 找 自 然 界 的 運 行 常 理 作 為 創 作 前 的 準 備 。 李 嗣

真 對 於 畫 家 的 要 求 出 於「 得 妙 物 於 神 會 」，方 法 是「 經諸目，運

諸掌，得之心，應之手 」， 以 「 製作之妙 」， 創 作 成 為 一 件 藝 術

品《 讀 書 品 錄 》7。 因 此 作 者 也 是 以 此 種 精 神 為 目 標 來 描 繪 觀 察

對 象 物 ， 並 非 只 是 畫 工 般 的 素 描 對 象 物 ， 而 是 將 對 於 描 繪 物 的

                                                 
7 郭 因 ，《 中 國 古 典 繪 畫 美 學 》， 台 北 ： 丹 青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 2 0 0 3 ， 頁

1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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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觀 思 想 具 體 樸 實 的 表 現 出 來 。 月 世 界 的 山 勢 是 壯 觀 且 遼 闊

的 ， 當 此 種 視 覺 影 像 映 入 眼 簾 ， 自 然 「 物 」 就 需 要 經 由 內 化 的

感 知 「 應 」 也 即 感 受 、 理 解 來 創 作 完 成 作 品 。  

在 郭 因 編 著 的 《 中 國 古 典 繪 畫 美 學 》 裡 面 提 到 ， 黃 崇 惺 認 為

許 多 上 等 的 作 品，都 有 掌 握 到「 不須諦觀，以覺其妙。」8的 道 理 ，

其 中 的 原 因 就 在「 氣韻勝 」。氣 韻 是 一 種 國 畫 表 現 的 最 高 精 神，也

是 從 古 至 今 不 斷 強 調 的 「 氣韻生動 」 之 概 念 。 作 者 曾 經 在 畫 冊 中

看 過 幾 幅 氣 韻 生 動 的 作 品 ， 其 中 有 一 件 作 品 來 自 於 日 本 東 山 魁 夷  

， 潘 襎 曾 經 在 課 堂 上 指 出 中 國 的 三 遠 法 是 從 觀 察 大 自 然 的 觀 點 而

來 ， 出 自 於 主 觀 的 觀 照 ， 在 東 山 魁 夷 的 作 品 中 不 但 能 看 見 他 把 三

遠 法 運 用 的 非 常 恰 當 ， 也 在 氣 韻 上 面 下 了 不 少 功 夫 才 達 到 效 果 ，

可 以 看 到 該 藝 術 家 在 一 九 七 五 年 昭 和 50 的 唐 招 提 寺 完 成 的 一 幅

障 壁 畫 〔 圖 1〕， 該 屏 風 的 大 小 287.0x643.8cm， 作 品 名 稱 為 〈 山

雲 〉，此 種 尺 寸 可 想 像 此 件 作 品 的 磅 礡 氣 勢，畫 面 上 雲 繞 著 山 脈 連

綿 纏 繞 ， 加 上 虛 實 相 對 的 處 理 方 式 就 是 正 確 的 描 寫 出 自 然 之 理 與

自 然 的 氣 韻 感 。  

 

 

圖 1  東 山 魁 夷 ，〈 山 雲 〉， 1 9 7 5， 紙 本 設 色 ， 2 8 7 . 0 x 6 4 3 . 8 c m。
9

 

                                                 
    

8 郭 因 編 著 ，《 中 國 古 典 繪 畫 美 學 》， 台 北 ： 丹 青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 2 0 0 2 ，

頁 6 8。  

    
9 資 料 來 源 ： 東 山 魁 夷 ，《 東 山 魁 夷 》， 第 三 卷 ，（ 東 京 ： 講 談 社 ， 2 0 0 8 ），

頁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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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了 能 夠 精 準 的 描 繪 出 對 象 物 的 精 神 以 外 ， 作 者 也 不 斷 的 追

求 屬 於 自 己 的 風 格 ， 講 到 風 格 表 現 ， 郭 因 編 著 的 《 中 國 古 典 繪 畫

美 學 》 提 到 風 格 美 根 據 主 客 觀 因 素 的 多 少 ， 分 為 再 現 性 的 與 表 現

性 的 兩 大 類 ， 這 兩 大 類 在 論 文 內 容 中 都 會 有 所 表 現 ， 再 現 性 的 風

格 描 繪 月 世 界 是 第 一 首 要 步 驟 ， 如 何 再 現 當 地 的 自 然 風 貌 使 得 觀

賞 者 能 了 解 畫 家 欲 以 表 現 的 月 世 界 為 主 要 風 格 ， 在 接 受 度 方 面 也

是 屬 於 比 較 能 符 合 大 部 分 觀 賞 者 的 表 現 方 式 ； 第 二 種 方 式 為 表 現

性 的 方 式 大 膽 表 現 月 世 界 所 帶 給 我 的 感 受 ， 此 種 風 格 將 強 烈 的 凸

顯 作 者 自 己 對 於 審 美 理 想 的 要 求 更 明 確 ， 呈 現 作 者 所 認 為 理 想 的

月 世 界 。 在 這 邊 提 到 關 於 風 格 ， 可 以 從 「 風 格 美 」 試 圖 去 了 解 真

正 風 格 的 意 思 ， 郭 因 在 書 上 提 到 ：  

 

  「     風格美有側重於聯繫肖形傳神美來談的，  

      有側重於聯繫畫家的人品、稟賦、氣質、素養、  

      情思精神狀態來談的，有聯繫地理因素來談的，  

有聯繫技巧、形式來談的，有聯繫傳統來談的。  

」 1 0
 

風 格 的 美 可 以 運 用 在 許 多 狀 況 下 ， 其 中 聯 繫 畫 家 人 品 的 風 格

美 ， 是 一 種 主 觀 的 美 感 ， 此 種 主 觀 的 美 感 根 據 個 人 成 長 背 景 以 及

人 文 涵 養 發 展 出 來。所 謂「 妙 在 能 合，神 在 能 離 」，風 格 的 表 現 集

合 了 生 命 中 所 有 經 歷 而 發 展 出 來 ， 而 不 是 故 步 自 封 。 以 建 立 在 傳

統 的 觀 念 之 上 ， 創 造 自 己 的 美 感 表 現 就 是 一 種 風 格 ， 創 造 出 自 己

的 審 美 理 想 就 是 一 種 風 格 。  

                                                 
    

1 0 郭 因 ，《 中 國 古 典 繪 畫 美 學 》， 台 北 ： 丹 青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 2 0 0 3 ， 頁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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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世 界 主 要 分 部 區 在 以 高 雄 縣 阿 公 店 水 庫 為 界 的 南 北 兩 個 範

圍 ， 分 別 是 北 邊 的 「 田 寮 月 世 界 」， 南 邊 的 「 燕 巢 月 世 界 」。 組 成

的 分 佈 上 北 邊 的 田 寮 月 世 界 是 完 全 由 厚 層 泥 岩 構 成 ， 在 南 邊 的 燕

巢 月 世 界 則 是 由 砂 岩 、 泥 岩 交 互 組 成 。 1 1一 般 所 指 的 月 世 界 是 厚

泥 岩 所 構 成 的 田 寮 月 世 界 ， 位 在 田 寮 鄉 的 崇 德 村 及 古 亭 村 之 間 ，

景 觀 特 色 也 以 田 寮 最 為 多 變 壯 觀 〔 表 3〕。  

 

表 3 研 究 目 標 景 觀  

景 觀 編 號  說 明  圖 片  

景 觀 一  月 世 界 原 本 是 個 河 床，因 為 板 塊 擠 壓 ,

河 床 上 升 ， 礫 石 保 護 的 表 面 也 碎 裂 ，

露 出 泥 岩 部 分 ， 泥 岩 經 由 雨 水 沖 蝕 ，

形 成 月 世 界 。 以 上 取 自 <南 瀛 地 形 誌

>
1 2 專 家 的 推 斷，每 座 山 的 高 度 相 差 不

大 ， 顯 示 本 來 為 一 個 平 地 。  

 

景 觀 二  雨 水 的 差 異 侵 蝕 ,產 生 凹 凸 的 表 面，泥

岩 山 頂 端 尖 且 坡 度 垂 直 ， 中 段 較 為 平

坦。「 每 一 山 坡 上 不 傾 斜 六 十 度 以 上 ，

溝 谷 坡 度 四 十 五 到 五 十 五 之 間 」 1 3 。   

                                                 
    

1 1 資 料 來 源 ： 王 執 明 等 ，《 台 灣 土 地 故 事 》， 台 灣 ： 大 地 地 理 ， 2 0 0 0  ，

頁 1 5 0 。  

    
1 2 方 淑 美 ，《 南 瀛 地 形 誌 》， 台 灣 ： 台 南 縣 文 化 局 出 版 ， 2 0 0 4    
1 3 同 上 註 ， 頁 11 3。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_author.php?key=%A4%FD%B0%F5%A9%FA%A1A%A4%E8%A4O%A6%E6%A1A%A6%B6%B3%CB%AF%AA%A1A%A7E%AC%B1%B2%B1%B5%A5%2F%BC%B6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earthgeo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_author.php?key=%A4%E8%B2Q%AC%FC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culta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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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觀 三  台 南 位 於 台 灣 的 南 部 屬 於 靠 近 赤 道 的

熱 帶 氣 候 ， 加 上 地 勢 寬 廣 ， 形 成 大 陸

型 氣 候 ， 氣 候 特 色 是 早 上 熱 ， 晚 上 則

散 熱 快 速 ， 溫 度 急 速 下 降 ， 水 蒸 氣 也

被 瞬 間 凝 結 ， 形 成 霧 氣 。 1 4 因 此 夏 ，

冬 時 早 上 出 太 陽 ， 晚 上 就 會 有 霧 氣 的

形 成 。  

 

景 觀 四  月 世 界 的 植 物 都 是 屬 於 耐 寒 的 ， 莿 竹

為 最 多 見 ， 早 期 居 民 就 以 刺 竹 為 防

風 ， 保 護 家 園 ， 因 為 竹 子 上 有 刺 的 保

護 ， 給 居 民 帶 來 安 全 感 。 1 5
 

 

 

預 期 成 果 與 研 究 價 值  

    以 氣 韻 生 動 表 現 運 用 在 月 世 界 上 面 ， 首 先 從 霧 氣 佈 滿 惡 地 形

景 像 觀 察 描 繪 ， 將 似 有 似 無 之 山 形 表 達 出 來 ， 並 且 從 氣 氛 著 手 佈

置 畫 面 增 加 表 現 力 ， 掌 握 到 「 不須諦觀，以覺其妙。 」 境 界 。  

    風 格 上 皴 法 的 熟 悉 運 用 後 ， 以 內 化 創 造 月 世 界 獨 特 描 繪 符 號  

， 並 且 將 之 組 合 構 成 山 勢 ， 所 謂 得 之 心 ， 應 之 手 ； 畫 面 上 試 著 突

破 以 往 構 圖 形 式 ， 以 凸 顯 月 世 界 山 勢 為 主 。  

    在 了 解 月 世 界 特 殊 地 質 後 ， 試 著 多 比 較 不 同 地 貌 地 形 間 形 成

上 的 差 異 ， 以 不 同 手 法 表 現 台 灣 不 同 地 貌 特 色 ， 皴 法 絕 非 固 定 不

變 ， 而 是 觀 察 自 然 後 主 觀 觀 照 而 形 成 。  

     吳 冠 中 在 面 對 批 評 現 代 國 畫 開 倒 車，都 在 畫 西 方 印 象 派 之 後

                                                 
    

1 4 王 蘭 榮 ，《 最 新 科 學 百 科 全 書 》，（ 台 北 ： 輔 新 書 局 ， 1 9 8 9 ）， 頁 5 8 4。  

    
1 5 南 瀛 縣 本 土 教 學 資 訊 網 。 2 0 11 / 0 3 / 1 6 。 ＜ h t t p : / / l t r c . t n c . e d u . t w / mo d u l e  

s / t a d b o o k 2 / i n d e x . p h p ＞ 。 p a t h： 南 瀛 植 物 探 索 ： 草 本 植 物 篇 ； 單 元 11 莿 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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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光 、 倒 影 ， 把 西 方 已 經 過 時 的 東 西 放 在 國 畫 裡 ， 做 了 一 小 段 的

談 論 ：  

 

     「     這倒不一定是開倒車。有人用筆皴陰影，  

      用墨作倒影，弄得庸俗，但不能說這樣不好，有  

      人把淘汰東西拿來當寶貝，也不是絕對不能的，  

      若用得好就會變成好東西。手段本身無罪，越多  

      越好，看你怎麼使用，向李可染對光的表現很烈  

      ，造成一種國畫從來沒有的趣味，也創造個人風  

      格。」 1 6
 

     

    此 段 話 作 者 心 有 所 感，前 人 已 經 統 整 完 整 筆 法 以 及 皴 法 運 用  

用 ， 並 且 將 許 多 表 現 形 式 做 不 斷 嘗 試 ， 因 此 目 前 後 人 不 斷 吸 取 前

人 經 驗 創 新 ， 不 論 西 方 技 巧 或 者 東 方 技 巧 ， 統 合 運 用 以 開 啟 繪 畫

更 多 可 能 性 ， 有 些 人 在 此 一 過 程 中 頗 有 心 得 ， 將 此 融 合 就 頗 為 成

功 。  

    作 者 在 創 作 階 段 並 無 花 全 部 時 間 在 完 成 作 品 上，有 少 部 分 時

間 致 力 於 材 料 實 驗 以 及 思 考 創 作 手 法，有 一 句 英 文 標 語「 Nothing 

i s  imposs ib le」， 沒 有 不 可 能 ， 思 考 、 創 作 以 及 手 法 不 能 被 設 限 ，

如 果 將 自 己 設 限 在 一 個 創 作 模 式 ， 只 能 保 證 作 品 是 能 被 預 想 、 完

成 ， 卻 損 失 許 多 不 可 能 中 的 可 能 ， 風 格 的 表 現 往 往 是 在 實 驗 中 所

激 發 出 來 的 。  

 

                                                 
    

1 6 鄭 明，《 現 代 水 墨 畫 家 探 索 》，（ 台 北：雄 師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1 9 8 9），

頁 1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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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月 世 界 的 景 觀 與 特 質  

 

  從 觀 察 月 世 界 中 找 尋 創 作 者 自 我 定 位 ， 而 並 非 臨 古 無 所 再 造

創 新 ， 因 此 深 入 考 察 月 世 界 ， 了 解 該 地 區 的 自 然 條 件 與 其 獨 特 的

地 方 ， 再 用 作 者 自 己 的 繪 畫 語 言 來 詮 釋 作 一 互 動 ， 具 體 再 造 心 中

的 月 世 界 ， 並 且 將 地 形 、 地 貌 、 植 被 、 環 境 重 新 組 合 成 具 有 個 人

特 色 的 台 灣 特 殊 景 觀 ， 來 清 楚 的 回 應 與 推 廣 台 灣 保 存 良 好 的 特 殊

地 景 。  

    月 世 界 主 要 分 部 於 台 南 縣 與 高 雄 縣 兩 地 ， 作 者 就 這 兩 地 的 月

世 界 分 布 區 域 做 分 析 與 劃 分 ， 來 區 隔 除 了 這 兩 地 以 外 的 其 他 類 似

地 形 或 相 同 地 形 ， 在 台 東 縣 與 苗 栗 縣 也 都 有 類 似 的 地 形 ， 但 因 為

地 理 位 置 所 處 不 同 ， 會 隨 當 地 的 地 理 條 件 而 有 所 變 化 ， 並 非 能 概

括 而 論 ， 所 以 就 目 前 比 較 相 近 的 地 區 來 作 探 討 。  

 

       第 一 節  月 世 界 在 台 灣 的 地 理 位 置  

 

  位 於 台 灣 西 南 部 的 獨 特 地 形 ， 範 圍 從 北 邊 台 南 縣 的 玉 井 鄉 、

左 鎮 鄉 ， 一 直 延 伸 到 南 邊 高 雄 縣 的 田 寮 鄉 、 燕 巢 鄉 ， 往 東 延 伸 到

高 雄 縣 的 內 門 鄉 、 旗 山 鄉 ， 甚 至 跨 越 中 央 山 脈 一 直 延 伸 到 台 東 地

區〔 圖 2〕 1 7， 此 一 大 片 的 地 形 上 ， 遍 佈 了 砂 岩 、 泥 岩 交 互 組 成 的

惡 地 形 。  

                                                 
  1 7 資 料 來 源 ： 王 執 明 等 ，《 台 灣 土 地 故 事 》， 台 灣 ： 大 地 地 理 ， 2 0 0 0  ，

頁 1 5 7 。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_author.php?key=%A4%FD%B0%F5%A9%FA%A1A%A4%E8%A4O%A6%E6%A1A%A6%B6%B3%CB%AF%AA%A1A%A7E%AC%B1%B2%B1%B5%A5%2F%BC%B6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earthg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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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月 世 界 分 佈 圖  

  月 世 界 分 佈 區 域 為 在 圖 片 中 較 黑 的 部 分 ， 從 東 北 邊 台 南 縣 玉 井 鄉

一 直 延 伸 到 西 南 邊 高 雄 縣 燕 巢 鄉 ， 東 邊 則 高 雄 縣 內 門 鄉 繼 續 往 東 延 伸

過 中 央 山 脈 至 台 東 。  

 

以 下 為 惡 地 形 的 定 義 ：  

 

「     月世界又被定義成惡地 badland ，主要是  

指地表遭受強烈的侵蝕，出現無數相鄰的溝谷，  

且不易作為農業土地利用的地區。」 1 8
 

 

  惡 地 主 要 分 部 於 泥 岩 區 內 ， 台 灣 除 了 台 東 市 及 恆 春 墾 丁 一 帶

有 以 外 ， 大 部 分 都 集 中 在 台 南 縣 玉 井 鄉 曾 文 溪 以 南 沿 北 北 東 － 南

南 西 方 向 分 佈 1 9， 並 且 經 由 左 鎮 鄉 、 龍 崎 鄉 、 田 寮 鄉 一 直 延 伸 至

燕 巢 鄉 〔 圖 3〕。「南北總長約達三十五公里，東西寬大約為八公

里，總面積占台南東側丘陵區總面積一半的狹長地帶，此種地質

                                                 
  1 8 方 淑 美 ，《 南 瀛 地 形 誌 》， 台 灣 ： 台 南 縣 文 化 局 出 版 ， 2 0 0 4  ， 頁 1 0 6 。 

  1 9 同 上 註 ， 頁 1 0 7。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_author.php?key=%A4%E8%B2Q%AC%FC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culta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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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古亭坑層的泥岩層。 」 2 0也 就 是 在 位 於 台 東 部 分 的 惡 地 形 與 台

南 、 高 雄 縣 之 惡 地 形 屬 於 不 同 的 地 層 ， 而 位 於 此 種 古 亭 坑 層 的 月

世 界 分 佈 最 為 遼 闊 ， 且 夾 雜 的 岩 塊 不 多 容 易 因 為 暴 雨 的 沖 刷 流 動

呈 泥 狀 ， 雨 水 侵 蝕 更 加 大 了 地 勢 的 起 伏 與 山 勢 呈 現 明 顯 的 鋸 齒 狀

山 峰 。 2 1
 

 

 

圖 3  月 世 界 分 布 區 域
2 2

 

  月 世 界 分 佈 區 域 為 圖 片 中 作 者 自 繪 的 灰 色 區 塊 就 是 月 世 界 惡 地 形

所 在 地 。  

 

          第 二 節  月 世 界 的 景 觀  

 

遠 在 好 幾 個 世 紀 以 前 ， 大 約 一 、 兩 百 萬 年 前 ， 月 世 界 原 本 的

風 貌 並 非 如 此 ， 原 本 跟 台 灣 島 一 樣 ， 沉 在 海 裡 ， 後 來 因 菲 律 賓 板

塊 擠 壓 ， 形 成 中 央 山 脈 ， 海 水 退 去 ， 河 流 切 割 侵 蝕 整 個 小 島 ， 變

                                                 
  2 0 方 淑 美 ，《 南 瀛 地 形 誌 》， 台 灣 ： 台 南 縣 文 化 局 出 版 ， 2 0 0 4  ， 頁 1 0 7 。 

  2 1 鄭 佳 韻 等 ，《 南 瀛 探 索 》，（ 台 南 縣 ： 台 南 縣 政 府 ， 2 0 0 4）， 頁 6 5。  

  2 2 資 料 來 源 ： 呂 石 明 ，《 大 地 地 理 雜 誌 》， 第 1 6 8 期 ，（ 台 北 ： 大 地 地 理

文 化 科 技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2 0 0 2）。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_author.php?key=%A4%E8%B2Q%AC%FC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culta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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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河 流 。 月 世 界 原 本 也 只 是 個 河 床 ， 後 來 又 因 為 板 塊 的 擠 壓 ， 而

河 床 上 升 ， 原 本 由 礫 石 保 護 的 表 面 也 碎 裂 ， 露 出 泥 岩 部 分 ， 之 後

就 是 泥 岩 被 雨 水 沖 蝕 的 命 運，形 成 現 在 的 月 世 界。以 上 是 取 自《 南

瀛 地 形 誌 》 2 3專 家 的 推 斷 ， 且 也 有 所 證 明 ， 一 些 遺 留 在 月 世 界 上

面 的 植 被 就 是 泥 岩 部 分 利 於 植 被 生 長 ， 且 每 座 山 的 高 度 相 差 不 大

〔 圖 4〕， 也 顯 示 本 來 為 一 個 平 地 。  

 

 

圖 4  作 者 攝  眺 望 田 寮 月 世 界  

  從 田 寮 月 世 界 高 處 眺 望 遠 方 ， 發 現 此 區 塊 月 世 界 惡 地 形 山 勢 高 度

不 高 呈 一 致 狀 ， 若 將 山 頭 稜 線 連 接 成 一 個 面 ， 則 是 一 個 很 平 的 面 ， 地

形 只 有 微 微 起 伏 形 成 平 原 地 形 面 ， 下 切 的 情 況 在 此 地 並 不 嚴 重 。 2 4
 

   

月 世 界 的 植 物 都 是 屬 於 耐 寒 的 ， 因 為 泥 岩 地 形 的 土 層 淺 薄 、

乾 燥 ， 土 壤 無 法 保 持 溫 暖 ， 不 易 灌 溉 ， 像 桃 花 心 木 、 莿 竹 、 銀 合

歡 、 馬 鞍 藤 、 慕 達 草 、 相 思 樹 皆 屬 於 耐 寒 植 物 ， 以 下 特 別 挑 出 幾

種 在 當 地 常 見 且 重 要 的 產 物 作 詳 細 介 紹 。  

 

                                                 
  2 3 方 淑 美 ，《 南 瀛 地 形 誌 》， 台 灣 ： 台 南 縣 文 化 局 出 版 ， 2 00 4 年  ， 頁

1 1 6 。  

  2 4 同 上 註 ， 頁 11 9。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_author.php?key=%A4%E8%B2Q%AC%FC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culta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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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竹 子  

      竹 子 為 月 世 界 常 見 的 植 物 ， 早 期 居 民 以 莿 竹 為 防 風 ， 保

護 家 園 ， 並 且 因 為 莿 竹 上 有 刺 的 保 護 ， 給 居 民 帶 來 安 全 感 。

在 左 鎮 當 地 居 民，會 利 用 竹 子，搭 建 竹 筏 作 運 輸 山 產 的 工 具，

順 著 菜 寮 溪 、 曾 文 溪 流 運 到 西 港 鄉 出 售 產 物 2 5， 作 者 在 當 地

寫 生 時 ， 一 陣 一 陣 的 徐 風 吹 來 ， 竹 林 就 嘎 嘎 作 響 ， 可 見 這 些

竹 林 密 集 又 健 壯 ， 是 作 為 竹 筏 再 適 合 不 過 的 材 料 了 。 當 地 竹

子 以 長 枝 竹 與 莿 竹 為 數 最 多 ， 長 枝 竹 的 桿 直 立 ， 桿 細 、 節 長

〔 圖 5〕，莿 竹 幹 粗 、節 短〔 圖 6〕，竹 殼 可 為 竹 類 分 類 的 重 要

依 據 ， 在 判 別 長 枝 竹 與 莿 竹 上 ， 也 可 以 從 竹 殼 發 現 他 們 的 差

異 性 。  

 

 

圖 5  作 者 攝  長 枝 竹  圖 6  作 者 攝  莿 竹 與 莿  

  長 枝 竹 除 了 能 從 桿 直 立 ， 桿 細 、

節 長 的 特 徵 判 斷 外，竹 殼 窄 又 長 也 是

特 色 。  

  莿 竹 幹 粗 、 節 短 見 ， 竹 殼

寬 又 短。莿 竹 莿 呈 倒 鉤 狀 似 鷹

爪 能 保 衛 家 園 。  

                                                 
  2 5 陳 春 木 ，《 台 南 地 方 鄉 土 誌 》，（ 台 北 市 ： 常 民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 9 9 8）， 頁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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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相 思 樹  

      屬 於 台 灣 的 原 生 種 ， 而 耐 風 抗 寒 是 此 樹 的 特 色 並 且 能 做

為 薪 炭 之 用〔 圖 7〕， 真 正 的 樹 葉 是 圓 圓 胖 胖 對 稱 型 ， 成 熟 後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像 鐮 刀 狀 對 稱 型 的 假 葉 ， 葉 脈 呈 現 五 至 七 條 的

平 行 脈，不 論 是 多 麼 貧 瘠 的 地 形，只 要 靠 著 外 型 細 長 的 樹 葉，

能 有 效 的 控 制 水 分 的 流 失 ， 相 思 樹 的 根 屬 於 非 常 發 達 的 ， 能

抓 牢 土 壤 ， 是 水 土 保 護 ， 綠 化 荒 山 的 絕 佳 植 物 。 2 6相 思 樹 的

花 期 主 要 集 中 在 春 至 夏 季 ， 相 思 樹 有 黃 色 的 小 花〔 圖 8〕， 結

合 起 來 變 成 球 狀 ， 並 且 有 平 而 薄 的 豆 莢 2 7， 相 思 樹 可 以 在 乾

燥 堅 硬 的 土 壤 中 生 長 ， 根 莖 也 擁 有 強 烈 的 生 命 力 ， 大 部 分 都

集 中 生 長 在 溝 谷 中 水 匯 流 堆 積 的 坡 面 或 者 平 地 ， 只 要 有 相 思

樹 覆 蓋 的 地 方 ， 能 減 緩 雨 水 下 切 狀 況 ， 坡 度 也 會 趨 向 平 緩 。  

  

圖 7  作 者 攝  相 思 樹
2 8

 圖 8  相 思 樹 之 花 朵  

  相 思 樹 樹 形 類 似 花 菜 的 形 狀 ，

大 量 分 布 於 月 世 界 比 較 緩 的 坡 地 ，

部 分 為 人 工 種 植 。  

  相 思 樹 的 花 朵 聚 集 起 來 呈

球 狀 ， 葉 子 則 是 先 由 橢 圓 形 變

成 鐮 刀 形 。  

                                                 
  2 6 維 基 百 科 。 瀏 覽 日 期 ： 2 0 1 0 / 0 4 / 2 2 。〈 h t t p： / / w i k i p e d i a . t w / 〉。 p a t h：

搜 尋 ； 相 思 樹 。  

  2 7 鄭 元 春 ，《 神 奇 的 多 用 途 植 物 圖 鑑 》，（ 台 北 市 ： 綠 生 活 雜 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 9 9 3）， 頁 3 9。  

  2 8 資 料 來 源 ： 教 務 處 首 頁 。 瀏 覽 日 期 ： 2 0 1 0 / 1 0 / 2 7 。〈 h t t p ： w w w. h l j h .  

t c c . e d u . t w / t e a c h / 〉。 p a t h ： 校 園 植 物 ； 植 物 目 錄 依 筆 畫 ； 相 思 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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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世 界 除 了 乾 枯 的 山 石 之 外 ， 也 有 許 多 小 支 流 分 佈 在 其 中 ，

使 得 地 形 又 多 了 一 些 變 化 ， 以 田 寮 鄉 的 月 世 界 為 例 ， 有 一 條 二 仁

溪 主 支 流 流 經 過 的 緣 故〔 圖 9〕， 使 青 灰 岩 地 形 過 水 部 分 軟 化 ， 呈

現 剝 離 、 泥 濘 ， 乾 則 龜 裂 崩 落 〔 圖 10〕， 這 些 河 流 流 經 過 的 地 方

因 為 帶 來 溼 潤 ， 土 壤 也 特 別 肥 沃 ， 常 常 有 許 多 植 物 也 會 跟 著 沿 岸

生 長 見 ， 有 如 沙 漠 中 的 綠 地 一 般 ， 為 神 祕 的 月 世 界 更 增 添 一 份 綠

意 盎 然 的 氣 象 見 。  

 

  

圖 9  作 者 攝  高 雄 縣 田 寮 鄉 二 仁 溪  圖 1 0  作 者 攝  高 雄 縣 田 寮 鄉 二

仁 溪  

  田 寮 鄉 月 世 界 地 形 軟 化 過 後 龜

裂 ， 有 少 許 的 植 被 生 長 其 上 。  

  河 邊 綠 意 昂 然 ， 竹 葉 茂 盛 ，

有 如 沙 漠 般 的 綠 洲 。  

 

  在 1957 年，林 朝 棨 把 台 南 縣 曾 文 溪 以 南 至 高 雄 縣 小 岡 山 南 端

的 丘 陵 地 區 都 稱 為 新 化 丘 陵 2 9， 月 世 界 就 被 包 括 在 內 ， 這 些 丘 陵  

地 勢 平 均 高 度 在 五 百 公 尺 以 下，最 高 的 內 門 鄉 308 高 地 也 只 有 30 

0 公 尺 高，月 世 界 的 泥 岩 地 形 大 約 也 在 高 度 兩 百 公 尺 左 右 3 0，比 起

月 世 界 東 邊 中 央 山 脈 方 向 的 烏 山 比 起 來 ， 烏 山 嶺 山 脈 的 高 度 約 有

                                                 
  2 9 鄭 佳 韻 等 ，《 南 瀛 探 索 》，（ 台 南 縣 ： 台 南 縣 政 府 ， 2 0 0 4）， 頁 5 6。  

  3 0 同 上 註 ， 頁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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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千 公 尺 以 上 見〔 圖 11〕，筆 者 實 地 走 訪 位 於 北 方 的 左 鎮 月 世 界 ，

太 陽 正 從 東 邊 的 烏 山 嶺 山 脈 漸 漸 升 起 見 〔 圖 12〕， 烏 山 嶺 山 脈 的

高 度 能 把 東 邊 正 要 升 起 的 太 陽 擋 住 大 約 一 小 時 ， 一 小 時 過 後 山 腳

下 的 月 世 界 便 會 受 光 。  

 

  

圖 11  作 者 攝  從 台 南 縣 左 鎮 二 寮

眺 望 烏 山 前 的 月 世 界  

圖 1 2  作 者 攝  從 台 南 縣 左 鎮 二 寮

觀 景 台 向 東 邊 烏 山 眺 望  

  從 左 鎮 二 寮 觀 景 台 眺 望 月 世

界 的 若 隱 若 現，早 晨 濃 霧 未 散 去 。 

  烏 山 嶺 山 脈 高 於 月 世 界 許 多 ，

因 此 會 將 晨 光 遮 住 短 暫 時 間 使 月 世

界 像 是 在 沉 睡 一 般 。  

 

          第 三 節  月 世 界 的 土 質  

 

      「     月世界的地質構造是由青灰色 或灰白色 砂  

      岩與青灰色 或綠灰色 頁岩互層為主，稱為古亭坑  

      層，厚達二千五百公尺，上有覆蓋第四紀洪積層與  

      沖積層，呈現不整合狀。」 3 1
 

 

 

                                                 
  3 1 方 淑 美 ，《 南 瀛 地 形 誌 》， 台 灣 ： 台 南 縣 文 化 局 出 版 ， 2 0 0 4  ， 頁 1 0 7 。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_author.php?key=%A4%E8%B2Q%AC%FC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culta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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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 灰 色 的 砂 岩 經 過 筆 者 查 閱 《 岩 石 與 礦 物 圖 鑑 》 3 2， 也 就 是

粉 砂 岩 （ s i l t s tone）〔 圖 13〕， 是 組 成 月 世 界 主 要 的 石 塊 之 一 ， 石

英 含 量 多 於 泥 岩 與 頁 岩 使 得 組 成 緊 密 ， 透 水 性 不 佳 ， 水 分 不 容 易

被 保 留 在 岩 塊 上 也 不 易 崩 塌 脆 裂 ， 除 非 有 縫 隙 ， 讓 水 侵 入 就 很 容

易 導 致 碎 裂 崩 塌 ， 泥 岩 也 是 組 成 月 世 界 主 要 岩 塊 之 一 ， 而 泥 岩 中

含 有 大 量 的 可 溶 性 鹽 類 ， 鈉 、 鎂 離 子 含 量 高 3 3， 土 壤 貧 癠 ， 乾 時

呈 土 塊 ， 易 破 碎 ， 下 雨 的 時 候 接 觸 到 雨 水 會 流 動 成 泥 狀 ， 在 下 雨

的 季 節 草 木 難 生 。 泥 岩 鹽 性 高 ， 只 有 銀 合 歡 、 鳳 凰 木 和 耐 鹽 鹼 作

物 才 能 生 長 3 4， 與 粉 砂 岩 差 異 為 組 成 中 石 英 成 分 多 寡 不 同 ， 泥 岩

石 英 成 分 少 而 鬆 軟 〔 圖 14〕， 泥 岩 的 透 水 性 比 較 好 能 保 住 水 分 以

利 植 被 生 長 。  

 

 

 

 

 

 

 

 

                                                 
  3 2 江 秋 玲，《 岩 石 與 礦 物 圖 鑑 》，（ 台 北：貓 頭 鷹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1 9 9 6），

頁 2 3 2。  

  3 3 方 淑 美 ，《 南 瀛 地 形 誌 》， 台 灣： 台 南 縣 文 化 局 出 版 ，2 00 4  ， 頁 1 1 2 。 

  3 4 同 上 註 ， 頁 11 6。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_author.php?key=%A4%E8%B2Q%AC%FC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culta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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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3  作 者 攝  田 寮 月 世 界 之 粉 砂  

岩  

圖 1 4  作 者 攝  田 寮 月 世 界 泥 岩  

  粉 砂 岩 屬 於 沉 積 物 的 一 種 ， 是

由 細 粒 的 礦 物 組 合 壓 縮 而 成 ， 圖 片

中 發 亮 的 是 礦 物 顆 粒 。 這 顆 很 硬 的

粉 砂 岩 能 清 楚 分 出 三 面 頂 部 、 反 光

部 與 底 部 ， 體 現 石 分 三 面 的 立 體

感 ， 須 納 入 創 作 中 。  

  泥 岩 屬 於 沉 積 岩，由 黏 土 礦 物

及 碎 小 石 英 等 礦 物 組 成 3 5， 但 組 成

不 多。 質 地 鬆 軟 粉 墨 附 著 力 不 強 ，

能 輕 易 隨 風 飄 揚 有 如 身 處 沙 漠 之

中，然 而 四 周 卻 充 滿 綠 油 油 的 彷 彿

到 處 是 綠 洲 仙 境 。  

 

 

 

 

 

 

 

 

 

 

                                                 
  3 5 江 秋 玲 ，〈 岩 石 與 礦 物 圖 鑑 〉，《 自 然 珍 藏 系 列 》，（ 台 北 ： 貓 頭 鷹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1 9 9 6 ）， 頁 2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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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雨 的 時 候 ， 因 為 泥 質 表 面 鬆 軟 透 水 ， 因 此 往 往 留 下 深 淺 不

一 的 水 痕 ， 稱 為 雨 溝 〔 圖 15〕 與 作 者 的 自 繪 部 分 〔 圖 16〕。  

 

  

圖 1 5  作 者 攝  高 雄 縣 田 寮 鄉 月 世  

界  

圖 1 6  作 者 繪  高 雄 縣 田 寮 鄉 月 世 界  

  田 寮 月 世 界 差 異 侵 蝕 的 雨

溝 。  

  作 者 順 著 水 流 可 能 的 方 向 ， 循

序 漸 進 畫 出 月 世 界 肌 理 ， 因 為 畫 面

的 需 求 ， 將 底 下 的 山 勢 用 對 比 的 手

法 表 現 ， 產 生 出 疏 密 的 對 比 ， 來 加

強 視 覺 的 集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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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雨 溝 會 再 會 流 而 成 溝 谷〔 圖 17〕與 作 者 的 自 繪 部 分〔 圖 18 

〕， 溝 谷 土 質 因 為 組 成 更 為 鬆 軟 ， 水 有 時 滲 透 到 裡 面 ， 在 衝 破 一

個 洞 流 出 來 ， 稱 為 潛 水 洞 ， 最 後 堆 積 地 面 ， 偶 而 流 動 的 泥 土 會

帶 動 較 大 的 礫 石 到 地 面 ， 乾 後 行 成 土 指 。  

 

  

圖 1 7  作 者 攝  高 雄 縣 田 寮 鄉 月 世  

界  

圖 1 8  作 者 繪  高 雄 縣 田 寮 鄉 月 世 界  

  田 寮 月 世 界 溝 谷 勢 雨 水 匯 流

的 結 果 。  

  作 者 將 峽 谷 中 的 v 型 谷 增 加 許

多 筆 觸 與 肌 理 ， 並 且 拉 長 肌 理 堆 疊

的 距 離 ， 畫 面 中 拉 強 明 暗 對 比 ， 旨

在 引 導 出 觀 賞 視 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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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 岩 山 頂 端 的 坡 度〔 圖 19〕作 者 的 自 繪 部 分〔 圖 20〕，與 中 段

的 坡 度 是 有 所 不 同 。  

 

 

 

圖 1 9  作 者 攝  高 雄 縣 田 寮 鄉 月 世 界  圖 2 0  作 者 繪  高 雄 縣 田 寮 鄉 月

世 界  

  田 寮 月 世 界 尖 頂 ， 差 異 侵 蝕 的 很

明 顯 ， 與 中 段 有 相 當 大 的 高 度 落 差 。  

  筆 者 運 用 皴 法 將 頂 端 表 現

更 為 突 出，扶 搖 直 上 的 山 頂 後 面

還 有 一 層 山 形 來 襯 其 尖 銳 山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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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 端 通 常 較 尖 且 垂 直 ， 是 雨 水 堆 積 於 泥 岩 受 到 地 心 引 力 的 影

響 ， 水 由 高 處 往 低 處 流 ， 中 段 漸 漸 較 為 平 坦 ， 最 後 才 入 地 面 堆 積

〔 圖 21〕 作 者 的 自 繪 部 分 〔 圖 22〕。  

 

  

圖 2 1  作 者 攝  高 雄 縣 田 寮 鄉 月 世

界  

圖 2 2  作 者 繪  高 雄 縣 田 寮 鄉 月 世

界  

  田 寮 月 世 界 中 段 與 底 部 是 漸

趨 為 平 坦，但 在 雨 溝 的 變 化 上 更 為

複 雜，雨 水 順 流 到 下 面 會 漸 漸 分 流

製 造 出 很 多 水 痕 ， 形 成 雨 溝 。  

  作 者 用 皴 法 表 現 動 態 感 ， 讓 皴

法 一 致 性 的 躍 動 在 紙 上 ， 就 像 千 變

萬 化 的 雨 溝 一 般 沒 有 一 定 的 脈 絡 卻

有 一 致 性 ， 前 方 淡 出 的 效 果 增 加 墨

色 的 變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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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括 以 上 資 料 ， 描 寫 月 世 界 自 然 景 觀 需 要 注 意 地 形 、 植 被 、

氣 候 、 人 文 等 各 方 面 條 件 ， 作 者 在 本 次 研 究 議 題 上 ， 主 要 針 對 月

世 界 山 勢 部 份 做 深 入 探 討 ， 因 此 並 非 將 月 世 界 全 貌 忠 實 呈 現 ， 例

如 生 態 植 被 部 分 收 集 資 料 不 全 ， 作 者 將 於 往 後 時 間 繼 續 研 究 月 世

界 生 態 部 分 ， 加 強 月 世 界 表 現 。  

首 先 於 第 一 章 節 介 紹 自 然 生 態 ， 以 了 解 對 像 物 形 成 環 境 因 素

以 及 山 勢 特 點 ， 就 山 勢 方 面 來 說 ， 從 山 頂 端 到 山 腳 ， 所 呈 現 角 度

差 異 ， 影 響 月 世 界 山 勢 造 型 變 化 ， 而 不 論 描 繪 哪 一 段 ， 所 在 意 的

是 關 於 外 形 、 質 感 、 以 及 畫 面 所 宣 洩 出 來 的 氣 氛 ， 這 部 份 作 者 不

以 所 見 到 之 影 像 作 為 手 段 營 造 氣 氛 ， 而 是 以 內 心 所 感 受 到 以 及 所

感 動 到 的 部 分 ， 作 為 創 作 月 世 界 營 造 氣 氛 的 要 領 。  

接 續 第 二 章 以 理 解 前 人 表 現 山 勢 的 技 巧 ， 雖 都 是 皴 法 表 現 ，

但 不 同 之 皴 法 是 以 描 寫 不 同 山 石 為 目 的 ， 因 此 作 者 透 過 挑 選 ， 歸

納 出 適 合 的 皴 法 ， 應 用 在 月 世 界 表 現 上 面 ， 並 且 透 過 前 人 觀 察 山

勢 走 向 角 度 ， 跟 著 學 習 紀 錄 ， 並 且 用 同 樣 的 精 神 ， 應 用 在 創 作 上

面 ， 以 符 合 藝 術 共 通 原 則 ， 將 作 品 畫 面 減 去 誇 張 且 錯 誤 的 表 現 ，

只 精 準 呈 現 為 原 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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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歷 代 水 墨 畫 中 山 脈 影 像  

 

    不 論 是 運 用 再 現 性 技 法 ， 描 繪 自 然 山 川 景 物 ， 或 者 使 用 表 現

性 技 法 ， 突 顯 個 人 式 的 描 繪 能 力 ， 都 必 須 先 了 解 ， 山 、 石 、 樹 等

自 然 景 物 雖 無 常 形 ， 而 有 常 理 的 觀 念 。  

    在 面 對 瞬 息 萬 變 的 月 世 界 自 然 風 貌 ， 我 並 非 抄 襲 自 然 之 外 貌  

， 在 中 國 山 水 的 表 現 方 法 之 中 ， 皴 法 則 是 山 水 畫 家 重 視 的 描 繪 技

法 ， 大 體 上 皴 法 被 純 熟 的 運 用 出 現 在 五 代 的 董 源 ， 根 據 「 彩墨山

水 」一 書 的 說 法，「 皴法起源於何時目前尚有許多不同的意見，……

就目前可靠的畫蹟分析，最早純熟的皴法，可能是點狀皴 〔圖

23〕，江南山水畫大師五代的董源 」。 3 6
 

皴 法 的 起 源 無 正 確 說 法，但 我 們 可 以 知 道，皴 法 是 由 點、線 、

面 所 結 合 出 來 的 技 法 ， 董 源 運 用 此 種 技 法 就 能 夠 大 致 描 繪 山 形 。

作 者 主 要 以 山 脈 的 描 繪 技 法 ， 作 為 研 究 重 點 ， 從 古 至 今 ， 畫 家 在

描 繪 山 脈 時 ， 總 是 不 厭 其 煩 的 細 心 描 繪 與 觀 察 ， 山 水 畫 一 般 習 慣

從 唐 代 開 始 追 溯 ， 但 要 從 宋 代 開 始 到 元 代 才 發 展 完 備 ， 因 此 從 宋

代 畫 家 的 作 品 開 始 分 析 ， 會 有 更 多 資 料 可 供 我 們 參 考 。  

 

                                                 
    

3 6 詹 前 裕 ，《 彩 繪 山 水 》，（ 台 北 ： 藝 術 圖 書 公 司 ， 1 9 9 5）， 頁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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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  董 源 ，〈 瀟 湘 圖 〉 局 部 ， 五 代 ， 紙 本 設 色 ， 5 0 x 1 4 1 c m， 北 平 故 宮

博 物 院 。
3 7

 

 

 

 

 

 

 

 

 

 

 

 

 

 

 

 

                                                 
    

3 7 資 料 來 源 ： 蔣 勳 ，《 中 國 藝 術 思 想 芻 論 》，﹙ 台 灣 ： 雄 獅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2 0 0 3﹚， 頁 1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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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一 節  山 脈 的 皴 法  

 

    皴 法 ， 能 表 現 山 石 的 陰 陽 向 背 與 自 然 樣 貌 ， 李 成 以 直 擦 的 皴

法 ， 寫 平 遠 寒 林 ， 表 現 山 石 的 立 體 感 ， 董 源 山 石 作 披 麻 皴 ， 皴 少

色 淡 ， 以 線 性 皴 法 表 現 江 南 地 方 土 多 於 石 的 山 脈 紋 理 ， 范 寬 以 垂

直 的 短 線 條 結 組 而 成 ， 來 表 現 北 方 的 黃 土 高 原 的 雄 偉 厚 重 ， 郭 熙

以 雲 頭 皴 作 層 層 湧 起 的 效 果 ， 有 時 候 連 皴 帶 染 的 表 現 陰 暗 面 ， 是

作 中 國 北 方 火 成 岩 石 的 描 繪 ， 李 唐 用 大 斧 劈 皴 ， 表 現 出 石 剛 硬 如

鐵 的 特 質 ， 夏 珪 用 拖 泥 帶 水 皴 ， 邊 皴 邊 染 的 畫 山 石 ， 表 現 出 生 動

的 筆 墨 變 化 。 3 8
 

古 人 都 是 運 用 皴 法 來 歸 結 對 於 自 然 山 石 的 觀 察 ， 也 因 此 後 人

追 隨 前 人 所 歸 納 之 經 驗 來 衍 伸 ， 以 前 人 之 經 驗 為 本 固 然 重 要 ， 不

過 作 者 認 為 更 重 要 的 是 對 於 繪 畫 的 熱 情 ， 描 繪 月 世 界 的 肌 理 就 必

須 實 地 來 觀 察 ， 並 且 融 合 前 人 之 經 驗 ， 目 前 作 者 歸 納 出 幾 個 適 合

的 皴 法 分 別 是 雨 點 皴 ， 荷 葉 皴 以 及 骷 髏 皴 ， 以 下 將 會 逐 步 印 證 這

三 種 皴 法 的 關 連 性 。     

 

 

 

 

 

 

 

                                                 
    

3 8 詹 前 裕 ，《 彩 繪 山 水 》，（ 台 北 ： 藝 術 圖 書 公 司 ， 1 9 9 5）， 頁 3 7 ~ 5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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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宋 代  

 

  山 脈 皴 法 是 畫 家 內 化 自 然 而 後 表 現 於 外 的 一 種 表 現 形 式 ， 以

凸 顯 山 的 質 感 與 厚 實 感 ， 然 而 在 月 世 界 當 地 觀 察 的 過 程 中 ， 雄 偉

壯 闊 而 連 綿 之 山 形 與 晨 間 薄 霧 瀰 漫 在 山 谷 間 的 景 象 也 是 作 者 想 要

力 求 表 現 的 ， 因 此 借 古 而 不 仿 古 ， 從 歷 代 前 人 中 找 出 美 感 形 式 的

共 通 原 則 ， 作 者 除 了 以 自 然 為 師 ， 也 以 前 人 代 表 畫 作 作 為 參 考 對

象 ， 增 強 構 圖 形 式 以 表 現 月 世 界 之 容 貌 。  

一 、 北 宋  

北 宋 繪 畫 中 ， 主 要 採 用 「 近 取 其 質 」 的 概 念 ， 所 謂 「 近 取  

其 質 」，是 出 於 一 種 對 於 自 然 觀 察 的 統 整，近 處 的 景 物，最 重 要 的

就 是 能 仔 細 觀 察 到 描 繪 物 的 質 感 ， 作 者 在 比 較 過 幾 幅 唐 代 的 作 品

〔 圖 24〕、〔 圖 25〕， 發 現 唐 代 的 山 水 作 品 還 沒 有 完 全 強 調 質 感 ，

反 到 是 將 遠 處 山 勢 強 調 出 來 ， 到 了 宋 代 山 石 質 感 多 樣 化 ， 山 的 符

號 不 再 只 是 墨 線 勾 邊 造 型 ， 甚 至 山 的 明 暗 變 化 除 了 用 色 彩 表 現 之

外 ， 皴 法 能 確 實 將 山 地 自 然 的 質 感 表 達 出 來 ， 是 一 種 充 滿 說 服 力

的 表 現 。  

 

 



30 

 

 

圖 2 4  唐 人 ，〈 明 皇 幸 蜀 圖 〉， 唐 ， 絹 本 ， 5 5 . 9 x 8 1 c m，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
3 9

 

 

 

圖 2 5  李 昭 道 ，〈 春 山 行 旅 圖 〉， 唐 ， 絹 本 設 色 ， 9 5 . 5 x 5 5 . 3 c m，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
4 0

 

 

 

在 北 宋 以 描 繪 山 為 對 象 的 分 別 為 有 畫 院 與 非 畫 院 ， 非 畫 院 有

                                                 
    

3 9 資 料 來 源 ： 張 樹 柏 ，《 故 宮 藏 畫 精 選 》，﹙ 台 北 ： 讀 者 文 摘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 1 9 8 1﹚， 頁 2 7 。  

    
4 0 資 料 來 源：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故 宮 書 畫。瀏 覽 日 期：2 0 11 / 0 3 / 0 1。〈 h t t p : / /  

p a i n t i n g . n p m. g o v. t w/ 〉。 p a t h： 開 始 檢 索 ； 一 般 檢 索 ； 李 昭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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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成 、 范 寬 、 董 源 等 ； 畫 院 有 燕 文 貴 、 許 道 寧 、 郭 熙 、 米 芾 等 。

以 下 就 這 幾 位 北 宋 代 表 畫 家 作 品 作 參 考 ， 並 且 深 入 分 析 繪 畫 表 現

形 式 以 利 創 作 之 需 。  

    一 董 源 作 品 的 分 析 ：  

        董 源 是 五 代 南 唐 鍾 陵 人 今 江 西 省 南 昌 市 ， 於 南 唐 中 主

時 期 約 937〖 962 年 主 持 宮 廷 繪 事 ， 人 稱 董 北 苑 。 4 1他 的 作

品 多 描 繪 江 南 地 區 的 景 緻，《 洞 天 山 堂 》〔 圖 26〕，《 夏 山 深 遠 》

〔 圖 27〕。  

 

 

圖 2 6  董 源 ，〈 洞 天 山 堂 〉， 五 代 南 唐 ， 絹 本 ， 1 8 3 . 2 x 1 2 1 . 2 c m，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4 2

 

 

 

 

                                                 
    

4 1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故 宮 書 畫 。 瀏 覽 日 期 ： 2 0 11 / 0 3 / 0 1 。〈 h t t p : / /  

p a i n t i n g . n p m. g o v. t w/ 〉。 p a t h： 開 始 檢 索 ； 一 般 檢 索 ； 董 源 ； 1 。  
4 2 資 料 來 源 ： 同 上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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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7  董 源 ，〈 夏 山 深 遠 〉， 五 代 南 唐 ， 絹 本 ， 1 3 9 . 7 x 6 2 . 9 c m，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4 3

 

 

     兩 張 圖 都 有 雲 氣 繚 繞 山 間 ， 在 這 裡 ， 雲 可 以 發 揮 兩 種 作

用 ， 第 一 種 ， 雲 可 以 使 得 山 看 起 來 相 當 高 聳 ， 也 更 加 宏 偉 ， 就 正

如 像 米 襄 陽 稱 其 所 謂：「 格高無比，唐無此品，其小山石，謂之礬

頭，山上有雲氣，腳下多碎石，乃金陵山景。大抵董源山水，下

筆雄偉，有嶄絕崢嶸之勢，雲巒絕壁，使人觀而壯之 。 」 4 4山 頭

好 似 穿 過 雲 端 ， 直 達 天 際 ， 董 源 還 安 排 讓 雲 端 上 的 山 脈 迂 迴 ， 好

似 告 訴 觀 畫 者 ， 越 靠 近 天 際 的 山 路 越 難 走 ， 越 崎 嶇 不 平 ， 也 增 加

了 不 少 未 知 的 這 種 神 秘 感，此 種 雲 氣 的 運 用，也 可 以 在 李 唐 的《 萬

壑 松 風 》〔 圖 28〕 中 見 到 。  

                                                 
4 3 資 料 來 源 ： 4 3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故 宮 書 畫 。 瀏 覽 日 期 ： 2 0 11 / 0 3 / 0 1 。

〈 h t t p : / / p a i n t i n g . n p m. g o v. t w/ 〉。 p a t h： 開 始 檢 索 ； 一 般 檢 索 ； 董 源 ； 3 。  
4 4 張 俊 傑，《 山 水 繪 畫 思 想 之 發 展 》， 台 北 市：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2 0 0 5 ，

頁 1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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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8  李 唐 ，〈 萬 壑 松 風 〉， 南 宋 ， 絹 本 設 色 ， 1 8 7 . 5 x 1 3 8 . 7 c m，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
4 5

 

 

     大 抵 上 來 說 ， 北 宋 依 然 運 用 皴 擦 的 效 果 畫 山 的 肌 理 ， 用

留 白 方 式 留 出 大 片 面 積 代 表 雲 ， 雲 的 技 法 表 現 要 到 了 南 宋 才

會 發 達 ， 北 宋 目 前 還 未 成 熟 ， 但 是 在 安 排 畫 面 上 ， 雲 的 功 能

性 已 經 被 發 揮 出 來 了 ;第 二 種，雲 可 以 整 理 山 石 群 組，達 到 山

石 賓 主 之 勢 的 完 整 結 構 。 因 此 月 世 界 的 小 土 坡 層 巒 疊 起 的 型

態 ， 可 以 運 用 雲 氣 ， 將 山 勢 分 為 群 組 ， 主 要 的 山 勢 被 雲 霧 襯

出 來 ， 製 造 出 山 之 空 間 感 ， 作 者 也 實 地 觀 察 過 〔 圖 29〕， 早

晨 的 月 世 界 迷 人 就 在 於 ， 霧 濛 濛 的 山 勢 中 ， 有 些 就 能 被 清 楚

的 襯 托 出 來 。 這 邊 探 討 董 源 的 繪 畫 形 式 中 ， 主 要 是 吸 取 董 源

表 現 出 山 勢 氣 派 的 經 驗 。  

 

 

                                                 
4 5 資 料 來 源 ：《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珍 藏 書 畫 》，﹙ 東 京 都 ： 二 玄 社 ﹚， 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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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9  作 者 攝 ， 左 鎮 鄉 二 寮 觀 日 出  

 

 

圖 3 0  作 者 繪 ，〈 曉 曙 〉 局 部 ， 2 0 11 ， 紙 本 設 色 ， 7 6 x 1 2 0 c m  

作 者 用 留 白 的 方 式 表 現 雲 霧 ， 並 且 安 排 雲 霧 遮 掩 山 底 ， 以 界 定

出 前 後 的 山 勢 ， 畫 中 雲 霧 取 用 董 源《 洞 天 山 堂 》將 山 勢 群 組 化 的 概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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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李 成 作 品 的 分 析 ：  

        李 成 約 919〖 967 年 五 代 人 ， 字 咸 熙 ， 習 稱 李 營 丘 ， 出

生 於 青 州 今 山 東 
4 6，喜 歡 以 山 東 寒 冷 的 景 緻 入 畫，作 品〈 晴

巒 蕭 寺 〉〔 圖 31〕 將 山 的 整 體 份 量 減 弱 。  

 

圖 3 1  李 成 ，〈 晴 巒 蕭 寺 〉， 北 宋 ， 絹 本 設 色 ， 11 0 . 5 x 5 5 . 7 c m， 美 國

納 爾 遜 藝 術 博 物 館 藏 。
4 7

 

         

        與 李 唐 〈 萬 壑 松 風 〉 山 石 相 較 之 下 ， 李 唐 較 為 厚 實 ， 在

處 理 山 石 上 使 用 斧 劈 皴 作 肌 理 ， 因 此 能 明 顯 看 出 斧 劈 皴 在 山

石 上 所 造 成 的 立 體 感 ， 並 用 明 顯 的 邊 線 將 山 石 凸 顯 出 來 ， 而

李 成 所 繪 晴 巒 蕭 寺 並 無 將 邊 線 明 顯 描 繪 出 來 ， 也 沒 有 過 多 肌

理 遍 佈 ， 而 是 將 遠 眺 高 山 時 肌 理 模 糊 卻 多 明 暗 變 化 的 情 景 表

達 出 來 ， 前 景 山 石 則 用 明 暗 對 比 強 烈 手 法 來 區 分 。  

 

                                                 
    

4 6 《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珍 藏 書 畫 》，﹙ 東 京 都 ： 二 玄 社 ﹚， 頁 6 0 。  

    4 7 資 料 來 源 ： 同 上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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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俯 視 月 世 界 山 脈 連 綿，山 脈 看 似 無 所 高 低 區 分 而 相 連 ，  

    卻 因 為 太 陽 光 照 導 致 山 的 暗 面 與 亮 面 有 所 區 分 ， 因 此 在 表 現   

    上 能 運 用 晴 巒 蕭 寺 前 景 的 處 理 手 法 。  

        同 樣 明 暗 清 楚 的 處 理 手 法，李 成 所 繪〈 群 峰 霽 雪 圖 〉〔 圖

32〕， 主 峰 清 楚 分 明 ， 所 有 受 光 面 均 明 亮 ， 使 得 觀 者 焦 點 不

至 於 模 糊 散 亂，李 成 在 畫 此 幅 山 水 時 先 以 白 粉 繪 山 峰 之 受 光

面，表 現 下 雪 過 後 的 景 色，白 雪 覆 蓋 於 嚴 峻 山 石 上，遮 蓋 山

石 既 有 的 肌 理，有 的 肌 理 則 若 影 若 現，保 留 山 石 原 本 無 雪 覆

蓋 的 風 貌，雖 說 是 雪 景，由 這 幅 畫 能 觀 察 出 陽 光 露 臉，雪 已

經 慢 慢 消 失 於 山 峰 上 。  

        輪 廓 部 分 不 明 顯 強 調 墨 色 變 化 ， 主 要 以 淡 墨 繪 之 ， 使 得

白 雪 與 墨 色 交 界 處 能 富 有 層 次 感 ， 也 讓 觀 者 視 覺 得 到 緩 衝 ，

而 在 這 緩 衝 之 際 ， 心 靈 也 就 得 到 平 靜 ， 相 對 於 明 暗 強 烈 對 比

表 現 手 法 ， 比 較 適 合 運 用 在 山 石 堅 韌 剛 硬 的 質 感 上 作 表 現 。  

 

 

圖 3 2  李 成 ，〈 群 峰 霽 雪 圖 〉， 北 宋 ， 絹 本 ， 7 7 . 3 X 3 1 . 6 c m，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
4 8

 

                                                 
    4 8 資 料 來 源 ： 張 樹 柏 ，《 故 宮 藏 畫 精 選 》，﹙ 台 北 ： 讀 者 文 摘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 1 9 8 1﹚， 頁 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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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范 寬 作 品 的 分 析 ：  

        范 寬 本 名 中 正 字 中 立 ， 峽 西 華 原 人 。 4 9范 寬 著 名 的 皴 法

為 雨 點 皴 ， 以 雨 點 皴 作 為 山 石 的 肌 理 ， 說 明 了 他 對 於 山 的 觀

察 與 體 悟 ， 最 後 形 成 自 己 個 人 獨 特 的 符 號 ， 所 謂 「 與 其 師 於

人 ， 未 若 師 諸 物 ； 與 其 師 於 物 ， 未 若 師 諸 心 」 5 0的 精 神 ， 將

心 神 與 實 景 融 合 ， 更 深 入 的 實 現 以 自 然 為 師 的 道 理 ， 以 萬 物

為 師 加 上 與 人 為 師 是 一 般 人 所 能 做 到 的 ， 但 確 實 還 不 夠 ， 需

要 經 過 內 化 的 過 程 ， 將 自 己 舊 有 的 經 驗 想 法 和 新 的 知 識 吸 收

融 合 ， 創 造 出 自 己 繪 畫 表 現 符 號 ， 然 而 這 一 連 串 的 過 程 必 須

具 備 好 的 前 導 組 織 ， 所 謂 以 好 的 舊 經 驗 為 標 準 ， 因 此 平 時 畫

家 必 須 觀 察 、 寫 生 、 磨 練 、 學 習 ， 累 積 自 己 的 經 驗 才 能 有 所

本 的 創 造 。  

        范 寬 所 繪 〈 谿 山 行 旅 圖 〉〔 圖 33〕 用 細 小 的 筆 觸 構 成 山    

石 紋 路，筆 觸 與 筆 觸 之 間 透 露 出 一 種 相 互 交 錯 的 關 係，如 同

披 麻 皴 一 般 扎 實 編 織 出 山 的 真 實 感 。  

    一 座 沒 有 皴 法 而 只 有 墨 色 暈 染 的 山 石 與 交 織 細 密 相 對 比

較 之 下 〔 圖 34〕、〔 圖 35〕， 沒 有 皴 法 覆 蓋 其 上 只 有 墨 色 暈 染

山 石 則 增 添 了 一 份 流 動 且 變 化 萬 千 的 現 象 ， 是 所 謂 畫 家 將 之

理 想 加 諸 在 畫 面 上 ， 且 不 急 於 以 個 人 符 號 表 現 風 格 ， 此 種 表

現 手 法 是 以 人 師 法 自 然 之 後 ， 將 內 心 那 一 份 對 於 自 然 的 悸

動 ， 跳 脫 理 性 轉 化 的 過 程 直 接 宣 洩 在 畫 面 上 ， 理 想 如 此 ， 現

實 並 非 如 此 的 表 現 山 勢 ； 繪 畫 無 固 定 表 現 模 式 ， 卻 要 以 表 現

                                                 
    

4 9 張 樹 柏 ，《 故 宮 藏 畫 精 選 》，﹙ 台 北 ： 讀 者 文 摘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 1 9 8 1 ﹚，

頁 5 3。  
5 0

 同 上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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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自 然 精 神 為 準 則 ， 創 造 出 來 成 為 有 價 值 的 畫 作 。  

 

 

圖 3 3  范 寬 ，〈 谿 山 行 旅 圖 〉， 北 宋 ， 絹 本 ， 2 0 6 . 3 x 1 0 3 . 3 c m，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
5 1

 

 

 

 

 

 

 

                                                 
5 1 資 料 來 源 ： 張 樹 柏 ，《 故 宮 藏 畫 精 選 》，﹙ 台 北 ： 讀 者 文 摘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 1 9 8 1﹚， 頁 5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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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  范 寬 ，〈 谿 山 行 旅 圖 〉， 北 宋 ，

絹 本 ， 2 0 6 . 3 x 1 0 3  

      . 3 c m，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  

圖 3 5  加 山 又 造 ，〈 黃 山 湧 雲  

〉， 1 9 8 2， 京 都 國 立 近

代 美 術 館 。
5 2

 

 雨 點 皴 扎 實 緊 密 ， 表 現 山 的 氣

魄 與 大 自 然 造 化 結 果 ， 忠 實 將 所 見

所 感 表 現 於 觀 者 眼 前 ， 彷 彿 大 山 近

在 咫 尺 又 遠 在 天 邊 。  

以 墨 色 暈 染 法 將 山 理 想

化，去 蕪 存 菁 表 現 山 輪 廓 的 優

美，山 因 此 被 視 為 有 固 定 輪 廓

卻 無 固 定 樣 貌 繪 之 。  

 

 

 

 

 

 

 

 

                                                 
    5 2 資 料 來 源 ：《 墨 的 再 發 現 》， 頁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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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燕 文 貴 作 品 的 分 析 ：  

        燕 文 貴 ﹙ 約 967~1044 年 ﹚， 又 名 燕 文 季 ， 浙 江 吳 興 人 。

5 3圖 中 為 燕 文 貴 所 繪 之 〈 秋 山 琳 宇 〉〔 圖 36〕。  

  

 

圖 3 6  燕 文 貴 ，〈 秋 山 琳 宇 〉， 北 宋 ， 絹 本 設 色 ， 1 6 5 . 5 x 5 8 . 4 c m，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
5 4

 

    

        山 的 皴 法 表 現 與 骷 髏 皴 有 些 相 似 ， 山 的 表 面 形 成 許 多 小    

    洞 ， 這 種 質 感 有 別 於 堆 疊 交 錯 的 披 麻 皴 ， 也 不 同 於 札 實 的 雨  

    點 皴 ， 骷 髏 皴 主 要 被 用 於 描 寫 石 灰 岩 的 肌 理 ， 不 論 是 在 台 灣  

    或 者 中 國 大 陸 ， 只 要 曾 經 有 受 海 底 板 塊 擠 壓 而 隆 起 的 山 石 ，  

    皆 有 可 能 是 石 灰 岩 ， 因 為 石 灰 岩 的 組 成 有 珊 瑚 和 貝 殼 ， 在 海  

    底 中 珊 瑚 與 貝 殼 透 過 膠 結 、 再 結 晶 而 成 ， 所 以 石 灰 岩 也 是 沉   

                                                 
    

5 3 張 樹 柏 ，《 故 宮 藏 畫 精 選 》，﹙ 台 北 ： 讀 者 文 摘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 1 9 8 1 ﹚，

頁 5 5。  

    
5 4 資 料 來 源 ： 同 上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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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 岩 的 一 種 ， 石 灰 岩 透 水 性 強 ， 只 要 有 雨 水 沖 刷 石 頭 表 面 ，       

    就 很 容 易 被 侵 蝕 而 出 現 小 洞 ， 正 好 月 世 界 也 是 屬 於 沉 積 岩 的  

    一 種 ， 只 是 因 為 膠 結 過 程 中 組 成 的 成 分 多 了 泥 岩 成 分 ， 導 致  

    與 石 灰 岩 稍 微 不 同 。  

        燕 文 貴 用 此 皴 法 ， 表 示 他 是 針 對 自 然 做 觀 察 ， 而 並 非 一   

    昧 仿 古 ， 外 型 方 面 也 做 了 許 多 變 化 ， 山 勢 不 再 只 是 一 種 單 純   

    形 式 表 現 ， 然 而 造 型 的 背 後 卻 有 著 個 人 思 想 在 裡 面 ， 透 過 自  

    己 對 於 自 然 的 觀 察 與 認 知 ， 逐 漸 形 成 獨 特 的 見 解 ， 此 一 獨 特  

    指 的 並 非 是 有 別 於 其 他 畫 家 與 風 格 ， 而 是 心 中 有 了 個 人 的 看  

    法 與 思 考 ， 形 成 獨 有 的 山 形 ， 此 種 山 形 首 先 扭 曲 了 范 寬 宏 偉  

    之 山 形 ， 也 融 合 李 成 之 山 勢 層 巒 交 疊 處 理 手 法 ， 並 且 改 用 類  

    似 骷 髏 皴 的 手 法 表 現 。  

        在 作 者 描 繪 月 世 界 同 時 ， 也 不 斷 在 前 人 經 驗 與 後 人 模 傚   

    之 間 掙 扎 ， 後 人 遵 循 自 古 以 來 的 繪 畫 經 驗 表 現 水 墨 精 神 ， 而   

    為 了 遵 循 而 變 成 一 種 束 縛 ， 當 感 受 到 束 縛 存 在 ， 作 者 便 往 外  

    跑 ， 親 近 自 然 ， 過 程 中 往 往 產 生 意 想 不 到 的 創 作 泉 源 ， 是 所  

    謂 萬 物 靜 觀 後 皆 自 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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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許 道 寧 作 品 的 分 析 ：  

        許 道 寧 ， 長 安 人 。 初 學 李 成 5 5， 看 他 的 畫 總 是 給 人 乾 淨  

    無 瑕 ， 他 畫 山 石 沒 有 過 多 繁 複 皴 法 ， 只 約 略 用 少 數 皴 法 處 理  

    山 的 明 暗 立 體 感 ， 有 如 大 理 石 般 純 潔 無 瑕 之 山 勢 ， 成 規 律 的  

    尖 峰 ， 此 幅 畫 〔 圖 37〕 所 要 探 討 山 與 山 交 互 之 間 如 何 處 理  

    彼 此 的 關 係 ， 以 從 屬 明 顯 的 群 組 先 來 觀 察 ， 畫 面 中 央 作 者 將  

    之 分 為 四 個 群 組 來 看 ， 分 別 是 前 景 的 山 勢 ， 中 景 兩 個 主 要 群  

    組 山 勢 與 遠 景 山 勢 ， 彼 此 間 交 接 處 有 著 濃 郁 墨 色 做 為 區 隔 ，  

    而 且 邊 線 越 濃 感 覺 上 群 組 間 隔 能 拉 得 更 遠 ， 在 比 較 同 為 許 道  

    寧 所 繪 〈 雪 景 〉 局 部 ， 處 理 手 法 上 有 些 變 化 ， 是 以 群 組 主  

    次 要 關 係 來 安 排 邊 線 墨 色 濃 淡 。  

 

 

圖 3 7  許 道 寧 ，〈 漁 舟 唱 晚 圖 〉， 北 宋 ， 絹 本 設 色 ， 4 9 . 5 x 2 8 9 . 5 c m ，

美 國 納 爾 遜 藝 術 博 物 館 。
5 6

 

 

 

 

 

                                                 
    

5 5 《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珍 藏 書 畫 》，﹙ 東 京 都 ： 二 玄 社 ﹚， 頁 6 0 。  

    5 6 資 料 來 源 ： 同 上 註 。  



43 

 

   

     

 

圖 3 8  許 道 寧，〈 漁 舟 唱 晚 圖 〉局 部 。 圖 3 9  許 道 寧，〈 雪 景 〉局 部。
5 7

 

山 之 邊 線 用 濃 墨 來 區 分 主 山 與

次 重 要 的 山 ， 以 主 觀 方 式 判 別 主 要

山 與 次 要 山 的 分 佈 ， 進 而 用 明 顯 的

墨 色 表 現 出 來 。  

山 之 邊 線 雖 有 墨 色 作 立 體

感 與 層 次 感 ， 但 同 一 群 組 下 山

勢 邊 線 不 用 濃 墨 而 選 用 次 重 墨

或 者 淡 墨 表 現 ， 使 邊 線 模 糊 不

明 。  

 

          許 道 寧 如 此 作 法 乃 為 畫 家 的 主 觀 決 定，畫 家 雖 然 常 常 走  

     出 戶 外 觀 察 自 然，靜 觀 自 得，但 總 是 不 能 失 去 主 觀 思 想，因  

     為 畫 作 呈 現 出 畫 家 觀 察 自 然 後 的 總 結，總 結 則 是 歸 納 結 果 ， 

     透 過 歸 納 會 發 現 自 然 定 律，並 且 進 一 步 了 解 定 律 之 外 與 理 想  

     交 疊 的 部 分 ， 以 達 到 「 外師造化，中心得源 」 5 8， 並 且 能 實  

     現 「 去其繁章，採其大要 」 5 9的 境 界 。  

 

 

                                                 
    

5 7 資 料 來 源：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故 宮 書 畫。瀏 覽 日 期：2 0 11 / 0 4 / 1 5。〈 h t t p : / /  

p a i n t i n g . n p m. g o v. t w/ 〉。 p a t h： 開 始 檢 索 ； 一 般 檢 索 ； 許 道 寧 。  

    
5 8 傅 抱 石 ，《 中 國 繪 畫 理 論 》，﹙ 台 北 市 ： 國 家 圖 書 館 出 版 ， 1 9 9 5﹚， 6 1

頁 。  

    
5 9 同 上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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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郭 熙 作 品 的 分 析 ：  

        郭 熙 為 溫 縣 人，字 淳 夫。6 0台 北 故 宮 鎮 館 之 寶 之 一 的〈 早  

    春 圖 〉〔 圖 40〕 為 世 人 所 認 定 ， 這 幅 畫 可 以 說 是 北 宋 的 代 表  

     作 之 一，不 論 是 在 構 圖 或 者 用 墨 技 巧 上，都 是 能 夠 代 表 北 宋  

    風 格 的 作 品 。  

 

  

圖 4 0  郭 熙 ，〈 早 春 圖 〉， 北 宋 ， 絹 本 設 色 ， 1 5 8 . 3 x 1 0 8 . 1 c m，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
6 1

 

 

        此 幅 作 品 以 雲 頭 皴 做 山 石 ， 是 畫 北 方 火 成 岩 石 的 圓 渾 ，  

    山 石 的 外 輪 廓 線 用 粗 黑 並 且 含 水 分 的 線 條 繪 之 ， 將 主 體 山 勢  

    明 顯 圈 出 來 ， 山 石 肌 理 則 用 雲 頭 皴 連 皴 代 染 的 表 現 ， 這 部 分  

    技 巧 值 得 作 者 注 意 。  

        原 本 乾 擦 皴 法 是 以 表 現 山 石 粗 糙 質 感 與 分 出 亮 暗 面 ， 在  

    這 裡 邊 擦 邊 染 使 得 質 感 模 糊 不 清 ， 縱 容 如 此 整 張 畫 看 起 來 氣  

                                                 
    

6 0 張 樹 柏 ，《 故 宮 藏 畫 精 選 》，﹙ 台 北 ： 讀 者 文 摘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 1 9 8 1 ﹚，

頁 6 7。  

    
6 1 資 料 來 源 ： 同 上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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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勢 卻 不 凡 ， 全 都 在 畫 家 用 了 粗 黑 墨 線 補 氣 勢 的 不 足 ， 原 本 柔  

    軟 山 勢 被 強 化 而 具 有 精 神 ， 與 月 世 界 表 現 風 格 上 是 相 異 卻 又  

    有 些 相 關 連 ， 通 常 月 世 界 給 人 既 定 的 印 象 是 蒼 茫 乾 枯 ， 無 生  

    命 氣 息 般 冷 漠 的 山 石 ， 但 作 者 認 為 ， 月 世 界 組 成 物 青 灰 岩 是  

    有 泥 質 成 分 的 ， 泥 土 總 是 讓 人 想 到 含 水 性 強 ， 但 因 為 是 鹼 性  

    土 所 以 植 物 不 容 易 生 長 。  

    以 組 成 狀 況 能 了 解 ， 如 果 用 乾 擦 皴 法 表 現 將 會 只 能 畫 其  

月 世 界 表 面，所 謂「 妙 在 能 合，神 在 能 離 」，觀 察 自 然 後 如 果  

只 能 描 繪 表 面 形 態 ， 而 不 能 了 解 組 成 關 係 ， 那 是 無 法 完 全 捕  

捉 到 自 然 的 ， 因 為 自 然 之 外 型 並 無 固 定 不 變 化 ， 月 世 界 每 塊  

肌 理 的 底 部 都 有 可 能 含 有 水 分 ， 尤 其 是 越 靠 近 底 端 的 部 分 泥  

土 含 水 量 更 充 足 ， 雖 然 只 是 細 微 變 化 ， 但 郭 熙 畫 山 石 皴 法 的  

技 巧 ， 值 得 作 者 運 用 在 描 繪 月 世 界 上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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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米 芾 作 品 的 分 析 ：  

        米 芾 ﹙ 約 1051~1107 年 ﹚ 自 元 章 。 6 2北 宋 有 著 精 彩 皴 法  

    表 現 ， 至 今 如 披 麻 皴 、 斧 劈 皴 等 依 然 再 三 被 沿 用 ， 不 過 這 些  

    皴 法 屬 於 大 陸 山 石 的 皴 法 ， 雖 然 地 層 結 構 可 能 與 台 灣 相 似 ，  

    但 依 據 台 灣 的 地 理 環 境 來 說 ， 如 月 世 界 就 屬 沉 積 岩 地 質 ， 與  

    大 陸 峰 林 石 灰 岩 地 質 有 相 近 卻 受 氣 候 的 不 同 而 產 生 不 同 景 色  

    ； 米 芾 所 繪 之 米 點 皴 是 以 描 繪 南 方 烟 雨 雲 霧 瀰 漫 山 水 ， 與 月  

    世 界 景 色 渾 然 不 同 ， 只 能 擷 取 此 米 點 皴 的 技 巧 活 用 為 上 策 ，  

    圖 中 所 繪 〔 圖 41〕。  

 

 

圖 4 1  米 芾 ，〈 春 山 瑞 松 〉， 北 宋 ， 絹 本 設 色 ， 3 5 x 4 4 . 1 c m，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
6 3

 

 

        米 家 山 水 中 遠 山 使 用 明 顯 的 米 點 皴 ， 米 點 皴 不 一 定 為 表   

                                                 
    

6 2 張 樹 柏 ，《 故 宮 藏 畫 精 選 》，﹙ 台 北 ： 讀 者 文 摘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 1 9 8 1 ﹚，

頁 7 0。  

    
6 3 資 料 來 源 ： 同 上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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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 山 中 之 茂 林 所 產 生 的 皴 法 ， 在 《 故 宮 藏 畫 精 選 》 一 書 中 指   

    出 ：  

 

           「   「芥子園畫傳」卷三「二米石法」  

            條說：「此米點而微間之披麻皴也。元暉父  

            子，於高山茂林中，時一置之，層層點染  

            以烟潤為主，雖不露石法稜角，然視其眶  

            廓下手處，實是披麻也。」 6 4
 

               

        上 面 提 到 米 芾 是 在 深 山 茂 林 中 觀 察 對 象 物 好 一 陣 子 才 開  

     始 做 畫，而 此 種 米 點 皴 則 是 用 來 表 現 烟 潤 之 感 的 皴 法，皴 法  

     的 構 成 是 以 披 麻 皴 架 構 做 底 而 形 成，實 際 上 是 一 種 畫 家 觀 察  

     而 來 的 皴 法，而 並 非 是 描 繪 山 林，既 然 是 一 種 皴 法，又 具 有  

     獨 創 性，這 種 做 法 正 是 畫 家 所 追 求 的 理 想，理 想，則 是 現 實  

     的 夢 想，為 理 想 而 活，為 理 想 而 畫，這 是 作 者 創 作 所 具 備 的  

     心 態 。  

        從 米 點 皴 反 觀 月 世 界 肌 理 ， 作 者 繪 月 世 界 總 是 先 勾 描 肌  

     理 之 形，再 組 合 成 月 世 界 之 山 形，或 者 先 繪 月 世 界 山 形，再  

     以 皴 法 敷 之 其 上，米 點 皴 的 方 法 則 是 運 用 墨 點，拼 組 成 一 座  

     大 山 大 石，作 者 何 嘗 不 用 墨 點 來 表 現 早 晨 煙 雲 飄 渺 的 月 世 界  

     ， 或 者 雨 後 之 景 色 ， 以 上 值 得 關 切 。  

 

 

                                                 
    

6 4 張 樹 柏 ，《 故 宮 藏 畫 精 選 》，﹙ 台 北 ： 讀 者 文 摘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 1 9 8 1 ﹚，

頁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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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南 宋  

    南 宋 以 南 方 山 水 為 主 要 描 繪 對 象 ， 因 為 宋 首 都 南 遷 ， 宋 代 皇

帝 便 請 了 北 宋 畫 院 的 郭 熙 來 幫 助 他 重 組 畫 院 ， 因 此 郭 熙 、 蕭 照 將

帶 領 畫 院 畫 家 展 開 南 宋 的 繪 畫 風 格 ， 南 宋 與 北 宋 繪 畫 不 同 在 於 ，

不 再 留 戀 北 方 之 山 勢 ， 轉 而 加 入 一 些 河 流 與 畫 面 的 潤 澤 感 ， 以 南

方 西 湖 地 區 為 例 ， 時 常 是 煙 霧 瀰 漫 白 蒼 蒼 的 ， 第 二 個 特 點 也 就 出

現 了 殘 山 剩 水 的 馬 一 角 ， 大 面 積 留 白 部 分 比 所 繪 部 份 還 要 多 ， 不

再 是 像 范 寬 那 般 將 畫 面 填 滿 。  

    南 宋 畫 院 畫 家 包 括 李 唐 、 馬 遠 、 夏 圭 、 馬 麟 等 畫 家 ， 以 下 介

紹 幾 位 具 代 表 性 且 以 畫 山 為 主 的 畫 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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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李 唐 作 品 的 分 析 ：  

        李 唐（ 約 1050~1130 年 ）。 6 5為 北 宋 徽 宗 時 期 翰 林 圖 畫 院  

     畫 家。李 唐 所 繪〈 萬 壑 松 風 〉為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鎮 館 之 寶 之      

     一 ， 包 括 范 寬〈 谿 山 行 旅 圖 〉與 郭 熙〈 早 春 圖 〉並 稱 為 三 大  

     之 寶，何 謂 稱 他 們 為 鎮 館 之 寶，乃 是 由 於 這 些 畫 足 以 代 表 宋     

     代 繪 畫 史 的 發 展 繁 榮，也 奠 定 了 元 、 明 、清 之 後 繪 畫 基 礎 。 

        此 幅〈 萬 壑 松 風 〉〔 圖 42〕6 6是 以 絹 本 繪 成，宋 代 山 水 繪  

     畫 中 幾 乎 是 將 圖 畫 在 絹 本 上 面，一 直 到 宋 之 後 元 代 才 大 量 運  

     用 紙 做 畫，絹 的 特 色 在 染 色 染 墨 效 果 上 與 紙 張 不 同，絹 能 展  

     現 出 潤 澤 柔 潤 之 感，作 者 求 學 期 間，張 伸 熙 老 師 曾 經 教 我 們  

     用 絹 做 畫，雖 然 準 備 過 程 複 雜，但 呈 現 出 來 的 效 果 絕 對 是 不  

     同 於 紙 。  

 

 

圖 4 2  李 唐 ，〈 萬 壑 松 風 〉， 南 宋 ， 絹 本 ， 1 8 8 x 1 3 9 . 8 c m，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6 5 張 樹 柏 ，《 故 宮 藏 畫 精 選 》，﹙ 台 北 ： 讀 者 文 摘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 1 9 8 1 ﹚，

頁 6 0。  

    
6 6 資 料 來 源 ： 同 上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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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唐 將 主 體 大 山 置 於 中 央 ， 並 且 運 用 斧 劈 皴 法 做 石 肌 理  

    ， 斧 劈 皴 適 合 用 做 描 繪 火 成 岩 地 形 ， 火 成 岩 石 頭 表 面 犀 利 堅    

    硬 ， 有 垂 直 邊 角 與 裂 痕 ， 李 唐 在 描 繪 如 斧 劈 般 山 的 肌 理 是 如  

    此 細 心 ， 任 何 小 細 節 都 能 精 心 繪 製 ， 觀 者 若 能 用 心 觀 賞 ， 更  

    能 發 現 李 唐 將 落 款 落 於 他 精 心 設 計 的 地 方 ， 完 全 與 山 石 融 合  

    在 一 起 。  

        李 唐 落 實 石 分 三 面 ， 讓 石 塊 立 體 感 瀝 瀝 在 目 ， 如 果 沒 有  

    透 過 寫 生 訓 練 ， 怎 能 處 理 出 石 塊 立 體 感 ， 可 見 郭 熙 面 對 自 然  

    的 用 心 ， 他 一 直 在 尋 找 自 然 的 真 理 ， 一 顆 石 頭 該 怎 麼 處 理 ，  

    該 有 甚 麼 變 化 ， 當 石 頭 群 聚 在 一 起 又 會 是 如 何 ， 此 種 真 理 是  

    從 觀 察 ， 內 化 過 程 中 所 提 煉 出 來 。 作 者 曾 經 流 連 於 月 世 界 一  

    整 天 ， 也 拿 起 速 寫 本 記 錄 所 看 到 之 景 象 ， 尤 其 是 早 晨 景 像 變  

    化 快 速 ， 根 本 無 法 在 一 天 之 內 將 月 世 界 完 整 記 錄 下 來 ， 也 無  

    法 迅 速 將 自 然 變 化 馬 上 表 現 在 紙 上 ， 這 永 遠 考 驗 著 畫 家 的 毅  

    力 與 決 心 。  

 

 

 

 

 

 

 

 

 



51 

 

    （ 二 ） 馬 遠 作 品 的 分 析 ：  

         馬 遠（ 十 二 中 葉 ~十 三 世 紀 上 葉 ）， 河 中 人 。 6 7馬 遠 最 著   

    名 的 稱 號 是「 馬 一 角 」，南 宋 之 後 畫 面 有 了 新 的 標 準，則 是 大  

    片 留 白 來 彰 顯 主 題 ， 不 再 刻 意 描 繪 太 多 景 物 ， 去 繁 為 簡 ， 以  

    表 示 自 由 心 境 ， 留 白 部 分 使 畫 家 或 者 觀 者 能 有 無 限 的 發 揮 想  

    像 〔 圖 43〕。  

        石 頭 部 分 用 李 唐 斧 劈 皴 ， 李 唐 對 於 南 宋 皴 法 影 響 很 大 ，  

    但 在 構 圖 上 依 然 承 襲 北 宋 風 格 ， 馬 遠 將 主 題 置 於 一 角 的 個 人  

    特 色 融 合 斧 劈 皴 ， 使 得 畫 面 乾 淨 俐 落 ， 後 面 的 山 總 是 見 山 腳  

    不 見 山 頭 ， 見 山 頭 不 見 山 腳 ， 這 種 風 格 能 使 山 向 外 延 伸 ， 並  

    且 無 限 延 伸 ， 總 是 讓 精 神 能 有 個 寄 託 ， 不 受 限 制 ， 雖 然 畫 面  

    不 大 張，氣 度 卻 表 現 不 凡，中 間 枯 枝 引 導 觀 者 視 點 集 中 於 此， 

    達 到 聚 焦 效 果 。  

 

圖 4 3  馬 遠 ，〈 雪 灘 雙 鷺 〉， 南 宋 ， 絹 本 設 色 ， 6 0 x 3 8 c m，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
6 8

 

                                                 
    

6 7 《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珍 藏 書 畫 》，﹙ 東 京 都 ： 二 玄 社 ﹚， 頁 11 。  

    
6 8 資 料 來 源 ： 同 上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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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遠 另 一 幅 作 品 〔 圖 44〕， 特 別 的 是 山 形 改 變 既 有 形 狀 ， 被

理 想 化 拉 長 ， 造 型 上 所 帶 給 人 的 是 一 種 拉 長 延 伸 的 感 覺 ， 如

同 馬 遠 畫 枯 枝 般 會 刻 意 拉 長 枝 幹 ， 而 山 形 向 上 伸 展 如 同 與 天

對 話 ， 此 種 山 無 可 遊 也 不 可 居 ， 人 類 無 法 到 達 也 不 可 踐 踏 之

地 。  

        對 於 作 者 來 說 是 神 聖 之 山 形 ， 同 月 世 界 一 般 ， 雖 然 惡 地  

    形 高 度 很 低 ， 但 山 形 山 勢 卻 展 現 不 容 冒 犯 之 感 ； 皴 法 方 面 馬  

    遠 將 斧 劈 皴 拉 長 ， 尾 端 筆 觸 不 但 拉 長 許 多 ， 而 且 漸 漸 弱 化 消  

    失 ， 使 得 下 筆 與 提 筆 被 明 顯 對 比 出 來 ， 明 顯 成 為 石 頭 肌 理 。  

         

 

圖 4 4  馬 遠 ，〈 踏 歌 行 〉， 南 宋 ， 絹 本 設 色 ， 1 9 2 . 5 x 111 c m，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
6 9

 

                                                 
    

6 9 資 料 來 源 ： 視 覺 素 養 學 習 網 。 瀏 覽 日 期 ： 2 0 11 / 0 3 / 1 0 。〈 h t t p ： / /  

v r. t h e a t r e . n t u . e d u . t w / f i n e a r t / p a i n t e r - c h / ma y u a n / ma y u a n . h t m 〉。p a t h：踏 歌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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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 夏 圭 作 品 的 分 析 ：     

        夏 圭 人 稱「 夏 半 邊 」，與 馬 遠 馬 一 角 不 同 在 於 馬 遠 將 構 圖    

    集 中 於 畫 面 中 一 角 而 產 生 互 動 關 係 ， 屬 於 微 視 型 構 圖 ， 微 視  

    型 構 圖 作 者 認 為 是 以 物 體 與 物 體 間 互 動 關 係 為 原 則 ， 所 強 調  

    物 體 姿 態 、 形 像 會 彼 此 有 所 關 連 ， 並 且 會 以 物 體 背 後 所 代 表  

    之 意 義 為 佈 局 安 排 。  

        夏 圭 所 繪 〈 溪 山 清 遠 〉〔 圖 45〕， 主 題 分 佈 於 畫 面 大 半  

    邊 ， 皴 法 使 用 斧 劈 皴 法 表 現 石 塊 立 體 感 ， 其 中 更 值 得 作 者 注  

    意 是 由 半 圓 形 石 群 懷 抱 的 石 谷 間 ， 彷 彿 空 氣 能 蕩 然 置 於 其 中  

    ， 又 能 繚 繞 石 谷 之 中 ， 前 面 石 頭 與 後 面 石 頭 相 連 接 形 成 半 開  

    放 的 迴 路 ， 而 植 物 則 順 著 迎 風 面 生 長 ， 如 果 風 從 畫 面 左 邊 吹  

    到 右 邊 ， 會 因 為 這 座 大 山 而 被 擋 住 ， 因 此 裡 面 溼 氣 較 重 ， 植  

    物 則 容 易 因 為 濕 潤 而 生 長 ， 相 對 於 背 風 面 植 物 生 長 狀 況 較 為  

    稀 少 ， 並 且 背 山 面 陡 峭 ， 土 壤 不 容 易 堆 積 ， 植 物 便 無 法 生 長  

    ， 這 也 證 明 夏 圭 觀 察 入 微 ， 佈 局 也 同 樣 精 彩 ， 前 面 山 石 先 往  

    右 邊 傾 斜 狀 ， 轉 個 彎 到 後 山 變 往 左 傾 斜 ， 使 得 畫 面 能 平 衡 發  

     展 ， 不 偏 不 倚 。  

        作 者 也 同 樣 表 現 山 谷 繚 繞 之 感 ， 此 次 創 作〔 圖 46〕特 別     

    注 意 山 谷 與 山 谷 之 間 彼 此 的 關 係 ， 讓 空 氣 與 水 氣 夾 帶 於 山 谷  

    間 不 但 能 拉 出 前 山 與 後 山 距 離 ， 也 能 表 現 雲 霧 繚 繞 於 山 谷 間    

    動 態 之 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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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  夏 圭 ，〈 溪 山 清 遠 〉 局 部 ， 南 宋 ， 紙 本 ， 4 6 . 5 x 8 8 9 . 1 c m，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 7 0  

 

 

圖 4 6  作 者 繪 ，〈 晨 曦 〉， 2 0 1 0， 紙 本 設 色 ， 5 0 x 7 6 c m  

 

 

 

 

 

 

 

                                                 
    

7 0 資 料 來 源 ： 張 樹 柏 ，《 故 宮 藏 畫 精 選 》，﹙ 台 北 ： 讀 者 文 摘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 1 9 8 1﹚， 頁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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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 ） 馬 麟 作 品 的 分 析 ：  

        馬 麟 所 繪 〈 靜 聽 松 風 〉〔 圖 47〕 將 空 間 加 入 時 間 ， 在 北  

     宋 范 寬 所 畫 大 山 屬 於 自 然 客 觀 描 繪，並 且 其 中 加 入 范 寬 獨 特  

     技 法 以 及 構 圖 營 造，然 而 馬 麟 將 風 動 之 感 加 入 畫 中，是 與 北  

     宋 繪 畫 不 同 之 處，並 且 以 靜 制 動，以 盤 石 表 現 靜 態 感 來 對 比  

     出 風 動 之 感 ， 石 頭 處 於 陪 襯 地 位 。  

         松 樹 後 面 能 隱 約 遠 景 與 中 景，月 世 界 春 夏 之 際 竹 葉 佈 滿  

     山 間，如 果 以 竹 作 前 景 將 能 表 現 月 世 界 另 一 種 綠 意 盎 然 之 樣   

      貌 ， 陪 襯 山 勢 不 用 太 多 皴 法 表 現 肌 理 。  

 

 

圖 4 7  馬 麟 ，〈 靜 聽 松 風 〉， 南 宋 ， 絹 本 ， 2 2 6 . 6 x 11 0 . 3 c m，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
7 1

 

 

                                                 
    

7 1 資 料 來 源 ： 張 樹 柏 ，《 故 宮 藏 畫 精 選 》，﹙ 台 北 ： 讀 者 文 摘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 1 9 8 1﹚， 9 6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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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節  元 代  

 

    元 朝 繪 畫 不 以 南 宋 風 格 為 主 流 ， 反 倒 是 回 歸 北 宋 皴 法 運 用 ，

來 追 尋 古 人 腳 步 ， 其 中 董 源 、 巨 然 是 最 常 被 模 仿 的 對 象 ， 當 然 至

此 元 代 還 是 有 人 繼 續 開 創 皴 法 新 貌 ， 王 蒙 牛 毛 皴 以 及  

倪 瓚 折 帶 皴 法 ， 直 至 明 清 一 直 為 世 人 所 繼 續 沿 用 。  

    作 者 認 為 ， 筆 墨 、 皴 法 對 於 水 墨 畫 來 說 是 一 共 通 的 語 言 ， 也

是 個 人 風 格 的 顯 現，更 攸 關 畫 家 的 被 認 同 性，但 是 對 於 個 人 來 說，

皴 法 價 值 在 於 它 是 充 滿 繪 畫 表 現 力 的 ， 因 此 畫 家 本 身 必 須 賦 予 皴

法 生 命 ， 才 能 在 水 墨 畫 中 開 拓 出 個 人 樣 貌 。  

    元 代 幾 乎 以 非 畫 院 畫 家 為 主 ， 由 於 蒙 古 貴 族 為 鞏 固 政 權 實 行

分 化 政 策 ， 廢 除 畫 院 ， 因 此 代 表 畫 家 有 黃 公 望 、 王 蒙 、 倪 瓚 、 吳

鎮 、 趙 孟 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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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黃 公 望 作 品 的 分 析 ：  

    黃 公 望﹙ 1269~1354 年 ﹚， 字 子 久 ， 號 大 癡 道 人 、 一 峰 道 人 ，

江 蘇 常 熟 人 。 7 2以 元 四 大 家 為 首 的 黃 公 望 學 識 淵 博 ， 倪 瓚 與 王 蒙

都 對 他 讚 許 有 加 ， 並 且 著 有 《 山 水 訣 》 一 影 響 明 代 繪 畫 ， 他 的 山

石 山 水 繼 承 宋 朝 傳 統 ， 以 〈 富 春 山 居 〉〔 圖 48〕 的 皴 法 來 看 是 披

麻 皴 形 式 構 成 ， 構 圖 分 出 山 前 後 相 對 關 係 ， 黃 公 望 光 是 用 皴 法 展

現 空 間 概 念 ， 是 對 於 線 條 運 用 熟 悉 靈 活 所 致 ， 以 少 量 皴 法 墨 線 精

粹 描 繪 大 山 形 態 ， 更 勝 於 運 用 大 量 皴 法 。  

    作 者 初 描 繪 月 世 界 ， 為 了 講 求 山 形 山 勢 真 理 而 導 致 拙 ， 黃 公

望 藏 拙 於 巧 ， 能 將 山 巒 交 疊 起 伏 之 勢 掌 握 住 ， 正 是 作 者 需 要 學 習

之 處 ； 在 鉤 勒 完 墨 線 之 後 ， 他 會 再 墨 染 之 後 敷 上 赭 石 ， 或 用 赭 筆

作 鉤 山 形 的 動 作 ， 這 一 切 都 是 透 過 對 大 自 然 寫 生 ， 內 化 統 整 後 的

心 得 。  

 

 

圖 4 8  黃 公 望 ，〈 富 春 山 居 圖 〉，清 ， 紙 本 ， 3 4 . 1 x 1 0 8 8 . 5 c m， 故 宮 博 物 院 。   

      
7 3

 

        

                                                 
    

7 2 《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珍 藏 書 畫 》，﹙ 東 京 都 ： 二 玄 社 ﹚， 頁 3 0 。  

    
7 3 資 料 來 源 ： 同 上 註 。   



58 

 

 

 

二 、 王 蒙 作 品 的 分 析 ：  

    王 蒙﹙ 1308~1385 年 ﹚，字 叔 明，浙 江 吳 興 人，自 號 黃 鶴 山 人 。

7 4王 蒙 微 元 趙 孟 頫 外 孫 ， 以 牛 毛 皴 著 名 ， 牛 毛 皴 是 一 種 能 讓 感 官

扭 曲 皴 法 ， 也 特 別 能 描 繪 肌 理 之 凹 凸 感 ， 平 滑 凹 凸 感 與 李 唐 斧 劈

皴 所 繪 之 強 韌 堅 硬 質 感 不 同 ， 有 點 類 似 董 元 披 麻 皴 土 多 於 石 的 現

象 ， 但 更 展 現 一 種 線 條 集 中 的 美 感 ， 牛 毛 皴 會 向 一 個 方 位 集 中 ，

而 非 披 麻 皴 交 織 糾 纏，此 種 皴 法 運 用 在 山 石 肌 理 上 形 成 集 中 感〔 圖

49〕， 也 能 明 顯 表 現 山 勢 走 向 。  

    元 代 文 人 被 外 族 打 壓 ， 因 此 轉 向 寄 情 於 風 景 ， 人 物 則 被 縮 小

表 現 ， 尤 其 遠 離 世 俗 不 參 政 ， 隱 居 於 深 山 面 對 自 然 ， 於 是 也 下 了

許 多 筆 墨 功 夫 描 繪 所 見 之 景 物 ， 王 蒙 本 身 也 學 習 眾 多 前 人 皴 法 於

一 生 ， 在 王 蒙 所 繪 〈 花 溪 漁 隱 〉〔 圖 50〕 更 是 表 現 隱 居 生 活 ， 如

果 李 唐 已 經 把 景 物 描 畫 細 緻 如 真 ， 那 王 蒙 則 是 細 緻 如 針 ， 又 因 為

每 個 如 細 針 的 皴 法 有 集 中 性 ， 所 以 不 會 凌 亂 不 堪 。  

    月 世 界 肌 理 雖 說 並 無 如 此 扭 曲 ， 但 就 有 如 牛 毛 皴 般 繁 密 組 成  

， 呈 現 出 方 向 性 ， 作 者 在 表 現 月 世 界 肌 理 的 時 候 會 依 照 山 勢 走 向

處 理 ， 將 陡 峭 或 者 起 伏 之 勢 用 皴 法 集 結 表 現 出 來 。  

                                                 
    

7 4 張 樹 柏 ，《 故 宮 藏 畫 精 選 》，﹙ 台 北 ： 讀 者 文 摘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 1 9 8 1 ﹚，

頁 1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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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9  王 蒙 ，〈 秋 山 草 堂 〉， 元 ， 紙 本 設 色 ， 1 2 3 . 3 x 5 4 . 8 c m，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
7 5

 

 

 

圖 5 0  王 蒙 ，〈 花 溪 漁 隱 〉， 元 ， 紙 本 淺 設 色 ， 1 2 9 x 5 8 . 3 c m，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
7 6

 

                                                 
    

7 5 資 料 來 源 ： 張 樹 柏 ，《 故 宮 藏 畫 精 選 》，﹙ 台 北 ： 讀 者 文 摘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 1 9 8 1﹚， 頁 1 4 2 。  

    
7 6 張 樹 柏 ，《 故 宮 藏 畫 精 選 》，﹙ 台 北 ： 讀 者 文 摘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 1 9 8 1 ﹚，

頁 1 4 2， 頁 1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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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倪 瓚 作 品 的 分 析 ：  

    倪 瓚 ﹙ 1301~1374 年 ﹚， 字 元 鎮 ， 號 雲 林 ， 江 蘇 人 。 7 7倪 瓚 構   

圖 特 色 為 一 河 兩 岸 制 〔 圖 51〕， 大 片 河 位 於 畫 面 中 央 ， 讓 觀 者 焦

點 集 中 於 前 景 與 遠 景 ， 失 去 中 景 使 得 前 景 樹 與 石 頭 有 很 好 發 揮 的

空 間 ， 前 景 山 石 造 型 明 顯 突 出 ， 強 調 造 型 與 筆 墨 變 化 間 的 趣 味 ，

像 是 米 芾 〈 春 山 瑞 松 〉 表 現 手 法 般 ， 雖 然 看 起 來 用 墨 少 ， 但 逸 筆

草 草 ， 所 要 描 繪 不 是 自 然 原 貌 ， 也 不 是 寫 實 ， 而 是 將 筆 墨 之 精 神

與 自 然 作 結 合 ， 表 現 水 墨 藝 術 美 感 。  

    在 西 方 寫 實 主 義 中 ， 是 要 抓 住 物 品 原 貌 ， 有 如 照 片 般 呈 現 於

皇 宮 貴 族 面 前 ， 以 記 錄 方 式 詳 細 描 繪 物 體 本 身 ， 而 元 朝 畫 家 並 不

以 宮 廷 為 傲，也 不 願 為 宮 廷 效 勞，因 此 有 時 將 情 緒 抒 發 在 畫 面 中，

或 者 將 所 觀 之 景 色 與 朋 友 分 享 ， 以 書 法 寫 詩 並 置 於 畫 面 。  

    倪 瓚 在 〈 雨 後 空 林 〉〔 圖 52〕 中 更 加 入 宋 巨 然 礬 頭 用 法 ， 也

就 是 石 頂 出 現 空 白 不 皴 ， 讓 山 石 凹 凸 感 變 的 明 顯 ， 此 種 方 式 作 者

也 納 入 月 世 界 表 現 肌 理 符 號 當 中 ， 並 且 加 入 立 體 堅 硬 筆 觸 ， 增 加

月 世 界 堅 硬 質 感 ， 堅 硬 的 感 覺 還 有 許 多 表 現 方 式 ， 李 唐 斧 劈 皴 也

是 其 中 一 種 ， 只 是 全 在 於 不 同 畫 家 對 於 自 然 的 詮 釋 而 有 所 不 同 ，

西 畫 在 這 方 面 能 使 用 的 手 法 更 多 ， 例 如 用 刮 刀 刮 顏 料 所 形 成 的 肌  

理 ， 或 者 用 顏 料 堆 疊 所 致 ， 在 這 裡 倪 瓚 用 留 白 方 式 使 石 頭 凸 出 ，

造 成 視 覺 上 而 非 觸 感 上 的 表 現 。  

 

                                                 
    

7 7 資 料 來 源 ： 張 樹 柏 ，《 故 宮 藏 畫 精 選 》，﹙ 台 北 ： 讀 者 文 摘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 1 9 8 1﹚， 頁 1 3 9 。  



61 

 

 

圖 5 1  倪 瓚，〈 紫 芝 山 房 〉，元，紙 本 設 色， 8 0 . 5 x 3 4 . 8 c m，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 

      
7 8

 

 

 

圖 5 2  倪 瓚，〈 雨 後 空 林 〉，元，紙 本 設 色， 6 3 . 5 x 3 7 . 6 c m，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

7 9
 

 

                                                 
    

7 8 同 上 註 。  

    
7 9 同 上 註 ， 頁 1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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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吳 鎮 作 品 的 分 析 ：  

    吳 鎮 （ 1280~1354 年 ）， 自 仲 圭 ， 浙 江 嘉 興 人 。 8 0因 為 愛 梅 而

被 稱 為 梅 花 道 人 ， 在 這 幅 吳 鎮 所 繪 〔 圖 53〕 山 石 使 用 披 麻 皴 法 ，

以 北 宋 風 格 入 手 描 繪 自 然 之 景 ， 唯 有 不 同 在 於 山 擺 放 位 置 不 在 中

央 完 整 出 現 ， 而 是 與 南 宋 夏 圭 同 樣 構 圖 方 式 ， 山 石 分 佈 於 畫 面 一

半 位 置 ， 並 且 是 從 畫 面 外 延 伸 進 來 ， 前 方 樹 幹 也 是 用 同 樣 方 式 安

排 入 畫 面 內 ， 當 主 體 不 是 被 完 整 表 現 ， 作 者 認 為 是 一 種 畫 外 有 畫

的 方 式 在 表 現 。  

    吳 鎮 試 圖 用 畫 面 說 明 此 幅 畫 所 繪 之 風 景 不 過 只 是 江 上 一 景 ，

並 且 剛 好 符 合 此 刻 心 境 而 繪 之 ， 其 實 這 主 題 能 被 不 斷 延 伸 於 畫 外  

， 是 這 張 紙 所 無 法 容 納 的 畫 外 之 境 ； 如 果 主 體 被 完 整 表 達 則 表 示

畫 家 刻 意 安 排 畫 面 佈 局 ， 類 似 將 所 有 景 物 擺 入 鏡 框 之 中 ， 鏡 框 裡

面 被 擺 進 來 的 景 物 絕 對 是 經 典 之 選 ， 不 論 畫 面 動 線 或 者 景 物 擺 放

全 部 被 濃 縮 。 因 此 不 論 是 倪 瓚 的 〈 紫 芝 山 房 〉 或 者 吳 鎮 的 〈 洞 庭

漁 隱 〉〔 圖 54〕， 皆 顯 示 南 宋 式 構 圖 原 則 。  

    此 外 吳 鎮 仍 然 運 用 巨 然 式 礬 頭 組 成 山 石 要 素 ， 利 用 礬 頭 山 石

堆 積 明 顯 有 秩 序 的 立 體 感 與 起 伏 感 ， 他 與 王 蒙 皆 運 用 南 、 北 宋 技

法 並 將 與 之 融 合 ， 元 代 四 家 最 大 優 點 就 是 積 極 向 前 人 學 習 並 開 創

新 法 。  

 

 

                                                 
    

8 0 張 樹 柏 ，《 故 宮 藏 畫 精 選 》，﹙ 台 北 ： 讀 者 文 摘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 1 9 8 1 ﹚，

頁 1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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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3  吳 鎮 ，〈 秋 江 漁 隱 〉， 元 ， 絹 本 ， 1 8 9 . 1 x 8 8 . 5 c m，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
8 1

 

 

 

圖 5 4  吳 鎮 ，〈 洞 庭 漁 隱 〉， 元 ， 紙 本 水 墨 ， 1 4 6 . 4 x 5 8 . 6 c m，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
8 2

 

 

                                                 
    

8 1 資 料 來 源 ： 張 樹 柏 ，《 故 宮 藏 畫 精 選 》，﹙ 台 北 ： 讀 者 文 摘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 1 9 8 1﹚， 頁 1 2 9 。  

    
8 2 資 料 來 源 ：《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珍 藏 書 畫 》，﹙ 東 京 都 ： 二 玄 社 ﹚， 頁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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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趙 孟 頫 作 品 的 分 析 ：  

    趙 孟 頫 ﹙ 1254~1322 年 ﹚， 吳 興 人 ， 字 子 昂 ， 號 松 雪 道 人 。 8 3

趙 孟 頫 為 元 代 文 人 畫 家 ， 即 使 當 時 為 蠻 族 元 朝 效 勞 ， 但 他 依 然 不

忘 使 命 ， 用 繪 畫 與 詩 書 作 為 文 人 彼 此 之 間 溝 通 橋 樑 ， 並 且 與 其 夫

人 管 仲 姬 同 為 元 代 繪 畫 開 創 新 契 機 ， 管 仲 姬 是 中 國 畫 史 上 第 一 位

女 畫 家，她 影 響 了 元 代 皇 族 對 於 繪 畫 的 重 視，而 不 被 政 治 所 牽 絆，

趙 孟 頫 也 是 盡 所 能 在 文 人 與 元 皇 官 貴 族 中 間 取 得 平 衡 ， 此 幅 〈 鵲

華 秋 色 〉〔 圖 55〕 是 贈 給 友 人 周 密 的 一 幅 作 品 ， 背 景 為 任 職 濟 南

時 ， 將 此 地 兩 大 名 山 鵲 山 與 華 不 注 山 繪 成 並 想 與 友 人 分 享 ， 這 分

享 過 程 中 ， 顯 示 出 一 種 文 人 之 間 交 流 情 感 的 方 式 ， 當 然 畫 中 景 物

並 不 與 濟 南 當 地 景 觀 相 同 ， 但 情 意 所 在 因 此 不 強 調 畫 中 寫 實 面 。  

    此 山 顏 色 以 花 青 敷 以 石 綠 產 生 青 綠 狀 ， 是 謂 文 人 式 青 綠 設 色

山 水 ， 顯 然 畫 中 景 物 與 詩 句 重 要 性 各 佔 二 分 之 一 ， 在 文 人 畫 中 詩

句 也 是 畫 中 重 要 元 素 ， 有 時 候 以 詩 為 主 畫 為 輔 ， 或 者 以 畫 為 主 詩

為 輔，宋 代 以 前 只 有 皇 帝 能 提 款 於 畫 面 上，到 了 文 人 畫 興 起 之 後，

畫 有 時 候 變 成 文 人 溝 通 管 道 ， 抑 或 是 與 皇 族 溝 通 橋 梁 ； 而 這 裡 用

青 綠 方 式 畫 山 ， 皴 法 則 使 用 荷 葉 皴 ， 荷 葉 皴 可 供 為 描 繪 月 世 界 山

脈 走 向 的 參 考 ， 張 伸 熙 已 經 活 用 荷 葉 皴 與 披 麻 皴 法 畫 月 世 界 ， 但

他 不 以 青 綠 上 色 ， 因 為 月 世 界 山 石 為 赭 石 色 並 帶 一 點 綠 ， 所 以 作

者 表 現 月 世 界 時 需 多 加 斟 酌 顏 色 上 的 使 用 。  

 

                                                 
    

8 3 《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珍 藏 書 畫 》，﹙ 東 京 都 ： 二 玄 社 ﹚， 頁 2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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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5  趙 孟 頫 ，〈 鵲 華 秋 色 〉， 元 ， 紙 本 設 色  2 9 x 6 0 5 c m，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

8 4
 

 

 

 

 

 

 

 

 

 

 

 

 

 

 

 

 

 

 

                                                 
    

8 4 資 料 來 源 ：《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珍 藏 書 畫 》，﹙ 東 京 都 ： 二 玄 社 ﹚， 頁 2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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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節  清 代  

 

    清 朝 畫 作 主 要 以 仿 古 畫 為 大 宗 ， 仿 古 畫 的 行 為 代 表 著 當 時 社

會 的 需 求 ， 不 論 是 文 人 、 商 人 ， 對 於 古 畫 皆 有 所 喜 好 ， 然 而 仿 古

會 減 少 創 造 性 ， 因 此 作 者 盡 可 能 以 清 代 畫 家 中 具 代 表 性 畫 家 如 王

時 敏 、 王 原 祁 、 王 鑑 、 王 翬 、 吳 歷 、 惲 壽 平 ， 來 呈 現 清 代 傳 統 畫

風 格 的 面 貌 ， 相 對 於 傳 統 畫 家 ， 石 濤 、 八 大 山 人 、 石 谿 、 揚 州 八

怪 等 有 別 於 傳 統 表 現 風 格 之 畫 家 ， 他 們 在 紙 上 靈 活 控 制 筆 墨 ， 並

且 融 合 傳 統 形 式 創 造 自 己 風 格 ， 能 為 清 代 水 墨 帶 來 新 的 面 貌 。  

一 、 王 時 敏 作 品 的 分 析 ：  

王 時 敏 ﹙ 1592~ 168 0 年 ﹚， 字 遜 之 ， 號 煙 客 ， 自 稱 西 廬 老 人 。

8 5此 幅 畫 作 〔 圖 56〕 為 仿 唐 代 詩 人 王 維 作 品 ， 此 作 品 亦 屬 於 唐 代

畫 風 並 加 入 王 時 敏 個 人 風 格 作 品 ， 他 的 皴 法 淡 淡 的 呈 現 雅 致 風

格 ， 與 倪 瓚 所 運 用 皴 法 方 式 頗 類 似 ， 而 這 張 畫 強 調 氣 韻 部 分 ， 畫

面 中 央 偏 左 邊 部 分 有 一 浮 雲 飄 入 ， 或 者 說 是 霧 氣 飄 渺 半 遮 掩 樹 林  

， 如 果 這 個 位 置 沒 有 出 現 一 抹 雲 ， 那 觀 者 視 線 將 是 直 覺 式 迅 速 看

完 整 張 畫 ， 這 一 抹 雲 則 將 視 線 在 此 繚 繞 ， 隨 之 會 發 現 山 腳 下 有 人

徐 徐 經 過 ， 而 山 頭 造 型 會 將 視 線 往 上 拉 ， 此 幅 畫 山 頭 造 型 與 吳 鎮

〈 秋 江 漁 隱 〉 山 頭 類 似 〔 圖 57〕， 發 揮 視 覺 向 上 延 伸 作 用 ， 落 款

部 分 呈 現 畫 家 當 時 心 靜 與 意 念 。  

                                                 
    

8 5 張 樹 柏 ，《 故 宮 藏 畫 精 選 》，﹙ 台 北 ： 讀 者 文 摘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 1 9 8 1 ﹚，

頁 2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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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6  王 時 敏 ，〈 仿 王 維 江 山 雪 霽 〉， 清 ， 紙 本 設 色 ， 1 3 3 . 7 x 6 0 c m，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
8 6

 

 

               

圖 5 7  吳 鎮 ，〈 秋 江 漁 隱 〉 局 部 。
8 7

 圖 5 8  王 時 敏 ，〈 仿 王 維 江 山 雪 霽 〉

局 部 。  

                                                 
    

8 6 資 料 來 源 ： 張 樹 柏 ，《 故 宮 藏 畫 精 選 》，﹙ 台 北 ： 讀 者 文 摘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 1 9 8 1﹚， 頁 2 7 3 。  

    
8 7 資 料 來 源 ： 張 樹 柏 ，《 故 宮 藏 畫 精 選 》，﹙ 台 北 ： 讀 者 文 摘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 1 9 8 1﹚， 頁 1 2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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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幅 王 時 敏 所 繪〔 圖 59〕表 現 出 他 的 個 人 風 格 ， 皴 法 與 倪 瓚

風 格 相 似 清 雅 ， 但 他 在 皴 法 上 面 點 上 類 似 米 點 皴 墨 點 來 潤 澤 較 乾

的 墨 線 ， 達 到 乾 濕 相 交 集 效 果 ， 並 且 將 這 些 墨 點 當 成 是 山 坡 上 面

的 植 被 ， 點 綴 其 上 ， 總 歸 古 之 米 點 用 法 ， 都 將 米 點 皴 使 用 在 較 濕

潤 部 分 ， 例 如 石 頭 縫 隙 間 ， 或 者 是 石 頭 陰 暗 面 部 分 皆 會 出 現 米 點

皴 ， 而 王 時 敏 在 此 幅 畫 中 運 用 米 點 皴 達 到 乾 濕 變 化 效 果 。  

 

 

圖 5 9  王 時 敏 ，〈 落 木 寒 泉 圖 軸 〉， 清 ， 紙 本 ， 8 2 . 8 x 4 1 . 5 c m， 故 宮 博 物 院 。

8 8
 

 

                                                 
    

8 8 資 料 來 源 ： 楊 涵 ，《 中 國 美 術 全 集 》， 清 代 繪 畫 下 冊 ，﹙ 台 北 ： 錦 繡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1 9 8 9 ﹚，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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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幅 畫 中〔 圖 60〕除 了 運 用 礬 頭 皴 增 加 石 頭 塊 狀 感 ， 也 運 用

胡 椒 點 山 頭 ， 與 董 源 畫 山 方 式 相 近 ， 前 面 山 石 與 中 景 山 石 造 型 相

近 ， 便 能 將 視 線 從 前 景 拉 到 中 景 ， 最 後 推 至 遠 景 一 連 串 的 安 排 ，

使 畫 面 有 規 律 性 ， 也 就 是 古 畫 所 講 究 對 於 美 的 形 式 需 嚴 謹 ， 並 且

根 據 古 人 形 式 美 學 習 畫 面 經 營 ， 但 對 於 王 時 敏 來 說 ， 古 典 美 的 形

式 只 不 過 是 一 種 欣 賞 畫 的 準 則 ， 畫 面 必 須 要 擁 有 這 樣 的 條 件 才 算

是 完 整 的 作 品 。  

 

 

圖 6 0  王 時 敏 ，〈 仙 山 樓 閣 圖 軸 〉， 清 ， 紙 本 ， 1 3 3 . 2 x 6 3 . 3 c m， 故 宮 博 物 院 。

8 9
 

                                                 
    

8 9 資 料 來 源 ： 楊 涵 ，《 中 國 美 術 全 集 》， 清 代 繪 畫 下 冊 ，﹙ 台 北 ： 錦 繡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1 9 8 9 ﹚， 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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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王 原 祁 作 品 的 分 析 ：  

    王 原 祁 號 麓 台 ， 王 原 祁 在 〈 仿 倪 黃 合 筆 〉〔 圖 61〕 中 ， 運 用

倪 瓚 構 圖 手 法 ， 將 畫 面 中 央 空 出 大 片 留 白 ， 顯 示 焦 點 是 擺 在 空 白

上 之 筆 墨 變 化 ， 有 濃 淡 乾 濕 焦 細 膩 墨 色 表 現 ， 而 此 種 細 膩 變 化 足

以 彌 補 顏 色 表 現 上 的 不 足，在 西 化 觀 念 中，顏 色 所 佔 的 地 位 重 要，

包 括 顏 色 的 色 相 、 明 度 、 彩 度 的 表 現 均 須 仔 細 考 量 ； 然 而 王 原 祁

則 是 考 量 墨 的 五 色 ， 使 得 畫 面 墨 色 呈 現 多 樣 並 且 有 層 次 交 疊 ， 表  

現 出 物 體 前 後 層 次 變 化 。  

    他 還 考 慮 了 整 張 畫 墨 色 分 佈 的 問 題 ， 前 景 與 遠 景 的 墨 色 表 現

相 似 ， 而 且 遙 遙 相 望 ， 運 用 了 前 後 互 相 對 應 法 則 ， 但 這 樣 的 表 現

比 較 適 合 運 用 在 直 軸 畫 紙 上 ， 直 軸 畫 紙 優 點 則 是 能 靠 構 圖 形 式 清

楚 分 出 前 後 遠 近 關 係 ， 並 且 較 好 掌 握 畫 面 平 衡 原 則 ， 但 直 軸 缺 點

則 是 畫 幅 不 夠 寬 廣 ， 所 以 作 者 在 創 作 時 則 要 依 據 各 種 畫 幅 來 安 排

畫 面 。  

    王 原 祁 創 作 態 度 嚴 謹 ， 能 考 量 各 種 畫 面 構 成 來 做 有 利 的 選 擇  

， 在 月 世 界 創 作 中 ， 清 晨 月 世 界 運 用 較 廣 畫 幅 能 表 現 竹 林 與 月 世

界 相 交 情 形 ， 如 果 運 用 直 幅 將 能 表 現 層 巒 交 疊 之 月 世 界 景 色 ， 所

以 視 主 題 來 決 定 表 現 手 法 是 較 為 正 確 的 創 作 方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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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1  王 原 祁 ，〈 仿 倪 黃 合 筆 〉， 清 ， 紙 本 ， 111 . 5 x 4 8 . 1 c m，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
9 0

 

 

    王 原 祁 筆 墨 不 只 仿 效 倪 瓚 筆 法 ， 除 了 從 模 仿 方 式 切 入 ， 也 有

從 轉 化 的 方 式，將 對 象 物 轉 化 為 自 己 的 符 號 創 作 呈 現，〈 華 山 秋 色 〉

〔 圖 62〕是 他 追 寫 華 山 景 色 而 成 的 ， 雖 然 不 是 現 場 寫 生 ， 但 透 過

仔 細 的 觀 察 以 及 內 化 ， 便 足 夠 他 事 後 回 憶 起 華 山 ， 並 且 能 畫 出 華

山 容 貌 ， 過 程 中 ， 必 須 先 認 識 了 解 對 象 物 ， 再 透 過 分 析 將 對 像 物

拆 解 成 片 斷 研 究 。  

    圖 中 能 被 拆 解 出 許 多 小 石 塊 ， 每 個 石 塊 都 有 各 自 的 特 色 和 立

體 感 ， 最 後 經 過 綜 合 組 裝 ， 將 片 斷 物 體 彼 此 關 係 重 新 建 立 起 來 ，

應 用 在 畫 面 中 ， 因 此 畫 家 不 需 詳 實 表 現 華 山 景 致 ， 而 是 將 繁 複 細

碎 石 頭 活 用 ， 組 成 華 山 造 型 。  

                                                 
    

9 0 資 料 來 源 ： 張 樹 柏 ，《 故 宮 藏 畫 精 選 》，﹙ 台 北 ： 讀 者 文 摘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 1 9 8 1﹚， 頁 2 9 0 。  



72 

 

 

圖 6 2  王 原 祁 ，〈 華 山 秋 色 〉， 清 ， 紙 本 ， 11 5 . 9 x 4 9 . 7 c m，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

9 1
 

 

 

 

 

 

 

 

 

                                                 
    

9 1 資 料 來 源 ： 張 樹 柏 ，《 故 宮 藏 畫 精 選 》，﹙ 台 北 ： 讀 者 文 摘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 1 9 8 1﹚， 頁 2 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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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王 鑑 作 品 的 分 析 ：  

    王 鑑 ﹙ 1598~1677 年 ﹚， 字 圓 照 ， 號 湘 碧 ， 江 蘇 人 。 9 2此 幅 畫

〔 圖 63〕開 宗 明 義 指 出 是 以 王 蒙 之 繪 畫 風 格 為 範 本 摹 寫，雖 然 是

摹 寫 但 也 未 必 照 本 宣 科 。  

    首 先 皴 法 方 面 運 用 了 王 蒙 牛 毛 皴 畫 法 畫 山 石 ， 而 帶 有 一 些 墨

韻 加 以 變 化 成 王 鑑 自 己 風 格 ， 牛 毛 皴 線 條 只 集 中 於 山 間 交 錯 帶 ，

最 特 別 的 是 位 於 畫 面 下 方 ， 王 鑑 作 一 小 景 ， 有 河 流 匯 流 於 小 池 ，

靠 近 河 面 山 石 用 較 多 水 分 表 現 河 邊 石 頭 樣 貌 ， 使 牛 毛 皴 結 合 墨 韻

效 果 改 變 原 本 王 蒙 所 使 用 的 型 態 。  

 

                                      

 

圖 6 3  王 鑑 ，〈 仿 王 蒙 山 水 〉， 清 ， 絹 本 ， 1 4 5 . 2 x 5 0 . 3 c m，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

9 3
 

                                                 
    

9 2 資 料 來 源 ： 張 樹 柏 ，《 故 宮 藏 畫 精 選 》，﹙ 台 北 ： 讀 者 文 摘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 1 9 8 1﹚， 頁 2 7 4 。  

    
9 3 同 上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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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頭 方 面 用 平 整 石 面 染 石 綠 而 不 是 尖 銳 形 狀 ， 讓 作 者 想 起 董

源 的〈 龍 宿 郊 民 〉〔 圖 64〕， 山 頭 處 理 手 法 相 似 ， 同 樣 沒 有 皴 法 分

佈 山 頭 ， 而 稍 微 用 石 綠 淡 染 ， 山 腳 皴 法 處 用 赭 石 淡 染 ， 石 綠 與 赭

石 交 融 適 宜 ， 是 謂 一 種 上 色 的 技 巧 。  

 

 

圖 6 4  董 源 ，〈 龍 宿 郊 民 〉， 南 唐 ， 絹 本 ， 1 5 6 x 1 6 0 c m，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
9 4

 

 

 

 

 

 

 

 

                                                 
    

9 4 資 料 來 源 ： 張 樹 柏 ，《 故 宮 藏 畫 精 選 》，﹙ 台 北 ： 讀 者 文 摘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 1 9 8 1﹚， 頁 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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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王 翬 作 品 的 分 析 ：  

    王 翬 ﹙ 1632~1720 年 ﹚， 字 石 谷 ， 號 耕 煙 散 人 。 9 5此 幅 畫 〔 圖

65〕運 用 如 髮 絲 般 皴 法 填 其 山 之 凹 凸 之 形，王 翬 曾 經 說 過：「 以元

人筆墨，運宋人丘壑，而澤以唐人氣韻。 」 9 6
 

    王 翬 作 畫 所 參 考 之 依 據 ， 這 張 畫 以 元 人 筆 墨 來 判 斷 比 較 屬 於

吳 鎮 〈 秋 江 漁 隱 〉 山 石 披 麻 皴 肌 理 長 短 交 錯 ， 並 且 加 入 倪 瓚 乾 筆

運 墨 手 法 來 完 成 皴 法 樣 貌 ， 而 宋 人 方 面 以 運 用 北 宋 巨 然 的 礬 頭 皴

描 畫 光 影 效 果 ， 構 圖 方 面 則 是 參 考 倪 瓚 一 河 兩 岸 手 法 分 前 景 遠 景  

， 前 景 樹 叢 呼 應 後 方 遠 景 樹 叢 ， 使 得 整 張 畫 氣 韻 符 合 唐 代 風 格 ，

雖 然 畫 面 氣 勢 比 不 上 吳 歷 的 雄 渾 可 觀，但 散 發 出 一 種 內 斂 的 韻 味。 

    

 

圖 6 5  王 翬 ，〈 夏 木 垂 陰 〉， 清 ， 紙 本 ， 6 4 . 4 x 3 8 . 3 c m，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
9 7

 

                                                 
    

9 5 張 樹 柏 ，《 故 宮 藏 畫 精 選 》，﹙ 台 北 ： 讀 者 文 摘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 1 9 8 1 ﹚，

頁 2 8 2。  

    
9 6 同 上 註 。  

    
9 7 資 料 來 源 ： 同 上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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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吳 歷 作 品 的 分 析 ：  

    吳 歷 （ 1632~1718）， 號 漁 山 9 8， 此 幅 〈 仿 吳 鎮 山 水 〉〔 圖 66〕

屬 於 仿 效 吳 鎮 作 品 風 格 的 一 幅 山 水 畫 ， 以 筆 墨 技 巧 而 言 ， 運 用 濕

潤 筆 墨 皴 法 畫 石 頭 肌 理 ， 有 著 吳 鎮 描 寫 江 岸 石 頭 受 到 多 水 多 霧 氣

影 響 而 依 此 皴 法 風 格 。  

    從 吳 鎮 〈 秋 江 漁 隱 〉 見 到 此 一 明 顯 風 格 表 現 ， 但 吳 歷 並 非 為

仿 效 而 仿 效 ， 這 其 中 還 融 合 王 蒙 多 筆 觸 以 表 現 石 頭 質 感 優 點 ， 因

此 模 仿 工 作 變 成 是 有 意 義 、 有 目 的 性 ， 可 以 從 模 仿 各 名 家 優 點 中

學 習 到 技 巧 。   

 

 

圖 6 6  吳 歷，〈 仿 吳 鎮 山 水 〉，清，紙 本，1 9 9 . 2 x 1 0 6 . 1 c m，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  

      
9 9

 

                                                 
9 8 張 樹 柏 ，《 故 宮 藏 畫 精 選 》，﹙ 台 北 ： 讀 者 文 摘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 1 9 8 1 ﹚，

頁 2 8 3。  

    
9 9 資 料 來 源 ： 同 上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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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 歷 此 幅 畫 將 山 主 體 放 在 繪 畫 中 間 後 面 ， 巨 大 山 形 彷 彿 不 受

到 透 視 原 則 影 響 ， 以 吳 歷 資 料 顯 示 ， 五 十 歲 時 信 仰 天 主 教 ， 表 示

當 時 西 方 藝 術 文 化 已 經 在 中 國 發 展 ， 但 清 初 四 王 卻 能 堅 守 傳 統 筆

墨 ， 尤 其 吳 歷 並 非 運 用 西 方 透 視 法 畫 山 水 ， 反 而 追 朔 至 北 宋 構 圖

原 則 ， 將 山 主 體 置 於 中 央 ， 顯 出 山 水 氣 勢 。  

    對 於 現 代 繪 畫 來 說 ， 仿 古 畫 是 缺 乏 創 造 力 的 活 動 ， 但 作 者 認

為 ， 有 鑑 於 清 初 四 王 ， 仿 古 反 而 是 激 發 創 造 力 的 源 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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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惲 壽 平 作 品 的 分 析 ：  

    惲 壽 平 ﹙ 1633~1690﹚， 初 名 格 ， 號 南 田 ， 善 畫 花 鳥 ， 與 王 翬

盛 交，並 且 覺 得 自 己 山 水 方 面 無 法 超 越 王 翬，而 有：「 是道讓兄獨

步矣，格恥為天下第二手。」 1 0 0惲 壽 平 對 於 自 己 山 水 表 現 無 法 如

花 鳥 畫 般 得 心 應 手 ， 在 描 寫 山 水 時 落 筆 常 有 戒 心 不 能 灑 脫 表 現 ，

無 法 灑 脫 落 墨 。  

    但 畫 石 頭 時 運 用 不 同 形 式 皴 法 表 現 ， 有 些 用 披 麻 皴 ， 或 用 乾

擦 直 皴 ， 或 撞 水 將 皴 法 暈 開 ， 反 而 能 表 現 體 感 ， 暈 開 之 筆 墨 繪 石

頭 之 陰 暗 面 ， 受 光 部 分 則 留 白 表 示 〔 圖 67〕。   

 

 

圖 6 7  惲 壽 平 ，〈 山 水 〉， 清 ， 紙 本 ，  8 6 . 1 x 4 9 . 1 c m，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
1 0 1

 

                                                 
1 0 0 張 樹 柏 ，《 故 宮 藏 畫 精 選 》，﹙ 台 北 ： 讀 者 文 摘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 1 9 8 1 ﹚，

頁 2 8 6。  

    
1 0 1 資 料 來 源 ： 同 上 註 ， 頁 2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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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靠 近 水 邊 部 分 ， 畫 家 運 用 水 潤 澤 皴 法 ， 甚 至 直 接 用 墨 塊 繪

之 ， 顯 示 對 於 水 份 掌 握 適 宜 ， 也 啟 發 作 者 對 於 描 繪 雨 中 月 世 界 有

新 的 見 解，描 繪 雨 中 月 世 界 需 掌 控 水 份 比 例，多 則 山 之 面 目 全 飛，

少 則 力 不 從 心 〔 圖 68〕。  

 

 

圖 6 8  作 者 繪 ，〈 我 ,抓 的 住 它 〉 系 列 ﹙ 六 ﹚， 2 0 11 ， 紙 本 設 色 ， 3 5 x 3 1 c m  

   表 現 雨 景 時 需 要 運 用 水 份 增 加 雨 天 氣 氛 ， 山 石 本 身 肌 理 也 將 同 時 受 到

雨 水 影 響 產 生 模 糊 狀 況，與 表 現 早 晨 霧 氣 不 同 的 是，霧 氣 本 身 是 水 滴 凝 結

而 成 ， 因 此 會 有 厚 薄 之 分 ， 而 雨 天 是 雨 滴 直 落 下 的 情 景 ， 水 滴 本 身 並 未 被

凝 結 而 是 成 流 動 性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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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石 濤 作 品 的 分 析 ：  

    石 濤 ﹙ 1642~1707﹚， 號 大 滌 子 、 苦 瓜 和 尚 ， 明 宗 室 後 裔 。 1 0 2

石 濤 為 書 香 世 家 ， 但 因 清 朝 統 治 期 間 將 明 朝 滅 亡 ， 石 濤 不 得 已 出

家 ， 也 因 此 得 到 心 靈 上 的 啟 發 ， 對 於 藝 術 創 造 有 獨 特 創 造 力 ， 石

濤 有 所 謂 ：「 縱使筆不筆，墨不墨，畫不畫，自有我在 。 」 1 0 3強

調 只 要 畫 家 筆 墨 與 心 手 合 一 ， 合 為 一 體 ， 不 在 乎 筆 的 固 定 用 法 ，

不 侷 限 於 筆 墨 傳 統 包 袱 ， 把 握 適 當 繪 畫 原 則 ， 以 創 造 能 凸 顯 個 人

風 格 作 品 為 主 。 此 幅 〈 獨 步 入 東 山 〉〔 圖 69〕 為 石 濤 山 水 畫 代 表

之 一 。  

 

 

圖 6 9  石 濤 ，〈 獨 步 入 東 山 〉， 清 ， 紙 本 設 色 ， 2 3 . 8 x 1 9 . 2 c m ， 華 盛 頓 特 區

沙 可 樂 美 術 館 。
1 0 4

 

                                                 
1 0 2 《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珍 藏 書 畫 》，﹙ 東 京 都 ： 二 玄 社 ﹚， 頁 2 0 。  
1 0 3 喬 迅 ﹙ J o n a t h a n  H a y﹚ 編 著 ，《 石 濤 — 清 初 中 國 的 繪 畫 與 現 代 性 》

﹙ S h i t a o：P a i n t i n g  a n d  M o d e r n i t y  i n  E a r l y  Q i n g  C h i n a ﹚，黃 文 玲 譯，石 濤 繪 ，

（ 台 北 市 ： 石 頭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2 0 0 8）， 頁 3 6 9。  

    
1 0 4 資 料 來 源 ： 同 上 註 ， 頁 4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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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幅 畫 山 石 運 用 荷 葉 皴 法 繪 之 ， 荷 葉 皴 法 雖 然 與 月 世 界 有 相

似 肌 理 ， 但 荷 葉 皴 線 條 組 成 有 固 定 脈 絡 往 左 右 兩 邊 延 伸 ， 一 座 山

大 概 只 有 一 至 兩 條 主 線 作 為 山 之 稜 線 ， 月 世 界 一 座 山 有 好 幾 條 不

同 稜 線 ， 並 且 往 左 右 伸 長 過 程 中 起 起 伏 伏 ， 依 照 起 伏 形 式 暗 喻 差

異 侵 蝕 明 顯 現 象 ， 與 荷 葉 皴 皴 法 相 比 較 ， 描 寫 月 世 界 必 須 增 加 荷

葉 皴 主 線 安 排 ， 才 能 有 固 定 脈 絡 生 長 〔 圖 70〕。  

    作 者 經 過 觀 察 荷 葉 皴 ， 認 為 荷 葉 皴 是 透 視 山 的 組 成 走 向 後 ，

所 使 用 的 披 麻 皴 法 ， 石 濤 將 所 觀 察 體 認 之 山 勢 攤 開 放 在 紙 上 而 畫

出 山 稜 線 兩 側 ， 所 以 時 而 用 披 麻 皴 描 寫 單 側 山 ， 又 時 而 用 荷 葉 皴

描 寫 兩 側 山 ， 是 首 開 先 例 技 法 ， 也 是 將 披 麻 皴 作 為 心 手 合 一 ， 所

謂 自 有 我 在 的 繪 畫 觀 。  

 

 

圖 7 0  作 者 繪 ，〈 風 韻 〉， 2 0 11 ， 紙 本 設 色 ， 9 3 x 7 7 c m  

   月 世 界 稜 線 分 佈 在 石 塊 上 ， 為 數 盛 多 ， 產 生 高 低 不 相 等 的 尖 峰 錯 落 於

此 ， 作 者 表 現 雲 層 清 飄 穿 梭 於 月 世 界 惡 地 形 之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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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八 大 山 人 作 品 的 分 析 ：  

    八 大 山 人 原 名 朱 由 桵 ， 明 亡 後 ， 改 名 朱 耷 ， 字 號 八 大 山 人 ，

他 在 畫 上 簽 的 八 大 山 人 四 字 看 起 來 像 「 哭之 」， 又 像 「 笑之 」。 1 0 5

朱 耷 所 繪〔 圖 71〕山 水 潤 澤 ， 細 看 礬 頭 皴 非 乾 筆 描 繪 ， 而 是 運 用

水 份 畫 出 礬 頭 皴 體 感 ， 濃 墨 置 於 其 淡 墨 之 上 ， 墨 色 層 次 井 然 ， 筆

墨 韻 味 來 自 於 紙 與 墨 色 搭 配 適 宜 ， 筆 法 活 潑 不 拘 謹 ， 是 與 學 院 派

不 同 表 現 之 處 。  

  

 

圖 7 1  朱 耷 ，〈 秋 山 圖 軸 〉， 清 ， 紙 本 ， 1 8 2 . 8 x 4 9 . 3 c m， 上 海 博

物 館 。
1 0 6

 

 

                                                 
1 0 5 張 樹 柏 ，《 故 宮 藏 畫 精 選 》，﹙ 台 北 ： 讀 者 文 摘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 1 9 8 1 ﹚，

頁 2 7 9。  

    
1 0 6 資 料 來 源 ： 楊 涵 ，《 中 國 美 術 全 集 》， 清 代 繪 畫 上 冊 ，﹙ 上 海 ： 上 海 人

民 美 術 出 版 社 ， 1 9 8 8 ﹚， 頁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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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 耷 畫 石 分 三 面 表 現 立 體 感 ， 畫 面 上 光 影 變 化 細 膩 ， 並 且 朱

耷 只 作 墨 色 濃 淡 變 化 而 不 使 用 艷 麗 顏 色 描 繪 ， 單 純 表 現 畫 面 墨 色

層 次 感 。  

    接 著 朱 耷 表 現 河 岸 石 頭〔 圖 72〕就 如 同 印 象 畫 派 手 法 ， 為 了

能 將 被 射 物 體 之 光 源 準 確 表 達 ， 運 用 不 同 層 次 墨 色 交 疊 於 上 ， 筆

觸 使 用 切 割 式 筆 觸 破 石 頭 外 型 ， 石 濤 活 用 筆 法 ， 變 皴 法 之 章 法 ，

披 麻 皴 排 列 秩 序 從 石 濤 開 始 有 了 新 的 樣 貌 。  

 

      

圖 7 2  朱 耷 ，〈 河 上 花 圖 卷 之 五 〉 局 部 ， 清 ， 紙 本 ， 4 7 x 1 2 9 2 . 5 c m， 天 津 市

藝 術 博 物 館 。
1 0 7

 

 

 

 

 

 

 

 

                                                 
    

1 0 7 資 料 來 源 ： 楊 涵 ，《 中 國 美 術 全 集 》， 清 代 繪 畫 上 冊 ，﹙ 上 海 ： 上 海 人

民 美 術 出 版 社 ， 1 9 8 8 ﹚， 頁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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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石 谿 作 品 的 分 析 ：  

    石 谿 ﹙ 1612~1692﹚， 字 介 丘 ， 號 髡 殘 。 1 0 8在 反 清 復 明 革 命 失

敗 後 ， 便 出 家 剃 度 為 和 尚 ， 但 繪 畫 風 格 氣 勢 宏 偉 〔 圖 73〕。 石 谿

運 用 繁 瑣 皴 法 勾 勒 山 石 ， 如 同 元 四 王 中 王 蒙 風 格 ， 扭 轉 的 皴 法 搭

配 炊 煙 造 型 ， 視 覺 跟 著 畫 中 筆 觸 迂 迴 環 繞 於 山 谷 間 ， 構 圖 經 過 精

心 安 排 ， 將 西 方 透 視 近 大 遠 小 概 念 加 入 ， 石 頭 筆 觸 雖 然 繁 複 ， 卻

也 被 部 分 墨 塊 埋 沒 ， 墨 塊 代 表 石 頭 陰 暗 面 表 達 ， 並 且 可 以 使 石  

頭 增 加 立 體 感，也 能 壓 抑 顏 色 濃 郁 程 度，達 到 以 墨 為 主 水 墨 觀 念。 

 

 

圖 7 3  石 谿 ，〈 山 高 水 長 〉， 清 ， 紙 本 ， 3 2 1 . 1 x 1 2 7 . 8 c m，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   

      
1 0 9

 

         

                                                 
    

1 0 8 張 樹 柏 ，《 故 宮 藏 畫 精 選 》，﹙ 台 北 ： 讀 者 文 摘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 1 9 8 1 ﹚，

頁 2 7 5。  

    
1 0 9 資 料 來 源 ： 同 上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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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 而 此 幅 山 水 畫 顏 色 多 樣 ， 如 果 處 理 失 當 ， 水 墨 山 水 面 貌 將

會 走 樣 ， 包 括 水 份 與 色 彩 搭 配 不 佳 會 造 成 顏 色 過 於 飽 和 或 者 過 於

輕 浮 ， 顏 色 重 疊 太 多 次 則 會 呈 現 混 濁 狀 ， 花 青 上 色 若 未 乾 就 敷 以

赭 石 則 顏 色 失 真，以 上 皆 是 有 可 能 的 疏 忽，但 石 谿 作 畫 細 膩 工 整，

所 完 成 之 畫 作 宏 偉 而 又 耐 人 可 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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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揚 州 八 怪 作 品 的 分 析 ：  

    當 時 揚 州 屬 於 繁 榮 都 市 ， 因 此 當 地 出 現 許 多 貿 易 活 動 以 及 商

業 行 為 ， 繪 畫 也 在 當 地 受 到 中 產 階 級 支 持 而 得 以 興 盛 ， 揚 州 八 怪

則 為 揚 州 當 地 所 聚 集 起 來 的 水 墨 畫 家 ， 他 們 各 自 有 各 自 風 格 ， 也

無 固 定 人 數 ， 以 下 挑 選 幾 位 畫 家 作 為 創 作 月 世 界 時 的 參 考 ， 包 括

華 喦 、 高 鳳 翰 、 黃 慎 、 高 翔 、 鄭 燮 、 羅 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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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華 喦 ：  

     華 喦 ﹙ 1682~1756﹚， 字 秋 岳 ， 號 新 羅 山 人 。 1 1 0華 喦 山  

     水 畫 墨 韻 自 然 不 造 作 ， 此 幅 〈 萬 壑 松 風 圖 軸 〉〔 圖 74〕 山  

     勢 留 白 極 少，反 倒 是 主 題 部 分 以 留 白 雲 煙 襯 出 松 樹 姿 態，運  

     用 反 襯 法 方 式 在 南 宋 馬 遠 已 經 被 使 用，用 白 色 的 雲 煙 或 者 河  

     水 襯 出 前 景 是 常 用 手 法，因 此 此 幅 畫 之 雲 煙 以 留 白 方 式 凸 顯  

     松 樹 作 為 主 體，山 石 以 中 明 度 墨 色 皴 染，並 且 夾 帶 濛 濛 霧 氣  

     增 加 氣 氛 。  

 

 

圖 7 4  華 喦 ，〈 萬 壑 松 風 圖 軸 〉， 清 ， 紙 本 設 色 ， 2 0 0 x 11 4 c m， 瀋 陽 故

宮 博 物 院 。
1 1 1

 

 

                                                 
    

1 1 0 張 樹 柏 ，《 故 宮 藏 畫 精 選 》，﹙ 台 北 ： 讀 者 文 摘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 1 9 8 1 ﹚，

頁 3 0 0。  

    
1 1 1 資 料 來 源 ： 楊 涵 ，《 中 國 美 術 全 集 》， 清 代 繪 畫 下 冊 ，﹙ 台 北 ： 錦 繡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1 9 8 9 ﹚，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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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中 明 度 墨 色 表 現 近 景、遠 景 山 石，與 月 世 界 早 晨 景 致  

     相 似，唯 有 皴 法 部 分 華 喦 使 用 柔 軟 線 條 順 著 石 頭 直 皴 而 下 ， 

     表 現 月 世 界 皴 法 屬 於 比 較 起 伏 線 條，所 以 在 皴 法 上 稍 微 不 同  

      於 月 世 界 ， 墨 色 所 表 現 的 氛 圍 則 適 合 描 繪 早 晨 時 刻 。  

 

 

圖 7 5  作 者 繪 ，〈 曙 色 〉 局 部 ， 2 0 11 ， 紙 本 設 色 ， 6 0 x 1 2 0 c m  

    月 世 界 早 晨 陽 光 並 未 完 全 露 臉 時 ， 山 谷 中 霧 氣 凝 結 一 抹 浮 雲 ，

漂 浮 在 竹 葉 與 惡 地 形 之 間 ， 作 者 將 這 一 景 致 作 刻 畫 ， 並 且 參 考 王 時

敏 在 〈 仿 王 維 江 山 雪 霽 〉 畫 中 也 同 樣 運 用 浮 雲 ， 增 加 將 畫 面 變 化 同

時 達 到 延 展 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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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 高 鳳 翰 ：  

         高 鳳 翰 ﹙ 1683~1748﹚， 字 西 園 ， 號 南 村 。 1 1 2高 鳳 翰 此  

     幅 〈 山 水 圖 冊 〉〔 圖 76〕 石 面 看 似 光 滑 ， 有 如 太 湖 石 般 石  

     頭 質 感，某 些 部 分 會 加 入 一 些 乾 擦 技 法，石 頭 立 體 感 則 以 墨  

     色 染 明 暗 立 體 感，外 邊 勾 勒 用 淡 墨，使 得 石 頭 不 顯 得 厚 重 ， 

     墨 色 分 部 主 要 石 塊 並 作 為 陰 暗 面，畫 面 中 間 以 留 白 形 式 反 襯  

     石 塊 ， 顏 色 以 赭 石 染 前 景 與 遠 景 作 顏 色 前 後 呼 應 。  

         此 外 高 鳳 翰 還 佈 局 小 石 塊 散 落 各 地，錯 落 有 秩 序 佈 局 安  

     置 於 畫 面，形 成 不 同 群 組 石 塊，每 一 群 組 先 將 小 石 塊 置 放 於  

     畫 面 右 邊，接 著 是 中 型 石 頭 擺 放 於 小 石 頭 旁，最 後 才 安 排 大  

     石 頭 成 為 一 群 組 ， 此 一 群 組 關 係 成 為 有 秩 序 的 變 化 。  

 

 

圖 7 6  高 鳳 翰 ，〈 山 水 圖 冊 〉， 清 ， 紙 本 設 色 ， 2 8 x 3 4 c m ，

瀋 陽 故 宮 博 物 院 。
1 1 3

 

 

         在 月 世 界 創 作 中，作 者 觀 察 到 月 世 界 當 地 有 類 似 小 指 頭  

                                                 
    

1 1 2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故 宮 書 畫 。 瀏 覽 日 期 ： 2 0 11 / 0 4 / 1 9 。〈 h t t p : / /  

p a i n t i n g . n p m. g o v. t w/ 〉。 p a t h： 開 始 檢 索 ； 一 般 檢 索 ； 高 鳳 翰  

    
1 1 3 資 料 來 源 ： 楊 涵 ，《 中 國 美 術 全 集 》， 清 代 繪 畫 下 冊 ，﹙ 台 北 ： 錦 繡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1 9 8 9 ﹚， 頁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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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 石 塊 立 於 地 面 上 ， 稱 作 「 土 指 」， 是 月 世 界 之 青 灰 岩 地 形  

     經 過 雨 水 沖 刷 而 夾 帶 著 較 硬 石 塊 於 地 面，造 成 差 異 侵 蝕 現 象  

     ， 通 常 土 指 頂 端 為 硬 石 ， 而 形 成 一 豎 一 豎 土 指 〔 圖 77〕。  

 

 

圖 7 7  作 者 繪 ，〈 拂 曉 〉 局 部 ， 2 0 11 ， 紙 本 設 色 ， 7 0 x 9 5 c m  

    此 幅 畫 作 安 排 土 指 在 地 面 上，聚 散 式 排 列 成 堆，每 一 堆 數 量 不 一 ，

墨 色 則 運 用 中 間 墨 色 表 現 。 此 幅 畫 月 世 界 使 用 斧 劈 皴 表 現 石 塊 滑 落 的

動 態 感 ， 並 且 因 為 鬆 動 滑 落 導 致 在 地 面 上 形 成 土 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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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 黃 慎 ：  

         黃 慎 ﹙ 1687~1770 尚 在 ﹚， 字 恭 懋 ， 號 東 海 布 衣 。 1 1 4此  

     幅 〈 攜 琴 訪 友 圖 軸 〉〔 圖 78〕 以 輕 描 淡 寫 ， 主 體 部 分 刻 畫  

     較 為 細 膩，樹 運 用 類 似 南 宋 馬 遠 蟹 爪 枝 描 繪 而 成，樹 葉 則 是  

     胡 椒 點，人 物 衣 紋 皺 褶 運 筆 乾 脆 大 膽，其 他 中 景 山 石 則 是 跳  

     躍 式 的 波 浪 線 條，還 有 靈 活 轉 折 墨 線，線 條 如 速 畫 般 快 速 寫  

     其 山 石 質 感，畫 面 上 有 了 動 態 線 條，如 果 這 不 是 一 幅 寫 生 作  

     品，也 是 將 速 寫 所 得 來 的 筆 觸 運 用 在 畫 面 上；王 蒙 牛 毛 皴 為  

     自 己 開 創 獨 特 個 人 畫 風，黃 慎 便 是 能 掌 控 畫 面 輕 重 緩 急，達  

     到 動 靜 皆 宜 的 畫 面 。  

 

 

圖 7 8  黃 慎 ，〈 攜 琴 訪 友 圖 軸 〉， 清 ， 紙 本 設 色 ， 1 6 8 x 8 8 . 5 c m， 上 海 博

物 館 。
1 1 5

 

                                                 
1 1 4 故 宮 博 物 院。瀏 覽 日 期：2 0 11 / 0 4 / 1 9。〈 h t t p : / / w w w. d p m. o rg . c n / 〉。p a t h：

繁 體 中 文 ； 時 空 漫 遊 ； 書 畫 ； 全 文 檢 索 ； 黃 慎 ； 1； 黃 慎 。  

    
1 1 5 資 料 來 源 ： 楊 涵 ，《 中 國 美 術 全 集 》， 清 代 繪 畫 下 冊 ，﹙ 台 北 ： 錦 繡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1 9 8 9 ﹚， 頁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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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 ﹚ 高 翔 ：  

         高 翔 ﹙ 1688~1753﹚， 字 鳳 岡 ， 號 樨 堂 。 1 1 6在 揚 州 八 怪  

     中，有 些 畫 家 受 到 清 初 四 僧 影 響，在 山 石 皴 法 上 漸 少，此 幅  

     〈 山 水 冊 〉〔 圖 79〕、〔 圖 80〕 受 到 石 濤 墨 色 影 響 ， 勾  

     勒 不 以 厚 重 墨 色，筆 觸 多 樣 變 化，礬 頭 皴 則 是 用 以 墨 線 勾 勒  

     ，而 不 以 皴 法 以 及 墨 色 塗 染 立 體 感，反 而 用 墨 塊 方 式 大 面 積  

     處 理 山 石 ， 筆 墨 線 條 也 顯 得 輕 盈 自 在 。  

         高 翔 與 院 派 體 制 有 著 不 同 的 創 作 態 度，畫 家 反 而 不 照 著  

     既 有 固 定 美 感 形 式 作 畫，而 是 以 抒 發 情 緒 不 受 限 制 創 作 風 格  

     ，勾 勒 開 始 簡 略，上 墨 上 色 大 面 積 處 理，去 掉 繁 複 多 餘 筆 觸  

     ， 寫 自 然 之 生 貌 ， 是 清 代 揚 州 八 怪 與 前 人 所 不 同 之 處 。  

 

 

圖 7 9  高 翔 ，〈 山 水 冊 〉， 清 ， 紙 本 ， 2 4 x 5 5 . 5 c m， 上 海 博 物 館 。
1 1 7

 

 

 

                                                 
    

1 1 6 故 宮 博 物 院。瀏 覽 日 期：2 0 11 / 0 4 / 1 9。〈 h t t p : / / w w w. d p m. o rg . c n / 〉。p a t h：

繁 體 中 文 ； 時 空 漫 遊 ； 書 畫 ； 全 文 檢 索 ； 高 翔 ； 1； 高 翔 。  
1 1 7 資 料 來 源 ： 楊 涵 ，《 中 國 美 術 全 集 》， 清 代 繪 畫 下 冊 ，﹙ 台 北 ： 錦 繡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1 9 8 9 ﹚， 頁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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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0  高 翔 ，〈 山 水 冊 之 二 〉，  清 ， 紙 本 ， 2 4 x 5 5 . 5 c m， 上 海 博 物 館 。  

      
1 1 8

 

 

 

 

 

 

 

 

 

 

 

 

 

 

                                                 
1 1 8 楊 涵 ，《 中 國 美 術 全 集 》， 清 代 繪 畫 下 冊 ，﹙ 台 北 ： 錦 繡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1 9 8 9﹚， 頁 4 5 。  



94 

 

 

   ﹙ 五 ﹚ 鄭 燮  

         鄭 燮 ﹙ 1693~1765﹚， 字 克 柔 ， 號 板 橋 。 1 1 9鄭 燮 善 詩 文  

     書 畫 ， 並 善 畫 蘭 竹 ， 他 的 〈 竹 石 圖 軸 〉〔 圖 81〕 將 筆 墨 變  

     化 清 楚 表 現 於 一 筆 之 間，每 一 筆 都 是 清 晰 不 猶 豫 筆 觸，線 條  

     雖 細 卻 帶 有 韌 性，彷 彿 竹 枝 般 堅 韌 有 彈 性，在 轉 折 時 線 條 幾  

     乎 呈 垂 直 狀 態 ， 讓 石 頭 造 形 明 顯 。  

         竹 子 被 石 頭 留 白 部 分 反 襯，而〈 懸 崖 蘭 竹 圖 軸 〉〔 圖 82〕 

     則 是 將 石 頭 上 蘭 葉 表 達 出 墨 色 韻 味 ， 線 條 流 暢 變 化 ， 濃  

     墨 線 條 描 寫 蘭 葉，淡 墨 則 是 描 寫 被 重 疊 於 後 面 蘭 葉，較 黑 墨  

     色 分 佈 石 頭 底 部 不 受 光 區 塊，其 他 受 光 面 就 以 淡 墨 皴 石 頭 質  

     感，鄭 燮 還 利 用 蘭 葉 打 破 皴 法 固 定 垂 直 線 條 造 型，讓 畫 面 縱  

     橫 相 交 \而 多 變 創 新 。  

 

 

                                                 
1 1 9 《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珍 藏 書 畫 》，﹙ 東 京 都 ： 二 玄 社 ﹚， 頁 5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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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1  鄭 燮 ，〈 竹 石 圖 軸 〉， 清 ， 紙 本 ， 2 1 7 . 4 x 1 2 0 . 6 c m， 上 海 博 物 館 。  

      
1 2 0

 

 

 

圖 8 2  鄭 燮 ，〈 懸 崖 蘭 竹 圖 軸 〉， 清 ， 紙 本 ， 1 2 7 . 8 x 5 7 . 7 c m， 故 宮 博 物

館 。
1 2 1

 

 

                                                 
1 2 0 資 料 來 源 ： 楊 涵 ，《 中 國 美 術 全 集 》， 清 代 繪 畫 下 冊 ，﹙ 台 北 ： 錦 繡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1 9 8 9 ﹚， 頁 5 9。  
1 2 1 資 料 來 源 ： 同 上 註 ， 頁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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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 ﹚ 羅 聘  

         羅 聘﹙ 1733~1799﹚。為 金 農 弟 子，也 屬 揚 州 八 怪 之 一 。 

     
1 2 2羅 聘 水 墨 與 石 濤 用 墨 方 面 相 似 ， 運 用 中 間 墨 色 勾 畫 石 頭  

     外 型 和 肌 理，在 以 濃 墨 點 其 重 要 地 方，點 在 畫 面 屬 於 視 覺 動  

     線 地 方 ， 以 增 加 動 線 明 顯 。〈 筤 谷 圖 軸 〉〔 圖 83〕 是 明 顯  

     例 子，除 了 重 點 之 外 的 部 分 皆 用 中 墨，而 濃 墨 主 要 畫 竹 葉 、 

     苔 點、人 物 五 官 等 有 畫 龍 點 睛 目 的；北 宋 山 水 畫 是 以 描 寫 自  

     然 光 影 為 主，清 代 則 是 歸 納 出 自 然 的 特 色，再 以 墨 色 表 現 重  

     點 部 分 ， 南 宋 以 後 開 始 出 現「 馬 一 角 ， 夏 半 邊 」局 部 描 寫 ， 

     特 徵 性 描 繪 開 始 變 的 重 要 ， 羅 聘 也 注 意 到 這 點 。  

 

 

圖 8 3  羅 聘，〈 筤 谷 圖 軸 〉，清，紙 本， 9 1 . 7 x 5 3 c m，蘇 州 市 博 物 館。
1 2 3

 

 

                                                 
1 2 2 張 樹 柏 ，《 故 宮 藏 畫 精 選 》，﹙ 台 北 ： 讀 者 文 摘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 1 9 8 1 ﹚，

頁 3 2 3。  

    
1 2 3 資 料 來 源 ： 楊 涵 ，《 中 國 美 術 全 集 》， 清 代 繪 畫 下 冊 ，﹙ 台 北 ： 錦 繡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1 9 8 9 ﹚， 頁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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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蘇 齋 圖 軸 〉〔 圖 84〕 是 以 類 似 馬 遠 〈 華 燈 侍 宴 圖 〉  

     構 圖 方 式 表 現，不 論 是 樹 枝 表 現 以 及 遠 山 表 現 都 與 南 宋 風 格  

     相 同，唯 有 與 馬 遠〈 華 燈 侍 宴 圖 〉不 同 的 是 取 景 方 式，馬 遠  

     是 以 中 景 構 圖，因 此 掌 握 氣 氛 表 現，主 體 描 繪 的 細 緻 程 度 卻  

     不 比 羅 聘〈 蘇 齋 圖 軸 〉對 於 主 體 安 排 佈 置 細 膩 程 度，羅 聘 以  

     更 近 距 離 角 度 取 景，主 體 能 被 看 的 清 楚，並 且 在 幾 個 重 點 部  

     分 用 濃 墨 提 點 ， 突 出 重 要 表 現 部 分 。  

 

 

圖 8 4  羅 聘 ，〈 蘇 齋 圖 軸 〉， 清 ， 紙 本 ， 11 0 . 3 x 3 7 . 2 c m， 上 海 博 物 館 。

1 2 4
 

     

 

                                                 
    

1 2 4 資 料 來 源 ： 楊 涵 ，《 中 國 美 術 全 集 》， 清 代 繪 畫 下 冊 ，﹙ 台 北 ： 錦 繡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1 9 8 9 ﹚， 頁 7 1。  



98 

 

 

總 結 上 述 ， 歷 代 山 水 表 現 方 式 值 得 我 們 再 三 思 考 ， 面 對 多 元

變 遷 時 代 ， 前 人 所 開 創 成 功 經 驗 對 於 我 們 來 說 是 否 重 要 並 且 還 符

合 這 個 時 代 時 時 受 到 質 疑 。 西 方 社 會 觀 念 是 不 斷 創 新 ， 如 果 作 品

風 格 與 前 人 類 似 ， 則 會 被 認 為 是 陳 腔 濫 調 作 品 ， 然 而 中 國 美 術 從

宋 代 以 來 ， 從 大 山 大 水 ， 變 成 小 尺 寸 小 規 模 的 山 水 ， 筆 墨 依 然 承

襲 北 宋 風 格 ， 只 是 形 式 上 有 所 改 變 ， 元 代 開 始 出 現 非 院 派 風 格 ，

也 出 現 不 少 創 造 性 作 品 ， 沒 有 宮 廷 包 袱 約 束 ， 直 到 明 代 ， 開 始 又

以 官 方 標 準 為 主 ， 臨 摹 作 品 甚 多 。 清 代 也 是 如 此 ， 臨 摹 被 視 為 對

傳 統 的 繼 承 方 法 之 一 ， 只 有 一 些 清 代 在 野 畫 家 不 遵 照 官 方 喜 愛 ，

依 然 堅 持 擁 有 自 己 創 作 風 格 。  

    而 月 世 界 題 材 本 身 獨 特，面 對 獨 特 題 材，作 者 需 要 考 量 的 是，

如 果 用 更 獨 特 方 式 表 現 ， 捨 棄 古 人 建 立 的 筆 墨 、 構 圖 ， 將 導 致 無

筆 也 無 墨 ， 月 世 界 獨 特 性 會 有 所 流 失 ， 反 而 被 畫 家 強 烈 表 現 性 風

格 覆 蓋 過 去 ， 要 是 用 平 鋪 直 敘 創 作 方 式 表 現 ， 不 免 比 實 景 遜 色 許

多 ， 不 如 到 現 場 觀 賞 月 世 界 還 筆 畫 作 精 采 ； 因 此 需 要 仔 細 拿 捏 ，

保 留 當 地 景 觀 特 色 ， 也 不 失 去 畫 作 趣 味 性 以 及 可 觀 性 ， 來 作 為 這

次 創 作 目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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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台 灣 近 代 水 墨 畫 中 的 山 脈 表 現  

 

  蘇 軾 在 題 西 林 壁 中 寫 到 ：「 橫 看 成 嶺 側 成 峰 ， 遠 近 高 低 各 不

同，不 識 廬 山 真 面 目，只 緣 身 在 此 山 中。」山 脈 的 造 型 變 化 多 端 ，

除 了 自 然 力 量 的 內 、 外 營 力 能 改 變 山 脈 的 形 象 外 ， 觀 察 者 的 位 置

角 度 是 能 讓 山 脈 呈 現 不 同 影 像 的 另 外 原 因 ， 當 作 者 站 在 高 處 的 左

鎮 二 寮 觀 景 台 上 眺 望 膝 下 的 月 世 界 ， 迷 霧 朦 朧 隱 約 能 見 到 層 巒 交

疊 的 平 坦 月 世 界 ， 山 形 躍 動 於 作 者 的 四 面 八 方 ， 此 種 韻 律 的 交 疊

最 能 表 現 月 世 界 寬 廣 遼 闊 的 地 形 面 貌 。  

    當 作 者 進 一 步 深 入 月 世 界 ， 高 聳 的 山 形 豎 立 在 眼 前 ， 銳 利 的

山 峰 有 高 低 次 序 的 交 錯 著 ， 此 時 的 月 世 界 呈 現 出 不 同 於 前 貌 面 ，

在 山 中 與 遠 看 暸 望 的 月 世 界 就 決 然 不 同 。  

    在 台 灣 前 輩 水 墨 畫 家 中 ， 傅 狷 夫 、 黃 君 璧 、 歐 豪 年 對 於 寫 生

山 川 下 過 很 深 的 功 夫 ， 並 且 在 體 認 觀 察 山 川 的 自 然 脈 動 之 後 ， 能

活 靈 活 現 的 呈 現 自 然 的 造 型 、 色 彩 以 及 將 肌 理 轉 化 為 皴 法 ， 用 個

人 獨 特 繪 畫 語 言 呈 現 藝 術 創 作 ， 因 此 作 者 從 造 型 、 色 彩 以 及 將 肌

理 轉 化 為 皴 法 三 方 面 的 運 用 做 分 析 ， 從 中 學 習 技 巧 與 內 容 營 造 ，

再 自 行 創 作 。  

 

第 一 節  山 脈 造 型  

 

月 世 界 山 脈 造 型 多 變 ， 在 寫 生 觀 察 的 時 候 往 往 會 因 為 觀 看 角

度 的 不 同 ， 而 形 成 多 種 面 貌 ， 另 外 一 方 面 ， 在 描 寫 月 世 界 多 種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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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 的 同 時 ， 也 曝 露 出 筆 者 所 處 的 位 置 ， 作 者 處 於 低 處 ， 相 對 的 月

世 界 在 比 較 高 的 位 置 ， 山 勢 因 此 能 表 現 出 險 峻 的 氛 圍 。  

一 、 三 角 造 形 山 勢  

  從 高 處 往 低 處 的 月 世 界 觀 看 ， 山 勢 呈 三 角 形 〔 圖 85〕， 裡 面

還 能 細 分 出 更 多 小 三 角 形 ， 此 一 大 三 角 形 在 圖 片 中 表 現 得 很 平 穩  

， 就 像 一 座 金 字 塔 牢 牢 的 固 定 在 沙 漠 之 中 ， 不 畏 風 砂 。  

 

 

圖 8 5  作 者 攝  台 南 縣 左 鎮 鄉 月 世 界  

 

    在 歐 豪 年（ 1935~）1 2 5的 畫 作 中，也 有 一 張 是 表 現 月 世 界〔 圖

86〕 1 2 6， 當 中 月 世 界 的 影 像 能 分 出 兩 個 三 角 形 的 組 合 ， 描 繪 出 前

後 的 層 次 感 ， 前 面 三 角 造 型 的 月 世 界 帶 有 更 多 的 溼 潤 感 ， 除 了 表

現 朦 朧 感 ， 在 繪 畫 上 也 添 加 更 多 的 水 墨 韻 味 。  

 

                                                 
1 2 5 歐 豪 年 ， 廣 東 省 茂 名 人 ， 曾 師 趙 少 昂 ， 與 黃 磊 生 先 後 抵 台 ， 並 在 台

灣 積 極 推 動 嶺 南 畫 派 。 參 見 潘 襎 ，〈 寫 景 造 境 水 墨 〉，《 台 灣 現 代 美 術 大 系 》，

（ 台 北 市 ： 行 政 院 文 化 建 設 委 員 會 ， 2 0 0 4 ）， 頁 5 1 ~5 2 。  
1 2 6 資 料 來 源 ： 同 上 註 ， 頁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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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 面 的 三 角 造 型 月 世 界 則 是 取 其 惡 地 形 砂 岩、泥 岩 的 質 感 ，

並 且 巧 妙 的 暗 示 出 在 惡 地 形 中 依 然 可 遊 可 居 的 情 況 。 從 此 畫 的 構

圖 的 角 度 來 看 ， 畫 家 是 從 稍 為 有 點 高 度 的 地 方 望 月 世 界 ， 景 物 中

景 接 近 水 平 線 的 部 分 比 較 清 楚 ， 比 較 靠 近 畫 家 的 景 物 就 會 比 較 不

明 顯 ， 藉 此 拉 出 近 景 與 中 景 的 距 離 ， 使 觀 賞 者 能 將 焦 點 放 在 畫 的

中 間 部 分 ， 稍 遠 或 至 更 遠 的 景 物 就 因 為 空 氣 與 水 氣 的 關 係 ， 阻 礙

了 觀 賞 的 視 線，以 至 於 更 是 朦 朧，正 所 謂「 行雲去後遙山暝 」1 2 7，

浮 雲 飛 去 後 ， 遙 遠 的 山 因 為 天 色 漸 漸 晚 了 而 顯 得 幽 暗 ， 此 種 造 境

帶 給 整 幅 畫 寧 靜 的 氛 圍 。  

 

 

圖 8 6  歐 豪 年 ，〈 台 南 月 世 界 〉， 1 9 9 7 年 ， 設 色 紙 本 ， 9 0 x 6 0 c m 。  

     

                                                 
    1 2 7 周 何 ，《 國 語 活 用 字 典 》，（ 台 北 市 ： 五 南 圖 書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2 0 0 8 ）， 頁 1 0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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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梯 形 山 勢  

   俯 視 月 世 界 的 時 候，會 看 到 許 多 呈 三 角 狀 的 造 型，因 為 部 分

月 世 界 會 被 植 物 所 擋 住 ， 當 作 者 平 視 月 世 界 的 時 候 ， 月 世 界 山 勢

就 會 向 平 面 展 開 ， 呈 梯 型 狀 的 惡 地 形 〔 圖 87〕。  

 

 

圖 8 7  作 者 攝  高 雄 縣 內 門 鄉 之 月 世 界  

    此 座 山 俗 稱 為 馬 頭 山 ， 因 為 形 似 馬 頭 因 而 得 名 ， 以 平 視 的 角 度 看 此

山 勢 樣 貌 呈 梯 形 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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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 豪 年 畫 角 板 山 題 材 中 ， 有 一 幅 畫 的 形 式 也 是 如 此 〔 圖

88〕，裡 面 有 三 個 主 要 的 梯 形 山 勢 成 列 其 中，彼 此 互 相 交 錯 著，表

現 出 前 後 的 不 同 ， 此 幅 畫 中 山 勢 層 巒 交 疊 ， 好 似 山 迂 迴 著 向 後 延

伸，梯 形 山 脈 山 頭 平 坦，山 頂 的 高 度 差 異 不 大，沒 有 尖 銳 的 感 覺 ，

而 是 四 平 八 穩 的 向 左 右 延 伸 ， 擴 大 山 所 占 據 的 範 圍 。  

     依 照 畫 家 所 構 圖 的 位 置，是 與 其 他 幾 面 山 一 般 高 的 位 置，平

遠 的 望 去 ， 平 遠 透 視 所 帶 來 是 近 大 遠 小 概 念 ， 因 此 後 面 景 物 容 易

被 巨 大 的 山 勢 給 擋 住 ， 山 與 山 之 間 縫 隙 也 會 較 為 狹 窄 ， 畫 家 利 用

梯 形 山 勢 來 增 加 山 與 山 的 空 間 ， 而 不 是 直 接 擺 放 較 大 山 體 於 前 方  

， 以 留 出 蜿 蜒 迂 迴 氣 韻 為 訴 求 ， 把 握 住 謝 赫 六 法 中 所 提 到 的 經 營

位 置 與 氣 韻 生 動 。  

 

 

圖 8 8  歐 豪 年 ，〈 角 板 山 登 覽 〉， 設 色 紙 本 。
1 2 8

 

    歐 豪 年 這 幅 畫 並 非 畫 月 世 界 ， 作 者 只 是 借 用 此 幅 畫 中 巧 妙 的 構 圖 安

排 ， 將 山 勢 層 巒 交 疊 又 適 當 留 出 餘 白 ， 使 畫 面 不 過 於 滿 而 透 氣 ， 並 且 左

右 兩 邊 山 勢 向 外 延 伸 ， 使 得 此 幅 畫 作 情 感 以 及 氣 勢 得 以 擴 張 ， 以 此 作 為

作 者 創 作 上 所 需 概 念 。  

                                                 
    

1 2 8 資 料 來 源 ： 何 恭 上 編 著 ， 歐 豪 年 繪 ，《 歐 豪 年 彩 墨 畫 》，（ 台 北 市 ： 藝

術 圖 書 公 司 ， 1 9 8 4 ）， 頁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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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三 角 形 加 梯 形 山 勢  

   在 月 世 界 的 山 勢 排 列 中 ， 能 參 考 傅 狷 夫 （ 1910~2007） 1 2 9在

創 作 大 峽 谷 作 品 中 ， 巧 妙 運 用 三 角 形 與 梯 形 山 勢 來 增 加 或 減 少 在

畫 面 上 的 空 間〔 圖 89〕，前 景 與 中 景 的 三 角 形 山 勢 留 出 大 片 空 間 ，

也 互 相 呼 應 ， 前 面 主 山 峰 能 有 強 烈 的 震 撼 ， 三 角 形 山 勢 的 視 覺 效

果 比 梯 形 強 烈 ， 高 聳 山 勢 獨 當 一 面 ， 像 是 要 嶄 露 鋒 頭 ， 加 上 傅 狷

夫 獨 有 的 裂 罅 皴 來 描 繪 山 的 質 感 ， 達 到 近 取 其 質 的 效 果 。  

     主 峰 的 三 角 造 型 與 中 景 組 成 造 型 變 化 的 一 組，後 面 遠 景 的 梯

形 山 勢 也 自 成 一 組 ， 使 觀 賞 者 在 觀 賞 完 一 組 同 類 型 的 景 致 後 ， 目

光 順 勢 移 到 遠 方 平 緩 的 一 組 ， 如 果 能 活 用 此 種 群 組 變 化 在 描 寫 月

世 界 ， 就 不 再 只 是 荒 涼 的 惡 地 形 ， 也 不 再 只 是 冷 冽 的 山 勢 充 斥 其

中，而 是 有 多 種 或 者 互 補 的 意 境 表 現 在 畫 面 中，使 畫 面 豐 富 精 彩。 

 

 

圖 8 9  傅 狷 夫 ，〈 大 峽 谷 一 暼 〉， 民 國 ， 設 色 紙 本 ， 4 7 x 6 5 c m。
1 3 0

 

    大 峽 谷 規 模 大 於 月 世 界 ， 然 而 其 造 型 與 月 世 界 稍 有 相 似 ， 亦 將 為 創

作 時 之 參 考 。  

                                                 
1 2 9 傅 狷 夫 ， 本 名 抱 青 ， 字 覺 翁 ， 號 心 香 室 主 。 浙 江 省 杭 州 人 ， 著 有《 山

水 畫 初 階 》一 書，1 9 4 9 年 渡 海 來 台 的 前 輩 畫 家，開 創「 裂 罅 皴 」畫 山 石、「 點

漬 法 」 畫 海 浪 、「 染 漬 法 」 染 雲 海 。 白 亞 士 。 新 紀 元 周 刊 。 台 灣 藝 術 大 學 。

瀏 覽 日 期 ： 2 0 1 0 / 1 0 / 1 9。〈 h t t p： / / w w w. e p o c h we e k l y. c o m/ b 5 / 1 2 5 / 6 4 1 4 . h t m 〉。 
1 3 0 資 料 來 源 ： 黃 光 男 編 著 ， 傅 狷 夫 繪 ，《 台 灣 近 現 代 水 墨 畫 大 系 》，（ 台

北 市 ： 藝 術 家 出 版 社 ， 2 0 0 4 ）， 頁 1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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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色 彩  

 

  月 世 界 的 四 季 變 化 能 有 許 多 顏 色，就 如 郭 熙 所 說：「 真 山 水 之

雲 氣 ， 四 時 不 同 ， 春 融 怡 、 夏 蓊 鬱 、 秋 疏 薄 、 冬 黯 淡 。 」 春 天 的

雲 柔 和 的 使 人 心 情 愉 快 ， 夏 天 的 雲 氣 茂 盛 壯 觀 ， 秋 天 的 雲 氣 則 是

稀 薄 不 厚 ， 能 隱 約 的 看 到 山 形 ， 如 薄 紗 一 般 ， 冬 天 的 景 致 則 黯 淡

卻 有 柔 和 光 彩 ， 雲 氣 山 色 皆 是 如 此 ， 不 同 的 顏 色 能 區 分 不 同 季 節

的 特 有 的 生 氣 ， 也 因 此 能 說 ， 景 物 透 過 畫 家 的 安 排 ， 寄 情 於 景 物

上 ， 客 觀 的 描 繪 出 所 見 的 形 體 顏 色 是 畫 家 的 責 任 。  

一 、 表 現 日 出 日 落  

   傅 狷 夫 畫 的 山 脈 中 ，〈 造 境 〉〔 圖 96〕， 這 幅 畫 的 山 脈 有 點 類

似 月 世 界 ， 尖 尖 的 山 峰 ， 筆 觸 皆 由 上 而 下 順 勢 發 展 ， 氣 氛 用 寧 靜

的 藍 色 調 子 ， 加 上 一 些 雲 煙 有 如 世 外 桃 源 般 ， 在 這 幅 畫 裡 ， 藍 色

調 是 有 營 造 氛 圍 的 工 作 ， 雖 說 藍 色 本 身 會 讓 人 感 到 憂 鬱 ， 但 是 淡

淡 的 藍 色 則 會 使 人 覺 得 寧 靜 清 澈 ， 彷 彿 畫 裡 的 世 界 少 有 人 知 ， 人

煙 稀 少 ， 只 有 幾 戶 人 家 與 外 界 隔 絕 ， 享 受 著 鄉 村 之 樂 。  

     後 面 的 高 山 與 前 面 的 山 峰 互 相 映 襯，顯 示 出 這 家 人 是 住 在 山

谷 間 ， 在 後 面 的 山 勢 除 了 有 藍 色 襯 出 白 雲 ， 還 帶 有 一 些 微 微 的 赭

石 在 山 嶺 上 ， 像 是 陽 光 斜 照 接 近 清 晨 或 者 黃 昏 的 時 候 ， 就 筆 者 的

觀 察 ， 月 世 界 在 清 晨 的 時 候 〔 圖 97〕， 陽 光 從 烏 山 方 向 冒 出 第 一

道 曙 光 ， 這 時 夜 幕 準 備 拉 起 ， 在 藍 色 的 夜 幕 中 夾 帶 一 些 洋 紅 色 ，

慢 慢 的 藍 色 的 天 空 轉 為 淡 藍 色 ， 清 澈 的 月 世 界 嶄 露 頭 角 ， 水 氣 也

漸 漸 從 被 凝 結 成 雲 之 後 蒸 發 散 去 ， 此 時 刻 的 藍 色 很 乾 淨 ， 景 物 有

一 種 煥 然 一 新 的 感 覺 。  



106 

 

    傍 晚 〔 圖 90〕， 夜 幕 準 備 低 垂 ， 夕 陽 透 露 出 亮 橘 色 的 光 彩 ，  

天 空 則 是 接 近 深 藍 色 ， 月 世 界 在 受 到 一 日 的 曝 曬 之 後 變 的 非 常 乾  

燥，空 氣 中 充 滿 許 多 懸 浮 粒 子，霧 濛 濛 的 一 片 卻 顯 得 黯 淡 無 光 見， 

傅 狷 夫 所 畫 的 這 幅 畫 色 調 比 較 適 合 作 者 表 現 早 晨 清 境 的 月 世 界 氛  

圍 。  

 

 

圖 9 0  傅 狷 夫 ，〈 造 境 〉， 1 9 9 8 年 ， 設 色 紙 本 ， 1 2 0 x 6 1 c m。
1 3 1

 

    此 山 勢 並 非 畫 月 世 界 惡 地 形 ， 但 高 聳 雄 偉 造 型 相 似 ， 並 且 在 營 造 晨

曦 氣 氛 上 能 與 月 世 界 相 似 ， 是 作 者 創 作 時 的 參 考 依 據 。  

 

                                                 
    

1 3 1 資 料 來 源 ： 黃 光 男 編 著 ， 傅 狷 夫 繪 ，《 台 灣 近 現 代 水 墨 畫 大 系 》，（ 台

北 市 ： 藝 術 家 出 版 社 ， 2 0 0 4）， 頁 1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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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1  作 者 攝  左 鎮 鄉 二 寮 月 世 界 早 晨  

 

 

圖 9 2  作 者 攝  左 鎮 鄉 二 寮 月 世 界 傍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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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表 現 惡 地 形 色 彩  

   黃 君 璧 （ 1898~1991） 1 3 2所 繪 的 〈 華 嶽 〉 1 3 3中 〔 圖 93〕， 山

石 的 顏 色 比 較 接 近 月 世 界 黃 昏 的 感 覺 ， 透 過 夕 陽 斜 照 山 面 呈 現 出

接 近 赭 石 的 暖 色 調 ， 未 被 照 射 到 的 地 方 呈 現 冷 色 調 偏 淡 淡 的 花 青

或 者 普 魯 士 藍 ， 顯 示 月 亮 即 將 出 來 ， 夕 陽 卻 還 未 下 山 ， 山 脈 受 光

照 射 的 地 方 山 嶺 明 暗 交 接 明 顯 ， 暗 部 則 灰 暗 隱 約 看 得 到 山 形 。  

     對 比 最 強 的 部 分 在 山 頂，山 頂 由 前 面 有 路 的 地 方 就 帶 領 觀 賞

者 不 斷 延 伸 至 後 面 幾 座 更 遠 的 山 ， 在 遠 山 上 就 顯 露 出 夕 陽 時 刻 ，

與 月 世 界 夕 陽 的 時 刻 十 分 類 似 〔 圖 94〕， 夕 陽 斜 射 在 月 世 界 惡 地

形 上 ， 陽 光 灑 落 在 凹 凸 有 秩 序 的 砂 岩 肌 理 ， 除 了 有 類 似 赭 石 的 暖

色 調 還 參 差 著 淡 淡 的 寒 色 調 。  

     黃 君 璧 將 這 種 氣 氛 表 現 的 剛 剛 好 ； 所 謂 「 石 分 三 面 」， 不 論

是 在 色 調 上 或 者 墨 色 上 造 型 上 都 能 將 山 石 表 現 其 立 體 感 ， 也 是 筆

者 現 在 想 要 營 造 黃 昏 時 刻 的 月 世 界 那 種 色 彩 豐 富 又 不 調 合 感 的 景

致 。  

 

                                                 
    

1 3 2 黃 君 璧，原 名 允 瑄，晚 號 君 翁。廣 東 省 南 海 縣 西 樵 人。 1 9 4 9 年 遷 台 ，

提 倡 寫 實 主 義 ， 以 自 然 為 師 ， 對 於 畫 雲 、 畫 水 有 獨 創 性 ， 曾 設 有 白 雲 堂 ，

與 張 大 千 、 溥 心 畬 並 稱 為 渡 海 三 家 。 世 界 華 人 藝 術 家 群 像 黃 君 璧 先 生 。 瀏

覽 日 期 ： 2 0 1 0 / 1 0 / 1 9 。〈 h t t p ： / / w w w. c h i n e s e a r t i s t s . n e t / H u a n g J u n B i /  

M a s t e r _  H u a n g J u n B i _ B i o _ c h . h t m 〉。  

    
1 3 3 資 料 來 源 ： 劉 芳 如 編 著 ， 黃 君 璧 繪 ，《 飛 瀑 ． 煙 雲 ． 黃 君 璧 》，（ 台 北

市 ： 雄 師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 9 9 4）， 頁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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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3  黃 君 璧 ，〈 華 嶽 〉，  

1 9 6 0 年 ， 設 色 紙 本 ， 1 8 5 x 9 5 c m  

圖 9 4  作 者 攝  台 南 縣 左 鎮 月 世 界  

    華 嶽 為 一 座 高 山 ， 煙 雲 繚 繞

於 山 麓 間 ， 唯 獨 山 頂 依 然 清 晰 受

光 狀 似 月 世 界 夕 陽 時 刻 ， 以 此 作

為 創 作 參 考 。  

    夕 陽 時 刻 作 者 依 然 停 留 在 左 鎮

月 世 界 拍 照 取 景 ， 乎 見 夕 陽 灑 落 於 山

頭 ， 彷 彿 為 月 世 界 注 入 另 一 股 生 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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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表 現 四 季  

     凃 燦 琳 的《 秋 林 行 》作 品 中 見〔 圖 95〕， 便 利 用 秋 天 的 葉 紅

與 墨 黑 色 的 山 呈 對 比 ， 山 勢 的 水 墨 造 型 強 烈 ， 不 但 有 巧 妙 細 緻 的

墨 色 變 化 ， 更 因 為 紅 色 的 襯 托 使 得 墨 色 額 外 明 亮 清 晰 。  

     在 月 世 界 當 地 也 有 此 種 現 象，在 冬 天 轉 為 春 天 之 際，竹 葉 會

漸 漸 從 枯 萎 的 褐 色 轉 變 成 翠 綠 色 ， 此 時 原 本 的 褐 色 映 襯 在 月 世 界

前 面 也 額 外 顯 目 見〔 圖 96〕，  相 對 的 月 世 界 不 受 光 處 也 展 露 頭 角  

， 整 幅 畫 中 墨 色 與 紅 色 就 將 會 是 主 題 色 。  

 

 

圖 9 5  涂 璨 琳 ，〈 秋 林 行 〉， 設 色 紙 本 。 1 3 4
 

 

                                                 
    

1 3 4 資 料 來 源 ： 葉 佳 雄 編 著 ， 涂 璨 琳 繪 ，《 涂 璨 琳 南 瀛 鄉 情 水 墨 畫 專 輯 》，

（ 台 南 縣 ： 台 南 縣 立 文 化 中 心 ， 1 9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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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6  作 者 攝  龍 崎 月 世 界 望 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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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月 世 界 皴 法 表 現 與 荷 葉 皴 的 關 聯  

 

  近 取 其 質 ， 遠 取 其 勢 ， 山 的 質 感 表 現 能 用 皴 法 來 描 繪 ， 從 古

至 今 已 經 研 發 出 許 多 不 同 的 皴 法 ， 除 了 以 主 要 的 披 麻 皴 、 斧 劈 皴

作 為 描 繪 山 石 的 皴 法 ， 荷 葉 皴 算 是 與 月 世 界 的 肌 理 相 近 ， 從 一 個

主 要 脈 絡 的 線 條 出 發 ， 用 來 作 為 月 世 界 山 的 稜 線 ， 再 向 外 擴 散 ，

順 著 山 勢 而 下 ， 像 極 了 雨 滴 侵 蝕 月 世 界 表 面 土 質 並 且 順 流 而 下 堆

積 在 地 面 上 的 情 況  

    元 代 趙 孟 頫（ 1254~1322）1 3 5〈 鵲 華 秋 色 〉是 荷 葉 皴 代 表〔 圖

97〕，荷 葉 皴 畫 法 以 中 鋒 為 主，濃 墨 畫 中 線 後 再 發 展 旁 枝 末 節 形 成

網 絡 ， 而 作 者 在 創 作 月 世 界 時 會 稍 加 變 化 荷 葉 皴 的 肌 理 ， 從 完 全

用 中 鋒 變 化 成 兼 用 側 鋒 壓 筆 ， 使 其 肌 理 富 有 變 化 和 立 體 感 。  

 

 

圖 9 7  趙 孟 頫 ，〈 鵲 華 秋 色 〉 局 部 ， 元 ， 紙 本 設 色 ， 2 8 . 4 x 9 3 . 2，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
1 3 6

 

                                                 
1 3 5 趙 孟 頫，出 身 宋 朝 宗 室，宋 亡 國 之 後 便 出 仕 元 朝 授 刑 部，《 松 雪 儒 集 》

中 主 張 書 畫 同 源 論 。 維 基 百 科 。 瀏 覽 日 期 ： 2 0 11 / 0 4 / 2 2 〈 h t t p： / /  

w i k i p e d i a . t w / 〉。 p a t h ： 搜 尋 ； 趙 孟 頫 。  
1 3 6 資 料 來 源：《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珍 藏 書 畫 》，﹙ 東 京 都： 二 玄 社 ﹚， 頁 2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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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 濤 （ 1642~1707） 1 3 7曾 經 也 用 荷 葉 皴 方 式 畫 山 之 肌 理 〔 圖

98〕，除 了 用 中 鋒 外，石 濤 加 入 水 份 變 化，使 山 勢 肌 理 絕 非 僵 硬 呆

版 ， 體 現 所 謂 ：「 峰不能變皴之體用，皴卻能資峰之形勢 」 1 3 8。

繪 畫 創 作 皴 法 的 時 候 ， 不 能 為 現 實 景 物 的 外 型 所 拘 束 ， 而 是 要 轉

化 成 自 己 的 繪 畫 語 言 ， 運 用 皴 法 多 樣 性 來 描 繪 山 勢 。  

 

 

圖 9 8  石 濤 ，〈 煙 樹 圖 〉 局 部 ，  

1 6 8 2 年 ， 綾 本 水 墨 ， 1 0 5 . 1 x 5 2 . 1 c m， 蘇 富 比 公 司 。
1 3 9

 

 

 

 

 

                                                 
1 3 7 石 濤 ， 清 初 畫 家 ， 原 姓 朱 ， 名 若 極 ， 廣 西 泉 州 人 ， 石 濤 著 有 《 畫 語

錄 》 十 八 章 ， 裡 面 紀 錄 很 多 關 於 繪 畫 的 美 學 與 創 作 形 式 ， 也 著 立 在 古 人 的

美 學 觀 點 上 開 創 新 的 繪 畫 風 格 。 維 基 百 科 。 瀏 覽 日 期 ： 2 0 1 0 / 1 0 / 2 0 〈 h t t p：

/ / z h . wi k i p e d i a . o rg / z h - t w/ 〉。 p a t h ： 搜 尋 ； 石 濤 。  
1 3 8 同 上 註 ， 頁 2 8 6。  

    
1 3 9 資 料 來 源 ： 喬 迅 ﹙ J o n a t h a n  H a y﹚ 編 著 ，《 石 濤 — 清 初 中 國 的 繪 畫 與

現 代 性 》﹙ S h i t a o： P a i n t i n g  a n d  M o d e r n i t y  i n  E a r l y  Q i n g  C h i n a ﹚， 黃 文 玲 譯 ，

石 濤 繪 ，（ 台 北 市 ： 石 頭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2 0 0 8）， 頁 3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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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世 界 的 山 脈 質 感 有 點 類 似 江 南 土 質 山 脈 ， 經 雨 水 沖 刷 後 ，

形 成 許 多 像 脈 絡 似 的 水 痕 在 山 坡 上 ， 呈 現 有 高 有 低 的 山 勢 ， 並 且

因 差 異 侵 蝕 效 果 增 加 光 影 ， 明 顯 表 現 出 山 脈 的 立 體 感 〔 圖 99〕。  

    在 張 伸 熙 （ 1947~） 1 4 0所 描 繪 的 月 世 界 影 像 中 見 ， 有 點 類 似

荷 葉 皴 的 組 織 法 ， 其 中 有 明 顯 的 主 要 脈 絡 ， 接 下 來 再 分 枝 出 更 多

的 小 脈 絡 ， 荷 葉 皴 與 披 麻 皴 有 點 類 似 ， 同 是 利 用 中 鋒 畫 出 優 美 柔

軟 的 線 條 ， 但 披 麻 皴 比 較 偏 橫 向 堆 疊 ， 荷 葉 皴 明 顯 是 垂 直 向 下 分

支 的 〔 圖 100〕。  

    張 伸 熙 在 創 作 時 ， 也 並 非 是 使 用 單 純 的 荷 葉 皴 ， 而 是 讓 筆 在

手 上 靈 活 擺 動 ， 使 皴 法 線 條 有 粗 有 細 ， 尤 其 是 在 描 寫 月 世 界 的 山

谷 中 有 更 多 密 集 的 墨 線 聚 集 ， 因 為 山 谷 是 最 容 易 讓 雨 水 集 中 的 地

方 ， 侵 蝕 絕 對 比 其 他 地 方 來 的 容 易 見 ， 山 谷 間 的 粉 砂 岩 被 雨 水 切

割 到 很 小 塊 ， 山 谷 間 的 山 脈 坡 度 也 會 更 陡 。  

 

 

 

 

 

                                                 
1 4 0 張 伸 熙 ， 高 雄 縣 人 ， 山 水 受 傅 狷 夫 影 響 很 深 ， 並 以 南 園 齋 號 在 南 台

灣 聞 名 。 曾 赴 美 國 學 習 油 畫 ， 中 西 合 併 是 張 伸 熙 創 作 的 特 色 。 參 見 ： 潘 襎 ，

〈 寫 景 造 境 水 墨 〉，《 台 灣 現 代 美 術 大 系 》，（ 台 北 市 ： 行 政 院 文 化 建 設 委 員

會 ， 2 0 0 4 ）， 頁 9 6 ~9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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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9  作 者 攝  高 雄 縣 內 門 鄉 月

世 界 山 脈  

圖 1 0 0  張 伸 熙 ，〈 翠 影 薰 風 入 草 堂 〉  

  局 部 ， 設 色 絹 本 ， 8 7 x 2 5 4 c m。
1 4 1

 

    橫 看 月 世 界 影 像 形 成 山 嶺 ，

明 暗 分 佈 明 顯 ， 側 看 卻 成 山 峰 扶

搖 直 上 ， 遠 觀 山 勢 層 巒 交 疊 成 山

坡 ， 近 觀 宏 偉 山 峰 扶 搖 直 上 高 低

各 不 同 。  

荷 葉 皴 的 手 法 運 用 在 月 世 界 鬆 軟

土 坡 上， 有 次 序 的 肌 理 線 條 配 上 溫 潤 的

水 氣 ， 是 為 月 世 界 霧 氣 朦 朧 之 感 ， 筆 法

呈 軟 硬 兼 施 之 妙 。  

     

 

 

 

 

 

 

                                                 
1 4 1 資 料 來 源 ： 張 伸 熙 ，《 張 伸 熙 水 墨 畫 集 》。（ 台 南 市 ： 專 藝 印 刷 廣 告 公

司 ）， 頁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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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張 伸 熙 的《 山 雪 》作 品 中 見〔 圖 101〕， 就 利 用 類 似 荷 葉 皴

的 手 法 描 寫 月 世 界 獨 特 的 肌 理 變 化 ， 首 先 描 繪 山 形 以 及 山 勢 主 要

的 走 向 ， 再 有 脈 絡 的 皴 擦 出 立 體 感 ， 需 要 的 時 候 多 加 一 些 小 分 支

來 增 加 一 些 變 化 ， 山 峰 依 然 保 持 尖 銳 的 造 型 ， 山 谷 則 是 月 世 界 的

另 外 一 個 特 色 ， 山 谷 間 的 分 支 會 更 為 細 小 凌 亂 見 〔 圖 102〕。  

 

  

圖 1 0 1  張 伸 熙 ，〈 山 雪 〉， 1 9 9 8 年 ，

設 色 絹 本 ， 6 7 x 1 4 2 c m。
1 4 2

 

圖 1 0 2  張 伸 熙 ，〈 山 雪 〉 局 部 ，  

    1 9 9 8 年 ， 設 色 絹 本 ， 6  

7 x 1 4 2 c m。
1 4 3

 

 

 

 

 

 

 

                                                 
    

1 4 2 資 料 來 源 ： 潘 襎 編 著 ， 張 伸 熙 繪 ，〈 寫 景 造 境 水 墨 〉，《 台 灣 現 代 美 術

大 系 》，（ 台 北 市 ： 行 政 院 文 化 建 設 委 員 會 ， 2 0 0 4）， 頁 1 0 5 。  

    
1 4 3 資 料 來 源 ： 同 上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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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伸 熙 還 有 一 幅 《 山 川 多 古 情 》見 〔 圖 103〕， 皴 法 從 比 較 細

緻 富 含 水 氣 的 線 條 ， 更 增 加 了 有 力 且 粗 曠 的 線 條 ， 在 線 的 頭 尾 加

強 頓 點 的 表 現 ， 使 山 的 紋 路 更 強 烈 的 朝 下 方 堆 積 ， 除 了 有 方 向 性

更 多 了 時 間 性 ， 每 一 個 頓 點 也 顯 示 出 泥 岩 堆 積 的 多 寡 在 坡 面 上 。  

 

 

圖 1 0 3  張 伸 熙 ，〈 山 川 多 古 情 〉 局 部 ， 設 色 絹 本 ， 6 5 x 1 3 5 c m。
1 4 4

 

    畫 月 世 界 肌 理 運 用 荷 葉 皴 外 ， 還 稍 微 改 變 荷 葉 皴 固 定 用 法 ， 在 頭

尾 部 分 增 加 起 筆 與 收 筆 停 頓 點 ， 使 線 條 增 加 韌 度 ， 猶 如 寫 書 法 筆 觸 運

用 在 皴 法 之 中 。  

 

 

 

                                                 
1 4 4 張 伸 熙，《 張 伸 熙 水 墨 畫 集 》，（ 台 南 市：專 藝 印 刷 廣 告 公 司 ）， 頁 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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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了 荷 葉 皴 以 外 ， 歐 豪 年 在 〈 山 月 〉〔 圖 104〕作 品 中 將 水 氣

直 接 納 入 山 脊 中 ， 前 方 山 的 表 現 乾 淨 俐 落 ， 與 後 山 交 疊 形 成 立 體

感 ， 前 山 暗 示 性 的 描 繪 出 質 感 ， 山 頭 則 是 重 墨 畫 出 山 形 ， 並 且 帶

有 些 許 的 水 氣，使 墨 與 紙 張 結 合 因 為 紙 纖 維 不 同 而 有 其 特 殊 效 果。 

在 《 中 國 藝 術 精 神 》 1 4 5書 本 中 提 到 ， 一 個 人 當 怡 情 山 水 時 ，

可 遠 於 俗 情 ， 暫 時 得 到 精 神 的 解 脫 。 歐 豪 年 在 山 的 遠 處 做 出 一 個

延 伸 的 效 果 ， 利 用 遠 山 的 技 巧 將 山 水 形 質 做 延 伸 ， 由 有 限 的 情 境

通 向 無 限 虛 無 的 情 境 ， 讓 觀 者 產 生 無 限 的 想 像 面 ， 在 虛 無 的 情 境

中 思 考 無 限 的 生 機 ， 解 放 世 俗 的 心 靈 。  

 

 

圖 1 0 4  歐 豪 年 ，〈 山 月 〉， 設 色 絹 本 ， 9 5 x 6 1 c m。
1 4 6

 

    表 現 出 與 月 世 界 一 樣 寂 靜 無 垠 的 精 神，好 似 能 躲 進 這 空 寂 幽 靜 的 世

界 ， 躲 進 一 個 逃 避 現 實 紛 擾 的 悠 閒 空 氣 ， 享 受 怡 然 自 得 的 人 生 。  

 

                                                 
    1 4 5 徐 復 觀 ，《 中 國 藝 術 精 神 》，（ 台 灣 ： 台 灣 學 生 書 局 ， 1 9 9 2 ）。  

    
1 4 6 資 料 來 源 ： 楚 戈 編 著 ， 歐 豪 年 繪 ，《 近 代 中 國 美 術 – 水 墨 畫 家 歐 豪 年

作 品 集 》，（ 東 京 都 ： 株 式 會 社 二 玄 社 ， 1 9 8 2 ）， 頁 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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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草 如 的 一 幅 〈 殘 冬 〉〔 圖 105〕， 表 現 月 世 界 冬 天 似 白 雪 蒼

蒼 的 情 景 ， 月 世 界 的 土 質 因 為 有 石 英 以 及 鹽 巴 造 成 反 光 的 作 用 ，

所 以 當 光 禿 禿 的 山 沒 有 遮 蔽 時 ， 反 光 作 用 使 得 月 世 界 有 如 一 層 雪

覆 蓋 一 般 〔 圖 106〕。  

蔡 草 如 表 現 月 世 界 山 勢 的 立 體 感 ， 搭 配 枯 枝 枯 葉 ， 像 極 了 北

方 寒 冷 的 景 致 ， 然 而 山 坡 還 有 一 戶 人 家 顯 得 不 淒 涼 ， 反 倒 像 是 來

到 人 間 淨 土 般 的 純 淨 ， 造 形 上 山 勢 像 是 一 體 卻 又 迂 迴 ， 取 得 月 世

界 連 綿 不 斷 的 整 體 感 ， 簡 單 俐 落 的 線 條 更 注 重 造 型 的 安 排 ， 將 原

本 月 世 界 尖 尖 突 兀 的 山 峰 修 改 的 比 較 圓 滑 ， 看 起 來 卻 厚 實 多 了 ，

根 據 作 者 在 當 地 的 觀 察 ， 雖 然 月 世 界 的 造 形 特 色 是 尖 銳 看 起 來 高

聳 ， 但 平 滑 厚 實 到 也 是 另 外 一 種 表 現 山 脈 的 手 法 之 一 ， 將 山 的 份

量 氣 勢 表 現 出 來 也 是 一 種 新 的 嘗 試 。  

 

  

圖 1 0 5  蔡 草 如 ，〈 殘 冬 〉，  

1 9 6 7 年，膠 彩 絹 本，4 8 x 5 8 . 5 c m
1 4 7

 

圖 1 0 6  作 者 攝  田 寮 月 世 界  

 

 

 

                                                 
    

1 4 7 資 料 來 源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編 輯 委 員 會 ， 蔡 草 如 繪 ，《 蔡 草 如 – 南 瀛

藝 韻 》， 系 列 四 ，（ 台 北 市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2 0 0 4）， 頁 1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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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結 上 述 ， 作 者 首 先 分 析 月 世 界 造 型 ， 將 造 型 幾 何 化 ， 以 了

解 月 世 界 最 基 本 排 列 方 式 ， 了 解 基 本 構 造 才 依 照 空 間 做 造 型 構 圖

變 化；顏 色 以 及 皴 法 方 面，先 是 參 考 現 代 水 墨 畫 家 運 用 色 彩 方 法，

善 用 水 彩 顏 料 來 補 足 顏 料 呈 現 多 樣 性 ， 使 描 寫 方 面 能 有 更 多 面

貌 ， 接 著 是 筆 觸 皴 法 選 用 ， 其 實 不 論 荷 葉 皴 、 披 麻 皴 ， 雨 點 皴 等

都 能 表 現 月 世 界 肌 理 。  

    作 者 認 為 綜 合 取 各 皴 法 優 點 運 用 皴 法 ， 荷 葉 皴 只 是 比 較 容 易

清 楚 描 寫 月 世 界 山 勢 方 法 ， 卻 少 了 月 世 界 肌 理 描 寫 ， 最 後 歐 豪 年

水 氣 運 用 能 添 加 氣 氛 上 的 經 營 ， 當 畫 中 景 與 遠 景 時 ， 氣 氛 經 營 變

得 重 要 ， 描 寫 近 近 景 時 則 可 以 細 膩 描 繪 即 可 。  

 

 

 

 

 

 

 

 

 

 

 

 

 

 



121 

 

 

第 四 章   

月 世 界 創 作 理 論 與 方 法  

 

    郭 熙 的《 林 泉 高 致 》序 中 有 一 段 話：「 噫！先子少從道家之學，

吐故納新，本游方外。家世無學畫，蓋天性得知，遂遊藝於此以

成名 」 1 4 8。 這 幾 段 話 徐 復 觀 在 《 中 國 藝 術 精 神 》 引 用 來 對 於 郭 熙

畫 論 上 的 了 解 ， 1 4 9並 且 補 充 此 句 「 游 方 外 」 為 「 畫山水者所應具

備的基本性格 」 1 5 0， 在 《 國 語 活 用 字 典 》 1 5 1裡 解 釋 「 游方：僧道

雲遊四方。 」 畫 山 水 者 需 要 師 法 自 然 。  

    除 了 以 外 師 造 化 再 加 上「 吐故納新 」，郭 熙 能 懂 得 運 用 前 人 的

思 想 與 經 驗 融 會 貫 通 ， 雖 然 家 世 非 名 門 畫 派 ， 卻 能 有 自 己 的 見 解

而 ， 也 就 是 石 濤 強 調 的 借 古 開 今 創 新 精 神 ， 所 謂 「 縱使筆不筆，

墨不墨，畫不畫，自有我在 」 1 5 2， 除 了 要 能 熟 悉 繪 畫 技 巧 ， 用 墨

精 準 的 能 力 外 ， 有 自 己 的 風 格 ， 達 到 六 長 中 的 「 僻澀求才 」。「 蓋

天 性 得 知 」，天 性 並 非 單 指 天 生 就 有 的 能 力，人 類 會 在 性 格 與 認 知

上 藉 由 學 習 有 所 進 步 ， 天 生 好 學 的 性 格 才 能 使 得 個 體 走 向 目 標 進

步 ， 因 為 郭 熙 的 主 動 好 學 ， 使 得 他 能 在 繪 畫 上 有 所 成 就 。 作 者 希

望 透 過 前 人 的 思 想 與 作 畫 經 驗 ， 包 括 歷 代 畫 論 、 詩 詞 來 體 會 了 解

前 人 如 何 運 思 來 達 到 創 作 的 目 的 。  

                                                 
1 4 8 楊 家 駱 ，《 宋 人 畫 學 論 著 》， 第 一 集 ，（ 台 北 市 ： 世 界 書 局 ， 1 9 7 5），

二 集 第 七 輯 ， 頁 4。  

    1 4 9 徐 復 觀 ，《 中 國 藝 術 精 神 》，（ 台 灣 ： 台 灣 學 生 書 局 ， 1 9 9 2 ）， 頁 3 2 7 。 

    
1 5 0 同 上 註 。  

    1 5 1 周 何 ，《 國 語 活 用 字 典 》，（ 台 北 市 ： 五 南 圖 書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2 0 0 8 ）， 頁 1 9 4 9 。  

    
1 5 2 喬 迅 ﹙ J o n a t h a n  H a y﹚ 編 著 ，《 石 濤 — 清 初 中 國 的 繪 畫 與 現 代 性 》

﹙ S h i t a o：P a i n t i n g  a n d  M o d e r n i t y  i n  E a r l y  Q i n g  C h i n a ﹚，黃 文 玲 譯，石 濤 繪 ，

（ 台 北 市 ： 石 頭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2 0 0 8）， 頁 3 6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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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一 節  月 世 界 創 作 的 理 論 依 據  

 

一 、 畫 論  

     郭 熙 在 《 林 泉 高 致 》 的 畫 意 篇 提 到 ：「 人須養得胸中寬快，

意思悅適，如所謂易直子諒，油然之心生，則人之啼笑情狀，物

之尖斜偃側，自然列布於心中，不覺見之於筆下 」 1 5 3。 其 中 「 如

所謂易直子諒 」 就 是 形 容 精 神 純 潔 ， 沒 有 雜 念 ， 傾 心 投 入 在 創 作

上 ， 並 且 容 百 川 大 地 精 神 於 心 中 ， 時 時 刻 刻 執 筆 運 墨 於 紙 上 ， 才

能 將 自 然 佈 置 或 安 排 到 心 中 並 且 施 展 於 筆 墨 上 。  

     在 觀 賞 月 世 界 山 勢 的 心 態 上 除 了 心 無 旁 騖、心 有 所 感 在 創 作

外 ， 不 能 將 創 作 流 於 筆 墨 之 氣 ， 郭 熙 在 《 林 泉 高 致 》 的 畫 訣 篇 一

段 話 能 當 借 鏡：「 一 種 使 筆，不 可 反 為 筆 使；一 種 用 墨，不 可 反 為

墨 用 」 1 5 4。 懂 得 運 用 毛 筆 ， 了 解 不 同 筆 的 功 能 能 畫 出 不 同 的 岩 石

結 構 ， 不 同 的 筆 可 以 表 現 不 同 的 形 體 的 質 感 ， 而 用 墨 方 面 所 謂 六

長 中 的「 無墨求染 」，一 般 狀 況 下 用 富 含 水 分 的 墨 汁 來 瑄 染 表 現 物

體 的 質 量 ， 然 而 沒 有 墨 汁 的 時 候 藉 由 淡 墨 染 漸 層 使 畫 面 和 諧 也 是

一 種 情 境 ， 懂 得 用 筆 墨 只 是 基 本 ， 在 創 作 中 適 時 適 量 適 當 的 使 用

為 準 則 才 是 。  

     在 發 現 月 世 界 藝 術 性 的 價 值 中，要 把 握 一 個 要 點，也 就 是 郭  

熙 在 《 林 泉 高 致 》 提 到 統 一 的 意 境 ， 來 欣 賞 月 世 界 連 綿 起 伏 之 美  

感 ， 畫 訣 中 所 謂 「 畫見其大象，而不為斬刻之形 」 1 5 5， 畫 作 首 先  

                                                 
    1 5 3 楊 家 駱 ，《 宋 人 畫 學 論 著 》， 第 一 集 ，（ 台 北 市 ： 世 界 書 局 ， 1 9 7 5 ），

第 二 集 第 七 輯 ， 頁 2 1 。  

    1 5 4 同 上 註 ， 第 二 集 第 七 輯 ， 頁 2 2 。  

    1 5 5 同 上 註 ， 頁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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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以 抓 住 重 點 來 表 現 ， 有 了 畫 眼 ， 創 作 者 才 能 循 序 漸 進 的 安 排 細  

節 讓 整 張 畫 的 氣 氛 更 為 完 備 ，「 而 不 為 斬 刻 之 形 」， 也 就 是 一 些 細  

節 的 刻 畫 與 表 現 能 在 佈 局 完 之 後 再 進 行 描 繪，郭 熙 的 畫 訣：「 山 水  

先 理 會 大 山，名 為 主 峰。主 峰 以 定，方 作 以 次 近 者、遠 者、小 者 、 

大 者 。 以 其 一 境 主 之 於 此 ， 故 曰 主 峰 。 如 君 臣 上 下 也 。 」 1 5 6， 其  

中 「 以 其 一 境 主 之 於 此 」 就 等 同 於 「 畫 見 其 大 象 」 的 意 思 。  

 

 

 

 

 

 

 

 

 

 

 

 

 

 

 

 

 

                                                 
    1 5 6 楊 家 駱 ，《 宋 人 畫 學 論 著 》， 第 一 集 ，（ 台 北 市 ： 世 界 書 局 ， 1 9 7 5 ），

第 二 集 第 七 輯 ， 頁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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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造 境  

     王 維 曾 經 在《 山 居 秋 暝 》中 提 到「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

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 流 」 1 5 7。 這 裡 形 容 到 「 空山 」， 山 中 空 無

一 人 ， 在 下 過 一 點 雨 後 ， 空 氣 額 外 的 清 新 ， 茂 盛 的 植 物 遮 住 了 大

部 分 的 視 野 ， 只 有 清 新 的 味 道 撲 鼻 而 來 ， 接 下 來 迎 接 的 是 初 秋 的

傍 晚 ， 月 亮 已 經 漸 漸 的 透 出 ， 在 月 世 界 的 傍 晚 ， 許 多 農 民 紛 紛 已

經 回 到 自 己 的 家 鄉 ， 有 些 人 的 家 鄉 只 在 附 近 ， 而 有 些 需 要 經 過 好

幾 段 山 勢 的 迂 迴 方 能 抵 達 家 鄉 ， 此 時 月 世 界 寂 靜 無 人 聲 ， 只 有 竹

葉 被 風 吹 得 絲 絲 作 響 ， 路 上 沒 有 回 家 路 燈 ， 只 有 月 光 與 星 辰 引 領

著 返 回 家 鄉 的 路 。  

     月 世 界 的 路 難 免 錯 縱 複 雜，有 時 順 心 而 走，像 是 王 維 在《 終

南 別 業 》 中 說 的 「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 1 5 8。 的 這 種 感 懷 ，

悠 閒 自 在 的 行 走 ， 一 直 走 到 無 路 可 走 的 地 方 ， 就 坐 下 來 休 息 ， 仰

天 而 看 雲 自 在 的 飄 ， 就 像 心 情 也 能 自 在 且 無 拘 束 的 到 達 每 個 地 方  

， 這 時 能 避 開 世 俗 總 總 ， 心 情 能 暫 時 沉 澱 如 靜 止 的 水 一 般 。  

     作 者 初 次 到 月 世 界 觀 察 的 時 候 同 樣 也 是 這 種 感 覺，剛 開 始 路

不 太 熟 ， 只 好 到 處 闖 闖 遊 蕩 ， 也 發 現 一 些 不 期 而 遇 的 景 色 ， 舉 凡

一 些 荒 廢 的 橋 與 水 壩 ， 雖 然 事 後 已 經 忘 記 當 初 是 走 哪 條 路 去 的 ，

卻 難 免 無 法 忘 懷 當 初 行 到 路 窮 處 ， 柳 暗 花 明 又 一 村 此 種 驚 喜 感 ，

畢 生 難 忘 。  

     心 中 保 持 清 澈 與 自 然 相 通 的 狀 態，莊 子 在《 應 帝 王 》中 曾 提

出：「 汝 遊 心 於 無 淡，合 氣 於 漠，順 物 自 然 而 無 容 私 焉，而 天 下 治 」 

                                                 
    1 5 7 張 淑 瓊 ，《 唐 詩 欣 賞 》，（ 台 北 市 ： 地 球 出 版 社 ， 1 9 9 0 ）， 頁 4 9 。  

    1 5 8 同 上 註 ， 頁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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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9此 「 遊 心 於 無 淡 ， 合 氣 於 漠 」 心 中 無 名 利 ， 淡 薄 而 清 境 ， 不 帶

任 何 成 見 體 會 純 粹 的 自 然 ， 融 天 地 於 心 中 ， 結 合 自 然 ， 體 會 自 然

之 美 。  

 

 

 

 

 

 

 

 

 

 

 

 

 

 

 

 

 

 

 

                                                 
    

1 5 9 勞 思 光 ，《 新 編 中 國 哲 學 史 》，（ 台 北 市 ： 三 民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2 0 0 4）， 頁 2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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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表 現 手 法  

一 、 單 純  

     在 此 創 作 單 元 上 是 以 一 個 有 主 題 方 式 表 現 月 世 界，以 單 純 手

法 表 現 主 題 ， 省 去 主 題 以 外 多 餘 要 素 ， 屬 於 單 純 情 境 式 的 表 現 ，

單 純 ， 就 是 去 蕪 存 菁 ，「 單一而不複雜 」 1 6 0， 單 純 運 用 皴 法 描 繪

月 世 界 惡 地 形 就 屬 於 近 看 而 取 其 質 感 ， 單 純 以 月 世 界 奇 特 造 型 為

主 題 ， 或 者 將 時 間 加 入 情 境 ， 單 純 描 繪 晚 上 月 世 界 山 石 等 。 以 單

純 凸 顯 主 題 細 節 的 描 繪 ， 將 月 世 界 特 有 皴 法 表 現 出 來 。  

   ﹙ 一 ﹚ 單 純 描 繪 質 感 〔 圖 107〕  

 

 

圖 1 0 7  施 華 堂 ，〈 山 浪 〉， 1 9 8 9， 1 3 0 x 9 7 c m 。 1 6 1
 

    施 華 堂 單 純 描 寫 惡 地 形 石 塊 堆 積 情 形 ， 有 些 石 頭 堆 積 牢 固 ， 有

些 則 較 為 鬆 軟 易 崩 塌 。 遠 景 惡 地 形 以 類 似 荷 葉 皴 組 織 肌 理 ， 近 景 部

分 在 安 排 稜 線 走 向 後 ， 以 線 條 描 寫 垂 直 向 下 堆 積 狀 態 ， 最 後 局 部 敷

墨 塊 形 成 極 大 對 比 反 差 ， 表 現 亮 暗 面 實 際 情 形 。  

        

                                                 
1 6 0 周 何 ，《 國 語 活 用 字 典 》，（ 台 北 市 ： 五 南 圖 書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2 0 0 8）， 頁 3 9 7。  

    
1 6 1 資 料 來 源 ： 台 灣 省 立 美 術 館 編 輯 委 員 會 編 ， 施 華 堂 繪 ，《 施 華 堂 的 膠

彩 畫 世 界 》，﹙ 台 中 ： 台 灣 省 立 美 術 館 ， 1 9 9 4 ﹚， 頁 5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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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 單 純 描 繪 夜 月 世 界 〔 圖 108〕  

 

 

        圖 1 0 8  施 華 堂 ，〈 奔 〉，  1 9 8 8，  9 2 x 7 3 c m。 1 6 2
 

   施 華 堂 將 月 世 界 夜 晚 寧 靜 作 一 描 繪 ， 月 世 界 當 地 顯 然 是 沒 有 太

多 路 燈 ， 因 此 唯 有 月 光 的 照 射 ， 才 能 微 微 看 見 惡 地 形 面 貌 ， 然 而 施

華 堂 運 用 對 於 月 世 界 肌 理 的 了 解 ， 將 之 肌 理 清 楚 表 現 出 來 ， 並 且 運

用 熟 悉 皴 法 順 著 山 形 描 繪 肌 理 ， 線 條 往 左 右 兩 邊 擴 展 延 伸 ， 展 現 月

世 界 聚 集 龐 大 量 感 ， 遠 景 描 繪 背 對 月 光 而 稍 微 透 光 情 形 ， 光 源 分 佈

於 山 勢 與 天 空 交 接 處 山 峰 位 置，施 華 堂 清 楚 表 現 夜 晚 月 世 界 寧 靜 樣

貌 。  

 

 

 

                                                 
    

1 6 2 資 料 來 源 ： 台 灣 省 立 美 術 館 編 輯 委 員 會 編 ， 施 華 堂 繪 ，《 施 華 堂 的 膠

彩 畫 世 界 》，﹙ 台 中 ： 台 灣 省 立 美 術 館 ， 1 9 9 4 ﹚。 頁 4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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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量 大  

     畫 面 形 式 中 ， 不 論 將 主 體 形 態 擴 大 ， 或 者 將 份 量 增 多 ，  量

大 創 作 形 式 是 畫 面 中 描 寫 物 體 被 誇 張 放 大 ， 產 生 雄 偉 崇 敬 感 ， 尤

其 當 物 體 本 身 擁 有 優 美 線 條 時 ， 更 能 吸 引 目 光 成 為 焦 點 ， 量 大 與

單 純 同 為 畫 面 元 素 時 ， 會 使 得 主 體 明 顯 且 具 有 吸 引 力 ， 但 如 果 主

體 本 身 並 非 優 美 形 態 ， 反 而 會 出 現 滑 稽 感 ， 是 因 為 凸 顯 不 協 調 的

搭 配 而 產 生 如 此 現 象 ； 月 世 界 形 態 經 過 放 大 後 ， 會 形 成 乾 枯 有 秩

序 的 宏 偉 山 石 ， 本 身 就 獨 特 壯 麗 之 地 形 在 繪 畫 表 現 時 ， 不 但 需 要

表 現 原 貌 所 帶 來 的 壯 麗 感 ， 還 必 須 超 越 且 創 造 屬 於 自 己 筆 墨 的 月

世 界 山 石 ， 並 且 加 入 宏 偉 壯 麗 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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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寫 山 形 之 宏 偉 〔 圖 109〕  

 

 

圖 1 0 9  何 木 火 ，〈 月 光 曲 〉， 1 3 5 x 7 0 c m。 1 6 3  

    何 木 火 ﹙ 1 9 5 8 ~﹚ 1 6 4 將 月 世 界 山 體 放 大 直 逼 天 際 ， 山 體 夾 縫 中

透 露 一 輪 明 月 ， 為 回 鄉 農 夫 指 引 一 條 道 路 ； 在 宏 偉 山 勢 中 ， 山 邊 透

露 光 暈 效 果 ， 產 生 夜 月 朦 朧 氣 氛 ， 背 光 處 山 之 肌 理 不 用 濃 墨 反 用 中

墨 與 淡 墨 ， 意 在 襯 出 月 色 以 及 崎 嶇 蜿 蜒 道 路 ， 並 且 山 體 之 間 散 發 青

色 ， 冷 色 調 與 月 光 暖 色 調 對 比 之 下 讓 量 大 山 勢 增 加 可 看 性 ， 宏 偉 莊

嚴 氣 勢 也 隨 之 散 發 。  

 

 

                                                 
    

1 6 3 資 料 來 源：廖 月 霞、賴 惠 英 編 著，何 木 火 繪，《 何 木 火 畫 展 》，﹙ 台 中 ：

台 中 縣 立 文 化 中 心 ， 1 9 9 4﹚， 頁 6 2。  

    
1 6 4 何 木 火 ﹙ 1 9 5 8 ~﹚， 字 世 懷 ， 生 於 台 中 縣 大 里 市 農 家 ， 常 感 於 台 灣 名

山 勝 水 ， 如 阿 里 山 、 梨 山 、 高 雄 月 世 界 、 陽 明 山 硫 磺 谷 等 之 奇 景 。 水 墨 行

者 何 木 火。瀏 覽 日 期：2 0 11 / 0 4 / 2 3。〈 h t t p : / / w w w. 何 木 火 . t w / a b o u t / m a i n . p h p 〉。 

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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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 寫 山 形 之 形 態 〔 圖 110〕  

 

 

圖 11 0  蔡 國 偉 ，〈 山 〉， 9 0 x 6 4 c m。 1 6 5  

   蔡 國 偉 將 月 世 界 山 形 佔 據 於 畫 面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 不 但 巨 大 而 且

宏 偉 ， 加 上 河 川 倒 影 微 微 映 出 月 世 界 樣 貌 ， 主 體 與 相 映 物 之 間 起 了

變 化 ， 主 體 存 在 於 畫 中 世 界 ， 但 也 同 時 存 在 於 畫 中 河 水 世 界 ， 在 畫

中 的 月 世 界 被 夕 陽 斜 照 透 著 橘 紅 光 ， 在 河 中 卻 黯 然 無 光 ， 形 態 也 不

完 全 ， 兩 種 不 同 空 間 並 置 將 月 世 界 不 同 樣 貌 做 一 結 合 呼 應 ， 為 表 現

宏 偉 山 形 之 外 另 一 種 鏡 射 表 現 手 法 相 結 合 ， 所 產 生 的 附 加 價 值 。  

 

 

 

                                                 
    

1 6 5 資 料 來 源 ： 曾 得 標 編 著 ， 蔡 國 偉 繪 ，《 台 灣 膠 彩 畫 史 流 研 究 展 》，﹙ 台

中 ： 台 灣 省 膠 彩 畫 協 會 ， 2 0 0 5﹚， 頁 1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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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數 大  

      西 方 哲 學 言 ， 數 大 便 易 成 崇 高 ， 數 量 大 表 示 包 含 數 量 很 多  

， 與 單 純 呈 相 反 意 思 ， 數 大 必 須 不 雜 亂 無 章 ， 太 過 於 瑣 碎 反 而 沒

有 重 點，經 過 畫 家 精 心 安 排 組 合，使 得 數 大 有 秩 序 性 才 會 是 美 的。 

     當 視 線 無 法 鎖 定 或 者 看 懂 線 條 所 帶 來 的 效 果 時，數 量 眾 多 線

條 將 是 七 零 八 落 ， 以 王 蒙 牛 毛 皴 做 例 子 ， 雖 然 王 蒙 將 畫 面 幾 乎 填

滿，每 一 條 山 石 肌 理 都 清 楚 畫 出，但 牛 毛 皴 有 順 著 山 石 造 型 扭 轉，

最 後 融 合 成 質 感 俱 佳 且 含 有 個 人 特 色 山 石 表 現 。  

       ﹙ 一 ﹚ 容 山 谷 川 林 之 數 大 〔 圖 111〕  

 

 

圖 111  張 伸 熙 ，〈 山 川 多 古 情 〉， 6 5 x 1 3 5 c m。 1 6 6  

   將 月 世 界 多 種 植 被 加 入 畫 作 中，並 且 依 照 植 被 生 長 方 式 分

佈 在 山 腳 下 雨 水 堆 積 處，山 林 顏 色 採 對 比 手 法，月 世 界 山 體 以

赭 石 暖 色 調 敷 之，而 樹 林 用 花 青 襯 托 山 體，唯 有 光 照 射 到 的 部

分 山 體 留 白，樹 林 呈 現 淺 綠 色，遠 景 則 畫 出 浦 口 延 伸 至 後 方 無

限 遠，張 伸 熙 將 月 世 界 種 種 面 貌 作 描 繪，並 且 安 排 佈 局 使 畫 面

豐 富 不 凌 亂 。  

 

                                                 
    

1 6 6 資 料 來 源 ： 張 伸 熙 ，《 張 伸 熙 水 墨 畫 集 》，（ 台 南 市 ： 專 藝 印 刷 廣 告 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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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 早 晨 景 色 之 數 大 〔 圖 112〕  

 

 

圖 11 2  張 伸 熙 ，〈 翠 影 薰 風 入 草 堂 〉， 8 7 x 2 5 2 c m。 1 6 7  

   張 伸 熙 描 繪 月 世 界 田 園 之 景 色 ， 將 當 地 農 家 早 晨 準 備 工 作 情 景

繪 出 ， 包 括 房 舍 ， 還 有 當 地 養 鴨 人 家 ， 在 高 雄 縣 內 門 地 區 許 多 人 以

養 鴨 為 業 ， 並 且 有 鴨 母 王 朱 一 貴 革 命 事 蹟 ， 因 此 內 門 月 世 界 能 看 到

許 多 養 鴨 農 家 ； 張 伸 熙 將 月 世 界 地 理 、 人 文 加 入 畫 作 中 ， 並 且 將 農

舍 安 排 在 近 景 山 腳 邊 ， 旁 邊 圍 繞 刺 竹 與 惡 地 形 做 一 區 隔 ， 畫 面 構 圖

經 過 安 排 ， 形 成 完 整 月 世 界 面 貌 。  

 

 

 

 

 

 

                                                 
    

1 6 7 資 料 來 源 ： 張 伸 熙 ，《 張 伸 熙 水 墨 畫 集 》，（ 台 南 市 ： 專 藝 印 刷 廣 告 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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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色 彩  

     色 彩 固 然 是 畫 家 營 造 畫 面 重 要 元 素 之 一，前 人 用 墨 色 表 現 山

水 ， 因 為 他 們 相 信 墨 能 分 五 色 ， 用 五 種 墨 色 表 現 中 國 繪 畫 傳 統 精

神 是 一 趨 勢 ， 後 來 西 洋 繪 畫 投 入 東 方 ， 水 墨 畫 家 開 始 注 意 顏 色 使

用 ， 並 且 想 要 使 用 更 多 顏 色 表 現 水 墨 畫 。  

     顏 色 是 能 改 變 自 然 面 貌 素 材，自 然 界 中 的 顏 色 會 受 到 光 線 影  

響 而 不 斷 變 化 ， 畫 家 則 能 使 用 固 定 配 色 以 及 適 合 的 色 彩 對 比 ， 來

彰 顯 畫 面 重 要 性 ； 月 世 界 惡 地 形 顏 色 會 依 照 陽 光 照 色 而 產 生 不 同

顏 色 ， 當 地 植 被 例 如 竹 葉 也 會 因 為 時 節 轉 換 而 有 所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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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色 彩 之 色 塊 表 達 〔 圖 113〕  

 

 

圖 11 3  蕭 木 川 ，〈 台 東 利 吉 〉， 2 0 0 1， 油 彩 、 畫 布 ， 3 1 . 5 x 4 1 c m。 1 6 8  

   利 吉 月 世 界 屬 於 台 東 地 區 特 殊 地 形 ， 一 直 從 西 區 延 伸 至 東 區 月

世 界 惡 地 形，蕭 木 川 1 6 9 利 用 色 塊 快 速 描 寫 月 世 界 當 下 景 致，用 綠 色

堆 疊 成 刺 竹 ， 以 及 用 咖 啡 色 系 堆 疊 成 惡 地 形 ， 光 照 射 部 分 用 黃 色 或

者 土 黃 色 堆 疊 於 上 方 表 層 ， 白 色 部 分 則 是 月 世 界 特 別 的 反 光 ， 在 青

灰 岩 地 形 組 成 上 ， 有 些 鹽 粒 參 雜 其 中 ， 表 示 在 惡 地 形 隆 起 前 屬 於 海

底 沉 積 岩 之 證 明 ， 因 此 當 陽 光 照 射 於 月 世 界 地 表 時 ， 會 因 為 鹽 粒 產

生 反 光 。  

 

 

 

 

 

                                                 
    

1 6 8 資 料 來 源 ： 蕭 木 川 ，《 蕭 木 川 》，（ 高 雄 ： 秋 雨 印 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2 0 0 5 ）， 頁 5 3 。  

    
1 6 9 蕭 木 川 ﹙ 1 9 5 8 ~﹚， 嘉 義 布 袋 人 ， 從 是 水 墨 創 作 二 十 餘 年 ， 以 台 灣 鄉

土 景 觀 為 主 。 Tr a N e ws . c o m。 瀏 覽 日 期 ： 2 0 11 / 0 4 / 2 3。〈 h t t p : / / t r a n e ws . c o m/ 〉

p a t h： s e a r c h ； 蕭 木 川 ； 故 鄉 之 美 ~ 蕭 木 川 個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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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 山 勢 色 彩 之 多 樣 性 〔 圖 114〕  

 

 

圖 11 4  陳 文 龍 ，〈 月 世 界 〉， 2 0 0 1， 水 彩 ， 3 1 . 5 x 4 1 c m。 1 7 0  

   陳 文 龍 運 用 小 色 塊 堆 疊 拼 組 月 世 界 色 彩 ， 色 塊 經 過 堆 疊 產 生 質

感 和 立 體 感 ， 主 山 以 留 白 方 式 凸 顯 ， 咖 啡 紫 作 暗 面 色 彩 ， 並 且 以 橘

色 與 之 融 合 畫 出 亮 暗 面 ， 再 以 濃 色 塊 覆 蓋 其 上 ， 月 世 界 色 彩 在 陳 文

龍 筆 下 呈 現 多 樣 貌 ， 並 且 加 入 少 許 寶 藍 色 塊 與 天 空 藍 色 作 呼 應 ， 水

彩 顏 色 多 樣 性 代 替 線 條 皴 擦 ， 並 且 有 如 水 面 般 反 映 周 遭 色 彩 ， 有 別

於 月 世 界 沉 悶 蒼 茫 之 面 貌 。  

 

 

 

 

                                                 
    

1 7 0 資 料 來 源 ： 蘇 信 義 編 著 ， 陳 文 龍 繪 ，《 陳 文 龍 水 彩 個 展 》，（ 高 雄 ： 歐

樂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2 0 0 1 ）， 頁 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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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對 比  

     對 比 的 技 巧 分 為 顏 色 對 比、大 小 對 比、濃 淡 對 比 等，對 比 技

巧 常 常 被 拿 來 使 用 於 畫 作 上 ， 以 增 加 藝 術 性 以 及 可 看 性 ； 一 幅 力

求 平 衡 平 淡 畫 作 ， 能 使 人 心 理 平 靜 ， 但 如 果 是 以 達 成 驚 人 創 作 為

目 的，活 用 對 比 手 法 衝 擊 觀 賞 者 的 視 覺 是 必 要 的。月 世 界 創 作 中，

地 形 本 身 就 充 滿 對 比 ， 包 括 山 峰 與 山 麓 的 高 低 差 對 比 ， 以 及 山 坡

上 谿 少 植 被 與 地 面 豐 富 植 被 對 比 ， 還 有 光 照 形 成 明 暗 面 對 比 ， 都

是 一 種 強 烈 視 覺 佔 有 ， 因 此 使 用 對 比 手 法 表 現 月 世 界 之 特 色 時 ，

必 須 明 確 表 現 出 來 。  

   ﹙ 一 ﹚ 亮 暗 之 對 比 〔 圖 115〕  

 

 

    圖 11 5  蔡 草 如 ，《 殘 冬 》， 1 9 6 7 年 ， 膠 彩 絹 本 ， 4 8 x 5 8 . 5 c m。 1 7 1  

   蔡 草 如 以 白 灰 色 對 比 天 空 暗 藍 色 ， 因 此 將 月 世 界 山 石 凸 顯 出

來 ， 主 體 白 色 中 ， 加 入 一 些 層 次 作 立 體 感 ， 並 且 留 下 筆 觸 表 現 山 石

質 感 ， 讓 石 塊 增 加 硬 度 ， 並 且 與 其 他 畫 家 表 現 月 世 界 區 別 在 於 ， 中

景 山 勢 一 個 平 坦 一 個 尖 銳 對 比 山 形 ， 描 繪 平 坦 面 表 示 能 有 植 被 存

在 ， 而 尖 銳 陡 坡 面 則 不 適 合 植 被 生 長 情 形 。  

                                                 
    

1 7 1 資 料 來 源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編 輯 委 員 會 編 ， 蔡 草 如 繪 ，《 蔡 草 如 – 南

瀛 藝 韻 》，（ 台 北 市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2 0 0 4 ）， 頁 1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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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 山 形 之 對 比 〔 圖 116〕  

 

 

圖 11 6  施 華 堂 ，〈 六 龜 風 景 〉，  1 9 8 6，  5 4 x 6 5 c m。 1 7 2  

   六 龜 位 於 草 山 月 世 界 以 東 ， 中 間 隔 一 座 烏 山 ， 烏 山 高 度 有 一 千

多 公 尺 ， 月 世 界 只 有 三 百 公 尺 左 右 ， 因 此 兩 座 山 勢 對 比 之 下 ， 顯 示

月 世 界 山 勢 如 山 坡 地 形 ， 而 在 地 圖 劃 分 上 確 實 屬 於 丘 陵 區 ， 此 幅 畫

中 施 華 堂 加 上 一 戶 人 家 ， 月 世 界 與 房 子 對 比 之 下 ， 還 是 屬 於 有 高 度

的 ； 除 了 山 形 高 度 對 比 ， 也 運 用 色 彩 對 比 出 前 景 月 世 界 與 遠 景 烏

山 ， 清 楚 的 將 地 形 所 具 備 之 適 當 條 件 畫 出 成 為 特 色 。  

 

 

 

 

 

 

                                                 
    

1 7 2 資 料 來 源 ： 台 灣 省 立 美 術 館 編 輯 委 員 會 編 ， 施 華 堂 繪 ，《 施 華 堂 的 膠

彩 畫 世 界 》，﹙ 台 中 ： 台 灣 省 立 美 術 館 ， 1 9 9 4 ﹚， 頁 3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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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日 夜  

    以 日 夜 創 作 模 式 為 主 題 ， 是 將 情 境 設 定 為 日 初 與 夜 晚 ， 日 初

時 月 世 界 呈 現 煙 霧 瀰 漫 景 致 ， 有 如 江 南 山 水 般 虛 無 飄 渺 境 界 ， 以

雲 煙 作 為 主 角 表 現 方 式 ， 夜 晚 月 世 界 變 成 寂 靜 空 靈 ， 除 了 蟲 鳥 叫

聲 、 竹 葉 敲 打 絲 絲 微 弱 聲 音 外 ， 沒 有 人 車 鼎 沸 聲 音 ， 猶 如 被 隔 絕

於 城 市 外 荒 涼 世 界 ， 唯 有 被 月 光 照 射 地 方 透 露 一 絲 溫 暖 。  

    日 初 、 日 落 情 境 與 一 般 所 認 知 月 世 界 不 同 處 ， 在 於 焦 點 不 再

是 月 世 界 本 身 特 殊 地 形 ， 而 是 被 轉 移 到 情 境 上 的 安 排 ， 運 用 氣 氛

烘 染 ， 特 殊 地 形 多 了 優 美 裝 飾 品 將 之 包 裝 再 呈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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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日 初 表 現 〔 圖 117〕  

 

 

圖 11 7  何 木 火 ，〈 秋 詩 翩 翩 〉， 1 3 3 x 5 4 c m。 1 7 3  

   何 木 火 以 農 夫 早 晨 牽 羊 放 牧 吃 草 情 景 為 描 寫 對 象 ， 並 且 山 巒 中

飄 著 薄 霧 ， 隱 約 描 寫 農 夫 所 要 走 的 路 途 飄 渺 崎 嶇 ， 值 得 注 意 從 中 景

飄 雲 氣 一 直 延 伸 至 遠 景 這 一 連 串 精 心 佈 局 描 寫 早 晨 。  

  

 

 

 

                                                 
    

1 7 3 資 料 來 源：廖 月 霞、賴 惠 英 編 著，何 木 火 繪，《 何 木 火 畫 展 》，﹙ 台 中 ：

台 中 縣 立 文 化 中 心 ， 1 9 9 5﹚， 頁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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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 夜 晚 表 現 〔 圖 118〕  

 

 

圖 11 8  何 木 火 ，〈 寒 月 〉， 1 3 3 x 4 4 c m。 1 7 4  

   月 光 隔 著 雲 霧 照 映 月 世 界 肌 理 表 面 ， 山 頭 受 光 處 明 亮 且 清 楚 展

現 肌 理 變 化 ， 濃 厚 雲 氣 導 致 部 分 肌 理 混 合 水 氣 暈 散 開 ； 山 底 下 山 勢

交 疊 著 並 且 一 直 延 伸 到 前 景 ， 亮 暗 之 間 錯 縱 交 疊 增 加 可 看 性 ， 以 色

襯 墨 手 法 展 現 夜 月 特 有 之 韻 味 。  

 

 

                                                 
    

1 7 4 資 料 來 源：廖 月 霞、賴 惠 英 編 著，何 木 火 繪，《 何 木 火 畫 展 》，﹙ 台 中 ：

台 中 縣 立 文 化 中 心 ， 1 9 9 5﹚， 頁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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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重 複  

     重 複 表 現 方 式 如 同 加 強 記 憶 力 般，不 斷 出 現 相 同 元 素，彷 彿

是 一 種 揮 之 不 去 記 憶 ， 運 用 重 複 元 素 需 要 整 齊 有 脈 絡 排 列 原 則 ，

如 文 同 1 7 5畫 墨 竹 ， 竹 葉 依 照 竹 枝 方 向 生 長 ， 有 跡 可 循 安 排 佈 局 ，

以 至 於 重 複 編 排 不 顯 凌 亂 ， 徽 宗 1 7 6的 〈 瑞 鶴 圖 〉 將 十 隻 丹 頂 鶴 置

於 汴 京 的 宮 殿 上 ， 圍 繞 著 宮 殿 屋 瓦 並 且 按 照 固 定 航 道 飛 翔 ， 並 且

每 隻 鶴 有 著 不 同 姿 態 ， 雖 然 重 複 ， 卻 不 生 硬 表 現 ； 月 世 界 雖 然 山

形 類 似 ， 卻 會 隨 著 斷 層 以 及 傾 斜 坡 度 而 有 所 改 變 ， 斷 層 關 係 造 成

月 世 界 東 北 、 西 南 面 傾 斜 容 易 被 雨 水 侵 蝕 ， 造 成 急 陡 坡 面 ， 位 於

中 間 地 形 坡 度 較 緩 接 近 水 平 面 。 1 7 7依 據 地 形 變 化 描 寫 月 世 界 重 複

山 形 ， 山 形 才 不 至 於 隨 意 排 列 生 長 ， 而 是 井 然 有 序 成 列 於 地 表 。  

 

 

 

 

 

 

 

 

 

 

                                                 
1 7 5 文 同 ﹙ 1 0 1 8 ~ 1 0 7 9 ﹚， 梓 潼 人 。 字 與 可 ， 號 錦 江 道 人 、 笑 笑 先 生 。 精

詩 文 書 畫 ， 畫 善 墨 竹 ， 後 來 畫 竹 者 稱 為 湖 州 派 。《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珍 藏 書

畫 》，﹙ 東 京 都 ： 二 玄 社 ﹚， 頁 8 。  
1 7 6 徽 宗 ﹙ 1 0 8 2 ~ 11 3 5 ﹚， 本 名 趙 佶 ， 北 宋 最 後 皇 帝 ， 擅 長 書 畫 、 花 鳥 ，

並 有 著 名 瘦 金 書 。《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珍 藏 書 畫 》，﹙ 東 京 都 ： 二 玄 社 ﹚， 頁 6 1 。 
1 7 7 方 淑 美 ，《 南 瀛 地 形 誌 》， 台 灣 ： 台 南 縣 文 化 局 出 版 ， 2 0 0 4  。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_author.php?key=%A4%E8%B2Q%AC%FC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culta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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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重 複 山 勢 造 型 〔 圖 119〕  

 

 

圖 11 9  林 天 瑞 ，〈 月 世 界 〉， 1 9 6 8， 油 彩 、 畫 布 ， 8 8 . 5 x 1 2 9 c m。 1 7 8  

   林 天 瑞 1 7 9 以 月 世 界 特 殊 造 型 組 成 畫 面 重 複 元 素 ， 並 且 依 照 山 勢

走 向 一 邊 傾 斜 陡 峭 ， 另 一 邊 緩 坡 分 布 ， 圖 中 以 山 谷 間 河 流 貫 穿 畫 面

中 央 ， 試 圖 將 視 點 從 近 處 帶 至 遠 方 ； 河 岸 曲 折 變 化 十 分 考 究 ， 河 岸

一 側 因 為 靠 河 流 外 邊 侵 蝕 較 為 明 顯 ， 河 流 形 成 下 切 作 用 ， 所 以 一 邊

河 岸 路 地 會 少 於 另 外 一 邊 ， 林 天 瑞 不 只 在 乎 重 複 造 型 佈 局 ， 也 考 究

月 世 界 當 地 自 然 條 件 所 帶 來 的 變 化 。  

 

 

 

 

                                                 
    

1 7 8 資 料 來 源 ： 李 既 鳴 編 著 ， 林 天 瑞 繪 ，《 林 天 瑞 紀 念 展 》，﹙ 台 北 ： 台 北

市 立 美 術 館 ， 2 0 0 3 ﹚， 頁 8 3。  

    
1 7 9 林 天 瑞 ﹙ 1 9 2 7 ~ 2 0 0 3 ﹚， 出 生 於 高 雄 縣 ， 師 承 顏 水 龍 。 南 畫 廊 。 瀏 覽

日 期 ： 2 0 11 / 0 4 / 2 3。〈 h t t p : / / w w w. n a n . c o m. t w/ 〉。 p a t h： 畫 家 ； 姓 名 ； 林 天 瑞 ；

林 天 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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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 重 複 山 石 色 彩 〔 圖 120〕  

 

 

圖 1 2 0  林 天 瑞 ，〈 月 世 界 〉， 1 9 7 0， 油 彩 、 夾 板 ， 3 8 x 4 5 . 5 c m。 1 8 0  

   林 天 瑞 做 此 幅 畫 時 ， 運 用 重 複 幾 何 三 角 形 排 列 於 畫 面 中 央 ， 整

齊 排 列 使 得 造 型 猶 如 屏 障 般 的 擺 設，顏 色 方 面 也 使 用 簡 單 白 色 參 雜

一 些 黃 色 以 及 綠 色 ， 但 顏 色 幾 乎 是 單 調 重 複 ， 使 得 畫 面 須 要 運 用 肌

理 質 感 ， 來 打 破 平 淡 ， 墨 色 運 用 也 是 如 此 ， 當 墨 色 在 畫 面 上 過 於 平

淡 ， 畫 家 必 須 再 安 排 ， 打 破 原 本 平 淡 無 奇 的 畫 面 ， 因 此 ， 顏 色 運 用

上 可 以 多 樣 反 映 周 遭 色 ， 也 能 平 淡 柔 和 使 用 相 近 色 ， 但 一 定 要 有 漸

層 或 者 加 入 質 感 ， 方 能 使 畫 作 趨 向 完 整 。  

 

 

 

 

                                                 
    

1 8 0 資 料 來 源 ： 吳 守 哲 編 著 ， 林 天 瑞 繪 ，《 南 方 的 太 陽 ： 林 天 瑞 紀 念 展 》，

﹙ 高 雄 ：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藝 術 中 心 ， 2 0 0 4﹚， 頁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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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結 上 述 ， 月 世 界 不 論 造 型 、 色 彩 ， 都 能 夠 是 靈 感 來 源 ， 自

然 景 物 總 是 如 此 令 作 者 著 迷 ， 不 論 是 古 今 之 人 ， 皆 都 對 於 自 然 宏

偉 、 壯 闊 、 多 變 而 有 所 讚 嘆 ， 但 面 對 景 物 時 畫 家 所 需 要 思 考 的 則

是 構 圖 、 佈 局 、 安 排 、 構 想 ， 最 後 必 須 加 上 經 驗 累 積 ， 才 能 完 成

一 幅 作 品 。  

    因 此 在 創 作 一 幅 畫 作 時 ， 常 常 需 要 問 自 己 構 圖 上 還 能 做 些 什

麼 ， 才 能 不 斷 在 創 作 中 進 步 ， 除 了 以 上 所 整 理 手 法 外 ， 畫 家 必 須

常 常 藉 著 寫 生 面 對 自 然，驗 證 創 作 手 法 正 確 性，以 水 墨 皴 法 來 說，

荷 葉 皴 不 能 只 是 照 著 畫 譜 上 照 本 宣 科 ， 還 需 找 到 與 荷 葉 皴 相 似 山

石 肌 理 ， 對 其 寫 生 。  

    關 於 色 彩 方 面 手 法 ， 也 不 能 主 觀 使 用 喜 歡 顏 色 在 畫 面 上 ， 而

必 須 有 個 依 據 或 者 理 論 ， 才 能 下 筆 ， 以 林 天 瑞 創 作 過 程 做 例 子 ，

在 此 幅 〈 月 世 界 〉〔 圖 121〕 中 ， 運 用 快 速 筆 觸 描 寫 月 世 界 山 形 ，

並 且 使 用 塊 面 式 上 色 而 非 平 塗 ， 顯 示 此 幅 畫 作 是 速 寫 作 品 ， 透 過

對 山 川 的 速 寫 ， 使 得 對 於 顏 色 有 更 細 緻 多 樣 並 且 精 確 的 掌 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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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 1  林 天 瑞 ，〈 月 世 界 〉 連 作 ，  

1 9 7 5， 蠟 筆 、 水 彩 ， 3 1 . 5 x 4 1 . 5 x 2 c m。
1 8 1

 

 

 

 

 

 

 

 

 

 

 

 

 

                                                 
    

1 8 1 資 料 來 源 ： 李 既 鳴 編 著 ， 林 天 瑞 繪 ，《 林 天 瑞 紀 念 展 》，﹙ 台 北 ： 台 北

市 立 美 術 館 ， 2 0 0 3 ﹚， 頁 1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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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創 作 自 述  

 

    作 者 表 現 月 世 界 時 ， 遠 望 能 看 到 山 勢 煙 嵐 ， 飄 渺 的 現 象 ， 或

者 看 見 山 勢 連 綿，清 楚 的 躍 動 於 大 地，近 看 時 則 看 見 山 勢 的 魄 力，

月 世 界 肌 理 的 每 一 小 塊 土 塊 清 晰 可 見 ， 有 硬 質 的 有 軟 質 的 土 塊 豎

立 其 上 ， 進 而 整 齊 的 排 列 、 組 合 成 巨 大 體 型 的 山 勢 ， 因 此 在 創 作

表 現 上 ， 作 者 大 部 分 以 遠 望 角 度 描 寫 月 世 界 ， 在 主 體 上 會 增 加 許

多 月 世 界 的 肌 理 與 客 體 做 區 隔 ， 將 月 世 界 的 質 感 融 合 山 勢 ， 作 為

月 世 界 之 特 色 ， 再 以 土 坡 與 植 被 的 走 向 作 為 視 覺 動 線 的 布 置 。  

    色 彩 方 面 作 者 運 用 冷 暖 色 調 對 筆 ， 月 世 界 用 暖 色 調 ， 而 霧 氣

或 者 植 被 用 冷 色 調 處 理 ， 亦 或 是 單 純 墨 色 來 襯 托 主 體 色 彩 ， 主 體

色 彩 不 一 定 會 按 照 月 世 界 暖 色 調 處 理 ， 色 彩 上 會 跟 著 畫 面 環 境 改

變 顏 色 。  

    色 彩 的 運 用 對 於 水 墨 來 說 ， 前 人 所 謂 以 墨 為 主 ， 以 色 為 輔 ，

原 則 上 墨 色 與 色 彩 不 能 同 時 佔 據 畫 面 ， 以 免 賓 主 不 分 為 第 一 要

點 ， 第 二 要 點 ， 作 者 認 為 在 宣 紙 上 創 作 ， 不 能 單 純 用 鮮 豔 顏 色 爭

奇 鬥 艷 ， 一 定 要 有 墨 色 為 基 底 ， 色 彩 明 度 與 白 紙 明 度 才 不 會 過 於

相 近 而 使 畫 面 明 度 過 高，如 果 是 用 絲 絹 創 作，效 果 就 與 紙 張 不 同，

張 伸 熙 運 用 絹 創 作 ， 顏 色 乾 淨 透 徹 ， 色 彩 在 絹 與 紙 張 上 所 呈 現 效

果 不 同 ， 作 者 在 創 作 上 也 注 意 材 料 方 面 的 使 用 。  

    作 者 依 照 創 作 理 論 依 據 以 及 手 法﹙ 單 純、量 大、數 大、色 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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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比 、 日 夜 、 重 複 ﹚ 小 節 作 為 創 作 時 的 理 論 與 方 法 ， 並 且 在 了 解

月 世 界 自 然 生 態 樣 貌 後 ， 表 現 出 與 以 往 不 同 風 格 月 世 界 。  

 

 

圖 1 2 2  作 者 繪 ，〈 晨 曦 〉， 2 0 1 0， 紙 本 設 色 ， 7 6 x 5 0 c m  

月 世 界 夏 日 早 晨 陽 光 未 露 面 ， 樹 葉 上 的 露 珠 還 未 消 失 ， 霧 氣 佈 滿

月 世 界 的 山 坡 ， 作 者 將 所 看 到 之 景 致 做 錯 落 式 的 墨 色 安 排 ， 運 用 歐 豪

年 運 用 水 墨 方 式 ， 加 入 水 氣 軟 化 皴 法 僵 硬 部 分 ， 將 墨 塊 與 紙 張 融 合 更

緊 密 ， 濃 墨 主 要 畫 山 景 清 晰 之 樣 貌 ， 淡 墨 則 寫 朦 朧 之 感 。  

在 水 墨 畫 中 ， 主 體 的 部 分 需 要 用 墨 色 、 筆 觸 來 強 ， 但 主 體 之 外 的

部 分 ， 則 需 要 水 氣 暈 染 ， 拉 遠 與 主 體 的 距 離 ， 與 達 文 西 所 提 出 大 氣 透

視 法 類 似 ， 唯 有 運 用 此 種 手 法 ， 才 能 將 距 離 感 作 一 藝 術 表 現 處 理 ， 使

畫 面 重 點 強 調 ， 焦 點 集 中 處 理 ， 抑 或 是 主 體 細 部 加 強 ， 方 能 使 觀 者 遠

看 山 勢 走 向 ， 近 看 質 感 描 寫 ， 以 質 感 表 現 物 體 真 實 姓 以 及 量 感 ， 不 論

是 質 重 於 量 、 量 重 於 質 ， 主 體 質 感 表 現 是 表 現 月 世 界 之 特 色 要 領 。  

 

 



148 

 

 

 

圖 1 2 3  作 者 繪 ，〈 蒸 雲 〉， 2 0 1 0， 紙 本 設 色 ， 7 2 x 9 4 c m  

  竹 子 有 其 強 韌 的 生 長 力 而 聚 集 起 來 成 竹 林 ， 竹 子 有 分 叢 生 的 竹 子

與 散 生 的 竹 子 ， 莿 竹 屬 叢 生 竹 故 一 叢 叢 有 次 序 的 排 列 ， 襯 托 月 世 界 山

勢 ， 山 勢 方 面 ， 作 者 使 用 趙 孟 頫 的 荷 葉 皴 畫 法 當 作 肌 理 ， 與 竹 子 和 霧

氣 形 成 軟 硬 筆 觸 對 比 ， 來 描 寫 月 世 界 晨 間 草 木 茂 盛 之 情 景 。  

    筆 觸 對 比 造 成 畫 面 上 軟 硬 筆 觸 調 和 ， 在 所 有 藝 術 品 中 ， 平 衡 、 調

和 、 協 調 ， 都 是 在 強 調 ， 如 何 讓 此 件 藝 術 品 ， 耐 看 並 且 發 人 省 思 ， 也

是 黃 金 比 例 為 何 重 要 之 原 因 ， 所 有 的 事 物 都 是 遵 照 著 一 定 的 法 則 、 規

律 在 運 行 ， 無 論 竹 子 或 者 樹 葉 ， 光 照 強 烈 的 部 分 會 比 較 茂 盛 ， 這 是 一

種 定 律 ， 人 體 也 依 照 比 例 ， 才 不 至 於 各 個 器 官 五 官 ， 長 在 奇 怪 不 對 的

位 置 上 ， 一 張 作 品 的 畫 面 ， 如 果 都 只 有 強 烈 堅 硬 的 筆 觸 ， 會 使 觀 者 看

了 心 情 浮 躁 ， 而 柔 軟 的 筆 觸 佈 滿 畫 面 ， 則 會 顯 得 有 墨 無 骨 ， 因 此 ， 畫

面 鬆 緊 必 須 隨 著 需 求 ， 而 有 所 變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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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 4  作 者 繪 ，〈 曉 曙 〉， 2 0 11 ， 紙 本 設 色 ， 7 6 x 1 2 0 c m  

   當 太 陽 從 烏 山 頭 露 面 時 ， 山 底 下 月 世 界 接 受 到 斜 側 光 照 射 ， 受 光 處

用 赭 石 襯 墨 色 皴 法 ， 背 光 處 用 花 青 與 墨 色 統 調 ， 以 色 彩 互 補 手 法 將 石

頭 之 明 暗 向 背 作 區 分 ； 筆 觸 以 披 麻 皴 描 寫 山 之 側 面 ， 山 之 稜 線 以 荷 葉

皴 描 寫 ， 與 石 濤 〈 獨 步 入 東 山 〉 圖 中 兼 用 兩 種 皴 法 寫 山 紋 路 肌 理 ， 通

常 寫 披 麻 皴 是 描 寫 山 之 紋 路 ， 不 是 在 描 繪 稜 線 的 ， 而 石 濤 加 入 荷 葉 皴

與 披 麻 皴 作 結 合 ， 運 用 披 麻 皴 畫 左 右 側 之 山 石 肌 理 。 作 者 在 此 幅 畫 中

是 描 寫 日 初 時 刻 ， 因 此 以 花 青 畫 霧 氣 朦 朧 之 感 ， 試 圖 營 造 晨 間 朦 朧 之

美 。  

    晨 間 朦 朧 美 在 溫 潤 色 彩 ， 此 霧 氣 能 使 景 物 形 態 變 的 飄 渺 虛 無 ， 而

在 這 若 即 若 離 之 間 ， 讓 人 彷 彿 置 身 於 仙 境 ， 想 一 探 霧 裡 面 的 景 色 ， 因

此 景 物 並 非 直 接 呈 現 ， 而 是 經 過 遮 掩 ， 使 得 某 一 部 分 露 出 ， 多 了 一 份

想 像 的 空 間 ， 水 墨 畫 中 的 留 白 手 法 ， 便 是 以 能 增 加 觀 者 更 多 想 像 空 間

為 手 法 ， 作 為 畫 面 重 要 的 角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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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 5  作 者 繪 ，〈 拂 曉 〉， 2 0 11 ， 紙 本 設 色 ， 7 0 x 9 5 c m  

   早 晨 太 陽 還 未 升 起 時 ， 地 平 線 上 總 會 散 發 出 微 弱 光 芒 ； 月 世 界 特 殊

在 於 夏 季 水 蒸 氣 旺 盛 ， 夜 間 冷 空 氣 將 水 蒸 氣 凝 結 形 成 薄 霧 ， 因 此 當 早

晨 太 陽 未 出 現 黎 明 時 刻 ， 薄 霧 遲 遲 未 散 去 ， 作 者 以 淡 墨 染 煙 霧 之 狀 ，

皴 擦 山 石 筆 觸 帶 水 份 ， 配 合 雲 霧 描 繪 出 濕 潤 之 感 ； 色 彩 方 面 ， 作 者 單

純 以 墨 色 清 晨 透 徹 寂 靜 ， 而 不 以 過 於 複 雜 顏 色 作 為 表 現 。  

    水 墨 中 ， 是 以 墨 為 主 色 為 輔 的 形 式 創 作 ， 所 謂 墨 為 主 並 非 是 墨 與

色 彩 用 量 多 寡 來 區 分 ， 而 是 運 用 顏 色 使 墨 更 明 顯 ， 凸 顯 作 為 描 繪 主 要

手 法 ， 因 此 在 黎 明 時 刻 ， 能 將 此 種 現 象 體 現 ， 當 微 弱 光 芒 從 地 平 線 射

出 ， 只 有 天 空 呈 現 淡 淡 的 藍 色 ， 而 景 物 未 被 陽 光 照 射 呈 現 剪 影 ， 大 塊

面 積 黑 色 將 被 藍 色 所 透 出，如 同 創 作 水 墨 山 水 中， 色 不 搶 墨 而 能 醒 墨 ，

墨 色 為 主 角，並 且 表 現 墨 的 五 色 使 畫 面 附 有 層 次 變 化，以 濃 墨 畫 主 體 ，

淡 墨 畫 客 體 ， 乾 墨 與 濕 墨 皴 擦 作 為 皴 法 ， 膠 墨 作 一 畫 龍 點 睛 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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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 6  作 者 繪 ，〈 曙 色 〉， 2 0 11 ， 紙 本 設 色 ， 7 6 x 1 4 1 c m  

   月 世 界 早 晨 最 讓 作 者 印 象 深 刻 地 方 在 於 雲 霧 飄 渺 時 刻，曙 光 同 時 穿

透 雲 霧 ， 作 者 運 用 米 芾 米 點 皴 畫 雲 霧 ， 並 且 以 王 時 敏 安 排 雲 霧 飄 進 畫

面 效 果 ， 增 加 畫 面 延 伸 效 果 ； 而 陽 光 剛 露 面 斜 照 透 出 雲 霧 間 ， 漸 接 照

射 於 雲 霧 底 下 莿 竹 ， 色 彩 呈 現 淡 藍 偏 紫 色 調 ， 山 頂 端 則 是 赭 石 偏 紅 色

調 ， 以 赭 石 畫 山 頭 是 畫 月 世 界 常 用 模 式 ， 但 此 幅 畫 以 山 腳 下 偏 紫 藍 色

調 與 山 頂 暖 色 調 混 合 ， 運 用 主 體 本 身 色 彩 對 比 加 強 在 畫 面 明 顯 度 ， 墨

色 以 稍 微 濕 筆 重 墨 寫 莿 竹 ， 濕 筆 淡 墨 皴 山 石 ， 表 現 雲 霧 間 景 物 的 潤 澤

感 。  

    濕 筆 所 帶 來 的 效 果 ， 會 讓 山 石 形 態 軟 化 ， 有 如 泥 丘 被 雨 水 沖 刷 樣

貌 ， 而 這 也 是 月 世 界 表 面 的 樣 貌 ， 表 面 看 似 乾 枯 ， 其 實 是 雨 水 沖 刷 的

結 果 ， 因 此 只 要 有 水 氣 ， 表 面 土 質 必 定 會 軟 化 ， 就 如 同 雨 後 般 的 樣 貌 ，

鬆 軟 濕 潤 ， 早 晨 月 世 界 山 勢 形 態 也 因 此 與 平 時 不 同 ， 呈 現 軟 質 質 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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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 7  作 者 繪 ，〈 月 之 海 〉， 2 0 0 9， 紙 本 設 色 ， 1 2 6 x 6 5 c m  

    當 作 者 穿 梭 於 惡 地 形 之 間 時 ， 乾 枯 山 勢 一 叢 接 著 一 叢 ， 無 止 盡 連

綿 接 續 ， 就 如 同 月 球 表 面 只 有 乾 枯 地 表 土 坡 ， 廣 大 土 地 了 無 生 氣 ， 冷

清 月 世 界 代 表 著 人 力 外 流 ， 受 到 都 市 化 衝 擊 的 現 象 ； 顏 色 以 藍 色 表 現

沉 寂 月 世 界 ， 山 勢 方 面 主 要 以 墨 色 染 立 體 感 ， 將 山 石 塊 狀 感 以 及 聚 集

感 作 一 描 繪 ， 並 且 經 過 安 排 ， 使 用 對 比 形 式 將 濃 墨 與 淡 墨 相 襯 ， 表 現

墨 色 彼 此 需 要 有 所 區 別 才 能 分 出 景 物 前 後 關 係 。 作 者 在 構 圖 上 運 用 馬

遠 經 營 畫 面 形 式 ， 將 景 物 置 於 畫 面 一 角 ， 天 空 部 分 以 留 白 彰 顯 主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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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 8  作 者 繪 ，〈 遊 月 世 界 （ 一 ）〉， 2 0 0 9， 紙 本 設 色 ， 7 2 x 9 5 c m  

   此 幅 畫 將 作 者 遊 月 世 界 情 景 一 一 記 錄 下 來 ， 以 數 大 描 寫 形 式 ， 將 月

世 界 所 見 之 景 物 加 入 畫 面 中 。 月 世 界 芒 草 、 莿 竹 叢 生 ， 使 當 地 面 貌 增

添 不 少 生 機 ， 以 淺 綠 色 和 深 綠 色 描 繪 植 被 色 彩 ， 並 且 山 腳 下 安 排 務 農

人 家 ， 古 厝 附 近 莿 竹 起 先 主 要 為 抵 禦 外 來 者 ， 功 用 如 圍 牆 一 般 ； 月 世

界 質 感 用 較 為 生 硬 筆 觸 描 寫 ， 以 畫 出 山 石 堅 硬 鋒 銳 之 感 為 目 的 ， 並 且

運 用 墨 塊 畫 陰 暗 面 ， 以 此 拉 大 與 亮 面 對 比 ， 讓 惡 地 形 山 勢 冰 冷 尖 銳 。  

    數 大 是 創 作 形 式 的 一 種 ， 以 多 種 入 畫 的 景 色 加 入 畫 面 中 ， 並 且 作

有 次 序 的 排 列 生 長 ， 使 畫 面 不 顯 雜 亂 而 有 跡 可 循 ， 如 畫 面 中 紅 磚 瓦 房

子 置 於 莿 竹 群 之 中 ， 顯 示 當 地 居 民 生 活 環 境 的 特 色 ， 而 雜 草 生 長 於 山

腳 下 ， 顯 示 山 腳 下 為 雨 水 堆 積 處 ， 自 然 形 成 天 然 灌 溉 作 用 ， 使 得 草 木

茂 盛 ， 當 風 徐 徐 吹 過 ， 草 木 頃 刻 之 間 會 一 面 倒 向 同 一 方 向 ， 以 上 皆 是

將 月 世 界 當 地 全 貌 作 一 統 合 ， 再 以 量 大 手 法 描 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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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 9  作 者 繪 ，〈 遊 月 世 界 （ 二 ）〉， 2 0 0 9， 紙 本 設 色 ， 6 5 x 1 2 7 c m  

曾 看 過 驚 濤 駭 浪 ， 也 見 識 過 壯 觀 雲 海 ， 月 世 界 惡 地 形 兩 者 特 色 皆

兼 備 ， 山 勢 起 伏 好 比 浪 濤 流 動 ， 山 勢 層 巒 好 似 雲 海 萬 變 ； 作 者 畫 月 世

界 之 山 勢 需 不 斷 檢 視 ， 試 著 描 繪 出 有 變 化 而 不 呆 板 的 樣 貌 ， 其 中 有 戶

人 家 身 處 莿 竹 林 內 ， 是 在 宏 觀 惡 地 形 下 加 入 細 節 變 化 ， 除 此 之 外 山 勢

的 肌 理 表 現 用 鬆 散 的 皴 法 表 現 泥 岩 鬆 軟 滑 動 的 現 象 。  

層 巒 疊 起 中 ， 高 低 山 勢 變 化 是 需 要 注 意 的 ， 如 果 齊 一 的 山 頭 將 會

使 畫 面 呆 板 ， 過 於 形 式 化 ， 雖 是 按 照 水 平 線 安 排 ， 但 遠 近 關 係 將 使 山

近 處 忽 高 遠 處 忽 低 ， 而 不 論 高 低 起 伏 ， 全 都 是 一 個 群 體 ， 就 必 須 注 意

到 山 脈 生 成 方 式 ， 山 脈 是 由 堆 積 而 形 成 中 央 山 脈 ， 台 灣 本 島 就 以 中 央

山 脈 向 左 右 發 展 ， 而 月 世 界 則 是 經 過 雨 水 沖 刷 中 央 山 脈 ， 所 堆 積 而 成

的 沉 積 岩 所 組 成 ， 因 此 在 經 過 另 一 次 的 板 塊 擠 壓 使 月 世 界 露 面 並 且 形

成 ， 擠 壓 過 程 中 ， 旁 邊 山 勢 較 為 低 矮 ， 中 間 被 擠 壓 山 勢 將 逐 漸 升 高 ，

以 此 樣 貌 描 繪 山 形 將 會 是 準 確 的 描 繪 方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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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3 0  作 者 繪 ，〈 橫 看 成 嶺 側 成 峰 〉， 2 0 0 9 ， 紙 本 設 色 ， 1 2 4 x 6 5 c m  

    月 世 界 山 勢 強 烈 驚 人 ， 尤 其 當 俯 仰 觀 之 時 ， 山 之 稜 線 尖 銳 使 草 木

不 生 ， 雨 滴 落 下 時 先 是 短 暫 停 留 於 山 麓 ， 過 不 久 雨 滴 聚 集 之 後 便 開 始

由 上 而 下 沖 刷 月 世 界 之 粗 糙 表 面 ， 在 侵 蝕 搬 運 效 果 下 形 成 明 顯 尖 銳 山

頭 。 作 者 以 重 複 形 式 構 圖 ， 強 調 山 形 形 態 ， 並 且 運 用 范 寬 雨 點 皴 法 描

繪 雨 滴 經 過 堆 積 進 而 沖 刷 月 世 界 青 灰 岩 情 形 。  

    范 寬 雨 點 皴 其 並 非 全 是 雨 點 造 型 堆 積 ， 而 是 照 著 山 脈 紋 理 之 法 ，

作 小 筆 觸 描 繪 ， 增 加 質 感 上 變 化 ， 以 及 細 膩 精 確 描 繪 紋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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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3 1  作 者 繪 ，〈 晚 霞 〉， 2 0 1 0， 紙 本 設 色 ， 7 0 x 1 3 4 c m  

月 世 界 山 勢 雖 不 高，作 者 卻 想 要 用 山 嵐 霧 氣 將 之 山 勢 提 高；平 時 站

在 高 處 眺 望 山 勢 之 遼 闊，卻 忘 記 假 使 身 在 此 山 中，便 會 覺 得 山 勢 顯 得 高

聳 不 可 攀，作 者 加 入 自 己 遊 月 世 界 在 山 中 的 感 受，融 合 傍 晚 天 空 色 彩 將

月 世 界 影 像 突 顯 出 來。此 幅 運 用 量 大 形 式 表 現 宏 偉 山 勢，凸 顯 月 世 界 影

像 ， 並 且 寫 實 描 繪 山 勢 肌 理 以 及 運 用 流 暢 線 條 ， 描 繪 傍 晚 月 世 界 。  

身 處 月 世 界 山 勢 之 中 ， 發 現 宏 偉 巨 大 山 形 ， 將 遮 蔽 後 面 景 物 ， 但 唯

有 尖 聳 造 型，才 會 使 得 海 拔 只 有 一 百 多 公 尺 月 世 界 看 起 來 更 為 宏 偉，必

且 高 不 可 攀，尖 銳 造 型 就 如 同 教 堂，有 一 種 直 往 天 際 的 精 神 存 在 於 建 築

造 型 中 ， 而 山 勢 為 自 然 造 化 ， 但 經 過 人 主 觀 觀 賞 ， 總 會 被 主 觀 化 ， 對 於

作 者 來 說 ， 高 聳 山 勢 不 但 宏 偉 ， 而 且 草 木 不 生 現 象 如 同 沒 有 生 命 跡 象 ，

彷 彿 到 了 一 處 人 煙 稀 少 荒 廢 之 處 ， 因 此 ， 人 會 主 觀 賦 予 景 物 生 命 ， 但 自

然 物 本 身 價 值 ， 在 於 永 不 停 歇 循 環 、 變 化 ， 宏 偉 只 不 過 是 作 者 主 觀 產 生

的 意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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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3 2  作 者 繪 ，〈 遊 月 世 界 之 三 〉， 2 0 1 0， 紙 本 設 色 ， 1 2 6 x 6 5 c m  

    作 者 夏 天 遊 月 世 界 ， 並 且 於 當 地 寫 生 ， 因 此 就 山 勢 造 型 重 複 與 夏

日 林 木 茂 盛 景 像 結 合 ； 山 峰 連 綿 起 伏 是 特 色 之 一 ， 用 線 條 起 伏 連 續 性

強 調 山 勢 奇 特 的 形 狀 ， 並 且 為 了 打 破 秩 序 性 ， 佈 局 以 聚 散 形 式 作 為 變

化 ， 中 景 以 墨 竹 襯 托 前 景 與 遠 景 月 世 界 山 形 ， 前 方 大 片 留 白 ， 運 用 王

蒙 〈 秋 山 草 堂 〉 圖 中 S 行 構 圖 法 ， 試 圖 將 觀 賞 者 導 入 畫 中 且 延 伸 至 遠

景 。  

    S 形 構 圖 則 是 一 種 創 造 景 深 手 法， 從 前 景 一 直 延 伸 至 遠 景 ，並 且 迂

迴 ， 距 離 感 變 得 更 明 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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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 ,抓 的 住 它 〉系 列 作 品 表 現 作 者 創 作 歷 程，所 謂 歷 程 則 是

一 種 長 期 歷 史 進 程 ， 其 中 紀 錄 著 從 回 憶 、 思 考 、 構 圖 、 創 作 歷 程

表 現 。  

 

 
 

圖 1 3 3  作 者 繪 ，〈 我 , 抓 的 住 它 〉系

列﹙ 一 ﹚，2 0 11，紙 本 設 色 ，

8 3 x 7 1 c m  

圖 1 3 4  作 者 繪 ，〈 我 , 抓 的 住 它 〉 系

列﹙ 二 ﹚，2 0 11，紙 本 設 色 ，

6 8 x 7 5 c m  

    面 對 月 世 界 照 片 作 回 憶，依 照

實 際 肌 理 紋 路 作 細 節 描 繪，有 助 於

增 加 對 於 月 世 界 的 記 憶 。  

    在 寫 實 描 繪 肌 理 之 下， 能 夠 清

楚 描 繪 岩 石 組 成 的 先 後 關 係，以 及

群 組 關 係，並 且 也 能 精 確 畫 出 既 有

印 象 中 的 月 世 界 。  

    但 記 憶 畢 竟 不 能 永 遠 被 存 放 於

腦 海 裡 ， 因 此 漸 漸 從 腦 中 消 失 ， 卻

也 悄 悄 的 被 內 化 吸 收 。 而 在 這 過 程

中 ， 就 是 畫 家 所 需 要 挑 戰 的 ， 如 何

將 最 初 的 感 動 表 現 出 來 ， 而 不 至 於

自 圓 其 說 ， 就 是 要 經 過 體 會 將 之 精

神 表 現 出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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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3 5  作 者 繪 ，〈 我 , 抓 的 住 它 〉 系

列﹙ 三 ﹚， 2 0 11， 紙 本 設 色 ，

6 8 x 7 5 c m  

圖 1 3 6  作 者 繪 ，〈 我 , 抓 的 住 它 〉

系 列 ﹙ 四 ﹚， 2 0 11 ， 紙 本

設 色 ， 3 5 x 3 1 c m  

   記 憶 漸 漸 消 失，剩 下 片 段 零 星 月

世 界 樣 貌 ， 此 時 已 經 不 能 描 繪 出 擁

有 完 整 細 節 月 世 界 山 勢 ， 但 卻 已 經

將 山 勢 基 本 結 構 內 化 ， 並 且 準 備 創

作 屬 於 自 己 風 格 月 世 界 。  

    而 風 格 有 再 現 性 以 及 表 現 性 兩

種 ， 作 者 先 經 過 再 現 性 表 現 月 世 界

之 後 ， 表 現 性 須 依 賴 自 己 本 身 對 於

描 繪 物 的 瞭 解 ， 以 及 主 觀 看 法 和 感

受 ， 才 能 創 造 出 理 想 中 的 月 世 界 ，

表 現 性 是 屬 於 充 滿 藝 術 性 的 表 現 。  

   運 用 內 化 後 的 元 素 作 為 最 小

單 位 符 號 ， 將 之 符 號 結 合 重 組 成

月 世 界 山 勢 ， 並 且 賦 予 此 幅 作 品

時 間 性 。 此 幅 畫 寫 早 晨 月 世 界 ，

運 用 風 格 化 呈 現 ， 將 之 組 合 成 山

勢 ， 在 早 晨 月 世 界 當 中 ， 應 該 要

有 漂 亮 的 顏 色 以 及 霧 氣 ， 因 此 將

之 理 想 化 後 ， 霧 氣 穿 梭 在 山 勢 之

間 ， 色 彩 運 用 強 烈 冷 暖 對 比 凸 顯

整 張 畫 優 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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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3 7  作 者 繪 ，〈 我 , 抓 的 住 它 〉 系

列﹙ 五 ﹚， 2 0 11， 紙 本 設 色 ，

3 5 x 3 1 c m  

圖 1 3 8  作 者 繪 ，〈 我 , 抓 的 住 它 〉

系 列 ﹙ 六 ﹚， 2 0 11 ， 紙 本

設 色 ， 3 5 x 3 1 c m  

    被 濃 縮 的 元 素 再 將 之 組 合 重

組 ， 並 且 審 視 重 組 後 的 月 世 界 山 勢

是 否 能 再 被 繼 續 創 作 的 可 能 性 。 此

幅 畫 寫 月 世 界 朦 朧 之 感 ， 運 用 霧 氣

方 式 ， 加 強 岩 塊 群 組 ， 使 岩 塊 不 至

於 鬆 散 互 不 相 連 ， 在 迷 霧 中 ， 隱 隱

約 約 山 形 拉 出 距 離 感 ， 作 一 主 客 體

區 分 ， 強 化 主 體 重 要 性 ， 因 此 在 重

組 過 後 的 石 塊 ， 會 透 過 主 客 體 之 間

的 安 排 ， 有 變 化 並 有 韻 律 感 。  

   最 後 加 入 特 殊 技 法，審 視 是 否

能 與 其 他 新 技 法 相 容 ， 以 便 了 解

此 種 創 作 形 態 在 未 來 的 可 能 性 。

此 幅 畫 寫 雨 間 月 世 界 。  

    再 運 用 此 特 殊 技 法 時 ， 具 象

線 條 與 造 型 已 經 被 抽 離 ， 只 有 抽

象 墨 塊 於 畫 面 上 ， 也 就 是 將 月 世

界 的 石 塊 轉 化 成 抽 象 表 現 方 式 ，

也 是 表 現 性 風 格 的 一 種 ， 適 合 用

於 氣 氛 營 造 表 現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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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3 9  作 者 繪 ，〈 月 夜 〉， 2 0 11 ， 紙 本 設 色 ， 7 6 x 5 2 c m  

   晚 上 月 世 界 寂 靜 無 人 ， 只 有 月 光 與 山 勢 的 對 話 還 能 被 作 者 所 注 意 ，

寂 靜 夜 裡 ， 微 微 月 光 灑 落 在 月 世 界 表 土 上 ， 呈 現 淡 淡 光 芒 ， 作 者 以 淡

淡 藍 光 顯 示 夜 裡 被 月 光 照 射 光 芒 四 散 模 樣 ， 並 且 以 噴 槍 作 細 緻 層 次 兼

用 墨 染 ， 將 晚 間 氣 氛 烘 托 於 紙 面 上 ， 皴 法 以 荷 葉 皴 描 寫 山 勢 肌 理 ， 再

以 淡 墨 色 作 染 增 加 山 石 凹 凸 變 化 。  

 

    作 品 〈 風 韻 〉〔 圖 140〕、〈 烽 火 〉〔 圖 141〕、〔 圖 142〕 和 〔 圖

143〕， 是 以 風 、 火 兩 個 概 念 元 素 作 為 出 發 點 創 作 ， 風 所 要 傳 達 是

以 研 究 月 世 界 題 材 時 ， 對 於 描 寫 月 世 界 以 飄 渺 虛 無 之 手 法 為 創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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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現 ， 以 增 加 畫 面 優 美 效 果 ； 而 火 所 要 傳 達 是 描 寫 月 世 界 時 的 熱

情 ， 必 須 對 於 所 要 表 現 主 題 充 滿 熱 情 ， 專 注 於 此 一 題 材 上 創 作 ，

才 會 有 所 進 展 ； 以 上 為 創 作 時 作 者 所 應 該 具 備 條 件 ， 因 此 用 風 、

火 兩 個 元 素 加 入 月 世 界 情 境 中 暗 指 創 作 精 神 ， 是 作 者 對 於 主 題 作

一 瞭 解 後 ， 所 作 的 總 結 ， 以 單 純 表 現 手 法 呈 現 所 要 表 達 概 念 。  

 

 

圖 1 4 0  作 者 自 繪 ，〈 風 韻 〉， 2 0 11 ， 紙 本 設 色 ， 9 3 x 7 7 c m  

   雲 霧 如 果 沒 有 風 的 吹 拂 ， 會 因 為 呆 板 而 沒 有 變 化 ， 如 馬 麟 所 繪〈 靜

聽 松 風 〉 圖 中 松 葉 經 過 風 吹 送 形 成 動 態 感 ， 松 葉 依 照 同 個 方 向 搖 擺 ，

並 且 錯 落 有 秩 序 的 排 列 ， 雲 霧 經 由 風 作 為 媒 介 ， 同 樣 也 能 產 生 有 秩 序

變 化 ， 與 月 世 界 搖 擺 不 定 山 勢 呈 現 對 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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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4 1  作 者 自 繪 ，〈 烽 火 〉 系 列 ﹙ 一 ﹚， 2 0 11 ， 紙 本 設 色 ， 3 5 x 6 6 c m  

    創 作 月 世 界 需 要 對 於 該 主 題 充 滿 熱 情 ， 以 朱 色 繪 出 熱 情 光 芒 ， 從

畫 面 中 散 發 ； 月 世 界 主 體 則 是 以 浮 貼 方 式 固 定 於 畫 面 中 ， 顯 示 月 世 界

影 像 不 完 美 ， 作 者 認 為 這 種 殘 缺 邊 線 有 種 不 被 約 束 自 在 感 ， 並 且 能 被

不 斷 延 伸 ， 沒 有 邊 線 存 在 便 能 無 拘 無 束 ， 自 由 發 展 創 作 。  

 

 

圖 1 4 2  作 者 自 繪 ，〈 烽 火 〉 系 列 ﹙ 二 ﹚， 2 0 11 ， 紙 本 設 色 ， 1 7 x 6 6 c m  

    破 壞 邊 線 手 法 來 自 於 作 者 親 自 運 用 手 撕 技 巧 ， 沿 著 造 型 邊 線 撕

開 ， 紙 與 紙 之 間 纖 維 會 破 壞 原 本 既 有 線 條 造 型 ， 並 且 運 用 單 純 背 景 凸

顯 纖 維 ， 使 主 題 加 入 手 作 的 粗 糙 感 以 及 無 線 條 拘 束 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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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4 3  作 者 自 繪 ，〈 烽 火 〉 系 列 ﹙ 三 ﹚， 2 0 11 ， 紙 本 設 色 ， 1 7 x 6 6 c m  

    作 者 嘗 試 加 入 墨 韻 增 加 〈 烽 火 〉 系 列 作 品 變 化 ， 月 世 界 山 石 被 當

作 主 角 放 置 在 劇 場 般 畫 面 情 境 中 ， 借 以 襯 托 出 主 體 重 要 性 ， 排 列 方 式

有 別 於 山 水 近 、 中 、 遠 景 佈 局 ， 以 排 排 站 形 式 來 同 時 呈 現 此 次 創 作 主

角 ， 並 且 擺 出 各 種 姿 態 於 畫 面 中 增 加 畫 面 動 感 效 果 。  

 

    以 火 概 念 為 出 發 點 月 世 界 系 列 作 品〈 烽 火 〉，輪 廓 線 條 以 不 同

於 西 方 繪 畫 表 現 形 式 ， 從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達 文 西 〈 蒙 娜 麗 莎 〉 將 線

條 融 合 背 景 之 中 ， 而 野 獸 派 馬 諦 斯 〈 紅 色 的 室 內 〉 則 是 將 粗 黑 線

條 作 為 外 輪 廓 ， 框 住 表 現 物 以 凸 顯 色 塊 表 現 ， 然 而 在 中 國 水 墨 畫

中 ， 從 唐 宋 有 明 顯 外 輪 廓 線 以 及 皴 法 侷 限 山 勢 形 體 樣 貌 ， 一 直 演

變 至 元 代 倪 瓚 〈 紫 芝 山 房 〉 開 始 出 現 虛 實 並 且 較 為 開 放 線 條 ， 此

虛 實 線 條 是 在 重 點 處 增 添 較 濃 黑 線 ， 其 他 線 條 融 入 畫 面 山 石 皴 法

中 ， 達 到 開 放 與 限 制 的 平 衡 點 。 作 者 這 次 以 手 撕 破 壞 線 條 則 是 如

同 虛 實 線 條 處 理 法 ， 部 分 是 完 整 未 加 以 破 壞 以 凸 顯 主 題 之 線 條 ，

和 被 破 壞 具 有 開 放 以 及 擴 張 性 之 線 條 相 融 合 ， 完 成 〈 烽 火 〉 系 列

作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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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括 以 上 之 敘 述 ， 月 世 界 山 脈 創 作 必 須 要 以 形 式 作 為 佈 局 安

排 ， 再 加 上 情 境 鋪 陳 才 能 華 實 相 符 呈 現 作 品 ， 而 不 能 讓 內 容 與 形

式 有 所 失 衡 。  

    形 質 必 須 兼 備 ， 形 式 只 是 一 種 呈 現 作 品 的 手 法 ， 作 者 需 要 將

此 形 式 配 合 畫 論 重 新 組 合 運 用 創 作 月 世 界 ， 例 如 運 用 單 純 手 法 表

現 月 世 界 特 殊 肌 理 ， 還 需 注 意 畫 論 中 所 指 出 的 「 畫 見 其 大 象 ， 而

不 為 斬 刻 之 形 」， 才 能 避 免 畫 面 雜 亂 ， 將 重 點 強 調 出 來 。  

    台 南 縣 與 高 雄 縣 雖 然 呈 現 一 大 片 月 世 界 惡 地 形 ， 但 作 者 創 作

時 ， 擷 取 月 世 界 之 特 色 作 為 元 素 ， 並 且 將 之 新 元 素 組 合 成 為 不 同

於 前 人 的 皴 法 ， 因 為 前 人 皴 法 以 描 繪 中 國 大 陸 山 石 肌 理 為 主 ， 與

台 灣 各 地 名 勝 山 川 所 需 運 用 的 皴 法 不 同 ， 因 此 研 究 月 世 界 之 皴 法

只 是 創 作 的 一 小 部 分 ， 未 來 還 需 繼 續 博 覽 台 灣 各 地 形 地 貌 ， 以 創

作 真 正 屬 於 台 灣 的 山 川 皴 法 ， 描 繪 台 灣 山 勢 地 形 之 特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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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本 次 以 月 世 界 為 研 究 對 象 ， 從 地 理 環 境 、 山 勢 、 當 地 所 呈 現

氛 圍 ， 如 何 運 用 前 人 筆 墨 ， 以 符 合 時 代 性 ， 最 後 透 過 後 設 認 知 檢

視 所 學 習 理 解 知 識，加 以 運 用 到 創 作 上，過 程 中 所 碰 到 眾 多 問 題，

需 要 透 過 不 斷 實 驗 嘗 試 ， 釐 清 事 實 ， 排 除 不 必 要 元 素 ， 透 過 不 斷

重 新 審 視 解 決 問 題，作 者 所 要 做 的，將 以 保 留 台 灣 特 殊 地 貌 特 色，

透 過 新 的 語 言 將 之 詮 釋 。  

    在 創 作 上 所 碰 到 問 題 是 作 者 所 關 切 的 ， 構 圖 方 面 選 擇 遠 眺 角

度 或 近 觀 描 寫 月 世 界 山 勢 ， 遠 眺 所 要 表 現 出 山 勢 連 綿 以 及 遠 近 空

氣 感 ， 這 其 中 大 氣 之 勢 與 山 勢 配 合 比 例 須 要 拿 捏 ， 而 近 觀 描 寫 方

面 須 著 重 在 筆 墨 用 筆 ， 皴 法 也 必 須 具 有 準 確 度 以 描 寫 山 勢 。 表 現

形 式 方 面 多 元 融 合 不 同 手 法 ， 參 考 對 象 則 以 近 代 畫 家 表 現 優 異 手

法 作 一 學 習 對 象 ， 過 程 中 遇 到 相 容 方 面 問 題 ， 並 不 是 每 一 種 所 選

定 的 手 法 都 適 合 表 現 月 世 界 。  

   〈 我，抓 的 住 它 〉系 列 作 品 是 作 者 創 作 歷 程，最 後 歸 納 出 一 種

新 的 創 作 形 式 ， 在 新 的 創 作 形 式 中 包 含 新 的 符 號 以 及 新 的 重 組 技

巧，以 下 是 以 分 析 新 符 號 可 行 性 來 判 斷 未 來 創 作 使 用 可 能〔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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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歷 代 山 石 之 礬 頭 作 為 新 符 號 的 判 斷 基 準，從 評 比 中 瞭 解 未 來 以 此

符 號 創 作 時 的 可 能 性 以 及 需 要 改 進 之 處 。  

 

圖 1 4 4  「 新 符 號 」  

 

圖 1 4 5  董 源〈 龍 宿 郊 民 圖 〉之 礬 頭  

 

圖 1 4 6  吳 鎮 〈 秋 江 漁 影 〉 之 礬 頭  

 

圖 1 4 7  惲 壽 平 〈 山 水 〉 之 礬 頭  

  

表 4  新 表 現 手 法  

新 符 號 優 點  新 符 號 缺 點  

1、 造 型 比 皴 法 更 有 立 體 感 。  1、 墨 韻 使 用 不 夠 多 。  

2、 能 確 實 描 繪 月 世 界 土 塊 。  2、 整 體 感 不 明 確 。  

3、 組 合 後 形 成 更 多 塊 面 。  3、 無 法 與 大 多 數 皴 法 相 容 。  

4、 質 感 描 寫 較 為 明 顯 。  4、 體 積 小 容 易 被 墨 塊 掩 飾 。  

5、 有 明 顯 生 長 堆 疊 方 向 。  5、 缺 乏 筆 觸 中 點 的 使 用 。  

 

    以 上 優 點 顯 示 此 種 新 符 號 較 有 立 體 感 並 且 符 合 當 地 環 境 ， 缺

點 方 面 在 針 對 入 畫 可 能 性 上 還 需 要 加 強 ， 它 只 是 一 個 符 號 ， 並 非

是 筆 觸 ， 差 異 在 於 符 號 的 獨 立 性 較 筆 觸 高 ， 符 號 能 獨 立 存 在 畫 面

任 何 地 方，而 皴 法 則 須 依 附 於 山 形 山 勢 表 現，資 料 中 董 源 的 礬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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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縮 小 畫 面 中 的 山 形 而 繪 之 ， 影 像 融 合 度 上 顯 然 比 較 足 夠 ， 而 作

者 的 符 號 在 畫 面 中 相 當 突 兀 ， 與 山 形 結 合 度 上 較 低 ， 所 以 以 此 資

料 作 為 改 進 依 據 ， 期 望 能 在 往 後 研 究 中 找 到 融 合 符 號 的 方 向 。  

    往 後 研 究 主 題 繼 續 以 台 灣 特 殊 山 勢 為 表 現 對 象 ， 在 台 灣 苗 栗

地 區 有 一 處 惡 地 形 ， 稱 為 火 炎 山 ， 雖 然 地 質 狀 況 與 月 世 界 相 似 ，

但 組 成 以 礫 石 居 多 ， 所 要 表 現 方 式 也 決 然 不 同 ， 仍 需 深 入 研 究 ，

引 用 一 句 李 可 染 座 右 銘：「 以 最 大 的 功 力 打 進 去；以 最 大 的 勇 氣 打

出 來 。 」 1 8 2面 對 所 要 研 究 目 標 ， 作 者 將 會 全 力 盡 心 了 解 ， 唯 有 深

入 分 析 對 象，才 有 機 會 突 破 現 階 段 自 己 的 程 度，解 決 目 前 的 困 難。 

 

 

 

 

 

 

 

 

 

 

 

 

 

 

                                                 
1 8 2 鄭 明，《 現 代 水 墨 畫 家 探 索 》，（ 台 北：雄 師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1 9 8 9），

頁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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