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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創作緣起 

    從古至今，許多水墨創作者透過師法造化，在自然風景中從不同的角度，不同

的季節，寫出大自然不同的意態與風貌。比如荊浩隱於太行山寫松萬本，董源、巨

然寫江南山水，李成以山東風景為本，范寬以黃土高原為行旅，都在在顯出畫家與

自然的親密關係與地緣關係。而近代余承堯的真山樂水、真實生活的體驗，那行遍

山水窮極觀照下，使得他筆下的山水有著濃厚的地理感，甚至有季節感與時序感。 

  在我水墨創作的過程裡，心中所想的就是要找一個創作源頭，它可以如塞尚的

聖維克多山，讓他窮盡一生，捕捉其風貌，喚醒其內在的創作慾望。又或者，能學

學石濤飽覽名山大川，「搜盡奇峰打草稿」後，終形成自己蒼鬱恣肆的獨特風格。 

  偶然機會中，我有幸造訪草嶺的萬年峽谷，記得剛到峽谷底部時，就被峽谷內

宏偉的景觀氣勢所震懾，谷中那層次分明、色彩豐富的岩壁，線條優美且有規則的

岩層，以及因不同的落差，被流水雕琢出的種種不同的岩石造型與河床，旱季晴天

流水較少時，各處淺灘形成無數的淺潭，淺潭中既有豐富的苔蘚，更有躍動不已的

小蝌蚪和各種小水蟲，讓你驚訝於生命的豐富；還有在陽光照射下的涓涓清流，以

及流水所形成的各種光影與波紋，加上各處小瀑底下深潭裡湛藍清澈的溪水等，都

是極好入畫的素材。 

  而當漫步在峽谷步道中，每一段落、每個角度都讓視覺有不同的體會與享受；

長逾一公里的峽谷，有著無法形容的美妙景觀；這使得我在開拓水墨創作的空間上

有著極佳的延展效果，猶如一幅長逾一公里的巨大、天然雕刻而成的巨型彩色岩

雕，激發我在創作上源源不絕的嘗試與實驗之路。 

  我便以萬年峽谷瑰麗的風景為創作源頭，由於它的景緻讓我目眩神迷，不由自

主的想要把它表現在畫紙上。峽谷形成的久遠歷史以及多變的樣貌，在讚嘆大自然

的鬼斧神工與浩瀚力量之餘，也令我興起浩歎、忘我的虔誠與謙卑。希望經由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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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從中汲取創作素材，深入觀察，體會客觀對象之後再醞釀胸中丘壑，以提煉出

那屬於自我的筆法、墨法與設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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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創作理念 

    我的生活和思想裡，不自覺總帶著一種嚮往恬淡、自由的生活情調，由於在理

想與現實間，總是充滿著各種掙扎與困頓，焦慮與困惑，於是我渴望能找到一個安

身之處以撫慰疲憊的身心。 

    處於大自然中，經常會發現某些景物和我非常的契合，置身於這些景物中，讓

我感到熟悉與舒適，我想這應該就是所謂的「移情作用」吧！移情作用可以把自己

的情感轉移到外物身上去；我們知覺外物，常把自己所感受到的感覺投射到物的本

身上去，把它誤認為是物本來就有的屬性，1所以本來的我就變成為物的我，進而把

物的形象當做是自我情趣的返照，因此不但移情於物，還要吸收物的姿態於自我，

並且不知不覺地摹擬物的形象；2當以這種眼光與[心境來觀看自然，真的就是所謂

的「一片自然風景就是一種心境」了。 

  這種嚮往恬淡適逸的生活情調、清淨無為的生活態度，通達平淡的人生哲學，

牽引著我，終於在萬年峽谷的旅遊中找到了足以休息且解脫的安身地。我的創作理

念就是希望表現沖淡、純任自然的筆法外，亦希望發展出自然真實、純粹純樸的風

格。中國山水畫中的畫論精華，如「氣韻生動」，「物我? 一」，「外師造化，中

得心源」，「畫乃吾自畫」，「寫胸中逸氣」，「師古人之心而不師古人之跡」，

「由有法到無法」等等，都讓我在與大自然的對話創作中得到應證，在澄靜的心靈

狀態中觀察，看到平時未能觀察的發現，正所謂靜觀自得。 

  

 

  尤其當置身在山川峽谷的交流中，使我有一種「青山看我我看山」的感覺。這

種摒除世俗功利的、純粹的審美境界可以養性怡情、淨化心靈。我深深理解為寫出

山水的性情，表達令人動情的感情氛圍絕不是簡單地學習古人的筆墨程式或對景寫

生所能達到。因此我對自己的期許是：一、化景物? 情思，或者? 以情思化景物，

搜盡奇峰，情景交融，化? 胸中的丘壑；二、化? 法? 我法，學前人法，食古而

                                                 
1 朱光潛(2001)。《談美》。台北市：尼羅河書房。頁59。 
2 同註1，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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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想透過比較平淡溫厚的筆墨去找出一條路，最終要以自己對大自然的新鮮感受

和感悟去活用傳統的筆墨，使之成? 表現胸中丘壑的筆墨語言。 

  因此對景寫生，自然不止於寫，而是一種感情的體驗，心靈的對話。我的寫生

是為以後創作做準備。從寫生中得到的感悟再憑藉想像、組合並以寫意的方式提煉

出來，希望在傳統根基和當下的生活中激盪出新的突破和創造，展現自我的生命情

調與筆墨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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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創作方法 

  由於創作的主題是環繞著與自然有關的情懷議題，因此是以一個個獨立的畫面

來做為作品的呈現及說明，而不採冊頁、扇面或手捲連貫性的方式來呈現。並以自

身隨手手札和筆記來作為創作和論文資料的參考之用，再加上引用美學、哲學裡相

關文獻資料來輔助論述。 

進行研究的方式有: 

一、實地觀察 

在實地觀察時，我會特別注意樹木葉子的形狀和枝幹的生長法，在觀察中，可

以發現，其中有些種類的樹，葉子的表現法就如范寬《谿山行旅》中前景裡樹的表

現筆法一樣，是用雙勾的方式來畫出樹葉；樹枝部份，台灣因氣候四季如春的緣

故，所以樹木枝幹部分大都是生長成鹿角枝法，如郭熙《早春圖》中的蟹爪枝生長

姿態是很少的。 

而在觀察石頭時，則是會注意石頭的肌理，有些地方的石頭有如郭熙的雲頭

皴，而有些則如夏圭的大斧劈所表現的岩石肌理，也有的如龔賢的斧劈皴法。 

  因為喜歡親近大自然，所以經常將自己置身於大自然的懷抱中，以悠閒的眼

光，靜靜的觀看，觀看眼前的花、草、樹木和遠山、溪流，並和一些記憶中曾到過

的地方來做分析比較，藉由這種方式來實際紀錄景象。 

二、文字的紀錄 

  無論到任何地方，我都有隨手做筆記的習慣，所以之前不經意隨手記下來的文

字或速寫記錄，現在對我而言，可以說有很大的幫助，藉著這些文字、速寫記錄，

我可以很快的回到當時的情境之中，並能以此作為創作、論述的依據。（如附錄，

頁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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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攝影的轉化 

  每當遇見自己喜歡的景物，我都會將它拍攝下來，經由這些拍照下來的相片，

挑選出在當時能震撼我或感動我的景象，以這些經過選擇出來的景象為主軸，並加

以運用機械的視線─鏡頭和科技的電腦雙管齊用，再配合當時的文字記錄或速寫，

轉化成為我創作的源泉。（如附錄，頁33） 

四、繪畫的創作 

在創作構圖上，我經過多番的嘗試後，由傳統的中國水墨構圖跳脫出來，而採

以現在的觀點和觀賞角度來呈現畫面的構圖；然而在視點上有水墨傳統的「三遠」

法，也有現在的單點視覺法。在造型和筆墨上的實驗結果，則選擇採用現代感的手

法，筆墨為淡墨多次堆疊，造型為見到對象物即如實將其形像畫出或許是其形或許

是其質，並參考傳統的養分。（如附錄，頁31-32） 

  繪畫部份務求符合於中國水墨畫的精神，使用筆與墨的本有特質，再經由水與

墨的關係來接觸畫面，或有墨的濃、淡、乾、溼、皴、擦、染，筆的快、慢、鬆、

緊、輕，藉著水與墨的相融性、親合性來呈現與自然範圍相關的感情和視覺，以及

心靈上的感知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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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再現與表現 

 

  再現，一般是指藝術家對他所認識的對象或社會生活的具體描繪；在創作手法

上偏重寫實和逼真，具有平易近人、真實寫照、形神兼備等特點。中外歷史上的大

量美術作品，如唐、宋的山水花鳥及人物畫，希臘、文藝復興、新古典主義和寫實

主義等，都是使用再現的或偏重再現的手法。至於表現，一般是指藝術家運用藝術

手段直接表達自己的情感體驗和審美理想；理性的、情感的因素比較顯著，在創作

手法上偏重於拋棄具體的物象，追求超感覺的? 容和觀念，創作手法多採取象徵、

寓意、誇張、變形以至抽象等，傾向表現自我，表達理想。 

  我認為在藝術創作上，再現與表現並不是全然相對的，藝術創作中的再現不是

對現實的機械反映，不是純客觀地複製現實，藝術中的再現總離不開藝術家的認

識、選擇、提煉、加工和改造，體現? 藝術家的目的和本質。相同的，任何作品，

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現藝術家的主觀思想與感情，是其個性的表現，也是其主體意識

的表現，同時也是其對社會生活的評價與理想的表現。 

  再現與表現是我在創作上的兩種基本手段和方法，我認為再現不能完全? 有表

現，表現也不能完全? 離再現，在創作中各自側重程度的不同，不過是為適應不同

體裁、心境與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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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構圖意念 

    每個人對於事物的觀看角度各有不同，因此對於相同的事物與景象會呈現不同

的體會與表現。 曾經被問過，為什麼你構圖的視點景物都這麼遠？其實觀看角度的

不同，隱含了一個人潛意識的再顯。在我的創作裡，大部份的畫面呈現，都是採遠

距的視覺感覺。我想這是因為從小到大，與同儕遊戲或相處，我總喜歡當一個旁觀

者，而不會積極的參與其中。這種第三者的觀察角度，一直延續到長大。我遇到任

何事物，都會試著把自己抽離出來，成為一個旁觀者，在一旁靜靜的觀看，並想想

其中所含的意義和道理。 

     回顧中國水墨寫景的視點方式，其實是關乎古人的空間意識的，他們認為宇宙

無限，人與自然並非對立，而是與自然融為一體，從而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所以人以「俯仰自得」的精神來欣賞自然，在自然中「遊心太虛」，融入無限的宇

宙，在其間往返遨遊。如《易經》中所? 的：「無往不復，天地際也」。這種哲學

思想對於水墨畫表現語言的形成及影響，形成獨特的視點原理，講求「三遠」，即

高遠、深遠、平遠。由此要求畫家站在一個宏偉的高度，俯察游觀自己所表現的對

象，以大觀小，「以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 

    到了近代，由於受西方影響，對景寫生，多為單點透視，尤以俯視居多。我的

作品雖不採透視的表現方式，但也可說我提供的是一種當代的視覺經驗，由於我採

取記憶拼貼與攝影作品輔助參照，因此我呈現的視覺經驗是混合了人的觀看與機械

的觀看（攝影、錄像、電子圖像均屬之），相對於傳統而言，這是一種非自然的、

機械性的觀看方式，也是一種屬於我身處當代的觀看模式，當然這種模式也容易遭

人批評為冷漠疏離的表現方式。 

    而我從環境中疏離出來，從遠處來觀賞大自然的一切，盡窺全貌，也以相機拍

攝的各種景物加以拼貼組合，這些無非就是希望保持適當的距離，一方面讓自己不

受傳統構圖的束縛，一方面企圖從實際生活的牽絆中解放出來，我深信只有在不受

切身利害牽絆，才能安閒自在地玩味美妙的景致，欣賞大自然本身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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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記憶拼貼 

  曾經有人問過我，「你記得甚麼時候最快樂？做甚麼事能令你心裡最快樂？」

當時我直覺的認為：「在我還是孩童時候，就是我最快樂的時候；當我悠閒的處於

山林之中，漫步於林蔭下時能令我心裡獲得極大的安詳和快樂」；隨著年齡的增

長，許多記憶的片段不斷浮現，我領略孩童時的快樂是因為身處於大自然中，那無

憂無慮的玩耍、觀看、挑戰和發現成為我創作最大的庫存。對於我來說，「自然」

真的有種莫名的吸引我的魅力，只要和「自然」相關的事物都能令我深感興趣，就

如蘇東坡在超然臺記中：「凡物皆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 

  我在凝視與觀察大自然景物時，會回想那些曾經歷過、欣賞過的自然景物，就

像小孩子在玩拼圖遊戲。這種拼圖式的記憶，乃是將原本散落在腦內各角落的記憶

碎片，一片一片的抓出來，與當下景物做一番比較與檢選，拼湊成一個完整的畫面

後，我所選擇的情境景象就逐漸成形，而我就好像在時空交錯的氛圍中，心裡自有

一種欣慰。 

  因此我的作品固然是以「再現」大自然為元素，但我將記憶片段與之重新組

合，又是一種拼貼之表現。事實上，再現與表現在中國文人畫中從來不是問題，自

宋以後，就從? 重真實地再現客觀現實轉而向著重表現主觀的情感，然而即使文人

畫後來發展到高度概括、不求形似的特點，但也並非完全偏離客觀對象。 

  我以寫生與記憶拼貼的模式創作，有如宗柄年老時的臥遊創作，也有如余承堯

將年輕時到過的山水憑記憶畫出，這因時間的琢磨而產生的記憶，與我當下的情

感、意象的聯想有關，展現在創作上就好像蘇軾所主張的「寓意於物」；倪瓚的

「聊以寫胸中逸氣爾」；石濤的「借筆墨以寫天地萬物而陶泳乎我也」。透過生命

歷練所粹取出的記憶、情感、感受，成為我創作源源不絕的泉源，希望經由在記憶

中尋找藝術創作的情感，建構個人繪畫的風格與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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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瞬間與永恆 

  畫面上的景物是大自然的旅遊紀?，也是精神的載體，是思考的對象，也是深

層心理的表象形式。在寫生的過程中再現了自己眼中的自然，在拼貼寫意的創作

中，表現了自己內在的情懷。我發現存在於風景中的美，也發現了事物之間永恆的

和諧與大道。 

  於就讀研究所之前，我就對佛家的思想非常有興趣，在研究所就讀期間，陸續

接觸到老子等的道家思想和石濤的一畫論，他們所講的都不離“宇宙自然”這個大

道。在我到過的那麼多地方之中，萬年峽谷，就是最能來實際說出這“道”的其中

道理之一。 

  萬年峽谷幾度被淹沒與再出現，印證了佛家的無常思想。雖其名為「萬年」，

但相對的它所呈現給世人看的卻讓人興起無常的感嘆。一般人認為「常」應該就是

永恆，不生不滅、不變異才叫做「常」。但我們的心，念念不停地跟著所有的感受

在變化，既然是剎那不斷的改變著，心當然是無常的，要保持「常心」是多麼的困

難。我在作品中所呈現的，就是我眼睛所看到的景象景物，花、草、樹木、流水等

無非就是企圖以平常心反璞歸真，回到那平淡天真的狀態。 

  佛教「三法印」第一句話就是「諸行無常」，要在人間這個無常的世界裡面，

去洞悉它的無常性。一個人，活在世上隨著年歲的增長，生活的體驗增加之後，就

會體會出「諸行無常」的道理。世上一切現象的演變、一切人、事、物的運行，都

無法永恆不變的。面對千變萬化的大自然，捕捉自然於一瞬間，從大自然體悟的道

理轉化於畫布上，將自己所處所經歷的心態創作出來不正就是一種「常」與永恆的

表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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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作品解析 

  從小就生長在鄉下，每天所接觸的都是各種田園的野趣，所以對自然的一切就

感到特別的溫馨。 

  在早期我所作的畫作，大部分都是以自然的事物景象為作畫的對象物，當時畫

了許多的花卉、山水風景，在當時的作品中，呈現出來的視覺效果是唯美的，可惜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這些都只有表象，欠缺了一種內心的感受。 

  後來年紀稍長，接觸的知識多了，經歷的事也多了，於是在偶然的機遇下學讀

了佛經，自此之後，我的想法與思考有別於以往的觀念，且同時也在經典裡解答了

我小時候的疑問。之後進了研究所就讀，接觸到了更多有關道家、禪宗的思想後，

可以歸結出，其實佛家、道家和禪宗所講的“道”，其最終是相通的。 

  有了這個思想後，在我往後看待任何的人、事、物，都以這思想為依據。所以

在後來所創作的作品，即是一種發自內心，對於對象物有特殊感覺、感受和想法後

才產生的作品。一方面移情寄情於自然，一方面也藉由景物來抒發壓力。 

  在這時期創作出的作品，在媒材的選用上有別於早期的媒材，筆墨用法也相去

甚遠。在畫面繪畫過程中，或許也是會害怕下筆失敗，而整張要重來過，所以是邊

想邊畫，而不是驟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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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視覺表象的追求 

  這些創作是過去種種景象的回憶，是用畫筆記錄下當時生活經驗中所見到的種

種景物，我記得當時在創作這些畫時，在過程中我是愉快的、無憂的，所以所呈現

出來的作品給人的也是一種幸福感的畫面效果，而且有些作品就呈現出只是單純的

對對象物作出描寫描繪，是一種直觀的繪畫方式。 

一、《荷趣》（圖1） 

                圖1江秀容《荷趣》2004 彩墨紙本 110×37cm 

  荷花在中國人的觀念中一直佔有很高尚的位置，『出汙泥而不染』，事實上，

荷花傲然挺立的美確實很吸引人的眼光，從小我就很喜歡看荷花，很想親近荷花，

可是一般的荷花池都很大，只能遠觀荷葉亭亭，無法讓我貼近細看，有一段時間我

常畫荷花，只因為單純的想要把荷花唯美的呈現在畫紙上。 

  這件作品是採用二段式的方式畫出，先用筆直接沾上顏料，把視線內明顯清晰

的部份畫好，待畫面乾了之後，再將全紙打溼，沾上淡色料，畫出朦朧的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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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南春》（圖2） 

 
圖2 江秀容《江南春》2004彩墨紙本45×100cm  

  在畫此作品時，雖然對大陸江南的山水慕名已久，但從未親眼見過，對它的風

景、人文印象純是透過各種媒體（如電視、書籍、畫冊、攝影）得來，從這些間接

的資訊中，江南給我的感覺就是充滿一種溫柔的美、安靜的美，含有豐沛濕潤的水

氣，所有的草木都蒼蒼鬱鬱的，有一種煙雨霏霏的氣氛，如詩如畫。 

  創作此畫時，是先將遠方的房子定出位置後，再以山馬筆沾滿濃墨畫出左側的

樹，接著畫出平原上的小樹叢，次以淡墨和顏料分別在畫紙前後兩面皴出平原的植

物，最後再以厚重的顏料在正面著色並甩撒之。 

三、《路士易湖》（圖3） 

 
圖3 江圖3 江秀容《路士易湖》2003彩墨紙本32×81cm 

  創作此件作品的動機要追溯到讀國中時，因為那時我的英文成績尚佳，課餘閱

讀許多英文書籍，其中英格蘭和加拿大的景物對我的誘惑力最大，我喜歡英格蘭的

廣大草原和華滋水潤的風景，以及加拿大潔淨自然的原始森林、山脈、湖泊，路士

易湖就在加拿大，所以在作此畫時，我的心情是激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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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畫此件作品，我將筆沾上飽滿的濃墨，先畫出前景的杉樹，接著畫出湖泊上

的石頭，再來將畫面全部打溼，用淡墨乾筆畫出近山，其後再畫遠山，最後部分再

著上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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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筆墨性情的表達 

  這些創作主要是以萬年峽谷為主題，透過自身親臨其地所引發出我內心深處對

這大自然的感知，進而將之轉到畫面上。 

一、《熱帶植物園─水氣》（圖4） 

                      
圖4江秀容《熱帶植物園─水氣》2009水墨紙本68×70cm 

  創作此圖的出發點其實很單純的，只是想表現當陽光灑在樹梢葉子上，那種水

氣蒸發氤氳的視覺感受。我採用比較寫意的方式並以緩慢的筆觸和筆調來表現。 

這件作品使用的視點是屬於移動視點，可看到群山的平遠與深邃，而墨和筆的使用

方法則是，第一次即沾滿了我想要的墨濃度，再經過多次重筆堆疊即會出現令人意

想不到的墨韻美，希望藉由墨的美，來呈現出植物園中的樹飽含的豐富水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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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園》（圖5） 

   

圖5 江秀容《家園》2009水墨紙本136×210cm 

  因為從小生長在山腳的鄉下，每天開門即可看到一座座的山和一大片的田野，

所接觸的環境皆是有關於大自然的一切，記憶中，每當課餘閒暇，即會有一大群的

小朋友，或騎著腳踏車，或用跑的，或群聚在廟庭前玩耍，或村前村後奔繞、追逐

於田間小路上，每天倘佯於大自然中，這正是年幼的我們和大自然互動的開始。 

  在這件作品中，所採用的是游移視點的構圖法，由近處的景物一直想要一路流

暢的延伸到最遠處的景點，而在筆墨方面則是運用緩慢的筆調和應用較淡的墨色來

逐步完成此幅作品，最後再加以濃墨。想要表現的是人居於大自然中和大自然的平

衡、和諧共處，也呈現出一種寧靜與一種融入於大自然中的和諧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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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萬年峽谷─延伸》（圖6） 

                        
圖6 江秀容《萬年峽谷─延伸》2009水墨紙本68×70cm 

要前往萬年峽谷，必須先沿著山腰的道路前行，接著再沿小徑往下走到溪谷底

部，沿途我們可以瞧見許多挺直的山群，人類與這些群山相比，不自覺的感到自己

是如此的渺小，如此的微不足道。也正因為對此種情境的感動，於是興起了以畫筆

將它表現出來的想法。 

到了谷底，面對如此壯麗的峽谷景象，想到我們現在能親眼見到這片曾經過多

次被土石流覆蓋消失後復又出現的峽谷，心裡也會慨歎大自然恆常中的無常，峽谷

它是永遠靜靜的躺在那裡，一陣暴雨帶來的土石流即可將它完全的覆蓋消失不見，

放眼望去僅是一般的河床，但是再來的暴雨洪水卻可將土石流沖刷殆盡，讓它再度

顯現出來，同一處地方，不同的時點，卻有令人完全不同的觀感。 

在這件作品中，畫面的構圖是採用斜線的方式來表現，因想以這構圖方式，使

畫面中的視覺感是向畫面裡面逐漸延伸進去的，也表示在這景象往此一方向進行，

裡面還有無限空間的可能。 

  而在筆墨方面，則是先用淡墨緩慢的逐筆堆疊，再多次慢慢的以淡墨或畫或

染，表現出我想要的對象物樹和岩石的紋理，並且在未乾的墨色上再加上想加強的

部份，使墨色與墨色之間能有融合、交錯等效果，藉此表現幽谷植物的欣欣向榮和

豐沛的山嵐水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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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萬年峽谷─飛瀑》（圖7） 

                    
圖7江秀容《萬年峽谷─飛瀑》2009水墨紙本68×70cm 

在光滑的大石床上走了一會兒，躍過淺灘、攀上岩壁，眼前出現了一個瀑布，

水流由對面岩壁上往下直衝，為了觀看它的底部有多深，我小心翼翼的往岩層邊緣

移動，發現這個瀑布落差確實很大，所以在畫這幅作品時，跳出眼前的畫面就是我

站在一塊平坦的岩層上，而這瀑布則由高處直瀉而下，加上瀑布邊的高山，讓我非

常震撼，想表現的也是它的高與深的感覺。 

除了為眼前所見的景象所攝住，我們再回頭想想，當大自然真的以無常的力量

撲來時，或許這景象就只剩下局部，我們現在所立足處是不可見的，因其已被洪流

淹沒了，只有對面岩壁上瀑布的源頭尚可見到，而這更讓我想到，相較於大自然無

常的力量，人類是多麼的渺小，多麼的無力。 

  而用筆墨方面，則是先用淡墨輕筆描繪出山石的位置，經過多次的堆疊後，再

就畫面上比較不足的地方，補上較重些的墨使整個畫面更有重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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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萬年峽谷─清流》（圖8） 

                 
圖8江秀容《萬年峽谷─清流》2009水墨紙本45×70cm 

我們都知道，台灣有一舊稱叫福爾摩莎，所以可想而知，台灣的森林植物給人

的感覺是充滿水氣、飽含水分的，所以就想藉由這種飽滿水分的感覺來表現對象

物，因水不僅是各種生物生存的三大元素之一，它本身還孕育著各種無數的生物，

可知其蘊含的能量有多重要了。在圖中，我們可看到前景是以河流為主，相較於其

它的景物，此河流的比例似乎顯得佔了畫面構圖的大部份，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

在暮冬春初，峽谷內的水流即變得非常平緩，而也正因為水流量的減少，在萬年峽

谷中才有可能呈現出如此平靜的水流面。 

  這件作品的構圖法是採用單一視點的，最先看到的前景是小沙灘上的礫石，其

次順著由左流來的河流往右看，可看到右邊河面漸寬，而在河流的對岸，可看到在

旁的樹巒，再來視線即是往樹巒後方的留白游移開展過去。在筆墨使用上，則採用

淡墨逐筆慢慢堆疊的方式呈現，而且儘量使整個畫面看起來有充滿水分水氣的感

覺；在樹的部份，則用很淡的墨色描繪，使得樹的畫面看起來更有水氣溫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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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萬年峽谷－瞻望》（圖9） 

 圖 9江秀容《萬年峽谷─瞻望》2009水墨紙本136×70cm                       

  當我們觀繞完畢萬年峽谷時，便是要往回走向來時的路徑。而在我們? 過水，

攀過石頭後，終於來到了山下石階梯處，於是我就站在這兒往來時路望去，眼前所

及的即是峭陡聳立的山體，而在這裡只能隱約的看到藏匿於樹林中的小屋，因這小

屋的高度是在離谷底的中高度處，所以仍可見到，而至於在離谷底更高的明隧道我

們就無從看到了。所以這景象給我的感覺是除了高陡還有震驚，怎麼會在如此短程

的路徑中，竟然有這麼陡峭的山勢，可見其自然力的瞬息驟變；而見到這景象的形

成除了給我們衝擊並也令我們望塵莫及的。 

  這件作品的構圖法是採用高遠為主的表現方式，因我想表現當我回頭往來時路

望去時，眼睛所見與屆時心中的震撼。最先下手畫的部分就是畫面中景的山，接著

是由下向上伸展上去的峰巒樹叢，最後是前景部分，我想表現的除山群陡峻外，也

想使畫面呈現出一個由下而漸上昇的視覺動向。在筆墨使用上，先採用淡墨定出位

置，再逐步多次或疊或點的方式畫出對象物的質感和厚度，使畫面看起來有蓊鬱蒼

蒼的視覺感官感受，並用較濃的墨色來呈現景物，使整個畫面更有力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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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萬年峽谷－渾厚》（圖10） 

          圖 10 江秀容《萬年峽谷─渾厚》2009水墨紙本 136×70cm 

  會畫此作品是因為台灣山水雄偉的氣勢和重量感，給我的震撼，因從來沒有這

樣如此的感受到台灣山水給人的穩固和厚重，當我靜靜並仔細的觀察，彷彿有種心

領神會的感動，感動於山群的雄偉奇立，感動於大自然的浩瀚，感動於天地的亙

古，而此時好似可以感同身受於陳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

人類與天地相比就如海天一粟了。 

筆墨方面，先破壞宣紙本身的性質，使其形成落礬的質感，再用淡墨一層層堆

染，並畫上線條且予多次疊染以達到所需的厚度，最後於紙背畫上線條，使其厚度

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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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萬年峽谷－曠遠》(圖11) 

      
圖11江秀容《萬年峽谷─曠遠》2009水墨紙本136×420cm 

  此件作品的構圖是採用由近處到遠處的視覺動向方式，來表現光滑又堅實平坦

的大石床、大磐石，給人寬廣、遼闊的視覺震撼。因此在這件作品中，我想表現的

是萬年峽谷給我第一眼的感覺──震撼於它的空曠平遠。 

  筆墨方面，先用淡墨線條勾構出對象物，之後再用淡墨慢慢堆疊堆積，直到所

需的墨色。群樹的部份是先用淡墨隨性的先畫出大略的樹型和樹種，最後再在局部

加強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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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歷程 

    

圖12江秀容《萬年峽谷 1》2009 水墨紙本 90×70 cm      圖13江秀容《萬年峽谷2》2009 水墨紙本 122×67 cm 

圖14江秀容《萬年峽谷 3》2009 水墨紙本 95×70 cm       圖15江秀容《萬年峽谷4》2009 水墨紙本 136×70 cm 

  作品風格呈現演變階段是由傳統東方古代山水到微觀具象景物的呈現，再轉為

擷取攝影手法，呈現出宏觀景物。 

  起先我繪畫時是將萬年峽谷的景象，轉化成傳統的水墨山水（如圖12、13）是

因為想著無常的先驅思想，大自然的一景也是被無常所含括了，所以就將台灣山水

轉化成非「常」的常見台灣山水，就如元朝趙孟頫《鵲華秋色》中也是以異於常理

的空間和比例來表現〈趙孟頫將分隔於兩地的鵲山和華不住山矗立在圖上的同一地

平線上〉。當完成一些作品後，發覺以傳統的技法畫出來的作品無法表現出萬年峽

谷的雄偉、奇麗，而且我已是個現代人，畫出來作品也是要讓現代人欣賞觀看的，

並不是為了古代人作畫，不應將台灣的景物傳統化，讓我的整個構圖和成品給人的

感受是大陸山水（如圖14、15），而非我們台灣人自己所熟悉的台灣典型山水，例

如那種圓圓的山頭，緩緩的山形，形似棉花糖的樹型和樹的稜線。所以最後還是改

以現代的觀點與技法，畫成一幅幅的現代畫，不再將台灣山水裡原有的特色轉化、

變形，甚至使其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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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江秀容《萬年峽谷－壺穴》 
2009水墨紙本70×85cm 

  
 
 
 
 
 

 
圖18江秀容《萬年峽谷－瀑潭》 
2009水墨紙本70×56cm 

                  
 
 

            
圖17江秀容《萬年峽谷－磐石》 
2009水墨紙本136×70cm 

           

 
圖19江秀容《萬年峽谷－浮光》 
2009水墨紙本136×70cm 
 

 

 
 
 
 
 
 
   
 

  微觀具像景物的部分，是為了要在畫作中呈現出現代感，所以就老實的將對象

物具像畫出（如圖16、17、18），而在作畫閒暇的時候，我會去看看其它相關的書

籍，學到了攝影的擷取手法Focus（聚焦）──去蕪存菁只留下欲表現的對象物（如

上三圖），此時，又以肌理的變化來呈現對象物，使其不同於先前單一表現個別對

象物的方式。 

  而也是因為攝影方法的參考，所以在偶然的一次機會中，看到雜誌上有關於越

戰當時的黑白照片，並且在照片中看到背景中的樹叢，在太陽光下，其所呈現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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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光掠影的視覺效果（如圖19），所以就想要表現亞熱帶台灣，當太陽正烈時，在

陽光下的景物和著台灣熱帶的水氣，其呈現的也是浮動、跳動的，有點像海市蜃樓

般充滿夢幻的影像，晃晃動動的，尤其是在台灣南部，這種景象更甚。而在電影

「春光乍現」（Block up）疑雲照片中也有這樣的影像呈現。 

  再來就是先前曾和同學討論過我的作品，同學只說了一句：「你根本就沒有把

這題目的特色表現出來、畫出來嘛！」，讓我豁然驚醒，回家後我想了好久，想想

要如何表現出對象物的特色，如何以畫來說明對象物的特徵、特點，使觀畫者明

瞭。 

  雖然懷有這種想法，但是要如何將那種感覺表現出來，卻不是那麼容易，苦思

好久，才讓我想到，要表現出對象物（萬年峽谷）的特色，就是把它給我第一眼的

震撼感表現出來就是了，那就是它那光滑又堅實平坦的大石床、大磐石，給人寬

廣、遼闊的視覺震撼，將我手邊所有的峽谷照片和繪畫資料拿來應用，試著試著，

我終於畫出了一直想要表現的那種第一眼就讓自己充滿震撼感的構圖。 

 

 

 

 

 

 

 

 



 26 

第四章 結論 

  瞭解是欣賞的前行準備，而欣賞則是瞭解的成熟結果。一般人迫於實際生活的

需要，都把利害看得太認真，不能站在適當的距離之外去看人生世相。3只要全神貫

注凝視著大自然，彷彿可以聽到大自然的輕聲細語，在自然中能看到象? 人生和宇

宙的奧妙與真諦，一花朵如此，一切事物也是如此。 

  我以自然常、無常這個主題來開展，其所用的想法情感不是陌生粗糙的，而是

經過反覆自省的，並把宇宙加以人情化，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在尋常的事物

中見到它的不尋常。 

  台灣的山水由於所處地理位置和地形的緣故，無法像大陸山水那樣有很明確的

季節變換，也無法對於若有似無的雲霧空間及意境的表露，更枉論畫面中因空白的

保留和虛實的對照所造成的繪畫趣味性和戲劇性，進而呈現出元湯垕所說的「⋯春

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4而台灣山

水的特色僅只有祥和並飽含水分的氤氳氣氛了。 

  就我而言，繪畫台灣山水並不容易有好表現，在眾多的創作主題中為何獨挑了

台灣山水來表現呢？最主要的原因是萬年峽谷帶給我「常」和「無常」、瞬間與永

恆的感觸。以此想法來作為創作思想的根源，其直接的目的雖然不在陶冶性情，卻

有陶冶性情的功效。 

  古人說：「外師造化，中得心源」，造化與心源必須相互依恃，過與不及都會

形成一種僵化。我企圖通過水墨形式元素之間的變化，接近自然，物化自然，讓客

觀事物與自身之間形成一種默契，進一步使精神思想超越表象、超越時空而達到以

物抒情，以情達意的幻化世界。在品味那凝練而單純、含蓄而整體、優美而恬? 的

水墨意境時，期望自己能心手相應，落筆作畫時，不僅表現山水的形貌，還能呈現

對自然的本質，內心的情感，真正做到「寫我胸中逸氣」。 

                                                 
3  同註 1，頁 49。  
4 郭繼生編(1982)。《美感與造型》。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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