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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文以藝術家席德進（1923-81）為研究對象，主要研究的範圍是畫家的

美學思維及人文關懷，並探討畫家與近代台灣美術發展歷程的互動，尤著重

在畫家對改革、創造新中國畫的努力與成就。基於探究畫家美學觀對個人藝

術發展歷程的影響，及畫家與大環境的關聯，因此，對於他在繪畫技法與創

作風格方面著墨不多。 

一般而言，對席德進的研究，可追溯至七○年代1台灣的政治、社會背景。

由於當時台灣在外交上遭受重大衝擊，1971年的「保釣運動」、同年十月，

退出聯合國；1972年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發表「上海聯合公報」、同年年

底，與日本斷交；1975年蔣介石去世，同年先後與菲律賓、泰國斷交；1978

年，與美國的正式外交關係，因美國與中共的建交而中止。對內，則面臨政

權轉移和經濟繁榮表象下的社會貧富不均等問題。因此，「由問政雜誌、報

紙副刊及文學刊物所帶動，號召了許多青年學子及文化工作者走入農村、漁

村及其他基層社會去了解社會潛在的真相」，2激發了一場藝文界全面反省的

「鄉土運動」風潮。 

在這股風潮中，席德進以外省移民的身分，從追逐西方現代藝術，轉而

專心致力於台灣民間建築藝術的創作和研究。他用畫筆記錄了台灣各地的風

土民情，描繪歷盡人世滄桑的廟前老人、老婦及和尚。晚年更以台灣山水為

題材，創作出大量具有中國傳統水墨風格的渲染水彩作品，彰顯出他對鄉土

文化的情懷。也因此而影響了「鄉土運動」第一代的年輕藝術家，從建築、

                                                      
1 本文以西元為年代紀錄方式，所指涉時代為二十世紀。 
2 林惺嶽，〈走過台灣美術滄桑史〉，《藝術貴族》44期，1993年8月，頁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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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攝影各方面，再一次認識台灣。 

以上論述，是目前研究席德進與戰後台灣美術史的學者，所下的初步結

論。但在整理、閱讀更多的資料──尤其是席氏的日記、書信之後，筆者認

為只將席氏定位於「鄉土運動」的代表人物，並不十分恰當。不可否認的，

席氏開啟了七○年代台灣美術界的「鄉土運動」，所帶來的影響也不僅止於

美術界，甚至擴及建築、設計，乃至整個藝文界。3然而，若只將其定位於此，

則未免稍過偏頗與狹隘。 

席德進是一位勇於創新、熱衷藝術新潮的人。早年他嘗試各種創作方

法，不論是傳統的學院式，或現代藝術的各種技法都認真研究，例如，普普

藝術4、硬邊藝術5和歐普藝術6等。1962—66年，他至歐美各國遊歷，經歷前

衛現代藝術洗禮之後，不斷反思中國文化，更深入探索中國傳統民間藝術，

7逐步轉向台灣本地的建築。從古建築中發掘中國的精神，回到他老師林風眠

8所走的道路上，認真思索如何替現代中國繪畫注入新生命。最後繼承了老師

林風眠和龐薰琹9的志願，完成他們革新中國畫的意志，為現代中國畫找到新

的出路，進而踏上了鄉土寫實的道路。 

                                                      
3 席德進過世後，余光中曾作一新詩感嘆的說：「你一走台北就空了/吾友/長街短巷不見你

回頭」，足見席氏在藝術界之影響力。見余光中，〈寄給畫家—我不來看你了〉，《懷思

席德進》（台北：席德進懷思委員會，1981年8月），頁155。 
4 普普藝術（Pop Art）是把流行、民主和機器結合為一體的「大眾文化」，主要表現的是美

國的日常生活，如熱狗、可口可樂、廣告漫畫及性感明星等。見馮作民，《西洋繪畫史》

（台北：藝術圖書公司，1996年），頁247。 
5 硬邊藝術（Hard Edge Art）是幾何圖形配上大面積色面的抽象繪畫，所使用到的色彩限定

在二或三個色調內。 
6 歐普藝術（Op Art）是以黑白對比或強烈色彩的點、線、波紋製成圖形，強烈衝擊人們的

視覺，使人看起來有波動及變化無窮的感覺。見馮作民，《西洋繪畫史》，頁252。 
7 民間藝術包含一切稱為地方藝術、平民藝術、原始藝術、農民藝術之總稱，在日常器具之

中所可見到的工藝品。見《美術大辭典》（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81年10月一版），頁

40。 
8 林風眠（1900-91），曾任北京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杭州美術院院長。關於林風眠將於

第一章第一節和第四章第一節詳述。 
9 龐薰琹（1907-85），在1930年代與倪貽德等人共組「決瀾社」，爾後，曾任教於重慶國立

藝術專科學校、成都省立技藝專科學校、重慶中央大學及成都華西大學等校。關於龐薰琹

將於第一章第一節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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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運用鄉土題材創作，席德進並不是第一人，早在日據時期石川欽

一郎10便在台大力提倡，但是，同一風景以不同技法予以表現，自會呈現出

不同的風貌。以中國傳統水墨畫之技法、西方之素材，來描繪台灣鄉村的風

土民情，席氏可說是第一人。晚年，席德進繪盡台灣的風土人物、古屋及廟

宇之餘，甚至潛心研究傳統建築，他自豪的說：「多年來我一直致力於中西

繪畫的相互影響與溝通的途徑，今天我總算已走出了自己的路！」11「至少

我找到了一個新的意境，沒有人曾把台灣的山水，現實的景物，轉化為文人

畫，而將傳統與現實連接起來。」12 

的確，席德進用水彩、水墨灌溉台灣山水，使自唐代以來居於中國繪畫

主流的山水畫，以特出的風貌展現出來，使他有別於台灣早期的水彩畫家。

而其開拓的簡約、靜謐的水彩畫風，更讓他成為這個時代繪畫上的先驅者。

基於此，後世研究者認為，席氏可說是「鄉土美術運動」的倡導者。但筆者

從眾多資料中發現，在席氏倡導「藝術歸鄉活動」13的背後，傳達出來的是

對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追尋，其作品本質上仍為傳統中國的文人畫，14不同

之處乃自台灣古屋中，探尋中國文化的精神與內涵。在他台灣山水、古屋的

作品下，所隱藏的是對中國故土的懷思，其間充滿了四川家鄉的氣息與童年

時代對家鄉古建築的記憶。他的四川同鄉郭培建曾說： 

 

                                                      
10 石川欽一郎（1871-1945），以英國式的透明水彩風格入門，構圖簡單，色彩明朗，引導學

生描繪自己生活的環境，帶動寫生風氣。 
11 鄭冰，〈探索中國文化的根—席德進談他的山水〉，《雄獅美術》113期，1980年7月，頁

118。 
12 席德進，〈我的藝術與台灣〉，《雄獅美術》2期，1971年4月，頁18。 
13 1968年席德進舉辦「藝術歸鄉」活動，影響許多青年學子跟著席氏到台灣各地寫生，並在

當地舉辦畫展。 
14 文人畫，亦稱「士大夫畫」，泛指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繪畫，以別於民間和宮廷畫院

的繪畫。據研究，約始於元代，其特色是畫中賦有文人氣質，講究文學意味與書法墨韻，

目的在宣抒胸中逸氣，並不考究畫中的技巧和形式，可以脫去一些成規的束縛。所以，一

般士大夫雖沒有正式的繪畫訓練，只要書法寫得好，也可潦草幾筆揮毫遣興。見《美術大

辭典》，頁163；王秀雄，《台灣美術發展史論》（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民國84年6月），

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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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個重感情的人，尤其對家鄉四川充滿著思戀之情。他的

許多作品都表現了家鄉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實際上，他在

畫畫的同時，也用他那飽含深情的筆和拳拳遊子之心，抒發對

故土、鄉情的思念和依戀。尤其是他的風景畫，所表達出的濘

沉凝樸、清秀俊逸的意境，如他家鄉的山水風光。同為四川老

鄉的我，從看到他作品的第一眼起，就感受到他通過作品所散

發出來的鄉戀之情。15 

 

職此，筆者選擇了席德進作為研究對象，希望從兼容東方、西方及台灣

民間藝術的席德進身上，透視近代中國與台灣美術發展的歷程、畫家本身對

自然、人文的情愫及其內在生命的本質。筆者認為，許多研究者將席氏定位

於「鄉土運動者」，其中或有對「鄉土」一義認知上的侷限。席氏對中國民

間藝術的熱愛，在私人文件中表露無遺，但在他過世後，研究者自鄉土藝術

16的角度，過度彰顯他的藝術貢獻，似乎並不恰當。近年來研究的焦點，更

著重於畫家同性情慾的表現，及畫作中隱含的性取向，或多或少扭曲了畫家

藝術創作的本質。本文只試圖將他推動現代中國畫的用心，落實在歷史的脈

絡上，自其個人的情感、美學思維、師友間的關聯，及對近代台灣美術發展

的影響著手，藉以重建歷史的真相。 

 

 

二、 研究回顧 

 

在研究過程中，筆者所使用的主要參考資料可分為三類，分別為席德進

的藝術創作、席德進的文字著作及其他相關研究資料。 

                                                      
15 郭培建，〈席德進水彩畫紀念展的回響〉，《雄獅美術》278期，1994年4月，頁42。 
16 鄉土藝術是指具有地方特色之藝術，其藝術的意義與評價隨人與時代而異，由於生產狀況

的變化和欣賞者趣味，對其藝術性的說法，亦有所差異。在美術上，則是訴諸心靈的創作，

紮根於地方人，尤其是農民的生活。見《美術大辭典》，頁39。 



 ．5． 

（一） 席德進的藝術創作 

 

席德進一生藝術創作豐富，除了生前贈送或賣出的作品，分散在各公私

收藏之外，17主要都留存在自己身邊。這些作品在他過世後，由友人所成立

的「席德進基金會」接收、管理，1991年後陸續移交給國立台灣美術館（原

台灣省立美術館，改隸後，簡稱「國美館」）收藏。這一批畫作總共有1881

件，包括素描類918件、水彩類481件、水墨類272件、油畫類204件、書法類5

件、粉彩類2件。18 

由於本文主要研究資料，是以席德進的文字作品為主，藝術創作作品則

為輔助工具。因此，本文僅以國美館和少數其他公私收藏之作品為論述的依

據，其餘多數公私收藏之作品則不在討論之列。 

 

（二） 席德進的文字著作 

 

席德進集畫家、作家、藝術評論家於一身，但由於繪畫上的突出表現，

往往讓人們忽略了他在其他方面的才華。他的文字作品多為談論繪畫觀、旅

遊見聞、寫生時的偶遇和感受，並介紹國內外藝術家。這些資料除了呈現出

                                                      
17 席德進生前已頗具知名度，在畫展中畫都賣得不錯，加上他是肖像畫家，又有為朋友畫像

留念的習慣，所以他的畫分散世界各地，私人收藏不計其數。在公立機構收藏方面，1966

年，席氏曾將一批素描作品送給國立歷史博物館，並在過世前允諾贈送台北市立美術館十

張水彩及十張油畫。見陳秀珠，《席德進（1923-1981）人物畫研究》，中央大學藝術研究

所碩士論文，2001年1月，頁5。 
18 對於席德進畫作的統計數目有許多版本，國美館於1991年接收畫作後，作了初步的統計結

果：總數1864件，包括素描類968件、水彩類481件、水墨類237件、油畫類136件、書法類

34 件 、 粉 彩 類 8 件 （ 見 《 國 立 台 灣 美 術 館 — 席 德 進 藝 術 之 美 》 網 站 ：

http://www.tmoa.gov.tw/skl/shiy/index.html，參見附錄二：席德進畫作統計圖，圖1：《國立台

灣美術館—席德進藝術之美》網站數量統計圖）；2001年陳秀珠作《席德進（1923-1981）

人物畫研究》時，依據《席德進紀念全集》統計畫作數目：總數1936件，包括素描類977

件、水彩類488件、水墨類265件、油畫類206件（見陳秀珠，《席德進（1923-1981）人物

畫研究》，中央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頁附-14）；筆者查閱《席德進紀念全集》後，

依五大冊中所刊載之作品予以統計，作為本文採計之依據。（參見附錄二之圖2：《席德

進紀念全集》刊載之作品統計圖）本文所論述之作品，亦以此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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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創作的豐富與多元性外，也呈現出他美學思維的面向與變化。 

1948年席德進來台後，報章雜誌上便常見文章發表。1966年，自歐美遊

歷歸來，將這四年的所思所感加以整理，出版了《席德進看歐美藝壇》19和

《席德進的回聲》20二書，可說是席氏的歐遊札記，與歐美現代藝術展覽的紀

錄和評論。1971年發表〈我的藝術與台灣〉21，為個人創作生涯的紀錄與反

省，也是對於後期創作方向轉變的一個重要宣示。此後，他跑遍了台灣，描

繪台灣古厝、古廟建築、風俗民情和生活百態，專心致力於民間藝術的創作

和研究。1974年將心得輯成《台灣民間藝術》22一書，開台灣民間藝術研究

之先河。至於繪畫理念則發表於《藝術家》雜誌專欄「我畫、我想、我說」

23，是他晚期美學思維的重要陳述，文中呈現了他對傳統與現代的看法，以

及對中西文化融合的獨特見解。而對台灣傳統建築的研究心得在1978年由《藝

術家》連載刊出〈台灣古建築的體驗〉24，從中可窺見他對中國傳統藝術研

究創作之用心。 

1979年，席氏至香港會晤影響他一生的老師林風眠，隨後發表《改革中

國畫的先驅者—林風眠》25一書，主要分成「林風眠的藝術」、「林風眠的教

學法」和「林風眠的生平」三個部份，說明林風眠在中國美術現代化上的貢

獻以及所受之薰陶。而記載這次訪問過程的日記，亦於1982年在《雄獅美術》

公開刊出，26是研究師生二人互動的重要資料。1980年的〈現代國畫試探〉27

                                                      
19 席德進，《席德進看歐美藝壇》（台北：文星出版社，民國55年9月）。 
20 席德進，《席德進的回聲》（台北：文星書店，民國55年10月初版）。 
21 席德進，〈我的藝術與台灣〉，《雄獅美術》2期，1971年4月，頁16—18。 
22 席德進，《台灣民間藝術》（台北：雄獅圖書公司，民國87年12月十版四刷）。 
23 1976-77年發表於《藝術家》，1977年集冊出版，現收入台灣省立美術館編輯委員會編，《席

德進紀念全集Ⅱ油畫》（台中：台灣省立美術館，民國83年12月），頁27—50。 
24 現收入台灣省立美術館編輯委員會編，《席德進紀念全集Ⅰ水彩畫》（台中：台灣省立美

術館，民國82年6月），頁48—66。 
25 席德進，《改革中國畫的先驅者—林風眠》（台北：雄獅圖書公司，1979年10月）。 
26 席德進著，雄獅美術社整理，〈席德進訪晤林風眠始末〉，《雄獅美術》138期，1982年8

月，頁100—108。 
27 席德進，〈現代國畫試探〉，原載於《雄獅美術》，1980年11月，現收入《席德進紀念全

集Ⅲ水墨畫》（台中：台灣省立美術館，民國84年7月），頁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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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則是他晚年對國畫現代化及其方法的探討。這些文章是使我們能更進

一步，掌握席氏各時期的美學思維及其轉變的線索。 

另一方面，席氏生前接受過許多媒體專訪，如1980年由鄭冰訪問、整理

的〈探索中國文化的根—席德進談他的山水〉28一文，文中畫家說明山水畫

的創作理念。1981年蔣勳的〈生命的苦汁—為祝福席德進早日康復而作〉29、

奚淞的〈從青春的頌歌到淡遠的山水—談席德進和他的畫〉30，皆談論席氏

從早年油畫人像到晚年水彩山水畫的轉變。此外，幾乎每年每月各家報章媒

體，皆有關於席氏動向的報導，31在這些文章中，我們除了看到席氏個人藝

術觀點的闡述外，也看到媒體對他特質的興味。 

在對席氏個人特質的持續關注下，他的日記與書信資料，成為他過世後

各界關懷的焦點，再加上席氏部份日記與書信，在生前已徵得他的同意予以

公開。321982年《聯合月刊》以連載的方式，整理、發表了〈一個現代藝術

家內心的秘密—席德進致「戀人」信簡〉33專輯。但刊出後由於副標題「戀

人」二字，引起社會極大震撼，造成當事人不少困擾；因此，當文章集結成

                                                      
28 鄭冰，〈探索中國文化的根—席德進談他的山水〉，《雄獅美術》113期，頁116—118。 
29 蔣勳，〈生命的苦汁—為祝福席德進早日康復而作〉，《雄獅美術》124期，1981年6月，

頁26—37。 
30 奚淞，〈從青春的頌歌到淡遠的山水—談席德進和他的畫〉，《雄獅美術》124期，19814

年6月，頁38—43。 
31 席德進曾告訴高川：「心裡感到最高興的是每天一打開報紙，就看到有關我的消息報導。」

李錫奇也認為席氏：「他一生孤獨，不在乎有關方面對一個沒沒無聞的藝術家在走這樣路

時的艱苦奮鬥沒有給予適時的支持協助，但他卻不能忍受周圍、大眾的冷漠。」見李錫奇，

〈從異端到異鄉〉，《懷思席德進》，頁147。其他有關各家媒體對席氏動向的報導文章請

參見附錄四。 
32 席德進在1965年10月17日寫給莊佳村的信中提到：「我給你的信，像是我的日記，我的自

述、自傳，將來有一天，我死了，人們若想知道我，他們都可以在這些信中，來找到我真

正的面目。」後來，席氏於台大醫院進行第二次手術時，莊氏去看他，順便跟他提起，在

他死後可能公開他寫給他的一些信，他點頭同意。因此，莊佳村才把許多珍貴的信件和圖

片交給雜誌社發表出來。莊佳村認為：「我之所以公開這些信簡，也是本著他生前的心願—

讓人們更能了解他，也找到他真正的面目。」見席德進，《席德進書簡—致莊佳村》（台

北：聯經出版社，1982年），頁123；〈訪莊佳村〉，頁182；莊佳村，〈席德進和我—代

序〉，頁14。 
33 席德進著，聯合月刊編輯部，〈一個現代藝術家內心的秘密—席德進致「戀人」信簡〉，

《聯合月刊》8-10期，1982年3-5月，頁15—19，70—99，116—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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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出版時，即更名為《席德進書簡—致莊佳村》34。書中收錄席氏在1962—

66年間，寫給莊佳村的七十多封書信。在這些信中，對藝術、人生、繪畫的

見解、台灣畫壇的流弊、畫家的批評，甚至個人的隱私、對生命的掙扎及理

想的追求，席氏無不做深入淺出的刻畫。這些資料成為了解席氏，從西方現

代藝術的追尋，轉向描繪台灣風土民情的思考過程，及其同性戀傾向的重要

基礎。1997年10月至1998年8月，《藝術家》陸續刊登了鄭惠美整理的〈席德

進日記選〉35，有系統的將席氏四○至七○年代的部分日記與散文，整理發

表。1999年，《聯合文學》整理刊出席氏旅歐時期及回國後的部份手札與日記。

36這些四○至八○年代的日記、散文和詩，在2003年7月集結成冊出版，定名

為《上裸男孩—席德進四○至六○年代日記選》37、《孤飛之鷹—席德進七○

至八○年代日記選》38，由鄭惠美編輯、《聯合文學》出版，書中也收錄近年

來鄭惠美對席氏文章及畫作研究的心得與評論，以及席氏年表和相關著作。

這些原始文件的問世，讓後世對席氏有更深入的認識，能更直接觸及席氏真

實的內在。 

在這些私人文件中，除了呈現席德進對藝術的想法外，也廣泛地呈現了

他對人生、生活與情感的真實內容。其中，他對台灣的風土民情及青少年的

                                                      
34 席德進，《席德進書簡—致莊佳村》（台北：聯經出版社，1982年）。 
35 席德進著，鄭惠美整理，〈四○—五○年代席德進的散文選〉，《藝術家》270期，1997

年11月，頁308—311；〈六○年代席德進的日記〉，《藝術家》271期，1997年12月，頁502—505；

〈六○年代席德進的日記—現代藝術篇〉，《藝術家》272-274期，1998年1-3月，頁 476—477，

470—471，344—345；〈七○年代席德進的日記與古屋〉，《藝術家》275期，1998年4月，

頁438—441；〈七○年代席德進的日記—同性之愛〉，《藝術家》276期，1998年5月，頁

424—425；〈七○年代席德進的日記與畫像〉，《藝術家》277期，1998年6月，頁500—502；

〈七○年代席德進的日記—寫生與觀看〉，《藝術家》278-279期，1998年7-8月，頁454—455，

472—473；〈七○年代席德進的日記—與恩師林風眠相遇〉，《藝術家》280期，1998年9

月，頁504—507。 
36 席德進著，聯合文學編輯部編，〈畫外—席德進的畫外作品〉，《聯合文學》175期，1999

年5月，頁54—85。 
37 席德進著，鄭惠美編，《上裸男孩—席德進四○至六○年代日記選》（台北：聯合文學出

版社，2003年7月）。 
38 席德進著，鄭惠美編，《孤飛之鷹—席德進七○至八○年代日記選》（台北：聯合文學出

版社，200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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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情感，是文中感情表現最豐沛、最細膩的部份。透過這些書信、日記的

發表，讓我們能更深入了解席氏內心世界與藝術創作的動機。 

 

（三） 其他相關研究資料 

 

席德進過世後，追憶、懷思的文章不勝枚舉，如《雄獅美術》於1981年9

月刊出〈懷思席德進〉39文集；翌年8月又有〈席德進逝世週年紀念專輯〉40，

「席德進懷思委員會」亦收羅多篇紀念文章，編成《懷思席德進》41一書。這

些文章多為報章雜誌的報導及友人的追憶，對席氏的性格及他對藝術與生命

的態度，多有說明。 

1992年以後，有關席德進的傳記與畫作研究陸續出版，如鄭惠美的〈台

灣山水、中國意境—席德進晚期水彩畫風之形成〉42、〈席德進—永遠的古屋，

永遠的福爾摩沙〉43與〈席德進—中國水墨的本土化探索〉44，均著眼於探討

席氏晚期水彩、水墨畫風格形成的因素與成就；1996年又撰寫《山水、獨行、

席德進》45一書，將席氏一生的藝術成就以傳記的方式，結合作品風格書寫

而成。同年，《中國巨匠美術週刊》出版〈席德進專輯〉46，主題與寫作方式

與前書相同。 

1992—97年間，國美館著手整理、出版《席德進紀念全集》47，分為水

                                                      
39 林風眠等，〈懷思席德進〉，《雄獅美術》127期，1981年9月，頁24—31。 
40 谷風等，〈席德進逝世週年紀念專輯〉，《雄獅美術》138期，1982年8月，頁90—99。 
41 席德進懷思委員會編，《懷思席德進》（台北：席德進懷思委員會，1981年8月）。 
42 鄭惠美，〈台灣山水、中國意境—席德進晚期水彩畫風之形成〉，《現代美術》45期，1992

年12月，頁14—29。 
43 鄭惠美，〈席德進—永遠的古屋，永遠的福爾摩沙〉，《聯合文學》175期，1999年5月，

頁86—91。 
44 鄭惠美，〈席德進—中國水墨的本土化探索〉，《台灣美術》45期，1999年7月，頁69—78。 
45 鄭惠美，《山水、獨行、席德進》（台北：雄獅圖書公司，民國87年10月二版一刷）。 
46 劉坤富，《中國巨匠美術週刊—席德進》（台北：錦繡出版公司，1996年3月）。 
47 台灣省立美術館編輯委員會編，《席德進紀念全集Ⅰ水彩畫》（台中：台灣省立美術館，

民國82年6月）；《席德進紀念全集Ⅱ油畫》（台中：台灣省立美術館，民國83年12月）；

《席德進紀念全集Ⅲ水墨畫》（台中：台灣省立美術館，民國84年7月）；《席德進紀念全

集Ⅳ素描》（台中：台灣省立美術館，民國84年12月）；《席德進紀念全集Ⅴ席氏收藏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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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畫、油畫、水墨畫、素描和席氏收藏珍品五大類。除將畫作分類整理外，

更將他早年陸續發表於報章雜誌的文字作品收羅其中，完整收藏席氏的畫作

和文章。此外，蕭瓊瑞受邀在《紀念全集》中發表四篇論文，48依據席氏不

同媒材的創作，將他的創作生涯與作品，作了基本的分類，並將作品的內涵

與畫家的生命歷程，作了初步的聯繫。1993年10月，《台灣美術》製作〈席德

進紀念專輯〉49，收錄多篇文章，對席氏的繪畫歷程與創作風格加以說明，

不過，這些文章主要都以席氏的水彩山水畫為探討的重點。 

1999年，倪再沁與廖瑾瑗合著《台灣美術評論全集—席德進卷》50，從

席氏的藝術言論出發，整理席氏各時期美學思維的具體內容，並透過作品與

時代背景，來驗證其理論的來源與侷限性；內容大體上與鄭惠美的《山水、

獨行、席德進》一書差距不遠。全書對後世研究最具貢獻的是，文末所附錄

的「席德進年表」，詳細記載了畫家生平、著作、論述文章與相關論述，有

助於我們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席氏的美學思維，及研究資料的收集。 

2001年，陳秀珠的碩士論文《席德進（1923-1981）人物畫研究》51一文，

從人物畫題材的特性出發，探索當時的社會氛圍與席氏的個人特質，並藉此

對席氏人物畫的藝術表現，作一補充與再定位的探討。作者將席氏的人物畫

作依描繪的對象，分為名媛仕紳、藝術家、市井人物、青少年和畫家自身的

自畫像五大類。透過這五大類型畫作，分析畫家的個人性格、性取向，以及

                                                                                                                                       
品》（台中：台灣省立美術館，民國86年9月）。 

48 分別為：〈「傳統」與「自然」的交涉—席德進藝術中心的台灣古建築〉，收入《席德進

紀念全集Ⅰ水彩畫》，頁16—27；〈用油彩思考—閱讀席德進的油畫〉，收入《席德進紀

念全集Ⅱ油畫》，頁9—23；〈現代國畫試探—析論席德進的水墨作品〉，收入《席德進紀

念全集Ⅲ水墨畫》，頁9—24；〈心靈的痕跡—席德進素描小論〉，收入《席德進紀念全集

Ⅳ素描》，1995年12月，頁9—24。 
49 劉文三，〈將生命還給繪畫、畫作交給歷史—席德進的水彩藝術〉，《台灣美術》22期，

1993年10月，頁6—15；林明賢，〈畫家生涯三十年—漫談席德進繪畫歷程〉，頁16—20；

劉坤富，〈從席德進詮釋臨場感看其水彩畫〉，頁21—26；陳樹升，〈席德進的彩繪世界〉，

頁27—30。 
50 倪再沁、廖瑾瑗，《台灣美術評論全集—席德進卷》（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99年6月）。 
51 陳秀珠，《席德進（1923-1981）人物畫研究》，中央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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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流行品味、文藝氛圍和鄉土民情。作者認為席氏所創作的肖像畫，充

滿了對人物與現代生活情境的觀察與捕捉，但這樣的作品，「除了鄉下老人

畫像外，多不是以民族性為主要的訴求重點，而著重對社會現實與個人慾望

等世俗面向的追求。」52她認為，受委託繪製的作品或公開展示的畫作，受

到社會及文化力量的干預較強；而青少年和裸男作品及自畫像則是畫家同性

情慾的投射，作品中呈現其個人對肉體的真實慾望，及矛盾性格與隱晦的性

取向，尤其在部分素描作品和生前未曾公開過的私密畫作中，更呈現了許多

真實的自我。 

2002年連俊欽的碩士論文《席德進繪畫中的同性情慾》53，則更進一步

擴大研究領域，從人物畫像延伸到普普、民俗和風景畫，分析席氏如何規避

傳統社會的檢視，而在各類藝術畫作中隱藏同性情慾，文中諸多論點與鄭惠

美之研究相似。在同性情慾議題逐漸成為席德進研究主流的今日，筆者冀望

能從更宏觀的角度，剖析席氏的美學思維，以突破人物畫像的侷限。或許同

性情慾是席氏藝術創作的原動力之一，但這並不足以代表畫家全部的藝術生

命及人格特質。因此，筆者認為應從更直接的私人文字資料中，尋找席氏關

照台灣的視點，及其在中國傳統民間藝術上所作的努力與貢獻。 

由於對席德進研究的相關論述非常豐富，在此僅羅列與本文論述主題關

係較為密切的期刊、論文與專書，至於其他詳細的資料請參見附錄四。 

 

 

三、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探討的範圍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照下，畫家美學思維之養

成、藝術探索過程與對台灣美術的影響。所運用的資料以畫家的日記、書信

及文字作品為主，藝術創作為輔。此外，希望藉由與畫家交往過人士的作品、

                                                      
52 陳秀珠，《席德進（1923-1981）人物畫研究》，中央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頁114。 
53 連俊欽，《席德進繪畫中的同性情慾》，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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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了解畫家的生平、藝術風格、美學思維的養成及其影響。由於席氏自

求學時期便有寫日記的習慣，對自己所寫的文字作品也都妥善保存，54過世

前又同意公開許多私人文件，對於日後研究者助益頗大。然而，面對為數眾

多的資料，為免陷入純粹的史料堆砌，及受謬誤的資料影響，筆者擬採各種

資料交叉比對、多元史料互證，以求客觀、真實。希望藉由一手資料的研讀，

能對席德進的美學思維及藝術風格，有較深入的理解，從而對其藝術成就重

新定位。 

本文研究的重心是畫家席德進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聯，希望藉由資料的

閱讀，探究在近代中國和台灣美術發展的歷程中，席德進所扮演的角色，以

及他的美學思維與人文關懷，對台灣民間藝術發展的影響。針對此，本文分

為四章進行探討。 

緒論，首先論及筆者研究的動機，並回顧以往學者的研究成果。 

第一章為席德進美學觀形成過程。分為青少年、中年和晚年三個時期，

從大環境的政治社會變遷下中國美術的發展、學生時代授業老師的啟發與影

響，及個人生活經驗與性格等方面來探討。在清末民初特殊政治氛圍下，產

生了美術改革運動，受此影響的藝術家們以興辦美術院校的方式，將其理想

傳承給下一代年輕學子，席德進正是受惠者之一。在龐薰琹和林風眠的陶冶

下，席德進正式接受有系統的西式美術教育，尤其是林風眠的教導，更決定

了他日後藝術發展的方向。離開學校以後，他先到台灣又至歐美各國遊歷，

數年之間的所見所聞，讓他重新思考藝術創作的方向。因此，本章首先分析

畫家美學思維養成的要素：生長背景、生活歷練及師友們給他的影響，其次，

                                                      
54 席德進在1965年3月11日寫給莊佳村的信中提到：「我這一生都夠我寫幾本書，很有趣，我

希望你把我給你的信，全部保存好，將來也許我需要它來幫助我寫回憶錄的。」1966年5

月2日的信中亦提到：「你若看到有關我的消息、報導文章，都請你一一代我剪下來收集一

起，以作將來的資料。」晚年席德進染患重病之時，接受專訪，被問到是否有寫傳記的計

畫？他說：「我只關心中國藝術命脈的來去，並不在意自己的事情。何況我有整理、保存

的習慣，所有的作品、文章、宣傳資料、筆記都有條不紊的保存起來，正好讓以後的人來

寫吧！」見席德進，《席德進書簡—致莊佳村》，頁98、153；郭沖石，〈無線延伸的水平

線〉，《懷思席德進》，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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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在這樣的影響因素下，畫家所關懷的面向有哪些？ 

第二章為席德進藝術創作之摶成。本章從外在技法與內在思維兩方面來

討論，畫家在各種藝術風格的探索中，如何尋找屬於自己的藝術？以及自我

風格形成的歷程。承接上一章，來自各方面的影響塑造了席氏思考的面向，

並將其落實到繪畫技法的試驗上。席氏童年時期曾學習中國傳統水墨畫，中

學時代開始接觸西方現代藝術，受師長影響，萌生改革現代中國畫之企圖。

來台後受到台灣人文地景影響，改變創作方向，繼而投入國際抽象藝術創作

行列。歐美遊歷期間，著手嘗試融合東西藝術，晚年又回到中國傳統水墨畫

的道路上。從對西方現代藝術的追尋到東西藝術的融合，進而以西方水彩技

法表現中國意境的台灣山水。從東方到西方，又從西方回到東方，畫家自我

探索的過程，及在藝術創作上各時期的表現與風格，是本章研究的重心。 

第三章為席德進與鄉土運動。六○、七○年代台灣文藝界鄉土意識抬

頭，興起了一股鄉土運動熱潮，畫壇風格為之丕變。席德進在五○年代以後

的藝術活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六○、七○年代時，他回到鄉

間，潛心研究民間藝術，不僅對鄉土文化提出反思，更付諸實際行動，推動

文化資產保存與維護，並倡導「藝術歸鄉活動」，帶領台灣年輕一代藝術家

重新觀看中國傳統文化，欣賞台灣民間藝術。由於過去所受教育及生活經驗

的影響，席氏對藝術的關懷是全面的，從本身的自覺與認同到實際行動，席

氏的貢獻不單只在繪畫層面，甚至擴及建築與民間藝術。因此，本章旨在探

討席氏在近代台灣美術發展脈絡中，扮演的角色及他對台灣美術的貢獻。 

第四章席德進與其師及同期藝術家之互動。在席德進的藝術生命中，影

響最大的莫過於林風眠，其次是與同期藝術家之間互動、相互影響，因此，

本章即以這兩部份分別進行探討。從生長環境和生活經歷等方面，來探討席

德進藝術發展之脈絡，及其與老師林風眠之異同。另一方面，七○年代以後，

對台灣鄉土文物之關注並不只有席德進一人，有1949年隨國府來台的大陸中

原畫家，也有接受日本美術教育的台籍西洋、東洋畫家，由於個人的生命經

驗不同，所觀照的視點也不一樣，因此，本章試圖從畫家們的創作道路，及

其觀照的面向，討論席德進與之互動所產生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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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總結前面四章的討論，再次論述席德進的藝術風格與美學思維，

並探討他對鄉土與人文的關懷，以及他和近代台灣美術發展的關聯與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