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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席德進生平年表 

 

時間 年紀 重    要    經    歷 

1923 出生 

◎  民國十二年，農曆五月十五日中午，出生於四川省南部縣城外鄉

村。 

◎  席家世代務農，頗有田產，又兼做鹽井燒鹽業，生活富裕。父親席

丙文，擔任過鄉長。 

1928 5歲 ◎  進入舊式私塾，讀〈三字經〉、〈百家姓〉。 

1930 7歲 ◎ 改由一位新老師教授新式課本，及算術、體操、圖畫。 

1931 8歲 

◎  改由一位擅花鳥畫的秀才教導，在老師的薰陶下，首次接觸中國傳

統水墨畫。 

◎  常看母親與姊姊做花鞋、繡嫁粧，自己也動手畫圖樣，進而為母親

代筆。 

◎  嘗試顏色的調配，對色彩奇妙的變化，感到莫大的興趣。 

◎  從傳教士散發的精巧福音書裡，第一次接觸到西洋畫。 

◎  喜歡臨摹「芥子園畫譜」、「古今名人畫譜」。 

1933 10歲 ◎  共產黨軍隊由四川北部打來，全家開始逃難三年。 

1936 13歲 ◎  進入縣城公立小學就讀，圖畫成績在期末展覽會上名列第一。 

1938 15歲 
◎ 進入成都天府中學，常在課餘時到校內附設的私立美術學校看他人

畫畫。 

1939 16歲 ◎  轉學到甫澄中學，開始寫生校園風景，獲得校內美術比賽第一名。 

1940 17歲 ◎ 因全班一起鬧事，與其他同學被學校開除，而進入補習學校自修。 

1941 18歲 

◎  考進成都省立技藝專科學校，接受龐薰琹老師指導，接觸馬蒂斯、

畢卡索等西方大師的作品，但尚不能了解。 

◎  對張大千、常書鴻、徐悲鴻等人的畫展，留下深刻印象。 

1942 19歲 
◎ 由於學校教學內容與其理想不符，加之龐薰琹老師離開，因而與同

學辦理退學，透過龐老師協助，獲准進入重慶藝專教室畫畫。 

1943 20歲 
◎  以同等學力參加考試，在五百多位考生中以第一名考取重慶藝專。 

◎  開始畫油畫，受趙無極、朱德群、李仲生等老師、助教薰陶。 

1945 22歲 

◎  藝專三年級，進入林風眠老師教室，專攻西畫。真正認識了藝術，

並確立了永不放棄畫畫的信念。 

◎  林老師教他用線去表現物體，而不要追求光和影的變化。 

◎  八月，抗戰勝利。 

1946 23歲 ◎ 秋天，隨學校遷返杭州西湖畔。十一月，開始上課。 

1947 24歲 ◎ 四年級結束時，總平均成績為全校之冠。 

1948 25歲 

◎  畢業於杭州藝專，不久後來到台灣。 

◎  九月，進入嘉義中學擔任美術老師，受到台灣亞熱帶自然景觀與人

文風貌強烈地震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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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年紀 重    要    經    歷 

1949 

—51 

26至28

歲 

◎  受到學生寫生作品的感動，重新找到面對自然做畫的方法，對台灣

的景色有新的體認。 

◎  經常出外寫生，用心觀察台灣的風土民情。 

1952 29歲 

◎  辭去嘉義中學教職，搬到台北與藝專同學廖未林同住，以繪郵票、

插畫維生。 

◎  受馬蒂斯早期作品影響甚大，對色彩有了新的認識。 

1953 30歲 ◎  在台北合作大樓，與廖未林舉行首次聯展。 

1954 31歲 
◎  開始研究肖像畫，用強烈的原色來表現，背景多以對比色處理。 

◎  參加第十七屆台陽展，獲得佳作。 

1955 32歲 

◎  參加台北新聞大樓舉行的十一位畫家聯展。 

◎  隨藝專同學吳學讓開始在陶藝場製作藝術陶瓷，先後在永生工藝

社、中國陶器公司（1956）、中華藝術陶瓷廠（1958）和龍門陶藝

公司（1959）。 

1956 33歲 
◎  經常到社子畫陶器。 

◎  完成油畫「賣鵝者」，為其所繪台灣鄉下人成功的第一幅作品。 

1957 34歲 

◎ 在台北華美協進會舉行第一次個展，大部分作品均被收購，成為不

需兼職就可以維持生活的職業畫家。 

◎  油畫「賣鵝者」被選為參加第四屆巴西聖保羅國際雙年展。 

◎  受到國際上現代抽象繪畫思潮影響，開始創作抽象繪畫。 

1958 35歲 ◎  深入探索抽象藝術。 

1959 36歲 
◎ 參加國立台灣藝術館舉行的「現代畫聯展」，及第五屆巴西聖保羅

國際雙年展。 

1960 37歲 ◎ 參加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的「現代油畫展」。 

1961 38歲 

◎  參加美國新聞處舉辦的「當代中國藝術家聯展」。 

◎  以抽象圖案作品，入選台中美國新聞處壁畫製作藍圖，並親自督工

製作，為平生唯一之壁畫作品。 

1962 39歲 

◎  獲美國國務院遴選為赴美考察的現代畫家。 

◎  五月，與廖繼春在美國新聞處舉行聯展。 

◎  八月，出版《席德進的世界》畫集。 

◎  八月廿六日，啟程赴美考察藝術。 

1963 40歲 

◎  四月，在華盛頓亨利畫廊舉行個展。接觸、學習美國的普普藝術。 

◎  參加澳洲雪梨自治領藝廊舉行的「中國當代藝術展」。 

◎  七月，轉赴歐洲，走訪英國、義大利，定居巴黎，接受西方藝術思

潮的洗禮，並會見趙無極、常玉、潘玉良等海外畫家。 

1964 41歲 ◎ 旅遊西班牙。 

1965 42歲 

◎  在巴黎東方美術館的圖書館內研究中國古藝術。 

◎  二月，以普普畫風結合中國民間藝術題材在巴黎舉行個展。 

◎  旅遊比利時、荷蘭、德國、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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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年紀 重    要    經    歷 

1966 43歲 

◎  三月，結束旅居巴黎生活，經義大利、希臘、土耳其、泰國、香港

等國返回台灣。 

◎  五月，在香港上海商業銀行舉行個展。 

◎  六月九日返抵台灣。 

◎  用心觀察台灣古老建築並蒐集民間藝術資料，成為創作的資源。 

◎  在國立歷史博物館及中國郵報藝廊舉行個展。 

◎  出版《席德進素描集》、《席德進的回聲》及《席德進看歐美藝壇》。 

1967 44歲 
◎  參加第九屆巴西聖保羅國際雙年展。 

◎  榮獲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 

1968 45歲 
◎  在台北精工舍畫廊及藝術家畫廊舉行個展。 

◎  出版《席德進畫集》。 

1969 46歲 

◎  參加日本第五屆國際青年藝術家聯展。 

◎  在台北聚寶盆畫廊舉行個展，主題為「歌頌中國人」。 

◎  在日本大阪參觀萬國博覽會時，發現「本畫仙」紙，因此關注到傳

統工具所衍生的筆墨趣味。 

◎  開始學習書法，勤練秦漢碑帖。 

◎  畫作上色彩減少了，人物畫背景也逐漸單純化。 

1970 47歲 
◎ 注意筆墨在宣紙上的效果，找到繪畫新意境，嘗試把台灣山水與現

實景物，轉化為文人畫，將傳統與現實結合起來。 

1971 48歲 

◎  發表〈我的藝術與台灣〉一文於《雄獅美術》四月號。 

◎  在台北聚寶盆畫廊舉行個展。 

◎  開始以水彩寫生台灣的花卉。 

◎  對古建築深入研究，親自體驗並拍下許多難得一見的珍貴照片。 

1972 49歲 

◎  在台北市立第一銀行與十四位年輕藝術家舉行TAG會員展「朝氣蓬

勃的七十年代」。 

◎  參加藝文團體組成的「東西橫貫公路參觀訪問團」，赴橫貫公路、

梨山寫生。 

◎  在台北藝術家畫廊舉行個展。 

◎  應邀至淡江大學建築系演講，引領學生關注、研究中國傳統建築，

影響深遠。 

◎  為彰化孔廟保存案，撰文呼籲。 

1973 50歲 

◎  在台北鴻霖畫廊舉行個展。 

◎  整理民間美術資料，於《雄獅美術》月刊發表連載。 

◎  到香港旅遊寫生。 

1974 51歲 

◎  在台北鴻霖畫廊舉行個展。 

◎  原本連載於《雄獅美術》的〈台灣民間藝術〉集結出版。 

◎  古建築成為畫作的主題。 

◎  八月，應聘為師大藝術系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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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年紀 重    要    經    歷 

1975 52歲 

◎  八月，赴菲律賓旅遊寫生。 

◎  十一月，到香港參加香港大會堂聯展。 

◎  獲得中山文藝創作獎。 

◎  出版《席德進畫集》。 

1976 53歲 

◎  旅遊韓國。 

◎  十一月，發表〈我畫、我想、我說〉於《藝術家》雜誌連載。 

◎  應聘至淡江大學建築系教授水彩課。 

1977 54歲 

◎  六月，在台北龍門畫廊舉行個展。 

◎  七月，到金門寫生，並拍攝古建築，留下兼具史料價值的珍貴照片。 

◎  八月，在台中省立圖書館中興畫廊舉行個展。 

◎  十月，出版《席德進水彩畫集》，收入〈我畫、我想、我說〉。 

1978 55歲 

◎  二、三月先後分別在台北美國新聞處、高雄美國新聞處舉行個展。 

◎  五月，撰寫〈台灣古建築的體驗〉七篇於《藝術家》雜誌連載。 

◎  在林安泰古厝拆除討論會中，極力堅持保存原貌。 

◎  九月底，參加「空間藝術訪問團」，到中南美洲參觀、寫生。 

1979 56歲 

◎  二月，在阿波羅畫廊舉行個展，內容以中南美寫生作品為主。 

◎  五月，前往香港會見林風眠老師，並收集資料回台後寫成《改革中

國畫的先驅——林風眠》一書，於十月由雄獅圖書公司出版。 

◎  七月，應導演徐進良之邀，在電影「香火」中客串演出游擊隊長一

角，演技精湛，頗獲好評。 

1980 57歲 

◎  二月，參加「庚申畫展」於省立博物館展出。 

◎  五月，在阿波羅畫廊舉行水彩畫個展。 

◎  八月廿四日，因胰臟癌入榮總開刀。 

◎  十一月，主辦「現代國畫試探展」於春之藝廊。 

1981 58歲 

◎  四月廿六日，接受攝影家柯錫杰拍攝照片，作為六月號《雄獅美術》

月刊一二四期封面人物。 

◎  五月廿七日，病情加重，入台大醫院動第二次手術。 

◎  六月十六日，虛歲五十九歲生日，老友為其舉辦「席德進特選展」，

分別於版畫家、龍門、阿波羅三個畫廊展出。 

◎  七月四日，台中好友為其舉辦「台中收藏展」，亦親臨會場主持。 

◎  七月十一日，因身體不支，再次住進臺大醫院。 

◎  七月十六日，張大千贈「荷花」畫作，以最滿意的新作「瑞濱海岸」

回贈。 

◎  七月廿五日，歷史博物館主辦「席德進畫展」，教育部長頒贈榮譽

獎章。 

◎  八月三日，病情惡化，於凌晨十五分病逝。 

◎  八月十二日，遺體安葬於台中大度山花園公墓。 

◎  出版《席德進畫集》、《懷思席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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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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國立台灣美術館—席德進藝術之美》網站所統計的畫作總共有1864

件，各類作品的數量及比例，以圓餅圖示意如下： 

 

 

 

 

 

 

資料來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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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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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席德進紀念全集》刊載之作品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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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四川省地圖 

 

圖 1：四川省全圖 

備註：綠色圓圈內為席德進的老家—南部縣 

 

 

 

 

資料來源：《中華地圖網》網站〈四川省省圖〉 

http://hua23977.w57.1358.net/MAPWORLD/CHINAMAP/SICHUAN/sichuan.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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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四川省南部縣地圖（局部放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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