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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繪畫是一件快樂的事。生活中讓我感動的事物很多，當這些感動匯集成心動時，

我會把它記錄下來。當這些心動成為繪畫題材時，它就是美好的回憶。 

    在這瞬息萬變的網路世代，快速是常態，虛擬空間是主流，我對現今世界的快

速節奏適應不良，經常有種不知身在何處的荒謬感受，身邊的人事物似乎與我身處

不同的空間，當內心試圖遠離這種情境時，我會出走戶外，沒有目的地的漫步；我

喜愛散步，在散步時適度的「放空」自己，讓「心」回到快樂的原處，就能發現身

邊遺忘的美景，漫步的過程是一次「放下」與「尋回」之旅。在繪畫時也是如此，

還記得在上課時老師看出了我作品中的勉強：「你太ㄍㄧㄥ了，畫畫要放輕鬆一點」，

才驚覺當時的繪畫快樂不再，於是我放下畫筆一年，讓自己不去想繪畫的問題，但

這不是放棄，而是讓心回到快樂的原點，讓心帶著自己找回再次提筆繪畫的快樂起

點。因此本繪畫創作我決定以「澄明」為主題，正因為繪畫創作者欲表現「胸中丘

壑」必先有「澄」的過程，待水清澄淨時魚必現，如同蘇東坡（1037-1101）於《書

王定國所藏王晉卿畫著色山》所謂：「…我心空無物……君看古井水，萬象自往還。」

在創作的過程中讓心虛空明淨，任萬象往還。
1
本創作研究亦如是。希望能藉由此創

作論述來釐清我的創作意念，在諸畫家作品中學習探究吸取養分；以竹子為源起物

象，藉由於鄉間生長的植物做記憶的連結與情感的延伸發展，期許在繪畫的創作過

程及技法分析中驗證體悟，梳理出有我之法的筆墨情感繪畫方向。找尋傳統與現代

的另一種表現，走出一條自己的繪畫之路。 

                                                 
1
 戴麗珠（2007）。《蘇東坡詩畫合一之研究》。台北：文津。。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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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內容 

    繪畫如培育種植一樣充滿希望但不可預知的，這些過程中的時間、空間性及生

活中的突發事物增加了結果的變數，就像播下一顆種籽，土壤的酸鹼度、環境的溫

濕度及季節變化、灌溉施肥、陽光水分及時間等，都影響著日後的成果，結果是時

間的累積。 

  我的研究內容是運用資料收集閱讀所得後，在印證自己的創作理念時藉由引徵

各方理論的方式，以期能適切的表述我的創作意念。 

一、 創作理論的基礎及分析研究。經由收集閱讀資料及參考諸畫家的作品以為自

己的創作養分。 

二、 創作理念的探討及技法分析，以近距離觀察對象物的實際型態與周圍環境間

所形成的空間狀態氛圍，映照出自我的情感意興，作為創作時外在形式轉化內在思

維的體認，經由筆墨的呈現技法分析出自我獨特的繪畫語言表現形式。 

三、 闡述創作的歷程、創作的風格演變及本創作系列的作品分析。在創作的過程

中，上述的方法是相互交替運用著，反覆的操作再反覆，在這些過程中融入自我，

在真實對象物的形象中，觀照出內在思維與自我意識的領悟，以筆墨為橋梁，建構

一條通往內心世界的磎徑。 

四、 結論，為個人創作理念及領悟做現階段的總結，期許下一個創作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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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關於澄明的繪畫理念探討  

    小時候雖然物質生活不如現在的進步與方便，但在精神心靈上卻是豐盈快樂

的；滿山遍野的大自然及不知名的樹木花草是大地賜與的無窮寶藏與童年的遊樂場；  

長大後，隨著農村的過度開發，記憶中的景物已消失，隨處可見的花草植物與竹林，

不再是田野、溪邊尋常可見的鄉村一景，只剩零星移植於造景及盆栽的觀賞用植物；

觀竹賞草成了鄉愁的慰藉與回憶的連結仲介物象，散步漫遊成了我沉澱心緒之旅，

如宋陸九淵（1139~1193）所云：“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陸九淵集》

卷二十二＜雜說＞），
2
在散步漫遊中漸漸的剝落「逐物」之欲，心也就漸漸的清明

了。這是有別於遊歷崇山峻嶺的另一種「行萬里路」，這旅程中的「觀照」與「心悟」

是「澄明」的過程與目的。 

第一節 觀察之法 

  「師造化，得心源」是中國水墨畫家的觀察方法，是一種主、客觀統一的觀察

法。是透過客觀的表象，直接擁抱物象的本相，用感受力及精神力量去接觸體驗客

觀事物，將物我緊密的連接在一起，達到天人合一物我兩忘的狀態： 

   將物質世界的自然屬性精神化，將諾大一個自然世界消融於自身的精神天地 

   之中，將自然景致爛熟於心，將宇宙裝在胸間，變成自身精神世界的組成。
3
 

 

                                                 
2
 網路資料：陸九淵集 http://arts.cuhk.edu.hk/~hkshp/cclassic/songming/lu2.htm 2011.04.02 瀏覽 

3
 畢建勛（1997）。《萬象之根》。石家莊：河北美術。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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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澄懷味象 

  「澄懷味象」是魏晉時期的畫家宗炳（375-443年）於《山水畫序》所提出的

藝術思想：“聖人含道應物，賢者澄懷味象。”這後者的意思為賢者若能擺脫世俗

的雜念，便能情懷高潔，從而有可能去品味、追求那世間萬象中的神明精義，以進

入某種超凡脫俗的境界。 

二、 味象澄懷與澄懷味象 

  皮道堅先生在一次＜味象．澄懷＞當代水墨藝術展中將「澄懷味象」的句式作

了一個調動挪用，改變了原話的邏輯關係，他認為其更能切合參展的當代水墨藝術

家的藝術追求，及能更確切的體現當代水墨藝術與欣賞者的互動關係： 

   當代水墨……是一種冥想、沉思、開悟的精神生活方式，它提示著一種沖刷 

   生活、蕩滌心靈的“水墨精神”，我們無須先“澄懷”才能“味象”。恰恰 

   相反，只要我們面對這些當代水墨作品，細心品味他們的墨象、墨跡、墨韻 

   與墨魂，我們便能不由自主地精神還鄉，澄心淨慮，重獲被現代媒體和快餐 

   文化剝奪了的沉思、冥想和開悟的精神自由。
4
 

畢建勛先生在《萬象之根》中提出： 

                                                 
4
 皮道堅＜為什麼是先“味象”而後“澄懷”－“味象．澄懷”釋義＞（2008）載於《「味象．澄懷」中國當代水墨邀請展》。台中：大象藝術空間館。2008/09/05~10/26 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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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懷不僅是一時的興致，同時也是一種長期的修煉。這種煉心的過程是通過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等方式來完成的。經過修練過的心，正如一雙經過訓練後 

   的眼睛，……它是至情至性之心，是空明澄澈之心，是可以照明萬籟之心。 

   這種煉心的過程，也是一個養氣練氣的過程。……煉心，使“從于心者”能 

   夠成為現實；練氣，才能夠氣韻生動，…。
5
 

  他認為養氣煉心是中國畫家日常的澄懷功夫，在觀察的時候，澄懷是第一個步

驟，畫家此時要放棄一切俗念、雜念與牽掛，讓內心空明如清水，此時就能將自然

萬物照見於畫家的心中： 

   這時他的心也就是宇宙的倒影了，往來於其中的全是真情實意。…如果我們 

   的內心混濁不堪，雜草叢生，偽裝穿了一層又一層，那麼，我們如何映的了 

   明月？如何見的了真性？……，隨著懷越來越澄，所味的象也就越來越明了 

   （水愈清月愈明），也就越來越趨近於事物的本相了。
6
 

    是我與物象間的對話，還是物象與我的對話？我是先澄懷而後味象？亦或先味

象而後澄懷？二者是並而行之、相互呼應的。我所尋求的是內心的空明潔淨，孰先

孰後已不重要。  

                                                 
5
 畢建勛（1997）。《萬象之根》。石家莊：河北美術。頁 20。 

6
 同上註。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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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觀察與創作 

  物我之間相互關係的表現，從自然的「實景」世界進入繪畫的「幻景」世界的

創作過程中，畫家們在一次次的重新進入自然，再接觸生態的歷程中，不論是故鄉

景色、行旅經過的景物記憶，都由眼見而收入於心中儲存著，一點一滴積蓄成為豐

厚的孕育土地，讓創作由此土地生長滋養。
7
 

  畫家創作時對自己熟悉的自然地區環境的描寫，以自然實景為基礎，表達出自

然對象物生命內在的氣質韻味。而要達到「氣韻生動」就必須對自然物象作「移情」

式的觀察，這樣的觀察並非短暫的片刻感受，是需要經由時間的積累和物我之間的

情緒感染，才能表達出整個生活以及人生的環境、理想與情趣和氛圍。這種對自然

環境和生活境地經過長時間的移情觀察後的對自然景物描繪時的表現，這對象物就

具備了生命，而這生命有著獨特的個人風格韻味。
8
 

  歷代畫家對自然的觀察方式各異，而將對像物的入畫作切實的觀察，以客觀的

整體的方式，描繪自然的繪畫風格，如宋代范寬（約活動於十世紀末、十一世紀初）

的＜谿山行旅＞（圖 1-1）圖中正面主峰矗立，近景大石橫臥，畫家以頓挫轉折強

勁有力的筆墨線條，勾勒出堅硬有稜角的山石外形，用細密的雨點皴法，描繪出北

方地貌的堅實山石肌理質感，密林叢葉筆法變化多端，細如弦絲的瀑布直洩而下，

溪流聲彷彿在山谷間迴蕩著，景物的描寫雄壯逼真。充分展現其卜居終南太華的關

陜地域特色。范寬作畫「師法自然」強調寫生，「中得心源」妙造其意：“前人之法，

未嘗不近取諸物，吾與其師於人者，未若師諸物也；吾與其師於物者，未若師諸心”。

他在其隱居之地，留心觀察山林間，各種煙雲、物象變化之景。《宣和畫譜》：“卜

                                                 
7
 李渝（2001）。《族群意識與卓越風格：李渝美術評論文集》。台北：雄獅。頁 102-106。 

8
 李澤厚（2002）。《美的歷程》。台北：三民。頁 18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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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于終南、太華岩隈林麓之間，而覽其雲烟慘淡，風月陰霽難狀之景，默與神遇，

一寄于筆端之間”（卷二）。
9
                                                                          圖 1-1 范寬＜谿山行旅＞，約 1000 年，絹本、水墨淺設色，206.3×103.3cm，台北故宮博物院。 

                                                 
9
 《中國名畫鑑賞辭典》上冊（2005）。上海辭書。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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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自然的觀察除了客觀性的實觀，畫家對物象的觀察以主觀性的觀照方式，有

了內化的過程，畫家對自然的描寫，轉化為強調主觀意興心緒的個人內心世界的表

達。如元代趙孟頫（1254~1322）於 1296年為好友周密（1232~1298）所作的＜鵲

華秋色＞（圖 1-2），他將遊歷北地時的觀察所見收放儲存於心，返回南方時依著記

憶所繪而成，畫中物像造型簡單樸拙，是畫家有意的以復古的手法，運用了「矮丘

寒林」、「蘆叢波渚」等描繪江南風格的傳統母題，在描繪坡石的紋理時以「披麻皴」

變化而來的線條筆法，將古意融入自然景物中，以古雅的筆法抒寫胸中對田園山林

的嚮往，傳達出一種樸拙天真的意興韻味。 

 圖 1-2 趙孟頫＜鵲華秋色＞，1296 年，紙本、水墨設色，28.4×93.3cm，台北故宮博物院。 

  清代龔賢（1619~1689）的作品＜千巖萬壑＞（圖 1-3），畫中實境與幻境交雜，

以自然的物像在畫面的構圖上作非自然的景象，重複的形狀和奇特的景觀，交織成

一幅畫者的心中幻境。龔賢在數年後的畫作中提到其創作的意念：“余此卷皆從心

中肇述，雲物、丘壑、屋宇、舟船、梯磴、磎徑，要不背理，使後之玩者，可登可

涉，可止可安，雖曰幻境，然自有道，觀之同一實境也。”
10
 

                                                 
10

 何傳馨（2005）。＜龔賢 千巖萬壑＞。載於《中國古代繪畫名品》。台北：雄獅。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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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3 龔賢＜千巖萬壑＞，約 1665 年，紙本、水墨，62×103cm，瑞特保格博物館。 

  人親近自然，浸淫其中觀察體驗自然的景物實像，經由「移情」而內化為「心

像」，誠如宋代劉道醇（約活動於 1057年左右）在《聖朝名畫評》中云：“居山林

間，常危坐終日，縱目四顧，以求其趣。…徘徊凝覽，以發思慮”（卷二）。對自然

一次一次的觀察體驗、移情內化，由時光的長度，積澱出記憶的厚度，透過筆墨所

呈現的自然物像，在紙上幻化為富有「靈氣」的心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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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應目會心與靜觀自得 

  「應目」就是去“看”，一般我們用沒有通過「澄懷」訓練的眼睛去“看”對

象，是以普通的眼睛，看世界的普通外表。看的時間一久也就膩了，就算動人的景

物在眼前只會匆匆掠過，而激不起內心波瀾。但通過澄懷功夫訓練的眼睛會“從新

的審美角度，重新向人們展示他們所熟悉的世界陌生的一面”，
11
這是「我觀」的應

目對物象深情的觀照。宗白華在《美從何處尋》中也云：“空明的覺心，容納著萬

境，萬境浸入人的生命，染上了人的性靈。”
12
我即是物象，物象即是我，直接而真

實。 

  「澄懷」與「應目」互為因果，沒有應目，如何澄得了懷？沒有澄懷，那應目

就毫無意義了。而當味象與會心這兩種方法融合會悟時，意象就誕生了，這意象是

有生命的心象。“將物象放到胸中熔煉，待到它被抒寫的時候，它已經具有自己的

生命的一個意象或心象了。”
13
 

  在修得清靜與空明的心境之後，如何能將物象轉化為心中意象？就是靜觀之

法。宗白華在《美從何處尋》中提到藝術心靈的誕生在於人生忘我的那一剎那，就

是美學上所說的「靜照」： 

   靜照的起點在於空諸一切，心無掛礙，和世務暫時絕缘。這時一點覺心，靜 

   觀萬象，萬象如在鏡中，光明瑩潔，而各得其所，呈現著它們各自的充實的、 

                                                 
11

 畢建勛（1997）。《萬象之根》。石家莊：河北美術。頁 21。 
12

 宗白華（1985）。《美從何處尋》。台北縣板橋市：元山書局。頁 53。 
13

 畢建勛（1997）。《萬象之根》。石家莊：河北美術。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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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在的、自由的生命，所謂萬物靜觀皆自得。
14
 

  在靜觀冥想之時身處於旁人無法進入、無法領會的世界，此時的自己是一個孤

獨者。蔣勳先生認為，這種孤獨感形成一種直觀的親密，讓你真正的意識到自己的

存在；這種孤獨感會讓我們到達平常無法到達的領域，那就是心靈上的「空」，空

才能容，心靈才會感到飽滿的喜悅，此時便能感覺到生命的圓滿自足。要達到這種

心靈的空，就要先「忘」。
15
  

  從忘到空就是「澄懷」的功夫，空靈才能納萬境、澄懷後才能味象，這就是靜

觀自得，如蘇軾《送參寥》詩云：「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有了清明的心

才能看見身邊因忙碌生活而忽視的美景。 

 

                                                 
14

 宗白華（1985）。《美從何處尋》。台北縣板橋市：元山書局。頁 54-56。 
15

 蔣勳（2008）。＜思維孤獨＞，載於《孤獨六講》，二版。台北市：聯合文學。頁 229-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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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澄明」創作的意涵與技法分析 

第一節 創作意涵的探究 

  此次創作研究，以再次接觸自然、身處自然景物中，近距離的觀察及觀察時的

物我觀照分析探究，拉長時間的軸線，增加觀察對象物的時空寬度，將觀照的外在

世界形體，轉化為內心世界的情感意趣表達形象，用個人獨特的繪畫語言，透過創

作來傳達與呈現。就如同水在流淌的過程中，曾經擁有與放下的東西是不可預知的，

究竟水中的內含物及其景象為何，都必須等到水找到停歇處時才能確定；當水停留

下來時它的速度仍使內在產生著變化與不明，而流動的水由焦躁不安，到平靜安憩，

是時間的撫慰與溫柔的等待，讓水與包容地有了新的互動，在水停憩平靜後，水中

景像清晰明淨，時間的積澱讓其中景物找到了新的生命與可能性。 

  《慢活》一書中提到：「緩慢就是美（Slow is Beautiful）」，緩慢運動在世界各地

慢活著，
16
當我們放慢腳步時不僅能發現「美」，我認為慢活時的簡單與緩慢更能讓

心澄淨清明，在發現生活中的美景時更能看見其中的「真」。 

  時間的積澱與水的滋養讓大地萬物得以生息成長，讓景物有了變化，生命有了

無限的可能，更讓萬物有了靈氣；時間的積澱也讓創作累疊了厚實的韻味，這些經

內化後所呈現的作品，其中隱含生命的靈氣，而顯現出一種由內而外的「靈光」

（aura）。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一書中所收

錄於 1931年所寫的＜攝影小史＞裡，曾提出老照片中「靈光」的形成，是拍攝者與

對象物之間加上當時底片的特性，經由長時間的靜止曝光過程中所凝聚成的活入作

                                                 
16

 歐諾黑（Carl Honore’）（2005）。《慢活》（顏湘如譯）。台北：大塊文化。頁 5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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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的靈氣。作品中用長時間積澱出的靈光有著充實的安定感，它就在我們的身邊，

安靜的棲息等待著。那是： 

   遙遠之物的獨一顯現，雖遠，猶如近在眼前。靜歇在夏日正午，沿著地平線 

   那方山的弧線，或順著投影在觀者身上的一節樹枝，直到「此時此刻」成為 

   顯像的一部份-----這就是在呼吸那遠山、那樹枝的靈光。
17
 

  我們曾經因快速的生活步調遺忘了它，當人們的腳步不斷前進時，很多事物也

一直的錯過與遺忘，但它並沒有消失，它就在我們的記憶之中，當我們慢下腳步，

即能沉澱思緒、清明心眼，讓我們發現那些被遺忘、被忽略、被掩沒的景物，尋回

那被快速的魔鬼所幾近吹熄的那盞縈縈的記憶之光。
18
 

                                                 
17

 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1998）。《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許綺玲譯）。台北：台灣攝影工作室。頁 34。 

18
 歐諾黑（Carl Honore’）（2005）。《慢活》（顏湘如譯）。台北：大塊文化。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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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表現技法分析 

一、 用筆： 

  使用濕筆蘸墨，以中鋒用筆，運筆舒緩輕慢，讓水與墨有充分的時間能夠走入

宣紙中，因此畫面中水與墨形成了明顯的筆觸，亦如漫步中行走的軌跡，此足跡經

由時間的累積，一再的行走、積澱出精神與情感的淳厚感。在繪畫創作時速度所形

成的畫面，以緩慢速度讓筆帶動水與墨，在紙上行走時產生的情感作用，就好像自

己透過繪畫，再一次的與記憶中經過時間沉澱後的印象中的過去的景物、對象物再

次的對話；也是自己經由繪畫中的過程，就像是一種儀式，透過記憶中的景物與過

去的自己對話，尋找心靈上的清明與寧靜，這如儀式般的過程就是澄明。 

二、 用墨： 

  以淡墨起筆，待墨乾後再次的淡墨積疊描繪，用漸次增添筆墨的積墨法方式繪

畫，在一次次的如儀式般重複但落筆位置不相同的繪畫用筆裡，筆墨交錯處呈現出

了深淺變化豐富的墨色：交疊處墨色加深，行筆錯落處雖是淡墨卻有如生命呼吸般

的吐納氣息感，絲絲縷縷，綿密不絕，使之產生深淺不同的層次感，醞釀出有如靈

光一般富有生命的呼吸般的感覺，形成了幽邈的韻味。 

  筆墨上的線條及墨色的濃淡不僅能表現出形式與結構的美，也傳達出人的各種

主觀精神境界與氣韻、意興心緒。李澤厚說：“它表現了一種淨化了的審美趣味和

美的理想。線條自身的流動轉折，墨色自身的濃淡、位置，它們所傳達出來的情感、



 15 

力量、意興、氣勢、時空感，構成了重要的美的境界。這本身也是一種淨化了的『有

意味的形式』”。
19
步行是一種生活淨化的行動儀式，而透過筆墨就是一種對表現形

式的一種淨化。 

三、 用水： 

  繪畫時筆上富含水分，作畫落筆處因墨重水輕，墨已停時水還持續行進著，在

前一筆已停而未落下一筆時，水與墨間形成了層次變化，且先畫之物像與後繪之物

像間的關係，也因用水的多寡產生不同的變化（漬水法）。有關於此技法的使用，在

＜淡墨山水＞水墨畫研究論文的作者曾於文中提及，運用此法達到畫面中遠近空間

的推延；她認為以富含水量的濕筆作畫，可以呈現出清淡潤澤及墨色淋漓之感，她

又提到水是生命的開始，水也使萬物甦醒帶來生機；
20
而我在本系列創作中亦學習

之，以濕筆淡墨來積疊的技法為主，但不以山水為表現物像，我把視線拉回，以近

景的植物為表現物象，呈現出大自然中的生機與美景。在此技法上的運用，我以快

慢長短的時間、速度上的配合來研究，找出最適合的運用步調，正如個人於漫步間

調整腳步速度配合著呼吸，而找出屬於自己的行走步調。 

四、 意古之物象表現形式： 

  在本創作的物象描繪表現形式上，＜靜謐—春天＞（圖 3-12）、＜悠然—夏天

＞（圖 3-14）作品中廣披於地面及小道旁植物叢的○形圈葉表現形式取法自如龔賢

                                                 
19

 李澤厚（民 91）。《美的歷程》。台北：三民。頁 199-200。 
20

 陳秀楟（2003）。《淡墨山水-陳秀楟水墨畫創作論述》。東海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台中市。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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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年作品＜山水冊＞之二（圖 1-4）畫作中的樹叢，圈葉的表現形式。
21
在系列創

作中也運用了墨線雙鉤不填染的積墨法，與墨色點染、皴染的積墨表現技法，在畫

面中同一空間的物象，運用了虛實互用的表現形式，以自然與非自然的形狀對比出

畫面中的虛實和明暗，及實景中的非現實景物的效果。 

 圖 1-4 龔賢＜山水冊＞（之二），1671 年，紙本、水墨設色，24.1×44.7cm，納爾遜美術館 

                                                 
21

 何傳馨（2005）。＜龔賢  山水冊（之二）＞。載於《中國古代繪畫名品》。台北：雄獅。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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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人創作歷程 

第一節  臨摹與創作 

一、 學習與寫生創作（1999-2005） 

    繪畫歷程若要回溯既往，可以從孩童時在鄉間的泥地上、水泥曬穀場上用石頭

或磚塊塗鴉開始，當時作畫時有著單純的快樂，但是隨著時光的推移，漸漸地，作

畫好像是為了課業與工作時的需要，學生時期選讀設計科系的我，接觸了各種的繪

畫媒材與相關領域知識，但開始接觸水墨畫的時間較晚，在水墨繪畫的學習過程中，

從學習北宋時期的繪畫風格臨摹開始，花鳥人物的繪畫臨摹（圖 2-1）、寫生創作（圖

2-2、2-3），到筆法及用墨摸索與轉變的時期（圖 2-4），深覺中國繪畫的浩瀚精深，

在簡單的工具下，竟含蘊了器物不可度量及言語無法盡訴的筆墨世界。為了更認識

及學習水墨繪畫的世界，我重回校園進修期待精進。 

 

 

 

 

 

 

 

 

 

 

 

     圖 2-1 ＜臨摹大千仕女圖＞，2002 年，紙本、             設色，66×4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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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 ＜林蔭小道＞，2005 年，炭筆，79×55cm。 
                      

 圖 2-3 ＜嫣紅＞，2003 年，紙本、設色，138×36cm。  圖 2-4 ＜瓶花＞，2004 年，紙本、水墨，70×3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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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臨摹與寫景（2006-2008） 

  心態重整調適，再次的臨摹前人畫家作品＜臨摹-龔賢畫稿＞（圖 2-5），從中作

技法的學習與重新體認的畫作＜臨摹-常玉盆花＞（圖 2-6）、＜臨摹-常玉瓶花＞（圖

2-7）。於東海中的重回學生身分的學習過程裡，於技法的再學習，美學理論及藝術

史的薰陶下，深覺筆墨世界的浩瀚無窮，與本身所知所學的渺小與不足，讓我有了

急於追尋的焦躁與慌亂之心，求學前兩年雖身處濃郁人文環境的校園中，卻是無心

感受其間美景，雖也寫景畫了＜山水 1＞（圖 2-8）、＜山水 2＞（圖 2-9）的作品，

但內心卻有如圖中的巨石般，層層疊疊的積壓著、充斥著，緊繃著的意緒顯現於作

品中。當時老師的一句話讓我停下了腳步去思考與重整心緒，其後，有一年的時間

我放下了筆，讓自己重回鄉間的自然景物間，使心緒沉澱、心態重整歸零。 

 圖 2-5 ＜臨摹－龔賢畫稿＞，2006 年，紙本、水墨，27×6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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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6 ＜臨摹－常玉盆花＞，2006 年，         圖 2-7 ＜臨摹－常玉瓶花＞，2006 年，         紙本、水墨，33×90cm。                         紙本、水墨，45×90cm。 

     圖 2-8 ＜山水 1 ＞，2007 年，紙本、      圖 2-9 ＜山水 2 ＞，2007 年，紙本、水墨，        水墨，114.5×69.5cm。                      84×6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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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繪畫風格轉變與延續（2008-2011） 

一、 轉變 

    題材畫面表現由初時至今，創作歷程前期的營造單純題材畫面（圖 2-4），轉變

而為繁盛茂密、非單一對象物的題材，如＜生機＞（圖 3-4）；空間安排由主題式對

象物居畫面中心位置，轉變成包圍式的空間結構；再者，由全景式山水，轉變成截

取式微觀表現形式。  

 圖 3-4 ＜生機＞，2010 年，紙本、水墨，75×14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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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延續 

    墨染法、積墨法水墨技法運用的延續，以＜清供圖＞（圖 2-10）背景中的墨染

法及淡墨多次積疊的積墨法，延續運用於＜靜荷＞（圖 3-3）等創作作品的物象描

繪中，形成物象的豐潤華茲、渾厚實在之感，呈現出天真樸實、生機盎然的景象。 

                                       圖 2-10 ＜清供圖＞，2004 年，                 圖 3-3 ＜靜荷＞，2010 年，紙本、設色，                    紙本、水墨，104.5×35cm。                       142×7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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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沉澱再出發的寫意 

  因創作過程的時間軸線拉長，在一次遠行的機緣中，見識了彼岸夏日時乾燥

高溫下曠野蒼茫的北地風光（圖 3-11），在乾旱廣闊的大地中顯出了「人」的渺

小，不由得對天與地升起了敬畏之心，此時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與距離似乎拉了

開來，只能遠觀而無法親近；雖然壯闊奇峻的景物難得，但我更喜愛親近可觸摸、

可聽聞、可嗅探及能細觀的自然景物。 

  每一次的異地行腳都是心靈的滋養與意興梳理的行旅，隨著時間積澱出創作

的養分。時間的流淌帶走了內心的迷障，澄淨了我的心靈，這時候慢下的腳步有

著歡喜與自在的心引領著，透過清明的心眼觀照萬物，就能發現身邊處處美景（圖

2-11）。 

 圖 2-11 ＜曾經＞，2009 年，紙本、水墨，37×6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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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澄明」系列作品解析 

第一節  「澄明」的空間意識與表現形式的呈現                 

一、 空間意識與構圖意涵 

    「澄明」系列的創作，選擇大地中生長繁盛茂密、非單一對象物的自然景物為

題材，構圖以截取法為表現形式，空間營造或呈現包圍式的口袋型空間、
22
或滿盈式

的景物空間、或窺看探望視角的空間呈現，意欲表達出在多樣景物間的形式空間下

的靜謐平實韻味。以近距離的、微觀式的角度觀看方式，藉平視高度至地面的有限

空間中，生長於大地自然的植物為主要創作主題，由微小處或各種生長植物所構築

的寧靜空間，描繪近觀處與大地間真實自然的美景，表現其不造作，天然質樸顯現

真性情之美感。如唐代詩人韓翃（活動於約 754-780年）＜同題仙遊觀＞詩：“…

疏松影落空壇靜，細草春香小洞幽。何用別尋方外去，人間亦自有丹邱”。
23
 

  宮崎駿也曾於 1997年，談＜魔法公主＞的訪談中提到，認為欣賞美景無須遠

眺：“重點不在於視野空間有多少公里遠，而在於是否有眼光去欣賞周遭空間裡的

自然美景。只要你肯這麼作，就必定能從生活的周遭找到一條適合散步的美妙道

路”。他鼓勵大家不要用人類的眼睛去觀看自然，而是「嘗試著以昆蟲的眼睛」去

觀察自然，就可以看到一個不同的世界。
24
誠如創作系列的景物，是我於塵囂中現時

的當下，尋得繁忙生活中心靈能安憩休息、自在與愉悅的心靈觀照之境。美景不須

                                                 
22

 王文宜（2005 年）。＜王維  輞川圖＞。載於《中國古代繪畫名品》。台北：雄獅。頁 18。 
23

 喻守真編（2003）。《唐詩三百首詳析》。台北市：台灣中華書局。頁 239-240。 
24

 宮崎駿（2010）。《折返點 1997～2008》（黃穎凡譯）。台北：台灣東販。頁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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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求，它就在身旁。 

二、 有我法之繪畫語言 

  以臨摹入手，以有法為我法。在處理空間深邃處，既要「深的進去，又要敎人

“走的出來”。」經營出有迴旋之意的空間感。
25
 

（一）皴染之法：在樹葉中運用積墨皴染法，形成墨彩變化的豐富性，表現出植物

潤澤蓊蔚之景象。 

（二）墨彩之法：本系列的作品著重在墨法、水法上之研究與創作表現，以龔賢、

黃賓虹之水墨法為師，並重墨彩、輕設色之法，以墨彩表達自然純淨質樸之真，如

心靈上純粹寧靜的追尋。 

（三）保留與捨棄：炭筆的構圖線條是曾經走過的足跡，保留是為了努力過後的結

果，呈現出不同變化的積澱形式感。 

                                                 
25

 王伯敏（2005）。＜龔賢墨法水法論＞。收錄在《龔賢研究》。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頁 15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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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作品解析 

  唐代張璪提出「外師造化，中得心源」、余承堯在其繪畫心源的探索中亦云：「畫

畫要閱歷，也要會想像」，才能走出自己的風格。
26
這想像就在於了解自然後領略其

中真意，此時方能不受眼睛所見的有限物象所束縛，隨著意之所向自由的繪畫。 

   繪畫要為真而寫，纔能得其真髓。……唯有真，纔能徹底瞭解，纔能表達 

   極高智慧、靈感，有清清楚楚地描繪，結結實實的創造，不株守故有常規， 

   技法自然，領略自然，具備形象，擴大觀念領域，如此便不為過去成物所束 

   縛、拘牽，章法囿限，自自由由地，意之所向，構想、造型皆可隨心所欲， 

   而成就尺幅千里之圖畫。
27
 

                                           ——余承堯＜繪畫自述＞ 

  我認為於領略其中真意的過程中，就是對象物與我之間的心靈對話，這對話是

一種經由「時間」的積澱過程。因為工作中常與孩童相處的關係，而有了很多機會

可以嘗試著以孩童的眼光去看世界，但大多時候想像的發源基點設定，是站在「我」

以外的各個不同的孩童為設定主體，而藏身於記憶深處裡童年的自己卻未曾現身，

它是長大後因忙碌的生活填塞了記憶空間中壓埋的，似乎遺忘了的回憶，她總在偶

然間接觸到與童年記憶相關的事物時如靈光般的顯現，因此我喜歡宮崎駿的作品，

它觸動了我童年回憶匣的開關，它是一把開啟童年記憶的鑰匙，讓觀者與之產生共

鳴，它也啟動了我想尋回童年快樂時光記憶的想望。以下就是我如漫步之旅的「澄

明」創作系列。 

                                                 
26

 林銓居（1998）。《隱士．才情．余承堯》。台北：雄獅。頁 86-87。 
2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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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漫步之旅的記憶連結：＜初夏＞（圖 3-1）、＜仲夏＞（圖 3-2）、

＜靜荷＞（圖 3-3）、＜生機＞（圖 3-4） 

  緩步行走時與連接童年記憶的物象相遇，有著整理情緒與找回童年記憶的發想

心理，以童年時農村普遍的植栽竹子及植物，為發想連結觸發之物。 

    隨著年歲的增長，在生活中能成為美好回憶的事物越來越少，回想曾經的快樂

記憶，似乎是童年的快樂時光最為深刻與想望。而最鮮明的莫過於對「竹子」的記

憶連結；我喜愛竹，是因它與我的童年回憶並存，印記著最實在的快樂時光，因此，

我選擇以「竹」為創作的源起物象。 

  在童年時光的夏日午後，玩累了，在大樹下、竹林間乘涼休息，閉上眼睛，感

受著清風吹拂，耳邊是竹幹相互碰撞時的“筘、筘、筘”應和著竹葉婆娑舞動的

“沙、沙”音，交織成一首動聽的「竹之奏鳴曲」。 

  ＜初夏＞（圖 3-1）、＜仲夏＞（圖 3-2）作品中的竹子與＜靜荷＞（圖 3-3）中

的荷花，未若前人畫家們描繪的修長勁秀、文質風雅之勢，而是以粗壯結實的形體

表現出實在感；在＜生機＞（圖 3-4）作品中以多種農村鄉間常見的植物，於畫面中

作盈滿式的構圖，描繪出一種豐饒的、如欲溢於紙外的，充滿生機盎然的景像。這

些作品以呈現出農村厚實穩重，追求實在性與存在感、生命力的表現，傳達一種樸

實與平淡天真的韻味。 

 



 28 

  

 
圖 3-1 ＜初夏＞，2009年，紙本、水墨，139×69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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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仲夏＞，2009年，紙本、水墨，139×69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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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靜荷＞，2009年，紙本、水墨淺設色，142×7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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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生機＞，2010年，紙本、水墨，75×14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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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停留駐足時的仰望與俯瞰時的發現：＜仰望初秋＞（圖 3-5）、

＜俯瞰春天＞（圖 3-6）、＜坐看夏天＞（圖 3-7） 

  現今的社會講求速度、前進再前進，停留就是一種退步；求學時功課要進步，

進入社會在工作上進度要超前，在日常中行動要搶先一步才能有優先權，生活總是

被時間與速度所追趕著，大部分時間都在紛紛擾擾中度過，就像一池被無數的手撥

動著的水，混濁再混濁，看不見水中的真像。 

  曾幾何時，心累了，眼前的景物清晰不再？它總是蒙著一層薄霧，久久不散；

曾幾何時，耳中聽見的是吵雜的人語、車子的引擎怒吼、喇叭的高分貝及輪胎摩擦

地面時所發出的忙碌聲音；曾幾何時，我們不再深吸一口氣，因為空氣中充滿著汙

濁不舒服的氣息。 

  遠離此景，是大部份人的想望，身處一個安寧清淨的場所是多數人的追求；因

此，假日風景區踏青賞景的人有增無減，樂當一日陶淵明的假日農夫，享受著田園

種植的樂趣。城市中忙碌的人們急趕著去接近大自然，忙碌的在有限的時間裡，從

甲地到乙地，計算著來回的時間、停留的時間，要完成既定的目的與達成設定的目

標，卻忘了放慢腳步、停留感受那一景一物，因此，沒有駐足停留的腳步，就無法

留待時間讓大自然的清淨之氣滌淨身心，我們的心靈也無法感受到寧靜與祥和的安

適淨潔，更無法發現身邊的美景，而美景就在我們漫步時的轉角、驀然回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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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仰望初秋＞，2010年，紙本、水墨淺設色，68.2×69.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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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俯瞰春天＞，2011年，紙本、水墨，139×6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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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坐看夏天＞，2010年，紙本、水墨，139×6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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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回到最初：＜尋回--夏天＞（圖 3-8）、＜尋回—春天＞（圖 3-9）、

＜尋回之徑＞（圖 3-10）、＜尋回—外一章＞（圖 3-11） 

  自踏入職場與數次的轉換跑道，工作及生活無不被時間與速度推著往前走。當

數年後，慢下腳步回頭看時，才發現快樂的自己如躲迷藏一樣的，在亂石堆砌的、

雜草叢林深幽處，靜靜的蟄伏著，靜待著被尋獲的時機。 

  作品中如時光隧道般，溯源的途經之道，有如經由產道而再次回歸母體保護中

的安適感，亦如「桃花源記」中尋找桃花源所經的溯溪之道。這小徑的另一端有著

甚麼樣的景象？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桃花源地？還是有著猛獸鬼怪的毒瘴之地？這

通道的另一端是別有天地還是無法通行？這是一條連接人間界與神靈界的通道？這

是一條可以連接、通往深藏於我內心的充滿夢幻神奇、「歐羅波羅斯（Ouroboros）」

的世界的通道。
28
 

  回到最初，是一種懷舊的「鄉愁」，也是一種對失去的、無法擁有的可能性的憧

憬。
29
從起始端走到通道的那一端，路途中須靠冷靜以持的心與耐力，去排除各式險

阻及障礙，這過程猶如內心淨化一般，讓自己重新找回最初的快樂與生命力。 

 

 

 

 

                                                 
28

 山中康裕（2006）。《哈利波特與神隱少女：進入孩子的內心世界》（王真瑤譯）。台北：心靈工坊文化。頁 19-27。歐羅波羅斯（Ouroboros）。啣尾蛇（或龍），牠咬住自己的尾巴，形成一個圓的象徵。沒有源頭跟結尾，象徵著自我的毀滅與重生的永恆循環，或是指無限、真理與知識的結合、創造力等廣泛的意義。 
29

 宮崎駿（2009）。《出發點 1979~1996》（黃穎凡、章澤儀譯）。台北：台灣東販。頁 36-37。 



 37 

 

 

 

圖 3-8 ＜尋回－夏天＞，2009年，紙本、水墨淺設色，139×6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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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尋回－春天＞，2011年，紙本、水墨，139×6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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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尋回之徑＞，2011年，紙本、水墨，139×6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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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尋回—外一章＞，2010年，紙本、水墨，24×2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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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探看與期望：＜靜謐—春天＞（圖 3-12）、＜靜謐—夏天＞（圖

3-13）、＜悠然—夏天＞（圖 3-14）、＜悠然—春天＞（圖 3-15） 

  宮崎駿認為日本人對森林有種敬畏之心，是「萬物有靈」的宗教情感使然，在

森林深處居住著古老的神靈，這些神靈亦守護著森林中的萬物，而森林深處的聖地

是人類無法進入的： 

   在自己國家的最深處，有個人類所無法進入的清淨無垢之地，那裡有著豐沛 

   的流水，守護著深隧的森林。人類若能回歸到那種具有清淨觀的場所是最美 

   好的事情，…那是一個沒有聖經也沒有聖人的地方。
30
 

  宮崎駿的作品中充滿了他童年時的記憶，這些記憶中的場景連結成為「龍貓」

動畫電影中讓人懷念的場景，它喚起了人們的童年回憶與之產生共鳴，宮崎駿希望

經由這部動畫電影找到及發現“早已遺忘的東西、未曾留意的東西、以為早就失去

的東西”，讓觀者能學會珍惜。
31
 

  作品中我以口袋型包圍式的空間呈現，表達置身於大自然裡，由各式植物生長

所形成的靜謐景物空間，這是寧靜、安適的心棲之所，是一個充滿靈氣而能滌淨心

靈的神聖之地。 

 

 

                                                 
30

 宮崎駿（2010）。《折返點 1997～2008》（黃穎凡譯）。台北：台灣東販。頁 100-102。 
31

 宮崎駿（2009）。《出發點 1979~1996》（黃穎凡、章澤儀譯）。台北：台灣東販。頁 371-372。 



 42 

 

 

 

 

 

 

圖 3-12 ＜靜謐－春天＞，2011年，紙本、水墨，69.3×68.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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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靜謐－夏天＞，2011年，紙本、水墨，69.3×68.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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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悠然－夏天＞，2011年，紙本、水墨，139×6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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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悠然－春天＞，2010年，紙本、水墨，139×6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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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人的想法曲折複雜，不如植物質樸實在，我們給它多少關心，它回應於多少結

果，無須琢磨揣測，我的繪畫態度一如植栽般簡單踏實，因此我的繪畫對象物以植

物為多，作品中少有「人」跡。 

  在「澄明」的系列作品創作中，我以微觀的方式，如同攝影時把鏡頭拉近、再

拉近，讓微小隱密的景物產生無限的想像與美感，這微小之處“相當清晰也夠隱密，

足以在白日夢裡覓得棲蔭之地”。
32
這是我的棲夢之所，在這裡，有著童年時的單純

快樂與夢想。孩子的世界中，大自然就是他們的尋寶地，可以有著無窮盡的驚奇發

現，生長於小小角落裡的各樣植物，和彼此之間交錯圍繞而成的隱密空間，是他們

的祕密夢想城堡，小孩子的想像天馬行空無所不在，任何的角落與隨手可得的身邊

之物，都能幻化為想像世界的景與物。 

  這是一個安全的、寧靜的、完全屬於自己的空間，置身其間就好像回到母親的

溫暖懷抱般，閉上眼睛，放緩呼吸，你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心跳，慢慢地，自己的氣

息自然的與這空間配合相容，這空間是可以放鬆的，讓身心可以得到安適與休息的

所在，這就是我的「桃花源」，不須千辛萬苦、跋山涉水亦不可得，它就在身邊，靜

靜的等著你探尋。 

  雖然，筆者於現今的人生階段，因實際生活中的狀態所囿限，而無法如前人諸

畫家，毅然放下塵囂的環境，暢意於山林自然間，但是在無法遠離喧囂的生活中，

                                                 
32

 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1998）。《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許綺玲譯）。台北：台灣攝影工作室。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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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保留適時的空閒，在身邊的不遠處尋覓一個心靈的安靜所在，讓這方小天地

的寧靜安適時光，使歡喜自在回到心中，讓小小的快樂滌淨生活的濁物，讓平靜與

安樂也能在轉身處拾回。 

  此系列的創作意在「真實」的探討，這真實就在呼吸的香氣、側耳聆聽的竹林

協奏曲、林蔭叢葉深處識見的神祕通道、駐足時感受著微風的輕拂，這就是一種「真

實」，它就在胸臆間充滿，在周身包圍著，在回憶裡迴盪敞徉，這真實就是「靈光」

的顯現、「真意」「一種靈氣」的表現，真實就在轉角處回首時與你相遇。 

  我將這次的創作視為一種心靈的「澄明」之旅，在過程中尋求沉澱後真正的寧

靜，在技法及筆墨的運用上，如石濤題畫詩言：“黑團團裡墨團團，黑墨團中天地

寬。”
33
於用墨技法上期許能走出另一個天地。藉由創作中體驗出自己的韻味，進而

以此為發源點，延伸走出一條自己的繪畫之路。 

  經由本次的創作研究，在過程中不斷的探討與內心及情感思緒的對話梳理後，

顯現的真意，誠如平靜的水面下，明靜無波，其中真像近在眼前，也映照出觀者的

面容，觀者與被觀者融合一起，成就為另一番的風景。 

                                                 
33

 王伯敏（2005）。＜龔賢墨法水法論＞。收錄在《龔賢研究》。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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