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日夜晚電話約訪林星華女士，話筒一頭傳來清

甜的聲音，原以為接電話的應是林家後生晚輩，沒想

到竟是高齡 87歲的畫家本人，驚訝之餘，更欣喜畫家
身體健康硬朗，有游泳習慣的林星華，與一般刻板印

象的「老人家」不同，每月定期參加兩次日文讀書會，

因此除了作畫參展外，日子過得十分充實。

林星華住在花木扶疏的公寓裡，廚房、房間、客

廳等地都是她的畫室，前庭的七里香與酪梨已達兩層

樓高，圍牆也種植許多曇花，不時有綠繡眼、白頭翁

等蟲鳥在窗外駐足，這些生活周遭出現的自然景物與

人文景象，都是畫家創作關懷的對象。

受臺灣膠彩畫之父林之助啟蒙

林星華 1932年出生，在 9個兄弟姐妹中排行老
大，父親德林師是佛教會館的佈教師，收藏許多日文

叢書，不僅學養豐富也威信十足。附近孩子哭鬧不乖，

光聽到德林師來了，就害怕的不敢出聲。林星華也怕

父親，只要父親生氣，家裡的人連飯都不敢扒一口。

但嚴厲的父親卻不是守舊的頑石，不受「女子無才便

是德」的舊思維束縛，栽培她與妹妹一路讀到臺中師

文∕黃慧鳳  圖∕黃慧鳳、大墩文化中心

徜徉膠彩  林星華探索人生新定義
突破傳統束縛  彩筆就是力量

女性藝術家聯展中，高齡 87 歲的林星華登上寶座接受加

冕殊榮。

範，雖然父親在林星華升二年級時驟逝，卻已經培育

出姐妹倆良好的教養，也為她們日後的教職工作打下

了良好的基石。

林星華在臺中師專（現臺中教育大學）求學時受

林之助老師（臺灣膠彩畫之父）啟蒙學畫，由於住校，

每星期天就到林老師的宿舍學日本畫（Nihonga，後
改稱膠彩畫），因此學會了裱紙，製膠液、研製胡粉、

調色、線描、敷色、渲染等技法，畫出了心得與成就，

漸漸喜愛上膠彩畫。

日式建築裡林老師的聲音與膠彩的顏料，成為日

後林星華生命調色盤裡的基調，伴隨她進入職場、走

入婚姻、成為人妻、人母，也讓她在國小教職退休後，

選擇到日本學習美術，多年來畫布上的藝術印記一直

閃著熠熠光芒，照耀著林星華晚年的生活，也為生活

增添了不少情趣。

扮演多重身分仍作畫不懈

然而成為膠彩畫家之路並不易。家境不富裕的林

星華，因為考上免學費的臺中師範，才有幸遇見林之

助老師，住校學畫家人也無從反對。進入職場後，林

星華嫁給老實但貧窮的同校老師，婚後育有 5子，身
兼多重身分曾讓她忙得分身乏術。

林星華在顏料櫃前娓娓介紹其畫作《林星華膠彩畫集》 〈公園一隅〉，生活周遭出現的景象，是畫家創作關懷的對象。

張李德和（1893∼ 1972）在〈畫菊自序〉中說
道：「余因停機教子之餘，調藥助夫之暇，竊慕管夫

人之墨竹⋯竟率意而鴉塗。」傳統女性往往在「教子」

與「助夫」之暇，才做自己喜歡的事。

林星華平時白日教職工作繁重不在話下，下班後

妻子、母親、媳婦的工作一項都沒少過，好在丈夫也

不反對她作畫，一刻不得閒的她，有時就將孩子揹在

背上工作、作畫，一直到閉眼睡覺，有一次颱風來襲，

孩子慌張害怕地起床，自己竟然睡得酣甜，想起這事

說來好笑，但也突顯女畫家沉重的工作負荷，連颱風

來了都喚不醒疲憊的身體。

不畏傳統  樹立女性藝術家典範
膠彩畫在臺灣曾一度受到排拒，幸賴林之助老師

的正名與提倡，才重燃林星華作畫的熱情。如今教職

退休多年，赴日學畫也讓她畫藝更加精進，才剛完成

女性藝術家聯展、膠彩畫協會聯展的作品，近日又著

手為臺中藝術家聯展作畫，工作不曾間斷。

嚴謹的林星華強調，膠彩畫不同於水彩畫與油畫，

需要細膩的心思與極大的耐心與體力，尤重寫生的基

本功，無法求快，一幅畫有時得花好幾個月才能完成。

因此成為膠彩畫大師的背後，有著林星華不畏社會環

境、時間、體力，甚至傳統對女性的期待，林星華可

說是找到自己生命的主體性，為自己想做的事努力不

懈，活出了當代女性藝術家的典範。
膠彩作品〈美 〉呈現自然的純粹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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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惟棋，憧憬於純粹的美好，致力呈現生命的故

事，以西洋的結架構為體，結合東洋的線條表現，12
歲時便踏入花藝領域。就讀於苗栗卓蘭、有著開放風

氣的實驗學校，在插花的選修課上只有他一位男生，

詹老師卻樂此不疲，從此與花藝結下不解之緣。

不解之緣  專注花藝
「一輩子專注做好一件事！」詹老師堅定表明，

即使大學夜校念的是食品科學，白天仍前往晶華酒店

打工、學習花藝設計，一路走來不免經歷煎熬的時刻，

他仍守護著「為客人創造感動」的信念，堅持以「訂

製」的方式保存花卉的新鮮、保留對職人的尊重，終

能破繭而出，陸續受邀展出作品，近年來於廈門、遠

至蘭州，穿梭在中國城市間授課，並以創意總監的角

色扶植花藝新店。

詹老師退伍後返回卓蘭擺攤，在日式巴洛克建築

文∕楊登淵  圖∕楊登淵、詹惟棋

專注花藝  詹惟棋為生活注入新意
營造純粹之美  說生命的故事

詹惟棋一輩子專注做好一件事，就是花藝。

前開啟了花藝生涯的扉頁，後來轉至臺中豐原，卻面

臨了門可羅雀的慘淡時光。詹老師剖析，店面引進了

有別於傳統的「櫥窗」外觀，流行於歐美，也見於知

名品牌的展店上，但櫥窗似乎產生了某種距離感，消

費者多半選擇觀望。然而，秉持「做好對的事」的信

念，捨棄只能單次使用的海綿基底，堅持以「品牌」

展現個人風格，將顧客當作長期的朋友，至開店第三

年，終苦盡甘來，回客率高且芳名遠播，至今持續為

展場、活動妝點自然繽紛的語彙。

天地有大美 
「回歸大自然純粹的美好」是詹惟棋的創作初衷。

喜愛走入山林尋找靈感的他，不論是大安溪畔的枯枝

殘葉、剝落的樹皮，還是卓蘭農忙後修葺的梨子樹枝、

葡萄藤圈，信手拈來便能為觀者述說被遺忘的生命故

事，從生機蓬勃到枯朽脫落，不同時期的循環歷程在

獨特的肌理中，表現得恰如其分。

詹老師指出：「花藝普及化的程度，顯示國家進

步的里程。」臺灣的硬殼果實較稀少，若能採集周遭

隨手可得的素材，以巧思配置、重賦生命，便能再次

與人間對話，居家的綠栽、草地的枯枝，都能為生活

帶來清新與優雅的氛圍。

花藝新意  不同的省思
身兼花藝協會理事長的詹老師，常思忖如何突破

舊有限制、挖掘新意，在臺中市屯區藝文中心的「陶

你花心—花陶創意生活展」中，詹老師進一步將花藝

提昇到「裝置藝術」的層次，與陶藝家史嘉祥老師合

作，揉合陶、花、木炭等等的複合媒材使用，讓民眾

徜徉花陶共築的想像中。詹老師以塑膠射出剩餘的橘

色綁帶結合各色花瓣，組合成球形意象，藉以表達對

工業發展的抗議，並象徵人們於省思中返璞歸真，在

無生命的結架構中，體驗生命本質的精采。

卓蘭的兒時回憶亦是重要的靈感來源，記憶中一

片白茫茫的蘆葦，綻放於懷舊的陶甕中，隱喻著詹老

師對家鄉的期待。他還藉由水缸裡的花團錦簇，引導

人們將賞花視角轉為「由上而下」俯視，帶領人們在

習以為常的生活中，學習低頭，看見新的可能。

讓種子乘風飛翔  成為世界的花園
教學，是詹惟棋用心耕耘所在，協助學員於定

靜專注中創作出「內心的花園」，是他最大的想望。

在教學相長的過程中，詹老師亦能從中獲得靈感、

提昇能力，相較於臺灣學員較不願意在基礎花形下

功夫，中國學生「求知若渴」的精神讓他感到印象

深刻。可喜的是，有小學 5年級便自願前來學習插
花的女孩，看她率真剪枝的模樣，欣喜於臺灣教育

的「美學養成」已逐漸萌芽。

如同工作室名稱「花穀子」所欲傳達的意涵，

詹老師冀望其作品、服務，將如蒲公英的種子乘風

飛翔，帶給觀賞者夢想般的感動，亦期盼在教學中

引入親子課程，在動手做的過程中，激盪更多的啟

發和創意。「一步一腳印看來較慢，但能走得長

遠！」詹惟棋如此勉勵自己和大眾。

詹老師用心製作準備展出的花藝

〈豐滿〉，習花， 豐富人生，收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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