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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蔡正一舉辦首展後，經過七次個展，終於在1992年三十八歲，發表「心象」的第一批作品，獲得佳評與

藏家青睞，歷經「枷鎖」、「靈視交錯」、「虛擬空間」、「花花世界」、「花非花」、「抽離現象」等階段，悠遊於色彩

與造型之間，風格隨之形成。

從畫家走向畫廊經營者

走上藝術之路，又遇良師陳銀輝教授指導，蔡正一屢獲殊榮，並加入臺陽美術協會、中華民國油畫協會，舉辦

個展、短暫任職美工科，直到母親生病才辭去所有職務回到臺中，成為載負盛名的專職畫家。對藝術的熱情使他依

隨本能與感覺自由發揮，沉浸在創造的喜悅，更在歷經金融環境變遷、畫市低迷的境況後，於眾人驚訝的眼神中，

毅然決定開間畫廊──這個明顯隨環境經濟波動影響收入、投資風險高、資金需求又極大的產業。

從此蔡正一身兼創作者、教學者、藝術推廣者，以及畫廊經營者的身分，三十年如一日走來。開創「凡亞」畫

廊使蔡正一必須同時兼顧藝術創造的空靈世界與現實收入，他在摸索中學習，致力於幫助臺灣藝術家找到舞臺、

獲得發表的機會。他從藝術創作走到產業，隨歷練而不間斷的提昇自己，貢獻藝術領域，而今再轉型為藝術產業顧

問，並提攜第二代接班。

藝術產業的美麗與哀愁

人才與市場是所有產業都必須重視的問題，蔡正一提到，多年來他推廣臺灣藝術家、致力於國際觀的開拓，

對市場的憂慮卻是越來越顯著。其實臺灣的藝術產業已經比國外（以美國為例）友善，對藝術的觀念開放，人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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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正 一

1954年生於臺中清水。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

● 展 覽：

臺北市立美術館「當代版畫家聯展」、臺中

市立文化中心「兩岸美術觀摩展」、臺中市

立港區藝術中心「全國百號油畫大展」。

● 獲 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畢業展油畫佳作、版畫

第二名，臺陽美展金牌獎、銅牌獎2次、佳作

2次，日本太陽展特賞獎，臺中縣美術有功

人員，清水高中第1屆傑出校友。

評審： 臺陽美展、中部美展、臺灣國展、臺

中縣美術家接力展。

著作：《蔡正一油畫集》(一)～(七)集。

曾任： 華藝藝術數位公司藝術總監、顧問，

南強美工科、銘傳大學商業設計學

系教師。

現任：凡亞藝術空間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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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藝術家，也都能享有對藝術原創的讚譽。相比

起來，在國外只有最高價市場和複製畫兩種命運！窮愁

潦倒的藝術家比比皆是。

一段旅居美國勘查藝術市場的時光，讓蔡正一深

刻體認到，藝術市場不僅和國家經濟實力、市場操作

模式直接相關，一個藝術家是否能獲得足夠肯定，而

不是一生浮沉於社會邊緣，幾乎取決於天時地利人和

的「命數」！人們所知，多數藝術家都在等待伯樂，在

美國，多少才氣橫溢的藝術家必須傾盡所有、在垃圾

堆中找素材、一輩子甘於貧窮，甚至背上精神疾病，作

品仍然只能在跳蚤市場中流通；而獲得投資者青睞的

創作者，則可以透過拍賣、操作，扶搖直上，完全是兩

個世界。藝術投資作為一種專業，不僅是對特定藝術

家長期觀察、挑選、培養，也是一件資本雄厚的買賣往

來，它是少數人、金字塔頂端的遊戲。

臺灣的文化成就對比市場流失

那麼，臺灣的藝術市場有何不同呢？蔡正一分析，

臺灣、日本的藏家其實很多，也很有眼光，臺灣的藝術

環境好、對藝術家友善，欣賞藝術也算是普及、生活

化，而這當然會影響市場。當原創精神在臺灣已被視

為藝術核心，生活水平、文化教育也使民眾的鑑賞能力

與收藏意願都更提高，建商、畫廊、博覽會、學術界都

樂於開闢空間迎接新秀、提攜新人，新銳市場伴隨著

生活美學、公共藝術概念的推展，成為了中高端市場的

踏階，一條選秀的便利之道。

這是一種文化上的成就，卻成為市場上的流失與

挑戰，蔡正一擔憂，不少新銳藝術家初嚐成名滋味就

開始追逐名氣與價格，而中生代、老輩的畫作風格卻與

國際趨勢、現代美感形成落差。「於是你會發現，真正

的炒作、真正的高價市場都在國外（包括大陸畫家），

臺灣的藝術市場已經寂寞了十五年！」

藝術投資關鍵仍在於信任

因從事藝術創作與畫廊經營，蔡正一長期觀察國

內外市場的發展，雖然感嘆自己貨源、財力不足使拓

展範圍有限，但經年累月的深入，他已具有產業深度分

析的能力，設計出獨特的展示掛鉤、工具，也樂於和新

手藏家、對畫廊產業有興趣者分享經驗，如此建立起

藏家對自己的信任，從專業樹立口碑，他自信所開出

的鑑賞證明「不敢說零失誤，但已有相當程度的公信

力」。

「我在美國的那段時光難以生根，主要是因為沒

法取得當地銀行家與投資者的信任，他們怕你只打算

做一段時間，無法長久，畢竟藝術產業的投資不同於一

般，絕對是需要累積的。」回過頭來，藝術市場的經營

關鍵仍在於人為調控，鑒賞更是一種以感性審美為出

發、以技法歷史為評比視角的行為，投資者需要專業

建議，而畫廊經營者就扮演這樣的角色。

「我既是藝術家，又是畫廊老闆，從業時間長久，

經營的關係也深，所以貨比三家的藏家願意聽我的意

見。」藝術市場的大型交易如拍賣場已有機制，一般市

場如畫廊就另有一套交易的藝術，參與者必須隱晦，

個人的敏銳度、資訊傳遞的可信度、投資者與專業顧

問建立的關係，都會決定事業的成敗。

返故鄉舉辦六十歲個展

講到藝術創作，蔡正一那份專屬於創作者的熱情

便不由得散發出來。「其實，臺中有最好的藏家及創作

能量。我一生都致力於推動臺灣藝術，最近還籌備了

X７集體策展，要和一班志同道合的藝術創作者走出

臺中，並且把臺中以外的好藝術家帶進來，增加交

流。」打邁入藝術領域起，經歷職場歷練、教學，到

開了凡亞成為畫廊經營者，一晃眼數十年，蔡正一也

從寫生寫實跨入虛實相置的抽象表現，六十歲的他持

續與藝術共舞，創作面的他是虔心的、自由的，也是

遊戲的；經營面的他是細膩的、嚴謹的，而仍不脫藝

術家的浪漫天性。

回到故鄉清水，這一次，他帶來最純粹的分享、最

親近的喜悅，出入虛實、直透心象，為這段見證臺灣藝

術產業發展的歷程，留下最精彩美麗的註腳。

蔡正一老師攝於工作室。 春去秋來/2011/30F 蔡老師的工作室。

蔡正一．60返鄉個展

展期：10月20日至11月25日
地點：臺中市立港區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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