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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文表現主義水墨美學
▲ 華山蒼龍嶺 68.5x136cm 2006

大部
份的人對中國傳統水

墨的印象就是山水主

題，直到江明賢教授的水墨畫展

「藝游．回眸」在台中市文化局

展出，融合中西繪畫技法、量感

十足的建築物彩墨，讓參觀者心

中讚嘆：「啊！原來水墨畫也可

以這樣表現。」

今年十月，國立台灣師大美

術系教授江明賢在大墩藝廊舉辦

「藝游．回眸」水墨畫近作展，

個展作品包括台灣古蹟風情系列

作品外，也展出近年來頻頻應邀

參加兩岸重要文化藝術交流，順

遊大陸各地具有人文特色之靈秀

壯美之山川與古蹟。

十年扎根 赴歐追求突破

江明賢，1942年出生於台中

縣，父親以代書為業，總是專注

地書寫毛筆字，母親善裁縫，

整天拿著圖樣塗改。師大美術研

究所博士曾長生於《新人文主義

藝術的另類表現》中提及：「江

教授投注一生心血的志業，正

是結合毛筆書寫和塗塗抹抹的

水墨繪畫，或許是受父母的聯

合啟蒙。」江明賢說：「從小與

大自然為伍，天人合一的情懷，

影響我日後從事水墨畫創作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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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1958年，江明賢考進台北師

範藝術科，國畫啟蒙老師為吳承

燕先生，畢業後任教於台中縣豐

原國小，校長葉火城先生是油畫

名家，江明賢用心地向他請教油

畫技法，獲得不少啟示及鼓勵。

1964年，考進師大美術系，得以

更有系統的學習水墨畫，當時作

品〈暮歸〉一舉奪下系展第一

名，獲得「深具傳統根基，富有

創意」的佳評，1958至1968十年

之間的學院派時期，奠定他多元

化創作的視野。

1972年，江明賢於省立博物

館舉行首次個展後，開始感受到

創作瓶頸，對傳統中國技法和觀

點產生疑慮，希望在藝術素材、

內容、形式上皆能突破固有格

局。於是，同年春天他遠赴西班

牙留學，醉心於素描與油畫。那

個年代的留學生往往背負著沉重

的經濟壓力，江教授分享了一個

故事：赴歐洲學習期間，留學生

常常聚會，有一天晚上，大家肚

子餓，卻找不到可以吃的東西，

他翻遍整個住所，終於找到一包

太白粉，幾個年輕人開心地將它

加上鹽和水，就這樣當成消夜

吃。天無絕人之路，江教授感性

地說，創作其實很苦，務實的個

性給予他做為一個藝術工作者

「衣帶漸寬終不悔」的執著。

融會東西技法 開創新局

接觸藝術以來，江明賢一直

覺得水墨與自己的個性最接近，

但面對如何展現風格這樣龐大的

議題，心中總不免徬徨，幸而一

位西班牙油畫教授在看了他的水

墨畫作品後告訴他：「不論你來

西方想學甚麼，千萬不要丟掉自

己民族性的東西。」

臨門一腳的提醒，使江明賢

打破重重困惑，將東西兩方技法

表現與素材上的差異，轉化為不

同領域的豐沛養分，再次全心投

入水墨畫創作。在紐約大學研究

藝術史時，江明賢試著以水墨畫

來表現歐洲建築及風景，希望傳

達水墨的現代精神。

1977年秋，他回到闊別五年

的台灣，就地取材，描繪起故鄉

景致和民情，並開始大量使用潑

墨，營造虛實相生的意境，來表

現其鄉土情懷。隔年，連續在東

京著名之御木本畫廊舉辦四次

個展，受到東洋畫壇矚目。1980

年，赴日遊歷，參觀著名膠彩畫

家平山郁夫的專題特展，受到很

大的震撼，江明賢表示，日本藝

術家對創作誠懇和敬業的態度，

▲ 華山蒼龍嶺 68.5x136cm 2006

▲ 雲岡石窟 68x136cm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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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自己很深。80年代就這麼奠

定了他日後鄉土題材的扎實基

礎。

1988年三月，江教授獲「國

家文藝獎」(國畫類)。七月，他

在香港新華社的推薦下，接受大

陸邀請，赴北京中國美術館和上

海美術館舉行巡迴個展，成為

四十年來首位應邀在大陸舉辦個

展的台灣本土畫家，開啟了兩岸

文化交流之先鋒。1997年以後，

江明賢應民視電視台邀請主持

「畫說台灣」節目，展開一系列

以台灣古蹟為主題的寫生創作。

細觀自然 筆墨奔放

江教授的作品畫冊中，安平

古堡、赤崁樓、鹿港、艋舺、大

稻埕…熟悉的地名以水墨雅致卻

奔放的姿態呈現。作品融會了中

西繪畫美學，將傳統水墨畫的特

質、意境並結合西方現代繪畫的

形式、色彩、構圖、透視等技法

表現，創造出特色的個人藝術風

格，為水墨畫闢出一條嶄新的道

路。台灣大學哲學系郭文夫教

授，近期以兩年時間寫下十五萬

字之長篇論著：「江明賢－新人

文表現主義美學」，書中以東西

方之美學來交叉分析、詮釋和評

論，並指出：江明賢教授是新人

文表現主義美學之詮釋者與實踐

者。

「現在我絕少用過去文人

『遣興』的寫畫方式」教授說，

一幅作品的完成，他務求經過嚴

謹寫生、蒐集資料、分析、組

合、起稿、打底、分層次、空間

表現，種種繁複變化之後，再修

飾整理予以統一。李可染大師曾

評論江明賢的畫作：「款題獨

到，作品渾厚開闊，表現甚具新

意，水墨與色彩配合得恰到好

處。」

花甲之年 勇於創新

談起這次的水墨畫個展名稱

「藝遊．回眸」的意涵，教授表

示，「藝遊」是他這幾年到處遊

歷下的創作結晶，而「回眸」代

表一種凝視與呈現。

33幅作品中，江明賢教授最

希望介紹給大家的是完成於2008

年的「北港朝天宮」，這幅畫採

東方傳統繪畫所固有的長卷橫幅

形式，旋轉視覺，創造時間感；

並結合西方立體派對整體視覺的

觀看手法，與超現實主義將景物

拼貼並列呈現時空倒錯的技巧，

開展出一幅融合古今、跨越東西

視覺展現的作品。可以視為畫

家在年過六十之後，仍勇於創新的里程

碑，或可說是2000年後江明賢風格轉變

的重要表徵。

另外，完成於2008年的〈台北府五

城門〉是江明賢教授在經過嚴密歷史考

證後，採取近於寫實主義的拼貼構成手

法，重現五城門的原有形象，以正面巨

碑構圖，形成S形視覺效果，增添畫面

變化性，更以象徵熱帶台灣的檳榔樹，

為嚴肅的城堡融合南國活力。

教授認為創作離不開生活，一個成

熟的作品必須包含時代性、地域性與個

人風格三個要素，而一個大藝術家的養

成，必須經由技巧的學習、理論的鑽

研，最後萌生出屬於自己的美學思想體

系。

江明賢教授的作品與對話中，除了

充分感受他運用藝術展現對環境、土地

與人文的熱愛與關懷之外，更看到一位

諄諄善誘的長者，不斷嘗試各種方法以

表達水墨精神的大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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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自己很深。80年代就這麼奠

定了他日後鄉土題材的扎實基

礎。

1988年三月，江教授獲「國

家文藝獎」(國畫類)。七月，他

在香港新華社的推薦下，接受大

陸邀請，赴北京中國美術館和上

海美術館舉行巡迴個展，成為

四十年來首位應邀在大陸舉辦個

展的台灣本土畫家，開啟了兩岸

文化交流之先鋒。1997年以後，

江明賢應民視電視台邀請主持

「畫說台灣」節目，展開一系列

以台灣古蹟為主題的寫生創作。

細觀自然 筆墨奔放

江教授的作品畫冊中，安平

古堡、赤崁樓、鹿港、艋舺、大

稻埕…熟悉的地名以水墨雅致卻

奔放的姿態呈現。作品融會了中

西繪畫美學，將傳統水墨畫的特

質、意境並結合西方現代繪畫的

形式、色彩、構圖、透視等技法

表現，創造出特色的個人藝術風

格，為水墨畫闢出一條嶄新的道

路。台灣大學哲學系郭文夫教

授，近期以兩年時間寫下十五萬

字之長篇論著：「江明賢－新人

文表現主義美學」，書中以東西

方之美學來交叉分析、詮釋和評

論，並指出：江明賢教授是新人

文表現主義美學之詮釋者與實踐

者。

「現在我絕少用過去文人

『遣興』的寫畫方式」教授說，

一幅作品的完成，他務求經過嚴

謹寫生、蒐集資料、分析、組

合、起稿、打底、分層次、空間

表現，種種繁複變化之後，再修

飾整理予以統一。李可染大師曾

評論江明賢的畫作：「款題獨

到，作品渾厚開闊，表現甚具新

意，水墨與色彩配合得恰到好

處。」

花甲之年 勇於創新

談起這次的水墨畫個展名稱

「藝遊．回眸」的意涵，教授表

示，「藝遊」是他這幾年到處遊

歷下的創作結晶，而「回眸」代

表一種凝視與呈現。

33幅作品中，江明賢教授最

希望介紹給大家的是完成於2008

年的「北港朝天宮」，這幅畫採

東方傳統繪畫所固有的長卷橫幅

形式，旋轉視覺，創造時間感；

並結合西方立體派對整體視覺的

觀看手法，與超現實主義將景物

拼貼並列呈現時空倒錯的技巧，

開展出一幅融合古今、跨越東西

視覺展現的作品。可以視為畫

家在年過六十之後，仍勇於創新的里程

碑，或可說是2000年後江明賢風格轉變

的重要表徵。

另外，完成於2008年的〈台北府五

城門〉是江明賢教授在經過嚴密歷史考

證後，採取近於寫實主義的拼貼構成手

法，重現五城門的原有形象，以正面巨

碑構圖，形成S形視覺效果，增添畫面

變化性，更以象徵熱帶台灣的檳榔樹，

為嚴肅的城堡融合南國活力。

教授認為創作離不開生活，一個成

熟的作品必須包含時代性、地域性與個

人風格三個要素，而一個大藝術家的養

成，必須經由技巧的學習、理論的鑽

研，最後萌生出屬於自己的美學思想體

系。

江明賢教授的作品與對話中，除了

充分感受他運用藝術展現對環境、土地

與人文的熱愛與關懷之外，更看到一位

諄諄善誘的長者，不斷嘗試各種方法以

表達水墨精神的大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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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京都銀閣寺 45.5x69.5cm 2006

4 西門町 51x84cm 2009

3 台北府五城門83x153.5cm 2008

1 北港朝天宮91x242cm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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