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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宗冠

醉心藝術 醫心難捨

從老師到醫師到畫家的美麗人生

文/ 陳志祥

「很
多人以為我把手術刀丟在一邊，只拿畫筆了」趙醫師在接

受訪問時，略顯苦惱的說道。出身於彰化秀水，書香世家

的趙宗冠醫師，自小對於藝術的啟蒙始於柳公權，而後對塗鴉有極高

興趣。涉獵國畫、水彩畫、油畫、膠彩畫、綜合媒材，師事呂佛庭、

吳秋波、楊啟東、林之助、陳銀輝等老師。

擔任主治醫師重拾畫筆

曾擔任中小學美術教師，由於自己的期許，對於人生存著一份使命感，

因此任教幾年後放棄教職考入中山醫學院。在學及畢業後的幾年，擔任實

習醫師或住院醫師時暫停藝術創作，直到擔任主治醫師時才慢慢有時間重

拾畫筆。

他的畫以風景畫為主，台灣各處的美景皆是他入畫的題材，作畫的過

程中，趙醫師以畫筆紀錄，速寫每一處感動他的風景，並利用工作之餘，

完整又細膩的寓實景於心中風景呈現於每一幅畫，極其注重細節的手法，

活潑的呈現出他所記憶的台灣鄉土之美。且以十二年的時間完成台灣走透

透、畫透透、展透透的首創壯舉。他藉此要大家關懷本土、珍惜台灣。

病人看累時就去畫室畫圖

「轉換工作即是休息，當看病人看累時就去畫室畫圖，畫累了時再回診

所看病人，這樣我隨時都在休息，

也隨時都在工作」趙醫師如此說

道。迎接新生命是喜悅的，努力的

完成自己的畫作也是喜悅的，趙醫

師悠遊於自己拿手的事物中，不把

工作當工作才能長久，他的幽默不

是一種心情,而是一種觀察世界的

方式，趙醫師風趣的言談中具備一

個畫家對藝術的狂熱與身為醫師的

細膩，他有條不紊的性格可以從他

對病人及所完成的畫如數家珍中發

現，在民族路的診所中，幾十年出

入約三萬名患者，使趙醫師對各個

需要服務的人了解深切。

用畫作對生命對土地的見證

在全台走透透，畫透透的旅程

中，他記載著每個縣市所見的風

景，同時也是對自己的要求，完成

的畫作，逐一列表紀錄，生命若是

一種自我實現的過程，趙醫師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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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記錄著自己的經歷，對生命對土

地的見證。由單純的寫景乃至於以

醫師的身份入畫(以母體的解剖圖

與新生胎兒的組合表達新生，以顯

微鏡底下的精蟲奔湧象徵生命力的

展現)，以超現實概念（日月春秋&

玉山同輝表現四季與晨昏夕照於畫

中）及對週遭的生活、時事的關心

(百萬人怒吼反併吞及白色巨塔的

悲鳴對時事關心)，趙醫師幾十年

的畫，有自己的成長與轉變。

白色巨塔的悲鳴聲聲入畫

「由感動入畫」，這是他在雅杏

畫會指導學生時說過的話，讓學生

找自己想畫的，觸及內心的事物入

畫，體現出藝術與實景，趙醫師雖

拘謹，然而卻隨心所欲的相容於自

己，優游於藝術與診療之間，近年

他的作品除了紀錄台灣之美，同時

亦表現出他對時事的關心，生在台

灣，自然不能跳脫於世間事，「百

年台中公園常輝」寓台中的景色與

歷史於畫、「白色巨塔的悲鳴」控

藝文人物People

訴基層醫療因為健保總額政策的問

題走上街頭的場景，而「百萬人怒

吼反併吞」表現或記錄了這段時期

台灣人民對認同本土，守護台灣的

自覺。

「有沒有瓶頸的時候呢？」趙

醫師笑著說：「當然有啊，不過就

是繼續畫啊，雖然也想著要突破，

不過有時候就是”變無步啦”，停

止不動總無法有靈光一閃的時候；

繪畫之於我，已是身體的一部份

了，不要停止作畫，靈感就慢慢探

頭了。目前除了在自己的診所看診

外，趙醫師亦撥出時間深入南投鄉

間社區做巡迴醫療看診服務。對於

醫療資源較為缺乏的南投鄉間巡迴

醫療，由於大部分年輕人，大多都

離開故鄉往都市發展，只剩下老弱

婦孺，而一週一次的巡迴醫療，顯

得特別珍貴。

畫畫是展現熱情的出口

已逾古稀之年的趙醫師依舊有

熱情，活出自己很確定的人生，在

「作人」與「作畫」截然不同的領

域，不斷的從中體驗、感覺，見

證、觀察、紀錄並展現，將每一次

蘊釀中，已達到滿點的想望，有步

驟的落實。為人生有缺憾的夫婦帶

來新生命，若說規律的生活是一種

靜止，那麼他的畫及他所迎接的生

命必定為自己也為他人做生命的見

證。從老師到醫師到畫家，趙醫師

恰如其分的表現自己，散播並創造

美好事物，畫畫是他展現熱情的出

口，醫術是他服務社會貢獻心力表

現，為他的學生、病患帶來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