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本文從顏水龍生平、習藝背景中了解顏水

龍的創作理念淵源，以及分析顏水龍的作品並

針對不同時期的創作特色做探討，進而了解

「繪畫」到「工藝」作品中的主要特色。

在台灣早期畫家當中，顏水龍可說是具備

多元化（繪畫、工藝、陶藝......）才能的一位藝

術家。除了繪畫本身的創作之外，對於台灣的

工藝美術推動，都有相當程度不可磨滅的貢

獻。在顏水龍的藝術作品中可以看出，從繪畫

作品到工藝作品的演變，再由陶瓷壁畫回到油

畫的作品展現，這都可以看出他對藝術持之以

恆的態度。筆者從顏水龍的學習到藝術創作歷

程中，歸納他的四點特質：『線性』、『裝飾

性』、『色塊性』、『方向性』，而這些特質在他

的藝術作品中，是不可或缺的特色。

一、研究動機及背景

21世紀的今天，科技媒材已經普遍地被藝

術創作所使用，就連教育也有重大的改變；例

如，中學生的工藝課也已經改成了生活科技

課。而在科技尚未普及的20世紀中，有一位藝

術工作者不斷地為台灣繪畫及工藝設計付出心

血，他就是顏水龍，早期是台灣留日及留法的

藝術家，身跨繪畫及工藝的藝術創作者，而他

持續地從事藝術教學及研究，也從事教育及推

廣藝術的學者。可見，顏水龍研究工藝設計及

繪畫創作有相當長久的一段時間。這次的研

究，主要是針對他的繪畫及工藝設計作品，做

一相關性比較及探討。

顏水龍的藝術創作將近整個二十世紀，從

顏水龍的繪畫到工藝美術作品，足以說明台灣

20世紀的工藝美術發展，最主要的是，他是台

灣工藝設計的第一位推廣者（顏水龍，1997

b）。探究其藝術作品的表現和技巧處理，可以

了解一位藝術家的學習創作過程及藝術作品的

演變特色，更可以看出社會背景、家庭因素對

於一位藝術家的影響，而他是如何克服及面對

的。

二、文獻探討

（一）顏水龍的生平與習藝背景

顏水龍是台灣早期的藝術家，也同時從事

繪畫創作及工藝設計的推廣，看來在顏水龍的

生命中只有繪畫與工藝。而他更是把工藝品推

廣到日常生活中，並且寫成「台灣手工藝」專

書與調查報告（劉文三，1997）。從畫家的角度

來看，他是台灣繪畫早期的藝術家，其學經歷

完備並且也是科班出身的藝術家（莊伯和，

1971），而他也是台灣最具歷史的「台陽美術協

會」創始人之一。

1920∼1932年留學日本及法國期間，顏水

龍可以說是受到他的老師及當時的藝術風格的

影響最大，像是藤島武二、岡田三郎助、和田

英作、勒澤、梵鄧肯......及當時日本的藝術風潮

是走向歐洲學院派的古典風格，這些可從他老

師的作品看出來（雷田，1975），使他的藝術風

格表現及技巧的運用，都有了相當能力的程

度。1933年回國後，顏水龍便開始為「壽毛加

牙粉公司」工作，他製作了一連串的海報廣

告，而他的工藝設計作品也開始出現了。1936

年起，顏水龍的藝術作品，很明顯地轉向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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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莊素娥，1992）。1944年起從事工藝設計

相關科目的教學指導，使得他在教學的技巧上

更加熟練，他也在鶯歌推動陶瓷工藝，對竹、

木雕及陶瓷工藝的貢獻，並且在南投縣創設南

投手工藝研究班，他還是以美術手法進行廣告

設計的創始人，並因此被喻為「台灣廣告第一

人」（顏水龍，1997 b），身跨繪畫與工藝兩大領

域的他，對台灣工藝美術發展影響是相當顯著

的。1951年受聘為省政府建設廳技術顧問，專

門輔導手工業者，並且親自調查各地方的手工

業情怳，以及研究相關的計畫方案。而他更是

認為培養設計人才是首要步驟（莊素娥，

1992）。在擔任教職方面，更是帶動了美術工藝

相關科目的成立，為早期的教育建立典範，如

表一。

表一 顏水龍擔任教職的先後經歷表

1918∼1920年被派任下營鄉的「下營公學學校」

1944∼1949年「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國立成功

大學前身）建築工程學科講師

1960∼1966「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國立臺

灣藝術大學的前身）美術工藝科兼任教授

1965∼1968「私立臺南家政專科學校」（私立臺

南技術學院前身）美術工藝科教授兼科主任

1971∼1984擔任「私立實踐家政專科學校」（私

立實踐大學前身）美術工藝科專任教授兼科主

任到退休

他一生的創作可以說是以繪畫和工藝為

主，其中工藝類又專注於平面廣告設計、美術

工藝設計和馬賽克壁畫。陳炎鋒（1985）指

出，顏水龍一直推動手工藝的保存與發展，其

目的是讓「美」進入自己同胞的「日常生活」

裡。1960年起顏水龍的藝術創作比較偏向工

藝，那是由於他一連串的馬賽克壁畫創作表

現，這大概可以看出他晚期藝術風格的走向，

除了帶給工藝設計的新方式外，更是帶來都市

景觀的新面貌，像是1969年的台北市劍潭路邊

公園的《從農業到工業社會》馬賽克壁畫設

計，如圖1。顏水龍這種熱愛台灣發展的付出，

更是提昇了藝術文化的發展。顏水龍將美和生

活結合的工藝品創作方式來生產，乃是文化和

經濟的一道泉源（賴作明，2000）。

（二）三個時期的創作風格特質

顏水龍在法國求學的期間（ 1 9 2 9∼

1932），可能受到當時歐洲教堂裝飾的影響，

在華麗的教堂裝飾裡，馬賽克壁畫的展現，乃

是拜占庭時期的藝術風格，1932年因肝病嚴重

回國，回國之後的隔年（1933年）因生計問題

而進入廣告設計公司（莊伯和，1979），或許

是這樣的因素，使得他的創作形態有了改變。

而且他在1937年起，受到當時「台灣總督府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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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局」的聘請，負責調查台灣基礎工藝，更是

在當時台灣研究工藝有其相當重要的地位。另

外，他在1960年起便開始製作了一連串的大型

馬賽克壁畫，使他對工藝有新的創作表現。從

上述的1932年及1960年的這二個年代因素來

看，便是顏水龍最關鍵的轉變年代，筆者便將

顏水龍的創作風格分為下列三個階段。

a.1903∼1932年孤獨堅強，留學海外，辛勤耕

耘；

b.1933∼1960年教學研習，倡導工藝，堅信理

想；

c.1961∼1997年壁畫創作，繪畫與工藝同時並

進。

1.早年生涯（1903∼1932年）

顏水龍1903年出生於台南縣下營鄉的紅厝

村，一個偏僻貧窮的農村，由於雙親早逝，在

國小畢業時，相依為命的姊姊出嫁後，便過著

孤獨的生活。1918年，顏水龍從「教員養成所」

畢業，並被派任下營鄉的「下營公學學校」服

務。因日本人澤田武雄的建議，而去考「台北

工業學校」（台北科技大學的前身）的建築科，

但是沒有考上，卻萌生了去日本學畫的想法。

1920年到了日本，他省吃儉用，努力求學，為

了求得更多的繪畫知識，1922年考入「日本東

京藝術學校」（東京美術大學的前身）西畫科就

讀，當時的兩位指導老師藤島武二和岡田三郎

助，影響他的觀念及風格可說是最大的，而顏

水龍的『線條』性作畫風格也由此而起。而到

他1985年時所畫的《坎城風光》，如圖2，也可

以看出他對線條的運用。劉文三在顏水龍

（1992 b）一書中提到，顏水龍到日本學畫的期

間，正是日本畫壇掀起外光派的時候。1927年

中途返台求職不成，在回台期間成立了「赤島

社」，基本上是由「七星畫壇」解散後的部分會

員再重新籌劃的，但於1933年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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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同年（1927年）再進「日本東京美術學

校」油畫研究科深造，並於1929年完成學業後

又到法國作研究。畢業後到巴黎「法國當代藝

術學院」研修的期間，對於顏色的研究，花了

近三年的時間，尤其是對「白色」的研究，更

是有深入的探討。莊伯和（1979）指出，顏水

龍的「白衣」作品受到梵鄧肯的影響很大，就

連1938年的「憩」也可以看得出來。而他1979

∼1990年所畫的《穿白禮服的小姐》如圖3，更

是可以看出他對白色顏料的使用及掌握畫面光

源的方向，筆者認為，顏水龍在處理白色的層

次中，有意作成光源和色彩同源的效果，而這

稱它為『方向性』藝術特質。

2.中年生活（1933∼1960年）

1933年到1943年期間，顏水龍對廣告設計

製作了一連串的作品，那大概是由於他這十年

左右的生活都持續和廣告設計有關。而工作的

因素使他除了可以維持生計外，在廣告設計的

表現手法，更可以從藝術作品中看出顏水龍的

特質。楊智富（1991）指出，顏水龍很重視台

灣自己的文化，並且繼續研究工藝設計，也是

因為這樣的心，加深了他對工藝設計的執著。

1933年顏水龍創立了「台陽美術協會」，他

說:「此會會名命為台陽，是我提出的。因為印

象派畫家分析色彩是透過太陽的七色光，而我

們是在台灣，所以建議命名為『台陽』，結果獲

得採用。」，1936年起，顏水龍在藝術方面的興

趣，有點走向工藝美術，以致於繪畫類作品明

顯的減少了，油畫創作熱忱也降低了。（這要

到1976年，才能再看到他所舉辦的油畫個展。）

1937年，他接受「台灣總督府殖產局」顧問的

聘請，負責調查台灣基礎工藝，而他也開始調

查工藝及創辦研習活動，於1941年全力推動工

藝發展及「生活造型」的他，更是組織了「台

灣造型美術協會」，而且也舉辨了工藝品展覽。

而顏水龍（1997 a）也指出了，台灣的造型文化

受到了下列四點的影響：

1.原住民的原始藝術（九大族的文化）

2.漢民族帶來的文化（1335年起）

3.西洋諸族（外來文化，1570年起）

4.殖民地文化（日本統治，1896年起）

而他自己的藝術特質也和台灣的造型文化

特色有著顯著的相關，就像是他的一些速寫、

油畫、陶藝都有著原住民色彩－『裝飾性』特

質。就像是他的《陶甕》作品，如圖4，便可看

出裝飾於陶甕外觀的排灣族百步蛇圖騰。

1942年顏水龍在臺南市結婚，受到結婚的

影響，使得他在婚後的藝術創作有了改變（薛

燕玲、翁華美，1997）。1944年起開始從事教職

工作，並於1949年起，努力推廣手工藝。也曾

在1960年到「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國立台

灣藝術大學的前身）美術工藝科，教授工藝概

論和美工設計課程。

3.晚年創作（1961∼1997年）

顏水龍晚年的藝術作品，大多是以原住民

為題材的繪畫創作以及大型馬賽克壁畫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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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為代表。而早在他1935年起，就開始有原

住民題材的油畫作品出現，但是這一類的作品

並不多見，而是要到1960年左右起，才能見到

他較多相關於原住民題材的藝術作品。

1961年起，他陸續製作了一連串的馬賽克

壁畫，在設計了「台中省立體育館」的馬賽克

壁畫之後，而這一連串的『色塊性』藝術特質

的製作風格，也使他肩負起美化都市景觀的責

任。像是他1984年所製作的《採棉圖》，如圖

5，作品中背景的色塊性呈現方式，就可以看出

他運用塊狀裝飾的效果。1984年自教職退休

後，大部分時間都專於繪畫，也舉辦了多次的

回顧展。

在應用美術的領域中，他的創作包括繪

畫、工藝、廣告設計、馬賽克壁畫製作等，在

第一代前輩畫家中相當特殊。雖然有人認為他

過於熱中推廣工藝，會阻礙他的繪畫創作，但

從歷年來的作品表現，更是證明了工藝的製作

並不會成為負面影響，甚至可以說，工藝之美

豐富了他的美感經驗，滋潤他的創作，成為其

獨特風格的因素之一。

三、顏水龍藝術風格四特質的分析詮釋

筆者採用歷史研究法及圖像比較分析法，

來探究顏水龍的藝術創作特質及表現風格。筆

者將顏水龍的藝術特質分為下列四點作探討

（一）『線性』的風格演變

林俊成（1991）指出，顏水龍的作品都呈

現出線條性特質。莊伯和（1985）也提到，顏

水龍對於繪畫的材質下了很大的功夫，尤其是

「肌理」的把握上，都證實了顏水龍的『線性』

藝術特質，強化了線面的結構性。而賴傳鑑在

薛燕玲、翁華美（1997）一書中，也指出顏水

龍的50年代至70年代是線條風格的呈現。以下

是筆者就顏水龍的作品中舉出二件做比較。

以1965年的油畫作品《艋舺茶樓圖》如圖

6，畫面中所呈現的『線性』是那麼的強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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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中央下方，可以看到人物的線絛勾勒造形表

現，顏水龍的線條結構是那麼的簡單而有力，

色塊與色塊的界線都有深色線條區別。

薛燕玲、翁華美（1997）提到，早期的素

描基礎強化了顏水龍的線性。這種線條性的素

描，更是影響到後來的工藝設計，就像是他所

畫的圖稿；例如，1985年的《坎城風光》如圖

2，房屋的水平及垂直線條都互相呼應，可以看

出顏水龍在畫面中，很強調線條的方向及位置

是否能達到最佳的狀態，而畫面的白色部份裝

飾，使作品對比更加強烈。

（二）『裝飾性』，圖紋裝飾的效果

薛燕玲、翁華美（1997）指出，畫面所需

的對比效果，是可以把畫面強化的。而顏水龍

1989年《山地故娘（一）》的作品中，如圖7，

少女的頭部、衣服上的排灣族文化特色，顏水

龍都把它描繪出來了，而背景的畫面也呈現出

色塊的特色，這都可以看出造形、色彩在作品

中的強化效果。

顏水龍的陶瓷工藝作品《陶甕》如圖4，陶

器外觀上的圖案，便是排灣族生活中的百步蛇

圖案，表現在陶瓷工藝作品上，這大概可以說

是他重視生活與藝術的結合，而陶甕上的百步

蛇裝飾圖案，就好像是他1989年的作品《山地

故娘（一）》如圖7，女性服飾上的百步蛇及原

住民菱形圖案，而這『裝飾性』效果，也互相

呼應。

（三）『色塊性』，顏色與顏色是獨立的

顏水龍的作品在色彩上，可以看出是由野獸派

的觀念發展出來的（張建隆，1985）

1966年台北日新戲院《旭日東昇》如圖8，

此件作品完全以幾何抽象的色塊所組成的，由

畫面中間向外擴張，就像是日出陽光展露出光

線的色塊現象一樣，從中間的圓形狀放射出到

四週弧線性的效果組合。劉文三在顏水龍畫集

（1992 b）中也提到，研究發現顏水龍的作品，

均接近一點透視的放射狀。

而《向日葵商標》如圖9，作品以幾何方式

排列的色塊所組成的對稱手法。

（四）『方向性』，構圖都有向外延伸的特性

薛燕玲、翁華美（1997）提到，顏水龍的

馬賽克壁畫呈現出動態感。從作品中，都可以

看到光源的所在，也是白色顏料的位置，使得

光源在畫面中移動的更有動態。劉文三指出：

顏水龍畫面色彩運用中，最大的考量，便是如

何展現畫面的光與熱的問題（顏水龍，1992

b）。

1961年，顏水龍的馬賽克壁畫作品台中體

育場局部（運動）圖10，作品畫面為長條形，

由三個群組形成的多焦點透視。動態的流動可

以從畫面的左方開始，一位擲標槍者的標槍所

指的方向開始，旁邊的三位運動員又加強了標

槍的速度感，使畫面出現多方向的姿態。在薛

燕玲、翁華美 編（1997）的一書中，林俊成提

到的觀點。

顏水龍1983年的《藍與白》圖11作品中，

都是描繪百合花的花朵姿態－方向，而這些花

朵的形態及色彩，大致上都可以看出他對造形

和顏色的用心研究。而他1979∼1990年所畫的

《穿白禮服的小姐》（圖3）的作品也呈現相同的

特質。

王秀雄（1990）指出，顏水龍是外光派或

介於外光派和印象派之間的藝術風格。顏水龍

（1992 a）一書中，莊素娥也提出了六點對顏水

龍作品特色的看法如下：

1. 繪畫題材固定

2. 同一題材的作品，構圖多近似

3. 物形的描寫非完全的寫實

4. 畫面結構圖案化、裝飾化

5. 用色由柔和變鮮明

6. 畫面採光無特定的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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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山地故娘（一）

圖8  旭日東昇

圖10  運動

圖11  藍與白

圖9  向日葵商標



可見，顏水龍的藝術特質是那麼的多元

化。雙谷（1998）也提到，顏水龍是一位多才

多藝的藝術家。顏水龍的這份理念，在他的作

品中，已成為他繪畫風格的基本要素（莊伯

和，1985）。

四、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從顏水龍的創作精神來看，他是一位有使

命感的藝術家，也是一位熱愛生活的藝術創作

者，他一連串的工藝品及熱愛教育的心，使得

台灣的工藝教育基礎更加地穩固。而他繪畫到

工藝作品的藝術風格演變，都可以看出他藝術

創作的四點特色，就是：

『線 性』，線條的結構相當強。

『裝飾性』，圖紋裝飾的效果。

『色塊性』，顏色與顏色是獨立的。

『方向性』，構圖都有向外延伸的特性。

藝術工作者的藝術生命，除了自己努力之

外，更重要的是政府單位的協助。工藝設計作

品除了推銷產品外，更可以把自己的風格特色

展現出來。

（二）建議

中等教育階段的工藝課程已改為生活科技

課程，使得工藝美術在發展上逐漸地消失，這

應該是值得深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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