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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瓊瑞 ∗ 

2010 年臺灣美術史研究，相對於 2009 年的「統整與深化」，1 是一個屬於沈潛

與積澱的年代；整體的表現，以「史料整理」最具成果，是開展未來深入研究的重

要基礎。 

一、史料整理 

首先是由臺灣創價學會藝文中心推行委員會編集的《日治時期臺灣官辦美展

(1927-1943)圖錄與論文集》的出版；此一圖錄，採光碟的形式，將日治時期「臺灣

美術展覽會」(簡稱「臺展」)十屆和「臺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簡稱「府展」)六屆

的所有參展作品，依屆別完全重新掃描建檔，並提供各種檢索查詢的功能。這件工

程，補足了 1992 年王行恭以私人之力編集發行的《臺展、府展臺灣畫家東、西洋畫

圖錄》所缺少的日籍畫家部份，提供研究者更周全、便捷的史料內容。配合這份圖

錄光碟的出版，另邀請學者撰成專文數篇，包括：王秀雄〈日治時期臺、府展的興

起與風格探釋：兼論支援官展的大眾傳播與藝術批評〉、王耀庭〈日治時期臺灣水墨

繪畫的「漢與和」〉、林柏亭〈日治時期臺灣的畫會活動〉、詹前裕〈臺、府展膠彩畫

的起源與發展〉、蕭瓊瑞〈臺、府展作品現存狀況調查〉、廖新田〈明清、日治時期

大臺北地區美術的發展〉，和薛燕玲〈帝國視線：日治時期臺灣美術地方色彩的表裏〉

等。 
其中王耀庭一文，在豐富的圖像史料支持下，第一次對日治時期水墨繪畫的「漢」

「和」畫風及其互動有深入的分析。王氏以服務臺北故宮博物院、長期對中國繪畫

研究的背景，很早就展開對臺灣水墨繪畫的關懷；從早期「閩習」畫風的討論，到

本文「漢」「和」畫風的比較，都是先期性的議題開發，貢獻厥偉。王文的提出，也

印證了圖像史料建構對研究開展的助益。 
臺北市立美術館在建館二十五周年的 2008 年，也展開對典藏作品整理出版的工

作。除在當年 12 月出版《臺北市立美術館二十五週年典藏圖錄總覽》外，2011 年更

以分期斷代的方式，在 3 月及 12 月，先後出版《臺北市立美術館典藏專Ⅰ：臺灣美

                                                 
∗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所教授 
1 參見蕭瓊瑞〈統整與深化──2009 年臺灣美術史研究概況〉，《「2009 年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

會會議資料》(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

究所，2010.12.16～17)，另刊《臺灣美術》80 期(臺中：國立臺灣美術館，2011.4)，頁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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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近代化歷程／1945 年之前》，及《臺北市立美館典藏專冊Ⅱ：尋找前衛的因子／

1946-1969 年》。這些專冊，除將作品分類依年排列，以供檢索外，亦附有專文數篇，

分別包括：第Ⅰ冊的李欽賢〈連結美術運動的軌跡──北美館溯時代典藏〉、莊伯和〈日

治時代臺灣圖像的建立〉、顏娟英〈美術館收藏的艱辛與幸福感──從嘉義女傑張李德

和家屬的捐贈談起〉、蕭瓊瑞〈北美館典藏臺、府展作品檢視〉、謝里法〈黃土水在

鏡中所見的歷史地位〉、林育淳〈從陳進「手風琴」論 1950 年代的摩登女性〉，以及

第Ⅱ冊的蕭瓊瑞〈從危機到轉機──回顧一九五○、六○年代臺灣藝壇〉、林育淳〈沈

潛與奮發的年代──談 1946-1969 年臺北市立美術館藏品〉、林皎碧〈五○年代官辦美

展之省思〉等文。這兩本「典藏專冊」，除提供便於查索的作品圖像總表外，也將一

些具代表性的作品，以大幅彩圖的方式刊出，對研究者的觀察、研究，將有實質的

幫助。 
圖錄的出版，除臺北市立美術館之外，臺中的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也有《不褪

的光澤：臺灣原住民服飾圖錄》、私法人的中華文化保護協會則有《臺灣先賢丹青書

畫展圖錄》的出版。原臺南縣政府在文化處主導下，亦委託謝玲玉撰成《南瀛繪畫

誌》，以文字撰述為主，介紹原屬臺南縣的知名美術家。此外，老照片的整理，在 2010
年也頗具成果：國立歷史博物館在陳秋瑾主持下，有《尋找臺灣圖像：老照片的故

事》的出版，徐宗懋則有《走過百年 1900-2000：1000 幅照片交織而成臺灣百年史》

一書，由臺北書房出版。 
至於個別藝術家部份，首先是文建會策劃、雄獅美術社執行出版的「家庭美術

館」第六階段「美術家傳記叢書」的推出。這套叢書自 1992 年出版第一階段以來，

每階段各介紹十位臺灣資深藝術家，至第五階段已累積滿五十位藝術家；2010 年第

六階段繼續推出的十位，分別是：王淑津撰寫的《南國．虹霓．鹽月桃甫》、李柏黎

的《遺民．深情．劉錦堂》、李欽賢的《俠氣．叛逆．陳植棋》、顏娟英的《油彩．

山脈．呂基正》、林永發的《日出．臺東．丁學洙》、盧廷清的《博涉．奇變．陳丁

奇》、陶文岳的《抽象．前衛．李仲生》、廖瑾瑗的《懷鄉．遊藝．吳李玉哥》、鄧相

揚的《尚璞．素顏．林淵》，和蕭瓊瑞的《神韻．自信．蒲添生》等。 
雖是屬於推廣、介紹的美術家傳記，但透過撰述者、也是研究者的田野調查，

用心挖掘，許多未見的史料因此曝光；如撰寫鹽月桃甫的王淑津，便曾親自前往鹽

月位在日本宮崎縣的故鄉，從宮崎縣立美術館和桃甫孫子家中，挖掘出畫家戰後為

數眾多的油畫、水墨、粉彩、素描作品，以及一批日記手稿；另如蕭瓊瑞的《神韻、

自信．蒲添生》，則首度批露了蒲氏岳父陳澄波罹難當天清晨親筆的兩封遺書。這些

都是未來進行更深入研究的堅實基礎。 
此外，零星的出版，分別有：臺北市政府文化局版的《陳澄波與蒲添生紀念特

展專輯》、創價學會所屬的正因文化部所編《臺展三少年：陳進、林玉山、郭雪湖》、

臺南縣政府的《臺灣文化創意產業先驅：顏水龍》、臺中市文化局的《臺灣畫壇孤獨

的勇者：楊啟東紀念專輯》、林之助膠彩藝術基金會的《臺灣膠彩畫之父：林之助》、

國立成功大學蘇雪林文化基金會的《蘇雪林及文友書畫集》，以及陳錦興主編的《臺



沈潛與積澱：2010 年臺灣美術史研究總覽 3 

灣陶藝先驅吳讓農紀念專輯》，由臺北金玉堂藝術空間出版，和臺北鶯歌陶瓷博物館

出版的《吳讓農紀念回顧展》。另有南投國立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出版的《沒有彎

路的人生：王清霜的漆藝生命史》；徐明松編《論述與回憶：王大閎》，是臺灣知名

建築師的生命史，由臺北誠品書店出版。國立歷史博物館口述歷史系列，2011 年由

陳嘉翎主訪編撰《王秀雄：美育人生》。臺北縣政府文化局則出版《施翠峰的回憶錄》，

偏重在藝壇交遊的回憶；臺北縣客家事務局出版《六個客家藝術創作者的小故事》，

是對臺北縣客家資深藝文人士口述歷史研究的成果專書。而自 2005 年年底陸續出版

的《楊英風全集》，是由國立交通大學策劃、楊英風藝術教育基金會及楊英風研究中

心共同執行，蕭瓊瑞擔任總主編，在 2010 年也陸續出版第 11、12 卷的「景觀規劃

Ⅵ、Ⅶ」、第 20 卷的「研究集Ⅴ」、第 23 卷的「工作札記Ⅱ」、第 24 卷的「書信Ⅰ」

等；這套全集預計出版 30 卷，將是華人藝術家中規模最大的一套個人全集。 
2010 年間，史料的整理，頗為特殊的一案，是由國史館策劃出版的《獅吼：《雄

獅美術》發展史口述訪談》。這本書由陳曼華編著，是對戰後臺灣第一本最具規模的

美術雜誌所進行的一項史料訪談保存計劃；全書收錄了《雄獅美術》(簡稱「雄獅」)
發展歷程中幾位關鍵人物的口述內容，以發行人李賢文為主軸，另及編輯者和顧問

群，如：歷任編輯廖雪芳、奚淞、王福東，及顧問鄭明進、黃才郎、石守謙等人，

以他們與《雄獅》相遇的時序排列，描繪出《雄獅》如大樹一般的歷史圖像。受訪

者以誠摯的情感，陳述了不同年代裡與《雄獅》交會的往事，也是臺灣文化史上動

人的故事；可惜做為該雜誌第一任主編、後來另創《藝術家》雜誌的何政廣，未能

在訪談中發聲，稍有遺憾。 
總之，史料的整理，雖非研究的成果，卻是研究的基石，2010 年臺灣美術史的

史料整理，無疑是相當豐碩的一年。 

二、專題研究 

2010 年臺灣美術史研究中的「專題研究」，首先應提及的是：年輕的傑出美術學

者廖新田的《藝術的張力──臺灣美術與文化政治學》(臺北：典藏)一書。廖氏在 2008
年已有《臺灣美術四論》的出版，博得學界好評。《藝術的張力》是他的第二本專書，

內容收錄近年發表的幾篇重要論文，包括：〈臺灣美術主體性的思想與抉擇〉、〈臺灣

戰後初期「正統國畫論爭」中的命名邏輯及文化認同想像(1946-1959)：微觀的文化

政治學探析〉、〈在臺灣展示「異文化」：馬諦斯、東方風格及其批判〉、〈由內而外或

由外而內？臺灣美術的後殖民主義觀評論狀況〉、〈臺灣當代藝術評論中的當代思潮

介入：朝向一個文化研究的理念探析〉等。 
本書延續《臺灣美術四論》的思考結構，在探索過程中逐漸凝聚出五個主要面

向，並歸納為「文化政治學」的思考，即：主體／客體、宏觀／微觀、過程／結果、

內在／外在、對象／主題；並透過晚近臺灣美術發展中一些核心議題，如：主體性

與認同、戰後藝術發展、展覽現象、當代藝術批評等，釐清臺灣藝術張力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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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緒論〉中指出： 

藝術與政治一直是戰後臺灣糾纏不清的議題，甚至形成了一股持續的禁忌與壓

力，影響著臺灣美術的發展。在一般的概念裡，藝術與政治是兩個相剋的領域，

因此它們的交會往往被視為禁忌──不能談，與禁區──不能碰。很不幸的，兩

者卻常常擦槍走火，引來騷動與爭議。當任何藝術跨越政治這條『紅線』，總

是引來許多爭論與權力的介入；反之，藝術若涉足政治也同會受非議。一方面，

在戰後初期強烈的反共文化政策意識型態指導下，藝術是有效的教化工具；另

一方面，因為藝術不易掌控，統治者又時時得提防著會違規(transgression)。總

的看來，藝術有其自身的運行軌跡，表面上它和政治保持距離，有時藉著與政

治對抗，達到『借力使力』的目的，而其獨立性格和政治意識型態有著若即若

離的關係。若加上臺灣文化認同與藝術介入社會的問題，臺灣現當代藝術與政

治的關係更形複雜與熱烈，呼應了全球化藝術發展趨勢，並且成為臺灣特殊的

藝術創作形態與藝術論述形態。2 

廖新田的學術路徑，與其說是置重心於「藝術史學」，不如說：他是在為藝術史

學找尋一個新的「跨域概念」或「理論」；「文化政治學」一詞的提出，正是企圖建

構「另類思考藝術史」的新觀點。 
在單篇論文方面，相對於 2009 年對「膠彩畫」議題的多方討論，2010 年在書法

的研究上，也顯然形成特色。 
2010 年，計有兩場和書法有關的學術研討會，一是由國立臺灣藝術大學和臺灣

歷史博物館，為紀念陳丁奇先生百歲紀念，共同主辦的「二十世紀臺灣書法發展回

顧學術研討會」；以及國立臺灣藝術大學、國立臺中教育大學、中華民國國風書畫會，

為紀念呂佛庭教授百歲冥誕，所共同舉辦的「近代書畫藝術發展回顧國際學術研討

會」。這兩個研討會，除針對陳、呂兩位書家或單一書家的專論，將列入下節「藝術

家及作品研究」討論外，其他專題研究的論文，則有：黃華源〈清末到日治時期

（1895-1945）社會變遷下的臺灣書法發展考察〉、許方怡〈十人書會書法展及其影

響〉、葉碧苓〈五十年來臺灣博碩士書法論文之研究動向〉、黃智揚〈臺灣現代書法

初期發展的特質與價值〉、蔡明讚〈當代臺灣書藝創新發展的考察〉，和林麗娥〈影

響二十世紀臺灣百年書壇發展之因素探討〉等文。 
此外，書法方面的論文還有謝世英的〈明清臺灣書畫的時代特色：本土取向之

探討〉，3 從臺灣本土角度，論述明清時期臺灣書畫的風格特色；相關的論述，之前

分別已有王耀庭、林柏亭、莊伯和、蕭瓊瑞等人先後加以探討。 
書法的討論外，2010 年形成特色的專題研究，另有國立臺南藝術大學《藝術觀

點》42 期(2010.4)以「視覺檔案」為專題的幾篇論文，分別是：蔣伯欣的〈一九三一：

凝視死亡與視覺檔案〉、張美陵〈檔案痕跡：日據時期的《南進臺灣》與鄧南光作品〉、

                                                 
2 參廖新田《藝術的張力──臺灣美術與文化政治學》(臺北：典藏藝術家庭，2001)，頁 18。 
3 文刊《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學報》41 期(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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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卓軍〈影像魂．身體痕：關於《南進臺灣》的非常國凝視〉，以及王品驊的〈從地

理反觀到歷史回顧：「繞境」作為當代藝術的空間命名策略〉。其中蔣文是以其祖父

蔣渭水的《葬儀實況》(1931 年真開寫真館拍攝《故蔣渭水先生葬儀實況》)記錄片為

主軸，展開日治時期臺灣視覺治理官方與非官方的觀看倫理之討論，旁及黃土水、

石川欽一郎等人創作的觀看模式。蔣文在文末指出： 

葬儀行列經明治橋時，拍攝者採取了一個極罕見的視角(21’48”-22’57”)。一般

觀看明治橋的視覺產物，多由臺北城區往明治橋、臺灣神社的方向取景，由

敕使街道接上參拜大道，將神社或圓山的『聖城』作為參拜的主體；或採側

面斜角仰望雄偉的明治鐵橋，強調其作為文明進步的近代象徵。然而當送葬

隊伍通過明治橋時，拍攝者卻背對臺灣神社，此時明治鐵橋不再作為文明的

象徵，反而以最小面積的橋頭正面在畫面右側形成景框，以長鏡頭讓出前景

的大片地面，使穿越鐵橋景框而出的行列從容通往大直，反轉從民間到聖城

進行『通過儀式』的參拜視線。影片無意強調此一宏偉的盛況場面，反而置

換了當時刻意拉大建築物與人物之間比例以突顯殖民治績的鏡像。4 

類似的論述，顯現了蔣氏敏銳的觀察視角及精闢的詮釋能力，實為新一代研究者中

的佼佼者。 
至於張、龔、王等文，都集中在該校音像所修護的日治時期記錄片《南進臺灣》，

也都有相當傑出的論述，為臺灣音像論述的開展，作出貢獻；《南進臺灣》乙片，在

2007 年，已有該校音像藝術管理研究所的謝侑恩完成碩士論文〈影像與國族建構：

以國立臺灣歷史博物館館藏日據時代影片《南進臺灣》為例〉。 
2010 年關於影像方面的研究，另有簡永彬等配合臺北市立美術館專題展完成的

《凝望的時代：日治時期寫真館的影像追尋》一書，由臺北夏綠原國際公司出版。 
其他專題研究，統整而言，2009 年成為焦點的膠彩畫研究，2010 年仍有幾篇論

文，分別是：林明賢〈戰後臺灣膠彩畫風格的遞變：以省展為例〉(《臺灣美術》79
期)、施世昱〈尋找亞洲東洋畫的當代藝術性〉(《臺灣美術》79 期)、林美玲〈「膠」

顏欲語？──膠彩畫家對女性形象的觀看方式／以「省展」六十年間前三名與優選的

膠彩作品為例〉(《藝術與文化論衡》1 期)，以及游惠遠主編的《臺灣膠彩畫的風格

史研究與在地性反思》論文集(臺中：國立勤益科大)。這些研究者都集中在中部，可

見和中部膠彩畫家的興盛傳統有相當的地緣關係；而國立臺灣美術館館刊《臺灣美

術》也是催生這些論文重要的平台。 
近年來，《臺灣美術》期刊在相關人士尤其是期刊主編林明賢的努力經營下，已

經逐漸成為臺灣美術（尤其是「臺灣美術史」）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學術刊物。國立

臺灣美術館以「臺灣」為名，經營「臺灣美術」的研究，自是名正言順、理所當然

的工作。 

                                                 
4 文見《藝術觀點》42 期，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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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年，先後在《臺灣美術》發表的臺灣美術史專題研究論文，至少尚有：楊

永源〈日治時期繪畫的日常生活主題：藝術進入公共領域的例子〉(80 期)、白適銘〈都

市化、現代化與日治時期臺灣美術的當代書寫〉(81 期)、留啟祥〈神域與國魂：日治

到戰後臺灣都市地景塑造與都市圖像中的國家意識〉(82 期)、林振莖〈省展中的異鄉

人〉(79 期)，與沈孝雯〈臺灣的戰鬥文藝漫畫(1950~1980 年代)〉(79 期)等文；其中

沈文首次對戒嚴時期的政戰美術進行研究，突破以往強調「純藝術」或「現代藝術」

的狹隘史觀，是一可喜的現象。 
《臺灣美術》期刊由於對臺灣美術研究的集中及豐碩，自 2008 年起，在薛保瑕

館長的支持下，陸續將相關論文依年代集結成冊；2010 年有《多元紛呈：解嚴後臺

灣美術之研究》一書，收錄廖新田〈你所不知道的臺灣美術史：臺灣社會的藝術與

色情論爭史及其評析〉、駱麗真，〈由殖民化到全球化：談臺灣美術教育與數位藝術

教育的經驗〉、蔣伯欣〈無線風光在險峰：從全國博碩士論文看歷年臺灣美術的研究

趨向〉等文，都是此前在該期刊發表的論文。 
依期刊檢視，《臺灣美術》外，國立臺南藝術大學改版後的《藝術觀點》，也頗

有一些優秀的論文出現，除前提以「視覺檔案」為主題的幾篇之外，另有：蕭瓊瑞

〈臺灣藝文發展與政府角色：自日治以迄當代的檢視〉(43 期)、吳孟晉撰(林暉鈞譯)
〈《等待果佗》與戰後臺灣的前衛美術：論《劇場》雜誌與黃華成之裝置藝術作品〉

(41 期)。 
其他期刊，零星的論文，另有：謝明良、盧泰康對臺灣陶瓷考古的討論、5 楊孟

哲對臺灣美術教育的探討、6 姚村雄和王銘顯等對臺灣視覺設計的研究、7 李招瑩等

人對原住民藝術的論述8 等。此外，臺灣美術史研究重量級學者顏娟英則有〈自畫像、

家族像與文化認同問題：試析日治時期三位畫家〉(《藝術學研究》7 期)一文，以陳

植棋、李石樵、陳進三位日治時期畫家的作品，分析他們在同樣「認同臺灣」、同樣

「強調地方色彩」的大目標下，如何展現不同的藝術詮釋手法。顏文指出： 

熱情直率而短命的陳植棋留下堅毅勇敢的臺灣婦人形象。李石樵則努力琢磨

學院派的語言，嚴謹地表達他冷靜而隱密的殖民地畫家的抗議，以及對社會

大眾深層的關懷。陳進身為唯一女性畫家，勇敢而認真地投入男性主導的殖

民地畫壇，她選擇表現純潔盛裝的美女形象，如履薄冰般，走在贏取男性社

會認同與表現女性自覺的邊界上。總之，他們對於日本帝國文化值，或融入

                                                 
5 謝明良〈關於葉形盤──從臺灣高雄縣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出土的青花葉紋盤談起起〉，《故宮文物

月刊》326 期(2010.05)，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盧泰康〈臺灣考古出土歷史時期陶瓷的年代與特徵〉，《故

宮文物月刊》(2010.05)，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及〈臺灣與澎湖發現之越南釉下褐彩瓷及其意涵〉，《史物

論壇》10 期(2010.6)，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6 楊孟哲〈日本時代臺灣美術教育の研究：後藤新平の實業政策：手工教育への影響〉，《地域研究》7 期

(2010.3)；及〈殖民時期臺灣美術教育的開展〉，《臺灣美術》80 期(2010.4)，臺中：國立臺灣美術館。 
7 姚村雄〈日治時期臺灣旅遊紀念戳之視覺符號研究〉，《設計與產業學報》7 期(2010.07)，高雄：樹德科技大

學設計學院。王銘顯、沈小雲、陳曉菲〈一九六○年代早期臺灣設計留日學生對目前設計界的影響之探討〉，

《藝術學報》87 期(2010.10)，臺北：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8 黃琡雅總編輯，李招瑩等著《原藝論：原住民藝術論文集》，花蓮：東華大學，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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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經驗或是折衷認同，亦或是有時抗議甚至表現衝突的價值觀，正說明了

在社會集體認同下的個別差異性，這樣的多元與差異性也正是臺灣文化認同

的重要成份。 

2010 年另有高彩雲以日文發表〈郁達夫「十三夜」論：臺灣人畫家と西湖伝說

の物語〉，在東京「財團法人東方學會」的《東方学》(119 期)期刊上，雖是偏屬文學

的論述，但提及「臺灣人畫家」，亦具參考的價值。 

三、藝術家及作品研究 

藝術家和作品研究，自是美術史研究的重要課題，綜觀 2010 年對臺灣藝術家與

作品研究的相關論文，依藝術家之別，可歸納如下總表： 

藝術家 相      關      論      文 
王少濤 余美玲〈日治時期瀛社詩人王少濤的書畫活動與藝術探析〉，《臺灣文學研究集刊》7

期(2010.2)，臺北：國立臺灣大學文學研究所。 
陳澄波 江婉綾〈家．國．童話：論陳澄波［嘉義公園］(1937)象徵意涵〉，《臺灣美術》82 期

(2010.10)，臺中：國立臺灣美術館。 
林玉山 黃雯諭〈日治時期林玉山的繪畫與「中國」：論寫生觀及漢學教養〉，《臺灣美術》81

期(2010.7)，臺中：國立臺灣美術館。 
鄧南光 張美陵〈檔案痕跡──日據時期的《南進臺灣》與鄧南光作品〉，《藝術觀點》42 期

(2010.04)，臺南：國立臺南藝術大學。 
張才 蕭永盛〈「張才研究」的山徑上〉《現代美術》149 期(2010.04)，臺北：臺北市立美術館。

山本竟山 香取潤哉〈臺灣日治時期的日人書家活動與足跡：以山本竟山的書法成就與對臺灣影

響為例〉，收錄於劉素真編《二十世紀臺灣書法發展回顧學術研討會》，臺北：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2010。 
陳丁奇 李郁周〈陳丁奇書學淵源初探〉，收錄於劉素真編《二十世紀臺灣書法發展回顧學術研

討會》，臺北：國立臺灣藝術大學，2010。 
蔡明讚〈從陳丁奇的書法看百年來臺灣書風演嬗〉，收錄於劉素真編《二十世紀臺灣書

法發展回顧學術研討會》，臺北：國立臺灣藝術大學，2010。 
劉延濤 曹靜琍〈劉延濤的書法藝術〉，《書畫藝術學刊》8 期(2010.6)，臺北：臺灣藝術大學書

畫藝術學系。 
呂佛庭 潘璠〈呂佛庭美術史觀及其思想內涵〉，收錄於劉素真、林錦濤編《紀念呂佛庭教授百

歲冥誕：近代書畫藝術發展回顧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臺北：國立臺灣藝

術大學，2010。 
黃冬富〈從畫家與傳統和自然之對話方式析探：呂佛庭畫風發展脈絡〉，收錄於劉素真、

林錦濤編《紀念呂佛庭教授百歲冥誕：近代書畫藝術發展回顧國際學術研討

會論文集》，臺北：國立臺灣藝術大學，2010。 
高木森〈從後現代看呂佛庭繪畫的人文精神〉，收錄於劉素真、林錦濤編《紀念呂佛庭

教授百歲冥誕：近代書畫藝術發展回顧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臺北：國立

臺灣藝術大學，2010。 
陳肆明，〈呂佛庭繪畫思想與創作特色〉，收錄於劉素真、林錦濤編《紀念呂佛庭教授

百歲冥誕：近代書畫藝術發展回顧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臺北：國立臺灣

藝術大學，2010。 
杜忠誥〈由呂佛庭的文字畫論書法與姊妹藝術之間的現代性轉化〉，收錄於劉素真、林

錦濤編《紀念呂佛庭教授百歲冥誕：近代書畫藝術發展回顧國際學術研討會論

文集》，臺北：國立臺灣藝術大學，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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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成 陳欽忠〈學者書法家典範：于大成書學述論〉，收錄於劉素真、林錦濤編《紀念呂佛庭

教授百歲冥誕：近代書畫藝術發展回顧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臺北：國立

臺灣藝術大學，2010。 
余承堯 吳超然〈黃賓虹與余承堯的「筆墨論辨」：「人書俱老」在 20 世紀水墨畫裡的意義〉，

收錄於劉素真、林錦濤編《紀念呂佛庭教授百歲冥誕：近代書畫藝術發展回顧

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臺北：國立臺灣藝術大學，2010。 
張大千 馮幼衡〈張大千早期(1920-1940)的青綠山水：傳統青綠山水在二十世紀的復興〉，《國

立臺灣大學美術史研集刊》29 期(2010.09)，臺北：國立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

所。 
黃崇鐵〈張大千晚期山水畫(1960 年-1983 年)的繪畫歷程與生活經歷探討〉，《國立歷史

博物館學報》42 期(2010.11)，臺北：國立歷史博物館。 
魏可欣〈從原初印象到巨幅聯屏：以張大千的荷畫為討論中心〉，《史物論壇》10 期

(2010.6)，臺北：國立歷史博物館。 
江兆申 何傳馨〈入而能出：試論江兆申先生的臨書〉，《故宮文物月刊》325 期(2010.04)，臺北：

國立故宮博物院。 
許郭璜〈質有趨靈：江兆申先生的書與畫〉，《故宮文物月刊》325 期(2010.04)，臺北：

國立故宮博物院。 
任安〈老大意轉拙：說茮原先生的篆書〉，《故宮文物月刊》325 期(2010.04)，臺北：國

立故宮博物院。 
周澄〈從靈漚談江兆申先生篆刻〉，《故宮文物月刊》325 期(2010.04)，臺北：國立故宮

博物院。 
高島義彥著、陳建志譯〈江兆申先生與日本書畫界的關係，《故宮文物月刊》327 期

(2010.06)，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 
游國慶〈江畔青山印夢稠：茮原先生的篆刻分期與捐贈故宮的五十方印〉，《故宮文物

月刊》327 期(2010.06)，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 

馬白水 王秀雄〈傳統現代、中西融合、開創新藝術：詮釋馬白水彩墨畫的風格與評價其藝術

成就〉，收錄於陳樹升編《馬白水繪畫藝術研討會論文集》，臺中：國立臺灣美

術館，2010.12。 
吳大光〈黑白乾坤裡的色彩能量：觀馬白水運色之道〉，收錄於陳樹升編《馬白水繪畫

藝術研討會論文集》，臺中：國立臺灣美術館，2010.12。 
沈東榮〈繪畫材質的開放性本質及封閉性系統：以馬白水的彩墨為例示〉，收錄於陳樹

升編《馬白水繪畫藝術研討會論文集》，臺中：國立臺灣美術館，2010.12。 
崔詠雪〈馬白水繪畫藝術風格探討〉，收錄於陳樹升編《馬白水繪畫藝術研討會論文

集》，臺中：國立臺灣美術館，2010.12。 
楊英風 蕭瓊瑞〈形象／意象／意念／觀念：楊英風雕塑創作的四個時期〉，《雕塑研究》4 期

(2010.3)，臺北：朱銘美術館。 
朱銘 蕭瓊瑞〈回到人間：朱銘的後現代雕塑〉，《臺灣美術》82 期(2010.10)，臺中：國立臺

灣美術館。 
楊識宏 蕭瓊瑞《歲月．流光：楊識宏創作歷程 40 年》，臺中：國立臺灣美術館，2010.12。 
吳耀忠 林振莖〈白色恐怖年代裡的堅定左派畫家：試析吳耀忠的生平、思想與藝術作品〉，《臺

灣美術》80 期(2010.4)，臺中：國立臺灣美術館。(另刊《藝術學》26 期(2010.05)，
臺北：國立臺北藝術大學美術史研究所。) 

以上藝術家及作品，屬書畫類者，計有：王少濤、林玉山、山本竟山、陳丁奇、

劉延濤、呂佛庭、于大成、余承堯、張大千、江兆申等 10 位的 22 篇論文；屬西畫

類的，有：陳澄波、馬白水、楊識宏、吳耀忠等 4 位的 7 篇；屬攝影類的，有：鄧

南光、張才等 2 位的各 1 篇；屬雕塑類的，有楊英風、朱銘等 2 位的各 1 篇。大體

上，這樣的統計，也相當程度地反映了當前臺灣美術史研究的取向趨勢，書畫類的

特多，與攝影、雕塑類的特少，都是臺灣美術史研究可以思考、反省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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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傳統藝術 

近幾年，由於政府對傳統藝術的重視，傳統藝術方面的研究，也成為臺灣美術

史研究的一個大項；2010 年有關傳統藝術的論文(不包括學位論文)，至少就有 17 篇，

及專書 4 本。 
這些專書、論文，從類別上分析，至少可歸納為如下數種： 
首先是以「民藝運動」為課題的，就有林承瑋的〈從金關丈夫的民藝書寫看民

藝運動對臺灣工藝研究萌芽的影響：以雜誌《民俗臺灣》之〈民藝解說〉為中心〉(《臺

灣文獻》61：2)。 
其次在彩繪方面，則有：留啟群〈臺灣的地獄十王圖〉(《史物論壇》11 期)、李

奕興〈臺灣傳統建築彩繪〉(《臺灣文獻》61：2)及〈山頭林立、遍地插旗：臺灣傳

統建築彩繪匠派的生成與行跡(1830-1980)〉(《臺灣美術》80 期)、蔡雅蕙〈1910 至

1930 年代臺灣傳統建築彩繪匠司譜系之探討〉(《民俗曲藝》169 期)、李怡瑩〈新竹

北埔姜氏家廟雀替圖稿修復分析〉(《藝術欣賞期刊》6：2)等。 
接著，是和建築有關的，如：連啟元〈北埔慈天宮裝飾藝術的地方特色〉(《藝

術欣賞期刊》6：5)，和簡榮聰《藍田書院：建築裝飾藝術》(南投：南投藍田書院委

員會)。 
至於雕刻方面，則可再分石雕類的呂明燦〈臺灣石材工藝之發展〉(《臺灣文獻》

61：2)、梁震明《臺灣寺廟龍柱造型之研究》(臺北：國立編譯館)、林文龍〈臺灣螺

溪硯的早期發展〉(《臺灣文獻》61：2)期。佛雕類的有魏稚恩的《南瀛佛雕匠師誌》

(臺南：臺南縣政府)；細木作的有王肇楠、朱政德、胡麗人等的〈從地域性探討臺灣

傳統細木作供桌家具之形制研究：以臺南與鹿港為例 〉(《設計學研究》13：1)；錫

雕類的，則有賴廷鴻〈臺灣錫藝之發展與工法特色〉(《臺灣文獻》61：2)、何禮戎

〈臺南打錫師傅的生命手路：技藝的無形文化價值〉(《臺灣文獻》61：2)。 
另外，有關陶藝方面的，計有徐文琴〈1930-60 年代臺灣碗盤圖繪紋飾之研究：

以鶯歌產品為例〉(《臺灣文獻》61：2)，和陳新上〈鶯歌福州陶師李貳妹〉(《臺灣

文獻》61：2)二文。 
漆器類者，則有翁群儀和黃麗淑合作的〈1930 年代臺灣漆器蓬萊塗之發展與設

計特色分析〉(《臺灣文獻》61：2)。 
服飾研究，葉立誠《臺灣顏、施兩大家族成員服飾穿著現與意涵之研究：以施

素筠老師的生命史為例(1920-1960 年代)》一文，2009 年即見於書目，2010 年 5 月，

再以數位方式出版(臺北：秀威資訊出版)。 
就全年度「傳統藝術」的論文觀察，由國史館發行的《臺灣文獻》，是最主要的

發表平台，在 17 篇論文中，佔有 9 篇，也就是過半的論文是由該期刊所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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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位論文 

2010 年各大學研究所和臺灣美術史相關的學位論文，至少有 23 篇；其中屬於傳

統藝術的就有 9 篇，包括 8 篇碩士論文及 1 篇博士論文。 
這 8 篇和傳統藝術相關的碩士論文，分別是：屬於傳統建築的林以珞〈古廟宇

新價值：日治中期張麗俊主導下原慈濟宮的修築意義〉(臺大藝術史研究所)；屬於彩

繪的吳佳蓉〈宜蘭曾氏家族彩繪研究〉(北藝大傳藝所)；屬於剪黏的李怡瑩〈剪黏匠

師江清露生平及其技藝研究〉(臺藝大古蹟藝術修護所)；屬於石雕的楊秉詮〈打石司

傅施弘毅研究〉(北藝大傳藝所)，和謝宗佑〈打石司傅劉英宏之研究〉(北藝大建築

與古蹟保存所)；屬於磚雕的王霈宇〈臺灣傳統磚雕研究〉(北藝大傳藝所)；屬錫雕

工藝的何禮戎〈匠師、技藝與手路：臺南地區打錫工藝發展脈絡之研究〉(北藝大傳

藝所)；屬玻璃工藝的童怡婷〈臺灣日治時期玻璃製品在漢人生活中運用研究〉(臺北

大學民藝所)等。至於唯一的一篇博士論文，則是臺灣師大美研所許清原的〈臺灣布

袋戲偶的模件體系之成形與發展〉。 
其他和臺灣美術史相關的學位論文 64 篇，以有關「女性形象」的探討最多，分

別為：林文冠〈觀看與展示：《臺灣日日新報》廣告欄中的女性圖像〉(成大臺研所)、
曾久晏〈摩登映象：1930 年代臺灣花界女性顯影〉(臺師大美研所)，和許容娟〈臺灣

日治時期官展「地域色彩美人畫」〉(東海美研所)等三篇；其中林文冠出自臺灣文學

所，但以報紙廣告中的女性圖像研究為主題，頗為引人注目，她在結論中，以「中

將湯」和「味の素」為例，指出： 

論文選擇曝光率極高的『中將湯』與『味の素』作例證，兩者不約而    同
皆反映了對於臺灣婦女圖像的使用偏愛，她們被用以代言銷售日本的婦人良藥

與調味聖品；另一方面也藉由這樣的圖像，傳遞日本商品對於臺灣社會文化的

滲透，就像商品早已棲身其中，兩兩難分。在視覺結構上，雖然『中將湯』不

若『味の素』嫻熟於婦女日常生活的展現，但在較早之前的 1912 年，其便已

懂得借用當地人們熟悉的形象作行銷，加上『中將湯』對於臺灣婦女圖像的呈

現，在構圖上又總是特別熱衷於『日臺和諧』訊息的傳遞。 
相反地，『味の素』反而較少循此主題作鋪展，五花八門的內容不僅著重

的是臺灣婦女生活場景、日常樣貌的涵蓋，也充分展現了對於中國傳統歷史文

化的挪用與熟稔。從廣告的文案撰寫以及人物繪製的種種跡象看，幾乎可以斷

定作者的臺籍身份；而一個臺籍作者，以內視眼光描繪的臺灣婦女，斷然與日

人所見不同，關注部份亦有所差別。也正因上述這些差別，我們才發現：即便

這兩類商品廣告依賴了相同的符號（臺灣婦女）作表述，但『中將湯』的再現

方式，於廣告內容所添加的組成要素，往往更行區別出了所謂的『異同』，特

別是日人與臺人的關係，其刻意所欲強調的部份，反而突顯『味の素』對此主

題的迴避（抑或不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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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洪茹珮〈圖示競爭：臺灣人體雕塑之生成結構（1962-1983）〉(南藝大史評

所)，也和人體的結構有關。 
其他論文，依時間斷代分，分別是：日治時期的 3 篇，為陳美靜〈日治時期臺

灣風景畫中廟宇主題繪畫作品之研究〉(南藝大史評所)、蘇雅禎〈王白淵的文化活動

與精神歷程〉(政大臺文所)、蔡清義〈立石鐵臣的藝術創作研究：以《民俗臺灣》中

的〈臺灣民俗圖繪〉專欄為主要分析範疇〉(南大臺灣文化研究所)。戰後的 7 篇，為：

謝幸芳〈臺灣官辦美展制度檢驗：以省展為中心〉(成大歷史所)、蘇珉萱〈形式主義

美術批評研究：兼探戰後初期臺灣美術批評（1950-60 年代）〉(南藝大史評所)、林佳

叡〈製造英雄：以葉宏甲漫畫《諸葛四郎》系列為中心〉(師大臺史所)、龔加恩〈解

嚴後臺灣藝術家對政治神話的解構：以楊茂林、吳天章為例〉(師大美研所)、鄭雯仙

〈臺灣現代陶藝的興起：以國立歷史博物館為中心的考察（1963-2006）〉(南藝大史評

所)、呂金波〈澎湖國際地景藝術節入選作品之研究（2001-2009）〉(屏教大視覺藝術

所)、毛雅慧〈臺灣當代設計關懷之探討：以高科技廠房綠色趨勢為例〉(清大歷史所)。 
統計 2010 年和臺灣美術史研究相關的 23 篇學位論文，分別出自學校如下： 

學     校 碩士論文 博士論文 
臺灣大學 1  
成功大學 2  
臺灣師範大學 3 1 
政治大學 1  
清華大學 1  
臺北大學 1  
臺灣藝術大學 5  
臺北藝術大學 1  
臺南藝術大學 4  
臺南大學 1  
屏東教育大學 1  
東海大學 1  

合    計 23 1 

其中以國立臺灣藝術大學的 5 篇居首，臺灣師範大學和臺南藝術大學各以 4 篇，

並列第二；這三個學校的論文比例，占有全部的二分之一，也顯示這些學校在臺灣

美術史研究上的一定位置。 

六、書評 

2010 年臺灣美術史研究中，唯一的一篇書評，是臺灣師範大學博士生張家倫〈評

介蕭瓊瑞著《懷鄉與認同：臺灣方志八景圖研究》〉(《歷史教育》16 期)。 
研究評論是促進研究深化最好的方法之一，在以往的臺灣美術史研究中較為少

見，應是未來可以再加強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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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2010 年的臺灣美術史研究，在論文質、量的提升上，較之 2009 年，雖沒

有具體鮮明的成長，但在史料的整理出版上，卻是頗為豐碩的一年，也是促進未來

研究得以大幅開展的積澱之年。 

 

(本文所提論文、專書，詳細出處，參見附錄之文獻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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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010 年臺灣美術史研究文獻一覽  

（蕭瓊瑞製表） 
一、史料整理 

臺灣創價學會藝文中心執行委員會編，《日治時期臺灣官辦美展(1927-1943)圖錄與論文集》，臺北：勤宣文教基

金會，2010.05。 

王秀雄，〈日治時期臺、府展的興起與風格探釋：兼論支援官展的大眾傳播與藝術批評〉，收錄於臺灣創價學會

藝文中心執行委員會編，《日治時期臺灣官辦美展(1927-1943)圖錄與論文集》，臺北：勤宣文教基金

會，2010。 

王耀庭，〈日治時期臺灣水墨繪畫的「漢與和」〉，收錄於臺灣創價學會藝文中心執行委員會編，《日治時期臺灣

官辦美展(1927-1943)圖錄與論文集》，臺北：勤宣文教基金會，2010。 

林柏亭，〈日治時期臺灣的畫會活動〉，收錄於臺灣創價學會藝文中心執行委員會編，《日治時期臺灣官辦美展

(1927-1943)圖錄與論文集》，臺北：勤宣文教基金會，2010。 

詹前裕，〈臺、府膠彩畫的起源與發展〉，收錄於臺灣創價學會藝文中心執行委員會編，《日治時期臺灣官辦美

展(1927-1943)圖錄與論文集》，臺北：勤宣文教基金會，2010。 

蕭瓊瑞，〈臺、府作品現存狀況調查〉，收錄於臺灣創價學會藝文中心執行委員會編，《日治時期臺灣官辦美展

(1927-1943)圖錄與論文集》，臺北：勤宣文教基金會，2010。 

廖新田，〈明清、日治時期大臺北地區美術的發展〉，收錄於臺灣創價學會藝文中心執行委員會編，《日治時期

臺灣官辦美展(1927-1943)圖錄與論文集》，臺北：勤宣文教基金會，2010。 

薛燕玲，〈帝國視線：日治時期臺灣美術地方色彩的表裏〉，收錄於臺灣創價學會藝文中心執行委員會編，《日

治時期臺灣官辦美展(1927-1943)圖錄與論文集》，臺北：勤宣文教基金會，2010。 

臺北市立美術館，《臺北市立美術館典藏專冊Ⅰ：臺灣美術近代化歷程／1945 年之前》，臺北：臺北市立美術館，

2010.03。 

臺北市立美術館，《臺北市立美術館典藏專冊Ⅱ：尋找前衛的因子／1946-1969 年》，臺北：臺北市立美術館，

2010.12。 

何傳坤、廖紫均主編，《不褪的光澤：臺灣原住民服飾圖錄》，臺中：自然科學博物館，2010.02。 

莊芳榮主編，《臺灣先賢丹青書畫展圖錄》，臺北：中華文化保護協會，2010.06。 

謝玲玉，《南瀛繪畫誌》，臺南：臺南縣政府，2010。 

陳秋瑾、國立歷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尋找臺灣圖像：老照片的故事》，臺北：國立歷史博物館，2010。 

徐宗懋，《走過百年 1900-2000：1000 多幅照片交織而成臺灣百年史》，臺北：臺北書房，2010。 

王淑津，《南國．虹霓．鹽月桃甫》，文建會策劃，雄獅美術社出版，2010.1。 

李柏黎，《遺民．深情．劉錦堂》，文建會策劃，雄獅美術社出版，2010.1。 

李欽賢，《俠氣．叛逆．陳植棋》，文建會策劃，雄獅美術社出版，2010.1。 

顏娟英，《油彩．山脈．呂基正》，文建會策劃，雄獅美術社出版，2010.1。 

林永發，《日出．臺東．丁學洙》，文建會策劃，雄獅美術社出版，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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盧廷清，《博涉．奇變．陳丁奇》，文建會策劃，雄獅美術社出版，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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