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日治時期美術團體（1895-1945）》 白適銘 / 編著 

日治時期以來，隨著殖民政府全面性的現代化建設，臺灣美術界亦產生前所未有的質變，隨

著美術教育、展覽等新型態的藝術機制出現，一個具現代文化特質的美術社會誕生，而由民

間發起成立的美術團體，亦在美術現代化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1895至 1945年間，如雨後春筍般興起的美術團體，不僅參與成員眾多、屬性多元，分布範圍

更擴及臺灣各地，發展景況超乎想像。然而有關這些美術團體的研究，卻仍未被清楚認識。

本書透過日治時期美術團體的整體考察，發掘出諸多未嘗公開的史料及圖像，藉此再次檢視

臺灣近代美術史的「全像」，賦予日治時期臺灣美術團體更為客觀、系統化的意義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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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精神〉、〈廢除「國畫」之後─戰後水墨畫「東亞文化共同體」思想之形成〉、〈外來者或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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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初期美術團體（1946-1969）》 黃冬富 / 編著 

戰後初期，在臺日籍人士全部遣返日本，緊接著大批來自大陸各省的藝文菁英，追隨國民政

府遷臺，牽動臺灣藝術家的結構變化。於「祖國化．去日本殖民文化」及「反共復國」之時代

氛圍下，臺灣發展出不少在政策支持下成立的全國性美術團體；此外，由學校專業美術教育

部分菁英所發展、標舉「現代」精神的美術團體，在性質和理念上也有別於日治時期的美術

團體。 

此時，全省美展和全省教員美展仍為藝術家們視為重要的發表園地，由於創作和審美理念之

差異，因而引發了「正統國畫之爭」及強調「現代」的反傳統權威體制之波瀾，「主流」、「正

統」和「前衛」，遂成為此一時期臺灣畫壇之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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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嚴前後美術團體（1970-1990）》 賴明珠 / 編著 

臺灣從 1949 年實施戒嚴，直至 1987 年宣布解嚴。解嚴前，美術團體或受黨國政府之規訓、

箝制；或遵從規訓，但在藝術實踐上則追尋創意與自主。此外，亦有創作者及美術團體，在

吸納新潮及主體意識逐漸抬頭的環境下，不斷衝撞體制並開拓藝術創新與自主的各種可能性。 

本書即是以 1970 年至 1990 年創立的臺灣美術團體為分析文本，敘述其創立宗旨、推動歷程

及創作實踐的內容，藉此歸納、分析，解嚴前後臺灣美術團體與國家政策、美術機制、賞鑑

品味及美術觀念流變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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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91年後美術團體（1991-2018）》 盛鎧 / 編著 

臺灣自 1987 年 7 月 15 日解除戒嚴後，憲法保障的人民結社自由隨之開放，美術團體也因而

愈加蓬勃發展。除了新的美術團體陸續成立，1991 年以後臺灣美術團體在性質上亦出現明顯

變化，不僅定位較以往明確，活動型態及作用性更加多元，呈現出分眾化之趨勢：有些團體

專注推廣特定媒材；有些耕耘地方，與社區深度聯結；也有的是為推動特定理念而結社，或

是經營替代空間，透過據點營運以推廣藝文風氣。 

同時，網路使用習慣的普及，也使 1991年後的美術團體演變出全然嶄新的運作模式。無論在

數量上或質量上，1991 年後的臺灣美術團體都較以往更加的自由、豐富、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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