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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6月，總期數 32期 

「筆墨之後」：書法與水墨發展的回顧與前瞻 

 

2000年在香港舉行的「筆墨論辯─現代中國繪畫國際研討會」，邀請了包含臺

灣的石守謙等多位學者針對「筆墨」與「現代中國繪畫」展開討論與辯論。

2001年上海的《朵雲》第 54集中匯集了多篇關於「筆墨」討論的文章，其中

吳冠中的〈筆墨等於零〉和張仃的〈守住中國畫的底線〉更激起了後續相關的

辯論。 

 

在中國文人畫系統裡，「筆墨」從元代開始成為書畫藝術的品評指標，之後明清

兩代在董其昌的「南北宗論」的推波助瀾下達到高峰。傳統文人畫美學中的

「畫如其人」或「書如其人」都可視為「筆墨美學」的延伸。1905年清政府正

式的取消了科舉制度。傳統的文人也因此失去了透過科舉成為文官的路徑。文

人畫，在沒有文人階級的新現實條件下，是否依然存在？如果文人階級和文人

畫都已然消逝，那麼「筆墨」是否在今日複雜多元的當代藝術環境裡，依然成

為當代水墨與書法的評論標準？如果「筆墨」不是唯一的指標，那麼在當代評

論書畫藝術的標準還可以擴增哪些指標？ 

 

此外，發生於 1950年代的「正統國畫之爭」在近 20年來的臺灣藝術史研究中

也出現了比較多的討論。從 1946年第一屆「台灣省全省美術展覽會」開始到後

來的「全國美展」，原本省展所用的「國畫」部門，已經改為「水墨」。回顧

「正統國畫之爭」，是否在「國畫」改稱「水墨」，膠彩從「國畫第二部」獨立

出來之後，兩者之間的論爭已然結束？當年的論爭除了涉及到「南北宗」的辯

論，更核心的討論是受過日本美術教育的臺籍畫家認為東洋畫重視「寫生」，而

隨國民政府來臺的「國畫家」，過於重視「臨摹」。 

 

當我們有足夠的歷史縱深來反思這些當年的論辯與爭論，希望過去這些年來在

臺灣藝術史、中國書畫史的最新研究可以提供當代的多元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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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2月，總期數 33期 

移動．跨界：臺灣早期現代美術與東亞的交流 

 

臺灣在 20世紀前半在日本殖民體制下朝向現代化，現代美術制度與概念也隨之

移入，並選擇性與差別性發展。當時不少日本畫家甚至是朝鮮畫家陸續前往臺

灣旅行寫生與展覽賣畫。而移動臺灣就職定居的日本畫家，他們透過教育體系

或官展主導臺灣美術的走向，其中以西洋畫與東洋畫類最具優勢。 

 

不過畫類之間並非截然分明，我們也看到有些畫家展現跨媒材的理念與實踐。

延續清代書畫傳統的臺灣畫師以開放態度學習新美術，轉型為現代畫家，或是

跨越兩個領域與身分的做法。而年輕世代前往日本學習現代美術甚至以日本美

展作為表現舞臺，或是返臺後發揮影響力，將新美術傳承給下一代。另一方面

有不少美術家進行東亞的旅行寫生，有的自願或被迫前往中國定居，尋求維生

與創作表現的舞臺，在臺灣深受日本現代美術潮流影響之外，與中國現代美術

發展的關係密切。再者，也有中國書畫家來臺交流賣畫，而在民間與地區性產

生影響。 

 

總之，這些傳統與現代、不同國族的美術家在東亞移動與跨界的過程，對他們

的創作產生何種作用？具有什麼樣的時代文化意義？第 33期《史物論壇》將藉

由移動與跨界的角度，發掘更多的討論議題，呈現臺灣早期現代美術與東亞美

術的交流與互動關係，以及臺灣美術的多元發展面向與多重的文化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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