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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彩畫源自十八世紀之前的西方，直到十八世紀末才由英國畫家確立此

一具有透明效果的繪畫藝術。日本石川欽一郎 1907至 1916年來臺擔任總督

府翻譯官及國語學校（台北師範學校）教官時，倪蔣懷、陳植棋、李澤藩、

藍蔭鼎、張萬傳、葉火城、洪瑞麟、鄭世璠、李梅樹、楊啟東等前輩畫家都

受到他的啟發，奠定臺灣美術教育之基礎。他深入臺灣鄉野，啟蒙台灣畫家

愛自己的鄉土，他彩繪無數的臺灣鄉村圖畫，輕快活潑的筆法，觀察入微的

鄉土特色，扣人心弦。陳陽春早期亦間接受其影響，揮灑彩筆表現對鄉土的

熱愛。

陳陽春認為藝術的創造在未經顯現之前，祇是一種意象的聯想。但是，

意象的再現卻是一種經驗，在未加入作者本身的情感、理性之分析與統整之

前，絕不可能產生藝術，藝術必須有獨立的生命，意即「創造的想像」。而

創作靈感本身有兩個特徵：其一是它突如其來，其二是它不由自主。往往經

驗的累積及功夫的磨練是突破靈感與造就靈感不可或缺的不二法寶。主張靈

感：「等它來不如找它來，而尋求靈感的唯一條件即是經驗的累積，在創作

上欲達到收放自如之境界，亦即是功夫的磨練。」陳陽春臺灣水彩畫創作的

理念，可歸結如下數點：

構圖、色彩、肌理為其繪畫形式的表現重點，尤以構圖及色彩為其繪

畫作品中極為重要的視覺語言。長達四十年的創作生涯中，他的水彩畫已融

合了東方水墨的靈性和西方水彩的光影，其創作題材，包括風景、仕女、花

卉，能瞬間掌握自然萬物的精髓，尤其構圖中虛實的巧妙安排，明暗光影的

幻化，使畫面淡雅清新、豔而不俗。他認為藝術家需兼具真、善、美與愛，

尤其那一股綿綿的愛更是藝術創作的原動力。就整體而言，已將西洋水彩的

技巧與中國水墨的精神，巧妙的組合，塑造出東方水彩畫的風範，畫中不但

流露作者的思想、感情，並使觀賞者獲得深深的共鳴。

一、水彩畫學習的要領

水彩畫是一門不易專精的學問，它不似油畫，稍有偏差還可以慢慢地添

補做些修改，水彩正如同書法般，下筆就不能更改，而且不只是筆觸、線條，

第四篇

陳陽春水彩畫創作思想與理念



45

還有色彩、乾濕程度和濃淡、深淺的控制問題，要達到超凡的境界更是難上

加難。畫家的審美力要高，這樣畫出來的畫，不但自己滿意，也讓人接受。

他認為學習水彩畫不可或缺的要訣，有下列要點：

（一）搜集題材

學畫者通常可藉照相搜集題材，亦可將眼底之景物畫於速寫本，最好還

是寫生，室外寫生最難之處是光影隨時在移動，或因環境惡劣，畫者必須在

短短數分鐘內捕捉意境，傳達美感，因此當您觀察感興趣的景物時，最好能

馬上速記下，至於明暗的安排，賴於平日多觀察，那就是表現立體感的妙方，

才有把握畫下一幅有內涵的水彩畫。要達到預定的效果，並無一定的方法可

循，此乃水彩畫的自然美，也是構成畫本身具有獨特吸引力的條件。

（二）由淡彩入手

初學者往往易被色彩的魅力所迷惑，而對物象的形態及明暗看不準確，

忽略了繪畫的基礎－素描是繪畫必修的功夫，初學時自然不感興趣，待理解

之後，它在筆觸和調性的領域中，將深深體會到其生命力。素描在我們的繪

畫生涯中永遠不會有止境，初學水彩畫不妨在風景素描或速寫上著色，一般

稱為淡彩，十八世紀之前，英國的水彩皆是淡彩，小畫要有大畫的氣勢，而

大畫必須有小畫的緊湊，一氣呵成，不可拖泥帶水，在色彩上要免於俗氣，

妥善地了解畫材和性能，發揮它的特性，找適當的題材配合，以達相得益彰

之效。

（三）勿使畫筆停頓

我們當然可以用長篇幅去解釋和分析水彩的技巧、構圖，但最重要的創

作因素卻是本能的直覺，其價值是不可否認的，水彩的技巧非一成不變憑實

際經驗累積出來，創作的原則就是不停的繪畫、思考，勿使畫筆停頓。

（四）畫出心中世界

水彩畫的困難，在於把一個通俗題材創造出雅俗共賞格調高超的作品，

坦誠自然的意境，讓別人從漠不關心進而引起回響，由厭煩轉為讚歎、感動

人，或由單調變成生趣盎然，我們描寫一個主題，若太抽象，有種不實在的

感覺，若太寫實，則又過於呆板，或有討好觀眾之嫌，一切技巧只是表達目

的方法，而人生的歷練和思想所引發出來的內涵才是重要的。

（五）瞭解畫材性能

初學者通常只用一種紙張作畫，達不到預期的效果，或無法表達自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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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意境時，往往就灰心了，這是很可惜的事，不同的紙張有不同特點，如

畫法接近國畫或飛白的筆觸，可選用宣紙或粗面的水彩紙。一般水彩畫紙的

微粒有平滑的、細密的或粗糙的，後者較為適用，它有足夠的「齒紋」，使

透明的顏色達不到的地方，仍保有其紙的本色，自然而然地就富有質感了。

二、藝術的人生觀

陳陽春不但將藝術、宗教、思想、感情、生活融於一爐，其繪畫兼取寫

生取真、造境取意，企圖追求水彩之清靈、水墨之意境、油畫之厚重，其繪

畫藝術來自生活的提煉，以自然為師，將儒家的進取、佛家的超脫、道家的

逸趣融匯於其創作中。

在他眼中真善美愛是是其創作的原動力：「宗教即藝術，藝術即宗教，

宗教家有藝術家美的格局，藝術家有宗教家的胸懷，我認為宗教與藝術是很

接近的。藝術家嘔心瀝血於創作領域中，以期作品能讓更多人欣賞、浸淫藝

術之中，不也是一種布施嗎？」 

愛美、審美的能力，在成長的過程中，如常接觸、栽培、薰陶，這樣不

只能美化我們的視覺，精神與心靈皆能獲得提升，美感並非人人得而有之，

它也是經過訓練和經驗累積而來，美感的啟發，可由我們生活周遭環境去觀

察、培養，諸如一花一木，甚或枯枝落葉，涓涓流水都會引起我們遐思、觸

動心弦，因此以自然為師將有所穫。

三、時人對陳陽春水彩畫作的評述

鄭芸於 1985年評述陳陽春仕女畫道：「女人那種生活在生命中最具靈

性、婉約有緻、溫存可人的一面，以各種不同的角色，一一在畫面上表現出

來。不同格調的女人，表現出不同的層次，從畫裏可以看出這些女人的教育

水準，以及職業的大概，陳陽春以他最敏感的筆觸，輕輕帶過任何一個足以

顯示畫中人特色的重點。」

李黨於 1989年採訪報導：「在我們的觀念裡，水彩畫就是寫生，然而，

在陽春先生的畫中，他寫的雖是自然的風景，但經由靜觀、摹寫、移情到忘

我的思索，筆下出現的，卻是一個寧謐安詳的世界，抒情的韻味充塞在畫面

的每一個角落，濛濛的煙景，蘊藉無限，使人悠然地神往於那亙古的空間裡。

陳陽春生長於以宗教聞名的北港，純樸的鄉土民情，遼闊的田野景色，孕育

出他一顆誠摯的藝術心靈。陳陽春筆下的女人充滿生命力，在現實與非現實

間，散發出如詩般的遐思。這些美女畫作，大都以靈巧的渲染技法完成，神

似而非形似，與一般的人物畫大相逕庭，…畫家著重意象，追求心靈上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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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以感覺為訴求，筆下的美女，有喜悅與憂愁，有甜蜜與惆悵，多樣化

的情感交迭，組成了她們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以水彩來表現藝術，“水＂

佔著很重要的地位，水份的掌握和水份的效果，是構成整個畫面的精神與

生命，經由長時間的努力，陳陽春的技巧幾已達到出神入化境界，更難得

的是，他將中國水墨畫的意趣，補以西畫奔放、淋漓的技巧和創意，形成

自己獨特的畫風。」

 劉其偉於 1994年曾與陳陽春一同旅遊寫生，贊許他為 :「臺灣最成

功的專業水彩畫家之一」。美國水彩畫家曾景文對其畫作贊賞道：「已將

西洋水彩的技巧與中國水墨的精神，巧妙的組合，尤其畫面的留白，讓人

留下深刻印象」。並稱許其創作題材之廣泛，尤其虛實的安排更有獨到之

處，在明暗上有時突破既有的光影，構圖上也力求嚴謹與變化，用色方面

則獨偏中間色，因此畫面淡雅悠遠。

程及亦曾面囑陳陽春：「研究用自己的方法畫出巨幅水彩畫。」臺灣

國際水彩畫協會鄭香龍理事長則列舉陳陽春水彩畫的幾項特點：（1）貫

通古今融匯中西（2）畫中美女躍然紙上（3）意到筆不到（4）線條流暢

俐落（5）畫中富有詩意（6）構圖嚴謹，不落俗套（8）文化大使當之無愧。

鄭乃銘於 1987年 9月幼獅文藝發表《陳陽春的色彩留白》，指出陳

陽春的作品以「臺灣鄉間」及「美女」兩類見長：「陳陽春在處理鄉間系

列作品，泰半應用水墨渲染的色彩漸近技法，尤其在牆面或建築體上，因

陳陽春〈老香港〉2008 陳陽春〈四川老屋〉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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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這種技巧，更顯得一種古樸美感。至於他慣用的留白處置，常讓畫面產

生色度的光線感，而適當的留白也讓畫面有一個呼吸的機會，不致在作品上

堆砌滿滿的，讓整幅畫充塞過度膨脹的擁擠。…他的美女不像國畫仕女圖那

般細膩，也不像一般寫實人物畫的真切，嚴格來說，他以水渲染的方式來舖

陳人物的畫法，臉部表情都盡量被淡化；但由其輪廓看來都沉靜而恬適，像

超脫於世俗之外的種種束縛。此時最明顯的一點是他從來不在美女畫面上設

背景，人才是主體，而他並不特別交代畫中的人是什麼時代，充其量從服飾

窺探出種族差異，其餘的全寫在欣賞者自己的心靈中了。」

2009年 2月陳陽春水彩作品於中興大學藝術中心展出時，該藝術中心

主任陳欽忠教授贊賞陳陽春的水彩作品：「空靈的意境，透明的色彩，含濕

帶渴的線條，水墨寫意式的留白與渲染，形成一種獨特的風格與美感。」

陳陽春 2008年後出現近乎「水墨式水彩畫」的作品，如〈老香港〉

（2008）、〈四川老屋〉（2008），以水墨的線條、墨韻的渲染與大片的空

間留白為主調，僅施以極淡的水彩點醒其間，已掌握了景物的本質，抽離繁

雜的色彩與形態，產生虛實相生，更為通透空靈的意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