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JAE12.1 ○○○○C  NTAEC 2014 

繪夢：一位美術資

優科班生的 

漫畫夢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s Education 

93 

繪夢繪夢繪夢繪夢：：：：一位美術資優科班生的漫畫夢一位美術資優科班生的漫畫夢一位美術資優科班生的漫畫夢一位美術資優科班生的漫畫夢    
 

蔡沛容 

研究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 

E-mail：eva9654@gmail.com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研究是針對一位自國小至大學美術科班出身，致力朝漫畫家一職築夢的

臺灣學生所作之個案研究。研究目的在探討個案以漫畫家作為職涯選擇之發展

歷程與成功因素。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法分析個案之術科養成教育，對其漫畫創

作發展歷程與風格之影響與關聯性。期望透過個案 61Chi1所提供自身於漫畫界

耕耘的寶貴經歷，提出後續研究建議，供藝術教育界借鏡與研究。 

    本研究發現歸納如下： 

一、個案美術資優生出身所奠定之堅實繪畫基礎，賦予其未來於漫畫風格創新

表現上極大之自由度與優勢。 

二、生命中的重要他人，如父母、老師、同學、學長姐之支持、提攜，有助提

昇個案對漫畫創作之靈感與素養。 

三、個案本身具備執著專注與追求完美之個性，並勇於接受挑戰並明確訂立各

階段之計畫與目標，促使其從對漫畫消遣的試探性階段，不斷努力耕耘興

趣成為專業能力。 

四、個案以高超的電腦繪圖技巧模擬手繪媒材的質感，藉以回應傳統寫實風格

與超現實主義的美學觀點。完美應用電腦繪圖技巧，呈現手繪創作無法企

及的視覺效果，不斷在創作中呈現創新與超越的效果，是其能於年輕漫畫

創作者中獨樹一幟、脫穎而出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漫畫、美術才能班、生涯發展、藝術教育 

                                                 
1
 61Chi為個案劉宜其之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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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位漫畫家」2012 年獲邀參展「法國安古蘭漫畫節」

的 61Chi對自己如此期許著。一路從美術班出身，於動漫同人界耕耘了五年多

的 61Chi，不但獲邀參展歐洲知名漫畫書展「法國安古蘭漫畫節」，其《伊米

特 Emit》繪本亦入圍今年台北國際書展的「金蝶獎」，她年紀輕輕卻亮眼國際

的成就，為台灣漫畫界打開了一扇迎向世界的窗，更標誌著在台灣藝術界，漫

畫家成為職涯選擇的可能。 

 這位初嶄露頭角的年輕漫畫家，正是筆者從高中至大學，一起度過青澀求

學時光，並分享對藝術之體驗與生活點滴，最好的朋友之一。於是，與她一般

接受相同藝術教育歷程的我，好奇她是如何從傳統專業藝術教育養成中，發

展、、、、經營成為職業漫畫家的歷程呢？而她的創作風格又呈現什麼吸引觀賞者的

特色？且長期培育她的學校專業藝術教育，又是如何影響、連結到她的漫畫創

作？希冀從她執著追夢的故事中獲得能啓迪自己，亦啟發眾多喜愛漫畫的觀眾

們寶貴創作經驗。 

 

 

圖 1  61Chi獲邀法國安古蘭漫畫節(自由時報與網路報導內容)
2
 

貳、文獻探討貳、文獻探討貳、文獻探討貳、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面向包含探究漫畫的起源；進而由東西方、漫畫家與評論家、繪

畫藝術畫種特性、傳播溝通、表現主題、構成與形式等面向進行漫畫定義的探

討；並進一步簡述台灣漫畫的發展歷程與現況困境，以凸顯應重視台灣漫畫藝

術創作與相關研究的重要性；然而，漫畫藝術的發展終有賴於藝術教育的深

耕，即整理前人有關「漫畫與美術學習的相關研究」；最後，因本研究著重於

                                                 
2
 資料來源： Yahoo奇摩新聞-自由時報 2012年 1月 17日 

http://tw.news.yahoo.com/%E5%8F%B0%E5%B8%AB%E5%A4%A7%E7%A2%A9%E5%A3

%AB%E7%94%9F-%E7%8D%B2%E9%81%B8%E5%8F%83%E5%8A%A0%E5%AE%89%

E5%8F%A4%E8%98%AD%E6%BC%AB%E7%95%AB%E7%AF%80-2024303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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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創作者的個案分析，個案的創意表現亦不能忽略創意人才的培育、特質與

環境等多元因素的交互影響，故「資優才能及創意者生涯發展相關研究」亦是

應涵蓋的文獻搜羅方向。 

一、一、一、一、 漫畫漫畫漫畫漫畫 

(一一一一)漫漫漫漫畫的起源畫的起源畫的起源畫的起源 

Jay Berkowitz & Todd Packer(2001)追溯漫畫的起源，認為廣義來說，大

約一萬五千年前人類為了躲避風雪與猛獸，躲在洞窟中用木炭所完成的壁畫，

可算是最早漫畫圖像的源起。而西元前四千到三千年前，兩河流域與埃及王朝

以「線畫」刻畫出平面二度空間，表現當時的生活形態與死後的想像世界，則

被視為另一種漫畫前身的說法(Estren,1993)。 

(二二二二)漫畫的名稱定義漫畫的名稱定義漫畫的名稱定義漫畫的名稱定義 

施智仁 (2008)整理漫畫的名稱在東西方的說法提及，在西方被稱作

Cartoon：漫畫與動畫的總稱、Caricature：諷刺畫、Comics：幽默漫畫與單

元漫畫。漫畫在中國最早於清朝初年畫家金農作品中出現，指一種叫「箆鷺」

的鳥。而「漫畫」一詞在日本最早的文獻是明治八年鈴木煥鄉所著《漫畫隨筆》》》》，

今天「comic 漫畫」一詞已為世界各地的各種漫畫形式所使用(李闡，1998)。 

若從漫畫家、評論家的角度所作的定義歸納，香港漫畫評論家方成認為漫

畫因其諧趣和諷刺性，已從繪畫中逐步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畫種(1993)。

Thomas E. Wartenberg 亦有類似的見解：漫畫結合圖像與文本的表現形式使

其能從其他藝術類別中被獨立出來討論，漫畫中創造故事情節的各類元素更能

在圖文的結合下，提供使觀者更滿意的交互作用(Meskin, Cook, & Ellis, 2011)。 

台灣漫畫評論家李闡(2002)分析漫畫藝術為「一種造型獨特誇張，隱含諷

刺幽默，來表達意見、傳遞訊息、抒發情感，以達到娛樂、教育、宣傳、評論

效果的繪畫藝術」(p. 15)。傳播學者蕭湘文另以傳播學的觀點說明漫畫藉或簡

或繁的圖像線條組合，並具傳達溝通的意義與目的。 

洪德麟(1999)從漫畫表現主題的角度指出漫畫為「含有諷刺、幽默、教育

等意義的遊戲畫。筆畫簡單，不拘形式，題材自由變換，描繪人物時，抓住某

些特點，用誇張或歪曲的手法表現。早期以趣味、幽默為主，今有不少專門描

述刺激生動的冒險故事，描繪眾生百態、宗教故事、歷史小說」(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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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tt McCloud(1994)以漫畫的形式，將漫畫的構成與藝術形式如此定

義：「謹慎地連續安排一連串的圖畫與影像，目的在傳達資訊或引起觀者美學

上的反應。」這個定義結合了Will Eisner所強調了漫畫敘事的連續性，也談到

在漫畫在傳播上與美學上的功能(p. 9)。John Holbo則認為「漫畫」已擴展成

為圖形設計的概念，並與其自身的歷史根源有更密切的關係(Meskin et al., 

2011)。 

施智仁(2008)綜合相關書籍與文獻對於漫畫起源的相關論述，整理漫畫核

心的精神內涵與表現形式風格，包含漫畫內容的原始精神為諷刺性；漫畫形象

表現風格包含簡化、誇張、變形；漫畫敘事的形式為圖像與文字並用、圖像的

連續性。但是漫畫發展至今，已不再是單純造型的誇張、幽默、諷刺可以解釋，

而是呈現更複雜多元的圖像表現變化，所涵蓋範圍漸漸形成一龐大的美學範

疇。 

(三三三三)台灣的漫畫發展台灣的漫畫發展台灣的漫畫發展台灣的漫畫發展 

台灣的漫畫發展可說啓蒙於日治期間(洪德麟，2000)。1935年漫畫家陳炳

煌的「雞籠生漫畫集」是第一個出版漫畫專輯的台灣漫畫家。到了1950年代的

黃金時期，出現不少青少年雜誌刊載長篇連環漫畫，如「學友」、「良友」、

「東方少年」、「漫畫週刊」、「漫畫大王」等，葉宏甲、劉興欽的作品風靡

全臺，這時期的台灣漫畫風格鮮明，故事或人物造型皆原創性十足(洪德麟，

1994)。 

直到民國五十六年教育部公布了「國立編譯館連環圖畫編印與送審事項」

對漫畫造成很大的殺傷力，許多漫畫送審時受到無謂的刁難，台灣的漫畫黃金

期就此擱淺。此舉亦加速了日本盜版漫畫的猖獗，七零年代中期漫畫租書店已

完全是日本漫畫的天下，雖然八零年代著作權法的頒佈，加上1983年中國時報

刊載熱銷的「烏龍院」，重振台灣本土漫畫的信心，稍稍遏止了此現象，但為

時已晚 (鄭俊皇，1999) 。 

此影響使台灣本土漫畫的發展空間更加艱困，更造成台灣的漫畫趨向完全

的日本化，直至1990年代出版業者相繼成立漫畫工作室、舉辦漫畫新人獎，試

圖發掘台灣本土的創造人才，風格上卻仍不脫濃濃日本風味，且出書量只有日

本漫畫出書量的十分之一(徐佳馨，2001)。由此可知，重視台灣漫畫藝術創作

與著手相關研究確有其刻不容緩之必要性與重要意義，若將漫畫納入藝術教育

的範疇進行討論，可見於「漫畫與美術學習的相關研究」；而若從漫畫創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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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意人才角度進行探究，則整理於「資優才能及創意者生涯發展的相關研

究」。 

二、漫畫與美術學習的相關研究二、漫畫與美術學習的相關研究二、漫畫與美術學習的相關研究二、漫畫與美術學習的相關研究 

以下將透過國內外文獻資料對漫畫與學生美術學習之間的關係進行討

論；包括漫畫對學生在學校美術學習的影響，以及漫畫在學校美術學習以外的

環境對學生美術創作行為的影響。 

大眾文化相對於精緻藝術的平易近人，更能輕易地融入學生的生活與創作

之中，Toku & Willson(2003)指出創作興趣與動機衰退的現象在日本沒有那麼

嚴重的原因在於：同人販售會提供年輕人度過壓抑期的傷害，並能於在學或畢

業後，持續透過大眾文化學習各種視覺表現技法。 

由學生校外藝術學習歷程的角度來思考，林羿妏(2003)的研究《尋找藏寶

圖中的秘密：漫畫同人誌創作者學校內外藝術學習歷程關連性之研究》歸納出

不同藝術受教背景在學校內外藝術學習歷程間關連性之興趣引發、創作技法之

影響、創作思維與審美之影響與對漫畫創作認同與支持度四面向。 

漫畫藝術的創意表現亦不能忽略創意人才的養成與人格特質等複雜而多

元的交互作用，以下就所整理出「資優創意者的生涯發展之相關研究」進行論

述。 

三、資優才能及創意者生涯發展相關研究三、資優才能及創意者生涯發展相關研究三、資優才能及創意者生涯發展相關研究三、資優才能及創意者生涯發展相關研究 

資優才能及創意者之個性特質成長歷程、創作歷程、成就表現與其生涯發

展過程息息相關，許多針對高創意者及資優才能進行之相關研究探討如下： 

(一一一一) 家庭環境家庭環境家庭環境家庭環境 

Mansfield & Busse (1981)整理對高創造力之科學家兒童的研究，歸納父

母若能在孩子成長期間給予正向積極、開放、溫暖的管教方式與良好親子關係

將有助於其創造力之發展。Bloom (1985)也指出傑出人物的父母擁有培育孩子

往潛能領域發展的機警與關心孩子興趣的特質。且父母的期望與支持更直接影

響他們工作上的創新表現(陳昭儀，1991)。 

(二二二二) 人格特人格特人格特人格特質質質質 

陳昭儀(2003)針對國內創意人物之相關研究，歸納出藝術家等相關領域傑

出創意者之人格特質，普遍具有執著、專注、熱情、直覺、敏銳、多才多藝、

想像力等之特質。Kerr (1994)研究 33位傑出女性發現，強烈求知慾、人際關



繪夢：一位美術資

優科班生的 

漫畫夢 

InJAE12.1 ○○○○C  NTAEC 2014 

國際藝術教育學刊  

98 

係保持疏離、熱愛且專注思考一生的興趣、跳脫女性刻板印象是她們共通的人

格特質。 

(三三三三) 工作歷程工作歷程工作歷程工作歷程 

Herzberg(1987)歸納創意工作者能創造新穎成就的要點，包括持續不斷的

學習在工作中所需要的專門知識及技術、永無止境的工作信念、能容忍不知道

答案的時刻並趁機學習創新、與自己的成就作比較、能控制焦慮感等。陳昭儀

(2004)將從事藝術工作之思考與工作習慣歸納出具前瞻性且長期的思考、自我

挑戰、辛勤且長時間的投入，將人生價值融入工作價值之中，是藝術工作者共

同特點。 

Bloom (1985)歸納 125 個各領域傑出人才發現，在發展其特殊才能之初

期，雖是作為消遣的試探性階段，經歷指導與學習提昇實力後不斷努力磨練十

年以上，便能在該領域潛心發展而有所成就。 

(四四四四) 教育與典範教育與典範教育與典範教育與典範 

Kerr (1994)指出，許多資優者在孩童時代便擁有良師或提拔者引領她們在

各自領域發展。教師的角色會依學生的能力而從第一期的喜愛，到第二期的尊

敬，至第三期的互相分享(Sosniak, 1997)。曾淑容、莊佩珍(1995)研究 327位

各領域資優女性之結果顯示，教師的教導方式是其教育生涯歷程中的關鍵事

件，理由為教師能夠啓發思考、激發潛能、使其能在自由的氛圍中發展。 

參、參、參、參、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中的「單一個案探索」，並以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文

件檔案的方式進行。本研究的文件以個案 61Chi 創作的作品(包含繪本類、漫

畫類、純藝術創作類、隨筆塗鴉類等)、相關評論及創作自述等。創作者之作

品與訪談過程之內容進行交叉比對及驗證，文件檔案除作為研究者擬定訪談大

綱的參考資料，並和研究結果之分析互相對照。61Chi的創作繪本與漫畫作品，

則運用風格分析法歸納分析其創作風格、形式與技法等視覺元素。 

一、一、一、一、 訪談訪談訪談訪談 

本研究以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方式進行，訪談前擬好配合三個研究目的之

14個訪談問題(如表 1)。若有需深入釐清之部分則視情況增加相關問題，每次

訪談大約兩個鐘頭，進行三次，共六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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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目的與訪談問題對照表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訪談問題訪談問題訪談問題訪談問題 

1. 個案致力

成為職業

漫畫家的

經歷 

1. 從小對藝術的態度如何？父母支持嗎？兒童藝術才能班的學習狀況如何？ 

2. 簡單說明你的求學經歷。學校藝術學習過程中的內容為何？有什麼特別

的經驗嗎？對於學校藝術學習的感覺如何？對你日後的影響如何？ 

3. 學畫的經歷如何？特別影響深遠的部份為何？ 

4. 決定升學美術班時的原因為何？遇到什麼困難？ 

5. 和漫畫結緣的過程如何？各時期接觸的卡通或漫畫有哪些？如何影響你？ 

2. 個案漫畫

創作的風

格特色 

6. 請說明不同階段對你影響深遠的漫畫作品、卡通作品、漫畫家與插畫家。

為什麼吸引你？從中影響你的創作面向為何？ 

7. 高中學習藝術階段受到的影響為何？如何開始發展電腦繪圖？ 

8. 談談進行漫畫創作的想法、靈感與過程。 

9. 參加 CWT還有 PF的過程、啓迪及造成的改變如何？從 2007-2011大

學畢業前陸續發表的作品，過程中有什麼比較大的改變嗎(想法／畫風／

想呈現較特別的風格/因觀摩別人產生的點子／創意等等)？你當時遇到

甚麼瓶頸難以突破嗎？或是有直到現在依然無法突破的部分？ 

10. 你得了安古蘭漫畫獎之後，畫風或想法有什麼改變嗎？ 

11. 到目前為止最滿意的作品是什麼？為什麼？ 

3. 學校專業

藝術教育

給予個案

漫畫創作

的影響與

關聯性 

12. 國高中的繪畫技巧或專業教育對你的漫畫創作有影響嗎？如何影響呢？

你怎麼看待這些影響？ 

13. 大學就讀師大設計組對你的漫畫創作發展有什麼影響？正面及負面可否

詳細說明。 

14. 你覺得你的作品與他人的差別是什麼(風格／故事情節／審美觀等等)？ 

是專業藝術教育帶給你的影響嗎？ 

二、信度與效度二、信度與效度二、信度與效度二、信度與效度 

為求研究之信實度，訪談對象包含熟識個案求學經歷與創作發展過程之家

人。並採取「三角檢驗法」(triangulation)，將本研究蒐集的的文件資料(創作

作品、相關評論、創作自述、自傳等)、個案訪談、個案家人之訪談，進行交

互驗證。並將訪談錄音檔案轉譯為逐字稿並編碼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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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研究結果與分析研究結果與分析研究結果與分析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一、一、一、 61Chi 創作發展歷程創作發展歷程創作發展歷程創作發展歷程 

(一一一一)美術班出身美術班出身美術班出身美術班出身—奠定繪畫堅實基礎奠定繪畫堅實基礎奠定繪畫堅實基礎奠定繪畫堅實基礎 

61Chi從小就喜歡塗鴉畫畫，幼稚園開始參加坊間繪畫才藝班的課程，國

小時在父親的鼓勵下考取高雄市屏山國小美術班，接觸了國小美術班豐富多元

的課程如版畫、海報設計、工藝、水彩、素描、立體創作等創作媒介，但此時

期對 61Chi藝術表現發展的影響因素，除了開拓了藝術創作的眼界外，也於嘗

試各式不同媒材的過程中，形塑熟悉感與應用能力。 

學校課業之餘，61Chi也和同齡的許多小朋友一樣，喜愛當時電視播放的

日本動漫如庫洛魔法使、神風怪盜貞德、玩偶遊戲、火影忍者、海賊王等；美

式卡通亦有迪士尼頻道、飛天小女警等，因興趣而激發摹仿學習的慾望，對動

漫卡通的熱愛驅使她繪製各式漫畫人物角色，從中增進漫畫人物的描繪技法與

熟練度。 

決定將繼續於藝術道路上築夢，61Chi 從小學五年級開始師事黃保荐老

師，練習準備高中術科考試的素描和水彩靜物寫生，她認為黃老師無論是在藝

術創作觀念上的靈活態度，或是其技法表現寫實、生動，擺脫考試為取向的制

式化追求，都深刻影響她於日後創作與發展自我風格的獨立自主能力。 

 

老師畫風就是比較豪放，教學比較 free，那時候他強調反射、環境色，

就是保留一種藝術性，可以盡情揮灑。他不一定會畫一些考試取向的

靜物，像有時候我想畫粉彩、也畫了水墨、書法、炭筆等 (訪 61Chi 

2012/12/01) 。 

 

國中畢業後，雖同時具有錄取高雄女中的佳績，心繫繪畫並將其當成終身

志業的 61Chi，毅然決然地選擇就讀國立鳳新高中美術班，除了本就出色的描

繪寫實能力訓練外，國畫、書法、創意表現等媒材的嫻熟度與表現能力均是班

上數一數二的佼佼者，參加校內外不勝枚舉的大小競賽，61Chi這位常勝軍更

是得心應手，曾以作品「蛹之生」獲得 2005年高雄市美術新人獎比賽水彩類

第一名。身為最年輕的獲獎者，除增添備受肯定的自信之外，更鼓勵她進一步

思考與接觸：社會中實際從事生產與職涯選擇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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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從漫畫到電繪從漫畫到電繪從漫畫到電繪從漫畫到電繪—耕耘興趣成為專業能力耕耘興趣成為專業能力耕耘興趣成為專業能力耕耘興趣成為專業能力 

從小 61Chi就喜歡畫卡通的漫畫人物，大多於速寫本或課本上隨意性的塗

繪，累積了不少人物小品，高一時 61Chi受同儕與學長的影響，開始接觸電腦

繪圖，利用許多相關軟體練習畫人體、畫漫畫，也在雅虎網站的家族裡開闢個

人發表平台，和家族成員互相觀摩、競技。對 61Chi來說，升學式的繪畫標準

賦予她與眾不同的美感訓練與寫實技能，電腦繪圖則引領她在創造自己喜愛的

角色時發揮想像創意，此時嘗試結合兩種能力的激發成果，竟更能貼切展現她

對畫面美感安排的思維與要求。 

 

我覺得在高中階段，漫畫跟美術對我來說是分開的，漫畫只是一些塗

鴉而已，我也不會把這些元素放到我升學的作品裡。我是後來因為要

上色，而且上大學之後我就沒有在畫純美術，只有畫漫畫，才把那邊

純美術的東西加進來 (訪 61Chi 2012/12/01) 。 

 

同時，基於對國內美術教師缺額稀少的現實考量，為突破美術專業學生未

來就業出路狹窄的困境，她認為除了美術本科專業技能的學習外，在電腦繪圖

及 3D動畫能力上，必須把自我能力提昇到專業的層次；不僅是因應時代的趨

勢，更是給立志成為漫畫家的自己更多就業選擇的機會。 

大學術科考試具深厚底子的 61Chi 以優異的術科成績同時錄取三校系榜

首，並於考上大學的暑假，61Chi醞釀多年的漫畫夢終於在參與同人誌販售會

的因緣際會下，推出了她第一本個人出版品《CHI'S WORLD》。大一至大四

期間共持續不輟地創作了達八本之多的個人出版品。給予自己高標準要求的

61Chi，藉每年於台大舉辦的ＣＷＴ或ＰＦ鞭策自己發表新的漫畫作品，同時

與同好動漫的同窗或自網路論壇結交之漫畫繪者切磋交流。更因多方活躍接觸

外界動漫活動的緣故，於此期接洽完成了《失憶殺人》、《鬼遊記 01-07》等

多達 19件的商業接案。 

筆者認為，學知涵養與繪畫技能嫻熟度的完備、自我要求的律己態度、同

好的觀摩學習與視野提昇、人際網絡與商業出版活動的拓展，是此時期 61Chi

儲備自我能量的重要因素。 

2012 對 61Chi 可說是夢想豐收的一年，除獲邀為法國安古蘭國際漫畫節

台灣館參展漫畫家、2012 桃園國際動漫大展動漫名家電繪展參展漫畫家外，

大學畢業製作的作品《伊米特 Emit》更入圍 2012金蝶獎圖文書類與第 36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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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鼎獎圖書類兒童及少年圖書獎圖畫書類。不過看似順遂似錦的榮耀之路，這

一趟法國見識之旅卻帶給從小生長於台灣，受日系漫畫風格影響甚大的 61Chi

最巨大的衝擊；當她走出台灣展館，映入眼簾的是來自世界各國的傑出漫畫家

們百花綻放、風格新奇的作品，內心掩不住的驚喜與震撼是：「漫畫竟然可以

如此表現」！形容自己有如井底之蛙般，以為自己的作品有別於大眾追隨日系

漫畫的風格，歐洲漫畫所刺激提昇她的是更自由開放的分鏡、色彩線條的講究

與創新、故事情節上突破常理規範的獨特性、不侷限於情節的訴說，反更著重

作者傳達的意念與自我。雖面臨了至今最艱辛的低潮期，61Chi卻感激有這樣

難能可貴的機緣，讓自己重新思考未來創作風格與職涯發展的定位，希冀能發

展更符合創作特色的風格，開拓有別於日系漫畫的個人作品。 

 

到去年去安古蘭之前，我其實沒有經歷過什麼瓶頸，就是一帆風順，

畫畫一直被肯定(父母、師長、社會)。去安古蘭之前，我一直以為自己

畫得跟日漫不一樣、跟其他台灣人不一樣，到那邊才發現阿其實都一

樣，所以去年一整年都在瓶頸之中 (訪 61Chi 2013/1/22) 。  

 

藉開闊視野以增進自我創新能力對藝術創作者確有其必要性與莫大助

益，吳明雄、張中一與饒達欽(2008)將「多元學習豐富的知識與經驗」、「經

常觀摩他人作品或表演以增進創作能力」視為藝術創作者的重要歷程，並認為

無論藝術創造力是否有天分之說，後天努力學習，豐富的知識與經驗才能展現

藝術專業能力。 

二、二、二、二、 61Chi 創作作品創作作品創作作品創作作品 

2007年，從 61Chi推出了她第一本個人出版品至今，她精湛嫻熟的繪畫

風格很快便於同人漫畫圈中小有名氣，本研究以 61Chi繪製之漫畫作品與繪本

作品為研究範疇，作品書名與簡介等資料詳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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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本研究之 61Chi創作作品範圍簡介表  

書名書名書名書名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封面封面封面封面 內頁之一內頁之一內頁之一內頁之一 

《CHI'S WORLD》2007 

24p / 黑白+彩色 / 21 x 29.7 cm  

死亡筆記本同人誌

(月＆Ｌ)/原創單幅

插畫主角 

  

《ENDLESS》2008 

40p / 黑白 / 14.8 x 21 cm  

死亡筆記本同人誌

(月＆Ｌ) 

  

《風に舞う二粒の砂》2009 

40p / 黑白 / 18.2 x 25.7 cm 

銀魂同人誌 

  

《浮雲 Flowin'》2009 

24p / 黑白 / 18.2 x 25.7 cm   

夏目友人帳同人誌 

  

《évoquer憶起》2009 

24p / 彩色 / 20 x 20 cm 

APH露法英同人誌 

  

《Trois Drei Tres 333 》2009 

88p / 黑白 / 18.2 x 25.7 cm 

APH惡友同人漫畫

合誌 

  

《Je Crois我相信》2010 

60p / 黑白 / 18.2 x 25.7 cm 

APH法貞同人漫畫

合誌 

  

《Tomate Con Queso.蕃茄起

司塔》2010 

78p / 黑白 / 18.2 x 25.7 cm 

APH西法同人漫畫

合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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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km》2011 

100p / 黑白 / 18.2 x 25.7 cm 

APH西法同人漫畫

合誌 

  

《伊米特Emit》2011 

24p / 彩色 / 25.7 x 18.2 cm 

原創繪本：在遺棄時

間的小鎮中，居民們

虛度光陰，精靈伊米

特不斷尋找珍惜時

光的人。 
  

《歡喜林》2012 

32p / 彩色 / 22 x 18.2 cm 

原創繪本：描述被虛

榮與表象蒙蔽的鳥

兒覺悟改過的歷程。   

《THE MOOD》2012 

24p / 兩色/ 18.2 x 25.7 cm  

原創插畫本 

  

三、三、三、三、 61Chi 漫畫創作風格探討漫畫創作風格探討漫畫創作風格探討漫畫創作風格探討 

本研究從個案創作背景與表現形式分析其風格特色，進一步探究作品呈現

之視覺元素，最後闡述其創作表現受學校術科教育之影響與關聯性。 

(一一一一) 作品風格特色作品風格特色作品風格特色作品風格特色 

1. 具象寫實主義為主，融合超現實主義與表現主義 

具象寫實主義，又稱現實主義，認為在人類的認知中，我們對物體之理解

與感知，與物體獨立於我們心靈之外的實際存在是一致的。在藝術上指對自然

或當代生活作準確、詳盡的描述、摒棄理想化的想像，而主張細密觀察事物的

外表。 

超現實主義於 1920年後盛行於歐洲藝文界。強調直覺與潛意識，多運用

拓印法、黏貼法、自動性技法等特殊的技法創作。為了表現與真實世界的扭曲

或矛盾，也常採用精細而寫實的手法來表達超現實的世界，甚至出現幽默的效

果。 

表現主義則是藝術家通過作品著重表現內心的情感，往往表現為對現實扭

曲和抽象化。尤其用來表達恐懼的情感。表現主義的基本特徵是鮮艷的顏色、

扭曲的形式、繪畫技巧上漫不經心、平面、缺乏透視、基於感覺，而不基於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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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Chi畫作對象原型大部份來自日本動漫畫中的人物，挪用角色的特徵進

行同人誌主角的配對，並建構以個人喜好為主的情節發展，其主角基本設定為

現實世界的人類，有些則因日本動漫原作之設定而有超能力或較為超現實化的

特徵，但原則上於 61Chi的作品中，他們均生活在日常生活的環境中。較早期

的作品如《CHI'S WORLD》、《ENDLESS》、《風に舞う二粒の砂》均運用

堆疊色層的畫法以仿擬真實的肉體質感，並著重於色塊所營造的立體效果，而

非使用線條來區分不同的面塊，塊面之間邊界的區分均較後期作品更為分明。

比較後期單幅原創和插畫表現的作品，早期作品較著重於形似寫實的表現，且

於畫面中增加其想像出、跳脫原本畫面情節的裝飾物如面具、彩帶等，並習慣

將整個畫面填滿，以提高作品的完整性。 

 

 

圖 2  61Chi，具象寫實特性作品舉例，2005-2008 

而自 2009年的《浮雲 Flowin'》開始，至 2009《Trois Drei Tres 333 》，

封面與彩頁部份基本上仍如具象寫實繪畫個性維持在一個虛擬 3D的真實空間

中，人物的表現方式漸漸從著重塊量感至強調線條感，由於減少了筆觸堆疊以

模擬肌肉的灰色調，此期的畫風較清新鮮艷許多，但仍以具象寫實形式為主。

2010年的《Je Crois我相信》的封面彩頁則在空間表現上，以表現主義式的

平面性與鮮艷配色呈現風格上重大的轉折，且一方面更彰顯超現實主義中自動

性技法與拼貼特效，搭配具象寫實風格表現的人物。 

 

圖 3  61Chi，具象寫實特性作品舉例 2，200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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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期作品《THE MOOD》則更凸顯了如表現主義畫家席勒(Egon Schiele)

的特色，統調且簡單的設色，描繪扭曲的人物和肢體，著重以線條刻畫結構，

偶然與散亂的筆觸看似潦草寫意卻結構嚴謹。 

 

圖 4  61Chi，表現主義特性作品舉例，2012 

整體來說從 2007年至今的作品畫風分鏡造型等改變很大，仔細觀察每一

本都有不同面向的突破，61Chi也表示她潛意識裡喜歡多樣性，不愛一成不變

的觀點，雖然有時候會羨慕作品識別度很高的風格，但她不想為了追求個人風

格而太年輕就將自己定型，在她的觀念中，作品必須不斷進步演變如波動式的

型態。 

 

2007 至今的作品畫風分鏡什麼的改變很大，潛意識裡我喜歡多樣性，

不能為了風格而風格，太快定型很糟糕，我覺得作品必須不斷進步或

說差異、演變，我認為波動式的型態比較好，我很不喜歡一成不變就

是了 (訪 61Chi 2013/1/22) 。 

 

突破過往浪漫寫意的畫風，2012年創作的《伊米特 Emit》呈現色彩繽紛

卻不失典雅，色塊的分界較以往清晰了許多，人物造型勾勒可愛童話四剪紙拼

貼的風格，其中運用的特殊紋路與肌理更增添了豐富畫面的層次感，雖是訴說

著時間失落的國度，斑斕絢麗的色彩搭配卻給人強烈鮮明的溫度。 

 

因為題材的關係，伊米特的故事感覺比較幻想式的童話，想說歐風一

點，而且是繪本，所以常是不一樣的風格，總覺得畫風跟題材形式要

配合應變一下 (訪 61Chi 2013/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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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61Chi，《伊米特 Emit》內頁，2011 

    另一方面，為了籌備參與法國安古蘭國際漫畫節的作品，61Chi抱持希望

作品能被國際性觀眾接受的期許，跳脫突破以往較似日系漫畫的風格，全新製

作了一個更嚴肅寫實的故事《歡喜林》，有趣的是，以往她習慣設色的筆觸與

彩度，經過了風格迥異的《伊米特 Emit》後又再一次呈現於新作當中，不過其

中的筆刷與肌理特色還是隱約保留於畫面中，用色的邊界雖仍是以塊面狀的處

理，卻更大膽灑脫不拘泥於線稿的限制，開拓出一種承襲過去兩種風格的全新

特色。 

 

圖 6  61Chi，《歡喜林》內頁，2012 

2. 作品承襲日本動漫畫特色 

 由於從小受日本動漫造型風格的影響深遠，其中日本漫畫、插畫家夢花李

清新如夢境般的插畫風格更是 61Chi觀摩學習的重要對象，從她國高中時期的

塗鴉與作品中，均可見日本動漫的角色與人物造型的摹仿，再加上一直以來的

漫畫創作型態，大部份是將日本動漫畫中喜愛的角色配對，創作成同人誌的形

式，所參加的如ＣＷＴ等同人誌販售會均屬於日本漫畫的系統，可觀察出61Chi

大學期間所發表的個人出版品深受日式漫畫的影響。 

     

高中開始看火影忍者，上課塗鴉都在畫，還有夢花李，那時候就覺得

他的畫風好美，買了很多本來摹仿，我也還在學習，臨摹名家抓取精

隨加入到自己原先的形式之中，這是我目前學習的方式，其實有點在

不自覺中的不很刻意，喜歡的圖看多了，會不小心就開始畫成那個樣

子 (訪 61Chi 2013/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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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就人物服飾、比例與表情、視框、畫框、擬音符號與背景等進行漫畫

部份之風格分析： 

(1) 人物造型 

平均 61Chi所繪 12本漫畫與繪本內頁中，8個男女全身圖像頭身比例所

得之數值為 7.08，顯示個案習慣描繪人物之比例約為七頭身，身形則正常偏

瘦，大約與現實世界人物之比例形態相似。 

人物所著服飾部份，多為寬鬆、簡便之樣式，大部分服飾樣態會因應漫畫

所敘事之時空背景而有所改變，如古著或歐化樣式，整體來看個案並不強調雕

琢人物細部的服飾與裝飾，衣服之皺摺多用明暗塊面處理而非線條刻畫，有時

部份服飾甚至與背景、人物動勢或擬音符號融為一體。 

 

圖 7 人物比例與服飾圖例 

五官表現部份，人物臉型修長，下巴微尖，眼睛偏大且為狹長形，個案習

慣以手繪感的重疊線條勾勒眼周輪廓，營造眼部的空間層次與深邃感，並運用

眉毛的形狀與眼皮覆蓋眼球的多寡表現人物歡喜、憤怒、害羞、落寞的多樣神

情，見圖 8。 

 

圖 8 人物五官表情圖例 

(2) 視框 

從讀者閱讀之順序區分約可分為五種模式：A、整頁分為上下兩部份，上

下部份不再左右分割或又各自分割為右至左二以上單格，閱讀順序為由上部的

右至左，至下部的右至左；或上至下，如圖 9。B、整頁分為上中下三部份，

上中下三部份不再左右分割或又各自分割為右至左二以上單格，閱讀順序為由

上部的右至左，中部的右至左，至下部的右至左；或上至下，如圖 10。C、整

頁分為左右兩部份，左右兩部份不再分割或又各自分割為上至下兩格以上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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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閱讀順序為右部的上至下，至左部的上至下；或右至左，如圖 11。Ｄ、 整

頁分為左中右三部份，左中右三部份不再分割或又各自分割為上至下兩格以上

單格，閱讀順序為右部的上至下，至中部的上至下，最後左部的上至下；或右

至左，如圖 12。E、全頁、無框線分割、框線無關觀看順序或人物超越框界限

制，如圖 13。 

      

 圖 9       圖 10          圖 11        圖 12          圖 13 

(3) 話框 

     一般語氣陳述的話框以似長橢圓狀或不規則圓的形狀表達，如圖 14-1。

而表達憤怒等強烈語氣的則用如爆破般尖銳形狀的話框或多重線條表示，如圖

14-2。描述獨白或是劇情多半以方形、矩形框或無話框的文字呈現，如圖 14-3。 

 

圖 14-1                 圖 14-2                圖 14-3 

(4) 擬音符號、字與圖形 

漫畫中常始用超越圖案自身本意的效果來傳達漫畫人物原本不可見的情

感與動態表達(Johnson-Woods, 2010)。分析個案作品中，擬音式的標點符號

以驚歎號與問號，用來傳達表達驚訝疑問的情緒，如圖 15-1；而人物、動物所

發出聲音則如啊、咦、喔、呀等，如圖 15-2；另外也有物品碰撞、東西掉落等

聲音如咚、吱、喀等，如圖 15-3；上述這些符號與字力求情境的配合還會加上

不同形狀的框線，或是重複、放大等搭配情緒強度的傳達。另一方面，作者常

於畫面中添加一些與劇情鋪陳無關、為與觀者互動或開玩笑、調侃劇中人物的

幽默無框文字，如圖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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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1                 圖 15-2          圖 15-3    圖 15-4 

3. 追求手繪質感結合電繪效果的創新突破 

創作的過程中，61Chi均堅持先手繪草稿再掃描至電腦進行繪圖，以追求

不失手感的特殊風格，掃圖後以電腦繪圖軟體進行上色時，亦於作品中仿擬純

美術的繪畫效果，如水墨的韻味或水彩特有的暈染紋理、帶有插畫味道的鉛筆

線條、自動性技法如噴灑與滴流等、或是刻意以數位繪圖仿擬手繪的肌理質感。 

表 3 手繪風格局部作品列舉表 

 局部作品舉例局部作品舉例局部作品舉例局部作品舉例 

手繪草稿手繪草稿手繪草稿手繪草稿 

 

《Je Crois》 
 

《伊米特 Emit》 
 

《Trois Drei Tres 333 》 

鉛筆效果鉛筆效果鉛筆效果鉛筆效果 

 
《ENDLESS》 

 
《風に舞う二粒の砂》 

 
《THE MOOD》 

暈染效果暈染效果暈染效果暈染效果 

 
《évoquer》 

 
《évoquer》 

 
《évoquer》 

噴灑與滴流效果噴灑與滴流效果噴灑與滴流效果噴灑與滴流效果 

 
《Je Crois》 

 
《623km》 

 
《Tomate Con Queso》 

進一步探究電腦繪圖與藝術創作關聯性與兩者間的相關研究討論可瞭

解，約於 1984開始，藝術科學化使得不少設計者與藝術創作者開始運用電腦

繪圖進行創作(陳世彬，2005)各式電腦繪圖軟體所具有更準確快速的優勢，營

造出逼真的空間與材料的質感，也能精確摹仿眾多傳統手繪媒材的風格與理想

化的色彩表現，電腦繪圖易於修改與富實驗性的特質，更大幅提昇創作者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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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詮釋與表達能力，亦可達到更精細與完整的效果呈現，在修飾過程中，

毋須擔心色彩的混濁與紙張的磨損將造成無法回復的遺憾，且各式攝影與肌理

的組合與拼貼，更有效率的增強了擬真性與想像力，保存與複製的功能更是傳

統手繪藝術無法達到的優勢。 

但電腦繪圖結合藝術創作而流於平面化與藝術性的喪失，這是屢屢被相關

研究討論與爭議的重點，美國知名電腦繪圖藝術家 Mike Daarken Lim 更強調

應將數位藝術視為一種工具，若想成為偉大的藝術家，仍是需要基本手繪能力

作為藝術的創作原則(趙勇權，2010)。以電繪創作插畫作品的 Andrew Jones

認為在電繪工作上磨練技術之餘，更須不斷探索與創新，發展自身獨特的創作

方式(趙勇權，2010)，可理解在能電腦繪圖領域大放異彩、獨樹一幟的知名藝

術家，均仍非常重視手繪能力與技巧風格的傳達。 

馮潤華(2004)指出電繪與手繪的應用是以人文藝術的精神融入科技使用

中，將加乘兩者影像的美學效益、互補兩者之缺點。從 61Chi漫畫創作的理念

可發現：她在熟知手繪領域與電繪領域繪畫技巧的情況下可謂如虎添翼，她的

電繪能力程度是足以支持其模擬出逼真的手繪質感的理念，這代表著她在精進

其電腦繪圖能力的過程中，不斷超越創新電腦繪圖工具冰冷生硬的科技性質限

制，致力以與手繪溫度相去甚遠的另一種媒介，創作出幾可亂真如手繪線條般

的視覺感受。此概念正可比擬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大師們，運用平面的媒材，

進行擬真三度空間寫實般藝術效果的創新與超越，震撼且向前推進了世界藝術

史發展的里程碑。 

 

因為是學純美術的關係，在我的觀念中，畫漫畫就是畫畫，所以「畫

畫就是要那個樣子」，注意所有細節(構圖、線條、色彩、光影、立體

感、肌理、美感)，電腦繪圖的質感太死太冰冷了 (訪 61Chi 2013/1/22)。 

 

而從審美的價值與標準來看，與人類歷史錯綜發展至今數千年的視覺藝術

歷程，基本上不相背離美感表現的原理原則。從當代知名電繪藝術家到個案

61Chi的理念與作品可發現，他們既以電腦繪圖模擬手繪媒材的質感來回應傳

統美學觀點，亦能完美結合電腦繪圖呈現手繪創作無法企及視覺效果，挑戰並

突破傳統工具上的限制，呼應其將電腦繪圖視為媒材工具的理念，作品的優劣

仍取決於創作的創意與創新突破的機警與努力。也正因抱持這樣的理想，才能

不受制於因電腦科技如工具特性、筆刷等特效效果、計算運作的侷限與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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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降低藝術創作的獨特性與原創價值，進而不斷在創作中呈現創新與超越的

創意效果。 

(二二二二) 漫畫創作作品受學校術科教育之影響與關聯性漫畫創作作品受學校術科教育之影響與關聯性漫畫創作作品受學校術科教育之影響與關聯性漫畫創作作品受學校術科教育之影響與關聯性 

林羿文(2002)認為在創作技法之影響面向上，大多數創作者都認為學校藝

術學習與漫畫創作之間的技法方面互有正向的影響。檢視個案 61Chi的創作背

景，自小從美術班成長出身的環境中，不僅培育其對掌握各式基本繪畫媒材的

技法嫻熟度，亦訓練她思考與詮釋作品內容應如何表達的能力。她很自然的將

水彩用色技巧與設色習慣帶入電腦繪圖作品中，也可從她堅持每張草稿必以鉛

筆線條描繪，再掃描入電腦上色後製的執著中注意到，美術科班的訓練使她對

手繪感的辨識度與愛好程度是很高的；一方面可視為是因為個案最擅長也最習

慣這種表現方式，一方面也呈現了其創作背景賦予她的個人特色與優勢。 

而大學主修設計的課程環境影響下，舉凡繪圖軟體 Photoshop、

Illustrator、Corel Painter、CorelDRAW等的學習成果均能於創作媒材上學以

致用，筆刷運用、色彩搭配、排版與字型設計更是運用自如，自創作的形式到

送廠印刷的過程可觀察出個案對其作品出產方式有很高的自主性，工具媒材的

熟練優勢更有助於她更接近其理想的作品表達形式，亦能在創新與實驗的意念

上不斷推陳出新，挑戰自己喜愛變化的創作理念。 

 

漫畫結合出版的時候就很有幫助，印刷設計的部分、還有自己的圖最

清楚是什麼氛圍，要用哪種風格設計去配合，包括設計書名標準字或

是編排，連畫面中說話的泡泡框也可以算是編排範疇  (訪 61Chi 

2013/1/22) 。 

 

 個案自小於藝術學習中培養對審美經驗與創作思維的敏銳度，同樣也影響

到她對自己作品藝術性的要求程度。郭靜姿、林美和、張靖卿、胡寶玉、簡維

君、謝佳男與周佩蓉(2009)便認為：「藝術才能的資優教育經驗，除了讓資優

女性獲得專業知識與技能外，對於高層次的美感、鑑賞或是情感的體驗等都是

重要的收獲」(p.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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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的畫就是跟沒有學過美術的不一樣，比如說顏色要相呼應才

行，這種的立體感不夠，或線條要抑揚頓挫之類的，虛實要掌握、畫

面構圖重心、質感肌理，這些都很在意 (訪 61Chi 2013/1/22) 。 

 

筆者認為個案自法國所受到的視覺衝擊與反思自我藝術創作價值的關鍵

原因在於：專業藝術教育過程中重視藝術創作的創意與創新性所影響，讓其極

力想擺脫過往受日系漫畫所主導的畫風，重新開創標誌自身特色的風格，不僅

可視為是一種藝術家洞悉創意價值的能力，更是個案認為自己有能力達成挑戰

的自信。 

伍、伍、伍、伍、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一、結論一、結論一、結論 

縱觀 61Chi 的漫畫創作發展歷程，可將其源頭追溯至她美術資優生的出

身，奠定了繪畫技巧的堅實基礎，一路除於正規美術體系中保持亮眼的傑出表

現，亦足以運用手繪實力創新電腦繪圖生硬冰冷的限制；而生命中的重要他人

亦有深遠之影響;如自小栽培並支持其往繪畫之路發展的父母，以及授課方式

自主彈性的畫室黃老師，啓發思考、引領她對藝術活潑多元表現方式的興趣，

相互砥礪的美術班同學們、提供楷模學習角色的學長姐們，均有助於提昇其漫

畫創作靈感與素養。 

而 61Chi執著專注與追求完美的個性，更促使其從一開始對漫畫消遣的試

探性階段，經歷指導與循序學習提昇實力後，不斷努力耕耘興趣成為專業能

力，在投身漫畫領域約六年後，締造今日輝煌的成就。甚至在過程中遭遇渴望

創新漫畫表現方式的瓶頸時，展現其持續精進專門知識、技術，以及時時不畏

挑戰自我的特質。 

分析 61Chi漫畫創作的風格，呈現的是一種最容易深受推崇與廣受認可的

藝術表達形式;既以高超的電腦繪圖技巧模擬手繪媒材的質感來回應傳統寫實

風格與超現實主義的美學觀點，大學主修設計的學習成果更使其能於創作表現

上接近其理想作品表達形式，對其作品出產方式亦有很高的自主性，能完美結

合應用電腦繪圖拼貼、計算、複製等呈現手繪創作無法企及的如透視、色層、

合成等視覺效果挑戰，並突破傳統工具上的限制，不斷地在創作中呈現創新與

超越的創意效果，藉以吸引觀者的目光。另一方面承襲自日本漫畫中的人物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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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視框與話框的形式與安排、擬音符號的表現方式，除更使深受日系漫畫影

響深遠的觀眾們備感親切，亦因其致力呈現手繪技巧、融合自身受美術教育薰

陶下，應用創作思維與審美能力展現的特殊畫風，於年輕漫畫創作者中獨樹一

幟、脫穎而出。  

最後，筆者認為個案 61Chi對自我要求的高標準、時時磨練砥礪自我接受

新挑戰與突破、尋求多方曝光與交流切磋之管道、明確訂立各階段之計畫與目

標，還有 10 多年來堅持不輟，對喜歡畫畫這份初衷的執著與熱忱，才是打造

成功之路的重要基石。 

二、建議二、建議二、建議二、建議 

(一一一一)延續台灣漫畫藝術發展相關之研究延續台灣漫畫藝術發展相關之研究延續台灣漫畫藝術發展相關之研究延續台灣漫畫藝術發展相關之研究 

回顧台灣漫畫的發展史，政府頒布「編印連環圖畫輔導辦法」等法令審查

制度，對漫畫給予五花大綁的箝制。漫畫菁英相繼棄筆、恐怖的文字獄時有所

聞，在此情況下，漫畫創作幾乎停擺，銷售亦跌入谷底。 

近年來，動漫展進駐各大美術館博物館，成為一種商業藝術的趨勢越來越

蔚為風潮，許多搬上電影螢幕的作品更炙手可熱，所謂宅經濟所觸發的商機與

議題更是不容小覷，台灣動漫迷表現的消費熱情，不僅國內外媒體競相報導，

連動漫大國日本也稱奇，而許多由個人出版的同人與原創繪本年輕漫畫家接連

揚名國際，更標誌著台灣漫畫界新興能量的蓄勢待發，在漫畫發展環境與機制

逐漸成熟健全、大眾文化視覺經驗漸受視覺藝術教育重視的當下，職業漫畫家

不無可能獨占鰲頭，成為繪畫文化藝術機制中的後起之秀。 

然而，受既往政策影響與大眾觀感的長期偏頗，使得偏居於次文化的漫畫

一直不被文學界與學術界研究保存與重視，國內研究漫畫創作者與相關題材的

研究至今甚少，1990年後的當代漫畫作品、創作者、環境機制等更付之闕如，

作品鑑賞與分析的方法亦相當有限。建議未來的研究方向，可結合縱面與橫面

進行剖析，爬梳漫畫歷史脈絡的發展外，亦結合質性個案訪談法還原漫畫文化

之精髓。 

(二二二二)培育漫畫創作之人才培育漫畫創作之人才培育漫畫創作之人才培育漫畫創作之人才 

台灣長久以來深受日本動漫影響，大眾對漫畫的概念不外乎承襲日本漫畫

系統給人的觀感，對許多孩子來說，這些視覺圖樣不僅是童年美好的回憶，更

左右了對繪畫的表現形式與美感標準，以及對故事情節思考的慣性，藉由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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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Chi的研究，揭櫫了台灣的動漫藝術環境中的刺激仍不夠多元且均質，不足

以給予喜愛漫畫與具資質的孩子多樣的刺激，在豐富其視覺參考架構與摹仿楷

模仍是重要的課題之一。另一方面，學校藝術教育應摒除長期對漫畫的偏見與

刻板印象，著手規劃培育漫畫創作人才的教學計畫，發展台灣有別於日本漫畫

系統影響下自身的作品特色，重新接軌與開拓以往台灣漫畫發展黃金時期人般

性格鮮明、具原創價值之漫畫創作。 

對美術資優才能者而言，漫畫家更是未來職涯選擇新出路，台灣的美術人

才培育著重術科寫實技法的傳統，因而練就人人畫得一手好畫，然而正如同一

路在科班升學的個案 61Chi所感，美術系專業學生未來畢業後將面臨就業出路

狹窄的困境，培育因應社會需求的第二專長或許是美術班教育體系能著眼的規

劃;61Chi運用擅長的寫實技法融合電腦繪圖於漫畫界的成就，實足以供作藝術

教育界參照。 

(三三三三)健全新興藝術表現形式的研究與論述健全新興藝術表現形式的研究與論述健全新興藝術表現形式的研究與論述健全新興藝術表現形式的研究與論述 

學校藝術教育與大眾文化間關連性的研究範疇，不僅重視且抱持更寬廣的

角度檢視大眾文化對藝術教育的影響，且教師將抱持開放的教學態度允許非主

流的大眾文化進入正式的藝術教學場域中；另一方面，大眾文化受精緻藝術影

響的層面，或是介於兩者間的作品融合形式，如電腦繪圖仿擬寫實技法的創新

表現模式、數位創作對於傳統藝術的顛覆與開創等，均是尚待研究討論的課

題。爾後藉由此領域研究的整合，並能進一步建立相關理論與作品鑑賞模式，

期許能藉此創新視覺藝術創作表現的可能性與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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