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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閱讀講座� 

「獅吼—臺灣美術史的時代與追隨者」

國家圖書館（以下稱本館）夏季閱讀講座近年

來均以臺灣藝文相關議題為策劃方向。今（113）年

為配合《雄獅美術》捐贈，特以美術為主題，於 5

月 18 至 7 月 20 日期間，與科林研發合作辦理「獅

吼—臺灣美術史的時代與追隨者」系列講座。邀

請顏娟英、蔡家丘、陳明惠、蕭瓊瑞、邱琳婷、葵

花子等 6 位學者及藝術工作者，除針對臺灣美術主

題進行一系列介紹外，也注意到臺灣美術與東西方

藝術之間的傳承與創新，因此在最後一場以西洋藝

術欣賞為題，藉由深入淺出的方式，解讀古典藝術

的圖像密碼，讓讀者藉由聽懂故事就能看懂西洋名

畫，不僅帶領聽眾重返臺灣美術美好的年代，也認

識美術的多元風貌，感受文藝浪漫的夏季藝術風情。 

一、活動紀要

夏季閱讀系列講座自 113 年 5 月 18 日至 7 月

20 日規劃辦理 6 場講座，利用週六下午 2 時至 4 時

30 分於本館藝文中心 3 樓國際會議廳舉行，活動

簡述如下：

（一）「觀看臺灣美術史的新時代」：顏娟英 （中央
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主講 （5
月 18 日）

作為本系列演講的首場，顏娟英教授說到閱讀

臺灣美術有如閱讀文學經典名著，作品可以依個人

品味入藏私人的記憶。藉著在畫廊或美術館親眼第

一手的體驗，加上事後文本的反覆閱讀，慢慢體

驗，享受美術作品的視覺經驗，被感動的記憶便可

以長久珍藏。從研究者的立場來看，如何將作品帶

入觀眾的日常生活經驗，如何藉著公開展覽，與文

字描述，讓更多觀眾與閱讀者一起分享經驗，是我

們的挑戰。接著顏娟英教授介紹收藏家所收藏的作

品以及自己曾經參與的展覽歷程，如順天美術館創

辦人許鴻源先生畢生的收藏、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

館創辦人林清富先生的收藏、台灣 50 美術館、「不

朽的青春」、「日月頌─顏水龍與臺灣」與「青春

印記─龔玉葉與她的畫家朋友們」等展覽，以及專

第一場講座由顏娟英教授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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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到 1980 年代、第二階段 1980 年代、第三階段

1990 年代，隨著 1990 年代網際網路與科技發展所

賜，臺灣社會與價值觀在過去 20 年經歷很大的轉

變，且隨著西方 1980 年代開始發展的「後女性主

義」與「第四波女性主義」思維崛起，陳明惠教授

就以最新著作《無窮的瞬間》講述這第四階段女性

藝術的發展，審視臺灣當代女性藝術家及其創作，

並以作品議題規劃，集結陳明惠教授對近 20 年

（2003-2023）在臺灣女性藝術領域的研究與觀察，

以及洞察國際藝術環境在女性與性別議題的發展。

以多元的面向，探討在今日全球政治、經濟及文化

之下，臺灣女性藝術家如何透過藝術創作闡述殖民

文化、常民文化及日常生活，纖維與編織如何被當

代臺灣女性藝術家所運用，精神世界如何被臺灣女

性藝術家轉化為抽象藝術創作，以及如何呈現對科

技與性別的想像與再詮釋。

夏季閱讀講座「獅吼—臺灣美術史的時代與追隨者」

書《臺灣美術兩百年》來分享，娓娓道出在臺灣美

術史上重要的畫家作品，並將美術作品帶入公眾領

域的經驗，透過藝術家的作品分享，更加了解臺灣

美術的歷史，也鼓勵讀者不妨去美術館看畫。 

（二）�「日治時期的臺灣美術」：蔡家丘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主講�
（5月 25 日）  

蔡家丘老師分 4 個段落來講述臺灣美術史在日

治時期發生的變化，首先是來臺的日本美術教師經

由學校的圖畫課與寫生活動，教授水彩、油畫及日

本畫等等，打開了近代化的美術視野。其次，在這

樣的過程中建構了殖民政府主導的官方視點，例如

舉辦臺灣美術展覽會，倡導畫家挖掘臺灣的地方色

彩。然而，臺灣藝術家也不斷透過創作和參與文化

活動，探見自己的模樣。如黃土水、陳澄波等人鍥

而不捨地刻畫水牛牧童、家園鄉村，打造不朽的作

品，追求自主性的理想，以及最後戰爭美術作品的

時局色彩。美術作品不僅呈現它的藝術價值，也是

值得探索的史料。

（四）�「戰後臺灣美術團體與刊物」：蕭瓊瑞 （國立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主講 （6 月 22
日）��

蕭瓊瑞教授對於戰後臺灣美術團體與刊物如數

家珍，他說到戰後臺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加上國

民政府遷臺帶來的大量中原藝文人士，臺灣當家作

第三場講座由陳明惠教授主講

第二場講座由蔡家丘教授主講

（三）�「臺灣當代藝術的性別議題」：陳明惠 （國立
成功大學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副教授）主講�
（6月 15 日）�

臺灣女性藝術史分為 3 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



3國家圖書館館訊 113 年第 4 期 ( 民國 113 年 11 月 )

夏季閱讀講座「獅吼—臺灣美術史的時代與追隨者」

第四場講座由蕭瓊瑞教授主講

第五場講座由邱琳婷教授主講

主的心態，激發了大量美術團體與刊物的成立。在

地方上，有各地區性的美術團體，如：臺中美術協

會、臺南美術研究會、高雄美術協會等；在前衛藝

術上，則有：廿世紀社、五月畫會、東方畫會，

乃至解嚴後的大量現代藝術團體；至於刊物方面的

《藝壇》、《雄獅美術》、《藝術家》、《藝術新

聞》及《典藏》更是長期發行。講座後聽眾非常踴

躍提問，主講人詳細回答並贈送 10 冊主題書籍。

鄉、家人，分別入選「帝展」的 3 個部門。如 1920

年黃土水（1895-1930）的《山童吹笛》（雕刻）、

1926 年陳澄波（1895-1947）的《嘉義街外》（西

洋畫）、1934 年陳進（1907-1998）的《合奏》（日

本畫）等作品。邱琳婷教授如數家珍，一一仔細介

紹這 3 位藝術家的生平、學畫歷程以及分析他們作

品中，如何以「美術的複調」，呈現出日治時期臺

灣美術發展的重要特徵。因為日本人以外來者的眼

光思考異域／異國情調的臺灣，而臺灣畫家則以居

住者的角度，描繪具有自我認同的家園。這種美術

發展上的複調現象，實帶有某種啟蒙的傾向，饒富

興味。值得今日的我們，細細思量。

（五）�「青春的高歌 ．美術的複調：日本 「帝展」中
的三位臺灣藝術家」：邱琳婷 （國立臺灣藝
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兼任助理教授）主講 （6
月 29 日）

青春，不僅是自我實踐的起點，也是藝術家畫

藝的啟程。對於成長在日治時期的臺灣藝術家來

說，青春，更背負著彰顯臺灣特色的使命感。日治

時期，日本除了在本國設置「帝展」之外，也在兩

個殖民地朝鮮與臺灣，各設置了兩個官方美展「鮮

展」與「台展」，並藉此推動殖民地的美術發展。

相較於「鮮展」與「台展」，作為日本畫壇主流的

「帝展」，競爭更形激烈。然而，卻有 3 位來自臺

灣的藝術家，一方面學習日本新式的美術教育，另

一方面也以轉化後與臺灣相關的題材：原住民、故

（六）�「西方古典藝術的圖像故事解密」：葵花子 （藝
術工作者）主講 （7月 20 日）

本場演講內容共分為西方古典藝術概述、如何

看懂一幅畫：藝術鑑賞工具、新舊約聖經圖像故 

事、希臘羅馬神話圖像故事等 4 個主題，老師以西

方古典藝術主流取材的希臘羅馬神話、聖經故事

為例，深入淺出介紹取材自西方文學故事的經典圖

像，藉由觀察與解讀辨識圖像的象徵意義，理解藝

術家的創作理念，探索藝術品背景的人文歷史，並

延伸現代文化運用，讓藝術更深入生活，來為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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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藝術的圖像故事解密。藝術是創作者藉由詮釋

故事進而闡述理念的方式，藝術鑑賞方式百百款，

但賞析前的基本課題是看懂「故事主題」，學習如

何「閱讀」而非單純「觀看」藝術品。

最後老師也分享自己欣賞藝術品的經驗，以更

輕鬆方式的接觸藝術，「藝術是共通的語言」，藝

術不是用文字和語言溝通，而是用視覺方式來表達

夏季閱讀講座「獅吼—臺灣美術史的時代與追隨者」

第六場講座由葵花子老師主講

情感和想法，因此被視為一種共通的語言，我們不

需要會法語，也看得懂莫內睡蓮池的光影；我們也

不需要會荷蘭語，就看得懂梵谷的向日葵是多麼的

生命力旺盛，另外最有用也最有趣的方式是主題分

析，抓住了每幅圖畫的辨識圖像。只要是畫相同的

主題歷史畫，你也能很快便認出主題。 

二、結 語

本館辦理夏季閱讀系列講座，歷年來從臺灣原

住民文學、臺灣當代新文學圖像、臺灣文學的跨世

代對話、臺灣大河小說家與他們的經典等主題，講

述臺灣文學的多元化，讓讀者大眾認識當代臺灣文

學創作豐富且不同的面向。

本次特以雙軌方式進行，以演講搭配著「重見

臺灣美術史．向臺灣美術致敬：雄獅美術暨李賢文

畫作捐贈展」，除了現場聆聽演講，又可看書畫 

展，重見雄獅美術為臺灣推動美術發展的歷程。藉

由各式各樣的閱讀活動推廣，提升民眾對臺灣文學

的興趣及閱讀素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