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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美學˙藍蔭鼎(1903-1979) 

 

                              

   一生際遇特殊的水彩畫

家藍蔭鼎，1903 年 10 月 23

日(農曆)出生於宜蘭羅東。祖

籍福建漳州，前清時祖先隨

著當時的移民潮而遷居台灣，

先居於台北，後來移居宜蘭

羅東，父親藍欽是清末秀才，

擅長書畫及文學，只是家庭

經濟狀況欠佳。甲午戰爭發生後日本人佔領台灣，藍欽為

躲避戰亂，離開羅東鎮搬到更偏僻的阿束社租屋而居時才

生下他。當地原本是高山族住的地方，一片遼闊的平原，

數十家環繞著竹林的農舍稀落散佈其間，鄰居彼此往來都

還得走上十幾分鐘，可見其偏僻的狀況。出生時因頭頂有

一塊圓形凹下去的胎記，因此乳名叫做「烏邱仔」，也正因

為這特殊的「黑邱」，博學漢文的父親為他取名為「蔭鼎」。 

 

   藍蔭鼎小時候在私塾接受四書五經的漢文教育，父親寫

⫿作畫時就跟在身旁，在這樣的環境中，不論有形或者無

形對於藍蔭鼎的繪畫興趣或文學能力的產生，絕對有相當

大的助益。尤其在和水墨繪畫有關的老、莊思想上，對於

藍蔭鼎在後來的繪畫中不斷透露的東方繪畫思想必定有相

當的影響。不過他父親並不鼓勵他畫圖，認為「藝真人貧」，

走上藝術這條路未來只會當個窮畫匠，父親希望他能成為

一位醫生。在藍蔭鼎的自述中母親劉治，對於他的影響更

為深遠。父親雖然對於他發生啟蒙作用，但推動他走向繪

畫之路的真正推手卻是母親，也正因為有母親的背後鼓勵，

他才有往後的繪畫成就。藍蔭鼎的母親擅長女紅，尤其是

繪製圖樣。劉氏這種和繪畫息息相關的才能，在表達各種

美麗圖案時應該深深地吸引了藍蔭鼎，讓年幼的他對於繪

圖產生興趣。後來還曾經協助母親繪圖，這更加深了母親

對於他從事繪畫的信心，爾後以實際的行動和無限的愛心

鼓勵他進行繪畫，並用工作所得資助他進行繪畫工作。 

   因藍蔭鼎一家所居的是竹林寒舍，只是一個單戶住家，

而且又是獨子，又沒有鄰居朋友、在孤獨中成長，自然而

然就以大自然萬物為對象，拿木炭寫⫿並⟿⟿畫畫起來。 

 

 

 

 

 

                         撰文/ 廖武藏 

 

   在貧窮孤獨中渡過童年，也淬煉出堅強的態度和永不放

棄的毅力。1914年，藍蔭鼎畢業於羅東公學校(今羅東國小)，

事實上這也是他一生唯一拿到的文憑。他曾在『藍蔭鼎閒

談』寫到: 「我一生唯一的正式學歷是國民學校六年，而獲

得學歷那天的情景，也在我的腦海裡歷歷如新，那是校長

在畢業典禮當天所說的一句話，他說:『 藍蔭鼎得了兩個第

一，繪畫是真的第一名，成績表是倒數第一名』。」畢業後

儘管父親反對，但在母親的鼓勵下，他還是往藝術的道路

前進。母親一直鼓勵他繼續進修，學習繪畫技法，千辛萬

苦湊到一張到日本的船票，讓他能到日本學畫。根據藍蔭

鼎敘述:「 我十七、八歲的時候到日本學畫，實際上不是留

學，而是苦學。由於身邊所攜帶的盤纏已經用盡，註冊學

費沒有着落，就只好做了一名全校唯一的窗外旁聽生。」

東瀛的冬天，雪花紛飛，日本老師看他在室外受凍，就接

納他可以進入教室聽課，這種孜孜於學習的態度，就是他

在日本的學畫生活。 

   回到台灣後，儘管沒有好的文憑，但由於藍蔭鼎在美術

方面的長才，1920年獲聘為母校羅東公學校的代理美術教

員。日本籍的校長非常賞識他，常利用到台北出差的公務

之便，為藍蔭鼎購買顏料，返校時贈予他使用，由此可見

他深受校長的疼愛。1921年意氣風發的藍蔭鼎與頭城望族

吳家小姐吳玉霞結成連理，吳玉霞對於藍蔭鼎的一生幫助

極多，兩人育有四男五女。1924年知名美術教育家石川欽

一郎視察東部美術教育，來到羅東公學校，校長向石川欽

一郎大力推荐藍蔭鼎的繪畫才能，石川欽一郎對他的作品

相當讚賞。當時石川正任教於台北師範學校，由於這個機

緣，同年，在石川的推薦下藍蔭鼎可以至台北師範學校聽

課、習畫。但因他非師範學校學生，進出學校有所不便，

經過雙方協調之後，藍蔭鼎獲准以旁聽生的身分進入學校

學習知識、磨練繪畫技法，並參加由石川輔導的學生寫生

會。1925年，這一年因為藍蔭鼎勤奮學習，獲得了北師校

長頒發獎學金，及羅東到台北兩地間的車資補助費。藍蔭

鼎很珍惜這得來不易的機會，四年間從不間斷，不辭辛苦

的往返羅東和台北之間，只為了能夠繼續精進。一直到 1928

年全家遷往台北居住才結束了這段通車生涯。1926年，藍

�������������  •  �����(1903-1979) 



蔭鼎參加日本最具權威的

「帝展」，榮獲入選的殊榮

如剪報，及 1927年，以《晚

歸》、《北方澳》見下圖，兩

件作品入選第一回「台展」

的優秀成績的表現，甚至

被認為是台灣水彩畫壇的

明日之星。其後也因有著帝展的殊榮，石川欽一郎再推薦

他到台北第一高等女子

學校(今北一女中)擔任美

術教師，成為日本學校裡

唯一的台灣籍老師。1927

年，由於藍蔭鼎特殊優異

的表現，被總督府文教局

與石川欽一郎再度推薦到日本，以旁聽生身分到東京美術

學校與京都美術學校，參加暑期短期進修，使他的畫藝更

上一層摟。從 1929年起到 1945，先後被薦為第一高女、第

二高女美術教師，1931 年並在第三中學(三女)教書，至今

仍有受教的學生回憶:「風度翩翩的藍蔭鼎是大家仰慕的老

師」，可見藍蔭鼎自身的造詣與勤奮工作的熱忱，乃是石川

一門的傑出者。 

   台灣光復初期，(1945-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環境與

政治的變遷，對於身處在大時代的人們，無論是生活、文

化都一定有很明顯的影響，以中華文化再度成為教育的主

軸，整個藝術文化的環境更加激變化，更因中美協防條約，

西方文化的勢力強勢進入台灣，整個藝術觀幾乎到了混淆

的地步。原本就接受私塾教育的漢學基礎，使藍蔭鼎很快

就融入了中華文化的主流社會。1946年藍蔭鼎擔任台灣省

政府新聞處每月必須發行一份的「台灣畫報」創刊的主編，

報導社會現象與建設狀況。為使此份刊物具有文化性及藝

術性，更邀請藍蔭鼎於 1947年擔任社長和總編的職務，這

是他首次與當政者接觸，也因此種下他後來個人聲望高峰

的契機。 

由於美國的力量開始取代了過去的日本，所向披靡地進入

台灣，說明著強勢的英語文化的來臨。其後的 1950年代，

強烈的影響台灣的文化觀與社會思想。當時的美國大使館

所屬的美國新聞處有位職員-許伯樂(Robert Sheeks)，他是一

位業餘木雕家，喜歡美術，亦懂日語，因此極容易與受日

式教育的台籍畫家們的歡迎，也相互容易溝通。久聞藍蔭

鼎的水彩畫具有相當名氣，在一次展覽的場合中意外的認

識藍蔭鼎，在作品中所散發出濃厚的台灣鄉土風味吸引了

這位美國友人，又因與許伯樂交往，進而促成許伯樂推薦

與美國大使館的人士。 

   藍蔭鼎因為從小生長在農村環境，非常了解和農民相關

的生活點滴，關心農民的一切，感懷濃郁的鄉情而創作大

都以農村景色，以及民俗廟會為首選的題材。當政府在推

行農村改革、復興農村時，他也投入改善農村的工作。藍

蔭鼎與許伯樂互動談天時經常提到如何提昇農民的生活品

質，使之過得更好，進而昇華至整個國家的經濟前景。所

以，當藍蔭鼎提出發行雜誌，利用這些發行刊物教導和農

民息息相關知識，讓技術提升、生產力增加，全面提昇農

民能力時，這位友人對他的理念非常讚賞，慨然允諾願意

促成計畫實現。隨即由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與美國新聞處

合辦「豐年社」，於 1951 年成立，由藍蔭鼎擔任「豐年」

雜誌社社長及相關的編輯，他一方面設計封面，一方面撰

寫文⫿，並請楊英風擔任編輯。在「豐年」的內容上，它

深入農村、有圖有畫、有文有藝術的民間刊物，對台灣農

產復興貢獻很大。 

   從豐年社雜誌的發行開始，必須常和美國的駐外單位聯

絡，這時藍蔭鼎便開始努力的學習英文，且成效良好。在

日後應邀到白宮開畫展時用英語致詞，使他更能接近國際

社會的核心，在此更可看出他的學習毅力和才華表現。在

任職於豐年社的這段期間，藍蔭鼎認識了於 1950年 8月來

台出任美國駐華大使藍欽(Rankin)，中文名恰與藍蔭鼎的父

親同名，故，兩人相處特別融洽，變成非常好的朋友。後

來因藍欽的提拔與欣賞，美國國務院邀請藍蔭鼎以藝術家

身分，自 1954年三月起至美國訪問四個月，走遍了美國各

大城市及風景名勝，演講達二十二次，並在各地舉行共十

次的畫展，以及赴白宮晉見美國總統艾森豪，並贈送水彩

畫作《玉山瑞雪》給艾森豪總統，懸掛於白宮西廳。1958年

二月，遊美返台之後，由美國新聞處為主辦，國立歷史博

物館提供場地，將他在美國各地寫生的風景作品，舉行「藍

蔭鼎氏遊美畫展」，可見他的作品這樣的受到美國政府肯定，

起源於他的作品中所獨特擁有的屬於東方筆墨的性質和特

殊的繪畫美學觀念。藍蔭鼎也在改善當時中美的關係上扮

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1955年，當時的藍蔭鼎雖然以水彩畫作品名噪一時，但

作品中屬於東方精神、屬於水墨類型表現的特殊作畫技巧，

正是有別於其他水彩畫家的地方。吸引了蔣夫人宋美齡親

自拜訪藍蔭鼎的畫室，和他談論許多繪畫觀念與創作心得，

並開始移樽就教學習藍氏水彩畫風。其後，藍蔭鼎因為這



樣的機緣，離畫壇漸行漸遠，一腳踏進了繁忙的社交圈。

雖然他在繪畫創作上還是依然故我地努力創作。但是經濟、

政治、外交的圈圈束縛著他，所以當台灣美術繪會界正在

蓬勃發展時，他已無力投身教育，消失於台灣美術界，無

法為當時的台灣畫壇留下很好的根基。1970年開始，藍蔭

鼎以一位藝術家的身份，發揮了一般藝術家所望塵莫及的

社交公關能力，開始負起國民外交的責任，他的行程佈滿

國際友邦，如菲、韓、日、泰等國，甚至應邀到中美洲、

歐洲訪問。藍蔭鼎不斷地拓展國民外交，不論是教皇或各

國元首均相當重視。他的「鼎廬」也成為接待外賓的場所。

他曾任聯合國藝術委員、中華民國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1971年，歐洲藝術評論學會

以及美國藝術評論學會將他選入第一屆世界十大水彩畫家

之一。1960年代晚期和 1970年代，藍蔭鼎曾於台視和中視

出任要職，1973年被任命為中華電視台董事長。他在畫作

之外的文學作品以『宗教與藝術』、『藝術與人生』、『鼎廬

小語』這三本書最為知名。 

   藍蔭鼎雖富國際聲名，卻招致若干批評，諸如他交往的

對象多為達官顯貴及外國友人，少有國內畫壇同道。1979

年在過年過節的氣氛中，與家人及好友張群一起在圓山飯

店共進晚餐，回家休息之後，2月 4日凌晨 2時 30分，因

發現心臟有異，送抵醫院前就已逝世。享年 77歲。 

   有學者認為藍蔭鼎是台灣美術史上的孤星，『台灣美術

運動史』作者謝里法如此形容他:「雙腳踩的是鄉野的泥土，

雙手沾的却是社會最上層的光和彩。」藍蔭鼎堅持農村就

是他的生命，就是他的生活，他眷念於家鄉的萬般景物，

他始終堅持鄉土路線。自小生長於鄉村，對自己故鄉有一

份深厚的感情，生活中熟悉的鄉間的土厝、林間春色、養

鴨人家、豐年秋收、溪邊浣衣、市集人潮、舞龍廟會等等

多成為他往後藝術創作上源源不絕的靈感與啟發。 

 藍蔭鼎水彩畫的美學表現與特色，可由幾個方面了解之: 

【技法運用】。技巧來自本能與學習，有一半是天才，然

後勤加練習則熟能生巧，而這「巧」是分寸拿捏恰到好處。

從他的人物畫可看到他精確的素描能力的表現，著重在人

物的動態、結構、表情及情境的特寫。在他的市場風景(即

永樂市場局部)如下圖，藍蔭鼎化繁為簡，從動能配置安排

人物的耳目點染、唯妙唯肖，或生意對談論斤論兩等等，

道盡市場百態，說明他對人物表情有敏銳的觀察，此精心

傑作，是以橫式長卷方式繪製的摺頁形式，水墨筆法運行。

右圖(局部)，即使

是養鴨人家中鴨

子的表情與飼養

者互動的關係，他

也把這些影像擬

人化，令畫面活潑

生動。至於情境的

素描表現，幾乎是繪畫形式的綜合運用， 看到廟會參拜的

信眾或湊熱鬧的小販，將不同的人物速寫在一起，明顯的

技法是象徵點染與意象組合而

達到畫面鮮活的效果，如左圖藍

蔭鼎所設計的海報。在「特殊技

巧」上，使用繁雜而紮實的技巧，

最擅長「重疊法」，加上乾筆和

擦筆。如用豪邁、奔放及乾筆拖

拉(以甘蔗渣為畫筆)，表現出大

片蒼翠竹林的筆觸。加上用「刮

白」的率性線條和「刷洗」的效

果，處理出濕潤、朝氣、鮮明等等氣氛。雖然藍蔭鼎早期

技法源自石川欽一郎的英國風透明水彩畫法，但在創作達

到高峰時卻出現中國畫之筆墨，使畫面增加穩定的質感。

至於與技法有關的畫面構成或色彩運用，藍蔭鼎大多採用

「視覺俯視法」，類似「鳥瞰法」，就是由上向下處取景

的方法。中國畫屬於深遠法。應用此法能描繪出深遠的景

致，也較能呈現氣勢，尤

其民俗廟會作品，及 1961

年《鴨群》如右圖的農村

景色，都是淋漓盡致的佳

作。 

【鄉情入畫】藍蔭鼎自入學啟蒙開始，傳統書堂、宅院或

竹林瓦屋就是他認識的大千世界的開始，就以小徑、稻田、

水⠀、青山、白雲作為創作的方向或崇拜的對象。儘管日

後生活上的變遷，⬀在他心靈的卻是這些牛群、鴨寮、竹

風、山風、水氣的符碼，作為藍蔭鼎水彩畫基本素材。而

成就一個大畫家，必然是由故鄉孕育而成。 

   藍蔭鼎很喜歡畫竹，也喜歡捕捉鄉下人家屋前屋後常見

的一片竹林，迎風搖曳，自然生姿的景象。如 1958年的《農 



村風光》左下圖，紅色屋瓦與綠色竹葉相映成趣，前景浣

衣女的動作激起水塘一片片漣漪，畫家以急速的筆法畫竹

葉，而水則以較長

的下筆來表現。在

紅瓦房舍藏入竹林

的農村景色中，除

了點景人物在畫面

上流動外，竹梢迎

風搖曳生姿，確是

一絕。如 1969年的

《竹林農家》圖一、1972年的《浣衣聽竹》圖二，藍蔭鼎

以特殊技法表現台灣特有的農村景觀之美。「農村的記憶」，

也是藍蔭鼎繪畫的重心與特色，他對農村生活的苦樂非常

關心，更明白農民是國家立基的原素，他創辦豐年雜誌，

大力傳遞農民耕種新知，為的就是想協助農民改善生活、

協助增產豐收。

1962年的《滿載

而歸》如右圖、

以三隻牛前導，

牛群拉著貨品與

閒坐車上的人，

前導牛由一童子

拉著，另一名孩子騎在牛背上，後面的牛隻也有人在一旁

照顧。從椰林或行人姿態可見風勢不小，從畫面明暗互補

及層次感的造境及晃動的倒影，引發了動勢，是令人激賞

的境界。1973年的《歸

程》左圖，則畫出在農

事耕罷，全家人返家

的心情。「民俗活力」，

是台灣鄉間生活的一

股強力激素，民俗活

動中有歷史文化、知識、與信仰，也是文化活動中最具民

情的社會動力。這張《舞龍慶新年》的畫作如下圖，沒有

年款及簽名，只有用印。畫中的主題舞龍者的位置與力道

的表現，以 S形構圖將巨龍舞動出強勁的氣勢。採暖色調

的黃白色澤與爆竹爆

出的白煙交融迴盪。近

景敲鑼打鼓、正賣力擊

動節奏的舞姿，觀眾聚

精會神圍觀，因龍尾掃

過而紛紛躲開的速度

與動感十足。「養鴨人

家 」，是戰後台灣農村社會常見景觀，藍蔭鼎通常採用大

場景的描繪方式，鴨群成「地」，水澤與房舍為「圖」，配

合人物點景，近取鴨群動

態，遠景則是畫面視焦。如

1971 年的《水澗鴨聲》右

圖，此畫作可能也是藍蔭鼎

記述宜蘭傳統農村的生活

記趣。「台灣山川之美」，

這也是藍蔭鼎的重要畫題。他掌握對鄉土的情懷，對大地

感應，他從台灣山川特質表現台灣，屢被邀請出國，均以

台灣名山勝景的畫作當作交流禮物。以台灣文化的特質作

為創作的資源。這足以說明藍蔭鼎的學養與敏感度，是超

越平常人的看

法。1971 年的

《玉山瑞色》

如右圖，以黑

色為主調，原

始森林蓊鬱在

前，有小徑可拾階而上，雲煙裊裊中癮約可見山居。並隔

離聳立在後的玉山主峰。是一有詩有境的大作。 

【東方美學】藍蔭鼎在石川欽一郎的的思想啟蒙及基本技

術的學習之後，經歷了一段企圖從石川的影響中跳出來的

階段。靈巧慧敏的藍蔭鼎，在繪畫探索的路徑上，有著跳

躍、多元、速變、靈動的特質。在發展出他成熟期的作品

之前，是經過一番掙扎、探討。在他的水彩畫中，我們發

現到中國水墨書法傳統的延續與創新，特別是在 1954 到

1963年之間，他直接運用中國毛筆代替水彩筆，將中國水

墨書法中的點、挫、提等筆法加上水墨韻染的層次感，賦

予單純的水彩深厚的韻與意境，這也是藍蔭鼎的水彩創作

在整個中國現代繪畫演進中扮演著一個重要的凸破與革新

者。他不但是一位刻印著台灣文化標記的藝術家，也是一

位具東方美學特質的的水彩畫宗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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