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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起來看畫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老師曾經在課堂中淺談過藝術鑑賞方式，因為透過藝術鑑賞的方式可以幫助

我們更了解作品的內涵，然而我們發現，大部分的人在看畫時都只有走馬看花，

很少人能真正的意識到作品的內涵。畫家的困擾是，為什麼觀眾看不懂呢？觀眾

的疑惑是，藝術為什麼這麼深奧難懂？為了解決這種困擾，我們希望透過藝術鑑

賞的四個步驟方式亦即「描述、分析、解釋、評價」，讓大家更了解藝術創作者

想傳達的理念與想法。 
 
在進行藝術鑑賞過程中，適逢花蓮文創園區乙皮藝廊有林順雄先生的創作展，

所以我們決議進行一場現場解說的藝術冒險，透過林順雄先生系列作品找出藝術

創作者如何透過創作去連結他所關心的議題，並連結劉其偉先生創作，來比較他

們之間的創作差異，如此我們不僅能有更深入的了解，更可以見賢思齊，運用所

學去關注生活中的一切人事物，幫助我們自己的創作之路。 
 

二、研究目的 
 
（一）探尋透過藝術鑑賞方式的運用，能協助欣賞者進入藝術深層的內涵領域。 
（二）運用藝術鑑賞方式，確實是能有效的傳達林順雄先生的藝術創作理念。 
（三）運用比較劉其偉與林順雄兩位藝術家的創作主題和風格，有助於創作者找

到自我創作的方向。 
 

三、研究方法與架構 

    我們以藝術鑑賞四個步驟「描述、分析、解釋、和評價」，歸納劉其偉及林

順雄的藝術創作手法，並透過尋求社會資源及訪問專家的方式，實際到畫廊為遊

客進行畫作的導覽及分析，經由遊客的問卷來檢視自己是否能將所學推廣給大眾

知道，最後試圖找出藝術鑑賞的第五步驟，提供創作者一個創作方向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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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藝術鑑賞的意義與方法 
 

（一）藝術鑑賞的意涵 

 

    「藝術鑑賞」在美術館及學校美術教育中的地位和意義日漸受到重視，「『鑑』

是一種理性的審美活動，有鑑別的意思，是一種邏輯性的認知過程。」（曾肅良，

2005），其意義在於藝術欣賞者對欣賞對象進行審美思維與判斷，判斷在審美上

的價值與意義。「賞」是一種感性的審美活動，有「欣賞」的意思，簡單的說，

「賞」就是一種欣賞者直接對作品的感受。 

 

    「藝術鑑賞」是以專業的知識和眼光，理性客觀的審美，及感性的情感品味

與理性的認知評價，對藝術所做的批評。主要目的是拓展觀賞者的藝術經驗，發

展個人處理對象的視覺特質和美感能力。 

 

（二）藝術鑑賞的四步驟 

 

    藝術鑑賞是理性和感性的綜合活動，鑑賞既然作為一種邏輯性的認知過程，

因此了解其過程是重要的進行方式。費德曼（E. Fledman）在 1970 年代提出了

「藝術批評的方式」，包括了描述、分析、解釋、評價等四個步驟，恰好為我們

解決這項困難。以下是四個步驟的要點： 

1、描述：對這幅作品的所見及感覺做一個簡單說明，是不帶感情的。 

2、分析：將這幅畫的色彩、空間、媒材、造形、肌理、構圖等，做一個完 

整、詳細的解說。 

3、解釋：解釋這幅作品的意義，和當時的社會背景、個人因素有什麼關聯。 

4、評價：評價的重點在探討作品中的獨創性，造形原理的完整性，再用 

以上三個步驟欣賞完作品後，給作品一個適當的價值並建立自己的審美觀。 

 

    我們除了使用藝術鑑賞四個步驟將畫家劉其偉及林順雄的畫作進行鑑賞外，

並比較二位畫家在藝術創作的手法、風格、構圖、色彩的不同，透過鑑賞畫作了

解兩位畫家創作時的背景，同時我們也藉此試圖找到自己關注的議題，運用其

藝術創作觀念，表達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 

 

二、問卷的發展 
 

    為了瞭解透過藝術鑑賞方式的運用，確實是能有效的傳達林順雄先生的藝術

創作理念，有助於協助欣賞者進入藝術深層的內涵領域，我們特地設計了一張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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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如附件），並請學校專任的林朝祥老師、蔡勝壽老師幫我們修正，讓我們能

確實的收到欣賞者的反應。 
 

三、藝術鑑賞之初探 

（一）老頑童劉其偉畫作之鑑賞 

 

    左圖的名稱是畢卡索之梟（圖一），是畫家劉其

偉在 1997 年的作品，圖中有一隻類似鳥類的動物豎立

在圖的正中央，牠身上有著豐富多變的紋路，給人有

種神秘的感覺。 

 

    畫的背景是深咖啡色，以棉布所繪製而成的，單

調的背景襯托出了動物身上的豐富紋路，由黑、白、

紅三種顏色所組成的動物，讓我們聯想到原住民的圖

騰，雖然這隻動物的輪廓及色彩都比較簡單，但裡面

的花紋卻十分的複雜，給人有種對比的感覺。 

 

    劉其偉有一系列向前輩致敬系列的作品，其中這幅畫是向西洋藝術大師畢卡

索致敬，這隻動物結合了畢卡索著名的抽象風格及畫家劉其偉喜愛的混合媒材，

創作手法十分的特別。 

 

    我們很喜歡這張圖，因為我們覺得畫家劉其偉把主題處理的很好，他運用單

調的背景襯托出了花紋豐富的動物，沒有失焦，讓人第一眼就能清楚的看到主題。

另外，畫家的表現手法也十分很特別，他把動物畫得很細緻，運用塊狀的處理方

式卻又有點抽象，令我們覺得與眾不同，同時也顛覆了我們對動物的想法。 

 

    這張圖是劉其偉老師在 1977 年的創作，名

稱是卿卿（圖二），畫家採用了石版畫的方式來

繪製，圖中的兩隻婆憂鳥緊緊依偎在一起，讓

畫面呈現溫馨的感覺。 
 

    畫的顏色較單調一致，只有紅、白、黑三

種主要顏色，背景的筆觸比較模糊、鬆散，但

這兩隻婆憂鳥的筆觸卻是比較細膩的，讓動物

和背景形成了對比的感覺。 

 

    婆憂鳥取材自畫家幼時祖母所說的故事：從前有一戶窮人家要過端午節，因

圖一、畢卡索之梟 

圖二、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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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斑馬母與子 

為家裡太窮，所以沒有錢買粽子，婆婆看到了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撿了一塊石頭，

再包上葉子，用這個假粽子哄孫子開心，沒想到孫子吃了下去，就死了，後來孫

子化身成一隻婆憂鳥，每到黃昏時就喊著婆憂！婆憂！意思就是請婆婆不要憂愁。

畫家聽完後非常感動，於是畫了一系列婆憂鳥的作品，婆憂鳥成了劉其偉最廣為

人知的註冊商標，單純、簡潔的外型、特殊的筆觸、肌理與鮮明的色彩，流露出

的天真自然帶有童趣，反映出畫家的獨特個人風格與創作理念。 

 

    了解劉其偉創作這幅畫的背景後，令人感到十分的溫暖，圖中的兩隻婆憂鳥

頭靠著頭，緊緊的依偎在一起，讓畫面呈現了溫馨及幸福的感覺。 

 

    虎行天下（圖三）是劉其偉在西元 2000 年所創

作的，採用綜合媒材來繪製，從老虎身上的橘白色就

看得出來顏色都是以暖色系為主，圖中有一隻站著的

印度孟加拉虎，好像是正要開始去捕捉獵物。 
 
    畫的背景用了深咖啡色，老虎是則以橘、白、黑

三個顏色為主，以深色的背景襯托出了老虎，將老虎

畫得有生命力，整幅畫看起來不會花俏，線條表現方

法是帶有一點糢糊的，沒有細膩的線條，隱隱約約看

見顏色的變化，給人一種神祕感。 
 

    老虎往往是大家狩獵的對象，牠經常在石洞、草叢邊出現，所以這隻老虎可

能就是在黑暗的山洞裡。劉其偉是個熱愛大自然的人，他覺得唯有人類保護好自

然生態，動物們才能回歸山林盡情的奔跑，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有許多都是以動物

為主的創作，老虎就是其中之一。 
 
    這張圖畫中沒有太清楚的輪廓線，沒有太銳利的線條，卻把老虎畫的栩栩如

生，有不一樣的視覺效果，以不規則塊狀處理老虎身上的紋路，用黑色代替肌理。

這種創作的表現手法讓作品變得更加多元。 
 
     這張圖叫做斑馬母與子（圖四），是畫家

劉其偉在 1987 年完成的作品，是運用混和媒

材完成的，圖的背景用了灰色系，前景則是

用黑白條紋帶咖啡色系的斑馬，雖然兩個色

系並不是很顯眼，但畫家卻給這張圖不同的

氛圍。 
 
                                  整張圖畫是比較偏暖色系的，加上兩隻斑 

 
圖三、虎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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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圓融 

 
圖六、我是狗狗 

馬母子，讓整張圖看起來很溫馨。圖中的草畫家用了很多種畫法來處理，第一層 
用簡單墨綠色帶過，前面再用白色的線條畫出來，呈現了不同的層次感。 
 
    這兩隻斑馬靠在一起，讓畫面呈現了溫馨的感覺，母斑馬帶著小斑馬，讓人

感受到親情的溫暖。 
 
    我們覺得畫家的表現手法很特別，因為畫家用了同色系的畫法，但卻不失焦

點，以黑白、咖啡相間的斑馬，奔馳在草原中的動態神情，用白色勾勒出隨風飄

逸的小草，更添加了這幅畫的真實感。 
 
 （二）「畫詩」藝術家林順雄畫作之鑑賞 
 

左邊這張圖叫圓融（圖五），是畫家林順

雄在 2014 年著名的作品，從這張圖中能看到

一群水牛正悠閒的在湖邊泡澡，有的則閉起眼

睛享受著，各種舒服的姿態，有種悠閒清爽的

感覺，母牛帶著小牛依偎在一起，牠們的頭靠

在一起，就像家人一樣，十分的溫馨。 
 

    整張圖以黑咖啡和白色為主，牛的身體使用了水彩，而在牛的身體和水的交

接處就像是用水墨畫的方式，擴散開來，使得整張圖寫實又自然，後面的水以較

白的顏色，來凸顯出前面的牛群，構圖雖然簡單，卻讓觀看者一目了然。 
 
    我們覺得題目之所以叫「圓融」是因為水牛的隊形有點帶圓，同時也象徵了

團圓，而牛群們聚集在一起，就像家人一樣，感情十分融洽，就形成了一個「融」

字。林順雄老師生長在物質貧乏的環境，家裡養了許多的動物，久而久之和牠們

培養出了感情，因此在創作時，主題大多是以動物為主。 
 
    因題目是圓融，我們看見水牛的感情十分的融洽，也提醒我們做人處事要圓

融些，我們十分喜歡這張圖，欣賞時心情總是特別的愉悅。 
 

圖六是畫家林順雄老師在 2015 年的作品，圖的正

中央有一隻狗正坐在那裡吐著舌頭，樣子十分的可愛，

身上有著黑、白、灰三種顏色，每種顏色都帶有點灰，

背景使用留白的方式繪製，讓前面的狗明顯又突出。 
 
    這張圖的主角占了整張圖的一半，在狗的毛髮上畫

家使用的媒材是以水墨的方式擴散開來，它的線條細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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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鹿苑長春 

 
圖八、愜意時光 

淡，讓作品更真實的描繪出來。小狗張開嘴巴吐著舌頭，就像在微笑的樣子。 
 
    這隻狗就好像在等待著主人的到來，從牠坐立的姿勢和那無辜的眼神，都讓

我們覺得牠是一隻十分忠誠的狗，用牠無辜的眼神正看著主人。 
 
    我們覺得這張圖畫得很精緻，因為在狗的皮膚及毛髮上有很多變化，筆觸也

很細膩，以寫實的方式表現，畫家使用背景留白的方式襯托主題，這樣的表現手

法，是凸顯主角，也能夠深深吸引看畫者的目光。 
 
    圖七叫做鹿苑長春，是林順雄老師在 2014
年的作品，這張圖的色彩大多是以灰色及咖啡色

系為主，顏色比較清淡，感覺十分寧靜，是個很

愜意的地方。 
   
    圖的前景是用暖色系，後景則是以冷色系呈

現，有對比的效果，我們能從鹿的皮膚及石頭上

發現這張圖是以水彩和墨的方式創作，因為有點

暈開來的感覺，我們也能透過描邊的線條發現使用的媒材是水墨，讓這張圖能夠

真實的描繪出來。 
 
    當我們看到這一幅畫時感覺心情很放鬆，因為這幅畫畫得很寫實，又沒有壓

力，讓我們覺得自己也在大自然裡，有一種身歷其境的感覺。 
 
    林順雄老師把鹿畫得很寫實，鹿的色彩變化多端，眼神裡充滿了靈性，他曾

說他的創作都是來自對於生活中的觀察，他的創作讓我們感覺充滿了生命力。 
 

圖八愜意時光是在 2015 年時畫的，

圖中有兩隻貓熊互相嬉戲、玩耍，背景大

部分都留白，只有在貓熊的底下加了一點

陰影，細膩的主題因此被襯托出來。 
 
    圖中大部分只有黑和白兩色，是用水

媒材所畫出，貓熊的毛用水墨的方式表現，

有著深淺的變化，整張圖有了渲染的效果，

而在背景的地方，林畫家採用留白的方式所呈現，和動物產生對比。 
 
    林順雄畫家喜歡用生活題材進行創作，他覺得生命要用心去感受，才會更精

彩，因此他的畫總是充滿了活力，也能夠深深吸引看畫者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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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覺得畫家林順雄將貓熊用渲染效果處理，使得貓熊身上的黑毛不會混在

一起，用了明暗的方式將相同顏色的區隔開來，又在白色的毛加上了一點粉橘色，

不僅讓貓熊更有生命力，也保有畫家個人的創作風格。 
 

 （三）劉其偉與林順雄藝術創作之比較 

 

    藝術家對於自己的創作總離不開其關注的生活問題，而藝術表現的題材是需

搭配藝術的表現媒材和手法，於是便可整體呈現出的作品特質，形成個人獨特的

藝術風格被人讚賞。 

 

    為了更清楚兩位藝術家的表現特質，我們也進行了劉其偉與林順雄先生的藝

術創作的比較，如此我們可以看到兩者的某些關連性與差異性，而我們便能藉此

釐清自己可以進行的創作方式與方向了。 

 

表 2-1 劉其偉與林順雄藝術創作之比較 

畫家名稱 
比較 劉其偉的藝術創作 林順雄的藝術創作 

創作手法 
會使用漸層色、渲染、混合媒

材、類似色以及縫合法等… 
水彩畫融入水墨畫的色彩與技

巧，將東方與西方國家的風格合

併 

風格 
主題與線條顯而易見，呈現半抽

象的表現形態，較少使用清晰的

線條、輪廓 

因為畫家也是位詩人，許多的創

作上面帶有中國的詩味 

色彩 
常使用暖色系為主，應用濃彩的

表現方式，色彩帶有神祕感 
加入中國水彩顏料，帶有暈染效

果、細膩的線條摹寫，墨色濃淡

深淺 

主題 
大多數為生態、環境、動物保

育、人像以及反映在社會議題的

自畫像 

大多數為大自然的萬物，其中有

包括山水、動物以及植物 

媒材 
常使用了壓克力、粉彩、石磨、

蠟筆以及棉布…等多媒材創作 
常見：壓克力、林布蘭特水彩顏

料、硬卡紙、白粉以及墨汁等… 
 

參●結論 

 

    我們總共發了 51 份的問卷，以藝術鑑賞為遊客導覽，因為經驗不足，所以

第一場的解說極大部分是針對我們個人，如解說時音量應大聲一些，說話速度要

放慢，多與參觀者多些互動等問題，於是我們修正自己的缺點，並借了麥克風再

做第二次的導覽。我們發現實際導覽的困難度較大，但我們透過藝術鑑賞的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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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做足了充分的準備，並將藝術鑑賞的鑑賞方式帶給遊客，所以有 100%的遊

客因為我們的導覽而有一個愉快的參觀經驗。 

 

    這次運用藝術鑑賞的四大步驟進行相關導賞，我們確實發現了相關的研究結

果如下： 

 

一、透過藝術鑑賞方式的運用，確實有助於協助欣賞者進入藝術深層內涵領域。 
 

在運用藝術鑑賞四步驟解析劉其偉與林順雄先生的創作作品中，我們確實很

容易的進入兩位創作的世界裡，當我們運用這方法面對藝術家的創作時，我們有

了一個依循，就像樓梯一般逐步而上，不會不知所措不得其門而入。 

 

相反的，雖然我們發現實際導覽的困難度較大，但我們透過藝術鑑賞四大步

驟做足了充分的準備，並將藝術鑑賞的鑑賞方式帶給遊客，所以在回收 51 份的

問卷中「我們小小導覽員使用藝術鑑賞四步驟：描述、分析、解釋、評價，為我

導覽畫作，使我對畫作有更深的認識。」一項有 96%的遊客滿意。更有多達 100%

的遊客因為我們的導覽而有一個愉快的參觀經驗。可見透過藝術鑑賞方式的運用，

確實有助於協助欣賞者進入藝術深層的內涵領域，甚至進入導賞的領域。 

 
二、現場的藝術導覽，真的能有效的傳達林順雄先生的藝術創作理念。 
 

    藝術家的創作與其生活背景息息相關，林順雄老師他出生在物質貧

乏的環境下長大，從小家裡養了很多的動物，因此在創作的主題上大多

是以大自然、動物為主。為此我們調查發現，對於「解說使我對畫家有更

深的認識」一項也有 94%的遊客滿意。可見透過我們介紹畫家生活背景與他創作

的關連上，是有助於欣賞者去理解為何林順雄先生創作題材表現上，總是接近大

自然與動物。 

 
    此外，他的作品都是以寫實的手法表現，他擅於控制水分，常使用水

彩、墨、壓克力三種水性媒材來進行創作，作品帶有中國水墨的感覺，

被大家稱為畫詩的藝術家。也喜愛明快的線條和色彩，形成獨特的藝術風

格，他強調「虛中有實，實中有虛」的觀念，他喜愛用大量的背景顏色

或留白，來強調精緻主題。也常使用撞彩的技法，讓整張圖栩栩如生。

問卷裡「我們小小導覽員使用藝術鑑賞四步驟：描述、分析、解釋、評價，為

我導覽畫作，使我對畫作有更深的認識。」此項有 96%的遊客滿意，足以證明現

場的藝術導覽，在生活背景影響創作理念，與作品呈現的表現手法上，真的能有

效的傳達林順雄先生的藝術創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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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較劉其偉與林順雄兩位藝術家的創作主題和風格後，真的有助於創作者找

到創作的方向。 
 

當我們看完兩位畫家的資料與作品並做比較之後，發現藝術家會透過創作傳

達自己內心所想表達的心語，而透過問卷我們知道遊客們對於用藝術鑑賞四步驟

來導覽畫家的畫作都給了我們高度的肯定，只是作為美術班的學生，繪畫創作本

是我們學習的重要課程，但在學校裡，繪畫的主題都是經過老師的設計安排，對

於表達自我的創作，以及尋求內心的自我創作的方向卻是很難達成。但是當我們

以實際行動推廣藝術活動，從導覽的過程中發現了藝術鑑賞的價值外，對於我們

藝術創作的人而言，我們對費德曼（E. Fledman）藝術鑑賞的四個程序有了重要

發現，那就是加入第五步驟的「運用」可讓鑑賞活動更加完整。因此我們對藝術

鑑賞第五步驟「運用」做了下列的定義：運用藝術鑑賞的原理，尋求自己在藝術

創作中所關心的議題，藉由藝術創作作品來表達自我並尋求內心的自我解放。 

 

四、對藝術創作的人而言，將藝術鑑賞的四個程序加入第五步驟的「運用」，有

助提升創作者發想創作主題進行藝術創作，進而表達自我及尋求內心的自我解

放。 

 

我們經過思考，找到了自己想關注的議題，圖九「難民之淚」創作者孔維安，

這幅畫的下方有許多難民，他們雙手高舉，嘴巴張得大大的，正向著我們求救，

但有一隻大腳朝他們的方向踩下去，代表拒絕難民們來到自己的國家，而在左上

方有一具屍體躺在那裡，他就是三歲的亞藍，似乎默默的在哭泣。作者希望透過

創作提醒世人正視難民的問題。 

 

圖十「流浪狗之歌」創作者李宛蓁，以黃色來繪製背景，讓這張圖有溫馨的

感覺，小女孩穿的是草綠色的服裝，因為觀察到住家有許多流浪狗，因此藉由創

作想告訴大家不要隨意棄養動物，應該正視流浪動物的議題。 

 

圖十一這張圖的名稱是「怒吼」創作者劉芝芸，圖的中間有個正在哭泣的地

球，拿著求救的牌子，十分可憐，地球的頭上還有一個大煙囪，和幾間小工廠，

不斷的排著廢氣，還有一隻腳踩著地球，有著裂掉的痕跡，感覺世界末日快到來，

背景是以沙灘為主，上面到處都是垃圾，如塑膠袋、罐子…等，像是風災後滿目

瘡痍的景象。 

 

    圖十二「女孩與海豚」創作者賴欣悅，這張圖的中央有一個快樂的的小女孩

與海豚在水中共舞，因為在水中，所以背景偏藍色系，還有其他魚兒在水中嬉戲，

五顏六色的，十分繽紛，魚兒都三五成群的聚集在一起。作者想表達人與自然和

平共存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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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九             圖十              圖十一          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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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小小導覽員~藝術鑑賞滿意度調查表 

親愛的貴賓您好： 

    我們是中原美術班的學生，感謝您撥空填答這份問卷，希望透過您的填答，

了解您對畫作導覽的滿意程度，所得資料僅供研究之用，絕不做其他用途，請您

安心填答。您的填答將對我們的研究及學習的提升有很大幫助，衷心感謝您的協

助與合作。      祝  順心如意  

中原好小子敬上 

一、 基本資料 

性別 □男     □女 

年齡 □12 歲以下□13-19 歲□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50-59 歲□60-69 歲 □70 歲以上 

學歷 □國小以下        □國中            □高中 

□大專院校        □碩士            □博士 

二、 小小導覽員服務實際滿意度(請依您同意的程度打勾) 

項目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1. 小小導覽員使用藝術鑑賞四步驟：描述、分析、

解釋、評價，為我導覽畫作，使我對畫作有更深

的認識。 

     

2. 小小導覽員的解說，使我對畫家有更深的認識。      

3. 小小導覽員使用術語展現其專業知識豐富。      

4. 小小導覽員懂得利用肢體語言來強化解說內容。      

5. 小小導覽員的解說方式讓我很容易了解明白。      

6. 小小導覽員談吐風趣並且與我保持互動。      

7. 小小導覽員口齒清晰、發音正確，速度和音量適

切。 
     

8. 小小導覽員的態度認真親切、笑容可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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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小小導覽員表現出尊重與耐心解答我的問題。      

10. 小小導覽員能讓我有一個愉快的參觀經驗。      

給我們的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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