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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去，因為我們的認同很強，而且我們有自己的文化生產力。而這
樣的文化生產力，我們毫不謙虛的說，我們的文化生產力遠遠超過中
國大陸，我們兩千三百萬人的文化生產力絕對超過十三億的人口，因
此在中國看不到的文學，在臺灣就看得到。臺灣能夠出版的作品，中
國不見得看得到。我想就這個問題就它的文化的廣度、高度跟深度就
可以比出高下了，我今天就報告到這裡，謝謝各位！

林惺嶽 Sin-yu Lin
藝術家、美術史研究者
Artist and art historian

1970年代鄉土美術

Nativist Art in the 197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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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有機會來這裡談 1970 年代臺灣的鄉土美術，覺得很榮幸。
但我覺得這個題目是主辦單位訂的，我今天講的部分是 70 年代而已，
不過 70 年代前後發展很難切割，鄉土運動有它的遠因跟它的後果，連
貫起來就是一段承先啟後的歷史。

可以這樣說，鄉土運動裡的文學、美術或音樂都可以談，但最初
是社會運動與文學運動啟動的，美術在當時是比較置身事外，這種情
況在日治時代就是這樣子。日治時代臺灣的文學運動已經覺醒，認為
臺灣人是被壓迫的民族，臺灣人應該覺醒，應該反抗。所謂的反抗，
就是站在體制外的反抗；美術的反抗比較屬於體制內，體制內是什麼，
就是守法，比如說到日本去請願，要進行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這是日
本法令所賦予的權力。日本帝國法令裡面有一個請願權，依照請願權
來示威抗爭是合法的。所以像是楊肇嘉、林獻堂等人都是地主出身，
大部分都是在體制內進行，其他較激烈的反殖民、反剝削的運動則是
體制外的，所以備受壓迫。

臺灣文化協會到最後分裂的主因是什麼？是因為社會主義思潮進
入臺灣。當關懷中下階層民眾疾苦，以尋求社會正義與公道的思潮日
漸澎湃，受到啟發的社會運動及文學運動，乃毅然進行體制外的抗爭。
在日治時期，文學運動比美術運動更具反殖民的覺悟。臺灣的美術運
動基本上是由日本的啟蒙老師及官方大展所主導，一直在體制內穩定
發展。臺灣美術界大概只有一個人，在日本留學的時候受到社會主義
運動的啟發，這個人就是王白淵，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人叫做蘇新。
臺灣文化協會分裂以後，較激進的一派認為要解決臺灣民族受外來殖
民統治壓迫的問題，不只是要透過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應該還要
考慮到中下階層，以及經濟等基本面的問題。這些問題只有發起體制
外的反抗運動才能解決，所以這些人的命運可以說非常坎坷，為什麼？

因為日本一定鎮壓，辦了很多刊物都一再被禁，甚至有的只有一期就
沒有了。然而當時的文學家、文學運動比較有這樣的覺悟，戲劇也有，
但美術沒有。日治時期臺灣美術較缺少民族抗爭的意識及行動，因為
臺灣美術除了遵循日本的文化體制外，還牽涉一個迫切的現實問題：
畫家當時不成一個行業，當時有一句話就是說：「第一衰，剃頭吹喇
叭」( 臺語 )，當時吹喇叭就是做師公的意思，沒有人說我吹喇叭要舉
行演奏會。當時畫畫是在民俗層面裡，比如寺廟是臺灣人的文化中心，
建築、音樂、文學都在裡面可以看到。楊三郎當時要去當畫家，他的
父親沒有辦法理解什麼叫做畫家？這不是個行業。早期從大陸過來的
先民都是低階層的人，非常辛苦，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把這個地方耕
耘成農耕社會，所以非常重視技能、勤奮跟節儉，可說是臺灣社會的
傳統。男人最重要的是什麼？就是娶家後 ( 臺語 )。當畫家不曉得要如
何養家，那時郭雪湖小時候很喜歡畫畫，他媽媽希望培養他，但沒有
地方可以學畫畫，就把他帶去考土木科，土木科裡面有畫圖，但是那
個與真正的繪畫相差甚遠！

後來石川欽一郎來臺，石川欽一郎這個角色大家要搞清楚，他不
是專門來臺灣啟蒙美術的，而是來臺進行戰地畫家的任務。他也懂英
文，也做翻譯，曾在陸軍部裡面當官吏，活躍在日本人、臺灣人之間。
石川到國語學校任教，熱心倡導水彩寫生，受到他啟蒙的臺灣學生，
他都鼓勵他們進一步到日本去留學。當時日本逐漸有現代主義東西進
來，很多人都認為當時臺灣的這些畫家有眼無珠，都不知道現代主義。
其實這些留日的臺灣學生是有接觸到現代主義的，像李梅樹，提到馬
諦斯、高更、梵谷的資料他們都有。然而，為什麼他要走外光派的路？
為什麼熱衷帝國美術院的展覽？這是因為在體制內累積學歷及展覽的
資歷，能得到家鄉父老及社會的認同，讓臺灣社會接納學美術是一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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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前途的行業。所以，帝國美術院辦的展覽如果入選的話，報紙都登
很大，光宗耀祖。第一屆臺灣美術展覽在樺山小學 ( 現為行政院 ) 辦的
時候，總督都要親自主持，一張畫賣出去就等於小學老師一年的薪水。
所以楊三郎一開始當畫家時他的父親沒有辦法諒解，覺得你當這個幹
什麼？到最後他們才知道原來這個這麼好喔！一張畫可以賣那麼貴，
這個行業在日治時代才被社會所確立、接納，這也是第一代臺灣美術
家為什麼熱衷帝展的原因。

然而，有些輿論卻抨擊臺灣第一代美術家只顧沙龍展，思想保守
頑固，其實這也不見得公平。你們要瞭解西方美術史上的印象派畫家，
說印象派是一個革命，這是美術史家撰寫的。實際真相是印象派畫家
非常熱衷官方沙龍，塞尚也是一樣。塞尚不斷送作品進去參展，也不
斷落選，他甚至罵這審查委員都是糞坑大便，但他每年也都把畫送進
糞坑裡面去考驗，所以塞尚也不是大家所說的那個樣子。印象派到最
後，由於中產階級支持的繪畫市場崛起，印象派的作品注重賞心悅目、
光鮮亮麗的效果而漸受到歡迎，使印象派運動形成了足以與官方沙龍
對抗的氣候。在此之前印象派畫家是重視官方沙龍的，如雷諾瓦這個
畫家就是官方沙龍培養出來的。

透過觀察整個歷史就可知道，文學因為跟社會主義運動以及體制
外的抗爭有關，因此在日治時代就很命苦，但是到了戰後就獲得暫時
的解放而大肆活躍。1945 年的時候，一批受到魯迅啟發的大陸文學家
及藝術家來臺，與臺灣本土的文學家及藝術家合流，他們共同在《台
灣文化》這本刊物上倡導社會主義的文化。當時受到社會主義吸引的
畫家，最主要就是李石樵。李石樵〈市場口〉那張畫，我在師大的時
候都掛在他私人的畫室裡，他很重視這幅畫，因為〈市場口〉在第一
屆全省美展公開展出，受到左翼文人蘇新與王白淵等人的稱讚，被譽

為臺灣文化的里程碑，這張畫很具有代表性，這也是他一生中很重要
的一件作品。但這張〈市場口〉後來變成五月、東方畫會這些畫家嘲
笑的對象。他們覺得現在都搞抽象了，還畫寫實幹什麼。所以臺灣目
前美術史上的爭議、爭論的問題是非常嚴重，現在雖然已經有人發表
不少有關臺灣美術史的文章，但我看來很多問題都還沒有釐清。

戰後來臺的左翼文人畫家已經跟臺灣本土社會主義運動的人馬合
流了，但到二二八事件時都被清洗掉了。二二八的時候這些左翼文人
不是槍斃，就是被關，左翼思想也整個被清洗掉。後來還有人流亡海
外，比如蘇新就流亡到大陸去，女兒蘇慶黎就住在我家樓下。有一天
晚上他哭著臉上來，跟我講她爸爸在大陸過世了。因為二二八事件發
生，這些左翼力量潛伏在地下不敢出來，但到了 1970 年代，開始冒出
來，為什麼？這是有背景原因的。

臺灣在戰後一直跟美國走在一起，因為美國保護我們，當時可以
說臺灣的政經、領導階層都是留美的學生在主導，把美國那一套帶回
來，藝術也是，所以當時美國啟動抽象表現主義，這個東西不是那麼
簡單的問題。因為當時我們都不瞭解，一種畫裡面什麼主題都沒有，
我們所熟悉的鄉土的東西，什麼都沒有了，都是線條跟顏色在那裡交
叉，就這樣抽象。這東西為什麼會席捲世界？我當時也搞不清楚，然
而它卻變成風行國際的一股狂流。

直到 90 年代以後真相才大白，原來抽象表現主義是美國冷戰對付
蘇聯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一種武器，美國傾全部力量在推動這個東西。
我告訴各位，美國也是一個帝國主義者。自從 1941 年，巴黎陷落以後，
歐洲領導世界美術就告一段落，美國開始取而代之。美國在二次大戰
表現那麼強大的力量及影響力，覺得它要開始領導世界，重整世界秩
序。它那時正在跟俄國進行冷戰，俄國善於文化宣傳，1949 年時在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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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舉行世界和平大會，號召文人、作家、知識分子抵抗美國帝國主義。
美國後來覺悟到冷戰原來就是一種心理戰爭，講白一點就是文化戰爭，
所以它開始推動抽象表現主義藉此與俄國進行對立。美國當時掌握資
本主義世界的領導權，它的經濟貿易及政治軍事力量，幾乎控制整個
世界與大部分的海洋，它的傳播媒體，也幾乎是一呼百諾。當美國傾
全力推廣抽象表現主義的時候，抽象表現主義就開始席捲世界，多可
怕你知道嗎？美國不是像俄國一樣以政治力量控制文化，而是以商業
宣傳及市場壟斷方法操縱美術的展覽權及發表權。當抽象表現主義成
為席捲世界狂潮的時候，資本主義世界中的重要國際大展及重要畫廊，
均清一色展出抽象派作品。

美國的影響力太大了，所以抽象表現、抽象繪畫進到臺灣以後，
挾著國際化浩大洶湧的聲勢，在空前龐大的新潮衝擊下，臺灣整個教
育體系開始全然崩潰。素描、空間、距離、正確性、光線、影子、量感、
質感這些東西從抽象畫家看起來完全沒有意義，而且在美國抽象表現
主義裡面講起來，這些都是不務正業。它認為繪畫是平面的，你就表
現平面就好，繪畫主要表現色彩、線條、造型等元素的組合，而不必
顧及其他，在此新觀念的顛覆下，不只教育體系崩潰，我們當時在學
校的老師很可憐。本身累積的聲望跟他的創作經驗與生命歷練都不受
尊重。人家認為你那一套要拋棄掉，必須要完全跟著潮流走。當時的
氛圍就是認為要跟著美國走，這個潮流就等於現代化。

時至今日，海峽兩岸已經通了，當臺灣熱衷追尋抽象表現主義的
時候，大陸是什麼？是搞社會主義寫實主義。大陸也認為他們很前衛，
為什麼？大陸是用歷史哲學的觀點去解釋這個問題。什麼問題？就是
人類的社會是從原始部落社會，邁向封建社會，再邁向資本主義社會，
資本主義社會再邁向社會主義，最後達到共產主義這個高峰，他們認

為這就是進步。大陸人認為國共內戰中共打贏了，就是完成一場空前
的革命，把中國推進到比西方資本主義更先進的一個階段。所以，社
會主義的國家所提倡的意識是最前衛的，而我們這裡則是跟著富強的
美國潮流走就是前衛。我們在日治時代是日本的文化殖民地，在戰後
是美國文化的殖民地。

我們的視野到現在都太狹窄，前衛？前衛？講難聽一點，前衛個
屁！我在日本演講的時候，認為中國最具前衛思想的是誰？是魯迅。
為什麼？一個前衛藝術家一定對自己的生存環境有深入的體察跟思考，
研究我們生存環境裡面存在的問題是什麼？我們如何去解決？如何去
關懷？這種藝術家才是前衛的藝術家，不是跟著人家的潮流走就是前
衛。我在日本演講，日本人都沒聽過，但最後全部同意，我到北京也
是這樣講，中國當時前衛藝術家就是魯迅。許多盲目追隨西方新潮的
臺灣藝術界人士，都刻意認為 70 年代臺灣鄉土運動是一場偶然的意外
事件，最好是把它抹殺掉，但那不是個意外事件，70 年代臺灣鄉土運
動很重要的是，讓你可以回過頭來看看你自己生活的土地。

在 1945 年到 1970 年代間，臺灣美術運動曾經發生很多國際性、
民族性，傳統跟現代之間的爭執、爭論很大，我認為這個爭論跟臺灣
沒有關係，因為忽略了生活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經驗。那時談到的傳
統是中國的傳統，是跟現代西方的東西隔空交戰。那你腳踏的土地到
底怎麼回事？你有沒有注意到？我今天跟各位講，臺灣這塊土地所生
的及 1949 年大陸兩百萬人移民，這些都是我們的同胞。我們這兩股人
馬共同經營這個土地到今天，就是屬於大家共同的，不要分什麼省籍，
我個人認為通通都是臺灣人。因為在這已經通婚，你到美國生小孩就
美國籍，在這裡生小孩就是河北人還是山東人，有這種事嗎？也有人
在大陸兩岸探親的時候，跑去找他的原鄉，發現那縣不存在了，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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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消失了。因為中共占據整個大陸，把大陸整個都改掉，他們回來後
就去區公所抗議，我這身分證裡面籍貫已經不存在了，但區公所人員
回應這沒有辦法不能改，政府規定的。

美術界完全忘記自己生存的地方，這塊土地是怎麼回事。左翼那
些人為什麼會出來公開活動？第一點，因為美國跟我們片面斷交，讓
我們長期跟隨它的人覺得被出賣。第二點是經濟層面，臺灣過去要發
展工業，但是是以犧牲農業的方式來發展工業，可以說是用農業的資
源來支持工業，導致農民生活非常困苦。農村、漁村地方人口大量外
流，因為在當地很難生存。向外發展的人口到都市做什麼？剛好那時
候勞力密集的工業開始出現，那些人剛好被吸收進來。同時外資也進
來臺灣，然而卻同時帶來工業汙染。在外國，工業汙染一定要改善，
但改善就要增加成本，到臺灣就不用增加成本。1979 年，一位美國教
授發表論文，說臺灣已經有 17 條河流受到汙染，流域面積中的 40 萬
公頃已經有 5 萬公頃受到嚴重汙染，同時也影響附近居民的健康。外
資來這裡，大量排放廢水、廢棄物和廢氣，政府要取締時它就威脅我們：
你要我們改善，我們就退出，我們政府就不敢取締，最後要全民付出
代價。此外，工人也沒有保障。王拓在小說裡面也寫了一段，我看了
印象很深刻，內容是婦人背著小孩、拿著包袱，哭著回娘家，為什麼？
因為她被丈夫打。丈夫後來追她不讓她走，她不回去，她說：我替你
洗衣服、燒飯、養孩子也是很辛苦，你喝酒就打我，我受不了，我要
回娘家。丈夫說：我也是不得已，因為我失業了，找不到工作！那怎
麼辦？我只好喝酒，我也很痛苦。王拓的小說反映出當時勞工沒有保
障，也沒有所謂的勞工保險。

臺灣當時經濟起飛，我們畫家都有享受到，70 年代晚期到 80 年
代市場、畫廊已經漸漸地出現了，大家可以開始賣畫。當年熱衷西方

思潮爭先恐後出國的人，陸陸續續地回來了，為什麼回來，說穿了就
是搶市場賣畫。只有社會主義思想的人，才會想起今天經濟為什麼會
起來？就是因為臺灣工人的貢獻，女工也是一樣，當時有一個電影叫
做「一個女工的故事」，內容是工廠老闆女兒的男朋友愛上廠內的女
工，她很不服氣，叫她「臭女工！」，她老爸就給他一巴掌，厲聲對
他女兒說：「今天臺灣的經濟就靠她，妳知道嗎？」這電影內容當然
是有點討好工人。但是有社會主義思想的人就認為藝術家在享受經濟
成果之餘，應當關懷及回饋中下階層的工人，以及我們的土地。在極
端反共的戒嚴統治下，臺灣長期偏向右翼思想，一直欠缺這種左翼的
文化思考。

我們回過頭來談到鄉土運動的基本是什麼？鄉土運動是社會運動
跟文學運動主導，美術還沒有那個自覺。鄉土運動後來深入各領域，
在美術方面，它必須找現成的樣板，現成的人，找到洪通跟朱銘。洪
通、朱銘剛好是民俗的藝術層面出來的人物，他們認為這些人比較沒
有受到西潮的汙染。洪通的畫很妙，很有創意，同時也跟現代主義有
共通的地方，但這個人目不識丁，當他一畫出來，現代主義就愣在那
裡，不曉得怎麼辦？你罵也不是，捧也不是，讓人站在那裡瞪大眼睛
在看這個畫展。洪通的畫展在當時造成轟動，而且他是臺灣有史以來
第一個登上美國《TIME》雜誌的畫家。朱銘是民俗藝術出身，他雕刻
的水牛讓很多人感覺到，原來我們是這樣子過來的，而且他藝術層次
比較高竿。這兩個人出來了以後，關於他們的論述跟宣傳，都是具有
社會主意思想的新生代文化工作者在做，例如高信疆跟尉天驄。高信
疆本籍河南，1973 年接任中國時報副刊主編，上任後積極發揮報紙副
刊的社會功能，刊登一系列探討社會問題、報導鄉土民俗的文章，希
望藉此重振民族尊嚴，把對生存土地的認同、關懷與積極參與，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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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傳播開來。同時，他在副刊中設計「現實邊緣」專欄，提供報導
文學，號召許多學者、作家投向社會、深入人群，以愛及反省的眼光，
去認識社會真相，引起了廣大的迴響。對於洪通，高信疆認為「洪通
的畫，就這麼帶領我們回到生命最原本質樸、最燦爛新奇的感動。那
不是任何『深度』或『意境』的事，而是一種超脫、一種還原。洪通
在他個人的世界裡，或許正擁有我們早經遺落的那份最最歡樂和富足
的精神。」

尉天驄也深具左翼思想，他本籍江蘇，大學時開始積極投入鼓吹
現代化的運動，然而，他雖然強調現代化，但並非一味的熱衷當代潮
流的適應問題，而是更進一步思索當代藝術新潮與中土的實質關係。
這種關係，不只是西朝與中國傳統的銜接問題，而是更關注現階段變
動中的本土—臺灣經驗，他認為我們生活的這一塊中土就是臺灣，也
開始探索臺灣本土的問題，這也是 50、60 年代一窩峰倡導「現代」的
藝術工作者的缺失。尉天驄接觸很多文人，他跟人家講他發現一本名
為《滾地郎》的書，滾地郎是什麼？是張文環寫的一本小說，後來他
也注意到楊逵，又發現到呂赫若這些人，他認為楊逵「我從他身上感
受到一股征服不了的、老而彌堅的生命的力量，把這力量與臺北的現
代主義作者相比較，立刻就可以覺得後者是多麼蒼白」。他逐漸發現
臺灣這塊地方，原來很多小說家已經往這個方向走了，如陳映真、黃
春明、李南衡、王禛和、王拓、楊青矗、洪醒夫、宋澤萊等人已經都
在寫小說，這些小說跟西潮沒有關係，但已經開始注意呈現臺灣社會、
本土的問題，文學界他不需要找一個特殊樣版，美術界就只有找朱銘，
剩下沒有人可以當作一個樣版來討論。

高信疆在媒體裡面大力鼓吹洪通、朱銘，刊登很多文章，內容是
什麼？就是罵現代主義的東西。東方畫會、五月畫會這些人，我們不

能說是完全負面的，他們在打破官展、省展的壟斷，把官展過渡到一
個民間組織上是有貢獻的。但我認為他們的思想基本上是以西潮、西
方畫派的理論來包裝自己，因此本土並不看在眼裡。再者，他們當時
有一種反寫實、反寫生的心態，認為這個東西不是藝術。

當時所有藝評家很多都在為這些追逐新潮的畫家發言，沒有考慮
到群眾的問題，因此當西潮愈熱烈，跟臺灣社會大眾之間也就愈遠離。
他們認為群眾是落後的，不懂是應該的，我們走在時代尖端，觀眾愈
不理解，就愈有一種孤傲、孤芳自賞的感覺。後來，他們認為臺灣這
個地方不再接納他們，他們就跑到國外去了，同時也因為國外有市場。
沒想到 70 年代臺灣經濟起飛，到 80 年代更蓬勃發展，他們就漸漸回
來了。

再回到 70 年代的美術創作，這時期受高等教育的這些美術創作
者，一時交不出一個可以代表那時期精神的創作。很多人就開始套用
美國寫實主義魏斯(Andrew Wyeth)的寫實的手法，或是新寫實的那種
手法來呈現臺灣的鄉村，因此水牛、農夫、古屋、村婦、田野、古廟
及民間流傳的工藝，被認為是最佳的題材，但這種應急而短視的作法
評價當然不高，後來很多人知道這是抄來的。之後，80 年代醞釀出臺
北畫會、高雄現代畫會，這些人又漸漸開始去表現臺灣的社會、歷史、
環保等問題。

鄉土運動的問題，當然不是很短的時間內就可以講完，這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運動，開始讓人們覺悟到土地、人民、歷史應該要結合在
一起。很多人說你這個觀念會落伍跟不上潮流，在世界上會被孤立，
我們現在不是要走向國際嗎？沒有錯。民進黨執政以後，也是這種論
調。有一天我跟謝長廷吃飯時，我跟他說民進黨執政時期對臺灣本土
文化帶來封殺你知道嗎？他說怎麼可能？我們是非常熱心的。我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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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為中共在國際要封殺臺灣，使臺灣的國際空間萎縮最後走不出
去。走不出去的結果就是臺灣的美術教育跟很多畫會或美術團體，就
變成專門製造迎合這些國際雙年展的衛星工廠，我們製造了他們喜歡
的東西。然而民進黨本土論對臺灣帶來的封殺問題，就是這些創作是
為了誰而創作？是為了國際策展的胃口創作嗎？還是為臺灣人民來創
作？我個人認為我們很多地方搞錯，國際化是行銷、推廣的層面上跟
國際接軌，臺灣藝術創作的品味跟美學思想是應該是我們自己的。韓
國拌飯你知道嗎？泡菜也是可以國際化，最主要是行銷跟包裝的問題。
臺灣的魯肉飯也當然可以做到，肉粽、碗粿也可以做到，為什麼不能
做到？

我從西班牙回來的時候是 1978 年。其實早在 1960 年晚期，我在
《文星》雜誌寫了一篇文章砲轟抽象表現主義，就是對劉國松提出建
議批評。後來我在國美館臺灣美術百週年慶時舉辦的研討會上應邀發
表論文，寫了臺灣左翼美術的這段過程，後來發現我漏掉了一個人，
這個人叫做吳耀忠。吳耀忠是我在師大的學長，人蠻幽默，每次看到
他都覺得有點未老先衰的感覺。他在解嚴的時候已經過世，鄉土運動
高潮的時候，也已經沒什麼創作，開始酗酒了。抽象主義流行時，他
的繪畫還是很寫實，如同李梅樹的那種寫實。當時我不知道原來他已
經有左翼的思想，在 1967 年參加過左翼的「民主臺灣聯盟」，後來被
抓去關，跟陳映真是同學，也一起被關，關了十幾年。我告訴各位，
臺灣左翼人士是滿懷理想拚命地在做這些事情，但他們都在社會的邊
緣角落，要不然就是被關在監牢裡面。然後，當他們重見天日可以活
動的時候，時代已改變。東歐、蘇聯解體，共產政權骨牌式的倒塌，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已經變成過去式，所以他們很沮喪，就開始喝酒，
變得很頹廢。我在西班牙的時候第一次聽到共產國際歌。這個歌有一

種振奮人心的節奏，沒想到那個時候，臺灣也有人在唱。吳耀忠就曾
在戒嚴時期半夜的淡水街頭，唱給他的年輕朋友聽。

在當時戒嚴統治、白色恐怖籠罩下，我們對外界很多資訊都切斷
掉，我們都不知道世界發生什麼事。我們曾經熬過那個時代，但出了
國以後才瞭解臺灣。在外國看到西安事變的內幕，以及探討的文章和
資料。看到《中國革命的悲劇》，以及外國人寫的 1927 年 4 月 12 日
上海清黨的事件，那是一場大屠殺；出了國也才知道戰後全世界有三
大法西斯的獨裁者，一個是西班牙佛朗哥，一個是臺灣蔣介石，另外
一個是阿根廷的裴隆，都是有名的。但佛朗哥死掉了以後，他將政權
交給以前王子讓西班牙舉行全國大選，冒出兩、三百個政黨競逐國會
席次，街頭巷道都被白色一片的政治宣傳單灑滿，還以為是下雪。當
我回臺灣的時候，情況也已經完全不同了，而那時我覺得說我有責任
開始關懷這個土地，開始認真研讀臺灣的歷史，找很多書來讀。回來
的時候也剛好發生美麗島事件，我就站在遠距去看這個問題，重新回
溯鄉土運動的問題。

我今天在這裡講臺灣美術，這本土化有一個開先河的貢獻就是謝
里法，他那本《日據時代臺灣美術運動史》裡面有很多錯誤，但那不
重要，他是首位將「臺灣美術」跟「臺灣文學」一樣當作一門學術研
究的重要題目的人，讓大家注意這是一門需要好好研究的學問。然而
當時他人在美國不方便，寫信回來跟老畫家要資料，老畫家們不太願
意提供，因為被二二八事件嚇壞了。等到書出了以後，發現很多內容
對他們不利，就開始叫屈，我認為老畫家們也要負一點責任，人家跟
你要資料你們不給，現在寫出來就認為那是錯誤，難道不提供資料的
人沒有責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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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這裡也可以看出二二八事件對臺灣帶來的負面影響，就是「囝
仔郎有耳無嘴」( 臺語 )，當時死的人很多是推動文化、社會運動人士，
所以後來的臺灣人都不鼓勵這方面的活動，多鼓勵兒女去當醫生、做
生意，大部分都這樣子，臺灣很多優秀的人才都集中在企業裡面，臺
灣美術界的人才就逐漸凋零，思想也比較貧乏。所以我認為，今天我
的演講就是要讓大家知道一個概念，臺灣從鄉土運動時期已經開始注
意到自己的定位問題，開始知道應該關心這塊土地。同時也瞭解到鄉
土運動帶頭的都是外省第二代，不全然都是臺灣人。再者，這些外省
第二代人為何會成為前鋒？原因可能是：一、離鄉背井來到這裡，沒
有在地社會的倫理包袱，臺灣子弟對前輩還要稱伯伯、叔叔的，他們
就比較沒有這種限制，叛逆性很強。二、既然離鄉背井來到這個地方，
沒有拼的話，可能看不到未來。當時叛逆性最強的，最敢講話的叫李
敖，大家都知道這個人。在《文星》時代，他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人物，
連我當時都體驗到他的犀利。臺灣本地人是默默地耕耘，之後尉天驄、
高信疆等外省第二代就與臺灣本土新生代作家合流在一起，一同關心
這個苦難的島嶼。

今天我還要特別強調一點，就是不要被政客操弄省籍問題，省籍
問題我認為基本上早就不存在了。比如一個年輕人喜歡一個女孩子，
哪會管她是哪一省人，現在黑種人都跟白種人通婚了，如果你喜歡一
個剛果的女孩子，父母也不見得會反對，反對也沒用，你愛上了嘛。
很多家庭革命搞到離家出走、切斷父子關係，但是出去以後孩子生了
下來，白白胖胖抱回來，爸媽抱孫子高興得不得了，最後一笑泯恩仇，
因此都是第二代贏，上一代都輸。很多芋頭番薯早就融合在一起。比
如蔡詩萍，他爸爸是老芋頭，媽媽是道地本省人，他媽媽愛上他爸爸，
但是家裡反對，他媽媽就跑出來跟老芋頭一起生活。結果孩子生下來

後，外公外婆還不是伸手歡迎，想要抱孫子嘛！臺灣這個地方，我認
為不要去觸動這種敏感神經，而是要推動鄉土運動，鄉土運動是什麼？
就是大家一起來共同關注這個地方。

今天我要提出的結論，就是不要認為注重地域觀念就等同於注重
臺灣本土事務。在 1980 年代我回到臺灣的時候，我就開始提倡本土運
動與文化，為什麼？因為鄉土運動到最後也走進死胡同。鄉土運動變
成鄉村運動，為什麼當時會走入鄉村，就是鄉村地方長期被忽略，這
是第一點。第二點，鄉村比較沒有受到西潮的汙染。但是鄉村到底不
能代表全部臺灣，臺灣工業化以後，很多人口集中在都市裡面，都市
裡面的問題更為嚴重。後來在 90 年代我就開始提出一個概念：提倡本
土化代替鄉土運動，就是鄉土、本土文化也可以變前衛，到今天我認
為這不是地域觀念，而是一種國際觀。

現在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可以告訴各位，世界已經產生很大
的改變，共產主義已經沒落了，資本主義也沒落了，美國所主導的經
濟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也已經走到極端，開始遇到問題，例如金
融海嘯，和歐洲出現的債務問題。全世界的經濟中心從歐洲、美洲開
始移到亞洲來，臺灣現在也急起直追，印度也起來了，巴西也起來了，
所以我可以這樣講，過去認為西方美術的發展是單線演繹，也就是將
西方美術的核心價值當作就是普世價值。然而今非昔比，現在的西方
核心價值也漸漸不再是核心，世界各國也都體認應該要包容各個地方
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多元文化，從西方主導的單元文化
進入到多元文化。這個世紀大家開始思考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去包
容這些不同的文化，建立一個更公平合理的全球秩序，因此回過頭來
看臺灣，臺灣不是落伍而是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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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開始注意到臺灣是要走向世界，電影「海角七號」為什麼能
夠起來？這部電影放映的時候，輿論不看好，市場也不看好，政府也
沒有人去關注這個問題，認為能夠賣到五百萬就偷笑了，結果賣到將
近七億，為什麼？因為群眾帶著輿論走，我是接到電話，說林老師你
要去看，這電影很特別，應該值得看。看了以後換我打電話告訴別人，
甚至還出錢請我的學生去看。為什麼？因為從這個電影發現自己，發
現裡面我們這麼熟悉、可愛的人物、事物在這裡，讓我們有一種會心
的微笑，自此電影不再跟著潮流走，隨後「艋舺」出來了，「陣頭」
也出來了，國片因為找到一條路，漸漸起飛了。這條路告訴我們什麼？
真正決定生死的是看電影的觀眾，這也告訴我們，要使臺灣美術蓬勃
發展，就必須培養我們本地的觀眾，本地的藝術大眾。我們都一直看
紐約、巴黎，討好他們，長期忽略掉了我們自己的觀眾，我們如果在
這個地方扎根，就可以邁向國際，所以「賽德克．巴萊」參加威尼斯
雙年展，得不得獎我不關心，目的是要讓他們見識臺灣的電影。「賽
德克．巴萊」拍成電影，我認為很了不起，事實上魏德聖我不認識，
但我公開肯定他，因為史詩電影沒有人敢碰，這是高難度的電影，你
能夠拍成這樣已經很了不起，一定會有一批後起之秀前仆後繼出來。

《藝術家》雜誌在週年紀念刊中特別向美術界介紹原住民作家瓦
歷斯．諾幹，他第一次發表文章時，我以為是東歐的作家。我第一次
約瓦歷斯．諾幹見面，他來到我的畫室，帶了太太過來，他介紹自己
是泰雅族，太太是排灣族。他太太很像高更筆下的大溪地女人，黑黑
壯壯胖胖很可愛。他們就是泰雅族跟排灣族通婚，當下我就決定介紹
給美術界知道有這麼一個人，臺灣應該要這樣融合。所以在這塊土地
上，讓我們變成一個共同體，大家一同關心這塊土地。過去的歷史，
現在的處境，未來要往哪裡走，我們都必須要去瞭解。歷史傳統脈絡

要建立起來，我們才能夠知道在這個時代應該扮演什麼角色，要發揮
什麼功能，鄉土運動的精神我想應該廣義化來發揮，不要狹義化。

臺灣這塊土地是我們大家共同經營的成果，我到武陵農場、福壽
山農場、清境農場，沿途發現很多老兵為了開墾臺灣這個土地，多少
人死在那裡。我跟法鼓山果東法師去那裡做法會悼祭他們。我認為，
大家一定要體認到不要再被政客操弄。對於政治，我是站在一個制高
點去看問題。臺灣未來怎麼樣，告訴各位我很樂觀，因為臺灣人的韌
性很強，島上的人民不斷地從歷史戰亂中活了過來，很多挑戰我們都
經歷過。所以未來我希望新生代能承襲這種韌性，同時也要多花時間
珍惜、認識這塊土地。今年我汗流浹背地畫了一幅十二米長的畫，內
容是一百多條櫻花鉤吻鮭在水底下游，幾千顆石頭出現在溪裡面。畫
得非常辛苦，但我希望能透過這張畫向全國從事環境保育工作的人致
敬，也代表著珍惜臺灣這塊土地。

我的演講進行到這裡，謝謝各位，有什麼問題你們可以發問。不
要怕把我問倒了，如果問倒了話，我就覺得自己什麼地方不行，我回
去再自修。

提問者一：二二八事件目前公布的真相只有十分之一，十分之九還沒

有公布，老師的看法認為需要把十分之九的真相全部公布，這件事情

公布後會不會動搖臺灣的團結，有違老師剛所談的，要共同為這塊土

地一起努力？

林惺嶽：我們要面對歷史才會進步，我告訴各位，1970 年，德國總理
布蘭德 (Willy Brandt) 跑到波蘭猶太人受難紀念碑前面下跪，他一跪
下，德國這個國家從此站了起來。日本犯一個很大的錯誤，就沒有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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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面對這個戰爭罪行的問題，因為美國當時袒護，到今天很麻煩，戰
後周圍的國家還罵他存有軍國主義思想。

我告訴各位日本會不會再變成軍國主義國家，我告訴各位不會，
因為軍國主義當年想達到的目的透過經貿全部都達到了，不需要再搞
軍國主義。二二八事件十分之九要不要公布？我們不是要用愛來化解
仇恨嗎？有沒有人真的做到了？誰啊？陳澄波的兒子，陳澄波的家族，
為什麼呢？因為他爸爸被槍斃的時候，三天不准收屍，就暴露在那裡。
然而，仇恨結這麼深，陳澄波的太太怎麼教兒子你知道嗎？他要兒子
好好做人，要善待別人心存善良。結果陳澄波的兒子陳重光先生在
1980 年代，從國民黨手中拿到好人好事代表的表揚，這是一個值得推
崇的範例。

所以我認為國民黨不用害怕，像八年抗戰一樣公布真相，二二八
也要公布！你說才十分之一對不對？你這樣一講我真的嚇一跳，還有
十分之九，這當然要公布！公布的意思就是說，讓大家瞭解這個真相
是什麼？讓我們瞭解這個錯誤，我們不能再犯，這是一個寬恕的開始，
真正寬恕的開始。我最近看電影，名稱為「打不倒的勇者」，內容是
講述南非的曼德拉在國際橄欖球賽舉行時，要在幾萬名觀眾面前曝光，
因此安全層級要提高，但人手不夠，人手不夠怎麼辦？他要徵求更多
人才進來特勤組裡面，結果這時忽然敲門進來四個白人彪形大漢，當
時特勤組隊長說這四個人以前是追殺曼德拉最厲害的特警，怎麼可以
讓他們保護總統安全，又向曼德拉說這樣我沒有辦法保護你的安全，
但曼德拉跟他說，我知道這些人，這些人他們對過去已經都有交代，
我覺得我們應該信任，應該寬恕，寬恕是最好的武器。講得多漂亮，
多好啊。你寬恕了他們，他們會回過頭來盡他們的責任，要建立一個
國度，就必須要寬恕。

所以我剛才提到布蘭德為什麼要下跪？納粹屠殺猶太人時他還很
小，哪有犯罪，但他代表德國下跪道歉，當他一跪下去，德國立刻站
起來。大家也可以說馬英九在二二八發生時年紀還小、不懂事，跟他
有什麼關係？不，你做一個國家的總統，就必須對歷史概括承受，這
是應有的胸襟。所以二二八真相公布不會動搖臺灣的團結，不可能的，
你放心好了。我贊成應該公布。

提問者二：我想請教老師，我們曾經走過那種所謂大而強，也就是發

展硬體、工業的部分，後來也好像逐漸走向小而美，也就是軟體的部

分，也可以說是人心。我想請問有沒有可能慢慢走到簡而精？這個現

階段出現在歐洲、西方國家，以後會不會傳入臺灣？

林惺嶽：謝謝！謝謝你的問題。臺灣的整個企業發展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都替人家代工，而且我們互相競爭，利潤壓得很低，所以
我們是被蘋果欺負的很厲害，我們代工賺到的錢非常少，但是他賣得
價錢很貴，利潤非常高。你說簡而精，這是我們要努力的方向，開始
要有創意，開始要建立品牌。

臺灣未來最大的問題，像王雪紅不是有一度變成臺灣首富嗎？報
紙登出一個標題，就是品牌皇后壓倒代工皇帝，代工皇帝就是郭台銘，
品牌皇后就是王雪紅。但只有王雪紅還不夠。這裡面就牽涉到一個問
題，就是國家定位不明，遠景怎麼樣不知道。我有時候為這事情常常
失眠，《遠見》雜誌曾經有做過一個調查，問我我們有哪些遠見人物，
我都沒有回電，因為臺灣根本沒有遠景，怎麼會有遠見人物。為什麼
我講給你聽，我是說過去反攻大陸、反共抗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什麼建設大臺灣，建立新中原，都是空中閣樓不踏實，都是天馬行空、
白日夢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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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臺灣現在已經變成近視眼，只能看近的東西，看不到遠景，
投資方面也不太投資長期的，希望短期就可以回收，未來怎麼樣不知
道，文化也是一樣，炒短線作業，不願意做一個長程的規畫，臺灣最
大問題就在這裡。所以我認為臺灣沒有遠景，國家領導階層對臺灣的
虧欠很大，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你說簡而精，精的問題是一個
很深的學問。那個簡的問題是什麼？就是要杜絕沒有必要的浪費，馬
英九總統不是講說他要歷史留名，我現在可以公開講，我寫一封信給
他，我說你將來要這樣的話，有一點可以做到，就將國家的法令制度
中落伍的全部淘汰掉。將法律規章整個改變，使臺灣適合國際競爭的
體質。

所以精簡的問題，很抱歉我不能給你做一個很專業的回答，因為
臺灣投資的問題跟開發的問題，很多人不願意看得太長，都是短期的。
但是有很多有眼光的事情，就像宇昌案，雖然看的很遠，但這個東西
也被叮得滿頭包。我認為這個問題不太容易解決，就是因為不願意看
得遠，看得高瞻遠矚。這個問題在文化上也是一樣，我們不是有很多
國際展覽要找場地但找不到，因為很多好的場地是要四、五年前就訂
下來，但我們的會計制度不容許這樣做，沒有一個完善的配套措施，
很多策展做不出來，沒有預先訂到好的場地就沒有辦法提前規畫，臺
灣也一樣，明年我在北美館開回顧展，那是四年前就已經訂下來的。
這個問題，很抱歉我可能沒有讓你滿意，但是我就只能講到這裡。

朱 銘，吳順令 Ju Ming, Shun-ling Wu
藝術家，朱銘美術館館長
Artist, Director of Juming Museum

朱銘談藝術

Ju Ming on A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