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3

特別報導  SPECIAL REPORT

文 / 鄭乃銘

1993年5月，余彥良在台北市內湖成立尊彩藝術中心。

2012年5月，余彥良的「尊彩」還是在內湖。只是，20年前僻靜極簡的畫廊空間，此刻已經是建地500坪的畫廊旗艦店。

20 年，是生命跨入成年的一個重大指標。

20年，對一家畫廊來講，卻是見證自己眼光的最好刻度。

余彥良在「尊彩」的歷史進程中，寫下的不單單只是台灣畫廊成長歷程，而是昭驗出作為一個畫廊的負責人，可以從現實

淬礪中；既沒喪失開朗個性，也未曾惶惑過自己的選擇。他更從台灣前輩美術家的藝術品格中，學習到堅持做對的事；是

重要的，創造社會共同利益的必要；才會有個人的獲得。他也從現當代藝術流變中，養自信、育謙遜、知感恩、懂給予，

這樣的個性，深深影響著畫廊工作團隊的倫理，也使得台灣沉寂已久的台灣前輩美術家，再一次受到環境的極度重視與再

度重新被詮釋。

20年的時間，可以證明很多事，也可以證明自己的位置到底如何。

「尊彩」走過20年，不僅證明自己越來越被這個環境需要，也同時讓余彥良越來越發現心中有一大片清涼地，更樂於與人

分享。

尊 彩 盡 是 精 彩

鄭乃銘：你20歲的時候，想的是什麼？幹的是什麼？
余彥良：我20歲的時候，唸書呀；除了唸書就追求信仰的力量，你記得嗎？那個
時候也正是70年代，台灣在那個時間正是種種新舊交替、宗教也特別興盛。我在
那個時候，也不知道是那裏來的心思，就是堅信深山一定住著奇人、江湖一定會有

軼事，而且我從小就喜歡讀《山海經》、《抱朴子》，中學也讀點金庸和古龍的武

俠小說，心中盡是武林絕學、道家信念，都在那個時間爆發開來。尤其我當時有一

位很好的朋友，倆個人經常放假就往深山裡探險。我想，深山裡面一定住著有高深

學問或有武功的人，等著我進去拜訪他。另外，我又喜歡讀一套道家的經典《道

藏》；書裡更是什麼都有，就更加讓我深信奇人與軼事的存在。我本來就很喜歡看

書，但又不像一般人看就看了。我每次讀一本書就會從裡面產生許多問題，然後我

就拚了命要去找到作者來問個明白，那個時候那有電腦、那有Google，但很奇怪那
個時候的書往往都會有留著與作者聯繫的方式，我還真找到那些作者，甚至還跑到

人家家門口去等人。我現在回想起來，後來做了畫廊編《藏寶圖》；內容往往都會

有很多從藝術作品延伸出來的文學、音樂、戲劇、旅遊⋯.等等訊息，我總會一定找
到與作品有關或訊息相關當事人問個清楚與親自提供文字內容，的確與我成長階段

經驗有絕對關係。我一直覺得，自己很有長輩緣，從事畫廊工作，也經常與長輩接

近，應該也是與年輕時的經驗有關。我總是喜歡問問題、聽人家講話，問問題；更

也不是瞎矇胡扯，我總是會準備好功課，很誠心的去尋求解惑，長輩也往往對我的

來意有好感，更願意說話給我聽。我想，做畫廊之後，會選擇前輩藝術家來作為推

薦主軸，與這個因緣是脫離不了關係。

鄭乃銘：20歲的「尊彩」，想的又是什麼？想要做的又是什麼？
余彥良：復興中華文化！哈哈哈⋯.。你問，我腦子很直接就這樣想呀！你聽我講。
我剛剛不是跟你提到20歲時候自己的經驗嗎？這幾年我很清楚感覺出，現在的環
境與我當時成長的環境確實差異很大。那個時候我們唸書，很單純；也不是為了以

後畢業要賺錢而去選擇一個比較貼合社會潮流的科系。因此，除了唸書；也允許作

夢，但是你知道嗎！允許作夢的基本前提是在於，你必須要懂得知識的重要。我一

直很喜歡前輩藝術家的作品，真實來講是，因為我在他們的作品身上，也看到為人

處事的風格，他們總會有一股很好的性格厚度，毫不遮掩的就擺在作品裡面，那是

因為他們對自己所選擇的志業有信仰，現在，我普遍無法從環境裡的藝術品感受到

這股信仰、這股力量。我想，這個環境已經不是當初我執意著迷的環境。如果作為

一位藝術家沒有人文的厚度，那麼又如何能夠讓藝術能成為長久呢？這也就是你問

我，我會想到復興中華文化這個感覺起來有點不合乎現代節奏、但卻又能表彰我心

裡的一句話。

鄭乃銘：2010年「尊彩」遷移新址，套句台灣畫廊界的話說『突然，大家都重新又
認識了「尊彩」』！也有人說『⋯現在，不得不認識「尊彩」⋯』！今天，你能否

回想；那個時候的成績表現，你滿意嗎？

余彥良：是有些許的滿意。我花了一年的時間去談這個空間，這段過程的艱困外人

很難想像，但當我看到本來在裡面的游泳池被填平，我心裡真有難言的充實感。一開

始，對於這建築要被拿來做畫廊，管委會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對，光是溝通就近半年，

終於可以了；裝潢卻足足搞了近八個月，時間的耗費非常驚人。但開幕之後，才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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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困難的開始。我特別想到唸書的時候，受到老師一段話的影響至深。他說，如果你把

做的事情當作一項職業，那你並不會從中產生成就感，可是如果你把它當作是一項事

業，你則會從裡面感受到創造多數人的利益，自己才能擁有真利益，因為你如只懂得創

造個人的利益，那勢必就會引起周遭的反彈。就好像當皇帝，假如只是上朝、下朝，那

就是一份工作，但有人做皇帝卻懂得體恤民情、創造更符合百姓的利益，那就是把當皇

帝這件事當作事業來經營，也就能得到百姓的愛戴。當我有了500坪的畫廊空間，我當
然沒有像過去只是管理一個小空間來得輕鬆。可是，當年老師講的這段話，此時格外令

我引以為鑑。我最記得新館開幕展的時候，很多藏家都來，給了我很大的鼓勵。有天，

馬維建先生來，逗留了很久；跟我聊天時說「小余，你都做到了這樣的地步，接下來；

你要做什麼呢」？我非常感動他講的這句話。我覺得，新館開幕讓我更有信心往前走，

有很大力量是來自這些人出於真正的關心，所給予的溫暖加持，讓我格外珍惜。這些人

讓我深切感受到，我有了比過去更巨大的力量時，就更應該去創造群眾之利；也只有群

眾有了利，我自己才有利的存在。就像也有人會在那個時間跟我說，你做這個展應該是

美術館做的⋯。是啊！這話也是、也不是。美術館當然有美術館的角色和功能，可是如

果在現階段美術館功能未必如此彰顯的時候，私人畫廊有能力去做，難道說私人畫廊所

能達到的社會分享力量就不足美術館了嗎？我們或許都很習慣以金錢的價值來衡量成功

的地位，我不是說賺錢不對，但除了錢，畫廊的展覽能夠達到的社會分享，這其實也就

是所謂大眾的利。難道，不是這樣嗎？

鄭乃銘：1.從2010年到現在，你的畫廊幾乎可說是為台灣前輩藝術家作品帶來新的生
機。我一直很想問你，你是如何找到台灣前輩藝術家的當代切入點？

2.對你來講，你從前輩藝術家的藝術身上學習到什麼？
余彥良：態度！對藝術的態度！這態度也就是一份信仰。而謙和，才有大氣。有個故

事，我未曾跟人提過。那個時候新空間確定、進入裝潢階段的時候，我就去接陳重光

(陳澄波的長子)先生來看，當然那個時候就是個工地，但是陳重光非常仔細的左看右
看，也很關心地問了我很多事情。我那個時候心裡很簡單，我覺得自己要有個新開

始，我很看重這個長輩對我的意見。而我之所以看重，又是因為我從陳澄波的藝術、

還有家族對待陳澄波藝術的尊重態度，都讓我感受到彷若宗教般的虔敬。後來，陳重

光就很嚴肅跟我說：「如果是這樣，那你一定要展出那件〈我的家庭〉」。我當時簡

直不知道該如何形容自己內心的激動！我當然想呀！這件作品是陳澄波的代表作之

一，也是他們陳家的傳家寶，只是我根本連想都不敢想能夠借展！可是，陳重光卻自

己提出來，而且就好像我也是他們家族的一員⋯！有件事情說來巧合，但也許能解釋

我為何與陳澄波家族特別投緣的原因。我的生日是3月25日美術節，你還記得陳澄波
在嘉義過世的日期嗎？1947年3月25日！20年的畫廊經營，我受到陳重光的關注與照
顧也最多，或許冥冥中都有些難以解釋的定數。而一旦有了這件作品，陳澄波的展覽

就變得更完整。因為有了一個更完整的空間舞台，陳澄波的家屬更願意讓作品在合適

的舞台與社會見面，這是一份多麼無私的公眾利益。因為陳重光的信賴，更讓我要爭

氣。而陳重光謙和的作風，同時也相對顯現出前輩藝術家每每會留在作品裡的大氣，

這都是一種相互影響，也是我心裡所謂的厚度。前輩藝術家的作品，總是會累積著環

境所交付的經歷，這些經歷並非是建立在對時代控訴，卻是對時代發揮一種極大化的

慈悲，我常會這樣想，如果沒有外在的某種刺激，我們又何嘗知道自己內在的慈悲是

否能夠具備有厚度呢？所以，我們只是在欣賞畫嗎？我的答案是，不止！真的不止！

鄭乃銘：歷史，其實一直都在那裏，根本就沒有遠離。我們以台灣前輩藝術家來做為

舉例，他們始終是存在這個環境裡，是否有什麼樣的特質是你過去忽略；但現在卻看

到的呢？

余彥良：記不記楊三郎作品展的時候，你曾經跟我說，楊老師的作品怎麼跟在美術館

看的不同呢？其實不只你一個人講同樣的話。你是因為曾經到過楊三郎美術館很多

次，清楚什麼作品在那個地方，當然就會很快感覺前後印象有何不同。不過，我從新

館開幕展到楊三郎作品展，很明確感覺出一個適當的展覽空間，給了我更大的精神能

量，讓我更有信心能去做前輩藝術家的作品。我的意思是，以前大家或許空間都是極

為近似，但現在環境改變我們對空間的要求與看法，相對之下，同樣一件作品在前後

不同環境的差異底下，就會出現非常不同能被解讀的韻味，你甚至因此會發現過去所

未曾發現原本就存在於作品當中的精神細節。事實上，作品都是一樣，差別的是，環

境變了，我們對待自己的感情，也變了。

鄭乃銘：你曾經告訴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從「現代」要轉「當代」。因為，我所經

營的是不同時代背景下的當代藝術』。那麼，我想問你；當時的當代與現在的當代，

你覺得差異點在哪裡？

余彥良：以前環境沒有那麼好，藝術家總不免會在作品顯現出那份生活的困窘和艱

辛，可是你卻能從中發現藝術家不單單只是因為興趣在創作，作品當中更隱含著教

育；一份精神的教育在裏頭，那也就是一份對選擇的堅持，而不是對生活的指控。可

是，現在大家普遍都較為富裕，很多東西都顯得如此易得，就是因為易得，也就不怕

失去，既然不怕失去，就很容易改變心志。可是，藝術；不就是應該要堅持嗎？不就

是要與時間相抗衡的嗎？如果我們說過去前輩藝術家是用心於每天生活，而無視於生

活艱困所帶來的阻擾，而能讓生活都能有它的意義，那麼，現在的藝術家能夠嗎？有

時候，我都會這麼的想著⋯.。

鄭乃銘：因為空間的機能性變大，相對也使得你加入更豐富視野的新世代藝術家展

覽。你是如何來選擇這些藝術家的呢？

余彥良：我常透過藝術家的作品，讀出這位藝術家是否對藝術有無尊敬態度，這個態

度往往是能顯現出藝術家對待藝術的邏輯力、秩序感。簡單來講，我喜歡的藝術家

是應該具有多方面的感受力。你回想一下，古今中外優秀的藝術家都有相當深厚的

人文素養，因為有豐厚的人文素養，就會使得作品與人格產生更多的精神廣度，而

不是只一昧在視覺上去贏取注意。我也感覺得出，現在不少藝術家心都靜不下來，

心一旦無法靜下來，作品就會投射出焦躁的浮動性格，然後你會發現這樣的藝術家

經常花很多工夫在不斷解釋自己的作品。我其實不是很喜歡過度去解釋作品。因

為，好的作品是很容易與人產生對話性。而藝術最迷人的地方，就在於自我解讀得

到自己的感動。

鄭乃銘：你向來都很習慣與前輩藝術家或藝術家家屬往來，與新世代藝術家相處，有

沒有一些情態是你未曾想到過的呢？

余彥良：年輕藝術家或許有些人的態度不OK，但因為不Ok，也才能讓我發揮與試探自己
的寬度和耐性，言談中也能互相交流，讓這個世代的藝術家去了解他們所不足的地方。

尊 彩 盡 是 精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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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乃銘：你對新世代藝術家的經營，是否也有一些比較成熟的計

劃了呢？

余彥良：計劃，當然是有，可是我會比較關心的是，畫廊如何在

藝術與現實的差異當中，找到或創造更大的公約數。我們現在也

投入不少心神在推薦新世代藝術家，但我則發覺，推廣當代藝術

的過程，不能一昧只是去談藝術，而得考慮藝術進入空間之後，

它是與人發生關係的，那麼這與人發生關係的同時，是否也能被

感受到作品的想法呢？我也曾經遭遇過藝術家講的與作品出來之

後，很難做出相對應的關照。而且很多藝術家或許都沒有意識

到，藏家要的其實都是相對單純；而不是那麼喜歡必須不斷口頭

演繹的藝術。所以，在規劃新世代藝術家展覽的時候，我們還是

希望能夠讓作品與現實的認知當中，找出閱讀的自我新樂趣。另

外，我們對新世代藝術家也相對尊重，這個尊重是不會太過問藝

術本質的創作問題；但我們卻很樂於與藝術家共同去面對藝術本

質以外的一些配套問題，用意無非是希望藝術家能更專注於自己

的創作。另外，我們也不是很贊同藝術家的創作好像是為了完成

某種建案才去進行，假設創作變成就好像是去完成建案，那相對

作品的本身就喪失更多被閱讀的空間。

鄭乃銘：2012年，我很明顯感覺得出來「尊彩」並不想只是停
留在原本的位置。談談你的「精彩--尊彩」的未來經營想法。
余彥良：我最感到開心的一件事，就是在於當藏家從你的畫廊購

買了一件藝術品，而心靈與生活都喜悅至極。

鄭乃銘：你在2010年的新址開幕首展當中，成功地重新詮釋陳
澄波與廖繼春，更帶動台灣美術館重新檢省前輩藝術家的研究

展。你自己是否有特別的想法，在未來會以更超然的角色讓「尊

彩」的展覽，不只是發生在同一個地方呢？

余彥良：我當然很高興我們所做的事情，也能引起社會的注意，

這也就是我很希望能夠達到的做事的影響性。我很坦白地說，我

從陳重光那裏，得到自己要更努力也要爭氣；從楊三郎的作品展

當中，我得到了做事更有信心，這些都是讓我感受到，做一件事

情不要只在意個人利益，而是要有追求眾人共同利益的同理性，

因此不管以後展覽是在「尊彩」或參與其他案子，我都希望其所

產生的影響是有它的擴充性、社會性。

鄭乃銘：20 年，你曾經害怕過失敗嗎？
余彥良：如果你做一件事情的時候，很明白是因何而起、會產生

怎樣結果，其實也就不會感到害怕。以我現在來講，我確實比起

過去更有信心，有了自信，自然就不懼，但並這不表示不憂。現

在畫廊的空間那麼大，你說沒有壓力是不可能，而且也不是每樁

事都一定順遂，這就好像說同樣樹種在同樣森林，也不見得每棵

樹長得都一樣壯碩，受光面不同，自然就會產生生長條件不同，

也就會造就不同的生長。但是仔細去想，人會失敗，不也都是個

性使然嗎？

鄭乃銘：好。那我再追問另外一個問題。20年，你一定遭遇過
被誤解，你又是如何來面對的呢？

余彥良：我講個與同仁開會時，曾經講給大家聽的話來回答這個

問題。一個團體當中，一定會發生誰對誰有意見、誰對誰不喜

歡，這是很平常的事。可是我就跟同仁說，團體當中每個人都有

自己應當受到重視的特質，例如，我們都會認為慷慨就義是很簡

單的，但如果你要一個人從容赴死，恐怕就不會有太多人會願

意。可是，團體裡面，就會有人是屬於慷慨赴義的特質，但也一

定會有人在面對大家都不願從容赴死；出現一個人選擇從容而無

所畏懼。因此，你不能因為一個人性格當中某個地方與你不同，

就全然否決這個人。這就好像我們對人因為有判斷，自然就影響

到對他的藝術也有所判斷，進而產生對作品觀視的落差。問題

是，假設作品是好的，那不就對藝術是不公平的嗎？一個人，絕

不可能受到眾人都按讚，但我是這樣來看這個問題。平靜的水，

如果沒有小石頭怎會產生漣漪，這就好比是一種試探；試探平靜

度、也在試探所造成的波紋又如何快速恢復常態。我們在講慈

悲，不知你有沒有發現；假如沒有出現巨大的傷害，我們又是如

何知道自己的慈悲有沒有廣度與厚度呢？我常會這樣去想，就因

為環境會有不同的聲音，我們也才能有所獲得，沒有試煉又如何

知道自己有力量呢？

鄭乃銘：「尊彩」一直有著相當好的畫廊倫理，在我所觀察的兩

岸畫廊當中，畫廊倫理基本上都是操作在負責人本身所具備的正

向特質身上。你認為，一個好的畫廊應該具備怎樣的特質？

余彥良：為什麼我的工作人員看起來都很喜悅，原因出在熱忱。

我在應徵新進員工的時候，當然也會希望對方條件越好越棒。但

我後來發現，是不是藝術本科，都還不是挺關鍵的因素，重要的

是在於熱忱。我有一位新進的員工本來是在醫院服務，是位相當

優秀的醫療師，可是她卻跑來應徵，她說「我發現，現在很多人

到醫院求診，但是病患一多，醫師平均分配給每位病患的時間就

會相對減少，只是很多人到醫院，並不只是因為病痛，更有心理

的病痛，問題是醫師只能在很短時間診斷出身體的病痛，卻根本

無法解決病人心理的病痛。我就想，是不是有什麼工作是能帶給

人在精神上更大的富足？藝術，很顯然是個方向」。她的這段話

令我相當感動，而她現在也是畫廊非常好的一位員工。

鄭乃銘：「尊彩」長期以來始終與台灣本地資深藏家有著相當深

厚情誼，只是現在因為環境充滿更多的變數，藏家對藝術的態度

也自然有所改變或修正。作為一位資深的畫廊負責人，你覺得現

階段的藏家較諸過往最大不同點是在⋯？

余彥良：環境不同，當然也就會產生不同的收藏家性格和習慣。只是，20年的經驗下
來，我們的確有跟著畫廊一起成長的20年資深藏家，他們從最早時開始買畫，到現在也
都能買陳澄波、楊三郎，可見藏家的經濟力與鑑賞能力都與時俱進。我們到現在為止，

都還是非常重視對藏家的售後服務，能夠與藏家建立革命般感情但大的環節也在於此。

我常會覺得，作為一家畫廊不只有要對藝術家負責，也更要對藏家負責，你必須讓藏家

對畫廊的未來是有期望與信賴，這不單單只是畫廊所推薦的藝術品罷了。因此，我們樂

於開發新進的藏家，也同時看重資深藏家的想法，這都成為我們更勤於把服務做到位最

大動力。

鄭乃銘：同樣道理，你覺得現在的藝術形式又有怎樣的不同呢？

余彥良：說真的，我倒不會那麼覺得藝術形式不同有何問題，反倒更關心藝術家是否能夠

認同畫廊，這是比較重要的。再說，以新世代藝術家來講，培養一位藝術家至少要五年才

能夠算成熟，這段期間有太多畫廊要更仔細對待藝術家的地方，好像在養個小孩似地⋯。

鄭乃銘：你會做其他地區的藝術家嗎？

余彥良：這個問題也是很多人都跟我問過的。我其實一點都沒有不要做其他地區藝術家

的念頭！可是，我給自己一個很大宗旨，那就是一定要將畫廊的主題塑造鮮明之後，在

下個階段才會更有可能容納更大視野。只是，立足本土；的確是我很大理想。如果能夠

將台灣本土的豐富美術更推進廣泛層面，讓大家能夠更懂得本土美術的精奧在哪裡，這

確實也是非常重大的希望工程。

鄭乃銘：以台灣前輩藝術家來講，還有誰是你渴望能夠有機會規劃出展覽的呢？

余彥良：真的很多，每個前輩藝術家我都希望能夠規劃展覽！陳澄波的展覽之所以能成

功，最主要是因為家屬有非常好向心力，家屬間的意見也能夠有效整合，再加上家屬對

藝術抱持相同的高度，所以能夠讓展覽在很順遂的環境下成功運轉。做前輩藝術家的展

覽，家屬的意見，是事情能否順利重要的關鍵。

鄭乃銘：20年，你經歷過很多環境變化，如果我問說，你個人認為這個藝術環境最欠缺
的是什麼？你的答案是⋯

余彥良：我講個章回小說裡一則故事給你聽。有次，一個大將軍氣急敗壞趕到渡船口時，

渡船已緩緩駛遠，只見大將軍站在渡口不斷大聲吆喝要渡船駛回頭來載他，聲音急切、態度

更是焦慮。但江河之中調轉回頭是有點困難，全船的人亦都噤聲也不鼓勵。船上一位和尚不

忍地要求說：就調個頭吧！他看起好像有不得不趕上這渡船的理由⋯.。幾經求情，船伕於
是把船調轉回頭，將大將軍給接上船。令人傻眼的是，大將軍一站穩之後，毫無來由的就伸

手甩了和尚一耳光，就像連珠炮似地不斷指著和尚咆哮指責，全船的人都教這個舉止給嚇

傻，竟然沒有一個人出面相挺。一直等到將軍也罵到舌乾，才有人把剛剛主張船應該調轉回

去接將軍的事情說出來。當然，大將軍羞愧無地自容。但和尚則自始至終都沒有回過嘴。有

人於是就忍不住問和尚，為何將軍在痛罵的過程都不反駁呢？和尚很安靜地說「我心中有一

大片的清涼地，想來將軍心中是沒有的。我想，我就分點清涼地給他，亦無妨」。年輕時候

讀到這則故事，令我印象極深，一直到現在，常常會成為我處事的準則。你知道，當大將軍

不分青紅皂白痛罵和尚的時候，無疑也是為自己造更多口業，無疑也曝露自己更多性格上的

缺失在眾人面前。你問這個問題時，我旋即想起這則故事。我心中也有一大片清涼地，那麼

分一點給別人，又有何妨呢？不知，這個故事有沒有回答你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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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陳重光那裏，得到自己要更努力也要爭氣；從楊三郎的作品展

當中，我得到了做事更有信心，這些都是讓我感受到，做一件事情

不要只在意個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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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台灣美術能見度
文 / 李欽賢

蠕動的山河再出發

最擅於描繪近代文明場景，喜歡路上觀察

的油畫家陳澄波，一開始學畫就到嘉義北回

歸線碑現場，練習寫生。後來他用油彩畫嘉

義街景，不是電線桿林立，就是鋼筋水泥樓

房的現代建築，這些都是新文明的產物，也

說明了陳澄波對近代都市新景觀的敏感。

饒富興味的是陳澄波的淡水系列油畫，大

都是一九三五年之後的幾年內創作的。一向追

逐城市新地標的陳澄波，突然急轉紅磚古厝，

當然是這個煙波浩渺，崗陵起伏的山城老鎮，

讓陳澄波深深著迷，非但發現歷史層疊建築群

的魅力，竟而意外譜出老台灣潛藏的生命力，

終於為台灣美術史留下不朽的傑作。

傑作中的傑作是《淡水夕照》，五年前

創下台灣油畫家拍賣市場價格的新高，達

二億一千萬台幣。這幅畫己多年未公開面

世，尊彩藝術中心煞費苦心奔走，終於獲得

收藏家的完全信賴，即將在今年五月尊彩創

業二十週年的大展中推出，作為壓軸鉅作。

《淡水夕照》俯瞰老淡水，最能留住歷史

距離而引發鄉愁。戲劇化組曲的聚落構成，

鉤出了山河蠕動的張力，陳澄波筆下的紅瓦

屋脊，不僅有層次的質感，更富筆觸的律

動。群屋層層構疊的合奏中，特意留下一條

路徑，行走的人群像音符般躍動。

陳澄波的思古幽情，不期然出現悸動的畫

境，或許有時代背景和時空的契合吧！

此作的完成年代，正是「台陽美展」開啟

台灣美術運動高潮的一九三五年。台陽美展

會場在台北，從徵件、審查到佈展，會員都

需要聚集台北。台陽美展的靈魂人物是楊三

郎，會員們討論與住宿的地點也都設在楊三

郎位於永和的別墅。楊三郎對淡水的熟稔，

是因為他曾經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九年之

間，曾經在淡水擁有一間畫室，深知淡水是

台北風景線的最後堡壘，不僅交通方便，而

且有山、有水、有教堂、有洋樓、也有閩式

聚落，居高臨下視野寬廣，古鎮風情盡收眼

底，宛若台灣西洋畫家心目中的後花園。

陳澄波也利用台陽美展開幕參展的機會北

上，與畫友結伴赴淡水寫生。陳澄波創作淡

水系列之前，只有上海時期畫過江南水鄉之

陳澄波   淡水夕照   油彩畫布   50F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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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極少描繪台灣的山河，那是因為嘉義的街市觀察尚在積極進

行中。但是淡水奇遇的驚豔，令他胸悸筆顫，筆下山河震盪，屋

脊反翹，誠屬《淡水夕照》最撼動人心的力道。

另一個巧合點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即第一回台陽美

展的前一個月，台中附近發生台灣觀測史上規模最大地震，死亡

人數達三千餘人，房屋倒塌無數，山線鐵路全毀，台日美術界也

發起義賣賑災活動。驚魂甫定後陳澄波才北上協助籌辦台陽展，

並利用空檔前往淡水寫生。當他面對寧靜的、沒落中的河口群

屋，憶起梵谷在南法畫《奧維教堂》，深得畫中屋脊捲曲，地面

扭動的感召，地牛的洪荒神話加上梵谷的大膽變造，凝出陳澄波

的激情運筆，狂熱地投注到《淡水夕照》。

畫出蠕動的台灣山河，似乎是陳澄波冥冥之中的預言，台灣

又將遭逢遽變，不幸預感成真，二二八事件無情，逼他血濺台灣

大地。陳澄波的生命史與藝術觀，一幅畫、一則故事的豐富內

涵，帶出了研究台灣美術的在地觀點。

展場中另有一幅50F大作，是陳澄波的《嘉義中央噴水池》，
這一年（1933），陳澄波剛從上海返台，新都市計劃開闢出中
央噴水池圓環，作為交通的緩衝中心，因是嘉義新都心的廣場，

行人多，商販必至。值得注意的是，陳澄波將市井生活融入近代

街景的特殊觀照，為台灣美術史注入本地特有的熱帶氣氛和民間

性的元素。

公園也是近代都市的新概念，屬喧囂都會中的綠州。同時展

出的陳澄波《嘉義公園》，被陳澄波處理得極富浪漫幻化，全畫

松、李澤藩、陳進等前輩畫家們未曾面世的作品，並連續出

版「藏寶圖」畫集，有計畫地彙整這些美術全集畫上有，卻

不易見到真蹟的作品。

進入二〇〇〇年代，尊彩持續策辦「藏寶圖」畫展，其所

堅持的信念有三點：一、提出台灣文化財的認知，方是收藏

價值的基本概念。二、尋求歷史定位，是畫廊展出的使命。

三、親近本土美術力促了解自己的土地。

籠罩在畫廊業不景氣的艱困環境中，尊彩猶競競業業不唱

高調，依然「默默的」、「誠懇的」以敬愛台灣前輩畫家之

心，於二〇〇五年于尊彩內湖金龍路新館，舉辦陳澄波作品

的「藏寶圖」展。主持人余彥良同時立下心願，期許有朝一

日能以更大空間與規模來推動台灣美術家大展。尊彩能在畫

廊業低潮的景況下，「藏寶圖」仍浮出畫壇視線，實踐台灣

美術史的民眾教育，尊彩的付出確實盡心盡力。

尊彩雄飛，與當代接軌

堅持理想度過十八年悠悠歲月的尊彩藝術中心，余彥良

與前輩畫家家屬建立了互動和互信，完全是基於經營者的赤

忱之心，和經營手法遵循真理與單純，余彥良愈來愈肯定自

己投入這個行業，經常懷抱喜悅、享受和感動的心情面對工

作。十八年之後終於綻放出生命中最豐碩的果實，也是再增

添生命光輝的，是二〇一〇年尊彩進軍至朝氣蓬勃的內湖科

學園區，擁有新穎、寬廣的大空間。尊彩瑞光路新館像一座

現代都市的心靈城堡，在四周企業大樓林立，台灣產業能量

充滿歡愉喜悅，畫中飛揚的筆觸，牽動出一片喜樂，枝葉亦

隨之起舞，反映出歡呼的舞台效果。

蠕動的山河再出發，意味著台灣文化力與經濟力已重新定

位，這時候就端看文化界包括民間畫廊怎麼運作了。

「藏寶圖」的伏流，浮現台灣美術

一九九二年尊彩藝術中心成立，於一九九三年正式開幕，

座落於內湖成功路四段商圈，是內湖地區第一家畫廊。尊彩

的誕生正處在畫市狂飆，卻時而偶聞大畫廊破產的年代。尊

彩將如何開疆闢土，如何立定永續經營的礎石？尊彩剛起步

時，有幾檔是推出有實力，卻知名度不高的中青輩畫家個

展，風格另類，不落俗套，而且都是默默的、誠懇的創作型

藝術家，如李美慧、金芬華、林俊慧、賴哲祥等等。

尊彩在起跑點上，就與一般炒作型的畫廊區隔開來，「默

默的」、「誠懇的」走自己的路，可見尊彩一開始即策劃為

「默默的」、「誠懇的」藝術家辦展，就經營者或創作人的

精神理念來說，早就有了默契，尤以誠懇的態度畫作尊彩的

商業倫理，完全取得收藏家的信任。

其後幾年，畫廊業呈現成長下滑，拍賣公司異軍突起，

搶盡老畫家曝光的鋒頭，反而畫廊已不再是前輩畫家的灘頭

堡。可是尊彩卻逆向操作，一九九八年起逐年擘畫「藏寶

圖」系列展覽，在市場上持續流通陳澄波、郭柏川、廖繼

春、李梅樹、顏水龍、陳植棋、楊三郎、李石樵、張萬傳、

劉啟祥、陳德旺、洪瑞麟、張義雄、廖德政、金潤作、蕭如

匯聚的摩登大街上，尊彩提供市廛紅塵中的一方淨土，讓人們從

台灣美術精華中洗滌心靈。

尊彩旨在推廣台灣美術的意向不變，倒是達成尊彩藝術中心

的事業目標－－以廣闊的空間傳遞藝術家最真的情感，第一檔大

展即行推出「璀璨世紀－－陳澄波與廖繼春雙個展」，幾乎網羅

兩位大師的代表作，無論是場地或內容，均足以直追美術館的

規模，達到學術性企畫的層級。翌年，第二檔的「楊三郎回顧

展」，簡直是將「楊三郎美術館」的館藏全數搬過來。以美術館

的空間規格，有可能再寫楊三郎藝術的詮釋新頁。

新館新氣象，從「藏寶圖」上綱至台灣美術的能見度，竟是民

間力量單打獨鬥的成果，尊彩能有如此替代公部門之大手筆，全

賴籌備過程中的可信度，這也是誠信畫廊的倫理，尊彩辦到了！

台灣美術能見度的視域，尊彩也要把台灣當代藝術推出去，

它的空間優勢，正好是「當代」與「前輩」相互對話的沙龍。台

灣美術界一直潛藏著代溝的隱憂，有待尊彩來彌合。所以尊彩也

不吝釋出挑高的空間，多樓層的優點和偌大的地板面積，予裝置

藝術展現新生代的爆發力。

去年，締造國際精品愛馬仕全台櫥窗設計的年輕藝術家席時

斌，他的馬造形組合雕塑，或不同材質構成的船形、鳥形等高掛

式裝置藝術，目前已是尊彩新空間的主力。

此外，新生代創作的攝影與油畫，童趣、天真、幻象，完全

有別於傳統油畫的主題。當代藝術的創意，即是未來存世的經

典，尊彩已踏進此一區塊發掘新人才。

陳澄波   
嘉義中央噴水池   

油彩畫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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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澄波   
嘉義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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