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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文化行政 
科  目：藝術概論 

班尼迪克老師 
甲、申論題部分： 
一、何謂「渡海三家」？請闡述其原由及畫家風格。（20 分）「渡海三家」之說是否出現爭議？

請試述你個人的看法。（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考驗同學對臺灣美術史的基本常識。1949 年許多國畫名家隨國民政府東渡，影響廣

泛。但張大千遲至 1977 年才定居臺北，卻獲「渡海三家」美譽。此即爭議所在。 

【擬答】 
前言：何謂「渡海三家」 

「渡海三家」指的是溥儒（溥心畬，1896-1963）、黃君璧（1898-1991）、張大千（1899-
1983）等三人。他們皆出生於中國大陸，後來葬在臺灣。1949 年國民政府遷臺前，他們已

是中國傳統文人水墨畫的代表人物；國民政府遷臺後，他們陸續定居臺灣，示範正統派國

畫，影響臺灣水墨發展甚巨，因此合稱「渡海三家」。溥心畬、黃君璧、張大千等三人，

一生致力於國畫復興，但風格卻不相同，是文人水墨遭遇西方文化衝擊時的體現，也是傳

統藝術面對現代性轉化的代表。 
生平和藝術風格 
溥儒（溥心畬）：文人優雅 
溥儒，愛新覺羅氏，滿洲鑲藍旗人，恭親王奕訢次孫，溥字輩，光緒帝賜名儒，字心畬，

號西山逸士。由於他是清朝道光皇帝曾孫，所以常在畫作上用「舊王孫」印章或署名。

溥儒從小跟隨宮廷畫家學習書畫，臨摹各代名家墨跡。1918 年溥儒曾到德國留學前後 8
年，獲得生物和天文兩博士學位。1926 年回中國後與張大千結識，並致力於傳統書畫研

究。1935 年開始在國立北平藝專執教，至 1937 年因日本佔領而止。1946 年溥儒出席制

憲國民大會，並當選代表。1949 年隨國民政府東渡來臺，被聘為臺灣師範學院（今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藝術系教授。此後長期擔任「省展」國畫部評審委員，在家中收徒授課，

並於國內外舉辦畫展。1960 年參加美國新聞處舉辦的「當代中國國畫藝術展覽」，後受

邀至香港講學。1963 年逝世。溥儒生前曾與張大千多次共同創作，兩者齊名，被譽為

「南張北溥」。溥儒的山水畫以北宗為基，輔以南宗藻潤筆法，得力於書法，繪畫線條

勁挺秀逸，重鉤摹、少烘染，以小品見長，有「國畫北派青綠山水正宗首座」、「近代

中國文人畫第一」、「文人畫最後一筆」等美稱。溥儒主張學習國畫要多讀書、多臨摹，

因此是西潮衝擊下的「古典派」代表。他晚年流亡臺灣，部分作品多奇趣，充分顯現其

開朗豁達的人生態度。代表作有：《庚子山詩意圖》（1960）等。 
黃君壁：雲瀑雙絕 
黃君璧，原名韞之，號君璧，祖籍廣東省南海縣。先人世代經商，家境優渥，有大量的

骨董字畫收藏，對其一生影響大。1914 年進入廣東公學美術科就讀，受李瑤屏等老師教

導，初學石膏素描與水彩，再習傳統筆墨，擅明末清初的石谿（1612-？）畫風。1922
年入楚庭畫院研究西畫，同年獲得廣東全省美展第一名。隔年受李瑤屏推薦入廣州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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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任美術老師，開啟了國畫創作與教學生涯。1927 年黃君壁又任廣州市立美術專科學

校教務長。1937 年則受聘為徐悲鴻主持的國立中央大學美術系教授，兩人共同執教長達

11 年，並四處寫生。1949 年隨國民政府來臺，任臺灣師範學院藝術系教授與主任，與溥

儒共事。此後也在家中開班授課，受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女士禮聘為個人國畫教師，並多

次舉辦展覽。1955 年黃君璧獲中華民國教育部第一屆「中華文藝獎」。1957 年黃君璧奉

教育部派令，前往歐美考察藝術教育。1967 年接受藝術界致贈的「畫壇宗師」匾額。

1971 年從師範學校退休，桃李天下，影響巨大。黃君壁擅長山水畫，傳統功蘊深厚，雲

煙與飛瀑堪稱雙絕。此外他主張「國畫應由臨摹入手，進於寫生，終於創造」，因此是

「新古典派」代表。其作品有：《松濤帆影》（1962）等。 
張大千：潑墨山水 
張大千，四川內江人，原名張正權，號大千，別號大千居士。他從小隨母親學畫。1916
年與表姊謝舜華定親，但謝舜華不幸病逝，便出家三個月，後被迫還俗。1917 年與兄長

同赴日本京都學習繪畫及織染工藝。1919 年返上海，拜曾農髯、李梅庵為師，學習詩文

書畫，受石濤與八大山人影響很深。張大千於 1927 年開始遊遍大江南北，黃山、峨眉山、

敦煌都有他的足跡。1933 年任教於南京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一年。1941 年至 1943
年間重赴敦煌臨摹壁畫。1943 年出版《大風堂臨摹敦煌壁畫》。此後建立起個人獨特風

格，作品高雅精妙，掌握了文人畫精隨。1949 年張大千先移居香港，後移居阿根廷與巴

西聖保羅，並多次在世界各地舉辦畫展。1956 年張大千赴法國與西班牙立體派大師畢卡

索會見，開始將西方現代藝術理念運用在中國水墨創作，並發展出「潑墨山水」的風格。

1974 年他獲美國加州太平洋大學名譽人文博士學位。1977 年後定居臺北，在外雙溪建

「摩耶精舍」。1983 張大千年過世，其家屬將臺北故居捐給國立故宮博物院而成立「張

大千先生紀念館」。2022 年其作品《仿王希孟千里江山圖》（1948）於香港蘇富比以

3.7 億港元成交，創下中國傳統書畫拍賣紀錄。張大千因詩、書、畫與齊白石和溥心畬齊

名，因此被稱為「南張北齊」或「南張北溥」。早年山水畫喜摹石濤，花鳥人物多設色

工筆，是「海上派」代表；中晚年大量使用「潑墨」、「潑彩」的畫法，介於具象與抽

象之間，自由豪放。 
爭議和看法 
就個人而言，溥心畬、黃君璧、張大千等「渡海三家」中，前兩者都於 1949 年便渡臺，並

在創作、教育和評審工作上持續發揮影響。但張大千 1977 年才定居臺灣，對光復後的臺灣

國畫發展，實質影響有限。其實光復後許多國畫名家便陸續渡臺，或許也有影響力比張大

千多的人，如：傅狷夫。傅狷夫（1910-2007），杭州人，杭州西泠書畫社社員，抗戰時另

受教於近代花鳥名家陳之佛。1949 年隨軍隊來臺，1960 年退伍，1962 年起任國立藝術專

科學校國畫教授，致力於將西方寫生技巧融於中國傳統水墨之中。為了創造具現代性意義

的中國山水畫，他從寫生臺灣風景中得到許多領悟，自創「裂罅皴」和「塔山皴」，並開

創「點漬法」與「染漬法」，有「雲海雙絕」之美譽。傅狷夫同時用科學且系統化的方式，

改革國畫教育，期使寫生與臨摹並行不悖，學生們亦多受啟發，創造出具「臺灣心、中國

情」的臺灣山水畫。傅狷夫公認是最能表現臺灣山水風貌的國畫家，有「臺灣山水代言人」

美稱，卻排不進「渡海三家」。或許，「渡海三家」只限定中國傳統文人畫的傳承，而非

針對臺灣山水畫影響最大者。因此個人覺得此點有爭議。 
結論 
溥心畬、黃君璧、張大千等「渡海三家」在國民政府遷臺前，已是中國傳統文人水墨畫的

代表人物。國民政府遷臺後，陸續定居臺灣示範正統派國畫，對臺灣水墨發展有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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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象發想，外觀由五個不規則的方盒子所組成，有如印章。 
展覽舉例 
橫山書法藝術館的開館首展是「飛墨橫山」，時間是 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1 月，由華梵

大學人文與藝術學院院長黃智陽教授擔綱策劃，邀請臺灣、中國、日本、韓國、德國、芬

蘭等地共 51 位藝術家參與展出。該展主要以「溯源」（漢字書寫的歷史演進）、「尋新」

（各個時代的書風面貌）、「對語」（書寫古文和口語的閱讀差異）、「跨域」（透過裝

置丶影像丶新媒體互動，將書法觀念擴展到空間丶時間與群眾間的關係）等四個子題，展

示書法藝術傳統與當代的對話，探索書法的時代趨勢和美學思維。對策展人來說，書法集

合歷史、文字、文學、視覺、身體、觀念與行為，是總合性藝術的最佳代表，而這些子題

是一些切片，反映當代書法如何產生古今審美衝突，如何反映文化藝術離合，如何貼近生

活的複雜狀態，也期許書法藝術能成為 21 世紀藝術場域的主流。就個人而言，我對中國藝

術家徐冰（1955-）的《英文方塊字書法書房-古典版》和臺灣藝術家柯良志（1980-）的

《自我來》極有印象。前者利用漢字特性重新造字，邀請觀眾當下學習書寫，感受書寫樂

趣；後者利用 VR 虛擬實境穿戴裝置，以書法家王羲之的《寒食帖》為底本，將文字、筆

畫、飛白和墨韻呈現在虛擬空間中，翻轉閱讀書法的傳統格式。在「飛墨橫山」展覽同時，

橫山書法藝術館也邀請桃園在地藝文空間共襄盛舉，以「藝術共振」的概念串連合作，聚

焦於書法藝術主題，舉辦「平行展」，包括：藍瓦空間的「觀字在：曾泰翔書作展」等，

深化在地藝文特色。 
 發展方向 
橫山書法藝術館自開幕首展「飛墨橫山」起，已陸續推出「臺灣書藝新契機－1949 渡海書

家特展」、「澹養天龢─黃羣英書藝紀念展」等。前者包括：于右任、溥心畬、張大千、

傅狷夫、張光賓等 26 位書藝名家精品，聚焦 1949 年前後渡臺的書藝家輪廓及多元面貌；

後者為桃園已故的重要書藝家個展。此外還於今年（2023）舉辦了首屆「橫山書藝雙年

展」，並命名為「法與無法交織的年代－書法作為一種視覺形式」，將焦點集中在當代書

藝的生猛活力，試圖帶動當代書藝新量能。由此可見有如下幾個發展方向： 
當代書藝策展 
由於書法作為傳統藝術已形成龐大的知識體系和格式規範，在西方思潮、現代審美、科

技發展等多重衝擊下，逐漸由日常生活中退卻，成為個人表現的純粹藝術形式。因此有

必要透過議題性的展覽，帶領觀眾重新理解傳統、肯定現代、發展當代。因此橫山書法

藝術館的發展方向，很明顯與文化中心展覽不同，具有重新開發書法藝術形式和論述的

企圖心。 
臺灣書藝整理 
為了站穩專題性書法藝術館的地位，橫山書法藝術館開幕以來致力於臺灣書藝的考察和

整理。尤其是光復以後渡臺書藝家的傳承與影響，如此方能將臺灣書藝發展的脈絡，古

今東西串連，形成有機的知識寶庫，總結出具臺灣書藝的創新形式和本質特色。。 
國際在地連結 
橫山書法藝術館作為桃園市立美術館一部份，首重與在地社區的連結。因此在開幕以來

的幾次展覽中，都可見到在地書藝家的平行展或個展。當然，書藝創作不僅是閉門造車

的個人表現，也是整個人類書寫文化一部份。因此，適當引進國際書藝家或相關作品，

彼此切磋討論仍有必要。但我們也可觀察到，橫山書法藝術館所邀請的書藝家仍以亞洲

為多。因此橫山書法藝術館企圖面向亞洲書藝生態系，使國際與在地連結。 
鼓勵多元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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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達達主義（Dadaism）於百年前出現，對後來全球的藝術發展起了顛覆性的影響。請詳述達

達主義之理念、內涵和代表人物及其作品。（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考驗同學對西方現代藝術史的基本常識。只要舉出藝術家杜象和《泉》，便能充分

發揮。 
【擬答】 
前言：何謂「達達」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16 年德國藝術家巴爾在瑞士蘇黎世創設「伏爾泰」小酒館。

許多國際詩人、畫家、雕塑家、音樂家、演員等聚集於此，開始透過許多無聊反叛、起鬨

嬉鬧的藝術活動，表達他們對戰爭、文明、政治、社會、美學、藝術、布爾喬亞中產階級

或各種主義思想的不滿。1918 年羅馬尼亞裔法國詩人查拉（Tristan Tzara，1896-1963），

用筆任意地插入字典裡，選了一個毫無意義的詞「達達」（dada），指稱正在進行的活動，

這便是「達達」的由來。後來查拉發表了《達達宣言》，並開始透過雜誌、畫廊等廣泛宣

傳，遂引起了更多藝術家注意，不但參與這個運動，也將達達的反叛精神，從瑞士擴散到

柏林、科隆、巴黎或紐約等歐美城市，最後演成一場國際性的前衛藝術運動。1924 年法國

詩人布賀東將曾經參與達達的藝術家重新組織起來，在報紙上發表《超現實宣言》，「達

達」便告結束。因此嚴格講起來，「達達」運動僅存在數年的時間（1916-1923）。 
理念與內涵 
由前可知，「達達」運動一開始沒有中心思想或藝術理念，只有模糊的反叛衝動，反叛現

代世界、反叛現代文明、反叛現代藝術等等一切。他們認為人類對美好未來許下虛假卻無

力完成，不斷自相殘殺、自取滅亡卻無力挽回，一切皆無意義和價值。因此「達達」採取

一種消極的創作姿態，只要是傳統或現代藝術贊成的，就通通反對。不在意作品能否長久

保存，欲透過藝術品刺激觀眾，甚至煽動觀眾，重新關注並反思現實生活。此外，「達達」

透過任意拼貼的技術，企圖保留偶然性和隨機性，歌頌非理性與反邏輯，讓無意義的東西，

成為創作本身。由此觀之，「達達主義」是一種虛無主義，是強調反藝術、讓藝術與生活

重新結合的前衛藝術典型。 
代表藝術家和作品 
杜象（Marcel Duchamp，1887-1968） 

參與「達達」的藝術家很多。早期有：巴爾（Hugo Ball，1886-1927）和黑寧絲（Emmy 
Hennings，1885-1948）夫婦，阿普（Jean Arp，1886-1966）與托依本（Sophie Taeuber，
1889-1943）夫婦，查拉等。後來在紐約有：杜象、畢卡比亞（Francis Picabia，1879-
1953）、曼雷（Man Ray，1890-1976）等；在柏林有：浩斯曼（Raoul Hausmann，1886-
1971）、荷伊（Hannah Höch，1889-1978）、哈特費德（John Heartfield，1891-1968）等，

在科隆有休維特茲（Kurt Schwitters，1887-1948）等。其中最能代表「達達」的，應該

是杜象，作品是《泉》（Fountain，1917）。杜象出生於法國布蘭維爾-克勒翁，1904 至

1905 年間曾在茱莉亞學院學習藝術，二個長兄都是藝術家，但一戰皆陣亡。1905 年，他

進入步兵團服役，退役後從事繪畫創作，並曾於 1908 年參加巴黎的秋季沙龍展。1912
年他創作《下樓的裸女二號》，隔年（1913）以此受邀美國「武器庫現代藝術大展」，

卻因飽受批評而聲名大噪。此後體認到現代藝術是排他性藝術，逐漸放棄繪畫，開始各

樣藝術實驗。1913 年發表《腳踏車輪》，造形與台座合一且可動。1914 年創作《藥房》，

在明信片上塗鴉，嘗試使用「現成物」（ready-made 或 found object），後發表《奶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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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並移居紐約。1917 年創造《泉》。1919 年發表《LHOOQ》，為明信片上的蒙娜

麗莎加鬍子。此後杜象參與達達和超現實運動，並開始下西洋棋。杜象一生發表的作品

不多，但每件作品都對現代藝術進行反思，為當代藝術指明方向。 
《泉》 
此作是杜象「現成物」的系列作之一。作品本體是鐵工坊連鎖店購買的陶瓷小便斗，然

後在下方署名「R. Mutt 1917」即完成。當時杜象是美國「獨立藝術家協會」顧問，為了

讓美國藝術家能理解歐洲前衛藝術，並略帶挑釁的在展覽前將作品提交出去。但最終

《泉》被拒絕向公眾展出。杜象將此作交由美國攝影師斯蒂格利茲（Alfred Stieglitz，
1864-1946），並在藝術期刊上刊登，作品便遺失了。此後杜象製作過 17 個重製品，並

陸續被世界各大博物館或美術館展示。我們將《泉》視為「達達」藝術，最重要的是其

反藝術理念，包括：（1）反對藝術的永恆性，藝術品不需要永久保存；（2）反對藝術

須藝術家親手製作，直接買現成物簽名即可；（3）反對藝術追求美，只重視覺快感而非

思想觀念；（4）反對藝術只能純粹欣賞，這件作品確實可以放在廁所用；（5）反對藝

術由藝術體制決定，因此用小便斗來挑釁並刺激觀眾反思等等。所以《泉》不但具有創

新性，其相關議題至今仍值得繼續探討。 
結論 
與其說「達達運動」或「達達主義」是種藝術風格，不如說是一種徹底的反叛精神，精神

瘋癲症現象。它反映了現代生活中焦慮不安的現實，也反映現代藝術強調形式創新而與觀

眾疏離。雖然「達達」藝術家採取了最消極、虛無、一切皆無所謂的姿態，但卻不是毫無

成就。因為他們的反叛、搗蛋、挑戰體制的行為中，讓藝術又重新活化，讓生活又重新如

詩，並產生影響更廣泛的國際超現實主義運動。 
 
 
四、黃土水的大理石雕作品「甘露水」於 2021 年重見天日，請詳述此件作品的造型、風格，及其

過去命運乖舛的因由。（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既是時事題，也是臺灣美術史的常識題。2022 年地特三考試曾出現過。只要同學記得

「甘露水」如海蚌誕生之維納斯的樣貌，便能回答此題。 

【擬答】 
前言：黃土水與「甘露水」 

黃土水，1895 年出生於臺北艋舺，父兄皆是木匠。年少時黃土水在大稻埕的神像雕刻店開

始接觸福州系神像雕刻。1911 年黃土水考上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率先接受新式教育。

1915 年黃土水獲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推薦，進入東京美術學校雕刻科木雕部留學，是臺灣

第一位赴日學習雕塑的藝術家。1920 年黃土水以木雕《山童吹笛》入選第二回帝展，是臺

灣首位入選日本官展的藝術家。1921 年以大理石雕《甘露水》入選第三回帝展。此作不但

是臺灣首件等身大石雕，臺灣第一座女性裸體石雕像，也是黃土水一生少數參加的競賽型

作品之一，更刺激許多臺灣青年投入新美術創作。1930 年黃土水過世。1931 年遺孀將此作

運回臺灣，為祝賀臺灣教育會館（今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落成，由臺北教育會收購典藏，

同年並以該館藏品的身份，在「黃土水遺作展」展出。由於臺灣教育會館長年主辦臺展，

並將此作塑立在會場中，因此《甘露水》成為日治時期臺灣藝術家的共同回憶。 
作品造形和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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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露水》是白色大理石雕刻作品，高約 175 公分，長寬約 80 x40 公分。在造形上，主要

表現一東方裸體女子自海蚌中誕生，雙眼微閉，雙手向下，雙腿交叉，彷彿向上飛昇，姿

態昂揚，充滿自信和理想美。在風格上，此作重視解剖學和觀察寫生，但未採取西方古典

藝術的九頭身審美標準，亦未遵循 1910 年代日本流行的法國羅丹（Augeuste Rodin，1840-
1917），充滿表面肌理和光影變化的風格，而是保留了東方女子的體態和比例，並將其理

想化。此外，《甘露水》雖參考西方愛與美之女神維納斯自海中誕生的神話，卻將西方的

女神，用臺灣在地民俗廟會中的「蛤精」意象轉化，並取名「甘露水」。在傳統佛教信仰

中，觀世音菩薩一手拿著楊柳枝，一手拿淨水瓶，楊柳枝沾瓶中淨水，灑給眾生，不但能

清涼，亦能消災解厄，得智獲解脫。因此《甘露水》是一件結合西方學院派技術、東方宗

教精神、臺灣地方色彩的創新藝術品，充分反映黃土水的風格和創作理念。 
過去命運乖舛的因由 
如前述，《甘露水》曾長期塑立在臺灣教育會館進行展示。但光復後曾長時間遺失，至

2021 年才重新尋回。關於遺失的過程有幾種說法，比較數種說法後，較合理的可能是：

1951 年臺灣教育會館由臺灣省政府接收，後移交給臺灣參議會使用。1958 年臺灣省議會須

隨臺灣省政府搬遷至南投，因此在搬移過程中被棄置在臺中火車站。因為《甘露水》在日

治時期非常有名，有人發現作品被棄置後通知張鴻標醫師，張醫師於是從街頭拾回，並存

放在自己的診所。由於裸體女像與當時的保守民風衝突，雕像私處被潑墨，且當時政處戒

嚴時代，使張醫師在收藏時備感壓力。因此張醫師在 1976 年過世前，便將《甘露水》以麻

布袋包裹完整，除封存於木箱中，封藏在家族經營的霧峰工廠裡，其家屬也謝絕任何訪客。

從此一代名作《甘露水》便消失在公眾視野中。許多美術史家不斷尋找，卻始終無法得見

真容。《甘露水》因而成為臺灣美術史的迷團。 
近 50 年後，國藝會董事長林曼麗率領的北師美術館團隊積極尋訪下，終於得知收藏地。

2021 年在總統府引薦下，其團隊與張家收藏者會面，並由文化部具文排除所有權爭議，在

總統府進行捐贈儀式，正式交由文化部典藏。同年底北師美術館舉辦「光—臺灣文化的啟

蒙與自覺」展，正式宣告《甘露水》復出。隔年（2022）移師高美館，後移入國美館至今。

由上可知，《甘露水》過去命運乖舛，主要有幾個原因：首先是光復後許多單位接收日產，

但沒有文物保存意識；其次是任意將藝術品棄置，若非有心人可能永遠遺失；再是一般人

對裸體藝術的認識不足，不斷刺激藏家，以致不再公開展示；最後是法律規範不足，藏家

擔心保管遭致法律問題，因此不願意提供，幸好文化部願意承擔，才避免許多問題。 
結論 
黃土水在臺灣雕塑史中，有無可取代的先驅者地位。《甘露水》以臺灣鄉土意象融合西洋

雕塑技法為特色，不但是黃土水第二次入選日本官展的證明，是臺灣首件臺灣籍雕塑家製

作的大理石雕，也是臺灣第一座女性裸體雕像，歷史意義重大。因此，《甘露水》見證了

日治時期臺灣新美術的發展，也是福爾摩沙藝術時代來臨的具體象徵。雖然光復後命運多

舛，遺失近 50 年，有幸最後能尋回修復並能公開展出。總之，《甘露水》不停督促我們要

多認識臺灣藝術家，學會欣賞其藝術成就，也不停刺激我們反思藝術教育重要性，避免無

知帶來藝術浩劫和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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