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越界到無界：七零年代，三位先鋒典範藝術家

七○年代，臺灣藝術界正經歷著一次前所未有的轉型︒深受西方抽象表現
主義的影響，一批勇於創新的藝術家們，開始嘗試突破傳統繪畫的框架，
探索新的藝術語言︒朱為白︑楚戈︑李重重，便是這波藝術浪潮中的重要
代表人物︒

本次展覽，將聚焦於這三位藝術家在七○年代的創作，透過他們的作品，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如何將傳統的中國水墨︑書法，與西方現代藝術的元素
進行融合，創造出獨具個人風格的藝術作品︒

朱為白，透過靈活的刀法和簡潔的線條，營造出寧靜祥和的氛圍，以黑白
兩色，刻畫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畫面，讓人們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心靈的
慰藉︒朱為白的版畫作品不僅展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也充滿了對人
性的關懷和對理想生活的嚮往，具有強烈的感染力︒

楚戈，這位集詩人︑畫家︑藝評家︑史學家於一身的多才藝藝術家，將中
國傳統的編繩文化圖騰融入書法與詩歌，創造出獨樹一幟的藝術風格︒他
的作品不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更展現出對生命和宇宙的深刻思考︒

李重重則以拓墨和自動技法，在水墨畫上進行了大膽的實驗，創造出充滿
動感和生命力的抽象作品︒她的作品將東方水墨的意境與西方現代藝術的
形式美學完美結合，在臺灣抽象水墨界佔有重要地位︒

這些藝術家們，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內心，從自身的生活經驗︑文化背
景出發，尋找藝術創作的靈感︒他們的作品，不再僅僅是對外在世界的描
摹，而是對內心世界的探索，對生命意義的追尋︒

透過本次展覽，我們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七○年代臺灣藝術的發展歷程，三
位藝術家共同體現了臺灣藝術家在那個時代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他們勇
於突破傳統，不斷探索新的藝術表現形式為後來的藝術家們樹立了典範︒



李重重，1942年生於中國安徽，1945年移居台灣台南，1965年畢業
於台灣政工幹部學校美術系（今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畢業︒
出身書畫世家，自幼耳濡目染，水墨創作起步早︑畫風成熟︒李
重重創造了具現代人情感與時代精神的水墨︒大器的佈局配上拓
墨︑自動技法的運用，使她的作品在蒼勁中顯得流轉靈動︑明亮
的色彩在墨色中跳躍穿梭︔其獨特風格讓她在台灣抽象水墨界佔
有一席之地，並且散發著剛柔並濟的魅力︒

作品自1970年起於美國︑歐洲各地︑中國︑日本︑韓國展出︒曾獲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台北市立美術館︑高雄市立美術館︑國立
台灣美術館︑台南市美術館︑美國馬利蘭州亞洲藝術中心︑日本
福岡美術館︑中國青島美術館典藏與國內外私人收藏︒2017年至
2024年連續參展於Art Basel Hong Kong，並且於2020︑2022年台北
當代藝術博覽會展出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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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戈（1931-2011），1931年生於中國湖南，本名袁德星，1949年後
定居台灣︒楚戈是台灣藝文界的一個傳奇，是集詩人︑畫家︑藝評
家︑史學家成就於一身的文人藝術家︔長達30餘年擔任國立故宮博
物院青銅器專家，以深厚的藝術文化內涵，成為1970年後台灣現代
藝術運動中主要的發言人，被尊稱為「現代水墨藝術的革命家」︔
他從中國編繩文化的圖騰融入書法運筆創作，發展出獨特的抽象水
墨畫風格，他常在畫中書寫詩句，讀詩讀畫成了楚戈最耐人尋味的
風格︒

一生豐富的藝術創作與文學成就，是中國與台灣二十世紀中，極具
代表性的水墨藝術家，2011年逝於台灣台北︒作品曾於中國各省︑
美國︑加拿大︑歐洲各國︑日本︑香港︑韓國展出，廣為美術館︑
國際藏家收藏︒2017年至2021年︑2024年連續參展於Art Basel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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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為白，1929年出生於中國南京，本名朱武順，畫名為白︒1953
年在廖繼春的「雲和畫室」習畫，之後受到現代藝術先驅李仲生
之啟蒙，進而潛心追求現代藝術的表現形式︒1958年起加入「東
方畫會」，試圖以西方的抽象繪畫形式，探索中國傳統人文精神
之思想價值與個人內在情感︒朱為白的創作深受老子︑莊子的道
家思想，使其作品呈現極簡︑質樸的風格，形成獨樹一幟的藝術
語彙︒

朱為白家中三代皆以裁縫為業，因此他擅長運用棉布︑麻布等媒
材，並以利刃取代畫筆，在作品的表面劃出一道道的痕跡，使畫
面產生層次分明的空間深度，讓作品超越繪畫的平面性的限制︒
朱為白的作品不僅在表現一種視覺的形象，更是在表現一種對空
間的探索︑對生命的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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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期 Public View

09/13/2024 - 10/31/2024

地點 Venue

順益台灣美術館

100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5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