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構公民美學的平台

—記中部五縣市九十九年春季水彩寫生比賽評審感言

文建會曾提出啟動「文化公民權」的運動，訴求重建一個有文化和審美的公民共同體社會

然而何謂「文化公民權」呢？曾任文建會主委之陳其南教授認為有三個重點：一、每個公民的

文化主張與生活方式必須被尊重；二、每個公民都應該分享與維護社會上的文化藝術資源；三

每個公民都有責任提升自己的文化藝術素養。換言之，以藝術文化為路徑的「文化公民」形塑

不但強調了全體公民對於文化藝術活動的支持與發展，更應共同承擔起參與和推動的責任，

進而提昇每一個公民文化藝術與審美欣賞的能力。而「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從民國60年以

來，即不斷推動中部五縣市水彩寫生比賽，數年來耕耘與推廣有成，已成為地方上備受期待

的藝術盛事，亦是筆者高中時期每年必定參加的重要賽事，筆者也見證了這場藝術文化饗宴

的傳承與堅持，更深深感受到「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不但已逐年落實「文化公民權」的推動

更建構出中部五個縣市莘莘學子、親子兒童，共同實踐公民美學的平台。

水彩寫生是訓練觀察能力和構圖表現最佳的方式，從本次兩千五百多件的參賽作品中，

參與評審的五位教授一致認為，參賽者的表現水準已逐年提升，能夠入選皆是萬中之選，但

終因名額所限，針對部分表現傑出的作品仍僅能割愛。整體而言，幼稚園組，獲獎作品皆是構

圖大膽、用色活潑，作品中能呈顯出豐富的童趣和自我思維；而國小低、中、高年級組，獲獎

作品皆是構圖完整、觀察入微、色彩豐沛之作，尤其高年級組已有明顯的空間和遠近的層次概

念；國、高中組的參賽作品，其風格皆可看出已受過專業的藝術訓練，而獲獎作品，在技法的

表現上，皆能獨樹一格，取景構圖亦能別出心裁，不少佳作已具有大將之風，令評審委員讚

嘆不已。再者社會組獲獎作品，皆有創新之風，已不受寫生之視覺所限，反能透過構圖和技法

表現出抽象的新語言。

中部五縣市水彩比賽，以同步的方式，在同一時間、不同地點，共同推動此項比賽，從

參賽作品中，可以看到西螺的延平老街、水里的車埕火車站、后里的馬場、鹿港的文武廟…等

等景點，圖像中再再呈顯出台灣人文風情的韻味；因此透過此項比賽，一方面讓參賽者發現

台灣鄉土之美，另一方面亦引領參賽者從彩筆中體驗和揮灑對鄉土的情懷；所以參賽者不論

得獎與否，參賽即是一種自我肯定，因為從參與過程中，必能提升美感經驗和觀摩各家技法，

在情感和技能上，相信能潛移默化地培養出美感的表現力。

「美感是打造看不見的競爭力」，現今美感能力的培養即是軟實力的養成，對眾多參與或

關心藝術競賽的人而言，或許將來的志願要成為一位藝術家或設計師，但畢竟這份職場是少

數，因為對眾多人而言，藝術欣賞的重要性絕對不亞於藝術創作；也期許這場「公民美學平台

的建構—中部五縣市水彩寫生比賽」，能透過逐年的辨理而有引領之效，帶領更多莘莘學子、

關心藝術文化的家長，從參賽的過程中循序漸進地成為一位有美學品味的表現者與欣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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