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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創作可抒發情緒、涵養心性、美化心靈。尤其在過度追求物質慾望的當今社會，

更需藉由藝術活動來陶冶性情，由美育潛移默化，涵養心靈。推動藝文活動來改善社

會風氣，建立濃郁芬芳的文化氣息。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舉辦中部四縣市寫生比賽將近四十年，帶動了繪畫風氣和自

然人文的關懷。尤其近來照相科技普及，許多創作者都依賴照片，甚至大學聯考及各

級考試術科都以紙上命題參考圖片創作；學生親自觀察、寫生的機會也越來越少，對

自然的接觸及人的感覺越來越疏遠。「寫生」是接觸創作對象最直接的方式，作者面對

自然的感受，藉視覺元素轉換在畫面上，以傳遞作者的自然體悟。

日治時期，石川欽一郎從日本帶進台灣戶外繪畫的觀念，欣賞自然的新理論與水

彩創作的方法，使繪畫者能接觸到他生活居住的環境。這項觀念影響了許多臺灣的前

輩畫家，並在學校美術教育中廣泛的推廣。

寫生作品記錄了當時台灣的景觀，也呈現了在地的文化圖像，對鄉土的關懷引起

了本土意識的覺醒和重視。筆者在民國六十幾年國中求學階段也至八卦山、台中公園參

加中部五縣市寫生，至今仍印象深刻，相信目前活躍於藝術界的中青輩畫家應該很多

都參與過這項比賽；國立彰化美學館至今唯一仍持續舉辦這比賽的生活美學館，實屬

難得。

  在這次評審委員包括—謝省民、游守中、吳繼濤、王紫芸、莊明中五位大學美術系教
授。來自台中市、彰化縣、雲林縣、南投縣中部四縣市的評審，在創作領域及美術教育都

學有專精，可多角度來評審作品。從幼稚園、國小到社會組分十四組來評審。今年雖然

比賽當天下雨收件比去年少，總共收到 1,235件參賽作品，但能在精挑細選中脫穎而
出都是難得佳作。參賽作品的面貌和表現樣式豐富而多采多姿，幼稚園和國小低年級

的小朋友，純真可愛的童趣愈自然，年紀越大這方面似乎減少了，也要提醒家長和老

師在教導和鼓勵孩童習畫的過程中，勿加入太多成人的主觀意見，以免「揠苗助長」，

壓抑了孩童的藝術天份。

  在國中、高中、社會組的參賽作品，參賽者以透明水彩技法表現居多，對於構圖、色
彩和整體氛圍皆為評審重點，在取景構圖部份若有特殊及創意部分可獲得更高評價。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從過去社教館的功能到現在持續推動公民美學，以美感教育

美化生活。也是全國唯一仍在辦寫生比賽的生活美學館。歷年寫生比賽的作品也建置成

數位檔，不僅提供為鑑賞教材，也記錄了中部許多在地的人文景觀，鼓勵了許多繪畫

創作者；相信中部四縣市的寫生比賽是許多年輕學子的期待，也是難得的盛事。看到

每年精彩的作品都是美感的喜悅，期盼讓美感走入生活，生活充滿藝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