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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代表「鄉土」的「偶像（範型）」在不同場域當中被塑造著，身為文化環節的美術並無法置身事外。「宜蘭老畫家王攀元」可說是見證的最佳範例。出生於江蘇、美術養成於上海的背景，與一般概念中的台灣前輩畫家並不相同；在宜蘭執美術教鞭與退休潛居的歷程，與一般描繪地方鄉土特色的鄉土畫家概念也不盡相似。這樣的特殊性在呈現研究對象資料的歷程中，凸顯的是價值認同的轉化以及藝術家型塑的過程。


「鄉土」懷舊的緩慢與「建設」構築的快速其實是現代生活一體兩面、同時發生的現實，而這樣極端混和的速度感，造成的是人們總在快速的步調中解讀緩慢的回憶與故往，並因而保有距離的朦朧美感，因而對真實衍生出許多似似而非的版本。被轉換成文字的回憶便納入文字系統的運作當中，也讓塑造有機可乘。


本文將藉由整理王攀元的生平資料與作品圖錄，呈現1930年代、1960年代、1980年代的上海、宜蘭、台灣的美術環境，同時再藉由1960年代以來研究對象相關的期刊雜誌或傳記專文，試圖解讀呈現藝術家被塑造的過程。
	摘要(英)	I


n the different territory, the value of “local geography and history” and “ idol (a typical character)” is to be make by molding. As one part of culture, art could not be avoided. The statement that Wang Pen Yuan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Yi-Lan senior painter (who worked in that field earlier) was a tangible testimony. He was born in Jiang-Su, and then had learned artistry of oil painting, aquarelle, sketch,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in Shan-Hai. His background we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who be called “Taiwan Senior Painter(predecessor)”. This is one point of this discourse. And the second is that he spent most of his life time in Yi-Lan city but he is not a genre painter. He had taught in Luo-dong high school during 1952 to 1971, and after retirement, he still paints oil painting, aquarell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in YI-Lan. But when we inspect the subject matter and style of his paintings, we could not find the connection to Yi-Lan. So that this discouese presume that identify Wang Pen Yuan with Yi-Lan senior painter must to be adjust in concept of the most people. And after all, the process of how Wang Pen Yuan become the representative of Yi-Lan senior painter maybe also be make by molding intentionally.


By sorting and comparing the bio-bibliography and the work of Wang Pen Yuan, I reconstruct the art environment of Shan-Hai, Yi-Lan and Taiwan in 1930’s, 1960’s and 1980’s. Moreover, by studying and investigating the relevant journals, biographies and document records, this discourse tries to describe and decipherment the process of how Wang Pen Yuan become the representative of Yi-Lan senior painter.
	關鍵字(中)	
      	  ★ 王攀元
★ 宜蘭前輩畫家	關鍵字(英)	
      	  ★ Wang Pen Yuan
★ Yi-Lan senior painter
	論文目次	序論	1


第一章 王攀元的時代與地域背景	4


第一節 上海美專求學時期（1933~1936年）	6


第二節 羅東中學任教時期（1952~1973年）與蘭陽地區美術團體的教學互動	15


第一項 工作生活：美術教學	16


第二項 工作之餘：美術社團	23


第三節 退休創作時期（1973年～）與台灣美術藝文團體的交流互動	27


小結：	35


第二章 王攀元的作品	37


第一節 作品資料問題的提出	38


第二節 作品斷代與風格序列	53


I.	人體作品	54


II.	人物作品	57


III.	以動物為主角的作品	64


IV. 風景作品	70


第三節 作品形式的延伸：	79


第一項 西畫與國畫的轉換	80


第二項 題名與意象的關連	96


小結：	101


第三章 塑造藝術家	104


第一節	藝術家的形象：書寫傳記式的憂鬱風格？	105


第二節	建立地位的推手	112


第三節	老畫家的再生與宜蘭老畫家	119


結論	136


參考文獻	138


章節附錄	145


第一章附件：王攀元訪談記錄	145


第二章附件：王攀元圖錄作品整理列表	149
	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


壹、	原始資料類（依刊載年代排序）：


?	報紙類


《申報》，雙日刊，上海申報館編輯，上海市：上海書店，據1872年4月到1949年5月上海圖書館藏原報縮印本，典藏於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圖書館早期報刊區。


《自立晚報》，日刊，臺北市：自立晚報社（濟南路2段15號），1947年創刊，據國家圖書館典藏之縮印本。


《中央日報》，日刊，臺北市：中央日報社(八德路2段260號)，1949年03月12日創刊，據國家圖書館典藏之縮印本。


《聯合報》，日刊，臺北市：聯合報社（忠孝東路4段555號），1951年9月16日創刊，據國家圖書館典藏之縮印本。


《中國時報》，日刊，臺北市：中國時報社（大理街132號），1968年09月1日創刊，相關資料檢閱依據中時新聞資料庫：http://www.tol.com.tw/CT_NS/ctsearch.aspx 。


?	期刊類


i.	《雄獅美術》，月刊，臺北市：雄獅美術月刊社（忠孝東路4段216巷33弄16號），1971年03月創刊到1996年09月停刊。


陌塵：〈孤寂的懷鄉者 王攀元〉，刊載於《雄獅美術》第102期 [1979年8月號]，1979,8,1。


瑜亮：〈寂靜的燦爛—觀王攀元畫有感〉刊載於《雄獅美術》第154期 [1983年12月號]， 1983,12,1。


黃春秀：〈時代的一種聲音〉刊載於《雄獅美術》第201期 [1987年11月號]，1987,11,1。


林芳仙：〈孤獨、落寞—王攀元畫布裏的鄉愁〉刊載於《雄獅美術》第234期[1990年8月號]，1990,8,1。


ii.	《藝術家》，月刊，臺北市：藝術家雜誌社（重慶南路1段147號6樓），1975年06月創刊。


王攀元：〈談抄襲〉，刊載於《藝術家》雜誌第262期 [1997年3月號]，1997,3。


謝里法：〈從視覺性的認知詮釋王攀元的繪畫藝術〉，刊載於《藝術家》第312期〈藝術家評介〉[2001年5月號]， 2001,5。


王攀元：〈浮生往事〉，刊載於《藝術家》第313期 [2001年6月號]，2001,6。


曾炳榮：〈享受王攀元的詩鄉美術〉，刊載於《藝術家》第313期 [2001年6月號]，2001,6。


鄭惠美：〈海龜的匍匐—藍蔭鼎、王攀元的龜山島〉，刊載於《藝術家》第318期 [2001年11月號]，2001,11,1。


貳、	作品圖錄：


?	主要作品圖錄


《王攀元畫集》，台北：誠品，1991.12。


《王攀元畫展》，台中市：臺灣省立美術館，1992.8。


《王攀元畫集》，宜蘭：王攀元，1998.9。


《攀圓追日：王攀元自選集》，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1,5。


《王攀元水墨畫集》，宜蘭：王攀元，2005.2。


?	次要相關作品圖錄


i.	全國性展覽圖錄資料


《中華民國美術發展展覽專輯：台灣省立美術館開館展》，台中：台灣省立美術館，1988,6,26。


《中華民國第十二屆全國美展專輯》，台北：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1989,7。


《 [臺灣省立美術館]典藏目錄4》，台中： 臺灣省立美術館，1992,5,31。


“Catalogue of auction：Fine Modern Chinese Oil Paintings, Watercolors and Sculpture, Taipei, Sunday 22nd March 1992”, Taipei : Sotheby's Taipei, 1992,3,,22（蘇富比1992年台北拍賣圖錄，據國家圖書館典藏本）。


“Catalogue of auction：Fine Modern Chinese Oil Paintings, Watercolors and Sculpture, Taipei, Sunday 18th October 1992” , Taipei : Sotheby's Taipei，1992,10,18（蘇富比1992年台北拍賣圖錄，據國家圖書館典藏本）。


《八十之美—資深藝術家聯展》，台北：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1995,4,25


《中華民國第十四屆全國美展專輯》，台北：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1995,6


《中華民國第十五屆全國美展專輯》，台北：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1998,12


《中華民國第十五屆全國美展專輯》，台北：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2002,10


ii.	地方性美展圖錄資料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文藝季地方美展：宜蘭縣美術家聯展》，宜蘭：宜蘭美術學會，1989,12,9。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文藝季地方美展：宜蘭縣美術家聯展》，宜蘭：宜蘭縣地方美展籌備委員會，1990,12,25。


《中華民國八十年文藝季地方美展：宜蘭縣美術家聯展》，宜蘭：宜蘭縣文化中心，1991,12,1。


《蘭陽美術六人展：蘭陽情藝（區運藝文系列活動）》，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中心，1992,10,24~11,1。


《1992地方美展：中華民國八十一年文藝季：宜蘭縣美術家聯展》，宜蘭：宜蘭縣政府，1992。


《宜蘭縣美術學會：1993畫冊》，宜蘭：宜蘭縣美術學會，1999。


《八十二年文藝季：宜蘭縣龜山印象特展》，宜蘭：宜蘭縣政府，1994,2,25。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度文藝季：宜蘭縣美術家聯展》，宜蘭：宜蘭縣美術協會，1995,3,12


《「2000美術宜蘭」宜蘭縣美術學會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教授聯展作品集》，宜蘭：宜蘭美術學會，2000,6。


《「宜蘭美展」89年度宜蘭美展》，宜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2000。


《「宜蘭美展」90年度宜蘭美展》，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2002,3。


《「宜蘭美展」91年度宜蘭美展》，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2003,9。


《「宜蘭美展」93年度宜蘭美展》，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2004,10。


參、	藝術家相關專文：


周志文：〈寂寞的距離〉，刊載於《王攀元畫集》，台北：誠品，1991,12。


黃翰荻：〈可憐身是眼中人—王攀元的人及畫〉，刊載於《王攀元畫集》，台北：誠品，1991,12。


李德：〈時空的見證者：讀王攀元先生畫作述感〉，刊載於《王攀元畫集》，宜蘭：王攀元，1998,9。


王攀元：〈自序〉，刊載於《王攀元畫集》，宜蘭：王攀元，1998,9。


黃光男：〈孤沈深往、凌簡意長：述王攀元及其繪畫風格〉，刊載於《攀圓追日：王攀元自選集》，台北：歷史博物館，2001,5。


王哲雄：〈王攀元的繪畫會說話——苦澀是美感，孤獨是藝術〉，刊載於《攀圓追日： 王攀元自選集》，台北：歷史博物館，2001.5。


謝里法：〈從視覺性的認知詮釋王攀元的繪畫藝術〉，刊載於《攀圓追日：王攀元自選集》，台北：歷史博物館，2001,5。


肆、	藝術家相關傳記書目：


黃慈美：《老天爺的劇本》，台北：形而上畫廊，1994,10。


李奎忠：《孤獨情深》台北：時報文化，2003


廖雪芳：《百年．孤寂．王攀元》，台北：雄獅出版社，2005,7,31


伍、	美術資料與地方資料：


?	美術相關書目：


梅墨生編著：《中國名畫家全集：李可染》，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0,11,1，頁154-155、23。


李君毅編：《劉國松研究文選》，台北：歷史博物館，1996,7。


《中國近現代名家畫集 潘天壽》，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6,6。


《八大山人精品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9,12。


《何謂台灣？近代台灣美術與文化認同論文集》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策劃，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1997 [民86]。


王耀廷：〈一九九二年度的台灣水墨畫壇〉，出自《1993台灣美術年鑑》，台北：雄獅圖書，1992,12，頁專論1-17。


?	地方資料相關書目：


《羅東國中六十週年校慶紀念專輯》，羅東國中創校六十週年校慶籌備會編印，2005,8,1。


《中華民國文藝社團概況》，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4,6。


何政廣總編輯：《臺灣美術全集》，台北：藝術家出版，1992- 。


文建會策劃 ：《家庭美術館 前輩美術家叢書》，台北：雄獅圖書，1993-。


雄獅臺灣美術年鑑編輯委員會編著：《1991臺灣美術年鑑》，台北：雄獅，1991,1。


雄獅臺灣美術年鑑編輯委員會編著：《1995臺灣美術年鑑》，台北：雄獅，1994,12。


雄獅臺灣美術年鑑編輯委員會編著：《1996臺灣美術年鑑》台北：雄獅，1994,12。


雄獅臺灣美術年鑑編輯委員會編著：《1997臺灣美術年鑑》，台北：雄獅，1996,12。


唐振常編：《近代上海繁華錄》，香港：商務印書館，1993,6。


李歐梵 著：《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毛尖 譯，香港：Oxford University Press（china） Ltd.,2000 ,pp45。譯自”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1999, Harvard University。


袁金塔、曹筱玥、陳坤德等著:《臺灣美術地方發展史全集--宜蘭地區》，臺北市：日創社文化， 2004.10。


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國民中學暫行課程標準》，台北：正中書局印行，1968 ,1。


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台北：正中書局印行，1972,10。


莫大元編：《怎樣教美術》，台北：正中書局，1953,2。


鶴田武良編：《民國時期美術學校畢業同學錄‧美術團體會員錄集成》和泉市九保  紀念美術館，九保  紀念文化財團東洋美術研究所既要2.3.4（日本和泉市：1991）。


?	參閱資料網站：


藝術家雜誌網站資料：http://www.ylib.com/art/artist/200110/artist10-11.html


李立亨：〈藝術家素描〉，刊載於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網站： http://www.ncafroc.org.tw 。


謝東山、楊墀：〈二十世紀台灣美術－鄉土運動與美術〉，2002.12，刊載於臺灣國立美術館網站：http://sql.tmoa.gov.tw/。


羅東國中：http://www.ltjh.ilc.edu.tw/aboutschool/sch_recent.htm。


財團法人仰山文教基金會網站：http://www.youngsun.org.tw/。


宜蘭縣史館網站：http://www.lanyangnet.com.tw/。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網站：http://www.ilmuse.gov.tw/。


陸、	主要參考論文：


吳方正，〈裸的理由—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人體寫生問題的討論〉，刊載於《新史學》第十五卷第二期，臺北市：新史學雜誌社，2004,6。


吳國淳：《戰後五十年來台灣地區中小學美術教育研究》，台北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台北：台北師範大學，1997,5。


周婉窈：〈失落的道德世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公學校修身教育之研究〉，刊載於《臺灣史研究》 8卷2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


袁汝儀：〈戰後台灣美術教育學術性研究文獻初探：1930-1960的自由畫〉，刊載於《「藝術教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集》，屏東：屏東師範大學，2005,4。


顏娟英，〈不息的變動—以上海美術專門學校為中心的近現代美術教育與美術運動〉，中研院史語所專題演講未刊稿，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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