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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日治時期台灣地方意識的誕生，並不是有系統地被單一組織或國族論述出來。而是


由日本人與台灣人對同一議題的各種論述，逐漸細緻地羅織出所謂的台灣地方意識。日


本在19 世紀到20 世紀初之間，由於西方美學標準與藝術分類方式的引入，促使日本人


重新檢視要如何定義自己的傳統美術工藝，憑藉著岡倉天心等日本社會運動者的提振，


使得日本傳統美術與工藝透過新的詮釋，在相應於西方美術標準下得以獲得新的位置。


1895 年，台灣受到日本殖民後，對於日本所引進的新美術或新工藝的方法技術，也同


樣面臨著保存自身文化的困境。然而，相較於日本，台灣所面對的是更強大、更直接涉


入的殖民統治機制。


台灣人在美術與工藝上接觸到日本人所引入的新興現代美術或現代工藝時，不只是


承續日本人轉譯自西方的美學標準與分類，還同時接收來自日本人所定義的「台灣地方


性」概念。就台灣美術而言，日本人所提出的「地方色彩」，對於臺灣美術地方意識的


形成，有著重要的影響力。然而，地方色彩或地方特色的強化，並不僅存在於美術上，


它同時也廣泛地滲入各個文化藝術或產業的領域中。從1900~1945 年間的《臺灣日日新


報》考察中，可以發現與美術上相呼應的發展。在美術上，隨著臺展機制所確立出東洋


畫和西洋畫二部門的分類，對中國傳統水墨畫加以排除，在工藝上，日本人推動台灣地


方工藝的發展，也是從排除中國傳統工藝的影響下開始，運用日本人引進的竹細工新製


作方法和設計，發展出以西洋生活式樣結合日本傳統匠師技術的新現代化工藝。


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畫家或工藝家如何回應這些轉變，便成為台灣地方意識建立


的關鍵。美術工藝家顏水龍，是日治時期最為投入的藝術實踐者，他是臺灣第一代受日


本正統美術教育的洋畫家，而其橫跨美術、廣告與工藝三領域的創作歷程，也最能呈現


出台灣美術或工藝界對於現代美術、現代工藝標準的回應。顏水龍當時在美術創作上，


折衷日本人與台灣人對於地方色彩的不同理解，並將大量的地方性題材運用在廣告創作


上，而就工藝創作，他進一步發展出運用新技術同時融合自身文化背景的時代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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