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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常民文化再現」系列作品，是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結合的繪畫創作研究。本創

作研究除了對常民的物質生活文化，社會生活文化，及精神生活文化等內容進行梳理

外，並嘗試對常民文化的特質進行歸納與解析；從而就常民生活文化中的人文現象與

心靈世界，勾勒出現今常民生活方式中的文化內涵。期待經由這些層層的整理與歸

納，能達成「社會觀」、「吉祥圖」、「諸神記」等系列的水墨創作探討。最後透過傳統

廟宇建築石雕裝飾紋的表現形式，希望能帶給現代廟宇建築藝術及水墨創作新的視

野。並期許藉由系列作品的闡述與解析，能協助一般社會大眾更瞭解傳統藝術在民俗

生活上的運用，及其所承載的人間美意及美感經驗。

第一節 回顧與省思

常民生活文化，源遠流長、無處不在、豐富而多采。它無時無刻不影嚮著人們的

思想、觀念和情趣，它是一種反覆運作的生活習慣，而且被類型化與通俗化的人類行

為表現。它帶有相當顯著的實踐性，並落實在我們的生活中。有時也會因地域及族群

的不同而衍生出顯著的差異性，但它一直是依附在常民的日常生活習慣、情感與信仰

的文化。雖然它只是一種原生而純真的基礎文化，卻是繁衍精緻文化的酵素。所以，

常民生活文化可以說是一切文化的根源。然而一般社會大眾對其生活文化的認識卻是

模糊的，但他即是常民文化的執行者，也是實踐者，甚至是常民生活文化表現生命力

的代表。因此常民文化是屬於廣大民眾的生活方式，也是透視社會的廣角鏡，更是歷

史傳統得以延續的根基。

「常民文化再現」創作研究是以「台灣常民生活文化」為理論基礎，將常民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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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的、社會的、精神的生活文化內容與特質，做有系統的整理與綜合。然後透過筆

者過去對生活環境與社會文化的關照與體驗，才建構出以再現常民文化為目標的研究

主題。為達成此創作研究方向，筆者開始著手蒐集，彙整相關常民生活文化的資料，

並應用田野調查研究法，從文獻與理論中探索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之間的意義與關

係，從而確立以再現常民的「人文現象」與「心靈世界」為創作研究主軸。並以｢傳

統廟宇建築石雕裝飾紋｣為創作題材，運用墨點重複堆疊等表現技法來作為繪畫創作

的實踐。在實際創作過程中，運用品質思考研究法，經過一再地反思與自省，深切地

體會到藝術的表現，無論是主題內容的深度，還是形式風格的廣度，皆涉及創作者本

身的心靈意象及生活經驗，同時也不能脫離其所處的社會、時代與文化背景。因此，

藉由｢社會觀｣、｢吉祥圖｣、｢諸神記｣等系列創作研究，試圖來引動常民的｢人文情懷｣、

｢心靈圖記｣及｢信仰崇拜｣等真實的社會現象與內心世界。所以透過｢常民文化再現｣

系列作品的呈現，除累積了個人藝術創作的經驗，更讓自己的內在心靈不斷地與外在

環境做深度的對話與交流。期許能經由沈澱再提煉，將此精神層面的體悟與心得化為

圖像，傳遞給社會大眾。也希望此系列作品的闡述與呈現，能兼顧藝術創作者應有的

內在心靈意象及外在的人文關懷，並能因此引發社會大眾啓動自我關照的省思與對常

民生活文化的關注。

總之，｢常民文化再現｣系列作品的創作過程，是經由觀察、體驗、內省、資料蒐

集、分析、反覆思索及實作等一連串的研究歷程。在研究進行中，筆者的心情是跌盪

起伏的。每當完成一幅能完全呈現自己內心所要表達的情感與思想之作品時，總有一

種說不出的喜悅與快樂；然而在研究、資料蒐集當中，也看到一些原本雅緻、質樸的

傳統文化被扭曲、變異，甚至具歷史價值及文化意義的文物與習俗被冷落、遺棄，真

是令人痛心與惋惜。不過，在實地調查記錄中，也發現有許多地方文史工作者，正努

力的整理、保存與發揚固有的優質地方文化，並能適時地提出研究心得與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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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共同為這塊土地打拼的精神，直令人雀躍與振奮。

藝術的創作與研究，就如同做學問一樣，單靠時間的累積是不夠的，若非有堅定

的信心與毅力，是很容易隨波逐流，半途而廢的。因此，在創作研究過程中，必須不

斷地累積美感經驗與技術，更要用心的去鑽研與開發各種參考資料，如此才能使自我

的創作技能與藝術內涵，日益提昇。所以殫精竭慮地去思索，脚踏實地去實踐，才能

創造出具藝術價值的好作品。因此，身為藝術工作者，必須秉持誠摯的心，深刻地去

體會生活中的人、事、物，用悲憫的心去看待人生百態，以嚴謹的創作研究態度，將

自己內心深處的感動，轉化為藝術語彙，如此才能創造出兼具深度、廣度的精緻藝術

作品。

走過披星戴月的繪畫創作研究路程，心靈的悸動，孕結成「常民文化再現」系列

作品。一路走來，雖然艱辛，卻因為喜愛而甘之如飴。隨著「常民文化再現」系列繪

畫創作研究的完成，讓自己的心靈找到歸宿，內心世界也感到無限的充實與滿足。人

生本該有一份堅持與執著，藝術創作是愛的事業，是人類最崇高的使命，願以無私的

心，愛著自己的家鄉以及依存其間的「台灣常民生活文化」。

第二節 價值與貢獻

本繪畫創作研究除了針對台灣常民生活文化的內容與特質，加以整理與探討外，

並希望能透過「常民文化再現」系列作品的呈現，來喚醒社會大眾對傳統文化及民俗

藝術的重視，使常民生活文化能彰顯其應有的意義與價值。且能有裨益於傳統文化的

傳承及民俗藝術的保存，以建立一個可供藝術創作研究參考的資料庫及充滿文化氣息

的和諧社會。並促使常民生活文化發揮其在現代社會中之效用，增進常民生活環境之

品質，充實常民精神本質與情感內涵，進而激勵民族之自信心及同胞的向心力。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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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分述「常民文化再現」系列繪畫創作研究成果之實質意義與價值。

一、文化保存與傳承

未來是過去的延續，傳統文化是未來的根基。維護傳統文化資產，可避免文化在

傳承過程中，發生斷層現象，並可據此創造屬於自己的文化。因此，保存與傳承是「常

民文化」生生不息的兩股原動力。透過「常民文化再現」的創作研究，其目的並不僅

限於傳統文化思想與習俗的重現，而是在使現代人更瞭解自己文化的根源，使其在面

對自己的歷史、文化與藝術時，能有更深一層的體認與感受。

台灣常民生活文化，是先民經歷長期的生產奮鬥過程，結合日常生活的方式所創

造出來的文化。它凝聚著歷代人民對生活美好的追求與嚮往，是歷代祖先智慧與經驗

的結晶，也是台灣先民開發台灣艱苦歷程的見證，所以是台灣文化史上不可缺少的篇

章。因此無論在歷史上或文化上的價值，都是值得我們加以保存的。面對二十一世紀，

高科技的來臨，我們不可讓科學技術像洪水般地吞噬常民傳統舊有的優良文化。反而

要加以疏導，以堅實可靠的自我文化特質支配它，使其轉向裨益於這塊土地的方向。

尤其西方文化的強勢入侵，常民一窩蜂地以模仿西方風尚為主流，現在我們不覺得其

嚴重性，但數十年或數百年後，對於今日這種缺乏民族風格的常民文化，必有不同的

評價。因此透過「常民文化再現，系列作品的闡述與剖析，我們確信將使台灣這塊土

地的文化傳統和民俗藝術得以保存與傳承，且有助於對這股因為外來衝擊而產生的種

種文化失調現象，提供有效的解決途徑。

二、審美能力，提昇人文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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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是人類生命延續的一部份，它脫離不了生活環境與社會文化的滋養。藝術的

本質包含著人的情感與思想，其功能可感動與撫慰人心，教化與美化人生。因此當人

們內心鬰悶不樂時，一首輕快動人的音樂，一幅道盡人生百態的繪畫，都能讓人排解

內心深處的傷痛，並頓時豁然開朗。所以人生中如無藝術的滋潤、生命將益感空虛與

貧乏。藝術就像潘朵拉的寶盒，打開它就會讓人充滿無限的希望。現在的台灣，是一

個富庶的社會，然而在競爭激烈，變動快速的數位年代裡，人們的生活卻是緊張繁忙、

焦慮與苦惱，大多數的常民雖然有優渥的物質享受，但心靈卻難得一日清閒自在。因

此，透過「常民文化再現」系列作品的呈現，正可在物質優厚，心靈貧乏的台灣，開

啓美化與淨化的作用。

常民生活文化，是先民思想、情感表達的方式之一，先民們藉著各種完美的形式

表達，讓我們得以欣賞到至純、至真、至善的生活藝術表現。透過「常民生活文化」

的內容論述，除可具體地再現先民豐富而理性的情感與思想，更可藉由「廟宇建築石

雕裝飾紋」，在民俗藝術所特有的審美價值，讓欣賞者在情感上與先民們取得心靈上

的共鳴，精神上獲得超然物外的意境。所以「常民文化再現」系列作品的創作研究，

除了是知識與技能的傳遞外，更可達到情意的陶冶。除了可藉此導正社會大眾因功利

取向而產生的偏差價值觀外，更可豐富常民的生活情趣，及提昇常民的人文素養。

三、建立完整的資料庫，以提供藝術創作研究之參考

台灣常民生活文化、豐富多采，源遠流長，它除了有源自中原內陸的風情民俗，

更有在地發展而成的生活習慣。這些與這塊土地子民息息相關的文化，充份地反映了

來自民間草根性的特色和生命力。其內容包括很廣，可分為物質生活文化，社會生活

文化，及精神生活文化。其中有關「社會觀」、「吉祥圖」及「諸神記」，更是台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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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藝術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系統，同時也是研究台灣各地風俗習慣，鄉土民情，以及

常民信仰、理想的重要參考資料。透過「常民文化再現」的創作研究，不僅可以了解

常民現實生活的人文現象與心靈世界，更可做為現代社會學或藝術創作之資源。

由於「常民文化再現」，創作研究，是採用現場的田野採集及相關資料的蒐集與

整理等方式來進行。它除了精煉和濃縮了傳統與現代台灣常民生活文化的內容，並藉

廟宇建築石雕裝飾紋的藉物托興形式將它具體呈現出來。因此它不僅反映了台灣廣大

常民的生活文化，更表現了常民的審美觀念和符號、象徵觀念，所以我們不宜把它視

為是一種符號象徵的表現，而應該把它看作是一種生活文化的凝聚，一種時代現象的

展示。換這之，「常民文化再現」系列作品所再現的，並非僅有表面的質樸藝術，而

是蘊涵著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所有人民所生存的空間，所處的時代，以及所承續的歷

史傳統。因此它不只給社會人類學提供了圖文參考資料，並且對於研究台灣文化史，

民俗學，以及廟宇建築裝飾紋的認識與創作等，也建立了完整的資料庫。

四、促進族群融合，增強民族自信心

今天台灣正處於向現代化邁進的新時期，了解過去優秀的文化，正是為了創造未

來的新文化。這對於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強各族群的凝聚力，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過去二十年間，台灣由於經濟蓬勃發展，把人們帶入了豐衣足食的境地，常民個個臉

上充滿著歡笑與自信。在豐裕的物質生活之餘，整個社會也開始重視精神層面的生

活，把注意力轉移到文化事物上，常民藉由對生活文化的關心，開啓了自我心靈的修

維與自我生活內涵的充實。對於文化事物的關心，應是整體社會自信的表示，也是社

會自我肯定的象徵。肯定自身的成就，也就是肯定自身的價值與意義。

台灣是一個統一而多族群的社會，台灣常民的各項生活文化，除有來自中國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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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原文化，及受歐美民族影響的西方文化，當然還包含著台灣本土各族群的原生文

化。長期以來，各族群在風俗習慣上相互依存、傳播與影響；在交融的過程中，雖然

在生活形式上各有「差異」，但亦有「類同」之處。亳無疑問的，「同」始終是占在主

流的地位，因此再現常民文化，是溝通不同族群的紐帶和橋樑，更是增進各族群間的

相互了解和團結合作的原動力。所以「常民文化再現」系列作品的創作呈現，就是促

使社會大眾，對先民歷史生活文化的肯定與認同。進而激發民族的自信心與同胞的向

心力，加速推動發展新本土文化的腳步。

第三節 建議與期許

藝術的根源來自於人的心靈，而心靈的感受則來自於生活。因此身為藝術工作

者，就必須隨時體察自己所處社會環境的變遷及時代潮流的動向。俄國作家托爾斯泰

（Leo Tolstory  1828 ~ 1910）對藝術的看法是「藝術是人類的一種內在動力；人類

利用某種材料或符號，以傳達自己所經驗過的感情給別人，而使別人的心中引起相同

的共鳴。」也就是說，藝術家不管是對外在環境現象的紀錄，或是具人文省察意識的

呈現，還是對時事暗示性的表達，都可透過某種知覺的元素，將自己的情感、思想與

意念等心靈動力表現出來，藉以引發欣賞者有著同樣的經驗與感動。因此藝術要具有

傳達性，就需要藉由視覺的圖像來引發及傳遞創作者獨特的心靈情感。所以藝術創作

是在找尋適切翻譯出創作者腦中意象的過程。它是從創作者自身情感出發，由生活周

遭的人、事、物、經驗中尋求對應，再以象徵的方式連結兩者，做出接近適切的轉譯。

因此藝術不僅是心靈活動的具體表現，更是常民生活文化最有力的支持者，甚至是精

緻文化的代表。

經由此次「常民文化再現」的創作研究，筆者也深深地體會到，藝術的創作除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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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視覺形式的創新與美感經驗的價值外，更應在心靈與人文的關懷驅策下，對現實生

活中被扭曲的社會現象提出善意的忠告與中道的反思。所以此次系列作品的創作，除

表達了筆者自我心靈意識的藝術形式與人文關懷的藝術理念，並傳遞了台灣常民生活

文化之美。因此，作品的呈現，除著重於物象寫實的表現，並融入了隱喻、象徵與聯

想等手法，且透過「廟宇建築石雕裝飾圖紋」的借物寄情，深入地刻畫出現代社會生

活常民的人文現象與心靈世界。希望藉由「社會觀－人文情懷」、「吉祥圖－心靈圖

記」、「諸神記－信仰崇拜」等系列作品的闡述與傳達，在現在過度追求富足與時尚的

社會生活環境中，能喚起社會大眾對常民生活文化的省思與關切。這是極具社會教育

意義與精神價值的藝術創作。筆者將一本初衷，繼續為這塊土地的常民生活文化而努

力，持續將繪畫創作視為終身事業來經營，相信生長在台灣土地上的每一位藝術工作

者，也都有相同的體認。

這幾年來，台灣的經濟發展突飛猛進，社會的進步一日千里，政府單位除積極推

動各項藝文活動，致力於文化建設與心靈改革外，也開始思索如何加入國際的各項藝

文團體與文化組織。然而，我們要與國際接軌，除了自己的生活步調要與世界潮流一

致外，全民的觀念也要隨著新時代的改變而有所調整。「立足台灣」，就是要以台灣為

主題，以傳統文化為基礎，落實台灣文化的在地性與改造運動，如此才能「放眼國際」，

形塑台灣新人文精神，而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與歡迎。台灣常民生活文化是展現台灣

地方生命力最具象徵之所在，雖然在台灣的每個地方與各個族群，皆有其生活習慣與

社會環境的差異性，但其異質的面貌與內涵，反而更突顯出台灣文化的多元性與包容

性。因此在全球化與網路化的高科技時代裡，如何在現代社會中突顯我們寶貴的文化

資產，提高台灣文化在國際舞台上的能見度，這是我們當前的首要工作。文化藝術要

落實，除了政府要主動積極推展外，更賴全民的共同參與，所以我們應開始著手，如

何借重民眾的力量與政府的行政資源，來協助地方發展屬於自己的生活文化特色，刺



198

激地方文化產業的發展。雖然現在一些學術單位及地方文史工作者正積極地投入參與

常民文化的保存、研究與推廣工作，但最重要的，還是培養社會大眾對自己生活文化

的自主性與認同感，因為認同這塊土地，自然就會關懷這裡的人、事、物，並珍惜這

裡的文化。因此，除了要整合民間的力量，政府單位更應在未來的文化政策制定上，

全面地考量當前外在社會環境變化的需求，重新修正文化資產保存範疇及其定義；而

在內在優良傳統文化的深耕上，也應加入世界文化資產的保存新觀念，鼓勵傳統文化

活化再利用。唯有多種管道的努力，同時並行，方能有效地建立起台灣常民生活文化

固有的本質與特色，也才能迎頭趕上先進的國家，躋身國際的文化組織。只要全民同

心協力：在傳承上，努力做好文化資產的保存，落實常民文化的傳遞工作；在素養上，

鼓勵人們參與各項藝文活動，培養藝術審美能力，把常民文化的內涵融入日常的思維

與生活中。最後政府單位要能以台灣文化的生態為基礎，強化民族的自覺與自信，如

此台灣才能成為世界地球村中，具有雄厚文化資產的一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