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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說畫中話－以潘春源〈琴笙雅韻〉、〈婦女〉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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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潘春源（1891-1972）
潘氏彩繪家族第一代，潘春源原名聯科，人稱「柯司」，字 進
盈，早年字邨原，春源為號，後以號行並為畫室之名。

臺灣本土彩繪藝術的代表，與陳氏家族併列南部兩大彩繪家族。
為「春源畫室」創辦人。
習畫經歷：多為自學，32、35歲二次至中國遊學。
被譽為「臺灣第一代本土傳統畫師」、臺灣「日治時期最有名
的匠師」



臺展入選7件作品

臺展中與眾不同的潘春源

牧場所見， 1928

潘春源

第二回台灣美術展覽會

照片編號：T2E21

資料來源：台灣教育會，
《第二回台灣美術展覽會圖錄》，
台北：財團法人學租財
團， 1929 。
畫家別名：潘科



臺展入選7件作品

臺展中與眾不同的潘春源

浴， 1929

潘春源

第三回台灣美術展覽會

照片編號：T3E21

資料來源：台灣教育會，
《第三回台灣美術展覽會
圖錄》，
台北：財團法人學租財
團， 1930 。
畫家別名：潘科

牛車， 1929

潘春源

第三回台灣美術展
覽會

照片編號：T3E26

資料來源：台灣教
育會，
《第三回台灣美術
展覽會圖錄》，
台北：財團法人學
租財團， 1930 。
畫家別名：潘科

琴笙雅韻， 1930

潘春源

第四回台灣美術展覽會

照片編號：T4E47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學租財團，
《第四回台灣美術展覽會圖錄》，
台北：財團法人學租財團， 1931 。
畫家別名：潘科

婦女， 1931

潘春源

第五回台灣美術展覽會

照片編號：T5E27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學租財團，
《第五回台灣美術展覽會圖錄》，
台北：財團法人學租財團， 1931 。
畫家別名：潘科

武帝， 1932

潘春源

第六回台灣美術展覽會

照片編號：T6E09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學租財團，
《第六回台灣美術展覽會圖錄》，
台北：財團法人學租財團， 1932 。
畫家別名：潘科

山村曉色， 1933

潘春源

第七回台灣美術展覽會

照片編號：T7E59

資料來源：台灣教育會，
《第七回台灣美術展覽
會圖錄》，
台北：財團法人學租財
團， 1934。
畫家別名：潘科



臺展中與眾不同的潘春源

〈若き日 (青春)〉，陳進，1930。

潘春源〈琴笙雅韻〉

潘春源〈婦女〉



臺展中與眾不同的潘春源

〈朝趣〉周雪峰，別名：周圭元， 1931。

潘春源〈琴笙雅韻〉

潘春源〈婦女〉



臺展中與眾不同的潘春源

潘春源〈琴笙雅韻〉1930 潘春源〈婦女〉1931



臺展中與眾不同的潘春源 〈琴笙雅韻〉



臺展中與眾不同的潘春源〈婦女〉



臺展中與眾不同的潘春源 〈若き日 (青春)〉，陳進，1930。



臺展中與眾不同的潘春源

潘春源〈琴笙雅韻〉

潘春源〈婦女〉 〈林文煙月分牌廣告畫〉，
1930年代中期，尺寸不詳。

鄭曼陀〈上海三友實業社廣告
畫〉年代不詳。
鄭曼陀〈晚粧圖〉，1914，
78×53.2cm

〈若き日 (青春)〉，陳進，1930。



一、花磚脈絡地面圖紋的推論

有西洋感的建築為「洋風建築」，有著「擬洋風」、「和洋折衷」之分別，這些
建築也出現在臺灣日治初期。

「漢民族是一注重自身社會地位、裝飾的民族，這兩者相輔相成，因為裝 飾除了
紋樣本身所代表的涵意外，也代表了使用者自身財富及地位象徵。」

1625-1650，抄襲自中國進口瓷器之「萬曆」樣式約1620年，法國百合方框內的鬱金香圖樣。

圖片來源：繆弘琪。《流光凝煉方寸間：臺灣與荷蘭老磁磚展》。初版。台
北縣鶯歌鎮：台北縣鶯歌鎮陶瓷博物館，2003。



一、花磚脈絡地面圖紋的推論

水泥花階磚，逵園室內復古花地磚。駱昌威攝。

大元帥府花磚，水泥花階磚，蘇韻樺攝。

金門花磚，劉姿廷攝。



二、畫中語彙地面圖紋的推論

日治時期引進的大片洋磁磚，在〈婦女〉 圖像中的地磚，
與金門的馬約利卡磁磚相似，重要的辨認依據是磁磚上印
有美麗的「雙蝙蝠」紋樣，這樣吉祥圖案亦有著「和諧」
的觀念。
這樣的馬約利卡的磁磚，產地大多源自於日本。潘春源〈婦女〉

潘春源〈琴笙雅韻〉1930



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取捨

官辦美展是當時最受矚目的發表展示平台，不符合官方目標就不會入選，參展作品勢必
受到官辦展覽目標、方向的限制。
潘春源嘗試依照臺府展容易入選題材進行選題外，更依其習畫過程塑立的特有畫風來繪
製細膩景緻，從〈琴笙雅韻〉、〈婦女〉兩件仕女圖來看，就能看見顯著的差異性。
時代遇上日治時期新引進的東洋畫，對職業畫師而言， 因應之道就是從應付顧客的許多
古老繪畫技藝中拿出幾套技巧，轉換來應付新潮流；但以文化深層面來說，當日本畫以
殖民主義被介紹到臺灣之時，也是 「文化」在臺灣、日本、中國文化、傳統之間，文化
形式融合再現的開始。

潘春源〈琴笙雅韻〉 潘春源〈婦女〉



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取捨

潘春源〈琴笙雅韻〉 潘春源〈婦女〉

〈琴笙雅韻〉的整體與中國的關係再多一些，因習畫背景的不同，生活的耳濡目染，
轉折自上海畫譜以及中國畫師傳統的元素，空間處理上也與畫譜有關係密切，不論
是在構圖、仕女的描繪塑造，潘春源融合不同文化元素，創出不同於日本浮世繪仕
女的臺式美人畫。
日治時期臺灣畫家是在殖民者的注視下，建構臺灣的文化想像，這些作品具有現代
化的面貌，但是其中又包含許多傳統的元素表現，呈現不同文化 中、日、臺元素
的混雜。



結論

潘春源從自身的工匠傳統中，兼採各種元素，建構合乎臺展要求的臺
灣特色，臺灣文化多元、多樣的性格，也呈現於他的參展得獎作品中，
透露出個人獨特繪畫風格的他，甚至混合中國、日本及西方等不同文
化繪畫元素。
在藝術中最難能可貴的便是它們實實在在地被保留於畫面中，經過不
同的內化與轉折，形成另一番景色，潘春源〈琴笙雅韻〉、〈婦女〉
中，中國圖騰、西洋地磚、日本裝束等，增加、減少、交互融合，保
留元素的同時也融入了新型時代潮流的特色，透露出藏於被殖民者內
心的不忘本心境，以及一名有著藝術家靈魂的傳統畫師，迫於生活與
環境做出的妥協、取捨。
從他入選臺展的作品中，去了解一位具代表性的傳統畫師，如何在當
時透過經驗去學習，並面對文化衝突、妥協、排斥到相容的過程，最
終呈現出日治時期臺灣的美術的發展樣貌與文化的歷史記憶。

潘春源〈琴笙雅韻〉 潘春源〈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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