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俊賢 1957‐2019 

FRP 36x33x62cm 2015 

    多面向的李俊賢老師是具有：歹頑郎＋藝

評人＋策展人＋館長＋爐主＋棒球迷＋旅行者

＋藝術家等等八個身分 

    李俊賢老師生長於台南麻豆，畢業於台灣

師範大學美術系西畫組、紐約市立大學藝術碩士

班。繪畫作品取材多自勞工階級、港都風情和南

島文化，畫風粗獷、夾雜本土語言文字意象，饒

富生活元素，以寫生的視角，多途徑地關懷台灣的人文風景。在 2004-2008 年間擔

任高美館館長，卸任後回歸藝術創作。藉由生機盎然的繪畫風格，為南島台灣的真

實留下了一頁可愛可親的註解。 

    具有多重身分的藝術家李俊賢在 2019 年病逝，造成台灣藝壇的震動。從 1970

年代中期到 2018 年，歷經四十多年的藝術生涯，他擔任過國高中教師、組織畫會、

雜誌主編、參與紐約中報的美編工作、成為建築系副教授、鐵道藝術網絡督導、駐

村藝術家、台新獎觀察員、美術館館長、大學藝文中心主任，這些不同的角色，與他

長年強調以身體感官經驗為基礎的「台味」評論書寫和「台味」美學策展，不僅反映

了台灣當代藝術的生態，也呈現一位穿越這個生態系種種樣態的藝術家旅程。 

 歹頑郎 

李俊賢係「歹頑郎」，1957 年生於台南麻豆，後遷居雲林北港，小學二年級始

定居高雄；1979 年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1986 年負笈紐約，1988 年自紐約大

學藝術研究所畢業，1989 年回台。他曾任高苑科技大學建築系副教授、高雄市現代

畫學會理事長、高雄藝術聯盟會長等職，並於 2004 至 2008 年出任高雄市立美術館

館長。 

李俊賢是腳踏土地、用旅行貼近土地城市與海洋的畫家，具有強烈的台灣土地

意識與情感，畢生積極以藝術參與社會，在台灣當代藝壇上扮演多重身分與重要角

色，2019 年病逝於高雄。 

 藝評人 

李俊賢係藝評人，1985 年任《藝術界》雙月刊雜誌主編，1989 年以李史冬等筆

名於《民眾日報》書寫「從愛河到哈德遜河」等專欄，1994 年參與創立《南方藝術》

擔任藝術總監，2005 年策劃發行《藝術認證》月刊，2013、2014 年任「台新藝術獎」

提名觀察員。他憑藉豐厚的文學閱讀與編輯經驗，長年強調以身體感官經驗為基礎

的「台味」評論書寫，出版有《台灣美術的南方觀點》、《全民書寫》等文集。 



 策展人 

李俊賢係策展人，1991 年與倪再沁合作，在高雄串門藝術空間策劃「一○一台灣

土雞競選專案」藝術計畫，以藝術介入政治的手法，反諷萬年國大代表的選舉；1996

年共同策劃「台北雙年展：台灣藝術主體性」，強調台灣藝術的主體意識。 

2001 年是李俊賢的策展爆發期，包括屏東竹田的「土地辯證」、高雄市立美術

館的「後解嚴時代的高雄藝術」，以及創設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和「愛河文化流域」

計畫，引起高屏當代藝術策展界的巨大旋風。 

 館長 

李俊賢係館長，2004 至 2008 年擔任高雄市立美術館「革咪貫」館長期間，規劃

執行「南島當代藝術計畫」，此一計畫堪稱「台灣美術史事件」的創舉；2005 年創

辦高美館藝評雜誌《藝術認證》雙月刊，親身參與訪察書寫，此份刊物至 2018 年 12

月為止，已經展現了當代藝術書寫論述行動的議題帶動能量。 

其中，針對當代原民與南島藝術的密集採訪寫作，不僅培養了許多年輕世代論

述者、書寫者與策展人，書寫名單也幾乎涵蓋了今日絕大部分可見的原民當代藝術

家。2007 年高美館與新喀里多尼亞棲包屋文化中心共同舉辦「超越時光．跨越大洋

——南島當代藝術展」，李俊賢勤訪紐澳與新喀里多尼亞等南島海洋文化友邦，奠

定了高美館為南島藝術國際交流的平台，將原民當代藝術帶入美術館。 

 爐主 

李俊賢係爐主，2002 至 2004 年在張惠蘭邀請下，在高雄大樹姑山倉庫進行〈旺

來．奶雞．菜規〉與〈劉啟祥〉等壁畫創作；2010 年與李俊陽發起新台灣壁畫隊，

以集體共同創作的形式，在高雄橋頭白屋組織出國內首見的壁畫移地、現地創作。 

在此之前，李俊賢於館長時期，就愛與藝術家相聚於高雄十全路的「全津」魚翅

焿，談論藝術生態與創作的種種，「魚刺客」藝術團體於此談論中漸漸成形，2015

年在駁二藝術特區的「海島．海民─打狗魚刺客海島系列─旗津故事」展即為此團體

宣示性的展覽，此後每年一次共同展覽，延續至今不輟，他也被推舉為「爐主」。 

 棒球迷 

李俊賢係棒球迷，一生愛棒球，1990 年現代畫學會時期及後來的高苑教學生涯

時，即組有藝術家與建築系棒球隊，2004 年高美館時期，亦組有員工壘球隊。對於

繪畫的「手感」與專業生涯，經常以他對棒球的體驗比喻之，手感講究準確，一筆下

去，可以是二縫線直球，也可以是指叉球，必須掌控自如。 



特別是他愛用的畫技——Hue（咻），雖然帶有自動技法的意味，但亦有直咻、

旋咻、側咻之別，Hue 出去的顏料，在全力之下，可能以 140 公里的高速撞擊畫布，

爆裂出更多的色點與不同筆觸。同時，亦時以專業大聯盟路線，比喻專業藝術家必

須面對市場的考驗。 

 旅行者 

李俊賢係旅行者，1991 至 2000 年，李俊賢以藝術家特有的腳步和眼光，進行了

十年的「台灣計劃」，以「台到深處無怨尤」的當代寫生精神，踏遍了高屏、雲嘉

南、苗栗南投彰化、宜蘭花東與澎湖等十幾個縣市，奠定了他對於「移民性格」與移

民社會比較不受理教制約，比較「漂撇」，比較「本質本性」，也就是比較「ㄔㄨㄚ」

的移民工農性格模式。 

李俊賢一生的旅行創作性格，可以用他畫海浪來理解：因為浪是動的，畫的時

候筆也要動。如果畫的時候筆動速度與角度和真的海浪差不多，那畫出來的海浪就

會真的像在動一樣，要達到那樣的狀態，心態上和身體上要像棒球先發投手一樣，

只要下筆，一定要把球丟到打者死角。 

透過旅行的體驗和反芻，使他由早期旅次紐約的歷史符號主題，在回台後，漸漸轉

換以生活經驗和其相關環境為主，舉凡台灣的地景、歷史、地理、語言、植物、流行

文化、原住民文化等，皆成為他的畫題。 

 藝術家 

李俊賢係藝術家，1989 年在紐約的畫作〈105 榴砲的回憶〉即表現出李俊賢對

於字與畫相互結合共振的特殊畫題，具有高度的興趣，1995 年的〈歹頑郎〉與〈幹

林周罵〉、2000 年的〈高雄意識〉、2003 年的〈北七道康〉可以看到「集合字」的

突然冒出，已經成為李俊賢繪畫獨有的藝術家簽名式之一。加上漸次發展 Hue 出顏

料的「地圖畫」、出自民間文化筆法的「花鳥體」、寫生式的「海波浪」等特有繪畫

語彙和色譜。 

李俊賢可以說是少見具有「集合字」一般多重生命的藝術家：他既是有強烈土

地意識的歹頑郎，又是世界的旅行者；他既是潑辣的藝評人，又是開創性的策展人；

他既是政策視野開闊的館長，又是接地藝術社群的爐主；他既是棒球迷，又是一個

深情的人夫、父親與朋友。李俊賢一直在藝術的路上，他集合了多重面貌的藝術生

命，像一顆變化球，直入人心。 

李俊賢一生的旅行創作性格，可以用他畫海浪來理解：因為浪是動的，畫的時

候筆也要動。如果畫的時候筆動速度與角度和真的海浪差不多，那畫出來的海浪就

會真的像在動一樣，要達到那樣的狀態，心態上和身體上要像棒球先發投手一樣，

只要下筆，一定要把球丟到打者死角。 



透過旅行的體驗和反芻，使他由早期旅次紐約的歷史符號主題，在回台後，漸

漸轉換以生活經驗和其相關環境為主，舉凡台灣的地景、歷史、地理、語言、植物、

流行文化、原住民文化等，皆成為他的畫題。 

★文章取自: https://www.verse.com.tw/article/jiunshyan-lee-8-

keyword?utm_source=copy_link&utm_medium=share&utm_content=jiunshyan-lee-8-

keyword 

★高雄市立美術館 2016－2017 年盧昱瑞紀錄李俊賢【精簡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N5Z-YGyq_A 

★視覺藝術影音資料庫(高美館)-當代藝術身影-李俊賢（完整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Z9aJXZf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