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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年出生於澎湖縣湖西鄉鼎灣村，1954

年就讀沙港國小，1958 年受軍人朱恆耀請託繪畫

蔣中正伉儷肖像呈獻，獲頒獎金 500 元及獎狀。

1966 年台灣省立馬公高中畢業，1970 年國立台灣

師範大學美術系以國畫第一名，油畫、水彩第二名成績畢業。任教澎湖縣立馬公高

中、高雄市立大仁國中、高雄市立高雄中學。1996 年受聘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美術系

暨美研所教授，兼任國立台南藝術學院藝研所，國立中山大學劇藝系，國立屏東教

育大學視藝系教授。2004 年獲高雄市文藝獎美術類終身成就貢獻獎得主。 

現任台北市立美術館典藏發展小組委員、國立台灣美術館、高雄市立美術館典

藏委員、高雄文藝獎評審委員。歷任國家文藝獎提名委員、高雄市文化局展演出版

物、全國美展、全省美展、台北獎、高雄獎、台灣美術新貌獎、大墩獎、鳳邑獎、

屏東獎、府城獎、南瀛獎、桃城獎、玉山獎、台中縣、雲林縣、彰化縣、桃園縣、

新竹縣及全國學生美展、南部七縣市美展。（曾參與之經歷繁多不能全載） 

在高雄，談起當代最具分量的畫家，藝壇常公認「洪根深」為其代表。1980 年

代，洪根深創作一系列反思工業城市疏離與汙染議題的作品，因畫風凝重、用色暗

沉，從此打開了被稱為「高雄黑派」的嶄新美術流派，影響南台灣藝壇風氣與地位

甚鉅。 

洪根深在大學時期就已成名，擅長在傳統技法中加入革變，因此也成為台灣水

墨藝術發展史中最重要人物之一。 

四十多年來，除了媒材融合技法的創新外，他不斷型塑出自我風格，從建立國

畫現代語彙的《繃帶／人俑》系列、把圖騰融入創作的《格規》系列，到專注於佛

教經典的抄寫，各個階段他都務求做到以極致作品展示於眾。 

許多藝術家，終其一生都只活在自己的封閉世界，而洪根深的作品除了反映他

內在的情感，更與社會發展緊密結合，他就如同一位入世的修行者，藉著畫筆記錄

與修復內心對社會的情感。 

1946 年次的洪根深自幼就展現對繪畫的熱中。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隔年，他

出生在澎湖。先前 2 位兄長因白喉病在幼小時就相繼過世，他也曾輾轉病痛之苦，

幾度在生死間擺盪，脆弱的體質讓洪根深遲至 9 歲才進入小學就讀；倖存的生命，

也讓他在家庭中備受溺愛。 



小學四年級成為報紙頭條人物  

那個年代，父母親大多不樂見小孩往繪畫之路發展，尤其洪根深的父親與祖父

都是公務人員，更希望他能有相同的職涯規畫。但偏偏洪根深從小就愛畫畫，而且

非常愛現地把圖畫張貼在自家門口，父親因憐惜愛子，寬容看待他的興趣，因此反

而意外地鼓舞了洪根深的創作欲望。 

光復後的澎湖村莊有非常多駐軍，這些軍人常到洪根深家串門子，也都知曉洪

家有個愛畫圖的男孩。「大約是小學四年級的秋日時節，有位士官朱恆耀登門拜訪

父親，巧見牆壁上的作品，十分讚嘆，這位士官是每年都會接受蔣介石總統召見宴

請的「國軍克難英雄」，他便興起念頭，請洪根深繪畫蔣介石伉儷的肖像，年底北

上時獻給總統。 

蔣介石總統收到這麼特別的禮物，非常開心，立即頒發洪根深在當時算是高額

的台幣 500 元獎金，及全套油畫用具，還外加一套世界寓言套書。這個事件，讓洪

根深的名字登上報紙頭版，一夕竄紅，奠定了他一心繼續畫圖的動力。 

後來他進入馬公中學，遇見了兩位優秀的繪畫老師，他們分別在國畫與西畫領

域各有專長，求知若渴的洪根深從他們身上吸納了更充足的技法，因而順利考上了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 

破除「紙是天」的價值論  

進入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後，洪根深開啟了專研繪畫的人生，大學 4 年期

間，他獲獎不斷，不論國畫、水彩、油畫、雕塑，都有出色的表現，尤其國畫，鮮

少與「第一名」脫節。 

洪根深並未沉迷於這樣的光環，他開始思考，傳統水墨總是表現山水之美，這

樣的題材是否符合現代社會的精神？傳統水墨畫比喻：「筆墨是人，紙是天」，但

受限筆紙與既有技巧，一般畫家很難進一步闡述當代社會的豐富精神，洪根深認為，

材質是中性的，它只是媒介，真正好的作品在於觀念的傳達，唯有運用各種型態的

媒介，無限大的思維才能完整展現。 

於是洪根深致力變革現代水墨，後來又運用了許多複合媒材創作。《山海》系

列是他畢業後的第一批作品，在山與海主題作品中，應用了嶄新手法，採用拓印、

渲染、拼貼等多花樣形式來呈現水墨畫氣韻。 

傳統水墨畫面很講究留白，而留白處大多以雲、霧、水或道路來展現意境，但

洪根深認為，留白的用意不僅於此，而是要讓畫面有喘息空間。所以，他廣泛使用

各種材料，融合國畫和壓克力顏料，在原該灰黑色澤的水墨畫上，大膽放上整片的

黃、紅、橙等耀眼刺人高彩度顏色。 



1974 年，洪根深認識詩人朱沉冬，共同組織「心象畫會」，後來又結識羊令野、

羅門、楚戈等台灣現代詩人，這派人馬儼然成為南台灣文化界的活躍份子。因為與

詩人的交集，洪根深在日後在繪畫的布局上更增添了詩意，甚至經常自創詩詞。這

些不經意的詩詞創作不只奠定了日後從事藝術評論的文字功力，甚至在 2007 年時還

出版了《丘壑痴狂》詩集。在這本詩集的序文中，作家路寒袖形容洪根深：「丘壑

大如宇宙，痴狂本是人生。『丘壑痴狂』其實就是一位畫者的生命歷程紀錄。」 

藝壇名家蕭瓊瑞則說：「相較於為人熟悉的洪根深沈鬱、愁苦、糾結的現代水

墨，他的詩作呈現一種舒坦、柔情、歡愉的本質。」 

刻畫人間的孤寂  

時空再回到 1970 年代中，當時台灣接連歷經中美、中日斷交、退出聯合國，以

及美麗島事件，藝文界開始瀰漫著濃郁的反思氣息，鄉土自覺意識高漲，藝術家紛

紛以傳統農業社會、老式建築、廟宇、勞動者與市井小民作為創作題材。洪根深也

開始透過作品對環境、人性進行關懷和批判。他回到離開已久的故鄉，將記憶中的

每一個角落真實地呈現在畫布，漁村、廟宇、老屋、勞動者及神像都躍然紙上。這

段時期的洪根深認真速寫人物，畫面多半是生活的寫照，神情的刻畫盡是人間孤寂

的一面。 

雖然鄉土題材在當時非常普遍，但洪根深的畫展依然引起媒體熱烈報導，尤其

是懷鄉的人物素描，還深獲藝評人肯定。但在正式展出一次人物主題水墨畫展之後，

洪根深意識到「懷鄉」已成為一種濫情，不該繼續在當中打轉，於是他將關懷的視

點再放大，改而關注 1987 政治解嚴之後的社會議題與千奇百怪的美術型態和主張，

舉凡暴力的、荒謬的、色情的、反中國大陸的、反本土的，眾聲喧嘩，特別是政治

化的題材最受新生代藝術家喜愛。台灣美術界幾乎和其他領域的人士一樣，進入了

泛政治化的時期。 

這時的洪根深，目睹了人性的貪婪、脆弱與攻擊性，於是陸續推出以黑彩為主

調的多媒材作品，把「人」當作表現的主題，赤裸裸解剖人性奧義，並對現代人提

出悲劇式的省思和質疑。 

這些創作讓他在畫壇上被推上另一個高峰，「黑色情結」成為洪根深的註冊商

標。在畫面中，黑色統馭整個畫面，在黝黑的空間裡，清楚看見孤獨的身影擠在人

群當中，身纏繃帶的「人俑」更成為他的代表符號。 

20 世紀初的超現實主義藝術家賈科梅蒂曾如是告白：「我畫畫與雕刻是為了攻

擊現實，是為了保護自我，是為了抗拒死亡，以爭得所有可能的自由。」他的繪畫

作品反映了 20 世紀人類的軟弱與不堪一擊，藝評人曾指出這位存在主義的藝術家作

品中蘊含了兩項重要基本要素：絕對的自由及存在的恐懼。 



「絕對的自由與恐懼」正好也是洪根深作品的要素。在焦慮與渴望中，洪根深

的黑色風格以帶著詩意的悲傷進入了觀看者的心裡。他以非常表現主義的方法，用

黑色象徵當時台灣人民的忙碌、疏離、狂烈、不安等，毫無秩序但又充滿生命力的

情緒。 

開創台灣後現代水墨  

到了 1990 年代，洪根深開始將關懷環境當作新議題，視野隨之再放大，創作了

《山形、人形》系列。該系列可以說是洪根深創作的大總合。畫面中，我們感受到

創作者告誡著：人與自然不可分割，幾乎是一個睿智者對生命的註解。 

有別於過去「黑」是主調，畫面糾結不清，新的作品中，「白」嶄露頭角，畫

面中出現了整齊排列疊堆的「格規」圖騰。在媒材、技巧、語彙上，新作品可以說

是完全脫離臺灣 60 年代現代水墨運動以來的路徑，走出一條屬於自我的道路。尤其

自 2004 年之後，洪根深更加入諸多人間的主題，包括男女的情慾、都會的墮落、權

力的鬥爭等，至此，他以「中國現代水墨」出發的創作，徹底改為「台灣後現代水

墨」。 

轉念看世間 淨如琉璃  

2012 年，高雄市立美術館為洪根深舉辦了一場創作研究展，洪根深將主題定調

為《殺墨》。死此生彼／死生本一體／來來捨得究竟是念／要讓孩子成長／臍帶要

斷／且看殺墨的俠情／亮起救墨的筆光／且讓高雄／依然佇立高傲紅豔的木棉／我

以墨水的黑／澆灌白淨的百合／為自己的人生的註解 

洪根深以這首詩詮釋《殺墨：洪根深創作研究展》。「殺」不是毀滅，而是重

生，洪根深認為死生本一體，殺墨意謂「死此生彼」；一位藝術家敢去裂斷，敢去

實驗，就能從割捨的當中獲得新的契機。 

這個論調極富禪味。這樣的領悟，雖是洪根深年少就開始的信奉，卻是在近 60

歲時才在藝術創作上真正引導了他徹底質變。數十年來，洪根深一頭長髮，菸酒咖

啡不離身。他的大兒子卻是個虔誠的佛教徒，長期茹素。2005 年，洪根深岳丈過世，

大兒子靜心持咒，洪根深感動地問兒子：「我能幫什麼忙嗎？」「你可以抄經迴向。」

兒子這麼回答。在兒子眼裡，父親是個誑誕不羈的人，對宗教沒特別信仰，根本不

可能放下身段抄寫經文。但當下，洪根深就真的動手抄經了，而且一動手就沒停過，

抄寫經文成為每天的功課。至 2013 年，他抄寫的經文竟累積了 108 冊，超過一百萬

字，全是透過小楷毛筆所書寫。雖是抄寫經文，漂亮的筆法仍難遮其風采。佛光緣

美術館因而在 2013 年特別為這些作品辦了一場盛大的展覽，以裝置藝術的表現方式

展出經冊，創下了全國首創的經文展覽模式。 



一路經歷高潮迭起，對洪根深而言卻都是自然生滅的事。如同他在《留個蕭瑟》

詩句中所寫：人老／風雲倦了／一杯小酒且樂平生／一張畫／留個蕭瑟／夢裡千迴

過客幾／黑白漂泊晚風中／鴻燕不堪秋聲楚／把悲傷留給自己吧！ 

趨近觀察，洪根深的生命如同一杯無糖無奶的黃金曼特寧，隨著擺放時間長短

與溫度的不同，在沈穩厚重中，有著甘醇酸澀的豐富變化。而這樣的變化雖是必然，

卻讓人處處驚艷。 

★文章取自

https://www.taiwanpanorama.com.tw/zh/Articles/Details?Guid=738fca62-038
5-42b1-a115-3574cfa8c564&CatId=8&postname=%E5%BE%9E%E6%AE%B
A%E5%A2%A8%E4%B8%AD%E9%87%8D%E7%94%9F-%E7%95%B6%E
4%BB%A3%E8%97%9D%E8%A1%93%E5%AE%B6%E6%B4%AA%E6%A
0%B9%E6%B7%B1 

★文章取自 https://artemperor.tw/artist/3167 

★影片連結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465408455148547 

★視覺藝術影音資料庫(高美館)-當代藝術身影-洪根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TWeebXsi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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