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現今臺灣與東亞以及世界藝術頻繁交流的時代，我們對於早期跨越國界
或在區域間流動的藝術家也應予以重視。目前我們對臺灣美術史研究的視
野，主要還是以在臺灣創作的藝術家為範疇，而前往中國發展或在日本創
作的藝術家則較少被關注與研究，其中何德來就是明顯的例子。所幸的是，
1994年何德來家屬捐贈給臺北市立美術館百餘件作品，透過美術館舉辦
展覽，開啟我們對何德來藝術的認識與後續的研究。

何德來從小過繼給新竹大地主何家，他的教育大半是在日本完成。由於他
並非長期居住在臺灣，因此與臺灣畫壇的關係是相對疏離。然而當他 1932

年學成返鄉，創立畫會並積極舉辦展覽活動，1956年以旅日華僑身分回臺
舉辦個展，都獲得畫壇人士的迴響與好評，因此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本
文將探討何德來在臺期間的展覽活動，並分析他的繪畫發展以及觀眾對他
作品的回應，希望對他在臺的美術活動有所釐清。

文｜黃琪惠  Chi-Hui Huang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Ka Tokurai and the Taiwan Painting 
Circle: On His Exhibition Activities in 
Taiwan

何德來與臺灣畫壇――
以其在臺展覽活動為探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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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934 年何德來在臺美術活動

1927年何德來進入東京美術學校西洋畫科後，就開始參與畫會活動。
這一年官方開始舉辦臺灣美術展覽會（簡稱臺展），這一年一度的全臺
美術競賽展，加速西洋畫與東洋畫的蓬勃發展。其實在臺展開辦前後
美術團體紛紛成立，西畫方面包括七星畫壇、臺灣水彩畫會、赤陽洋
畫會、赤島社等團體。這些畫會主要由石川欽一郎在臺北師範學校培
養的美術老師或東京美術學校出身的畫家所組成，他們對臺灣西畫的
推動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1927年 8月，何德來加入赤陽洋畫會在臺南公會堂舉行的洋畫展，這
是東京美術學校出身的廖繼春、陳澄波、顏水龍等人組成。1928年何
德來暑假返臺在新竹公會堂舉辦為期兩天的個人洋畫展，此算是地方
上美術盛事，《臺灣日日新報》特地報導此展覽「頗博好評」。1 這一
年何德來畫下《自畫像》，他幾乎以正面的角度，使用細膩的筆觸寫實
地描繪面容的特徵，呈現堅定理想的自我形象。

1929年赤陽洋畫會與七星畫壇合併，取名為赤島社，成員包括陳澄波、
廖繼春、張秋海、陳植棋、陳慧坤、范洪甲、楊三郎、郭柏川、何德

《臺灣新聞》新竹版，1932年 10月 10日；
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何德來，《自畫像》，1928，油彩、木板，
33×24 cm，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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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陳承藩、陳英聲、藍蔭鼎、倪蔣懷等人。第一
回赤島社展於臺北博物館舉行，何德來也提出作品
參展，評論者大澤貞吉認為他與郭柏川的作品具有
浪漫主義的傾向。1931年 4月第三回赤島社展，
何德來展出《貧民家》、《寂靜》、《三位中國婦人》、
《萬里長城》，記者認為用筆有點稚拙卻表現出未知
的妙趣。2 不久赤島社重要成員陳植棋突然病逝，
該社發起陳植棋追悼會，之後赤島社停止活動。

何德來 1932年從東京美術學校畢業，他與新婚妻
子秀子回到新竹居住。由於何德來娶日本籍妻子符
合殖民政府鼓勵的「內臺共婚」立場，因此這年《臺
灣新聞》新竹版特地大幅報導何德來與秀子的故事，
並附上兩人在乃木神社的結婚照片。3 何德來除了
繼續創作外，希望能對新竹美術界有所貢獻，因此
把畫室開放給年輕學子練習石膏素描，並義務指導
他們學習繪畫。1933年初何德來號召在地畫友成立
新竹美術研究會，2月即在商工獎勵館舉辦畫展，
開放民眾免費參觀，8月繼續在此展出。10月初何
德來與畫友谷喜一、有川武夫在新竹公會堂舉辦三
人聯展，共展出 80件油畫。4  

1934年初，新竹美術研究會舉辦成立一週年紀念
展，移師到新竹公會堂展出百餘件作品。同年 6月，
該會在公會堂舉辦第五回展覽會，共展出 120件作
品，展出者：何德來、有川武夫、平澤熊一、劉精枝、
郭福壽、草野勝美、莊火塗、柯世元、陳鏡波、新

1934年 11月，何德來（前排左二）於新
竹與畫友聚會；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1934年 10月 7日，何德來（右三）與妻
子何秀子（右四）等親友在新竹公會堂的
第六回新竹美術研究會展；臺北市立美術
館典藏

《海邊風景》，1934，油彩、木板，
24.5×33.5 cm，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冰塊》，1933，油彩、木板，
25.6×26 cm，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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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一策、谷喜一等 15位，為期兩日達千餘人參觀，
可見頗受矚目。同年 10月，該會在公會堂舉辦第六
回作品展，何德來展出 6件作品：《海》、《新妻氏
像》、《秋日之光》、《靜物》、《懷古》、《暮色》。5 

這應是他新近創作的風景、人物與靜物畫。何德來
同年的《海邊風景》，青紫色與白色的簡潔筆觸，
描繪前景平靜的海面，中景小島連接綠色遠山及淡
黃色天空，平穩的構圖表現清澈亮麗的海邊風景。

新竹美術研究會成員主要是在地任教公學校、中學
校及師範學校的美術教師。何德來帶領他們密集地
展出作品，顯示推廣美術的旺盛企圖心。第六回畫
展何德來與妻子在展場與畫作合影，其實公會堂的
作品展示空間並不理想，甚至是克難方式展出，但
更因此感受何德推動畫展的熱情，提升地方美術的
理想。

何德來由於胃疾治療、研究進修等因素，而決定回
東京居住。1934年 11月新竹美術研究會與新竹水
彩畫會在公會堂舉辦「何德來氏送別展」。谷喜一、
李澤藩在致謝詞中，高度肯定他對新竹美術界的貢
獻。何德來展出 8件作品：《月》、《友之母》、《莊
君》、《Ｋ氏之像》、《溫室》、《薔薇》、《風景》與
一件素描。6 其中月亮成為他不斷創作的主題，投
射思念故鄉之情。

何德來在家鄉經常舉辦新竹美術研究會展，無形中
啟發許多年輕學子的視野。當時就讀臺北師範學校
的鄭世璠在參觀何德來送別展時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對何德來那種詩意盎然、清秀又深具哲思的作
品風格，認為對他日後的創作產生很大的影響。7 

1934年 11月臺灣畫家楊三郎、李梅樹、廖繼春等
人再次集結，成立「臺陽美術協會」，次年舉辦第
一回臺陽展。然而何德來已回到東京定居，因此沒
有加入臺陽美術協會，也中斷與臺灣畫壇的聯繫。

1956 年何德來返臺個展

何德來體認藝術創作絕非只為了參展、比賽，也拒
絕藝術商品化，他努力為自己而畫，展現自由的創
作風格。8 他定居東京後，決定走自己的創作之路，
直到 1942年他在新構造社會員改井德寬的介紹下
才加入美術團體。1947年何德來以會員身分在第
19回新構造社展出《月》畫作，此後他持續提出作
品在新構造社展出。1958年何德來擔任該社的營運
委員兼任作品審查委員，1968年他為新構造社社歌
作詞，可見何德來在此團體找到歸屬感，並對該社
貢獻甚鉅。

1940年代戰爭期間，何德來由於胃疾而常出入醫院
治療，加上物資缺乏的不安環境，因此創作量並不
多。戰爭末期日本受到盟軍密集地空襲，戰爭陰影
與死亡恐懼一直縈繞著畫家。終戰後何德來面對日
本戰敗的社會亂象頗多感觸，他在畫作中表現對戰
爭的記憶與反省，也在短歌中表達對人類生存危機
的呼籲。1950年代起，何德來描繪隱喻人類社會困
境的圖像，並憧憬和平理想的世界，以優雅的天使
或裸體群像，象徵世界和平的寓意，例如《人滿為

1956年 7月 24日，「留日東京華僑回國致
敬團」團員下機情景，何德來立於階梯上；
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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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的地球》、《今日仍在描繪和平之夢》、《幸福之花》、《常春》等大作。
他借鏡與轉化法國畫家夏凡納（Puris de Chavannes, 1824-98）的壁畫
圖像與風格，9 使用淡彩薄塗與輪廓線描繪天使圖像，形塑和平幸福的
烏托邦世界，深具視覺震撼力；另一方面他描繪日月星辰、風雨雷電
的自然現象，賦予哲思或詩意的表現，同時開始發展文字繪畫。何德
來這些新題材與新畫風的大作，在他 1956年返臺期間舉辦個展時，
也展示在臺灣觀眾面前，不過此時的臺灣畫壇已不是何德來 20多年前
熟悉的美術環境。

1945年 8月二次大戰結束後，臺灣脫離日本的殖民統治，轉由中華民
國政府接收治理。戰後像何德來一樣的「在日臺灣人」，由「帝國臣民」
變成「在日華僑」的身分。10 1956年 7月 24日何德來隨著「留日東 1956年 8月 11-15日「何德來畫展」於臺

北公會堂請柬；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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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華僑回國致敬團」回到臺灣，直到 8月 27日返
日為止，期間 8月 11至 15日他在臺北中山堂舉辦
「何德來畫展」。此東京僑團由葉炳坤率領，團員林
宗毅、何德來等 17人，抵臺時僑委會等有關單位
與該團在臺親友到機場迎接。他們訪臺行程由僑委
會安排，包括拜會僑委會、省市政府等機關、遊覽
烏來、陽明山等地，以及探望親友等等。

團長葉炳坤向記者說明旅日僑胞都很渴望回到自己
的祖國觀光，因此都感到非常的愉快與興奮，這次
攜帶一幅油畫《太陽出來》準備呈獻給總統，該油
畫係旅日頗負盛名的西畫家團員何德來所繪，他攜
帶畫作準備在臺舉行展覽會。11 在何德來畫展請柬
上印製的後援者，第一位即僑委會委員長鄭彥棻，
第二位則是擔任省政府秘書長謝東閔，他是何德來
就讀臺中一中時的同學。由此可見，何德來藉旅日
觀光團名義返臺舉辦畫展，受到官方僑委會的大力
支持。請柬上印製《太陽出來》，題名為《洋上旭
光》，描繪旭日升起，燦爛的陽光照射海面，三隻
帆船隨著波濤洶湧左右擺盪，奮力往太陽方向前
進，全幅使用強烈的筆觸表現，十分耀眼壯麗。

何德來經過 20年後再次踏上臺灣土地，內心是十
分激動。他在筆記本封面寫下：「山河美麗，友情
溫暖，無法忘懷從天空所見的風物。」他隨身攜帶
素描本，從坐上飛機的那一刻起，隨時速寫在臺灣
所見的風景。何德來除了配合官方的參觀行程外，
他回到家鄉與家族團聚、掃墓、出遊等活動，而在
臺北中山堂的畫展更是此行的重心。他在展覽會場
坐鎮，親自迎接舊雨新知，並留下自己與畫作合影
照片作為紀念。1950年代臺灣各地紛紛成立畫會，
畫壇似有逐漸復甦的榮景。何德來在展覽入口放置
兩本簽名簿，其中可見許多知名畫家前來觀賞，包
括郭柏川、楊三郎、李石樵、藍蔭鼎、林玉山、
陳進、黃君璧等人，5天展期總計有一千五百餘人

1956年，何德來返台旅途速寫本（節選），
18×25 cm (closed)；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參觀。何德來在雜記本貼上展覽的報導與評論的剪
報，包括王白淵、李仲生、博鏞、錢愛其等人的文
章。何德來畫展引起畫壇人士不少的注目，而且他
也相當重視臺灣觀眾的反應。

何德來畫展的後援者還有畫家鄭世璠，其實他是籌
辦展覽的幕後功臣。鄭世璠回憶道：「我應邀協助
個展事宜，他的作品很自然地引起了我深刻的共
鳴，像表現人文情懷的《老人敲鐘》，寄託幻想的
《冰塊》，都是十分傑出的佳作，深深地敲擊著我的
心弦。」12 展覽結束後，何德來把《冰塊》贈與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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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璠。《冰塊》是何德來 1933年創作，他把鍋中冰
塊的透明感與逐漸融化狀態，描繪得相當逼真。

根據目錄所列，何德來展出作品總計 23件，包括
17件作品與 6件小品。比對目錄的作品、展場照片、
畫展評及現存作品，除了《冰塊》外，約有 9件作
品也在這次展覽中展出。《明月》在同年 6月新構
造社展出，這件巨幅作品可能是東京富士美術館典
藏的《月》。何德來運用單純的母題、大膽的構圖，
把藍色系的複雜層次表現掌握得宜，使人彷彿置身
在浩瀚宇宙中。相對於《明月》的冷峻藍光，《夕

陽鐘聲》即《老人敲鐘》，則展現火紅般的溫暖畫
面。老人抬起手準備敲擊眼前的大鐘，背景的大太
陽十分醒目，人物造型簡化，像是除夕夜寺院和尚
敲鐘 108下的習俗，具有辭舊迎新之意。作家吳濁
流有感而發作了一首〈敬題老翁敲鐘〉詩句向何德
來致意。

《靜夜螢光》應是何德來 1985年在新構造社展出的
《遠古之夢》，描繪幾位中國古代婦人提著螢籠，在
月光下柳樹旁的湖邊散步，全幅景物在青紫色的筆
觸描繪下，帶有古典夢幻的氛圍。《春雷》也是充
滿詩意的畫作，畫家像是從室內望向窗外所見的風
雨閃電景色，以素描般的細膩筆觸，描繪風雨橫掃
的樹林與房屋，淡青色主調交織著淡黃色，呈現霧
氣朦朧的氛圍。

《生死邊緣》應是東京富士美術館典藏的《生死》。
這幅表現抽象的生死概念作品，何德來以自身的裸
體背影入畫，兩旁伴隨的兩具骷髏，宛如生死相隨
的朋友，一起面對蒼茫飄渺的遠山。《良宵》即東
京富士美術館典藏的《美麗的夜晚》，描寫一位坐
著的母親與環繞七位子女的裸體人物，細緻線條勾

1956年，何德來與親友於中山堂個展「何
德來畫展」，與參展作品《老人敲鐘》（即
《夕陽鐘聲》）；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1956年，何德來於中山堂個展「何德來畫
展」，與參展作品《洋上旭光》合影；臺北
市立美術館典藏

1956年，中山堂個展「何德來畫展」，作
品左起《靜夜螢光》、《愛》、《幸福花》、
《老人敲鐘》；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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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古之夢》，1985，油彩、畫布，
130×162.5 cm，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編者按：此處紀年為本館典藏紀錄，畫作
實際沒有寫創作年。）

《春雷》，1955，油彩、畫布，
181.5×227 cm，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勒人物的輪廓與淡肉色平塗身軀，背景為淡青色的
遠山及天空，母親頭戴弦月，小孩頭頂星星，他們
各自玩樂、閱讀或遠望，畫面氣氛和諧溫馨。《幸
福花》應是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的《幸福之花（青
春）》，《天上樂園》則是東京富士美術館典藏的《常
春》，加上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的另一件《春》，這
三件畫作皆以天使形象表現愛情與親情，同樣運用

線條與平塗技法，表現和平幸福的世界。《天上樂
園》以女性天使正面立像為中心，圍繞的六位小天
使演奏樂器或唱歌，還有貓、兔子、鴿子、蜥蜴、
蛇、蝴蝶、羊群、花草等生物，呈現萬物共生的和
平景象。

何德來把文字當作繪畫表現的對象，如文字畫《愛》
也在這次展覽中展出，他用淺黃色與紅色兩支筆重
複書寫，造成相互交錯的立體效果，也像是表達兩
個「愛」字共舞的意象。他認為：「東洋的漢字，
令人眷戀的，仔細看看也想一想，就覺得那是畫，

《幸福之花（青春）》，1953，油彩、畫布，
130×194 cm，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春》，1953，油彩、畫布，
130.5×194 cm，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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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訓。」1958年他寫道：「我對東洋畫法或西洋
畫法或書法，都毫無分別地注重畫面的構成，抓住
機會吸收各派多位畫家的色彩，一點，一線賦予的
意義」13 何德來的自述很能表達他的創作理念。

何德來融合東西方繪畫特點的作品，表現和平願景
的理想，是否能引起臺灣觀眾或畫壇人士的認同？
一位丁氏觀眾看完展覽後在簽名簿寫下：「良宵與春
神，線條柔和、意境深遠，可列世界藝壇而無愧。」
《良宵》與《春神》獲得參觀者的共鳴與讚賞，可想
而知何德來欣喜的心情。東京美術學校出身的藝評
家王白淵評論道：「在藝術上，他是一位極端尊重自
由的畫家，所以東京美術學校在學中，就與其官學
派的教授不能相容，當時日本的官學派均以法國後

期印象派為其宗師，而何氏却以東方的理想主義，
表現其內心的呼聲，他的藝術有東方哲學，有自然
宗教，有靈性的浪漫主義，因此他和官學派的帝展，
從未發生過任何關係。」14 引領抽象畫風潮的李仲
生認為：「何氏的藝術，也許有人認為在形式、技法、
與題材上、與現代『純粹繪畫』的純粹性，似乎有
點距離，當文藝與繪畫的領域業已截然區分的今日，
未免文藝的成份過多，甚至有陷入所謂『主題藝術』
的危險。但何氏的反學院派精神，與乎擬把中國傳
統的藝術思想揉合于西洋油畫，即『西洋畫作中國
底表現的可能性』的嘗試上，是令人佩服的。」15 王
白淵與李仲生皆肯定何德來反學院的自由精神，融
合東西方繪畫特色，形成自我的獨特面貌。

結語

1930年代何德來從東京美術學校畢業返鄉，憑藉
滿腔的創作熱情，號召組織畫會與推動展覽，奉獻

1954年 7月 2日，何德來於「第 26回新
構造展」會場，與參展作品《常春》合影；
酒卷敏雄攝影，家屬提供

《愛》，1956，油彩、畫布，45×52.5 cm，
家屬收藏（編者按：此作為 1956年中山
堂個展作品，見頁 32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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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新竹美術界。從他現存作品來看，主要取材新竹
地區所見的風景、親友肖像或日常生活物品，繪畫
風格介於寫實主義到印象派之間，或具有詩情的表
現。何德來因身體與研究因素而再回到東京，1940

年代因緣際會加入新構造社，從此奉獻此美術團
體。1950年代起何德來的繪畫有很大的轉變。何德
來經歷二次大戰到終戰後日本的混亂時期，更讓他
想用繪畫表達愛與和平的理念。他創作動輒上百號
的巨幅繪畫，運用柔和線條與色彩平塗技法，以天
使人物的溫暖互動，象徵和平理想的世界。他也描
繪日月風雨雷電的大自然現象，細膩的線條筆觸賦
予詩意的文學氣氛，甚至創作文字繪畫，深具視覺
張力與人生哲理的啟示。這些畫作已脫離實物外觀
的描繪，而是以帶有寓意的象徵手法以及文學詩意
的表現。

從二次大戰到戰後初期，臺灣社會歷經日本殖民到
國府政權轉換的動盪與重整，畫壇也經過困頓、期
待、失望到再出發的變遷。何德來幸運地避開臺灣
社會的混亂與不安時期。他在日本專注思索生命的
根源、人和宇宙的關係，融合東西方繪畫的特色，
不斷地提升自我創作的境界。1956年何德來返臺舉
辦畫展，創作前衛藝術的莊世和參觀後留下深刻的
印象，1984年他訪談何德來，然後在《臺灣文藝》
發表文章，介紹這位居住東京的臺籍畫家，在他的
穿針引線下，把何德來的藝術成就介紹給文建會等
文化機構，間接促成 1994年何德來姪子何騰鯨將
百餘件作品捐贈給臺北市立美術館的美事。16  

何德來在臺灣畫壇宛如彗星劃過天際，時間短暫卻
是光芒閃亮，而他的作品與藝術價值，所引起的迴
響則是細水長流，知音不斷。在臺灣美術史上，他
樹立獨具一格的藝術家風範，值得我們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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