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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雄畫家劉耿⼀（1938-）為前輩畫家劉啓祥（1910-1998）的長⼦，是本⼟第⼆代畫

家中較重要的⼀位。他的繪畫風格奠定於八○年代，正值解嚴前後台灣意識⾼漲之時刻，其

創作主題因⽽深受社會變動影響。晚期的創作更逐漸趨向身份與歸屬的探究，呼應當代有關
台灣主體性及國家定位議題，並對台灣畫壇的⾛向提出強烈質疑，值得學界反思與討論。  

 相較於過往研究多聚焦畫家本身的藝術風格，本⽂嘗試從政治、社會史的角度切入，

搭配訪談取得之⼀⼿資料，重新檢視劉耿⼀的藝術內涵，同時以個案研究⽅式補充戰後藝術
家與畫壇間的互動關係。研究發現，劉耿⼀的畫業之所以起⾶與雄獅畫廊負責⼈李賢⽂
（1947-）的⽀援緊密相關，第⼆任妻⼦曾雅雲（1948-）的經濟⽀持及藝術專業知識更是其

中關鍵。⽽其畫風逐漸朝向社會性及⽂化傳承角度，既反映當時代的集體意識，也透露個⼈
內⼼對戰後畫壇流⾏之中國現代⽔墨畫或當代藝術求新風氣的反抗意識。 

 最後，筆者對畫家晚年旅居紐西蘭⼗五年間的創作進⾏分期，指出其與西⽅畫家佛烈

德利赫（Caspar David Friedrich, 1774-1840）及葛雷柯（El Greco, 1541-1614）的關係，強調

其藝術特質除了社會現實層⾯外，也具有強烈的理想及信仰成份。同時，從劉耿⼀旅居紐西
蘭的決定可知，其台灣意識並非根深蒂固、不可撼動之理想，⽽無疑是⼀種隨情境⽽動的念
頭，具有保存⾃我的強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