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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雙重挑戰

「我畫佛像的技法是以水墨白描呈現，這

是我所喜愛的視覺效果。」林季鋒居士說。

一般人可能以為水墨白描不上色比較簡單、省

事，其實並非如此，以白描勾線的佛像較為淡雅

與更具挑戰，不上色的佛像更為難畫！

白描畫法，是中國創造出來的獨特繪畫技巧，

這種水墨白描技法，從未出現在西畫中。白描是純以線條勾勒而完成整

幅畫作，為中國繪畫的一種特色，宋朝的李公麟是擅長白描工法的大

師，近代張大千先生也有不少白描的佳作，中國美術史上，以水墨白描

作為主要創作技法的畫家並不多，現代畫家則是林季鋒居士為代表。

原因是：第一，白描技法非常耗費精神與眼力。白描畫的整張圖

畫絕不能有一條線失敗，因為這是以毛筆沾墨勾勒完成，無法修正或補

強，因此在繪製的過程，畫家的心必須非常專注。第二，白描技巧還有

另一個條件是需要時間的訓練，也就是線條不能未盡理想。然而當畫家

的線條成熟、可單獨用白描呈現時，隨著年齡增長，以白描作畫的時間

因而變得更短，要勾勒完美的線條就更加困難。

「不上色畫家」林季鋒居士表示：「我覺得現在能畫白描非常難

得！我能畫多久，自己不確定，要把握這段還可以畫畫的時間。」

原來畫白描並不容易，這麼困難！林居士不畏白描畫的艱難，再

加上他又畫佛像，更是不易。林居士勇敢追夢，「翻轉」大多數人的想

法，堅持畫白描、接受「白描加佛像」的雙重挑戰，他的翻轉精神，值

得我們敬佩與效法。

幼年時期主動畫佛像

林季鋒居士籍貫廣東澄海，潮州人，生長在佛教信仰的家庭。幼

林季鋒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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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時期，經常跟隨母親到佛寺參加

法會。當母親忙於法會時，他則是

到大雄寶殿觀看佛像，那時並沒有

人引導他看佛像，而是他對佛像非

常有興趣，就自己在大殿裡流連忘

返，看平面或立體的佛像。回到家

後就請示母親，今天在哪裡看到一

尊佛像，請問那是什麼佛？母親告

訴他，那一尊是觀世音菩薩、這一

尊是阿彌陀佛。

母親從寺廟請佛經回家讀誦，

通常打開佛經第一頁便為佛像，如

《阿彌陀經》是阿彌陀佛或西方

三聖，《金剛經》為釋迦牟尼佛，

《普門品》是觀世音菩薩，林居士

都會非常有興趣地看佛像。六歲左

右，便學會照著佛經首頁的佛像描繪。

到了十二歲，他用鉛筆臨摹佛像與親人結緣，親戚當時都說林居士畫的佛像

非常莊嚴。

十四歲時，林居士的外婆、媽媽皈依的道場，住持法師希望林居士幫忙畫一

尊地藏王菩薩。林居士表示，他還記得當時上色是用鉛筆勾線、水彩上色，畫得

非常像住持法師所提供的那幅彩色圖檔，而且住持法師當時看了後非常滿意。

兩所學校造就，畫出好的白描效果

林居士在家中排行最小，上有哥哥、姊姊，小時候，父親經常告訴他有關中

國文化的精髓，比如文學、藝術中的詩詞、瓷器、繪畫、書法、棋類，也包含家

鄉廣東潮州的民俗文化等，他就是浸淫在這樣的文化環境裡薰陶長大。

原來「不上色」更有一套─白描佛畫家林季鋒的翻轉精神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說法圖）局部（林季鋒居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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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林居士認為這一生裡影響與收穫最大的兩所學校，是高中的復興美工

和東海大學美術系。

復興美工的老師教學嚴謹，對學生要求很高，課業非常繁忙，學生的專業素

質，也受到社會上很高的評價。林居士當時打下的基礎非常扎實，比如，素描寫

生，從靜物、石膏像、人物、動物到風景寫生；其它美術技巧、觀察能力、敏銳

度，也是在那時候學習完成。這個時期，學的是基本功與技巧訓練。

到了東海大學美術系，對林居士來說，最大的收穫就是美學上的學習──藝

術思想、美學訓練，培養對美的認知和審美能力。

另外，林居士在大學時，喜愛工筆花鳥的題材，承蒙系上多位工筆畫家的指

導，如林之助、吳學讓、董夢梅、詹前裕等，從他們學到完整的創作訓練，包括

如何欣賞一幅畫作的風格特色，以及如何寫生、構圖、設色，都是在當時養成，

所以這兩所學校對林居士來說缺一不可。

第一幅佛像畫作〈燃燈授記釋迦文圖〉

大學畢業那年，林居士留在系上擔任三年的助教。畢業的第一年，在偶然機

緣下，看到了大陸的一本雜誌《藝苑掇英》，是專門介紹中國古代繪畫的雜誌。

雜誌最後一頁的畫作，重新勾起他對畫佛像的興趣。這一幅畫便是〈燃燈授記

釋迦文圖〉。此幅畫的

典故出自《金剛經》，

為宋朝人所繪製，尺寸

縱二十六點二公分，橫

三百八十二公分，畫在

絹本上。

林居士看到這幅

畫一見傾心，他在大學

時所學的專業是工筆花

鳥，其實工筆花鳥、工
〈燃燈授記釋迦文圖〉（林季鋒居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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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不上色」更有一套─白描佛畫家林季鋒的翻轉精神

筆人物，有部分技巧相通，例如勾線、上色的技巧。

雜誌上的這幅〈燃燈授記釋迦文圖〉，是以工筆作畫，先勾線再上色，即是

用「雙鉤填彩」的技法。林居士當時想自己畫一幅，首先試著不上色，也就是用

白描技巧。林居士畫的第一幅佛像，就是白描技法的〈燃燈授記釋迦文圖〉。

畫完這一幅後，系上老師說：「你以後除了工筆花鳥，也多了白描的領域可

以發展。」之前，林居士都是畫雙鉤填彩，而系上老師對林居士的這番鼓勵和肯定

之詞，更是影響他日後朝著白描發展的原因。後來，常有人問林居士說：「您花鳥

畫得不錯，為什麼想畫佛像？」曾有法師

說道，林居士從小喜歡觀看佛像，大學畢

業後，在偶然機緣看到《藝苑掇英》裡的

〈燃燈授記釋迦文圖〉，從此開始繪製佛

像，這是林居士「累世因緣」所形成的。

中國的繪畫有人物、山水、花鳥，

其中人物最為難畫，而佛像又屬於人物中

的一項，畫佛像又比畫人物難。這是因為

畫人物可以寫生，但畫佛像沒有對象可以

描畫，也不能全照著古人的畫稿描繪，因

為這樣就不能稱之為「創作」，只能說是

「臨摹」。

過去，沒有人教導林居士怎麼畫佛

像，但林居士說，古代人所留下的佛像作

品，無論是平面或立體，全都是他學習的

對象。換言之，前輩畫家，就是他學畫佛

像的「老師」。林居士畫佛像並不想用臨摹的方式，即便構圖和古代的畫作一

致，借鑑了古代的構圖，但在細節上，他一定會重新詮釋。

雖然畫佛像必須依照佛像的儀軌，但林居士說，其中還留有一些空間可讓藝

術家發揮、創作，因此畫佛像的難處就在於──它既限制，但也有空間讓畫家創

作出屬於自己特色的佛像。

〈燃燈授記釋迦文圖〉局部（林季鋒居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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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佛教，也應學習看懂法相莊嚴

十年前，林居士皈依後，當信仰越

來越虔誠時，畫佛像就更本著對佛菩薩

的恭敬心繪製。林居士說，他並不是開

始畫才有這個心，而是平常找資料，思

考下一幅要畫哪一尊佛菩薩、想表現的

美感是什麼時，都保有著恭敬心。

其次，他說平常也要不斷提昇對藝

術的觀察力以及敏銳度，將生活裡美的

元素都融入畫中。

然而審美力如何提昇？林居士說，

觀看佛像藝術時，可仔細看祂整體的造

型，其次是細節，比如法相、比例、

紋路以及姿態的生動，思考美感在哪

裡？自己是否會受到祂的美感所感

動？

在佛像創作上，佛經中所說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有部分是可以表現在繪畫

上，但有部分無法呈現，例如，「廣長舌相」。因此，畫佛像除了依據經典的描

述外，某些則可以跳出原有的框架，添加創新的元素。林居士認為，佛像藝術必

須具備的重要條件是慈悲與莊嚴，其他則可以有創新的空間，朝這個觀念發展，

就能創造出當代的佛像。

所以佛像創作，是可以融入生活中的流行元素，使人感覺佛教藝術與現代生

活有密切的關聯。

繪製白描畫的過程

林居士在繪製一幅畫前，會先畫一張鉛筆草稿。此張鉛筆稿，比之後用毛筆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局部（林季鋒居士提供）

No.593 Apr. 2015∣29 



原來「不上色」更有一套─白描佛畫家林季鋒的翻轉精神

勾線的時間還長，約占三分之二的時間。

剛開始林居士畫白描畫時，都深怕呼吸會讓線條不受控制，但這個部分是

白描畫家需要練習的。林居士認為，禪修的專注是佛畫創作最重要、最直接的

不二法門。

不過，生活中偶會遇到不可預

測、使心情波動的事，該怎麼做才能

化解煩惱？林居士說，他會先面對問

題、之後思考如何處理、再以實際行

動解決，用這樣的方式對治煩惱。

「一年四季」中的季節，並非

全都是我們喜歡的氣候，但我們可以

「平常心」看待喜歡或不喜歡的季

節。氣候的轉變是無常的，但運用智

慧，能使我們起伏、不安的心平靜下

來。或者到戶外接觸大自然，至美術

館、博物館看展覽，去百貨公司吸收

新的流行元素，與朋友聚會，誦佛經

等正面的方式轉換心境。

林居士在畫畫前一定要誦佛經，

較常念誦的是《阿彌陀經》和《心

經》。在畫某一尊佛像時，則會持誦那一尊的佛號；畫的時候一心專注，在心

裡默唸佛號，因為口誦出來的速度、音階高低會令他分心，默唸在心裡則不會

受到影響。

林居士鼓勵年輕人多看古董文物，他說，每個民族、時代都有其文化特

色，我們應該學習如何欣賞與吸收，並選擇運用在日常生活中，例如，唐朝法

門寺出土的「八棱淨水祕色瓷瓶」，與宋代汝窯的「雨過天青」色，這些精采

的文物，都很值得我們慢慢、細細品味，提昇我們對美的鑑賞力。

受訪者林季鋒居士現任東海大學美術系教師

〈南無大願地藏王菩薩〉局部（林季鋒居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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