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年初至今，全球因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情，而瀰漫
著不安和驚恐的氛圍。然而台灣民眾由於能盡力配合政府的
防疫措施，使疫情降到相對較不嚴重的層次，因此防疫成效
頗受國際的肯定。

為配合此等防疫措施，大學院校原先已敲定的集會或活
動，有許多不得不停辦或延期，但今年3月27日舉辦的「銘
傳大學2020追求高教卓越國際學術研討會」，卻很幸運地
未被取消，最終仍如期舉行。由於筆者受邀擔任該研討會的
評論人，故適逢週五的27日，一早6時即離家，遠赴位於金
山的法鼓文理學院，自8時起趕著講授包括學士班與研究所
各一門佛教藝術的課程。中午用完餐後，在謝福原、李雅君
兩位同學的駕車陪同下，2時半前趕抵近劍潭的銘傳大學，
得以及時出席該研討會的第四場發表會，筆者在會上評論了
該校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許美玲所發表的題為〈台灣新意
象―吳承硯英式水彩〉的論文。

此論文敘述畫師吳承硯的繪畫生涯、作品風格等，所舉
畫例豐富，分析周詳，為當代美術史論述立下可觀的典範。

閱讀了美玲的論著後，便引發筆者對美玲畫作的回顧：
2018年末，舉辦了為紀念慧炬創辦人周宣德老居士一二○
歲誕辰所舉辦的「台灣佛教藝術創作展」，美玲除提供四幅
油畫參展之外，更在開幕典禮時，上台展現曼妙的舞姿，增
添了不少熱鬧的氣息。為配合該次展覽，於當年12月15日
所舉行的「學術論壇」中，美玲也提供一篇題為〈佛教藝術
的傳統與當代〉的論文，在第一場次發表，其內容討論當代
佛教藝術，同時也舉出美玲個人的作品為例來分析，與論壇
的主題十分契合。

就參與2018「台灣佛教藝術創作展」的整體活動而
言，美玲既提供圖像畫作，又撰寫長篇論著；既展現了靜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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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畫作，又有動態的舞蹈，有動有靜，相容無間。如此能具多樣才華於一身者，
並不多見，尤其畫作多為佛教相關主題，是故筆者決定於本期〈藝苑精華〉專
欄，特別介紹美玲的作品。

首先簡介其學畫師承：
美玲因雙親熱衷書畫收藏，自幼即接受鋼琴與芭蕾舞蹈的訓練，其後又接受

名畫家何文杞老師的教導，以素描、水彩筆法，畫出山林田野的實地景致。
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就讀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藝術組時，美玲曾選

修孫家勤教授的「仕女畫創作」課程，並投入臨摹古畫敦煌壁畫的行列，此外也
稟承吳承硯、單淑子老師的教導，又受業於傅申先生，建立書畫運筆與鑑賞的基
礎。畢業論文方面，則禮請故宮書畫處長佘城教授指導，完成了《北宋王詵瀛山
圖研究》，獲碩士學位。

美玲因熱愛崑曲，所以由靜態的美術，走向動態的藝術，更在明師曾永義的
指導下，撰述《宋代樂舞伎之研究》為題的論文，獲博士學位。此主題的深入探
討，亦與描摹樂舞伎姿態的畫作關係密切。

就繪畫技巧而言，美玲除了傳統漢式水墨畫外，也受到民初大師徐悲鴻引進
西畫技巧的啟蒙。

可知啟發美玲藝業者，皆是當代享有盛名的大師。在眾位大師的教導下，所
作畫作雖多以臨摹古畫為基礎，但仍深具創新風格。

以下介紹美玲代表性的畫作如下：

1.摹北魏石窟壁畫

美玲早年作畫，從臨摹古代名畫入手，其曾摹寫上古岩畫、漢舞樂畫像石、
石窟壁畫等，捕捉伎樂女歌舞的神韻，以之為作畫的主題。其中如摹畫新疆克孜
爾千佛洞、敦煌莫高窟等的石窟壁畫，如飛天、舞樂天人、本生故事、淨土變相
畫等題材，十分醒目。

而在2018「台灣佛教藝術創作展」中，美玲也提供了四幅臨摹敦煌莫高窟壁
畫的鹿王本生、薩埵那本生、伎樂天人舞蹈圖等畫題的作品參展。所提供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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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畫題雖是沿襲十六國時代、北魏乃至唐代的石窟佛畫主題，然卻以油畫的
筆法、艷麗的色澤，呈現出粗線條的、動態的、暈染的、飄逸的、抽象的西洋
畫風。

例如「鹿王本生圖」（見封底）原是摹敦煌莫高窟257窟壁畫，描述九色鹿救了
一位失足落水的人，那人卻忘恩負義，反倒使九色鹿落難的故事。畫面中改變了
原壁畫山字形一系排列的山岩背景，但保留了具體九色鹿的原型，也畫了跪在鹿
前的落水人，畫中背景所採的紅色底色，則以暈染橫掃的方式，刷出一片嫣紅壯
闊的山林，顛覆了古代壁畫制式的山形，表現出抽象畫的意境。此畫題原是彰顯
釋迦世尊在多生多劫以前，曾捨身度人的心願，或因情節感人的緣故，在開幕典
禮中，美玲親自上台以曼妙的現代舞
姿表演的主題，即是此九色鹿的本生
故事，十分動人。

2.摹臨濟宗佛通寺達摩祖師像

美玲善於以油畫形式創作，但
每幅畫作在落筆之前，卻是先以水墨
筆法勾勒輪廓以為初稿，然後再上油
彩。就傳統水墨畫而言，此即「謝赫
六法」中的「骨法用筆」，善於此法
者必已具相當的運筆手藝。

今年年初，美玲曾赴日旅遊，
巡禮了位於日本廣島縣三原市的佛通
寺，是臨濟宗佛通寺派的本山，其山
號為御許山，該寺供奉的本尊是釋迦牟尼佛。在佛寺殿內牆上懸掛了一幅由住
持法師所畫的達摩祖師像，美玲很快便將之臨摹下來；再走入內殿，見到另一
幅墨書題字，僅「降魔」二字，亦臨摹之。返國後，再於自己的畫室中，將二
幅水墨畫與墨書合之，即成一幅具墨書題款的紙本水墨畫作（圖1）。

圖1 日本廣島佛通寺達摩祖師像臨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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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見此畫，正中是以濃墨粗筆勾勒而成的達摩祖師半身胸像，頂上凸出，光
頭無髮，正面五官中，兩眼瞠目，微黜雙眉，耳垂下扣環，顏面四周的兩鬢、兩
腮、下巴等處，均長滿了鬍鬚。而頭面之下，以粗筆撇捺而成的袈裟，由肩垂至
胸下，敞開前胸。全幅自頭至胸，寥寥數筆，水墨橫掃，便將流行於宋元之際的
達摩祖師像帶有的禪學韻味，加以顯露出來。

就墨書題款方面，右下角的細字行書，曰：
「御許山佛通寺乃臨濟宗佛通寺大本山」

另外左下角的筆年款，曰：
「庚子年書」（鈐印）

今年若以干支來計算，歲屬庚子，是故推知此畫為今年新作。
以上所簡介粗筆達摩祖師畫像，與小字行書落款合之，是承襲宋元時代風格

的典型禪意水墨畫，寓意深遠。
至於大字書寫的「降魔」二字，就傳統佛教美術史而言，多表現於釋迦釋尊

的四相成道或八相成道的圖像之中。此圖以達摩祖師為題，卻將降魔的法力延伸
之，涵蓋在其無邊的禪風內。

3.藥師佛

今年年初，因肺炎疫情的爆發，針對抑止病情的擴張，以及為染病者祈福，
筆者在上期〈藝苑精華〉專欄內，已對藥師佛法相稍作介紹，並引出若干具年代
的古藥師佛鑄像與當代畫師的藥師佛畫像。

在此世人面臨病苦威脅之際，筆者除再延續熟習藥師琉璃光如來的願力法門
外，也繼續介紹當代畫作中的藥師如來。其中美玲也提供了早年臨摹敦煌石窟壁
畫所完成的藥師如來像。

本畫作的原稿，摹自敦煌榆林窟第25窟東壁右側的藥師佛，此窟壁畫題材豐
富，東壁以盧舍那佛為主尊，八大菩薩為左右脅侍，但今日只殘存上下四位菩薩
坐像，題榜為虛空藏菩薩、地藏菩薩、彌勒菩薩、文殊師利菩薩，四菩薩像的北
側站立了一尊藥師佛。

許美玲的創意油畫佛畫― 傳統與當代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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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藥師佛以濃墨細筆的線條勾勒之，佛頭頂上肉髻凸起，五官端莊，身披僧
袍，右手執錫杖，左手托藥罐，以微側之姿站立於蓮花台上。

此窟開鑿於唐代，就題材風格而言，
屬於藏傳佛教的系統，故應是創作於吐蕃
統治敦煌（781～848）期間。

美玲所摹的藥師佛，其身形站姿、雙
手持物等，與原榆林窟第25窟藥師像，是
一致的，但所用畫筆工具油彩顏料，全然
改易為西洋式，因此創作風格迭變。（圖2）

美玲因筆者之邀，以藥師佛為主題進
行創作。先尋得年前舊稿，再加以潤色添
筆，而在作畫過程中，曾有特殊感應的經
驗，因此畫稿傳來後，也附帶傳來其個人
對唐代藥師佛法相的體認與創作心聲：

「前日接獲佛教藝術史界先進陳清

香教授的邀約，繪製『藥師佛』，

心中忐忑，思及多年前繪製的油畫佛像，跟往常一樣，先用水墨行筆醞釀

情境氛圍，無意之間，佛陀影像，具已浮現畫布，訝異之餘，只好稍坐輪

廓敷色，尤其『藥師佛』表情自在形成不容任何添加。平日我因為志切古

中國書畫，也熱愛臨摹敦煌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畫，對於古佛畫像藝

術珍品尤其珍愛，感謝佛陀菩薩示現，神遊其中遊戲三昧。謹以摹寫創作

『榆林25窟的藥師佛』作為眾生除三毒疾厄，常保安康喜悅。」

4.畫悉達多太子像

為紀念佛教創始人釋迦世尊，漢傳佛教道場於每年的農曆四月八日舉行浴佛
法會，而南傳系統的佛教國家，如泰國、緬甸、斯里蘭卡、柬埔寨等，則於每年

圖2 藥師佛油畫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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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月圓日舉行衛塞節（Vesak），以紀
念世尊的誕生、成道、說法、涅槃。今
年因疫情關係國內未如往年舉辨盛大的
浴佛法會，但是身為佛門子弟，仍然邀
請美玲畫作悉達多太子像，以為賀節。

美玲參閱了歷代佛傳繪畫資料後，
選定宋代創作的敦煌莫高窟第76窟東壁
兩側，與西夏時代的榆林窟第3窟東壁
的「八塔變」圖像，主題亦即釋迦世尊
八相成道的故事，作為創作的原本。在
莫高窟、榆林窟的壁畫中，雖同樣屬佛
傳主題，但此宋代及西夏的作品，卻異
於唐代以前的作品。筆者曾於2016年應
邀出席「敦煌論壇：交融與創新―紀
念莫高窟創建165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
會」，並發表以「敦煌莫高窟第76窟八塔變佛傳圖源流探討」為題的論文，其後
此文刊於2017年02期《敦煌研究》學術期刊中。

莫高窟76窟所畫第一塔之悉達多太子誕生圖，太子右手上舉，左手下垂，一
龍乘雲而下為太子沐浴，景象生動。榆林第3窟畫有悉達多太子沐浴於尼連禪河
畔，兩手向前伸，掌心向內，用色淡雅樸實。

美玲捕捉了莫高窟及榆林窟悉達多太子沐浴的情境，將太子裸露的身驅安排
於無憂樹下，旁有騰龍吐水灑向太子，太子頭頂後畫光圈，以孩童的身形，兩手
臂彎屈向內，下身圍繞於一片水霧之中，表現了受沐浴的姿態。畫中以傳統漢式
的水墨畫線條勾勒出人物的面龐體形輪廓，而人物旁的樹枝及前景的水霧，則以
西式油畫的筆法橫刷出生動的景致，此畫是結合東西方不同的手筆，表現當世實
景的寫照，創意十足。（圖3）

以上四例畫作，充分彰顯出美玲致力於臨摹古佛畫―更貼切說，應是傳承
古佛畫題材―而再創21世紀的獨特佛畫新風貌。

圖3 悉達多太子誕生沐浴油畫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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