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慧炬雜誌》創刊於民國五十年十一月十五日，至本

期恭逢創刊五十週年紀念。最初只是單張報刊型，後增為

三十二開的迷你型雜誌，內中文章精簡，字體小，間隔

窄，頁數不多，沒有彩色頁，所刊活動照片，全屬黑白，

而內容全是佛學。雜誌在創辦人周子慎居士的策劃下，網

羅當時佛學菁英，版面與篇數逐漸擴

增。封面由無彩至精彩畫面，因增添了

版面，而有了專欄說明文字。

筆者自民國五十七年六月起，便

陸續為雜誌撰寫文章，到了民國七十二

年九月，更因應周居士之寵邀，開闢以

佛藝為主題的專欄，為《慧炬》封面撰

稿，既忝為封面圖片提供者及藝苑專欄

的主筆人，也趁此期回顧過去近三十年

的撰稿歲月，因撰此文以紀念之。

自首刊以來至今年十月止，共歷二十八年又三個月，

出刊三百三十九期，發表文章二百八十三篇，若再加計

自民國五十七年六月六二期起所發表的論文數，則所歷

四十三寒暑中，接近三百篇左右。

回顧藝苑欄近三十年的歲月中，所撰述的內容，是以

佛教藝術為主軸，從早期介紹中國古代的古蹟佛藝為主，

直到當代本土的佛藝，總結三百多期的藝苑專欄的題材，

約可粗分為七大項及其他。其主題曰：

一、中國古代的佛藝

二、臺灣畫家筆下的佛教繪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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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雕塑家所創作的立體佛藝作品

四、以佛藝為主題的國際或國內學術研討會

五、佛藝相關的美術展覽

六、佛教聖地古蹟的考察

七、紀念高僧大德的行誼

八、其他

以下逐項敘述之。

自民國七十二年九月二三○期起，至民國七十六年七月二七七期

止，共計四十七期計四十三篇（內含若干非封面介紹的論文），是為第

一階段的藝苑文稿，當時稱為封面介紹。其內容主軸為中國古代佛教美

術，共有五大類別，分別為（一）唐代的敦煌等壁畫佛經變相，計八

篇。（二）宋代重慶大足石窟的摩崖佛像，計四篇。（三）宋元之際的

禪意水墨畫，計十五篇。（四）唐宋遼金元時代的木造佛寺佛塔建築，

計十篇。（五）明代的變形主義畫家的佛畫，計五篇。此五大主題，每

一主題，總是連續刊出數篇至十數篇小論，具系統化，仔細讀之，可緬

懷千年以來中土的佛藝成就。

而自民國七十六年七月二七八期起，一直到民國

百年十月的五六九期，總計二百九十二期，其內容轉

向涵蓋了上述的第二到第七項等六大題材。

第二項臺灣畫家筆下的佛教繪畫作品，藝苑欄自

二七八期起所刊載的佛畫作品，計介紹了七十二位畫

家，就所創作的佛畫素材而言，可分為傳統水墨畫、

工筆線條畫、創新彩墨畫、西洋油畫、西洋水彩畫、

炭筆或鉛筆素描畫、鋼筆線條畫、數位畫等，可謂結

合古今東西繪畫工具的表現方式。就題材而言，除了

走過三十年來的藝苑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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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的佛菩薩像、佛傳故事之外，亦及於較抽象寫意的禪意水墨畫，或

以環保護生議題的自然景觀繪畫等。

就所刊載的畫人藝術家而言，其身分可分出家的僧侶與在家的居

士，出家的僧侶，除了十位為顯教的比丘、比丘尼以外，另有兩位密教

的上師。前者分別為：妙禪、曉雲、完僧（呂佛庭）、能學、廣元、殊

眼、果梵、宗道、空慧、行禪等顯教法師，除了殊眼禪師為韓籍人士

外，餘均為本國人。後者分別為袞桑多傑及薩摩拉多．耕等密教上師。

此十二位出家僧侶，不但戒行謹嚴，且深具悲心，發願以圖像度人，故

所創作的佛畫，迥具禪意，發人深省。

除了出家僧侶的作品風格介紹之外，為數最多的為在家居士的佛畫

作品。這些居士藝術家，包括任教於公私立大學美術系或藝術研究所的

教授、任職於國立博物館的研究員，以及從事繪畫的專業畫家。在藝苑

專欄中，介紹過的畫家如張大千、溥心畬、黃君璧、姜一涵、劉平衡、

姚夢谷、林玉山、羅宗濤、黃永川、王友俊、沈以正、吳永猛、鄭善禧

等，均屬當代成名的畫家。雖生平所畫不以佛畫為主要題材，卻都曾經

畫過佛畫，所創作的佛藝作品，往往線條流暢，布局壯闊，用色淡雅，

由於下筆非凡，充滿了文人的韻味，故雖曰佛畫，卻更接近文人畫，每

位畫家其畫風均自成一格。

至於如江逸子、董夢梅、王烱如、蔡華源、江曉航、程雪亞、楊英

鏢、涂炳榔、翁文煒、陳士侯、紀子亮、黃才松、陳永模等畫家，或畫

水墨，或施以彩墨，由於奉佛虔誠，多以佛菩薩像為創作題材，用筆線

條細緻，法相莊嚴，因此其繪畫所創出的法相，獲得大多數的認同，同

時也屬於傳統道釋人物畫的延續。

至於如潘春源、潘麗水、陳玉峰、陳壽彝、蔡草如、丁清石、李漢

卿、蔡龍進等畫家，原屬於台灣寺廟彩繪匠師的系譜，所畫人物畫生動

活潑，無論是坐立姿態，身上衣著，均反映出傳統臺灣本土的特色，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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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鄉土氣息，自是有別於渡海畫家的韻致。

而另一類佛畫名家，如三一二期以下所介紹的陳進、蔡雲巖、劉耕

谷、黃重元等人，則是承襲了日治時代的新風格新技巧，以膠彩畫佛菩

薩像，線條細膩，敷色典雅，法相莊嚴整飭，風格獨具。而至三八九期介

紹空慧法師以油畫創作佛畫起，逐漸有所跟進，後期如張振宇、施並錫、

行禪法師、奚淞等畫師，均是將西洋的油彩光影，帶入佛藝的新領域，一

改傳統佛畫的水墨韻致風格。油畫家李梅樹則很特殊的展示了鉛筆素描

佛畫的作品。而自五○九期以下，在高玲玲、陳肇璧的主導下，每二期推

出一部經典為當期主題，藝苑專欄為配合主題經義，而予以圖像表現，遂

找了吳仁華依經義創作數位畫，總計畫了八期，也是新風格的呈現。

第三項臺灣雕塑家所創作的立體佛藝作品，自二八一期以下共介紹

了二十八位佛像雕塑家的作品。佛藝表現可分石雕、木刻、泥塑、銅鑄、

夾苧、交趾、剪黏、FRP等。在藝苑欄所介紹的佛藝匠師如最早在日治時

代曾獲帝展的雕刻家黃土水，以及善於以泥塑手法造莊嚴佛像的高僧妙

禪法師。其次如詹文魁、鄧仁貴、王秀杞、林聰惠等，均為石雕佛像家。

又如陳正雄、李松林、楊朝舜、吳榮賜、李秉圭、黃龜里、張清臣、黃文

煥、陳漢清、葉佳讓等匠師，則表現了木刻技巧，而楊英風、黃映蒲、何

恆雄、謝毓文、吳進生等則更善於將雕塑品翻成銅鑄或FRP表現之。

走過三十年來的藝苑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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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邵來成、康永哲的手藝在於脫胎雕漆、夾苧漆等。而謝以裕、連

寶猜、林光沂等的陶塑、交趾陶等，均是在陶藝上有一片天，而題材創

作上，更是離不開佛教相關議題。倪朝龍、邱忠均的佛教版畫與嚴明惠

的瓷刻，均既表現了平面繪畫的佈局韻味，又運用了刀筆的鑿痕功力，

而在畫面上加上題字的刻銘，有書法的美感，又有砥礪修行的法味，真

是藝境深遠。就芒雕、篆刻、肖形印而言，藝苑三四四期起介紹了樓斐

心、黃書墩、吳大田、駱阜雲等的作品。而名書法家杜忠誥、林榮達

等，也分別在藝苑欄，表達了不同字體的法語字句。

第四項議題「以佛藝為主題的國際或國內學術研討會」，自三五五

期刊登筆者參加「紀念龍門石窟一千五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所發表的

論文以來，筆者每次出國或在國內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後，總是將會議過

程，簡要披露於藝苑欄內。如四五九期的「麥積山石窟國際學術研討會」、

五二○期的「雲崗石窟、大足石窟國際學術研討會」，五三二期的「紀念周

宣德居士一百一十歲誕辰校園佛法學術研討會」，五四四期的「觀音學術

研討會」，五五○期的「首屆密教國際學術研討會」，五五五期的「二○一

○敦煌國際學術研討會」，五五七期的「天台與禪學術研討會」等。

第五項議題「佛藝相關的美術展覽」，如三九七期報導了歷史博物

館的「佛雕之美展」，四○三期的「慈悲與智慧藏傳佛教藝術展」，四四三

期的「何創時基金會高僧書法展」，四八四期的「二○○四台灣淨土藝術

創作展」，五三二期的「二○○

八台灣淨土藝術創作展」等。

第六議題「佛教聖地古蹟

的考察」，自四四七期載「巡禮

劍潭古寺」後，四六二期刊出山

東濟南神通寺四門塔阿閦佛頭渡

台又返鄉的過程，五三七期載

三九七、三九八期合刊 四○三、四○四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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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東和禪寺的三尊金銅觀音像」，均屬佛教界的大事。而其他所巡

禮的聖地，包括紐約莊嚴寺、京都黃檗山萬福寺、夏威夷的佛寺、樹林

海明寺、桃園新竹佛寺等。

第七議題「紀念高僧大德的行誼」，或賀嵩壽，或紀念圓寂往生，

自印順老和尚起，在藝苑所刊紀念文的大德，如悟明長老、仁俊長老、

聖嚴法師、李雪廬居士、周邦道居士、周宣德居士、沈家楨居士、席淑

媛居士、林聰惠居士、賴鵬舉居士等，均以緬懷其悲心弘願。

總之，走過三十年來的藝苑專欄，記載了三十年來臺灣佛教藝術議

題的創作，推動了傳統與當代不同的創作形式，無論平面的繪畫或立體的

雕塑，從具體的佛菩薩造形，到抽象法意的闡述，自百位的藝術家作品中

呈現出來。雖然不是臺灣美術的全部，卻是美術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在

依循慧炬以推動佛法為宗旨下，不以文字的敘述，卻以圖像的展現，同樣

的彰顯了三藏十二部中戒定慧三無漏學的要旨，符合佛陀的中心思想。

 三十年來所介紹的百位佛教藝術家作品中，也有先後風格技巧的

演變，早期傳承傳統的筆墨風格，較為具象化、形式化，近十年來圖像

轉向活潑生動，脫離傳統的具象筆法，尤其近年更流行數位的畫像處

理，同一畫面中出現了不同時空的場景人物，以此闡釋千古傳承的經義

內涵，既是獨樹一幟，又是突顯當代最頂尖的佛教圖像文化。

作者為本社董事、藝苑主筆

走過三十年來的藝苑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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