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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張光賓1
(1915-)從 1997 年(83 歲，民 86)開始焦墨散點皴於其山水畫中，尤其 2005

年(91歲，民 94)更以特有「焦墨排點皴」在傳統老舊的構圖裡隱藏著對傳統筆墨的顛覆

與個人主張，其「焦墨排點皴」與劉國松的「抽筋剝皮皴」堪稱兩種革命形式。劉國松

提出「革毛筆的命」「革中鋒的命」2是對傳統用筆系統的革命，但在墨法上則遵循傳統

墨韻的美學品味。而張光賓則是遵循傳統的用筆系統，但卻把用水與墨法系統給革掉

了。在目前可見的各家精妙評論裡3，多已從傳統的美學品味上給予讚揚與披露，而對

其差異之處多點到為止，對他與傳統之間的差異是什麼反倒較少加以細究。因為，在細

究中會發現他的皴法觸碰到對傳統美學品味喜忌標準的翻轉與顛覆，筆者認為大張「水

墨現代化」改革旗幟的劉國松可視為顯性的顛覆，而安靜默處一生的張光賓則可視為對

傳統水墨的隱性顛覆，此種隱性因以傳統為依歸而較不引人注意，但此種顛覆路徑卻是

中國山水畫歷史變化裡一種內在變革的典型。 

「焦墨排點皴」具有承襲傳統與變革傳統的雙重性，此種雙重性揭示著在傳統內部

顛覆的創作模式，有別於現代水墨革新者以反傳統的否定態度所進行的創新路徑，而是

以肯認的態度與傳統對話之後延伸出的變異當代性4。這種與傳統對話連結卻又產生新

的意義或形式者，具有如同阿多諾（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在《美

學理論》（2000，15）裡所說的「突破藝術既有範疇的他者」5特質，是在既有範疇中進

行寧靜的內在變革工作，這和現代水墨改革者激進的革命態度有著內外路徑不同之別，

但卻殊途同歸。 

研究張光賓的目的在於筆者長年以來對於思考中國山水畫創作推進所關心的一個

問題意識，那就是除了在傳統外部改革之外是否能夠從傳統內部提供一個有效的改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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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張光賓是這一問題意識下具有探討價值的研究案例。 

由於有關張光賓的畫風師承與演變已有它文詳細解說可參看6，且本文篇幅所限，

因此並不意圖著墨於 2004 年以前的畫風說明，而僅以其晚期較有獨創性的「焦墨排點

皴」所揭示的特質與傳統點皴進行比較，尤其聚焦於山石的皴形部分進行討論，藉此觀

察其畫作在皴法的傳承傳統之中同時完成的變革特色。文章主要分兩個部分進行分析： 

一、構圖部分：（一）「點」從配角到主角的位置反轉；（二）、平面性：解構石分三

面的皴法系統；（三）、單層：均質性的點佈局。 

二、筆墨部分：（一）、燥筆微拖：山水書法化的當代詮釋與手勢；（二）、去水、去

色、去染：用墨對偶觀的改變；（三）刻或拙：挑戰傳統筆墨品味；(四)、內在變革的歷

史他者。 

貳、傳承與變革的焦墨排點皴 

一、構圖部分 

(一)、「點」從配角到主角的位置反轉 

張光賓 1997年後開始以「焦墨散點皴」為畫中山體的主要皴法，到 2005年以後改

為「焦墨排點皴」（圖 1），他自云「『焦墨排點皴』是將之前的散點皴轉為線條型式的排

點皴，為的是營造山水畫面的厚實堆疊之感」7。其「積點成線」的意圖非常明顯，因

此，除了少數的輪廓線條之外，點皴在其畫中成為佈滿整幅畫中的主角，取代傳統以線

條或皴擦的畫石方法，他如此大量使用「點」在傳統中是很少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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