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石山人】• 立體泥畫
楊敏郎的創作受齊白石的影響甚深。此作尤重臉部特寫，表情生動、維妙維肖，加上右手執筆之姿，盡顯大師風采。

文／林蔓禎　圖片提供／楊敏郎、林蔓禎 

臺灣泥畫大師

楊敏郎

泥鐵交融，剛柔並濟

臺灣泥畫家楊敏郎，以畫肖像畫起家，經營畫室30載，退休之後移居石碇，潛心鑽研於藝術

創作之領域，首創「泥畫」、「立體泥畫」等技法，技驚藝壇、聲譽崇隆。曾舉辦國內外個

展三十餘場，亦曾受邀至美國紐約、法國巴黎及拉脫維亞等國展出。其作品的精髓，在於他

擅長捕捉「動」、「靜」之瞬間；動態的活躍、靈動，以及靜止時的內斂與寧謐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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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碇山上的城市秘境

在一般人的認知裡，水泥就是一種建

築材料，主要用於建材的固定與接合。因

此，除了建屋造橋的功能之外，當第一次

聽聞「泥畫」，深感好奇之餘，更想一探

究竟。

風塵僕僕來到石碇外石崁一處緩上坡

路段，循著指標蜿蜒而上，由楊敏郎一手

打造的藝術園區「泥畫屋」就在眼前。拾

級而上，一尊尊風格獨特的泥塑作品分立

兩旁，托缽的僧人、慈藹的菩薩、雲遊四

海的方士⋯⋯，個個姿態、相貌各異，表

情栩栩如生。園區內規劃有畫室、工作區

及作品展示空間，還有個裝置特殊的密室，

裡頭別有洞天，可連通至戶外的「梅園」，

梅花、梅子灑落一地，滿園生春。走在遼

闊的戶外區，隨時一個轉彎、一處角落，

都可能與大師的作品巧遇：楊敏郎自塑像、

榕樹下入定的老和尚、大冠鷲、台灣藍鵲、

荷葉⋯⋯，人物、動物，甚至大自然的草

木花卉都是他取材的對象。楊敏郎創作多

元，包含泥畫、泥塑、鐵雕、畫中畫、書

法與詩歌創作，還會彈奏樂器，是允文允

武的全能藝術家。

每件作品都是獨一無二，耳邊聆聽著

大師分享創作理念及作品背後的故事，思

緒也隨著他一同走入了時光機，回到半世

紀前的時空。

自幼即展露天賦

民國 32年，楊敏郎出生於彰化縣溪湖

鄉一個務農的家庭，從小喜歡塗鴉的他，8

歲就得過繪畫比賽大獎，因為沒錢買畫紙

畫具，經常以樹枝、竹桿充當畫筆隨地畫

畫，以此為樂。有時跟弟弟一起幫忙農事，

弟弟認真下田，楊敏郎卻在一旁玩泥巴、

捏人像。雖然克難，他還是有機會就玩就

畫，有一次他又即將出賽畫畫，但畫筆、

顏料等材料卻還沒有著落，長楊敏郎 10歲

的大哥心疼弟弟，趕著農作物收成幫弟弟

籌措費用，深厚的兄弟情誼是楊敏郎心中

❶ 楊敏郎作品展示空間寬敞雅致，同時也是他演說、講學之處。
❷ 楊敏郎自學肖像畫，自創泥畫、立體泥畫等創作方式，風格獨具，無人能出其右。

❶

❷

最堅強的支柱。

國小畢業了，楊敏郎同時考上兩所初

中，卻因為家中經濟窘困、無力負擔 300

元註冊費而被迫中止學程。另一方面，楊

敏郎想畫畫的心願也無法達成，因為觀念

傳統的父親並不贊成，他只能繼續留在家

中幫忙務農，直到入伍當兵。軍中服役時

期，楊敏郎的畫作讓連上的王班長十分激

賞，班長鼓勵他去學肖像畫，甚至認為他

退役後應能以此為生。楊敏郎滿腹狐疑，

心想哪有那麼容易？怎麼可能靠畫畫賺錢

養家？不過班長的話他聽進去了，但不是

去學畫，而是去看畫。一有時間他就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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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自塑像】• 立體泥畫 
       流暢、率性的捏塑手法，神韻、姿態皆栩栩如生。
❷  【二馬是奔】• 鐵雕
       馬匹精實壯碩的肌肉與線條，展現快意奔馳的瀟灑英姿。
❸ 【在天】• 鐵雕
       龍首精雕細琢、龍身微曲，彷如蓄勢待發、一飛衝天之勢。

❶

❷

❸

去看人家畫畫，觀摩別人如何使用畫具，

運用哪些繪畫技巧，就這樣自學練了 3年。

退伍後沒多久，剛成家的楊敏郎下定決心

到臺北求發展，他拎著一只舊皮箱隻身北

上，從此開啟人生新頁，踏上藝術創作之

路。

以肖像畫奠定根基

「有時，一句無心的話，就能改變一

個人的一生。」，楊敏郎回憶著。誰也沒

想到，當年王班長的鼓勵，竟成為楊敏郎

人生中最重要的轉折，楊敏郎北上後即以

畫肖像畫營生。起初他在羅斯福路公館一

帶，接案幫人畫肖像。當年越戰打得如火

如荼，公館因鄰近美軍俱樂部，每逢阿兵

哥輪調回臺休假時，楊敏郎小小一間畫室，

客人多是美國人，雙方語言不通，靠著中

英文夾雜與肢體語言溝通，客人留下照片，

它日再取件。8開大小的彩色肖像畫，收費

1至 200元。收入雖稱不上豐厚，但也還

過得去，每月還可寄錢回彰化老家貼補家

用。不料，有天房東臨時通知要收回店面

改建大樓，楊敏郎急著另覓地點，遠至泰

山、五股都找遍了，不是租金太貴就是地

點不適合，他甚至連市場叫賣藥品的工作

都去應徵，還是沒有著落，心灰意冷之餘，

亦曾心生「不如歸去」之慨。

迫於生計，他決定當鐵工，一天工資

25元，扣掉午餐 3元，一天賺 22元，辛

苦一整月還不夠付每月 700元的房租。幸

好沒多久，另一家鐵工廠也缺工，於是順

利換了工作，老闆有意栽培楊敏郎，對他

照顧有加，不僅薪水三級跳，還提供免費

宿舍，讓楊敏郎一家有棲身之所。還來不

及跟故鄉家人分享此消息，老家的父兄已

因楊敏郎數月沒寄錢回家而深覺有異，於

是父親帶著 500元北上探視，楊敏郎推辭

這 500元的援助，告訴父親生活已經穩定，

經濟無虞。

此時妻子已身懷六甲，為了家人，楊

敏郎更加認真努力，舉凡鑄鐵、焊接等等

鐵工相關技術，都是在這個階段學會的。

然而，想要畫畫的夢想未曾消逝，隱藏在

內心深處的創作欲念總有一天會爆發，工

作之餘的詩文創作透露出楊敏郎對重執畫

筆的渴望，老闆知道再也留不住他了。離

別那天，還派車幫楊敏郎搬家到板橋，這

份恩情，楊敏郎至今仍感念在心。

淬煉人生精華

在板橋以畫肖像營生的那段時期，正

值政府實施開放兩岸探親政策，很多人回

中國大陸探親，無奈子欲養而親不在，只

能拿著親人照片返臺，上門求畫。帶回國

的照片往往往已經泛黃、破損，楊敏郎仍

盡力完成客戶所託。精湛的繪畫技巧與擬

真的功力，讓畫室生意蒸蒸日上。請教他

經營畫室的秘訣？「首先，我鞭策自己一

定要畫得跟照片裡的人一模一樣；再來，

我習慣畫得比照片美一點、帥一點，包括

應客人要求幫五官做適度的修飾。」，楊

老師笑著回答。百分之百的客製化服務，

果然是深諳顧客心理的高手。當年的榮景，

上門求畫者趨之若鶩，必須預約登記，2-3

個月後才能取件。畫室經營了約 30年，營

業項目從肖像畫擴展到塑像，收費也從最

初的 200元，到 30年後的 6000元，總計

作品數量至少達 6千件。這份工作不但讓

他攢下人生的第一桶金、第二桶金，也將

兩個兒子撫養長大。

前半生為家庭、為妻兒而奮鬥，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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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❷

❶ 【野鶴】• 立體泥畫
        服裝部分不上水泥，以鐵絲網的原貌呈現，傳達出長
者兩袖清風、閒雲野鶴的自在與灑脫。

❷ 【紅鬃傳奇】• 塑膠管創作
      以橘色汙水管直接敲打塑形，黑色斑塊則是火燒之後
      的原始樣貌。

孩子長大也能獨立了，楊敏郎心中那塊創

作的園地勢必要開拓。他對自己的人生藍

圖早有計畫，民國 80年前後，他決定退休，

毅然而然帶著妻子移居石碇烏塗村，過著

隱居山林的悠閒生活，然而，另一個創作

高峰也於焉展開。

獨創「泥畫」創作

以水泥做畫的創舉，就是在遷居石碇

後所發想並且實現，緣起於他偶然間看到

泥水師父挑泥砌作時，激發他的靈感，幾

經實驗終於成功。楊敏郎的泥畫創作可分

為泥畫、平面泥畫與立體泥畫三類。步驟

是在水泥裡調入水、砂及建築用海菜粉，

調到一定的稠度即可作畫，作品會呈現「浮

雕」的效果，此技法講求的是「速度、塊

面的呈現，不拖泥帶水、不在意細節，才

能表現豪邁、灑脫的特質。」。

「平面泥畫」則選用屬性特殊的白色

水泥—「模泥」，易於調色、較會流動，

硬度也比一般水泥來得高，將顏料調入模

泥中，與水、砂、海菜粉混合，就能直接

彩繪於畫布上，視覺效果與一般油畫無

異。其中的海菜粉亦可以水溶性壓克力膠

取代，增加水泥的強度，乾了之後更為堅

硬、牢固。因水泥易乾，每幅作品必須在

半小時、甚至 20分鐘內一氣呵成，否則水

泥放置越久，可塑性越低，創作出來的效

果也不盡理想。楊敏郎表示：生活應該越

簡單越好，我的泥畫也不外乎「力求簡潔」

這四個字。雖然簡單，卻能清楚表達創作

者的意念，甚至發揮得淋漓盡致，這就是

我創作泥畫的目標。即使只是幾筆勾勒，

都是歲月的累積與功力的淬鍊，若不具備

雕塑的基礎和概念、掌握透視感的呈現以

及對遠近距離的敏銳度，想要學好泥畫是

非常嚴苛的挑戰。以「塊面呈現」的特色

而言，飛躍的駿馬，肌肉線條生動又靈活，

充分詮釋力與美的結

合。

「立體泥畫」刻畫

人間百態

然而，楊敏郎不因

此而滿足，他持續不斷

的摸索與自我精進，結合

做鐵工時學會的焊接等技術，「立體的泥

畫」陸續誕生。做法是先以鐵絲網塑形，

再塗抹水泥的泥塑創作方式，待風乾之後，

若有色彩需求，再以油畫用或特殊顏料上

色。楊敏郎的泥塑有個特色是與天然石頭

做結合，譬如石壁上的達摩祖師像，身體

部位原來是一塊景觀用石頭，偶然間他發

現這石頭很像一尊達摩祖師的身體，於是

靈機一動加上頭、手、喜杖、鞋與身體的

局部，落腮鬍則取材自廚房用鋼刷。達摩

雙眼炯炯有神，神態自若，一根手杖一只

葫蘆，展現出家修行者自在隨喜的精神。

位在園區制高點的大型坐佛泥塑像，同樣

以天然石頭作為佛身，佛祖的頭部則先加

入建築用鋼條，焊成圓形頭狀，再用鐵絲

網塑形，然後再上水泥。從適當的角度遠

望，宛如雙腿盤坐般的打坐姿勢，為園區

增添寧靜祥和之感。還有一系列的高僧傳，

也以溪底撿來的石頭為主體，加上水泥雕

塑，作品雖尚未完成，弘一大師及羅漢的

個性、風骨，卻已隱然成形，彷如大師就

在身旁一般。不遠處的

一棵榕樹下，定睛一看，

竟有個老和尚在此入

定，不知經過多久歲月，

連白頭髮都已長長，身

體也快被樹根給包住。

「這是我4年前的作品，

頭髮是用白鐵絲做成，但樹根真的是榕樹

新長出來的，短期間內還不打算讓老和尚

出定。」，楊敏郎幽默的說。還有件作品，

姿勢像是在習武，一腳著地一腳懸空，強

調力道與姿態。

少數創作以鐵絲網塑形後不上水泥，

使網狀的白鐵絲呈現出輕盈通透之感。有

的則只在衣角或鐵絲接縫的尖銳處抹上水

泥，形成局部的效果，同時避免刮手受傷。

【我獨行，不必相送】—臉部線條透著剛

毅執著的意念與堅忍不拔的精神。部分作

品則以歷史故事或人物為藍本：【臥薪嘗

膽】的勾踐手拿膽，背靠著柴薪；【蘇武

牧羊】外層的銀色則是調入貝殼粉與廉價

珍珠粉做為顏料上色，具有永不褪色的優

點。此外，【舉杯邀月】、【松下問童子】、

【齊白石】⋯⋯，皆為經典之作，每件作

品，衣袖擺動的方向、飛揚的曲線，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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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情、眼神、

姿態各自不同，

臉部肌肉的張

力，眉宇之間傳

達出來的情緒—

剛毅堅定的、若

有所思的、輕鬆

自在的⋯⋯—各

個引人入勝，幾

與真人無異，專

注的神情讓人不

知不覺和創作者的思維起共鳴。

五官的泥作工藝極其細膩，難以想

像如何完成，原來大師是以牙籤或自製鐵

刀為畫具，一刀一刀或切或刮勾勒出來

的。驚嘆之餘，他一派輕鬆的說：「我是

畫肖像畫起家的，對臉部線條、神態、氣

韻等細節會特別深入觀察，如何透過眼波

流動或肢體，傳達人物內在沉靜或者激昂

的情緒，種種的揣摩與技巧，我當然很在

行。」。何止「在行」而已，簡直出神入化，

可惜的是，現已無緣見到大師的肖像畫作

品，因為當年他即便退休，還不時有人上

門求畫，甚至連櫥窗裡的「見本」(樣本 )

也全被蒐購一空，所幸如今尚能從立體泥

畫作品中，仰望大師的風采。

剛柔並濟鐵「焊」情

鐵雕，也是楊敏郎藝術生涯裡極具代

❶

❷

❶【惟覺老和尚】• 泥畫
      下筆迅速、一氣呵成，作品呈現浮雕般的立體效果。
❷【梅】• 平面泥畫
      朵朵白梅花似銀若雪，淡雅脫俗，幽香縷縷。

表性的創作類型。以往從事鐵工的歷練，

運用在藝術創作上，更能彰顯創作者爐火

純青的獨特性與創造力。其作品多集於在

馬、龍、牛、羊等動物，主要也跟搭配生

肖年份舉行巡迴展出有關。鐵雕所需之金

屬鋼材堅硬無比，必須以鐵鎚等器具敲打

出弧度或形狀，不只費力，也要有巧勁。

作品【二馬是奔】，兩匹馬緊挨著身子奔

跑，較勁意味濃厚，「落後的緊追不捨，

一心想要超越；領先的不僅斜眼睨視，甚

至用屁股推開同伴。」。駿馬飛躍的英姿

飄逸颯爽，粗獷的線條裡隱藏著細膩的表

情，楊老師精彩的註解，更賦予作品深刻

的意境，連馬腿骨骼粗細、身體肌肉精實

的程度，都能透過剛硬的金屬精彩表達。

作品【紅鬃傳奇】以橘色的塑膠管為素材，

燒熔之後呈現自然的黑褐色，就像動物身

上的斑紋。

以廢棄輪胎和各種廢鐵料，包含剪刀、

尖嘴鉗、圓鍬⋯⋯回收再造的舊工具區，

是楊敏郎呼應環保再生創作的最佳體現，

這些表面早已鏽跡斑斑的廢鐵，經過鍛鑄、

焊接等程序，創作出靈活現的螳螂、火

雞、⋯⋯，而且刻意不著色，讓它保持原

狀，結合創意與工藝，賦予廢物料全新的

生命與藝術的價值。

勇於自我突破

 楊敏郎的「畫中畫」極具巧思，也暗

藏玄機，每幅畫作下筆前就得構思完整，

【美人魚】、【捕風捉影】、【帥哥與小

沙彌】等作品，總讓來訪者有如尋寶般一

頭栽入，一旦找到答案，他們表現出來的

驚喜、快樂，「對我來說就是最大的回饋，

也是促使我持續創作的動力，那種滿足感

與樂趣，無法言喻」。此外，他的詩文創

作亦累積數百首之多，石碇區公所旁的〈石

碇頌〉，〈永定國小校歌〉，都是他的代

表之作。

回顧往昔，早年第一次以泥畫申請展

覽被拒，後來轉而回故鄉彰化展出，自此

一舉成名，此後各地邀約紛至杳來；從申

請到邀請，個中滋味，如人飲水，冷暖自

知。「這一生我並不後悔，我只有國小畢

業，但又唸了 3年私塾，我現在會作詩、

寫歌，就是那時候打下的基礎；我會鐵雕、

焊接，也是當鐵工時學會的技巧。」。

如今，楊敏郎日子過得自由自在，無

任何後顧之憂，兩個兒子楊力州、楊尊智

也各自在不同的藝術領域發光發熱。已年

屆八旬的他，仍心繫創作，一心尋求突破，

新近作品是受託為新北市汐萬路一處擋土

牆創作 30棵立體楓樹，每棵造型各異，配

上獨創的詩文，是極壯觀又特別的公共藝

術作品。未來，他想創作一系列的小型銅

雕與白鐵雕，但面臨某種瓶頸，正在尋求

解方。原來他需要一部改良過的油壓機，

以輔助他進行拗摺、下壓等工序，以補鐵

槌敲打之不便。如此積極的創作熱忱，令

人景仰、動容。

訪談接近尾聲，大師隨興而至，以臺

語吟唱出永定國小校歌：「雲台山，羅漢

嶺，青峰俯瞰黌宮影⋯⋯蟲聲吱吱鳥啁啾，

桐花繽紛螢火秀，天籟處處不勝收。」，

曲調輕快悠揚、聲韻優美，搭配著醇厚溫

暖的嗓音，彷彿正與大師精彩豐富、美不

勝收的創作人生相輝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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