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幅台電桂山發電廠粗坑機組速寫水

彩畫作，開啟了《源》雜誌與水彩畫家方

雯瑩的合作之路。速寫，是一種可以快速

記錄當下情景的作畫方式；運用簡單的筆

法勾勒輪廓，加上些許水彩顏料，方雯瑩

可以在短時間內，隨手描繪一幅簡單的圖

畫，清雅通透、水色交融，寫實中帶有寫

意，是方雯瑩透過畫作傳達出來的意念，

及其作品給人的直接感受。不論是細雨紛

飛的九份老街、詩意浪漫的威尼斯河岸、

風情獨具的馬祖芹壁海灣，抑或栩栩如生

的寵物賓士貓咪⋯；只是欣賞彷彿已感受

到她從畫作中滲透出來的情感張力，療癒

的畫風，足以撫慰人心。

生命中重要的啟蒙恩師

在欣賞畫作之餘，免不了對畫家的養

成過程心生好奇，想了解她的繪畫天分何

時開始萌芽？答案是，「從學會握筆就開

始畫畫了」。Vicky的原名，雯瑩二字，是

外公取的，字義是彩色的雲朵與光透的玉

石，其中蘊含長輩對孫兒的期許與祝福等

深意。而外公在方雯瑩兩歲時即過世，遺

留下多本畫冊與剪貼簿，在媽媽與阿姨們

的補述之下，逐一串連起方雯瑩對外公的

印象與回憶。原來，外公翁銀朝先生是一

名素人畫家，他在新竹師院 (當年的新竹

師專 )擔任職員，與知名畫家李澤藩 (李遠

哲父親 )教授為至交好友。外公雖沒學過

畫，卻非常喜歡畫畫。當時的年代，生活

普遍困頓，外公外婆育有 10名子女，家中

食指浩繁，經濟情況不允許他發展畫畫的

興趣。儘管環境受限，他仍把握時間自學，

創作了許多浮世繪作品，臨摹上色後整理

成冊。此外，他也收集許多從月曆、雜誌

及日本畫報上剪下來的圖案，貼在本子上，

製作成一本本的剪貼簿，而且每一張畫都

有詳細的年代與資料註記。外公的畫冊和

剪貼簿，是他留給後代子孫最珍貴的禮物，

也是他和外孫女雯瑩之間最緊密的連結。

後來外公退休從事手工相框製作，1950年

代流行「新藝術時期」風格，講求紋路對

方雯瑩 用畫筆寫故事
輕透細緻，豐盈靈動

文／蘇菲   圖／ 方雯瑩

「畫畫一直是我生活的重心與養分，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她伴著我成長，

跟著我一起經歷人生，為我帶來不同的視野，並展現於作品之中。」

  ——方雯瑩Vicky

一幅台電桂山發電廠粗坑機組速寫水彩畫作，開啟了《源》雜誌與水彩畫家方雯瑩的合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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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幾何圖形的變化⋯，外公手作的古典

雕花相框與典雅細膩的畫作，都充分呼應

當代新藝術時期的特色，在外公的創作中，

看見跨世代的藝術傳承。

如果說外公是方雯瑩的第一位啟蒙老

師，那麼父母親就是滋養她成長茁壯的藝

術沃土。父親是建築師，事務所的製圖桌，

桌面上總是鋪著描圖紙，底下再墊一張比

描圖紙大些的模造紙。當時，學齡前的小

雯瑩最愛趴在爸爸的製圖桌上塗鴉，建築

圖在正中央，她便沿著周圍的模造紙畫畫，

畫滿一圈後，爸爸再換上一張新的模造紙

讓她繼續畫。每逢業主來看到建築圖旁的

塗鴉，就知道是建築師女兒的傑作，嘴角

不由得往上揚。這畫面多麼令人感動。建

築師爸爸竟不擔心也不阻止，反而任由女

兒自由揮灑，父親的身教就是對她最大的

支持。而母親，則是勤奮的帶著她到處比

賽，國小時期幾乎每個假日都到動物園寫

生，「我畫畫，弟弟妹妹就在旁邊看動物，

看得他們都煩了」，她笑著說，心裡滿是

歡樂的回憶。

幼時即展露繪畫才華

在充滿愛的環境中長大，方雯瑩從小

就展現繪畫天賦。念幼稚園大班時開始到

老師的畫室學畫，第一天上課就備受讚賞，

「怎麼這麼會畫啊！」小小心靈受到激勵，

甚至畫到忘我，連下課時間到了都還不想

回家。後來，方雯瑩一路從國小、國中到

高中都念美術班，而且都是第一屆。高中

先後就讀兩所教學風格迥異的學校，一為

偏重升學的傳統名校美術班，另一則是著

重工藝與設計專長的專業美工學校，方雯

瑩在不同風格的兩端，尋找出一條屬於自

己的方向。因此在選擇升學時，以美術工

藝為主修 , 就讀國立藝專期間，舉凡金工、

陶藝、木工⋯等學習跟實作都令她樂此不

疲，很符合方雯瑩從小就愛東拼西湊，將

不同材料組合成可以使用的物品，這也奠

定了她日後職場上創意發揮的基礎。藝專

畢業後從事禮品設計十多年，將所學應用

於生活美學層面；之後回歸家庭，為陪伴

孩子成長而離開職場，成為一名自由插畫

家，並以速寫方式投入水彩畫創作。

城市速寫開啟創作新風貌

自幼即喜歡畫畫的她，自認在創作題

材、型態與思維模式上都深受父親的影響；

所以她喜歡描繪建築物、街道場景，也對

空間美學有著敏銳的觀察力。  西元 2013

年加入《Urban Sketchers Taipei 速寫‧

台北》社團，開啟了對城市速寫的繪畫方

式。西元 2016年起加入《週二畫畫》戶外

寫生社團，跟隨張柏舟教授四處寫生，在

他的指導下受益良多，方雯瑩除了沉浸於

寫生的樂趣，對於速寫的技法與精神亦多

有領略。戶外寫生時不免會碰到烈日．寒

風下雨等的天候問題，或是被蚊蟲襲擊更

是稀鬆平常，但卻不為所苦，依然樂在其

中，並當作是一種畫畫人的修練！有一群

共同熱愛寫生的人一起修練，可以走得更

長久！

西元 2017年，她和幾位畫友共同組

織了《Google街景之友》社團，自稱自己

為街友，還衍生出「發便當」術語，就是

分享 Google街景中的網址或截圖，提供給

街友領取美景來作畫。每三個月主辦一次

線上畫聚，由管理群輪流主持，透過虛擬

的線上畫聚，讓團員們一起偽出國，窩在

家裡隨心所欲作畫。在疫情發生三年以來，家中的寵物貓，是方雯瑩鍾愛的速寫對象之一。

畫友們藉由線上畫聚，取景視角深入全球各個角落，開

啟了畫畫任意門，用畫筆環遊世界。

外公整齊細緻的手繪圖，啟發了方雯瑩的美感五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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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情境」與「寫實」

畫畫時，方雯瑩偏重「情境」的呈現，

譬如畫一座房子，會想知道房子的主人⋯

背後的故事；又如下雨天，地上積水的反

光或行人撐傘的情景⋯，皆盡可能濃縮入

畫。這是「沉浸式」的畫法，讓人看到畫

作就能盡情延伸、想像。然而，城市速寫

雖然講求的是如實的紀錄，但也並非絕對，

就像臺灣有些老公寓、舊街景頗為雜亂，

這時方雯瑩選擇擷取部分場景入畫，但會

保留在地特色，並且深入描繪、刻畫。

隨著年月更迭，方雯瑩的畫風也有了

漸進式的調整。早些年她多以鉛筆打完底

稿再上色以純水彩的方式表現，自從接觸

城市速寫後，她開始用鋼筆直接把輪廓畫

言語表達，讓她極度缺乏自信，從小就覺

得自己是個容易被忽略的邊緣人；然而，

透過畫畫，感受到自我的價值與存在！她

的畫風溫柔浪漫、陽光正向，若非這番誠

懇告白，外人很難窺見她內心曾有如此脆

弱的一面；或許透過細膩的觀察，含蓄內

斂的性格，也在潛移默化中融入創作，而

傳遞出溫暖明亮的正面能量；透過畫畫，

不僅療癒了別人，也療癒了她自己。

對她而言，畫畫已不只是工作、興趣，

而是深入靈魂深處，成為她生命的一部分。

所以她出門習慣帶著畫本，隨時將周遭事

物、景致記錄下來；這些日常百態，就是

畫作與生活結合的最佳素材；生動的線條

勾勒與取材之多元豐富，更貼近生活融入

其中！

出來，再上一些淡彩。二者的不同之處在

於，鉛筆線通常只能畫出大略的範圍，鋼

筆則有各式筆尖可替換，能產生各種粗細

變化，可隨筆尖、運筆角度或方式的不同，

展現不同的效果。這是工具上的調整所出

現的些微變化。而畫風上的另一個調整則

來自張柏舟教授的提醒。他說，「畫畫雖

是加法，但減法卻更重要」。這句話讓她

有所領悟。她以自己的作畫習性為例，戶

外寫生往往受到場地、時間等因素所影響，

筆觸難免較為潦草，勾勒的線條也比較隨

性、簡略，因此有時她會拍下現場照片，

回家再畫。結果發現，回家再畫因為少了

時間壓力，容易陷於過度描繪的迷思，太

講求細部的結果，反而忽略整體的平衡。

畫友由原本不到百人到目前逾四萬人，取

景視角深入全球各個角落，畫友們藉由網

路開啟了畫畫任意門，用畫筆環遊世界、

記錄人生。

藉由畫畫找到自我定位

方雯瑩表示，水彩的特性是藉由水的

流動與色彩的混合沉澱、堆疊，達到通透

又具層次的效果；而速寫的精髓則是「化

繁為簡」，運用簡潔的線條及巧妙的留白，

增加畫面的空間感與想像力！當作畫的場

景很繁複，但又想把多數的元素都記錄下

來時，就能以較為簡單的速寫方式快速完

成。因此，相較於油畫的厚重，她認為水

彩的輕透與速寫的輕鬆自在，更符合她作

畫的調性與風格。因為個頭嬌小，又不善

隨身攜帶的水彩畫筆、顏料及調色盤。 等待的時間，就是方雯瑩隨手紀錄的最佳時刻。

方雯瑩喜歡描繪熙來攘往的日常街道與恬靜的生活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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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臺灣新竹

國立藝專美術工藝科畢業

現任

水彩速寫創作者

水彩插畫接案合作

《Google街景之友》社團專頁版主

「VickyFang's浮世。繪」粉絲專頁版主

展覽經歷

西元 2017年 時光旅人 -水彩個展

西元 2019年 花漾年華 -水彩油畫雙展

西元 2019年 板橋林家花園 -水彩聯展

西元 2020年 情投藝合 -週二畫友水彩聯展

因此，何時該停筆、收筆，「適可而止」

是她作畫時該領略的課題。現在的她學習

調整不在拘泥細節，而是簡單勾勒幾筆就

開始上色，留下較多留白，給畫作更多想

像空間，並增加水分的暈染與層次的顯現，

效果與迴響都很不錯。

此外，方雯瑩畫作裡人物的比重不多，

卻是重要的點綴，但她認為，人物的方向

有時是一種視覺的引導，因而她對畫作裡

的車子、人物的走向或位置皆有所考究，

必須符合邏輯性。而且點景的人物可以增

添空間感的互動與故事性的延伸！

用畫筆描繪生命故事

每一幅畫的創作，背後都是有想法、

有故事的。大約兩年前，方雯瑩曾參與一

個由畫友發起的「明信片 100張」活動，

宗旨是每天畫一張，持續 100天完成百張

明信片。起初她皆按原設定每天畫一張，

直到有天父親突然病危而中斷計畫。後來

父親離開了，她沉澱了一段時間後，重新

整理思緒，將活動完成，其中兩張明信片

分別是「偉士牌機車」與「爸爸的製圖工

具」。這部機車是方雯瑩國小跨區就讀時，

爸爸每天載她上下學的交通工具，過往父

親用機車乘載對女兒的照顧，如今她以畫

筆及明信片乘載對父親的思念，方寸間溢

滿對父親的愛。

方雯瑩的水彩畫，總是流露出令人感

動的溫度，例如一位在臺工作的日本人希

望能收購她的畫作「台北文昌宮」。因為

每回觀賞此畫，就會勾起他許多回憶以及

在臺灣的點點滴滴。而自己的作品能發揮

如此力量、串連起一些人情與地物，讓她

方雯瑩 Fang Wen Ying(Vicky Fang)小檔案

非常感動，這份臺日交流的特殊情誼，也

顯得更加難得與珍貴。

西元 2020年 5月時誠品敦南店吹起

熄燈號走入歷史，方雯瑩及畫友共同參與

一個速寫活動。在熄燈倒數階段，她夾雜

在人群之中作畫，將書店室內場景記錄下

來；這是歷史性的一刻，也是許多臺灣人

的共同記憶。

相較於許多畫家多取材大山大景或知

名地標，方雯瑩更喜歡描繪的是熙來攘往

的日常街道與恬靜的生活角落。平常時日

方雯瑩總喜歡在等待的過程中，用雙眼觀

察環境，用雙手記錄畫面，無論是搭車、

餐廳等餐、候診或旅行途中的風景，都成

為方雯瑩筆下的快拍畫面。她的每一幅畫，

都融合在地元素及畫家個人的見解、風格

及詮釋，透過畫作，引人共鳴之餘，更讓

人深深覺得寬慰與感動。

方雯瑩用水彩及畫筆，書寫出動人暖

心的故事，且，未完待續。方雯瑩以畫筆及明信片乘載對父親的思念，方寸間溢滿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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