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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攝於畫室中 ■ 陳慧坤先生

陳慧坤，字上苑，1907年 6月 25日生於臺灣臺中縣龍井鄉，為陳清文、

蔡恐夫婦的次子。陳慧坤幼年時，家中尚有薄薄幾分田產，但詩書傳家因子仍

在，父親又對藝術有濃厚興趣，喜愛繪畫、木雕、閱讀與作詩。陳慧坤自幼受

其父常臨摹芥子園自娛影響，並常翻閱家中收藏的揚洲八怪作品，開啟他愛好

美術的契機。

陳慧坤（1995，頁 24）曾回憶幼年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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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歲，陳慧坤進入大肚公學校（今臺中大肚國小）就讀，課餘期間常臨摹

家中門神、灶神、觀音像等傳統民俗圖畫，也喜歡用泥土捏塑各式人物。 逢

迎神賽會，陳慧坤喜歡湊在人群中端

詳戲棚上造形千秋的戲偶。這時「美」的種子早已深深種植在年幼的心靈

中。

然而，十二歲那年，父親病逝，家中頓失支柱，兩年之後，母親也因病猝

逝，留下年幼的孤苦孩子，茫然不知所措。此時祖母年老體弱，長兄又在異地

求學，弟妹年幼，家中事務落在年僅十四歲的陳慧坤身上。求學之餘，挑水、

煮飯、種菜，忙碌不已，夜間還要哄騙經常哭鬧不休的幼弟入眠。在鬱悶憂傷

的時候，只能躲到父母墳前，一邊思念雙親，一邊用泥土靜靜地捏出一個個泥

人，擺在父母的墳前，想像著過去有父親與他一同塗鴉，臨摹芥子園畫譜的快

樂時光，藉以抒發悲傷寂寞。

在公學校四年級時期，由堂叔陳瑞麟擔任級任老師，他經常鼓勵陳慧坤並

介紹獲得保送進入東京美術學校的雕塑家黃土水的故事，激起了陳慧坤心中無

限的憧憬與嚮往。公學校教畢業之後，1922年考入臺中州立臺中第一中等學

校（今臺中一中），在校期間對美術課依然情有獨鍾，每每流連忘返於美術教

室，從畫冊中初次看到世界名畫，又從東京美術學校簡介中得知東美的校規與

課程，十七歲的少年心中充滿驚喜，立下志向，決心遠赴東瀛投考東京美術學

校，親身一探美術殿堂。

1927年自臺中一中畢業後，陳慧坤負笈東瀛，先到東京的川端畫學校補習

三個星期，然後參加三月底考試，卻落榜了。灰心之餘，曾一度想轉行學醫，

但對繪畫的熱愛，讓他再度拾起畫筆，重新進入川端畫學校補習素描。隔年三

月，以素描最高分滿分一百分的分數，考取東京美術學校 (今國立東京藝術大

學 )師範科正取及油畫科備取，創該校建校四十一年來最高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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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家計的現實考量，陳慧坤並未像其他留日前輩畫家以油畫科為第一志

願，而是以師範科為研讀目標。然而正因為東京美術學校師範科的教育是基礎

教育，素描、水彩、膠彩、油畫、書法、圖案等全部都得學習，陳慧坤得以比

專攻油畫科的藝術家們更能接納不同的創作材料與風格，以致日後能夠發展出

自己獨特的繪畫風格（倪再沁，2004，頁 30）。

在東美三年求學期間，各種美術課程應有盡有，包括圖案法、書法、教

材教法、東西洋美術史、色彩學、美學、木刻、雕塑、金工、染布等，而主要

的術科學習方面石膏素描、人體素描、油畫師承田邊至教授，日本畫由平田松

堂授課，雕刻課由水谷鐵也授課。陳慧坤除孜孜不倦的習畫外，也充分利用機

會親睹中西名畫，對其繪畫創作產生極大的啟發。到了三年級時，陳慧坤認為

自己對素描基礎已經打好，想要學習印象派畫法，但在日本看不出那個畫家是

屬於印象派的，苦於找不到入門途徑，因而請教老師關於出國臨摹名畫問題，

教授卻回答他說：「把臨畫的時間用在寫生就好了。」這句話加強了陳慧坤前

往歐洲一探西畫的意念，只是卻等到三十年後才得以實現這個願望（陳慧坤，

1995，頁 26）。

1927年「臺展」開辦之後，臺灣的藝術浪潮日益蓬勃，開始出現「以畫會

友」的團體，繼「七星畫壇」、「臺灣水彩畫會」、「赤陽社」之後，1929年

成立的「赤島社」成員以東京美術學校前後期學生為主幹，包括陳澄波、顏水

龍、廖繼春、張秋海、陳植棋、范洪甲、張舜卿、陳承藩、陳慧坤、郭柏川、

李梅樹，以及東京藝術工藝學校的楊三郎等，幾乎網羅當時美術界精英，而東

京美術學校二年級學生的陳慧坤是當時赤島社最年輕的成員。1929年赤島社第

一次在臺北的博物館舉辦聯展，臺籍青年畫家自主性的組織與活動正式躍上舞

臺，深受矚目。此後，這群具有相似教育背景和藝術理念的臺灣人畫會，每年

春天展出成員畫作，也對外徵集作品，直到六年後因情勢所迫而改組為「臺灣

美術協會」（李文，2006，頁 60）。

1930年 7月陳慧坤與嘉義望族千金郭翠鳳女士結婚，這段才子佳人的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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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肇始於陳慧坤的一幅畫作。郭翠鳳非

常喜愛美術，早在 1925年於臺中州政

府教育成果展覽會中看到陳慧坤的畢業

旅行作品＜廈門鼓浪嶼英國領事館＞，

進而產生傾慕之情，透過友人想要認識

陳慧坤，當時陳慧坤正因準備東京美術

學校考試，前途未明，而禮貌性地回

說考上學校再見面。直到 1928年陳慧

坤考上東美之後，幾經波折，兩人終

於相見，一段戀情就此展開。經過兩年

交往，陳慧坤升上三年級，郭翠鳳也從

臺南高女畢業，兩人決定廝守一生，於

1930年 7月結婚。婚後，夫妻倆同在

東京學美術。

1931年陳慧坤學成回到臺灣，因太平洋戰爭引起動盪，過著兩年失業的生

活，期間長女曉冏出生，在賢慧的妻子持家料理下，得以專心作畫，並陸續以

作品＜裸婦習作＞、＜無題＞、＜乘涼＞入選「臺展」。＜無題＞、＜乘涼＞

兩幅膠彩畫皆以妻子郭翠鳳為模特兒，深具臺灣質樸靜謐風格，而＜裸婦習作

＞則為陳慧坤入選「臺展」的唯一油畫作品，之後入選的作品皆為膠彩畫。對

此，陳慧坤（1995，頁 26）曾有所說明：

■ 陳慧坤與第一任妻子郭翠鳳的結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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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陳慧坤對藝術的自我要求，以及為藝術而創作、不隨俗從眾的

性格（倪再沁，2004，頁 35）。

1934年陳慧坤受聘於臺中商業學校（今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當兼任老師，

教授商業美術課程。然而，幸福的家庭生活卻因郭翠鳳於 1935年病逝而終止，

留下稚齡的女兒曉冏和尚在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兒子。1935年陳慧坤轉往臺中

幸公學校（今臺中篤行國小）擔任代課老師，專門教授東洋畫並處理行政事

務。此時，雖然工作稍微穩定，但父兼母職，再加上中日戰爭陰影籠罩，物

資十分缺乏，寄養他人家中的幼兒不幸夭折，只留下三歲的女兒和自己。此

時，陳慧坤藉由畫畫來轉化對造化弄人的怨懟，和對喪偶與喪子的悲傷，他

完成了＜在世時的面影＞和＜春恨的佳人＞兩幅作品，並入選第九屆、第十

屆「臺展」。

1938年陳慧坤轉往臺中新高公學校（今

臺中太平國小）成為正式教員，並與在臺中幸

公學校教音樂的謝碧蓮老師情投意合，兩人於

1939年結婚。陳慧坤在穩定的生活中，一面授

課，一面開始中斷三年的創作（李文，2006，頁

68）。當時美術界年度盛事「臺展」已改為「府

展」，陳慧坤陸續以＜手風琴＞、＜逍遙＞兩幅

作品入選 1939、1940年「府展」，兩幅作品讓

人明顯感受到陳慧坤對再度擁有幸福家庭的珍惜

與感恩之情。

然而，厄運卻再度降臨，第二任妻子謝碧蓮

連生兩個孩子都不幸夭折，原本就體弱的她也因

得了肺病而於 1941年病逝。陳慧坤回到臺灣短短十年不到的時間，竟接連遭

遇痛失親人的打擊，33歲的容貌已有滄桑之感。命運接二連三的打擊，讓陳慧

坤悲痛不已，但他的畫筆卻並未因此停歇，1941年以＜秋之收穫＞入選第四屆

「府展」，是前所未見的六連屏大作，1942年又以＜池畔音色＞入選第五屆「府

展」（李文，2006，頁 80）。專注於藝術創作，是飽嚐命運坎坷多舛的陳慧坤

心靈的寄託與慰藉。

■ 陳慧坤的第二任妻子 -謝碧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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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陳慧坤轉任臺中第二高等女校（今國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專任

美術老師，同時也負責全校老師的課務工作。1943年，在臺中第二高女任教的

陳慧坤結束單親爸爸的生活，經由學生家長作媒，與第三任妻子莊金枝女士結

婚。與陳慧坤同屬羊生肖的莊金枝小夫婿 12歲，雖是養女出身，卻在養父支

持下完成彰化高女的學業，後來在員林蓮花池公學校當老師，精通音樂舞蹈及

烹飪，婚後成為陳慧坤永遠的牽手。

■ 陳慧坤的第三任妻子 -莊金枝 ■ 陳慧坤與莊金枝夫婦合照
　（圖：柯賜杰拍攝）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臺灣百廢待舉，陳慧坤轉任臺中第一女中教職，次

年 3月受聘籌備臺中市立初中招生事宜，不久後接任市立初中教務主任。1946

年「省展」開辦，陳慧坤以＜賞畫＞獲得第一屆「學產賞」。1947年，陳慧

坤北上受聘擔任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勞作圖畫專修科（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

系）講師，並以＜臺灣土俗室＞獲得第二屆「省展」的「主席賞」。此時，陳

慧坤的藝術隨著生活的美滿與穩定而屢創佳作。

期間妻子莊金枝因體質關係曾一度流產，大女兒則繼承父志，考進師大專

攻美術。次女郁秀及長子繼平陸續於 1949年和 1951年出生，莊金枝相夫教子，

營造出藝術家庭的美滿氣氛。1948年陳慧坤升任副教授，並於該年「省展」展

出＜古美術研究室＞、＜逍遙＞以及＜淡水風光＞三幅作品，並從此屆起開始

擔任臺灣省展評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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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方便教學，臺灣省教育廳於 1951年開始

委託陳慧坤為各中小學編製美術教學掛圖，之後又

主編「國民學校美術教授法」教材，並且經常前

往各地開講習會，對當時基層的美術老師有很大幫

助。於此同時，文人畫家溥心畬也應聘到師大美術

系擔任大二的國畫課，當時陳慧坤剛好擔任該班的

導師，利用此難得的機會，一方面督導學生認真上

課，自己也開始學習國畫，觀摩溥氏的構圖、用筆

意境。這個時期陳慧坤的作品以花鳥與山水為主，

如 1950年的〈蓬萊春色〉上方留白處還有溥心畬

的題詩，1953年的水墨作品〈玉山第一峰〉，似

乎融合了溥心畬與黃君璧的山水畫風。

五○年代由於中國大陸渡海來臺的水墨畫家並

不認同日本殖民政府所推廣的膠彩畫，而掀起「正

統國畫」之爭，臺籍畫家不擅長中文表達而屈居下

風，任教於師大美術系的林玉山與陳慧坤兩位教授

都逐漸轉型為水墨，或加染淡彩的風格，因系上課

程與政策，皆無膠彩畫的發展空間。直到 1956年

左右，陳慧坤的膠彩畫又轉變為厚塗設色，如西畫

的風格，題材則涵蓋了人物、花鳥、風景等。

在師大美術系任教期間，陳慧坤的人生逐漸圓

滿，無後顧之憂，開始利用假日外出寫生，累積創

作的能量。透過參與重要的美術活動，陳慧坤得以

和許多藝壇人士切磋交流，並在 1953年、1957年

兩度赴日考察美術教育的行程中，引發年少時到歐

洲研習現代美術未實現的夢想，於是下定決心學

習法文，一方面籌措費用，一方面積極看書，研究

歐洲近代美術的變遷，親炙歐洲藝術殿堂的多年願

望，終將實現（陳慧坤，1995，頁 27）。

■ 1988〈臺灣土俗室〉
　（膠彩，紙本）

■ 1950〈蓬萊春色〉（膠彩，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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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陳慧坤利用教授休假一年的難得機會，首度前往法國進修學習，

參觀美術館，並到西班牙、義大利、比利時、荷蘭、德國等地旅行寫生。當時

適逢巴黎現代美術館舉行三個月之久的「廿世紀歐洲美術源泉展」，陳慧坤藉

此機會清楚體會歐洲現代美術發展的脈絡和全貌。

遊法期間，陳慧坤每天早出晚歸，塞納河畔處處有他的蹤跡，他追尋印象

派的光影和色彩，從中體會到後印象派畫家塞尚寫實理性的精神，以及大自然

內在韻律的雋永之美，對他日後創作有很大的啟發。陳慧坤將印象派的研究理

論帶回國內，在師大美術系引起學生熱烈的興趣，並於 1962年 5月在臺北市

新公園省立博物館舉行生平第一次個展「歐遊作品展」，引起藝評家的重視（倪

再沁，2001，頁 41）：

 

陳慧坤（1995，頁 27）自己也曾言：

 

■ 1972〈玉山第一峰〉（膠彩，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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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以後，陳慧坤每隔一年即利用暑假赴歐，一方面進修考察參觀美術

館，一方面旅行寫生，前後共計七次，使其有機會擴大視野，對西洋美術之各

畫派做深入研究，將其獨到之見解表現於畫作中，並舉行十次歐遊畫展，展示

其試圖融合東西方畫法之實驗成果。1973年暑假前往義大利、比利時、荷蘭、

法國、日本考察及旅行寫生，於法國康布羅畫＜阿爾卑斯山的白朗峰＞時，他

大膽地以油畫顏料繪於宣紙上，並採用「披麻皴解索法」於其中，鑽研之心，

越加無所顧忌（席慕蓉，2011）。

陳慧坤酷愛寫生，師法大自然，他自己曾撰文說道（1995，頁 28）：

陳慧坤認為他自己的藝術觀點與塞尚所追求的再造「堅實結構」理念最為

契合，＜淡水白洋樓＞、＜淡水風景＞、＜野柳風景＞、＜九份風景＞都是此

時期的作品，表現出鮮明的色彩以及堅實的結構（陳淑華，2001，頁 82）。正

如倪再沁（2004，頁 67）所言：

這段時期陳慧坤重拾油畫筆，寫生了大量的歐洲風景畫，也畫了許多類似

印象派、立體派與野獸派、那比派風格的油畫作品。雖然對西洋現代藝術作深

入的研究，但陳慧坤卻並未放棄膠彩畫的創作，而是運用上述西洋現代畫派的

技法與觀念寫生歐洲與臺灣的山水，如淡水、觀音山、十分瀑布、合歡山、金

山、野柳、碧潭等地的風景，在其畫筆下，表現出亮麗而燦爛的色調，形成獨

特而富有本土風味的膠彩畫（詹前裕，2001，頁 15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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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坤是臺灣畫家中少數兼擅油畫、膠彩、

水墨創作，以及深入理解東西洋美術思潮的畫家。

早年創作題材多為靜物，後以風景為主，亦可見

其繪描親人之作品，鮮豔的色彩、生動的線條及

平穩的結構，令人感受到其對大自然、對家人之

熱情。陳慧坤作畫的精神是有計畫、有目標、有

方法、有步驟的，他曾經為了盡其理想地表現出

畫面上一段下坡路的視覺效果，花了八年時間每

年都重返舊地寫生，以新作和舊作互相比較，分

析研究，留下了八張著名的＜淡水下坡路＞。陳

慧坤畢生創作強調面對實影寫生，以及塞尚對於

畫作堅實的結構與空間表現的追求。畫作風格充

分融合東方繪畫靈秀之氣與西方再現自然內在精

神的特質，獨創一己之格，藝評家們將他的作品

稱為「臺灣繪畫交響曲」。旅法畫家與藝評家陳

英德曾言：

2011

陳慧坤 70歲時的創作已達到顛峰，東西方繪畫精神與技巧運任自如，不

再拘泥各種畫派畫法，自成一格地開展出眾彩交響的獨特畫風。他走遍世界各

地，在大山大水間領略天地之美，藉著畫作展現他掌握大自然真形和真精神的

企圖心與大氣魄。此時期的作品有＜塞納河畔（二）＞、＜巴黎聖母院＞、＜

聖心堂＞、＜巴黎聖母院＞、＜凡爾賽宮＞、＜玉山第一峰＞、＜次高山＞、

＜玉山靈峰＞、＜蒙馬特之秋＞、＜阿爾卑斯山＞、＜白朗第一峰＞、＜白朗

■ 1958〈淡水下坡路〉
    （膠彩，紙本）

■ 1989〈淡水下坡路〉
    （膠彩，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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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峰（二）＞、＜布魯日橋＞、＜塞納河畔努依禮＞、＜合歡山＞⋯等。

1975年完成的＜梅蒂西噴泉＞以膠彩為素材，運用近似野獸派鮮麗的色彩和靈

活的筆觸，營造出泉水清澄、光影斑斕的幽微景緻，是此時期傑出的代表作品

之一（李文，2006，頁 198）。 

1977年陳慧坤自師大美術系退休，在往後退而不休的的日子裡，他以兼任

教授的身份繼續為系上莘莘學子付出心力，教授油畫、講授藝術與美的看法。

此時留學法國習樂的女兒郁秀已學成歸國，在師大音樂系任教，兒子繼平也取

得獎學金前往美國攻讀機械碩士學位。退休後的陳慧坤以前所未有的輕鬆心情

到各地遊覽寫生，足跡遍及美國、日本、中國等地，寰宇美景，盡收於彩筆之

下。

在完成了大山大水系列作品之後，陳慧坤也回歸膠彩創作靜雅之美，有機

會就到日本寫生，企圖實現當年創造金碧山水的意境。此時期完成的作品有＜

嚴島神社大鳥居＞、＜白鷺城＞、＜姬路城＞等。1982年以西方透視法融入東

方傳統繪畫之中，完成膠彩作品＜東照宮本殿唐門＞，這幅融和中國、日本、

西洋繪畫特色傑作，筆觸細膩、氣度雍容，從寫生畫稿到全畫完成歷時一年，

陳慧坤為了這幅嘔心瀝血的代表所付出的代價則是因為太專注而傷了眼力。

 陳慧坤自 1973年之後的作品，無一不洋溢著淳厚的臺灣曲調，泰然自

得地揮灑畢生所學精華。為了打破東西藝術繪畫的隔閡，陳慧坤花了一輩子的

時間深入膠彩、水墨、油畫、西方現代各畫派，以他精深的膠彩功力，如果一

路行去必然能趕搭上前輩美術家的榮譽列車，然而他卻捨得既成的成就，一再

重新跨入另一種新的領域，終於成就了他那融合膠彩、水墨與油畫，既精謹細

密，卻又氣韻橫生的獨家風光。倪再沁（2004，頁 71-72）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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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坤不僅一生從事美術創作於不輟，也是受敬愛的美術教育界前輩，自

1931年起先後任教於幸公學校（今臺中篤行國小）、新高公學校（今臺中太平

國小）、臺中商業學校、臺中第二高等女學校、臺中第一女中、臺中市立初中（今

臺中居仁國中）及臺灣師範學院 (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也曾在實踐家專（今

實踐大學）等美術院校兼任。1977年自師大美術系退休，仍繼續在師大兼課，

直到 1990年 84歲時才正式離開杏壇。陳慧坤近五十六年的教學生涯中作育英才

無數，戰後到 1977年間就讀師大美術系的，幾乎都曾是他的學生，老中青三代

學生包括廖修平、謝里法、林柏亭、鄭善禧、林磐聳等人，皆為當今藝壇大老

與中堅分子，薪傳相接，影響深遠。而陳慧坤對於繪畫的熱心付出，不但樹立

了個人的高操風格，亦豐富了臺灣繪畫的多元風貌，啟迪、拓展後繼學子們的

藝術學習之路，貢獻良多。

陳慧坤在教育方面的貢獻不止於培育人才，自 1920年起，其作品即連續參

加臺展、全省美展，且歷任省展、教員展、學生展之籌備委員、評審委員、評

議委員。臺灣省教育會曾委託他製作教學用的掛圖，這些掛圖都是由他一筆一

畫親自繪製，內容包羅萬象，主題包括色彩學、透視學、明暗表現、風景等。臺

灣省教育彙編的《國民學校工作美術教授法》，也是由陳慧坤主編，按月將各

課教學法寫成短文，陸續在該會發行的刊物上發表，為各級老師解答各種疑問，

由於教學的對象是國民學校老師，這樣的影響更是無遠弗屆，全臺灣國民學校

的學生，或多或少都受到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陳慧坤堪稱為臺灣美術教育家！

堅毅篤實、鍥而不捨的研究與實驗創新精神，不但是陳慧坤一生畫藝的寫

照，也是他一生從事藝術教育樹立的夫子典範（倪再沁，2004，頁 80）。

根據多位學生們的回憶，陳慧坤教學極為認真，總是比學生還早到教室準

備，下課後也比學生晚離去，因此影響學生很少遲到早退，或是無故缺席。謝

里法（1995，頁 119）曾敘述：

 



80

臺
灣
教
育
人
物
誌

v

陳慧坤的意思是讓學生經由修改前後的過程中，自行去觀察體會，學習繪

畫的奧秘。

而陳慧坤最令學生佩服、並影響學生至深的便是他的專心學藝、認真努力

與執著無悔的精神，尤其是他對藝術追求與投入。謝里法（1995，頁 120）也

曾讚嘆：

陳慧坤師法大自然，酷愛寫生，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經常可以看到他提

著畫具早出晚歸外出寫生。前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林柏亭回憶表示陳慧坤老師愛

畫淡水，正因淡水坡道多，而他尤其偏愛畫「下坡路」挑戰透視與景深表現的

難度，有次陳慧坤還到故宮行政大樓後的坡道寫生研究，林柏亭早上送他上去，

他畫到中午還不休息。版畫大師廖修平（1995，頁 115）也撰文回憶老師的藝

術成就：

 

除了對創作的執著，以及對美術教育的投入，陳慧坤也勤於對各種知識的

涉獵。師大美術系教授陳淑華（2001，頁 143-144）曾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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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坤教學認真，作畫認

真嚴肅、一絲不茍，但待人卻是

寬厚親切而不失赤子之心，師大

許多學生都喜歡到陳慧坤老師

家中看畫冊、論藝術。而最讓師

大美術系師生津津樂道的是每

年美術節的化妝晚會，陳慧坤

總是精心扮裝，有時是拿破崙、

有時是日本武士、有時是印地安

酋長，完全沒有老師的架子。

陳慧坤在師大美術系第一屆學生馮友竹（1995，頁 89）曾撰文回憶老師對

他的一生的深刻影響：

作作為陳慧坤的大弟子，馮友竹是 1948年「四六事件」師大被補的兩百

多名學生之一，雖然情節輕微可由家長擔保，但在當時風聲鶴唳之下，連家長

都不敢出面，反而是陳慧坤老師將他擔保出來，為此他感念一生。而在他考取

公費前往美國留學，陳慧坤老師也對他百般信任擔任出國擔保人，並勉勵他不

要放棄繪畫。馮友竹對老師的訓勉一直銘記在心，直到退休從未放棄對繪畫的

追求。

不論是藝術上或是人格上，陳慧坤都足堪為「經師」與「人師」，是後學

者的典範。

 自 1962年起陳慧坤陸續舉辦二十餘次的個展。1986年至 2006年間先後

在臺北市立美術館（1986年）、國立歷史博物館（1991年）舉行八十、八五

■ 陳慧坤教授在師大化妝晚會扮演泰雅族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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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師大 48級聯展於草土舍
　（圖：廖修平老師提供）

■攝於 2000年北美館個展
　（圖：廖修平老師提供）

回顧展；臺北市立美術館 （1995年 )及臺灣省立美術館 (1996年 )舉行兩次

九十回顧展，以及於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翠光連斗 -陳慧坤畫展」（1998

年）；2001年於臺中縣立文化中心舉行「大器九五 -陳慧坤九五回顧展」；

2002年交通大學舉辦「慧筆乾坤 -陳慧坤創作及教學研討會暨陳慧坤作品展」；

2003年國父紀念館舉行「慧照乾坤九七回顧展」及「從塞尚到陳慧坤學術研

討會」；2004年交通大學舉辦「陳慧坤九八華誕演講會」並出版「慧照乾坤 -

陳慧坤的藝術人生」；2005年典藏藝術家庭出版「眾彩交響 -陳慧坤藝術研

究論文集」。

除此之外，自 1952年起陳慧坤也參加七十餘

次的聯展，展出精彩的畫作，1994年更應邀參加在

巴黎舉行之「前輩美術家作品展」，頗獲好評。

畫展不斷，獲獎也不斷：1946年獲全省第一屆

美術展覽會學產獎、1947年獲全省第二屆美術展覽

會主席獎、1976年獲得教育部頒發「優良教師」、

1989年獲得臺中縣十大資深傑出藝術家獎「金穗

獎」、1997年 12月獲得「行政院文化獎」殊榮、

1999年 4月亦獲得行政院文建會頒發「文馨獎」金

獎、1999年12月29日獲臺北市長頒發市民榮譽獎、

2000年 5月 3日獲李登輝總統頒發二等景星勳章、 ■ 1989年陳慧坤教授受頒傑出藝
術獎與妻子合影於作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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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5月 4日獲中國文藝協會頒發榮譽文藝獎「美術創作獎」、2003年 10

月 8日榮獲國家文藝基金會第七屆「國家文藝獎」。

2006年開春，藝壇人士為陳慧坤展開一系列百歲慶生活動：文建會、教育

部、國立臺灣美術館、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交通大學和白鷺鷥文教基金會聯

合舉辦「百慧藏坤 -陳慧坤百歲誕辰特展」，展出 149件作品並出版畫冊；典

藏藝術家庭出版陳慧坤傳記＜百歲流金 -陳慧坤 100年人生行道＞；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以「師大大師」的宣傳主題舉辦「百慧藏坤 -陳慧坤教授學術研討會」，

師大美術系更舉辦「淡水百景：陳慧坤教授美術薪傳展」，其中除了展出陳慧

坤四幅淡水系列作品外，另有陳銀輝、劉文煒、陳景容、廖修平、梁秀中、鄭

善禧⋯等當代美術界代表性藝術家提供 100幅作品，藉師生聯展共同交織臺灣

美麗的風光景緻，展現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薪火相傳的深刻意義；而由李行、

王童與李清泉導演的＜百慧藏坤：陳慧坤百歲藝術人生＞記錄片也正式發表。

這一系列的活動代表陳慧坤教授豐富多彩的藝術人生，真可謂是臺灣藝壇的百

年盛事。

壽如金石，長樂未央，走過一世紀的陳慧坤，終於從困頓邁向圓滿。誠如

陳慧坤（1995，頁 29）在九十歲的回顧感言：

 

2011年 2月 11日，陳慧坤與世長辭，享壽 105歲，總統特頒褒揚令表揚

其畢生成就。回顧陳慧坤的一生，可說在藝術上眾彩交響、學術上桃李天下，

因此，當陳慧坤的女兒陳郁秀發起「百人陶繪」來紀念父親，隨即獲得廣大迴

響，短短一個多月時間，便有 105位藝術家完成陶繪，其中不僅有陳慧坤在藝

術界的學生，藝術史學者傅申、大導演王童⋯等，也拿起畫筆向老畫家致敬。

哲人已遠，但留下的永恆風華與對「美」的追求，卻是與世長存。

※本文圖片資料來源：白鷺鷥文教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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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經歷
� 1907 6 15

 

� 1915 3  

� 1918 2  

� 1919   

2006 百歲流金 -陳慧坤 100年人生行道

2001 蒼松映長春 -陳慧坤九五回顧展專輯

2004 慧照乾坤 -陳慧坤的藝術人生

2011 陳慧坤先生行述

2001 雋永 · 自然 -陳慧坤

1995 執著與豐收 -陳慧坤教授九十

回顧展祝賀文集

1995 執著與豐收 -陳慧坤

教授九十回顧展祝賀文集

2001 蒼松映長春 -

陳慧坤九五回顧展專輯

1995  · 執著與豐

收 -陳慧坤教授九十回顧展祝賀文集

1995

執著與豐收 -陳慧坤教授九十回顧展祝賀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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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2

4 5

7 9

� 1922  

� 1924

� 1927  3

6 9  

� 1928 3

� 1929

 

� 1930 1931 4

 7  

� 1931  3  

� 1932  

� 1934 (

1945  

� 1935 4  

� 1938 ( )  

� 1939 4  

� 1941 1 4  

� 1943 6 10  

� 1945 10 25  

� 1946 3

 

� 194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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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

1986

� 1949 4  

� 1951 11  

� 1952 8  

� 1953  

� 1955  

� 1957  

� 1960

� 1961

� 1962 5 9

 

� 1965

5  

� 1968  

� 1969  

� 1970

 

� 1971  

� 1972 3  

� 1973  

� 1974 4

 107 120  

� 1975

� 1976 5 9

 

� 1977  

�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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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 12  

� 1981 2 7

� 1982 7

� 1983 12  

� 1986 1 2

4 11

 

� 1987  

� 1988 2  

 

� 1989 2

3

6

11 12

 

� 1990 10 11  

� 1991 4 11

( ) 12

( 32 )  

� 1992 6 22 7 4  

� 1993 8 10

� 1994 5 7

� 1995 9 70

� 1996 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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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9 ( 77 ) 9 21

10 3

� 1997

5

12

� 1998 6 5 14

( 42 )

 � 1999 4 26

4 12

(1850~1950)

12 29

1999

� 2000 5 3 9

1 12 1

 

� 2001 6 22 7 22 --

 

� 2002 5 4  7 21

11 1

2007 10 31

� 2003 6 25 7 13

10 8

� 2004 6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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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

� 2006 5 - 6

-

100  

� 2011 2 11

◆ 陳慧坤畫歷
� 1.1928  

� 2.1930 10  

 

� 3.1932  

� 4.1933 10  

� 5.1936 10

� 6.1937 10   

� 7.1938 10  

� 8.1939 10  

� 9.1940 10  

� 10.1941 10  

� 11.1942 10   

� 12.1946 10  

� 13.1947 10  

� 14.1948 10

� 15.1949 10

� 16.1950 10

� 17.1951 10  

 � 18.195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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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53 10

 

� 20.1954 10

 

� 21.1955 10

� 22.1956 10  

� 23.1957 10  

� 24.1958 10  

� 25.1959 10

 

� 26.1960 12

� 27.1961 12  

� 28.1962 12

� 29.1963 12  

� 30.1964 12

� 31.1965 12  

� 32.1966 12

� 33.1967 12  

� 34.1968 12  

� 35.1970 1

� 36.1971 1  

� 37.1972 1

 

� 38.1973 1  

� 39.1974 1  

� 40.1975 1

� 41.197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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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977 1  

� 43.1978 1  

� 44.1979 1  

� 45.1980 1

 

� 46.1981 1  

� 47.1982 1 ( )  

� 48.1983 1

 

� 49.1984 1

� 50.1985 1  

� 51.1986 1

� 52.1987 1  

� 53.1988 1

� 54.1989 1

� 55.1990 1

� 56.1991 1  

� 57.1992 1

� 58.1993 1

 

� 59.1997 1

◆ 陳慧坤個展
� 1962.05.06 1962.05.15 ( )  

� 1962.09.20 1962.09.24 ( )  

� 1970.04.05 1970.04.12 ( )  

� 1972.03.02 1972.03.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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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04.02 1974.04.10 ( )  

� 1976.05.11 1976.05.16 ( )  

� 1976.05.20 1976.05.23 ( )  

� 1979.12.01 1979.12.10 ( )   

� 1981.02.24 1981.03.02 ( )   

� 10.1983.11.29 1983.12.05 ( )  

� 11.1986.04.05 1986.05.04 ( )  

� 12. 1989.03.17 1989.04.02 ( )

� 13. 1991.11.07 1991.12.08 ( )

 

� 14. 1991.12.21 1992.01.19 ( )   

� 15. 1995.09.30 1995.12.17 ( )  

� 16. 1996.03.30 1996.05.19 ( )

� 17. 1998.06.05 1998.06.14 ( )

 

� 18. 2001.6.22-2001.7.22

 

� 19. 2002.6.17-2002.7.21 -

  � 20. 2003.6.25-2003.7.13 -

 

� 21. 2006.5.26-2006.9.24 - 00

◆ 陳慧坤聯展
� 1.1952 5 4 12 ,

 

� 2.1956 8 10 20 ,  

� 3.1957 12 7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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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57 8 21 27 ,  

� 5.1960 5 25 29 ,  

� 6.1965 5 2 9

� 7.1972 11 30 12 5  

� 8.1973 10 3 8  

� 9.1974 12 3 8  

� 10.1976  

� 11.1976  

� 12.1980  

� 13.1982

 

� 14.1983  

� 15.1984  

� 16.1985 10 1 15  

� 17.1985  

� 18.1985

 

� 19.1985  

� 20.1986  

� 21.1986

� 22.1986

 � 23.1987 10 11 20

 

� 24.1987  

� 25.1987  

� 26.1988  

� 27.1988  

� 28.1988

� 29.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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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989 6 4 17  (

)

� 31.1989  

� 32.1990 9 28 10 14  

� 33.1991  

� 34.1991 4 27  

� 35.1992  

� 36.1992 8F  

� 37.1992

� 38.1993  

� 39.1993  

� 40.1993 5 1 16 10 F

 � 41.1993

 

� 42.1994  

� 43.1994  

� 44.1994 5 18 31  10F

 � 45.1994

 � 46.1994

� 47.1994  

� 48.1995 7 1 28  

� 49.1995 ( )

 

� 50.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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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995

 

� 52.1995 6 3 15  

� 53.1995  

� 54.1996 9 21 10 3 4 F

4 F

� 55.1996 20 F  

� 56.1997

 

� 57.1997 10 F

� 58.1998

� 59.1998  

� 60.1999  

� 61.1999 10 16-24

� 62.1999 4 12

(1850~1950)

  

� 63.1999 1999

� 64.2000 9 -2001 2 -

 

� 65. 2000 9 23   

� 66.2001

� 67.2002 5 3 -19

 

� 68. 2002 5 7 -12 -

 

� 69.2002  9 17 -22

� 70.2002 11 22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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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1.2002 12 7 -18   

� 72.2002 11 22 -12 1  

� 73.2003 3 21 -5 25

 

� 74.2003 4 19 -6 15

 

 ◆ 陳慧坤得獎紀錄
� 1.1946  

� 2.1947  

� 3.1976  

� 4.1989  

� 5.1997 12 29  

� 6.1999 4 26  

� 7.1999 12 29  

� 8.2000 5 5  

� 9.2002 5 4  

� 10.2003 10 8

◆ 陳慧坤著作
� 1.1970  

� 2.1974 4

107 120  

� 3.19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