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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於7月31日至

9月19日，在本館文教區展覽室及外側川堂辦理

「記憶臺灣—梁丹丰寶島風情畫特展」，展出

梁丹丰教授關於臺灣之畫作，包括油彩、水彩、

素描等各類表現約300幅。此外，本館也於8月11

日在國際會議廳邀請梁丹丰教授進行一場專題講

座，講題為「我的繪畫心路歷程」，這是梁丹丰

教授在課堂之外，第一次在公眾場所做的專題講

演與現場展示，吸引了爆滿觀眾入場聆聽。

二、關於梁丹丰教授

梁丹丰教授民國24年（1935）出生，曾任教

於國立臺灣藝專美術科、文化大學美術系及銘傳

大學設計學院四十餘年迄今，以及國立政治大

學、崇右科技大學、臺灣科技大學、臺北科技大

學、北美大學在臺分部等。經歷包括全國及省、

縣、市等美展評審，金鼎、金鐘、金廚獎評審。

國際名人傳記中心（IBC）亞洲主席及分組主

席、中國美術協會及中國文藝協會監事、世界女

記者與作家協會中華民國分會理事、中國婦女寫

作協會理事長。於《中央日報》、《新生報》、

《青年日報》、《福報》等媒體撰寫專欄；應邀

國內外示範、訪問、教學演講逾千次。

誠如本館曾淑賢館長為《記憶臺灣：梁丹

丰寶島風情畫集》序所說：

梁丹丰教授是名家，臺灣讀者對梁教授已

相當熟悉，現在流行旅遊文學，梁教授可是國內

最早的旅遊文學作家。以前大家在一些媒體如

《中華日報》、《中央日報》、《新生報》上讀

到梁教授在各處旅行作畫的文章，而且還配上插

圖，非常好看。梁教授的足跡在過去的三、四十

年當中踏遍了全世界，從亞洲到歐洲，再到美

洲、中南美，以及當年的蘇聯、東歐、北極圈、

非洲、中國大陸，總共到過八十幾國。過去國人

出國旅遊並不容易，很多人對外國有一些初步的

了解與想像，其實是透過梁教授的文字和畫作

的。（頁2）

令人感動的是，梁教授極具文化觀念，非

常支持本館文化典藏的工作，所以在過去數年當

中，陸續將其留存的畫作和手稿贈送國家圖書

館，數量已超過一萬四千件，空前絕後，嘆為觀

止，為臺灣文化史上所僅見，國際上恐亦絕無僅

有，其價值實難以估計。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梁

教授從來不丟棄任何自己的作品，對自己繪畫創

治，並迎來今日百花齊放的多元民主社會。然

而，吳教授也指出，臺灣在做為新興民主政體表

率此一光明的表象之下，臺灣的民主政治在站穩

腳跟之際，實際上卻因為國際政治現實而顯得飽

受威脅。在面對民主及憲政危機的時刻，臺灣人

民將如何反應，將是值得觀察及深思之處。吳教

授在演講中更多次聯結雙邊面臨強權威脅的發展

史、以及民主轉型等相似性，相當引起聽眾的迴

響與共鳴。

二、 與斯洛維尼亞盧比亞納大學合作

辦理「臺灣漢學講座」

5月10日本館與斯洛維尼亞盧比亞納大學

（University of Ljubljana）合作，假該校舉辦今

「記憶臺灣—梁丹丰寶島風情畫特展」及
「我的繪畫心路歷程」專題講座

杜立中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助理編輯

赴歐洲推展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及「臺灣漢學講座」

曾淑賢  國家圖書館館長

林能山  國家圖書館知識服務組編輯

吳叡人教授（右）演講風采（2018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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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生命作了全面的保留，這是一批美術教育和

社會教育最寶貴的材料，梁教授奉獻社會的精

神，可為國人表率。梁教授也經常表示，她用生

命進行美術創作、表達美感，留下了這樣大的記

錄，但她從來沒有想過永久私藏，而是希望把自

己留給社會，這與國家圖書館提倡文化典藏與傳

承，推動社會教育、終身教育的宗旨是完全契合

的。

三、 「記憶臺灣—梁丹丰寶島風情畫

特展」揭幕

「記憶臺灣—梁丹丰寶島風情畫特展」於

本（107）年7月31日下午2點在文教區展覽室前

舉辦揭幕剪綵。本次展出梁丹丰教授有關臺灣之

畫作，包括油彩、水彩、素描等各類表現約300

幅，開幕有各界來賓100餘人參加觀禮，盛況空

前。人文素養極高，喜歡寫詩、作畫、歌唱的教

育部葉俊榮部長親臨致詞並為畫展開幕剪綵。

葉俊榮部長表示，能夠在圖書館裡接觸名

人的畫作，欣賞在地的美景，是作為一個讀者最

幸福的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梁丹丰教授年少

時經過戰亂，卻還能把自己的理念，利用畫作

表達呈現，因而豐富我們的文化，並且也表示梁

教授同時是跨越空間、遠征極地的女性畫家第一

人，在觀賞梁教授的畫作時特別感受到畫家是需

要獨自旅行的，並透過孤獨的旅行思考人生。展

覽也邀請國家交響樂團演奏臺灣民謠組曲，悅耳

動人，部長也提到，不只在欣賞老師的畫作時非

常感動，聽音樂看書也時常覺得感動，所以平日

聽到音樂也會自然地哼唱，隨後部長一時興起，

連續高歌〈孤女的願望〉和〈安平追想曲〉兩首

名曲，現場全體來賓報以熱烈的掌聲。部長說自

己雖屬法律背景，但也深深覺得教育必須透過美

感、音樂、藝術，以及人文的涵養，才能形塑完

整的人格。

曾淑賢館長在致詞時表示，梁教授把一生

畫作手稿14,000餘件捐給國家圖書館永久典藏，

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非常令人感佩。本館也

建置了「當代名人手稿典藏系統」，把名家捐贈

的手稿畫作數位上網，全球推廣。目前僅梁教授

一人之作品上網已約一萬件，曾館長並呼籲各界

名流捐贈手稿，豐富國家典藏。曾館長並推崇梁

教授在文化外交上對國家的貢獻，梁教授曾應不

丹皇后的邀請，到該國進行文化寫生之旅，曾前

後二度將教宗畫像當面獻給若望保祿二世和本篤

十六世，一直到晚近還應政府之請畫了一張肖像

送給了方濟各教宗。梁教授還應教育部之請，到

美國訪問20餘所大學並進行示範教學，獲得美國

師生很高的評價，另曾到柏林辦理畫展，並把作

品拍賣後，將款項捐給德國弱勢兒童。曾館長表

示，梁教授在國際文化交流方面的功績，絕對不

下於一名職業外交官。

墨西哥駐臺代表托雷斯（Martin Torres）偕

夫人及女公子光臨，他在致詞時懷念了40餘年前

在哥本哈根與梁丹丰巧遇的一段文化姻緣，梁教

授當時對眼前的這位墨西哥大使語多鼓勵，希望

他振作精神，立定人生目標，努力向前。梁教

葉俊榮部長致詞（107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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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當時替托雷斯畫了2張素描，一張由托雷斯保

存，另一張現已由本館典藏。今天本館還將此畫

複製裝框一幅送給托雷斯，令托雷斯感動不已。

特展揭幕式主角梁丹丰教授致詞時表示，

令她高興的是，今天看到這樣大批的畫作參展，

知道這些畫作都在國家圖書館受到妥善的保管，

她特別謝謝本館提供人力進行相關的管理和活

動。她也表示，她沒有想到能再度遇見托雷斯代

表，她當年對托雷斯的鼓勵正是她一貫對年輕學

生的態度，今天萬里故人來，讓她非常激動。

高齡84的梁教授精神很好，在儀式過後坐著

輪椅親自對來賓進行1個小時的導覽，葉部長全

程陪同聆聽，也不時對畫作的主題和筆觸向梁教

授提出他的看法。葉部長公務繁忙，對文學、藝

術活動的重視，令人尊敬。

梁丹丰教授幼年即來臺北，在臺生活繪畫

超過一甲子，全臺行走，手邊留下了大批關於臺

灣的畫作畫稿，其數量約近760幅，從臺灣的北

中南東一直到外島，題材從自然風景到建築、人

物、常民生活兼備，豐富精彩，我們欣賞畫作即

能感受畫家用力之勤及用情之深，無一作品不具

強烈的臺灣生命力。透過本展，當能發揚臺灣本

土美好的文化底蘊，展現寶島濃郁的人情滋味。

這是一份臺灣共同的記憶，也是我們共同的生

命。

此外，國家圖書館於8月出版《記憶臺灣—

梁丹丰寶島風情畫集》一書共271頁。收錄梁丹

丰教授與臺灣相關的水彩、素描、油畫、粉彩等

作品計584幅，與本館辦理的「記憶臺灣—梁丹

丰寶島風情畫特展」相互輝映，琳瑯滿目，美不

勝收。該書圖畫作品以臺灣地理區域劃分，計分

基隆新北、臺北、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

屏、宜花東、澎金馬8部，這些畫面把我們的生

活串在一起，更豐富我們對臺灣的記憶。

四、「我的繪畫心路歷程」專題演座

展覽之外，本館也於8月11日在國際會議廳

邀請梁丹丰教授進行一場專題演座，講題為「我

曾淑賢館長贈送托雷斯代表(左1)梁丹丰教授的素描作品 剪綵。左起：梁銘剛教授、托雷斯代表、曾淑賢館長
梁丹丰教授、葉俊榮部長、張譽騰教授、戴瑞明大使

梁丹丰教授導覽實況，葉俊榮部長（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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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繪畫心路歷程」。

梁教授看畫說故事，不但從投影作品中回

憶過去，也談到當時作畫的心情、用色的筆觸和

層次，娓娓道來，歷歷在目。梁教授以圖畫的投

影談到了陽明山、中山橋、植物園、也說了她筆

下植物園內的老中央圖書館和現在的國家圖書館

建築，兩相比對，數十年忽焉已過，令人感懷。

梁教授的講演，不但講畫，而且現場示

範，明白的教導大家如何用最少的工具，進行最

完善的發揮。她先用水彩紅藍黃三原色，調出其

他各種不同的顏色，再單以藍色的深淺，做出一

幅山水。然後僅以一枝鉛筆的濃淡，留下一幅風

景。這是梁教授在課堂之外，第一次在公眾場所

做這樣的展示，也吸引了爆滿的觀眾。

五、結  語

梁教授是一個教育家，教過中學並且曾在

好幾所大學任教，桃李滿天下。我們在她許多的

畫稿中看到她教學的細心和作畫循序漸近的方

法，不論是設計、素描，還是水彩的構圖，梁老

師總是每個筆觸、每個線條、每個層次、每個不

同的用色和光線，一樣一樣仔細的交代，而且有

很多的教學步驟和心得，她都直接寫在畫稿上，

這些稿子就成了美術教育最寶貴的材料，也是教

學的完整記錄。

梁教授也常常教導學生，就像在講臺上的

示範一樣，作畫完全是功夫和創意的表現，材料

倒是其次的。她教導學生一定只用三原色練習作

畫，所有顏色的深淺變化和層次都要能用三種顏

色表達出來，所以做她的學生很容易，畫水彩只

要三支顏料、一枝筆和一張紙就夠了，素描更簡

單，一枝筆一張紙，變化萬千。另外梁教授也鼓

勵學生要走出去，行萬里路才能開闊心境，自我

提升，而且要堅強意志，做苦行僧的歷練，挖掘

潛力，把生命做極致的發揮。她自己一生走過80

幾個國家，在生活條件極為困難之下，還要努力

作畫，給學生做了最好的榜樣。

梁丹丰教授於講座現場示範水彩用色（107年8月11日） 梁丹丰教授在講座現場水彩揮灑示範（107年8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