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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前不久，江謝麗花學長路經台北信義路「海山畫廊」，刹時瞧見基礎道場

精神領導－－張老前人的肖像，醒目地展示在門旁玻璃窗後，趕緊入內一探因由，並回

覆稟報廖老點傳師，並將老前人肖像買回去，也因此有了與繪畫者者林鴻嘉老師（筆名

岱蔚）接觸的契機，話題一聊開，原來都是道親！ 

從老師的簡介中了解，1963年他曾到萬華張傳記醬園（先天道院張傳前人家所經

營）送貨半個月，憶起小時候常到醬園樓上的天鋼母堂聽道理，算是萬華區的老道

親了。在場幾人像久未見的老朋友一般，林老師直說十分巧合，大家一見如故，氣

氛歡娛！  

老師的笑聲爽朗，多年來習慣穿著唐杉，散發藝術家的品味。擅長油畫、曾獲得寫

生美展第一名，作品曾在中山堂及各地畫廊、素食館長期展出，及受到國立台灣美術

館、北市師範大學、各地大學、兩岸三

地、世界各國、各界人士收藏，創作不

計其數。其學生普及各國、高中美術

班、大學美術系等。

常自詡：「處世要隨意、輕鬆、不

計較，過去很少接受採訪，因為不太喜

歡曝光。」老師笑說與記者的八字超合

的，所以能愉快暢談幾小時。談到作畫

因由、修道歷程、創作靈感，並不吝講

解諸多作畫方法和理念，互動中時時聽

到開朗的哈哈笑聲！本文感謝海山畫廊

周老師協助採訪，以下是訪談記要。

◎ 張尚瑩 採訪

鄉土情懷 藝術心靈
    畫家林鴻嘉老師 專訪  

▲ 受訪者-林鴻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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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張培成老前人畫像。

恭繪老前人肖像因由

張老前人的畫像（見圖一）是根

據照片畫的，主角年紀時約八十三、

四歲。恭繪源自1999年總壇忠恕道院

落成以前（道院於2000年落成），由

道院前賢委託老師恭繪，距今將近九

年時間。訪問當天見到的是第二幅

畫，因為老師對張老前人十分尊敬，

於肖像畫好送走了以後，自己又依樣

畫了第二幅，因為沒有時間限制，始

能仔細琢磨，構圖八、九次才完成，

展現多層次，眼睛特別炯炯有神，相

貌慈祥，異常傳神、生動，老師謙虛

說這是因為本人照相時神韻就很棒

（但老師的神筆創作，也忠實呈現出

寫真之作），感覺老前人的輪廓是他

畫過最好的一張。這幅畫原本掛在自

家 堂（台北松山元慶講堂，1990年

起是整合班的上課地點之一，講師口

碑好，各單位道親口耳相傳，人數曾

經爆滿到350人盛況，一路坐到門口去

了！），後因家裡整修，拿到海山畫

廊展示，希望人人看到慈祥和藹的老

前人畫像，都會心生喜悅。 

幼年習藝 師傳有門

小時候就喜歡塗塗畫畫的老師，在

萬華區雙園國小就讀時，就一直畫畫、參

加比賽、不斷得獎。其雙親並沒有特別的

藝術天分，父親是一位清道夫，老師從小

就打工：擺地攤賣扇子、削甘蔗、賣水

果、拾荒賣錢（堪為環保概念先鋒），許

多的歷練、經驗、體會，成長後才慢慢變

成藝術家，其一雙兒女也傳承為藝術家，

由此觀之，老師真是不平凡的「異類」！

在張傳記醬園送貨半個月期間，

每天有空就是畫畫，同事也是恩人

楊書忠道親見狀就介紹他去學畫。

「當時的環境能學畫很不容易，經歷

很多過程、慢慢培養，我的機緣比較

特別，家裡原本優渥，但隨後發生變

故。也受到張傳前人許多的照顧和幫

助，故正式拜師學畫是師從張傳前人

人 物 專 訪



▲ 林老師介紹張老前人畫作。

的親家－－黃兩儀恩師（留學日本東

京美術學院），其為藝術世家，當時

黃老師已經六十歲，我只有十幾歲，

主要是教導油畫技巧、水彩技法、印

刷繪稿，長達八年。同時在先天道院

某角落作畫，持續好長一段時間，直

到入伍，在板橋財務經理學校，每天

搭公務車上下班。軍職是『經理』

（實為天賦異秉，但老師自謙：很榮

幸能直接分發一位名額，也許我懂一

點美術，又因為我是吃素食，於是被

安排這份輕鬆的工作。）屬於後勤單

位，大部分時間在刻鋼板或畫圖表，

不需出差，也不操練，較有時間練習

畫畫，軍職又有穩定收入，並且在

軍中也奠基了繪畫的事業，非常感

謝 老 的眷顧，服役兩年都是如此幸

福！」老師作畫生涯幾乎沒有中斷，

因為他有空就是要畫畫。

實質台灣本土油畫家

「張傳前人的大女兒婚後赴美，也

曾一度要將我的畫拿去美國賣，但後來沒

有談成功，我賣出的第一張畫是在軍中，

屬於田園派，因此讓我有信心，勇敢踏出

第一步（受到肯定，覺得自己可以繼續朝

這條路前進）。」買畫的這位軍旅生涯夥

伴是老師久久見會一次面的老朋友，因為

他讓老師擁有精采創作的一生。

少年時期顛沛的經歷，累積許多畫

面印記在腦中：種滿鮮蔬的菜園、結實累

累的果園、雨後蚊蚋四起的泥濘菜市場，

生活中真實的感動，轉換成一幕幕鮮活畫

面，造就老師創作豐富的靈感泉源。

因為在軍中的創作量大，後來

也透過經理人黃登輝先生，創立聯藝

畫廊，展售老師作品，奠定了以畫維

生的重要基礎。也曾畫過少許國畫、

水彩，因為油畫可以久存不壞、且是

當代高格調創作藝術的象徵，故主要

是畫油畫。從自修、到拜師學藝，

肯精進的老師在20至40多歲時，憑藉

作品，陸續到師範大學、台灣藝術學

院入學深造，取得相關學歷，不斷成

長。藝術領域憑藉的就是天份、努

力、加累積實力。「在大學時期，某

位修養很好的教授，把我的畫作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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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當成示範，講解給學生聽，直說林

鴻嘉已經畫得比教授還要好了！」今

年57歲的老師想起當年故事，有一份

滿足、自我肯定的喜悅。

老師的許多作品為田園派、實物

派，早期都到戶外跋山涉水，寫生、

畫水彩，現在拜科技發達之賜，不受

時間、光線、地域限制，先把景象拍

回來，在畫室裡慢慢琢磨，呈現出不

同的田園景致、山海、大自然、動植

物等。懸掛在畫廊牆壁上的作品，看

似藝術畫作，恰如攝影作品，更似還原

現場般的寫實美景，令人駐足徘徊。

獨創舉世無雙畫派

一幅溫馨的「賣甘蔗老人」（見

圖二）畫中呈現的情感，更是源自於

小時候的打工生活觀察經驗。畫風不

拘古也不崇西，慢慢走出自己的獨特

風格；老師喜歡不斷嘗試各種素材：

沙、包裝紙、保利龍、舊報紙、木屑

都運用進去，「如此才會有不同的肌

理出來。」經歷四十多載，創作六種

畫別，二十四種畫法，一天最多的創

作量，可以把上百坪的地板舖滿，如

此之多，正因為不停地畫才能如此快

速，就從軍中畫畫一路暢通到現在。 

在畫界，老師的畫風被歸為「獨樹

一格」之「舉世無雙」畫法，於2002年開

始爆紅，醞釀最久的創作，是經過三年時

間構圖而畫出的「舉世無雙」畫法、複製

品「甘蔗」（見圖三、四），是從寫實畫到▲ 圖二：賣甘蔗老人。

▲ 圖三：甘蔗，舉世無雙畫法之一。



抽象，包括繪畫的四重奏：寫實、具象、

印象、抽象，四種元素包含在一幅畫中；

寫實：指甘蔗。具象：指葉子。印象：指

草。抽象：指邊緣意境。觀之深受感動，

如此豪稱「舉世無雙」實不浪得虛名。同

年即與華藝國際藝術公司簽約其作品（包

含各式畫法）已經到身後五十年，公司負

責推展到世界各地，更將台灣本土畫的畫

風傳播到全世界，確實有其特色。   

創作詩詞天賦

天秤座的林老師，渾身充滿藝術細

胞，在求學時期已經展現了創作詩、畫、

寫歌的天份，也主持節目、辦活動。第

一首歌曲創作是獻給媽媽，對詩詞創作

興味盎然，因創作量大，已經集結19本畫

詩集。老師特別提出部分解說，如「兄

弟情」（註一），在孟春時分邂逅三位民

眾，雖遭遇家變，仍然意志堅強，勇敢面

對人生；第一段是描述沒有爸爸的人、

第二段是描寫沒有媽媽的人、第三段是

勾勒沒有爸爸和媽媽的人，有感而發將故

事串聯寫成詞，加上現有的譜，「女兒是

我的琴師（學音樂出身，但承襲父親的基

因，一路被父親栽培上來，畢業於文化大

學美術系，兒子則是台灣藝術大學研究所

畢業，女兒和兒子都開始在各分店教授美

術）為我伴奏，就可以唱了！」

另外一首詩是令人感動的故事

「一生只為了愛」（註二），主角施乾

先生賣掉家產，到萬華興建「愛愛寮

救濟院」，後來與日本清真照子千金

小姐結婚，回到台北共同照顧流浪乞

丐，菩薩樣的日本老太太活到高齡96

歲，這首留下母愛、友情付出的大愛

故事，是調寄尹順隆講師譜的曲，唱

來十分感人。喜歡寫歌、唱歌，也喜

歡泡老人茶，老師的生活情境是瀟灑

自在愜意的。

台灣本土畫詩集裡，可以感受出藝

▲ 老師創作的自畫像(六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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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創作的無邊際，堪稱「詩中有畫，畫中

有詩」，先有詩再有畫，或者先有畫再有

詩，創作乃相互為因。老師也將這些創作

詩歌於1982年開始，帶到台北八德路天愷

堂教唱，再把這股風氣帶到先天道院教唱

道歌：「相逢週三聯誼班，大家來唱善

歌」，後續也在桃園天湛堂教唱道歌，回

憶過往，眼神發出智慧光彩，這對老師來

說是一段非常快樂的回憶！如此感情豐

富、感恩惜緣。 

道緣勤耕拾穗 

身為「元慶講堂」壇主，1974年開

設海山畫廊，共有六家分店，除了展出作

品、推廣繪畫風氣、教授美術、又可以維

生，老師更利用開店的機會來度人。

童年時（民國47年）在天鋼講堂

求道，點傳師為鄭招治。以前家在萬華

火車站附近的新民街，記得家裡 堂很

▲ 圖五：創作於野柳的驚濤海浪畫作。

小，只能容納三個人，張傳前人都到老

師家裡講道，後來搬到板橋， 堂可容

納十多人，一直夢想可以買一間大房

屋， 堂可以坐很多人聽道，在岳父母

協尋下終於如願以償，不但幫助事業蒸

蒸日上，認識太太以後，又回到 堂參

班、研究道理，而且在先天道院帶領青

年班，從媽媽手中接了壇主職以後，因

地緣關係（松山）接回天惠單位。　

就如老師在1983年創作於野柳的驚

濤海浪畫（見圖五）：「25年前，25年後」

（註三），經過歲月歷練，無損於對道的

認同與肯定，也積極培養藝術、命理人

才，「道心是不會變的，要用道來充實我

們的精神，開六間店就是想要度化眾生，

以前也在素食館作廣告以暗渡賢良，也曾

在捷運站口發傳單，希望廣度有緣眾生

來元慶講堂求道。」老師個性如此積極

率真，時時播散自己的道糧。 

用「岱蔚」作筆名歷時三十年，

享譽畫壇。岱是中國五嶽的總稱，

蔚代表草木茂盛，此名是真正崇尚

浩瀚、壯麗、奧妙、生生不息的大自

然，與其畫風不謀而合。老師醞釀改

新筆名：「宏道」，如今在畫壇有一

番成就，當重拾小時候的志向－－修

辦道，繼續度人弘道。畢竟畫畫與修

行的道路並行不悖，很順遂地走出自



己的畫風，更珍惜上天賜予的天賦，浸

染在藝術領域，能有更超然的處世觀。

對「因緣」有深刻感受，老師有

興趣研究、也教授命理，「早期接觸

一位修行人，傳授給我，命理的特色

就是不分國籍，經解惑者有印度人、

法國人、墨西哥人…等十多個國家的

人群皆可結找解。這是從小的興趣，

也是一路以來經驗的累積、觀察，必

須要有相當的人生經歷，再加上生辰

八字的批算。主要承自師傳，也因為

開畫室，順便為民眾服務看命理，以

解開人生的實象，了解許多事情雖是

天生帶來、順逆已註，但透過修行與

理解，自然能放下與改變，不必陷於

無端苦惱中。」老師如是說。 

專業之外

多才多藝的藝術家林老師，不

僅舉辦過「畫、詩、歌、茶、道」聯

展演唱會，對中醫醫學也相當有興趣

和研究，老師說因為這樣可以照顧

自己的身體（健保卡就不用蓋章了，

一笑！）簡單的養生之道：每天清晨

起床，喝一壺高山清茶（三分熟的生

茶）清腸胃，睡前練簡單的氣功再入

眠，生活態度要坦然開朗，不要自我

設限。以前起床就要聽音樂，現在則

是「無聲勝有聲」，安靜比較好。教

學時就順便作畫給學生看，在家則是

晚上創作，家裡好幾個地方都是畫

室，夏天找個清涼地方，有時也打赤

膊作畫，瀟灑不拘泥小節，秋天就到

陽台畫畫，空氣新鮮。

曾榮為教宗繪畫肖像，現在承

畫蔣公老年、中年、青年三個時期的

畫像，繪畫肖像非常傳神、拿手的老

師，對於能夠承繪一生對國家貢獻的

偉人肖像系列，感覺非常榮幸，也榮

幸能承繪一貫道精神領袖張培成老前

人的油畫肖像，作為一生珍藏！二OO

八年最新的系列是「抽象之美」已經

有二十多幅創作，代表作是「接受一

切的發生」（見圖六），目前又開始進

行黑與白系列創作，自信、慈悲、熱

忱、瀟灑、隨緣、安樂、潛力無窮的

老師永遠在發覺更新的可能！▲ 圖六：2008最新畫作--接受一切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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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兄弟情（國語歌1995年創作）

雖然爸爸離我遠去 生活困於拮据

為生活懷著目的 在社會有立足地

身處兒女父母難棄 以感恩解傷意

抱著奮鬥的骨氣 揮灑亮麗的彩衣

雖然媽媽離我遠去 家庭瞬起孤寂

為生活留著意義 在社會有了出息

身處兒女父母難遺 存感恩化悲意

理想順利的毅力 創造美好的園地

雖然爸媽離我遠去 身體喪失棲息

為明天希望努力 在社會營造福利

身處兒女父母難題 藉感恩疏恨意

突破困境的勇氣 我會勇敢活下去

註二：一生只為了愛（台語歌2001年創
作）

人生存在塵界 心中存著友愛

互相關懷對待 溫暖無駭

充滿深情至愛 永不怨怠

傳播愛的世界 慈悲不懈

施乾散盡家財照子處境何來 

希望相親相愛

為何不搭華航過海 一生只為了愛    

註三：25年前（1977年 岱蔚創業時期）

      滿懷衝勁向前走

      財源廣進為利愁

      五更就寢向命博

      風雨無阻為生活

25年後（2002年 岱蔚感識）

      海景收藏逾廿載

      浪濤澎湃依舊在

      人生變化遇千怪

      心存善念少遭害             心存善念少遭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