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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筆者為文建會主辦之｢明清時代台灣書畫展｣撰寫林朝英小傳時，見到〈林朝英

自畫像〉(以下簡稱：〈林氏畫像〉)，感到非常意外。因為在人物畫衰落的時期出現一幅兼

具藝術與文獻價值的名人畫像，尤其畫上林朝英的題識有｢梅峰戲筆｣幾個字。案，林氏流傳

下來的書畫作品亦有多件，從未見題｢戲筆｣者。因此引起好奇心，想進一步探討其究竟，但

是沒再發現相關的文獻或作品可佐助研究，以致擱置多年。 

    近年無意間發現林氏還有一幅與人物畫相關的作品〈林朝英觀音菩薩夢授真經〉(以下

簡稱：〈林氏騎犼觀音〉)，感到非常驚喜，重新燃起探討林氏畫像的興趣。 

    〈林氏畫像〉有三項重要的特色：(一)正面的肖像畫、(二)工筆寫意兼容的畫面、(三)

囊琴悠游的意境。探討這幾個特色的淵源、由來，有助於深入瞭解〈林氏畫像〉背後的問題。 

(一) 早期畫肖像，屬於人物畫家兼任之項目。至宋代，漸有專擅者。到了明代中晚期，出現

不少肖像畫的專業畫家，如：曾鯨。     

    宋代的肖像畫都是側面像(約七分面)，元代漸漸朝正面像發展(約九分面)。至明代

中葉才出現標準的正面帝王座像，民間則稍晚在明末清初，也開始流行正面肖像。帝王

藉正面座像彰顯其四平八穩的皇位與皇權、威嚴，民眾則取其容貌端莊，令觀者易生崇

敬之心。 

(二) 宋代肖像畫多是工筆之作，雖屬工筆之作，同一幅畫中仍有輕重、粗細、濃淡等不同的

筆調變化，表現不同的物體與質感。 至文人畫興起，漸喜愛書法性的筆趣融入畫中，

較不在意寫實的成分。 

      以致文人畫可以接受不同風格的畫家一起合作，或一位畫家在同一幅畫中，兼容如 

  篆、隸、草等不同的筆意。 

(三) 肖像畫須將對象描繪得｢像｣且｢傳神｣，還需為主人翁的｢身分品味｣作適度的表現或隱

寓。明末清初，有一些古畫、版畫，正可能為欲畫肖像者提供參考資料。林朝英是一位

成功的商人、文人、藝術家，適合在｢儒賢隱逸｣之畫例中，選取可參酌者。     

       琴棋書畫是文人雅士修身養性的活動，兼具休閒與藝術性，林朝英選其四藝之首｢ 

    琴｣為代表。描繪林氏身著冬日衣袍囊琴出遊，童僕畏寒瑟縮其後。頗有「冬日尋梅」 

    之隱寓，與林氏別號｢梅峰｣也喜愛畫梅，正符合其雅號與志趣。 



 

 

     

   〈林氏畫像〉畫於 1802年，〈林氏騎犼觀音〉畫於 1803年，若兩幅同屬一人之作，其筆 

墨之水準、風格應該相差不多。但是在比較研析之下，前者屬於｢專業畫家｣之作，後者屬｢文 

人畫家｣之作。 

    故〈林氏畫像〉宜正名為〈無名氏畫林朝英像〉，因為這件作品不是林朝英之作，他只

是在此畫上題識，所以謙稱為「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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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表格發表者可視填寫資料多寡之需要，自行延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