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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吼40─雄獅美術四十週年的回顧與前瞻

雄獅美術，成立於1971年，經過四十年的寒暑如今邁進不

惑之年。四十年的歲月，鉅細靡遺的回顧大不易。但若從源頭

談起，應可從以下這張照片找到醞釀雄獅美術的蛛絲馬跡。美

術少年李賢文（雄獅美術發行人）自小便以繪畫為樂，生長在

文具世家耳濡目染了父親李阿目先生苦幹實幹的企業精神。個

人對美術的熱情加上雙親以及雄獅鉛筆廠的支持，成為雄獅美

術從醞釀到成形的重要根基。

四十年來，月刊、獎項及畫廊代表了雄獅美術的過去；

而圖書出版、兒童畫班、電子資料庫及文創事業，則是代表了

雄獅美術的現在與未來。本文將就以上所提的七個項目分別闡

述，盼能將雄獅一路走來的軌跡與讀者朋友分享。而今年適逢

民國百年，年初由國史館出版了《獅吼：《雄獅美術》發展史

口述訪談》一書，正為雄獅所曾經堅持過並具體實行的理念做

了最好的見證與記錄。此外，6月8日於臺北市中山堂舉辦的「雄獅美術四十週年感恩茶會」，

回顧了雄獅的過去，也揭開了新方向的序幕；來賓們誠摯的發言成就了一個難忘的溫馨午後，

本文也將有相關的報導。

一、 美術長卷：《雄獅美術》月刊

《雄獅美術》月刊（以下簡稱《雄獅》月刊）是臺灣第一本美術專業期刊。從1971年到

1996年，二十五年又七個月，三○七期的月刊呈現出在不同主編、不同年代之下所展現的編輯

風格與品味，彷彿美術長卷，畫中有山巒起伏，低谷深澗，也有亂石如崩雲。《雄獅》月刊的

編輯歷程，也正如長卷中的景致變化一般，有時高潮迭起，有時困頓沉潛，但更多的是作者與

編輯們的同心協力，讓每期月刊就像百花齊放，呈現各時期豐富多采的藝術發展與樣貌。

例如曾任主編的奚淞，因著其手藝人的性格，所以在他主編時期的月刊便具有一種民間

性，而奚淞的文采與修行，更為月刊帶來一股清流；其他如，李霖燦的博雅、熊秉明的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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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獅美術發行人李賢文與雙親合

影，約攝於1963年。（照片提供/

雄獅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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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傳興的奧義等，皆為《雄獅》月刊帶來美術之外更多的

文學氣韻與文化厚度。

1978年，主編蔣勳試圖以百川納海，開拓文化疆域的

理想自期，除美術之外，將文學、攝影、建築、影劇、舞

蹈、音樂，納入小小的刊物中，努力在有限的版面上，呈

現出一個無疆界的文化廣角視野。全方位的理想編輯，帶

來了群芳競秀的燦爛風光，是雄獅理想時代的代表。

雄獅早期就開始陸續報導臺灣民俗藝術、臺灣民間建

築，以及原住民藝術等面向。此外，對臺灣主體性的自覺

與自主，最具代表的展現，就是從1979年3月開始，每期推

出一位前輩美術家專輯，前後長達兩年。包括顏水龍、林

玉山、陳澄波、李梅樹、陳進等二十多位。每個月的出刊壓力，密集的訪問、拍攝與邀稿，雄

獅美術當時日以繼夜努力的代價是為臺灣美術留下了許多第一手的資料與圖片，參與了臺灣文

化厚度的養成。如今，三○七期的月刊仍是學者研究七○至九○年代臺灣藝術文化發展歷程不

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二、 文化冊頁（雄獅圖書）

出版書目，往往象徵一個社會某種階段的文化面向與

時代需求。因此，雄獅的出版類型，除了反映時代在閱讀

上的需求，也反映了雄獅的理想眼光。例如由黃才郎主編

所帶領的雄獅編輯團隊，經過三年辛苦耕耘，終於在1982

年出版《西洋美術辭典》，當年定價三千五百元，卻得到

廣大讀者支持購買，並榮獲金鼎獎。之後，更陸續出版

《中國美術辭典》、《中國工藝美術辭典》等雄獅的辭典

系列，建構美術學習與學術研究的基礎工程。

而連續八年共八本的《臺灣美術年鑑》，以及顏娟英的《臺灣近代美術大事年表》、《風

景心境：臺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還有研討會論文集《何謂臺灣？：近代臺灣美術與文化認

同》，這些書籍的出版，代表基礎資料之彙整在臺灣美術文化研究上的重大意義。

因緣際會，1992年開始，雄獅與文建會合作編製以青少年讀者為目標族群的「家庭美術館

─美術家傳記叢書」，以十本為一個階段，如今已出版了六十本專書。彷彿一道色彩絢爛的美

術長城，為許多家庭帶來閱讀的趣味與藝術的啟發。

‧《西洋美術辭典》

‧ 三○七期的《雄獅美術》彷如美術長

卷，呈現豐富多采的藝術發展樣貌。

（照片提供／雄獅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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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藝術桂冠（雄獅獎項）

1976年創辦的雄獅美術新人獎擺脫了舊體系的桎梏，一新當時的畫壇耳目。除了一般的評

審機制以外，得獎人選還必須透過明查暗訪而產生，是公正公開的非官方美術比賽平臺。由於

採取嚴謹審慎的評審態度，當時得到雄獅新人獎的，很多在今日已成為十分優秀的畫家。

新人獎持續到1990年的第十五屆後改辦雄獅美術創作獎，期望每年鼓勵一位已有創作力表

現，但還未得到官方或民間大獎的美術家。無論是新人獎還是創作獎，雄獅都以公開、公正的

評審制度，結合鼓勵、報導、評論的方式，為各階段的藝術創作者，提供掌聲及榮譽，樹立民

間藝術獎助的先例，鼓舞更多有志於藝術的人，勇往直前。

四、文化櫥窗（雄獅畫廊、專門店）

雄獅畫廊與專門店成立於1984年底，那是一個沒有北美館，也沒有誠品書店的年代。當時

臺灣經濟不景氣，因此畫廊開幕時前輩畫家楊三郎便說：「在這種時期開畫廊，只有傻瓜才會

做，但是社會的進步往往就是要靠這樣的傻瓜。」

當時雄獅畫廊規模雖小，但展覽的方式，無論畫作品質，還是請柬、海報，以及佈展的設

計，都以美術館等級自我期許。設置於畫廊旁的藝術書籍專門店，也是當時難得的書店風景。

水墨畫家鄭善禧便曾稱許雄獅畫廊是臺北的文化櫥窗。前後十年的時光，「熊秉明觀念展覽

會」、「余承堯水墨展」、「雄獅美術雙年展」、奚淞持續三十三個月的白描觀音展等，都是

深藏在藝術愛好者心中的經典展出。

五、藝術苗圃（雄獅畫班）

雄獅畫班成立於1977年，不同於現今各種才藝班的四處林立、那是一個藝術學習尚屬稀有

的年代。三十四年來，雄獅寶貴孩子們的童心之眼。孩子的眼睛看世界，一切是如此的新奇且

美好。他們的童心與朝氣，這些年也傳遞了無限的能量給雄獅。而雄獅也盼望能藉由藝術表現

的形式，將潛藏於所有孩子心中的這份純真，永遠保存下來。並同時期許雄獅的美術教育能在

提升表現技巧之餘，也能讓孩子們在雄獅這塊藝術苗圃之中，自由地綻放各式想像的花朵。

六、經典再生（雄獅美術知識庫）

在數位資訊每日以數億則的速度快速增加的時代裡，對眾多資訊接收者來說，如何取得最

新的資訊早已不是問題；但如何確保資訊的正確性與價值性，卻是現代人共同的課題。

在茫茫網海之中耗費時間與精力去搜尋，結果卻得不到需要的資料，可能是一般大眾，尤

其是各領域專家、研究者的共同經歷。最後還是得跑圖書館，尋求傳統紙本資料的支援。許許

多多過往的經典與研究成果，因著數位化腳步的緩不濟急，而逐漸淹沒在塵封的角落。它們很

多都是研究者一生心血的結晶，唯有藉著數位化，這些珍貴史料才能重見天日，才能再次被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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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利用，也才能與當代的研究接軌，充實當代研究的豐富性。這將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有鑑於此，雄獅美術特別選擇在創社四十週年，推出以三○七期的《雄獅美術》月刊為

經，《西洋美術辭典》、《中國美術辭典》等經典叢書為緯，既有歷史的縱深，更有橫向連結

的「雄獅美術知識庫」，作為四十週年的特別獻禮。

今年秋天，具備全文檢索功能的「雄獅美術知識庫」將與已建置多年的「雄獅美術網」連

結，同時呈現經典的再生，以及新時代的訊息。希望雄獅美術四十年來累積的內容與經驗，能

藉由網路時代的多種媒介，推波助瀾，促成最廣泛且有效的應用，提升全民對於美術的喜愛，

是雄獅不變的目標。

七、文化創意（雄獅文創堂）

文創，是新時代的名詞，是臺灣軟實力的發揚，是傳統文化尋求再生與普及的契機。所謂

文化創意，應該是文化加上創意，空有傳統文化而無創新思維的配合，我們只能慨歎文化無法

與潮流接軌而逐漸逝去；反之，天馬行空的創意發想若沒有汲取傳統文化的養分，也必會成為

淺碟短暫的煙火式虛幻。

雄獅以深耕臺灣藝術文化將盡半世紀的經驗深知，地狹人稠的臺灣廣納了多元族群的文

化，蘊藏了深刻的爆發能量。四十年來雄獅以刊物、出版、教學、獎項、展覽等多重方式發掘

這股能量；2010年深秋，決定搭上最新的潮流，成立「雄獅文創堂」，以雄獅自己的方式與步

調來詮釋文創的意義、開創文創的道路。

「雄獅文創堂」的目標是，與所有理念相契合的藝術工作者共同譜寫未來的故事。有別於

大多數文創品的「週邊商品化」，「雄獅文創堂」期望出品的是，具有文化內涵、本身就會訴

說動人理念與故事的文創品，讓生活與藝術產生親密的流通關係，締造一個結合藝術、展現人

文的新心生活。

 ✿ 在懷舊中綻放希望光芒的四十週年感恩茶會

在臺灣，一個中小企業要維持四十年並不容易，做為一個美術專業出版社要跨過存續四十

年的高門檻，當然是更值得紀念的一件事。感恩茶會於6月8日舉行，行政院吳敦義院長、故宮

周功鑫院長、文建會盛治仁主委等國家部會首長，以及國寶書畫家張光賓、詩人瘂弦、畫家奚

淞等文化界好友，總計三百餘人齊聚臺北市中山堂，眾人娓娓訴說雄獅的過去以及自己與雄獅

的不解之緣，同時也祝福雄獅的未來，在懷舊的氛圍之中綻放了希望的光芒。雄獅美術四十

年，期盼也是新光芒的元年，繼續堅持雄獅的品味，踽踽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