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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俊彥是人盡皆知的大畫家，畫過的插畫不計其數，人人都喜歡。但是之所以能成為畫家，

後天的努力固然重要，先天的才華和所謂的氣性更是不能沒有。 曹俊彥在很小的時候就是一個

只對畫畫有興趣的兒童，從小看大，他是註定要成為畫家的。他最近出了一本散文集，談他自己，

從初一談到師範畢業，很像一本自傳。這本書叫做《曹俊彥的青澀歲月：青春正飛揚的年少求

學時光》，分為 3 個部分 , 初一輟學去印刷廠當童工，回初中唸書和師範藝術生 3 個階段。從書

裏我們可以耙梳一些作者自己的經驗，看看他變成畫家的一些生活經歷。 

當然，就像剛剛說的，曹俊彥喜歡圖畫絕不始於初中，他大概 5 歲的時候就會瞪著一幅 100

號的黃綠相間的膠彩畫很久，也在別人家裏看過臺灣風景油畫，而且還觀察到畫上的油彩可以堆

得如此之厚，讓他至今印象深刻。他小學就會跑畫廊，去中山堂，去波麗路咖啡館看畫展，也會

用一點少少的零用錢去買圖畫書。此外他對美術的喜好，多少也有一點家庭因素的，他家也有那

樣的氛圍。他最小的時候看的畫都是在親戚家中的牆上看到的，他的母親很喜歡畫畫， 而且還

有一位了不起的同學――膠彩大畫家陳進。

* 印刷廠的小曹

曹俊彥初中唸了一年，對學科沒有興趣，家裏很傷腦筋，剛好有一家印刷廠在徵美術設計，

他就帶著摹仿陳定國的古裝漫畫前去應徵。說也巧，印刷廠的老板也畫漫畫，在外面的雜誌上發

表過作品，看到小曹的漫畫大為激賞，認為小曹比自己小的時候要強的多，但年紀太小，不適合

做設計，就把他留下來做見習的小弟，這是小曹的第一份工作，做了童工。

在印刷廠的工作，曹俊彥學了很多，也接觸的很多，影響了他的一生。

印刷廠有個高手，專寫各種字體的美術字，把這些英文、阿拉伯數字分別畫在一張紙上，

再以照像縮小製成各種不同尺寸的玻璃板。早年國民經濟不發達， 照像的底片非常貴而且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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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板上，晾乾以後就是底片。店裏面還有另一個大他 2、3 歲的小弟，土法煉鋼，對於這些字母

字體的大小移動感光， 拿捏得非常準確，小小藥盒裏面的說明書，就是在暗房裏反反覆覆沖出

來的。曹俊彥算是開了眼界，學了不少。這個印刷廠除了印說明書外，也做不少廣告活動， 難

能可貴的是，還進行很多美術知識推廣的工作，曹俊彥稱之為活動雕塑的概念， 就是比方說在

鑽石墨水或鑽石鞋油的包裝盒裏面，附上一些尺寸合適的小卡片， 上面印著一些世界名畫，或

者諸如羅丹的經典雕塑作品廣為流傳，這些人在自己的工作的行業裏，盡一份心力，大大的推廣

美術教育，即便在今天看來，還是令人由衷感佩的。這樣看來，社會教育的推廣，不論在什麼樣

的場所，不論用如何的工具，人人可做。幾個辦印刷的老師傅，確實令人尊敬，這對曹俊彥幼小

的心靈也造成了很大的啟發。各行各業都可以有各自的社會責任。

小小年紀的曹俊彥，在印刷廠的那年，有一次令人難以忘懷的外出的寫生經驗，到平溪的

菁桐坑走了一趟，是因為碰見一位同學的大哥，這個大哥是學土木的，也是個畫家，小曹就跟著

他到菁桐坑的礦區畫畫，大哥畫油畫，他畫速寫。 曹俊彥現在還想，當年沒能像洪瑞麟一樣，

到坑道裏面畫畫，也是一件憾事。另外這位大哥對他真是不錯，還帶他去拜訪畫家金潤作。不過

當時曹俊彥並不知道金潤作是誰，只曾經在臺北市立圖書館的延平分館的牆上看過一幅藍色的百

合花，上面署名金潤作，小曹以為這幅畫的作者叫金潤，是他畫得畫，所以叫「作」，直到這次

拜訪，畫家當面告訴他他的名字就叫金潤作，曹俊彥才恍然大悟，這也是小曹美術生涯中的一次

趣談。

* 回初中唸書

後來離開印刷廠，想回學校唸書，原學校回不去了，就轉到一所私立初中去。 他在這所私

校裏遇見幾位好老師，有兩位教國文的，底子都很好，教學方法也好， 這也造就了小曹自小會

寫文章的本領。人都是愛才的，還有一位美術老師對他不錯，這個老師名叫路逾，還請他到宿舍

去玩，讓他看了很多書和畫冊，還看到老師的宿舍裏掛了一張臉型瘦長的自畫像，線條簡單到只

剩下詩的韻味，令曹俊彥至今印象深刻。後來才在一些雜誌刊物上認識了這位老師，原來他就是

筆名紀弦的大詩人。曹俊彥受他的影響不小，後來進了師範，一年級的時候在中山北路畫「臺北

百景」的速寫，也就是希望在筆觸上能表達出一些詩的風格，可是後來「臺北百景」莫名其妙的

不見了，令曹俊彥很是懊惱。

人人皆可以為師，在這個私立中學裏對小曹來說尤其如此。這個學校裏，各路英雄好漢，

小太保、小混混特別多，年少氣盛，血氣方剛，大家都要做英雄好漢，人人都想留下英雄氣概，

所以這些同學，個個都成了曹俊彥鉛筆下的模特兒，他們大方得很，秀出強健的肌肉和不可一世

的神態，還單腳踩在椅子上，要小曹把他們了不起的樣子畫出來，小曹當然樂此不疲，有求必應，

所以我們能合理的認為， 曹俊彥出色的人物畫，很可能是在與這些小兄弟們同窗幾年的機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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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下堅實的基礎的。

曹俊彥放學經常不直接回家，喜歡到中華路逛逛。以前中華路，來自大江南北，各種經營

行當都有。但吸引曹俊彥的是幾家廣告社、舊書店和那些框裱掛屏的商店，他可以看新的廣告畫，

還有很多舊的英日文雜誌，上面不時會有圖畫和 雕塑照片，這對他來說，無疑的是開了一扇面

向世界的窗子。他還用自己有限的零用錢陸續買了幾百張日本時代留下來日展、帝展的圖畫明信

片，其中有不少是日本畫家到外國寫生的作品。這些東西如果還留在手邊就很寶貴了。

逛街的另一收獲就是又學了一項本領，路上有藝術家幫客人做側影剪紙，生意不錯，想剪

側影的人還不少，有的時候還要排隊。曹俊彥看了以後，買了一些黑紙回家，對著哥哥、姐姐等

家人拿起剪刀就是一陣苦練，不過到底是有天份的人，不久之後就剪得很順手了，居然也可以一

刀不斷的就是一張側影。沒想到後來進了師範，還參加過剪影比賽，得了冠軍。

曹俊彥愛畫油畫，一點點的零用錢還要慢慢拼湊的去張羅材料和設備，先買紅黃藍白黑五

種基本顏料，再買一支調色的畫刀，兩枝畫筆，再買亞麻仁油，松節油和洗筆的煤油。用三夾板

做調色盤，如果撿到大一點的三夾板，刷上補土， 就是畫布了。以前那個時代，這些東西如果

都要買，那還得了，不是一個中學生應付得過來的。

有一天，家裏來了一個畫家，是修養很好，很有氣度的陳昭貳，是曹俊彥大哥的同學。他

對曹俊彥鼓勵有加，也請曹俊彥看他的住處畫室，曹俊彥仔細欣賞了他的書法、畫作和雕塑作品，

也看了不少畫冊，還看了馬諦斯。陳昭貳送給曹俊彥幾件很有意義的禮物，其中有一隻小青蛙雕

塑，後來還送了他自己刻的一方「童心永壽」的印章。陳昭貳後來在國父紀念館的逸仙畫廊開了

大規模的回顧展。

* 師範藝術生

初中畢業後，能專職學習藝術的學校不多，曹俊彥順利的考上臺北師範學校。 學科考得不

錯，考術科的時候，更是意興風發的只帶一枝 4B 鉛筆應考，人稱單刀赴會，名噪一時。術科題

目是畫一張教室裏小學生坐的凳子，不過就看似這樣一個簡單的對象，不論光影變化還是透視趣

味，曹俊彥還是很認真的畫得津津有味。 

進了師範藝術科，課表上列的有素描、水彩、國畫、書法、圖案、透視學、藝術概論等，

曹俊彥像是小雞跳到白米缸裏一樣，幸福得不得了，高興極了。進入師範，人人都得準備一個工

具箱，裏面得放鋸子、鐵鎚、釘子和其他工具，這是日本時代留下來傳統，師範生必須重視工藝

教育，因為做老師的隨時要有替小朋友修理課桌椅的準備，還要製作教具。所以師範教育是要培

養一個全能的老師的，勞動神聖，這是服務，也是藝術，令人尊敬。

師範有兩間美術教室，自由進出，學生平時在此練習作畫，尤其是練習素描， 大家也在此

相互切磋，一起進步。如果要開畫展，這裏就成了美術館或畫廊。所有的畫展，不論海報、請帖、

說明牌，都是大家動手自己做，畫展是畫家重要的活動，也是大家相互觀摩筆觸、表現、技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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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機會。曹俊彥有個學長很特別， 叫劉武雄，開了一個「樓頂間畫展」，展出作品全不用透

視表現，畫中街邊的樓房，不論紅磚還是玻璃窗的木框，或女兒牆的雕花裝飾，都用顏料平塗，

很有味道。沒想到後來他在寫作上得到很高的成就，他的筆名叫七等生。

展覽要框裱，大家可花不起這麼多錢，有一位老師想出了好辦法，每人只做一個規格一樣

的框子，這種框子可以前後兩片把作品固定在中間。全班四十二人就可做四十二個框子，以後開

畫展，不管個展還是聯展，只要展品總數不超過四十二幅都可以應付得來，大家輪流用。妙哉！

學校的社團，曹俊彥參加的當然是「戰鬥美術社」。那個時代，藝術都要為反攻大陸服務的，

所以曹俊彥做了不少在水深火熱之中拯救大陸同胞的壁報。還有一次，三位同學合畫了一幅巨大

的蔣公肖像油畫，還自製了帶輪的車子，10 月 31 日一路拉到總統府前廣場，祝壽完畢後再原路

推回學校，心裏還唱著「領袖，我們永遠跟你走！」。些算是藝術科學生的政治活動。

到校外輔導和試教是師範生的重要功課，去自己的附小試教和參觀美術教室，體會教學相

長是特別有意義的。另外還有支援龍安國小和遠征平溪國小去粉刷教室，製作教具，或者在教室

的牆上畫上圖案，動物，樹木花草，為小朋友做美化教室的服務。更特別的是，還為飛彈部隊畫

工作表，還留了與勝利女神飛彈的寫真一張，格外具有紀念價值。但老實說，就專業而言，這對

藝術學生來說都只不過是舉手之勞的事，但這些都是師範教育中的社會服務學習，也是藝術生涯

中很寶貴的經驗。 

師範生的生活，帶給曹俊彥很多的第一次。比方說在話劇社 , 學姐為他上粧， 才能第一次如

此近距離看一個美女。第一次畫女性模特兒人體素描，而且在畫完後模特兒還請喝羅宋湯。第一

次為老師寫的兒歌畫插畫。第一次登在校外的刊物《新生兒童》上，當然不久之後也第一次收到

了稿費。這些點滴的累積就是一個畫家的養成。 

最後應該再提提作者的另外兩本書，一本也是才出版的《寶貝小禮物》，這本書很特別，

作者選了 50 件親友送給他的小禮物，他分別寫一篇短文說說小禮物的故事，而且再附一幅自己

為小禮物畫的圖，很美，很有趣，也很溫馨。可以看出作者的人際往來，實際上這本書也是本畫

冊，很值得大家欣賞。另一本是兩年前出的《曹俊彥的私房畫：一個愛畫畫孩子的童年往事》，

像是他更小時後的傳記。我們要了解曹俊彥，進而如果想研究他，除了讀他的畫作外，這幾本他

自己的文字，他的自敘，是了解這位大畫家最好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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