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冷戰時期臺灣公路山水畫的多
重意涵
▍黃琪惠

臺灣進入冷戰時期的 1950至 1960年代，蘇花公路與中橫公路沿途的名勝奇景，不斷吸引

畫家遊覽寫生作為創作的畫題。對大陸來臺的山水畫家而言，橫貫公路山水畫的創作，還

具有與傳統山水畫對話、懷鄉與國家認同的意義。公路山水畫在國內外公開展出的背後，

獲得官方的支持、媒體的宣傳以及博物館機構的協助，更賦予稱頌中華民國的偉大建設、

為臺灣觀光宣傳以及文化外交上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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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9年 5月 20日起臺灣省全境實施戒

嚴，年底國民政府全面撤退來臺，次年韓戰

爆發，臺灣被編入以美國為首的民主防禦陣

線，而與共產國家對抗，即進入 1950至 1960

年代的冷戰時期。國民政府在美國軍事與經

濟的援助下，積極擴展電力、交通、水利等

各項基礎建設，逐漸解決戰後初期的惡性通

貨膨脹並穩定社會人心，使臺灣朝向依賴美

援的世界體系發展。另一方面，1966年因中

共政權施行文化大革命，更促使國民黨積極

維護傳統文化，1967年成立「中華文化復興

運動推行委員會」（簡稱文復會），企圖從

文化方面進行反共，使中華民國成為中國正

統文化的象徵，臺灣成為復興中華文化的基

地。
1

　　戰後許多畫家跟隨國民政府來臺，對臺

灣獨特的山海景觀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些畫

家開始展開對臺灣自然的探索，進行環島旅

行寫生。1956年 7月 7日中橫公路開工，

由美援提供主要經費及工程規劃，國軍退除

役官兵（尊稱榮民）擔任開發主力，因地質

與天災因素而使築路工程變得十分艱困，至

1960年 5月 9日終於完工通車。中橫公路貫

穿中央山脈，使得臺灣東西之間的交通縮短

距離，變得相當便利。在中橫公路連接蘇花

公路後，畫家從北部或中部至花蓮旅行寫生

的路程更加順暢，橫貫公路的風景寫生風潮

從此展開。

　　對大陸來臺的山水畫家而言，中橫公路

沿途高山河谷的如畫景色、蘇花公路山海交

會的奇景，除了作為寫生景點之外，公路沿

途的勝景不僅讓他們聯想起故鄉壯麗的山河，

而且這段由榮民為主力開鑿的公路建築，也

讓他們多了一份情感上的連帶感。在描繪技

巧方面，他們延續古法寫生，運用傳統南北

宗各家筆法描繪，或是變革皴法而達到更逼

近呈現臺灣山海的實景。有的畫家以橫貫公

路為名舉辦展覽會，或出版畫冊加以推廣，

甚至描繪橫貫公路畫作參展國外的博覽會，

宣揚中華民國在臺灣的開發建設，並間接促

進觀光效益。以下將以張穀年（1905-1987）、

黃君璧（1898-1991）、傅狷夫（1910-2007）、

張大千（1899-1983）、呂佛庭（1911-2005）

等人描繪的蘇花公路、橫貫公路為例，探討

冷戰時期臺灣公路山水畫，在繪製與展示方

面的多重意涵。

美援經費資助的公路建築

　　中橫公路即中部橫貫公路，當年稱為東

西橫貫公路。從 1956至 1960年為止，歷經

三年九個月才完工通車，可說是國民政府遷

臺後的第一個重大建設工程。中橫公路主線

西起東勢，經谷關、梨山、大禹嶺後沿著立

霧溪通往花蓮太魯閣，在太魯閣銜接蘇花公

路，全長 192.78公里。另有兩條支線，一是

從梨山往北，經武陵農場到宜蘭，二是大禹

嶺通往霧社。有的路線是以日治時期闢建的

道路為基礎而修建，有的路段則是新開闢的。

中橫公路貫穿中央山脈，從平地到三千公尺

的合歡山，因此地形相當多樣化，其間有隧

道、橋樑等設施開鑿，也經過太魯閣國家公

園，沿途風景十分壯麗、幽美。尤其是太魯

閣到天祥的路段，必須經過懸崖峭壁與堅硬

的大理石岩層，因此隧道及橋樑也特別多，

成為中橫公路最受注目的景觀。由於中央山

脈地質條件不佳，工程難度極高，所需經費

又相當龐大，交通部進行幾次的路線實地勘

冷
戰
時
期
臺
灣
公
路
山
水
畫
的
多
重
意
涵

27

文
物
脈
絡



察後，因財力因素而作罷。1954年美國工程

顧問懷特公司經理狄寶賽（V. S. de Beausset, 

1915-2009）等踏勘路線後，決議成為美國經

援計畫的一部份，由美援提供八成的工程經

費、技術人員與機具建材。1955年政府決定

投入興建這條東西橫貫公路。1956年 7月 7

日由臺灣省公路局成立「橫貫公路工程總處」

負責工程事宜，開工典禮由行政院長俞鴻鈞

（1898-1960）主持，美國駐華大使藍欽（K. 

Rankin）、國際合作總署安全分署署長卜蘭

德（J. Brent）以及退輔會主委蔣經國（1910-

1988）等人皆出席。中橫在開工後，因颱風、

地震等天候的影響，岩壁坍方、被落石擊中

等意外發生頻繁，加上工程設備不夠先進，

炸藥控制不當等人為因素，殉職與受傷者頻

傳，平均每公里犧牲一人餘。這條公路的開

通，可說是由國軍退除役官兵的血汗所換來

的結果也不為過。
2

　　中橫公路的總工程費高達 4億 3000萬

元，如此鉅額經費並承擔高風險的人力損

失，其開鑿目的根據官方的說法：一是因應

國防需要而打通中央山脈，建造一條橫貫臺

灣東西部的便捷交通線，二是配合國家經濟

建設，便利山區資源開發，三是改善原住民

的生活以及安置退除役官兵就業。學者更進

一步指出橫貫公路的開鑿，作為一個政策，

反而具有鼓舞士氣、強化國際支持與統治的

正當性、改善國軍形象以及蔣經國的權力接

班上的意義。臺灣公路局自 1951至 1971年

為止，接受美援貸款及贈與款共計新臺幣

1,638,388,000元。以美援配合運用完成的主

要工程建築及購置器材設備，包括十四項工

程，其中以西螺大橋、南北幹線瀝青工程、

東西橫貫公路、八七水災重建及北基新路等

工程較為浩大，用款也多。其中蘇花公路的

修復而使環島公路得以貫通。
3

　　蘇花公路位於臺灣東海岸的幹線公路，

連接宜蘭、蘇澳與花蓮，全長 118公里。這

條路歷經各朝代的修築而具有歷史性的意義。

清代開鑿的北路，經過日治時期修築，1932

年東海岸臨海道路完工通車，戰後改為蘇花

公路，後持續新建隧道及拓寬為柏油路面。

這條路大致依海岸線修築，沿路可看到太平

洋海景與陡峭的山壁，山海交會的奇景而成

為世界著名的景觀公路。
4
蘇花公路與橫貫公

路同樣會因颱風、地震等因素而發生坍方，

落石頻傳的事故，皆屬於需要經常維修照顧

的公路系統。

蘇花與中橫公路的寫生風潮

　　1927年「太魯閣峽谷」被票選為臺灣八

景之一，1932年東海岸臨海道路通車後，

使得日治後期畫家慕名前往太魯閣寫生變得

更為容易，創作許多相關畫題的作品。戰後

1953年臺灣省政府重新制定臺灣八景，包括

「魯閣幽峽」、「清水斷崖」，可見東海岸

太魯閣早已成為代表臺灣的名勝風景。
5
臺灣

多山環海的地理特色，吸引大陸來臺畫家結

伴環島寫生。1950年任教師院藝術系的孫多

慈（1913-1975）等人搭車環島旅行寫生，其

中對在太平洋邊的懸崖峭壁所建的蘇花公路，

最讓他們感到驚心動魄，也被清水斷崖的壯

麗景色所征服。
6

　　根據學者的研究，二十世紀前期中國山

水畫家已意識到一般觀眾對真實感的需求，

他們借助風景照片而作山水畫，或回到傳統

的「古法寫生」，即運用古人筆法進行風景

寫生。他們更「行萬里路」，以造化為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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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近代發達的交通而更深入中國各地寫生，

仿效石濤「搜盡奇峰打草稿」的精神，描繪

名山奇勝山水，進而與古人的詮釋互相唱和。

並透過展覽方式與媒體的報導，將「遊歷名

山大川」的寫生成果傳達給觀眾，乃至於出

版畫集流傳。山水畫家行萬里路的形象，逐

漸深植於一般觀眾心中。
7
戰後來臺的山水畫

家延續此行萬里路的精神，由寫生大陸山川

轉移至臺灣的山海奇景。常遊歷名山大川作

畫又愛寫遊記的呂佛庭，畢業於北平美專，

1948年來臺後即對臺灣名勝古蹟巡禮。他的

臺灣畫友藍蔭鼎（1903-1979）推薦太魯閣與

清水斷崖是從事丹青者必遊之地，因此前往

旅遊，一探東臺灣山水之勝。他對於汽車往

來的斷崖公路，認為宛如螞蟻爬壁，蔚為奇

觀。其中有些石色斑斕、不生草木的崖壁，令

他想起五代畫家關仝（約 907-960）的手筆。8

　　隨著 1960年中橫公路通車後，吸引更多

畫家至東岸旅遊寫生。其實中橫公路開鑿的

過程即在官方與媒體的大力宣傳下，艱鉅工

程與沿途勝景的形象，逐漸深入人心。張穀

年在中橫公路尚未暢通前即前往寫生，企圖

把由榮民血汗築成的隧道以及天然雄偉的景

色繪成巨幅聯屏。張穀年從小跟隨舅父馮超

然（1882-1954）習畫，1949年來臺後任職於

中央銀行，餘暇時持續地創作。1958年 12月

張穀年在中山堂舉行畫展，包括蘇花公路與

橫貫公路的寫生畫。記者評其畫中境物險峻，

落筆高逸，最引人注目。
9
張穀年 1958年致

贈何應欽將軍的〈山水〉（圖 1），即描繪蘇

花公路第一勝景的清水斷崖。畫面取材上摩

峭壁、下臨大洋的象鼻隧道，狹窄的公路上

可見一小車輛行駛，頗有紀實的意味。透過

洞蝕看到海浪衝擊岩壁，波濤洶湧，不過他

以線條加上細緻的筆墨與淺設色描繪，風格

顯得雅緻。張穀年認為寫生橫貫公路時，「要

把遊覽時所見的每段風景之特點，逐一把紙

筆鉤出大概，以補記憶之不足，同時把內心的

感受記住，例如九曲洞、燕子口之深邃曲折，

使人有迫塞之感，太魯閣、長春祠的幽靜明

朗，使人襟懷為之一暢，如此成竹在胸，乃始

落筆，先把所見所感，加以抉擇，變化運用，

不必刻意以求形似，應該把握其精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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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1958　張穀年　山水　軸　紙本設色　縱61.4，橫47.6公分　國立故宮
博物院藏　贈畫570



方稱合作。」
10
由此可見，張穀年主要在實景

的基礎上，運用傳統筆法描繪心中的感受。

　　林玉山（1907-2004）戰後為師大美術系

主任黃君璧延聘至校任教，逐漸以水墨畫創

作為主。1959年暑假，林玉山參加學校師生

組成的太魯閣探勝寫生團，回來後完成〈橫貫

公路寫生隊〉。（圖 2）他運用各種深淺濃淡

筆墨，描寫太魯閣陡峭山壁的特殊景觀，並以

濃墨點染峻嶺稜線與前景的山林，兩側山崖

形成 V字形交錯，更增加山谷的縱深感。左

側岩壁下方的羊腸小徑，像是現在的燕子口，

一人手持旗幟與隊員跟隨在後，猶如寫生團

的自我寫照。林玉山以水墨表現太魯閣峽谷

的高山峻嶺與峭壁，對照於黃君璧〈橫貫公路

寫生〉（1960）以傳統斧劈皴描繪山石巖壁，

林玉山在山勢地質與點景人物的描繪，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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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 1959　林玉山　橫貫公路寫生隊　軸　紙本水墨　縱
135.5，橫62公分　國立臺灣美術館藏　取自王耀庭等撰
文；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觀物之生―林玉山
的繪畫世界》，臺北：史博館，2006，頁136。

 圖3 1967　黃君璧　谷關橋影　軸　紙本水墨　縱138.2，橫69.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畫617



能表現橫貫公路沿途所見的實景特色。黃君

璧〈谷關橋影〉（圖 3）是他 1976年省展的

參展作品。畫中除了吊橋的實景外，由米點皴

轉化的濃淡層疊墨點，描繪縱深的山林河谷、

草樹蓊鬱的景象，也呈現筆墨變化之美。

　　來臺第一代山水畫家中傅狷夫最注重寫

生，並努力自創新法描繪臺灣的山海。他從

阿里山、橫貫公路的地景，研創「裂罅皴」

表現臺灣山石峻嶺、懸崖峭壁及隧道的特色，

又以水墨漬染表現臺灣高山雲海的變幻靈動，

還從東北角大里海岸的長期觀察，以花青點

漬法描繪瞬息萬變的海濤巨浪。由於他在大

專院校美術科系長期任教，他的臺灣山水畫

影響許多門生追隨其創作的理念。學者認為

傅狷夫在臺灣山水畫的本土化上，扮演極其

重要的角色。
11

　　傅狷夫年少時進入杭州西冷書畫社，從

王仁治（1869-1932）學習山水畫。1937年抗

戰爆發，他隨政府進入四川，途經武漢、湘桂

黔等地，感受山水奇景而眼界大開，筆墨有所

改變。1949年他跟隨國民政府來臺，在臺灣

海峽上初見大海的遼闊，浪起如山的壯麗景

色，使他對水的觀察有更深層的領悟。
12
傅狷

夫是一位徹底實踐「師造化」的山水畫家，蘇

花公路、橫貫公路也是他數度前往寫生的景

點。1966年初他在省立博物館展出的七十幅

書畫，包括橫貫公路、蘇花公路等畫作。他為

了讓初學者學習山水畫而繪著《山水畫法初

階》出版，其中以燕子口、清水斷崖一角（圖

4）為例，示範懸崖隧道所運用的皴法。他約

作於 1961年〈蘇花公路最高處〉（圖 5），

即描繪蘇花公路的象鼻隧道，類似他示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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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 民國　傅狷夫　隧道　取自傅狷夫繪著，《山水畫法初階》，臺北：華正書局，1979，頁77。



清水斷崖一角的上方部分。這時他已從政工幹校退休，專注於

創作。這幅畫的構圖與視角相當特別，斷崖幾乎佔據整個畫面，

視點由下往上移動，前景畫樹梢，中景為清水斷崖壁面及直達

頂端的隧道公路。遠景較隧道口為低，宛如從絕頂向下俯瞰海

浪。畫家運用粗細濃淡的多變筆墨，描繪岩壁樹叢的地質與人

造公路，呈現雄偉壯觀的景色。
13

公路山水畫的多重意涵

　　1949年底張大千搭乘國民黨元老張群（1889-1990）安排

的軍用機來到臺灣後，便長期旅居海外，活躍於國際藝壇，直

到 1976年因眼疾等因素而決定在臺灣落葉歸根。他與臺灣友

人一直保持密切的聯繫，時常返臺舉辦展覽會，其來臺旋風總

是受到官方媒體的大幅報導，受到政壇、藝界人士的盛大歡

迎。1959年 3月 19日，張大千與家人及省議會議員六十餘人，

由公路局長林則彬（1901-2003）等陪同參觀中橫公路合流工

程處東段工程，並留下合影照片。（圖 6）可見張大千在中橫

公路尚未通車以前，已受到招待而前往參觀。

　　張大千 1965年描繪的〈蘇花攬勝圖〉是在巴西靜養期間

完成。他根據老友張維翰（1886-1979）〈蘇花行〉詩句描繪，

結合自身去年遊歷蘇花公路的印象，成為他的傳世名作。他推

崇蘇花公路是「我國第一奇境，亦世界第一奇境也。」畫面以

潑墨淺絳設色為主，描繪蘇花公路環山，蜿蜒於峭壁、隧道與

雲霧中，其下翻滾的巨浪以線條勾勒，最後沒入迷濛中。
14
整

體洋溢著濕潤、神秘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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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 約1961　傅狷夫　蘇花公路最高處　軸　紙本
設色　縱184，橫47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畫959

 圖6 張大千等人參觀中橫公路合影（1959年3月19日）　取自高琇瑩、賴美麗、簡碧蓮
編撰；王愛華等攝影，《山徑百年》，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2000，頁84。



　　張大千數度來臺期間，與親友結伴前往

橫貫公路旅遊，總是受到當地藝術界人士的

熱烈歡迎。1968年他與朋友等八人同遊橫貫

公路後，作十絕句紀念。1974年 2月他到花

蓮遊覽，受到駱香林（1895-1977）等人的招

待，參觀他收藏的奇石與古畫，並暢遊中橫

的天祥、太魯閣幽谷、長春祠，景色都令他

讚嘆不已。1976年他特地帶么女到橫貫公路

遊覽，沿途中告訴如何取景作畫，並說：「橫

貫公路是國畫的好畫材，是一輩子也畫不完

的，它雄偉的氣魄，有點像大陸上四川的景

物，到那裡就好像回到了故鄉。」
15
張大千屢

次到中橫公路旅遊，或許是沿途風光可以暫

時撫慰他的思鄉之情吧！

　　1968年張大千為張群描繪〈長江萬里

圖〉，歷史博物館安排此畫展出，為了歸國

僑團能欣賞此作而特地延長至雙十國慶。

1969年張大千為義弟張目寒（1902-1980）祝

壽而畫〈黃山前後澥圖〉。歷史博物館同樣

選在雙十節期間展出〈黃山前後澥圖〉，展

品還有張大千的遊黃山詩作、張目寒收藏張

大千的作品，以及張大千的橫貫公路風景畫。

此時臺灣橫貫公路主題畫作，或許不如畫家

憶寫大陸山河來得受到觀眾的矚目，不過同

年政府準備參加次年在大阪舉行的萬國博覽

會，參展委員會決定選送張大千的作品在萬

博的美術館展出，張大千則決定展出橫貫公

路六幅與瑞士風光的作品。
16

　　張大千決定以橫貫公路畫作參展萬國博

覽會，或許與張穀年的先例有關。張穀年曾

攜橫貫公路聯屏畫至香港展出，橫貫公路八

聯屏也由歷史博物館送至紐約博覽會展出。

曾有觀眾因看到他的橫貫公路畫作而前來臺

灣遊覽。1967年他在加拿大萬國博覽會展出

的橫貫公路八聯屏，不料卻毀於火災。由於

新聞局為了文化交流而事先拍攝張穀年作畫

與實景對照的影片，因此張穀年的橫貫公路

作品影像幸好藉此方式保留。橫貫公路山水

畫儼然具有觀光宣傳與文化外交上的作用。

1970年 5月張穀年在歷史博物館舉辦橫貫公

路畫展，其中展出〈梨山春曉〉、〈夏山雨

後〉、〈谷關秋色〉、〈合歡瑞雪〉。此橫

貫公路四季繪畫同時由家人出版畫集。1978

年旅居美國的張穀年把橫貫公路畫作致贈歷

史博物館典藏。
17
張穀年從為了紀念榮民築路

的艱辛勞苦而描繪橫貫公路，到變成他主要

的創作題材，進而在世界博覽會中展出，為

中華民國在文化外交上貢獻一己之力，而歷

史博物館從中扮演推手的角色。國立故宮博

物院典藏張穀年的〈橫貫公路寫生通景八屏〉

（1967，圖 7），可清楚看見一條公路蜿蜒在

崇山峻嶺中，松、柏、神木、高山峻嶺及煙

嵐，與山石、河谷交錯，筆墨點染活潑，淡

雅的赭石與青綠設色，整體和諧舒暢。

　　任教臺中師範學校的呂佛庭分別於 1962

年、1965年開始繪製〈長城萬里圖〉與〈長

江萬里圖〉。呂佛庭一絲不苟的創作態度，

不僅考證地景史料，而且參閱以前旅行各省

的寫生資料繪成。1966年這兩幅長卷在省立

博物館展出，新聞局特別將該圖拍成影片，

送往世界各地放映。1968年 10月兩長卷於歷

史博物館再度展出。1969年呂佛庭完成第三

幅〈橫貫公路〉長卷，他不再繪製記憶中的

大陸山河，而是描繪他五度遊覽的橫貫公路

勝景，表現其山水之美。年底這長卷同樣於

歷史博物館展出。
18
呂佛庭從憶寫大陸山河到

描繪實地踏查的橫貫公路景色，可見橫貫公

路風光已成為畫家心中臺灣山水的代表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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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佛庭〈橫貫公路〉使用生宣紙作畫，

筆墨酣暢、運筆跌宕起伏，濃淡變化豐富，

充滿動勢的生命力。他描繪的橫貫公路西起

大甲溪，東至太平洋，途經東勢、谷關、青

山、德基、佳陽、梨山、大禹嶺、慈恩、天祥、

九曲洞、靳荇橋、燕子口、長春橋、太魯閣

等地景色，都逐一濃縮於畫中。
19
相較於張

穀年〈橫貫公路〉，呂佛庭的描繪比較忠實

於實景，並加上亭臺樓閣等細節、遊覽的點

景人物，不過他仍偏重於寫意，甚至於造景。

例如他認為在慈恩碧綠一帶有座山很像峨眉

山，因此畫中此地加上一座寺廟，並希望將

來可在此興建寺廟。呂佛庭仍不免帶著大陸

山河記憶觀看臺灣的風景。

餘論

　　1972年初，席德進（1923-1981）、李奇

茂（1925-2019）等九位水彩及水墨畫家受到

行政院退輔會、省公路局、教育部文化局的邀

請招待，參加文藝界人士為期五天的東西橫

貫公路參觀訪問團，唯一的條件是回饋給文

化局一至兩幅畫作。他事後把這次的訪問過

程發表在美術期刊上。這是政府部門執行文

藝與建設結合的計畫，目的在使藝術家親身

體驗國家的建設，期待文藝人士對橫貫公路

上的壯麗風光與偉大的工程的所見所感，訴

諸於彩筆、鏡頭、文字，報導給廣大的社會。

他們被安排參觀青山水力發電廠、福壽山農

場、武陵農場等地。席德進對沿途風景有了新

的體會而愉快地速寫，也對梨山賓館的宮殿

式建築充斥在臺灣的每一個角落的現象，認

為是「觀光文化」與「鄉思病」所促成的產品。

遊太魯閣時，他選擇描繪奉祀犧牲的榮民的

長春祠。最後席德進寫出對開路人的高度肯

定，認為這是兄弟用血汗築造艱辛的橫貫公

路，是對生命的熱枕、對國家忠誠的奉獻，為

的是活得真實，活得真正像一個中國人。
20
這

顯然是政府部門尋求文藝人士的合作，藉由

藝術行銷方式，積極為橫貫公路宣傳。

　　1960年中橫公路通車後，政府部門對其

宣傳一直不遺餘力，中橫健行隊也是救國團

寒暑假青年自強活動最熱門的項目之一。蘇

花公路與中橫公路沿途的名勝奇景，不斷吸

引許多畫家遊覽寫生，作為創作的畫題。對

大陸來臺的山水畫家來說，橫貫公路山水畫

還具有與傳統山水畫對話、懷鄉與國家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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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7 1967　張穀年　橫貫公路寫生通景八屏　局部　紙本設色　縱176.7，橫96cm，共8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的意義。公路山水畫的繪製與展出的背後，

獲得官方的支持、媒體的宣傳以及博物館機

構的協助，其透過國內外的公開展覽與出版

物流傳，更賦予稱頌中華民國的偉大建設、

為臺灣觀光宣傳以及文化外交上的意涵。

作者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所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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