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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的水墨課，老師會在每堂課教導我們一樣山水風景化的元素，如樹

木、山、石頭、竹子、瀑布等，並在課堂後半段讓每位同學自行練習與臨摹。此

期末作品為利用這學期所學到的各種技法、元素、風格、意境，將之結合自己的

理念以及創意，創作出一幅山水畫。 

 

在構思畫面的過程中，有別於過往的作業練習，以自創詩作為畫作依循的主

體創作方向，並將所學應用於作品上。而我的自題詩為「雨後縈霧山林隱，閒雲

野鶴悠悠然。」短短兩句，道出我對悠閒生活的嚮往，希望能如野鶴一般，悠然

自在、無拘無束。除此之外，可以看到詩及標題中的「閒雲野鶴」藏有我的名字



中的兩個字，這也代表了詩、畫、人的結合，缺一不可。 

再來，聚焦到構圖上。首先我以山谷與溪水為基底，向周圍擴展開來，遠處

的山則以暈染和潑墨的方式呈現，有種朦朧感，用若有似無的效果來模糊山谷邊

界，不去在意比例、方位、角度，脫離寫實的框架，以一種意境的方式構出整體

的畫面而不顯違和。 

 

作畫的過程中，必須由淡墨到深墨逐一往上疊加，其中在最開始的淡墨步驟

中，務必要事先留一處空白給畫眼的野鶴，而野鶴也必須由淺到深依次上墨，此

時也是本作品最需小心謹慎的地方，因為牠是整體視覺聚焦處，一旦將牠畫錯則

會使整幅圖毀於旦夕。 

 

其次，談到雲霧的部分，它的重要性僅次於野鶴，因為它能讓山水畫的意境

提升，增加畫面中的層次與深度，若鶴為靈魂，則雲霧便是靈氣，是此作品中不

可或缺的要素。將雲霧表現得活靈活現且自然，留「白」會是關鍵，必須在最一

開始用清水噴灑宣紙，再用大楷的淡墨將雲霧的雛型描繪出來，此時雲霧飄渺之

感就顯而易見了。 

 



在山體的部分，起初只繪出了紋路、陰影的細節，然而總體觀感卻略顯單調

乏味，經老師指點後，便在部分位置加上細小的樹木枝條與樹葉，讓原本看似乾

枯貧瘠的山地，頓時充滿了生機，新意盎然。 

 

再來看到畫面下方，一開始的構思為河川匯入大海，因此底部大部分為留

白。在作畫後期與老師討論後，因畫面的空洞單調，且整體視覺重量不平衡，因

此老師提議在下方增添更多礁石與樹木，以大片山谷造型取代原先的大海，讓畫

面更有豐富度。此外，在礁石附近將溪水與雲霧融合，塑造出水氣翻湧的動感，

使視覺更加活潑不呆版。 

 

 最初對水墨畫毫無涉略，儘管如此，因自己的好奇心與創作熱忱，讓我決定

去探索這塊未知領域。透過整學期的琢磨學習，讓我從原先毫無水墨基礎，漸漸

懂得水墨畫的真諦，這不單單只有技法的追求，更代表著文化、歷史、精神、藝

術的傳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