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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廣達游於藝—筆墨行旅

研習内容

展覽架構

各年級課程設計

相關資源分享



展覽架構
中國藝術精神-山水畫

01

02 解鎖古人的行李箱

03 觀賞山水品味人文

04 此生必訪台灣景點

尋樂出遊 出巡出差 朝聖逃離

挑選地點 整理行囊 時間交通

有名打卡實景 心靈夢幻美景

島嶼博覽旅遊史 繽紛百景看台灣

旅遊發展史



中國藝術精神-山水畫

描繪山川自然景色為主體

不重工緻而重寫意 

藝術表現上講究經營位置

和表達意境

作品體現「天人合一」、

「情景交融」之境界。

中國藝術精神-山水畫

什麼是山水畫？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9%B5%B2%E8%8F%AF%E7%A7%8B%E8%89%B2&oq=%E9%B5%B2%E8%8F%AF%E7%A7%8B%E8%89%B2&aqs=chrome..69i57j0i512l2j46i512j0i13i30l5j0i13i30i625.17851j0j15&sourceid=chrome&ie=UTF-8#fpstate=ive&vld=cid:9372d96d,vid:Nx2cdJO9yQM,st:0


自山下仰山巔高遠 仰視

自近山望遠山平遠 平視

自山前窺山後深遠 俯視

山水畫-最潮術語

中國藝術精神-山水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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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gXMQCxHEw


「   」出山石的輪廓勾

「   」法畫出山石明暗皴

用淡墨渲「   」染

用濃墨「   」出石上青苔或遠山的樹木點

山水畫的技法

中國藝術精神-山水畫

歐陽修：「古畫畫意不畫形。」

山水畫並非畫家具體地描寫某一處的山水風光，而是畫家心中的感受或是主觀地所創造的

一片境界。



畫出它的特點，只畫邊緣輪廓線，畫面要平正穩重，不歪不斜

畫面上的建築物不宜全露，要借助樹林、山坡、雲霧等部份遮掩，若隱若現

點景畫法

中國藝術精神-山水畫

吳偉業

幽谷猿聲圖

明代

夏圭

雪堂客話圖

宋代



皴法分為：雨點皴、卷雲皴、 

          披麻皴、斧劈皴。

李唐

萬壑松風圖

宋代

皴是用筆中鋒，以長短、疏密、

輕重、曲直﹑濃淡不同的線條，

表現不同山石的質地。

畫出來的石頭，看起

來非常堅硬結實，彷

彿用斧頭劈出來的模

樣 。

斧劈皴

皴法畫法

中國藝術精神-山水畫



皴法畫法

中國藝術精神-山水畫

郭熙

早春圖

宋代

畫出來的石頭，雲看

起來像翻卷般一樣， 

表現圓渾突兀的火成

岩質感 。

卷雲皴



留白的作用

分開遠景和近景， 

多數在畫面的中上方，

為了達到｢極人目之曠望｣。

以有限觀賞無限。

通過這片留白的空隙，

就可能達到一處仙境。

中國藝術精神-山水畫

能讓觀賞者自己

思考當中空白的部份。

留白



中國畫v.s西洋畫

中國藝術精神-山水畫

水墨為色，以黑白對比

中國山水畫 西方油畫

寫實寫意

形似神似

客觀描繪畫中有情

追求視覺上的滿足追求超越物理常態

色彩富麗，捕捉細緻



各色旅遊名畫揭密

展子虔         

遊春圖

43 X 80.5cm

絹本設色

隋代           p.04

北京故宮博物院 館藏

各色旅遊名畫揭密

尋樂出遊

在古代，旅行並非易事，需要有錢、物資、安全的保障，通常平民難以留下紀錄。現今我們看到可被記錄下來的古代旅行，

大多是有一定地位和財力的人才得以留存下來：比如古代的皇帝，有宮廷畫師替自己留下遊玩紀錄。或是統治階級巡視自己

領土的方式：他們訪查民情，知道自己人民在過什麼生活。還有特殊目的的公務出遊，比如朝貢或商旅，這種出差行程也有

機會被記錄下來，如鄭和下西洋便是奉他的上司皇帝之名出行的例子。宗教也是種旅行，著名的西遊記，就記載了玄奘取經

的佛教故事。

目前所知較為古老的重彩山水畫

卷之一，據說是隋代的畫家展子

虔所繪。這樣隔著江水畫出兩岸

風光，成為後來畫家們常用的手

法。

以往的山水畫都以人物為主題，

山水作為背景，而《遊春圖》全

景以山水為主，描繪春遊為主題

的貴族出遊。 

https://en.dpm.org.cn/dyx.html?path=%2Ftilegenerator%2Fdest%2Ffiles%2Fimage%2F8831%2F2008%2F1573%2Fimg0005.xml


明人畫出警圖（局部）

92.1 X 2601.3cm

絹本設色

明代           p.05  

國立故宮博物院 館藏

出巡出差

作或是特殊事件出遊的旅行常有明確的目的性，不同於遊玩畫作有著愜意的氣氛，我們可以從

        皇帝出巡的旅行圖看見王朝強盛的兵馬陣容與隨行的文武官員，彷若一座移動式的宮廷。工
「出警入蹕」是指帝王出入時必須警戒清道，禁止行人之意。《出警圖》與《入蹕圖》雖是二

幅長卷，但繪製的都是皇帝掃墓、巡視的過程，也是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手卷畫作中最長的兩

幅。出警圖畫的是皇帝騎馬，在宮廷侍衛、百官護送下走陸路出京，移動方向從右往左回宮。

各色旅遊名畫揭密



明人畫入蹕圖（局部）

92.1 X 3003.6cm

絹本設色

明代           p.05

國立故宮博物院 館藏

出巡出差

作或是特殊事件出遊的旅行常有明確的目的性，不同於遊玩畫作有著愜意的氣氛，我們可以從

        皇帝出巡的旅行圖看見王朝強盛的兵馬陣容與隨行的文武官員，彷若一座移動式的宮廷。工
入蹕圖畫的是皇帝乘船，在宮廷侍衛、百官護送下走水路出京，移動方向則是從左往右回宮

。這兩幅圖卷是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收藏手卷畫作中最長的兩幅，人物眾多，場面宏偉，更是

歷代繪畫作品中少見的超級鉅作，能繪製那麼長又華麗的作品絕非單人能辦到，正是皇家貴

族可用財力權力動用許多宮廷畫師合繪的證明。

古畫動漫 https://theme.npm.edu.tw/exh105/npm_anime/DepartureReturn/ch/index.html

各色旅遊名畫揭密

https://theme.npm.edu.tw/exh105/npm_anime/DepartureReturn/ch/index.html


唐人明皇幸蜀圖

55.9 X 81cm

絹本設色

(傳）唐代      p.08

國立故宮博物院 館藏

朝聖逃離

些旅行的出發點並不愉快。在古代的官場制度，不乏許多具才華的文人被降低位階流放到異地，他們在詩文畫中抒發

      自己的鬱悶，形成了中國有名的「貶官文化」。然而在不快樂的出遊中，這些作品也留下了穿越時代的藝術價值，讓

我們能同感人生旅途並非一帆風順，明白身不由己的被放逐或避難，也會是旅行的一種類型。

有

《明皇幸蜀圖》的山水畫雖表面繪製了唐明皇前往四川

旅行。實際卻是皇帝因為安史之亂，遭逢屬下叛變，逃

跑至四川的故事。我們可知畫家是為了想掩蓋皇帝的尷

尬，將狼狽逃難包裝成一次旅行。

傳統精緻藝術再創新─故宮博物院專案實作〈明皇幸蜀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hevCtLatBI

各色旅遊名畫揭密

https://www.facebook.com/npmgov/videos/%E6%98%8E%E7%9A%87%E5%B9%B8%E8%9C%80%E5%9C%96%E7%AD%86%E5%A2%A8%E8%A1%8C%E6%97%85%E6%95%85%E5%AE%AEfacebook%E5%A4%9C%E9%96%93%E5%BD%B1%E5%B1%95/1432534153497031/?locale=zh_T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hevCtLatBI


葛飾北齋

富嶽三十六景・

五百羅漢寺榮螺堂

25.1x37cm      

木刻版畫19世紀 p.10

東京國立博物館 館藏

挑選地點

解鎖古人的行李箱

《富嶽三十六景》為日

本江戶時代後期浮世繪

師葛飾北齋因應日本內

地旅遊業所繪製的一系

列版畫，刻畫了從日本

各地一覽富士山景象。

其中的《五百羅漢寺榮

螺堂》採用了西方繪畫

的透視法，將焦點全部

凝聚在遠處那座富士山

身上，甚至受歐洲畫家

關注，其中就包括印象

派大師莫內！

解鎖古人的行李箱
旅行準備上，首先是先挑選地點，接著要打包行李和挑選適

     合出行的時間。在沒有網路的古代，地圖、傳聞、文學作品

跟圖像，就是出行參考最好的工具。

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Mlg9BxiGM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Nq-Rw8LBPQ


整理行囊

解鎖古人的行李箱

同於以往中國人對世界認知的天圓地方，《坤輿全圖》為八長幅木刻拼接而成，繪製了中國地理學

      史上現存唯一的東、西半球圖。南懷仁以那年代西方科學方法繪製了五大洲與四大洋，並畫出歐洲

的船舶和數十種奇異的海陸生物，讓整張地圖更有吸引力。

南懷仁

坤輿全圖

171x52cm

木版印刷

清代           p.12

國立故宮博物院 館藏 

《坤輿全圖》是

康熙時期傳教士

南懷仁向皇帝介

紹世界地理所繪

製的地圖。

不

https://theme.npm.edu.tw/children/treasure/activity/3
https://theme.npm.edu.tw/exh107/npmTaitung/ch/selectionZoom/img2_1_1.html


雕象牙四層透花提食盒

30.4x21.6x49.4cm

象牙

清代           p.13

國立故宮博物院 館藏 

食也是必備物品之一，古代可在客棧、酒店解決、也可隨身

      攜帶乾糧。或使用高級的「遊具」，如同今天我們的便當盒

。文人還會攜帶棋琴等調劑身心，若更有財力勢力的，諸如皇帝還

會把自己珍藏的寶物帶出來旅行。跟我們今天會帶自己喜歡的物品

一起旅行道理相同。

整理行囊

解鎖古人的行李箱

這個提食盒的盒身分成四層抽屜，食盒雕工精細，

主體使用鏤空精雕的象牙片，並雕飾人物、鳥獸、

庭園景物、船隻，由其精緻程度，此件提食盒應是

作為觀賞陳設用的作品，而非實用之器物。

以象牙色為基底，淡藍及紅色點綴，提把上刻有中

國傳統的八仙人物，蓋鈕則是西洋帶蓋高足瓶，可

見清朝滿人外族統治下的文化融合。

吃

https://theme.npm.edu.tw/selection/Article.aspx?sNo=04001101


是一套十二幅描寫歲時，也就是一年自農曆正月到十二月間，民間

各

      種節令與習俗的風俗畫，畫家沒有落款，也沒有寫上年份，但根據

學者研究，可能是清朝乾隆初年，由不同宮廷畫家合作完成。畫面場景豐

富，物象描寫細膩，每幅都以西洋透視法繪製庭園景致，構築出有如真實

的畫境。這些庭園建築從畫面右下角或左下角，延伸至遠方，三兩成組的

人群，穿插其間，從事著各種歲時活動。

清院畫家

清 畫院 畫十二月月令圖．

九月

175x97cm

絹本設色 清代  p.17

國立故宮博物院 館藏 

時間交通

解鎖古人的行李箱

「月令」一詞，原本指的是依照十二個月頒布的政令，

從明清時代才開始普遍用在畫名，內容多半表現歲時活

動。這套十二月令圖除了在每個月的場景，描繪出相對

應的特定活動。例如一月景描繪了元宵燈會，但庭院中

又有孩童戴面具做戲；五月景的主要活動為龍舟競渡，

而左下方同時表現了準備藥品的習俗；九月則同時描寫

了賞菊、登高兩種活動。這種作法讓畫面中的時間產生

流動感，也增強了觀者視線在畫面空間中移動的效果。

這

https://theme.npm.edu.tw/exh105/npm_anime/TwelveMonths/ch/index.html


蘇軾前赤壁賦卷（局部）

本幅23.9x258cm

紙本水墨

宋代           p.19

國立故宮博物院 館藏 

觀賞山水品味人文

人的旅遊跟我們現在類似，一種是親自到訪，一種是雲端旅遊！ 在真實的景點上，古代人跟我們一

      樣喜歡打卡或留下「到此一遊」紀錄，回味再三。如果不能親訪的想像旅行，古人也可以透過觀看他人的繪畫

作品，幻想自己神遊其中，這種方式可以稱作「臥遊」。

解鎖古人的行李箱

古

《赤壁賦》是北宋文學家蘇軾創作的一篇賦，作於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作者貶謫黃州（今湖北黃岡）時。此賦記

敍了作者與朋友們月夜泛舟遊赤壁的所見所感，以作者的主觀感受為線索，通過主客問答的形式談論赤壁之戰，進而討

論至天地人生的過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5%A4%E5%A3%81%E4%B9%8B%E6%88%98


董邦達

西湖十景（局部）

本幅41.7x361.8cm

紙本設色

清代           p.19

國立故宮博物院 館藏

有名打卡實景

觀賞山水品味人文

古代交通不便，大多數文人推薦和好抵達的景點就會變成熱門景點，只要有文人描繪過的山水、歷史文化遺

產，都會變成朝聖場景喔！至於最受歡迎的，果然還是江南、西湖！

乾隆皇帝在南巡前從未親訪江南。他對江南的所有印象與知識，皆構築在相關圖籍或他人

的描述上。這件〈西湖十景〉卷，為南巡出發前夕，臣工提供給他各式江南旅遊資訊的例

子。此畫為董邦達（1699-1769）所繪製，雖名為「十景」，畫上卻標出五十四個景點，

將西湖可遊處擴增五倍以上，實為「招遊」之作。 乾隆皇帝在南巡前一年（1750）的題

跋，顯示此圖的確挑起遊興，讓他打算於明春南巡時親自感受久聞的西湖之美，印證實境

與畫境。

https://theme.npm.edu.tw/exh106/QianlongSouthernTours/ch/page-2.html


趙孟頫

鵲華秋色

28.4x93.2cm

紙本設色

元代           p.22

國立故宮博物院 館藏

心靈夢幻美景

觀賞山水品味人文

趙孟頫的友人周密故鄉在山東，但因亂世從未回過故鄉。為了撫平好友生命中的遺憾，趙孟頫憑著記憶畫出了

《鵲華秋色》讓友人可以觀看神遊。鵲華二字，分別代表濟南的兩座山，鵲山和華不注山。

畫分三段，首段華不注山，末段鵲山，兩山都在後方，中段大片水澤在前，三段相連成一片開闊平遠的視野。

其間點綴茅舍、漁人，營造出恬淡平靜的氣氛。

是以欣賞山水畫、觀看內容生動的遊記代替遊玩。最早魏晉時期的一些文人和玄學家因為無法親

自前往景點，但又想體悟到山水中所蘊含的哲學思想，便發展出通過欣賞山水畫來體悟山水的方

式。

臥遊



山水畫的分類

觀賞山水品味人文

馬遠的《對月圖》懸崖秋

夜，皓月當空，皓月當空

。一人坐磐石。持杯向月

。一童捧壺侍立，描寫李

白「月下獨酌」詩意。最

特殊之處是他創造了構圖

簡潔、以偏概全的方法，

即突出主景於畫面一角，

其於用渲染手法逐漸變化

為朦朧的遠樹水腳、霧雨

煙嵐，並通過指點眺望的

人物，把欣賞者的注意力

引向虛曠的空間，給人以

遐想的餘地，因此被稱為

「馬一角」。

使用石青、石綠等礦物

色鋪設於畫面中的早期

山水畫形式，其特色是

重彩又細膩富麗，有裝

飾性。

李思訓的青綠山水《江

帆樓閣圖》，設色以石

青、石綠為主，再傅以

金粉，他的畫風概括來

就是「青綠為質，金碧

為文」、「陽面塗金，

陰面加藍」。

       p.21 金碧山水

https://theme.npm.edu.tw/opendata/DigitImageSets.aspx?sNo=04010954
https://theme.npm.edu.tw/opendata/DigitImageSets.aspx?sNo=04024193


康熙臺灣輿圖

536x66cm 

絹本設色

清代           p.23

國立臺灣博物館 提供

國家重要古物

島嶼博覽旅遊史

此生必訪台灣景點

灣的歷史、族群、文化豐富，在不同的階段旅遊方式與規模並不相同。自英國、日本將旅遊   

      業成為普羅大眾都可以花費得起的模式。旅遊紀錄也從文人繪畫寫作、政府留下的地圖，轉

成藝術家出遊寫生、或者一般民眾買得起的紀念品、紀念章等等如今我們熟悉的模式。

《康熙臺灣輿圖》是目前最早的單幅彩繪臺灣全圖。有趣地是，這幅圖不像我們現今對

於臺灣地圖上下方向的概念，而是左右橫長的觀看方式。其原因當然與當時描繪者從清

帝國的方向來看臺灣有關。

這張地圖的內容，主要以寫實手法描繪了17、18世紀之際，臺灣西部由北到南的山川地

形、兵備部署、城鄉生活與諸多平埔聚落等景觀，可說是當年臺灣社會文化生活及清初

對臺灣地理知識的一個縮影。進一步仔細閱讀，我們還可發現本圖其實也描述出17世紀

荷蘭、明鄭至清初的臺灣發展軌跡和樣貌。

臺

https://kangxitaiwanmap.ntm.gov.tw
https://kangxitaiwanmap.ntm.gov.tw/yesterdayToday.html


吉田初三郎

始政四十周年紀念

臺北市鳥瞰圖

19x98.9cm

紙本設色

1935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此生必訪台灣景點

1935年為了彰顯日本政府統治臺灣的成果，在日本統治臺灣四十周年時，臺灣總督府規劃了

為期近兩個月的「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

博覽會是全臺灣動員的大事件！臺島各區設置了專屬的會場以展示臺灣、日本兩地的物產和

建設，除了陳列富有異國情調的特有商品，同時也力圖傳達近現代化的新穎觀念。各展館建

築、琳瑯滿目的農產品、工藝製品與造景模型皆對外展現當時國家的政經文化實力，是一項

非常具備規模向人介紹來臺灣旅遊特色的活動！

浮世繪（ukiyo-e）是由日文「浮世（ukiyo）」和「繪（e）」所組成，分別是「現實」和「

畫」的意思，即描繪現實世界的畫作。



鄉原古統

臺北名所繪畫十二景

21.7x18.7 (x12) cm

膠彩、紙

1920年代

臺北市立美術館 典藏

繽紛百景看台灣

此生必訪台灣景點

戰後因蕭條，直到1950-60年國民旅遊才開始慢慢恢復，起初的旅遊以寺廟進香團為主，直到工

業帶動經濟發展，臺灣人民開始有錢出去旅行。加上1970年代森林遊樂區、遊樂園等等的出現，以

及家家開始買得起機車、汽車，觀光業日漸興盛。而2001年週休二日的出現，民眾因為旅遊時間變多，也

開始追求更高品質的旅遊。

二

鄉原古統(1892-1965)與石川欽一郎等

同為日治時期美術發展重要導師。「

名所」為地方性名勝之慣稱，日本「

名所繪」為近代文化觀光活動之興盛

的產物。

《臺北名所繪畫繪十二景》選取臺北

今昔重要地景十二處描繪而成。旅人

可以迅速對大都會台北有概念，並且

得以以明信片留念。

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501873&IndexCode=Culture_Object


李石樵

碧潭風光

82x101.5cm

油彩、畫布

1980

順益臺灣美術館 典藏

島嶼博覽旅遊史

此生必訪台灣景點

李石樵為臺灣第一代西畫家，晚年創作《碧潭風光》，將畫中細節予以簡筆處理，關心的是空間和色塊「結

構的美感」。翠綠水面與數艘白色小船形成對比，極為引人注意。

風景裡的人物衣著輕便，孩童們似

乎在水邊踢打戲水，整幅畫面都表

現出閒逸的情緒。

將視線往上移，凌空而過的一道橋

面自對岸而來，將畫面上方巧妙地

區隔開來，更將我們的目光，導向

綠意豐盛的山體和晴朗的藍天白雲

。

這幅作品以類似中國山水畫「散點

透視」的構圖，從橋下的遊人、水

面到橋面，不同視角所見之事物全

放在同一個畫面。



廣達游於藝一延伸課程

低年級
一、我的行李箱

各年級課程設計

高年級

中年級

二、學校附近走走

三、旅行窗景

四、竹北漫遊有藝4

五、新竹縣玩透透

六、3D的回憶

校園周遭，小小探險

美好畫面，留在心底

探索竹北，主題有藝4

竹縣之美，發揚光大

美好畢旅，完整保留

整理行李，準備出發



此生必訪台灣景點一年級—我的行李箱

• 旅行的事前準備
• 分享旅行打包經驗
• 結合生活經驗
• 行李箱設計



此生必訪台灣景點二年級—學校附近走走

• 結合二年級生活單元
• 體驗墨筆創作
• 兩人小組合作



此生必訪台灣景點三年級—旅行的窗景

• 透過孩子的眼睛看台灣美景
• 交通工具的窗景留下旅行美好畫面
• 剪紙—小肌肉訓練
• 蠟筆漸層混色



此生必訪台灣景點四年級—竹北漫遊有藝『4』

• 主題課接軌廣達游於藝
• 認識竹北地區特色
• 熟悉在地文化
• 描繪竹北景觀與特色建築



此生必訪台灣景點五年級—博遊竹縣

• 竹縣特色海報設計

• 五年級廣達筆墨行旅課程中，以旅行
的概念為主軸。延續四年級主題課
「竹北漫遊有藝4」及社會課「家鄉
特產」的課程內容

• 旅行的範圍擴大至新竹縣各鄉鎮的歷
史建築、特產、自然景觀…去做竹縣
單一鄉鎮(如：北埔)或合併鄉鎮(如：
尖石+五峰)的海報設計。



島嶼博覽旅遊史

此生必訪台灣景點六年級—3D的回憶

• 珍藏畢旅回憶
• 前、中、後景構圖安排
• 墨分五色
• 淡彩設色
• 水墨人物畫



此生必訪台灣景點六年級—收藏旅行回憶的容器

• 旅行見聞設計組圖
• 游具設計
• 靜物畫安排
• 基礎水墨植物線條勾勒

https://theme.npm.edu.tw/selection/Article.aspx?sNo=04001101


筆墨行旅相關教學資源
相關資源分享

padcast

https://podcasts.apple.com/tw/podcast/%E5%AE%AE%E8%AA%AA%E5%AE%AE%E6%9C%89%E7%90%86-%E5%9C%8B%E7%AB%8B%E6%95%85%E5%AE%AE%E5%8D%9A%E7%89%A9%E9%99%A2-national-palace-museum/id1511931949
https://podcasts.apple.com/tw/podcast/s5e26-%E8%80%81%E5%B8%AB%E7%9C%8B%E9%81%8E%E4%BE%86-%E6%95%85%E5%AE%AE%E7%B7%9A%E4%B8%8A%E8%B3%87%E6%BA%90-%E5%AF%B6%E5%BA%AB%E4%BB%BB%E5%90%9B%E7%94%A8/id1511931949?i=1000628679345


筆墨行旅相關教學資源

故宮教學網站

相關資源分享

https://theme.npm.edu.tw/children/treasure


筆墨行旅相關教學資源
相關資源分享

故宮教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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