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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複合水彩結晶創作研究 

複合水彩結晶創作研究 

 

王毓誠 

國立屏東大學視覺藝術系研究所研究生 

摘要 

  本研究以水彩為創作主要媒材加上科學實驗的反應產生新的樣貌，生活中

充滿著科學反應，然而我們有好好善待這個環境嗎?我們使用這環境的資源轉

換成便利的生活，然後產生絢爛的文明結晶後破碎，這是我們要的嗎?我們是

否可以選擇一條尊重環境的道路，在這經濟與環境的天平之下我們要如何平衡

與選擇。 

  社會開始爆發性的成長，當人類文明開始覺得可以控制這資源，看不到這

個資源的盡頭，開始豐富自己的生活，生活開始不用因為下一餐在哪時，開始

有更多的時間思考如何去獲取更多資源、節省更多時間，這也是社會發展影響

科技發展再來影響人文思考，這些都是以環境為基礎，人與自然的互相影響是

好還是壞，不同時間與不同角度去思考，就會有不同的解答，不能馬上去下判

斷，這也是需要持續得去關注與反應。 

關鍵字：水彩、結晶、複合媒材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atercolors are used as the main mediums and scientific experiments 

to produce a new look. Life is full of scientific reactions. However, do we treat the 

environment well? We use this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to transform into a convenient 

life, making a bright civilization and then break.Is it what we want? We can choose a 

path of respecting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Society and the growth of human civilization began to boom. People 

began to feel that they can control the resource. They do not limit the end of resourceand 

beginto enrich their lives. People don’t have to concern their living and spen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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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hinking about how to gain more materials. This is how social development affect 

humane thinking on the basis of environment.We can’t judge whether it is good or bad 

of the impact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environment. We get different answers from 

different times and viewpoints. Thus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reaction 

continuously. 

Keyword: Watercolor, Crystallization, Mixed media 

 

壹、 緒論 

人與環境是密不可分的，台灣擁有豐富的生態資源，連綿的高山與茂盛的樹

林，但再放到經濟的天秤上時，很顯然生態都是被捨棄的那一邊，我們生活所需

就是要從自然中拿取，但是過度的開發與追求是我們真的要嗎?難道我們無法去

尋求平衡點嗎?很多時候我會開始反思，這個真得需要嗎?環境生態的破壞已有許

多藝術家透過藝術品的展示，希望可以喚起大眾對於環境得警惕，我們是否可以

對環境更友善，這也是我想要表達的，透過本研究去傳達環境與人文互動的關係。 

台灣水彩藝術家經過不同時期，產生了不同風格到了後面開始使用不同的

媒材去表現，水彩已經漸漸走出不同的道路，擷取前人留下得經驗，我們可以找

出其中的脈絡，如果研究之前前人留下的畫作時可以少走一些路，就有如當初哪

些複合媒材到了現在產生了哪些問題，那我們可以研究媒材的耐用性與使用性，

這部分就可以克服我們媒材上我們時間上的不足。 

複合媒材只二種或二種以上的材料組合而成，可以是棉布、金屬、玻璃、木

頭等材料，讓藝術創作可以更加豐富與呈現，複合媒材的發展可以追朔到達達主

義時期與畢卡索的立體派時期，經過許多藝術家的創作歷程，每個都有自己的故

事，有著對於台灣風景的熱愛，也有對於創作出全新的視野，又或是台灣鄉土的

情懷，這些創作當下的感動不就是我們要延續下去的動力，我們要走出新的道路，

將來我們都會成為歷史，只希望作品可以為將來的創作者能夠激發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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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經濟發展的受害者 ------- 二仁溪 

二仁溪可以說是臺灣河川汙染嚴重度前幾名，二仁溪來說除了一般中上游

的農業廢水與下游家庭汙水外，導致二仁溪重大最主要的汙染源就是燃燒廢五

金垃圾的汙染，除了燃燒廢五金外還有為了取得廢五金內的銅等貴重金屬使用

的酸洗溶液，也沒有妥善處理就傾倒二仁溪中，造成水中生物吸收重金屬與累

積並造成大量死亡，也造成 1986 年的「綠牡蠣事件」。 

廢水沿著溪流來到高雄縣茄萣鄉附近出海口處，使這裡養殖的牡蠣，大量

吸收重金屬之銅離子，經由累積作用之下，牡蠣裡面的肉質顏色慢慢轉變成綠

色，如果大量的食用會對身體產生影響，牡蠣肉裡的重金屬會讓肝、膽等器官

負擔加重，最後讓身體代謝產生異常導至病變。 

 

 

 

 

 

 

 

 

1986 年發生在二仁溪出海口的「綠牡蠣事件」 

圖片來源 :http://wiki.kmu.edu.tw/images/a/af/%E7%B6%A0%E7%89%A1%E8%A0%A3.jpg 

 

民國 95 年二仁溪流域鄉鎮事業家數統計資料如圖表所示，流域內工廠登

記家數共有 287 家，其中金屬表面處理業 71 家佔最多，電鍍業 51 家次之。 可

見在流域內還是有業者處理相關業務，一定要審慎處理各種汙染源，以防再發

生汙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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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5 年二仁溪流域事業家數統計 

縣市別 行業別 家數 佔縣市家數百分比% 佔全流域百分比% 

台南縣 

金屬表面處理 49 24.75 17.07 

電鍍業 38 19.19 13.24 

洗車業 11 5.56 3.83 

其他 100 50.51 34.84 

小計 198 100 68.99 

台南市 

電鍍業 7 100 2.44 

小計 7 100 2.44 

高雄縣 

金屬表面處理 15 24.19 5.23 

電鍍業 6 9.68 2.09 

食品製造業 6 9.68 2.09 

其他 35 56.45 12.20 

小計 62 100 21.60 

總計 287 - 

資料來源: 二仁溪河川情勢調查計劃 3-35 

至今民國 104 年二仁溪流域事業總計 246 家，以金屬表面處理業為主有 63

家 ，其次為電鍍業 46 家 ，經過了 9 年之後二仁溪旁的事業也減少了，對於還

在金屬表面處理業與電鍍業者的重點污染地區，如太子排水、網寮橋上游事業集

中區、一甲排水、仁德排水、車路墘排水等設置稽查儀器監控水質，只有持續的

監控才能讓二仁溪有恢復生機的緩衝時間。 

處理廢五金是資源再利用的其中一部分，但是要是沒有環境永續的觀念，

眼睛只看到電路板、廢金屬、電線裡面的金、銀、銅、鐵、鋁等貴金屬，把不屬

於二仁溪的酸洗液倒入其中，當時燒廢五金的龐大利益掩蓋背後的環境代價。 

起初業者只要有空地或閒置的土地，就堆積廢棄物然後開始燃燒，為了把

廢電線、廢電纜的塑膠外皮燃燒掉，這時產生大量的毒氣，燃燒後剩下的灰燼就

含有大量的戴奧辛，這種世紀之毒就留在當地土壤裡。剩下的廢主機板、電器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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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則要透過酸洗7的方式進行，經過酸洗之下，廢棄物裡面的金、銀、鋁等貴金屬

就會洗出來，對於這些酸洗溶液就排入到二仁溪裡，這些溶液就蠶食鯨吞的一步

步把二仁溪推向死亡的邊緣。 

 

 

 

 

 

 

 

 

業者為洗去除表面髒汙，將舊金屬以二仁溪水淘洗乾淨，導致二仁溪汙染 

經典雜誌 第 124 期(攝影/賴春標) 

參、 水彩技法 

進行創作之前，最重要的就是研究台灣的水彩歷程，水彩這種表現媒材由於

方便攜帶、顏料、畫紙價格便宜，在台灣經濟初期是一個很好入手的媒材，許多

創作就開始遍地開花，水彩的方便也開始讓寫生的風氣逐漸豐盛，藝術家可以更

佳去觀察戶外，去捕捉光影、水器、夕陽、森林、農家等題材，加深台灣人文與

土地的情懷。 

首先要先為水彩畫的定義，水彩(watercolor)一詞是一種創作材料的名稱，簡

單就將水加入可溶於水的繪畫顏料，藉由畫筆將之塗繪於畫紙上，這算是最簡單

的解釋了。 

更深入的解釋就是一種以水為溶解劑，以阿拉伯膠(gum arabic)做為粘結劑

(binder)的水融性顏料，它的成份為色粉加入阿拉伯膠或其他添加物(牛膽汁、碳

酸水、蜂蜜等)。水彩通常畫在白紙或淡色紙上，以呈現由亮至暗的透明畫面效

                                                      

7 酸洗是利用酸溶液去除鋼鐵表面上的氧化物和鏽蝕物。是清潔金屬表面的一種方法。二仁溪當時民

眾使用通常是氫氟酸這種清洗電路板等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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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8 

水彩的發展則較為緩慢而變化不大，依舊承接 70 年代時期的風格。直到當

代年輕藝術家才逐漸開始以結合其他藝術形式的方式，試圖走出水彩的新方向，

但在基本上仍保有著水彩的材質使用。主題上多半到對自我的省思與探索，從周

遭大環境的描寫出發回歸到作者本體的觀察。因此，在這些新世代的作品裡，我

們看不到藝術家刻意塑造出來強烈的、直接的符號和語彙，所看到的只是隱喻的、

潛在的、最私密的個人精神狀態9。 

台灣現代的水彩已經開始往自身的內心探討，也不在只是強調寫實而以，從

日常生活轉變到自身的感受，每個世代都會因為當時的社會氛圍而產生，水彩會

是一個創作的媒材但也不是不能找到新的定義，尤其再日後媒材的界定已經越來

越難分辨，因為複合媒材這條新的道路，可以開了一個窗戶，我們可以沿著這條

道路繼續往前走，而要繼續思考的就是藝術創作的內容，只願將來能有更有創新、

創意的台灣水彩。 

這算是大眾所認為的水彩印象，但這之後對此產生了爭論，面對現在媒材的

多元、可變化性的複合媒材時代，光用媒材也不太能就限制哪些是水彩畫又哪些

不是水彩畫，應該以廣大的想法去接納更多跨領域的知識，並且結合與運用，找

出新的水彩創作領域。但是水彩還有一個部份需要釐清，就是 18 世紀之前水彩

並未使用到濃烈的色彩，而是在素描上面塗色，而被認為是「上色的素描」，這

與現在的水彩相差甚遠。 

在林仁傑<水彩畫、水墨創作之融合與教學應用> 一文中指出台灣水彩界對

水彩畫的概念多與葛拉罕.雷諾爾德 在《水彩畫簡史》中提到水彩畫的特性相同:

「顏色可溶於水，以水彩筆為工具，將顏色塗繪於紙張表面，色料薄可透出紙張

的光潔與色彩的亮麗」文中談到雷諾爾德所提出的水彩畫是用 watercolour 

drawing(水彩素描)一，以及和 watercolour painting(水彩畫)的不同10。 

                                                      

8 楊恩生 (2014) <水彩材料學 初探>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頁 5 

9施淑萍 (2003) <台灣當代美術大系媒材篇：素描與水彩,藝術> 藝術家頁 76 

10 施淑萍(2003)台灣當代美術大系媒材篇：素描與水彩(17 頁)臺北: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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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文藝復興時期於培養畫家時，須經歷「素描」的學習基礎，透過素描

來捕捉型體的比例、位置、大小，故使用金屬筆、炭筆、粉筆、鉛筆、沾水筆、

毛筆等只要是紙張即能夠記錄資料的工具即可，所以在此情況下所繪成的「水彩

畫」就是「水彩素描」。事實上，二者幾乎被視為是同義字。所以到最後文藝復

興時期的水彩畫的繪畫觀念，和現在是截然不同。 

臺灣最先引入水彩就是石川欽一郎，石川教給臺灣學生的，是一種帶有外

光派思想的英國風水彩技法。1924 年成立「臺灣水彩畫會」，水彩是當時臺灣

社會較能接受的媒材，以其輕便、便宜，而適於推廣。帶著學生背著畫具來到

戶外，運用寫生的方式畫下自己所見的事物，開啟臺灣水彩的一頁。 

「寫生」是石川欽一郎帶入臺灣的創作概念，他的英國透明水彩表現風格

以及流暢運用水分的技法，開啟學生觀看世界的明亮之眼。石川的作品以風景

居多，他樂愛旅行並一邊寫生，把臺灣的紅瓦、綠樹、山巒、溪流等自然人文

景觀透過水彩記錄下來。 

 

石川欽一郎 臺灣次高山 1925 

34*50.3cm 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 

在王雄秀《臺灣水彩經典》中提到: 

「透過構圖的繁簡差異、空間動線的韻律層次變化、以及色調彩度與明度

的濃淡強弱，展現出石川所發現世界各地的悠雅風情。11」透過石川欽一郎的

生動色彩與構圖，把臺灣當時的美的風景透過水彩記錄下來，讓人可以透過繪

                                                      

11王雄秀主編(2009)。臺灣水彩經典-Watercolour classics in Taiwan(16 頁)。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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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來回想當時的景像，石川欽一郎不只在臺灣繪畫之外，也培養許多新生代的

水彩畫家如:倪蔣懷、藍蔭鼎、李澤籓等人，這些藝術家以大自然為師，開始透

過畫筆去詮釋臺灣的一景一物，石川欽一郎除了教導之外，也在 1927 年成立

「臺灣水彩畫會」，讓臺灣水彩有一個良好的發展基礎。 

肆、 複合水彩 

台灣水彩藝術家經過不同時期，產生了不同風格到了後面開始使用不同的

媒材去表現，水彩已經漸漸走出不同的道路，擷取前人留下得經驗，我們可以

找出其中的脈絡，如果研究之前前人留下的畫作時可以少走一些路，就有如當

初哪些複合媒材到了現在產生了哪些問題，那我們可以研究媒材的耐用性與使

用性，這部分就可以克服我們媒材上我們時間上的不足。 

複合媒材只二種或二種以上的材料組合而成，可以是棉布、金屬、玻璃、

木頭等材料，讓藝術創作可以更加豐富與呈現，複合媒材的發展可以追朔到達

達主義時期與畢卡索的立體派時期， 

經過許多藝術家的創作歷程，每個都有自己的故事，有著對於台灣風景的

熱愛，也有對於創作出全新的視野，又或是台灣鄉土的情懷，這些創作當下的

感動不就是我們要延續下去的動力，我們要走出新的道路，將來我們都會成為

歷史，只希望作品可以為將來的創作者能夠激發新的可能。 

(一) 劉其偉 

劉其偉對於水彩某材的運用，有多樣的轉變，尤其是對於色彩原理的主張: 

一、類似色的統一。 

二、色相、明度與彩度的組合注重融合感 

三、運用補色的配合產生變化與強烈對比 

四、以多色作為配色時注重平衡。 

劉其偉使用了許多媒材去創作，會用到壓克力顏料、粉彩、蠟筆、不透明

水彩等媒材去創作畫面的趣味性，以重疊法製造層次感加上縫合與渲染的方

式，局部又加上白色不透明顏料，運用棉布以及混合媒材展現多層次，最後則

以粉質材料，如鹽、咖啡渣等出厚實、乾燥的效果。 

劉其偉的藝術觀，主要是以西方的現代繪畫思潮為基，融入原始藝術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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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他認為現代藝術的責任，並不在乎如何模仿自然，而是在於如何充實自

然，因此為了使其作品可以與內在的精神配合，他把型態、色彩加以變化，使

其結構與顏色上能夠達成交響的和諧。因此，在所有的繪畫形式當中，其偉認

為，造型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難的，要透過思考與直覺，從直覺啟發，再經

過理智去修正，最後的目的便是運用想使力喚起感情的共鳴。他常引用克利的

看法:「繪畫不是畫你容眼所看見的，而是畫你心裏所想的12」。 

在黃美賢的《劉其偉的繪畫》中提到:「劉其偉強調實驗的好奇心與態度，

與其科學方面的專長及職業有關，他曾如此形容自己:搞工程的人，喜歡試驗，

什麼東西都喜歡加上去，例如做橋梁的設計，他可以做各式各樣的橋。」13，

這點也體現對於創作的觀念，發掘新的技法或媒材都能找到新的藝術方向，更

重要的是跨出不同的領域，劉其偉老師是一個有創新與遠見的藝術家。 

 

 

劉其偉 薄暮的呼聲||-婆憂鳥 

 1994 77.1*53.5cm 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 

黃銘祝 

從以前畫腳踏車到現在的複合水彩，脫離以前的畫風，找出全新的圖像轉

化，探索生活周遭的現象，去破壞、分割、整理、重組、到再表現，畫面不斷

                                                      

12王雄秀主編(2009)臺灣水彩經典-Watercolour classics in Taiwan(64 頁)  臺北市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13 黃美賢(1997)。劉其偉的繪畫(60 頁)。臺北:雄獅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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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去創新與再發現。 

 

黃銘祝 追憶 2007 拼貼、壓克力 60X60CM 

圖片來源: 

http://www.nhcue.edu.tw/~mchch/images/work/g1%2022%2003.jpg 

（上網日期:2016/11/23） 

黃銘祝透過把不同的媒材組合，產生新的表現形式，木材、報紙相互組

成，並且把時事融入其中，表達藝術家心中不只對於環境也對於時局、社會狀

況、人文等事情傳達各種想法與理念。 

伍、 被丟棄的智慧結晶 

科技是人們思考的結晶，結晶下的產物就像電子產品、生活用品等，但為

了生產這些用品所需要的資源與廢棄物又會是另一個問題，本論文中提到的結

晶是不單單只的是物理作用下的表現，筆者透過觀察這種物理現象並轉化成現

代人們對待環境的現象， 

結晶的另一個型態-水晶在許多宗教或精神治療都有提到，有人相信可以治

療身體疾病，水晶有許多種形式:等周體、四角形體、六角形體、菱形體、單斜

體、斜晶體等。 

這幾種形狀組成了多采多姿的水晶，但這些水晶的組成是由礦物的組成，

本論文的結晶是介由水溶液產生，組成的成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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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水溶液製出的水結晶 

圖片來源:王毓誠 

但是結晶這個過程需要長時間的等待，要經過不斷的壓力擠壓之下才能生

出結晶，然而筆者認為這個過程跟人類的發明相似，當一個電燈的發明就花掉

大量的時間與金錢，才能到最後我們書桌前那盞燈，發明的人不斷的試驗與嘗

試才能跨出一步，這跟結晶經過長時間才能長出那一小小塊，人類的發明就有

如結晶般，一點一點的長大與絢爛，但是這個【智慧的結晶】與商業活動後就

變的不在單純，反而製造大量的垃圾，這些被丟棄的結晶進一步產生環境汙

染，但這是我們想要的生活嗎? 

文明絢爛的生活不就是吸收自然的養分而成的，為了建蓋大樓把土地上面

植物移除，鋪上人類文明見證的鋼筋、水泥，有了房子就有了人為行動的產

生，因為需求與慾望，展開了商業行為的發達和金錢交流的輝煌，照就名為社

會的結晶，一切是這麼正常合理。 

人類社會很愛結晶，鑽石就是碳的結晶，因為稀有所以給予價值定位，大

家開始互相追求、爭奪、買賣，一切如此的的華而不實，就有如高硬度、低脆

度的結晶，看似堅硬，只要用力一擊就碎成好幾塊。但在這個產生華麗結晶的

環境代價就無法估計了。 

晶體形狀試驗： 

晶體會因為濃度的不同產生不同的變化，然而這些變化需要透過不斷的實

驗才能找出脈絡出來，以下是我測試出來比較高成功率製作出結晶的方法，透

過分析每個步驟照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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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步驟需要準備好 1kg 的磷酸一鉀與一個裝水的盆子，磷酸一鉀可以

去各大化工行購買。 

 

 

 

 

 

 

把磷酸一鉀打開並倒入盆子中，這個時候可以依照想要的結晶種類進行調

佩，本次實驗是直接 1kg 進行調配。 

 

 

 

 

 

 

 

倒入約 100 度 C 的熱水，這步驟可以依照想要的結晶種類進行調整水量，

本次實驗倒入的熱水約 30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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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筷子或者玻璃攪拌棒等把溶液攪拌均勻，攪拌到最後白色的顆粒會漸漸

溶解消失，如果還有一些沉澱的白色的顆粒不會影響結晶的形成，但是會影響

到結晶的形狀，這邊需要特別注意。 

 

 

 

 

 

 

 

攪拌均勻後等待冷卻，可以直接放到通風處讓溶液漸漸揮發，隨著水不斷

的蒸發，溶液內的濃度會逐漸變大，之後放置 1~2 天就會出現細小的結晶，如

果需要大體積的結晶就需要等待更長的時間。  

 

 

 

 

 

 

 

此照片是溶液放置 10 天後所出現的結晶，這個時候結晶體積是細長，而

且結構還不算穩定，結晶拿出來容易碎裂，還並不適用於複合媒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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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照片是 25 天後，溶液會漸漸揮發，結晶會越來越多，結晶的方向會

呈現不規則的方向，結晶體結構已經穩定，拿起時不會碎掉，已經適用於複合

媒材。 

陸、 複合水彩創作 

經過油畫然後水彩的創作後，我開始想另一種創作形式，就是用木板打

底，然後畫上水彩顏料，最後再把結晶等綜合起來。 

 

 

先從打好壓克力白底上潑灑水彩，讓水彩自由流動，並用吹風機加快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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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 

運用水彩在木板上不容易附著，可以在乾掉的水彩再次用筆繪畫，並運用噴槍

把畫面再次溶解重新組合。 

 

 

 

 

 

 

 

把水彩紙剪下需要的圖形，再加上水彩調繪。 

                                                                              

把各個部分排列組合，選擇最適當的放置並做下記號，之後把準備好的壓

克力板量好尺寸並剪裁下來，四周必須特別注意，用膠帶全部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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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膠帶把四周黏好後，還是必須再加強，使用固定帶套好，以防灌模時有

漏洞。使用兔皮膠噴在畫面，讓水彩黏在木板上。 

 

 

使用環氧樹酯兩劑混合，如果要加快乾燥速度可以用吹風機加熱。 

約 4 小時內都可以進行加工，本次使用的環氧樹酯是慢乾型，可以有充足

時間加工。在還有粘性時加入結晶與複合媒材來增加作品豐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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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模時先把綁帶拆掉，清除多餘的水晶膠 ，灌模一定多多少少漏出來，

需要清理。拆完模後可以發現作品有光滑的 表面，比之前灌模的作品更加透

明。透過這次的試驗，已經漸漸接近我想要的發展，用木板解決之前紙張會被

侵蝕的問題，也使用另一種的環氧樹脂。 

柒、 成果作品創作 

一、【結晶之華】 

創作理念 : 

  當我們累積了大量的知識，吸取環境中的資源轉化了文明的結晶，當這看

似美好的結晶碎裂時，一切都是虛假的，我們如果可以善用這份資源與環境互

相保持一個平衡時，不被過度的慾望蒙蔽了良心，找到一個善待自然的方法，

延續生命的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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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王毓誠個人創作-結晶之華系列《結晶風景》 

創作媒材:水彩、結晶體、環氧樹脂 

創作年代: 2016 作品尺寸: 117 cm X 91 cm 

 

作品名稱: 王毓誠個人創作-結晶之華系列《結晶風景》 

創作媒材:水彩、結晶體、環氧樹脂 

創作年代: 2016 作品尺寸: 145cm X 97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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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王毓誠個人創作-結晶之華系列《結晶風景》 

創作媒材:水彩、結晶體、環氧樹脂 

創作年代: 2016 

作品尺寸: 117 cm X 91 cm 

 

 

 

 

 

 

 

 

 

作品名稱: 黑冠麻鷺 

創作媒材:水彩、結晶體、環氧樹脂 

創作年代: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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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尺寸: 60 cm X 60 cm 

 

 

 

 

 

 

 

 

 

 

 

作品名稱: 王毓誠個人創作-結晶之華系列《夜鷺》 

創作媒材:水彩、結晶體、環氧樹脂 

創作年代: 2015 

作品尺寸: 60 cm X 6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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