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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石鐵臣作品：《台灣繪本》封面，1943

宮田彌太郎 ＆



為 台 灣 繪 本 配 照 片
阮 義 忠

故事館的這檔展覽能夠實現，真是要感謝老天保

佑、朋友幫忙。

近兩年來，我一直在整理影像檔案，把從未發表過

的照片一一放大，發現早年拍的廟宇、古厝、石

雕、木雕、斗拱、門牖、窗欞雖出自於無名匠人，

卻件件都是傑作，越看越好看。這時，我的腦海便

會出現一個名字——立石鐵臣。

1974年我服完兵役進《ECHO》雜誌工作，小辦公

室也是資料庫，藏書中的《民俗台灣》特別吸引

人。這本雜誌是 1941年創刊的，1945年停刊時總

共累積了 44冊，主要是紀錄台灣民間禁忌、習俗、

神明祭儀、年節歲時與生命禮俗，並廣泛採集民間

傳說、童謠歌謠及俚諺。原版為日本時代的東都書

籍株式會社發行，《ECHO》的那套是 1968年的古

亭書屋版。

雜誌的封面設計與內頁插圖都是木刻版畫，其中又

以立石鐵臣的作品居多，靈巧的刻刀不但有力地表

現了民間器具的質樸之美，也將庶民生活、農家風

情、歲時節令與廟宇活動刻畫得非常生動。當時的

我與同輩年輕人一窩蜂地擁抱歐美文化藝術，回頭

一看，才發現日本人早已將我們的鄉土文化表現得

那麼地道。

津津有味地整理照片，突然靈機一動，要是能呈現

一個照片與版畫對照的展覽，該會多麼有意思啊！

主意打定便去台北羅斯福路的南天書局找 1998年出

的《民俗台灣》復刻版。全集 8冊裝幀精美，但素

材太多反而難以取捨。

有天跟李乾朗聊天，聽他說有早年在牯嶺街買的立

石鐵臣畫冊，不由喜出望外，趕緊借來一睹為快，

方才認識了很少被人提起的《台灣繪本》。1943年

由台灣日日新報社出版，是日治時期的文藝工作者

西川滿為東亞旅行社所編的畫冊，每頁一個主題一

張圖，內容涵蓋台灣的歷史、民俗、景點、物產，

版畫作者除了立石鐵臣，還有宮田彌太郎。

看到畫冊的第一眼，其實是有點失望的。版畫張張

迷人，卻受限於當時的印刷技術，力道大減，更何

況開本只有 14×21公分，大圖只有明信片尺寸，小

圖像郵票。好在我幾十年來常跑印刷廠，知道優秀

的電腦製作可修正缺陷，將圖檔放大到展覽尺寸，

品質還會有如版畫家的親自打樣。然而，封面已破

損，再怎麼處理都無法挽救。多虧楊耀東醫師將珍

藏的完好封面借給我製版，讓問題迎刃而解。

用心對照相片與畫冊，特別吸引我的竟然多為宮田

彌太郎所作。立石鐵臣的作品直接有力，宮田彌太

郎則顯得含蓄內斂，蘊含詩意柔情。只不過，關於

宮田彌太郎的資料少得可憐，倒是 2003年由中央

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研究生林竹君所寫的〈唯美的距

離——宮田彌太郎凝視下的「華麗島」〉有十分豐富

的內容。在此容我引用其中一段：

「台灣在宮田的畫中，一直是個『華麗島』。在這裡

感受不到雜亂瘋狂，所有的只會是優雅與美好。他要

自己在現實中去感受美從靈魂騷動的姿態，然後再以

畫筆將之保留下來。但是他最唯美的作品，往往是描

述已經消逝或是即將消逝的事物。因為藉由距離所產

生的美感，已經成為其繪畫形式不可缺少的要件，這

也使得他以『發現美』的眼光注視著台灣。」

真高興能用自己的攝影作品來為立石鐵臣、宮田彌

太郎的版畫配圖，感覺好像回到半個世紀前發表大

量插畫時。當時的我為文章配圖，現在則是為《台

灣繪本》配照片。

年輕時的宮田彌太郎（左）與西川滿（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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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田彌太郎（Yataro Miyata 1906-1968）出生於日

本東京，1907年隨家人渡海遷來台灣，為從小在

台北成長的第二代日本人。1927年至東京入川端畫

學校，拜野田九浦為師學習東洋畫。同年開始參賽

「台灣美術展覽會」，於「台展」第一回、第五回、

第六回均入選。參賽發表作品的筆名眾多，包括彌

太朗、晴光、青畝、宮田華南、宮田晴光。1933年

進入台灣總督府文教局編修課，擔任教科書插圖繪

製工作，為栴檀社、創作版畫會成員。

1934 年，宮田彌太郎的摯友西川滿（Mitsuru 

Nishikawa）創辦全宣紙的雜誌《媽祖》雙月刊，在

主編第 5期「版畫號」時，硬要他開始嘗試版畫創

作。宮田彌太郎的木刻版畫生涯就此展開，他創作

了大量的版畫，與立石鐵臣（Tateishi Tetsuomi）、

西川滿合作設計的書籍裝幀，許多都是當時少見的

華麗裝本。在台灣的創作時期，應是宮田彌太郎此

生最快樂的一段歲月。

宮田彌太郎因氣喘而體弱，際遇也不順遂，1947年

被遣回日本之後，帶著一家八口輾轉流徙，求職不

易，生活極端困苦。但在他的作品裡絲毫不見病痛

與艱辛，只有甜美與寧靜，線條豐富、細膩生動，

散發著令觀者愉悅的風采。

1997年 4月，西川滿出版了《華麗島慕情》一書，

以資紀念宮田彌太郎在藝術上的成就。

立石鐵臣（Tateishi Tetsuomi，1905-1980）生於台

北，9歲時隨著父親調職回到日本。幼時體弱多病，

但繪畫興趣已萌發。1921年入川端畫學校學習，

師事岸田劉生、梅原龍三郎。早期創作多以油畫為

主，作品入選國畫會展、槐樹社展等展覽。

1933年立石鐵臣回到台灣進行寫生，此後往返、旅

居台灣 18年，在此期間結識妻子、組織家庭。嘗

謂：「台灣是我的出生地，在我的記憶中，台灣是天

堂，也是童話的國度⋯⋯強烈奔放的南國風物將再

度帶給我新的夢想，達到渾然忘我的境界，可以讓

我沉浸在創作的喜悅之中⋯⋯」

1939年立石鐵臣受台北帝國大學委託，來台從事昆

蟲與植物的標本細密畫。1945年日本戰敗，他以技

術人才的身份受到國民政府留用，任東都書籍編輯、

台北師範學校美術教師，後任省立編譯館技佐、台灣

大學南洋史學研究室講師。大力投入台灣民俗藝術，

為《媽祖》、《台灣文學集》、《文藝台灣》等刊物擔

任裝幀設計，並於《民俗台灣》雜誌開闢「台灣民俗

圖繪」專欄，進而負責編務。曾先後為《民俗台灣》

製作三十七幅封面、四十五幅版畫以及兩百多幅小插

畫，作品質精量豐，為該刊美術編輯上的靈魂人物。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他與家人在年底回日

本。回國後的立石鐵臣過得並不順遂，靠著繪製圖鑑

的插畫等維持生計。1962年出版《台灣畫冊》，以圖

文並茂的方式回憶旅居台灣的見聞與生活，但在日本

畫壇始終沒沒無聞，直到 1980年過世，享年 75歲。



宮田彌太郎：新公園，1943 阮義忠：新公園，1985 阮義忠：新公園，1985

立石鐵臣：博物館，1943



立石鐵臣：機關車，1943

阮義忠：阿里山火車頭，1987 宮田彌太郎：睡蓮，1943

立石鐵臣：睡蓮，1943



宮田彌太郎：大天后宮媽祖像（上左）／七娘媽（上右）／燈座（下左）／鹿（下右），1943 新北市石碇某廟籤筒，1974新北市新莊慈祐宮燭台，1974

台南安平伍德宮兵器，1974 台南安平伍德宮魁星爺，1974



立石鐵臣：南之女，1943 阮義忠：袁瑤瑤，1977



宮田彌太郎：洗滌，1943

阮義忠：南投埔里浣衣婦，1979

阮義忠：台北國父紀念館，1979宮田彌太郎：白鷺與烏秋，1943



宮田彌太郎：小吃攤，1943

阮義忠：台北松山小吃攤，1977

阮義忠：台北武昌街小吃店，1978



宮田彌太郎：竹椅，1943阮義忠：頭城火車站前榕樹下，1975



立石鐵臣：童話，1943阮義忠：南投魚池鄉頭社村，1979



宮田彌太郎：台南赤崁樓，1943

阮義忠：南投埔里甘蔗田，1979

立石鐵臣：甘蔗，1943

阮義忠：台南赤崁樓，1977



立石鐵臣：雲林斗六旅情，1943阮義忠：雲林斗六吳秀才古厝畫像，1982



宮田彌太郎：水牛，1943阮義忠：屏東高樹鄉，1979



阮義忠：蘭嶼，1980

阮義忠：嘉義布袋鹽田水車，1980

宮田彌太郎：船，1943

宮田彌太郎：龍骨車，1943



宮田彌太郎：廟，1943

阮義忠：台南西港燒王船，1976

阮義忠：美濃祈神的農婦，1979



阮義忠：台北板橋林家花園，1975宮田彌太郎：林本源庭園，1943

用照片說故事．讓故事傳真情

地點：宜蘭市中山路二段 430 巷 33 號／展期：2020 年 10 月 6 日至 12 月 27 日

第 12檔展覽
宮田彌太郎＆立石鐵臣《台灣繪本》

阮義忠《庶民相冊》

主 辦 單 位 ： 宜 蘭 市 公 所 ／ 宜 蘭 市 民 代 表 會

協 辦 單 位 ： 中 華 民 國 文 化 資 產 維 護 學 會

宜 蘭 市   市 長   江 聰 淵

宜 蘭 市 民 代 表 會   主 席   林 智 勇

台 灣 故 事 館   館 長   劉 美 華

中 華 民 國 文 化 資 產 維 護 學 會   理 事 長  李 乾 朗

敬 邀

故事館第 2空間於 2019年 1月正式啟用，一樓為傳統暗房，二樓
為攝影圖書室、教室與展示空間。攝影家阮璽將於第 2空間設立攝
影工作坊，自 2019年 1月 6日起開課，每期 4天，集中於星期日
上課。

報名請洽故事館／ Tel：03-9334670或

宜蘭市文化發展所／ Tel：03-9325164轉 812

或上官方網站攝影工作坊連結報名：

http://culturaltour.e-land.gov.tw/stories_of_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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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義忠作品：新北市鹽寮一家人，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