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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27  記者 周揚珊 報導

「因因為需要感謝的人實在是太多，不如就一併謝天吧！」黃德榮滿懷感恩地說。

黃德榮現在在新竹市北畫社擔任美術老師，對他來說畫社就像他另外一個家，從大學時期開始在

畫社擔任助教，一直到現在為止，教了十幾年的畫，從未抹滅掉黃德榮對於教畫的熱忱。黃德榮

是名副其實的孩子王，即使身高一百七十七公分也常常淹沒在孩子群裡，黃德榮笑道：「我除了

教技巧，也教心，交朋友。」他與學生亦師亦友的關係，更能輔助他傳遞心中的想法。

黃德榮和學生玩在一起。（照片提供／黃德榮）

 

帶著畫筆去闖蕩帶著畫筆去闖蕩

畫畫對黃德榮來說，不僅是興趣也是吃飯的工具，然而如此熱愛美術的他，直到高中才真正踏入

藝術殿堂。黃德榮從小到大一直都喜歡做學藝股長，除了幫忙簡單的彩繪、工藝，沒有特別去學

畫畫，國中時個性低調，猶如人群中跌倒後被踩過去的隱形人。當時是最憂鬱的年紀，國三看到

國中基測成績，在竹北高中普通班跟台北復興美工間猶疑不決，最後受到許佩玫老師鼓舞與開導

而豁然開朗，亦然決然決定離開新竹，到台北追求畫圖夢。

在復興美工初期非常辛苦，沒有受過畫圖基礎訓練，因此術科在班上屬於後段班，當時家境沒有

多餘的錢可以讓他去外面補習，為了補齊落後的術科，黃德榮每天都是最後一個離開學校畫室，

那時他唯一的辦法就是臨摹同學的作品，有時候偷看旁邊的同學或是跟別人借。皇天不負苦心人

，漸漸地，術科已達班上中上程度，但學科卻也因此而一落千丈；再加上當時永和的空氣不好，

引發黃德榮的氣喘，所以高三只好回到新竹光復中學普通班完成學業。

回到新竹後他在紫部畫室學畫，因緣際會結識了日後一起打拚的同事。黃德榮認真地說：「人生

會到處東繞西繞，最後回到適合的地方。」光復中學畢業後，考上了彰化大葉大學造型藝術系繪

畫組，畢業後考了兩年教職皆落空。在他放棄考試失意之際，出現讓他去建華國中代課的機會，

這次的經驗猶如當頭棒喝，讓他了解人生不要執著於同一個地方太久。於是他重新調整目標，最

後考上了嘉義大學視覺藝術研究所。對黃德榮來說，研究所裡最具挑戰性的就是寫論文，但也因

此看了很多書，學會用更廣的視角看世界。

教畫　教出亦師益友的情誼教畫　教出亦師益友的情誼

在人生不同階段裡，「教學生畫圖」是黃德榮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在彰化讀書時，每個週末一定

會拼死拼活通車回新竹，到中畫社當助教打工，星期一一大早再回彰化。黃德榮開心地說：「回

來新竹教書很開心，喜歡跟學生相處的感覺，一方面可以打工，也可以累積經驗，雖然很累但是

很有成就感。」

在這些教畫經驗裡，他仍然對第一次踏入建華國中，當代課老師的情景記憶猶新，才剛踏出學校

就要踏入另一個學校，開始道貌岸然的教書，不能像在平常講一些黃色笑話，在學校時老師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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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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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
甜點與咖啡〉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
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有老師的樣子、維持老師的尊嚴。不過黃德榮得意地說：「我還是想要在學校當最不像老師的老

師，所以當學生們直呼我的名諱『德榮』、『德榮』，其他老師一開始會有點大驚小怪，到後來

已經見怪不怪了。」由此可見黃德榮努力跨越師生之間的代溝，除了教畫也走入他們的心靈。

黃德榮擁有豐富的教畫經驗，教過學生許多不同類型的課程，鉛筆素描、炭筆素描、水彩、版畫

、雕塑……等，學生年齡層也從小學生、國中生到高中生，不同年齡層他也會和學生們聊不同的

話題，藉此了解每個學生的個性，教小學生時他會談漫畫話題、國中生則是愛情、高中生喜歡彼

此吐槽。其中他最喜歡挑戰國中族群，國中小孩有一種特質，覺得自己很容易受傷，父母不了解

他們，認為只有自己的好朋友才瞭解自己，很愛批評東西，尤其是幾個人在一起會增強力量，同

樣的東西一講再講，所以有時候他會在旁邊偷聽學生之間的對話，防止他們有不好的想法，誤入

歧途 。

除此之外黃德榮也會使用遊戲的方式，管制愛講話不畫畫的學生，例如他發明快樂連坐法，把學

生們分組，每一組都要互相監視對方不可以說話，如果有一個人破功，就會遭受到全體的處罰。

黃德榮談到學生時露出非常開心的眼神，他記得跟每個學生相處的一點一滴，這些都是他生命中

寶貴的回憶。

 

黃德榮認真的評畫。（照片提供／黃德榮）

 

畫中有話　藝術的價值在共鳴畫中有話　藝術的價值在共鳴

黃德榮會定期辦展發表創作，也會參加各種比賽。他認為藝術永遠不會停止，每一次的創作都是

一種過程，而在這些過程中，都會出現新的想法、新的方法累積能量。黃德榮近期的畫風有些改

變，之前喜歡畫風景，現在喜歡畫人。人與人互動的情景是一個很有趣的題材，當人出現在畫面

中都會成為畫中的主角，觀賞者也會因為畫中人物的神情產生心情變化。黃德榮在畫畫時不斷地

尋找美的感動，他覺得畫畫就是去感動別人，當一個人在畫前駐足很久，表示畫和觀賞者產生共

鳴。

曾經有一次他在基隆魚港寫生，他很喜歡那幅風景畫，拿去裱框店裱框時，就直接被別人當場高

價買走！那是他第一幅賣出去的畫，畫中的風景氣氛如真的一般觸動了觀賞者。在進行創作時，

藝術家要對自己的生命產生感動，才能傳遞給觀賞者。法國畫家莫迪里亞尼歷過戰爭，所以他的

人都是藍色的背景、頸部拉長、沒有眼珠；夏卡爾的繽紛色彩，就是因為他對伴侶愛戀的投射。

黃德榮有一段時間畫過台灣的檳榔西施，他說這是台灣的俗艷文化，檳榔西施反應出肉體慾望跟

繽紛色彩。台灣畫家的想法雖然天馬行空，但通常是出於對於人文文化的關懷，不會像美國一樣

純粹只是隨性的創作，而且非常具有個人風格。台灣當代技法議題創新，作品風格都帶有台灣的

鄉土風味，例如夜市、廟、小丑。

黃德榮很珍惜現在的生活，他非常感謝一路走來身邊的同學及老師的幫助，他會把握當下，並且

期待未來的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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