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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采 學 坊

一群活力四射的學員，為福智「精采人生

成長學坊」新北市三峽繪畫班新的一天拉開了序

幕。大夥兒就像多年老友，你一言我一語，熱情

問候彼此一週來的生活點滴。一般多是老師在臺

上講課，學員在底下靜靜聆聽，但這裡很不一樣，

王炎清老師只是簡短說明了繪圖的主題及注意事

項，學員們便熱絡討論起來，互相交換意見，上課

氛圍輕鬆又愉快來自彼此長期經營的默契。沒多

久，各自投入畫紙世界，專注於原子筆畫的創作。

這一刻，時光似乎凝結了，認真的背影最美。

一枝原子筆，學會果斷的態度

炎清老師選擇以「原子筆」做為繪畫媒材，

而不是可以擦擦改改的鉛筆，實在別有用心！他

希望學員培養「發現美的眼睛」，多觀察環境事

物，訓練思惟能力，揣摩實物與寫意之間的關連

性，學會果斷下筆，進而將畫作與心續結合，真

實表達出內心的感受。太極拳老師張月鳳學畫後

發現，自從練習觀察，看事物變得更仔細，也了

解到更多不同的面向。「而且，畫畫和打太極一

樣，都需要思考，才能把每一筆、每一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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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筆，多麼稀鬆平常的日常用品。因為它，有一群

人可以巧妙吐露心裡的故事，甚或小祕密。手裡的原

子筆，頓時成了躍然於畫紙上的精靈，優雅的旋轉、

漫舞，每條曲線、每個轉折，展現每個人內心世界不

同的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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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得更準確、更好。」她說。

曾是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的義工，炎清老師對田野、自

然有著濃厚的情感，也深知土地和環境息息相關。因此，班裡的

繪畫題材均取法於大自然，希望藉此讓更多人看見孕育萬物的土

地及自然環境之美。他特別期望，透由繪畫的過程，學員也能漸

漸領會人類應該好好關懷大地、生態及重視環保的慈心精神，讓

越來越多人注重並愛護自然環境。

這天課程的主題是「花」。教室外頭正飄著綿綿細雨，受到

天氣影響，戶外寫生行程（右圖）只能暫停一次了。於是，老師

鼓勵學員們多多聯想，記憶中的花，是什麼樣子呢？大家開始發

揮想像力，將心靈深處的花，以簡單的線條勾勒出來。話不太多

的陳春綢，憑著印象描繪出九份家中的綠樹、花葉和小鳥，畫面

豐富且趣味十足，讓人看了心情也跟著悠閒自在起來。

打破心框架，畫作更自由寫意

學員一邊動筆，老師一邊巡視，幫沒有頭緒的人指引方向。

老師的各別指導，就是為每個人量身訂作的專屬教學。仔細聆聽

精 采 學 坊

老師的解說，可以感覺到他擁有一雙「發現美的眼睛」，許多學

生都覺得，老師總是對他們的畫充滿肯定與鼓勵，任何樣貌都是

美的展現（上二圖）。律師圈的翁美兒感受特別深：「老師最常

說『都可以』！」如果滿分是十分，即使只有一分的好，老師也

會不吝誇讚，建立學員自信心，使每個人都有勇氣和動力繼續畫

下去，激發出更豐沛的創作力。

老師無限制的任學員們隨意表現，再藉由個人生活經驗，慢

慢啟發他們打破心裡的框架，讓畫作更貼近心靈深處，也更趨自

由、真實與寫意，達到心畫合一的境界。遠道而來的游秀月是藍

染老師，本身對藝術創作的感覺很敏銳，「老師作畫的旋律和自

由的線條，最令我著迷。他會不斷的創新，讓我從這裡獲得許多

創作靈感。」這可是來自老師對教學的精進，他常利用課餘跑去

充電，學習更多新概念和知識，帶著學員一同進步、成長。

在老師的耳濡目染下，大家漸漸懂得觀功念恩，發掘其他人

的優點，釋放正面能量，溫暖彼此的心，也拉近大夥兒的感情。

炎清老師卻謙虛的將繪畫班溫馨、自在的氛圍歸功於學員：「他

們以為自己是來學習的，其實我才是學到最多的人。」個性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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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厚老實的他，在學生身上學到了熱情，也練就關懷更多角度的

能力，因而能夠開展更多創意，再於課堂中和學員們交流，形成

善的循環。

心靈補給站，密密凝聚向心力

下課前半個小時，是所有人展示當天成果的歡樂時光（上

圖）。在全神貫注的創作之後，學員們紛紛把作品貼在教室的落

地窗上。雖然是未上色的原子筆畫，但整體看去錯落有致、可圈

可點。大家一一站上前，分享自己畫作背後的想法與故事，老師

則進一步分析畫裡出色之處。此時此地，彷彿成了氣場絕佳的心

靈補給站。每位學員的眼中都閃著光彩，充斥著成就感，散發著

真切的感動；教室內滿溢著濃濃的幸福氣息。

大夥兒心靈交融的同時，也得到了個別療癒，團體的凝聚

力又更加緊密了。難怪游秀月覺得自己能在這兒學習，是很有福

氣的！張月鳳也在繪畫班交到了很多朋友，她每週都很期待來上

課，生活有了寄託，心情也越來越開朗了。陳春綢因某次情緒澎

講 師 小 檔 案

王炎清老師是出身新北市三峽

的台灣陶瓷名家。以國畫和深厚的

素描底子為基礎，加上長年在陶瓷

公司設計地磚、磁磚的經驗，運用

於後來的陶瓷雕刻創作，專攻「刮

白」工夫，成績斐然。

王老師篤信佛法，將佛教繪

畫藝術與傳統的磁州窯工藝結合，

為台灣陶瓷藝術發展開啟了另一扇

門。其創作多以蓮花和佛教吉祥圖

案為題材，作品中黑白競豔、對比

分明的白地黑花紋飾，充分讓人感

受到莊嚴、幽靜和圓滿的氛圍。

參加過許多陶藝展競賽的他，

大作曾代表台灣送給已逝天主教教

宗──若望‧保祿二世；也多次將

個人作品供養佛門寺院；舉辦過不

少展覽，2010年陶刻畫個展「喜悅

大自然」，受到熱烈歡迎。

近年，王老師在故鄉的插角國

小、大埔國小擔任志工，協助學校

推展藝術教育、舉辦學童畫展，呈

現孩童充滿幻想、創意和童趣的豐

碩成果。

湃，不禁吐露了心事，同學們立刻不

約而同的給予安慰，讓她感動不已；

現在她話依然不多，但會主動帶來好

吃的點心，回饋大家。

年終成果展（上圖），學員們滿

懷期待，歡喜不已。這次的展出，讓

這群來自各行各業、年齡各異的習畫

者，重新獲得了自己的價值與定位。

展場裡，蘇碧月阿嬤守在畫前，等待

親友光臨的神情，充滿了活力。這時

候，每個人都是主角，每一位都是最

棒的。原本互不相識的一群人，在溫

情滿滿的繪畫班，願意跟他人分享自

己的心，也懂得傾聽別人的故事，

沒有比較與競爭，只有互相學習和關

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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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班班長陳慧玲，旅美新

住民，人生觀是「快樂就好！」教

室裡只要有她，就有咖啡和音樂。

一次，同學碧月阿嬤急診住院，

特意請家人致電請假，這讓她十

分震撼──她每週兩小時的放鬆時

光，竟是別人的養分補給站！

於是有強烈利他心的慧玲認真思考：如何把這堂課濃縮成快樂

的黃金膠囊並延續下去？除了上課播放輕音樂調柔大家作畫氣氛、

關顧每位同學狀況；下了課，她和同學輪流陪阿嬤回家、用餐；建

立生活網絡，一起團購、出遊、辦活動；學員比鄰而居的社區，設

立守望相助機制，大家都成為生活上的朋友。

隨著學員作品累積，慧玲有個好點子──辦畫展。在她積極

鼓吹下，老師決定讓大家一試身手。第一場畫展辦在教室附近，

來賓以親友為主；第二場擴大規模，移至三峽歷史文物館，吸引

了上千賓客觀賞。畫展的成功，大幅提升學員的自信心，同學互

相見證彼此重建生命價值的美妙時刻。

慧玲在繪畫班，受蘇阿嬤珍惜學習的心所激勵；她的熱情付

出開朗樂觀，也鼓舞著同學。但慧玲特別由衷感激繪畫班的同學

們，在母親生病、弟弟車禍重創之時，不分白天黑夜，紛至沓來

的關懷與協助。長期溫暖而窩心的舉動，對她來說是最棒的回饋

及最深的感動。

因為大夥兒的緊密串連，有的學員因懷孕離開班上，但產後

又回來；有的滿腹心事來到教室，在此安撫身心後歡喜回家。慧

玲發現，同學們捨不得離開這個可以感受到快樂的繪畫班，她自

己也不例外。

快樂連線

精 采 學 坊

蘇碧月阿嬤（下圖左），77歲，以往沒事就

待在家裡看電視。一週要洗腎三次的她說：「有

電視看，心裡還是老不開心。」女兒看在眼裡，

苦思該怎麼辦。一天，到里仁買菜，看到繪畫班

招生，便順手幫母親報了名。從此，蘇阿嬤愛上

畫畫，也給家人、同學帶來意想不到的歡喜。

阿嬤一上課就好開心：「我才讀到小學三

年級，真感恩老師嘸棄嫌我又老又笨。」從完

全不會畫，到現在全心投入。四年來，阿嬤的

作品已經參加了兩次畫展！展出期間，阿嬤會

早早端坐在會場，親切大方的向親友、來賓介

紹畫作，分享學習經驗。

對比當初剛到班上，自稱「沒拿過筆、搞

不清楚畫紙頭尾」，兩眼垂閉、無神的模樣，蘇阿嬤現在充滿了

自信與神采，真是不可同日而語。師生皆見證了阿嬤的改變，班

長陳慧玲說：「阿嬤用畫重建了生命的價值！」老師也很佩服阿

嬤：「她上課相當認真，回到家有空還繼續畫，作畫數量是全班

最多的！」阿嬤鍥而不捨的精神，鼓舞了大家。

遠離電視的小框框後，阿嬤有了廣闊的繪畫世界、老師和

同學。他們一起上課，也常相約出遊。同學上課時照顧她，逗她

開心；下課幫她背書包，帶她一道吃飯、喝咖啡、參加活動。只

要同學邀約，阿嬤很少放過——繪畫課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

分，一個星期最熱切期待的兩個小時。

張著明亮的雙眼、帶著甜甜的笑容，蘇阿嬤提著筆，一筆一

畫，紙上的每條線，慢慢形成了美麗的花世界。阿嬤說：「學畫

實在好開心！」

找回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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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接受美術科班

薰陶，柯佳慧原本對炎

清老師的「黑白畫」沒興

趣，但是，當發現老師教

學側重內心表達，跳脫往

昔著重於繪畫技巧與成果

表現，便想一探究竟，「經過不斷探索，我感受到抽象又深奧的

另一個層次的學習。」佳慧說。

經過一年摸索，佳慧覺得已掌握到要竅，且看到同學來來

去去，也動了離開的念頭。有天，她正要進教室上課，從門上小

窗看進去，只有老師獨自一人站在落地窗前。窗外的天色灰灰濛

濛，老師的背影顯得淒涼。「同學們都沒來，我要進教室嗎？」

佳慧猶豫著，「但該讓老師獨自忍受這樣的窘況嗎？」她想了

想，決定推開門走進教室。

那天，師生認真談著這個班該怎麼持續下去，老師以堅定

的神情說：「佳慧，只要畫畫班開著，只要還有一個學生，我就

會帶下去！而妳若能搭配參加廣論研討班，對心靈繪畫會更有幫

助。」佳慧接受老師建議去上課，聽到日常老法師說：「只要你

不放棄，我會陪你走完最後一程。」這句話深深觸動佳慧，因為

老法師這顆堅定的心，在他的弟子炎清老師身上發光發熱。

後來陸續有新同學參與，有人熱情四射、有人活出自己、有

人走出憂傷⋯⋯佳慧好奇什麼力量促使同學像是一家人，她一邊

觀察一邊效學，自從同學碧月阿嬤也上廣論班後，她就幫阿嬤背

重重的書包。她非常感謝阿嬤給她服務的機會：「陪伴阿嬤時，

想到此刻也正有人代替我陪伴不在身旁的父母，心裡感到欣慰。」

再度學畫，開啟她內心一道道的窗。

打開心窗

精 采 學 坊

賀年禮物

玉猴騰祥

猴年吉吉到來，王炎清老師特別繪製「玉猴騰祥」向所有福友拜年——孕育很多生命

的海洋，祝願「年年有餘」；滋長萬物的大地，獻上「好彩頭」；「牡丹」花語說不

盡的圓滿、富貴、吉祥、幸福、雍容華貴；「猴」來居上相贈「福」氣與平(瓶)安……

這些相互穿插、交疊的吉祥物，您找到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