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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現代藝術中的西方影響： 
以 1950-1960 年代與美洲交流為中心的探討 

 陳曼華 

摘 要 

臺灣現代藝術的發展，緣起於日治時期跟隨殖民母國藝術的支流開始萌芽，

戰後則在強力東漸的西方藝術潮流影響中成長。在這樣的歷史背景下，臺灣藝術

界一方面希望能得到強勢文化如歐美的認可，另方面卻又憂心自身藝術風格過度

受外來影響而隱沒，自戰後至今，這樣的矛盾與衝突持續存在。面對以西方為中

心的藝術世界，臺灣藝術的發展始終伴隨著因西方強勢影響而導致的焦慮，同時

也在這樣的情境中確立其定位。本文以檔案、報紙、雜誌、口述訪談等史料為文

本進行論述分析，重新思考臺灣藝術發展中受西方影響的歷史因素，透過美國新

聞處及華美協進社、美國國務院邀請臺灣藝術家訪問美國計劃、及臺灣參加巴西

聖保羅雙年展、臺灣藝術家作品在海外展覽等幾個機制的運作為標的，從社會與

文化面向探討戰後臺灣現代藝術在發展過程中，以歐美藝術世界為中心的「西方」

是在何等歷史因素下被建構、臺灣藝術界如何與之互動並繼而生產出想像的西方

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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