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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派是什麼（上）在瀝⻘上畫畫︕ 

1960 年左右，前衛美術運動盛行時，在福岡成立了一個名為“九州派”的獨特團

體。提出反藝術品並拒絕公開發售以廢棄物當作素材，在瀝青上作畫，開啟了劇烈

的偶發藝術。在戰後過渡時期不安定的當地城市中，是什麼激勵了這些生活在此

的年輕畫家們？ 

 

貼在瀝青上，發出黑色光芒的廢棄物材料看起來像是眼淚。 
貼在臉上的釘子和金屬絲線看起來很痛。到處也有像是用刀割開的裂縫。  

 

這是櫻井孝身的畫作，名為“RINCHI”。2 月中旬在福岡市美術館因為新冠病毒休

館之前，在收藏展上看到了它。以這個作品為首，排列著七幅黑色畫作的這個角落，
明顯地散發出與周圍不同的能量。 
 



菊畑茂久馬的「葬送曲 no.2」，是在黑色瀝青上黏貼無數如紅色陶俑之陶器所製成

的。山內重太郎的「阿爾及利亞男」，運用藍綠色的銅板貼出人形，周圍的石膏則

像是沙漠。 
 
最被公認的是尾花成春「自畫像」。只有在木板上凸起的瀝青不均勻性才能表達眼

睛，鼻子和頭髮。黑得發光的臉看起來就像個煤礦工人。 
 

美術館研究員山口洋三表示「雖然每幅畫都不同但是因為是黑色的所以會馬上知

道。」瀝青是早期九州派的商標。其中一位成員回憶說，在 0 年代末的展廳中「它

很吸引人，我馬上就理解了。」 

 

大約 60 年前後，福岡市仍然有許多崎嶇不平的道路，並在那裡進行了鋪路工作。
田部說，瀝青的價格為「每塊 100日元，這很便宜。」油畫顏料對於貧窮的年輕畫

家而言是昂貴的。 
 
將瀝青放在烤爐上的鐵鍋中慢慢融化。當黑煙冒出時，將其盛在膠合板上，大尺寸
也可以立即填充。此外，「表面張力很有趣，它會偶然產生不規則的厚度。這就是

Unformel（不定形）」田部這樣說到。 
 
熱瀝青也可作為「出色的黏著劑」（田部）。金屬片，陶器，紙板，塑料，繩索，
管子，布...任何東西都能黏結。 田部就運用如同「繁殖」的方式，將竹掃帚手柄切
成薄片，再緊緊地黏在一起。 
Osamu Ochi 是最早使用瀝青的。在福岡一家印刷公司工作的 Ochi，在工作過程中

發現了它。在用裝有硝酸銀的瀝青桶洗滌塗有感光劑的玻璃板時，體會到其廢棄液

體之美。 
 
櫻井和 Ochi在 56 年時相識，以 2 人為核心的九州派開始形成時，每個人都開始在

瀝青上畫畫。根據前衛美術研究者黑田雷兒的說法，各式各樣的日用品和廢棄物品

被黏貼在此「以繪畫中呈現真實的生活」。 「Ochi 是以表現力強的材料為發想，
而櫻井則進而認為可以考慮使用該材料。」 

 

櫻井的長子兼畫家櫻井共和回憶起父親的話。 「九州派不是『畫派』而是『材料』，
不是『思想』 而是 『東西』。」一切都可以成為素材的想法，也適用於紐約的前

衛美術運動的新達達主義。 
 
製作現場的場景就像偶發藝術。 菊畑回憶道「 在熱瀝青的猛列臭味中，我穿著一



條褲子努力工作，就像是在慶典之中，觀眾受到鼓舞。」 經濟白皮書在 56 年寫

道「那是我們的公社，它不再是戰後。 」1950 年代後半期據說是日本進入快速成

長時代，但是，相距東京不遠的九州的一角，福岡卻有所不同。 
 
戰後消費者瘋狂增長 

 

隨著能源從煤炭轉化到石油，筑豊及大牟田煤礦也合理地受到衝擊。勞資糾紛加
劇，59 年三池争議的勞資糾紛達到了頂峰，據說這是總資本與總勞動力的爆發。
罷工和停工經常發生在鐵路，百貨商店和報社。九州的污染問題從這裡開始蔓延，
例如 1957年正式確認的水俁病。 
 
此時依舊充滿不安。60 年雖然和東京相同有所謂安保的政治鬥爭，但福岡仍處於

戰後轉折之中，因為它是根深蒂固的經濟結構的一部分。 
 
然而，因九州派而聚集的畫家，都是在這個鎮上工作的人。 
 
櫻井和俁野衛在西日本新聞社工作，石橋泰幸在西日本鐵道工作，田部和八柄雄高

在田屋百貨店工作。菊畑在岩田屋百貨的陶藝櫃位，在盤子上繪製漫畫。其他大多
數成員從事領月薪的工作，例如學校教師。「我沒有我父母的任何資助」（ 菊畑 

「反藝術論談」）。櫻井在編輯部拿著紅筆的同時，他還照顧著報社用來與分公司

進行溝通的傳信部門，因此帶有鴿舍的屋頂，就成了成員們的聚會場所。 
 
該地區沒有美術大學，幾乎沒有人接受過藝術專業教育。由於沒有美術館和畫廊，
因此成為畫家的唯一途徑是在公募團體下學習，所以入選公募展是唯一的方法。厭
倦了這種封閉的情況，嘗試採取新的措施大舉變更的就是九州派。 
 
發起的是「天才」Ochi。1955年從佐賀縣高中畢業後，成為印刷廠並在工作中閱讀

了海外雜誌《 Vogue》。看著那頁上的 Jackson Pollock的畫，心想「這個我也畫得

出來」。就這樣，畫出的兩幅畫入選了同年秋天的二科展（東京都美術館）。此外，
也在岡本太郎選出的前衛作品中出線，於第 9 展廳展出。 
 
看到這畫的櫻井感到震驚。我不知道Ochi住在福岡。隔年 56 年夏天，首次見面的

兩個人就開始組成了團體。西日本新聞的工會戰士櫻井，展現了他作為「組織者」

的能力並增加了同伴。 
 
56 年首次參加獨立展覽的菊畑也被邀請加入。他從畫架上取下畫布，將其捲起來，



然後乘坐西鐵火車到二日市櫻井家。向櫻井，Ochi，石橋等展示畫作。在 1986 年

出版的「反藝術論壇」上，菊畑寫道，每個人都在笑和批評，但是當他在三月見面

時，他的記憶就不同了。 「當我張貼上它的時候，我知道我並不傻，因為我聽到

了讚嘆聲。」 

 

「互相評價是好是壞，沒有等級關係，那時從來沒有這樣的地方。對於像我這樣的

年輕人來說，試圖讓自己跟像自己一樣的人產生連結是很自然的。」 他在 3 歲時

失去了父親，在 6歲時失去了母親，成為了孤兒，他寄住在他後來成為演員的同學

米倉齊加年的房子裡，一邊工作一邊繼續畫畫。那是菊畑的真實想法。 
 
1957年 8月九州派崛起。在 11 月的戶外展覽會上，成員穿上上面寫有“ Q”字樣

的麻袋，敲打著油罐，在鎮上游行。看著這時的照片，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受傷老兵

站在中洲的一座橋上，上面有一個捐款箱。那是這樣的一個時代。 
 
“一個有正式工作的社會人士，卻經常去做這樣愚蠢的事情，所以我真的訝然。有

時去當敲鑼打鼓的宣傳樂隊，有時在大街上相撲比賽，第二天依舊平靜地去工作，
這真的太瘋狂了。我敢肯定這不僅是因為“九州派” ，而是因為世界就是“九州

派” 。( 「反藝術論壇」 )  

古賀重樹 

 

關鍵字 Informel  

一種針對「不定形」的前衛藝術運動，發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它的特

點是強烈的質感和動態筆觸。 J. Fautrier ，J‧Dubuffet等是先驅，而 G. 

Mathieu ，JP·Riopelle為代表畫家。為了回應美國的動畫，他在 1950 年代席捲了

藝術界。主角評論家Michel Tapié於 57年來日本，向世界介紹了具體美術協會。 
 
翻譯 潘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