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宋淑真/攝影‧吳世民

由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主辦的「2022

繪畫徵選競賽」，收到來自全臺各地594件

參賽作品。評審團以參賽作品的創意、技巧

等項目評分，讚嘆作品比往年更加精采，參

賽者的創意更是寬廣無設限，經過反覆討論

後，共選出62件得獎作品。另外，為鼓勵

身心障礙學生參賽，提報2件作品入選為評

審團獎，以茲鼓勵。

原本預定在今年5月臺灣瓜果嘉年華活

動中舉辦的國小組寫生比賽，因疫情影響而

取消活動，基金會便立刻改變比賽方式，以

投件徵選方式進行，並將比賽延至7月底截

止收件，以農村印象或是對未來農村的想像

為題，讓更多全臺各地的國小小朋友仍有機

會參加。而國中、高中、大專組以13種指

定蔬果為主題，讓參賽者自由創作，發揮其

創意。

在臨近比賽截止日期前二週，參賽件數

尚未超過百件，但到了最後幾天，基金會辦

公室每天湧入幾十包郵件，整個辦公室充滿

了作品包裹，工作人員更是每天不間斷的細

心整理每件參賽作品。今年高中組突破200件

作品參賽，國小組更是不遑多讓，有169件

來自臺北、花蓮、臺東、臺南等地的小朋友

踴躍參加。參賽的作品水平明顯地比往年更

為純熟精湛，著實讓評審委員們傷透腦筋、

花盡心思，終於選拔出64件優秀的作品。

2022繪畫徵選競賽

評審團(左起)陳威廷、許翠華、陳淑真、楊錫卿、邱阿昌。

參賽作品已經多到佈滿
會場空間

↑評審團獎作品—郭予晴

→評審團獎作品—
程詠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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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比賽邀請專業畫家、教師及基金會

成員許翠華、陳淑真、邱阿昌、陳威廷、楊

錫卿等5位擔任評審委員。評審結果經由農

友種苗官網發布得獎名單，但因肺炎疫情的

影響，沒有舉辦公開頒獎典禮，所有得獎者

除了獎金、獎狀之外，其指導老師也會致贈

感謝狀以表達謝忱，未能得獎作品也將陸續

寄還各參賽者。

雖然有13種不同蔬果作為創作主題，但

其中以西瓜、南瓜、番茄為主題的作品還是

佔了大多數，而以茄子、甜瓜、胡瓜為主題

創作的作品最少，但與去年略有不同的是得

獎作品中，以番茄為主題的有9件，南瓜則

為8件，而花菜今年竟也有5件，不免猜測參

賽者可能是以顏色種類變化的多寡、個人對

蔬果的熟悉程度，或是特別有想法的蔬果來

選擇題目。

到了決選作品評審們可說是傷透了腦筋面對眾多參賽作品，評審仍仔細的端詳與審核。

不斷的透過討論，只為了選出最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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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組得獎名單

名次 姓名

冠軍 謝睿恩

亞軍 謝佩芸、吳思嫻

季軍 林定勳、謝妤婕、廖又霖

佳作 曾緯泊、楊佳穎、潘庭萱、蔡伊宸、董珈妤、

許均宥、葉蕙瑄、鄧幃婷、郭玳菱、蔡宇晴

國中組得獎名單

名次 姓名

特優 張宇彤、林昕儒、陳恩侑、蔡品婕、陳思彤

優等 張鈞硯、劉庭安、劉恩彤、廖沛恩、李沁容

佳作 林敬家、葉佳瑄、蔡馥竹、蘇于甯、黃御辰、

黃冠庭

高中組得獎名單

名次 姓名

特優 李韋辰、陳昕渝、林晏嶢、陳宥樺、江均樂

優等 蔡昀錚、曾欣俞、吳羽宸、莊雨璇、郭依凌

佳作 鄒歆潔、劉書帆、陳琳靜、謝佳文、鄭瑀婕、

施詠晟、王瑜謙

大專組得獎名單

名次 姓名

特優 劉子嫙、賴世昌、江翊凡、邱晨洋、蔡東融

優等 陳姿廷、黃薰瑩、廖敏如、賴宜柔

佳作 蘇詠婷、簡華萱、黃文妤、顏伯融

評審團獎

姓名

郭予晴、程詠澤

這次得獎作品許多突破設限充滿創意，

例如大專組特優邱晨洋「泳入一蕃紅」作

品，畫紙上只見一穿著泳裝的女子以跳姿躍

入那滿版的紅色顏料中，整張畫作有著強烈

的紅色視覺，線條雖簡單，但這般創意誰人

比擬。大專組特優賴世昌「茄子成熟了」，

參賽者細膩的油畫創作宛如照片一般栩栩如

生呈現，若不是在現場親眼所見，當真會以

為是一幅攝影作品呢！高中組特優陳宥樺

引用知名劇作家吳祖光的《南瓜詩》：「苦

樂本相通，生涯似夢中，秋光無限好，瓜是

老來紅」創作，表達人生本是如此，人更像

是南瓜一樣有著堅韌質樸的個性，意境尤為

美好。高中組佳作陳琳靜同學以茄子為題所

創作的「軟爛一夏」，將軟Q的貓咪化身為

茄子佳餚，讓人看了忍不住學起貓咪慵懶

姿態，不禁會心一笑。而國小組冠軍謝睿恩

「大豐收」版畫作品，最讓評審團驚艷，不

僅感受到指導老師的用心，更可以想像小朋

友在創作時會遭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呢？

這次的比賽除了普通班、美術班學生參

與外，還有啟聰學校的同學參加，更有仍在學

的年長長輩報名參加，其愛畫畫的心感動了

所有人，讓基金會充滿信心，因而擁有更堅

定的理念及意志，繼續朝正確的道路邁進。

每一件得獎作品都是一時之選、實至名

歸，但有許多畫風很棒且富有創意的作品讓

評審難以割捨，使更多的遺珠之作未能晉級

入選。感謝所有參賽者與指導老師、家長熱

情的參與，使活動順利圓滿成功。在這疫情

嚴峻全民艱難的時代，就如同基金會創辦人

陳文郁先生的理念，藝術是一件能撫慰人心

的事物，尤其以繪畫為最，無論是創作者或

是觀畫者都能從中獲得能量；而將畫畫作為

終生志業或是興趣培養，都是一件很美好的

事。無論得獎與否，請所有參賽者不要輕言

放棄手中那支畫筆，並珍惜您那源源不絕的

想像力，這些都是我們無法實現的想望，非

常期待能再次與美好的作品相遇！  

園藝之友第214期．2022/11～12月70



國小組－亞軍國小組－冠軍

國小組－季軍

國小組－佳作

國小組－佳作

得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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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組－特優

國中組－優等

國中組－佳作

得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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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組－特優

高中組－優等 高中組－佳作

得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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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組－特優

大專組－優等 大專組－佳作

得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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