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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從傅狷夫先生的藝事關注，捻出了「台灣畫家書法初論」的議題，論文中含

括諸多身兼畫家與書家身分的「書畫家」觀察，進而推演出畫家書成因、畫家書

特質與畫家書影響等具體面向，做為傅先生紀念活動中，其可能持續發酵、探索

的著力點，間接肯定了畫家書法的時代意義，也作為現代書法發展的重要推動

力；另一個作用在，透過畫家書法的認識，進而在探求書法藝術性的議題上，在

當代建立了清晰客觀的理論起點。 
 
本文僅作為一種初論形式，試圖提醒畫家書法的發展概況與積極意義，體會

書、畫融攝一氣的輝煌歷史，而延續這條途徑追索新時代的意義，成為現代書法

必然要關注的議題。本篇論文主軸以台灣為關照核心，希望彰顯 1949 年後近現

代書法發展史中，台灣書畫家的高度質量。面對現在的藝術環境，以文學素養為

主，藝術表現為輔的時代已悄然逝去；以藝術表現為主，文學素養為輔的書法時

代已正式到來，從畫家書法的積極辨識與研究，期待書法透過藝術性的提昇與視

覺美感的檢視，擴大它的無限可能，這正是本文的最終期待。 
 

關鍵詞：畫家書、傅狷夫、古雅、表現、折衷、藝術性、194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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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本篇論文緣於紀念傅狷夫先生學術研討會而寫，一定程度的在理念上受到傅

狷夫先生的藝事感召，從其藝術上的成就來看，也確實可抽譯出書畫之間的諸多

積極課題，進一步仔細探索，更逐漸使畫家書法的影響在當代建立了清晰客觀的

理論起點。為了使畫家書法的特質較全面的被理解，本文例舉了多位畫家做為實

例分析，而又為了彰顯當代書法議題與傳統不同的視點，則將重點範疇集中在

1949 年以後的近 60 年間，並且以台灣畫家為觀察的核心，也意圖詮釋此議題上

的台灣，在近現代書畫發展史上的重要意義，將是未來不斷探討書畫關係的重要

參照。 
 
因此從傅狷夫先生的藝事關注，含括了諸多身兼畫家與書家身分的「書畫

家」觀察，進而推演出畫家書成因、畫家書特質與畫家書影響等具體面向，做為

傅先生紀念活動中，其可能持續發酵、探索的著力點。 
 
 

二、形成畫家書風的因素 
（一）、書畫筆墨媒材與技巧的通會： 

書畫關係其實在中國美術發展史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其相輔相成的

作用，是唐代以降頗為關鍵的思想核心。 
 
張彥遠《歷代名畫記》中言： 
 
「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須含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于立意，而歸

乎用筆，故攻畫者多書。」 
 
此已顯示出書畫之間的微妙關係。傳統書法與繪畫皆使用毛筆，因此熟悉

毛筆之使用，以及進而熟練執筆、運筆的方法，基本上書畫的要求是類似的。 
江兆申先生認為： 
 
「由於書法的主要作用在於記言，所以與學習文字的同時，就開始接受

訓練，在年齡上遠較學畫為早，因此在用筆的技法上，畫常受書法的影

響。」1 
 

                                                 
1 江兆申，《靈樞類稿》，〈書與畫〉，世界書局，1997 年 7 月出版，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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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引書入畫的觀點，揭示了傳統文人作畫的必然學習過程。另外，

毛筆因筆軟而奇怪百出，於是駕馭毛筆使之產生蘊藏勁勢的線質的期許也是相似

的。當畫家轉而書寫文字時，也因毛筆使用之熟悉與熟練，十分快速地掌握了書

法用筆的關竅，因此書畫在主要工具相同之下，取得了最初步的感通。 
 
書法與水墨除了工具上同為軟性毛筆外，書寫的動作與過程其目的都在使

其產生不同的線條變化，一如湯貽汾在《畫荃析覽》中所說：「字與畫同出于筆，

故皆曰“寫＂。」2明確指出書畫的工具、媒材以及掌握的動作與技巧是相通的。

唐代張彥遠提出「書畫用筆同法」的觀念，認為中國畫與書法的用筆是有相同處

的；譬如，張芝草書之體勢和美感標準是：「一筆而成，氣脈通連，隔行不斷。」
3這和南朝陸探微一筆畫的技巧和要訣是一樣的，「連綿不斷，故知書畫用筆同

法。」4，同樣地再次強調出書畫的用筆的相通處，都是相當重視筆意連綿、氣

韻不斷的要求。 
 

（二）、精神與美感的相契： 
書畫之間從傳統書畫論中便可理解到，不論是書法表現或繪畫表現，在心

理層面上都要求創作者能夠平心靜氣、絕塵去慮，而後又能夠抒放懷抱、無所窒

礙的表達出自我的情性。 
 
蔡邕曾說：「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若迫於事，雖中山兔毫，

不能佳矣。」5，就是強調了書寫時的心理狀態必須灑落自在。 
 
清初畫家惲南田說：「作畫須有解衣磅礡旁若無人之意，然後化機在手，元

氣狼藉，不為先匠所拘，而遊於法度之外。」6，同樣的強調了作畫時的心理狀

態必須無拘無束，才能不為法度所拘而開創新局，可見得書畫創作在精神層面上

都有類似的經驗，彼此是相契的。 
 
書畫之間，除了創作時的心理態度互為通契之外，在欣賞書畫的審美心理

上，也是相互契合的，並且指向以「師法自然」為宗尚，表達追求天人合一的高

度境界。 
 

     蔡邕曾說：「書道之妙，肇乎自然。」，具有濃厚的道家「道法自然」的精

神，而張璪的名論，論及繪畫時強調「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同樣地也顯示

                                                 
2 季伏昆論，《中國書論輯要》，引自張彥遠『歷代名畫記』，江蘇美術出版社，2000 年 12 月出

版，P67。 
3 同註 2，P67。 
4 同註 2，P67。 
5 葛路，《中國古代繪畫理論發展史》，引自朱長文〈墨池篇〉， P10，江蘇出版社，1987 年 5 月。 
6 葛路，《中國古代繪畫理論發展史》，引自〈畫論叢刊．南田畫跋〉，P11，江蘇出版社，1987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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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自然為尚的理想境界。 
 

歐陽修的《盤車圖詩》也曾說道：「古書畫意不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

形得意知者寡，不若見詩如見畫。」，7歐陽修明確的表示出「畫意不畫形」的主

張，此論點又與張懷瓘在論及書法時，所提之「惟見神采，不見字形」的觀念相

通契，同樣地強調了抽象性美感的價值。 
 
就如同重神似的蘇軾所言：「論畫以形似，見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

之詩人。詩畫本一律，天工與清新。」。8提示了繪畫必須超越表象的寫真，提高

整體意境上的美感層次，而這與書寫文字為主、非具象表現的書法審美要求，在

高度上是互為關聯的；由此可知，書畫關係無論於外在、內在都有極綿密的關係。 
 
 

三、台灣畫家書法之概述 

 
本篇論文主軸以台灣為觀照核心，希望彰顯近現代書法發展史中，台灣書

畫家的高度質量，尤其在 1949 年以後，因為兩岸政治的現實因素，大量優秀的

書畫家渡海來台，集中在幅員不大的台灣島，漸漸地構成了台灣成為書畫研究上

的代表性意義。另外，中西思想交融又急遽開放的台灣社會環境，也促使書法在

台灣的發展呈現多元的趨勢，近年來書法符號更有涉入社會時尚的現象，使書法

美感不斷在各種媒介上蔓延，因此，本文希望提醒或強調的就是：不可忽略台灣

可能是書法突破傳統限制，以拓展未來的重要參考場域。分述如下： 
 

（一）、1949 年後的台灣畫家書法發展： 
 

1949 年對台灣而言是個轉捩點，在政治上或是軍事上雖然稱的上是一種難

以彌補的挫敗，但是將台灣視為基地堡壘並且努力在工商業上發展，漸漸帶動全

面的的經濟起飛，甚至讓台灣成為亞洲重要的經濟體。約 1970 年以後，漸趨穩

健的經濟與政治，間接地帶動了社會文化和藝術活動的積極與活躍，書畫藝術就

在一批渡海來台的藝術家的積極推動下，展現了它成為台灣藝術環境中主流的角

色，這個成因一方面是渡海來台的書畫家在中國大陸時期，就已經有成熟的書畫

表現技巧及一定的知名度，並且在台灣的高等學府或社會菁英活動中扮演了舉足

輕重的角色。 
 

                                                 
7 葛路，《中國古代繪畫理論發展史》，引自歐陽修〈盤車圖詩〉，P97，江蘇出版社，1987 年 5 月。 
8 葛路，《中國古代繪畫理論發展史》，引自蘇軾，P98，江蘇出版社，1987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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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光男教授在分析台灣水墨畫的時空背景時，特別強調台灣光復後的水墨

環境視覺無僅有的時機其中有三種因素： 
 
「一則是大批以傳統中原文化為主調的知識份自來台傳授水墨畫藝

術；再則是教育系統設置專門的藝術課程，另則是文人雅士的畫會組織

等等，都是此時期水墨畫發展的重要催發因素。」9 
 
1949 年國民政府撤退來台時將不少經典的文物書畫碑帖一併攜入台灣，為

當時的台灣注入新鮮的活水，除了實際文物做為研究外，渡海來台的書畫家，如

溥心畬、彭醇士、劉太希，本身即具有深厚的文學涵養以及紮實的書畫基礎功力，

對台灣書法藝術和書法教育的推動有著深厚的影響。由於他們的畫名與文化地位

甚高，間接的也將他們雅好書法的積極意義提示出來，使書法也成為藝術環境中

不可小覷的一環。使沉滯的書法時期有了漸趨活絡的契機。之後的書法發展甚至

比水墨發展來得穩健。 
 
陳其銓先生對於 1949 年之後的台灣書法發展概況曾述及： 
 
「台灣光復於今五十週年隨著政治經濟人文的變遷，書法的發展歷程，

約可分為『沉滯』、『復甦』、『重振』、『蓬勃』四個時代。」10 
 
吳超然先生論及 1949 年以後台灣的書法藝術時曾談到： 
 
「基於日據時代漢字書寫傳統的延續，國民黨政府在一九四九年撤退來台

之後，在書法藝術的推行上並沒有如同水墨畫在一九五O年代「正統國畫」之爭

的紛擾。從大陸各地遷徙來台的軍公教人員中有許多書藝精湛的人士如于右任

（1789~1964）、彭醇士（1869~1977）、陳定山（1897~1989）、臺靜農（1902~1990）、
王愷和（1902~1996）、王壯為（1909~1998）、曾紹杰（1915~1988）、奚南薰

（1915~1975）等人。這些大陸籍書法家，不僅為台灣帶來了更為多元的書法理

念，也透過私人教學、學院系統以及擔任各項書法競賽的評審，進一步的深耕台

灣書壇。」11，書法挾著其書畫相融的藝術特質與中國傳統文化象徵的優勢，確

實在 50 年代到 90 年代展現了人才豐沛的優勢。 
 
60 年代以後，受到西方文化的襲染與強大政治、經濟力的宰制，不可逃避

地，水墨發展也同時受到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的影響，在台灣吹起了水墨改革的新

繪畫運動。傳統書法的概念與新水墨的表現形成分離的現象，書法創作反而停滯

                                                 
9 黃光男，《台灣近現代水墨畫大系--傅狷夫》，頁 9，藝術家出版社，2004 年 6 月出版。 
10 引自陳其銓《光復台灣五十年書法展》序，頁 8，何創時基金會，1995 年出版。 
11 吳超然，《臺灣當代美術大系［媒材篇］水墨與書法》，頁 118，藝術家出版社，2003 年 12 月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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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風格的表現範疇之內，而一些能書善畫的藝術家則扮演了書法漸進開放其

藝術特質的關鍵角色。雖然書法晚於實驗性水墨運動二、三十年，但現代書法也

在 90 年代以後漸趨形成一種風潮，其中不難看出畫家身份的創作者在現代書法

進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本文所論及的書畫家具備在 1949 年以後對台灣書壇具有一定影響的代表人

物，包含了已故的與當代的創作者，其年齡下限在 50 歲，以 50 歲作為考察的條

件，是因為考量到一個藝術家的風格大約在 50 歲中壯年時期，已能達到成熟定

型的階段。從這些書畫家的生平與書畫表現上來看，他們共同具備了幾項條件，

是本文所關注的核心特徵： 
 

1、普遍被社會認定具備畫家身分： 
畫家身分所表現出來的書法型態，仔細分析以後或有別於純書家的書風表

現，成為本文關注的焦點。 
2、除繪畫作品之外，經常參與書法作品展出： 

雖具備畫家身分但同時兼及書法專長，方可將繪畫特質有效的轉為書法創作

時的實際應用，堪稱為兼善書畫的藝術家。 
3、畫名、書名均具相當知名度，畫家本身對書法極為重視： 

本文暫時不論及某些偶而做書的畫家或偶而作畫的書家，以便更為清晰的關

照出書畫互涉的積極性，呈現書畫關係的客觀性，畫家不管對書法的看待是

作為表現的形式或作為生活態度的蒙養，都必須具備高度關注書法美學的核

心。 
 

選樣出來的 44 位書畫家雖然基本具備了以上的特質，但是實際上就大量的

作品來看，受到時代的風氣影響或個人的情性特質，因此導致彼此的書風仍有程

度上相當的差別，本文試圖將其概括性的分類，使這個族群的書風特質與類型更

為清晰，而對書風發展的脈絡有更加客觀的認識。 
 

（二）、書畫家書法之特質與類型： 
關於台灣書畫家書法在創作上的表現特質，黃光男教授懇切的指出書畫家

的書法，除了書法的線條表現外，更兼具有下列幾項繪畫性的美感的特質「  1、
符合造型形式美，2、用筆運墨變化似繪畫之法，3、注重結構佈局，4、筆勢或

節奏更具自由活潑，5、線條講究變化，6、墨色因筆勢而具層次韻律，7、注重

畫面的整體表現，8、通常以行草字體出現，9、有抽象圖象佈局，10、較非數某

家某體的傳承。12」 
 
這段話可以說以一個畫家身分對書法的體會，評述極為周全。 

                                                 
12 黃光男，《畫境與化境》，p28~29，典藏出版社，2007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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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筆者則將書畫家書法的風格、類型，區分為古雅型、折衷型與表現

型三類並分述之。 
 

古雅型：古雅型的書家書法風格較為溫和雅潔，裱裝形式以傳統常見之形式為 
主，觀照其繪畫形式也大多屬於文人寫意風格，但不輕易輕率用筆， 
具有堅實的傳統筆墨掌握功夫。其中以馬壽華（1893~1977）、吳子深 
（1894~1972）、彭醇士（1896~1976）、溥心畬（1896~1963）、陳定山 
（1896~1989）、陳方（1897~1962）、劉太希（1899~1989）、黃君璧

（1899~1991）、鄭曼青（1902~1975）、葉公超（1904~1981）、劉延濤

（1908~1998）、呂佛庭（1910~2005）、陳子和（1914~1983）、吳平

（1920~）、高逸鴻（1908~1982）、江兆申（1925~1996）、李可梅

（1929~）、周澄（1941~）許郭璜（1950~）、等為代表。 
 

表現型：表現型書畫家其書法與繪畫風格相契程度最濃，而書法作為輔助繪畫之 
角色，促使畫作之質量提高。另外表現型的書畫家作品形式多變，受 
西方展覽形式影響較濃，所以裝裱方式較多變化，並嘗試書畫不分的 
風格型態，作品內容經常是繪畫性高於文字性。其中以張大千 
（1899~1983）、傅狷夫（1910~2007）、余承堯（1898~1993）、任博悟 
（1909~1999）張光賓（1915~）、姜一涵（1930~）、鄭善禧（1932~）、 
李奇茂（1932~）、歐豪年（1935~）蔡友（1947~）、陳正隆（1947~）、

羅青（1948）、李蕭錕（1949~）、徐永進（1951~）、楊子雲（1954~）、

陳宏勉（1954~）、李茂成（1954~）、林章湖（1955~）、陳明貴（1956~）、

程代勒（1957~）為代表。 
 

折衷型：折衷型書家將傳統形式與現代形式隨機表現，風格介於古典優雅與形式 
表現之間。書畫之質量平均發展，形式仍以軸裝為主，經常展現宜古 
宜今的作品風格，偏向創作型態的作品也不以標新立異為尚，保留一 
定程度的古典氛圍。主要代表者有傅申（1936~）、李義弘（1941~）、

何懷碩（1941~）、蘇峰男（1943~）、林進忠（1951~）、熊宜中（1953~）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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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畫家書風特質區分 
序號 畫家 出生年代 類型 備註 

1.  馬壽華 （1893~1977） 古雅型： 

書法較被獨立看

待，較不刻意與

繪畫互涉。 

字木軒，一字小靜，書善行楷，字

法王羲之、米芾、趙孟頫，結體嚴

謹中略有秀逸姿態。善畫墨竹，清

雋雅潔。 

2.  吳子深 （1894~1972）  名華源，號漁村，以字行。近現代

重要山水畫家，與吳湖帆、吳徵、

馮超然並稱「三吳一馮」。書法秀

潤，宗尚顏真卿、米芾。 

3.  彭醇士 （1896~1976）  號素庵、素翁，書畫兼善。 

水墨尤擅山水，意追戴熙，淳雅高

遠，用筆細膩，層次豐厚。 

書法宗尚羲之蘭亭、聖教，閒淡靜

穆，小字亦法度嚴謹。堪稱近代獨

步。 

4.  溥心畬 （1896~1963）  名儒，字心畬，近代知名畫家，山

水、人物、走獸無所不能，用筆靈

動，筆意清俊，與張大千並稱「南

張北溥」。 

書法植基柳公權、裴休，骨法清健，

結構整鍊。行草傳米芾筆意，靈動

跳宕，側媚多姿。 

5.  陳定山 （1896~1989）  名籧，字蝶野。畫擅山水，筆簡意

遠，十足文人氣息。書法初似黃道

周，晚年用筆閑散，不尚妍媚，以

奇崛取勝。 

6.  陳方 （1897~1962）  字芷町，號荒齋，善畫墨竹，稱勝

一時，大千評為「當代第一」 

書法亦清雅可喜，不特意誇大表現

風格。 

7.  劉太希 （1899~1989）  字錯公，號錯翁、千夢堂主人。畫

擅山水，以簡筆寫意為主。書法集

明、清諸家之長，融為自家風格。

尤擅小行書，擷抗前賢，大字較顯

枯瘦。 

8.  黃君璧 （1899~1991）  號君翁。曾受中西方繪畫訓練，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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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造境能引西潤中，山石瀑布具有

立體感，允稱個人風格。與張大千、

溥心畬並稱渡海三家。 

書法則典正穩實，不脫唐人、趙孟

頫的影響。 

9.  鄭曼青 （1902~1975）  名岳，字曼青，號蓮父。其畫擅用

中鋒焦墨，筆力遒勁，花卉意追青

藤、白陽又能自出新意。 

書法擅行楷，中鋒用筆，遒健深厚，

傲骨奇崛。 

10.  葉公超 （1904~1981）  善畫墨竹，條理清晰層次分明，略

乏逸氣。 

書尚二王、趙、董一路，流暢妥貼，

略乏風骨。 

11.  劉延濤 （1908~1998）  水墨善寫意山水，用筆疏放，燥潤

相間，層次鮮明，以拙樸簡率稱勝。

書學于右任，更顯挺健，與其畫風

相合，具自家面目。 

12.  呂佛庭 （1910~2005）  畫擅山水，運筆多用中鋒，山巒厚

實，偶爾亦使用破墨表現煙雨飄邈

風格。書法擅楷、隸，中鋒嚴謹，

詮釋金剛經摩崖書風。 

13.  陳子和 （1914~1983）  字後齋、號復齋。陳氏水墨擅畫山

水、花卉，傳統功夫精熟。書法擅

楷、行、草，用筆圓熟流暢，結字

雅潔，有元明人風格。 

14.  吳平 （1920~）  字堪白，畫擅寫意花卉，師承高逸

鴻、私淑任伯年、吳昌碩等大家，

因此構圖險絕，落墨大方。書法、

篆刻初從鄧散木，篆隸頗具金石氣

息，遒厚安雅，楷書有歐陽通筆意，

俊爽有神。 

15.  江兆申 （1925~1996）  畫擅山水師承溥心畬，清麗脫俗，

用筆變化靈巧，楷行隸篆兼通，尤

擅行楷，敧側多姿，奇趣橫生。 

16.  李可梅 （1929~）  擅畫墨梅，技巧嫻熟層次分明。書

法亦典雅可觀。 

17.  周澄 （1941~）  師承江兆申，山水多發古人幽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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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具明清諸家之長，寫生作品亦兼

具古法。書法穩實典正，具金石質

樸氣息。 

18.  許郭璜 （1950~）  字以玄，師事江兆申，擅山水畫，

層次豐富可觀。書法尤擅楷行，楷

法典正，行書流暢穩實。 

19.  高逸鴻 （1908~1982）  擅畫寫意花鳥，用筆厚實，畫風承

海上派諸家，具金石趣味。書法擅

行草，略似王鐸，用筆中鋒厚實，

結字略為蕭散。 

20.  傅申 （1936~） 折衷型： 

傳統形式與現代

形式隨機表現，

風格介於古典優

雅與形式表現之

間 

字君約，畫擅山水，筆墨雅潔，承

明清畫風。書法五體均擅，楷書典

正，行書雅潔，偶作篆隸大字，強

化文字造型之美，彰顯現代風格。

21.  歐豪年 （1935~）  嶺南派水墨畫家，善於描寫走獸、

花鳥、山水，用筆蒼勁，兼用渲染

營造空濛韻致。書法以行、草書為

主，用筆多轉折搖曳，與其水墨畫

之筆致相合。 

22.  李義弘 （1941~）  字在川，對水墨繪畫及材料學皆有

深入研究，其行楷書書轉折多方

筆，重視整體章法布局，隸書具有

張遷碑質樸風神。 

23.  何懷碩 （1941~）  水墨畫用墨較多敷彩較少，喜歡表

現蕭瑟荒寒的意境。 

書法則自幼學習碑帖，師承甚多，

尤愛臨古，極為推崇清代金石書

派。偶以現代水墨作書法，饒具新

意。 

24.  蘇峰男 （1943~）  水墨畫兼擅山水、花卉，敷彩清麗

以寫意為主，書法以行草見長，偶

爾將水墨技法幫襯其中，使書中有

畫，加強書法的詩意。 

25.  林進忠 （1951~）  水墨擅寫生，善於表現台灣風土民

情。書學方面因研究戰國、秦、漢

簡牘文字，引為創作，具古奧奇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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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偶誇大文字造形，利用濃淡

墨相間之技法，使作品具有現代氣

息。 

26.  熊宜中 （1953~）  水墨善山水畫。常見寫意破墨與寫

生造境風格。書法擅小行書，雅潔

可人。偶以篆隸作大字書，意欲表

達現代風格。 

27.  余承堯 （1898~1993） 表現型： 

與繪畫風格相契

程度最濃，而書

法作為輔助繪畫

之角色，促使畫

作之質量提高。

山水以寫生為尚。喜歡以大青綠敷

彩，隨性皴寫，不溺於古法，反而

表出現恢弘的氣勢。 

書法方面，專擅狂草，氣勢連綿，

經常不易識讀，間接表現畫家縱放

的態度。 

28.  張大千 （1899~1983）  名爰，號大千，民國時期重要畫家，

山水、人物、走獸、花鳥無所不善，

工筆寫意都具有高度的水準。晚年

潑墨山水具抽象美感，是融會貫通

的代表性畫家。書法曾師承曾熙、

李瑞清，具金石趣味，而後多方學

習痊鶴銘、泰山金剛經、黃山谷等

之筆意，風格豪邁、奇異剛健，展

現濃厚的個人風格。 

29.  任博悟 （1909~1999）  水墨以寫意山水為主，簡率奇逸，

引書入畫，用筆遒健，書法以行草

為尚，亦受水墨影響，瀟灑自若，

行筆酣暢，非傳統繩墨所能規範。

30.  傅狷夫 （1910~2007）  水墨以山水畫表現為主，畫法融合

中西繪畫原理，並特重寫生，用筆

蒼勁，描寫雲山、海濤特為一絕。

書法尤擅行草，經常具有狂草氣

格。縱筆疾書，大氣磅礡，不拘小

節，充分展現畫家喜歡寫意傳神的

性格。 

31.  張光賓 （1915~）  字序賢，號于寰，山水畫用筆繁複，

草木華滋，近來用筆漸趨素樸，皴

點澀拙，以黑白為主調，極盡表現

山水簡約風格，書法特重草書、隸

書，草法筆意澀拙與畫意相契。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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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常表現作品布局之虛實變化，甚

至酌以圖繪，彰顯具有繪畫特質的

書風。 

32.  姜一涵 （1930~）  受西方繪畫影響，水墨經常表現大

寫意的風格，兼含豐富艷麗的色

彩。書法常以篆隸字體表現直率風

格，重視營造整體布局，偶爾加入

水墨繪畫的暈染筆調。 

33.  鄭善禧 （1932~）  當代重要水墨畫家，畫題廣泛，經

常表現濃厚的金石趣味與民間美術

的稚拙趣味，並以寫生形態表現台

灣風土民情。用筆用彩大膽，經常

使用濃墨、重彩，甚至使用壓克力

顏料，十足個人風格。書法受繪畫

經驗影響，以拙趣為主，特重章法，

題識鈐印變化多端，偶以水墨技法

彰顯現代書藝之實驗性。 

34.  李奇茂 （1932~）  水墨擅人物、走獸，以寫生速寫表

現台灣風土民情，用筆、用墨大膽，

因此畫面中可清晰感受到如書法般

的簡率、瀟灑。書法以行草書體為

主，因受繪畫影響，經常表現解散

字形，如同水墨畫意的現代書風。

35.  蔡友 （1947~）  水墨以山水畫為主，用筆細膩，敷

色層次豐富，經常表現清新蕭瑟的

意境。書法表現兼雜篆、隸筆意與

畫意，偶爾設色濃麗，大膽表現現

代書藝中如繪畫般的效果。 

36.  陳正隆 （1947~）  別號小魚，繪畫善於表現清新小

品，用筆設色簡率，間接傳達生活

禪的趣味，亦具有現代時尚的美

感。書法擅寫隸書，以拙趣為尚，

點挑輕靈，鋪豪大方，十足個人風

格。 

37.  羅青 （1948）  本名羅青哲，以現代水墨技法將傳

統山水與現代建築結合為一，整體

風格呈現十分濃厚的實驗特質。書

法嘗試表現篆隸書之結體特色，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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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誇張線條的特質，呈現不同於傳

統的現代性書風。 

38.  李蕭錕 （1949~）  別名阿錕，善以禪意經營現代水

墨，融合傳統山水特質與西方繪畫

技法，媒材多元，風格多樣，亦偶

爾摻以設計觀念，使作品表現時尚

美感。書法亦表現多元，兼善大小

楷，常援引繪畫技法為書藝創作，

使書法具足現代實驗特質。 

39.  徐永進 （1951~）  水墨之題材多元常以生活所感入

畫，並且經常以禁忌話題為手段表

現社會批判的意圖。書法以行草書

為主，加以彩墨的幫襯，經常呈現

如抽象畫的特質。偶以現代文句甚

至是禁忌話語作為表現內容，另外

常輔以裝置的形態，擴大書藝表現

範疇，十足展現現代書法創作者勇

敢實驗的冒險精神。 

40.  李茂成 （1954~）  善以純水墨表現芒草風景，將書法

用筆的簡率引入畫中，使水墨畫具

有濃厚的書寫意象。書法以行草書

為主，落筆大膽，灑拓不覊，充分

表現書寫時之酣暢感。 

41.  楊子雲 （1954~）  繪畫作品不侷限在東方媒材，常以

壓克力彩表現抽象結構，然而虛實

布局深受書法影響。書法方面常表

現如日本墨象派的前衛性，不介意

文字內容的釋讀。 

42.  陳宏勉 （1954~）  繪畫作品以水墨山水為主，多利用

潑墨法使作品充滿氤氳孤寂的氛

圍。書法以行草發表較多，多用方

折筆使作品具奇崛古奧之趣，偶然

隨性揮灑，彰顯草書的抽象特質，

可謂自用我法。 

43.  林章湖 （1955~）  水墨作品兼及山水、人物、花鳥、

蟲魚等，並善用膠礬等技法使作品

產生細膩豐富的層次。書法擅行

草、篆隸，落筆澀拙，布局飽滿，

 223



紀念傅狷夫教授—現代書畫藝術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常將書畫印交錯應用於畫面中，表

現書畫相合一氣的現代性風格。 

44.  陳明貴 （1956~）  水墨以山水畫為主，用筆細密，表

現茂密蓊鬱的繁複意境。其書法以

行、草書表現為主，屬墨潮會員，

經常從事實驗性書風表現。 

45.  程代勒 （1957~）  繪畫形式較為多元，媒材兼善東

西，以表現書寫性或圖騰意象為主

要風格。書法擅行草書並經常輔以

繪畫技法或拼合、重疊形式，表現

書藝的新意象。 

 
 
（表二）年代與畫家書類型類型關係表 
序號 畫家 出生年代 類型 備註 

1 馬壽華 （1893~1977） 古雅型  
2 吳子深 （1894~1972） 古雅型  
3 彭醇士 （1896~1976） 古雅型  
4 溥心畬 （1896~1963） 古雅型  
5 陳定山 （1896~1989） 古雅型  
6 陳方 （1897~1962） 古雅型  
7 余承堯 （1898~1993） 表現型  
8 劉太希 （1899~1989） 古雅型  
9 張大千 （1899~1983） 表現型  
10 黃君璧 （1899~1991） 古雅型  
11 鄭曼青 （1902~1975） 古雅型  
12 葉公超 （1904~1981） 古雅型  
13 劉延濤 （1908~1998） 古雅型  
14 高逸鴻 （1908~1982） 古雅型  
15 任博悟 （1909~1999） 表現型  
16 傅狷夫 （1910~200） 表現型  
17 呂佛庭 （1910~2005） 古雅型  
18 陳子和 （1914~1983） 古雅型  
19 張光賓 （1915~） 表現型  
20 吳平 （1920~） 古雅型  
21 江兆申 （1925~1996） 古雅型  
22 李可梅 （1929~） 古雅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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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姜一涵 （1930~） 表現型  
24 鄭善禧 （1932~） 表現型  
25 李奇茂 （1932~） 表現型  
26 歐豪年 （1935~） 折衷型  
27 傅申 （1936~） 折衷型  
28 李義弘 （1941~） 折衷型  
29 何懷碩 （1941~） 折衷型  
30 周澄 （1941~） 古雅型  
31 蘇峰男 （1943~） 折衷型  
32 蔡友 （1947~） 表現型  
33 陳正隆 （1947~） 表現型  
34 羅青 （1948~） 表現型  
35 李蕭錕 （1949~） 表現型  
36 許郭璜 （1950~） 古雅型  
37 徐永進 （1951~） 表現型  
38 林進忠 （1951~） 折衷型  
39 熊宜中 （1953~） 折衷型  
40 李茂成 （1954~） 表現型  

41 楊子雲 （1954~） 表現型  

42 陳宏勉 （1954~） 表現型  

43 林章湖 （1955~） 表現型  

44 陳明貴 （1956~） 表現型  

45 程代勒 （1957~） 表現型  

 
從表二可以窺見古雅型書家，多數是主要出生於 1890 年代，可以說橫跨兩

個朝代，因此承傳更多傳統的標準。約出生在 1910 年代後之書畫家，成熟期約

在 1960 年代則開始朝向表現類型靠攏，這是受到時代風尚的影響，他們的成長

過程親歷了西方文化的衝擊，因此，從表二可以明顯的看出 1910~30 年代出生的

書畫家，表現類型有逐漸增多的趨勢。1930~50 年代出生主要活動在 1990 年代

以後的書家，則出現了表現型態與折衷型態，相互平衡的態勢，也許部分書畫家

為了避免過度追求形式和個人風格的表現，而憂慮失去書法傳統的本質，因而出

現折衷類型。 
 
古雅、表現與折衷的分類多少具有筆者個人的主觀認知，以及所列創作者

本身的可能多重表現的性格，並非一者消失後另一類型出現取而代之的簡易，因

此，作品風格很難完全量化或分隔。本表之分析僅作為一種概括呈現。不過也一

定程度呈現了時代影響下的客觀現象，三者的差異是因應時代環境和書壇的趨勢

與需求而自然產生的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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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畫家書法之影響： 
        對於畫家書的考察可以獲得如下的結論來說明畫家書的影響： 
 

1、突破單一類科的疆界，能展現通會的美感特質，強化書法價值與認同： 
一般說來書法或繪畫門類單方面要達到熟練的技巧與高深的境界就屬

難能可貴了，何況兩者兼善，更是困難，因此書畫均擅長的藝術家必定具有

通會的觀念與形式表現的高度能力，才能臻於妙境。而畫家介入書法創作也

有效的提升書法被關注的程度，從歷代知名畫家的書法作品價格高於書家作

品價格的例子上可見一般。 
 

2、強化書法表現形式，以提升線質的抽象美感，作為當代藝術的重要參照： 
畫家對於作品形式的視覺掌握較佳，經常在表現書法作品時都能觀照

整體章法，凸顯如畫面般的藝術效果，而又因為繪畫用筆用墨的技巧方法

較為自由多元，可使其書法展現更多的質感趣味，加大了書法表現的可能。

使得對書法感到陌生的當代藝術界有了接觸與理解的管道。 
 

3、筆墨技巧的靈活應用與個人情性的交融展現，成為東方藝術的核心象徵： 
     畫家書法的多元風格是活絡書法視覺生命的重要角色，然而書法的生  

命本質斷不是偶爾的大膽創作所能體悟的，畫家的技巧嫻熟才情豐沛，更

容易突破傳統制式化的框限使書法創作更多些創作觀念的涉入，除了保留

書法內部以線條書寫構成的獨有特色，更重要的是挾著這個特質以鞏固書

法代表東方藝術文化的感染力，延續書法的核心角色，成為辨識東方的重

要象徵。 
4、過多率意表現之現代風格容易引領粗淺快速的風潮，傷及書法的本質： 

眾多具畫家身分的書家比單純的書家具有較喜歡彰顯形式的趨向，因

為視覺形式的強烈，也較容易引領年輕人仿效，因此，過多率意粗淺的實

驗性作品也可能因此讓學習者只注意到書藝的表象，而忽略了基奠書法豐

厚的人文特質。由此而知，畫家書法為這個時代注入了新鮮活水，使書法

更具備濃厚的藝術特質，但同時大量的劣作對書法方向的誤導也可能很

大。 
 
 

四、結論：書法的藝術趨向 

 
1949 年以後的台灣藝術界，因為加入了渡海來台的書畫家、碩彥等，大大

地提高了整個文藝表現的水平，大量的書畫作品，應該能使我們認定，194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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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的台灣書畫發展是中國近現代美術發展史上重要的代表性成就。可惜因為政

治、經濟和社會風尚的諸多複雜因素，兩岸之間都經常忽略了這個層面的重要意

義。熊宜敬先生曾論道： 
 
「國共分治後，渡海來台的諸多傑出書畫金石名手更有日漸淡出中國近

代美術史的憂慮；相對於大陸文革十年對固有藝術文化的摧毀，這些渡

海來台前被書畫家們，無疑扛負起了對中國書畫精髓的傳承遞嬗。」 
 
我們對於這個現象仍應抱持著堅定的信心與希望，如同熊宜敬先生所形容的

「藝壇幽光‧永恆不滅」來期待時間的驗證。 
 
畫家身份的創作者具備了對造形、線條、質感、色彩的敏銳覺察力，更善於

掌握整體形式的感染力。相較於謹守傳統的書家，其在從事書法創作時，更著力

於作品的視覺美感與空間結構的張力。加大了書法可能展現的藝術特質，尤其當

代年輕的現代書法創作者，更擅於挪用西方繪畫的技巧或形式來詮釋新的書法意

象，更是促使書法可能透過繪畫經驗，立足當代藝術場域、豐富當代藝術型態的

關鍵。我們不能忽略曾經作為中國文化核心的書法，在普遍失去毛筆作為時用書

寫工具的現代所面臨之困境。是中國書法發展使數千年以來曾未遇到的難題，書

法必須面對的難題並非重新推廣毛筆，再次成為普遍使用的書寫工具，反而必須

強化文字書寫的藝術特質，透過更深刻的美感經驗使書法在當代環境中再一次被

重新認識與肯定，而開闢出它可長可久的活路來。由此來說，具備畫家身份的書

法實踐，可能是這個方向的開路先鋒。所以我們不必過於焦慮，當畫家的實驗性

書法與傳統書法品評標準產生某些扞格，這是時代必然的趨勢，並且這種趨勢在

兩岸三地、日本、韓國等仍不斷的漫延，傳統的書法型態也必須選擇優質的條件

與當下的時代產生感人的共鳴，才是真正切合實際的。也許孫過庭於書譜中所謂

的「古不乖時，今不同弊，何必易雕宮於穴處，反玉輅於椎輪者乎。」的論點，

至今仍然適用於當代詮釋。 
 
本文僅作為一種初論形式重新提醒了畫家書法的發展概況與積極意義，書、

畫融攝一氣的表現與經驗在清代已經創造了輝煌的歷史，造就了金農、趙之謙、

吳昌碩、齊白石等大家，延續這條途徑追索新時代的意義，絕對是現代書法必然

要關注的議題。在藝術界容易畫名掩書名的習慣之下，畫家書法的影響與定位，

經常被傳統書壇所忽略，不能不說是一種遺憾。以文學素養為主，藝術表現為輔

的時代已悄然逝去；以藝術表現為主，文學素養為輔的書法時代已正式到來，從

畫家書法的積極辨識與研究，期待書法透過藝術性的提昇與視覺美感的檢視，擴

大它的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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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古雅型畫家書法： 
 
 

 
 
 
 
 
 
 
 
 
 
 
 
 
 
 
 
 
 
 
 
 
 
 
 
 
 
 

 

彭醇士   

 

吳子深 

 
馬壽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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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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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方  

 

溥心畬 



紀念傅狷夫教授—現代書畫藝術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黃君璧 

 

鄭曼青   

 
 
 
 
 
 
 
 
 
 
 
 
 
 
 
 
 
 
 
 
 
 
 
 
 
 
 

 
劉太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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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劉延濤    

葉公超 

 
呂佛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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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子和   
 

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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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兆申 
  

李可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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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逸鴻 
 

 
 

許郭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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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衷型畫家書法： 
 
 

歐豪年  

 
 
 
 
 
 
 
 
 
 
 
 
 傅申  

 
 

 
李義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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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懷碩 

 
 
 
 
 
 
 
 
 
 
 
 
 
 
 
 
 
 
 

 

蘇峰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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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宜中   
 

 
 
 
 
 
 
 
 
 
 
 
 
 
 
 
 
 
 
 
 
 
 
 
 
 
 

林進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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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型畫家書法： 

 
 

張大千 
 

 
 
 
 
 
 
 
 
 
 
 
 
 
 
 
 
 
 
 
 
 
 
 
 
 
 
 
 
 

余承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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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博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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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博悟 



紀念傅狷夫教授—現代書畫藝術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張光賓   

 
鄭善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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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奇茂   

 

陳正隆   
 

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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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蕭錕  

 
 
 
 
 
 
 
 
 
 
 
 
 
 
 

 
 
 
 
 
 
 
 
 
 
 
 
 
 
 

羅青 

 

 

 
徐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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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茂成  

 
 
 
 
 
 
 
 
 
 
 
 
 
 
 

 
 
 
 
 
 
 
 
 
 
 
 
 
 
 
 
 
 
 
 
 

林章湖 
 

 

楊子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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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宏勉  

程代勒   
 

 
 
 
 
 
 
 
 
 
 
 
 
 
 
 
 
 
 

陳明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