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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書畫藝術風格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5月 21 日（星期四） 

時  間 
場

次 
主題 / 演講者、發表者 主持人 特約討論人 

08：30 
～ 

08：50 
報  到 

08：50 
～ 

09：10 
開幕、主席與貴賓致詞 

校長  

黃光男 博士 
 

09：10 
～ 

10：10 
1 

發表人：黃光男 國立台灣藝術大學校長 

        楊企霞 台藝大造形藝術研究所碩士  

題  目：以傅狷夫〈海濤卷〉款識探討其畫水之

開拓與創作表現  

林柏亭 

故宮博物院前

副院長 

蔡茂松 

長榮大學教授

兼視覺藝術系

系主任 

10：10 
～ 

10：20 
休  息 

10：20 
～ 

11：20 
2 

發表人：潘襎   

佛光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專任助理 

教授暨亞洲藝術研究中心主任 

題  目：傅狷夫美育思想研究 

王耀庭 

故宮博物院前

書畫處處長 

蘇峰男  

長榮大學視覺

藝術系教授 

11：20 
～ 

12：20 
3 

發表人：何堯智  

台藝大書畫藝術學系助理教授 

題  目：筆墨抒造化、雲濤染畫石─試論傅 

狷夫教授的心靈意象與空間意識 

王耀庭 

故宮博物院前

書畫處處長 

曾肅良 

台灣師範大學

美術史研究所

教授 

12：20 
～ 

13：30 
午餐    休息 

13：30 
～ 

14：30 
4 

發表人：李思賢 

        靜宜大學資傳系助理教授 

題  目：驚世駭俗的寂寞先知— 論台灣書藝先鋒

「墨潮會」的藝術嗅覺與歷史意義 

熊宜中 

華梵大學美術

系教授兼書法

研究中心主任 

程代勒 

台灣師範大學

美術系教授 

14：30 
～ 

15：30 
5 

發表人：黃智陽   

華梵大學美術系副教授   

題  目：書法的臨摹意涵與現代性轉化 

熊宜中 

華梵大學美術

系教授兼書法

研究中心主任 

蔡明讚 

中華民國書法

教育學會前理

事長 

15：30 
～ 

15：50 
茶  敘 

15：50 
～ 

16：50 
6 

發表人：杜三鑫  

台藝大書畫藝術學系講師 

題  目：吳昌碩行草作品之節奏變遷 

薛平南 

台灣藝術大學

造形藝術研究

所教授 

黃一鳴 

中華漢光書道

學會理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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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2 日（星期五） 

時間 
場

次 
主題 / 演講者、發表者 主持人 特約討論人 

08：30 
～ 

08：50 
報  到 

09：00 
～ 

10：00 
7 

發表人：毛建波   

中國美術學院藝術人文學院教授 

題  目：承變回環─20 世紀浙派中國畫之風格演

變與社會情境研究 

黃永川 

歷史博物館館

長 

江明賢   

台灣師範大學

美術系教授 

10：00 
～ 

11：00 
8 

發表人：陳炳宏 

        東方技術學院助理教授兼美術工 

藝學系主任  

題  目：「本土人物圖象」與「傳統生命價值觀」

在現代水墨創作融合之研究 

黃永川 

歷史博物館館

長 

莊連東 

台灣師範大學

美術系教授 

11：00 
～ 

11：20 
休  息 

11：20 
～ 

12：20 
9 

發表人：陳英文 

屏東教育大學教授 

題  目：海上畫派與文化創意產業 

羅振賢 

台灣藝術大學

美術學院院長 

袁金塔 

台灣師範大學

美術系教授 

12：20 
～ 

13：30 
午餐    休息 

13：30 
～ 

14：30 
10 

發表人：張進勇  

台藝大書畫藝術學系講師 

題  目：張大千博採眾長化古為己之書篆創作  

傅申 

臺灣大學藝術

史研究所教授 

杜三鑫  

台藝大書畫藝

術學系講師 

14：30 
～ 

15：30 
11 

發表人：谷川雅夫 

        日本大學教授 

題  目：以相田光男‧小池邦夫為中心談現代日

本書法現象 

傅申 

臺灣大學藝術

史研究所教授 

張炳煌 

淡江大學文錙

藝術中心副主

任兼書法研究

室主任 

15：30 
～ 

15：50 
茶  敘 

15：50 
～ 

16：50 
12 

發表人：黃惇   

        南京藝術學院教授 

題  目：印外求印與當代篆刻 

周澄 

台藝大書畫藝

術學系教授 

林進忠 

台灣藝術大學

書畫藝術學系

教授 

16：50 
～ 

17：20 
閉幕式  羅振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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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光男校長 致詞 

 

我們首先歡迎從海外來的貴賓，日本大學的谷川雅夫先生、浙江中國美院的

毛建波教授、南京藝術學院黃惇教授以及國內幾位重要的書畫藝術研究學者，王

耀庭先生、前故宮博物院副院長林柏亭先生和長榮大學蔡茂松教授。本校在「傅

狷夫教授百歲誕辰紀念書畫展暨傳承展」之外，另外舉辦了以「現代書畫藝術風

格發展」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主要針對中國清朝晚期至今，在東亞地區中

國大陸、台灣、香港及日本、韓國等漢字文化圈的繪畫、書法、篆刻藝術發展等

相關議題，以及近現代以來書畫藝術的傳承教育、風格潮流與現象，作一全面性

的探討。 

 

台灣講人權、講民主、講自由，但是似乎少講了一項，那就是倫理！倫理就

是法治，即是要使他人了解我們的心聲，在此立意之下，舉辦這樣的研討則是更

具意義。倫理和今天所探討的書畫藝術風格的發展並非沒有關係，舉例來說，書

法若是失去倫理、失去勵志，失去文學、失去哲學，則這樣的書法就毫無意義。

因此書法是法治的，是倫理的，是文學、哲學，也是美學。以繪畫來說，譬如說：

我曾經畫一隻螃蟹，因為我要罵那隻螃蟹。有人問我，一個螃蟹站在那邊，你為

何罵它？我說：「螃蟹呀！你本是池中物，何能上山崗？都有明鏡照，當知汝無

腸。」我是罵螃蟹，但又不是在罵螃蟹！繪畫藝術在這方面是比較含蓄。可是若

以書法而言，書法的質量，就是文學，書法不是一筆下去，有沒有遲緩的問題，

書法的濃度，是從它的造型，從它的型態，它的風格內涵去探討，它是個大可深

究的學問。今天我們在這裡舉辦研討會，除了謝謝諸多貴賓蒞臨，還要感謝我們

書畫藝術學系認真地舉辦這樣的活動。在這祝福大家，今天在這裡能很愉快的參

加這場學術研討，這是很重要的，謝謝。 

 

國立台灣藝術大學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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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振賢院長 致詞 

 

  黃校長、林柏亭副院長、蔡茂松教授、毛建波教授、谷川雅夫教授、王耀庭

教授、書畫系林主任、以及所有貴賓，大家早安！ 

 

今天舉辦研討會是因為台藝大，擁有一位非常傑出的老師，他就是傅狷夫教

授。傅老師剛好今年是一百歲誕辰，他在九十八歲的時候於舊金山過世，台藝大

認為這位老師，在山水畫以及書法上面的成就，有必要向社會大眾來推薦，尤其

傅老師在山水畫方面，一個人成就了三樣傑出的表現，殊為難能可貴。 

 

  其一就是獨創的「裂罅皴」，中國畫史上自古以來只要有一項成就，就可以

永垂不朽，就像宋朝米芾，他只發明米家山、米點，山水畫史上就已留名。傅老

師獨創了跟台灣相關景物的裂罅皴，他研究橫貫公路和海邊的石紋，綜合了傳統

的皴法，以及觀察所得，創建了裂罅皴。第二是他直接用花青的顏色，表現了海

浪，從大陸來到台灣，途經台灣海峽感受到大海的洶湧波濤，因此來到台灣後，

經常到宜蘭的大里、龍洞甚至於野柳、石門，這幾個地方去寫生，終於經過十幾

年的努力，開創了有如水彩的渲染法，發明以「點漬法」表現浪濤，成就非凡。

第三是他經常到阿里山，觀察雲煙飄渺，歷代雖有畫家畫雲煙，但沒有像他那麼

深入。他來到台灣以後，克服交通的困難，深入山川，體悟煙雲變幻，而形成了

他獨特的染漬法表現飄逸雲煙。這三大成就，直接就可以告訴世人，標示著傅老

師對於台灣的山川景物深刻體會有了傑出表現，我們覺得，傅老師是台藝大的榮

耀，也是我們學生後輩學習的榜樣。 

 

  他不只具備良好的筆墨技法，還能深入了台灣生活體驗，橫貫公路在民國四

十四年才開始施工，但是傅老師在四十六年的時候，就已經有以橫貫公路為藍本

所創作的作品，到四十九年橫貫公路才完工，中間他已經去了好幾趟。而阿里山

也去了六趟，其成就來自於他堅毅不拔的精神。名評論家姚夢谷老師曾說，傅老

師因為有書法的傑出表現必有助他的繪畫，更因為有繪畫上的成就，也使他的書

法有別於書家的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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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紀念他百歲誕辰，非常榮幸的獲得國立國父紀念館鄭乃文館長的鼎力

支持，在中山國家畫廊舉辦了傅老師的書畫紀念展，也獲得了國立歷史博物館、

國立台灣美術館、台北市立美術館以及所有的收藏家的熱情協助，彙整了書畫各

五十件的作品印製精美書畫集以及附錄。因為場地有限，所以他的水墨畫展出了

三十七幅，書法的部份也展了四十六件，這些都是他極具代表性的作品。更令人

敬佩的是，傅老師的長公子在開幕的時候就曾經說，黃校長還希望我們留下一些

作品給子孫作為紀念。他說，他們兄弟姐妹都有一個共同的認知，認為爸爸的成

就是屬於國家的，這個資源應該奉獻給國家而不是私人，所以他們願意捐贈給公

益單位，如故宮博物院等，上個禮拜我已經陪傅老師的長公子和二公子拜會國立

故宮博物院周功鑫院長和書畫處何傳馨處長，他們願意將來整理完後，一部份書

畫捐贈到故宮博物院。黃校長也期待能捐幾件給台藝大做為教育的用途，他們也

都欣然接受。台藝大為紀念傅老師百歲誕辰，在一年前規劃了有幾項活動，第一

是書畫紀念展、第二是傳承展，傳承展是一項很艱鉅的工程，但是這也是傅老師

生前所期待的。因為台灣創價學會計畫舉辦傅老師的書畫展覽的時候，我曾經打

電話，請示老師要舉辦個展還是師生展，他覺得他九十幾歲了，再舉辦個展並沒

有太大的意義，如果有可能他希望辦師生展。但師生展確實很難辦，因為老師教

過的學生那麼多人，要選哪幾位？可是老師過世以後，在籌備會成立的時候，其

公子表示，爸爸有這樣的遺願，如果有可能希望我們就幫他辦，我們試著克服一

些困難。承蒙中正紀念堂曾坤地處長大力支持安排最好的場地在中正藝廊同時舉

辦傅狷夫老師的書畫藝術的傳承展，有師母的作品，因為師母也跟老師學過畫，

長公子勵生也學書法，參與展出，所以各位如果有機會可以到中正紀念堂去參

觀。第三是傅老師曾寫信給朋友和學生，我一直常常提到老師很特別的是，有信

必回，你只要有寫信老師就一定會回信，各位注意欣賞在國父紀念館的展覽，他

回給學生的一封信，用毛筆寫了兩千多字，這是非常難得的。展出作品裡，涵蓋

了有關懷學生、還有繪畫思想或對創作的看法、筆墨基礎等觀點，目前正在印製

傅老師的書信集，以及出版了傅老師行草字編。 

 

  另外傅老師在行草部份的成就也非常特殊，所以經過本校藝術與文化政策管

理研究所廖新田所長的編撰，還有杜忠誥老師的校對出版傅狷夫行草字編。傅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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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書畫集與書札，讓大家對傅老師的成就有所了解。接著是書畫藝術學系林主

任承辦的學術研討會，希望透過此一活動來紀念傅老師，另外也邀請了佛光大學

潘襎教授，寫了一本傅狷夫美育思想之研究，就是探討傅狷夫老師的教學觀念與

教學熱忱，最近也要開始印製。還有一本就是傅老師的繪畫成就，正在撰寫中，

原來要我負責撰寫，因為實在太忙，所以委託何堯智博士負責撰寫，將會延後出

版。所有的活動都為了表彰傅老師在這藝術上的成就，當然校長的關心也非常重

要，一位主導者願意對我們所有師長的傑出成就上加以表揚，願意全力推動，至

關重要。我們歡迎所有與會者，來針對傅老師的紀念活動做一些建言，也感謝各

位貴賓餐與盛會。祝福大家。 

 

國立台灣藝術大學 美術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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