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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今日書法藝術的表現除了部分仍保有著較與傳統相近的形式風格之

外，漸漸有更多作品隨著當代的藝術潮流而呈現多樣的面貌，傳統臨摹的工夫在

普遍重視視覺效果的風氣下越來越不被看重，其實臨摹的價值在當代應當如何被

確立仍然有著積極性的意義，因為這正好是傳統與現代對照的微觀視角，或因此

能有效辨識書法現代性或藝術化表現的可能。 

當代環境下書法的現代性轉化產生出許多特殊樣貌，其中透過對前賢典範作

品的臨摹學習，出現所謂的「新古典」風氣，無論是將媒材作舊仿古或是在書寫

內容的選擇與詮釋上作更動，這些都是企圖表現經典印象來達到從傳承轉化到創

新的意義，例如重視傳統臨書工夫、視覺效果和設定主題的「學院派書法」可算

是較早開始的運動，以臨摹的形式賦予新的史觀達到新的審美內涵的建立，於是

書法表現的趨勢甚至延伸到了觀念的表現和個人特質的彰顯。 

本文將從臨摹在學書的重要性上開始說明，梳理傳統書法臨摹的要旨與影

響，探索臨摹行為的時代意義，進而詮釋現代書法中的臨摹意圖與價值，作為當

代重新辨識臨摹意涵的基礎。 

 

【關鍵詞】臨摹、形臨、意臨、背臨、反思書史、解構、現代性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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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書法學習的臨摹階段是個重視能準確掌握基礎字形，並且經由不斷書寫

累積經驗後可以在不觀看的情況下依據個人的記憶將碑帖的文字造形、書寫用筆

和作品特質與氣韻充分彰顯出來的要求。 

 

縱觀書法風格史的發展，歷代名家多是能從典範之作中經由臨摹學習後自成

一體，又能在臨摹的學習過程中，深入經典作品的文化意涵，濡染書法大家之品

味，最後以自我的認同方式融會貫通，將典範特質化為自我的特質而受其感召不

受其束縛。猶如吳昌碩臨石鼓文能得其筆意又具自家風格，筆筆看似石鼓文卻又

字字皆是昌石之意，從臨摹中脫化出自我。循此，汲古出新者如齊白石、于右任

亦然，皆為書史大家。 

 

就藝術創作而言，不同階段與不同的學習方法僅僅是過程，在歷程中吸取前

人技巧精粹與思想深度，用以考驗後學者的敏思睿慧，成就其自在圓熟的境界，

更重要的是創作者觀念的與時俱進，除能夠溫故知新外又須借古開今，如此則書

法藝術必然能融造形敏捷、用筆熟巧、文化涵養、獨創思考的優勢於一爐，以至

於奠定學習精謹、眼界宏闊的基礎，庶幾可以長久。 

 

二、「臨摹」一詞的認知 

（一）關於「臨摹」一詞的辭典解釋 

依據教育部頒定的國語辭典解釋，「臨」在諸多解釋裡其中一項是指稱「依

照字、畫摹仿寫畫」，而「摹」是指「仿效、依樣描繪。」，所謂的「臨摹」則是： 

 

「學習書法的兩種方法。臨是旁置碑帖而依樣仿寫，摹則是用紙覆蓋在範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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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描摹。兩者都是初學書法的必經歷程。」1 

 

這樣的說法與古代書論中所提及對「臨摹」的說法觀點是相近似的，無論是

單字或是詞句的解釋都提到了「依樣描繪」和「仿」，從此推斷出文意的內涵可

知「臨摹」的意義首重書法形體的精確學習。 

 

（二）傳統書論中對「臨摹」的解釋 

豐坊在《童學書程》中論述過： 

 

「臨者對臨，摹者影寫。臨書能得其神，摹書得其點畫位置。然初學者必先

摹而後臨，臨而不摹，如捨規矩以為方圓；摹而不臨，猶食糠秕而棄精鑿，均之

非善學也。」2 

 

大體說明了「臨」與「摹」是兩項不同學習的方法但是又相輔相成的作用，

因此古人在學習書法上是要求兩者並進以求精確，緣此而「臨摹」二字總是合用，

成為十分常見的書法術語。 

 

此外從《臨池心解》中也能看到書家朱和羹對臨摹的看法： 

 

「臨書異於摹書。蓋臨書易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易得古人位

置，而多失古人筆意。臨書易進，摹書易忘，則經意不經意之別也。」3 

 

宋代書法家黃伯思在《東觀餘論》中提出對「臨」與「摹」兩者不同的詳細

                                                 
1 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網路板。 
2 中國書畫全書編篡委員會編，《中國書畫全書》，卷三，1992 年 02 月，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第 856 頁。 
3 華正人編，《歷代書法論文選-下》，1997 年 4 月，台北：華正書局，第 68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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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世人多不曉臨摹之別：『臨』謂以紙在古帖旁，觀其形式而學之，若臨淵

之臨，故謂之『臨』。『摹』謂以薄紙覆古帖上，隨其細大而拓之，若摹畫之摹，，

故謂之『摹』。又有以厚紙覆帖上，就明牖影而摹之，又謂之響拓焉。『臨』之於

『摹』，二者迥殊，不可亂也。」4 

 

在書法發展史的初期，學書者是經過「臨」與「摹」兩種完全不同的方式

習書、認字、辨義，所謂「臨」是指將原跡放置在旁對照，書寫者在觀看後進行

書寫的過程，「摹」則是使用有硬蠟砑光過的紙張置放在原跡上然後一筆一畫仔

細描摹映寫的過程。但是從宋代黃伯思在其論述中如此嚴謹的考證提出臨與摹的

觀點和學習方法的不同，約略可以推斷出在當時極可能「臨摹」經常成為觀讀碑

帖後將之放置一旁對照書寫的統稱或泛稱，松年《頤園論畫》有云： 

 

   「臨摹古人之書，對臨不如背臨。將名帖時時研讀，讀後背臨其字，默想其

神，日久貫通，往往逼肖。」5 

 

其中更可窺知「臨摹」與「臨」在意涵上的混用或通會，這種混用一直到現

在更普遍存在這種現象，現今「臨摹」之意已泛指「臨書的基本方法」，著重於

「臨」，不特重「摹」法，這種辭意的義涵轉變或許也是書法進入新時代或更重

視藝術性要求的必然途徑之一，與其視為「訛用」並感到焦慮，不若以「語言約

定俗成」之現象泰然處之，因為若干語意的因時代轉變與或書風的因時代實驗，

自古常然。蓋能與孫過庭所謂「古不乖時，今不同弊」相契，則亦無不可。 

 

                                                 
4 中國書畫全書編篡委員會編，《中國書畫全書》，卷三，1992 年 02 月，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第 862 頁。 
5 季伏昆編著，《中國書論輯要》，2000 年 12 月，南京：江蘇美述出版社，第 173 頁。 



                                                         書法的臨摹意涵與現代性轉化 

 123

（三）當代對「臨摹」的認知趨向 

「臨摹」的學習概念隨著時代的轉變而略趨簡化，「摹」的詞意從嚴謹的「勾

摹」、「映摹」到寬泛的「摹仿」、「臨仿」逐漸弱化了傳統中「摹」的功能意義而

與「臨書」通用，於是學習碑帖的方法上也漸漸趨於簡便，但是臨摹仍然是初學

書法中技法養成的主流方式，成為越來越普遍的學習認知觀點。  

 

隨著「臨摹」在今日已經是大眾對書法入門學習歷程的訓練通稱，「臨摹」

似乎也陷入被侷限在傳統範圍內、僅僅是象徵著一種技巧嫻熟訓練的階段，然而

隨著當代西方藝術思潮的影響，在現今藝術環境氛圍中「臨摹」也成為新的觀念，

從過去重視形臨轉為意臨的追求，進而能將時代和傳統經典特質相互融會，轉化

成對傳統觀點、歷程和思想上的承傳，呈現出在視覺效果、形式或是觀念性轉譯

的多樣臨摹層面。 

 

舉例來說，過去在學書法時經常將老師示範的字體以描紅的方式重覆練習，

永字八法、九宮格習字…等都被引用作為對「臨摹」意涵的不同形式表現方法，

傳統單一化的用筆、描摹技巧的重複訓練，被重新闡述或轉變成新的觀點。也就

是以藝術創作目的而論，對於「臨摹」的界說、反思或重建，將成為傳統存在與

認同的新契機。若干書者以藝術家的角度重新詮釋「臨摹」可能指涉的當代意義

與現代性形式，同時彰顯傳統臨摹的過程與未被開啟的作用。 

 

三、傳統臨摹學習的內涵 

（一）用筆技法的養成 

自古以來，「臨摹」在學習書法中是不可少的歷程，透過臨摹階段不斷的讀

帖和書寫，可以鍛練書寫者更精確的文字造形能力，並從中習得佈局安排、結字

虛實、運筆提按的技巧甚或進一步體察各典範人物的品味與書風特質。倪蘇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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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論述《書法論》中提到： 

 

「凡欲學書之人，功夫分做三段：初段要專一，次段要廣大，三段要脫化。

每段要三五年，火侯方足。」 

 

從前人經驗和論述中可知，在書學的「臨摹」過程裡，首先要能專心一致於

特定的書家碑帖，不斷的研讀與勤練，務必要能做到即使字帖不在眼前，仍能將

其形質重現，然後舉凡經典的書帖都認真臨習體悟，終而能融會貫通，明瞭各家

的體勢和限制，博採眾家之長並脫去各家的束縛，將之轉化成為自我的內在底蘊

並且被充分靈活運用出來，這段冗長的時間是需要專注力、毅力與覺察力，正確

的書法表現技巧才會有所積澱。 

 

「所謂初段，必須取古之大家一人以為宗主，門庭一定，腳根牢把，朝夕沉

酣其中，…，此後方許做中段功夫：取魏晉唐宋元明數十種大家，逐家臨摹數十

日，當其臨摹之時，則諸家形模，時或引吾而去。此時步步回頭，時時顧祖，將

諸家文字，點滴歸源，庶幾不為所誘。然此時終不能自作主張也。功夫到此，倏

忽又五七年矣。此時是次段功夫。蓋終段則無他法，只是守定一家，又時時出入

各家，無古無今，無人無我，寫個不休；寫到熟極之處，忽然悟門大啓，層層透

入，洞見古人精微奧妙，我之筆底進出天機來變動揮灑。回頭視初宗主，不缚不

脫之境，方可自成一家矣。到此又是五七年或十余年，終斷功夫止此矣。書雖小

道，果能上與羲、獻齊驅，為千古風雅不朽之士，亦非易易也。」6 

 

臨摹的第一步是要確實掌握一家之法並且能時時回顧、想像其間以求通透，

第二是要取大家之作不間斷地交換臨習，在書寫時又要經常回想、追溯筆源，就

                                                 
6 季伏昆編著，《中國書論輯要》，2000 年 12 月，南京：江蘇美述出版社，第 129~1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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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在臨習米芾、王鐸書帖時每見一字要能端詳其善集古字之處，或近接時流或

遠紹前賢，察其源頭，辨析特質，於是，看似專學一碑一帖，實乃吸收眾家之長，

獲益匪淺。最後，到了熟能生巧之時則能體悟字外之機趣，掌握字內之神采，而

將各家之筆意融會於自己筆下，通會之餘，神融筆暢，暢無不適，如此一來恐怕

也過了一、二十年甚至數十年。達到這樣的境界，臨摹學習的階段才算是暫時告

一段落。也就如孫過庭在《書譜》中所言：「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

通會之際，人書俱老」。 

 

不論將臨摹的學習分作幾個階段或是步驟，簡單來說，「臨摹」在傳統書論

的詮釋下，最主要的就是強調臨摹對技法養成以及情性培養的重要性與必然性。 

 

（二）書體風格的把握 

關於古人書體風格，書家王世貞在《藝苑卮言》就提出看法： 

 

「臨書易得意，難得體；摹書易得體，難得意。臨進易，摹進難。離之而近

者，臨也；合之而遠者，摹也。」7 

 

其中認為要得一家一帖的風格特徵還是要透過臨摹的學習過程，而且格外重

視「臨」的功夫。看似外形樣貌與碑帖極為契合的摹寫，運筆容易滯塞蹇頓，事

實上反而距離本家神采甚遠，僅是靠著摹寫而想在書學上進步是困難的，於是在

達到精準的形摹之後，要能透過臨書才能檢證自己是否筆法熟練、行氣貫串，並

且把握章法全局，相較之下，臨書就顯得比摹書更加重要了。於是我們可知「臨

摹」不僅止於對形貌的掌握還應該要能把握各碑帖的風格，所謂風格指的是書家

與書作的個別獨立特質，例如常以勁挺、雄渾來形容北碑，用圓轉雅逸來表現羲、

獻。把握風格的前提必須是無論是對照臨寫或是背臨都已經能充分掌握字形樣

                                                 
7 季伏昆編著，《中國書論輯要》，2000 年 12 月，南京：江蘇美述出版社，第 16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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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然後求其風骨，書家梁巘就提及：「學古人須得其神骨，勿徒貌似。」8提醒

學書者千萬不可以能形似而驕需要更進一步得其神意。但是若形臨工夫不深時卻

只圖率意而書又往往陷入「畫虎不成反類犬」的窘境，所以學書的過程中要先能

定下心，精鑒名碑法帖的細微轉折，虛心糾正自己的誤失習性，然後才能放膽臨

書，這樣雖不中亦不遠矣，甚至可能達到「無欲求工字乃佳」的境界。吳玉如嘗

言： 

 

「臨古人書，必先極似，能似得其貌，而後可言得其神。點畫使轉尚無門徑，

動言『遺貌取神』，自欺欺人。此書法之所以不傳也。」9 

 

自古以來這樣的批評恐怕將屢見不鮮有時批評某人書法的缺失間接暗諷了

書者的人格特質。豐坊的《童學書程》中就提過： 

 

「學王書者，，唯趙子昂甚得其法，但太守規矩，且姿媚有余，而古拙

不足，故有『插花美女』之評。」10 

 

由此可見書家的人格、情性特質是能自書帖之中觀察體會到的，藉由「臨摹」

的過程可以從其書體風格更加深入體察出書者的學養內涵，透過書史、書論，理

解書風的建立，自古以來也奠基於長期臨摹的融會貫通與實踐。 

 

（三）典範精神的繼承 

由傳統書論中體察，臨摹的影響不僅於書法技巧的養成，更深一層的期待在

於對於名碑名帖的品味鑑別乃至於對於書家內涵與氣格的景仰與學習，繼承了文

                                                 
8 華正人編，《歷代書法論文選-下》，1997 年 4 月，台北：華正書局，第 541 頁。 
9 同註 7，第 178 頁。 
10 中國書畫全書編篡委員會編，《中國書畫全書》，卷三，1992 年 02 月，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第 8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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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的精神底蘊。 

 

范成大在《吳船錄》中提及： 

 

「學書須是收昔人真跡佳妙者，可以詳細其先後筆勢輕重往復之法。若只看

碑本，則惟得字畫，全不見其筆法神氣，終難精進。又，學時不在旋看字本，逐

畫臨仿；但貴行、住、坐、臥常諦玩，經目著心。久之，自然有悟入處。」11 

 

臨摹的對象應該以大家為先，最好又是能親眼目睹真跡，主要就是因為能一

覽真跡細微的映帶、提按及其全局神采。在米南宮《書史》中經常提到品鑑書畫

要能「觀其氣」，由此而知「氣」對於書作的品評與鑑賞相當重要，先能觀看到

書作的精微之處又經常將各碑各帖置於心中重複把玩，才會對書家在書寫當下的

心理狀態和情感思想有所體會，進而以追求碑帖的氣質神韻，對所臨書家的崇敬

與學習，最終投射為自家的品味涵養。 

 

體悟書家及書作的精神氣格才能不侷限於對外在樣貌形似的追求，而能得其

精妙，從形而下的書體臨摹到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傳統臨摹的內涵在於為學習者

建立厚實的基礎。 

 

四、臨摹的表現層次 

傳統臨摹的意涵雖然十分豐厚，但是在學習方法上是有其層次的，理想的

學習層次與認知，影響書者的書技程度與書家的終身成就。關於從臨摹漸進到創

作表現，梁啟超在《論書二題》中有相關的論述： 

 

                                                 
11 季伏昆編著，《中國書論輯要》，2000 年 12 月，南京：江蘇美述出版社，第 123~1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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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前人書法有兩條路：一是專學一家，要學得像。如學顏真卿或歐陽詢，

終身學他。二是學許多家，兼包並蓄。…走第二條路，以模仿為過渡，再到創作，

是最好的方法。」12 

 

為了充分體現傳統臨摹的內涵與期許，「臨摹」可以大致分作三種層面：典

範形似的追摹、碑帖意趣的表彰、自家體勢的圓成。 

 

（一）典範形似的追摹－形臨 

形似的追摹可簡稱「形臨」，是優秀書家也須鍛鍊的書技過程，過程中大量

的習作，並不會呈現在書史上，但卻是不能忽視的歷程，創作者仍須深加體察。 

形臨的內涵奠基在： 

 

   1、凝神靜慮：精微的讀帖觀碑，得其細微之變化。 

   書家姚孟起在《字學臆參》中曾說：「古碑貴熟看，不貴生臨。心得其妙，筆

始入神。」13便十分貼切的指出書者必須澄心靜慮、完全投入地觀讀碑帖，內心

頗有所感所得而後提筆，在得其精要、會悟其神氣且熟練後才有自我發揮的空間。 

 

   2、客觀摹擬：透過各碑帖不同風格的形式追摹，獲得精確的用筆技法作為自

運或創作的基礎。 

   梁啟超提過在書學之初可以專於一家以求對其極為嫻熟深刻，但如此一來不

免會被一家所縛，見識難以拓展，書學就難以進步，而歷代大家亦多能博涉諸家

碑帖風貌，因此錢泳在《書學》一文言： 

 

   「或有問余云：『凡學書畢竟以何碑何帖為佳？』余曰：『不知也。』昔米元

                                                 
12 同註 11，第 147 頁。 
13 崔爾平選編，《明清書法論文選》，1994 年 2 月，上海：新華書店出版，第 90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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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初學顏書，嫌其寬，乃學柳，結字始緊。知柳出於歐，又學歐。久之類印板文

字，棄而學褚，而學之最久。又喜李北海書，使能轉折肥美，八面皆圓。再入魏 

晉之室，而兼乎篆隸。夫以元章之天資，尚力學如此，豈一碑一帖所能盡！」14 

 

就指出學書不應限於一家一帖，要能見多識廣而後求其融會才是上策。 

 

書法的臨摹學習首先是要把握字體的準確造形，有時甚至會利用摹寫的方

式牢記字形與筆劃，並從中熟練用筆的提按、使轉以及運筆緩急的異趣，客觀的

摹擬同時檢測臨書的觀察與判斷，有效累積精確的名家筆意經驗，使未來自運時

筆姿豐富，落筆不俗。 

 

（二）碑帖意趣的表彰－意臨 

「臨摹」從形臨進階到意臨，是傾向於對意境和神韻的深刻感受，典範碑帖

除了本身的結體和佈局有其美善之外，作品背後的歷史意涵與書家書寫當下的情

緒也是不容忽略。於是「意臨」的內涵在於： 

 

1、積累長期臨摹的經驗 

學書習字要能把握書意、精神先要能把握字形樣貌透過對造形準確的掌握

進而體察細微用筆之處。周星蓮在《臨池管見》中提及： 

 

「初學不外臨摹。臨書得其筆意，摹書得其間架。臨摹既久，則莫如多看，

多悟，多商量，多變通。…。余嘗謂臨摹不過學字中之字，多會悟則字中有字、

字外有字，全從虛處著精神。」15 

 

                                                 
14 華正人編，《歷代書法論文選-下》，1997 年 4 月，台北：華正書局，第 584 頁。 
15 同註 14，第 67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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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者藉由長期大量的臨摹書寫，練習、熟練技法，累積經驗，將昔日刻意

經營之處轉化成為不經意的自然反應，其目的不外是追求自然天真之意以及能悟

察書帖的內在精神。 

 

2、脫化一碑一帖的風格限制 

   胡小石先生曾在自己的傳記中描述何紹基臨摹張遷碑的精神和過程的轉變： 

 

「何道州臨《張遷碑》，凡二百數十通，每通記數。前數十通不似，中數十

通甚似，後百餘通又從不似至大不似，乃盡化《張遷》為道州。」16 

 

因而得出「（學前人書）當在似于不似之間。」的結論，探究其原因在於書

者要能從碑帖中脫化出自我的存在才是臨摹學書的重要目的，正如齊白石所說：

「學我者俗、似我者死」，如果固執在一家一帖中，不論學的如何相似，畢竟還

是他人面貌，如果臨仿對象又非書史大家，而是一般時流者，習得熟爛之後很容

易淪為俗媚流滑，「俗不可醫」是傳統書家大忌，因此脫化狹隘風格限制是絕對

有必要的。「脫化」並不是要求與碑帖全然的相異，而是要能判斷得失之處，截

長補短，豐富筆勢意趣。 

 

3、追仿更深層的筆墨意趣 

從臨摹的進階中體會精神氣韻的培養，從而鑒別碑帖中獨特的筆墨情趣。蔣

驥在《續書法論》中提過： 

 

「學書莫難於臨古，當先思其人之梗概，及其人之喜怒哀樂，並詳考其作書

之時與地，一一會于胸中，然後臨摹，即可以涵養性情，感發志氣。」17 

                                                 
16 季伏昆編著，《中國書論輯要》，2000 年 12 月，南京：江蘇美述出版社，第 177 頁。 
17 同註 16 第 1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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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者的情緒與品味經過書寫軌跡而躍然紙上，因為無所遲疑所以才能筆筆自

然，觀者從觀看而後領會於心然後再提筆書下，中間從眼觀到意會終至書寫的轉

換很容易留下疑滯的筆蹤，所謂「更深層的筆墨意趣」便是能深刻體察碑帖的風

神然後如同書家自己書寫一般自在，如同孫過庭所謂「心手雙暢」或坡翁所謂「無

意求工字乃佳」的心境。不刻意造作，暢然而行的筆情墨趣，是臨摹所要體悟落

實的重要歷程。 

 

董其昌在《容台集》中有云： 

 

「禪家亦云須參活句，不參死句。書家有筆法，有墨法，惟晉、唐人真跡，

具是三昧。其鎸石鋟版流傳於世者，所謂死句也。學書者既從真跡得其用筆用墨

之法，然後臨仿古帖，即死句亦活。」18 

 

董其昌以禪喻書解釋用筆、用墨之法，是希望臨摹者要能靈活思考所學碑

帖，強調臨摹的練習過程中需要經常觀看名家真跡，才能體察其精微細緻之處，

不至於被鐫刻太盛或剝蝕太過的碑版所惑，從中適度還原其書家自然用筆特質。

臨摹行為在面對更具原書者隨性發揮特質時，更容易忽略其深藏的筆墨意趣。林

進忠教授對於臨摹的學習有如下的闡述： 

 

「尤其尺牘與詩稿，因用心於語句和措辭而自然書就，意與靈通，筆與冥運，

氣韻生動出於天成，而書家的個人風貌亦盡現無遺，書家的學識、胸襟、思想、

氣質、情性、趣味，均能透於毫端而映現。這是臨書之作所未能完全展現的侷限

性。」19 

 

                                                 
18 同註 16 第 128 頁。 
19 林進忠，＜書法臨仿創作的理念探析＞，《2007 開 FUN 傳統。現代國際書法學術研討會－書法 

研討會論文集》，2007 年 5 月，台北：華梵大學美術系、台北市立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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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讀碑研帖過程中所必須體察的核心，更是意臨書法時的所必須把握的認知闗

竅。 

 

4、作為自立成體的必然途徑 

臨摹歷程中得其形似僅是初步，重要的是能領略習碑學帖在於得其意、通其

氣，進而可以融鑄諸家，化出自己體勢。看似簡單的習碑與臨帖行為，事實上已

經考驗著書寫者對碑帖的敏銳觀察力及感受力。 

 

如米芾善於摹擬古代名跡又精於收藏鑑別，能對二王典範深刻體察，所以書

風有「集古字」的稱號。《宋史․米芾傳》中記載： 

 

「妙於翰墨，沉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尤工臨移，至亂真，不可辨。」 

 

清劉熙載《藝概》中也提到： 

 

「米元章書大段初於河南，而復善摹各體。當其刻意宗古，一時有集字之譏；

迨既自成家，則惟變所適，不得以轍跡求之矣。」 

   

圖一    王羲之蘭亭序、 米芾臨蘭亭序刻本、 米芾書苕溪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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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善摹移到幾可亂真，說明除了對字形準確掌握的能力外，還能詮釋諸家

氣韻。從米芾所臨的《蘭亭序》刻本可以隱約看出其嚴謹的形臨工夫，表現王自

較精謹的一面，在自書的《苕溪詩》帖也能見到右軍「正鋒取勢、側鋒取妍」的

用筆特質，但是已經具備了較為成熟的自家體勢，足見其從形臨到意臨乃至於自

成一格的歷程與成就。在北宋，米芾的筆勢雄強被推為第一，蘇軾嘗言： 

 

「海嶽平生篆、隸、真、行、草書，風檣陣馬，沉著痛快，當與鍾、王並行，

非但不愧而已。」黃山谷更有「書家之筆勢盡於此」的稱誦。 

 

明王鐸《＜吳江舟中詩帖＞跋》稱： 

 

「米芾書本羲、獻，縱橫飄忽，飛仙哉！深得《蘭亭》法，不規規摹擬，予

為焚香寢臥其下。」 

 

對米芾有極高度的評價，足見米芾不規規摹擬的學習態度才能熟極生巧，達

到沉著痛快、縱橫飄忽的境界。而王鐸也本著米芾善集古字的學習路徑，除能精

準臨仿名家法帖之外，亦能縱放筆姿，逐漸形成自家筆勢，近人馬宗霍《霋嶽樓

筆談》： 

 

「明人草書，無不縱筆以取勢者，覺斯則縱而能斂，故不極勢而勢若不盡，

非力有餘者，未亦語此。」 

 

其中「力有餘者」的讚許透發了書家長期「形臨」與「意臨」的深厚經驗的可貴，

因此，「意臨」的方法是書家自立成體的必要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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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王鐸 臨晉王凝之帖 絳帖中王凝之帖 

 

（三）自家體勢的圓成－背臨 

「背臨」的體現並不在於將所臨摹的碑帖文意、內容默記起來，主要在於熟

習書家筆勢與結字特徵，透過略窺文本即可將主要書風特質展現出來，是習書者

圓成自家體勢的重要歷程，其內涵在於： 

 

1、 擺脫「奴書」的傳統枷鎖 

學書最初是從臨摹碑帖入手，開始時需要花上幾年的時間才能對特定一家之

碑帖達到形臨的充分準備，易於掌握後便往往只專注在精熟的技法和用筆，雖然

臨寫的準度越來越提升，但始終是限於一家的體態，若是不能將其轉換脫化為自

己所用，充其量也就是有一定基本書寫能力的書匠，為他人所役使，唐代張懷瓘

稱之為「奴書」，有文云： 

 

「若執法不變，縱能入石三分，亦被號為奴書，終非自立之體，是書家之大

要」20 

 

十分深切的指出書家學書的目標應放在能消融臨摹而自運，不應以得其形似

而自滿。 

                                                 
20 收錄於南宋陳思《書苑菁華》卷第二，載張懷瓘《論用筆十法》，中國書畫全書第二冊，上海： 

上海書畫出版社，第 4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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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王澍亦云：「自運在服古，臨古須有我，兩者合之則美，離之則雙傷。」

則是更進一步的闡述了臨摹與自運應是相輔相成的道理，缺少臨摹的功夫積澱在

用筆結字上不易法度嚴謹，但僅拘泥於亦步亦趨的臨古上而不能隨性書寫，反而

就被碑帖所黏縛，失去了臨摹學書的真諦。臨摹學書貴在能從碑帖中體悟書家情

性，進而擺脫學習的依賴性，超越奴書之譏，熟後反生，成就自家筆意。 

 

2、大膽實踐自我認同的書法價值 

臨摹的侷限性在於難以彰顯書家的個人特質和自然書就的美感，林進忠教

授認為： 

 

「臨書是學習與創作的橋梁，從『容他無我』進而轉化至『有我排他』的

創作目標，中間不可或缺的是創作理念的質化過程。」21 

 

書者的創作理念意識隨著時代的差異性而改變，要能融會貫通、轉換成自我

的樣貌特色才是重點。 

 

綜觀書法風格發展史上大概呈顯出晉尚韻、唐尚法、宋尚意、元尚古、明尚

態、清尚質、民國尚變的趨勢，雖然是一種時代風格的統合表現，實際上卻也是

諸多特出書家及書風的營造。胡小石在書論中提到： 

 

「昔翁覃溪跋朱君長題字有云：『書勢自定時代』。吾常嘆為知言，時代云

者，實即在同一段時期內群眾努力所得成績積累之總和，亦即群眾力量所共同造

成之ㄧ種風氣。凡係同時代人之書，彼此每每有幾分相近。」22 

                                                 
21 林進忠，＜書法臨仿創作的理念探析＞，《2007 開 FUN 傳統。現代國際書法學術研討會－書法 

研討會論文集》，2007 年 5 月，台北：華梵大學美術系、台北市立美術館。 
22 劉正成、王睿主編，＜胡小石書論＞黃惇輯，《現代書家書論》，2003，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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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風格代表當時書法風格的審美和思維意識的主流傾向，不僅是藉由名

家引導發展趨勢、樹立美學、品評標準和相關著述，主要是書家能敏銳觀察到書

學上潛在的優勢和限制，並將它充分彰顯發揮，加上契合於當時的文化特質進而

有效地獲得該時代群眾的支持，最後形成一股時代美感潮流，其實最大的因素是

書家對自我的強烈認同所生發出的感染力，黃庭堅於是說「自成一家始逼真」，

言簡意深。今試舉何紹基、吳昌碩、于右任為例，即可窺見書家如何融碑入帖又

自出機杼的成果，成為書法成就的典範。 

 

清楊守敬《學書邇言》： 

 

「子貞以顏平原為宗，其行書如天花亂墜，不可捉模。篆書純以神行之，不

以分佈為工。隸書學《張遷》，幾逾百本，論者知子貞之書，純以天分為事，不

知其勤筆有如此也。然學之而不免於輕佻者，以胸襟自劣於子貞也。」 

 

清 徐珂《清稗類抄》： 

 

「子貞太史工書，早年仿北魏，得《玄女碑》寶之，故以名其室。通籍後始

學魯公，懸腕作藏鋒書，日課五百字，大如碗，橫及篆隸。晚更好摹率更。故其

書沉雄而峭拔，形體尤於姿肆中見逸氣，往往一行之中，忽而似壯士鬥力，筋骨

湧現，忽又如銜杯勒馬，意態超然，非精究四體、熟諳八法，無以領其妙也。」 

 

以上書論窺見何紹基勤懇臨摹的日課功夫，但終究以陶融各家筆意為途徑，

奠定適於自家展現的書風神采，如他所臨的《張遷碑》與原碑相較並無意於肖似，

反而參融了《石門頌》等碑的筆意，展現更開張質樸的趣味。 

 
                                                                                                                                            

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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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張遷碑與何紹基臨張遷碑 

  

圖四 石鼓文原拓  吳昌碩 臨石鼓文 

 

這種大膽脫略形似的過程，亦可謂是提高自我認同的價值。又如吳昌碩的書

法成就，也是建立在自我覺察與圓成的智慧上，尤其在長年的研究與臨習《石鼓

文》的成果有目共睹。《石鼓文》具備了端整與古拙的綜合面貌，端看書家如何

詮釋，張懷瓘《書斷》中形容《石鼓文》的特質： 

 

「體象卓然，殊今異古，落落珠玉，飄飄瓔组，倉頡之嗣，小篆之祖，以名

稱書，遺跡石鼓。」 

 

其中「體象卓然、殊今異古」的形容提供了臨習者豐富的想像空間，於是吳

昌碩雖然說一生臨寫《石鼓文》無數，卻也能脫略《石鼓文》端整的束縛，表現

了《石鼓文》雄奇蒼渾的面貌，間接成就了吳昌碩的本體風格。沙孟海也嘗言： 

 

「傳世王鐸墨跡多是臨寫古帖，取與石本對照，並不全似，甚至純屬自運，

不守原帖規範，這便是此老成功的所在。昌碩先生臨《石鼓文》自跋說：『余學

篆好臨《石鼓》，數十載從事於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也是這個道理。世人或

譏評吳昌碩《石鼓》不像《石鼓》，那便是『門外之談』。」23 

 

                                                 
23 季伏昆編著，《中國書論輯要》，2000 年 12 月，南京：江蘇美述出版社，第 179~18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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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吳昌碩的臨寫《石鼓文》，融合了石鼓原碑與金文的書風特質並以行

草筆意出之，絕非囿於一碑一帖的影響，有效強化了《石鼓文》臨寫後的古拙意

趣，甚至促使《石鼓文》成為知名的書史材料，其中吳昌碩的影響不可不謂居功

厥偉。 

 

近現代最具代表性的書家典範首推于右任先生，其融碑入帖、自然混成的標

準草書風格確立了自家體勢，成就了「近代草聖」的美名，于右任先生從善集名

家草書到嚴謹臨摹各種草書典範，難以計數，而其中尤以台北故宮博物院所收藏

懷素《小草千字文》書風對其影響最鉅，經兩相比較之下即可窺見其晚年書風仍

然承續了懷素晚年平淡遒柔的特質，然而，因其早年累積了「朝臨《石門銘》；

暮寫《二十品》」的魏碑功底，以至於晚年的草書比懷素《小草》更體現出恢宏

大方、柔勁雄渾的筆勢，圓成了鮮明的自家風格。 

         

           圖五  懷素小草千字文 于右任  草書對聯 

 

歷來書史大家透過形臨、意臨、背臨的勤習歷程而達到自家風格的確立，蓋

不僅止於上述幾位而已，書史大家最終透過臨摹而能有所成就的基礎，端賴於自

我情性的展現以及自我價值的認同，唯有透過自我認同的轉化與提昇才可能具備

卓犖不群的思想與書風，成為書史影響深遠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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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現代書法表現中的臨摹形式與意圖 

從漫長的書法藝術史中可以觀察到歷代名家不光是能以摹仿為過渡，還能

從中不斷思考辨析，讓個人思維更加精進，並且強調出個人獨特的觀點理念。 

 

語詞新意義的衍生是當代藝術中隨著時代、環境改變的特質之一。書法隨著

文字書寫工具性的改變從實用到技術的強調漸次轉變為藝術性要求，然而藝術性

的實質特徵是很難只依靠臨摹古人碑帖的書寫過程確立出來的，所謂的藝術性，

還需要包括創作者的思想情性、表現形式與時代認同，因此「臨摹」的觀念在當

代的藝術環境中是需要被轉換的，將實際應用的學習概念和方式轉換為創作書寫

的一種形式，那麼藝術性的特徵也就容易顯豁了。 

 

長久以來普遍將「臨摹」視為一種學習寫字和識字的初步方法，但是隨著時

代的改變，「臨摹」一詞在藝術表現上已經呈現多元的意涵，從近年來具現代性

的書法藝術作品中可以發現書者已將「臨摹」的傳統意識轉換，大膽的把它當作

一種新的表現技巧和觀念，而非原始學書習字的步驟歷程。究其特殊的風格特徵

或原創特質本文將其概分為六類： 

 

（一）呈現碑帖美感的獨立新意象 

書法碑帖的美感歷來包含著秀逸或是雄渾的差別，藝術創作者在臨摹的過程

中感受各碑各帖的美感並且將之彰顯，以個人的觀點手法重新詮釋，是書法藝術

在現代性環境中較為常見的狀況。 

 

這類作品往往掌握視覺上能觀察出的特質，好比碑刻拓印所帶有的殘缺破損

美感或是墨跡法帖的重按輕提，也或許是書帖中連綿不斷的映帶用筆，經由重複

書寫、形式組合等各類方式呈現出來，所以作品的視覺效果相較於傳統臨摹更突



現代書畫藝術風格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140

顯其視覺的感染力，其中或以傳統書寫技法或以新的水墨技法，都能適度的保留

了臨摹對象最主要的視覺印象。 

 

例如王義軍《拾遺》、張愛國《大開通系列之二》、李蕭錕《李太白憶舊遊詩

卷》、陳迅《學書的兒時回憶》分別從傳統碑帖的臨摹中彰顯了典範作品的視覺

意象，也突顯了不同於一般性臨摹的個人特質。 

 

   《拾遺》（圖六）這件作品用筆流暢優雅，充分體現尺牘書法的神采，然而顛

倒與重疊的裱裝形式卻打破了經典書法嚴肅完整的型態，在看似古典的印象中暗

喻著當代觀看書法的迷離。24 使臨摹仿效的作用在當代起了新的探討價值。 

 

圖六  王義軍 拾遺  2007 
圖七 張愛國 大開通系列之二  

70x160cm  2002 

 

張愛國的《大開通系列》（圖七）以＜開通褒斜道刻石為＞臨寫對象。＜開

通褒斜道刻石＞刻製於陝西石門山壁上，碑刻文字由工匠鑿刻，因石面粗糙難以

呈現原書者的筆意，加上一千多年的風吹雨淋，剝蝕嚴重，所以拓本呈現的一種

                                                 
24 黃智陽文，《開 FUN-2007 台北國際現代書法展》，＜國際書法‧台北觀看—關於開放的意義＞， 

劉永仁執行編輯，2008 年，頁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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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不確定的懷舊美感，書家重新詮釋經常「臨摹」的典範對象時，將過去視為

學書習字的準確模仿，轉化成一種創作技巧的展現，其利用宿墨產生不同濃淡的

墨色和暈渲效果將轉拓碑刻的模糊美感意臨出來，達到作者欲臨仿的意象與觀

念。 

 

李蕭錕的《李太白憶舊遊詩卷》（圖八）以黃山谷草書為本，強化其中結字

造型的穿插挪讓，誇張了點線的對比、巧趣橫生，呈現出文字彌滿的視覺效果，

而黃山谷風格的誇飾性透過意臨彰顯出來。 

 

書者將臨摹學書時的形臨範疇從字形延伸到對空間布局的關注，這是書家長

期臨摹山谷作品加上造型設計理念幫襯的現代性轉化結果。 

 

另外，陳迅將兒時在父親嚴格教導下，將紙張上練習永字八法的記憶重新表

現出來（圖九），不僅是個人對兒時記憶的回想，也說明了當時書法的學習普遍

是經由對永字八法的熟練來培養嚴謹的法度歷程。 

  

圖八 李蕭錕 李太白憶舊遊詩卷 60x205cm 圖九 陳迅 兒時學書回憶 210x140cm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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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陳迅對孩童時期的回憶，他說： 

 

「70 年代是一個特殊的動盪年代。沒有宣紙，只能在舊報紙上練習，而當

時學書也沒有特別的方法，長期執著於對『法』的一點一畫之間的把握，日復一

日地機械重復，缺乏對『法』的全面理解。」25 

 

從傳統觀點中進行新的討論方向成為一系列的主題，並且利用不同的形式、 

技法來呈現，向來就是「學院派書法」的表現慣性。 

 

陳迅取材於早期在環境較為困苦的時候學書習字大多利用舊的報紙，「永字

八法」幾乎是所有習字孩童的必學的功課，跟著老師的描紅字帖從勾摹的方式開

始一筆一畫將八法寫上數百回，直到滾瓜爛熟，才能開始臨寫標準嚴謹的唐楷作

為入門。 

 

經過這樣的臨摹學習過程，學習的熱情和興趣也常常被消磨掉了一大半。陳

迅的作品乍看之下是回憶兒時學書父親嚴格教導的情狀，其實卻隱含著對昔日刻

板臨摹的學習方式不以為然的情緒；間接丟出「臨摹」不見得對學習書法有益，

還得看「臨摹」的對象、方法是否合適的更大討論空間，引導大眾重新檢視「臨

摹」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二）作為一種反思書史的文化底蘊 

    書法是漢民族特有的文化產物，成為鮮明的民族文化符碼，但在長期消費傳

統書法形式之後，使得臨摹形式成為藝術要求下的一種侷限，唯有重新用新的觀

點與形式，估量傳統可能生發的議題，才可能持續它的研究價值，於是有些書家

著意於現代性的考量，將看似傳統的書法意象或臨摹行為轉譯為古今對話、時空

                                                 
25 陳振濂編著，《書法的未來》，1998 年 9 月，浙江：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第 56 頁。 



                                                         書法的臨摹意涵與現代性轉化 

 143

交錯的複雜語境，除了突顯出書法獨有的視覺性與史觀外，又增加了傳統書作裡

所沒有的文化議題，形成一種書史與反思書史、古典與當代交錯的書法文化底蘊。 

  

圖十陳大中 采古來能書人名 164x76cm 圖十一 陳大中集古字  160x85cm 

 

例如從陳大中《采古來能書人名》（圖十）一作來看，臨摹歷代經典名家的

落款形式，看似遊戲詼諧的意圖中隱含了對歷代名家的成就肯定，隱約成為書法

發展史的一種縮影，也使臨摹行為具備了自由取材與組合的開放特質，這種開放

的特質成為介入藝術性探討、彰顯現代性價值的有效途徑。陳振濂為此作解題道： 

 

「書法史從某種意義上說就是書法風格史，其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書家，而書

家的款名又往往是其個人藝術生涯中最為精髓、最為濃縮的一部分。本作品集古

來書法大師的署名，並取南朝․宋․羊欣書論名篇《采古來能書人名》直接引為

創作題目，意在使其有根據和出處。」26 

 

可以窺見作者在創作時對於書法史的反思濃度遠遠超逾表面形式的一般解讀。 

 

另一幅《集古字》（圖十一）表現了類似的旨趣，陳振濂解題為： 

                                                 
26 陳振濂編著，《書法的未來》，1998 年 9 月，浙江：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第 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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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的書法素有『集古字』之稱。…米芾不僅僅是把『集古字』當作一種

手段，更是作為一種階段目標、作為一種基礎能力來重點提示，…作者偶然發現

許多書法辭典中對每個字的各種書體進行收集匯編的做法，與『集古字』這一行

為十分接近，因此而萌發創作衝動、取字典（古書）形式作為傳達這一主題的貼

切形式，並以我們學習中最重要的『關鍵詞』－『傳統』作為範字，廣泛收集這

兩個字的五體書各種寫法集於一頁之中，形成一個『集古字』的真實的行為過程。」

27 

陳大中在書法辭典中「臨摹」出的「集古字」的形式，雖然在技術上落入了

形似的窠臼，在傳統臨摹的內涵上只能作為基礎而不被重視，然而，此作卻因為

精確臨仿名家的筆跡才能突顯一種傳統書史的真實感，並且實際上觀看其書作會

聯想到：其實書法工具書不可能同時呈現「傳、統」兩字在同一跨頁上，其中的

「不合情理」就是作者故佈疑陣的現代性語境，有效的將傳統與現代的複雜思考

透過看似簡單樸實的形臨過程，彰顯出它耐人尋味的特質。 

 

（三）轉譯為書寫行為與自我認同 

臨摹在現代性的轉化中已經不是單純書法技法的仿效，在當代創作中可以轉

譯為對過去時間或記憶的眷戀，例如林仁達的行為藝術，透過臨仿過去父親的筆

跡，填補一種追憶中的失落。看似無意義的形臨過程成為唯一能回溯父子情感的

途徑，而且透過藝術思維的療癒，重新坦然面對過往的無奈，再一次認同自我的

身分，而此時，臨摹的行為在觀念的表述中扮演了十分核心的角色。 

 

他的創作自述如下：＜給母親的一封信 ＞ 

 

「最近常想起父親，父親是一個表面很冷的人，和許多那個年代的父親一

樣，講權威和服從。高三考大學那年，父母離婚了。這使我猛然發現到對同樣是

                                                 
27 同註 26 第 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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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人」的父母的陌生，自己不過參與了他們人生的某個部分，而那些未能參

與的彷彿掏空了，感到和父母時間的斷裂，由此產生了龐大的疏離感，於是自己

對自己也陌生了起來。藉由摹寫學生時代父親給母親的信，我希望讓某些已經相

當遙遠的東西重新回到身體。」 

 

    當然這種「臨摹」的詮釋，依附

在作者生命歷程中所感悟到的深厚情

感，絕不是在文字上的形似追摹，間

接說明了臨摹向現代性轉化時可能生

發的新的詮釋可能，具備了更開放的

視野，突顯了創作者個性化的原創特

質，或可視為臨摹文化界入當代藝術

場域的一種有效途徑。 
圖十二 林仁達 給母親的一封信 

 

（四）作為群眾參與形式的當代文化策略 

觀念書寫的作品多少受美國觀念藝術的影響也受到後現代藝術多元風潮的

感染，書寫者除表現視覺形式之外，更重視形式背後的理念意圖，如管懷賓的「今

集蘭亭序」（圖十三）延請 20 多位的書家分別書寫不同的文字，再將其拼湊成文，

刻成碑版之後再拓印取下，改變過去視書法為個人藝術的觀點，將眾人合力創作

的書寫精神融入，暗示工匠角色的再詮釋，在看似平實無華的形式下，演繹著群

眾參與創作的可能，挑戰書法傳統的本質規範。 

 

管懷賓自己論述關於作品想法的緣起說： 

 

「儘管《蘭亭序》真跡早已失傳，但其臨書、拓本卻歷代相傳，作為範本

令書家文人心摹手追，嘆為觀止，也讓史學家傾心於書聖的劇跡及《蘭亭序》版



現代書畫藝術風格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146

本之考，延續千年。直到今天，大凡志向學書的人，大概無人不一度觸及《蘭亭

序》。 

 

有關再集《蘭亭序》的計劃，…主要的是想將這一東方的古典解構到當代

的文化現實之中，讓我們以另一種角度、方式來體驗《蘭亭序》的意義。 

 

具體的方案將根據《蘭亭序》的字數，324 人各臨一字，從分解《蘭亭序》

到再集《蘭亭序》…。這是一個由大家共同參與體驗的方案，一部貫穿體驗行為

的版本。它力圖從不同的角度切入這一文脈，並且借《蘭亭序》，進行有關經典

與當代文化關係以及人文精神在今天的意義的思考。」
28
 

 

從他的自述中其實已經十分清楚闡釋了以群眾參與的策略所賦予《蘭亭序》

新的臨摹意圖，利用最具典範性的傳統作品，最基本的臨摹形式卻解構了傳統臨

摹要求《蘭亭序》不激不厲、典雅超逸的規範。而群眾的參與也解構了以單一書

家、書體為主流講述的書法史現象，可以說以臨摹反諷臨摹，其原創特質不言而

喻。 

圖十三 管懷賓 今集蘭亭序  2007 

                                                 
28 管懷賓創作自述，《書․非書－開放的書法時空》，許江、王冬齡主編 2005 年 10 月，杭州：中

國美術學院，第 216~2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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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冰的《新英文書法》（圖十四）是另一個集合群眾進行臨摹的書法藝術形

式，其目的不在宣揚透過臨摹來學習書寫，而是讓群眾在不自覺的情形下被置入

到東方主義為重的思考模式之中。 

 

徐冰所思辯分析的是「臨摹」的價值並將其作為一個置入當代藝術的管道。 

高名潞評道：「1996 年時，徐冰把展覽的形式改為讓參觀者能夠坐下來實

際書寫的開放式空間，甚至在美國開辦了新英文書法的教室系統，讓外國學生們

不知不覺的被置入到用當代藝術的策略中，去接觸另一個有趣且特殊的混搭文

化。」 

 

徐冰創作的策略源自於幼時臨摹書法的傳統經驗，可以看作是一種眷顧傳

統文化的情結，為了引發當代藝術場域的興趣與重視，採取了群眾參與的推廣策

略以及誘使參與者臨寫不古不今、不中不西的「徐冰樣文字」，使整體行為同時

營造了不中不西、不古不今的爭議話題，擴大了中國文化滲透西方文化的可能，

擴張了臨摹的應用範疇。 

圖十四  徐冰  新英文書法 

圖十五 黃智陽 顏真卿祭姪稿臨寫記事

70x140cm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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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真卿祭姪稿臨寫記事》（圖十五）這件作品記錄了臨摹課程中的真實過

程，每位出席者的臨寫成果忠實的展現在紙面上，儘管希望達到與範帖相似的成

果，卻因當眾臨寫產生諸多緊張顫動的現象，教學者將每位臨寫者的優劣及情緒

狀態同時記錄在紙面上，共構成一幅由多數人參與而完成的集體創作。個別字形

與《祭姪稿》相較雖然相去甚遠，而隨性書寫與隨性題記的形式卻十足彰顯了《祭

姪稿》那行筆匆促、不拘小節的藁草書特質。 

 

    於是此件臨摹作品的意圖就不在於表現單純用筆技法的熟練，而在突顯草稿

書風的現代性可能，臨寫者事後都欣慰於忠實的記錄了當下的過程，是一種一寫

而就、無法描摹的臨寫過程，參與者皆能深刻體察出傳統書法文化的深層意涵，

這種感動則遠勝過形式技巧的追求。 

 

（五）對於傳統典範作品的崇敬與解構 

書法風格史上堪稱典範且迄今屹立不搖的並不多，二王風範具有典範中無人

不曉的經典地位，《蘭亭序》被尊為天下第一的行書，蓋因它具備了書文並茂的

特質，加上王羲之坦腹東床、大而化之的性格與盛名，共構成瀟灑的魏晉風流印

象，於是，對於王羲之的崇拜、對於魏晉風流的景仰，都可能投射在《蘭亭序》

的臨寫情緒上。於是，《蘭亭序》的成就不全然依賴其雅潔秀逸的風神，而是不

可名狀的複雜崇敬心理。 

 

圖十六  邱志杰  重複書寫 1000 遍蘭亭序 1990-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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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志杰在進行《重複書寫 1000 遍蘭亭序》作品（圖十六）時說： 

 

「在這個過程中我同樣體驗了隱密的懷戀、遊戲的快樂和文化選擇，以及傳

統規範與個人之間持續的張力。」29 

 

「在這個崇尚力量的時代，漢字的書寫可能是甚麼呢？可以是悲壯的懷舊，

也可以是機智的策略，更可以是權力的證實。但在更深的層次上，它更是一種不

願被普同化的世界觀。」30 

 

邱志傑對經典作品的崇拜反映在四年的《蘭亭序》臨寫上，而最後呈現出黝

黑的畫面，是一種四年重建心靈的真實呈現，又是一種《蘭亭序》典範作品的印

象解構。觀念主導了行為的策略，賦予臨摹行為新的文化觀照，使作品具備了臨

摹的真實而消解了臨摹應有的表面形式。這種從傳統材料轉進現代性思考的當代

策略，必將擴大文化思辯的諸多話題，賦予了臨摹文化更多可以討論的空間。 

 

（六）作為解構傳統制式思考的手段 

朱青生的《仿顏真卿祭姪稿》，以逐筆描繪的方式完成《祭姪稿》文字局部

的放大，西方媒材的應用以及高彩度的朱紅色彰顯了這件作品的抽象化特質，雖

然是一種對傳統經典作品的臨仿，卻與傳統臨摹的學習方式大異其趣，雖然以學

習傳統為途徑卻以反傳統為策略，以勾摹形式為途徑卻以消解臨摹為策略，於是

基本上他採取了「反書法」的態度，轉而創造新的現代書法語境，他嘗提到： 

 

「『反書法』是一種現代精神以反思、反省和反叛而對傳統的繼承方式，它

不是『延續傳統』，卻為未來『創造傳統』。我們認為現代書法的基本素質既包括

                                                 
29 邱志杰，＜漢字的力量＞，《中國現代書法論文選》，王冬齡編、2004 年，浙江：中國美術學

院出版，第 179 頁。 
30 同註 31。 



現代書畫藝術風格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150

對於國學的要求（文字、音韻、訓詁和古文獻），也包括對傳統的書法和繪畫、

園林、雕刻及其他相關藝術作深入研究的要求。但是在創作中，我們的目的是真

實的、直接的體現現代人的精神。」31  

 

這段話概括為對於東方傳統文化的本質掌控，以及對現代精神的體現或更多

著力於現代性的思考。選擇「反傳統」的形式策略達到「消解傳統限制」及「重

建傳統詮釋」的目的。 

      

圖十七 朱青生  仿顏真卿 「祭姪稿」 250x250cm  2000 

與原帖對照之後知其為擷取「都」之局部 

 

李思賢對於他的作品評述道： 

 

「老朱的現代書法作品是以『清除創造』為目標，是對『藝術即創造』的質

疑。」32 

 

可以窺見朱青生具有濃厚的西方觀念藝術思維的影響，《祭姪稿》中「都」

的局部，透過類似描紅的行為誇張放大就其取材的過程似乎僅是對於傳統的真實

摹仿，卻拋出了「不創造」的弔詭話題，實際上達到了他為現代書法創造的新語

                                                 
31 朱青生，＜中國現代書法的層次與方向＞，《中國現代書法論文選》，王冬齡編、2004 年，浙

江：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第 161 頁。 
32 李思賢對朱青生作品之簡介。國立台灣美術館編輯委員會編輯，《國際書法文獻展：文字與書

寫》，2001 年，台中：台灣美術館， 第 20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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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其中「創造」與「不創造」的二分爭議，基本上是不存在的虛擬話題，我們

體察到臨摹向現代性轉化的過程中，創作者虛擬了諸多假設性的話題來突顯它與

傳統單方向思考的差異，以作為它可以在當代持續探討的誘因。 

 

六、結論：重新轉譯的臨摹語境與當代應用 

臨摹意義在當代賦予了繼承傳統書技養成與反傳統的多元價值，成為理解傳

統與現代的重要線索，並豐富當代書法介入當代藝術範疇的可能，也可當作「借

古開今」的全新體察。 

 

有些人會焦慮傳統臨摹的意涵透過現代性的轉化之後，「臨摹」的形式與意

義就因此而消失，其實並不盡然。現代書法將「臨摹」作為一種更深刻的文化意

涵來表現時，為使觀者客觀認知到傳統典範作品的意象，仍然需要高超的筆墨臨

仿的工夫，如果作為一種文化象徵而達到本土化的藝術追求，又須把握書家或碑

帖文藝內涵，這些要求都成為「臨摹」的形式或價值不會被完全消解的基礎，甚

至可以說，傳統書法風格史不重視形臨作品的單一方向，在當代藝術的多元思考

並且向傳統反芻之下，反而得到了價值重估的可能，也算是臨摹文化的一種文藝

復興契機，於是樂觀地深入傳統並且大膽地向現代性轉化，已作為介入當代藝術

可能被觀察的場域，不啻為當代書法在不可免的多元發展中，值得探究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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