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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會變遷與書法之發展關係密切，屬於歷史性研究範疇，時間延續較長時，

尤顯其重要。過去書法史所見之敘述，社會變遷通常僅作為點綴式的背景，本文

試以清末到日治時期為時空範圍，以社會變遷與台灣書法之發展作為考察重點。

藉前輩學者對清末以來台灣社會、經濟、文化發展之研究成果，配合書法記事繫

年表以進行綜合性考察。論述採三段進行，首先簡述時代環境與書法之關係；次

論清末到日治時期，四階段社會變遷下的台灣書法；最後以繫年表結合相關文

獻，作清末到日治時期台灣書法之傳承、延續、消長、新生之考察。三種考察顯

現了不同視點下對台灣書法的認識，因而更確信若要建構一部完整的台灣書法

史，應該還有許多努力的空間；藉此也省視了社會變遷下，我們所認識的台灣書

法傳承精神何在。 

             

 

 

 

 

 

【關鍵詞】清末、日治、台灣、台灣書法、社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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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序論 

一‧研究動機 

台灣專題的研究，受到重視已經不下二十年，〈台灣書法〉在這波潮流下，

亦不惶多讓。前輩學者麥鳳秋女士所著《台灣地區三百年書法風格之遞嬗》

(1661-1945)、《四十年來台灣地區美術發展研究─書法研究》(1949-1989)兩部巨

著，幾乎涵蓋了台灣書法研究之全面範圍，而且麥女士多年來台灣書法之相關發

表仍然持續不斷。葉心潭女士之《日治時期台灣小學書法教育》專著，則是書法

教育題之大作。李郁周先生《台灣書家書事論集》，則是先生所述百年來台灣書

法相關文章的大匯集。其他仍有許多前輩，為台灣書法過去的發展輪廓及未來之

願景，持續的付出心力。 

 

近年來大學相關系所，碩博士班的相繼設立，投入書法研究之學者可謂空前

之眾。不過相較於美術類之西畫、東洋畫，甚至水墨與書法研究而言，整體比例

上，以台灣書法為課題之研究仍然偏低。就研究內容視之，大都以小專題或近代

書家為研究方向。 

 

二‧研究目的 

要建購一部完整的《台灣書法史》，書家、書作的研究不但要持續進行，而且

還要更往前深入於日治、清代之書家、書作、書論、書風、教育、技法…等等，

以期到相當的積累再進而論之；因此一部《台灣書法史》，應該不僅僅是一堆書

家、書作的排列而已。過去書法史之著作，常見以書法發展為主，時代因素僅作

為背景點綴之陳述。這種現象，說明了書法與社會發展之間確實存在密切的關

係，因此僅作點綴式的陳述，就書法史內涵的完整性而言，顯然是不夠的。因此

本文試將書法與時代發展並行考察，試探社會變遷與書法發展有機的關聯，藉此

驗證研究方法，以期有助於後續研究之進行。 

 

三‧範圍設定 

首先要確立的是，〈台灣書法〉是指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所發生的書法相關事

務，因此清末、日治時期的書法，都是台灣書法的一部份。本文研究方向設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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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發展與時代變遷，時間範圍設定於清末台灣建省至日治時期，因此不以書

家、書作為探討中心。 

 

四‧研究方法 

首先以清末、日治時代之順序為時間縱軸，以政治、教育、經濟、社會變遷

之種種事務與書法發展為橫向交集之座標，作綜合性考察。一方面從台灣通史、

經濟發展史、社會發展史、清代台灣教育、日治時期台灣教育…等著作，取得台

灣歷史文化發展之相關資訊。並參考顔娟英編著〈台灣近代美術大事年表〉1998

年雄獅美術出版，葉心譚《日治時期台灣小學書法教育》1999 年出版，附錄〈日

治時期台灣書法教育及書壇大事年表〉，河内利治先生所撰〈日本‧台灣書道交

流史試論〉所附〈台灣日治時期書道相關日本人為中心之大事年表〉，國立台灣

美術館，打開畫匣子〈台灣美術年表〉…等相關年表，製作〈社會變遷下台灣書

法之考察 1885-1945 相關記事繫年〉(以下簡稱繫年表)如附表(表一)，以作綜合性

之考察。 

 

貳‧本論 

一‧記事繫年製作之考量 

1‧相關年表之考察 

本研究既以時代發展作為考察之要素，當應從現有年表中考察他人之長處，

進一步調整出適合本研究使用之模式，因此試舉參考資料三例分析如下： 

 

顔娟英女士編著之〈台灣近代美術大事年表〉，收錄 1885-1945 年日治時期

台、日報刊雜誌之美術資訊將近兩百頁，條目依日期順序編輯，涵蓋畫家記事與

畫壇記事，日治時期美術界之東洋畫、洋畫、傳統書畫、教育成果展、甚至骨董

展售…等。資料條目都記有出處與日期，內容豐富且詳細，是台灣美術日治時期

研究的重要參考資料。書中書法與同時代其他類別美術發展的紀錄，實可說明台

灣書法在當時美術界之位置如何。 

 



陳丁奇百歲紀念－《二十世紀台灣書法發展回顧》學術研討會                              

 86

葉心譚女士編著之〈日治時期台灣書法教育及書壇大事年表〉，以〈台灣近

代美術大事年表〉為基礎，抽出書法相關敘事，加上自身收集資料增刪而成。內

容分為書法教育記事及書壇記事，在文字級數縮小的情況下仍然多達三十八頁，

就日治時期台灣書法教育與書壇活動而言，的確是一份既豐富且專業的參考資

料。不過集中於書法記事之後，失去其他美術訊息的參考，對本研究仍有不足。 

 

國立台灣美術館打開台灣美術畫匣子〈台灣美術年表〉，也是以美術為主，

記事內容之〈美術記事〉，下分台灣藝壇及世界藝壇兩大項，書法只是記事內容

之一；作為時代背景的〈一般記事〉則包括台灣與世界等兩個欄目。從考察面而

言此種方式比較符合本文考察的需要，不過書法敘事卻過於精簡。 

 

就本研究而言，年表上的記事在時間軸上有其定位的意義，理想的編排應該

是將〈台灣近代美術大事年表〉之內容單獨列出書法、旁列其他美術項目並輔以

當時社會之相關資料。但龐大的資料量在此發表有所困難，因此改採〈社會變遷

下台灣書法之考察 1885-1945 相關紀事繫年〉之形式，將書法相關記事列一欄目，

輔以時代背景列一欄目，以此記事繫年作考察之基本材料，再結合其他政、教、

經濟、社會發展之著作以進行考察。 

 

2‧資料勘誤 

A‧〈台灣近代美術大事年表〉1985 年畫壇記事： 

 

12 月，〈總督府〉改建東瀛書院為淡水館，位於督府背面，作為台北文武

官之娛樂場。1898 年對一般市民開放為公會堂，1906 年關閉。(大年表) 

 

經查連橫之台灣通史，卷十一教育志之台灣書院表，記載登瀛書院：在

台北府治，光緒六年，台北府知府陳星聚建。因此〈東瀛書院〉應修正為〈登

瀛書院〉為宜。 

 

B‧〈台灣近代美術大事年表〉1985 年畫家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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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 年 6 月末，嘉義書家余蓮航至台北，太平町瑞和商行揮毫。(台日

6.29.7.3﹝漢 6﹞) 

 

1934 年 12 月嘉義書家余蓮航至台北金德裕合記，及新竹等地。(台日 12.20

﹝漢 8﹞) 

 

經核對高雄市立美術館，《台灣美術三百年》125 頁，書家小傳之敘述， 

余塘字〈蓮舫〉號〈鑑亭〉…。又根據《畫舫千秋蓬萊心》台灣美術源流展，

畫冊 161 頁收錄余塘之作品落款(圖一)，余蓮航應修正為余蓮舫為宜。 

 

二‧時代環境、社會變遷與與台灣書法之關係 

1‧時代環境與書法 

康熙二十二年(西元 1683 年)鄭克塽降清之後，清朝正式領有台灣。當時台灣

漢人移民約當二十五萬人左右 
1，清領初期漢人的台灣墾拓，仍集中於台南及其

週邊而已。清政府厲行海禁政策，但地脊人稠的東南沿海確有移民之需，因此偷

渡來台者絡繹不絕。由於偷渡行為以男性為主，此舉造成台灣男女比例嚴重失

衡，家庭組織不易，兒童數量不如正常社會之比例，連帶著學童數也減少。此外

漢人移民初期，即使有子女，其人力也是投注於生產。來台移民不見得個個有成，

一事無成、流浪各地的羅漢腳〈單身流浪漢〉，動則聚眾動亂，清初種種不安定

的現象，確實侷限了這個新興漢人移民社會的書法發展。 

 

清末台灣人口持續成長 (根據日本領台隔年 1896 年的統計，台灣人口約為

260 萬人。)鴉片戰爭之後台灣門戶開放，經濟發展從 1870、1872、1876 已經出現

出超，1878 年起直到 1895 年台灣割讓之際，台灣都是保持出超 2，社會相較於

大陸本土更為安定。在此良性循環之下，家庭才可能重視教育，據〈清代台灣進

士表〉(表二)之進士錄取年代與人數比例來看，台灣書法活動也是光緒以來本土

文人參與比例才大量的增加。 

                                                 
1〈台灣移民史略〉陳漢光教授撰，《中原文化與台灣》頁 342，台北市文獻委員會，中華民國 61  

 年 5 月印行。 
2 《台灣史》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著，45 頁，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6 年 10 月初版 

 十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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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會變遷與台灣書法之關係 

   上述清初與清末之時代環境，事實上是兩個獨立時空。但是在兩個時空之間

的延續、社會的變化有傳承、延續、消失與新生，此即社會之變遷。本文研究範

圍設定於清末到日治，政權交替帶動的社會變遷至為明顯，但其背後微妙的變

化，卻不是政權更替改弦易幟簡單數語即可交代。嚴格的來講此種社會變遷與書

法發展之關係，是難以用時代來劃分的，不過基於論述之方便，將社會變遷與台

灣書法之關係概分為清末、日治初期、日治中期、日治晚期等四個階段略述如下。 

 

A‧清末之社會變遷與書法 1885-1895 

1885 年，清廷宣佈台灣建省，意味著對台灣的經營態度轉為積極。首任巡撫

劉銘傳也確實銳意經營台灣，人口成長、經濟入超、前節已述。清末台灣書法的

養成環境，基本上與中原傳統的科舉生態一樣，私塾、府學、書院，其最終目標

乃在於科舉與功名。 

 

清末的台灣漢人與清初移民不同，他們來台已歷數代經營，可謂落地生根，

有的已經持有相當程度的積蓄，此際要他們返回祖籍可能已經沒有落腳之處。這

一代土生土長的台灣文人，加諸於台灣書法大家庭後，才使台灣書法從大陸來台

官員、幕僚、遊歷文人為主的結構，從比例上轉型為台灣書家佔有地位的結構。

高雄市立美術館出版《台灣書法三百年》收錄書家 61 人，從排名順序上也大致

呈現此一趨勢 
3。 

 

B‧日治初期之社會變遷與書法 1895-1919 

1895 年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民主國的抵抗從六月到十月即宣告失敗，隨後

台灣民眾的激烈抵抗卻持續不斷。初期武官總督採取軍事綏靖，平定動亂優先的

策略，詳見〈日治時期歷任臺灣總督及其任期表〉(表三)。但日本統治者也隨即

展開農業優先的經濟基礎建設，及日本吸收自西方的新式教育。 

 

                                                 
3《台灣書法三百年》書家簡歷 122-127 頁，發行人黃才郎，中華民國 87 年 6 月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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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突然變動，帶給台灣書法質變與量變的衝擊。質變的部份在於日式學

校教育完全切除了科舉教育的生態，讀書、識字、書法，與仕途的關係斷絕，此

舉反而將書法的個人涵養與遊藝的性質突顯出來。廖一瑾女士所著《台灣詩史》

所附之《台灣詩社繫年》，其收錄詩社總數計 276 個，其中日治以前的只有 12

個 
4。這種現象，過去有學者解讀為，這是文人的民族意識，反日的表現，但是

詩作的實質內容卻讓我們有更大的思考空間。質變的另一部分，在於日本引進的

新式教育，書寫與文學性被區隔之後，使詩、書、畫一體的特質，強制注入了分

離的元素。 

 

日治初期，強力鎮壓台灣抗日運動的台灣總督府，為何可以容許詩社與書房

的存在？其實這與總督府的攏絡文人仕紳策略有關。繫年表 1900 年之書壇記事

即有：3 月於淡水館舉辦〈揚文會〉，進士、舉人、秀才等 146 人與會之記載。總

督府攏絡文人之外，也善於運用文人開設書房附設教授日語的條件等，因此默許

了私塾的發展空間。根據吳文星教授的研究，1897 年漢人書房數為 1127 所，1902

年增為 1822 所；不過 1904 年起，公學校學生數始超越書房，此後公學校日漸增

長而書房逐漸減少。不過詩社與書房漢學在日治初期之逆勢成長，為詩文一體的

台灣書法爭取了更大的延續空間。 

 

C‧日治中期之社會變遷與書法 1919-1936 

1919 年以後，漢人的軍事抗爭已經平息，日本政府對台灣統治已經進入穩定

時期。而當時的世界局勢，又逢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殖民地民主潮，日本本

土亦有所謂的大正民主期，台灣人民改走議會抗爭，而日本派任的總督也改為文

官系統，詳見(表三)。 

 

此時台灣也從農業化社會漸漸進入初期工商社會，日式教育也持續的成長，

私塾漢學雖不至於斷絕，卻是呈現逐漸衰退的態勢；詩社聯吟風氣仍炙，不過內

涵與日治初期已經有所轉變。日本引進西式教育之初，最晚在 1899 年，已經有

台南學童的書法作品參加鹿兒島教育物品展的紀錄。此一階段的 1926 年 10 月底

                                                 
4《台灣詩史》廖一瑾女士著，第 2 章第 4 節台灣詩社繫年，文史哲出版社，1999 年 3 月台北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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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開辦了第一屆台灣美術展覽會(簡稱台展)，此項展覽持續到 1936 年，作為台灣

美術界的年度盛事，但遺憾的是書法並不包含於美展之中。西洋油畫、東洋畫、

照相術、電影、唱片等，此時正以新潮事務的姿態融入台灣社會。 

 

D‧日治晚期之社會變遷與書法 1936-1945 

1936 年台展停辦之後，1938 年舉行了第一回台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簡稱

府展)，書法仍然不包含於美展之中。台展與府展這兩大官辦美展的未納入書法，

說明書法在當時是弱勢的。 

 

1936 年 17 任台灣總督小林躋造任職，此後恢復武官總督制度，並又逐漸採

取軍事統治，台灣民眾的柔性抗爭勢力徹底遭受壓制。1937 年中日戰爭爆發後，

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的進行，1943 年實施六年治義務教育後，教育普及率迅速提

升，1945 年的統計數字，達到學齡兒童就學率超過 80％的紀錄。 

 

   1941 年 12 月 7 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台灣

也進入戰時體制，此時與戰爭相關的書寫內容，及為皇軍展覽的活動頻頻出現。 

 

三‧台灣書法活動形式的傳承與新生 

1‧清領後期的書法活動 

A 傳統書法活動 

a 詩文與書信 

台灣建省，為清朝統治的最後十年，台灣已從清初動亂的移民社會，進入人

文積澱日深的安定社會。清朝台灣教育包括儒學、義學、書院、私人書房等，教

育內容以八股為重心，以科舉為目標。曾於台南赤崁樓見蓬壺書院，童生月課小

楷文書試卷(圖二)，今於行政院文建會國家文化資料庫，見妙心寺藏古文書中有

蓬壺書院、崇文書院、引心書院、海東書院等學子月課試卷三十件，可見小楷在

科舉制度下的重要性，及文書普遍水準。 

 

清代台灣進士、舉人之錄取集中於晚期，說明此時文風已有相當基礎。這些

進士、舉人、秀才所形成的社群，結合官吏、仕紳、富人的藝文活動，屬於精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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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範疇；這些精英正是清末〈台灣書法活動〉之主宰。 

 

此際文士之書法活動，基本承襲了中國清代傳統文人之習慣，對詩、文、書、

畫普遍都有涉略，如：台北士林世家，潘雨人先生的往來書信中，有艋 舺 洪以

南寄 來 之明信片，其上畫有〈新篁解籜〉墨竹圖(圖三)。傳統文士的書法活動，

最基本的就是詩文的書寫，如清光緒 2 年(1876 年)台南進士施士洁的《紅豆》詩

稿(圖四)，此為乙未割台後，施士洁從廈門投稿參加台南詩社活動之作。此外，

書信往返則為朋友間的訊息交換，如另一件洪以南致潘雨人先生的明信片，內容

邀請潘先生重陽節登圓山、飲酒、放風箏(圖五)。作品的互相酬祚餽贈，則如鹿港

鄭鴻猶，為其友人天來先生所書之行書中堂等(圖六)。上述〈書法活動形式〉雖

有實用性或藝術性界定的模糊地帶，卻是延襲最長久從古至今持續不斷的方式。 

 

b 詩社與文社 

〈詩社〉與〈文社〉各自以詩、文作為活動之主軸，書法只是詩、文傳達的

媒介，但文士之重視書法的傳統，其來有自。投稿詩文之製作、書寫，審美情感

始於製作之初，並且貫串於製作之時，因此書法境界之高下，與詩文之內涵有相

輔相成之妙。 

 

根據廖一瑾女士所著《台灣詩史》之台灣詩社繫年。台灣最早成立的詩社，

是明遺臣沈光文等，於康熙二十四年(1685 年)創辦的〈東吟社〉。此後一百四十

一年台灣沒有成立詩社。道光六年(1826 年)，彰化知縣及地方人士陳掄元於虎尾

文昌祠成立〈鍾毓詩社〉，為台灣的第二個詩社。說明道光之後聯吟漸興，詩社

成為文人交游之風尚。咸豐元年(1851 年)，新竹進士鄭用錫成立第三個詩社〈竹

社〉後，才有新竹〈梅社〉、〈潛園吟社〉、〈竹梅吟社〉，台南〈崇正社〉、〈斐亭

吟會〉〈浪吟詩社〉，彰化縣〈荔譜吟社〉，台北〈牡丹吟社〉〈海東吟社〉等詩社

之成立 5 

台灣通史藝文志謂： 

 

                                                 
5 同註 4。 



陳丁奇百歲紀念－《二十世紀台灣書法發展回顧》學術研討會                              

 92

光緒十五六年，灌陽唐景崧來巡是邦，道署舊有斐亭，景崧葺而新之，輒邀

僚屬爲文酒之會。台人士之能詩者悉禮致之，揚風扢雅，作者雲興。既而景

崧升布政使，就任臺北。臺北初建省會，游宦寓公，簪纓畢至，景崧又以時

集之，潤色升平，一時稱盛。 

 

〈斐亭吟會〉1889 年成立於台南，〈牡丹吟社〉1891 年成立於台北。發起人

為時任台澎道之，廣西灌陽唐景崧，此為來台仕宦與台灣文人之交流之例。 

 

〈詩社〉是以詩為主的遊藝雅集，唱合、品茗、飲酒、擊缽作詩。〈文社〉

與文昌祠結合，以文論為主，參與者概為義學、社學、私塾、書院體系之知識份

子，目標為科考。詩社與文社亦時有交融，前述道光六年(1826 年)成立的〈鍾毓

詩社〉位於虎尾文昌祠即為一例。由於〈文社〉在清代之發展概與書房、義學、

之屬性相容，日治時期大都被改為公學校，民國遷台以來文昌祠歸於文昌帝君的

宗教信仰，以致於被遺忘。 

 

B 文藝雅集的贊助者─富紳與名園 

清代中期以後，台灣經濟蓬勃發展，富豪鄉紳紛紛營建山莊庭園，有些主人

本身就愛好詩文書畫，名園即為品茗論藝雅集所。台南〈吳園〉、新竹〈北郭園〉、

板橋〈林家花園〉、霧峰〈林家萊園〉謂為台灣四大名園。建園最早的〈吳園〉

有勝甲全台之說，但與詩文雅集之紀錄較少，其他三園如： 

 

a 新竹〈北郭園〉 

〈北郭園〉是開台進士鄭用錫，於咸豐元年（1851 年）興建於新竹，〈有堂

廡十數間，前後凡三四層，水池假山，亭樓花木燦然畢備〉，佔地寬廣園林優美。

台灣有史以來的第三個詩社〈竹社〉，即於咸豐元年(1851 年)成立於此，當時海

內外名人及科場得意文士，時與先生在此詩酒酬唱，提倡風雅。鄭用錫晚年親題

北郭園八景：〈小樓聽雨、小亭春望、蓮池泛舟、石橋垂釣、小山叢竹、深院讀

書、曲檻看花、陌田觀稼〉並寫了八首五言絕句。鄭用錫主持明志書院多年，自

製〈摺卷〉教授學生書法，對學生習字貢獻良多。  

 



                                清末到日治時期（1885~1945）社會變遷下台灣書法之考察 

 93

b 板橋林家花園 

台北板橋林家花園之興建，約始於光緒初年，光緒 14 年增修，完工於光緒

19 年。根據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的報告，參與建園人士包括文人墨客，可知

板橋林園主人已有相當之文學之薰陶(圖七)。事實上早在同治 2 年(1863 年)林維

讓、林維源先生，為了平息漳泉械鬥，教育漳泉弟子，即創立〈大觀學社〉，又

於同治 12 年(1873 年)創立〈大觀義學〉後改名為〈大觀書社〉。為了林家子弟的

教育，所聘西席謝琯樵、呂世宜、葉化成合稱板橋林家〈三先生〉，對於北台灣

藝文發展助益頗大。其中呂世宜之金石收藏、學識與書法，世人推與伊秉授齊名，

並且名動京師。
6他的金石收藏，直接充實了林家〈汲古書屋〉(圖八)，其後持續

增藏，致使〈汲古書屋〉藏書有富甲東南之稱。呂世宜人稱〈台灣金石學導師〉，

板橋林家對他金石學研究全力資助，並於道光年間根據呂世宜的金石碑版資料，

遠赴福建請刻工好手鐫刻為版，是台灣金石研究出版之祖，堪稱為〈臺灣金石學

推手〉 
7。 

 

c 霧峰萊園 

霧峰林家之萊園，為光緒十九(1893 年)林文欽中舉後，為侍奉母親而建的庭

園。根據林獻堂〈先考文欽公家傳〉所云：是雅慕萊子斑衣之志，築萊園於霧峰

之麓，春秋佳日，奉觴演劇侍羅太夫人，所以娛親者。台中霧峰林家，素以武功

聞名，先人林奠國、林文察、林文明、林朝棟等，率領台勇協助清軍，平定同治

元年（1862 年）臺中戴潮春之亂，並轉戰東南與太平天國軍隊作戰。林文欽的中

舉，說明了霧峰林家從尚武家風轉為儒家仕紳，此後尚有林朝宗、林朝崧、林朝

璇等，皆科考錄取為秀才。日治時期之林資修、林資鏗、林獻堂等致力於台灣民

主與議會政治不遺餘力。其中林獻堂即為林文欽之子，他所組織的櫟社，更是日

治初期傳統文士雅集的重要代表。 

 

d 新竹潛園 

    名園雅集推動書法活動者當不只四大名園而已，如竹塹(新竹)的文士林占

                                                 
6《呂世宜西村先生研究資料、台灣林本源家文物及資料》合編乾坤二冊，吳守禮、林宗毅編， 

 乾冊第 38、39 頁，台灣定靜堂 1976 年版。 
7〈臺灣金石學導師呂世宜的一份研究材料，兼論臺灣金石學推手〉。黃華源撰，2009 年 9 月，發 

 表於杭州西泠印社“重振金石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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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道光二十九年(1849 年)興建之〈潛園〉。林豪撰《淡水廳志訂謬》謂其〈能

詩、能畫、能琴、能射、能音樂，皆卓卓可傳。〉可見他對林占梅文藝的推崇。

他南征戴春朝之亂時猶攜琴同行，足見其藝術家氣質，亦見林占梅允文允武具有

傳統儒士之精神。林占梅經常招徠各地雅士，舉辦詩酒吟會以文會友於〈潛園〉，

不但促進了文人間的頻繁互動，也刺激了竹塹北台文風的興盛。日治時期開路之

故，潛園遂廢。 

 

e 台中筱雲山莊 

筱雲山莊，為秀才呂炳南於清同治五年（1866 年）所建。炳南有子汝玉、汝

修與汝誠，一門三人俱中秀才，廣東名士吳子光稱許為〈海東三鳳〉，次子汝修，

更於光緒十四年登戊子科舉人，文章道德為時人所重。同治年間，吳子光曾在山

莊擔任西席，帶動中部文風，為作藏書題聯云：〈筱環老屋三分水，雲護名山萬

卷書。〉其藏書之富，與台南府城海東學院、板橋林家〈汲古書屋〉可以媲美。

直到日治時期其後人呂厚庵與呂蘊白二位詩人，均為櫟社社員，他們鼓吹詩教，

發揚民族文化，不遺餘力。 

 

2‧日治時期新舊書法活動之消長 

1895 年日本治台，為台灣帶來了教育、經濟、社會的變革，也為書法活動帶

來了新的刺激與變動。隨著時代的發展，書法的活動與呈現形式，有傳承也有創

新。 

A 傳統書法活動在日治時期的發展 

a 詩文與書信 

    傳統文士最基本的書法活動就是詩文與書信，這從清末到日治後期，基本上

是完全的延續的。前節舉例台南進士施士洁乙未(1876 年)割台後仍投稿參加台南

詩社活動，有《紅豆》詩稿為例，稿紙與書寫都還沿用清代格式，(見插圖四)；

另前舉收藏家王行恭先生收藏明信片(岀自林潘家，總計 37 張)，根據明信片上所

印之日文はかき，可以斷定為日治時期物品無誤。這種配合時代發展，演化

出來的明信片書信形式，應可謂為傳統事物適應新時代之產物。 

 

b 詩社、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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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台灣詩史》廖一瑾女士著，第二章第四節之台灣詩社繫年，其台灣詩

社調查總數計 277 個，清代 12 個，日治時期 202 個，無記年的 58 個 
8，從數量

上來看台灣詩社之發展，其輝煌之年代實在日本治台之後。其中又以台北瀛社、

台中櫟社、台南南社等，各為台灣北、中、南之代表。根據陳昭瑛女士的看法，

其風氣在 1925 到 1926 年間達到最盛 
91927 年以後之詩壇，面臨新文化運動的衝

擊，本質已不復從前。至於〈文社〉的發展，日治時期科舉既廢，文論已經不興，

附有大量田產的文社大都被改為公學校，因此文社在日治時期迅速脫離文人的交

流活動。 

 

B 文藝雅集與富紳名園之興廢 

a 清代名園之興廢 

清代名園進入日治之後，命運發展各自不同。新竹〈北郭園〉與〈潛園〉俱

因拆城築路而廢；台灣首富板橋林家舉家遷往廈門，其後人林熊光、林熊祥等，

發展為日治時期北台灣之名書家、收藏家等，林熊祥與林景仁於 1923 年創台北

鍾社，經常雅集。台中霧峰林家之萊園，日治之後活力依然興盛，日治時期詩壇

翹楚之〈櫟社〉，即以萊園為集會場所，林家後人林獻堂等亦積極投入社務，是

日治時期傳統文士雅集的重要代表。台中筱雲山莊後人，呂厚庵與呂蘊白二位詩

人，均為霧峰櫟社社員，他們鼓吹詩教，發揚民族文化，不遺餘力。 

 

b 日治時期新建名園 

環鏡樓 

除了舊有世家之外，日治時期興建之名園當以基隆顏家為最，嚴家以煤礦起

家，主人顏雲年雅愛詩詞，壬子大正元年(1912 年)於基隆擇地建樓，因環山鏡

海故名〈環鏡樓〉(圖九)。1914 年落成時，台北〈瀛社〉、新竹〈竹社〉、台中〈櫟

社〉及全島詩人於此擊缽詩會，號稱全台第一次詩人大會，有《環鏡樓唱合集》

行世。1918 年顏家買下日本人木村久太郎的〈木村御殿〉別墅，並興建樓宇、整

修庭園，將家族成員及宗祠搬遷至此，其弟顏國年取名為〈陋園〉。此為日式揉

                                                 
8 同註 4。 
9〈日據時期台灣儒學的殖民地經驗〉《台灣與傳統文化》第 40 頁，陳昭瑛著，台灣書店 1999 年 

 7 月，台北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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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西式風格的庭園，定期開放給一般市民參觀。因顏家愛好賦詩，陋園成為全台

詩人匯集之處，也是當時日本官方與台灣民間菁英的交流場所。 

 

琳瑯山閣 

嘉義〈琳瑯山閣〉主人張李德和女士（1893-1972），字連玉，號羅山女史、

琳瑯山閣主人、題襟亭主人、逸園主人。年二十，于歸嘉義〈諸峰醫院〉張錦燦

醫生。昭和 4 年（1929 年）張醫師將醫院改建為洋樓，二樓讀書處，號為〈琳瑯

山閣〉。由於夫婦皆雅愛詩詞，屋後庭園〈逸園〉即成為詩友吟詠之處。1930 年

張李德和女士向林玉山學畫，並加入〈春萌畫會〉，同年創立〈連玉詩鐘社〉詩

社活動尚有〈琳瑯山閣詩會〉、〈題襟亭填詞會〉，此後又擴及〈鴉社書畫會〉、圍

棋會、音樂會等。張李德和女士熱心藝文活動，並提供贊助，〈琳瑯山閣〉遂為

嘉義藝文活動之重鎮。  

 

3‧日治時期新式書法活動的展開 

A‧書法教育 

a‧學校書法教育 

從日治時期的初等教育來看，1896～1897 年，總督府在全臺各地設國語講習

所 16 所、分校 18 所，招募臺人子弟教授日語。1898 年 7 月，頒布〈關於書房義

塾規程〉，將書房納入管理，規定書房設日語、算術，使書房成為公學校教育的

輔助機關。從 1904 年起，公學校學生數始超越書房 
10不過 1919 年以前，公學校

擴充緩慢，入學率仍然偏低，直至 1915 年度，學齡兒童入學率仍不及 10％。 

 

1919 年，文官總督田健治郎致力於增設公學校，翌年入學率約增為 25.1％，

至 1940 年入學率更增為 57.4％。1943 年總督府正式實施六年制義務教育，該年

入學率約 65.7％，1945 年則超過 80％ 
11
。隨著日式教育的引進，日本的習字簿、

範本等書法初階學習方式也引進台灣，截至台灣光復一共經過了五期的發行 12。

                                                 
10〈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吳文星：第 16 卷第 3 期 65-71 

 頁，1978 年 9 月。 
11《台灣史》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著，212 頁，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6 年 10 月初版 

 十刷。 
12《日治時期台灣小學書法教育》葉心潭著，第三章書法教科書之編印，頁 65-90，1999 年蕙風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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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國家規定，統一範本的教學方式，是台灣書法教育的一大轉折點。其教學內

容包含假名、漢字與硬筆書法等，則可以看到台灣書法元素中日本書法的轉換與

參合。 

 

b‧講習、演講、與函授 

傳統教育，書法的學習大都承襲於師門，與自修。日治時期，公學校以國定

範本為教材，學校與社會上還有講習、演講會等方式傳授書法知識，這也是書法

教育形式的新發展。目前看到較早的講習紀錄是明治 37 年（1904 年）10 月，的

台北府中街大村氏書法講習班招生。昭和 10 年(1935 年)2 月，比田井天来於新竹

與嘉義，以書道講演的形式，進行教學。同年台中師範學校南國書道會、校友會

共同主辧教育書道講習會，講師、助講師等陣容龐大，而昭和 12 年(1937 年)7 月，

南師校友會主辧講師高塚竹堂書道講習會，台灣南部及澎湖外島教師兩百人參

加，是學生數龐大的書道講習會。 

 

1904（明治 37）年 10 月‧台北府中街大村氏書法講習班招生。 

1913（大正 2）年 2 月 2 日‧鈴木青園氏為普及書道，特於毎週日召開習字會。 

1927（昭和 2）年 3 月 1 日‧台北州教育會旭小學校舉辧書法講習會，講師台北

師範學校西川鐵五郎。 

1935(昭和 10) 年 2 月 23 日‧比田井天来書道講演於新竹，0224 於新富小學校，

0226 赴嘉義。 

1935(昭和 10) 年 07 月 13 日‧台中師範學校南國書道會、校友會共同主辧教育書

道講習會，特別邀請全國學中等學校習字教育協會理事、學會本

部會長田中海庵担任講師、北一師石井賢蔵（緑山）、南師伊藤

喜内、中師鳥塚健吉為助講師。 

1937(昭和 12) 年 7 月 12 日‧南師校友會主辧教育書道講習會，講師高塚竹堂，

計有高雄、台南、屏東、澎湖 200 名小公學校教師参加。 

 

                                                                                                                                            
筆墨有限公司出版。 



陳丁奇百歲紀念－《二十世紀台灣書法發展回顧》學術研討會                              

 98

在眾多細目中，大正 5 年（1916 年）2 月 27 日，一則宜蘭雨森某發起第一

回競書會。是為競書較早的資料，至於是否為通訊學習，沒有更進一步之資料仍

不敢確定。但昭和 7 年（1932 年）1 月，鵞堂流《書道研究》召募書道通信教授

會員，則是明確的通訊書法教學活動。另根據香取潤哉先生留學台灣藝術大學

2005 年 1 月，與林建宏先生所撰的〈日本與台灣競書起源報告〉：1943 年 7 月，

台灣本土的級進制度月課競書活動，正式展開。推動者為基隆書道會林成基、林

耀西、李普同等人，利用《詩報》半月刊的版面，編入〈書道壇〉專欄以進行通

信教學，《詩報》為戰爭末期少數持續發行的漢文刊物，不過因為戰爭的關係

1943 年 7 月終告息版。即便如此，戰後台灣相關活動，溯其源頭即是在此。 

 

B‧展覽 

台灣書法的步入展覽形式，的確是書法呈現形式的一大改變。傳統書法藝術

層次的交流的對象，大都以個人為主；書信、廳堂、書齋懸掛的作品，其出發點

並不是面對一般觀眾。廟宇、公共建築、摩崖刻石之製作，雖有紀念或公告性質，

也有公開展示的事實，但其出發點與為美展而作截然不同。 

 

日本率先吸收西洋文明之博覽會、展覽等新式活動，台灣在日本統治之下，

立即移植了日本的先進事物。雖然繫年表所集日本治台期間，書法相關展覽活動

資料仍然有限，舉此分析所得陳述如下： 

 

a‧具有官方色彩的習字成果展 

1899（明治 32）年 3 月‧台南第一公學校參加鹿兒島八縣教育物品展，包括書畫。 

1900（明治 33）年 5 月‧島内各公學校曁日本各國校學藝品展，其中習字、圖畫

佔三分之一。 

1906（明治 39）年 3 月‧佐賀市舉辦之九州聯合教育品展覽會，台灣提出書方、

手工等學生作品 61 件。 

1908（明治 41）年 10 月 23 日‧日本閑院宮殿下參觀國語學校之生徒成績品展覽，

對國語學校之鉛筆畫，習字等作品深表讃揚，翌日開放供各界

參觀。 

所舉四例抽樣，為教育體制下之書法成果展。在台灣書法大事年表中，此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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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錄比重不少，應可以歸納為公辦書法活動，亦為近代學生美展的前身。 

 

b‧國際交流展 

1917（大正 6）年 11 月 18 日‧台中廳教育衛生展覽會於台中中學舉行，展出圖

畫、習字等學生作品，參展者包括台灣、日本、朝鮮、樺太(庫

頁島)、滿州及中國、南洋諸學校，並展出東美校教師參考作品。 

1938（昭和 13）年 11 月 1 日‧日滿華親善書道展於滿州國新京寶山百貨店、奉

天教育會館、東京美術館展出，台灣入選者，書部：張國珍、林

傳貴、劉曉村、李維垣、潘春霖、楊江波、李讃生。 

1941（昭和 16）年 9 月 28 日‧日華親善兒童美展於廣東省孔廟舉行，展出中、

日（台）國民學校學生圖畫、習字、手工等作品。 

 

以上四則美展，參展地區包括日本、朝鮮、樺太、滿州及中國、南洋諸學校。

當時朝鮮為日本合併，所處境遇與台灣類似，不能以外國論。但滿州、中國、南

洋等地已屬日本國境之外，但這類的展覽經驗，就台灣而言可謂〈國際交流形式〉

開展的早期經驗。 

 

c‧古今書畫展 

1901（明治 34）年 2 月 23 日‧淡水館月例會及古書畫展，包括岸岱、圓山應瑞、

吳春、谷文晁、西郷南洲、頼山陽等作品。 

3 月 16 日‧淡水館月例會及古書畫展，包括尾形光琳、與謝蕪村、

渡邊華山、谷文晁等作品。 

4 月 28 日‧淡水館月例會及古書畫及骨董器物展，包括岸駒、

野村宗達、本居宣長、菊地容齋、陸秀夫、林則徐等作品。 

5 月 5 日‧ ，淡水館舉行書畫抽籤展，現場揮毫者：藤崎紫海、

片寄南峰、高井洞南、富川文舟、須賀蓬城、戸田翠香、相澤峽

民、籾山衣洲、李秉鈞、洪以南、上田稲香、草場金台、鹽川一

堂、武部竹令、狩野永讓、鈴木羊石、三木春錦、高屋如山、川

田墨鳳等。 

12 月 12 日‧淡水館月例會及古書畫展，作品多為石坊街橫山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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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所收藏。台灣美術館之《編年紀事》 

 

〈淡水館〉原為清代之登瀛書院，明治二十八年，被充為總督府文武官吏

的俱樂部，後亦為官民共用的公會堂 
13。淡水館月例會，舉辦之〈古書畫展〉

或〈古今書畫展〉是日治初期，極具活力的古今書畫展覽，繫年表所列 1901

年之活動，即可見其活動力之一般，其他類似之活動繫年表中亦收錄不少。這

類展覽基本上是日本人組織的古董、書畫展覽，所以展品內容多為日本古書畫，

且具有商業色彩。1901 年 4 月 28 日的展出物品卻出現〈陸秀夫〉、〈林則徐〉

等，明、清名人作品，說明台灣人此時已參加了日本人的社交圈。而 5 月 5 日

的書畫抽籤展，現場揮毫人士有台灣李秉鈞、洪以南則是一例證明。 

 

d‧名家展、義展(義賣)、訂購展 

1910（明治 43）年 10-11 月‧台灣書畫會發起河原柏年送別訂購會。 

1912（大正 1）年 5-7 月‧總督府囑託山本竟山發起竟山書畫訂購會，於基隆光

尊寺演講，以及久寶寺揮毫。 

1916（大正 5）年 3 月‧高梨寶山禪師來台，成立書畫訂購會。 

1918（大正 7）年 3 月 16 日‧東京書畫商伊藤景文，舉辦古書畫陳列拍賣會於

一力樓、於台中樋口旅館。 

1918（大正 7）年 10 月 27 日‧明治維新名士尺牘展於博物館展出。 

1920（大正 9）年１月‧鈴村串雨、尾崎秀真及台灣書家林知義、魏清徳發起李

逸樵紀念書畫展，所得潤資捐贈慈善事業。 

1923（大正 12）年 10 月 13 日‧台灣日日新報舉行震災救助書畫義賣會，包括洪

以南、羅秀恵等人作品，悉數賣出，計 172 圓 50 錢。 

1926（大正 15 昭和 1）年 2 月 12 日‧書家比田井天來成立書法訂購會。 

1933（昭和 8）年 9 月 23 日‧趣味同人會明治維新志士遺墨展於台灣日日新報。 

1934（昭和 9）年 9 月‧西川萱南書道作品訂購會。 

                                                 
13〈淡水館〉伊能嘉矩，署名采風子，《臺灣慣習記事》第 6 卷第 10 號，52～53 頁，明治 39 年 

 10 月 13 日發行。中譯本，（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臺灣慣習記事第六卷．下》第 140 頁，臺 

 灣省文獻委員會，民國 81 年 12 月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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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幾則案例有為交流目的訂購會、賑災目的的義賣會、商業性質的拍賣

會、也有紀念性質的展覽等等，可見展覽性質多元而豐富。 

 

e‧紙上展覽 

    日本治台之前，雖有台灣巡撫劉銘傳手抄形式的《邸抄》，傳達法令規章、

官方文件以供民閱覽；英國長老會巴克禮牧師以新式印刷刊行《台灣府城教會報》

等，但都不是正式的報紙 
14，明治 31 年(1898 年)日本人守屋善兵衛併購《台灣

新報》及《台灣日報》成立《台灣日日新報》。由於得到台灣總督府的協助，及

漢文版的發行，迅速成為台灣第一大報。直到 1944 年 4 月，因戰爭物資缺乏，

與言論控制之需，台灣總督府合併台灣其他六家報紙為《臺灣新報》，出刊長達

47 年之《臺灣日日新報》才正式畫下句點。目前搜尋資料可以看到 1909 年到 1941

年間，幾乎每年都刊載新春紙上書畫展或書畫印展。這種紙上展覽的形式，是報

業的精心規劃，也是台灣書法呈現形式的另類表現。  

 

C‧書會、書畫會 

a‧日本人為主的〈書會〉或〈書畫會〉如： 

1912（大正元）年 2 月‧書家千葉青藍來台，教授書道並組成道風會。 

1929（昭和 4）年 4 月 27 日‧石井賢蔵（緑山）主持台北書道研究會作品展於鐵

道旅館。 

1930（昭和 5）年 12 月 7 日‧西川萱南主持之南瀛書道會於台北第一高女舉行成

立大會。 

1935  (昭和 10) 年 11 月 16 日‧大津鶴嶺主持之〈台灣書學院〉秋季書道展於台

灣日日新報，共 530 件，另有古今書畫 80 件。 

 

b‧台灣人為主的〈書會〉或〈書畫會〉如： 

1929（昭和 4）年 1 月 25 日‧曹秋圃個展於台北博物館，同時成立〈澹廬書會〉。 

1932（昭和 7）年 2 月 7 日‧新竹益精書畫會改組，麗澤書畫會創會展於新竹公

會堂。 

                                                 
14〈第一章混沌初開─台灣報業伊始〉《台灣報業史》王天濱著，亞太圖書出版社，2003 年 4 月 

 台北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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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昭和 15）年 5 月 12 日‧基隆東璧書畫會李天慶（普同）倡議改組為〈基

隆書道會〉。 

以書法或書畫關係結社交流，日治以前的台灣是未曾聽聞的，這類團體的出

現，也與日本當時的國內文藝發展密不可分。在紀錄中收錄的〈書會〉或〈書畫

會〉超過三十餘個，就其發起成員之屬性，大致可分為日本人為主或台灣人為主

的兩大區分。這種緣起於日本引入台灣之組織，其發展延續至今。 

 

D‧赴日參加社團競賽與展覽 

a‧台灣人經常參加之日本書道展覽 

由書法社團舉辦書法競賽，頒與獎狀，然後舉辦展覽，這在日治以前的台灣

也是不存在的事物。當時政經文化中心為東京，日治中期以後，台灣書家也熱烈

參與了在日本的大型書法比賽與展覽，在紀錄中從 1928 年起到 1943 年 16 年間，

竟然多達 40 餘次的紀錄。日本舉辦展覽單位如： 

 

〈帝國展覽會〉、東京〈日本書道作振會〉、東京〈戊辰書道會〉、〈日本

美術協會〉書畫篆刻展、〈泰東書道院展〉、〈名古屋書道研究一樂會〉、〈東

方書道會〉、〈關西書道會〉、〈東亞書道會〉、東京〈三樂書道會〉、京都〈平

安書道展〉、〈興亞書道連盟〉等。而日本本土的書道團體，也遠涉台灣成立分

會，如：〈斯華會〉台北分會、〈奈良寧樂書道會〉台北分會等。 

 

b‧入選以上書畫會展覽台灣書家名單： 

曹秋圃、李逸樵、郭介甫、簡端堂、張國珍、施雲從、郭雙傳、劉子雲、郭

眉生、劉陸生、朱啓星、郭眉生、陳淑媛、陳希津、李讃生、郭介輔、連曼生、

李讃生、張金柱、張國珍、鄭淮波、傅條陽、施壽柏、潘春霖、紀金宝、張満守、

方添喜、葉春潮、傅漢淮、楊江波、高澤壽。這些是在紀錄中得以條列姓名者。

其他如： 

1932（昭和 7）年 10 月 28 日‧曹秋圃、施雲從等 14 人入選大阪市教育部主辧之

第二届關西書道會，獲銅牌奨。 

1932（昭和 7）年 11 月‧台灣書家 21 人入選東京泰東書道院第三回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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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昭和 9）年 6 月 7 日‧東方書道會展於東京美術館，台灣郭眉生、劉陸生

等 16 人入選。 

1934（昭和 9）年 12 月‧泰東書道院第五回展，台灣麗澤書畫會張國珍、澹廬書

會、朴子書家施雲從等等 21 人入選，大橋公學校陳淑媛、陳希

津（曹秋圃指導）入選。 

1935（昭和 10）年 5 月‧日本美術協會第九十八回書道篆刻展，新竹麗澤書畫會

員等 14 人入選。 

1935（昭和 10）年 12 月 3 日‧東京泰東書道院開第六回展覧會，台灣共有 13 人

入選。 

1938（昭和 13）年 1 月 8 日‧泰東書道院第八回展於東京美術館，台灣 34 名入

選。 

1938（昭和 13）年 5 月 7 日‧台人 28 名入選東京日本美術協會舉辧之第百五回

書畫篆刻展覽會。 

1939（昭和 14）年 1 月 8 日‧泰東書道院第九回書道、文人畫、篆刻全國展於東

京美術館展出，包括新竹麗澤書畫會 12 名會員等，共 40 位台人

入選。 

1940（昭和 15）年 1 月 7 日‧泰東書道院主辧奉讃書道展於東京美術館，台中斯

文會佐藤玉山等 12 名，及新竹書畫益精會等多人入選。 

1940（昭和 15）年 7 月 31 日‧大日本書道會第四回於東京美術館及美術協會展

出，台灣入選者張國珍，以及台灣書學院少年部 34 件。 

在這些紀錄中，雖然無法指出台灣入選人數中，究竟有多少為日本人。不過

入選者動則十數人，甚至多達三四十人的紀錄，可見台灣熱中於書法競賽的程度。 

 

E‧揮毫、購票參觀 

1908（明治 41 年）11 月 8 日，台灣書畫名家於共進會舉辧古書畫與骨董陳

列會，有台北書畫家現場揮毫，開放購票入場。這種需要購票參觀的書法展覽，

在台灣也是創舉。而現場揮毫之形式，從紀錄來看，若非學生習作展、紀念性質

的遺作展，展覽會經常附帶有現場揮毫，而且這種風氣甚至也感染了台灣書家，

聯合揮毫等。如： 

1902（明治 35）年 4 月 20 日‧台灣書畫會會員戸田翠香等 14 人於淡水館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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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即席揮毫。 

1907（明治 40）年 1 月 4 日・台書畫家展與新年揮毫會於台北倶樂部。 

1913（大正 2）年 3 月 21 日‧台灣書畫會洪以南、須賀蓬城、尾崎秀真等於江戸

長舉辧年度書畫展曁揮毫活動。 

 

參‧結論 

台灣書法的觀點問題 

本論採用了三種考察方式，首先以時代環境與書法之關係，用清初與清末兩

個時代切片作為比較。其次再用社會變遷與台灣書法之關係，將清末到日治晚期

之間，用四個時間點作觀察論述。 

 

第三種考察方式，台灣書法活動形式的傳承與新生，則是利用相關文獻與〈社

會變遷下台灣書法之考察 1885-1945 相關記事繫年〉表，作為考察析論之依據。

這份分析首先將將清末到日治晚期的書法活動形式，分為清領後期的書法活動、

日治時期新舊書法活動之消長、日治時期新式書法活動的展開等三階段析論。第

一段，清領後期的書法活動，包括傳統書法活動之詩文書信與詩社文社，贊助文

藝雅集的富紳與名園等。第二段，日治時期新舊書法活動之消長，包括傳統書法

活動詩文書信與詩社文社，以及富紳名園在日治時期的發展與興廢。第三段，日

治時期新式書法活動的展開，則以書會、展覽、講習、函授……等，清代未曾存

在的書法活動形式，比較具體的呈現了清末到日治時期台灣書法活動的面貌。 

 

三種不同距離的考察，提供了我們一個思考，那就是就台灣書法的認識而

言，我們研究的積澱，是否已經達到可已完成一部完整《台灣書法史》的程度了。 

 

書法是一個生命體 

在研究資料中也發現，書法與社會變遷之關係密切，而社會變遷中影響書法

發展的因素也難以意料。比如日治初期，台灣人抗日活動仍然如火如荼之際，台

灣總督府基於攏絡文人，並利用私人書房之故，竟然使書房、詩社之數量逆勢成

長。這種發展態勢，與政權更替顯然不是立即畫下等號。 



                                清末到日治時期（1885~1945）社會變遷下台灣書法之考察 

 105

資料中引述，台展、府展未將書法納入，而有書法於當年居於弱勢之析論。

但繫年資料卻見書法相關活動之條目林立，此亦說明，居於弱勢只能說是非主流

並非消失滅絕，只要生命力尚存，它會轉化而發展下去。 

 

傳統事物與時俱進，清代的文人書信往來，日治時期可以轉化為明信片，一

張小小的卡片，文人雅士仍然可以毛筆書信作畫。然而隨著時代改變，也曾經看

過洪以南以硬筆書寫的詩稿，這也可以說明，傳統事物隨者時代環境而消長的現

實。然而更多的新興事物，卻是不斷的滲入既有的形式中。例如清代未曾聽聞的

書法比賽與展覽、學生作品展示、書法講習、研習班、甚至還有函授書法…等等。 

 

從清代來比對日治時代，這些都是過去未有的新鮮事。但是從現在來看日治

時期，這些新鮮事物不就是現在學生美展、全國美展、電視錄影空中教學的前身

嗎？因此不得不感嘆，書法不是書家以毛筆書寫作品而已，書法與社會變遷之間

的互動，說明書法本身就是一個生命體；政策、經濟、人文環境…等，就是它所

生存的生態環境，從它與生態之間的互動來看，它的確是有消長興衰的。 

 

對傳統的反思 

以此次研究的範圍而言，對台灣書畫傳統的再認識，可說是額外的收穫。若

說清末是傳統，那麼我們現在傳承的，而且也適應的頗為自然的展覽與比賽、書

法社團與空中教學等等，其根源在日治時期都可找到一些蛛絲馬跡。因此，我們

不得不重新認識傳統的本質；傳統不是一成不變的東西，在環境變遷中，傳統也

會與時俱進，隨著社會變遷，不斷去蕪存菁，並增添新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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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余蓮舫之落款。 (圖二)蓬壺書院童生月課試卷 

 
(圖三)洪以南〈新篁解籜〉王行恭先生藏 (圖四)施士洁《紅豆》詩稿 

  

(圖五)洪以南致潘雨人明信片 (圖六)鄭鴻猶行書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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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林國芳對聯 (圖八)汲古書屋 

 
(圖九)基隆環鏡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