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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兩年前，筆者因文建會委託撰寫台灣前輩美術家傳記，而有機會接觸到嘉義

書家陳丁奇的大量書法作品與教學資料、論書文稿，當時限於文章體例，以書家

的一生發展為軸，對其書法成就，僅止於整體論述，未能深入專論。 

 

陳丁奇在書法上的實踐，雖五體兼備，但筆者對其草書成就尤為感佩，本論

文擬從其學習草書的歷程，對草書的論述，進而對其草書作品進行評析，試圖探

索其草書創作的源頭，並論述其草書的成就。 

 

陳丁奇學習草書始於台南師範學校時期，最初以中國傳統的王羲之一脈的今

草奠定基礎。其後，從日本近現代的假名書法的章法、布白中得到漢字草書的創

作啟發；而明末清初的連綿草也助長了陳丁奇的浪漫書風，加上陳丁奇對書法創

作的思維與實踐，成就了他在台灣二十世紀中後期矯變奇縱的獨特書風。 

 

 

 

 

 

 

 

 

【關鍵字】陳丁奇、假名書法、連綿草、行草散開法、少字數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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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國書法的歷史源遠流長，從實用的書寫發展出藝術的表現，自秦漢以降，

幾乎每個時代都曾留下膾炙人口的經典之作。尤其在清代中葉以來，書家對文字

學與金石學的鑽研探索，碑學始蔚為風潮，書家的取法對象涵蓋了書聖王羲之以

前的書蹟，書體的面貌更加豐富，審美的追求也漸趨多元，至清末民初書家輩出，

實為中國書法史寫下光輝燦爛的一頁。 

 

台灣因地處中華大地的東南一隅，三百多年來，漢人不斷的移入。明鄭時期

的文人、官員開始帶進漢字與書法文化；加上清初的開科取試，士人亦藉由讀書、

習字，以求取功名，書法遂逐漸在台灣普及。但書法的研究與創作風氣仍遠不及

中土，也缺乏可資借鑑的歷代法書和碑帖名蹟。一八九五年發生中日甲午戰爭，

清廷在敗戰後，簽訂了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從此歷經五十

年的日本統治，對台灣書法的發展，實掀起了新的一頁。 

 

日治時期的台灣，日人積極推動現代化的學校教育，當時的台灣仍存在著教

授漢學的傳統私塾，這兩種不同的教育中，恰恰都保留了毛筆字的習練。日人治

台的五十年裡，除了普及性的書法教學外，也設有中等學校書法教師的檢定考

試，引導學書者往更專業的書法學習，並成為專業的書法教師，這種有系統、有

方法、有進程的學書，是日本政府落實書法教育的具體做法；而台灣的傳統私塾

亦保留了楷、行書的指導，部分的教師甚至是清代科考出身的秀才或舉人，他們

不僅能寫端楷、行書，同時也具備傳統的文學素養。曾經在清朝末年影響日本壇

頗巨的碑學風潮，亦在此時吹進了台灣。 

 

一九四五年八月，日人在戰敗後離台。不到四年的時間，在大陸失利的國民

黨政權撤守台灣，僅僅與大陸一水相隔的台灣被定位為反攻大陸的復興基地，國

民政府對中華文化的繼承與發揚曾特別重視，書法納入小學正式課程，也固守了

正體字的發展。一九七○年代以後，在台灣已經很容易買得到日本精印的碑帖、

書法專業雜誌和書籍，且故宮、史博等保管文物的單位和私人收藏家也相繼出版

珍藏的法帖名蹟。在兩岸長期分治的時期，台灣的書法始終保有一股淳厚中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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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命脈，在整個書藝世界中，面對大陸、日本、韓國，甚至其它華人地區，台

灣在傳統書法的發展上實保有某些特殊的優勢。 

 

在這樣飽受歷史命運影響下的台灣，特殊的際遇，也成就了台灣書法在上個

世紀的特殊樣貌。今年適值書家陳丁奇（1911-1994）的百歲紀念，陳丁奇成長於

日治時代的台灣，青少年階段接受日人專業的書法教育訓練，中年以後遇上國民

政府遷台，不同的審美追求與刺激，成就了他矯變奇縱的書風，這種學書的背景

與成就是很值得探討的。筆者有幸在兩年前參與了書法家陳丁奇傳記的撰述，並

寫成《博涉．奇變．陳丁奇》一書於去年底出版，內容側重在藝術家生命史的紀

錄。本次研討會擬縮小研究的範圍，以陳丁奇的草書做一專題探討，希望能全面

地認識陳丁奇的草書成就。 

 

二、陳丁奇的生平與學書歷程述要 

陳丁奇，原名登奇，十三歲時改名丁奇，台灣省嘉義市人，生於民國前一年

（1911）。依據陳丁奇晚年的回憶，他早在六歲即開始學習書法（足齡僅四歲三

個月），以懸腕、懸肘書寫大字楷書，注重筆力筆勢線質的訓練；七歲起練習千

字文楷書兼留意結字；八歲開始以隋唐楷書名碑奠基，兼及北魏諸碑。九歲到十

六歲，接受多位縣內書家的隨機指導，仍以隋唐楷書為習練的主要對象1。 

 

一九二五年四月，十六歲的陳丁奇考入了台南師範學校就讀，他的書法表現

突出，不久即受到校長田中友二郎的賞識，並指定為三年後創設的書法社團擔任

社長一職。自此開始，校內接受曾經通過日本中等學校書法教師檢定的伊藤喜內

（1897-1975）和前清舉人羅秀惠（1865-1942）、秀才陳堯皆的指導學習；校外還

介紹了日本書家辻本史邑（1895-1957）、田代秋鶴（1883-1946）、相澤春洋

（1896-1963）、高塚竹堂（1889-1968）等十一位書家函授教導，數年之間，有系

統的臨寫了歷代楷行草書九十餘種。這段習書時期，也開始研讀書法史和書法理

論，並在台南師範的四到六年級擔任社長期間，曾編寫了多種書法教材，用以訓

練全校的師範生寫書法，這種密集的學習對青少年時期的陳丁奇，扎下了深厚的

                                                 
1 陳丁奇，〈回憶開始學習書法經過〉，手稿影本（家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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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根基。 

 

一九三二年，陳丁奇從台南師範畢業，隨即分發至嘉義的溪口公學擔任教

師，四年之間調換了五所學校，直到一九三六年任教嘉義市東門公學校，才正式

地安定下來，得以延續書法的鑽研。當代書學家也是陳丁奇的高足李郁周認為一

九三六年到一九四一年是陳丁奇書法的精進期，當時對於書理、書史、書論學習

積極，並且仍透過函授以提升對作品書寫的運筆、結構與章法布局等技法的掌

握，並積極參加展覽會以檢視書家個人作品的層次
2。 

 

在日治時代的晚期，陳丁奇曾專心準備中等學校書法教師檢定考試，但卻未

能通過。依據李郁周的說法是因為陳丁奇「運筆矯厲多變，不願直來直往；結字

欹正相生、跌宕不羈，與檢定考試錄取標準的運筆平順，結構平正不能相容。」

3李郁周進一步指出陳丁奇「沒有進入規範化的書寫模式，未被格式所拘、未被

模式所制，使他後來成為創作性很高的書法家。」4 

 

一九四三年五月，陳丁奇轉任澳門日語專門學校教務主任兼澳門西南日報顧

問，直到一九四六年四月才從澳門返臺，任教於嘉義工業職業學校，擔任國文與

歷史教師。一九四七年八月開始任職嘉義市柳林小學校長，之後擔任嘉義市政府

教科股長、嘉義縣政府教教督學，甚至在一九五一年九月起被任命為山地教育視

覽員，負責阿里山區教育視導的工作。兩年後，始轉任嘉義縣大崙小學校長，四

年後調任嘉義縣社口小學校長，這段時間，陳丁奇在書法習練與活動是沉寂的。 

 

一九六三年八月，嘉義女詩人張李德和（1893-1972）創立「玄風館」，提倡

藝文活動，共分四個部門：書法、國畫、西畫、詩文。陳丁奇受邀擔任書法部的

講師之一，這樣機緣使陳丁奇再次積極投入書法史論的探研、碑帖的習練，也開

始參加書法展覽與書法相關活動，開啟了陳丁奇中晚年的書藝高峰，今日能見到

的陳丁奇書法，多為五、六十年以後所，尤以七、八十歲作品最多。 

                                                 
2 李郁周，〈豹隱南山霧，鳳搏北海風－陳丁奇書藝創發歷程〉，《二○○一年書法論文選集》（台

北，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2001），頁 104。 
3 同註 2。 
4 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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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陳丁奇除了玄風館的書法教學外，一九六八年起，也開始擔任嘉義師

專學生社團的書法指導老師，前後歷時二十六年，直到一九九四年一月病逝為

止。其間編寫過多種書法教材，也參與中日書法交流的展覽。國內的展覽自一九

六七年戈灣省美展開設書法部後，陳丁奇曾入選兩次即不再送件，理由是他認為

國內書法展的作品大多沒有表現出堅韌的生命力。 

 

一九七七年二月，陳丁奇正式從小學校長的職位上退休，自此全心全力投入

書藝的創作與思考，著手起草《書道教育概說》一書；同時仿照日本書法團體發

行書法雜誌－玄風《書道》月刊，邀請他的台南師範學弟，曾經通過日本書道教

師檢定的鄞廷憲（1914-1996）為顧問，共同範寫每月指定課題給學員臨寫。 

 

晚年的陳丁奇，除了自己的書法創作、展覽外，還參與各種書法研習講座，

南北奔波而為薪傳書藝，培育了不少書法界的人才，真正為承傳書法的慧命而努

力，為台灣書法教育做出卓越的貢獻。此刻紀念陳丁奇百歲，實應銘記這位曾經

為嘉義地區和南台灣，用生命奉獻書法教育的默默耕耘者。 

 

三、陳丁奇的草書歷程 

陳丁奇的草書學習始於台南師範學校時期，除了練習草書的基本線條外，最

初是以智永的《真草千字文》入門，同時也參照辻本史邑的《草書千字文》為練

習對象，除了熟習草書間架、造形、筆法外，也兼具「識草」的功能；而日文中

平假名的書寫，也有助於草書用筆的靈巧與流暢。但在一九四三年以前，由於陳

丁奇仍有參與中等學校書法教師的檢定考量，草書多屬規範性的習寫，較難有藝

術性的發揮。 

 

另依據陳丁奇所撰〈學草書的一點心得〉上說： 

 

草書的造形與線質大抵可分為連綿草和獨草……，我個人是後者獨草遲緩、

枯淡靜謐，內藏性及多含章草方面先習。而後習迅速連綿向外發散遍飛激烈

草法。依此計劃選修晉《十七帖》、智永《千字文》、孫過庭《書譜》、懷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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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千字文》、《聖母帖》、《自序帖》的順序進度，學習草法基礎技法和造形的

基礎原則，整理為將來創作的基礎原則，以研究分析和綜合應用章法等的原

則，整理為將來創作的基礎原則。從十七歲起就沿此過程研習草書，其他草

書古典是為擴大的參考資料。
5 

 

從以上的說法，可以知道陳丁奇是以王羲之這一脈的草書打基礎，再加上懷

素的狂草。他所編寫的草書教材或書法教學講習時，也常以王羲之的《十七帖》、

智永的《千字文》和孫過庭的《書譜》做分析、示範的教學內容。 

 

陳丁奇對日本的書法發展有長期的觀察，從日本印行的書刊中，接觸到日本

古今書法的精華，也看到了中國古代的書蹟，他對日本書道也有深刻的看法： 

 

日本的書是始自中國傳入，而長久受中國書法影響推展，另一面也獨自拓展

適合其國民性及生活上書法之路。平心而論，總而言之，中國的書是緻密、

理論的；日本的書是淡泊、直觀的。……中國在宿願為確立自我過程中，欲

同化于傳統古典書法而努力；日本缺乏如中國精鍊傳統古典書法，所以馬上

就欲觸及精神方面核心。
6 

 

陳丁奇對日本的假名書法的錯落的布白深感興趣，他甚至是台灣第一位將漢

字草書透過假名書寫形式發展成功的實踐者。且他對於二次大戰後，日本發展出

的「少字數書」也頗受啟發，曾寫出多件精彩的草書作品。 

 

另外，在他晚年書法作品中，連綿草的作品極多，一般的說法是認為他受晚

明書風的影響，陳丁奇的確曾說過： 

 

縱長式長條幅作品是西元十七世紀中期伊始，以前沒有，從明朝中期以後始

有，王鐸書法家時代最盛行，明末書家作品值得我們研究，尤其如八尺乃至

一丈餘寫二行的作品，比寫三行以上的難作，必需相當研究，並且功力深高，

                                                 
5 陳丁奇，〈學草書的一點心得〉，台中書法研習會手冊，1987.1，頁 29-30。 
6 陳丁奇，〈現代的中國書法與日本書道〉，論書文稿影本(家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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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如何來表現有旋律韻之造形妙美！7 

 

黃東修所編寫的陳丁奇年譜之一九四四年（年 35 歲）中提及：「開始用淡墨

試作研究，發揮緩急速度的變化，枯潤的微妙趣韻……等，以明末清初諸家為主

要借鏡。」
8不知依據何種資料推定？書藝家杜忠誥也提出：「今日我們看到天鶴

先生六七十歲以後的較晚期作品（五六十歲以前的作品殊為少見），明顯有強烈

浪漫表現色彩，則又分明是受到明末清初以張二水、黃道周、倪鴻寶、傅青主、

王覺斯等為主的個性派表現書風影響所致。」
9以現存的草書作品研判，陳丁奇

受晚期書風影響的時間應在接掌玄風書道會前後，晚年送展日、韓的交流作品八

成以上是草書，狂放的連綿草更是陳丁奇作品的重要類型。 

 

四、陳丁奇的草書論述 

陳丁奇的書法論述頗多，他對中國古代書論與日人書論近作都曾認真研讀，

並且很關心書法藝術的發展，他以實踐印證這些理論，再將自己對書法的思考心

得一一的寫成文章，提供後人門徑與參考。例如，他對書道的意義，就有很精闢

的說法，他提出「書道是以文字為素材，表現筆者之內心，訴於視覺之藝術。」

10、書道是「書寫文字之藝道」11或「書寫者把握文學內容，以情意、生命表現形

象美化之道」。12陳丁奇認為： 

 

書之形態美，其最基本要素是構成字之點畫線質美。點畫線質要充滿氣勢生

動，必須用筆能合理及運筆經過修練。由於用筆及運筆之巧妙產生筆勢、筆

意，此正是「書之生命」，中國書道由於有此，始能聯想象徵人之性情及自

然運行狀態。13 

 

                                                 
7 陳丁奇，〈觀賞書道作品的揮毫方法的研究〉，1972.7 暑期研習會講稿影本。 
8 黃東修，〈陳丁奇書法藝術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美術組碩士論文，1998.6，頁

56。 
9 杜忠誥，〈台灣書壇抒情的先驅－談陳丁奇先生的書藝創作〉，《美育》108 期，1999.6，頁 37。 
10 陳丁奇，《書道教育概說》，台北，蕙風堂，1997，頁 18。 
11 同註 10，頁 19。 
12 同註 10，頁 19。 
13 同註 10，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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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丁奇認為書法發展到行草書後，其自由度、藝術性更高，直接表現出書家

的精神面相，他說： 

 

書體演變至如行草書體，成為線條藝術而擴大其自由表現；且能追想原始構

造之象形性，而產生新創造之可能性。尤其特別是「書」有高深之藝術性，

可能由人心靈作最高峰之表現於律動軌跡墨痕，與畫不同，無需畫物象之輪

廓線，而是線直接適隨精神之律動。
14 

 

他對於草書學習有一套完整的方法，他提出了草書的基本用筆法《草書普遍

性基本十七法》和草書用筆及結構十一原則。雖然這十七線並未能涵蓋所有草書

用筆，實亦提供了一種淺易掌握草書主要筆法的途徑；至於草書用筆及結構十一

原則，則是以孫過庭《書譜》四千餘字挑選統計分類而成，提供學習草書的參考

原則。陳丁奇也曾從懷素《自敘帖》中，整理出連綿草的五例原則：中心移動連

綿、省略連綿、傾斜連綿、變形連綿、空中筆意連綿等，並認為「連綿方法與形

態，當然要考慮藝美與句讀標點，要在何字蘸墨、墨量、墨色、潤渴之布置調節

等有藝美的原理原則。」15 

 

在未出版的文稿中，有一篇〈行草散開法〉頗值得參考，對陳丁奇書寫日本

假名形式的草書作品，或許更能理解其創作思考的源頭。文稿內容如下： 

 

（一）經過行草書基礎筆法，單獨體結構字形變化，連綿體技法原則等熟練

後，研習應用於散開書寫。 

（二）散開法雖沒有一定的規則，但貴動態美。 

（三）排「行」必要高低互相有變化。而且，行末使（始）有搞妥歸納。 

（四）行間莫均間整齊，要有廣狹調和美。在書寫進行中，不可只顧一筆一

畫，或一字，兩三字，或一行一行，必須環視一下全貌。有變化、

調和統一美。 

                                                 
14 同註 10，頁 30。 
15 陳丁奇，〈陳丁奇論書粹談〉，台北，蕙風堂，2000，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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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品開始下筆之前，先設計決定排「行」的構成，高、低字形（包括

大小、粗細……等線質）、字數。而且因蘸墨墨量布置，行間動態亦

起變化。尤其是散開書寫時，蘸墨位置，分布墨量潤渴最重要。蘸

墨處產生重味感，亦是作品焦點。此處要考慮適宜的筆壓及速度。

若還墨量過多墨滲紙時，要繼續寫下去。 

（六）行草書是貴流暢連綿線美的律動行美。因此自然左右幌蕩，到了「行」

下部向右下流，而行自然向右曲是自然的流動狀態。 

（七）要抑制書寫運筆進行中，情感亦隨之高昂，而遂成其表露無遺。即：

保持心澄靜中運筆。 

其他： 

（八）觀賞書法作品，要素養先觀其線質和形的習慣，書作品乃視覺藝，不

是閱讀文章內容為主。 

（九）書和詩心不可分離。書中有詩，詩中有畫，書詩相關。
16 

 

五、陳丁奇的草書作品評析： 

    陳丁奇的草書創作數量繁多，若從作品的形式加以分類，有少字數書、以日

本假名形式寫成的漢字草書，以及受明末清初縱長條幅形式書寫的連綿草等三種

主要類型。當然這只是方便分類的說法，本節將揀選部分作品加以評析。 

 

（一）少字數書： 

    少字數書派，日本興盛於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其實在中國早期的碑額、牌匾、

市招、摩崖題名已有零星的雛形，唐以後的佛寺禪林書法亦喜用少字數書法。在

日本成為流派，是因為日本使用漢字逐漸減少，加上展廳效應的需求，對內容的

通俗性、形式技巧、視覺效果成了最重要的考量。 

 

    一九五七年的「聖保羅．比拿萊獎」，手島右卿（1901-1987）的〈崩壞〉（圖

1），使日本書法在歐美藝術家心目中留下深刻印象，也直接鼓舞了日本書法家從

                                                 
16 謝珀欽，《陳丁奇行草書道藝術之研究》，國立台灣藝術大學研究所中國書畫組碩士論文，

2006.5，頁 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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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少字數書的創作。陳丁奇長期閱讀日本書道方面的書籍，熟悉日本書壇的發

展，他的〈醉墨〉（圖 3）對照上條信山（1907-1997）的〈汲古〉（圖 2）雖書體

不同，章法、布白卻有異曲同工之妙，足見他對日本少字數書派有深入的研究與

實驗。 

 

圖 1 手島右卿 崩壞 1958 

 

圖 2 上條信山 汲古 1977 

 

圖 3 陳丁奇 醉墨 1990 

 

    〈醉墨〉雖仍保持了中國草書的基本結構，但不是一般草書寫法，更偏重「畫」

的成分，縱筆一「塗」、用力一「點」，在紙幅上常出現多處漲墨、濺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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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這也是此類書法想要表現的生動趣味。「天鶴」兩字懸於左上角，與整幅字

相呼應。陳丁奇是台灣最早期以「少數字」創作的書家，因為整幅作品中文字較

少，空間的變化、文字的造形更加自由，也考驗著書家的布白和表現能力。 

 

    〈慎始〉（圖 4）是件小幅作品，靈活的用筆與空間的變化，構成一幅生動

的作品，既有牽絲連線的柔，又有轉筆方角的剛；有濃墨的漲潤，亦有飛筆的枯

渴。落款位置與慎始二字一氣呵成，實有點睛之妙。 

 

    〈澹如水〉（圖 5）常用來形容君子之交；「澹」通「淡」，可以是一種生活

方式，如淡泊自守；也可以是一種創作追求，如平淡天真；更可以是一種欣賞態

度，如淡中滋味。整幅作品以淡墨寫成，筆毛含墨不多，漲墨與乾筆讓字化實為

虛，輕如煙雲；且用筆自然，毫無斧鑿之跡，信為陳丁奇草書得意之作。 

 

細看這三個字，「澹」

的起筆寫得很隨性，三個

點快慢、拖拉成一弧線，

右邊的「詹」是一簡化的

草寫，造形上與左側平

衡、呼應，收筆處帶向

「如」字的起筆，如字扭

轉如意，並用虛筆寫向下

一字，「水」起筆重新落

筆，收筆往上帶回，做一

筆勢的終結，也帶向落款

處，是一渾然天成之作。 

 

圖 4 陳丁奇 慎始 

 

圖 5 陳丁奇 澹如水 

 

〈墨花香〉（圖 6）三字，似用禿筆寫成，落筆重拙且快速，「墨」字重心微

向右，「花」字重墨向左，形成較重的墨塊，「香」字明顯向右偏移，造成整體的

平衡與趣味。看似不經意的書寫，或許也是多次實驗書寫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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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成飛醉墨〉（圖 7）以

陸游的詩句寫成，書寫時輕鬆

適意，飽沾的墨汁在「詩」字

的起頭兩筆已用盡，仍拖筆往

下寫，到「飛」字時已是乾筆

輕掃而過，「醉」字又重沾重

墨，在造形上與「墨」字呼應，

形成視覺上的趣味。 

 

    陳丁奇的少字數書創作，

雖承襲自日本書壇，他不隨意

變造草書的形，在現代的書藝

形式中，仍明顯看得到他在傳

統草書的非凡功力。 圖 6 陳丁奇 墨花香 
 

圖 7 陳丁奇 詩成飛醉墨

 

（二）以假名形式書寫的漢字草書 

    假名書法是日本書法有別於中國書法的一種表現形式，這種形式至今仍常見

於日本的書法展覽中。當代書法篆刻家陳宏勉曾指出： 

 

被日本人稱為「自己的文字」的假名，起於平安朝（794-1191）的中後期，

突破了漢字的「表意」形式，而演變為「表音」的特點。 

 

「平假名」中的「平」，意指字體圓融、沒有稜角且通俗平易。古時候的日

本女子利用平假名來寫日記、「和歌」（短詩/俳句）、私人信件，及貴族男女

之間流傳的「情歌」。當時男子所寫的則是「漢字」，在漢字旁再輔以「片假

名」標音，多用於傳達公文的正式文件。後來，平假名的應用日漸普及，才

成為社會的公用文字。 

 

「片假名」中的「片」，指片面不完整之意，引申為輔助之意。片假名的產

生，始於為了訓讀佛經及中國的漢文，如今日本文字普遍使用平假名與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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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片假名只用來標示「外來語」，例如將英語詞變為「日語化」，同時片假

名多用於表達情感和加強語氣。
17 

     

    日本書法的黃金時代，要以平安朝（794-1191，約中國的晚唐到南宋），初期

有平安「三筆」
18、中期又出現日本「三跡」19，後期假名書法開始興盛，從而形

成了日本獨特的「和樣」書道，有別於中國的「唐樣」書法形式。之後隨著和歌

與假名文學的普及，字體更見纖細，其中夾雜漢字的行草書，風格輕盈飄逸，章

法錯落有致。（圖 9、10） 

 

圖 9 日本平安朝時期 和歌 十二世紀前半 

 
圖 8 陳丁奇 

假名書法 1990 

十二世紀前半 

 

圖 10 日本平安朝時期 和歌 

 

    陳丁奇在台南師範時期，即有假名書法的習練，晚年仍能以日本傳統的假名

書寫詩文（圖 8），但他在草書的表現上，常以假名書法的章法、布局融入漢字

草書的創作上，這是一項有趣的嘗試，筆者以為這並非受日本傳統假名書寫的影

                                                 
17 陳宏勉，《草書．狂雲．陳雲程》，台北，雄獅美術，2004，頁 42。 
18 指的是空海（774-835）、嵯峨天皇（786-842）、橘逸勢（？-842）三人，他們書風習唐代書法。 
19 指的是小野道風（894-966）、藤原佐理（944-998）、藤原行成（972-1027）等三位草假名書法家，

他們發展出日本書道的新書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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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而是緣於近現代的假名書法，如他函授的老師相澤春洋及日本知名的假名書

家安東聖空（1893-1983）等人的影響。（圖 11、12）他們大膽的布白、濃淡的墨

法、流暢的筆勢，提供出中國書法裡沒有的趣味。中國書法中，最有變化的書寫

形式要以尺牘為代表，長短句和濃淡墨的應用，可以率性、自由的表達，如八大

山人的〈尺牘〉（圖 13），陳丁奇的章法、布局又更進一步的擴大，只是他與日

本人不同，他全部用漢字草書來創作。 

 

〈司空圖詩句〉（圖 14）全用傳統草書，寫唐代的詩句，創造出中國與日本

俱無的新形式，大面積的留白，兩句詩分成三個區塊，因畫面的視覺考量，只鈐

上一方白文的印，成功的完成這件作品。 

圖 11 相澤春洋 假名書法 1940 

圖 13 朱耷 尺牘 

 

圖 14 陳丁奇 司空圖詩句 1988 

圖 12 安東聖空 假名書法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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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絕〉（圖 15）以扇面書寫自作近體詩。起頭一字，便空出一格，採高高

低低的錯落變化，用筆圓轉，意態從容，細筆部份如日本和歌書寫的流暢飄逸。 

 

    〈唐詩卷〉（圖 16、17）這是一卷陳丁奇以小字草書抄寫唐詩的長卷，文字

排列方式，每一首詩都有不同造形，墨色的變化自然，初看似不經意，用筆卻極

為熟練。 

 

同樣寫唐詩的另一件獨立作品，是〈王維竹里館〉（圖 18）陳丁奇以日本假

名書法的形式書寫這首詩，在橫幅的作品中，以淡墨作書並留下許多餘白。將作

品當成畫面看，似是籠罩在濃濃的白霧中，獨坐、幽篁、彈琴、長嘯、明月都進 

 

圖 15 陳丁奇 七絕 

圖 17 陳丁奇 唐詩卷之一

圖 16 陳丁奇 唐詩卷(局部) 

 

 

 

 

圖 18 陳丁奇 王維竹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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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入這詩意的畫面裡，這種將五言絕句的規整打破，改用高低、長短的形式安排位

置，不僅可以欣賞到陳丁奇草法的自由流暢，還可以看到改變傳統章法的新意。 

 

另外，〈玉山霽雪〉（圖 19）書寫的章法十分奇特，前六行稍有錯落，未脫

一般橫幅作品的寫法；後三行卻改用了陳丁奇熟悉的日本假名書法的形式來書

寫，增添了空間的變化。此件草書作品，草法洗鍊，書寫快速，其中粗細、濃淡、

潤枯的寫法一任自然，是陳丁奇諸多作品中不可多得的草書佳作。此詩是苗栗詩

人、光緒年間舉人謝錫光所作，在南台灣，天朗氣清時，有不少地方是可以看到

玉山主峰的。隆冬的飄雪，到了夏天還未全部融化，春風未能解凍的原因，在詩

人想來是上天要特別留下白雪在山脊上，讓人們當一幅美麗的圖畫來觀賞的。 

 

    陳丁奇還有一種書寫習慣，常將對聯文句寫成條幅形式，〈水清心靜〉（圖

20）即是一例，此件內容本為五言聯語，陳丁奇將它寫成條幅形式。以軟毫豐墨

的方式書寫，重視每一字的造形與整幅的布白、章法，寫出從容酣暢又富奇趣的

草書來。 

圖 19 陳丁奇 謝錫光玉山霽雪 

「水」字墨瀋豐厚，尾筆並未收尖，「清」字的三點水

由左向右下拉長，右半部與之配合成一瘦長字形，「魚」字

獨立而有餘白，「讀月」連成一氣，「心」字應為「山」之

誤寫，首行軸線成左右靈活變動狀。次行「靜」字用筆細

而迅捷，「鳥」字豐墨而用筆稍緩，「談」字左側延續上字

之豐墨；「談」字的右半與下字「天」，用筆勁健有力，「天」

字尾筆呈收筆狀，落款「天鶴書」亦渾然天成。 

 
圖 20 陳丁奇  

水清心靜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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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水間，靜觀和靜聽自然，魚鳥都成了詩人情趣投射的對象，一時之間，

魚可讀月、鳥能談天。書家以長鋒羊毫飽蘸了墨汁在素白的生宣上，寫得酣暢自

適。 

 

    從現代書藝的角度看，如何跳脫傳統的表現形式是很重要的。書法畢竟不是

抽象畫，草書再自由，也離不開草書的基本規範，但排列、布白是可以改變的，

即使是傳統書法的愛好者，對新的形式展現，仍可從點畫、線條中看到書法的美。 

 

（三）明末清初書風影響的草書 

    在本文第三節陳述陳丁奇的草書歷程時，曾談及陳丁奇對明末清初書法的喜

好，徐渭、王鐸、傅山、八大山人的草書都曾對他產生過影響，〈錄傅山詩〉（圖

21）是他未記年的作品，但從天鶴的簽名形式看來，應屬晚期作品。陳丁奇對這

種兩行、三行的長條幅草書特別有研究，也經常示範給學生有關條幅如何布白經

營的方法。 

 

〈龍將鶴帶句〉（圖

22），這也是將一對聯語

寫成條幅形式，字的大

小、墨的濃淡、形的欹

正，以中鋒圓厚之筆，剛

健有力的完成這幅顧盼

自雄的得意之作。 

 

〈窗前庭外句〉（圖

23）也是聯語改寫成的條

幅作品，二句詩只沾了兩

次墨，「窗前」、「庭外」

不僅墨飽筆連，形成新的

字形，濃淡墨的使用，使 

 
圖 21 陳丁奇  

錄傅山詩句 

 
圖 22 陳丁奇  

龍將鶴帶句 

 
圖 23 陳丁奇  

窗前庭外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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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讀者可自然的斷句，與聲調的輕重、快慢類似，流暢又有變化，「聲」字拉長

尾線作結，並題款、鈐章於其左側，用筆仍以中鋒為主，草書筆線厚實。 

  

  〈李白送孟浩然之廣陵〉（圖 24）這件草書寫法，上下字緊，用筆轉折方圓並

用，個別字的造形常有奇趣。軸線忽左忽右變化巧妙，除了起筆和重新沾墨的幾

個字以外，大多數的字都是乾筆飛白寫成，他在字的上下空間的堆疊、穿插的手

法，明顯是從明末清初的書寫形式學以致用。 

 

    〈清施閏章詠山行〉（圖 25），確實寫出獨行於山路之上，看到野寺、晴樹、

山亭、晚霞，且「一路落松花」的暢快心情，以連綿草的意趣寫成，實為陳丁奇

草書佳構。寫於六十六歲的〈李白獨坐敬亭山〉（圖 26）草書連線一氣呵成。從

第二句「孤 

雲」起，一筆到底不

再沾墨，雖然兩行輕

重不同，陳丁奇最後

在次行左側寫上較長

的款，也製造了整幅

作品的均衡。 

 

草書的基本功扎

實，即使寫的再狂

放，也都保留了線質

與造形的美，這種陽

剛勁建、氣勢磅礡，

又充滿生意的草書，

是陳丁奇草書最迷人

的地方。 

 
圖 24 陳丁奇 

李白送孟浩然之廣陵 

 
圖 25 陳丁奇 

清 施閏章詠山行 

 
圖 26 陳丁奇 

李白獨坐敬亭山 

1976 

  

六、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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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書是最能表現書家情感的一種書體，其藝術性很高，也成了現代書家在參

加展覽時較普遍使用的書體。但草書畢竟是文字的載體，它必然受到文字的規

範，否則容易失去辨識性；但太強調草書的標準寫法，又容易與藝術的追求背道

而馳。 

 

陳丁奇很早將書法的核心價值定位在創作，他的草書從智永草書千文上溯二

王，並透過懷素狂草，尋找書法藝術的新路徑，其次，晚明書法在條幅上書寫連

綿大草，視覺上的張力對陳丁奇最富啟發性，這是一群不得志的文人書家在時代

的劇烈動盪中，透過書法發出來的喟嘆，想必陳丁奇也能感同身受，因此陳丁奇

也習慣以條幅的形式來書寫時代的心聲！ 

 

陳丁奇對日本假名書法在章法、布白的視覺整體表現研究深入，他的〈行草

散開法〉實脫胎於他對日本假名書法所實踐心得。他對日本二次大戰後的前衛書

法並非全盤接納，他對「墨象」等非文字書法則態度保留；對「少字數書」，亦

淺嚐即止。用漢字草書寫假名形式，是他匠心獨運的書藝創作，這種從日本近現

代假名書法中，取得在章法、佈白上的大突破，加上用筆與用墨的變化，實為當

代草書闢一新境。 

 

陳丁奇，一位出生於日治時期的南台灣書家，他接受傳統漢學的董陶，也接

受日本現代教育，他的書法在中國與日本兩種傳統和流派中學習。他的草書奠基

於古典的王羲之傳統，也受到日本近現代草假名書法的啟發，他喜歡狂草，明末

清初的連綿大草最能觸動他的心弦，他以科學的精神研究草書、分析草法，創作

對卻擺脫理性的制約，表現出浪漫的詩情。他的著作和書法作品，雖僅僅出版過

一小部分，但已經讓我們確定的是陳丁奇不僅是桃李滿園的書法教育家，也是台

灣百年來難得一見有思想、有創見、感於實驗創新的草書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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