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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陳其銓（1917-2003）為當代台灣書壇物望，特別是畢生以弘揚書道為職志，

親身參與台灣書法由復興到蓬勃的發展，具有時代指標意義。回顧台灣百年書

壇，對於他的書學成就，應予以重視。本文擬就陳氏一生書學成就中，勾勒其闡

發與弘揚書道的統系，自建立以道為尊的中心思想，到兼工各體書法，進而藉由

組織與出版推廣以及教育傳薪等種種作為，分別抉發其心裁之獨出，總而觀其架

構之完備，為前輩書家所罕見，或可提供書法走向未來之借鑒與參考。文分六節：

一、前言；二、中心思想—以道為尊；三、創作張本—精悉各體，更創新書；四、

傳揚有術—組織與出版；五、書田勤耕—學塾並運，布種培根；六、結論。 

 

 

 

 

 

 

 

 

 

【關鍵詞】陳其銓、書道、綜體書、台灣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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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前言 

      二十世紀台灣書壇佔有一席之地的書法家，約可分為政治人物、文人、學者

和專業四大類，身分容或相涉，亦各有其突出表現。但就宏揚書道，口頌心維，

當作終生職志者，陳其銓（1971－2003）應屬翹楚。 

 

    相較於許多渡海大老在大陸已負盛名，陳其銓的書法精華歲月，是在上世紀

下半葉開始的。來台時甫過三十歲的他，從海總秘書到省府委員，從文案代筆到

書壇名家，親身參與台灣書法由復興到蓬勃的發展歷程，並居間扮演承先啟後的

角色。一方面讀書敏求，以達理論與創作的高度，一方面借由所居公門的優勢，

積極推廣，讓書道弘揚得以行遠。整體成就非凡，成為台灣百年書壇舉足輕重的

人物。 

 

    方今兩岸文化交流重啟之頃，陳其銓闡揚書道成功之由，自建構理論奠基，

繼之以各體創作張本，再借組織與出版傳揚，以及培育新秀，書道傳薪。統系宛

然，可資借鑒之處不少，茲探討於下。 

 

第二節、中心思想－以道為尊 

一張全開的宣紙，上面寫著秦代李斯到民國于右任，總共十位書史名家的論 

書名言，句中出現「書道」兩字旁邊，用硃墨畫圈批點。這件未有落款鈐印，看

似非正式的作品《書道語源》（圖 1），卻是陳其銓寶重異於他書的銘心之作。 

 

圖 1 陳其銓《書道語源》，未繫年(約 2001 年作)，141x72cm，中興大學藝術中心典藏。2007 年

興大舉辦「陳其銓墨寶捐贈展」，陳夫人告知此作為先生所重，特懸於諸展覽室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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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章回小說的開卷詩，《書道語源》正是他闡揚書道的開宗明義篇，簡潔扼要

地勾勒出古今書家對「書道」的共同見解。這個被東鄰日本據為己有的稱名，許

多前輩書家早就不以為然，而今窮本溯源，自是以尊道為中心思想的陳其銓首要

之務。本立而道生，繼而闡發之，云： 

 

中國書道，綜合眾妙，通於自然，為中華文化藝術的結晶，也是品學心態的

具體表現
1。 

 

書道通於自然，後漢蔡邕已有斯論，唐代孫過庭「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

之說，把書法等同於詩歌地位的原理，一語道破，奠定此後書家發言為書法佔地

步的主調。陳其銓用時代語彙「中華文化藝術的結晶」做了呼應，同時兼收蘇軾

「技進於道」的觀點，再把書法比附德性的儒家審美，納入他的理論中。精確地

概括書道的全面意涵，形成他書法思想的核心，並且由此開出許多論述。 

 

茲就其中較具陳氏個人風格的言論，略作發凡，以見其殊勝。論書道綜合眾

妙時，說道： 

   

書體結構，左右呼應，位置十分自然，正與建築學的原理相通。而筆畫運行，

輕重快慢，俯仰迴旋，通於音樂節奏與舞蹈韻律。章法的安排，疏密穿插，

則如夏雲隨風，變化不可端倪
2。 

 

書法與音樂舞蹈的關係，是當代書法美學的議題，累積的能量也已擴散到泛

藝術領域，宗白華（1897~1986）、蔣彝（1903~1977）、張隆延（1909~2009）等人

的倡導，功不可沒。陳其銓雖非專研，卻能以欣賞者的角度，游樂於其中，「其

感受往往能得到心靈上的共鳴與滿足。」因此當他援用書法結構的空間藝術特質

與建築相通，又以筆畫運行的時間藝術特性來比喻樂舞，點明彼此相對應的美學

                                                       
1 陳其銓：〈談書道美〉，《陳其銓教授北京書法展作品選集》（中華弘道書學會，2000 年）， 

  頁 122。 
2 陳其銓：〈談書道美〉，《陳其銓教授北京書法展作品選集》（中華弘道書學會，2000 年）， 

  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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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應該沒有人會懷疑這不是出自他真誠獨到的見解，而這類論述在台灣前輩

書家是著墨不多的。 

 

  其次，論書道與品學相通，也有妙喻： 

 

藏鋒寓含蓄中求突破，中鋒為堂堂正正之立場，側鋒喻因應與變化，回鋒乃

圓融之達成，露鋒則屬適時之表達
3。 

 

這是把書法視為道的載體，鑽之仰之，心手不倦，深造有得的體會，出於嚴

謹方正的陳其銓之口，順理成章，絲毫不覺其牽強。原來法度有時而窮，賦予形

象的譬喻，藉以提升揮運筆鋒時想像的空間，使書寫技法不再停滯於單向平面維

度，長期以來已經被證明是有效的方法。例如相傳自漢末的「永字八法」，其實

不過是點畫波撇而已，取其筆勢形似，用「側、勒、掠、磔」等代之，沈尹默認

為「八法」應稱為「八勢」是對的。進而以「千里陣雲」「萬歲枯藤」等形象為

喻，則「天地間可喜可愕之事，一寓於書」始有可能，此時回視橫平豎直，有如

雲煙。陳其銓將自然物象的譬喻轉化為人情事理的比況，認為技法可通應物處世

之理，則「縱橫觀筆陣，品學見風神」不難獲致。所謂「最高的技法是沒有技法」

4，此時筆墨形跡，不過表相而已。陳其銓以人生哲學與筆鋒諸法聯繫之說，接

近熊秉明《中國書法理論體系》中「倫理派」的書論範疇，但他捨棄迂舊的部份，

而以今時社會亟須導引的品德修養來詮釋，乃至文房用具人文內涵的闡發  5，也

都照應到，且落實於創作教學與推廣，可說是傳統儒家審美理想在當代書論的進

步表現。 

 

        以道為尊的相關論書文句，經常出現在書法作品中，成為他書藝表現的鮮明

特色。隨手翻閱陳其銓書法集，「道」字出現次數之多，比例之高，肯定是所有

                                                       
3 陳其銓隸書《筆法妙理》中堂，收錄《陳其銓教授書法展專集》（台北，國父紀念館，1998 年），

頁 79。 
4 陳其銓：〈書法的變化問題〉，陳其銓手稿。 
5 陳其銓：《隸書文房四寶的精神內涵中堂》，收錄於《陳其銓教授北京書法展作品選集》          

（中華弘道書學會，2000 年），頁 82。文云：「筆的運作，為彈性與潛力的發揮；墨的研磨， 

  猶忍耐與毅力的表現；紙的容納，寓親和與寬容的雅量；硯的質地，喻堅貞與細密的品格思想。」 

  以品德修養比喻文房四寶的特性，堪稱一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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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家之冠。最特別的兩款，一是〈庚午論書詩〉，前後共寫成七件作品，此詩發

表於陳氏始創「綜體書」後一年（庚午年 1990），詩的內容是： 

 

筆法傳承源一脈，頓提轉折道兼通； 

篇章點畫情雖異，離合迴互理則同。 

氣韻風神窺品學，縱橫欹正顯機鋒； 

錯綜群體渾成趣，篆隸草真共冶融。
6 

 

所謂「篆隸草真共冶融」，正是他創新書體的宣示，特別是七式之中，庚午

一年所寫即佔其四，見證他發明初期斟酌損益的過程，具有研究價值。此後，於

甲戌年（1994）、丙子年（1996）、戊寅年（1998）各有書寫，風格變化，歷歷可

數
7。若非作者執意書道創新思維的闡揚，苦心孤詣地追索，何至於有此。 

 

        另一式《尊道》更是常寫，舉目所見，其形製有中堂、橫幅、小品，書體則

有金文、小篆、隸書、楷書，而以隸書最多，配搭款識小語，形式隨之變化，寓

經典莊重於往來人情之中，極可寶愛。用此《尊道》贈彼學校機關，無比適切，

中興大學二十年前陳清義校長時代，偌大辦公室即懸掛隸書巨幅「尊道」鏡框，

出入來賓無不稱讚，誰說不是書法人文景觀的最佳範式！由人書俱老的奇川先生

寫來，特別「耐看」，書法結合文字內容所產生的感染力，有他種藝術所未逮者，

由此可見。這讓我們想起于右任當年一再寫贈國大代表「為萬世開太平」句，寫

的是書法，溢乎紙上的是襟懷，同出自無法忘情於理想的精誠，不能以重複書寫

為疵耳8。 

 

    莊子論道云，以道為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陳其銓以尊道為中心思

想，發為言論，圓融涵攝，凡所運行，無入而不自得。善哉姜一涵之言曰： 

                                                       
6 陳其銓《庚午論書詩》，共有七件，其中丙子（1996）所書，收錄於《陳其銓八十書法展專集》，  

  餘六件由中興大學典藏。 
7 陳欽忠：〈創新書法的宣言與實踐—陳其銓綜體書《庚午論書詩》系列探析〉，《2008 年第六屆 

  漢字書法教育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中，國立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系，2008 年），頁 495-503，

七式圖文說明皆載及之。 
8 偶見某學位論文，結以陳其銓經常書寫相同文句為疵。愚以為真知陳老寓道於書之誠者，當不  

  以為病；且重複之作，尚可提供觀者尋繹書風遞變之跡，轉有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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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川先生之所以兼擅各體書，且能融而匯之，貫而通之，全靠他在「書」的

背後深藏著一個「道」。…對一個書家而言，「道」就是書家的良知、人格、

學養
9。 

 

可謂真知奇川陳其銓者。先生體道之誠，落實之嚴，厚實了他書法藝術感動

人心的力量，給予嚮慕者的導引與啟迪，將歷久彌新。 

 

第三節、創作張本－精悉各體，更創新書 

    理論既已鋪陳，尚須具體創作張本，弘道效益始能推展。陳其銓各體書皆有

獨到的成就，書法界已有不少論文探討，拙著《風規器識．當代典範》中亦曾略

及一二
10，茲再補綴數語。 

 

     陳其銓曾自述學書歷程云： 

 

三十歲以前即已遍臨篆隸行草魏碑，四十歲後勤研書學及甲骨文，五十歲以

後泛臨晉唐法帖，博覽經史子集及古今法書勝墨，並從事書論撰述及書法教

育的推展11。 

 

自我要求如此周全嚴謹，且能篤實踐履，今人實不多見。試檢三十七歲所作

《中正堂頌》（圖 2），以唐楷融合《張玄墓誌》《張猛龍碑》而成，果然剛硬健

拔，一如所期，實碑誌之上品，無愧文案高手。唯是峭拔拗硬之體，終非奇川先

生性情本色，後來由方轉圓，改依北魏摹崖，晚期之作，與其人稟性契合，風神

益顯。 

 

    壯歲所作隸書瘦勁，得《禮器碑》形神，弟子從風。後期專攻《張遷碑》之

方整，攝取《泰山金剛經》之厚重，常用羊毫飽蘸墨汁之筆，運以顫掣澀進之勢，

                                                       
9 姜一涵：〈陳其銓先生書展觀後〉，《陳其銓稀齡書法展專集》（弘道書藝會，1986 年），頁 4。 
10 陳欽忠：〈陳其銓—書藝弘道老而彌新〉，《風規器識．當代典範》（台北，藝術家出版社，2006 

年），頁 98-111。 
11 陳坤申：〈書藝泰斗陳其銓教授小傳〉，《幼獅文藝》（1994 年），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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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出機杼，終於「融會百家之長，完成自己面貌。」12 

 

圖 2 陳其銓《楷書為馬紀壯代筆中正堂頌》，1953 年，張月華女士藏。此陳其銓任

職於海軍總司部（上校）時代筆之作，魏體莊重精嚴，可見壯歲兼能各體書一斑。 

 

        甲骨文書法，乃民國以後始興之書體，精研之，可以明文字源流；書寫之，

可以標誌新體，此明智君子所以相與探索，絡繹不絕也。陳其銓自述三十歲前即

                                                       
12 姜一涵：〈陳其銓先生書展觀後〉，《陳其銓稀齡書法展專集》（弘道書藝會，1986 年），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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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遍臨篆隸，進而精研甲骨，四十三歲（1959）獨挑大樑，為時賢所撰甲骨文集

聯一一親筆書寫，展出於國立台灣藝術館，成為書壇重大紀事。觀其所作，蒼勁

高古，兼揉刀筆趣味（圖 3），王壯為稱其「勁拔」，與董作賓還原毛筆書寫情狀，

作法不同，並可傳世。 

 

圖 3 陳其銓《甲骨文集聯》，1989 年，28×135cm，中興大學藝術中心典藏。書風勁

拔古雅，用對聯方式，輔以釋文，宜於推廣，是陳其銓表現甲骨文的用心所在。 

 

    追求行書境界，據陳氏自稱，乃畢生嚮往的最高目標。從早期以王羲之為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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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致妍美，中期（約六十歲以後）參酌碑意，風格漸進趨古勁，晚期（約七十歲

後），繁華褪盡，真淳乃見，筆簡而神逸，蓋已不顧流美，達於先生自言「最高

形式就是沒有形式」的境界（圖 4）。 

 
圖 4 陳其銓《行草書五言聯》，2001 年，33x137 cm，中興大學藝術中心典藏。脫去

二王形跡，返璞歸真，自成一格。 

 

「綜書體」，前引陳其銓自述學書歷程，猶未提及，後來反而超越其它各體，

成為創作總匯的代表性書風。開始的時間約在一九八九年，先生七十三歲，正當

各體書法老成，書論會通之時，思索變古開新之道，提出以下的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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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是以線條為主，無固定形象，有一定原則 — 章法統一，風格協調，保

持重心。能夠把握原則，即可隨意揮洒或創新。也就是，在固定字體(篆、

隸、草、真、行)中創新風格，因為變是藝術的最高境界
13。 

 

以為書法創變之道，仍須在固有的各式書體中運作，只要把握重心與協調的

原理，即可放手揮洒自出新意。因為書體演變，自甲金篆隸以迄各家書體，從無

一成不變的形象，線條卻是跨越時代，永恒魅力之所在，所予書家的發揮空間，

千古一同。  

 

    這段話應該放在書法理論史的座標上看，才顯出它的價值。就像趙孟頫為矯

正南宋以來輕縱之弊，提出「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不易」，強調用筆之要，

以振拔書風，為往後五百年書法發展定調。陳其銓的「書法以線條為主，無固定

形象」，則是突顯線條的重要，用這一現代名詞來回應民國以來漸趨式微，至今

尤為狹阨的書法氛圍，身為書壇大老，思索如何打開一條活路的創新宣示。在此

原則下，類似時興的「創意書法」，只要能鍛練出好的線條，在既有書體中揮霍，

皆在預期範圍之中。 

 

    陳其銓自己的做法，則是在一張作品中，集合「以篆隸為主，配上章草或漢

簡風格的行草以及魏體楷書」而成。初期之作，體勢詰屈，頗具奇趣，細審其結

體，果見篆隸成分最多，逐字看去，篆則篆，隸則隸，分別部居，各安其位，再

以行草書相間流行於其中（圖 5），與鄭板橋「六分半書」確有幾分神似，所不

同者，老筆與秀穎之異耳。後期之作，純以神行，目中無全紙，筆下無箇字
14，

篆隸書體字數比例減少，即令有之，亦以行書筆意化解原字形體的拘束。通篇一

氣，風神完足，蓋已渾然成章矣（圖 6）。此時顯與「六分半書」分道揚鑣，卓

然成為獨立書體，為民國書壇創格增添新頁。 

 

    茲以興大藝術中心典藏陳氏最後遺作《陋室銘》（2003），與前此十年所書同

                                                       
13 鄒多悅：〈當代書壇重鎮陳其銓教授訪談記〉，《陳其銓教授隸碑墨跡選集》（2003 年），頁 113。 
14 嘗側聞先生自言，每作綜體書，一氣呵成，未曾先打草稿，時約 199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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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容對照：損篆隸而增行草，筆勢由遲澀轉為疾澀，遞變之跡宛然，可見奇川

先生之學，學無涯涘，老而彌新。 

 

圖 5 陳其銓《綜體書陋室銘》，1994 年，  

 69×137cm，中興大學藝術中心典藏。綜體書 

 初期作品，明顯的「以篆隸為主，他體間之」，

與後期書風大有不同。 

圖 6 陳其銓《綜體書陋室銘》，2003 年，

68×134cm，中興大學藝術中心典藏。為典藏

目錄中紀年最晚的一件作品，各專集中未曾

收錄，彌足珍貴。此作可見陳老病痺前書作

猶精神彌滿，世俗有謂暮年之書衰頹，此想

當然耳之辭，其實非也。 

 

今人評書，常以某人「兼擅各體，尤精某體」褒讚之，且不說是否違心作論，

果如其言，亦得嚴格檢視，以免過譽。雖然個別書家專攻或博通，本不在長短計

較之列，快意自適者，以專精一體為已足，文人書家大多如此，有何不可；兼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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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各體，欲罷不能者，專業書家理當任之，不如此不足以厭其意。對於以弘揚書道

為己任的陳其銓而言，亦唯有功勤精悉，諸體並陳，以期因材施教，示範後學；

進而成一己之面貌，樹立一家之風格，如此傳揚書道，有如趁風張帆，日起有功。 

 

第四節、傳揚有術—組織與出版 

  陳其銓闡揚書道的另一砥柱，就是他在組織方面的長才。 

 

        相對於古代和近代書壇而言，結合志同道合之士，致力於共同目標的達成，

無疑是書法走向當代的一大特徵。如果把眼光聚焦在民國五十年代，可以發現它

還指向更為深遠的文化意義—一種史無前例的書法共同意志的呈現，為「復興中

華文化」而攘臂捍衛書法正統，藉以區別海峽對岸「文化大革命」中書法命脈的

斵喪，這是書法史上從未出現的零合局面，它不只是夷夏之辨的問題，而是毀壞

與存續的大問題。事後証明，大陸經此一役，「中國書法家學會」遲至一九八二

年成立，足足比台灣「中國書法學會」慢了二十年，由此可證當年有識之士集體

意志的顯發，並非無的放矢，而是站在歷史文化正確的一方。這段史實來到建國

將屆百年的今天，連同其他藝術領域的特出表現，藝文界理當一併予以更多重視。 

 

    早於「中國書法學會」的籌組，對此時代氛圍最先做出集體響應的，當推陳

其銓於一九六二年主導創立的「台灣省政府同仁書法研究會」，時由省府各廳處

主任秘書聯合發起鼓吹，參加者多達三百餘人，極一時之盛。除了定期臨池學書，

還舉辦名家聯展、演講以及出版教材，凡屬拓展學員視野，提升研習水準的規畫，

按部就班一一開展，堪稱書法組織推廣的最早範例。 

 

    不諱言地說，以當年省政府所居台灣政治的重要地位，官員登高一呼百諾，

確有其得天獨厚的條件，謝宗安(1980~1997)嘗謂先生之於書法，是「天上掉下來

的
15」，不知是否意有所指，許是恭維他優於並世諸公的機緣罷。省府同仁出處動

見觀瞻，或晉升至中央膺任要員，或外放任職於公教界，一以傳十，十而傳百，

                                                       
15 謝宗安與陳其銓談書論藝，曾說：「你是天上掉下來的，我怎能和你比？」陳其銓回憶道：「爽

朗和濃厚的皖南口音，至今印象猶十分深刻，究竟當時是有意調侃我呢？還是高抬我？好朋友

的關愛，總令我永久感念與時時惕勵。」語見《弘道書學會專刊》（2002 年 6 月）。兩公對話富

有機趣，陳氏自忖之言，有長者氣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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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或無形的助力獎掖書法，擴散出去的能量殆難估算。 

 

    陳其銓同時也是「中國書法學會」的發起人之一，擔任理事期間，參加代表

團出國交流訪問，與時賢共謀，得道多助。文人雅集中，唯一由清一色書法家組

成的「八儔書會」，他是最年輕的成員，與同道切磋，書藝精進。一九七九年自

公職退休，翌年成立「弘道書藝會」，培育書法新秀，二００二年更名為「中華

弘道書學會」，至今仍在陳夫人和門生手中薪傳不止，影響且擴及大陸地區。陳

其銓樂與群體相合，感召後學有如此者。 

 

    出版方面，《書論選粹》於一九六二年發行
16，在類似書籍不多見的民國五十

年代，此書彌足珍貴。書中精選歷代書論名篇，且將近人書法論文輯成「上篇」，

收錄董作賓、張默君、陳其銓、杜學知、彭醇士、沈子善、卓君庸、宗孝忱、王

壯為、石叔明等十位名家的宏文，自文字起原、書法流變、書寫技法以至文房用

具，跨界蒐集，內容完備，體系清晰，論質與量均不遜於上海書畫出版社於一九

八三年出版的《現代書法論文選》，而出版時間卻早了二十一年。其中宗孝忱〈書

法與民族性靈修養〉，王壯為〈書法藝術與書法應用〉兩篇具有鮮明論點，接近

今天學術論文的形式。彭醇士〈學書昧言〉則是惜墨如金的素翁難得一見的論書

之作，文獻價值甚高。以上諸公所作俱一時之選，原來散見於今已絕版的書籍期

刊上，若非輯錄，恐被遺忘或竟散佚不傳。 

 

    出版實用書法教材，以利教學，陳其銓所編《中國書法概要》
17自一九六八

年初版至一九七七年四版，習書者幾乎人手一冊，打破前此書法專著的紀錄。該

書介紹各體源流及書寫要領，條理井然，嚴選插圖之精彩豐富是一大特色，共收

甲骨（9）、金文（10）、篆書（24）、草書（31）、正書（24）、行書（36）、變化

（14），合計一六四圖，一本小書得以如此，堪稱異數。其中「變化」一章，列

舉清代以來鄧石如、鄭爕、金農、伊秉綬、陳鴻壽、何紹基、吳熙載、趙之謙、

沈曾植、吳昌碩、曾熙、康有為、吳敬恒、于右任等十四家作品，代表編者對書

法創變有成的審美標準，具有學術研究與參考價值。這一體例，至今尚未在其他

                                                       
16 《書論選粹》（臺灣省政府同仁研究會出版，1962 年）。 
17 陳其銓：《中國書法概要》（台北，中國美術出版社，1968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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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概論的書中看過，權威的樹立，豈偶然哉。 

 

    計畫性出版個人專集，陳其銓的做法頗引人矚目。除了一體成書的《甲骨文

集聯》外，自六十二歲（1978）至八十七歲（2003）逝世，二十五年間出版專集

八種
18，平均三年出版一本（不含抽印本，臨本、單行本），在朋輩中應居冠軍。

一個書法家風格成熟以至變化出新，可於歷年專集中一一尋繹得之，捨陳氏不做

二人想，加上專集中經常附錄相關評論和作者的文章，為後人研究提供了便利，

目前見到以他為研究對象的碩士論文至少四本
19，明顯超過其他名家。 

 

    把整理保存作品當成一種習慣，使得作品在他去世後仍能延續出版效益。二

００六年由台灣文獻館展出並出版《陳其銓手札遺墨集》，內有少壯時期作品多

幅，天然秀出，筆姿穎悟，不負夙慧之名。這些墨札以及其它作品與文物共四五

０件，二００七年由家屬無條件贈予中興大學，校方特別成立「陳其銓書道紀念

室」永久典藏。本人有幸全程參與，感於奇川先生德澤與家屬託付之重，收存以

來，已完成拍攝、數位建檔工作，並製成光碟，分贈書界，務期推廣，以稱先生

平生之志。二００八年大陸文物出版社出版《陳其銓書法集》，書中作品泰半即

出於此。 

 

    如今回顧二十世紀台灣書壇，大老們典範高懸，風徽長存，其中雖有書作等

身，無慮不傳者，但不可否認，大部分書家終身只有一本或竟沒有專集存世，只

能從老舊期刊中挖寶，成為建構台灣書法藝術史的缺憾。許多文人書法家的不以

為意，有其瀟灑不羈的人格特質，值得尊敬，卻不免可惜。陳其銓周密出版的完

美紀事，連同他的組織步驟，擴大社會參與，給予吾人啟發，值得借鏡。 

 

                                                       
18 陳其銓生前所出版的個展專集，計有《奇川書法選集》（國立歷史博物館，1978 年），《奇川墨 

  蹟選集》（國立歷史博物館，1983 年），《陳其銓稀齡書法展專集》（弘道書藝會，1986 年），《陳 

  其銓書法展專集》（台灣省立美術館，1995 年），《陳其銓八十書法展》（台中市文化局，1996 年）、

《陳其銓教授書法展專集》（國立國父紀念館，1998 年），《陳其銓教授北京書法展作品集》 

（中華弘道書學會，200 年），《陳其銓教授隸碑墨跡選集》2003 年。 
19 有關陳其銓書法研究，專書中一章或期刊中單篇散論，兩岸書界屢見不鮮。碩士論文至少有以

下四本：鄧菽菁《陳其銓書法藝術之研究》（中興大學中文所，2005 年），翁坤山《陳其銓書法

藝術研究》（新竹教育大學美勞所，2005 年），李弘正《陳其銓綜體書法研究》（台灣藝術大學

書畫所，2006 年），陳彥甫《陳其銓書論及其書風研究》（花蓮教育大學國民教育所，200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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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書田勤耕─學塾並運，布種培根 

        陳其銓以闡揚書道為人生蘄嚮，一生勤於創作著述，而其至樂之所在，莫過

於書道傳薪。綢繆之道，首自學校機關始，嘗云： 

 

透過機關，學校或團體開設書法班，讓書法能迅速在各組織生根發芽，藉著

學校教師或公務員以及社會人士的參與，由家長著手，進而鼓勵學童學習書

法
20。 

 

把根本目標定在學童身上，而學童又由家長引導，家長分布於各階層，難以

全盤關照，因此鎖定機關學校和社團，尋求最大的效益，此一見解深入之至，全

因熟諳體制運作之實務，不愧公門出身。學童幼而學之，成敗利鈍，端視師資良

窳，因此陳其銓對書法師資的養成，尤其重視，曾於省立台中圖書館擔任「書法

講座」八年，慕學之士即以中小學校教師最多。陳其銓積極授課的情形，可從當

年學員回憶文章中窺見： 

 

陳教授教學相當認真，一件一件批閱、講評，並以硃砂筆在旁批示缺失及改

進要領，…往往過了下課時段，還在傳道授業解惑
21。 

 

課室之內師生相得的情景，如在眼前。亦因教材齊備，各體兼施，全套教學

方法毫不保留地傳予學員，後來擴及彰化社教館，亦採相同模式，對中部地區中

小學書法師資的培育，有著深遠的影響。 

 

    開班授課之外，陳其銓也經常應邀至各地演講，據鄧菽菁的統計，自一九七

三年歷史博物館演講「書法筆趣」，至二０００年北京大學演講「台灣五十年來

的書法發展與傳承」，共計五十七場22。 地點包括國內各級學校、社教機構，足

跡遠至波蘭（華沙大學）、大陸廣東（汕頭大學）、北京大學等地。講題涵蓋書體、

技法、書史、教學與欣賞，講授內容方面之廣、次數之多，應也是書壇前輩中之

                                                       
20 鄧菽菁：《陳其銓書法藝術之研究》（中興大學中文所碩士論文，2005 年），頁 138。 
21 翁坤山：《陳其銓書法藝術研究》（新竹教育大學美勞所碩士論文，2005 年），頁 12。 
22〈陳其銓演講紀錄編年表〉，鄧菽菁《陳其銓書法藝術之研究》，（中興大學中文所碩士論文， 

  2005 年），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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佼佼者。 

 

    學校推行教學之外，私塾式才藝書法班，陳其銓也相當認同： 

 

廣開才藝或書法班，使一些對書法有興趣的同好，能很容易地找到好的學習 

環境。這種私塾的方式，是目前台灣最流行的書法教學型態
23。 

 

類似所說的私塾型態授業方式，書界所知就有北部謝宗安「橄欖齋」、王愷

和（1907-1997）「慎獨軒」、李普同（1918-1998）「心太平室、」寇培深（1919-1999）

「中國書學苑」，南台灣曹容（1894-1993）「澹廬」、陳丁奇（1911-1994）「玄風

書道館」，中部則有陳其銓「弘道書藝會」。早在退休前一年即已規畫辦理「弘道

書法寫作研習班」、「弘道書法教學師資班」共十期，每期三個月，學員遍及北中

南各縣市，有別於前述學校機關所開講座，這裡冠以「弘道」，自主意味明顯，

且可避開以個別齋館為名的私人色彩，較能接引學校機關資源，此所以弘道書會

底下未設子會，而聲勢綿長，至今方興未艾。去年與中興大學中文系合辦「二０

０九台灣地區書法種子教師書法研習營」，參加學員滿額六十人，今年仍將賡續

辦理。師資陣容不再限於「弘道」師門，包容性強，算是改良型的私塾教學方式。 

 

        陳其銓晚年逢兩岸新局開啟之際，決定將書法教育的重心移往大陸，先是捐

贈百件作品予母校廣東韓山師範學院，校方專案鳩工建置「陳其銓書道紀念館」

長年開放，百餘坪展覽空間，布置精美，成為該校形象表徵。繼之以規畫書法教

程，擬納入正式學分，制度性推動，不期美事將成之頃，遽歸道山。幸有夫人張

月華女士繼承遺志，與弘道書學會諸君每年依約前往授課，六年至今，上課學生

已逾七千，考核通過獲頒結業證書者八百人。本人曾受邀前往該校參觀，略知書

道館規模，目覩教學成果展示，並親身感受學子尊師重道與求學熱忱，多有台灣

書法教育現況所不及者。 

 

        從學校機關書法講座，戮力開班授學，到兩岸穿梭，「八十再出發」（先生自

                                                       
23〈陳其銓演講紀錄編年表〉，鄧菽菁《陳其銓書法藝術之研究》，（中興大學中文所碩士論文， 

  2005 年），，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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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語），何苦紛紛為是？晚年所作〈感懷詩〉七絕一首，表明了他的心情底蘊： 

 

頻年南北逐車塵，心境但隨歲月新； 

賴有書田耕不盡，欣看桃李正盈盈
24。 

 

原來勤耕書田，栽成桃李，正陳老內心喜悅之源泉，以此忘疲，樂以解憂，

渾不知老之將至。此詩最能覘先生深心所屬，宜置諸一生行誼之首。 

 

    第六節、結論 

        陳其銓幼年時因目覩弘一法師在家鄉開元寺弘法，信眾景仰從風的景象，深

植心中，了解至道之所凝，非有至德之人，無能為役；而佛法既非常人所習，儒

道下學而上達，尚可勉力為之。於是一生致力於以書弘道，己立立人，自髫齡以

至終老，未嘗一日廢離。 

 

    唯其以書道弘揚為終生之志，覃思闡學，樹立了以道為尊的中心思想，不僅

呼應學術思潮，延續書法正傳，且連篇累牘，發明書法與人生的關係，自成書論

特色。理論既陳，繼之以創作張本，精研各體書法，而以甲骨之勁拔，隸書之古

樸，行書之簡淡，以及暮年「綜體書」之大成，著名於時，為教學與推廣，蓄積

可觀的能量。 

 

    組織與出版，尤所擅長。率先籌組「台灣省政府同仁書法研究會」，揄揚書

教，步驟明晰，成為範例；發起成立「中國書法學會」，順應世情，早於對岸二

十年。且於出版書法圖籍，提供學子正確入門之書；印行個展專集，記錄書風變

嬗之跡，種種作為，皆有先導之功，足可垂範於後世。 

 

    至於誨人不倦，以布種培根為樂；勤耕書田，欣看桃李盈盈；手創「弘道書

學會」，惠愛及於大陸。而胸襟豁達，慨捐作品予大學典藏，流風遺韻，長在人

間。其於書道之闡揚，豈止鞠躬盡瘁而已。 

                                                       
24 陳其銓：《綜體書感懷舊句七絕二首》，收錄於《陳其銓教授書法展專集》（台北，國立國父紀 

  念館，1998 年），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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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００八年，北京「文物出版社」繼啟功之後，為先生出版同等規格的《陳

其銓書法集》鉅冊，意與大陸國寶級書家並列，對其書學成就肯定，達於書史高

度。回顧台灣書壇百年，省視陳其銓闡揚書道的統系，實有足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