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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現代書法的演進歷程大致可區分為幾個階段，初期在墨潮會的展覽活動

下使得現代書藝在台灣開始受到較以往更多的關注，第二階段在 1999 年「傳統

與實驗」書藝雙年展開始之後進入了百家爭鳴的時期，同時受到國內與國際間現

代書法多樣表現的影響，讓作品的風格在變化的同時還強化了彼此間的關聯。現

代書法在台灣發展二十年來逐漸累積了許多作品和文章的數量，從不斷的實踐和

觀摩、探究過程中，台灣的現代書法開始準備邁進自省的階段，重新思考現代書

法的價值、藝術性以及個人的藝術理念。 

 

然而不論是從實踐還是評論的角度來看，藝術品的「內容」除了反映與象徵

時代特質外，書法藝術還涉及其他領域範疇，所以能否被閱讀、觀看和理解也相

對關涉作品的藝術性。 

 

現代書法的內容從早期抄錄詩詞、文句的內容逐漸演變成以擷取流行時尚歌

曲、電腦流行語等，象徵著現代書法嘗試結合、融入生活，菁英文化的藝術印象

逐漸轉而成為普遍性的藝術，字體雖然不脫篆、隸、草、行、楷，但是融合金石

篆刻、水墨繪畫的表現風格也與過去端正嚴肅的形像產生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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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當前台灣現代書法作品應用漢字的常見方式，有：（一）、共用或借用他

字的偏旁、部首，（二）、部首左右、上下對調，（三）、刻意壓縮、拉長筆劃，（四）、

拆解、重置結構，（五）、強化文字造形的幾何性，（六）、圖文相融。 

 

昔日書論中總是以書如其人的觀點說明書家個人的特質和情思會藉由書寫

的線質和形式傳遞給觀者，在現代書法的表現中，作品不僅反映個人的藝術觀點

同時透過作品的內容呈現彰顯出追求多樣、包容的時代風格，二十年來常見的表

現內容約略趨分出幾類：（一）、生活感想札記，（二）、電腦用語火星文，（三）、

本土俗俚語，（四）、歌詞和廣告台詞，（五）、現代詩，（六）、新解的佳句成語或

字義，（七）、諧音字，（八）、政治和環保議題。 

 

台灣的現代書法表現初期在日本墨象書、少字數書的影響下，也曾短暫的專

注在抽象和留白空間的表現變化上，這些年來受到中國現代書法如新古典主義、

學院派等主題鮮明的風格影響，作品的形式風格相當類似。隨著國際間主流的現

代書法藝術潮流擺盪，固然可以較快速的吸取經驗卻也可能同時陷入缺乏個人思

考的另一種臨摹表現，這就可能讓台灣難以產生代表性的現代書法主義和風格。 

 

 

 

 

 

 

 

 

 

 

 

 

【關鍵字】台灣書法、現代書法、內容與形式、何創時書法基金會 

一、現代書法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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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述現代書法的特徵必須同時釐清「現代」、「書法」與「現代書法」在歷史

發展上的內涵及特徵，進而予以適當的定位和價值。 

 

「現代」的定義現今能尚未有一個極為明確的定義，從歷史發展的角度來看

「現代」一般是指稱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若是廣泛的認定那麼生活在今日以及人

們的活動行為處於進行中的狀態也容易被泛稱為「現代」。 

 

根據西方現代學者李歐塔的說法：「『現代』與『後現代』之間的差異，不一

定是時間順序的先後之別，『後現代』也不必然就在『現代』之後，事實上，『後

現代』的『後』在拉丁文中，是『由於』(due to)的意思，因此，在時間順序中，

『現代性』中可能就隱藏了許多『後現代』的因子。」
1 

 

然而從藝術轉變的腳步來看，現代與當代藝術的差異最明顯的大概莫過是

當代藝術本身總是在現代與後現代的交混中持續演進。書法藝術處在時代的思潮

下也同樣具有這特徵，這樣的交混演進和模糊性呈現在現代書法的定名和表現上

顯得格外清楚。從中國的現代書法的代表性書家王冬齡的話語中可以理解到目前

現代書法創作中「現代」的意涵也經常同時表現出「當代」的意涵。其實，「當

代」就字面的文意上而言，就帶有現階段、發生中、進行式的時間觀念，在藝術

領域中經常被寬泛使用，也就間接成為具有最先進思考的藝術代名詞，因此當代

藝術普遍認為應該是要能有別於現代藝術以前的藝術形式，此外還能彰顯主體的

觀念進而予以詮釋，因而逐漸約定俗成地成為特有的藝術名詞。正如黃河清所說： 

  

「『當代性』則幾乎是一個橫切面：在時間的軸線上橫刀切斷，『當代』就是

這個橫斷面。『當代性』論者一般是說『最近這十年』或『最近幾年』，以十

年或幾年論事。可見『當代』這把切割時間的刀，比『現代』更鋒利，切起

來更乾脆，否定『歷史』、『傳統』也更嚴厲。」2。 

但是事實上，「當代」兩字在藝術表現上除了「時間」概念的意涵外，主要

還涵括了「風格」的表現，這個風格必須是最時尚、前衛的，象徵著「最新的」

                                                 
1 廖炳惠根據李歐塔的說法，參考《關鍵詞 200》，台北：麥田，2003 年 12 月，第 207~211 頁。 
2 黃河清，《藝術的陰謀：透視一種「當代藝術國際」》，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2008 年 5 月，

第 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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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流行」的藝術追求。 

 

關於「書法」的意涵，林進忠在＜書法藝術與抽象繪畫的本質析論＞一文中

提出明確的說法：「書法是書寫文字的表現」
3。王冬齡也認為透過筆法結合墨與

紙，三者間千變萬化的組合，藉由線質的表現，傳達出書家個人的創新意念和對

自我的信心。他曾說過：「一開始，『現代書法』的名稱就受到非議。所以，後

來的前衛書法、先鋒書法、書法主義、新書法出現，都與試圖建立一個大家都能

接受的關於『現代書法』的名稱有關。最後，還是『現代書法』這個名稱逐漸約

定俗成，相對廣泛地概括了書法在當代的探索現象。所以，我們仍然用『現代書

法』一詞來討論這個現象以及它的本質。」
4 

 

認為「學院派書法」是兼具傳統書法實力與現代藝術主題性思考的陳振濂，

在其著作《線條的世界》中曾說：「現代派書法強調的視對書法進行全面的改造，

把書法當作單純的造型藝術來對待，不考慮它既有的古典文化因素也不考慮它作

為文字書寫的行為規定性，可以不書寫而畫而塑而用各種技術方法來製作，…把

現代派書法從書法中拉出來，作為現代藝術來對待，強調它的觀念性和隨機性，

恐怕是比站在書法的立場上試圖對它進行努力認同更明智的作法」。5
  

 

邱振中在其著作《書寫與觀照~關於書法的創作、陳述與批評》提到「現代風

格書法」，認為「現代風格書法」必須具有現代生活及精神性的內涵以及與傳統

筆法有較大差異的結構形式。他指出： 

 

「『現代書法』常常被用來指稱非傳統樣式的書法作品，這容易引起不必要

的誤解。我們用『現代風格作品』和『傳統風格作品』來區分現代書法創作

中的兩大類別。」6 

 
                                                 
3 林進忠，＜書法藝術與抽象繪畫的本質析論＞，《中華書道》，NO.1，1993 年 11 月，第 148-165

頁。 
4 王冬齡，《中國「現代書法」藍皮書》—序，張愛國著，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2008 年 6 

  月，第 7 頁。 
5 陳振濂，《線條的世界》，杭州：浙江大學，2002 年，第 235 頁 
6 邱振中，《神居何所–從書法史到書法研究方法論》，〈中國當代書法：現狀與選擇〉，北京：中 

  國人民大學，2006 年 4 月，第 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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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書法要從兩個方面來看，第一個方面，形式，我們接觸一件作品總是

從與形式的遭遇開始；第二個方面，內涵。從形式來說，必須在視覺上與傳

統風格有較大的距離，其中包括筆法和線結構。由筆法來判斷現代性很困

難。……今天要界定『現代書法』我看只有從線結構（章法）來考慮。此外，

再談談內涵。作品內涵由形式各種因素所聯繫的精神生活決定。」。
7 

 

又如善於對藝術創作、藝術環境予以評論，批評現況的王南溟在其著作《理

解現代書法》中曾提及：「現代書法是非書法」
8一語，似乎也暗示著中國的創作

帶有日本前衛書法的影響，與 1993 年台灣墨潮會所發表的宣言：「現代書藝是一

切」
9的觀念在一定程度上相互契合。 

 

在諸多有關「書法」與「現代書法」的論述中，筆者認為台灣的現代書法受

到國際間在創作、教學和研究的頻繁交流影響下，「時代性」、「應用文字」、「書

寫性」與「藝術性」的特質益發明顯，隨著進行「現代書法」相關創作與研究論

述的質量也不斷增加，如何在後現代性與追求當代性的藝術環境中讓書法持續發

展，作品「內容」的演變也就不可忽略。 

 

書法藝術本身即俱備的文學性以及文字研究的內涵，所以在各家論述中往往

也能感受到交互討論，書法藝術是文學還是藝術的議題，同時扮演材料和內容身

份的「文字」特徵對現代書法仍舊影響深厚，文字的對錯、能否識讀同時也牽涉

到不同內容、表現形式的產生，此外，隨著記錄和對話方法改變新世代文字和語

彙也隨之出現。 

 

比較容易透過內容呈現的「時代性」特質，簡單來說就是書家融合流行文化

轉化成個人論述和書寫風格，不單是傳達社會文化狀態還呈現出當時的藝術美感

潮流趨勢。 

                                                 
7 邱振中，《書寫與觀照：關於書法的創作陳述與批評》，北京：中國人民大學，2005年，第190-191 

  頁。 
8 引自楊應時，＜中國大陸"現代書法"藝術新潮回顧與展望＞，《2001 現代書法新展望 兩岸學

術交流研討會論文》，台中：台灣美術館。語出王南溟，《理解現代書法》，1994 年，江蘇

教育出版社。 
9 墨潮會，《現代書藝》，台北：蕙風堂經銷出版，1992 年，第 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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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書寫和載負的工具媒材不斷改良進步，記錄書寫歷程出現不一樣的變

化，可能是如同以往使用毛筆書寫在紙上也可能是透過電腦設定或是錄像方式完

成書寫和紀錄，不管怎樣現代書法的「書寫性」還是不可缺。 

 

「藝術性」是現代書法與古典書法在比較時會出現較大落差的特質，現代書

法雖然不屏棄文字、書寫等書法特徵但更強調其藝術性。所謂藝術性包含了觀

念、表現技法和當代美學思想的詮釋與理解。 

    

傳統與現代書法比較表 

 目的與訴求 形式 內容 

傳統書法 

風格 
1 抒發情懷、追求自我 

持 續 傳 統 的

形式 

前人的文學著作 

前代的刻石、銘文、書帖

等 

現代書法 

藝術 

1 展現個人藝術特色、論

點與理念 

2 突破傳統追尋新思想 

3 抒發情懷、追求自我 

1 立體 

2 行動（表演）

3 平 面 ： 裝

飾、繪畫、

書寫、裝置

1 前人經典作品的重新詮

釋 

2 表現現代生活與精神 

3 線性變化或墨彩的呈現 

4 繪畫性的表現 

 

二、台灣二十年來現代書法的發展狀況 

台灣在 1976 年，雖然就有墨潮會以「現代書藝非書法」的概念，為台灣現

代書法藝術進行另類藝術的實驗，但是墨潮會成員作品較多的曝光和影響卻是在

1990~1993 年，秉持著多元的、對立的現代精神來探索書法藝術的價值和精神，

企圖藉由多樣的形式、媒材和技法讓現代書法普遍化也更容易被親近。 

 

在這時期中因為現代書法被視為一種表現形式多元化的書寫性藝術，使得書

法的意義泛化，書法的定位也產生許多的質疑，創作者往往以個人主觀意識詮釋

所謂的現代書法，錯將現代藝術的認知套用在書法藝術上。單純地認為繪畫中有

文字、表演中有字體的型態產生，或是內容上有明確的文字存在，便自稱為現代

書法藝術。一般最常見的便是創作者將繪畫的技巧融入書寫中，產生繪畫書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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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線條。 

 

國內的書家與學者為了避免現代書法落入僅是狹隘的形式改變或是書法本

質的消解，相繼提出個人的見解與觀點，書法藝術不完全等同於書寫藝術的觀念

幾乎就是在此時期被確立下來。 

 

書法在形式、內容表現上相當自由，但仍以古典審美品評的意識型態為標

竿，認為應承續古典書法藝術中必備的基本要項，也就是文字性；國立台灣藝術

大學林進忠教授便認為，書法必須是能完整保留、呈現出所書寫文字的表現，10；

在華梵大學教授書法的黃智陽也提出書法藝術是種能以多元形式來書寫文字的

藝術表現；11台灣師範大學的教授曾肅良則以筆跡足以反映個人心理和情感的論

點，12說明書法藝術除了是純粹表現個人心靈深處的波動，還須具備可識和可讀

性，才能完整傳達出個體的思想情感；各種論述都驗證了在大學院校中仍認為書

法藝術的文字與可識性是不可缺的核心元素。 

 

1990 年代初期，台灣書壇得之於先前台灣、日本頻繁的書法交流、西方藝術

思潮的激盪和墨潮會的衝擊，不少書家和研究者致力於現代書法藝術，初時追求

現代藝術表現，卻忽略書法本質的情形在此時已經開始受到考驗而被自然淘汰。 

 

象徵台灣美術發展史和具有藝術界新秀選拔義涵的台灣省美展在停辦後，大

小不一的官辦書法獎賽競爭逐漸趨緩，作品的風格也趨於一致，書法藝術的活力

趨於貧弱，現代書法作品在官辦的競賽中更是難有展現舞臺。直到 1999 年何創

時書法基金會提供了「傳統與實驗」書藝雙年展這項全國性徵選與展覽的書法獎

賽機會，不僅開闢新的空間讓古典文人式書法再次活躍同時也使得實驗性、創新

性頗高的書法創作有了更廣大的表現舞台，現代性書法作品與參與書家亦日益增

多，隨著公開展示的機會增多，現代書法的能見度較以往更為顯著，被討論的機

會更多並且受到國內外更多的關注，台灣的現代書法發展至此進入百家爭鳴的階

段累積下許多作品與論述。 

                                                 
10 林進忠，《跨世紀書藝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2000 年，第参-1 頁。 
11 黃智陽，《北縣文化》，NO.89，2006 年，第 28~38 頁。 
12 曾肅良，《眺望文化群島—曾肅良藝文評論集》，2004 年，第 29~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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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99 到 2009 歷經十年的「傳統與實驗」書藝雙年展，展示出台灣現代書

法在風格與技法表現上的變化，徵集了台灣各地的現代書法創作品以及書家對現

代書法的態度、觀感與理念，在每屆不同的主題範疇下，漢字為主的書法藝術持

續與當代藝術對話，經由對漢字特徵進行創意改變，帶動現代書法朝實驗性的方

向持續發展，創作者採用漸趨當代生活時尚的內容和表現方式同時也反映出社會

對現代書法已經較能包容、接納。 

 

隨著現代書法的作品與論述大量積澱，重新自省反思的階段也持續醞釀著。

在傳統與實驗書藝雙年展提供一個展演的舞台之後，現代書法與傳統書法潮流並

駕齊驅，然而作品歷經二十年的演變從一開始追求形式、挪用西方藝術表現技

法，然後嘗試結合繪畫、篆印、色彩與設計等不同元素並且思考現代書法的價值

以及如何延伸藝術性的問題。到今日，我們逐漸能將現代書法視為一種書法藝

術，透過種種歷史、文化因素的影響，不同藝術思潮、美學觀念的改變，使得台

灣的現代書法有多元的表現方式。 

 

不僅能與傳統書和現代藝術相互對話產生共鳴，在漫長的時間驗證歷程中還

能正確且清晰的呈現出各人藝術觀點，企圖革新或是重新詮釋論述、觀點，說明

了現代書法走向「觀念性」，表面上看來似乎是與傳統的審美價值漸行漸遠並與

現代藝術論點逐步契合；然而實際上因為抱持一定的開放性態度，創作又能秉持

嚴謹的手法，反而在書法的本質和表現手法上兼具了傳統及現代不即不離的創作

態度與意義。 

 

進入這樣的階段首要是書家本身的自覺，在觀察現代書法的多元性和意義本

質時還需要能敏銳的判斷解讀，其次是能明確清楚的知道自己的論述觀點，除了

瞭解東西方的藝術思潮和美學觀之外，還需要提出個人見解的能力並且進一步轉

化以作品實踐的方式呈現。 

 

三、台灣現代書法藝術的類別 

台灣的現代書法藝術發展至今出現一種有趣的現象，在墨潮會引起的喧騰之

後，現代書法藝術似乎只持續維持兩種形式，分別是：秉持中庸之道，既不偏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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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書法的雅致和古拙，也不過分強調視覺感受的新文人書法藝術；以及在書法

家多元的創作身分與書畫同源的理論基礎下，強調線質變化和空間組合的繪畫性

書法藝術。以下將就兩者的特質論述之。 

 

(一)、宜古宜今的新文人書法藝術 

書法家大多意識到，傳統行筆、運筆的方式，在現代書法藝術中的必要性，

所以開始將之應用在作品上。有的將筆跡的變化完整呈現出來，以線條的陽剛力

道，陰柔、綿密的勁道，線質的澀、潤和層次作為表現主題。如：徐永進的〈漂

泊闖，蕩狂飆〉（圖 4-1）和〈滿地松花食有餘〉（圖 4-2）、黃智陽的〈牡丹禪〉

（圖 4-3）、李鎮成的〈文字皴-恆〉（圖 4-4）、陳宏勉的〈彈雖在指聲在意〉（圖

4-5）。 

 

有的關注在章幅空間的擺設，黑與白在畫面上的應用，雖然整體較傾向傳統

文人書法，可是現代性的內容表現，卻約略彌補了這點不足。如：鄭善禧 的〈幻

趣〉（圖 4-6）、林進忠的〈草書對句〉（圖 4-7）、吳繼濤的〈小楷金剛經〉（圖 4-8）、

阮常耀的〈草書〉（圖 4-9）等人的作品。 

 

有的將運筆時提、按、頓、挫的點畫表現誇張化，在視覺上形成緊密、鬆散

或是受壓迫的感覺。如：黃智陽的〈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流〉（圖 4-10）、〈畫

沙〉（圖 4-11），黃一鳴的〈酒〉（圖 4-12）。 

 

有的則是模仿古時冊頁的形式、出土後發黃的絹、帛、紙張或是以集字的方

式完成作品，如：李思賢的〈電子書法系列-吾人碑〉（圖 4-13）。 

 

這幾種書法藝術的表現方式，都是從古典和傳統的角度出發，力求以復古的

手法，建立新的書法時尚。書法家本身大多精通傳統書論、深入研究過書法風格

變化、歷史演進，兼具有深厚的書法基本功力，因此，本身即帶有一種文人的氣

格。既不會過度沉溺、執著於在傳統美感中、又能感通現代藝術的前衛、奧妙處，

宜古宜今，所以稱之為「新文人書法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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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二)、引畫入書的繪畫性書法藝術  

受到西方抽象表現主義、現代藝術、中國現代水墨繪畫、書畫同源理論和書

家背景多元化的種種關係影響下，點、線、面的基本元素，色彩變化、空間構成

和各項繪畫技巧的挪用、移入表現，豐富了也開闊了書法藝術的表現手法。 

 

將書法本質中的文字性解構，改以點、線、面這最簡單的元素呈現，刻意拉

長、縮短的線條，精心營造不同質感的線條，與大小不一的塊面和形狀各異的點，

在書法空間中構成似字非字的造型；值得注意的是，它立體化的點、線、面，仍

是自傳統的行筆、執筆方式下產生。例如：蔡瑞成的〈境 2004〉（圖 4-14）、李

蕭錕的〈非草非非草〉（圖 4-15）、程代勒的〈大國民〉（圖 4-16）。 

 

以多種色彩或是單一墨色的濃淡變化來經營作品，是較為基礎且常見的手

法。通常，書家會以水墨渲染的畫法表現，或是選用與畫面內容相關的色彩，或

是相當鮮豔、突兀的色彩，造成視覺上的顯著效果。例如：杜忠誥的〈迴歸〉（圖

4-17）、程代勒的〈本土化〉（圖 4-18）、張光賓的〈喫虧是福〉（圖 4-19）和簡銘

山的〈飄〉（圖 4-20）。 

 

 有的創作理念是從文字造型出發。以象形文字為例，因為能同時兼具抽象

和具像的造型，常見的表現手法便是將象形圖案排列進文字當中，形成文字畫；

或是利用篆、隸方正的字體，尋找空間中排列組合的趣味，如：林章湖的〈大象

無形〉（圖 4-21）；也有以簡化的行、草書為對象，蓄意拉開部首間的距離，使文

字的意義性削弱。如：董陽孜的〈浩如煙海〉（圖 4-22）、〈變則通〉（圖 4-23）；

或是以拓印、揉紙、排列、刻畫的多種繪畫技法作為表現，如：徐永進的〈團圓〉

（圖 4-24）等作品。 

 

四、台灣現代書法中常見的漢字應用形式 

繪畫藝術追求的美感表現與作品的形式與表現內容相關聯，其中形式還包

含著構圖、造型，書法藝術中則是以「結體」、「佈局」來指稱，與繪畫中的「構

圖」及「造型」有著相通同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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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思量在其研究中國繪畫的著作中提過： 

 

「『構圖』指的是畫面整體之構成或結構；也即依據視覺之原則，將畫面之

各種元素，如造型、色彩、空間位置等等作立體式的整體思考，並有計畫的

作多重交錯的動力組合安排，以表達作者之意念，達到藝術性之要求。『造

型』，單指形象或圖形構造之方法，較少涉及其他各種元素之間－如造型與

造型、造型與色彩等等－安排組合之間的整體關係。因此，『造型』之意義

較『構圖』明確、單純而具體，並可直接從畫面中，很容易指認出來。一般

所稱『造型』，是指畫面中單一物體之基本造型而言，並不牽涉到全部『造

型』之類別及類群之組合關係，『造型之組合關係』即是『構圖』。」
13 

 

「『造型』為現代美術通用語，指透過思想和意念的運作，運用工具和材料，

在畫面中構造可以被指認的形象或圖形。因此造形之目的，是以形象去表達

作者的思想和意念。『造形』（form）用做名詞指的是形象或圖形。『造形』

（plastic）用作動詞，指的是『造型方法』。在中國傳統經典中所使用『象』

這一詞與『造型』此一詞意義接近。」14 

 

「現代書法」重視書法的藝術性與主體美感理念顯得與傳統文人式書法表現

有較大的差異性，在特別強調「藝術性」的情況下，「形式」、「構圖」、「造型」

與「內容」也就經常被書家作為創作變化的途徑。 

 

以 1999 年開始的「傳統與實驗」書藝雙年展作品和各項書法展覽所徵集出

的現代書法作品為探析的核心對象，觀察到初期的書寫字體採用較容易表現線質

和墨韻變化的行、草書為主，之後則較偏重漢字的造型變化而以篆、隸和新出土

文字為重。 

 

在強化視覺效果上，著重在漢字造形設計故而容易傳達出強烈的視覺張力與

趣味性，目前較常見的表現方式有：（一）、共用或借用他字的偏旁、部首，（二）、

                                                 
13 劉思量，《中國美術思想新論》，台北：藝術家出版，2001 年，第 45 頁。 
14 劉思量，《中國美術思想新論》，台北：藝術家出版，2001 年，第 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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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首左右、上下對調，（三）、刻意壓縮、拉長筆劃，（四）、拆解、重置結構，（五）、

強化文字造形的幾何性，（六）、圖文相融。 

 

（一）、共用或借用他字的偏旁、部首－漢字依循著會意、指事的造字方式

因此同部首的字彙帶有相同或類似的本質與意涵，作品中考慮到重複性過高或是

空間設計時往往會有共用同部首的情形出現。這種形式過去比較常出現在金石篆

刻中因為受限於空間窄小所以共用，現代書法中援引篆刻形式也可稱得上是對清

末講究詩書畫印合一的另種解讀方式。 

 

（二）、部首左右、上下對調－漢字早期處於依類象形的階段，圖畫式的象

形字並沒有所謂左右、上下位置的關係，隨著使用的需求增加文字也在轉注和假

借的方法下增添許多新字。這種沒有絕對位置的漢字在篆、隸、魏碑的字體依然

可以見到，然而這種將偏旁左右互調的情形在現代書法中隨著空間和造型的應用

也漸漸出現上下對調的變化，但是在不甚了解字義和起源的狀況下文字的意涵、

識讀性和正確性就可能被曲解、削弱甚至消失。 

 

（三）、刻意壓縮、拉長筆劃－為了營造作品空間的虛實對比以及視覺變化，

筆劃線條的造型和質感成為重點，與造型關係密切的線形長短、直曲運用也就經

常在佈局時被關注，成為現代書法另種表現空間層次的方法。 

 

（四）、拆解、重置結構－漢字具備單體成字、合字為文的特質，加上近年

來作品有書寫大字、少字數的趨向，因此整體空間的虛實安排顯得相當重要，拆

解漢字結構然後再重新配置各個筆劃或部首的位置，造成空間的變化和觀者在閱

讀時的順序與流暢感，雖然整體形式產生較強烈的視覺感和趣味性不過也相對削

弱了文字的辨識度和正確性，發展到後來往往過於強調線質和造型導致抽象表現

繪畫的意味高過書法而趨進繪畫性和書寫性的表現。 

 

（五）、強化文字造形的幾何性－有方塊字俗稱的漢字在整體外型上給人很

明顯的幾何圖形聯想，部分作品在書寫時即刻意強化出方塊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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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圖文相融－從時代較早的甲骨和金文字體即可見到許多類圖案、象

形且具有不同意涵的文字，元代趙孟頫也相繼提出「以書入畫」、「書畫同源」的

說法。在嘗試階段的現代書法作品多數便是以象形字的圖案化或是融和水墨繪畫

的墨、彩變化為主，近來繪畫性的圖畫表現漸少而以會意和濃淡墨韻的應用呈現

畫境。 

 

五、現代書法中內容與辨識度的意義與價值 

現代書法中漢字的應用趨勢約可以從字形、字義、字音和字源幾個面向來觀

察，主要原因在於觀賞者透過辨識漢字閱讀進而了解作品中所欲呈現表達的意

涵，所以在應用漢字時「能夠識讀」、「無法識讀」和「不去識讀」也反映出書家

和欣賞者對閱讀書法作品的態度。 

 

多數的書家和觀賞者基於書法是既有優質文化同時也反映文學涵養的想

法，自然也就會在作品中尋找文學的存在。經由文字所記載下來的隻字片語或文

獻能容易讓人清楚了解到不同族群、各個年代所追求、重視的議題為何，在觀察

整理一定數量的書法創作品內容後，也較能看出目前反映在台灣現代書法當中的

「時代性」特質，以及為了保持「識讀」和「現代感」之間的平衡，出現以「現

代詩」、「現代文學」
15為內容的情況。 

 

就 1999 年來歷經六屆的「傳統與實驗」書藝雙年展參與作品而言，「能夠識

讀」的現代書法占較多數的部份，書寫的內容則約略可以區分成下列幾項： 

（一）、生活感想札記，（二）、電腦用語火星文，（三）、本土俗俚語，（四）、

歌詞和廣告台詞，（五）、現代詩，（六）、新解的佳句成語或字義，（七）、諧音字，

（八）、政治和環保議題。 

 

（一）、生活感想札記－過去書法一直被視為士大夫遣情抒懷的技藝之一，

內容以當時的文體、詩詞為主，經過時代轉變散文、日記、與個人生活相關聯的

諸多感想，也成為書家書寫的體材。因為書家與普遍大眾處於相近的時空背景彼

                                                 
15 此處所稱的「現代詩」、「現代文學」是廣泛的包含了現代人所作的或是具有前衛特異的詩、辭、

小說、散文等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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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對大環境的感受也較接近因此更能引起共鳴，與書寫唐詩宋詞相較更容易和觀

者產生親近的感覺並且表現自我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二）、電腦用語火星文－在電腦網路的連結下，虛擬與真實世界幾乎零

距離，訊息傳遞訊速且範疇廣大能在短時間內引起多數人的參與和共鳴。「火星

文」使用大量的同音字、近似音的文字、特殊符號和注音符號的聲母來替代正確

文字，造成閱讀和理解上的困難，成為泛指一般大眾對難以了解之事物或文章的

代稱 。這種說法先是出現在台灣，然後在華人社會和中文網絡逐漸流行。「火

星文」文章內容主要書寫注音文、相似音/多字合一、混合語言用語、動作標示、

符號標示、混和用法或是沒有作文格式的文句，例如：「XD」、「U」、「d=

的」、「醬」、「殘念」、「^-^」等符號，成為科技和網路時代下特有的書寫

內容。 

 

（三）、本土俗俚語－在凡事都講求全球化的同時源於自身本土的文化習俗

也需要兼顧才能避免自我主體性的消弱、喪失。台灣美術發展過程中不僅融入不

同的殖民文化也混合了個體來自內在自省所特有的鄉土文化本質，以簡潔有趣的

語詞表現出台灣的人文風俗以及直率民情。 

 

（四）、歌詞和廣告台詞－歌詞與廣告詞隨著各類媒體的播送不僅能迅速大

量廣泛的傳送開來還能讓人輕鬆熟悉、記憶，另外兩者同樣都重視內容的創意和

獨特性，因而顯現出今日社會文化所喜愛、流行的特質。 

 

（五）、現代詩－透過簡潔且具隱喻、轉化的手法將長篇論述以白話文、現

代詩形式直接或間接的表達出個人對生活的關心與感受，有前人吟詩作詞文人間

互相往來的那份雅興，但不至於膩古而脫離講究科技和效率的文化生活成為自說

自話孤芳自賞的情況內。 

 

（六）、新解的佳句成語或字義－隨著生活內容的複雜性逐漸提昇、電腦語

彙的普遍流傳，既有的辭彙語句在使用上偶有不足、難以詳說的情況，新的文字

語詞成語也就隨著各事件典故和使用上的需要相繼出現，「三隻小豬」、「丁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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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才」和「白雪公主」等語，就是近來在童話故事和幼兒電視節目影響下，所

出現帶有嘲諷意味的新語詞。 

 

（七）、諧音字－利用漢字假借、通同的使用特性，書寫同音異字的諧音方

式，內容通常帶有嘲弄或是玩笑性的口吻，避免被視為在鼓吹特定的意識形態。 

 

（八）、政治和環保議題－近年來隨著國際間對環保議題的關心，鼓吹環境

保護、節能減碳，也有不少內容是有關針對北極地區的討論與反應。 

 

為了更強化「現代書法」的藝術性，轉而在漢字「單體為字，合體為文」的

特性中去擴張「合體」的特性：拆解文字或是僅出現部份筆劃，更甚者還有以圖

象代替文字意境與文義，於是產生「無法識讀」的狀況。當然「無法識讀」的原

因，一部分是源自書家個人的理念所刻意去營造產生的狀況，但也有部份是來自

於欣賞者對字體的陌生感，像是草、篆書。草書有連筆和字體簡化的特徵，篆書

則因為與現今常用的標楷書寫體在造型上有相當的落差，所以兩者都容易與欣賞

者產生疏離、不熟悉與難解的感受，在刻意強調不同的書體特質下作品就會出現

類似「抽象表現繪畫」的視覺效果。 

 

「不去識讀」則是從欣賞者與書體之間的陌生程度所衍生出來的另一項書寫

可能，觀賞者面對作品時的心理經常會從閱讀文字開始，進而欣賞整體美感終至

與作品產生共鳴或回應，初步與作品接觸時若有所滯礙，觀賞者可能就會選擇放

棄辨識文字、閱讀內容而直接跳去觀看作品的整體美感，這時候「不去識讀」的

狀況便會出現。反應在現代書法當中因為識讀的對象從文字內容轉變到對整體畫

面美感的追求，所以繪畫、圖案符號相交於書法作品中，這類作品自然呈現出一

種游移在文字與圖象不同比例之間的狀態。 

 

六、結語－個人對台灣現代書法的想法 

昔日書法藝術是文人雅士用以抒發情懷的藝術表現手段，在情緒激昂澎湃

下，用簡鍊的文句、各種隱喻的字眼，清晰的表現出個人內心感受，使內容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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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性提高，賞析的角度因而擴及文學，所以石濤有語：「筆墨應隨當代」。趙壹在

《非草書》中有提及：「書之好丑，在心與手，可強為哉？」16，而周星蓮在其著

作《臨池管見》中提到：「字為心畫。若僅能置物之形，而不能輸我之心，則畫

字、寫字之義兩失之矣。無怪書道不成也。」。17更時強烈的指出書法之所以難以

興盛在於書者不能藉其表現個人情思，如此一來寫字便如同隨意畫上的筆跡，空

有形貌卻缺乏思想、情感難以感動觀者。 

 

現代書法藝術雖深受西方美術思潮影響但在自身的禪學和儒、道之學的長年

浸淫下，仍與西方的抽象表現主義或是書法表現利用線條動態來表現節奏、韻

律、時間和速度感有著極大的不同；現代書法與抽象繪畫之間的分歧點，應是在

作品內容的識讀性及衍伸出的時代特質上，藉由內容反映出東方的哲學思維、美

術思想以及當代的社會生活與文化氛圍，強調現代書法是文字書寫的藝術。 

 

台灣的現代書法內容受到中國現代書法，特別是學院派和書法主義和新古典

主義的影響，譬如：擷取學院派書法善於利用主題製作一系列作品的創作觀點，

又或是如新古典染舊仿古的形式與手法都是常見的表現類型，而在內容的選擇上

除了白話詩詞與文章外則是多見老歌、民歌、童謠等容易傳唱、引起回憶的代表，

外，這一類的內容選擇往往在考量時代、地區和文化差異外，在某種程度上也受

到中國現代書法對新舊文化交替的觀點所影響，而當前經常見到的新詩或是個人

式的抒詠性文章也能視為是日本前衛書法的現代詩文派的延續，當然也有新古典

的意涵也是隱隱然存在於其中。 

 

國內討論到現代書法的表現有兩個專屬名詞普遍會出現在大眾的思維之

中，一是何創時書法基金會的「傳統與實驗書法展」，其二便是董陽孜結合建築

走向空間思考的書法表現。後者在內容上的詮釋手法跳脫了平面文字書寫的使

用，換句話說，其書法作品書寫的內容已經不是她在邁進當代藝術環境時所主要

考慮的要素，書法作品的內容雖然存在也有其象徵的意涵，不過卻只是作為彰顯

作品空間結構的手段，空間形式的美感才是需要強調的。 

                                                 
16 季伏昆編，《中國書論輯要》，南京：江蘇美術社，2000 年，第 5 頁。 
17 季伏昆編，《中國書論輯要》，南京：江蘇美術社，2000 年，第 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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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創作思維給了我們一些省思，雖然無論在傳統或是現代書法藝術中

「內容」的存在、「文字」的應用是有其價質意義的，但是時代的「藝術性」提

昇才是重點。過去現代書法創作經常受限於視覺強調的變化美感中因此淪入形式

主義，又或者是為了刻意與形式保持距離而援用折衷式的書法美感，企圖藉此在

傳統和現代中保持平衡的狀態，不過結果往往反而是益發與兩者相悖離，既失去

傳統和也欠缺現代的特徵。因此，現代書法的「內容」不光是指書寫的文字內容，

還涵括作品整體所要傳達的「內容」，這反映出書家對現代書法、當代藝術和藝

術環境的認識以及面對和解決藝術創作問題的能力，否則過度執著在探究、維繫

書法本質的角度上，無形中便會限制作品表現的可能性和呈現方式的寬廣度。現

代書法表現唯有在過程中不斷重新審視才會不至於偏離藝術表現的目標。 

 

附圖 

 

【圖 4-10】黃智陽〈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流〉 【圖 4-1】徐永進〈漂泊闖，蕩狂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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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徐永進〈滿地松花食有餘〉 

 

【圖 4-13】李思賢〈電子書法系列-吾人碑〉 

【圖 4-12】黃一鳴〈酒〉 

 

【圖 4-3】黃智陽

〈牡丹禪〉 

 
【圖 4-9】阮常耀〈草書〉 

 

【圖 4-6】鄭善禧  

〈幻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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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黃智陽〈畫沙〉 

【圖 4-7】林進忠〈草書對句〉 

 
【圖 4-8】吳繼濤

〈小楷金剛經〉 

【圖 4-19】張光賓〈吃虧是福〉 

 
【圖 4-18】程代勒〈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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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蔡瑞成〈境 2004〉 

 
【圖 4-16】程代勒〈大國民〉 

【圖 4-17】杜忠誥的〈回歸〉 

 
【圖 4-15】李蕭錕〈非草非非草〉 

 

 

 

【圖 4-23】董陽孜〈變則通〉 

【圖 4-21】林章湖〈大象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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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董陽孜〈浩如煙海〉 

 
圖 4-24  徐永進 團圓 

45x45x3cm 1996 

 
【圖 4-20】簡銘山〈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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