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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書法是傳統的藝術項類，其表現型態早已擁有一個明晰的範式─筆法（入古

生新）、結體（平正→險絕→平正）、章法（奇正相生、虛實照映……），以及風

格（融鑄百家、獨成一幟）和美學思想。然而二十世紀以後，受到整個生活文化

氛圍的丕變，與西方現代藝術的衝擊，傳統書法「書寫式」的創作觀念逐步動搖。

五○至八○年代戰後文化復甦期間，台灣書法呈現游藝文人風、寫意書風、台邑

書風、流派書風分流合進的態勢，尚能維持傳統式格局，八○年代以降，書藝創

新風潮興起，至九○年代已如星火燎原，現代書藝、創意書法、現代書法、實驗

書法……指稱雖異，實際上就是那些小異或迥別於傳統式的創作，創作的彰顯時

代精神在傳統式中即已存在，但無論如何不會踰越書法的本質屬性，而現代式的

書藝創新則在割捨傳統、追求抽象和反映時代、本土的宣示標榜中，與書法的定

義斷裂起了鴻溝且漸行漸遠。本文嘗試考察當代台灣書藝創新的因果，和發展中

的相關環節，並試圖探索書藝創新發展的通路。因取材偏重於活動規模較大和進

行時間較長者，對於一些個別式的創作如尚在進行中，則容待後續關注，故疏漏

之處在所難免，尚祈方家大雅多所指正。 

 

 

【關鍵字】現代書藝、創意書法、傳統與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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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俗語說：「凡走過必留下痕跡」，這句話可以有三個層面的解讀，首先鼓勵人

們多做些有意義的事；其次是做過的事應該留下清楚的記錄；再者提醒大家行事

不能貿然，最好計畫周詳，謀定而後動。從事藝術創作、運作相關活動雖然是只

在付出不求回報，且無法立竿見影的文化性志業，但誰也難料一些未必有企圖的

舉動，若干年代以後可能造成鉅大的影響，而時過境遷，能讓後世餘波盪漾的就

是那些當時留下的資料、報導、圖籍、影音等。因此一些在策畫執行中被認為具

有重要意義的活動，應該記錄整個過程，留下詳實的資訊，則先不論活動的後續

評價如何，當需要回頭檢視探討某一年代的藝術發展時，便有充分而可靠的參佐

材料。例如考察研究台灣當代書藝創新發展，主要根據的便是每一段留存下來的

報刊、雜誌、專輯、論述等，因為即便是當代人物，有些活動可能自己是參與者

之一，但相信有更多活動無法躬逢。台灣新書藝發展過程中，作為史料存在的參

考圖籍並不多，可見的如呂佛庭《文字畫研究》
1、史紫忱《彩色書法》2、尹之

立《書法新道》、陳勤《草書馬》、王方宇《墨舞(一) (二)》、《鐵硯會首展作品集》、

《書法藝術》（季刊一~八）、《書法教育》（期刊一~二十一）、《書法教育學會全國

書法比賽專輯》（一九九四~二○○九）、《墨潮現代書藝》、《書寫的可能性展專

輯》、《國際書法文獻展─文字與書寫》、《當代書法新展望兩岸學術研討會論文

集》、《二○○六當代書藝新展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行天宮人文獎書法比賽專

輯》、《書法春秋大賽專輯》、《何創時傳統與實驗》（二○○○~二○○九共六集），

以及書藝家個人的作品集，之中較著者如：董陽孜、曾幼荷、張建富、陳勤、郭

少宗3、李鎮成、徐永進、馮明秋、廖燦誠、楊子雲、陳世憲、陳宗琛、羅青、姜

一涵、葉世強……等，還有理論家、學者撰述討論相關議題的文章，鋪陳各個層

                                                 
1 呂佛庭《文字畫研究》，台北華正書局，1975 年 8 月。 

2 史紫忱(1914~1993)書學論著有：(1)《書道新論》（1969，華岡出版社），(2)《書法今鑑》（1973，

華岡出版社），(3)《彩色書法》（1975，台北中華博物館），(4)《書法美學》（1976，藝文印書館），

(5)《草書藝術》（1977，華正書局），(6)《比較草書》（1980，文化大學出版社），(7) 《書法史論》

（1982，文化大學出版社），(8)《史紫忱書法》（1983，文化大學出版社）。 

3 郭少宗，活躍於八○年代的畫家、評論家，有不少書法抽象表現作品（現代畫），1985 年曾創作

「書法抽象立體化初探─藍色草書」裝置作品，參見《書法藝術》（季刊 3）160 頁，中華民國

兒童書法教育學會，1985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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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藝術創作與發展的現象，甚至深入研究而作為碩、博士學位論文4，於是數十種

專著、幾十篇論文便成為書藝發展富涵意義與價值的參照標的了。 

 

藝術創作能否成為藝術史的一座高峰，除了一定數量的創作人口，相關活動

的推波助瀾與資訊累積、訊息散布亦不可缺少，上述這林林種種在台灣書藝發展

起步的七○年代至二十一世紀初的四十年間，首先作為一種記錄、史料存在，隨

著涉獵新書藝創作、研究人數的增加，風氣的開展，逐漸躍身為有價值的學術性

文本。從這個現象來看，藝術家在從事創作之際，首先不應理會是否有人理解、

青睞自己的作品，一心一意秉持自己的藝術修為、美學理念勇往直前，並大量累

積創作、研究成果，讓作品和論述都達到一定質量，乃至自成體系，例如七○年

代創意書法先覺呂佛庭先生，他研究文字畫
5
，累積了一定篇幅之後便成書出版；

史紫忱的彩色書法6、文字意象圖畫也成專冊或刊於其他論著（如《書法美學》）；

王方宇前後出版了兩集《墨舞》，收錄了他二十多年間創作的六、七十件「創意

書法」；尹之立從古典書寫出發，將書法造形化、水墨化、設計化，最後作品和

論述結成《書法新道》
7出版；法國人戴固旅台研究書法抽象，研究論述中夾雜自

己的創作，命其書名為《靈睛與抽象畫》8；女畫家董陽孜特立獨行，展事必精心

規畫，敦請前輩、撰家為文論述，出版品裝禎設計富新意，展覽活動搭配講座、

對話、座談等週邊宣傳、推廣，因此留存的圖錄、相關文字記錄極為可觀，給予

後來者之研究提供了詳實的史料。從藝術史的發展脈絡來看，創作能否立足於美

術史，固與創作的價值性、時代性與否有關，但該創作類項是否形成了一股風潮，

能否持續延展達數十年以上更是關鍵。台灣書藝創新（現代書藝、創意書法、書

                                                 
4 近幾年有關台灣書藝創新發展研究的碩士論文：(1)鄧昌苓《台灣前衛書書法之省思》（佛光人文

社會學院藝術學研究所），(2)何美青《台灣現代之書法藝術的探索》（台灣師大美術系在職進修

碩士班），(3)楊馥吉《台灣當代書法的傳統與實驗》（台灣師大美術系在職進修碩士班）。 

5 史銘〈評呂佛庭的文字畫(一)〉、半雅〈評呂佛庭的文字畫(二)〉，二文收錄於《呂佛庭書畫集》，

台中市立文化中心出版，1990 年 9 月，118~119 頁。 

6 拙文〈彩色書法先驅─史紫忱的書學與書藝〉，《書法藝術》（季刊 2），16~33 頁，中華民國兒童

書法教育學會，1985 年 5 月。 

7 尹之立《書法新道》，世界語文出版社，1988。 

8 戴固《靈睛與抽象畫》，趙卯琅譯，全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78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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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抽象、行為書藝、觀念書藝……。）作為一個有別於傳統書法的創作科目，由

少數人從事探索到數百人乃至上千人涉獵並且方興未艾，這個景象持續在發展，

可以預期未來應可淘選出具價值性與時代性的佳作。當然新書藝創作在當代藝術

全方位發展、參照系統龐大，藝術學、創作學、美學、文化學……等理論廣泛而

發達的時空下，必須能經得起檢驗才有可能脫穎而出，也就是書藝創新要能建立

一個藝術體系，才不會被相關主義、表現所吞噬，譬如把書法表現造形化、繪畫

化，就可能被抽象畫吞噬，觀念化、行為化、地景化……也難免落入西方現代藝

術流派的漩渦窠臼，「越界」
9固然是展衍書法生命的好作法，然一旦越界就已經

不是書法的本相了，所以儘管這些年來成千上萬的書藝家嘗試從現代書藝的諸種

表現可能性去開發，但成果其實有限，不要看五花八門、挖空心思的作品好像琳

瑯滿目，也不乏新意且前無古人，但很多作品其實經不起分析、對照，把它們放

到西方抽象表現和日本墨象前衛裡就知道雷同性有多少了，即便不同於書法畫、

前衛書，作品裡過多或過少書法元素都擺脫不掉藝術原創成分不足的隱憂
10。因

此看待台灣書藝創新，它的意義應該是書藝從事者感於時代而自發性萌生對藝術

創造這個命題的重視，也就是說不管創新的成果能否成為當代藝術、載於美術史

頁，對於勇於實踐創新概念的藝術工作者，即應給予鼓勵，如果一個時代的從藝

者，尤其是包袱沈重的書法創作家都充滿創新的意識，那這個時代的藝術才是有

活力、有光明前景的，反之因襲守舊、故步自封的藝術發展生態，不但沒有前景，

更是一種窒礙。 

 

二、台灣書藝創新發展的因與果 

二十世紀初，書法作為藝術與否曾經有過爭議，中國、日本皆然，日本由於

西化較中國徹底，在藝術屬性遭到質疑後便逐漸揚棄純粹的書寫而奔向創造，創

新最簡捷的路子就是解放筆墨與字體造形，於是一九三○年代以後墨象、前衛急

                                                 
9 鄭惠美（芳和）〈書法越界─故宮博物院熟書法 VS. TFAM 生書法〉，《國際書法文獻展─文字與

書寫學術研討會論文彙編》，101~114 頁，國立台灣美術館，2000 年 12 月。 

10 拙文〈對傳統與實驗雙年展的期許〉，《中華書道季刊》32 期，2001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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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發展起來11，這種類似於抽象畫的創作在西方藝術流派中找到了靠山，既然創

作模式相似於抽象畫，那作為藝術就不再需要爭議了，至於傳統方面的書寫，加

上一點創作意圖，或是不再過度重視字形的優美可辨而像是作畫，這也合轍於繪

畫創作，日本書道的重大改變，使書道的創新性、表現性，乃至藝術性充分表彰

而不再有是否為藝術的疑義。六、七十年來日本書道與中國書法產生了截然不同

的筆情墨趣，尤其是少字數和前衛書，這兩類基本上屬於造形表現的風格，在中

國遲遲沒有相應的發展，這到底是為什麼？其實歸根究柢，就是書藝從事者缺乏

藝術乃是一種創造、創新的觀念。一九五○年代台灣水墨畫壇一批年輕畫家感於

二十世紀以來西方繪畫流派風起雲湧的衝擊，因而在傳統山水畫之外開闢了抽象

表現一路，他們不只個人從事創作，更集合同道成立畫會壯大聲勢(東方、五月)
12，

並且在報刊上撰文論述（文星雜誌），雖然初期阻力不小，但在許多人的努力下

終於闢出園圃，數十年後證實當時的作風是正確的，因為持續創作、活動而卓有

成果的畫家都已經位列台灣藝術運動史的要津。在書壇，也有幾位前輩看到日本

書道的發展，西方抽象表現的風靡，而在觀念上有了突破性的進展，例如張隆延、

王壯為、史紫忱、王方宇、呂佛庭、曾幼荷、于還素、傅佑武、尹之立等，他們

或為文鼓吹或嘗試創作，雖然沒能夠像水墨畫界那般呼群結社集體研究創作，但

至少觀念打開，偶爾戲墨，還能留下為數不多的作品供後人參照
13，當然如果六、

七○年代書壇有一兩個像東方、五月那樣的團體，相信書藝創新發展不至於慢了

日本幾十年。 

 

六、七○年代的台灣書壇正是流派傳承的年代，創新意識在師門守舊觀念中

較不被重視，八○年代書法比賽全面展開14，少數寫手對現代書藝並不在意，但

一些對書藝創新嘗試具濃厚興趣者則開始逆向操作，像現代書藝盟，在八○年代

                                                 
11 拙文〈並不中國的近代日本書道〉，《誠品閱讀》，1994 年 6 月。 

12 蕭瓊瑞《五月與東方》，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1 年 11 月。 

13 拙文〈台灣現代書藝發展的回顧與前瞻〉，淡江大學「台灣書法學術研討會論文集」，2004 年 4

月，後由里仁書局於 2005 年 11 月出版發行。 

14 拙文〈八○年代以後的台灣書法文化〉，《二○○八年書法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華

梵大學，2008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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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即推出了集團式的創作展，其他如鐵硯會、墨潮會、黑白書藝會的部分成員，

也紛紛在古典書法的寫作之外再闢一塊創新園圃，這些書藝家和先前的老一輩書

人一樣，讀了日本、西方的出版品或是諸如文星雜誌、雄獅美術、藝壇、藝海等

對日本及西方藝術的介紹，雖然台灣藝壇也曾質疑書法不是藝術，但聲浪並不強

大，書壇醉心於獎賽的如火如荼競逐中，誰去理會那些無關自身書藝成長的問

題，何況獎賽機制已牢固地保障了書法家的前途，更何況創新在獎賽遊戲中竟是

個冒險動作。所以出現的情況是現代書藝創作受到藝術界較多的注目，而書壇在

意者並不多，尤其一些書寫上有良好技能的寫家，所持的心態多半是懶得理會。

八○年代現代藝術流派發展在台灣相當蓬勃，觀念藝術、裝置藝術、新寫實主義、

錄影藝術乃至二十世紀初以後的各種主義都給予學院派藝術家帶來莫大啟發
15，

加上政府藝術政策傾向西方、當代，因此諸種最新的藝術觀念與創作手法在重要

的展示點（美術館、畫廊）成為新寵。而書法既是傳統文化，內容與形式老舊深

沉，要從西方觀念的移植中找到沃土難如登天？於是乎在大多數書法從事者鍾情

傳統書法，少於關注當代藝術的情況下，為數不多的書藝創新者委實是寂寞的一

群
16，好在大多數書藝創新的實踐者也都在傳統書藝的研習上有一定的成果展

現，一方面書藝創新如何與西方流派藝術接軌並迥別於日本前衛，在初期已找到

可行的方向，另一方面，充分的媒體運用並留下可觀的資訊已取得突出的成果。

回視五○年代的東方、五月並未發行刊物，文章投登報刊往往受到阻撓，現代書

藝從事者則可以充分把作品及論述登載於《書法藝術》季刊、《書法教育》期刊

中，固然發行量不過一、二千，但已將史料建立並有流傳的可能，九○年代的書

藝發展進入了另一個高峰期，首先是現代書藝創作及論述登上了重要的藝術刊物

《藝術家》
17，能見度的增加使創作進展一日千里，在八○年代末積累的經驗完

                                                 
15 郭少宗〈1945~1985 台灣美術發展脈絡圖〉，《書法藝術》（季刊 2），156~157 頁，中華民國兒童

書法教育學會，1985 年 5 月。 

16 李思賢〈驚世駭俗的寂寞先知─論台灣書藝先鋒「墨潮會」的藝術嗅覺與歷史意義〉，《傅狷夫

教授百歲紀念─現代書畫藝術風格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95~118 頁，國立台灣藝術大

學，2009 年 7 月。 

17 「現代書藝論壇」創作、論述收錄於《墨潮‧現代書藝》專輯，全書共 152 頁，1994 年 6 月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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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在一波波的創作探討中呈現和散播，其次是推出一場接一場的創作展覽、座談

會，使關注書法藝術發展的各階層人士感到現代書藝創作的新鮮與內容之不可思

議。再者書壇獎賽流行二十年，書寫的風格化，甚至個性化也醞釀而出，書家不

耐於流派的呆板、寫意的太重古典技法，雖然一時間無法理解意會現代書藝的無

厘頭，但創新意識悄然萌生，九○年代中全國書法比賽增列創意組之後
18，大顯

身手的時機來臨，到了世紀末，何創時傳統與實驗雙年展推出19，書家再也無法

逃避書藝創新的面對，好在這個活動因主事者預設了表現規範，稍稍減低了創新

的難度，使得老壯輩書家得以持續參與展出，而最大的影響是書法家對現代書藝

的不排拒，甚至投身其間而將已往的創新觀念作一百八十度的翻轉。一些書會聯

展中即出現不少創新書藝作品，如漢光書道學會、日知書會、海硯會、奔雷書

會……等。 

 

二○○○年後，創意書法、實驗書法、現代書藝等創新名目的標舉和相應活

動的進行，使書法展覽出現一片勃勃生機，民間大型比賽輪番上陣，如北部的行

天宮人文獎、金鴻獎、金鵝獎、書法教育學會年度書法比賽、書法春秋大賽，南

台灣的明宗獎等，迅速成為書法愛好者轉戰的場域，民間主辦的競賽在獎項權威

上固不如公辦，但因評審較為開放，因此獲獎者較多新面孔，社會組的年齡層逐

漸下降，這其中不乏美術科系所的高材生，年輕一代感受時代氛圍的能力更為敏

銳，台灣新書藝的興起，加上日本相關資料引進已有一段時間，緊接著大陸圖書

大量進口，參照資料的增加，自然讓新一代的習書者眼界大開，他們把賽場當成

試煉場，以新的書寫情調、大別於前輩書人的筆墨操作、造形上的新理異態去挑

戰評審的眼光能耐，由於民間競賽的評審來源並不限於曾否獲各大獎賽名銜，畫

家、理論家、學者、社團領導、創作家齊聚一堂
20，各自不同審美眼光的交集所

                                                 
18 拙文〈漫談創意書法〉（為第 16 屆全國書法比賽「創意組」列為比賽項目而撰），《書法教育》

（期刊 16），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1994 年 11 月。 

19 拙文〈書壇的新里程碑─當代書家傳統與實驗展〉，《書法教育會訊 59》，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

會，2000 年 9 月。 

20 如「行天宮人文獎書法比賽」其評審有林章湖、李蕭錕、黃智陽、杜忠誥、林進忠、李郁周、

薛平南、張炳煌、徐永進、蔡明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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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選的得獎作品未必是技巧精熟、章法老練，而是創意突出、風格新穎之作，各

大獎賽的創作主力在社會、大專組，常賽人數約在三、四百之間，獲獎到某一程

度的賽手寫家，便會息影賽場，或組織書會活動推廣，或持續創作研究，在書法

藝術產業遠景不甚朗曜的環境裏，寂寞地守著這塊老祖宗留下的遺產，靜待時

機。從上述這個現象來觀察，台灣書藝家的專業發展條件並不理想，也就是藝術

創作缺乏市場，除了展覽、教學，出路狹窄，只合作為業餘的遣興，何況政府或

民間策畫性（邀請）的展覽並不多，民間書會聯展大抵須付少量費用
21，個展則

經費龐大，市場機能不足、支持者有限，產業經營闕如等時空環境下，書藝創新

發展的涉及面其實相當有限。總之台灣習書人口逐漸萎縮，原因是缺乏發展的遠

景，創作創新的成果不顯著，原因是書法從事者大都為業餘，缺乏動力。而維繫

書法研習之熱情，比賽的活絡是主要功臣
22，當然某些具有實質導引風氣的活動，

如創意書法、傳統與實驗，乃至相應的研討會則是帶動創新的契機。 

 

三、台灣書藝創新發展中的相關環節 

前述台灣近五十年來各階段書藝創新發展的人事因果，當中可以發現，一些

能夠持續進行的創作或活動，慢慢都會擴展其影響層面。台灣書法毫無疑問作為

藝術創作項類，但與西畫、水墨、膠彩、水彩等相較，市場機能最為薄弱，為數

不多的書法專業從事者大抵以私塾授業來營運，仰賴作品銷售者極其少數，書法

家舉辦個展固也能售出作品，然多半屬於熟人捧場性質，不是出於收藏訴求，除

非書法成就、知名度在書法領域中有出類拔萃的表現與聲望，乃能在某些需求書

法作品的機緣裏得到應有的潤例，當然工商社會注重經營，少不了商業運作，某

些書藝家經營人脈得法也能展售成功，但大部分書法名家並不刻意賣作品，也就

是說事實上書法作品在現今並不好賣。所以即使資歷到了名家之流，書法創作的

                                                 
21 如「中華民國書學會」主辦的「台灣書法年展」，邀請書家免出品費，徵選書家繳新台幣 2500

元（含裱褙及專輯費等），「書法教育學會」主辦的「台北市國際書法展」日、韓、美、加、港

書家免費，本會會員繳交專輯等新台幣 2000 元。 

22 前年度各式各樣的書法比賽合計不下 50 場，詳游美蘭〈2007 年度全國書法比賽概況〉，《第 27

屆全國書法比賽專輯》，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2007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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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注仍停在遣興寄情的狀態，質是之故，書法從事者也很難急切於鼓動風潮，所

以往往按照一定的推展計畫，年復一年不停歇去運作，就像目前各大小學會（向

政府立案的社團）固定執行展覽、比賽、研習、學術研討、揮毫、國際交流等業

務
23，能把每一個項目辦到完善即已達到目標，對於後續的影響如何是無法掌控

預期的，也是這種散漫式的做了就好心態，使台灣書壇無法形成較大格局，區塊

很多、活動很多，但各自為政較少串聯，熱熱鬧鬧，卻也成果泛泛。譬如各種獎

賽是培養了一批寫手，但風格陳陳相因，很難造就大材，因為並沒有一個機制用

來深造那些寫功優秀的書家，話說回來，如果國家級的單位（文建會、國立美術

館……）以有公信力的遴選方式舉辦年度名家創作展（邀請）、新人創作展（徵

選競賽）、學術論著獎、書法文化推展貢獻獎（書法教育推廣、書法創意產業……）

等，讓書法家中的優秀人才能不斷積累創作、研究、文化事功各方面的實力、資

歷，以至塑成有成就、有貢獻、有影響的「國家無形文化財」。那麼相信今天的

書壇掂得出分量的大家級人物便會有一籮筐。正是缺乏政府的有效作為，民間空

有自發性活動，終究一盤散沙。當然儘管規模不夠大，但做了總比沒做好，不能

掀起滔天巨浪，總也攪亂了一池春水。 

 

 (一)墨潮會的「現代書藝」運動 

這幾年凡是論述台灣新書藝發展的文章，大都會提及「墨潮會」這個團體（雅

集書會），一九七六年成立時成員都是二十幾歲的年輕寫家，一九七六至一九八

一先後聯展於省立博物館、國立歷史博物館兩重要展場，頗受書壇看重，八○年

代主力成員開始書藝創新嘗試24，策展的活動包括「書法之春─現代書藝展」25、

「現代書藝盟七人展」26、「現代書藝系列展」27，並在《書法藝術》季刊中發表

                                                 
23 拙文〈台灣書法活動型態的觀察〉，《台北市 2003 年國際書法展暨迎春揮毫專輯》，中華民國書

法教育學會，2003 年 5 月。 

24 適評〈「墨潮會」成立 15 週年特輯〉，《書韻(1)》（台北市立教育大學書法社刊），1991 年 6 月。 

25 張建富、廖燦誠聯展於國立藝術教育館藝廊，張建富出版《現代書藝書上展》，1983 年。 

26 拙文〈現代書藝七人展〉，《書法教育 7》，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1983 年。 

27 「現代書藝系列」展有四個系列：(1)邁向前衛展，(2)書藝再出發展，(3)書藝三次元展，(4)書藝

變相展，展期自 1985 年 11 月 2 日至 12 月 27 日，並舉行座談、講演三場：(1)現代書藝漫談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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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現代書藝的理論文章，一九八八以後的五年間密集到大陸、韓國參訪交流，

對兩地已萌芽的書藝創新表現進行考察，在參與一九九二漢城（首爾）國際現代

書藝展之後，墨潮會決議全力發展現代書藝創作與理論研究，在《藝術家》月刊

闢現代書藝論壇，持續兩年餘，又在國立台中美術館在內的五個畫廊展出創作，

八位成員集體參與主題明確的創作與理論，計十年間，發表作品逾五百件，文章

三十餘萬言，相關圖版、文字刊載於《書法藝術》、《書法教育》、《藝術家》、《典

藏》、《文心藝坊》，並出版《現代書藝》專輯，成員徐永進、廖燦誠、楊子雲嗣

後均有個人作品集出版。一九九四年起書法教育學會年度全國書法比賽增列創意

組，原不分年齡層，後因中小學生作品大都在老師指導下產生，形式雷同，改為

大專以上送件，每年參賽數近兩百件，歷屆評審多有墨潮成員參與。二○○一年

適逢墨潮會成立廿五週年，商得何創時書法藝術館同意，舉辦「墨潮新世紀大

展」，為期三週，參觀人數踴躍，記者招待會及開展式安排了「行為書藝表演」，

媒體刊登包括《書法教育月刊》、《典藏月刊》、《藝術家月刊》、《台灣藝聞》，活

動報導於中央日報、聯合報、民生報、自由時報、台灣日報等，展前並舉辦「墨

潮盃一字書比賽」，得獎者在展覽開幕式中頒獎，為此還出版了《墨潮一字書》

專輯。由於斯時何創時書法藝術館已成為書法界的新地標，每一檔展覽都吸引數

百乃至幾千人的觀眾，影響不可小覷，墨潮會推出盛大展演固是精心擘畫、盡力

宣傳，但也因為搭了何創時書藝館倍受書壇矚目的順風車，得以開啟書藝創新發

展的新里程碑。 

墨潮會行為書藝「被傳統捆綁」，1993。 墨潮會行為書藝「傳統的捆綁」，1993。 

                                                                                                                                             
談會，(2)程觀儉講「書法與抽象畫的攣生血緣」，(3)吳瑪悧講「我的學習與創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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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潮會行為書藝「我們都是喝傳統的奶水長大

的」，1993。 

墨潮會行為書藝「台灣幹文化」，1993。 

 

墨潮會成立之初，與一般雅集式書會無異，切磋傳統書法、舉辦展覽，但已

有少數成員感於創新時代的來臨，開始轉向、各自發展，書會的傳統式活動也告

停，從事書藝創新開展的部分墨潮成員陸續推出一些展覽試水溫，當看到大陸現

代書法、韓國現代書藝也一心進行相類似的創新時，便重整墨潮旗鼓，並確信集

團創作優於單打獨鬥，雖然書法界冷眼旁觀，附從者少，墨潮八個主軸人物仍然

勇猛奮進，故而贏得藝評家李思賢先生「驚世駭俗的寂寞先知」稱號
28，墨潮的

集體創作意識主要由張建富29引發，他並擔綱核心論述，其他人則提出個人創作

及理念圍繞於周邊，所謂真理愈辯愈明，在數以百次的集會激盪之下，現代書藝

創作的各種可能性幾已全盤涉 及，姑不論這百、千創作到達何種深度與價值，

至少已完成了拋磚引玉的工作，而三十年累積、數量並不少的史料，陸續獲得後

起研究者的挖掘30，就結社功能的發揮而言，墨潮會堪稱是成功的，相較於其他

雅集書會以辦展覽、出版作品集為運作主軸，數十年如一日，墨潮會應該可以算

是一種另類典範。 

 

(二)、書法比賽中的「創意組」 

                                                 
28 同註(16)。 

29 張建富 1956 年次，藝評家郭少宗譽為「拿古今做實驗的藝術家」，1983~1994 的十年間，發表現

代書藝理論於《書法藝術》、《藝術家》、《書法教育》等共二十餘長篇、數十萬字，是台灣現代

書藝發展最重要的人物，本文所附〈當代台灣書藝創新發展簡表〉即參考其〈1936~1986 台灣

現代書藝發展概況資料圖說〉並有所增加。 

30 研究「墨潮會」的學者除李思賢外，尚有廖慶華（高苑科技大學教授）〈從傳統書藝到台灣墨

潮會〉，《高苑學報》第 13 卷，高苑科技大學，200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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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什麼前述的墨潮會在八○年代初到九○年代中如火如荼地發展現代書藝

時，書法界並沒有給予較多的關注，原因之一即是獎賽風氣瀰漫。對於習書者而

言，通過獎賽名次便可躍身為書法家，誰能不心動而趨之若鶩？試看當今活躍書

壇的名家、檯面人物，未曾經歷獎賽洗禮而富評價和聲望者畢竟少數，這固然不

是一個健康的發展格局，但時代風尚如此，大多數愛好書法者也是身不由己，何

況沒有了比賽的試煉、檢驗，書法的人才就能遍地開花嗎？只不過因為從事書法

創作的心力擺在比賽，要努力去迎合賽場模式，對於範域渺茫的書藝創新可能就

少有心力涉及了。鑒於多數比賽獎額僧多粥少，尤其公辦的省展、國展、市展極

其嚴苛，不能不提的是省展「永久免審查」制（連續三年獲前三名），造成一批

賽手年年搶食大獎，不僅阻礙新秀受到提拔，對鏖戰經年而勝出的寫家之後續創

作也未必帶來作用，因此書法教育學會每年舉辦的全國書法比賽，揚棄了前三名

的少獎額方式，將參賽作品分特優(5~10 人)、優等(10~20 人)、甲等(20~30 人)、佳

作(30~50 人)、入選(不限數量)五等，目的在於鼓勵，學書者可依獲獎等次，瞭然

自己研學的功力水準，這個模式已施行超過十年，在其他比賽普遍不必繳費，而

本比賽須付三百元報名費（含專輯印贈）的情況下，收件仍可超過二千以上，參

賽者將於頒獎典禮後收到比賽專輯，各組特優、優選作品約兩百件合為一冊，可

作為書法學習有利的參照
31。一九九四年起增列的創意組，送件者逐漸由熟諳筆

法的寫家參與，擴充到美術科系擅水墨、設計但筆法較生疏者，以及觀念性的書

寫，參賽件數約在一、二百之間。繼書法教育學會年度全國書法比賽創意組之後，

「行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金會」於二○○二年特別舉辦創意書法比賽，前此已辦

一屆傳統類，主事者因辦創意書法講座、示範演出博得好評，乃決計以創意書法

為徵件方向，初選送件人數達到一千四百五十人，遴選後有一百六十八人參加現

場創作，分國小、國中、高中、大專、社會共五個組32，許是現場創作，成果未

                                                 
31 近年參賽件數略有減少，2010 年第 30 屆全國書法比賽初小、高小、國中、高中、大專、社會、

長青、創意、親子九個組別共收到 1350 件。 

32 「行天宮人文獎書法美術創作比賽」迄 2010 年共舉辦十屆，出版〈得獎作品集〉三冊，近幾屆

依參賽年齡層分(1)傳統類少年組，(2)傳統類青少年組 (3)傳統類成人組 (4)傳統類長青組 (5)創

意類成人組。初選送件，決賽採現場揮毫（少年、青少年、長青三組參加。），首獎成人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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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預期，故之後的幾屆，比賽內容仍分傳統、創意兩類，傳統類須現場決賽（近

兩屆社會組就送件進行初、複評）、創意類則在決選中就送件作品評出，其獎額

比照社會組。「行天宮文教基金會」作為一個民間社教推廣單位，每年耗資二百

餘萬舉辦書法暨美術比賽，其中的書法比賽已被公認是具有指標性與公信力的重

要活動，主事者並非書法行內人，卻憑一股熱誠，把活動（初選、決賽、展覽、

出版作品專輯等）辦得富影響性，既獎勵書法研學者、蓬勃風氣，更拔擢了不少

優秀寫家，「創意類」近幾屆送件數約在一百五十件左右（大專以上參加），部分

獲獎者也曾在傳統類中角逐，新一代的書法學習者大都已認識在傳統書法表現筆

法、造形的既有創作模式之外，其實書藝的創新不僅是時勢所趨，或說是一種時

尚，更是有待開發的一塊園圃，當然，畢竟只是比賽，作品拘限於平面，更具藝

術性、觀念性的創作尚無法容納。相較於獎金豐厚的行天宮人文獎書法比賽創意

類，由國立歷史博物館主辦的「書法春秋全國書法大賽」創意組也有將近十年的

歷史，因是由政府單位頒發獎狀，參賽算是踴躍，得獎作品由送件的近兩百件中

一次評出，賽後刊印專輯並有展覽。 

 

總觀三大全國性書法比賽中的創意組，參賽人數仍較社會、長青二組略少，

這種可以任意發揮、框限不大的書藝創新何以徵不到廣大的件數？除了獎額有限

容易讓人躑躅，不容易創發傑作亦是因素，翻來覆去不是少字數、墨象，便是造

形化、繪畫化、抽象化，展紙構思、揮墨敷彩不與成千上萬的先行創意作品雷同

者幾希？那是不是創意書法的發展已走到瓶頸
33？就現況而言，書藝創新的受重

視是近十年來的事，創作人數增加、作品紛陳，但相應的藝術評論、審美探討、

創作技術……則還未全面展開，應該在意的是創意書法的風行是在傳統書法範疇

之外，另闢一塊可以容納更多愛好者涉足書藝的園地，其推廣是有意義的，再者

創意書法或多或少鼓舞創新觀念，這對於讓傳統書法的創作貼近現代，應不無啟

發之功，試看傳統與實驗雙年展中，名家紛紛探索、實驗，並也有一些可觀的創

                                                                                                                                             
萬元，長青、創意各 5 萬元。 

33 李蕭錕〈當前台灣書法發展的困境與突圍〉，《2006 當代書藝新展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237~250

頁，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華梵大學美術系，2006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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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作品，可見創意書法比賽的繼續執行，在當下時空對於書法發展是利多於弊

的。這從二○○九年由「臺東生活美學館」主辦的「花東創意書法比賽」可以見

出端倪，主辦單位的業務推展範圍在花蓮、臺東兩縣，在策畫舉辦一個能帶動書

法研習風氣的比賽時，捨棄傳統的競賽模式，希望用創意這個時尚字眼，激發書

法愛好者對創作採取一個涵帶美學與時代意義的思考。比賽分平面書法類與應用

書法類，各類依年齡層再分初小、高小、國中、高中、大專社會五組，共收到四

百多件作品，評選完竣後，優秀作品在兩縣文化中心展出，並舉行盛大頒獎典禮

及出版作品專輯。由於反映良好，二○一○年續辦第二屆，在前屆巡迴展及專輯

的參照下，第二屆的作品大都能朝創意方向思考，將近五百件平面、應用兩類作

品，雖然並沒有能夠超越傳統與實驗、創意組或現代書藝，但創意、創新的觀念

能普及於花東地區，這就彰顯了活動的價值與意義。 

 

(三)「何創時傳統與實驗」雙年展 

一九九五年成立的何創時書法藝術基金會34，座落於台灣師大周邊文教區，

擁有二百坪展場，展覽空間為櫥窗式，古典雅緻頗類博物館，開館之初主要以館

藏品為展示內容，邀請學者專家撰寫賞析、專論，出版大型圖錄，由於策展精彩，

不數年便聲聞遐邇，被譽為書法界新地標。其後陸續有當代書會團體、書家作專

題式展出，也莫不吸引眾多書法同道的蒞館參觀，一時之間，何創時書法藝術基

金會累積了運營的豐沛人脈，也似乎漸以書壇推手為己任，曾一度籌謀出版一本

書法月刊。一九九九年世紀末，基金會何國慶董事長與書壇互動多年，亟思能為

書法發展多盡些力，於是催生了「傳統與實驗」展，邀請國內老中青知名書家近

百人，另徵件若干參展，每位書家提出傳統、實驗（有別於傳統形式之創意）作

品各一，策展總顧問為臺大藝術史所的傅君約教授，當啟動展覽企畫，邀展及徵

件辦法公布，頗引起一陣小小波瀾，或許是感於主辦單位的誠意，一方面也不願

錯過盛會，因此大多數受邀書家均提交了作品，連同徵選部分，共一百一十三人

二百二十六件作品，分三個檔期在何創時書法藝術館展出，三場開展儀式上參展

者與觀眾擠滿會場，展期間亦有大批愛好者前來一探究竟，可以說首回「傳統與

                                                 
34 吳國豪〈何創時書法基金會的策展理念〉，《2010 年推動書法教育學術研討會論文集》，59~64 頁，

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2010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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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展就活動效益而言，獲得了極大的成功，尤其是展覽專輯的出版，堪稱是

台灣書藝發展的重要里程碑，也奠定了爾後各屆續展的基礎，而且這個展覽如果

類同省展、國展的徵件比賽，則它的影響力只能及於片面，正因它邀請了老、中、

青較富分量的名家參與，讓整個書壇不能不面對書藝創新這已難以自外的課題。

儘管首屆大部分書家的實驗創新幅度有限，但展出後的思潮卻是澎湃起伏久久不

歇的，以致第二屆再度受邀時或愛惜羽毛不思送件，或費心製作以求合於實驗精

神，然後三、四、五、六屆接踵而來，雖是兩年為期的孕育，但忙碌於各種形式

生活的當代有名書家，創作壓力的潛含暗隱，似也能激發出逆向思考的內在狂

狷，於焉面對書藝審美與創新的價值判斷無形中變得寬泛起來；而年輕書家在傳

統書寫功力上固然不及，卻也因感觸現代藝術的銳敏，將「實驗」延展了更多的

可能性，不可諱言，傳統與實驗作為某一目的性的活動，無論規範的程度如何， 

終難避免思維框架所帶來

的行為囿限，也可以說無

論參與者用盡各種心機，

以企對應展覽的主體精神

和各屆不同的主題提示，

傳統書法越界後的尷尬場

面是屢見不鮮的，那麼「實

驗」到底是一條坦途還是

不歸路？ 
 

何創時傳統與實驗雙年展會場一隅 

 

從歷屆展覽專輯中專家學者的序言論述，可以看出大家對這個展覽帶動了書

法創新意識的萌展抱持肯定35，卻對創新成果的價值高度美言甚少36，這意味傳統

與實驗在世紀初書藝創新崛起的氛圍中，適時推波助瀾，起到蓬勃開展的作用，

於茲十年，它的階段性任務似已完成，正如墨潮會在九○年代的現代書藝出擊，

當諸多表現的可能性均已「實驗」（包括論述），如果繼續炒作雷同的樣板，恐難

                                                 
35 黃宗義〈從傳統與實驗看台灣當代書藝〉，《2006 當代書藝新展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7~17 頁，

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華梵大學美術系，2006 年 10 月。 

36 李思賢〈台灣現代性語境下的台灣書法性實驗〉，《2006 當代書藝新展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11~236 頁，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華梵大學美術系，2006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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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於「歹戲拖棚」之譏了。因為無論現代書藝、創意書法抑或「實驗」書法，其

所謂的創新，大抵脫不出一.割捨傳統，二.表現抽象，三.反映現代、本土等三個

特質
37，前二者屬於技法範疇，後一者則屬於思想傳達，割捨傳統主要呈現的是

筆、墨的解放，表現抽象是造形、空間的現代化（向西方抽象繪畫靠攏），反映

現代、本土時空，幾乎是所有當代藝術共同的議題，如此說來這種由書法衍生的

當代創作，應該獨立成類，而不要和傳統有所糾葛，我認為傳統與實驗既完成階

段作用，應有再啟新猷的契機。不同於創意書法比賽，其持續舉辦的目的是推廣，

以吸引更多書藝愛好者，一面深入傳統的研學，一面展現創意氣息；何創時「傳

統與實驗」雙年展自始即扮演指標、誘導角色
38，是一個帶有觀念的策展活動，

當內容與形式流於因襲，改舷更張，見風轉舵是不會令人意外的。 

 

(四)國美館「國際書法文獻展」暨研討會 

位於台中的國立台灣美術館，於二○○○年策畫了「國際書法文獻展─文字

與書寫」並舉行學術研討會。展覽部分共分四個單元：一.漢字的起源與發展；二.

書法的變革（此兩單元作為傳統漢字與書法的主題）；三.書法與現代繪畫的對話

─中國書法與西方繪畫的關係；四.當代書法的新面向─與現代書寫藝術之對談。

前兩單元不用說，第三單元想也知道必是東方、五月兩畫會中書法表現派畫家和

旅法的趙無極與朱德群，至於第四單元邀展者包括台灣、大陸、日本、歐美人士，

其是否足以代表當代書藝新面向則見仁見智
39。研討會共發表論文九篇，台灣、

法國各三篇，大陸二篇，美國一篇，其題目為 1.論漢字書藝及創新取向（傅申），

2.走向表現的書法─關於漢字書寫行為的型態學研究（陳振濂），3.全球化時代的

中國書法（古德柏），4.日本前衛書法探觀，5.書法越界─故宮博物院熟書法與北

美館生書法，6.中國大陸現代書法初步概述（朱青生），7.中國當代書法之美術詞

                                                 
37 拙文〈試論台灣現代書藝的創作內涵〉，《當代書畫藝術發展回顧與展望─二○○六國際學術研

討會論文集》，207~227 頁，國立台灣藝術大學，2006 年 9 月。 
38 黃智陽〈命運‧機會─當代書法的傳統宿命與實驗契機〉，《二○○九傳統與實驗書藝雙年展專

輯》，5~11 頁，何創時書法藝術基金會，2009 年 10 月。 

39 李思賢〈當代，書法，新面向?!〉，《國際書法文獻展─文字與書寫》，162~210 頁，國立台灣美

術館，2001 年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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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歸類及藝術的世界化（幽蘭），8.在書寫與繪畫之間─筆觸審美三題（葉欣），

9.論書法創作的意象凝塑（陳世憲）40。無論展覽或研討會都可謂盛況、意義非凡，

為台灣書藝創新發展打了一劑強心針，主辦單位尚且意猶未盡，翌年又召開了「二

○○一現代書法新展望兩岸學術交流研討會」
41，台灣四位、大陸三位學者專家

發表的七篇論文也莫不擲地有聲。 

 

姑不論展覽、研討會是否對山雨欲來風滿樓的台灣書藝創新帶來深刻影響，

它所揭櫫的意涵正是昭告天下，書藝創新已是無可遏抑的趨勢，因而促使眾多觀

念保守的書家，逐漸解套傳統式書寫的窠臼，紛紛投入實驗、創意、現代書藝的

漢字造形、筆墨拓展中。當觀念更新、視野開擴，面對中、西各種參照資訊時不

可能再視而不見，就像說六、七○年代的流派書法、師門風格碰到台北故宮、漢

華出版社、日本二玄社等精美而大量的古代經典書蹟影印碑帖時，還會有多少人

眷戀？近幾年電腦印刷科技發達，陸版彩色字帖大舉傾銷來台，難以抵擋的是售

價便宜，這對書法教與學又是一大衝擊，流派師門書風的單一讓人不耐，不過還

是有一些書家不願見風轉舵，恰如書藝創新已是勃勃迸發，堅持不碰者依然大有

人在。國美館作為政府藝術推展機構，擁有一批專業人才，憑著敏銳的藝術史經

驗與嗅覺，在民間創作、理論鋪陳到一定程度的策展資源，適時籌畫、整合，往

往能掌握先機、發揮功能並確立自身作為研究單位的歷史地位。當然策展人的專

業深度、活動的經費規模、媒體的運作廣度，相關的議題追踪、後續的活動延

展……在在對一個方興未艾的藝術運動之能否成氣候，具有牽引作用，不過我們

不能要求美術館獨厚現代書藝，倒是應鼓勵民間的創作風潮，等到書藝家、優秀

作品有一定的質量，相信能再度激起策展家籌展的興趣。 

 

(五)「二○○六當代書藝新展望學術研討會」 

書藝創新風氣的延燒在大學美術科系可以看到痕跡，全國至少有超過二十個

大學美術或相關科系在一些有創新行動、觀念的教師引領下，萌生書藝創新與研

                                                 
40《國際書法文獻展─文字與書寫學術研討會論文彙編》，國立台灣美術館，2000 年 12 月。 

41《2001 現代書法新展望‧兩岸學術交流研討會論文暨研討會記錄專輯》，國立台灣美術館，2002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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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新芽42，如北部的台灣藝術大學、華梵大學、台北市立教育大學、台北教育大

學、新竹教育大學；中部的台中教育大學、東海大學、朝陽科技大學；南部的屏

東教育大學、台南大學；東部的東華大學、台東大學等。其中台藝大書畫學系和

華梵美術系成果較為突出，研究生論文、大學部創作展覽專輯紛陳書藝創新理論

的各個面向。二○○六年書法教育學會遂與華梵大學美術系合辦「當代書藝新展

望學術研討會」，共邀請十二位學者專家撰寫論文，從內容看，這無疑是一次大

規模的對台灣書藝創新與發展的論述，論文集中附載圖版達數百件，其所能起到

的參照作用頗為廣泛，參與研討會的專家學者、愛好者近二百人，會後出版論文

集廣為流布。其後台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在校內或與國立歷史博物館、國父

紀念館合辦，漢光書道學會、華梵大學陸續舉辦的近十場研討會
43，都有書藝創

新相關議題的論述，既然理論的探討進入了學術架構，可見書藝創新的前景並非

空中樓閣，只是諸多的理論鋪陳如果只停留在現象的鈎稽，而沒有伸向當代的藝

術性與美學的核心，乃至發明為一種主義，那就意味著千百幅名為創意的作品其

實只是實驗，因為它們的美學思想並不明確，故而理論撰述才會以演繹創作技術

者為多，不知是受書法這個框架的制約，還是對書藝創新思想（美學）的討論尚

未啟動。 

 

四、當代台灣書藝創新發展的通路 

就藝術發展的歷程來看，因襲與開創既為因果也相互依存，因襲是探源溯

本、儲備創作能量；開創是應合時代環境，另闢新局、拓展通路。以傳統書法而

言，因襲就是入古，從歷代經典作品的研學中取得精純的筆法功夫和靈活的結體

                                                 
42 李秀華〈書法於大學通識教育推展的經驗與啟示─以東華大學為例〉，《陳丁奇先生百歲紀念─

二十世紀台灣書法回顧學術研討會論文集》，241~263 頁，國立台灣藝術大學、國立歷史博物館，

2010 年 5 月。 

43 (1)「2006 當代書畫藝術發展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國立台灣藝術大學），(2)「2007 開

FUN 傳統‧現代國際學術研討會」（華梵大學、漢光書道學會），(3)「紀念傅狷夫教授─現代書

畫藝術學術研討會」（台灣藝術大學），(4)「2008 書法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華梵大學），(5)

「風華再現─兩岸書法發展學術研討會」（漢光書道學會、台灣藝術大學），(6)「現代書畫藝術

風格發展學術研討會」（台灣藝術大學），(7)「2009 書法與當代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華梵大

學），(8)「二十世紀台灣書法發展回顧學術研討會」（玄風書道會、台灣藝術大學），(9)「2010

推動書法教育學術研討會」（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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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法技藝；而開創就是生新，在傳統形式的書法表現上，能夠生新的是造形，亦

即空間意識。二十世紀以來抽象藝術大行，視覺感官直接影響審美心理的情況更

為普遍，處在照相、印刷技術極度發達的時空，再現性的繪畫已趨沒落，表現性

的繪畫躍為主流，抽象畫屬於表現性繪畫，在抽象表現畫派已往曾流行而與中國

書法有所感通的類型中，其創作內容主要是呈顯點、線及其延伸（如筆觸、墨韻、

色塊……）所構築的空間禪意
44。但與此不同，傳統書法固然必須借鑑造形、空

間、視覺在當代藝術表現的不可忽視，然而它有一個制約─字形，所以傳統書法

要在當下的時空開創新局，在展現五體純熟精煉且變化多端的筆墨駕馭技術，並

不違離字形可辨可識的基礎上，最大的可開發面向就是造形化、空間性與視覺效

果的巧妙結合。如果拋棄了筆法、解構了字形，向繪畫化靠攏，那就不是傳統書

法的本質定義所能概括承受。 

 

受到西方抽象表現主義‧書法表現派成功占據繪畫流派灘頭的激勵，跳脫傳

統書法框架制約的書藝創新行動終究是按捺不住的，六○年代迄今，由試探（少

數人戲墨）、摸索（集團創作、論述）到開展（比賽、策展、學術研討），雖還不

到成果豐碩的程度，起碼已是琳瑯滿目了
45，仔細觀察，這些有別於傳統書法的

創新，無論稱作創意書法、現代書藝、實驗（書法），其實沒有多大的不同，都

是書法創作從事者在因襲與創變歷程中，作為藝術表現的媒材與元素，也可以說

處在二十一世紀的書藝家，他的創作面向較之往昔更為多樣，而且在平面的傳統

書法、創意書法之外，書藝創新發展的通路還有「越界」和「文創」兩大生機。

書法的越界並不是新的議題
46，但已往是畫家的越界（西方抽象表現、台灣東方、

五月畫家）、當代藝術的越界（裝置、觀念、行動……）、雕塑家的越界、舞蹈家

的越界47、音樂家的越界、時尚設計的越界……，現在可以反過來，書藝家從事

                                                 
44 海倫‧威斯格茲原著，曾長生、郭書瑄譯《禪與現代美術─現代東西方藝術互動史》，第一章

第二節「禪的藝術─墨繪與書法」，典藏出版社，2007 年 6 月。 
45 拙文〈當前台灣現代書藝發展的評估〉，《2006 書藝新展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中華民國書法

教育學會、華梵大學，2006 年 4 月，117~140 頁。 

46 鄭惠美（芳和）〈書法越界─故宮博物院熟書法 VS.北美館生書法〉，《國際書法文獻展─文字與

書寫學術研討會論文彙編》，101~114 頁。2000 年。 

47 楊桂娟〈舞蹈從書法中探索〉，《2005 書法學術研討會─書法與其跨領域研討論文集》，304~323

頁，華梵大學美術學系，2005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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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性的創作，書法展覽參入觀念、裝置、拼貼……等創作，策畫行為書藝表演

（配合展覽或專場演出）等。事實上近幾年來，書家（或稱書藝家、藝術家、藝

術工作者……）跨越傳統書法樊籬，以身懷功力深湛的書法創作實力，轉進抽象

水畫、書法抽象油畫、陶藝、版畫等，並嘗試市場行銷，看起來成果勝於傳統書

法，再者書家或書會團體聯展時，觀念、裝置作品也出現會場，一些書法活動的

開展式中，或是請舞蹈家表演書寫意象，或由書家即興作行為書藝……。總之零

星的展演是由書法創作越界，與其他領域由書法相關元素藉發創作有所不同。 

在文化創意產業快速發展的現下，書藝創新被用作元素附載於產品上來製作

行銷的案例多不勝舉，但大多如前述是設計家越界，而非書家主動出擊。一個古

代的例子是，宜興紫砂壺中的「曼生壺」，製壺者是楊彭年等壺藝師，但因陳鴻

壽以刻刀在茶壺上刻寫書法而名聞遐邇48。今天不少時尚產品喜歡將漢字、書法

的元素置入其間，但多半沒有書法功力，因此總覺美中不足，而一些結合書法創

意的時尚則氣質盎然，因此書藝創新的另一條通路是向產業發展。近兩屆的「花

東創意書法比賽」主辦單位就意識到這一區塊，所以在平面類外設應用類，從送

件作品的造形化、主體化、實用化、生活化就可以看出「文創產」是未來書藝創

新的重要實踐點。 

 

五、結 論 

民國六○年代初，任教台中師專的呂佛庭先生從商代圖象文字、甲骨文、大

小篆、磚瓦文、鏡銘、印文等的研究中，創「文字畫」，他將上述古文字的造形

和筆意予以重新組合，成為一種象徵性的詩境圖畫，內容可歸納為描寫畫與裝飾

畫兩類
49。擅長國畫（山水）的他似乎在書法創作上著力較少，可能與他屢製大

畫(長城萬里圖、長江萬里圖、黃河萬里圖、橫貫公路圖……等)耗時費神有關50，

                                                 
48 熊宜中〈當「書法」碰到「陶瓷」─略論古人生活中的書法美學〉，《2005 書法學術研討會─書

法與其跨領域研討會論文集》，243~272 頁，華梵大學美術系，2005 年 3 月。 

49 黃冬富《呂佛庭繪畫藝術之研究彙編》，46~47 頁，台灣省立美術館（現國立台灣美術館），1991

年 3 月。 

50 許政雄〈詩、書、畫三絕的「東山逸士」呂佛庭〉，《呂佛庭書畫集》，130~133 頁，1990 年 9 月。

另有蘇雪林〈呂佛庭先生的「長江萬里圖」〉，李霖燦〈精心之作與得意之筆─跋呂佛庭長江萬

里圖卷〉，王廣淇〈呂佛庭獻「長城萬里圖」〉，許政雄〈以菩薩之心‧寫黃河之水─從佛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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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他卻有五、六年時間傾心於文字畫創作，這種運用古文字的抽象形、義，書、

繪為圖並表述一個意蘊的作品，其實可以目為「創意書法」，因為它緊緊抓住毛

筆書寫和漢字造形，當然也表達了創新的理念。時代接近的王壯為亂影書是把書

寫過程重叠、水墨層次化，比較接近抽象表現的創新；史紫忱則是把書寫的線條

彩色化而已。旅美的王方宇可能是受日本少字數、墨象的影響，注重少數幾個字

的畫面造形和水墨效能的發揮，字形大多可識。八○年代王己千（季遷，畫家、

大收藏家）受其影響，創作了不少書法水墨抽象，上述諸前輩應可算是台灣書藝

創新最早的一代。 

 

七○年代正是台灣書法風氣蓬勃起步的階段，流派傳承興起，其中嘉義玄風

書道會的陳丁奇校長，因受日治時期東瀛碑學書風和書法創作藝術化觀念的啟

迪
51，不時出現創意性的作品，帶給年輕輩書家一定程度的啟蒙。八○年代台灣

當代藝術在國外資訊引入以及留學歐美藝術家的歸國而急速發展，前衛表演、觀

念藝術大行其道，現代藝術訊息幾乎與歐美同步，畫家、藝術家參與國外大展時

有所聞，尤其首善之區的台北，市立美術館落成運轉，策展方向亦是以當代藝術

為主軸，一時之間西方藝術在相關單位置入式行銷之下，令人目眩神搖。拜經濟

起飛之利，傳統水墨、現代水墨、版畫、水彩、雕塑……市場大開，從東區阿波

羅大廈最旺時畫廊達幾十家，可以證知那種盛況。斯時書法也搭藝術風氣蓬勃的

便車，大多數習書者競逐於獎賽，成名書家則設帳傳薪，一部分書家因接觸日本

前衛、西方抽象藝術和國內如火如荼的當代藝術，開始思索書藝創新的問題
52，

做了一些嘗試和展覽、論述，雖然未引起廣泛注目，卻已埋下萌發新局的種子。 

 

九○年代，因對大陸開放，大量古今藝術品進入本島，衝擊本土藝術創作頗

                                                                                                                                             
慈悲、精進、禪定、般若看呂佛庭的黃河萬里圖〉，均收於前述畫集。 

51 拙文〈從陳丁奇的書法看百年來台灣書風演嬗〉，《二十世紀台灣書法發展回顧學術研討會論文

集》，21~53 頁，台灣藝術大學、國立歷史博物館，2010 年 5 月。 

52 拙文〈當代台灣書法思潮試探〉，《風華現現─兩岸書法發展學術研討會論文集》，53~65 頁，中

華漢光書道學會，2009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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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傳統藝術也在執政者的思維偏向中減緩發展，原就處在藝術大環境邊緣的書

法，因教育改革，頓時失去大量的中小學底層書法人口，不過在眾多民間社團自

發性舉辦展覽、比賽、研習、學術研討、萬人揮毫、國際交流……各種活動下，

仍維持著風氣活絡的氣象
53，新一代書家在國際活動、交流參訪（到日、韓、大

陸）、資料訊息搜集研閱……中拓展了書藝創新的視野，韓國現代書藝、大陸現

代書法（統稱）風起雲湧的展覽、出版自然也帶來廣泛的激盪。於是墨潮會「現

代書藝」的先行，「創意書法」比賽的繼踵，新世紀後「何創時傳統與實驗」、國

美館、台藝大、華梵、書法教育學會、漢光書道學會等，創作與理論的年年推出，  

把書藝創新炒熱到了高

潮，而今「書家」進行

創作雖仍以傳統式為大

量，但多半也視創意書

法為必要的表現項目，

戮力創新或聊備一格就

看藝術觀念、美學素養

和創作技術的深廣度修

為如何了。 
1992 漢城(首爾)國際現代書藝展 

 
呂佛庭文字畫研究-甲骨文-虎 

 

呂佛庭文字畫研究-三虎相鬥 

                                                 
53 林麗娥〈影響二十世紀台灣百年書壇發展之因素探討〉，《二十世紀台灣書法發展回顧學術研討

會論文集》，283~321 頁，2010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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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方宇─墨舞專輯 

雲門舞集行草三部曲 2009 - 狂草 

 
王方宇─墨舞專輯 

 
行天宮盃第二屆創意書法比賽作品 

廿三屆全國書法比賽創意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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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藝術第四期封面─尹之立美藝書法作品
第七屆書法春秋大賽創意組作品─金聲玉振 

 

                    

                   當代台灣書藝創新發展簡表             2010 年製 

年代 書家或團體 創作及活動情形 出版資料 

‧東方畫會、五

月畫會部分畫

家 

開書法表現抽象畫先河，展覽

論述並進。 
 

1950 

‧王方宇(旅美收

藏家) 

在美國辦書法巡迴展，八○年

代在紐約作多媒體表演，開聲

光舞蹈之先。 

著《墨舞》專輯二種。

1960 

‧王壯為 作彩墨亂影書 

在其論著《書法叢談》中

載錄創作，作品曾於國外

展出。 

‧董陽孜 造境書法 出版展覽畫冊多種。 
1970 

‧史紫忱 彩色書法、文字意象畫 

出版彩色書法作品集及

台 灣 第 一 本 《 書 法 美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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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呂佛庭 文字畫、古文圖案 著《文字畫研究》 

‧杜學知 文字畫 出版作品集 

‧尹之立 現代美藝書法 著《書法新道》 

‧戴固(旅台法國

人) 
作書法表現抽象畫 著《靈睛與抽象畫》 

‧于還素 大草、草篆  

‧傅佑武 造形篆  

‧墨潮書會 

部分成員嘗試創作「新行間構

成」、「裱貼墨趣」、「筆法單

字」，為台灣雅集式書會展最

早提出創新概念及作品者。 

出版展覽專輯（國立歷史

博物館八人展） 

‧王三慶 現代書法  

‧李蕭錕 現代墨趣書法 有作品小集出版 

‧張建富、廖燦

誠 

現代書藝(書法之春─現代書

藝雙人展) 

張建富出版《現代書藝書

上展》 

‧陳勤 草書馬、晝法抽象畫 出版《東方長嘯草書馬》

‧現代書藝盟(尹

之立、陳勤、

廖燦誠、徐永

進、蔡明讚、

張建富、程代

勤) 

舉行「現代書藝七人展」 
蔡明讚專文刊於《書法教

育》(期刊第 7 期) 

‧鐵硯會 書藝五部展設「前衛部」 出版《鐵硯首展專輯》

‧中、義當代詩

人(二十多人) 
視覺詩、新書藝 

出版《心的風景─中國暨

義大利當代詩人的詩畫

新境》 

1980 

‧郭少宗 書寫式造形抽象 有郭少宗作品集印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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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順利 
石雕書法(開字義立體造形之

先) 
 

‧程觀儉(旅加拿

大畫家) 

畫法抽象(畫中多書法元素如

金文、圖象) 
有畫冊出版 

‧現代書藝同道

(廖燦誠、張建

富、尤一、陳

明貴等十多人) 

在台北神羽畫廊舉行現代書

藝系列展：1.邁向前衛 2.書藝

再出發 3.書藝三次元 4.書藝

變相。 

印有《邁向前衛》小冊

‧張建富 

發 表 《 現 代 書 藝 圖 說 ─

1936~1986 台灣現代書藝發展

概況資料圖說》 

載於《書法藝術》(季刊

第 4 期) 

‧張建富、陳明

貴、蔡明讚 

行為書藝(在首爾「國際現代書

藝展」開幕式中表演) 
韓國有展覽專輯出版 

‧墨潮會 

(廖燦誠、徐永

進、蔡明讚、

連德森、陳明

貴、楊子雲、

張建富、鄭惠

美) 

1.在《藝術家》月刊闢〈現代

書藝論壇〉每月發表作品及

論述，為期二年餘。 

2.現代書藝展於台中米蘭藝術

中心、台北華視藝術中心、

雍雅堂 

3.現代書藝十年回顧展 

4.墨潮會聯展於台中「國立台

灣美術館」 

結集出版《墨潮現代書

藝》 

‧曾幼荷(旅美畫

家) 

書法水墨抽象(於國立歷史博

物館個展) 

出版《意象綴集─曾幼荷

作品集》 

‧書法教育學會 
第 16 屆全國書法比賽增列「創

意組」迄今 
當年度收件逾二百件 

‧台南市立文化

中心 
舉辦「書寫的可能性」展 有專輯出版 

1990 

‧物波國際現代

書藝展 

在韓國首爾舉行，張建富等受

邀參展。 
有專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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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鎮成 

1.篆雕(在國立歷史博物館主

辦之《文字形意象─中國文

字的藝術表現特展》中展示)

2.文字立體造形 

  二○○二年舉辦「線性運動

─2002 塗鴉啟示錄」 

歷史博物館出版專輯《文

字形意象─中國文字的

藝術表現特展》 

 

出版《李鎮成、李牧芸線

性運動》專輯 

‧馮明秋 

從事篆刻現代化及現代書法

(一九九九年於台北市立美術

館個展) 

出版有個展專輯 

‧何創時書法藝

術基金會 

「 何 創 時 傳 統 與 實 驗 」 展

(2000, 2001, 2003, 2005, 2007, 

2009) 

每屆均出版大型精緻專

輯 

‧墨潮會 

1.於何創時書法藝術館舉行創

會 25 週年現代書藝大展，開

展式中有「行為書藝」表演。

2.廖慶華(高苑科大教授)專介

墨潮(錄影專訪等) 

3.李思賢撰論文專論墨潮會 

‧出版《墨潮一字書》

‧在學術研討會中發表

 

‧國立台灣美術

館 

1.舉辦「國際書法文獻展─文

字與書寫」暨學術研討會 

2.舉辦「2001 現代書法新展望

─兩岸學術交流研討會」 

‧出版《國際書法文獻展

─文字與書寫》專輯及

《國際書法文獻展─

文字與書寫學術研討

會論文彙編》 

‧出版《論文暨研討會記

錄專輯》 

‧太極生(廖燦誠) 

盲書‧太極─行為書藝表演(在

台北國際書法展暨迎春揮毫

大會中演出) 

 

‧雲門舞集 

舞蹈《行草》、《狂草》、《行草

三 部 曲 》 表 演 於 世 界 各 地

(2001, 2003, 2005, 2009) 

‧出版鄧之牧著《行草‧

一齣舞蹈的產生》 

‧《行草三部曲》(2009

秋季演出之節目介紹)

2000 

‧陳世憲 
舉行「意象的凝塑」個展於何

創時書法藝術館 

出版《非草草了事─陳世

憲書法新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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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天宮人文獎

書法比賽」 

二○○二年舉辦「創意書法比

賽」，其後年度書法比賽設「創

意類」。 

出版有比賽專輯 

‧「 書 法 春 秋 大

賽」(國立歷史

博物館主辦) 

設「創意組」(每屆約近二百人

送件參賽) 
出版有比賽作品專輯 

‧中壯輩代表書 

家 

如黃宗義､杜忠誥､林進忠､

蕭世瓊…等均有新書藝創作 
個展或聯展及作品集 

‧陳宗琛 

草書抽象(「大河之流」、「太龢

之流」、「太龢之藏」、「太龢之

演」等個展) 

出版《太龢之演卜茲集》

‧黃一鳴 

1.帶領「漢光書道學會」集體

現代書法創作，展出裝置書

藝等 

2.筆墨抽象(舉辦「觸感─黃一

鳴作品展」) 

‧出刊「漢光書道」會刊

 

‧出版《觸感‧黃一鳴作

品集》 

‧鄧昌苓 
碩士論文《台灣前衛書法之省

思》 

佛光大學藝術研究所畢

業論文 

‧何美青 
碩士論文《台灣現代之書法藝

術的探索》 

臺灣師大美研所畢業論

文 

‧華梵大學、書

法教育學會 

舉辦「2006 當代書藝新展望」

學術研討會 

出版《2006 當代書藝新

展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臺東生活美學

館 

舉辦「花東創意書法比賽」

(2009, 2010) 
出版比賽作品專輯 

‧海硯會(成員 15

人) 

觀 念 書 寫 ( 訂 定 主 題 集 體 創

作，如「文字浴」、「紋自寓」…)

作品及論述在《安廬藝

文》季刊登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