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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漢字藝術節》─兩岸當代書法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時間：中華民國 100 年 9 月 26 日(一)  08:30~17:30 

地點：國立台灣藝術大學教學研究大樓 10 樓國際會議廳 

議程內容 

場

次 
主題 / 演講者、發表者 主持人 特約討論人 

發表人：黃一鳴/中華漢光書道會理事長、紹興蘭亭書法藝術學院
客座教授 

題  目：漢字藝術的核心文化與視覺展現 

李勝洪 
中國藝術研究院中
國書法院常務副院
長 

1 
發表人：張榮慶/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生導師 

題  目：學帖臆說—關於帖系書法暨帖系書法創作的融通、深入
與發展之私見 

黃光男 
國策顧問、
台灣藝術大
學前校長 林隆達  

台灣藝術大學書畫
藝術學系教授 

發表人：蔡明讚/《書法教育》月刊社長、主編 

題  目：當代兩岸現代書藝發展試論 

曾翔 
中國藝術研究院中
國書法院副研究員

2 
發表人：任  平/北京中國藝術研究院教授 

題  目：書法與當代精神 

朱惠良  
故宮博物院
教育展資處
處長 

李郁周 
明道大學國學研究
所教授 

發表人：黃智陽/華梵大學美術系副教授 

題  目：1994 年後兩岸書法發展特質評述 

駱芃芃 
中國藝術研究院中
國篆刻藝術院常務
副院長 3 

發表人：黃  惇/南京藝術學院教授 

題  目：當代中國書壇格局的形成與由來 

傅申 
台灣大學藝
術史研究所
教授 林章湖 

台北藝術大學美術
系教授 

發表人：李思賢/美術批評家、靜宜大學資傳系助理教授 

題  目：「漢字藝術」本體考—當代以漢字為主體的多重輻射表達

任  平 
北京中國藝術研究
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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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駱芃芃/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篆刻藝術院常務副院長 

題  目：印章是漢字的活化石（論文題綱）  

杜忠誥 
明道大學講
座教授 蔡友 

台灣藝術大學書畫
藝術學系教授兼系
主任 

發表人：鄭芳和/北市立美術館前學術編審 

題  目：Beyond 書法：帝國邊緣台灣第三空間的差異書寫 

張榮慶 
中國藝術研究院博
士生導師 

5 發表人：孫曉雲/江蘇省美術館館長、中國國家畫院書法篆刻院副
院長、江蘇省文聯副主席、江蘇省書協副主席 

題  目：當代中青年書法家的文化責任與歷史使命 

林進忠  
台灣藝術大
學書畫藝術
學系教授兼
美術學院院
長 

李蕭錕 
台北藝術大學美術
系教授 

發表人：游國慶/台北故宮博物院教育展資處副研究員 

題  目：漢字書法本質內涵的新呈現─從漢字科技互動與動畫影
片說起 

黃  惇 
南京藝術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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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李勝洪/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書法院常務副院長 

題  目：現代書刻─傳統藝術語言的嶄新表達（論文題綱） 

張炳煌 
淡江大學文
錙藝術中心
書法研究室
主任 

程代勒 
台灣師範大學美術
系教授 

7 
提會論文：陳振濂/浙江大學教授─「閱讀書法」論綱—從歷史到當下 

提會論文：沃興華/復旦大學教授─論書法藝術的發展機制與創新之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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