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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八○年代後，兩岸在書法藝術發展上都有較大的變革，一方面是傳統書法求

新求變的內在驅力使然，其間若未踰越書法本質屬性的成為時代書風，而跨界者

則進入另外一個範疇體系，初期免不了陷於界域的模糊（是不是書法？該不該冠

以書法之名？）；二方面是受到日本前衛書道和西方抽象表現主義（書法畫）的

啟發，試圖在二者的基礎上再闢新局，於是解構字體、拋棄筆法，以至造形化、

繪畫化而進入抽象畫的世界；三方面是冀圖結合現代藝術，把書法美學思想推入

世界藝術潮流。經過三十年的探索，在三個塊域——傳統突變、抽象表現、時代

潮流的實驗（因乏「傳統」依據）進程中，兩岸堆疊的創作成果皆可謂豐碩，或

形成個人特色，或衍為群落現象（主義、派……），創作的深、廣度固有差別，

但不謀而合、殊途同歸的局面，印證了書藝創新的努力有其歷史的意義和時代價

值。面對既有的琳瑯紛呈的藝術創作，有些面向與美學成分是趨同的，但指稱卻

不一，現代書法、現代書藝、書法主義、學院派書法、前衛書道……，名稱莫衷

一是，到底哪一個最適當？作為個別創作或流派的開展，名稱本無關大局，但作

為向世界藝術潮流進軍的唯一「中國產」主義流派，則名稱的統一就極為必要。

透過本文的陳述，似乎「現代書藝」一詞有討論的空間，故乃拋磚引玉，尚祈高

明有所指正。 

 

【關鍵字】現代書藝、書法主義、現代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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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十世紀的前半葉，整個人類陷於戰爭的無情摧殘中，文化藝術的發展雖不

致完全停頓，但很多舊有的形式、體系卻慢慢裂變乃至崩解，可以說戰爭對一切

的一切帶來了鉅大的衝擊，如果說西方社會文化的重大變革是起於十八世紀末的

工業革命，那麼兩次世界大戰則是古典與現代的分水嶺，古典代表的是秩序，現

代象徵的是混亂（多元），古典美學思維下的藝術創作，主要是提供視覺的愉悅，

現代思維下的藝術創作大抵在反映時代、人、環境三者的微妙互動，古典藝術以

觀賞者為主角，現代藝術則以創作者為主角，古典藝術的創作心態是努力完成一

件藝術品，現代藝術的創作心態是只在表達一個創作理念。
1當然古典與現代在

任何一個時代都是並存的，它們當然也非二元對立，只是互有消長，不過將二者

作為元素，它們的語意和概念就十分清楚，用來指陳藝術創作中的傳統成分和創

新效果便是相當實惠的語彙，所以古典—傳統，現代—創新成為最簡捷的思維模

式，事實上大自然的生成即是二元的，陰陽、黑白、長短、剛柔、有無、大小、

輕重……，清清楚楚，所以不會讓天地萬物陷於混亂，當某些狀態開始蒙昧，推

出這些對立生成的哲理，很快能夠加以澄清。世間許多糾葛往往是人們鄙棄二元

關係而強自釋說，最後漸漸走向無解，假使一出發便承認、釐清，其後的延展將

十分順遂。 

 

    這個觀念用在二十世紀後半葉書法藝術發展上，首先可以解決書法、非書

法；傳統書法（古典式）、現代書法（創新式）的界限問題，書法作為中國傳統

文化藝術最精深博大的一環，幾千年發展下來，它的定義、本質是清晰鮮明的，

2簡單講，透過毛筆書寫、帶有一定的筆法技術就是書法，這其中毛筆、技法是

判準的關鍵，毛筆的特殊性在筆鋒，操作筆鋒的技術成為筆法，在古代許多民間

的使用毛筆記錄文字場合，因缺少技術（筆法），所以稱作書寫，Calligraphy 作

為目前書法的英文辭彙，它的意思即是書寫而使之美觀，中西的概念十分接近，

因此凡是非筆鋒、缺乏技術鍛鍊的可歸為書寫，而非書法、非書寫的存在應該別

立一個名稱，這又是當代從事書法藝術創作者所共同認知的，但對於該用何種名

                                                 
1 參見張延風著《法國現代美術》，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年，頁 1-16。 

2 參見馬嘯〈書法的疆界〉，文收於王冬齡主編《現代書法論文選》，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4

年，頁 11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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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來定義所有的非書法則仍莫衷一是。3嘗試用古典、現代既定的二元概念來分

析，那些五花八門的非書法是現代的、創新的，為了不與書法這個古老的意涵混

淆，並且保留「書」這個字的屬性（即漢字、書寫……），我姑且稱作「書藝」，

「藝」字是藝術，創作行為的綜合指稱，那麼所有的「非書法」創作是現代的（非

古典、非傳統）書（漢字，書寫……）與藝（藝術，創作行為），於焉「現代書

藝」或可作為時下所有由書法概念生發的一切創作與行為較好的名稱與溝通語

彙。 

 

    進入本文的主題，當代兩岸創新書藝（非書法、現代書藝……）的討論，焦

點已經明晰，溯自二十世紀八○年代末，兩岸書界開啟頻繁交流，睽隔四十年，

令人好奇的是傳統書法的風格會是如何？兩岸書家一致的感覺是頗有差異，臺灣

書家大多循帖學派的路子，而大陸書家則傾向於碑學派的表現。一九八八年夏，

臺灣《書法藝術》雜誌社一行十人首度到大陸參訪交流，在北京與《中國書法》

雜誌社成員、北京市書協座談及揮毫，到了杭州，甫成立不久的「滄浪書社」主

要成員從蘇州搭船（走運河）前來相會，某一夜住西湖畔，兩岸書家乘三輪車夜

遊西湖後拜訪中國美院教授陳振濂，在其頤齋中徹夜論辯，內容也涉及到現代書

藝創新的問題，當時得知大陸「現代書法」展於一九八五年在北京推出，此後便

接踵出現各種書藝創新的流派和展覽。臺灣地區的書藝創新起於七○年代的零星

嘗試，八○年代的現代書藝盟（一九八三年首展）、墨潮會一連串的展覽、座談、

論壇，把新書藝創作掀起風潮。
4 

 

    為什麼書藝創新（以下稱現代書藝）的開展會起於八○年代，這和歷史（時

代）、環境、人（藝術家）密不可分，四○年代末的中國因一場統治權爭奪造成

內戰而形成兩個政治體，如果臺灣不是國民政府退守而有數十萬全國各地菁英遷

徙入駐，原有的閩粵移民文化和日據東瀛文化的混合體，也只是大中華文化的一

個區域文化，和江南、中原、東北、西北、湘川……皆屬於地域性特色，卻因為

                                                 
3 參見邱振中〈源自書法——對一類藝術的命名及其他〉，文收於王冬齡主編《現代書法論文選》，

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4 年，頁 276-287。 

4 參見拙文〈從一九四五年以來中西藝術家的書法表現傾向看書法的創新〉，文收於《書法藝術》

季刊第 3、4 期，1985 年，書法教育學會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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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國南遷，所以它的發展就不能以區域型文化來看待，而比較大的成份是承續清

末民國以來的傳統，五、六○年代因社會上生活艱困，書法活動沉滯，但潛藏的

書法人口不少，臺籍書人擅書者有的承襲清代科舉文人風，有的帶東瀛碑學趣

味；渡海書家以于右任為巨擘，其北碑、標準草書師法者不少，文人山水畫宗師

溥心畬的行草則是典型的二王流脈，其他書人各有專長，但以寫意書風為尚，然

無論帖學或碑派，都重視筆法傳統，書法創作標榜的是入古出新，既是文人風，

則「雅」、「逸」正是其審美的訴求。七○年代隨著經濟發展起步，生活條件改善，

政府適時的中華文化復興運動，社會上興起一股研學書法的風氣，在傳統書法的

範疇之外，日本前衛書道和西方抽象表現主義繪畫中的「書法表現」，以及本土

繪畫創新運動中的抽象畫對書法的取資，開拓了一些書法研習者的視野，便開始

探索運用筆墨、根基於書法文字的創新嘗試，八○年代以後因域外資料的引進，

國內展覽、作品集的推出，逐漸在更多書法愛好者的創作實踐中醞釀，特別是西

方藝術發展進程中各種主義、流派的風起雲湧，乃至美學研究，莫不使關注創新

的書法從事者目不暇接，也就是說在現代藝術躍為主流的環境時空，書法藝術受

到了撞擊激盪，它的求變是不可遏抑的。
5 

 

    臺灣地區接觸日本、歐美的新藝術創作風格較早，但因為書畫藝術從事者多

為業餘，因此變革速度較慢，尤其書法自來是文人的業餘遣興，創作、創新的意

識較不濃烈，故儘管水墨畫界已興起直追西方抽象表現的創作，書法家要到二十

年後才有較大開展。而大陸地區，八○年代前整個社會處於極大的動盪不安，雖

然文化底蘊深厚，也抵不過十年浩劫的摧殘，書法沉默延展，走向了民間，文人

風的基調隱而不存，改革開放伊始，書法研習突然成為熱潮，「十年書法熱」寫

下了中國書法史的新頁，6書法人口、書法活動、書法訊息的大量鋪展，「標新立

異」變成創作的普遍現象，在展賽由體制運作的情況下，書風的相互濡染更為迅

速，在創、變作為凸顯藝術價值的思維下，日本前衛書道、西方表現主義中的「書

法畫」自然帶來不少的啟發，於是八○年代中期以後，許多書法名家開始涉入書

藝創新可能性的探索與嘗試。事實上，傳統書法的變革，其尺幅是有限的，筆法

                                                 
5 參見拙文〈臺灣現代書藝發展的回顧與前瞻〉，文收於張炳煌、崔成宗主編《2004 臺灣書法論

集》，里仁書局出版，2005 年，頁 175-188。 

6 參見吳又華《中國書法二十年》，北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 年，頁 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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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不易，能開發的大抵不外結字和章法佈局，一旦拋棄筆法、解構字形，那就

與書法的本質屬性漸行漸遠，就藝術創造的原理而言是無可厚非的，只不過失去

了筆法這中國書法藝術的精粹，讓創作造形化、抽象化、繪畫化，乃至觀念化，

那已是另一個藝術境界範疇了。 

 

二、兩岸書藝創新的背景與趨勢 

    中國書法自古以來是以實用和藝術兩軌並用的文化形態發展，7代代都有創

新求變的作為，由於使用的工具素材基本上沒有什麼改變，尤其是毛筆這作為主

軸的元素——筆法也千古不易，因此用藝術的角度來看，變的是風格，也就是書

家精通書法藝術表現的語彙後所創作出來的個人面貌，看似尋常的文字書寫，其

實蘊含著無窮的奧妙，以點畫結字、以字形構成篇章的造形過程，因為輕重、急

徐、虛實、疏密……等運作考量，形成了線條、空間上難以預期的變化，透過各

個不同構形的文字形態所組合的一幅作品，其間的藝術創作與審美思維是極為豐

富的，曾經有過不諳書道的他類藝術家質疑書法能否尊為藝術，他們所持的理由

是書法只是書寫，不是創作，殊不知高明的書法技藝擁有者，當他進行創作時，

筆法、造形（篆、隸、草、行、楷個體）、章法要達到承古而創新的地步，就必

須賦予深厚的修為，而這修為絕對不亞於繪畫、雕塑、工藝，甚至修練的過程與

最後展現於創作中的難度要高於其他藝術。例如書法類似西方的抽象繪畫，但由

於它的表達語彙是有限制的、古往今來的參照系是強大的，所以難度更在抽象畫

之上。這也就是為什麼歷朝各代擅書法者眾，卻只有少數作品能躋身書法史一席

的主要原因。 

 

    可以說書法的創新是隨時在進行的，晉唐以迄元明、清初僅管帖學書風大行

其道，但如顏魯公、黃山谷、徐渭、傅山、八大、鄭板橋……等迥於時流的創作

卻是風格鮮明的，清代中晚期流行的碑學用筆，幾乎顛覆帖學的審美習慣，十九

世紀末楊守敬把碑學帶入東瀛，開啟了日本書道的現代化，不過二十世紀二○年

代，美術界仍一度不將書法看作是藝術，儘管很快恢復書法在美展中的身分地

位，卻也催生了前衛書道契接抽象繪畫原理的藝術創作與審美思想的大躍進。其

                                                 
7 參見白鶴（趙偉平）《中國書法藝術學》，上海學林出版社，2010 年，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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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日本墨象、前衛創新中的「少數字」流風，可以追索淵源於鎌倉、室町、江戶

時代（元、明、清）的禪僧書法，這種重當下表現、直抒胸臆而不在意筆法的書

寫，擴而充之，便是解散字形、刷掃塗抹、造形化、水墨化、繪畫化、抽象化的

前衛書道。三○年代前衛書道作品在歐美展出，這種東方的、書法的、禪味的、

黑白純粹的、當下的、行為的……創作模式讓西方藝術家大開眼界，
8五○年代

後抽象表現主義畫派的一些畫家便是從前衛書道汲取靈感而開出一支「書法表

現」的風格，只不過這仍歸屬於抽象畫，因為他們並非進行書法創作，日本前衛

書道多半還有明顯或些微的筆、墨、字形痕跡；抽象表現主義書法畫則徒有書法

元素如黑白、筆觸、線條形象，並沒有任何可辨或模糊的漢字形體。 

 

    我認為抽象表現主義思想的最主要精神就是破除亙古以來人們對形象（色）

的執著，引領人們進入一個思維自由馳騁的想像世界（空），這莫不就是禪宗所

要揭櫫的形上思維——解脫？
9生活在現象世界裡，只有放下、了悟、解脫才能

超越，才能得大自在，也才能回歸本性、契近自然，因此抽象藝術的誕生可以說

是人類精神文明的重大突破，而書法正是抽象的再抽象，第一層是漢字對自然一

切事物的抽象，第二層是書法表現對漢字的抽象。「藝術」既是人類精神活動的

產物，那麼它就不僅僅是運用創作技巧再現視覺所見，而可以發揮心靈想像，旅

法藝術家趙無極的抽象畫讓西方人感受到了中國山水畫的意象，日本前衛書家手

島右卿寫的「崩壤」在西方人眼中猶如大地震的摧枯拉朽。書法以其最單純的色

相——黑白，最簡單的元素——線，去構築一個最複雜的心靈與思維反應，即便

是在重視書寫技法的傳統書法裡，創作也是時出新意的，日本禪僧為凸顯機趣，

解散了部份書法的禁錮，前衛書道家則完全進入抽象表現的境域，而這些跳脫原

有書法藝術規範的新樣式，探究起來並非無中生有，而是應合歷史發展，在某一

時空遇合下的自然產物，儘管它標誌著叛逆、顛覆的外相。10 

 

                                                 
8 參見朱培爾《亞洲當代書法思潮——中日韓書法及其主義》，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1 年，

頁 121-214。 

9 參見張節末《禪宗美學》，北京大學出版社，2006 年，頁 63-92。 

10 參見海倫威斯格茲原著，曾長生譯《禪與現代美術——現代東西方藝術互動史》，典藏藝術家

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7 年，頁 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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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說，書法進入了二十世紀，抽象藝術大行的時代，前衛書道做了先鋒部

隊，抽象表現主義書法畫則印證了書法解放的價值，於是書法的重大變革悄然啟

動。正如同書法是不是藝術？藝術（前衛書道、抽象表現主義書法畫）是不是書

法的辯證，八○年代以後兩岸興起的書藝創新免不了陷入定義、界說上的迷思，

但是有了傳統書法流變的認識，日本前衛書道的先行，西方抽象表現主義的參

照，現代書藝具足了生成發展的背景。臺灣，五、六○年代前後，抽象繪畫、西

方藝術流派風格的引入，一方面推進「西畫」的蓬勃，另一方面也觸動了水墨畫

的脫離傳統形式，一些畫家從西方大師如米羅、克利、哈同、蘇拉吉、馬克托貝、

馬丟、米修……等抽象表現作品的書法取資裡，發現書法元素入畫的可能性，不

同的地方在於西方畫家並不理解書法，純粹只是意象上的感悟，而中國畫家卻具

有書法的底子，他們的繪畫不可能是書法的再現，於是解散字形、擴充筆墨使之

造形化、繪畫化。至於書法家群多少也會接觸帶有書法現象的抽象畫，日本的前

衛書道透過相關雜誌、專著早已耳熟能詳，但是因為既有的創作面貌與傳統書法

有極大的差異，應該說前衛書道或書法畫都不能稱作書法，因此六、七○年代少

數書法家的嘗試也僅止於墨戲，到了八○年代，種種機緣匯合，書法家開始思索

現代書藝創變的可能性，遂在原有的造形化、繪畫化的基礎上，進一步結合西方

在抽象表現主義之後興起的流派主義，把創作提升到一個美學（哲學）的層次，

記號、拼貼、行為、環境、觀念、現成物、裝置、地景……等這些執行藝術創作

的理念先行，
11使現代書藝成為當代藝術中旗幟鮮明的一個項類。當然藉用西方

藝術觀念進行創作，會不會就失去了書藝的主體性？這是另一個值得思索的問

題。 

 

    於此，現代書藝必須有一個寬泛的藝術性格，在「書」——書法、泛書法、

文字、泛文字——的主軸思想環繞下，開展各種創作的可能性，我認為即是取資

（割捨）傳統、表現抽象、反映時代。
12
傳統書法內涵的豐富性，提供取之不盡

的創作靈泉，譬如造形（記號表現）性的創作，篆隸草行楷的字形置於平面或立

體空間，簡直可以到變化萬千、不可捉摸的地步；將書寫過程的身、心、靈、視、

                                                 
11 參見潘東波《20 世紀美術全覽》，相對論出版社，2003 年，頁 296-317。 

12 參見拙文〈試論臺灣現代書藝的創作內涵〉，文收於《當代書畫藝術發展回顧與展望 2006 國

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2006 年，頁 207-227。 



2011《漢字藝術節》─兩岸當代書法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60

動移之於行為藝術，必是絲絲入扣、神秘動人的表演場景，至於以拼貼、觀念、

裝置等手法進行現代生活、環境、政治……種種社會現象的反映或針砭，相信也

能借助書法文字、哲理的優勢而達到某一目標。由於當代的藝術使命並不在於創

造藝術品，而是創造藝術，它可以運用錄影科技留下創作，譬如地景、爆破、行

為……等，這些利器是先此之前的美術史所沒有的，是現代藝術家的專利與得天

獨厚，更何況書法既已搭上現代化的列車，沒有理由故步自封，近三十年來國際

間都已各自邁出了步伐，並且做出可觀的成果，像韓國的現代造形書藝、物波主

義，臺灣的創意書法，實驗書法、現代書藝，大陸的現代書法、學院派書法、書

法主義……五花八門，多不勝舉。
13 

 

    一樣是在八○年代，大陸文革後的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求新求變在經濟快

速發展的社會中深入人心，書法研習風氣的蓬勃，快速推進傳統書法創作上的新

理異態，加上日本書道因頻繁交流展覽而帶來衝擊，特別是前所未聞的前衛書

道，觸動了亟欲求變的書法創作者，接著是西方新潮美術的進入，提供更多理論

和技術，再者美學研究也伸向了書法，這種種都對已經躍躍欲試的書法現代化給

予合理的支撐，於是從一九八五年現代書法首展，取經於前衛書道的造形化、繪

畫化書法以生澀的面貌向世人試了啼聲。而隨著更多人的投入，幾個活躍人物適

時抓住契機，在其本已鞏固的區塊擔當起風潮帶動者的角色，挾其學術、地位、

聲望等優勢，慢慢建立起書藝創作與理論的雙層堡壘，另外一些少壯輩的創作者

則敏銳地把西方藝術新流派的藝術學理引進書藝創新，雖然不如先前已建立流派

的宗匠，但其更新穎、更尖銳的創作面向，也成為現代書藝百花園圃裡的奇葩異

種。 

 

三、臺灣書藝創新發展概述 

    臺灣現代書藝的發展主要受時代（西方抽象畫與日本墨色前衛書道）及環境

（書家思索古典書法之可能性及學書風氣蓬勃等）影響，14在林林總總的創作展

                                                 
13 參見朱培爾《亞洲當代書法思潮——中日韓書法及其主義》，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1 年，

頁 8-120。 

14 參見李思賢《當代書藝理論體系——臺灣現代書法跨領域評析》，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2010 年，頁 20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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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中，大約可歸類為「現代書藝」及「創意書法」兩種探索樣貌，二者在發展淵

源及創作目的上略有不同。同時，也有難以劃歸為此二類的一些個別書家、篆刻

家、藝術家的創作嘗試。 

 

（一）現代書藝 

    「現代書藝」一詞的源自一九八三年初張建富、廖燦誠的「書法之春——現

代書藝展」及同年七月的「現代書藝盟」——現代書藝七人展，這兩個展的推出

標示著現代書藝的濫觴，隨後由墨潮成員主導的「鐵硯會」書藝五部展列有「前

衛部」。與此同時由現代詩人楚戈、杜十三、商禽、洛夫等發起的「視覺詩、新

書藝、中國書法展」把書法效果加入新詩、繪畫，形成一種詩、書、畫的現代藝

術視覺構成。
15而較具「現代書藝」規模的例子要屬一九八六年現代書藝系列展

在「神羽畫廊」展出長達三個月，內容包括平面、立體、裝置、行為、觀念等創

作。一九九三年墨潮會在台中美術館、米蘭藝術中心、華視藝術中心、雍雅堂、

摩耶畫廊等舉辦大規模的現代書藝展，並舉行多場座談會及出版《墨潮現代書藝

專輯》，其後更有〈現代書藝表演〉、〈出草〉等行為書藝的展出，此期間墨潮會

的創作面向多元、深入各個藝術領域。16 

 

    由墨潮會揭竿而起的「現代書藝」創作有幾項訴求，其中「現代書藝不是書

法」與「現代書藝就是一切」甚為重要，前者強調的是有別於傳統書法的現代書

藝本質；後者則提示了現代書藝的根本精神。首先，現代書藝雖開展出許多有別

於傳統書法的創作面向，但其根源於書法、以書法為創發的本質特性，可見其不

是背棄傳統，而是活化傳統，但須劃清界線、排除模糊地帶；再者現代書藝從事

者，汲取西方抽象表現精神，並結合各種新藝術思維，企圖將現代書藝推向世界

藝術潮流，因而在表達語境上必須契入西方美學；當然產生於本土的現代書藝也

不能不去碰觸當代的時空情境，在主體性的固存下，對於本土文化特色的表述、

社會現象的批判……也有一定的價值與意義。現代書藝的寬泛性格與漫無邊際的

表現界域，都不再是傳統定義上的書法所能範囿，因此「現代書藝不是書法」觀

                                                 
15 參見《心的風景——中國暨義大利當代詩人的詩化新境》，時報出版公司，1985 年。 

16 同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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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的釐清，將有助於形成傳統書法與之並轡發展的當代書法推展氛圍。 

 

    其次，隨著十九世紀末西方抽象主義思潮的流布，藝術不再只以具象為美，

注重的是創意、新意，於是乎構成、解構、非形象、觀念等……在藝術創作中掀

起了前所未有的改變，就繪畫而觀，先是印象派的誕生，然後立體主義、後期印

象、機械主義、抽象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
17把以水彩、油彩來描繪景物重

構物象的寫實性美學，顛覆到塗抹、塗鴉、滴灑……等不求形象的境地，甚至能

以行為、觀念來對現實進行反思，此即「現代書藝就是一切」的意義——欲以書

法為依歸，放眼當代藝術之各種「可能性」，以探求書藝的真諦，唯有通過來自

不同領域的思維進行辯證，才能更加凸顯古典書法的深刻內涵。 

 

    檢視現代書藝發展的軌跡，其生起於一九五○年代，五月、東方兩畫會成員

的「書法式抽象畫」
18，彼等從旅法藝術家趙無極的畫作中看到書法入畫的東方

精神抽象畫的價值，當時歐美正流行抽象表現主義，其中一派感通於中國書法的

畫家被稱為「書法表現派」。在如何樹立東方色彩的抽象畫的思索中，書法入畫

一直是無法使人忘情的一條捷徑，趙無極之後的朱德群、蕭勤、趙春翔、陳錦芳、

陳正雄、陳幸婉等逐漸走進國際級的大家，也莫不以書法（相關特質）入畫而站

穩他們在西方藝壇的腳步。一九六○年前後，旅美收藏家王方宇開始嘗試新體書

法，出版了「墨舞」專輯兩冊，其後繼者有曾幼荷。王方宇曾於八○年代將其創

作成果帶來臺灣，曾幼荷則於二十世紀末在歷史博物館舉辦展覽。與王方宇同輩

分的國內書法篆刻名家王壯為早在一九六二年即發表了「亂影書」，這是前輩書

家企圖創新書藝的嘗試，但因回響少並沒有持續探索。另有尹之立，稱自己的創

作為「現代美藝書法」並且有專書論著。一九七八年法國學者戴固旅台研究書藝，

出版了「靈睛與抽象畫」19一書，將西方抽象表現畫家與中國書法的感通加以論

述，並且自己也創作了不少作品，此書稱得上是臺灣現代書藝發展史上第一本資

料較完整的著作。八○年代前後從事現代書藝探索的還有早期墨潮的概念式書法

創作，利用新行間構成、裱貼、墨趣、筆法單字等技巧，釋出對書法革新的意圖。 

                                                 
17 同註 11。 

18 參見蕭瓊瑞《五月與東方》，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91 年。 

19 參見戴固著，趙卯琅譯《靈睛與抽象畫》，全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197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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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意書法 

    創意書法正是在現代書藝開啟了書法之無限「可能性」後，延續（同時也略

帶質疑）現代書藝的整體氛圍下所開展出來的書藝面貌。創意書法比賽緣起於中

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一九九四年度的全國書法比賽中首度增設「創意組」，主事

者感於國際間蓬勃開展的新書藝創作，期望透過競賽以鼓動風潮，雖將近十年

來，每屆送件者約在一百件上下，作品的內容以少字數造形居多，其次為書法畫、

類設計，亦有少數針砭時弊、歌詠生活的觀念性書寫。除了書法教育學會，「行

天宮盃」書法比賽也設創意組，甚至其年度書法大賽就以創意書法為主題，採送

件初選及現場創作兩個階級，參賽的社會組、高中組、國中組人數有四、五百人

之多。第三個全國性書法競賽設「創意組」的是國立歷史博物館和中華書學會合

辦的「書法春秋大賽」，其每屆送件數近二百件。「行天宮盃」、「書法春秋」、「書

法教育學會」三個創意書法賽的送件者有不少是重疊的，在比賽規章中除了作品

平面的規範外，創作內容並無明確的界域，因此送賽作品較之何創時「傳統與實

驗」中的實驗類略為自由，其中有的將文字解構為不可識讀，有的敷以色彩，有

的進行文字設計（有如海報），有的甚至成了抽象水墨畫，上焉者還看得出具有

書法紮實的功底，下焉者就只是塗抺和突兀的筆墨遊戲而已。不過「創意書法比

賽」倒讓我們看到當前初級書法學習市場的一個樣貌，仍具有不可忽視的借鑑意

義。
20 

 

    而何創時傳統與實雙年展的「實驗」部分，由於有可識字形的規範，作品不

出少字造形、墨象、書法畫、類設計、觀念書法（拼貼、綜合媒材運用但有可識

字形或書法）等樣貌，一些創作徒有可識字形而往往不存有書法一次性書寫與起

止分明的空間、結構特性，少部分心內有字而在創作當下將之抽離的抽象構成作

品（無可識字形），雖具有書寫、筆觸……等書法屬性則被目為越界，故實際上

是設了框框，在規範的遊戲規則下進行「實驗」。21 

 

                                                 
20 參見拙文〈當代臺灣創意書法之我見〉，文收於《花東創意書法比賽專輯》，臺東生活美學館，

2009 年。 

21 參見拙文〈對何創時傳統與實驗雙年展的期許〉，《中華書道》季刊第 32 期，200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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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是之故，創意書法與現代書藝雖皆欲以書法「之外」的元素對傳統書法進

行活化與針砭的運動，但現代書藝較接近歐美現代藝術因此層面較廣（從平面到

立體，到行為，到觀念）；而創意書法則以平面創作為主軸，著眼於線質、墨色、

造形、畫面佈局、時事議題……等的開發。事實上，現代書藝的創作固然已有許

多國內外創作成果可資取法，但一方面由於資訊的傳遞不足，造成許多有心創作

者陷於與他人風貌雷同的困境而不自覺，在「創意書法」比賽中這種渾然不知現

代書藝為何物的作品就屢見不鮮，事實上普及面的熱絡可以反映風氣的開展阻力

減小，但創作成果的深邃或淺薄在廣大「玩票」人口上觀察是不準確的，於是乎

如果有較多長期從事探索而有相當成果並結集出版專集、專論的個人，那就可以

反映現階段此一領域創作的諸種面向，就粗淺的觀察，在集團創作成果上「墨潮

會」堪為箇中翹楚，至於個人方面則以徐永進、廖燦誠、楊子雲、李鎮成、馮明

秋、陳世憲、曾佑和、董陽孜、卜茲……等較為知名且有顯著成果展示（均有專

輯出版），上述諸人是較傾向於書藝界內的創作，其他項類如版畫、油畫、表演、

裝置……的藝術家則有李錫奇、陳幸婉、陳正雄、陳錦芳、楚戈……等。 

 

    總結臺灣書藝創新發展，無論現代書藝或創意書法，書家們運用傳統書法的

養分（筆情墨韻、抽象性質、內容的言志抒情……等功能），兼以外來思維的衝

擊，將更多本土的、社會現實的元素注入原本屬於菁英階層（文人）的雅文化當

中，使之更加具有「臺灣味」的區域特色。傳統書法、書寫具有較強的實用意義，

即使是文人格調的宣示也是在個人社會地位考量的功利意識下，對於個人所處環

境、時代的感應、芻饋，依然是不激不厲的文學性修辭，興、觀、群、怨都要以

聖賢的胸懷處之，於是乎很難有一件作品是表達了真正的時代感情。現代書藝、

創意書法則完全甩掉了那些禁錮，於是乎臺灣本土的幹文化、性氾濫、俗擱有力、

怪力亂神、政經黑暗面等社會底層的揭露……，被攤在藝術場域供人省思、爭議，

有些創作固稱不上藝術品（供賞玩、藏傳），但無法否認它確實具備藝術的功能。

西方觀念藝術美學的最大價值，是無論原發（創作靈光乍現之時）、過程、結果

各有其不可偏廢的意義，且任何一種媒材都應當被尊重，何況有些時候媒材只是

觀念的傳導，其本身不必擔綱或作為主題的附庸，譬如筆墨宣紙用以書寫，樹枝

沙盤亦可用以書寫，前者是造形構成（書法或畫），後者則成了觀念藝術或遊戲

行為。基於九○年代現代藝術家與墨潮成員以現代書藝表現去碰觸本土、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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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留下了可貴的記錄。22 

當代台灣書藝創新發展簡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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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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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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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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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 

鐵硯會 書藝五部展設「前衛部」 出版《鐵硯首展專輯》 

                                                 
22 參見「墨潮會」《墨潮現代書藝》，墨潮會發行，1994 年。 

23 本表原載於拙文〈當代臺灣書藝發展的考察〉，收錄於《紀念呂佛庭教授百歲冥誕——近代書

畫藝術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國立臺灣藝術大學發行，201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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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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少宗 書寫式造形抽象 有郭少宗作品集印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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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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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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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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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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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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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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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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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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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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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陸書藝創新發展概覽 

    大陸的書藝創新背景與臺灣不同，其中政治與社會的力量影響深遠。在文化

大革命時書法一片沈寂，其後則掀起鋪天蓋地的研習熱潮，八○年代後歐美現代

藝術思潮逐漸散布，書家除面對古典和傳統技藝的斷層問題外，也隨著文學運

動、水墨繪畫等改革創新的腳步，以及與日本書道交流的啟發，乃興起書法實驗

性的探索。此時整個社會氛圍在西方當代訊息大量湧入下，以文化發展為模範，

無可避免地受到歐美主流藝術流派（後現代主義、行為藝術等）之形式影響。尤

以抽象表現主義中的書法表現和日本前衛書道借鑑最多，從一九八五年「現代書

法首展」後，開啟了現代書法的創新路徑，並有「書法主義」（受日本墨象書和

西方抽象表現主義的影響）和「學院派書法」（強調觀念及形式），兩個旗幟鮮明

的創作群體形成，十多年至今仍持續引領風潮。 

 

    需注意的是，大陸「現代書法」是一個總體性的指稱，它可以涵蓋「書法主

義」和「學院派書法」，然而早期的現代書法與後繼學院派書法和書法主義在發

展上有觀念及其訴求的轉移，因此本節將依現代書法、學院派、書法主義三個面

向進行陳述。事實上，大陸現代書法和臺灣現代書藝在精神上應是可彼此呼應

的，包括對書法傳統的質疑和反思；以及當抽象表現主義、現成物主義……等後

現代藝術特徵跨至書法領域後所引起的震盪；最後則是書法藝術如何回應資訊爆

炸、全球國際化等社會趨勢的問題。本節僅以有限的篇幅陳述大陸書藝創新發展

的概況，其細部內容及具體的作品難以兼顧，主要作為後文進行比較時的一個基

礎。24 

 
                                                 
24 參見劉燦銘《中國現代書法史》，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 年，頁 85-140。 



                                                             兩岸書藝創新發展的比較 

 69

（一）現代書法 

    受到日本前衛書道、墨象等表現方式和歐美現代藝術，特別是抽象表現主義

的衝擊，書法家必須面對一種新型態的社會創作環境，而藝術往往是與時俱進

的，這也是現代書法發生的契機。一九八五年，現代書畫學會舉辦的「現代書法

首展」開幕，一九八六《現代書法首展作品選》出版，其列舉代表性書家有：馬

承祥、古干、王學仲、黃苗子、李駱公、谷文達、徐冰和林信成等人。從現代書

法諸多名家的創作自述或理論著作觀察，現代書法在發展的過程中充滿不確定

性，以及依於傳統書法的羽翼卻欲與其切割的矛盾，這正是緣於現代書法的許多

表現手段其實更接近歐美現代藝術的範疇，傳統的、古典的書法的元素遊走在若

有似無的邊緣，這無非是書法史上的一次巨大探險，但卻也讓更多書法從事者理

解到現代書法應有的某些本質性議題，九○年代初，執教於中央美院的邱振中所

提出的四個系列，和執教於中國美院的王冬齡的一系列探索性作品，繼八五現代

書法的幾場展覽後，為現代書法的討論帶起了高潮。 

 

    現代書法的創作多元，有的加強對色彩的應用，有的是將書法圖像化、繪畫

化；或用拼貼的技法，以及運用具有設計意味的空間構成。創作的多元化及不設

限媒材是現代書法的開端，但主要仍聚焦在書法的「一次性書寫」以及「文字的

構成」等意義，因此，利用筆法（提、按、轉、折……）、及墨韻所造成的效果

（暈、染、潑、灑……）仍是主要的創作方式，並且從抽象表現主義中獲得空間

的靈感等等，較為激進的手法則是利用書法「現成物」如字帖、卷軸、廢紙張……

等（受到歐美現代藝術中現成物主義的影響）進行創作。由此可知，大陸現代書

法的範圍是較為寬泛的，它其實有能力涵蓋各種具有書法元素的創作項目，也因

此不斷地有各派書家針對現代書法的發展進行辯論，特別是如何面對現代書法與

傳統書法若即若離的問題。25 

 

（二）書法主義 

    一九九○年代後，現代書法發展出一種兼含裝置藝術、繪畫表現或複合媒材

                                                 
25 參見高天民〈現代書法的含義〉，文收於王冬齡主編《現代書法論文選》，中國美術學院出版

社，2004 年，頁 18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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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書法藝術，被稱之為現代「書法主義」，書法主義以洛齊為首，代表性書法家

有邢士珍、白砥、李強、邵岩……等人，洛齊曾在《書法主義宣言》中指出：「中

國的書寫藝術至此今天，已經出現了一種『主義』，這是誰也不曾想到的。如果

一種行為被認為具有粉碎的性質，那麼它就如同一種思想被可怕地出現在人們的

面前，因為它改變了他們以往最堅固、最心愛的理想和生活方式」，書法主義的

從事者認為，一旦將書法拉到現代或是後現代的思維之中，將發現書法就不再是

一個確切的概念或指涉（不再只是文人抄詩寫文的工具），而成為一項當代藝術，

在這種藝術思潮的影響下，書法從既有的規範中獲得釋放，而有能力成為一種觀

念、思潮甚或行動。 

 

    「書法主義」將焦點著重於觀念上的傳達，傳統書法用筆、構字和氣韻生動、

章法的美感規範對書法主義支持者而言，是需要進行突破的障礙，因此他們採取

粗獷的刷掃、無規律線條的塗抹、暈染，並且對漢字的符號結構進行解構，經由

這種反其道而行的作風，追求視覺藝術中一種難以預期的效果。一九九三年「首

屆中國書法主義展」開幕作品的爆發力及其對傳統書法的衝撞，讓不少書家、評

論家耳目一新。沈偉寫道：「在『書法主義』的範疇裡，『書法』不應再作『書寫

的方法』、『漢字的藝術』、『傳統和品評體系』等等的表層闡釋，而應將其看作是

一種東方文化語彙，一種有著獨特發展軌跡和獨特表現方式的文化型態。」由此

可知，書法主義的基本調性奠基於對古典書法的反動，以及對書法之本體——漢

字進行有意識的破壞。26 

（三）學院派 

    學院派書法主要代表人物是陳振濂，相對於現代書法或書法主義，是種對古

典書法藝術的回歸，但能夠重新學習、利用，將古典的養分轉化為現代書法的藝

術新思維。具體而言，學院派書法重視「形式」與「主題」，在創作上倡導「形

式至上」的觀念，排斥欠缺「形式美」或不斷重複的某些創作形式、尤其是一些

因襲而制式化的作品。這種創作取向，就是為了回應中國書法傳統中師承或流派

的某些弊病而來，在傳統書法文化中，個人的風格要經過臨帖學習或師們傳承，

                                                 
26 參見洛齊《書法主義文本》，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出版，2001 年；暨張渝、沈珉《書法主義》，

湖南美術出版社出版，200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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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可能達到形成獨特風格的水平，但也很有可能囿於成見而風格僵化，行成單

一的、缺乏變化、欠缺時代特徵的表現風格。因此學院派書法也強調設立主題，

形成「系列」的書法藝術風格（事實上，這種「系列」的藝術品規劃觀念也是從

歐美現代藝術而來），藉由讓書法作品充斥著作者的思想、關懷，以達到風格的

創新變化。 

 

    然而學院派書法重視形式、系列的做法，也可能有其不足之處，陳振濂曾說：

「原有的學院派的書法，我當時對它的最大的不滿，就是嫌它拼貼過多。當時並

不是趕時髦，而是因為要表達一個複雜的思想。表達一段歷史，字的線條是沒有

辦法來敍事的，拼貼則是將多種元素組合到一起，相對比較容易一些。」
27此即

在探討，對於現代書法創作而言形式或概念雖佔有一定的地位，但過度的操弄形

式，僅會造成另一次的僵化。誠然，學院派書法擁有對書法藝術視覺化大膽嘗試

的精神，這對於傳統書法或整個現代書法史是有其意義的。然而在追求創新形式

的同時，也需顧及書法的數個本質——筆墨、文字、精神內涵等，才不致被抽象

畫或歐美的現代藝術給收編。28 

 

    近三十年的書藝創新變革，可以看出大陸書法在文革後有一連串不平凡的騷

動，首先是碑學派書法審美風尚的披靡，然後，觸動民間書法尚拙醜而到了「醜

書」變成流行書風的局面，這其中日本書道因交流展而帶進有七個流派發展的特

色書風，也讓中國書家在與西方世界隔絕幾十年後，感到耳目一新，日本書道的

現代化想當然耳給急欲求變的書家一條參照的路線，於是在墨象、前衛的觀摩

中，大陸現代書法於焉產生，初期走的仍是畫字、解構字形、水墨化、抽象化、

繪畫化的技法，然後逐漸接觸到西方抽象表現主義，及現代藝術流派思維，一些

書家開始思考平面、繪畫性表現之外，應該還有別的，西方現代藝術中的觀念、

行動、拼貼、裝置、現成物……等創作如果引用到書法創新表現會是如何呢？像

中央美院教授邱振中的橫寫，不知是否受到一九八九年到北京開講的旅法藝術家

                                                 
27 〈學院派書法與文化書法的前景〉，摘引自網頁

http://yongheshuhua.com/userlist/yhsh/newshow-2833.html。 

28 參見陳振濂《書法的未來——學院派書法作品集》，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1998 年。暨

《學院派書法創作理論大系》，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出版，200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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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秉明的影響？王冬齡的以報紙為媒材是否受美國畫家克萊因影響，還有拼貼性

的作品，相信是從現代藝術得到靈感，而與前二者同樣畢業於中國美院首屆碩士

生的陳振濂，他對日本書道有極深入的研究，面對已經風起雲湧的現代書藝風

潮，其思索自是活躍而浪漫的，在其門下弟子於全國展賽中突出「廣西現象」的

討論之際，適時提出了學院派書法的觀點，
29而書法主義事實上是西方抽象表現

主義（書法表現派）的移植，其代表者之一的洛齊最終不免走向書法畫。至於其

他的與裝置、行為、地景、環境、觀念、錄像、後現代……等結合的創作，其實

和國際間如韓、臺先行的創作（如墨潮現代書藝論壇）是接近的。 

 

大陸現代創新書藝發展簡表30 

年代 書家或團體 創作及活動情形 出版資料 

王學仲、古干等 26 人 中國現代書法首展  

1985 「 中 國 現 代 書 畫 學

會」成立 
古干任會長，馬承祥、許福同任副會長

《人民日報》《光明日

報》《中國美術報》等十

餘媒體報導 

楊再春主編 
收入中國現代書法首展作品 72 件 

 

《現代書法——現代書

畫 學 會 書 法 首 展 作 品

選》出版 

王方宇《墨舞》在大

陸演出 

王方宇作品與舞蹈動作結合在電視藝

術專題中播出 

王方宇著《墨舞》專輯

二種 

邵岩、谷文達、林信

成 

現代書作品入選「全國第二屆中青年書

法篆刻展」引發強烈爭論 
 

1986 

中國現代書畫學會 
「現代書法二展」 在北京中國美術館

舉行 
 

古干 出版《現代書法構成》 由北京體育學院出版 

中國現代書畫學會 
與日本書道美術院聯合主辦「中國現代

書法展」 

《每日新聞》《朝日新

聞》等報導 

王冬齡 
在在北京中國美術館的個展中有部分

現代書法作品 
 

1987 

王乃壯、古干、戴山

青、閻秉會 

在中央電視台介紹現代書法並示範創

作 
 

                                                 
29 參見胡傳海《法度．形式．觀念》，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2006 年，頁 91-133。 

30 本表參考劉燦銘著《中國現代書法史》之中國現代書法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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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干 
在德國伯思大學、漢堡美術學院講授現

代書法 
 

中國新書法研究會籌

委會、中國現代書畫

學會 

舉辦「中國新書法研討會」暨「首屆中

國新書法大展」（在廣西桂林舉行） 
 

吉林時代文藝出版社 
收黃苗子、李駱公、王乃壯、古干等

45 人作品 
出版《中國現代書法》

1988 

徐冰 「徐冰版畫展」在北京中國美術館舉行 完成裝置作品《天書》

古干、左漢橋等 10 人 
「中國現代書法十人展」在北境中國美

術館舉行 

《中國書法》雜誌社舉

行座談 

安徽省現代書化研究

會 

舉辦「中國現代派書法學術研討會」（北

京） 
 

邱振中 
「最初的四個系列——邱振中書法作

品展」在北京中國美術館舉行 

浙江美院《新美術》刊

載邱振中專文，配發現

代書法作品 

1989 

王冬齡、洛齊、邵岩、

白砥 

現代書法作品在美國波士頓大學美術

館展出 
 

洛齊 
「洛齊作品展」在杭州浙江美院展出

30 餘件 
 

張強 開始長達十幾年的「踪迹學」創作活動  

中國現代書畫學會 
「第三屆中國現代書法展」在日本奈良

美術館展出 
 

1990 

朱青生 赴德國留學，進行現代書法實驗與展示  

王南溟 展出字球組合錄影藝術  

蔣振立主編 《現代書法》雜誌在廣西創刊 四川美術出版社出版 
1992 

古干 《現代書法三步》 
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發行 

書法主義（洛齊、邢

士珍、白砥、張強、

邵岩……） 

「第一次書法主義展」在河南鄭州美術

館舉行 
 

濮列平主編 《中國現代派書法賞析》 四川美術出版社出版 
1993 

張羽翔、蔡孟霞等六

人 

作品獲第五屆全國中青年書法篆刻展

一等獎（其中四人）被稱為「廣西現象」
 

1994 王南溟 
著《理解現代書法》「理解現代書法」

學術研討會在黃山召開 
由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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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書法雜誌、中國

美院 

「第二屆書法主義展」暨學術研討會在

山東威海舉行 
 

濮列平 
創辦中國首家現代書法專題畫廊「頌風

軒」於北京，魏立剛任藝術總監 
中央電視台專題報導 

東南大學中西文化研

究中心現代書法研究

所 

《中國現代派書法十周年代表作家作

品展》、「中國現代派書法十周年學術研

討會」（江蘇南京） 

 
1995 

王冬齡策畫 

「首屆國際現代書法雙年展」在杭州中

國美院舉行，有三十餘個國家地區二百

件作品參展 

 

書法主義 
「97 第三屆書法主義展」暨學術研討

會在杭州舉行 
中日韓國 11 人參展 

朱青生、濮列平 籌備「中國現代書法藝術學會」  1997 

朱青生、張維良 
舉行音樂與書寫交互行為藝術《簫聲．

流水．書寫》 
 

陳振濂 
「98 學院派書法創作展」在北京國際

藝苑舉行 
 

《現代書法》雜誌 
在北京舉辦探討現代書法未來發展座

談會 
 1998 

「中國現代書法藝術

學會」成立 

會址設於南京東南大學，古干為名譽會

長，凌繼堯為會長，首批會員 30 餘人
 

濮列平、魏立剛、閻

秉會策畫 

《巴蜀點兵 99 成都二十世紀末中國現

代書法回顧展》在四川成都舉行，展出

五十餘人四百餘件作品 

出版《巴蜀點兵 99 成都

二十世紀末中國現代書

法回顧展》專輯 1999 

洛齊 
訪義大利主持第四屆「99 開放的書法

主義作品與文獻展」 
 

《現代書法》停刊   

洛齊 編著《書法與當代藝術》 

朱培爾 編著《亞洲當代書法思潮》 

2001 

劉宗超 著《中國書法現代史》 

中國美術學院出版「二

十世紀中國書法思潮叢

書」 

徐冰、王冬齡 「亞洲前衛書法展」在美國丹佛舉行  2002 

英國學者白若思策畫 

「驚人之筆——現代中國書法藝術展」

在倫敦大英博物館舉行，古干、楊應時

協助策劃，王冬齡、張大我、濮列平、

王南溟、張強參加開幕式及交流 

出版《現代中國書法藝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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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強、吳味 
「行為與書寫——張強、吳味藝術展」

在香港展出 
 

古干、濮列平 決定將「現代書法」更名為「漢字藝術」  

王冬齡 
任中國美術學院「現代書法研究中心」

主任 
 

張渝、沈珉 著《書法主義》 湖南美術出版社出版 

中國美術學院 
招收「現代書法創作和理論」研究方向

博士生，導師為王冬齡教授 
 

張強 
放映其 2002 年在香港進行的行為書寫

錄影 
 

江蘇國畫院 

「現代書法提名展」在南京舉行，沃興

華、古干、濮列平、邵岩、閻秉會、魏

立剛、朱青生、張大我（澳洲）……等

參加。 

 

2003 

中國美術學院現代書

法研究中心 
《現代書法研究》報紙創刊  

廣州美院、廣東現代

舞團聯合主辦 
「書法和現代舞對話」在廣州美院舉行  

東南大學 現代書畫研究所撤銷  

濮列平 任北大資源美術學院漢字藝術系主任  

傅京生 著《中國現代書象》 
巴黎太平洋通出版社出

版 

王冬齡總策畫 

「書非書——開放的書法時空二○○

五中國杭州國際現代書法藝術展」在中

國美術學院美術館舉行，並舉行「當代

書法的境域現代書法國際論壇」。 

展覽專輯由許江、王冬

齡主編，中國美術學院

出版社發行 

2004 

中國現代書法藝術學

會、東南大學 

舉行「中國現代書法二十年學術研究

會」 
 

中國美術學院 
現代書法研究中心承辦「祝福書法——

平安夜書法現場」有行為書藝演出 
 

2006 

文備、蘇金成 
編著《中國現代書法二十年學術研討會

論文集》 
香港東方藝術中心出版

江蘇省現代書法研究

院 
在南京成立，劉燦銘任院長  2007 

王鏞、沃興華、曾祥

等策展 

首屆中國現代書法提名展在北京東方

元象畫廊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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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立剛 
植龕——魏立剛書藝展在北京、上海展

出 
 

張強 著《後現代書法的文化邏輯》 重慶出版社出版 

王冬齡 在北京中國美術館舉行個展 
《王冬齡書法藝術》專

輯由榮寶齋出版 

張愛國 《中國現代書法藍皮書》 
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出

版 

邵岩 
墨計——邵岩漢字藝術新作展在北京

798 藝術區舉行 
 

2008 

中國美術學院 

「很好、很書法——平安夜書法現場」

活動，「現代書法研究中心六周年」學

術座談會 

 

2009 陳振濂 著《學院派書法創作理論大系》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五、兩岸書藝創新發展比較 

    「墨潮會」在一九九二年決定全力發展現代書藝創作與理論探討，發表的宣

言是——現代書一就是一切（一切表現的可能性），這樣大膽的宣示其實並非空

穴來風，而是總結了先前已經開展的創作面向得到的啟發，西方抽象表現主義、

日本前衛書道是啟蒙師，五六○年代水墨畫團體東方、五月畫會成員的嘗試（莊

喆、文霽、胡奇中、馮鍾睿、顧重光、李錫奇……）前輩書家王壯為、史紫忱、

尹之立的書法創意，到八○年代現代書藝盟、鐵硯會、九九藝群、現代書藝系列

展，將近十年間的創新探索包括平面的創意書寫、繪畫性作品乃至觀念書寫、裝

置、行為、戶外現成物創作……等，累積了頗多的經驗（這些創作成果紀錄於《書

法教育》、《書法藝術》等期刊），一九八八至一九九一年，墨潮成員張建富等連

續多次組團赴大陸九大城市交流，也帶回了不少彼岸現代書法發展的資料。一九

九二年韓國舉辦首屆國際現代書藝展，墨潮成員張建富、蔡明讚、陳明貴應邀參

展，並於開展式上首次公開「行為書藝」表演。有了一連串的創作能量堆積，《墨

潮會現代書藝論壇》自一九九三年起在《藝術家》月刊推出，從主題座談探究日

本前衛書道和西方抽象表現主義、現代藝術流派思想開始，一方面開拓成員視

野、一方面凝聚共識，然後依書法表現（文字表現）、符號表現、圖像表現、拼

貼表現、行為表現、戶外創作（環境）、現成物表現、裝置表現、觀念表現……

進行個別或集體創作，並將作品及論述逐月發表，在持續兩年餘中，可以說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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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可能性均被涉及，主要在於印證「現代書藝就是一切」的宣言。一九九四年

書法教育學會在年度書法比賽中設「創意組」，吸納一些平面性的作品，這些來

自四面八方的作品，類於日本的少數字、墨象，並有不少接近抽象表現主義的風

格（書法畫）。一九九九年臺南市的「書寫的可能性」展、何創時書法藝術基金

會的「傳統與實驗雙年展」、歷史博物館「書法春秋大賽」創意組、「行天宮盃書

法比賽」創意類，雖然徵件為平面作品，但這種有別於傳統書法的嶄新創作面向，

已經從較少人理解而逐漸居有一席之地，二○○○年臺灣美術館更策劃了名為國

際書法文獻展的活動，實際上卻是兩岸及國際現代書藝創作與理論現況的一個大

彙整（策展人李思賢其後持續研究當代臺灣書藝創新，撰成《當代書藝理論體系》

出版），並肯定新書藝創作的種種探索與成就，自然也更清晰地勾勒出現代書藝

這個由書法生發，結合東西方藝術思維所產生的「新藝術」——她的比較全面性

的範疇體系。 

 

    標舉現代書藝就是一切的墨潮會以涵蓋範疇廣泛的探索成為臺灣書藝創新

的代言，因為近三十年來除了墨潮成員外並無任何一個團體或個人提出較為具體

的現代書藝理論思想，再者當代書藝創新從事者已逾數百，其作品成千累萬，但

似亦未超越墨潮會成員所開創的各種表現類型，那麼，或許有人要問，現代書藝

是否已經走進了胡同？對於這個問題現象的解讀，我認為無論是臺灣或大陸在現

代書藝創作上都遇到了同樣的問題，不過我們看十九世紀末以來西方流派藝術的

發展，每一個流派固然代表那個世代的創新發明，都成為美術史的一座山峰，但

後繼者仍可以在每一個藝術思維範疇進行創作，也未嘗沒有後出纘精的可能，印

象派、立體派、超現實、抽象表現、普普、……仍然有許多藝術家在那些不同風

格的園圃中開墾而長滿奇葩異卉，現代書藝創作自然也是如此。九○年代末以

來，更多創作者運用書法的相關元素，或作少字數墨象、或作書法創意、或作抽

象表現、……這些平面作品嚴格說來已與傳統書法的定義、特質脫鉤，在墨潮會

成員大量的文字論述和作品標題都以「現代書藝」為指稱下，除了少數學者或稱

現代書法、或稱現代書法藝術之外，大多數有此創新傾向的書家，並未有長期堅

持其他名稱的理論或創作者。相較於大陸方面，現代派書法有古干的《現代書法

構成》、《現代書法三步》，王南溟的《理解現代書法》；書法主義有洛齊的《書法

主義文本》、張渝、沈珉的《書法主義》；學院派書法有陳振濂的《學院派書法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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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理論大系》等，還有《現代書法》雜誌（一九九三—二○○一），明確指稱各

自創作的派別，當然也圈囿了旗下附和者的創作和理論範疇，臺灣的書藝創新相

對而言較為自由而寬泛，一種創作面貌的出現，頂多引起一陣側目耳語，批判、

論戰的文章罕見，二○○○年以後的學術研討會，學者專家也大都就「現象」加

以論述，沒有形成壁壘分明的流派之爭。再者，「墨潮會」作為臺灣書藝創新的

開路先鋒，標舉「現代書藝」這個各種創新可能性的「綜稱」，在每一種「表現」

下提出創作的理論依據，卻不以主義、流派設限，倒是「現代書藝不是書法」（是

一種新的現代藝術項類）這個概念頗能使有意開展當代以書法為創發的探求（這

包括書家、畫家、雕塑家、設計家、現代書藝創作者……）較為廣闊的空間，因

為沒有流派框架的顧慮，反正所有「割捨傳統、表現抽象、反映時代（環境、本

土……）」的任何與「書」（書法、泛書法、文字、泛文字）、藝（當代創作思潮）

有關的創作，均可以標題為「現代書藝」。
31 

 

    大陸方面的書藝創新發展，在理論鋪陳上根基於文革以後書法美學研究、古

代書史書論研究、當代書法批評……等的活絡而引發熱絡的辯論，積存的文本資

料不可謂不豐，尤其是參與創作的人口數十倍於臺灣，樣貌的琳琅滿目不在話

下。32然而檢視三十年來代表性作家的創新，似乎兩岸的趨向大同小異，莫不是

以日本墨象前衛和西方抽象表現主義為啟蒙，解散傳統書法的筆法、字體，邁向

抽象造形、書法畫、觀念書寫，以及藉取西方藝術流派主義思潮（拼貼、裝置、

行為、觀念、錄影、現成物……）從事當代藝術創作，而無論是造形化、繪畫化、

觀念式的平面作品，抑或立體、環境、表演……的非平面創作，皆與書法（古典、

現代）的既有定義違離。從一九八五的現代派書法、一九九三接契的書法主義，

每一個展覽都引發內部的省思和外部的質疑，這當然是一項新藝術推出而對舊藝

術的衝擊所帶來的現象，但問題就出在這些新理異態的創作採用的標題指稱是

「書法」，卻一個個割捨、拋棄書法既定元素語彙，因此模糊了界域，形成了語

意上的模稜和矛盾。三○年代日本的墨象、四○年代的前衛書道、五○年代西方

抽象表現主義中的書法表現傾向，這些創新為什麼能夠恰如其名份？ 

                                                 
31 參見拙文〈現代書藝與抽象藝術〉，文收於《書法教育》期刊第 17 期，1995 年，書法教育學

會。 

32 參見劉宗超《中國書法現代史》，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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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派書法展」呈現的作品大多是平面式，且以筆、墨、宣紙為主要材質，

部分雜以色彩，總體而言帶有較多的書寫意趣，
33雖然較接近於抽象表現，漢字、

書體仍依稀可辨；書法主義則因有現代派書法的先行，故只有更進一步的抽象

化，以至許多作品應以繪畫視之，而且有大幅度向抽象表現主義靠攏的趨勢，此

外藉取觀念藝術、行為藝術、裝置藝術、現成物藝術……等的思維手法，把書法

意象置入其中而成為不折不扣的現代藝術，谷文達、徐冰的創作知名國際，
34已

成為中國當代藝術家進入世界藝術史的代表人物，其他卓著創作成果的如邱振中

（觀念）、王冬齡（拼貼）、洛齊（裝置）、邱杰志（行為）、王南溟（觀念、裝置）、

吳山專（裝置）、朱青生（行為）、張強（行為）、唐楷之（符號）、魏立剛（圖像）……

等，
35他們的作品之所以有討論的價值，說穿了就是再生傳統（書法意象）、追求

抽象（純藝術），並且用世界上現代流行的藝術思潮、表現手法，來創作具有濃

烈的中國氛圍（書法元素最能代表中國吧？）的當代藝術。前述代表性創作家之

中，八○年代移民美國的谷文達，其結合水墨效果的巨幅抽象表現和裝置作品，

徐冰的一系列製作繁瑣、工程浩大的觀念、裝置藝術堪稱「現代書藝」經典之作，

它不是書法的定義所能涵蓋，也不需要書法界的認同。再談到學院派書法，由於

他的創作內資基本上是書法的技術，所以也被歸為傳統派的範疇，理論的開山者

陳振濂是當代中國書壇最負名望的學者，詩、書、畫、印創作，書法理論、教育

推廣無所不苞，是典型的奇才，不過他提出的學院派書法流派主張，所要表達的

應是藝術創作觀念，由於採用再製、拼貼等技術，形式上已非純粹的傳統書法，

故也應視為現代書藝的一支，學院派書法的最大作用應該是引領創作者深入理解

傳統，並進一步活用傳統，在長期的筆墨思索運作中，有助自我風格的入古生新，

只不過若要進入當代世界藝術語境，則尚待近一步結合其他藝術思維。 

 

    檢視兩岸書藝創新發展的全盛期都在九○年代，有不少創作簡直不約而同，

從平面的解構書法、進入抽象繪畫語境，到與國際現代藝術接軌而成為富東方獨

特美學內涵的當代藝術，這些我認為都可以稱做「現代書藝」（某種表現），而在

                                                 
33 參見劉宗超《中國書法現代創變理路之反思》，江西美術出版社出版，2008 年，頁 162-179。 

34 參見沈偉《中國當代書法思潮》，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1 年，頁 62-81。 

35 參見許江、王冬齡主編《書．非書——開放的書法時空——2005 中國杭州國際現代書法藝術

展》，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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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中國當代藝術進入世界藝壇的努力中，臺灣墨潮會固然有此理想，在創作提

出上也是兩岸的先覺，卻並沒有達成目標，甚且如此劃時代的創造，在現代藝術

界也未嘗給予較多注目，因為許多人將它視為反傳統書法的變種，是書法界的

事。大陸的現代書法創新思潮，其受到的阻力十、百倍於臺灣，這無疑是「書法」

二字在指稱上尾大不掉的關係，雖然用現代書藝的「書藝」兩字與韓國已習用的

書法定義雷同（日本稱書道、韓國稱書藝、中國稱書法，其實就是自古以來已定

義明晰的「書法」。），但其實書藝只是外邦對書法的指稱，何況加了現代，即便

在韓國，他們的書藝創新也不叫書藝而較現代書藝。八○年代末中國已經改革開

放多年，日本前衛書道、西方抽象表現主義早已眼熟能詳，然而現代書法對傳統

書法的破壞仍使大多數從事書法研學創作者難以忍受，據聞書壇大老王學仲、書

協核心劉正成（當時任副秘書長、主持《中國書法雜誌》）便曾因公開支持現代

書法而遭遇到上級的壓力，
36不過在藝術家一波波的聯展、學術研討、活動、個

人創作展，還有專輯、專論、專著、雜誌的傳布，甚至應邀到歐、美舉行專題展

等不太可能是瞎搞活動出現，讓這些原本驚世駭俗、少見多怪的新藝術久而久之

也見怪不怪了，何況經過歲月的沉澱，不論創作者或旁觀者都冷靜下來思考，現

今持續專力於創新努力者已越來越少，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創新本身即是個高難

度，試看後起的創作不是雷同於墨象前衛，便輕易落入西方抽象表現的窠臼，且

結合現代藝術手法也已有先行的成就者，如谷文達、徐冰、洛齊、張強、邵岩、

王南溟……等，想在他們開發的面向之外再闢新局頗為困難，所以歐洲在五○年

代前後有個抽象表現主義流派「眼鏡蛇藝術群（COBRA）」37活躍一時，但只維

繫三年（1948-1951）便已結束活動，當代書藝創新的風華似乎也是十年上下，這

是否是二十世紀以來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思潮下藝術流派風起雲湧、此起彼落

並迅速走入歷史的必然？當然兩岸現代書藝的發展尚不至於走到窮途末路，如果

將之定位為傳統書法領域之外的另一個藝術項類，相信是大有可為的，恰如傳統

書法，儘管所有元素——筆法、結構、章法、風格……均已被古人運用殆盡，仍

然可以入古生新。現代書藝對漢字、書法、筆墨……的取資，進行創意書法、實

驗書法、抽象表現……是有空間的，至於裝置、行為、環境、觀念、影像、科技……

則更有無限的可能，展望未來，近三十年現代書藝創新的探索在美術史上應是意

                                                 
36 參見劉燦銘《中國現代書法史》，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 年，頁 210-211。 

37 參見《眼鏡蛇藝術群——及其十年後之影響》，台北市立美術館發行，198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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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深遠的。 

 

六、結論 

    觀察兩岸現代書藝發展，從一些狀態、現象的不謀而合與殊途同歸，得到的

辯證是「書法就（還）是書法」、「現代書藝不是書法」。傳統書法的歷史派衍有

它一貫的規律，最簡單的概念是筆法（尤其是筆鋒）、造形（結字、章法）、風格

（入古生新）的整體創作表現，違離了賴以檢驗、參照、判準的諸種元素，書法

作為一項高妙藝術的價值將無從依附，雖說書法在古代也重視人文表達，一件作

品的價值除了技藝的深度，還有作家的文化意涵（學問、人格等），但能成為經

典的妙作鉅蹟定然具足技（筆法……）藝（風格）的精湛。當代的書法因社會環

境、政治文化的變遷，人文氛圍大不如昔，書家的光環來自藝術創作的專業，從

事者一面要延續書法優異的傳統，一方面也要契入時代審美語境，一個有利的條

件是現代社會上普遍對專業的尊重，能在某個領域內做到頂尖就能享有較高的社

會地位，諸如雕塑家朱銘、舞蹈家林懷民、作曲家馬水龍、作家黃春明，甚至掌

中戲的黃俊雄……，每一個人都因藝術的創造突出而有功於文化，那麼書法呢？

寫出有時代氣息的書法風格之外，還要用心推展而影響社會，譬如將書法的雅、

書卷氣、哲理……展現在創作的氛圍中讓愛好者濡染於文人文化的情境中，得到

目悅神怡的審美趣味。而現代書藝與書法脫鉤，逐漸形成一個嶄新的創作範域，

它的海闊天空就無法拘限了，傳統書法因為植基於「成法」，研學階段較長，創

作的成果晚收。現代書藝取徑於抽象、表現，藉重其他藝術思維，以反映當下為

訴求，但這並非是膚淺的為創作而創作，乃是為表現、為藝術而創作，平面作品

作為主流，它的造形化、繪畫化不僅提供視覺的觸動，禪學精神的內涵更是它深

化的基礎，試看二十世紀以來，透過日本禪學大師鈴木大拙在歐美的發揚，中國

禪宗美學潛入了現代藝術創作之中，可以說抽象表現主義的許多畫家，他們創作

的內在有西方哲思（如存在主義），也有禪的精神（直契心靈），因此看似任意刷、

掃、塗、抹、噴、灑、滴、濺……的抽象畫，其實它的藝術創過程有著豐富的美

學、心理學乃至文化學與社會學的內涵。 

 

    由是而言，現代書藝創作經過三十年的開展，無論是創作或論述，大抵還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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留在形式的層次，也就是著重表象上的技法與風格，對於生成某一種創作形式的

內在因素較少著墨，既然現代書藝的特性是「表現」，而且那些做為技法、樣貌

的形式所應有的美學依據才是表現的指歸，那麼作為一項當代藝術，它的「美學」

38是什麼？我認為除了書學、禪學這兩大已經被日本前衛書道和西方抽象表現開

發的體系之外，儒、道兩家有關的審美哲理應是未來涉入的重要元素，因為當所

有的藝術創作形式皆已挖掘殆盡，則藝術所倚賴的自然是思想了，思想起源於

空、無，所謂天馬行空、無中生有，空、無之能成為有，那就得參學和了悟，藝

術創作在「突發奇想」的背後必定有個醞釀的機制，否則這個「想」是很難於「奇」

的。回顧兩岸在現代書藝上的殊途同歸，發現到有不少創作竟然是類似的，例如

墨潮會的行為書藝由張建富吹笛、廖燦誠演太極拳及揮毫，和大陸張維良吹簫
39、

朱青生在岩壁間書寫；王南溟的字球裝置和徐永進的揉書法紙團裝置40；張建富

和吳山專的裝置；鄭惠美和張強的觀念；連德森的電腦字和徐冰的新造字……，

一堆突發奇想的創作在未曾交集的空間中產生。至於更多的平面式創作，雷同性

就不在話下了，這個情況啟示我們，你以為的創新其實別人也想得到，關鍵在於

是誰的新比較有深度，因此不斷反省、參照在資訊迅捷傳遞下國際間的各種不同

創新呈現，並從思想著手，切不可停滯在既有的「主義」、「派」的園囿中，因為

藝術史是不停邁前的。 

 

 
谷文達 

 
鄭惠美 

 
克萊茵 

                                                 
38 參見平山觀月著，喻建十譯《書法藝術學》，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年。 

39 參見《現代書法》雙月刊第 44、45 期合刊，廣西美術出版社，2000 年，頁 18、19。 

40 參見《徐永進現代書藝》，蕙風堂筆墨有限公司出版部，2001 年，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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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洛克 

 
楊子雲 

 
唐楷之 魏立剛 洛齊 

 
邵岩 古干 

邱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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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冰 

連德森 
廖燦誠 

 
徐永進 

 
濮列平 

 
陳振濂 

 
克萊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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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富 
吳山專 

 
王冬齡 

 
張強 



2011《漢字藝術節》─兩岸當代書法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86

 
朱青生 

 
王南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