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筆情刀意墨縱橫──淺談李奇茂書法藝術風格 

	
	

131 

筆情刀意墨縱橫──淺談李奇茂書法藝術風格 

Carving-like Unrestrained Brushstrokes Delivers Freely 

Thoughts. A brief Discussion of Lee Chi Mao’s Calligraphy Art 

Form 
 

江柏萱 

Chiang,Po-Hsuan 

 

長榮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於前人對李奇茂教授之繪畫藝術成就、美術教育耕耘、中華文化傳承等

研究基礎上，探討其書法藝術之風格表現，試以作品主題、創作思想、形式風格

為主線，時代脈絡及書畫風格演變為隱線，略分為「傳統奠基與轉化」、「快意刻

書與自在用筆」以及「書畫印融會造境」三部分，淺析李奇茂教授書法藝術創作

的筆情墨趣，及融合自身對書法、繪畫、篆刻之理解與體會，創作出獨特的「刀

意」與「畫味」書風。 

 

 

 

 

 

 

 

 

 

 

 

 

【關鍵詞】李奇茂、李奇茂書法、刀筆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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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走進二次大戰結束後的臺灣美術史，從懷鄉題材、社會寫實風格到新藝術運

動、前衛藝術、現代繪畫運動以及鄉土運動……，歷經時代的洗禮，臺灣書畫藝

壇的前輩們走過這片土地，在歷史長河中創造了無數的璀璨。 

 

1925 年，李奇茂出生於中國安徽省渦陽縣，純樸農村的童年記憶、北方闊

土的鄉野豪情在血液中流淌著，傳奇一生於 1949 年來臺後接續展開。1952 年他

入讀政工幹校美術系，師事梁鼎銘、梁又銘、梁中銘昆仲，1959 年回母校任教，

1976 年轉任臺灣國立藝專教授及科主任，其後長達數十年的教育生涯，除培育

臺灣藝術人才，更長年為兩岸藝術、文化交流貢獻己力，並匯集藝文界菁英，籌

組中華畫院、臺灣畫院、臺灣美術院等團體，作為兩岸藝術交流平台；目前海內、

外各地以李奇茂為名的美術館、書畫館多達九處（表 1-1），其捐贈文物及書畫作

品高達數千件，被稱為「中國書畫藝術之鄉」、位於山東省西北部的高唐縣，2012

年「李奇茂美術館」（暨海峽兩岸書畫交流基地）開幕揭牌，館中陳列出李奇茂

捐贈逾千件的文物收藏，為藝術教育、文化傳承及兩岸藝文交流貢獻己力。 

 

李奇茂一生創作不輟，作品數量難以估量，對於繪畫的熱愛，夫人張光正女

士曾描述其習畫一日以二刀紙計，可見其用功至深；對李奇茂而言，創作是永無

止盡的，永遠需要創新，突破昨日的自己──以「不重複自己」為挑戰；永遠找

不到最滿意的那張畫──以「明天的畫最好」為期許；擁有豪情壯志，將自己置

身於藝術史的長河──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為目標，他直至 2019 年 5 月

24 日，闔眼長眠，才終止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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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1）海內外李奇茂美術館一覽表    （江柏萱整理 2020/4/13） 

名稱 地點 成立時間 

李奇茂書畫館 馬來西亞／吉隆坡 2009 年於麻六甲成立 
2018 年搬遷至吉隆坡重新開幕 

李奇茂藝術教育館 臺灣／新北 2004 年前成立 
2018 年正式展出 

李奇茂美術館 臺灣／金門 2016 年成立 

李奇茂美術館 
（海峽兩岸書畫交流基地） 

中國／山東高唐 2012 年成立 

李奇茂書畫館 
（李奇茂藝術交流學苑） 

中國／山東聊城 2017 年藝術交流學苑成立 
2019 年書畫館成立 

李奇茂藝術館 中國／山東聊城 2016.10.16 成立 

李奇茂美術館 中國／安徽亳州 2015 年開館 
李奇茂美術館 中國／廣東中山 2018 年成立 

李奇茂藝術館 中國／南京 2015 年成立 
 

回顧目前與李奇茂相關的研究成果，包含了《采風•神韻•李奇茂》1、《李奇

茂繪畫藝術之研究》2等出版專書；〈立足於傳統與創新──李奇茂的中國畫〉3、〈人

情、人性與人格──李奇茂的人物畫〉4、〈九十老翁行得──李奇茂的純粹書寫〉

5、〈鑑古開今－論李奇茂教授繪畫創作〉6、〈歌頌民族魂的畫家－李奇茂〉7、〈豪

情冠日月•筆墨定乾坤──側寫李奇茂教授的人與畫〉8、〈何方神聖轉化人．扮作

																																																								
1 潘襎：《采風•神韻•李奇茂》（臺中，國立臺灣美術館，2014 年 12 月）。 
2 林可凡：《李奇茂繪畫藝術之研究》（臺東，臺東縣書法教育學會，2011 年 12 月）。 
3 邵大箴：〈立足於傳統與創新──李奇茂的中國畫〉，《李奇茂美術館館藏作品選集》（中國，山

東高唐，李奇茂美術館出版，2012 年 10 月）。 
4 黃光男：〈人情、人性與人格──李奇茂的人物畫〉，《李奇茂美術館館藏作品選集》（中國，山

東高唐，李奇茂美術館出版，2012 年 10 月）。 
5 潘襎：〈九十老翁行得──李奇茂的純粹書寫〉，《心能轉境──李奇茂個展》（臺北，赤粒藝術，

2017 年），頁 16~25。 
6 沈以正：〈鑑古開今－論李奇茂教授繪畫創作〉，《李奇茂教授繪畫的世界》（臺北，國立中正

紀念堂管理處出版，2005 年 10 月），頁 6。 
7 黃永川：〈歌頌民族魂的畫家──李奇茂〉，《李奇茂教授繪畫的世界》（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

管理處出版，2005 年 10 月），頁 7。 
8 蔡友：〈豪情冠日月•筆墨定乾坤──側寫李奇茂教授的人與畫〉，《李奇茂教授繪畫的世界》（臺



李奇茂教授藝術與教育成就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34 

凡間一畫仙──記恩師奇茂教授其人其畫〉9、〈鄉野．豪情──奇茂〉10等短篇序

文、篇章；研究論文如《李奇茂教授繪畫創作之研究與個人創作關聯─以人物為

例》11、《李奇茂水墨藝術與文化藝術交流之研究》12、《李奇茂繪畫藝術研究》13

等學位論文，屬整體觀照、涵蓋層面較廣的著述；研討會短篇論文則如〈墨海風

雲氣生韻-李奇茂的水墨畫〉14、〈墨海奇航李奇茂教授水墨藝術的美學性格〉15、

〈至情至性-豪氣萬千從李奇茂教授的人品到畫品〉16、〈李奇茂常民美學繪畫之

影響〉17、〈臺灣鄉土水墨寫意風采大師-李奇茂從人文到極簡之應用研究〉18、〈李

奇茂水墨藝術中飛禽走獸題材美學之研究〉19等，研究者多從水墨繪畫角度切

入，有著重其人物畫題材、水墨表現技巧者，或從其繪畫風格發展分析，以繪畫

史觀點進行探究；從藝術教育及文化薪傳層面著墨者如：〈李奇茂教授的功蹟與

影響力〉20、〈臺灣當代水墨新觀點之研究──以李奇茂水墨創作與教學為例〉21、

〈李奇茂教授的創作與教學精神──從林家花園精神符號李奇茂教授水墨畫暨文

物蒐藏展談起〉22、〈回眸人間--李奇茂的文化薪傳〉23等，顯見其對臺灣藝壇的

																																																																																																																																																															
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出版，2005 年 10 月），頁 8。 
9 黃才松：〈何方神聖轉化人．扮作凡間一畫仙 記恩師 奇茂教授其人其畫〉，《李奇茂教授繪

畫的世界》（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出版，2005 年 10 月），頁 9。 
10 蕭瓊瑞：〈鄉野．豪情．一奇茂〉，《鄉野．豪情：李奇茂水墨展》（臺北，中華文化總會出版，

2014 年 6 月），頁 6~13。 
11 林禮華：《李奇茂教授繪畫創作之研究與個人創作關聯─以人物為例》（中國文化大學美術學系

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 
12 王真珠：《李奇茂水墨藝術與文化藝術交流之研究》（國立臺東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13 林可凡：《李奇茂繪畫藝術之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視覺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14 高木森：〈墨海風雲氣生韻-李奇茂的水墨畫〉，《李奇茂教授藝術風格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新北，國立臺灣藝術大學，2012 年 12 月），頁 1-16。 
15 黃才松：〈墨海奇航李奇茂教授水墨藝術的美學性格〉，同上，頁 17-54。 
16 唐健風：〈至情至性-豪氣萬千從李奇茂教授的人品到畫品〉，同上，頁 65-72。 
17 陳炳宏：〈李奇茂常民美學繪畫之影響〉，同上，頁 131-158。 
18 劉玉秋：〈臺灣鄉土水墨寫意風采大師-李奇茂從人文到極簡之應用研究〉，同上，頁 213-230。 
19 王真珠：〈李奇茂水墨藝術中「飛禽、走獸」題材美學之研究〉，同上，頁 271-285。 
20 周明聰：〈李奇茂教授的功蹟與影響力〉，同上，頁 231-270。 
21 沈禎：〈臺灣當代水墨新觀點之研究──以李奇茂水墨創作與教學為例〉，同上，頁 55-64。 
22 沈禎：〈李奇茂教授的創作與教學精神──從林家花園精神符號李奇茂教授水墨畫暨文物蒐藏

展談起〉，同上，頁 5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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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貢獻，與為人所稱道的非凡藝術成就。然而，諸多分析與研究中，對於其「墨

潑四海、筆掃天地」的書法創作表現卻鮮少有人關注，故此次筆者以「筆情刀意

墨縱橫」為題，淺析李奇茂教授書法創作中的筆情墨趣，及其中獨特的「刀意」

與「畫味」。（前言後記：2010 年筆者就讀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研究所期間，

有幸修習李教授開設之課程，一見如故，待我日厚，談天說地無所不聊，師曾莞

爾吾倆為相見恨晚之知己，亦曾數次命筆者簡述其書，竊以為來日方長，一步怠

慢成遺憾，實在慚愧，今以此文遙紀吾師，願極樂世界有祢，筆墨豪情如昔，逍

遙自在無憂。） 

 

二、傳統奠基與轉化 

  李奇茂生於書香世家，承襲傳統士大夫觀念，自小父親即強迫其讀書練字，

故對於歷代書家名帖諸如二王行草、唐楷、北碑刻石…等多有研習，雖其後醉心

於水墨繪畫，然此時期的訓練卻為其奠定了深厚的書畫、文學根基。1949年，李

奇茂（時年25）隨國民政府遷臺，期間環境艱困，故其8至25歲期間作品皆未能

留存，1956年進政工幹校後，受教於梁鼎銘、又銘、中銘昆仲，對其畫題、畫種、

畫藝皆產生深遠的影響。 

 

（一）小楷書風 

  1962年繪製的〈正氣歌〉十二屏（圖2-1），梁又銘亦曾繪相同題材，款識

寫道「師又銘正氣歌」，林可凡曾提及由〈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裂〉（圖2-2、

圖2-3）中可見李氏整張作品的人物造型、構圖、筆墨，甚至題款的字體都與梁

又銘極為接近，臨摹意味濃厚，亦有同主題但構圖、比例、題款、鈐印等皆不相

同者24，可看出李氏從臨摹中融入個人意念的創作巧思。對於該作此處欲探討的

是，與〈正氣歌〉十二屏一同裝裱、下方延伸的短文小字，為李奇茂眾多作品中

少見的小楷書作，整體書風秀潤，以界格襯底書寫，並特別標出句讀，全篇用筆

精煉簡潔，豎畫多「向勢」，努鈎筆法有顏、柳風，結體工整、寬綽自然，微露

																																																																																																																																																															
23 潘襎：〈回眸人間--李奇茂的文化薪傳〉，《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19

年 9 月），頁 72-75。 
24 林可凡：《李奇茂繪畫藝術之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視覺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頁 13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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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小楷氣韻；十二件小楷橫幅均未落款，先書後畫、先畫後書或與繪畫同時未

能明證，據其口述，此為三十多歲所書，然畫作為1962年（時年37）繪製，而此

作整飭溫潤的風格較清新秀雅，與畫作落款所呈現的雄渾之氣不盡相同，筆者判

斷畫作落款書風應與臨摹又銘師作品有關，而從書寫內容來看，小楷作品該成於

1962年前後、為配合畫題所書，但其後卻未見此類書風的小楷，故若欲談論書風

問題，尚待日後研討。 

 

    
圖 2-1：〈正氣歌〉（其中八屏），現藏於山東高唐「李奇茂美術館」 

 

      
圖 2-2（圖組）：李奇茂〈正氣歌〉中款識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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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圖組）「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裂」：李奇茂（左）與梁又銘（右）所書，可見李氏臨

摹意味，然起筆及轉折頓點之習慣用筆與梁氏略有不同。 
 
 

 
 

 
（左）圖 2-4：李奇茂〈正氣歌•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下之橫幅小楷已

佚失，現藏於「李奇茂美術館」之作為筆者代筆臨書補遺。（攝於山東高

唐「李奇茂美術館」） 
 
（右上）圖 2-5：李奇茂〈正氣歌•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原作（資料來源：《李奇茂美術館館藏作品選集》）。 
 
（右下）圖 2-6：李奇茂〈正氣歌•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之橫幅小楷，筆者代筆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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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臨寫實況：上方為原圖照片，因原作佚失，李奇茂教授於山東高唐「李奇茂美術館」開館

前命筆者將此作對臨以補遺，後裝池於美術館展出（筆者攝影，2012/10/4）。 
 
 

 

 
 
 
 
 
 
 
 
 
 
 
 
 
 
（左）圖 2-8：〈白靈詩〉，水墨紙本，2003 

 

 
 
 
 
 
 
 
 
 
 
 
（右）圖 2-9：〈五福臨門〉，剪紙畫仙板，

40.8×31.7CM，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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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將往後較成熟的行楷與之相較，可看出書寫習慣的不同，如〈白靈詩〉中

輕重變化強烈，字形結構自由，強調「捺」筆動態（圖 2-8）；〈五福臨門〉線條

較厚重，方折處呈現北碑刀感，且豎鉤呈「背勢」（圖 2-9），種種特徵不易與〈正

氣歌〉下方小楷的書風聯結，若可蒐集類似書風相互對照，應有利釐清該「特殊

風格」之來由與定位。 

 

         【圖表 2-1】李奇茂作品款識圖表     （江柏萱製表） 

 

款識 

    
 

年代 1950 前 1958 1962 1973 1989 

作品 〈洗衣圖〉 〈金門寫生〉 〈正氣歌〉 〈人物（滑雪）〉 〈祭祀〉 

款識 

    

 

年代 1998 2003 2008 2012 2017 

作品 〈虎年畫虎〉 〈白靈詩〉 〈苦行圖〉 〈人居心在聯〉 
〈有魚億萬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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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法風格的轉變從畫風的變化可循得一二，又可自畫作的落款樣式察出端

倪。從「【圖表 2-1】李奇茂作品款識圖表」可知，李氏各時期款識字體的演變，

早期書寫線條細銳且較工整，以硬挺瘦勁的風格為主，1985 年前後李氏遊覽世

界各地行異國文化交流，1989 年作品〈祭祀〉之款識已與 70 年代字體明顯有別，

以流暢多變的行書落長款，1998 年〈虎年畫虎〉之款文更以行草書寫；從簽名

字體樣式的演變來說，1960 年代前屬於初期款樣，1970 年代則稍有變化，強調

「茂」字撇畫不出鋒而採拉長停頓的寫法；1980 年代「奇」字以草書寫法為主，

「茂」字撇畫開始朝左上迴筆，映帶至末點的書寫；1990 年代開始常簽全名，

至 2003 年〈白靈詩〉之簽名樣式變化不大，但「李」字上下部件開始有「左上

－右下」中軸線歪斜的取勢；而從 2012 的款識可知，「奇」字寫法又再一變，較

原草法更加簡練，且更為緊縮、與「茂」字氣脈更連貫；2017 年左右線條則抖

動得較厲害，「李」、「奇」二字更減、「茂」字下拉後呈現離合的視覺感。故由款

識書寫風格與字形寫法的演變脈絡可知，書法與繪畫風格的轉變皆可同時相互映

證，李氏無年款之繪畫作品甚多，我們或可依據可靠的款識作品返回推測無年款

繪畫作品之年代考釋，此部分待往後再行探究。 

 

（二）大字對聯 

  李奇茂的書法作品中，以六尺對開的大條幅書寫對聯最為常見，且通常為

四、五言的聯句，每個字常在 20 公分見方以上，若以作品整體來看，中軸線的

錯位與擺盪為其一大特色，如【圖表 2-2】所示，單字明顯錯位如作品３、４、

８，單字中軸線的位移或錯置，使得行氣連貫性稍減，但有時搭配部件離合的傾

斜與位移（如作品４的「墨」字將「黑」、「土」解構，「土」與「思」右傾的軸

線一致），還是增加了氣脈的連貫；而輕重錯落的點畫線條與擺盪的中軸線，可

說是李氏為增添全篇的視覺效果最常運用的技巧，從圖表中的軸線變化可知「左

－右－左」的「類Ｓ型」軸線擺盪方式比例較高，弧度略有不同，而未擺盪、垂

直中軸線較清晰的對聯作品則較少見（如【圖表 2-3】）；若說書法作品的氣脈所

呈現的是韻律感，那點畫線條中的乾濕潤燥變化便主宰了畫面的節奏感，從李奇

茂的對聯作品中均能感受到這種酣暢淋漓的筆墨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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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2-2】對聯（一）：中軸線之擺盪與錯位 

作

品 

 
１ 

 
２ 

 
３ 

 
４ 

作

品

資

料 

多少古今事 
都在笑談中 
水墨紙本 
180×45CMx2 
2016 

清淨千江水 
心曠萬里天 
水墨紙本 
180×45CMx2 
2016 

吞吐天地 
心懷日月 
水墨紙本 
180×45CMx2 
2016 

洛墨思親 
天地無私 
水墨紙本 
230×57CMx2 
年代不詳 

作

品 

 
５ 

 
６ 

 
７ 

 
８ 

作

品

資

料 

讀古人好書 
結天下酒友 
水墨紙本 
180×45CMx2 
2016 

讀古人好書 
結天下益友 
水墨紙本 
180×45CMx2 
2015 

筆掃天地 
墨潑四海 
水墨紙本 
180×45CMx2 
2016 

墨潑四海 
筆掃天地 
水墨紙本 
180×45CMx2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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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2-3】對聯（二）：中軸線清晰之圖例 

作

品 

     

作

品

資

料 

四海翻展凌雲志

千里江山一擊中

水墨紙本 
180×45CMx2 
1993 

回首風塵味 
長嘯宇宙簡 
水墨紙本 
230×57CMx
2 
2002 

海底千條日

夜舞 
群島黃魚古

今游 
水墨紙本 
180×45CMx
2 
2014 

吞吐天地 
心懷日月 
水墨紙本  
180×45CMx
2 
2015 

道德傳家久 
詩書繼世長 
水墨紙本 
180×45CMx2 
2018 

 

 

（三）解構與變形的奇書妙想 

  李奇茂傳世作品以水墨繪畫為主，舉凡古今人物、飛禽走獸、山水造境，以

自我詮釋的方式豐富地呈現出個人創作語彙，相形之下，書法作品數量較少，而

除大字對聯外，細觀其書法小品或水墨作品中的款文，有時仍會有意外發現。所

謂「畫家字與書家畫25」亦可於李奇茂書畫作品中獲得一定程度之映證，他在書

法創作中將書法與繪畫做了連結，在繪畫中「書寫」如行草恣意揮灑的筆墨線條

（如圖 2-10），或以字形與文意闡釋畫意（如圖 2-11）；而書法雖以文字為載體，

但李奇茂在書法作品中，將文字拆解、變形、重組，於解構與重構間，又輔以「賦」、

「比」、「興」手法，使書法作品增添了不少趣味。 

 

																																																								
25 杜忠誥：〈畫家字與書家畫──傅狷夫書畫及其創作進路對後學之啟示〉，《傅狷夫書畫集》（臺

北：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出版，2009 年 5 月），頁 5。按：「畫家字」指書作在章法謀篇方面，得繪

畫知能的無形滋養，比一般書家更具有藝術表現趣味；「書家畫」則在點畫線條的質感上也得到

書法用筆的無形補濟，故筆觸比一般畫家都更為精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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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 2-10：〈五代同堂〉，70 × 
70CM，水墨紙本，年代不詳 

（中）圖 2-11：〈逆水行舟〉，

35 × 35.5CM，水墨紙本，2013 
 

（右）圖 2-12：〈點線

面〉，40.8×31.7CM，水

墨畫仙板，2017 
 

  【圖表 2-4】的作品中，作品２將「羲」字拆解成左右結構的字形，又「之」

字擬羲之愛鵝的意象；作品３則以二「花」字的草書變形成纏繞線條，如上右圖

的抽象線條（圖 2-12），作品４更將「抽、刀、斷」之字形重組、合一，搭配下

方但墨線之象形「水」字，傳達「抽刀斷水」之意；作品５則「蛇行」書寫「喝

車不開酒」，題為「我沒醉」，全幅似乎可聞到醉醺醺的酒氣，可感受到創作者幽

默風趣的人格特質。另外，李奇茂秉持著遊歷世界各地「采風」的繪畫理念，以

「采風堂」為堂號，常於作品款識中書寫「采風堂主人」等字樣，大約 1990 年

代左右「采風堂」三字的連續書寫便成為特殊的結構字組，「采」字末筆連至「風」

字首畫，「風」中「虫」草法可以三點成一豎的寫法簡化，故「風」中「虫」與

「堂」上首豎筆便可連成一畫，如此一來，「采風堂」的特殊結構字組便完成，

可見作者之匠心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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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2-4】文字的解構與變形 

作

品 

 
１ 

 
２ 

 
３ 

作

品

資

料 

〈丹青不老〉 
35 × 35.5CM 
水墨紙本 

2013 

〈王羲之〉 
35 × 35.5CM 
水墨紙本 

2013 

〈花非花〉 
35 × 35.5CM 
水墨紙本 

2013 

作

品 

 
４ 

 
５ 

  
６ 

作

品

資

料 

〈抽刀斷水〉 
35 × 35.5CM 
水墨紙本 

2013 
 

〈我沒醉〉 
70 × 70CM 
水墨紙本 

2015 

采風堂（取自〈虎

年畫虎〉1998 年） 
李奇茂（取自〈有

魚億萬年〉2017
年） 

 

三、快意刻書與自在用筆 

  李奇茂長年鍾情於金石書畫與古物收藏，曾將所藏捐贈至國內、外博物館或

公益義賣。2012年中國山東省高唐縣「李奇茂美術館」開館，捐贈個人創作和收

藏之上百件書畫作品及上千件金石古物，如青銅、陶瓷、印石等（圖3-1），藏品

年代跨度大，先秦至明清、近現代皆涵蓋在內；各項藏品中，可顯見其對於印石



                                           筆情刀意墨縱橫──淺談李奇茂書法藝術風格 

	
	

145 

之鍾愛，2008年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有章博物館舉辦的「印石之美—李奇茂教授

印材捐贈展」（圖3-2），所捐之31方印石多以福建壽山石為主，除欣賞石材以薄

意、半浮雕、麻花線刻等巧色鏤雕之神禽瑞獸、花鳥樹石，更關注印石與書畫間

的巧妙關係，更進一步說，其書畫表現亦可能從所藏之物中察出端倪。 

 

       
（左圖組）圖 3-1：李奇茂教授捐贈山東高唐「李奇茂美術館」之印石，筆者代為鐫刻「李奇茂

珍藏」字樣。（筆者翻攝自《李奇茂美術館館藏作品選集》） 
（右）圖 3-2： 2008 年「印石之美—李奇茂教授印材捐贈展」海報，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有章

博物館。 
 

（一）篆刻邊款用筆 

  李奇茂在臨摹過許多書家之後，融合各家，再加上篆刻邊款的風格，用獨特

的運筆方式，寫出了有稜有角，屬於自己風格的「篆刻味書法」26；李氏嘗言自

身書法筆法線條來自篆刻邊款，在其書法作品中，常可見既「沉著」又「痛快」

的碑味刀痕，黃才松亦曾關注其書畫中的「刀意」，亦明白闡述其書法與篆刻邊

款的關聯： 

 

  這類〔以刀入畫〕之行筆，都以側鋒，筆勢頓挫依勢惹惹取之，皆見於

畫面留白較大意象簡約之構體。李氏以刀入書的構想，則取於印的邊款，其

書法筆觸以方筆，亦有錐形刀痕，字的結構起筆之「側」、「策」之法，由左

至右奇斜，收尾時字腳為求動態之美，往往不按字形之平正，其「掠」、「趯」、

「碟」處，常有變革之長短、粗細的筆勢。27 

 

																																																								
26 林可凡：《李奇茂繪畫藝術之研究》（臺東，臺東縣書法教育學會，2011 年 12 月），頁 163。 
27 黃才松：〈墨海奇航李奇茂教授水墨藝術的美學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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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認為書法和篆刻的單刀邊款有一共同特徵，即「一次性」的書寫或刻鑿，

也因此才能顯出其難度，而「以刀入畫」及「以刀入書」呈現出的刀味與斧痕之

趣，即為李氏「刀筆書法」之重要特色。觀看作品〈力爭上游〉，「上」字兩橫一

豎的筆畫清楚呈現出刻刀入石時的果決切面，與篆刻單刀邊款刻製時筆畫接點容

易出現的崩解型態（如圖 3-4），「力」字橫折處的「細－粗」變化，左鈎與撇畫

則在平直厚重的力道中呈現出鮮明而銳利的字口（如圖 3-3），類似的運筆方式在

〈我話林家花園精神符號〉中「話」字的「口」部與「園」、「精」二字的橫折鈎

寫法，「家」字左鈎與「神」字長豎畫等，皆顯出如刀刻痕的線質表現（如圖 3-5）。 

 

  
圖 3-3：〈力爭上游〉，35x140cm，水墨紙本，2010 圖 3-4 齊白石印拓示意（取自《齊

白石印存》，上海，朵雲軒，1995
年 10 月） 

 

 
 
 
 
 
 
圖 3-5：〈我話林家花園精神符

號〉，23 × 33CM，水墨畫仙板，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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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筆鋒多變自由 

  以書法而言，用筆至關重要，自古即為文人所重視，亦不乏書論探討，東漢

崔瑗的《草書勢》、蔡邕《筆論》、《九勢》、唐代孫過庭《書譜》等，皆有關於筆

法之論，清代康有為曾道： 

 

  書法之妙，全在運妙。該舉其要，盡於方圓，操縱極熟，自有巧妙，方用頓

筆，圓用提筆。提筆中含，頓筆外拓。中含者渾勁，外拓者雄強，中含者篆

之法也，外拓者隸之法也。提筆婉而通，頓筆精而密，圓筆者蕭散超逸，方

筆者凝整沉著。提則筋勁，頓則血融。圓筆使轉用提，而以頓挫出之。方筆

使轉用頓，而以提契出之。圓筆用絞，方筆用翻，圓筆不絞則痿，方筆不翻

則滯。28 

 

  康有為談到書法之妙在於運筆，並反覆論證方筆－頓筆，與圓筆－提筆之筆

鋒使轉，頓挫、翻絞之際如何圓而不痿、方而不滯，以及其後呈現之線條質感；

包世臣亦曾云：「用筆之法，見於畫之兩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斷不可企及者，

則在畫之中截。…29」細論線條用筆之要；包、康二人對於碑學的提倡，影響至

深且廣，從李奇茂的書作中亦可窺見渾樸厚實的「碑味」（如圖 3-6、圖 3-7、圖

3-8）；而書畫之妙，有賴筆墨嫻熟，方能揮運自如，筆墨隨心，如「信可謂智巧

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由。一畫之間，變起伏於峯杪；一點之內，

殊衂挫於豪芒。30」所述，觀李奇茂書寫時的用筆技巧，展現了繪畫式的自在揮

灑，古謂「筆分八面」，他將毛筆側躺、橫掃、動腕甩筆等動作（如圖 3-12、圖

3-13、圖 3-14）直截了當地於書法中呈現，於李氏手中熟稔而自然地揮運，達到

心手雙暢之境。 

 

																																																								
28 清，康有為《廣藝舟雙楫》。 
29 清，包世臣，《藝舟雙楫》。 
30 唐，孫過庭，《書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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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 3-6：〈飛龍在天〉，70 × 138CM，水墨紙

本，2012 
 

（中）圖 3-7：〈墨主〉，

135×57CM，水墨紙

本，年代不詳 

（右）圖 3-8：〈我

畫〉，116×58CM，水

墨紙本，年代不詳 
 

 

 

  
（ 左 ） 圖 3-9 ：〈鑒古吸今〉，

70×70CM，水墨紙本，2012 
 

（中）圖 3-10：〈鶴壽〉，70 × 70CM，

水墨紙本，年代不詳 
（右）圖 3-11：〈佛即

心〉，40 × 69CM，2012 

 

  
圖 3-12：書寫實況（圖組），截自中國東南衛視《海峽藝術名家──李奇茂：入世筆墨》31  

 

																																																								
31 參考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CJ9lXXNR8，2020/4/10 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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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側躺用筆示意（筆者攝

影） 
圖 3-14：動腕甩筆示意（筆者攝影） 

 

   

四、書畫印融會造境 

  李奇茂的繪畫發展階段已有學者作不同分期，分作三期如：繪畫奠基期

（1933~1971）、脫胎換骨期（1972~1984）及成就發展期（1985~2009）32；或

關注創作風格與表現細分為五期：一、文人風格期（1952~1966）；二、水墨淋

漓期（1968~1979）；三、形式之美期（1980~1986）；四、宗教民俗采風期

（1987~1996）；五、創作風格多變期（1997 年~2009）33。抑或以整體發展角

度分作四期：一、個人勤學精進風格期（1952~1971）；二、中西交融異國風格

期（1972~1985）；三、民族采風時代風格期（1986~1996）；四、丹青精鍊多變

風格期（1997~2009）34；筆者認為考量其畫題、畫風及異國文化交流後的轉變，

以整體風格發展的綜合性分期較為合宜，惟礙於成文時間未能顧及晚期風格走

向，筆者以為應於「丹青精鍊多變風格期（1997~2009）」後，增一「精神符號

簡練風格期（2010~2019）」，晚期作品風格簡潔、洗鍊，強調個人對於物象的符

號性演繹，以抽象點線為創作語彙，傳達其精神符號，而此時期的書法表現亦因

																																																								
32 林可凡：《李奇茂繪畫藝術之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視覺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頁 130-132。 
33 王真珠：《李奇茂水墨藝術與文化藝術交流之研究》（國立臺東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頁 110~114。 
34 王真珠：《李奇茂水墨藝術與文化藝術交流之研究》（國立臺東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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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整體風格趨向產生不同變化。 

【圖表 4-1】書篆傳畫意 

作

品 
 

１ 
 

２ 

 
３ 

作

品

資

料 

〈雙喜臨門〉 
31.7×40.8CM 
水墨畫仙板 

2017 

〈五福臨門〉 
31 × 41CM 
水墨畫仙板 

2009 

〈林家光門耀祖〉 
23 × 16CM 
水墨畫仙板 

2009 

作

品 

 
４ 

 
５ 

 
６ 

作

品

資

料 

〈赤壁賦〉（東坡詩意） 
120x240cm 
水墨紙本 

2002 

〈韓國名舞〉 
114 × 72CM 

水墨紙本 
1978 

〈林家花園精神之

寶〉 
45 × 38CM 
水墨畫仙板 

2009 

作

品 

 
７ 

 
８ 

 
９ 

作

品

資

料 

〈月滿西樓〉 
35 × 35.5CM 

水墨紙本 
2013 

〈我〉 
40.8×31.7CM 
剪紙畫仙板 

2017 

〈李氏傳世之寶〉 
27.3×24.2cm 
剪紙畫仙板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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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畫印融會造境」分為三部分：（一）書篆傳畫意、（二）形義相參──篆

字形變與再造、（三）書畫畫書──抽象線條與象徵符號，屬李奇茂的書法作品中，

與繪畫、篆刻關係最為密切的部分，有以書法及篆刻入畫者，將篆書字形改造以

傳達畫意者，亦有將對象物提煉成精神符號，以似書是畫的線條造境者，書畫之

間的相融相發，饒富意趣。 

 

（一）書篆傳畫意 

  此類作品旨在「傳畫意」，以書法字體入畫為達成目的之手段，故重在書寫

的文字內容，而非純粹的書藝表現（如【圖表 4-1】作品１～６），其中作品４〈赤

壁賦〉較為特殊，將〈赤壁賦〉全文以飛白線條的行草重疊書寫，此處的線條如

同山水繪畫中的皴法──書寫壯闊的「赤壁」，又如山水中的「水法」──書寫波

光粼粼的水紋，筆者認為是融書於畫、作畫以書的代表作品。「類篆刻」的部分，

作品７則以圓月中見「西樓」，傳達「月滿西樓」之文意，「西樓」二字寫法如篆

刻布局，又如瓦當的圓形塊面；作品８和９則以篆刻剪紙搭配內容與主題，相互

彰顯其意。 

 

（二）形義相參──篆字形變與重塑 

  以畫作產量來看，李奇茂應能算是創作精力十分旺盛的創作者，但以書法作

品來說，可能應酬作多過真正的創作，從 2009 年的作品〈佇立〉中可看到該作

雖為水墨作品，但稍具「牛」字篆形的視覺感（圖 4-1），而 2017 年上旬李奇茂

於「赤粒藝術」畫廊舉辦個展，與以往水墨畫展不同的是，特別以書法創作了一

系列的小品，並說道： 

 

  文字本身就是一種迷人的符號表現，試想王羲之的行草與懷素的狂草結合古

人的鐘鼎文和大篆，各種不同時代書體跨越時空碰觸，再加上拓印，所結合

的畫面也是深具東方美學觀，無論線條的多與寡，輕與重，濕與乾的運用，

皆有不同的造型表現和變化，我希望運用篆刻的觀念，將書法線條合組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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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呈現新視覺造型的趣味。35 

 

從作者自述可知，此系列書法作品同時融匯了篆刻與繪畫的空間、物象之視覺美

感，重塑了新的金文造形趣味。〈李氏傳世之寶〉中直接帶入篆刻元素，並於款

識特別以金文字形書寫「李氏傳世之寶」，動線起伏隨興自然（圖 4-2、圖 4-3）。 

 

     
（左）圖 4-1：〈佇立〉，70×70cm，水墨紙本，2009 

（中）圖 4-2：筆者為李奇茂教授欲書之篆字作稿（筆者攝影於 2017/5/27） 

（右）圖 4-3：〈李氏傳世之寶〉，27.3×24.2cm，剪紙畫仙板，2017 

 

【圖表 4-2】中的作品３〈有魚億萬年〉，也以類篆刻「五字印」的排法，將

篆字線條或疏或密、或粗或細、或濃或淡地排列在方形空間裡；作品４、５則進

一步融入畫意，〈群雞鳴迎春〉以金文、行草組合成「雞鳴」的形態，〈天長地久〉

以月圓形象輔以篆字之離合布局，構成饒富畫味的書法作品；作品６〈剛柔相濟〉

中單字個別融金文、行草於一爐（如「柔」、「濟」之部首與部件），「相」字則善

用草法傾斜變形，拉開視覺焦點，而右上更以筆墨繪製了「自用印」――「李奇

茂」三字，印中圖騰式的點畫構成可窺見創作者的巧思安排。 

 

 

 

 

																																																								
35 陶文岳：〈心能轉境──談李奇茂水墨創作展〉，《心能轉境──李奇茂個展》（臺北，赤粒

藝術，2017 年），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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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4-2】篆字的形變與重塑 

作

品 

 
１ 

 
２ 

 
３ 

作

品

資

料 

〈雲上起舞〉 
40.8×31.7CM 
水墨畫仙板 

2017 

〈夢金〉 
27.3×24.2CM 
水墨畫仙板 

2017 

〈有魚億萬年〉 
24.2 × 27.3CM 

水墨畫仙板 
2017 

作

品 

 
４ 

 
５ 

 
６ 

作

品

資

料 

〈群雞鳴迎春〉 
48.6×27.3CM 
水墨畫仙板 

2017 

〈天長地久〉 
40.8×31.7CM 
水墨畫仙板 

2017 

〈剛柔相濟〉 
24.2×27.3CM 
水墨畫仙板 

2017 
 

（三）書畫畫書──抽象線條與象徵符號 

書畫創作者對於「書」與「畫」之間，有時存在著不同「比例」的意念調配，

「書畫」或「畫書」，有時則關乎創作者的美學觀、創作思維和視覺感官，沈以

正從李奇茂水墨繪畫角度發掘書法意趣： 

 

  李教授筆中往往頓挫自如，如蟲蝕木，如錐畫沙，如懸針游絲，在靈動恢忽

中，將書法的意趣發揮到淋漓盡致。36 

  潘襎更進一步認為，李奇茂的繪畫筆觸已是一種書寫行為： 
																																																								
36 沈以正：〈鑑古開今-論李奇茂教授繪畫創作〉，《李奇茂教授畫集˙序文》（臺北，國父紀念館（2012

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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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奇茂的繪畫已然是書寫行為，在書寫行為中自我呈現。透過書寫，他回歸

到三歲童說得、九十歲老翁作得那樣出入自得的純粹狀態。37 

 

  可知他已將繪畫與書法有機地統合了起來，若我們反觀李氏的書法作品，亦

是處處充滿畫意的，李奇茂喜以抽象線條及象徵符號表現物象的特徵或傳達意

境，在「黑墨」與「白紙」間，以「水」為介質，運用黑、白、灰提煉出物象的

純粹，如清代鄧石如所言之「計白當黑」、「知白守黑」，畫面中的大黑、大白都

在小白、小黑中實現簡練、相互依存的美感，如【圖表 4-3】中黑線、白線與黑

塊面、白塊面所呈現的黑白關係；而【圖表 4-4】所呈現的，則為李奇茂十分擅

長運用的流動、頓挫之「書寫式」線條，或書或畫，將物象的外形輪廓或象徵符

號生動而簡潔地描繪出來，筆者認為唯有對筆墨線條精熟至極者，才能如這般揮

灑自如、隨心所欲，而觀者該如何理解與欣賞，也許有賴觀賞者以審美經驗的觸

角、從多方角度細細品味了。 

 

【圖表 4-3】黑線與白線 

作

品 
 

１  
２ 

 
３ 

作

品

資

料 

家居人間天堂 
69×138CM 
水墨紙本 

2014 

逆水行舟 
35 × 35.5CM 

水墨紙本 
2013 

庭庭竿立 
35 × 35.5CM 

水墨紙本 
2013 

																																																								
37 潘襎：〈九十老翁行得──李奇茂的純粹書寫〉，《心能轉境──李奇茂個展》（臺北，赤粒藝術，

2017 年），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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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品 
 

４ 

 
５ 

 
６ 

作

品

資

料 

白山黑水 
70 × 90CM 
水墨紙本 
年代不詳 

無聲勝有聲 
70 × 70CM 
水墨紙本 

2013 

亭亭玉立 
70 × 70CM 
水墨紙本 

2015 
 

 

【圖表 4-4】線的流動與簡潔特質 

 
１ 

 
２ 

 
３ 

門內門外 
90 × 90CM 
水墨紙本 

2018 

我沒退休在等你 
70×70CM 
水墨紙本 

2015 

王羲之美學 
40.8×31.7CM 
水墨畫仙板 

2017 

 
４ 

 
５ 

 
６ 

點線面 
40.8×31.7CM 
水墨畫仙板 

2017 
 

畫長城 
69 × 140CM 
水墨畫仙板 

2012 
 

歷史已經過去 林家花

園在人間 
31 × 41CM 
水墨畫仙板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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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綜觀前人研究，對於李奇茂教授的繪畫藝術成就、美術教育耕耘、儒釋道文

化傳承，以及其人其事的記述，涵蓋層面廣，唯書法創作的分析探討較少，且多

淪為繪畫附庸，本文將其書法藝術風格分類，試以作品主題、創作思想、形式風

格為主線，時代脈絡及繪畫風格演變為隱線，略分為三個部分探討李奇茂書法藝

術風格表現。 

 

一、傳統奠基與轉化：從小楷的秀潤書風窺見李奇茂的成長背景與傳統書法的奠

基，經作品款識比對，發現各時期的款識書風變化與字形寫法的轉變；而從

數量較多的大字對聯作品，可明顯觀察到乾濕潤燥的筆墨、時而欹側錯置的

字體與隨意擺盪的軸線，另有一類以文字為主的書作，喜將字形解構、變形，

輔之繪畫式的構圖布局與文意相發。本段主要將其書畫基礎與自我轉化所呈

現的樣貌稍作探討，從中可發現李奇茂書法與繪畫作品、風格轉變連動關係。 

二、快意刻書與自在用筆：剖析李奇茂書法作品中的用筆方式，從作者自述內容

與書法作品中清晰明朗的「刀味」，看出其書法渾厚俐落的線條與篆刻單刀

邊款的直接、間接關聯，再由繪畫式的多變筆鋒，從毛筆側躺、橫掃、動腕

甩筆等動作，體察其自在揮灑成書之意趣。 

三、書畫印融會造境：此段探討李奇茂的書畫創作中，將書、畫、印會通於一處，

較具原創性與表現性的部分，分別從書篆傳畫意、形義相參、書畫畫書三部

分討論，其一為將書法篆刻之文字意象融入畫中，其二為篆字結體之形變與

重塑，以及畫作中抽象線條與象徵符號之提煉，時而似書，實則是畫，以線

條造境，體察書畫之融發。 

 

  如前言所述，對李奇茂總以「不重複自己」為挑戰、「明天的作品最好」為

期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為目標，並以此勉勵後學，擁有豪情壯志如己，

創作是永無止盡的，直至閉眼那一刻，創作生命才完整。此次針對目前所蒐之李

奇茂書畫作品作藝術風格探討，惟成文稍倉促，書作蒐集難全，日後當持續蒐羅

相關畫冊、作品及圖檔，以期作更深入、更全面的分析研討。匆匆而作，還就教

方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