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0
一
0
年
首
屆
兩
岸
漢
字
藝
術
節
在
北
京
舉
行

，
在
大
陸
掀
起
一
股
漢
字
藝
術
的
熱
潮
，
二
0
一
一
年

第
二
屆
則
輪
到
台
北
舉
行
。
何
創
時
基
金
會
接
受
中
華

文
化
總
會
邀
請
負
責
承
辦
。
訂
名
為
首
屆
﹁
兩
岸
傳
統

與
實
驗
書
藝
雙
年
展
﹂
，
依
照
過
去
六
屆
的
展
出
模
式

，
受
邀
書
家
必
須
呈
現
﹁
傳
統
﹂
與
﹁
實
驗
﹂
各
一
件

作
品
展
示
。
筆
者
於
十
月
八
日
在
現
場
作
一
導
覽
，
並

就
其
中
實
驗
性
作
品
的
展
出
及
創
意
表
現
，
提
出
底
下

幾
種
思
維
，
作
為
說
明
的
重
點
，
以
及
今
後
繼
續
發
展

的
參
考
。 

 
 
 
 
 
 
 
 
 
 

一
、
何
為
實
驗
？ 

 
 

 
 
 
 

它
是
包
容
還
是
限
制
。

 
 
 
 

它
的
限
制
可
以
是
什
麼
？

 
 
 
 

可
識
文
字
中
擴
充
的
可
能
？

 
 
 
 

線
條
的
擴
充
可
能
性
？

 
 
 
 

平
面
與
立
體
交
錯
的
作
品
需
要
限
制
嗎
？

 
 
 
 

為
著
方
便
展
出
與
佈
置
，
是
否
就
會
泯
滅
創
意
性

 
 
 
 

的
表
現
！

 
 
 
 

哪
些
是
不
能
限
制
的
。

 
 
 
 

第
一
屆
的
實
驗
性
到
第
七
屆
的
實
驗
性
有
何
不
同
？ 
 
 
 

 
 
 
 

實
驗
性
是
一
種
規
範
，
還
是
真
正
落
實
﹁
實
驗
﹂

 
 
 
 

這
個
字
眼
的
核
心
意
義
？

二
、
實
驗
與
現
代
書
法
與
現
代
書
藝
有
何
不
同
？

 
 
 
 

什
麼
叫
做
現
代
書
法
、
現
代
書
藝
。

 
 
 
 

書
法
、
書
藝
與
書
道
有
何
不
同
？

 
 
 
 

不
同
中
有
何
導
向
及
產
生
的
作
用
？

 
 
 
 

實
驗
性
與
大
陸
簡
稱
的
﹁
現
代
書
法
﹂
界
線
在
哪
？

 
 
 
 

大
陸
書
家
對
﹁
實
驗
﹂
字
眼
的
認
知
差
異
。

三
、
展
出
的
目
的
是
什
麼
？

 
 
 
 

讓
愛
﹁
創
作
的
人
﹂
有
舞
台
！

 
 
 
 

凸
顯
現
代
人
的
書
法
認
知
。

 
 
 
 

凸
顯
書
法
的
不
同
表
現
，
以
及
書
家
的
交
流
。

 
 
 
 

表
現
台
灣
的
地
域
性
書
法
。
或
者
以
全
球
華
人
的

 
 
 
 

考
慮
，
展
現
更
為
宏
觀
的
國
際
性
格
局
？

 
 
 
 

兩
岸
作
品
同
時
展
出
，
可
以
看
出
不
同
地
域
的
不

 
 
 
 

同
風
格
，
以
及
著
重
的
面
向
！

 
 
 
 

激
發
書
寫
與
生
活
環
境
變
遷
中
的
不
同
美
學
、
思

 
 
 
 

想
的
連
結
！

 
 
 
 

將
書
法
藝
術
朝
向
國
際
舞
台
發
展
？

　
　
距
去
年
四
月
進
黃
師
門
一
年
有
餘
這
當
中
陸
續
上
了
草
書
、
魏

碑
楷
書
、
美
學
十
講
、
現
代
書
法
、
隸
書
創
作
等
專
修
班
，
上
了
五

門
不
同
型
態
的
書
法
專
修
班
，
對
於
書
法
藝
術
的
學
習
有
了
更
深
的

認
識
和
學
習
層
次
。

　
　
對
於
草
書
在
未
上
課
之
前
總
讓
人
有
望
而
生
懼
之
感
，
光
要
記

那
麼
多
的
字
型
、
寫
法
，
就
是
一
個
大
工
程
，
更
惶
論
，
要
掌
控
軸

線
的
走
向
，
空
間
的
安
排
，
墨
韻
的
使
用
等
等
，
就
不
是
自
己
所
學

尚
淺
所
能
應
付
的
，
不
過
想
到
機
會
難
得
，
懷
著
忐
忑
的
心
報
名
參

加
上
課
，
老
師
用
孫
過
庭
的
書
譜
作
教
材
，
用
有
系
統
的
邏
輯
分
析

法
，
把
草
書
列
了
幾
個
學
習
原
則
：
字
的
重
點
在
右
邊
、
上
中
下
結

構
留
上
下
中
間
去
掉
、
左
中
右
結
構
則
留
左
右
，
中
間
不
要
等
，
前

面
幾
堂
課
老
師
逐
字
的
分
析
解
說
，
寫
起
來
很
快
就
進
入
狀
況
，
透

過
系
統
的
分
析
教
學
，
對
於
字
型
的
掌
握
和
記
憶
，
也
沒
想
像
中
困

難
，
老
師
也
從
書
譜
的
本
文
，
強
調
線
質
的
重
要
，
有
質
感
的
線
條

是
可
以
說
故
事
的
，
也
是
生
命
的
紀
錄
，
所
以
是
不
容
易
的
，
因
此

對
於
自
己
所
寫
的
每
一
條
線
條
都
要
負
責
任
跟
交
代
清
楚
。

　
　
美
學
十
講
，
是
一
門
豐
富
的
課
，
從
書
法
史
的
延
伸
和
串
聯
介

紹
了
各
時
代
的
作
品
和
作
者
，
老
師
豐
富
的
資
料
在
有
系
統
的
整
理

中
，
說
明
各
時
代
作
品
的
價
值
和
作
用
，
而
各
時
代
因
背
景
的
差
異

產
生
了
審
美
觀
的
差
異
，
因
而
有
尚
法
、
尚
韻
、
尚
逸
、
尚
態
等
等

的
風
格
，
而
書
法
之
美
就
是
人
把
自
己
的
情
感
透
過
筆
表
現
在
線
條

上
，
而
這
美
的
高
低
也
就
呈
現
個
人
的
美
感
能
力
，
而
此
能
力
除
了

是
技
巧
的
提
升
，
內
在
的
涵
養
更
要
長
時
間
的
修
練
養
成
才
能
達
到

的
。

　
　
二
0
一
0
／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是
魏
碑
楷
書
的
第
一
堂
課
，
唐
楷

是
所
有
書
體
最
能
看
出
好
壞
的
書
體
，
法
度
嚴
謹
，
但
也
是
打
基
本

功
的
書
體
，
總
是
有
種
讓
人
又
敬
又
怕
卻
又
不
能
迴
避
，
在
唐
楷
上

把
顏
真
卿
、
柳
公
權
、
歐
陽
詢
、
褚
遂
良
列
表
做
比
較
，
從
線
條
的

粗
細
、
字
型
的
開
合
、
曲
線
、
骨
肉
等
不
同
作
比
較
區
分
，
因
而
很

快
掌
握
各
家
的
字
體
特
性
，
書
寫
時
就
能
表
現
出
各
家
的
特
點
。

　
　
魏
碑
是
石
刻
的
書
法
，
數
量
可
觀
，
其
中
包
含
墓
誌
銘
、
造
像

記
等
民
間
書
法
，
而
這
多
采
多
姿
的
書
法
中
有
粗
獷
、
豪
邁
、
婉
約
、
質

樸
的
，
而
如
何
從
這
些
石
刻
作
品
應
用
在
書
寫
上
表
現
出
有
刻
和
澀

的
筆
觸
，
是
學
習
的
重
點
之
一
，
這
些
技
巧
因
著
魏
碑
的
學
習
而
有
提
升
。

　
　
傳
統
書
法
走
到
現
代
總
是
無
法
脫
離
前
人
的
範
疇
，
所
以
現
代

書
法
的
產
生
也
是
時
代
的
必
然
性
，
什
麼
是
現
代
性
？
現
在
的
特
質

又
是
什
麼
？
這
是
學
習
所
要
面
對
的
問
題
，
書
法
藝
術
從
傳
統
線
條

的
表
現
到
加
入
塊
面
，
使
其
畫
面
產
生
不
同
的
效
果
和
創
作
條
件
是

否
就
是
說
現
代
書
法
創
作
的
條
件
更
寬
廣
，
但
在
這
更
寬
廣
的
條
件

下
我
們
思
考
模
式
常
自
我
的
受
限
和
約
束
，
有
很
多
的
膽
怯
和
不
敢

，
因
而
裹
足
不
前
，
創
作
概
念
從
打
草
稿
到
書
寫
在
宣
紙
上
，
又
常

是
兩
回
事
，
所
以
一
張
作
品
的
形
成
常
是
一
次
次
的
實
驗
和
修
正
，

這
其
中
因
失
敗
的
煎
熬
和
構
思
的
匱
乏
，
是
折
磨
的
過
程
，
但
也
同

為
如
此
相
對
作
品
的
成
功
，
所
得
到
的
滿
足
跟
喜
悅
卻
也
更
多
，
所

以
透
過
現
代
書
法
專
修
班
的
學
習
，
老
師
提
供
了
很
多
的
西
方
、
東

方
的
現
代
作
品
說
明
創
作
的
可
能
，
這
中
間
有
切
割
的
應
用
、
對
比

的
結
構
、
塊
面
的
佈
置
等
等
，
打
破
傳
統
的
思
維
模
式
，
創
造
更
大

的
可
能
空
間
和
畫
面
，
因
而
有
不
同
以
往
的
表
現
，
相
較
於
傳
統
書

法
的
書
寫
未
必
簡
單
。

　
　
專
修
班
的
課
程
在
每
個
星
期
五
的
早
上
上
課
，
因
怕
遲
到
，
每

每
都
提
早
到
教
室
對
面
的
伯
朗
咖
啡
吃
早
餐
，
在
這
期
間
遇
到
多
位

同
班
的
同
學
，
在
等
待
上
課
的
時
間
中
，
常
就
書
法
上
的
心
得
與
想

法
交
換
彼
此
的
意
見
，
大
家
趣
味
相
同
聊
的
話
題
投
機
雖
不
能
促
膝

長
談
，
但
在
短
短
三
十
分
鐘
的
時
間
總
是
讓
人
有
愉
快
一
天
的
開
始
，

所
以
總
是
盼
望
著
星
期
五
的
到
來
，
所
以
期
待
老
師
再
開
新
的
課
程
。

　
　
上
完
隸
書
創
作
的
課
，
有
一
種
特
別
的
感
動
。
經
典
作
品
可
以

改
變
，
可
以
挑
戰
，
可
以
加
入
新
元
素
，
共
享
資
源
，
也
可
以
將
不

同
經
典
揉
合
，
或
因
時
空
交
錯
將
經
典
作
品
再
擴
充
，
我
也
喜
歡
藉

由
經
典
作
品
來
改
變
它
們
當
創
作
，
但
也
曾
存
疑
過
這
樣
改
好
嗎
?

現
在
可
以
肯
定
了
。

　
　
無
論
是
漢
簡
的
特
點
十
二
招
或
是
有
意
味
的
線
條
十
二
法
，
都

很
精
彩
，
很
重
要
，
也
很
實
用
。

　
　
開
通
褒
斜
道
刻
石
的
空
間
形
式
運
用
，
萊
子
侯
刻
石
章
法
由
靜

而
動
與
平
正
險
絕
的
關
係
，
篆
隸
楷
行
多
體
合
摻
中
多
樣
統
一
的
重

要
性
，
書
寫
性
隸
書
與
石
刻
隸
書
之
差
異
︙
︙
等
等
，
多
種
不
同
創

作
的
新
嘗
試
，
既
豐
富
又
多
元
，
激
盪
出
同
學
對
書
法
創
作
的
熱
情

，
從
課
堂
習
作
練
習
中
培
養
信
心
，
也
點
出
每
個
人
不
同
的
特
色
。

　
　
師
言
:
創
作
是
在
過
程
中
體
驗
變
化
，
及
調
整
變
化
後
如
何
成

為
新
面
貌
，
這
其
中
有
你
內
心
掙
扎
所
產
生
的
新
形
式
，
即
使
是
不

成
熟
的
，
但
總
是
碰
觸
到
內
心
深
處
以
及
未
被
發
覺
的
潛
能
，
這
段

話
使
我
感
動
，
反
覆
思
索
，
好
像
是
我
在
某
個
階
段
熟
悉
的
曾
經
，

但
被
忽
略
的
感
覺
，
卻
也
解
開
我
許
久
的
迷
思
，
創
作
時
常
碰
到
疑

問
無
人
能
解
的
時
候
，
就
停
下
來
，
但
現
在
似
乎
有
了
一
些
不
同
的

想
法
，
讓
種
種
未
知
的
可
能
性
，
可
以
延
續
下
去
，
過
程
中
矛
盾
掙

扎
的
轉
變
後
有
著
不
可
預
期
的
新
發
現
，
若
以
最
真
實
的
心
與
作
品

交
融
，
不
論
結
果
如
何
，
是
苦
是
樂
都
心
甘
情
願
。

　
　
我
非
常
感
恩
老
師
用
心
的
指
導
，
也
非
常
感
恩
上
天
的
安
排
，

讓
我
有
這
樣
的
因
緣
來
到
漢
光
書
會
學
習
書
法
，
這
裡
有
著
專
業
又

認
真
教
學
的
老
師
帶
領
著
大
家
研
究
專
修
的
課
程
，
創
作
的
課
程
，

平
時
的
訓
練
很
重
視
線
質
的
要
求
，
也
常
加
強
理
論
方
面
的
概
念
，

以
形
質
兼
備
的
目
標
期
許
大
家
，
讓
我
們
學
書
法
不
止
是
臨
摹
而
已

，
還
可
以
抒
發
情
性
，
在
長
期
的
磨
練
中
寫
出
自
己
的
興
趣
也
創
造

自
己
的
風
格
。

　
　
書
法
を
学
ぶ
動
機
は
、
筆
で
美
し
い
字
を
書
き
た
い
と
い
う
願

い
か
ら
で
し
た
。
こ
の
数
ヶ
月
、
黄
一
鳴
老
師
の
下
﹁
書
﹂
を
学
ぶ

に
つ
れ
、
書
法
は
﹁
美
の
作
法
﹂
ー
宇
宙
の
法
則
の
中
に
在
る
と
思

う
よ
う
に
な
り
ま
し
た
。 

　
　
作
法
は
、
茶
道
や
華
道
を
学
ぶ
時
に
同
じ
く
、
絶
え
ざ
る
鍛
錬

に
よ
り
、
身
体
の
あ
ら
ゆ
る
部
分
と
機
能
に
迷
い
無
く
、
正
し
く
、

完
璧
な
る
秩
序
を
授
け
る
こ
と
で
す
。
そ
し
て
　
そ
の
身
体
は
無
駄

の
無
い
美
し
い
作
法
を
生
み
ま
す
。
更
に
美
し
い
人
間
を
作
る
と
い

う
、
大
切
な
方
便
で
も
あ
り
ま
す
。 

　
　
﹁
菜
根
譚
﹂
の
中
に
次
の
句
が
あ
り
ま
す
。
﹁
天
地
中
万
物
、

人
倫
中
万
情
、
世
界
中
万
事
、
以
俗
観
眼
、
紛
紛
各
異
、
以
道
観
眼

、
種
種
是
常
。
何
煩
分
別
。
何
用
取
捨
。
﹂
万
物
は
根
源
に
お
い
て

一
体
で
あ
り
、
な
ん
ら
区
別
も
な
い
と
荘
周
は
説
い
て
い
ま
す
。 

　
　
字
の
中
に
も
、
あ
る
一
定
の
均
衡
が
保
た
れ
て
い
ま
す
。
右
左

、
上
下
、
強
弱
、
疎
と
密
外
と
内
の
よ
う
に
。
字
も
ま
た
、
自
然
の

法
則
の
中
で
美
し
く
輝
い
て
い
ま
す
。 

　
　
人
の
心
の
そ
う
あ
り
た
い
も
の
で
す
。
混
迷
の
時
代
を
生
き
る

我
々
は
、
心
の
平
静
さ
を
保
つ
こ
と
が
困
難
に
な
っ
て
い
ま
す
。
字

が
乱
れ
る
、
心
が
乱
れ
る
い
る
と
言
い
ま
す
。
心
の
乱
れ
は
、
身
体

の
﹁
美
し
い
作
法
﹂
が
乱
れ
て
い
る
の
で
し
ょ
う
か
。 

　
　
今
年
の
春
、
日
本
の
東
北
沿
岸
に
大
地
震
が
起
き
ま
し
た
。
未

曾
有
の
災
害
で
、
甚
大
な
被
害
を
も
た
ら
し
ま
し
た
。
半
年
が
過
ぎ

て
も
、
我
々
の
心
の
中
に
、
深
い
傷
と
な
り
永
遠
の
消
え
る
こ
と
は

な
い
で
し
ょ
う
。

圖
．
文  

黃
一
鳴

郭
美
珠

傅
瑩
瑩

　
　
學
習
書
法
的
動
機
是
出
於
想
用
筆
寫
出
優
美
的
字
這
個
心
願
開

始
。
這
數
個
月
中
，
我
跟
隨
黃
老
師
，
對
於
﹁
書
藝
﹂
所
體
會
到
的

，
衍
生
出
這
樣
的
想
法
︱
書
法
是
﹁
美
的
方
式
﹂
，
並
存
在
於
宇
宙

的
法
則
中
。 

　
　
﹁
美
的
方
式
﹂
與
學
習
茶
道
或
花
道
時
是
同
樣
的
，
經
由
不
斷

的
練
習
，
讓
身
體
和
精
神
灌
入
毫
無
猶
豫
的
、
正
確
的
以
及
完
整
的

規
範
。
隨
著
在
那
身
體
孕
育
合
適
的
、
美
的
方
式
，
也
更
能
釀
出
醇

美
的
人
。

　
　
﹁
菜
根
譚
﹂
中
有
一
句
話
:
﹁
天
地
中
萬
物
、
人
倫
中
萬
情
、

世
界
中
萬
事
、
以
俗
眼
觀
、
紛
紛
各
異
。
以
道
眼
觀
、
種
種
是
常
。

何
須
分
別
。
何
用
取
捨
。
﹂
莊
周
的
學
說
提
及
:
萬
物
在
根
源
上
是

一
體
的
，
沒
有
任
何
區
別
。

　
　
字
之
中
也
要
保
持
一
定
的
均
衡
:
例
如
左
右
、
上
下
、
強
弱
、

疏
密
、
內
外
。
另
外
，
字
也
在
自
然
的
法
則
中
閃
爍
著
美
的
光
輝
。

　
　
人
的
心
也
是
如
此
。
在
混
沌
時
代
生
存
的
我
們
要
保
有
平
靜
的

心
是
困
難
的
。
所
謂
字
亂
了
，
心
就
亂
了
，
心
亂
了
，
身
體
的
﹁
美

﹂
或
許
也
跟
隨
而
亂
了
吧
。

 
 

今
春
，
日
本
東
海
沿
岸
發
生
過
大
地
震
，
帶
來
空
前
的
災
難
，
造

成
嚴
重
的
災
害
。
即
使
已
過
了
半
年
，
在
我
們
心
中
，
造
成
的
巨
大

傷
痕
，
想
必
永
遠
無
法
消
失
吧
!
地
震
過
後
不
久
，
一
位
知
名
的
政

治
家
在
記
者
會
中
的
言
論
已
傷
及
災
民
的
心
。
它
是
這
樣
的
內
容
：

﹁
人
心
的
黑
暗
引
起
災
害
﹂
。
︵
他
成
為
政
治
家
前
也
是
作
家
，
並

精
通
佛
教
，
也
曾
出
版
很
多
與
佛
教
有
關
的
書
籍
。
︶
推
測
他
想
要

表
達
的
是
:
﹁
這
個
宇
宙
或
人
間
社
會
發
生
的
一
切
，
是
平
等
的
、

相
互
的
牽
連
在
一
起
，
存
在
於
宇
宙
的
法
則
中
。
因
此
，
我
們
有
責

任
承
擔
所
有
的
事
實
。
﹂

　
　
在
此
，
我
們
藉
由
這
個
機
會
，
重
新
再
考
慮
﹁
人
本
身
的
生
活

方
式
﹂
。
我
們
接
受
從
世
界
各
地
的
人
捎
來
溫
暖
的
愛
與
支
持
，
感

到
驚
訝
。
特
別
從
中
國
和
台
灣
的
支
援
是
迅
速
的
，
而
且
是
出
乎
意

料
的
龐
大
支
援
。
藉
由
此
篇
文
章
表
達
深
摯
的
謝
意
。

　
　
由
學
習
書
法
，
在
﹁
美
的
方
式
﹂
上
，
透
過
艱
辛
的
磨
練
，
更

為
精
進
。
感
謝
一
切
。

王
吟
文 

譯

小
川
美
由
紀

學
習
與
分
享

書
法
︱
﹁
美
的
方
式
﹂
分
享

書
は
﹁
美
の
作
法
﹂
な
り

2011年11月發行

四
、
實
驗
過
程
中
哪
些
是
有
意
義
的
？

 
 
 
 

著
重
創
意
與
思
想
表
達
，
即
使
不
夠
成
熟
亦
可
看
出
往
後
的
發

 
 
 
 

展
趨
勢
。

 
 
 
 

台
灣
語
彙
以
及
新
詩
的
運
用
。

 
 
 
 

地
域
性
的
不
同
，
顯
露
出
不
同
的
書
寫
內
容
。

 
 
 
 

新
的
形
式
出
現
︵
解
構
與
重
構
、
不
同
字
體
字
形
的
混
搭
以

 
 
 
 

及
更
多
的
對
比
表
現
︶
。

 
 
 
 

新
的
文
化
體
認
︵
包
含
現
代
與
後
現
代
中
的
認
知
，
以
及
汲

 
 
 
 

取
西
方
抽
象
表
現
的
程
度
︶
。 

 
 
 
 
 

 
 
 
 

銜
接
作
者
對
傳
統
與
實
驗
作
品
的
統
一
性
與
差
異
性
表
現
。

 
 
 
 

激
發
新
的
創
作
靈
感
。

 
 
 
 

多
元
表
現
中
的
形
式
與
內
容
的
激
盪
與
反
省
。

 
 
 
 

書
法
與
其
他
藝
術
的
銜
接
與
跨
越
。

五
、
實
驗
過
程
容
易
出
現
的
弊
端
？

 
 
 
 

直
接
揭
示
粗
俗
的
社
會
型
態
。

 
 
 
 

無
所
顧
忌
，
而
亂
了
形
式
美
感
或
書
法
的
文
化
內
涵
。

 
 
 
 

表
現
方
式
過
於
直
接
不
夠
典
雅
！

 
 
 
 

原
來
所
受
的
書
法
線
條
訓
練
突
然
不
知
所
措
。

 
 
 
 

傳
統
書
法
結
構
的
美
感
，
不
能
運
用
到
新
的
結
構
上
去
。

 
 
 
 

執
著
於
個
人
的
主
觀
認
知
︵
抓
取
部
份
的
新
意
︶
而
過
於
大
膽
。

 
 
 
 

東
西
不
同
文
化
的
嫁
接
中
，
未
能
注
意
書
法
本
體
中
的
文
化
內
涵
。

 
 
 
 

為
變
而
變
，
卻
抓
不
住
創
作
主
軸
。 

 
 
 
 
 
 
 
 
 
 
 
 
 
 
 
 
 
 
 
 
 
 
 
 

六
、
實
驗
的
修
正
機
制
在
哪
裡
？

 
 
 
 

傳
統
書
法
的
再
認
識
︵
結
構
組
成
的
深
層
意
義
、
不
同
線
條

 
 
 
 

代
表
的
抽
象
意
義
︶
。 

 
 
 
 
 

 
 
 
 

東
、
西
方
的
不
同
審
美
情
境
的
認
知
。

 
 
 
 

平
正
與
險
絕
中
的
的
反
覆
思
考
與
運
作
。

 
 
 
 

社
會
輿
論
的
觀
感
。

 
 
 
 

思
想
主
軸
與
技
術
本
位
、
品
管
監
控
的
三
者
是
否
到
位
。

結
語
：

　
　
當
我
們
在
觀
看
這
些
實
驗
作
品
時
，
腦
海
裏
若
能
先
就
以
上
不

同
的
面
向
深
入
思
考
時
，
我
們
就
可
以
清
楚
的
發
現
實
驗
中
的
現
在

、
過
去
與
未
來
中
走
的
方
向
是
否
需
要
修
正
，
如
何
去
欣
賞
、
批
判

或
是
對
它
有
更
大
的
期
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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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實

驗

展

的

看

法 
 
 

︱
十

月

八

日 

現

場

導

覽

摘

要 

﹁
二
0
一
一
兩
岸
傳
統
與
實
驗
書
藝
雙
年
展
﹂

傳統‧創新

そ
の
地
震
の
直
後
、
あ
る
高
名
な
政
治
家
が
、
会
見
で
述
べ
た
こ
と

が
、
被
災
者
の
心
を
傷
つ
け
ま
し
た
。
﹁
人
々
の
不
穏
な
心
が
災
害

を
起
こ
す
﹂
と
い
う
内
容
で
し
た
。

　
　
彼
は
政
治
家
で
あ
る
前
に
、
作
家
で
も
あ
り
ま
す
。
仏
教
に
精

通
し
、
そ
れ
に
関
す
る
多
く
の
本
が
出
版
さ
れ
て
い
ま
す
。 

彼
は

こ
う
言
い
た
か
っ
た
の
で
し
ょ
う
。
﹁
こ
の
宇
宙
や
人
間
社
会
の
出

来
事
は
す
べ
て
、
等
し
く
互
い
に
絡
み
合
い
、
宇
宙
の
法
則
の
中
に

あ
る
、
そ
れ
故
　
我
々
は
全
て
の
事
実
に
責
任
を
取
ら
な
く
て
は
な

ら
な
い
﹂
と
。 

　
　
我
々
は
、
是
を
機
に
﹁
人
と
し
て
の
生
き
方
﹂
を
根
本
か
ら
考

え
直
し
て
い
ま
す
。
そ
し
て
、
我
々
は
世
界
中
の
多
く
の
人
か
ら
、

暖
か
い
愛
情
と
支
援
を
頂
い
た
こ
と
に
驚
き
ま
し
た
。
特
に
中
国
と

台
湾
か
ら
の
支
援
は
迅
速
且
つ
、
想
像
超
え
た
大
き
な
支
援
で
し
た

。
こ
の
紙
面
を
お
借
り
し
、
深
く
お
礼
申
し
上
げ
ま
す
。 

　
　
書
を
学
ぶ
機
会
を
得
た
こ
と
で
、
美
し
い
作
法
に
磨
き
が
か
か

る
よ
う
精
進
い
た
し
ま
す
。
感
謝
。

黃
碧
惠
/
報
導

　
　
很
榮
幸
受
邀
參
加
﹁
書
法
道
︱
王
冬
齡
書
法
藝

術
展
﹂
活
動
，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書
會
一
行
人
全
程
參

與
此
杭
州
的
藝
術
盛
事
。

 
 
 
 

上
午
九
點
三
十
分
至
中
午
十
二
點

　
　
研
討
會
︱
浙
江
美
術
館
會
議
廳 

 
 
 
 

下
午
三
點
至
五
點

　
　
開
幕
活
動
︱
浙
江
美
術
館
展
廳

 
 
 
 

下
午
六
點

　
　
晚
宴
︱
西
湖
畔
的
西
子
賓
館
宴
會
廳

　
　
從
早
上
研
討
會
各
界
代
表
踴
躍
發
言
、
下
午
開

幕
式
現
場
人
頭
攢
動
，
到
晚
宴
的
盛
況
。
此
行
真
所

謂
驚
歎
連
連
，
收
穫
滿
滿
！

　
　
很
榮
幸
受
邀
參
加
﹁
書
法
道
︱
王
冬
齡
書
法
藝

術
展
﹂
活
動
，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書
會
一
行
人
全
程
參

與
此
杭
州
的
藝
術
盛
事
。

 
 
 
 

上
午
九
點
三
十
分
至
中
午
十
二
點

　
　
研
討
會
︱
浙
江
美
術
館
會
議
廳 

 
 
 
 

下
午
三
點
至
五
點

　
　
開
幕
活
動
︱
浙
江
美
術
館
展
廳

 
 
 
 

下
午
六
點

　
　
晚
宴
︱
西
湖
畔
的
西
子
賓
館
宴
會
廳

　
　
從
早
上
研
討
會
各
界
代
表
踴
躍
發
言
、
下
午
開

幕
式
現
場
人
頭
攢
動
，
到
晚
宴
的
盛
況
。
此
行
真
所

謂
驚
歎
連
連
，
收
穫
滿
滿
！

專題一：書法藝術的核心價值與視覺展現

書
法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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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冬
齡
書
法
藝
術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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