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
對
後
現
代
時
期
，
如
何
擴
充
書
法
的
核
心
價

值
，
將
是
漢
字
藝
術
發
展
的
重
點
。
從
歷
代
書
法
中

受
儒
、
釋
、
道
的
思
想
感
召
，
再
加
上
對
運
筆
的
掌

控
訓
練
，
將
是
我
們
往
下
發
展
的
根
據
。

　
　
從
創
作
的
觀
點
來
看
，
書
法
的
形
式
除
了
字
體

本
身
相
關
及
演
發
的
筆
法
、
結
體
、
與
章
法
之
外
，

更
重
要
的
是
如
何
在
線
條
的
質
感
︵
屬
於
內
在
形
式

，
包
含
材
質
、
氣
質
與
情
性
等
︶
、
與
空
間
的
構
成

元
素
上
發
揮
自
己
的
才
學
，
才
能
獲
得
真
正
的
獨
創

性
。

　
　
從
審
美
角
度
來
看
書
法
，
可
以
把
書
法
分
成
：
點

畫
美
、
結
構
美
、
氣
勢
美
、
空
間
美
、
氣
韻
美
、
自
然

美
、
章
法
美
、
力
道
美
、
意
境
美
等
等
不
同
。
這
些
美

感
的
認
知
就
是
基
於
作
品
中
的
形
式
表
現
與
人
格
氣
質

的
不
同
所
引
發
出
來
。

　
　
歷
代
書
法
的
發
展
，
以
及
個
人
書
風
的
不
同
，

即
是
基
於
整
齊
一
律
、
平
衡
對
稱
、
多
樣
統
一
以
及

對
比
統
一
的
基
本
法
則
中
體
現
出
來
。
之
所
以
不
同

，
主
要
還
是
對
平
正
、
險
絕
的
感
悟
不
同
；
保
守
的

人
的
平
正
、
險
絕
與
精
進
勇
猛
人
的
平
正
、
險
絕
的
觀

點
不
同
所
致
。
時
代
愈
往
後
對
比
的
情
況
就
越
大
，
這

種
趨
勢
已
是
事
實
，
然
形
式
可
以
變
化
無
窮
，
但
必
須

符
合
和
諧
、
穩
定
的
視
覺
考
驗
，
因
為
，
惟
有
將
最
大

矛
盾
對
立
的
物
象
統
一
起
來
，
貫
穿
在
一
個
外
在
、
內

在
合
理
的
主
軸
下
，
才
能
險
中
求
穩
、
展
現
視
覺
、
獲

得
神
采
。
否
則
便
轉
成
狂
野
與
粗
俗
。

　
　
書
法
除
了
實
用
性
之
外
，
書
法
藝
術
可
以
媲
美
其

他
藝
術
有
兩
個
主
要
面
向
：
一
是
結
構
性
的
價
值
，
二

　
　
中
華
漢
光
書
道
學
會
繼
二
0
一
0
年
︽
寫
什
麼
﹁
東
﹂
﹁
西
﹂
︾

展
出
後
，
首
次
在
臺
中
作
一
次
多
元
性
的
書
法
呈
現
，
這
項
定
名
為
︽

傳
承
與
拓
展
︾
書
法
展
，
是
以
關
心
書
法
藝
術
的
發
展
，
如
何
因
應
社

會
快
速
變
遷
及
面
對
西
方
美
學
衝
擊
的
一
種
創
作
表
現
。 

 

 
 

臺
中
市
副
市
長
蔡
炳
坤
表
示
，
這
項
展
覽
很
有
意
義
，
中
華
漢
光

書
道
學
會
展
出
的
一
百
多
件
書
畫
作
品
，
呈
現
的
書
法
張
力
相
當
強
，

有
別
與
以
往
單
純
的
書
法
技
巧
，
而
是
進
一
步
成
為
書
法
的
藝
術
，
甚

至
達
到
書
道
合
一
的
境
界
，
這
次
的
展
覽
相
當
具
有
特
色
。 

　
　
蔡
副
市
長
贊
同
中
華
漢
光
書
道
學
會
重
視
書
﹁
法
﹂
、
書
﹁
藝
﹂

、
書
﹁
道
﹂
的
發
展
，
讓
書
法
成
為
一
種
藝
術
、
書
畫
合
一
，
不
只
是

文
字
而
是
一
幅
畫
，
進
而
達
到
哲
學
層
次
。
在
這
次
展
覽
之
後
，
中
華

漢
光
書
道
學
會
將
把
其
中
﹁
點
醒
﹂
、
﹁
空
無
一
物
﹂
及
﹁
部
份
就
是

全
部
﹂
三
幅
作
品
捐
贈
給
市
政
府
，
在
新
市
政
中
心
展
出
，
讓
民
眾
在

洽
公
之
餘
欣
賞
書
法
之
美
。

　
　
臺
中
市
政
府
文
化
局
表
示
，
此
項
展
覽
內
容
包
括
：
可
識
文
字
的

傳
統
書
法
、
現
代
書
法
及
線
性
抽
象
︵
以
書
法
線
條
結
合
西
方
抽
象
表

現
形
式
︶
的
非
書
作
品
，
其
中
包
括
集
體
創
作
及
個
人
傳
統
作
品
、
現

代
作
品
共
一
百
零
二
件
。

　
　
集
體
創
作
部
份
：
︽
點
醒
︾
是
藉
﹁
點
﹂
的
爆
發
性
格
，
呈
現
生

生
不
息
，
以
及
視
覺
流
動
中
，
人
際
關
係
中
緊
疏
、
聚
散
不
同
的
敘
述

。
︽
﹁
書
﹂
服
︾
是
將
書
法
作
品
加
以
撕
裂
、
拼
貼
、
拓
印
、
補
縫
、

做
舊
呈
現
的
一
件
作
品
。
它
要
打
散
篆
、
隸
、
楷
、
行
、
草
過
長
的
歷

史
傳
承
包
袱
，
而
直
接
呈
現
文
化
的
揉
合
的
思
維
。
︽
空
無
一
物
︾
是

以
迴
文
方
式
呈
現
︵
空
無
一
物
、
無
物
一
空
︙
︶
，
的
疏
密
空
間
變
化

。
︽
部
份
就
是
全
部
︾
是
將
不
同
類
型
作
品
，
以
不
同
規
格
，
重
新
拼

裝
、
組
合
，
讓
書
法
作
品
呈
現
時
不
以
單
一
物
件
呈
現
個
人
主
觀
意
識

，
而
是
藉
由
不
同
特
質
、
不
同
調
性
作
品
在
獨
特
風
格
中
又
能
包
容
他

人
作
品
的
思
維
下
，
去
思
考
能
否
在
這
個
多
元
社
會
中
與
他
人
相
容
的

可
能
性
。
個
人
現
代
作
品
包
括
從
書
法
傳
統
現
有
結
構
下
作
出
部
份
解

構
的
新
空
間
形
式
︵
如
酒
、
日
系
列
作
品
、
墨
象
、
流
、
經
典
︙
︶
，

以
及
呈
現
作
者
在
生
活
中
有
感
而
發
的
一
種
線
性
抽
象
表
現
︵
如
蛻
、

探
索
、
莊
周
夢
蝶
︙
︶
。

　
　
中
華
漢
光
書
道
學
會
重
視
書
﹁
法
﹂
、
書
﹁
藝
﹂
、
書
﹁
道
﹂
的

發
展
，
因
此
，
從
傳
統
到
現
代
性
的
發
展
時
兼
顧
了
不
同
面
向
：
從
修

身
養
性
、
從
書
法
藝
術
創
作
到
如
何
從
傳
統
書
法
與
西
方
美
學
結
合
下

作
出
新
的
面
貌
；
從
漢
字
文
字
可
識
到
不
可
識
，
及
思
考
﹁
源
自
書
法

﹂
可
以
擴
充
的
種
種
可
能
。
此
次
﹁
書
﹂
︵
傳
統
作
品
︶
、
﹁
非
書
﹂

︵
現
代
作
品
︶
展
覽
中
就
是
要
讓
更
多
人
士
體
會
，
即
使
只
是
純
粹
的

線
條
，
就
能
展
現
豐
富
的
語
言
。

 

　
策
展
人
黃
一
鳴
表
示
，
書
法
藝
術
除
了
傳
統
蘊
含
的
文
化
性
外
，
它

的
筆
觸
、
結
構
更
是
西
方
抽
象
表
現
採
用
的
重
要
元
素
。
豐
富
的
線
條

讓
西
方
抽
象
繪
畫
表
現
更
具
東
方
美
學
的
特
色
，
而
加
強
對
比
與
視
覺

張
力
將
使
東
方
的
書
法
表
現
更
加
璀
璨
與
耀
眼
。
這
項
展
覽
從
三
月
十

日
到
四
月
八
日
在
臺
中
港
區
藝
術
中
心
展
室
B
展
出
，
四
月
中
旬
至
大

陸
西
安
的
碑
林
博
物
館
，
以
及
七
月
下
旬
在
臺
東
生
活
美
學
館
展
出
。

榮
譽
理
事
長 

黃
一
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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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安
我
來
了
!
在
飛
機
即
將
降
落
的
那
一
刻
，
心
中
的
興
奮

難
以
言
喻
。
以
往
出
國
幾
乎
都
是
陪
外
子
參
加
國
際
會
議
，
總
是

蜻
蜓
點
水
，
也
沒
太
多
的
選
擇
，
此
次
一
聽
說
要
到
西
安
展
覽
，

我
毫
不
猶
豫
的
要
求
加
入
。
畢
竟
那
是
我
長
久
以
來
想
要
朝
聖
的

地
方
︱
碑
林
。

　
　
抵
達
碑
林
博
物
館
後
，
漢
光
書
會
的
整
個
團
隊
在
黃
老
師
、

碧
惠
理
事
長
以
及
幹
部
有
效
率
且
有
計
畫
的
帶
領
下
，
佈
展
在
短

短
的
時
間
內
就
完
成
了
。
我
是
書
會
的
新
進
成
員
，
雖
然
之
前
也

參
加
過
展
覽
，
看
到
大
家
熟
練
以
及
效
率
的
工
作
，
確
實
讓
我
留

下
了
深
刻
的
印
象
!
當
然
，
碑
林
博
物
館
的
工
作
人
員
也
給
予
我

們
很
大
的
協
助
，
讓
我
們
深
刻
的
感
受
到
他
們
的
誠
意
以
及
歡
迎

之
意
!

　
　
在
佈
展
後
的
空
檔
時
間
，
我
和
幾
位
書
會
的
朋
友
一
起
去
逛

了
碑
林
，
自
從
習
書
之
後
，
臨
了
許
多
古
人
的
碑
帖
，
卻
有
恨
未

能
遠
睹
前
人
之
奇
迹
之
慨
，
託
現
代
科
技
之
福
，
我
不
用
“
擔
笈

杖
錫
，
西
遊
上
國
，
謁
見
當
代
名
公
＂
，
便
可
透
過
印
刷
紙
本
，

或
是
網
路
看
到
許
多
名
碑
名
帖
，
然
而
，
當
我
進
入
一
間
間
豎
立

著
許
多
石
碑
的
展
館
後
，
心
中
的
激
盪
難
以
形
容
，
儘
管
只
是
斷

簡
殘
篇
，
看
到
之
後
，
也
是
感
動
得
興
奮
莫
名
。
舉
凡
曹
全
碑
、

顏
氏
家
廟
碑
、
集
字
聖
教
序
、
張
旭
的
肚
痛
帖
︙
這
些
都
是
曾
經

臨
過
的
名
帖
，
原
來
全
都
在
這
!
見
到
懷
素
的
大
草
千
字
文
，
我

就
像
個
小
女
孩
見
到
了
偶
像
一
樣
高
興
的
叫
了
起
來
！
在
最
後
的

搨
碑
館
，
也
見
到
了
我
的
另
一
個
偶
像
，
明
朝
的
才
子
｜
祝
枝
山

的
樂
志
論
。
當
獲
知
可
買
其
拓
本
後
，
儘
管
是
此
行
的
第
一
天
，

我
也
咬
了
牙
狠
下
心
買
了
兩
個
名
帖
，
所
費
不
貲
，
但
卻
也
是
愛

不
釋
手
。

　
　
隔
天
的
開
幕
式
非
常
隆
重
，
開
幕
式
的
場
地
在
碑
林
博
物
館

前
的
廣
場
舉
行
，
鮮
花
、
紅
地
毯
加
上
背
景
以
斗
大
的
字
標
示
出

兩
岸
交
流
的
開
幕
式
字
樣
，
不
惜
把
鎮
館
之
寶
給
遮
蓋
了
起
來
。

館
方
請
了
很
多
重
量
級
的
人
物
，
有
書
界
的
大
老
以
及
官
方
的
代

表
，
他
們
也
一
一
參
觀
了
我
們
的
作
品
，
甚
至
在
黃
老
師
的
作
品

前
駐
足
許
久
，
仔
細
觀
賞
並
聆
聽
黃
老
師
的
解
說
，
貴
賓
對
本
會

學
員
的
創
作
作
品
也
讚
不
絕
口
！
並
且
在
好
幾
位
學
員
的
作
品
前

拍
照
留
念
。
揭
幕
式
後
有
兩
岸
交
流
的
座
談
會
，
以
及
筆
會
，
這

是
我
第
一
次
看
到
這
麼
正
式
的
書
法
展
覽
開
幕
，
眼
界
為
之
大
開

！　
　

　
　
開
幕
式
後
，
接
下
來
就
是
旅
遊
的
行
程
，
畢
竟
西
安
已
存
在

一
一
四
0
餘
年
，
共
有
十
三
個
王
朝
在
此
建
都
，
處
處
皆
是
古
蹟

。
我
們
上
了
古
城
牆
，
沒
想
到
城
牆
上
是
個
非
常
平
坦
的
道
路
，

且
相
當
寬
敞
，
相
當
於
四
線
道
的
馬
路
，
在
那
沒
有
自
動
化
的
年

代
，
居
然
可
造
出
如
此
精
密
的
工
程
，
祖
宗
確
實
不
簡
單
。
之
後

，
我
們
參
觀
了
兵
馬
俑
、
武
則
天
之
墓
、
半
坡
文
化
遺
址
、
永
泰

公
主
墓
、
也
到
了
韓
城
參
觀
了
司
馬
遷
祠
、
保
存
完
整
的
傳
統
村

落
︱
黨
家
村
、
玉
泉
院
︙
我
們
更
登
上
了
五
岳
之
一
的
華
山
，
抵

達
了
擁
有
金
庸
題
的
華
山
論
劍
碑
的
北
峰
頂
，
幾
位
前
輩
登
頂
後

，
心
情
暢
快
，
赤
子
之
心
更
是
表
現
無
遺
，
居
然
拿
起
了
他
們
手

邊
的
木
杖
比
劃
起
來
，
似
乎
不
如
此
便
虛
度
此
行
。
幾
位
前
輩
身

體
都
非
常
硬
朗
，
雖
然
都
可
買
優
待
票
，
但
他
們
的
腳
程
卻
一
點

也
不
輸
給
年
輕
人
，
看
他
們
如
此
精
力
旺
盛
的
攻
頂
，
我
也
不
能

太
丟
臉
，
只
好
忍
著
膝
蓋
的
疼
痛
一
起
上
了
峰
頂
，
且
還
要
裝
著

沒
事
，
但
這
一
切
都
值
得
。

　
　
此
次
西
安
之
行
，
帶
了
滿
滿
的
行
囊
回
來
，
裡
面
有
許
多
美

好
的
回
憶
，
有
讓
我
大
開
眼
界
的
開
幕
式
、
有
讓
我
目
不
暇
給
的

碑
林
、
有
老
祖
宗
驚
人
的
文
化
遺
跡
、
有
兩
岸
的
情
誼
、
有
好
吃

的
美
食
、
也
有
讓
我
敬
佩
的
前
輩
︙
此
行
我
確
實
是
滿
載
而
歸
!

謝
葆
真

西
安
我
來
了
!

　
　 

“
七
十
而
從
心
所
欲
，
不
踰

矩
＂
之
際
，
準
備
作
一
次
書
藝
展

，
是
近
二
年
努
力
的
目
標
！

　
　
揮
毫
創
作
是
我
的
至
愛
，
只
要

一
筆
在
手
，
墨
汁
一
盤
，
靈
感
上
來
，
天
馬
行
空
般
的
奔
騰
，
玩

線
條
遊
戲
於
焉
開
始
。

　
　
線
條
粗
細
交
錯
或
不
規
則
的
重
疊
，
碰
撞
或
適
當
的
切
割
，

增
增
減
減
，
長
線
條
變
短
線
條
，
反
之
短
線
條
變
長
線
條
，
粗
線

條
變
成
塊
面
，
或
強
烈
的
濃
淡
墨
對
比
，
穿
插
其
間
，
解
構
重
組

再
合
併
，
創
造
出
新
的
符
號
，
混
搭
銜
接
，
細
心
收
拾
，
成
為
有

巧
思
，
有
美
感
的
作
品
，
讓
我
悠
遊
於
書
海
中
，
樂
此
不
疲
！

　
　
本
次
展
出
作
品
，
從
傳
統
古
典
書
法
到
現
代
書
藝
，
呈
現
多

樣
風
貌
，
是
體
會
東
方
與
西
方
美
學
結
合
的
一
場
有
趣
的
邂
逅
。

　
　
在
翠
亨
藝
廊
的
書
印
個
展
，
是

我
生
涯
中
難
忘
的
記
憶
。
從
通
過
審

核
的
瞬
間
，
就
是
自
我
挑
戰
的
開
始

，
整
整
一
年
的
準
備
作
品
，
其
間
曾

猶
疑
徘
徊
在
要
跟
隨
強
調
視
覺
效
果

的
趨
勢
，
還
是
堅
持
含
蓄
典
雅
的
本

色
，
終
於
我
以
吳
讓
之
的
一
方
印
﹁

書
為
心
畫
﹂
說
服
自
己
：
要
有
充
分
的
自
信
心
以
及
承
擔
的
勇
氣

！
又
就
題
材
而
言
，
抒
情
為
主
，
而
不
從
俗
，
亦
未
顧
及
市
場
需

求
，
書
印
之
作
，
無
不
有
感
而
發
。

　
　
展
出
其
間
，
參
觀
者
大
多
給
與
正
面
評
價
，
儘
管
有
些
是
溢

美
之
詞
，
但
也
印
證
了
老
師
常
說
的
：
﹁
展
覽
的
意
義
，
在
自
我

能
耐
的
提
升
！
﹂
一
向
很
少
給
自
己
掌
聲
的
我
，
這
一
次
也
自
覺

書
印
的
表
現
已
迥
異
於
一
前
年
的
面
貌
。

　
　
為
了
達
成
自
我
期
許
的
目
標
，
誠
所
謂
﹁
衣
帶
漸
寬
終
不
悔

﹂
。
而
近
代
詩
人
周
夢
蝶
曾
說
：
﹁
會
不
會
奇
蹟
地
孕
結
出
蘭
瓣

︙
︙
這
條
路
是
一
串
永
遠
數
不
完
的
又
甜
又
澀
的
念
珠
。
﹂
是
的

！
必
須
如
苦
行
僧
般
一
路
數
著
又
甜
又
澀
的
念
珠
，
至
於
能
不
能

孕
結
出
蘭
瓣
，
則
無
需
費
心
思
量
！
與
大
家
共
勉
之
。

　
　
申
天
鐸
，
山
西
晉
城
人
，
民
國
十
四
年
生
。
習
書
二
十
餘
載

，
先
後
參
加
山
東
、
湖
南
、
杭
州
、
西
安
博
物
館
之
書
法
聯
展
。

曾
於
九
十
三
年
在
台
北
社
會
教
育
館
舉
辦
第
一
次
個
展
，
深
獲
好

評
。
訂
於
十
月
十
三
∼
十
八
日
，
在
國
父
紀
念
館
翠
亨
藝
畫
廊
舉

辦
︽
申
天
鐸
米
壽
書
法
展
︾
敬
請 

 

各
位
屆
時
參
觀
指
教
。 呂

美
都

呂
美
都
七
十
書
藝
展
後
感
言

李
育
萱

李
育
萱
書
印
作
品
展
後
感
言

︽
申
天
鐸
米
壽
書
法
展
︾
展
覽
預
告

《傳承與拓展》
     書法展     

傳統‧創新

國 內

郵 資 已 付

台北郵局許可證
台北第5 7 6 9 號
印 刷 品
無法投遞時免退回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Calligraphy Exhibition

2012.07.21  - 08.01六 三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一樓展覽室
 台東市大同路254號    TEL:089-322248  
開幕時間：07.21上午10:00
開幕座談主題：現代書法創作的不同面向

歡迎蒞臨指導

會址：10374 台北市重慶北路三段76號7樓之一
電話：(02)2596-7080       傳真：(02)2594-7650
www.chhg.com.tw

指導單位：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 
主辦單位：中華漢光書道學會

是
線
條
文
字
結
體
中
，
內
在
所
蘊
含
的
豐
富
內
容
性
與
文

化
性
。

　
　
傳
承
與
拓
展
的
精
神
就
在
於
核
心
的
文
化
價
值
保
留

，
和
西
方
與
我
們
可
以
相
容
的
視
覺
張
力
做
出
時
代
性
的

交
融
。
我
們
不
用
擔
心
這
樣
的
交
融
是
否
會
變
質
！
因
為

，
幾
千
年
來
書
法
內
部
的
改
變
，
已
經
讓
它
有
能
力
承
擔

不
同
的
挑
戰
。
相
信
！
這
將
是
書
法
藝
術
真
正
發
光
的
機

會
，
讓
書
法
的
藝
術
成
為
國
際
藝
術
的
重
心
，
將
是
我
們

共
同
努
力
的
目
標
。

傳

承

與

拓

展

巡

迴

展

第
一
站
：
台
中
港
區
藝
術
中
心

第
二
站
：
經
典
道
上
現
風
華
︱
中
華
漢
光
書
道
學
會
作
品
展

 
 
 
 
 
 
 

西
安
碑
林
博
物
館

第
三
站
：
國
立
臺
東
生
活
美
學
館

西安活動花絮

會員個展報導台中展開幕式現場

上、下圖–台中港區藝術中心展場 華山山壁人面藏

坐在黨家村古椅上歇歇腳

四月西安牡丹紅 代表團與西安碑林博物館館長及同仁合影

屹立於華山上之老樹

俯看黨家村全貌

梧桐花映黨家村 雨洗老街石板路 攻頂華山比手論劍

左起台中文化局副局長曾能汀、黃碧惠理事長、台中市副市長蔡炳坤、
黃一鳴榮譽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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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漢光書道學會

從傳統經典作品中汲取精華，讓複雜的心緒融入到簡單的線條裡，藉由書法不同字體的變化體會書寫的趣味，尋找

出具有新穎、開創性又能滿足自己調性的書風，經由線條的內涵與筋骨血肉的變化，重新詮釋書法可能的抽象表現。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        館長   

中華漢光書道學會榮譽理事長

中華漢光書道學會        理事長 

敬 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