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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切
均
是
雕
塑
。
任
何
無
阻
礙
的
孕
育
於
宇
宙
間
的
物

質
和
想
法
，
在
我
看
來
都
是
雕
塑
。
﹂

—

野
口
勇
︵I

s
a
m
u
 
N
o
g
u
c
h
i

︶

　
　
二
○
一
四
年
暑
假
一
趟
紐
約
行
，
造
訪
了
位
於
紐
約
長
島

的
野
口
勇
美
術
館
︵N

o
g
u
c
h
i
 
M
u
s
e
u
m

︶
，
雖
然
久
仰
這
位

藝
術
家
多
時
，
但
親
臨
美
術
館
，
面
對
著
作
品
，
不
論
是
藝
術

家
對
石
材
的
精
準
掌
握
，
或
是
作
品
與
空
間
的
互
動
對
話
；
再

再
被
其
作
品
的
光
影
與
石
材
巧
妙
地
在
明
與
暗
之
間
跳
動
所
震

懾
。

　
　
野
口
勇
︵I

s
a
m
u
 
N
o
g
u
c
h
i

︶
出
生
於
美
國
洛
杉
磯
，
母

親
是
美
國
作
家
莉
歐
妮‧

吉
歐
蒙
︵L

e
o
n
i
e
 
G
i
l
m
o
u
r

︶
，

父
親
是
日
本
詩
人
野
口
米
次
郎
︵N

o
g
u
c
h
i
 
Y
o
n
e
j
i
r
o
u

︶
。
一

九
○
六
年
兩
歲
時
隨
母
親
搬
到
日
本
與
父
親
團
聚
，
並
在
日
本

渡
過
他
大
部
分
的
童
年
時
光
。
一
九
一
八
年
，
野
口
勇
十
四
歲

時
回
到
美
國
上
學
︵
父
母
已
離
異
、
當
時
他
跟
隨
母
姓
，
稱
為I

s
a
m
u
 

G
i
l
m
o
r
e

︶
，
一
九
二
二
年
申
請
到C

o
l
u
m
b
i
a
 
U
n
i
v
e
r
s
i
t
y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的
醫
學
系
。
到
了
紐
約
市
生
活
，
並
啟
發
了
對

雕
塑
創
造
的
熱
情
。

　
　
一
九
二
四
年
，
由
於
想
要
全
時
間
投
入
雕
塑
創
作
，
他
從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退
學
，
改
名
為
野
口
勇
。
他
開
始
專
注
在
抽
象

藝

術

雕

塑

作

品

，

並

深

受

布

朗

庫

西

︵C
o
n
s
t
a
n
t
i
n
 

B
r
a
n
c
u
s
i

︶
的
影
響
。
一
九
二
七
年
他
申
請
到
古
根
漢
藝
術

基
金
，
前
往
巴
黎
拜
布
朗
庫
西
為
師
。
習
得
了
以
雕
和
鑿
為
主

的
創
作
方
式
，
兩
年
後
回
到
紐
約
市
。
一
九
二
九
年
舉
辦
了
第

一
次
個
展
。

　
　
一
九
三
○
年
他
前
往
莫
斯
科
與
亞
洲
，
曾
在
中
國
北
京
與

齊
白
石
學
習
水
墨
畫
和
中
國
園
林
的
造
園
心
法
。
最
後
他
回
到

了
日
本
找
尋
他
的
詩
人
父
親
，
並
接
觸
到
日
本
禪
宗
庭
園
的
風

格
思
想
，
對
他
來
說
，
一
九
三
○
年
是
一
個
風
格
上
的
轉
變
，

他
開
始
跨
領
域
到
了
整
個
景
觀
花
園
的
設
計
，
將
東
方
的
空
間

美
學
，
逐
漸
的
帶
到
西
方
的
現
代
理
性
當
中
。

　
　
一
九
五
二
年
他
與
知
名
的
歌
手
山
口
淑
子
︵
即
李
香
蘭
︶

結
婚
。
並
於
一
九
五
七
年
離
婚
。

　
　
一
九
六
二
年
後
，
野
口
勇
廣
受
大
型
企
業
與
政
府
機
關
的

歡
迎
，
承
接
了
日
本
美
國
兩
地
許
多
的
景
觀
設
計
或
建
築
計

劃
，
並
開
始
與
知
名
建
築
師
們
有
了
密
切
的
合
作
，
一
九
七
○

年
他
設
計
出
相
當
受
歡
迎
的A

k
a
r
i

系
列
燈
籠
。
一
九
八
一
年

他
買
下
了
紐
約
市
東
河
邊
的
地
，
開
始
計
劃
成
立
野
口
勇
雕
塑

花
園
博
物
館
，
該
館
於
一
九
八
五
年
五
月
開
放
。
一
九
八
八
年

野

口

勇

獲

得

日

本

政

府

頒

發

的

獎S
a
c
r
e
d
T
r
e
a
s
u
r
e

︵T
h
i
r
d
 
O
r
d
e
r

︶
，
同
年
十
二
月
，
獲
得
紐
約
雕
塑
中
心

A
w
a
r
d

　f
o
r
 
D
i
s
t
i
n
c
t
i
o
n
 
i
n
 
S
c
u
l
p
t
u
r
e

，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
於
紐
約
市
逝
世
。

︵
以
上
資
料
引
用
自
維
基
百
科
︶

　
　
﹁
堅
硬
的
玄
武
岩
、
花
崗
岩
等
於
就
是
時
間
的
凍
結
，
他

們
活
過
比
人
類
更
長
遠
的
時
代
。
整
個
地
球
是
一
個
活
雕
塑
，

石
頭
則
是
這
地
球
的
皮
膚
和
骨
骼
，
我
只
是
替
石
頭
顯
露
出
一

層
層
的
真
實
。
﹂

—

野
口
勇
︵I

s
a
m
u
 
N
o
g
u
c
h
i

︶

　
　
結
合
了
美
國
與
日
本
血
液
的
野
口
勇
，
自
小
即
在
東
、
西

方
多
元
的
文
化
教
育
下
成
長
，
他
熱
衷
於
對
自
然
界
的
探
索
更

跳
脫
一
般
人
對
雕
塑
具
象
表
現
的
認
識
。
因
此
他
廣
泛
地
使
用

自
然
素
材
，
如
石
材
、
木
材
、
水
以
及
光
等
元
素
。
他
透
過
對

石
材
不
規
則
或
是
幾
何
圖
形
的
拆
解
，
與
東
方
文
化
中
對
自
然

元
素
的
特
定
象
徵
意
涵
，
創
造
出
巧
奪
天
工
的
作
品
更
吸
附
著

不
可
抹
滅
的
人
文
價
值
。

　
　
他
試
著
挑
戰
傳
統
的
思
維
方
式
與
看
事
物
的
角
度
。
他
的

雕
塑
作
品
豐
富
的
層
次
能
迫
使
觀
者
周
旋
於
每
一
件
作
品
之

間
，
感
受
作
品
每
一
個
處
理
材
質
時
的
敏
銳
和
纖
細
；
作
品
與

台
座
之
間
渾
然
天
成
的
關
係
，
更
增
加
了
與
空
間
的
呼
應
。
身

處
在
野
口
勇
美
術
館
裡
可
以
觀
察
他
不
同
時
期
的
形
式
表
現
和

時
代
思
潮
之
間
微
妙
的
互
動
。

　
　
﹁
我
們
只
能
看
見
我
們
眼
睛
所
想
看
見
的
，
你
的
腦
子
裡

有
多
少
料
，
你
就
看
得
到
多
少
東
西
。
﹂

—

野
口
勇
︵I

s
a
m
u
 
N
o
g
u
c
h
i

︶

　
　
在
園
中
有
一
件
作
品
，
透
過
導
覽
員
的
導
引
，
要
求
觀
者

閉
眼
去
﹁
聽
﹂
這
件
雕
塑
作
品
，
野
口
勇
將
水
的
流
動
與
石
頭

之
間
做
了
個
巧
妙
安
排
，
試
著
傳
達
他
的
宇
宙
觀
。
水
的
流

動
，
表
達
一
種
生
生
不
息
的
循
環
，
﹁
聽
﹂
這
個
動
作
又
超
乎

了
一
般
人
對
雕
塑
作
品
的
認
知
與
感
知
範
圍
，
這
是
一
件
具
出

世
觀
念
的
創
作
。

　
　
野
口
勇
的
石
雕
作
品
看
似
平
凡
，
卻
能
深
深
地
震
撼
到
每

一
位
觀
者
。
就
是
因
為
作
品
的
純
粹
，
沒
有
一
點
多
餘
的
修

飾
，
很
直
接
地
透
過
表
面
肌
理
的
處
理
，
經
由
切
、
打
孔
、
線

性
、
打
磨
、
顏
色
等
把
石
材
根
本
的
物
質
屬
性
揭
示
，
表
現
出

材
質
的
生
命
與
單
純
形
態
，
並
直
接
而
有
力
地
指
向
作
品
本

身
。

　
　
野
口
勇
創
造
了
一
個
屬
於
自
己
的
形
式
語
彙
，
不
僅
是
抽

象
與
禪
意
的
東
方
更
是
理
性
與
秩
序
的
西
方
。
作
品
不
需
依
附

任
何
形
體
而
能
自
我
表
達
，
更
是
現
今
不
論
從
事
任
何
形
式
的

藝
術
創
作
者
值
得
思
考
的
議
題
。

　
　
二
○
○
五
年
，
由
中
國
美
術
學
院
現
代
書
法

中
心
推
出
首
屆
“
書
、
非
書
＂
國
際
現
代
書
法
藝

術
展
，
並
於
五
年
後
做
了
第
二
屆
“
書
、
非
書
＂

二
○
一
○
年
國
際
現
代
書
法
展
。

　
　
二
○
一
五
年
“
書
非
書
＂
國
際
現
代
書
法
藝

術
展
於
五
月
八
日
至
十
九
日
在
中
國
美
術
學
院
美

術
館
再
次
隆
重
舉
行
。

　
　
從
二
○
一
○
年
“
書
、
非
書
＂
展
則
開
始
做

了
更
大
的
跨
界
，
力
圖
進
行
更
加
深
入
和
開
放
的

探
索
，
邀
請
了
來
自
十
四
個
國
家
和
地
區
，
包
括

建
築
、
雕
塑
、
服
裝
設
計
、
音
樂
、
舞
蹈
等
多
種

藝
術
門
類
的
一
百
多
位
著
名
藝
術
家
共
同
參
與
。

　
　
而
今
年
的
展
覽
更
擴
大
舉
行
，
共
有
來
自
二

十

七

個

國

家

和

地

區

的

一

○

八

位

傑

出

的

藝

術

家
，
參
加
了
“
書
非
書
＂
系
列
展
覽
。
展
覽
同
時

並

舉

辦

﹁

現

代

書

法

的

方

位

與

語

境

﹂

學

術

論

壇
。
這
項
論
壇
由
曹
意
強
、
朱
青
生
、
范
迪
安
、

高
士
明
、
寒
碧
等
共
同
主
持
，
並
邀
請
鄭
勝
天
�

加
拿
大
�
、
柯
乃
博
�
法
國
�
、
史
蒙
年
�
比
利

時
�
、
勞
悟
達
�
德
國
�
等
三
十
多
位
學
者
共
同

就
“
書
非
書
＂
的
定
位
與
未
來
性
議
題
發
展
作
出

討
論
。

　
　
“
書
非
書
＂
經
過
十
年
的
發
展
，
已
經
成
為

一
個
以
中
國
書
法
的
精
神
為
核
心
、
以
強
調
現
代

書
法
的
實
驗
性
為
指
向
的
當
代
藝
術
展
，
並
成
為

現

代

書

法

實

驗

與

研

究

道

路

上

一

個

鮮

明

的

旗

幟
。

　
　
中
國
美
術
學
院
許
江
院
長
在
“
書
非
書
＂
的

展
出
序
言
中
提
到
：

　
　
﹁
書
，
非
書
，
非
常
書
。
書
法
在
中
國
，
淵

遠
流
長
，
久
有
定
說
。
突
破
書
法
的
一
定
之
規
來

書
寫
，
與
書
畫
的
定
見
拉
開
距
離
，
已
然
不
是
尋

常
之
書
法
。
非
尋
常
之
書
，
正
是
“
書
非
書
＂
的

本
意
。

 
 
 

“
書
非
書
＂
一
方
面
以
實
驗
的
力
量
推
進
現
代

書
法
，
另
一
方
面
以
溯
源
的
方
法
重
返
書
藝
的
開

端
。
“
大
曰
逝
，
逝
曰
遠
，
遠
曰
返
。
＂
堂
堂
之

大
者
總
在
變
化
之
中
，
變
化
者
必
無
邊
限
，
無
邊

限
者
又
要
回
返
家
園
。
這
正
是
“
書
非
書
＂
日
見

壯
大
的
機
緣
。
﹂

　
　
“
書
非
書
＂
展
主
要
策
展
人
王
冬
齡
教
授
，

是
這
項
展
覽
的
最
重
要
推
動
人
，
他
從
傳
統
書
法

基

調

出

發

，

進

而

要

將

書

法

與

國

際

接

軌

，

因

此
，
這
項
展
覽
是
種
跨
界
的
國
際
性
展
覽
，
他
認

為
中
國
當
代
藝
術
有
著
底
下
幾
個
共
性
：

一
、
大
都
來
自
傳
統
又
是
反
傳
統
。

許
多
與
傳
統
相
關
的
當
代
藝
術
的
目
的
是
致
力
於
對
傳
統
的
認

知
與
解
構
。

二
、
具
有
國
際
當
代
藝
術
觀
念
影
響
，
並
有
與
國
際
當
代
藝
術

接
軌
的
痕
跡
模
仿
。

三
、
當
代
藝
術
強
調
藝
術
作
品
的
觀
念
表
達
，
並
重
視
自
己
的

﹁
文
化
身
份
﹂
的
訴
求
。

而
現
代
書
法
基
本
上
具
有
以
下
方
面
的
展
現
：

一
、
超
越
書
法
的
書
寫
型
態

　
　
不
脫
離
書
法
的
屬
性
，
但
同
時
現
代
書
法
已
經
跟
漢
字
，

傳
統
書
法
拉
開
距
離
。
現
代
書
法
超
越
了
傳
統
意
義
上
書
法
唯

重
視
技
巧
與
書
寫
性
的
界
線
，
尤
其
是
對
材
料
的
選
擇
，
工
具

的
運
用
、
書
寫
的
狀
態
等
方
面
已
經
跟
漢
字
、
書
法
的
印
象
拉

開
了
距
離
。

二
、
超
越
書
法
領
域
進
入
當
代
藝
術
領
域
的
藝
術
形
態

　
　
現
代
書
法
應
該
突
破
書
法
藝
術
的
界
線
，
進
入
更
為
廣
闊

的
當
代
藝
術
的
範
疇
。
真
正
進
入
當
代
藝
術
領
域
的
現
代
書

法
，
應
該
超
越
書
法
原
有
的
傳
統
語
境
和
含
義
，
而
賦
予
它
更

為
寬
廣
，
更
為
延
展
的
藝
術
定
義
。
進
而
走
向
文
字
或
水
墨
的

更
為
抽
象
的
觀
念
性
表
達
。

三
、
走
向
國
際
性
具
備
國
際
視
野
的
現
代
書
法
藝
術

　
　
現
代
書
法
的
創
作
理
念
越
來
越
多
結
合
了
國
際
當
代
藝
術

中
許
多
前
衛
性
的
藝
術
觀
念
，
這
是
現
代
書
法
融
入
當
代
藝
術

的
最
根
本
性
的
體
現
。

　
　
從
藝
術
發
展
的
層
面
而
言
﹔
作
品
內
涵
與
社
會
文
化
互
為

表
裡
，
彼
此
輝
映
，
各
顯
價
值
，
並
由
美
的
本
體
推
展
進
而
詮

釋
生
活
內
在
的
本
質
，
此
種
反
應
生
活
的
態
度
即
是
現
代
書
法

創
作
者
關
注
之
所
在
。

　
　
保
加
利
亞
藝
術
家
克
里
斯
多
為
當
代
藝
術
提
出
明
確
的
詮

釋
：
﹁
我
們
生
活
在
一
個
本
質
上
是
經
濟
、
社
會
、
政
治
的
世

界‧
‧
‧

如
果
藝
術
品
不
是
政
治
的
、
社
會
的
、
經
濟
的
、
那

它
就
不
是
當
代
的
。
﹂

　
　
當
代
藝
術
在
本
質
上
強
調
的
是
自
由
抒
發
、
反
映
生
活

的
。
因
此
書
法
的
創
作
也
應
對
大
環
境
的
時
代
脈
絡
，
經
濟
起

落
、
階
級
流
動
、
政
治
情
勢
、
環
保
議
題
做
出
一
定
程
度
的
回

應
。

　
　
當
代
書
法
創
作
是
社
會
文
化
現
象
的
縮
影
，
皆
具
﹁
雜

揉
、
綜
合
、
開
放
、
多
元
﹂
的
後
現
代
特
質
。
創
作
者
不
僅
立

足
本
土
且
要
與
世
界
藝
壇
接
軌
，
相
信
已
是
時
勢
所
趨
了
。

 
 
 
 
 
 
 
 
 
 
 
 
 
 
 
 
 
 
 
 
 
 
 
 
 
 
 
 
 
 
 
 
 
 
 
 
 
 
 
 
 
 
 
 

　
　
德
國
維
也
納
分
離
派
的
著
名
藝
術
家
利
貝
曼
在
︽
繪
畫
中

的
想
象
︾
一
書
中
寫
到
：

　
　
﹁
一
切
藝
術
都
不
過
是
象
形
文
字
而
已
，
藝
術
家
的
象
形

文
字
越
近
乎
對
大
自
然
的
感
覺
印
象
，
就
越
需
要
花
費
想
像
力

1

18

2027
2324

25 26 22
21

19

2

3

5

4

7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9

6

8

去
設
計
它
們
﹂
。
如
果
想
要
說
明
藝
術
與
象
形
文
字
的
關
係
，

那
麼
中
國
的
書
法
無
疑
是
最
具
有
形
象
說
服
力
的
表
徵
。

　
　
根
據
筆
者
的
觀
察
，
此
項
展
覽
作
品
大
致
有
底
下
幾
個
面

向
：

一
、
可
識
文
字
類 

 

書
寫
性

以
草
書
線
條
為
主
的
連
綿
與
碰
撞
效
果(

圖
一)

 
 
 

注
重
乾
、
溼
、
濃
、
淡
及
空
間
變
化
的
人
文
性(

圖
二)

 
 

以
單
字
所
作
的
造
型(

圖
三)

、(

圖
四)

以
字
體
變
形
之
趣
味
表
達(

圖
五 

)

篆
書
組
合
效
果(

圖
六)

字
體
堆
疊
中
加
重
視
覺
張
力
之
處
理(

圖
七)

字
體
與
水
墨
融
合(

圖
八)

藉
由
古
文
字
堆
疊
產
生
的
新
符
號(

圖
九)

字
體
與
墨
痕
變
化(

圖
十)

只
呈
現
部
份
可
識
文
字
之
空
間
安
排(

圖
十
一)

二
、
可
識
文
字
類 

 

非
書
寫
性 

焰
燒
透
字
效
果(

圖
十
二)

非
毛
筆
完
成
之
文
字
內
涵(

圖
十
三)

光
影
書
寫(

圖
十
四)

三
、
非
可
識
文
字
類

解
構
可
識
文
字
羈
絆
，
而
又
能
具
有
書
法
屬
性
之
處
理

(

圖
十
五)

、(

圖
十
六)

、(

圖
十
七)

利
用
碑
帖
元
素
作
為
畫
面
之
處
理(

圖
十
八)

利
用
不
同
線
條
粗
細
、
快
慢
、
濃
淡
、
位
置
高
低
、
輕
重
等
產

生
新
意
涵
之
處
理(

圖
十
九)

利
用
水
墨
呈
現
視
覺
效
果(

圖
二
十)

筆
觸
與
色
彩(

圖
二
十
一)

四
、
其
他
類

拼
貼
、
攝
影(

圖
二
十
二)

、(

圖
二
十
三)

材
質
轉
換
的
視
覺
表
達(

圖
二
十
四)

內
含
書
法
結
構
多
維
性
的
雕
塑
作
品(

圖
二
十
五 

)

建
築
與
裝
置
結
合
、
凸
顯
社
會
現
象(

圖
二
十
六)

藉
由
用
筆
的
絞
轉
來
反
思
人
與
人
的
關
係(

圖
二
十
七)

省
思

一
、
書
非
書
展
每
五
年
舉
辦
一
次
。
可
以
檢
視
現
代
書
法
發
展

的
一
些
軌
跡
。

二
、
哪
些
作
法
是
之
前
未
出
現
的
？
哪
些
是
擴
充
的
書
法
現
代

性
？
哪
些
作
法
是
偏
離
主
題
？
或
者
是
書
非
書
展
有
更
大
的
包

容
性
。

三
、
可
以
檢
視
藝
術
家
在
這
五
年
中
如
何
開
拓
、
研
發
、
以
及

方
向
的
變
更
、
深
入
，
以
及
是
否
停
頓
。

四
、
藉
由
書
法
的
形
式
與
本
質
發
展
的
不
同
，
將
會
越
來
越
分

歧
。

五
、
書
、
非
書
將
隨
著
時
、
空
而
越
來
越
難
定
義
。

六
、
平
正
、
險
絕
、
平
正
的
創
作
思
維
，
將
趨
向
於
書
、
非
書

的
創
作
思
維
。

(

續
接
左
上
、
第
一
版)

(

續
接
右
下
、
第
四
版)

(圖一 逍遙遊 145 x 3 6 5 c m x 3  2 0 1 5  王冬齡) 

(圖二 紀念碑 248 x 4 9 8 c m  2 0 1 2  邱振中) 

(圖三 真實不虛 16x 2 0 c m x 4  2 0 1 5  劉燦銘) 

(圖四 嚴 95 x 9 0 c m  2 0 1 5  白砥)

(圖五 圖騰系列 180 x 9 7 c m  2 0 1 1  徐潔)  

(圖六 清韵 68 x 6 8 c m  2 0 1 4  韓祖耀)

(圖七 飛來好運 100 x 2 2 0 c m  2 0 1 4  邵岩)

(圖八 心獨靜 135 x 6 8 c m  2 0 1 4  王傳峰)

(圖九 明堂賦 170 x 1 2 3 c m  2 0 1 0  魏立剛)

(圖十 迹 51 x 4 1 c m  2 0 1 4  鄭勝天)

(圖十一 墨 18 0 x 9 6 c m  2 0 1 4  曾來德)

(圖十二 字帖 45x 3 0 c m x 1 2  王天德)

(圖十三 物權 (局部) 8 9 x 7 5 c m x 3 0  

       2 0 1 4  吳山專 英格．斯瓦拉．托斯朵蒂爾)

(圖十四 日記(局部) 2〞00〞201 4  蔣志)

(圖十五 英文方塊字書法-李清照詞三首

       7 0 x 4 0 9 c m  2 0 1 4  徐冰)

(圖十六 線場 40x 5 0 c m x 6  2 0 0 6  徐慶華)

(圖十七 福-頌經之一Fu 6 0 x 5 5 c m  2 0 0 8  洛齊)  

(圖十八 痕 24 0 x 9 3 c m x 2  2 0 1 5  黃一鳴)

(圖十九 無 90 x 1 8 1 c m  2 0 1 2  稻村雲洞)

(圖二十 渾沌初開 180 x 1 8 0 c m  2 0 1 3  蔡珩)

(圖二十一 百眾一心圖 214 x 1 9 4 . 5 c m x 5  2 0 1 5  柯廼柏)

(圖二十二 冰水書 200 x 2 0 0 c m  2 0 1 1 - 2 0 1 4  勞務達)

(圖二十三 之間 200 x 2 0 0 c m  2 0 1 5  陳旭江) 

(圖二十四 無題 140 x 1 9 0 c m  2 0 1 5  王小松)

(圖二十五 遠迹 201 4  李秀勤)

(圖二十六 帕斯卡的庭園-杭州 200 x 6 0 0 x 2 5 0 c m  坂口寬敏)

(圖二十七 被絞轉的身體 140 x 1 2 0 x 1 1 0 c m  2 0 1 5  奚秀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