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
煖
慧

跨
堺
‧
留
痕

跨
堺
‧
留
痕

林
園
幻
境
︵
集
體
創
作
作
品
︶

林
園
幻
境
︵
集
體
創
作
作
品
︶

　
　

︹
跨
堺‧

留
痕
︺
佔
幅
橫4

.5

公
尺
直5

公
尺
，
整
個
架
構
如
騰
龍

之
勢
始
於
感
性
的
東
方
卷
軸
造
型
與
水
墨
表
現
，
接
續
理
性
的
西
方
幾
何

方
塊
及
三
角
柱
，
而
圓
形
的
卷
軸
桿
是
彼
此
的
交
融
；
視
覺
上
，
期
能
以

透
視
、
穿
越
、
反
射
、
迂
迴
、
交
融
來
鋪
陳
三
遠
觀
的
審
美
厚
度
。

     

弧
形
展
開
的
卷
軸
兩
邊
之
軸
桿
，
透
著
燈
影
線
條
，
是
葆
真
異
材

質
的
圓
筒
布
畫
，
結
合
四
人
合
作
的
畫
心
，
整
個
的
畫
面
從
混
沌
、
多

元
跨
向
鮮
明
、
單
純
，
跨
出
﹁
東
﹂
與
﹁
西
﹂
的
界
，
也
跨
出
﹁
感
性

﹂
與
﹁
理
性
﹂
的
界
。

     

舉
頭
上
仰
，
是
葆
真
遊
藝
於
各
書
體
的
銀
光
鋁
線
，
以
長
河
之
姿

盤
旋
於
空
中
，
自
在
遊
走
，
述
說
著
漢
字
由
紀
實
文
化
到
抽
象
表
現
的

故
事
。

     

銜
接
卷
軸
續
出
的
是
承
載
著1

5
0
0

年
前
引
經
據
典
、
教
化
為
文
的

漢
字
千
字
文
，
有
不
同
朝
代
、
各
種
書
體
陸
續
接
龍
，
但
彼
此
卻
不
願

按
年
歲
做
規
矩
的
排
隊
，
跳
躍
式
的
站
上
最
適
合
自
己
的
舞
台
，
齊
力

龍
騰
般
竄
出
。

     

首
先
是
倩
華
大
筆
書
民
國
時
期
流
暢
、
有
韌
度
的
于
字
草
書
體
；

引
出
淑
貞
書2

1
0

公
分
寬
幅
的
元
代
趙
字
章
草
體
；
轉
個
彎
，
淑
貞
續

以
明
代
王
鐸
風
格
的
行
草
書
體
有
力
的
支
撐
在
中
軸
線
；
葆
真
則
接
此

明
朝
之
棒
，
呈
現
張
力
十
足
的
張
弼
大
草
及
祝
字
小
草
書
。

     

龍
騰
至
此
，
回
首
微
蹲
，
竟
如
曲
徑
通
幽
般
，
經
由
兩
個
方
形
視

窗
，
透
視
深
遠
的
卷
軸
之
境
；
而
俯
看
時
，
則
可
觀
賞
倩
華
結
合
鏡
面

和
黑
木
條
相
生
相
容
的
西
方
抽
象
表
現
。

     

此
件
被
傳
統
千
字
文
圍
繞
的
異
材
質
創
作
，
是
倩
華
以
線
性
延
伸

為
基
礎
觀
念
，
將
黑
色
木
條
粗
細
交
織
、
倚
斜
延
展
，
交
疊
出
立
體
的

抽
象
作
品
。
它
在
三
面
鏡
片
對
映
下
，
多
種
視
角
與
反
射
打
破
了
空
間

的
秩
序
感
，
做
著
無
限
的
循
環
，
也
讓
觀
眾
在
當
下
成
為
作
品
的
一
部

分
，
增
加
了
視
覺
的
趣
味
性
。

     

後
退
幾
步
，
環
景
平
視
，
右
後
方
矗
著
的
是
煖
慧
我3

0
0

公
分
高
、

5
0

公
分
面
寬
的
三
角
立
柱
；
﹁
天
地
玄
黃 

宇
宙
洪
荒
︙
︙
﹂
愜
意
來

去
的
反
白
古
文
字
，
嵌
在
摩
崖
岩
壁
、
刻
於
甲
骨
、
斷
碑
，
而
讓
人
不

捨
忽
視
的
，
是
那
歲
月
的
足
跡
在
歷
史
的
洪
流
裡
，
所
堅
持
留
下
與
古

文
字
共
譜
高
古
蒼
茫
的
美
麗
烙
印
。

     

三
角
形
有
其
穩
定
感
，
卻
也
具
備
了
突
破
性
的
動
勢
感
，
高
聳
地

嵌
刻
著
漢
字
千
字
文
的
三
角
立
柱
，
更
有
其
崇
高
的
象
徵
意
義
。
雖
自

立
於
一
隅
，
看
似
孤
獨
實
不
寂
寞
，
因
為
，
碑
帖
呼
應
，
合
唱
千
字
文

，
是
代
代
不
絕
的
。

     

想
要
有
所
轉
變
，
須
先
接
納
多
元
的
觀
點
，
須
要
多
方
吸
收
、
咀

嚼
、
表
現
、
再
吸
收
的
不
斷
運
作
；
這
件
創
作
，
在
我
們
天
馬
行
空
、

從
無
到
有
的
過
程
，
我
們
跨
線
條
的
界
、
跨
材
質
的
界
、
跨
東
與
西
的

界
、
跨
朝
代
的
界
、
也
跨
出
有
形
與
無
形
的
界
；
但
我
們
第
一
道
跨
的

是
我
們
四
個
人
彼
此
的
界
∼

林
倩
華 

 
 
 
 

藝
術
為
我
們
提
供
了
一
種
處
理
事
物
的
方
法
，
我
將
簡
單
的2

D

線

條
轉
化
為
動
態
的
藝
術
空
間
，
利
用
橫
豎
交
錯
、
高
低
有
致
的
擺
放
，

產
生
視
覺
上
的
衝
擊
與
張
力
，
透
過
鏡
中
的
世
界
，
讓
我
們
反
思
與
審

視
當
前
的
真
與
假
、
虛
與
實
，
幫
助
自
我
提
升
、
自
我
改
變
，
像
一
個

永
恆
的
信
息
循
環
不
止
，
而
這
就
是
我
看
待
人
與
人
共
存
的
方
式
。

謝
葆
真 

     

選
擇
可
塑
性
、
包
容
性
高
的
銀
光
鋁
線
，
意
喻
時
間
是
果
決
的
，

因
它
從
不
回
頭
；
時
間
也
是
包
容
的
，
它
的
包
容
推
動
了
世
界
長
河
的

前
進
。
藝
術
的
演
變
，
由
繁
入
簡
，
由
具
象
到
抽
象
，
由
紀
實
到
意
象

表
達
，
正
是
人
類
歷
史
的
寫
照
，
而
中
國
文
字
獨
特
的
發
展
正
好
跟
藝

術
的
演
變
同
一
軌
跡
，
攜
手
前
行
。

陳
煖
慧

 
 
 
 

︹
舞
筆
在
心
揮
情
性
．
戲
墨
於
韻
灑
形
質
︺
，
中
國
水
墨
的
佈
白

、
書
法
線
條
的
剛
柔
、
皴
法
用
筆
的
陰
陽
，
是
我
創
作
中
，
釋
放
情
性

的
元
素
；
在
宣
紙
上
，
將
古
文
字
嵌
刻
於
岩
壁
、
甲
骨
、
斷
碑
，
呈
現

在
崇
高
的
立
柱
，
意
喻
我
漢
字
䇄
立
傳
世
、
源
遠
流
長
，
也
為
我
漢
字

的
智
慧
，
以
藝
術
的
角
度
立
我
心
中
的
豐
碑
。

巫
淑
貞

 
 
 
 

寫
字
猶
如
生
活
中
不
同
階
段
的
心
情
，
隨
著
青
春
的
氣
味
漸
遠
，

學
習
扮
演
翱
遊
生
命
旅
程
的
自
在
過
客
之
際
，
簡
單
些
的
筆
劃
、
寬
鬆

有
度
的
字
形
彈
性
、
更
瀟
灑
的
燕
尾
參
差
，
章
草
正
好
演
繹
出
我
的
心

意
。
因
為
如
此
，
一
日
伏
案
書
寫
個
三
大
張
，
取
代
腰
痠
背
痛
的
，
竟

是
過
癮
兩
個
字
。

信
念
如
阿
甘

需
要
時
間
浸
泡

一
層
又
一
層

留
痕

得
見
曙
光

贊助：

張
淑
貞

陳
龜
年

李
育
萱

曾
哲
娟

黃
基
礎

鄭
明
珠

曾 
 

晨

徐
靜
儀

陳
玉
玲

顏
安
志

巫
青
玟

陳
祝
滿

小
川
美
由
紀

曹
淑
美

吳
金
蓮

楊
瑞
蓉

林
麗
蓮

巫
淑
貞

陳
秀
貞

周
淑
藝

詹
美
華

陳 
 

筠

劉
賜
惠

潘
秀
華

釋
宗
永

康
錦
湲

呂
美
都

蘇
美
玲

梁
素
雲

黃
舜
星

陳
春
芳

葉
素
美

郭
美
珠

蘇
子
修

湯
以
德

趙
曼
華

齊
海
娟

張
嘉
珉

黃
秀
專

賴
麗
雲

傅
瑩
瑩

張
慧
玲

陳
煖
慧

郭 
 

蘅

方
炎
森

謝
葆
真

林
倩
華

黃
碧
惠

黃
一
鳴

展
出
者

《轉變一書與非書的現代詮釋》

中華漢光書道學會特展
Chung Hwa Han Guang Calligraphy Association

"Transformation - A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cognizable and Unrecognizable Chinese Calli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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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蒞臨

轉
變
︵
集
體
創
作
作
品
︶

轉
變
︵
集
體
創
作
作
品
︶

巫淑貞、謝葆真、陳煖慧、林倩華（由左至右)

更
高
的
白
雲

春
風
得
意
馬
蹄
輕

日
照
新
粧
水
底
明

一
臉
的
精
靈

幼
稚
又
聰
明

見
賢
思
齊

見
善
如
不
及

有
的
似
是
似
不
是

有
的
徹
底
不
徹
底

風
生
覺
袖
輕

相
看
意
不
盡

高
高
的
天

捎
來
一
朵
更
高
的
白
雲

一
種
閒
情

兩
處
飄
零

藝
術
一
定
要
觸
及
能
量
，
能
量
從
素
材
來
看
比
較
容

易
認
知
。

紙
張
是
植
物
纖
維
，
墨
是
碳
和
膠
，
毛
筆
是
最
敏
感

最
難
運
行
的
筆
，
寫
字
時
要
運
行
全
身
。
這
就
叫
做

暖
性
雕
塑
，
這
些
是
我
寫
書
法
時
的
渴
求
。

國
中
時
在
放
牛
班
，
但
國
文
老
師
對
我
特
別
疼
愛
，

兩
次
派
我
參
加
書
法
比
賽
，
兩
次
我
都
得
到
冠
軍
。

葉
世
強
老
師
也
特
別
看
重
我
，
常
拿
我
胸
有
成
竹
的

圖
給
同
學
看
，
當
時
，
我
並
不
清
楚
為
什
麼
？

三
年
前
跟
隨
黃
一
鳴
老
師
學
習
書
法
，
老
師
本
就
是

成
名
的
藝
術
家
，
我
很
快
就
可
以
看
到
藝
術
家
的
創

作
是
怎
麼
來
的
。
沒
想
到
黃
老
師
最
看
重
的
事
情
是

放
野
我
，
野
性
這
件
事
並
不
是
去
野
外
。

P
oco 

平
日
除
了
跟
著
老
師
練
功
，
就
是
把
﹁
件
﹂

子
弄
好
，
書
法
很
重
視
雅
緻
。
老
師
說 P

oco 

的
字

有
﹁
癖
﹂
，
癖
就
是
生
命
的
本
體
，
野
性
就
是
把
癖

的
純
粹
性
保
留
在
書
法
上
，
此
時
件
子
就
完
全
內
化

了
。
野
書
就
是P

oco 

的
癖
。

更
高
的
白
雲
︱
顏
安
志
個
展

主
辦
單
位
：
財
團
法
人
樹
火
紀
念
紙
文
化
基
金
會

展
出
地
點
：
樹
火
紀
念
紙
博
物
館
︵
台
北
市
中
山
區
長
安
東
路
二
段6

8

號
︶

展
出
時
間
：2

0
2
1
/1
2
/1
7

∼2
0
2
2
/3
/2
6

顏
安
志 p

o
c
o

，
號
半
間
空
顏
︵
半
間
即
初
老
，
空
顏
則
是
容
貌
抱
歉
︶

2
0
1
9

年 

加
拿
大
多
倫
多
︽
經
典
道
上
︱
中
華
漢
光
書
道
學
會
作
品
展
︾

2
0
1
9

年 

蘑
菇
中
山
店
，p

o
c
o

與
燕
步
聯
展
︽
無
無
之
無
畫
展
︾

2
0
1
8

年 

拜
師
黃
一
鳴
老
師
，
學
習
書
法

2
0
1
4

年 

蘑
菇
中
山
店
，
台
南
孔
廟
店
︽
野
豬
蘑
菇
插
畫
展
︾

樹
火
紀
念
紙
博
物
館＼

鶯
歌
陶
瓷
博
物
館
常
設
展
設
計

愛
情
萬
歲
、
河
流
、
蔡
明
亮
電
影
海
報
設
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