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人士，因而保留了許多珍貴老樹，如檜木、茄苳、樟樹、楓香及榕樹等，我們希望呼籲莫再亂砍

伐樹木，需鼓勵種樹與推動造林，為後代子孫保有綠意盎然的地球。

宋代詩人陸游有詩云「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書家修身養性與研習書畫，無論是精神

層面或物質基礎上，對社會環境亦有使命和責任感。經由此次的「樹衛時代•2013-14傳統與實

驗書藝雙年展」，除了展現書家精湛的書藝文化外，並藉由書家書藝觀看世界，讓文化與自然生

態拉近彼此的距離，使觀者有新的體悟，重新認識我們所生存的環境，在文化和社會之外也關懷

自然生態，珍惜愛護週遭環境的一切。
圖、文 / 港區藝術中心

2013-14 傳統與實驗書藝雙年展

何創
時書法藝術基金會自成立以來，始終以推展書法藝術為宗旨，持續舉辦了近百檔書法

特展，並發行相關刊物及特展圖錄，藉著筆情墨韻弘揚中華文化淬煉出的書藝之美。

基金會曾與文化部、高雄市立美術館、臺北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廣邀臺灣地區書家，共同主辦「傳

統與實驗書藝雙年展」，呈現臺灣地區書家在傳統書藝與實驗書風創作上的多樣風貌。自1999年開

展以來，屢次獲得書法界及媒體的極大迴響，2011年與中華文化總會合作，邀請海峽兩岸將近百位

書家創作展覽，堪稱近年來臺灣書壇盛事，為持續這股創作的活力，在各界的期許下積極延續此一

精神。

本屆書藝雙年展由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與高雄市立美術館（第一場2013/11/16至2014/1/8

於高雄市立美術館401、402、403、多目的室）、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第二場2014/1/25至2014/3/9

於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展覽室A）、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第三場2014/3/13至2014/4/14於中正

藝廊）共同主辦，並邀請林業試驗所以及多個植物學研究的專家與團體協辦，和臺灣近八十位老

中青三代、北、中、南三地傑出書藝家共襄盛舉。此次展覽以「樹衛時代」為主題，透過書家描摹對

樹木的情感，展現書藝的同時也呼籲世人關懷自然與環保等議

題。書家使用從自然中取得的文房筆墨與紙材書寫，人類呼吸

的氧氣亦從植物光合作用而來。樹木捍衛自然如此久遠，環保

問題日益嚴重，人類應與樹木這個默不作聲的萬年之友，共同捍

衛時代。

我們的生活與自然環境相結合，樹木與我們之間存在著

密切的關係；人類珍貴的文化資產裡，無論三千年前《詩經•

小雅》裡的「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或《詩經•邶風》的「汎彼柏

舟，亦汎其流」；幼時的記憶、每日接觸的行道樹、家中的花園、

世界各地的樹木，這些共同的樹木印記，千變萬化地豐富人類

的生活。然而這一切隨著時代進展，也加速從人們生活與記憶

中消失，相對湧現的卻是環境問題。

 樹木提供給人類許多資源，淨化空氣、調節氣候、減少噪

音、平衡自然生態以及水土保持，樹木的根深入地底，讓地表免

於受到大雨沖刷，避免土石流災害。臺灣亦有默默為老樹奔走

樹衛時代‧2013-14 傳統與實驗書藝雙年展
時間：1 月 25 日至 3 月 9 日

地點：港區藝術中心 展覽室 A

衛時代

1 2

4 5

3

6

1. 李轂摩   傳統作品〈樹成陰而眾鳥棲焉〉

2. 傅   申   實驗作品〈檜木，劊子手〉

3. 陳明芳   實驗作品〈森林〉

4. 黃友佳   實驗作品〈臺灣樹衛時代多栽少伐〉

5. 姜一涵   傳統作品〈狂來怨去四言聯〉

6. 黃一鳴   實驗作品〈漂流（木）〉■ 王振邦 實驗作品〈山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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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處，啊，向何處—
向女性藝術家陳幸婉致敬

「何處，啊，向何處

你渴望的宇宙

有著失落的人間的幻夢

和身體破裂的血管；

正當崩潰的靈魂

期待著新生

在冰雪和死亡的面具之下」

摘自二十世紀德國猶太女詩人沙克斯（1891-1970）〈何處，啊，向何處〉

（《德國現代詩選》李魁賢翻譯）

幸婉水墨系列創作路途上有兩條大路，觀照「大自然」的生殺輪迴與「文明」權力的醜惡。

一條是從1990年在瑞士巴塞爾駐村結識埃及藝術家愛侶阿申，所延展出來的埃及沙漠旅

途，以大自然沙漠中老去風化的動物屍骸，與植物根莖葉糾結怪狀姿態，作為生死觀照的對象。

是以，幸婉的大自然，並非生機勃勃草木自然生長的自然，而是大地無情自然輪迴、充滿肅穆生

殺之氣的自然，是秋冬型能量凋零的自然，發展了「大地系列」〈生命之歌〉等作品。

一條是從1995年因旅美接觸到日軍南京大屠殺、納粹屠殺猶太人、白人屠殺印地安人事

件資料，她將震撼化為創作「戰爭與和平」系列（1995），從此逐漸延伸到1998年系列水墨畫作

〈德國．印象─听了葛瑞斯基的第三號交響曲之後〉，那是幸婉在德國盧北克駐村的半年時光

中，經由友人介紹而有緣深度聆聽的曲目——波蘭作曲家葛瑞斯基第三號交響曲〈哀歌〉，成為

我們進入她面對人類文明處境時，了解她心靈受到的衝擊、內在感受與思維的橋。

〈哀歌〉創作源起，來自於發生在二次大戰納粹查可帕尼集中營的真實事件，十八歲女孩

海蓮娜臨死前刻在牆上給母親的話語。基督教的經文悼歌與母親尋找兒子遺體的哀傷歌謠，全

曲彌漫著幽魂般不去的陰種沉霾，陶鑄了民族受難的集體哀傷。我們熟知的德國猶太女詩人沙

克斯（1891-1970）也正是因自身民族遭受納粹迫害的過程，在冷酷的人性環境中重新思索苦難

對於人類文明的意義，從而提煉出對神人關係、罪惡起源與影響、救贖與和解的路途等價值。

我們彷彿參與了幸婉尋訪德國與波蘭集中營遺跡的旅途，從畫面上，我們看見濃重陰鬱的

筆線與潑灑滴流，宛若牢籠的框，如同樊籬、柵欄、鐵蒺，框限鎮壓著活潑的生命，而不斷要湧

動出來掙脫束縛的生命，卻在這重重的壓迫下，溢流出脈管般的血，爆裂出渴求自由的力量。

面對著現實世界中上演的屠戮廝殺慘劇，詩人或藝術家看見的不是事件、不是一晃即逝的

感受、也不是歷史上的文字影像紀錄，他她從遺跡中、陰影中，宛若幻夢般觸碰到人類的集體宿

命課題與命運的枷鎖鍊條，使他她儘管處於悲傷，也要將死亡付出的代價篩檢淨化，結算人性的

罪以致昇華超越。

這正是女性藝術家陳幸婉畢生關注的生死主題，也是足以付出生死代價探索的課題。在她

逝世十年的紀念展前，我們謙卑聆聽她對人類命運所發出的呼求探問。

那是
第一次見到女藝術家陳幸婉，也是最後一次。

那是2003年，幸婉在科元藝術中心的個展。我和現代水墨畫家張富峻，在畫展現場

與科元創辦人秀分姐、幸婉一同賞畫、喝咖啡、享用午餐。還記得當時閒談生活與創作種種，從

她的母親、法國公寓、身體狀況一路談到了她自己修習法輪功真善忍的體驗。我們對於修行在藝

術上的重要性有著相近的看法，認為東方藝術與西方藝術很大的不同點，在於東方藝術重視心

性的顯明與體驗，著重未發之際的「煉養」與「蓄積」，因此作品呈現出來的常常只是冰山一角，

留有很從容的力量在裡頭。

在那個人心暖暖的午後，我們很欣喜的感覺到幸婉的生命進入了一個新的狀態，有一種觸

摸到「道」的驚喜，有一種將要結束漂泊旅途的歸鄉感，有一種內在的平靜，一種與自己、與他

人、與藝術一起共容的接納性，正在淡淡喜悅地滋長。

那時，在話語的香氣中相約，等待她回國安定後再深聊彼此藝術修行路上的風景。那一杯

咖啡，卻在2004年驚聞幸婉的死訊後，無法再續。

回憶與幸婉相處的場景，也等於與她所關注的課題面對面，當我以一個女詩人的眼睛看待

女畫家幸婉時，我看見的是「女性．生命 VS. 苦難．存在」課題，我們首先澄清自己，以最大的力

氣來貫通自己，斬除身前妨礙主體性發展的一切事物，在亦步亦趨艱難的探索過程中，逐漸發亮

自己，然後才可以燭照人世的苦難，放眼更大的人類普遍困境。

幸婉身旁的男性，父親陳夏雨、老師李仲生、先生程延平、埃及藝術家阿申、德國精工藝術

家，是滋養、引領、豐富她藝術生命的重要風景，幸婉因為有溫婉又堅毅的性格、有東方世界的

含蓄容璦觀，免除了西方女藝術家在情感與藝術生命上的衝崛毀傷宿命，幸婉因而得天獨厚的

在周遭親友的護持下，完成了自我藝術生命的實踐，我覺得她所演繹的道路風景，很值得走向女

性藝術家之路的後輩深入挖掘學習。

2014 陳幸婉逝世十週年紀念展
展期：3 月 15 日至 4 月 27 日

地點：港區藝術中心 展覽室 A

執行單位：港區藝術中心

協辦單位：科元藝術中心     策展人：張富峻

陳幸婉
1951年出生於臺中龍井，2004年於巴黎逝世。畢業於

板橋國立藝專，先後獲得臺北市立美術館首屆新展望獎、

李仲生基金會現代繪畫創作獎。重要回顧展包括臺北市立

美術館舉辦「陳幸婉紀念展」（2005），靜宜大學藝術中
心舉辦「開闔之間─陳幸婉的『原型』探求」（2008）。

文 / 靈視派詩人  薛赫赫

■ 陳幸婉〈德國‧印象—听了葛瑞斯基的第三交響曲之後〉 140x450cm/1999/

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圖像提供：國立臺灣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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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

創意戲劇冬令營

「兒童劇場」一直以來廣受大、小朋友的喜愛，小朋友不僅能發揮想像力、獲得快樂滿足，還能在演出中學習善良

的道德觀。今年寒假，港區藝術中心與九歌兒童劇團要教小朋友們以不同的角度進入戲劇的王國。

劇團創立於 1987年，由鄧志浩先生與一群喜愛兒童劇的朋友們創立。九歌秉持從孩子的觀點出發，堅持創作出精
彩故事，為國內最具規模與歷史的專業兒童劇團之一。我們將以「遊戲」的方式帶著小朋友們一起「玩」故事，不僅

玩肢體、玩聲音、玩表情、玩自信、玩想像更玩創意﹔透過「玩耍」讓小朋友更了解自己、學會關心別人，並藉由言語、

表情、肢體等方式傳達情感，不僅可以在快樂中成長，也培養了小朋友對表演藝術的認識與涵養。

1

2014藝起驫新春

日期：1/21 至 1/24
地點：港區藝術中心  夏荷教室

日期：1/18（六）   11：00
         2/8 （六）   11：00、15：00
         2/15（六）   15：00
地點：屯區藝文中心  戶外廣場

日期：1/12 至 2/9
地點：港區藝術中心  秋月教室、清水廳

2

馬年港藝行春有藝思

DIY手作活動

3

為歡慶農曆春節到來，「藝起驫新春」活動將於 2014年春節期間在
屯區藝文中心舉辦，以營造傳統節慶氣氛。

屯區藝文中心特別邀請九天民俗技藝團在 2月 8日年初九下午 3時
熱鬧演出，以豐富多元的傳統藝術表演，襯托年節熱鬧氣氛，並在活動

三天共四場次中另安排百戲功坊劇團、奇藝特技魔法劇團、大肚山同仁

堂國術獅藝館等各類型的表演團體，透過結合音樂、舞蹈、戲劇、舞獅、

擊鼓、民俗技藝等多項活動，呈現歡樂喜慶的年節氣息，邀請市民朋友

闔家共賞，有個休閒又藝術的行春好去處，邂逅傳統藝術文化，並在歡

笑聲中迎接嶄新的一年。

春節是所有節慶中最熱鬧、最隆重的節慶，港區藝術中心從 1月起活動開
始規劃一系列行春走春節慶 DIY活動。
內容豐富且實用，有可愛串珠手環及手機吊飾、妝點居家的陶藝、充滿年節

富貴喜氣的插花，以及最應景的版印財神年畫，還有最受歡迎的蝶谷巴特拼

貼等，為您在新的一年帶來好運氣，祈求平順與福氣。

2014 臺中市傳統藝術節

圖、文 / 編輯部

「2014臺中市傳統藝術節」將在農曆春節期間，在大墩文化中心、葫

蘆墩文化中心、港區藝術中心及屯區藝文中心同步舉辦、另外

在草悟道及臺中市民俗公園規劃表演活動，希望為各區粧點傳統節慶氛圍。文化

局安排以多據點精心呈現，除邀請國內知名團隊明華園日字團、十鼓擊樂團及黃

俊雄布袋戲子團──黃立綱演出外，亦邀請在地優質團隊及國外表演團體演出，

現場除有音樂、舞蹈、戲劇、民俗技藝等多項展演活動外，周邊辦理藝術市集、民

俗表演、親子活動、DIY手作等行春體驗活動，希望讓市民於農曆春節期間有個休閒及藝術的行春好去處。

過年何處去？臺中市政府文化局邀請大家在年初一至初五一起來臺中市過年。

屯區藝文中心 》》》》
港區藝術中心 》》》》

草悟道 》》》》

葫蘆墩文化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 》》》》

臺中市民俗公園 》》》》

日期：2 月 3 日～ 2 月 4 日（年初四至年初五）

時間：上午 10：00 至下午 4：30
地址：臺中市太平區大興路 201 號   電話：04-23921122
特別邀請明華園日字團於 2月 3日（年初四）演出，另有文化部扶

植團隊也是本市優質團隊的大開劇團演出，Katari舞樂團、北京特技－
星哥、臺灣揚琴樂團及 Yawa Inka 印加文化藝術團等演出，周邊亦有
市集、親子活動區及街頭藝術秀等、內容精采可期。

日期：2 月 3 日～ 2 月 4 日（年初四至年初五）

時間：上午 10：00 至下午 4：30
地址：臺中市清水區忠貞路 21 號   電話：04-26274568

2月 4日（年初五）邀請明華園日字團演出，希望豐富多元的傳統
藝術展演，襯托年節熱鬧的氛圍。並安排東方藝術團、金釵女子樂坊、

川劇變臉、MRG奇幻威尼斯家族各類型的表演團體、營造歡樂喜慶
的年節氛圍。

日期：2 月 2 日～ 2 月 4 日（年初三至年初五）

時間：下午 2：30 至 4：00（近公益路）

每天下午 2：30開始安排魔神喬治、芳姿舞蹈團、海島音色、廖千
順布袋戲團及來自巴拉圭的 Amigos latinos樂團等表演，周邊亦有
藝術市集，讓民眾在逛市集之餘，亦可觀賞到表演節目，增添年節歡

樂氛圍。

日期：2 月 3 日～ 2 月 4 日（年初四至年初五）

時間：上午 10：00 至下午 4：30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環東路 782 號   電話：04-25260136
在 2月 3日（年初四），邀請十鼓擊樂團及本市傑出團隊 -威勁龍

獅武術戰鼓團搭配演出。期間，亦有國內金釵女子樂坊及受年輕人喜

愛的黃俊雄電視木偶劇團子團震撼演出，另有舞蹈、特技、魔術等不

同風格的演出，希望讓年輕朋友們有個活潑歡樂的年節。

日期：2 月 3 日～ 2 月 4 日（年初四至年初五）

時間：上午 10：00 至下午 4：30
地址：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 號   電話：04-23727311

2月 3日（年初四），特邀請傳統傀儡戲「無形文化資產」重要保存
團體—錦飛鳳傀儡戲劇團演出，展現細線功夫、傳神活現。另有本市

傑出團隊臺中聲五洲掌中戲團及國外團隊－法卡納瑞巴西民俗舞蹈

團、Pari法國風情樂團精采演出。每日並安排 DIY手作體驗及好運擲
擲來等贈獎活動。

日期：1 月 31 日～ 2 月 4 日（年初一至年初五）

時間：下午 2：30 至 4：00
地址：臺中市北屯區旅順路二段 73 號   電話：04-22451310
配合民俗公園遊園活動，安排熱鬧有趣的表演節目於每天的下午

2：30準時演出，計有魔神喬治、川劇變臉、知己二重唱、海島音色、
廖千順布袋戲團及來自東歐的 Katushya 舞樂團和加勒比海國家的
Nevi加勒比海雷鬼樂團等音樂、戲曲、民俗各類團隊，讓民眾在遊園
之時亦可觀賞到精采的表演節目。

傳藝臺中 
大 Fun 藝采

■  明華園日團歌仔戲。

■  十鼓擊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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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3/12/21 至 2014/2/9
地點：葫蘆墩文化中心中心 3 樓  編織工藝館

日期：2013/11/22 至 2014/2/9
地點：葫蘆墩文化中心 3 樓  編織文物陳列室

4

孫業琪

南臺灣的西拉雅族，讓許多人充滿好奇。葫蘆墩文化中心有幸蒐藏 36件藏品，
並於 2011至 2013年度委託樹德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張瑛玲老師進行針法、色彩、
紋飾等與分析研究與文創研發計畫，將精湛刺繡技術及不易保存的繡品做完整的

資料建檔。

「與十字交錯 -館藏西拉雅族生活創意展，介紹西拉雅的刺繡文化發展。
展出包括以十字繡針法為主的門簾、劍帶、繡片、衣飾、頭巾、袋類等館藏

繡品計二十件，並介紹主要之配色、繡稿分解、彩色摹本紋樣圖等。

還有透過數位化電腦刺繡的技術，呈現new ipad保護套、 iphone手機套、
水壺袋、杯墊組、帆布包、雙喜簽名簿、鑰匙圈等十組設計打樣的文化創意用

品。

 

春纏纖維纏繞
工藝創作展
自小跟隨身為西拉雅族的外公認識自然纖維的編織工

藝，長大後向大姊學習結藝，就讀中興大學昆蟲系時，孫

業琪參加臺中縣立文化中心「臺灣纖維植物及編織技藝人

才調查研究」計畫，而陸續接觸到臺灣各種動植物纖維材質、編織技藝，並先後與賴禎祥、張憲平、陳景林、謝陳

愛玉等諸工藝家學習創作技巧及工藝思維，投入纖維工藝的探索與創作行列之中。

傳統春仔花係以纏繞技術製作，孫業琪老師仔細分析其結構，並將型板、纏繞、形塑、綴飾等纏繞技法應用於創

作上，透過本次「春纏纖維纏繞工藝創作展」之六大主題—典故、色彩、材質、技法、單一造型製作變化、用途等，

呈現孫老師纏花運用於纖維創作之成果。

與十字交錯—

館藏西拉雅族生活創意展

5

東海大學美術系

第 31 屆師生美展
 東海美術系師生為培養美術創作人才、提升民眾的藝術視野，

以及展示學生歷年學習的階段成果、學生間的美學激盪與美術才

華的能見度所創辦，徵件創作媒材共分水墨、西畫、膠彩、工藝、

書法篆刻、視覺傳達、雕塑等七組，展示東海美術系師生的多元化

創作特色與畫風，將引領支持與愛護東海美術系的藝術先進與民

眾一覽系上努力的成果，期望帶來豐富的視覺饗宴。

6

展期：1/4 至 1/15
地點：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藝廊（四）（五）（六）、動力空間

馬與龍一樣，皆為中華文明數千年來最具精神象徵

之吉獸，充滿優雅、速度與生命活力，牠象徵我民族自

強不息、在逆境中力爭上游的堅忍氣質與美德。

馬亦是一種具靈性的動物，忠誠與人類相互依恃，

馱負載重，伴隨人類文化的散播與成長。

本次展覽，藝術家黃海雲藉用馬之高貴特質、美德，

與積極向上的生命力，在馬年來臨時，作為開展新時

代精神之激勵。

7

日期：1/11 至 2/5
地點：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藝廊（一）

8

第 21 屆全國兒童聯想創作畫
比賽得獎作品展

 「第 21屆全國兒童聯想創作畫比賽」決賽，於
102/12/8從十三萬挑戰者中脫穎而出的 425位小朋
友集聚葫蘆墩文化中心現場即時創作，競逐前三名及

佳作等獎項。

比賽現場公布複賽圖形，小朋友們在兩小時內發揮

創意奮力作畫。在短短的兩個小時內，創作出一幅幅

精彩的作品，真是令人讚嘆，本項比賽共選出每年級

前三名及佳作共計 72件作品，這些得獎作品於 1月
24日至 2月 19日在葫蘆墩文化中心大廳展出，歡迎
民眾共同來感受小朋友的創意畫作。

日期：1/24 至 2/19
地點：葫蘆墩文化中心大廳

■ 汗血躍日

黃海雲創作展

■六年級組第一名 僑信國小張紫妍

■一年級組第一名 草屯國小陳仲新

■三年級組第一名 僑信國小柳力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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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采真性─

曾得標膠彩畫展

2014 亞太國際墨彩
藝術聯盟畫展

曾得標，生於彰化市，目前居住於臺中市，師承「臺灣膠彩畫之父」

林之助教授，受老師的啟發與影響甚深，還參與組織「臺灣膠彩畫協

會」，團結全臺膠彩畫家，促使膠彩創作及教育在臺灣穩定發展和茁壯。

曾老師的畫作有一種樸實與古拙的含蓄美，本次展出的《靈山傳奇》

巨作，是首次十幅作品完整展出，取材自臺灣的命脈中央山脈，每一幅

可自成一格，當十幅相連一起，生動的造境更使膠彩畫內涵達到深層

韻味。

傳揚水墨文化，是亞太國際墨彩藝術聯盟所秉持的中心思想。每年

「亞太國際墨彩藝術聯盟畫展」徵件，都可以看到許多畫壇新秀同場

競爭，有了這些生力軍的加入，傳統水墨才能往下扎根，注入新的創意

以及畫風，同時也吸引更多年輕一代的加入。本次在屯區藝文中心的

展出，內容有花鳥、人物、山水等，展期正值農曆新年，歡迎民眾在年

假時，一起攜家帶眷，來感受一下墨彩藝術聯盟的堅持與熱愛。

9

11

日期：1/24 至 3/23      開幕典禮：2/8（六）10：30
地點：屯區藝文中心  展覽室 A

日期：1/29 至 3/2    開幕典禮：2/8（六）14：00
地點：屯區藝文中心  展覽室 B

日期：1/1 至 2/9    開幕典禮：1/2（四）10：30
地點：屯區藝文中心  美學空間

10

螺絲人—

玩轉，青春的獨一無二！

勤益科技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系第四屆畢業展—螺絲人，是一場

集合創意、樂趣及青春的感官盛宴。各有特色、巧思的主題，皆來

自各個組別的點子爆炸與實作經驗；同時，您所能想像的文創限

度也在此顛覆。從桌上遊戲到創意旅遊；從商品到服務的主題類型，

勤益文創系的學生，試圖開拓「文化創意」的範圍，更聚焦在「事業」

方面的創造，以呼應他們「螺絲人」玩轉青春，並牢固夢想事業的

概念。

■ 《靈山傳奇》十連幅之七〈森域〉

■ 劉坤錦〈親子悠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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