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尖
的民眾應該都發現了，自

今年3月起，每期《文化臺

中》邀請不同的優秀書法家為封面刊

名題字，由德高望重的姜一涵教授起

頭，接著是陳炫明老師、程代勒教授，

這三位書法名家的筆墨各有特色，他

們的人生也同樣精彩。

86歲書畫家姜一涵教授出生

於山東，擁有文學學士、藝術史

博士候選人的資格，曾於東海大

學、文化大學、香港珠海書院等

國內外各大學授課，身體硬朗，

閑居西屯寓所仍勤於創作，亦四

處遊歷講學。

今年4、5月間，他到中國大陸

講學一個月，從南到北走了一趟，

分別在杭州浙江大學、江西景德鎮

陶瓷學院及河南鄭州昇達大學講

演他的治學方法、易經美學的研

究心得，以及介紹美國研究中國

藝術史的概況。

姜一涵創作不懈，多年來累

積質量可觀的書畫作品，他精挑

細選了千餘件佳作，準備捐贈予十

所世界知名大學收藏。6月中旬，

他僕僕風塵飛往美國，先到耶魯

大學訪問及拜訪朋友，再到康乃爾

大學探望教書的學生，從這趟一

兩個多月的行程也順道了解一生

心血結晶理想的歸處。

願將作品留四海

其實，姜一涵捐贈義舉早

已悄悄進行，他擔任一年駐校

藝術家的臺灣科技大學便收藏

有一百多件他的作品。至於

受贈的國外大學，姜一涵希

望能選定兩所美國大學，日

本、韓國各選一校。他希望

在九十大壽之前能夠完成這

項大筆捐贈計畫。

他對人生看得很開，曾

豁達地說：「人一走了，什麼

都沒了，而藝術家能做的，就是把

自己最好的作品統統捐出來，這

也是感謝老天厚愛最好的一種方

式！」

姜一涵談到捐贈作品一事相

當謹慎，訂定幾個原則，諸如受贈

者要重視中國文化，並有強烈的典

藏意願；再者，受贈者要有合適的

存放場所及良好的典藏制度，他

才願意考慮捐贈。

八年前，姜一涵曾在鬼門關

前走一回。他罹患的心臟瓣膜閉

鎖不全症惡化，在臺中榮總動刀，

手術長達九個小時，三、四天後才

醒過來，前後昏迷近月，能夠活著

出院，姜一涵認為這是上帝對他

特別的恩典，署名「青山」或自謂

「青山不老仙」、「青山白雲」，處

世從此更加豁達樂觀。

▲姜一涵揮毫的專注神情。

▲姜一涵五言聯

〈白髮日日白，紅花年年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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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一涵

陳炫明

程代勒

姜一涵遊歷青山白雲四處講學

1926 年出生於山東昌邑。臺灣師範大學文學

士、中國文化大學藝術史碩士及藝術史博士候

選人。歷任美國堪薩斯大學研究員、美國普林

斯頓美術考古系研究員、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

所主任、香港珠海書院客座教授、東海大學美

術系客座教授等職。1980 年於國立歷史博物館

舉辦首次個展、2006年於國美館舉行八十壽展，

並多次於臺中、金門、臺北、彰化個展。

1942年出生於彰化縣，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所

畢業。作品曾獲中部美展、中部五縣市書法比賽、

臺中縣美展、全省公教美展，全省美展等獎項

肯定。曾兼任中興、逢甲、靜宜、東海、中國醫

藥大學等校書法指導老師。現任中國書法學會

副理事長、臺中市書法學會榮譽理事長。

1957年出生於臺北市，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所

畢業。1984 年定居臺中市，任教臺中教育大學

美術系並兩度出任系主任，2008年回母校授課，

仍在臺中兼課迄今。個展十餘次，曾獲歷史博

物館主辦第一屆中日青年書法交流展、全國大

專青年書畫觀摹展、全省學生美展書法、師大

美術系畢業展國畫、全國美展、中興文藝獎章

等獎項肯定。

圖、文／葉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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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炫明書藝傳承師徒風骨

程代勒書法表形也需表意

年屆七旬的書法家陳炫明，

仍然面色紅潤，容光煥發，長年保

持良好的生活習慣，每天習書寫

字陶冶心靈。

他就讀臺中師範學校時，受

到呂佛庭、林之助、鄭善禧等大

師熏陶，對書法特別有興趣，常

拿作品給呂佛庭老師看，因呂老

師誇讚有加而深受鼓舞，是他的

啟蒙老師。

書藝生涯行墨半世紀

陳炫明在國小、國中任教三十

年，民國84年自臺中市立西苑高中

美術教師退休後，迄今仍從事書法

教學，前來拜師的學生各年齡層都

有，目前僅留下一班師級的學員。

陳炫明亦常受邀擔任評審，東奔

西跑頗為忙碌，他希望多留一些時

間創作作品，在大墩文化中心舉辦

回顧展。

習書四、五十年，陳炫明迄今

只於民國75、83年在昔日的臺中市

立文化中心辦過兩次個展。他說，

辦個展很累人，但這一兩年會好好

考慮為書藝生涯作一回顧。對於

書體，陳炫明最喜歡隸書和行草。

他說，隸書入手容易，但後期難度

高，要進入佳境並不容易；至於行

草，剛開始雖不易入門，但最能表

現自我風格。

為人處世盡在書法中

民國63年，省立臺中圖書館

的藝文教室請前輩書法家陳其銓

教授開班授課，第一批五位學生，

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授課的

程代勒教授，擅長水墨、書法及篆

刻，不僅在臺中、臺北兩地跑，教

學之餘也在中國北京中央美術學

院攻讀博士學位，論文主題為「從

文化政策看水墨畫」，是位勤奮的

藝術家。

當代藝術創作不斷求新求

變，多樣紛呈，背負傳承道統的書

法藝術受到的衝擊尤其大；面對

創新的時代思潮，書法是否該跳

脫傳統形式的框架，擺脫筆墨的

侷限，重新檢視形式美學的範疇，

以及如何反映與呈現當代種種政

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的現象，已

是藝術工作者不能迴避的課題，

也是書法工作者最大的挑戰。

書法力求實驗創新

這幾年程代勒嘗試實驗性書

法的研究，迭有創新之作。中規中

矩〈愛臺灣〉三個醒目大字，迴異

於以往狂草風格，令人耳目一新。

他認為，文字也可以產生很大的力

量，「愛臺灣」三個字所表達的意

義雖通俗卻有力，遠甚再多的文

字，在當下的時代，大家能自行解

讀其意涵，頗有現代藝術的理念。

他認為，許多書法僅在表現

文字與筆墨的技巧，其實書寫的內

容也很重要，有時文字的意義大

過於書法本身，藉此讓大家有一

個共同討論的議題。

程代勒的實驗性書法作品，

為呼應當前政治及社會議題，運用

不少現代流行的語彙，如「本土」、

「族群」等，在主題大字旁輔以小

字作說明，有的則以黑白對比或

多重疊字作變化。此外，程代勒也

在文字造型及空間布局上力求創

新，展現書法筆墨特有的繪畫性，

觀者欣賞到的將不再只是文字之

美。

陳炫明是其中之一，其他四人為邱

芳昌、彭英來、陳秀 和楊其源，

當年第一批授徒都有書法基礎，次

年人數增加到二十餘人，彼此感情

很好，互稱是「黃埔一期」。後來

跟隨陳其銓習書者愈來愈多，弟

子們組成中華弘道書學會，陳炫

明便成為同門口中的「大師兄」，

目前擔任中華弘道書學會的評議

委員。

陳炫明跟隨陳教授學了六、

七年，成為書法老師後仍經常跟

陳教授見面討論書藝，彼時常陪

同老師從國立臺中圖書館一路走

到中山路上的天成筆墨莊，和老

闆泡茶聊天，前後達十餘年，受益

良多。陳炫明說：「跟老師學習的

書藝只是一部分，受教最多的是

為人處世。老師常說每個人都有

優點和缺點，我們要看的是對方

的優點，至於缺點，則應多予以包

容。」陳炫明書字間展露的正是這

等寬闊和善的胸襟。

▲陳炫明在工作室揮毫情形。

▲程代勒老師打赤腳席地揮毫。

▲程代勒作品〈空無〉。 ▲程代勒作品〈豹隱〉。

▲陳炫明篆隸合體作品〈春風化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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