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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 台灣創價學會

台灣創價學會 台中藝文中心  
                 建構台灣美術百年史

成立
於2003年11月1日，

座落於台中市大容

東街90號3樓的台灣創價學會

「台中藝文中心」，為推動中

部地區民眾藝文素養提升的重

鎮。

台中藝文中心

推廣「藝文社區化」

台灣創價學會成立的宗旨，

即是以日蓮大聖人佛法積極入

世、自行化他的精神為基礎，

倡導人性的尊嚴與平等，積極

致力於文化、教育、和平的活

動，以創造生命最高價值，促

進人類的友好與和平。

自1999年開始，台灣創價

學會為了提升社會文化氣息，

鼓勵民眾接觸優質藝術作品，

積極的籌畫各項繪畫展覽。從

2003年起，更以「文化尋根 建

構台灣美術百年史」創價文化

藝術系列為策展主軸，在全台

灣陸續成立了錦州、新竹、台

中、秀水、景陽、安南、鹽埕

等七個藝文中心，展出近百年

來在台灣美術史上卓有貢獻的

藝術家作品。

而為廣為推廣「藝文社區

化」的理念，台灣創價學會藝

文中心委員會傾力培育一群志

工導覽員，為現場來賓擔任作

品導覽。此外，也培育一群志

工擔任文化推廣員，投入各個

社區推廣各項展覽。這一切都

是秉持著己利利人的宗教情

懷，將佛法精神落實於社會

上。由於全體學會會員的無私

奉獻，如今已逐年擴大了社會

的藝術欣賞人口。

台灣創價學會的台中藝文中

心展場面積約120坪，位在台

中市精華區，距將來的市政府

約5分鐘路程，周邊環境綠意

盎然，景點林立，鄰近台灣國

立美術館、文化中心、自然科

學博物館等，距離烏日高鐵站

約15分鐘，南來北往，交通極

社區裡的
藝術重鎮  

社區裡的
藝術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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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裡的藝術重鎮

台灣創價學會 台中藝文中心  建構台灣美術百年史

為便利。成立以來，積極落實

創價學會所推動的「藝文社區

化」的理念，成為社區民眾品

賞藝術饗宴的最佳處所。

落成開幕的首展，展出的是

水墨大師李奇茂與書法家張炳

煌的聯展，吸引了中部地區民

眾競相前往觀賞。成立3年來，

先後展過李轂摩、袁金塔、

羅振賢、黃光男、陳正雄、

劉國松、蘇峰男、詹前裕、江

明賢、陳銀輝、林章湖、陳奇

祿、周澄、胡念祖、傅狷夫……

等國內優秀畫家的作品，受到

中部藝文界高度的評價。

胡市長也曾兩度參與開幕

剪綵，並讚揚由池田SGI會長

帶領的創價學會，將頂尖的畫

家引進台中市，真是台中市民

的福氣，也落實台中文化城的

美譽，貢獻良多。文化局更於

2006年7月連結創價學會的網

站，將學會各藝文中心展覽之

優質內容詳實告知大眾，期能

透過藝術的薰陶，使民眾提升

文化水平。

每幅畫作

都能最完美的呈現

每位到此展出過的藝術家，

都對學會長期推動文化、教育

事業的努力及用心表達高度肯

定之意，其中名畫家陳銀輝教

授特別表示，一開始他並不清

楚創價學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團

體，但在接觸後，發現所有的

工作人員，都將他的畫作當成

是寶貝一樣珍惜，每次要移

畫、布展時大家就會戴手套、

口罩，而且不會將畫作直接放

在地上，都會事先舖上氣泡

紙；也會全力配合完成畫家所

提出的要求，使得每幅畫作都

能有最完美的呈現，讓他非常

感動。

今後台灣創價學會將繼續本

著創造人生最高價值的信念，

持續推展藝文活動，希望透過

優質藝術的展覽，更落實推動

「藝文社區化」，讓更多社區

民眾及鄰近的各校師生，藉由

參觀畫展提升心靈與藝術欣賞

水平，為社會和諧盡一份棉薄

之力。

本季展出

「傅狷夫書畫紀念展」

本季在台中藝文中心展出

「台灣水墨開拓者─傅狷夫書

畫紀念展」。由台灣創價學會

與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國立歷

史博物館共同主辦。為紀念今

年3月以98歲高齡辭世，對台灣

畫壇有卓越貢獻的一代書畫大

師傅狷夫。

傅教授擅長畫海浪、雲海，

自創「點漬法」表現浪濤拍擊

礁石後急退所產生的白色浪

紋，真實生動、令人嘆絕！台

灣山巒層疊之勢也在傅教授靜

心觀察後，獨創皴法，適切地

詮釋台灣山岳之美。他貫穿半

世紀的創作生涯，以「雲水雙

絕」之「傅家山水」稱道藝壇

而歷久不衰。傅教授書法造詣

上的卓越表現，首推與畫作同

享盛名的「連綿草」，他沈潛

於藝術境界的探索精神，對當

代藝壇可謂影響深遠。

展 覽 訊 息 一 覽 表

展覽名稱：台灣水墨開拓者─傅狷夫書畫紀念展

展出期間：7月15日～9月21日

展出時間：9：30～17：00（每週二至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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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情相融威海行  
文/ 台中市國樂團指揮 林月里   圖/ 陳獻慶

兩岸
咫尺近，管弦覓知

音，悠悠相思曲，

音律本同根。在山東省威海建

市二十週年紀念日將臨之際，

《台中市國樂團》，首次登陸

威海，與威海市民族樂團連袂

演出。……

2007年盛夏，蟬鳴鼓譟的

季節，《台中市國樂團》一行

二十六人，懷著雀躍之情，首

次造訪大陸─「國樂」的故

鄉，而懷著相同心境迎接我們

的，是山東省一個兼具傳統氣

質與現代風貌的美麗城市∼威

海。得力於中國著名月琴大師

《威海民族樂團》藝術總監兼

指揮馮少先的穿引，《台中市

國樂團》應邀與《威海民族樂

團》同台演出，時值威海建市

二十週年之際，在威海市文化

局局長李富勝先生、副局長孫

盛和先生、群眾藝術館館長荊

國勝先生(並兼任威海市民族樂

團秘書長)的策劃、宣導之下，

《台中市國樂團》的到訪，儼

然成為威海人民文化生活中的

一件「喜事」。然而對於創團

二十五年，足跡遠赴歐、亞、

美各國的《台中市國樂團》而

言，威海之行不僅是一樁美

事，一件海峽兩岸文化交流的

盛事，來自相同文化源脈的音

樂語言，更道出了深遠的人文

意涵。



59

交織

旅程首日，主人不辭路迢至

機場相迎，而意外的插曲卻教

這趟文化之旅平添考驗─已抵

達目的地的我們，竟苦候不到

託運行李，原來，它們尚未啟

程！一行脫離了盥洗用具、換

洗衣物和演奏樂譜的音樂人，

首先面臨了生活與工作上的不

便。幸而，在等待行李輾轉到

來的兩、三天中，大夥兒發揮

了克難精神，並且在《威海》

團隊的全力支援下，順利地展

開了相關工作。

緊鑼密鼓的排練、參訪及

聚會行程，處處可見《威海民

族樂團》的專業、熱情和友

善，如沐春風之感更深化了音

樂交流中的相知相惜。這場訂

名為〈聯通之夜〉大型民族音

樂會的活動由山東省威海市文

化局主辦、威海市群眾藝術館

及威海市民族樂團承辦、企業

團體贊助，節目單封面如是註

解：「台灣台中市國樂團首次

登陸威海，與威海民族樂團連

袂打造古老的旋律，親情的鄉

音」。的確，這傳承悠久的藝

術，來自深厚的文化蘊蓄，儘

管，散播廣遠的種子在不同的

土地上成長，但超越地域、超

越時空背景的人文內涵，依然

在相同的音樂語言中激躍了火

花。除了「連袂打造」的互動

之外，由兩團指揮(威海民族樂

團指揮馮少先、台中市國樂團

指揮林月里)交叉帶領主、客之

聯合樂團，演奏大陸、香港與

台灣作曲家作品的精心安排，

更達到實質的文化交流，並從

兩位指揮各具特色的詮釋中，

呈現了嶄新的風貌，開展了不

同的視野。而音樂的對話與技

藝的切磋，更培養了雙方團員

深厚的情誼─「陽光大廈」

（排練場地）洋溢著溫馨。………

共鳴  

訂於7月21(六)、22(日)兩

天兩場演出的音樂會，從排練

期間就深入威海市民的視聽之

中，主辦單位全力投入本次活

動的宣傳，包括電視媒體攝錄

排練實況播出、平面媒體的專

題報導⋯等等，除了彰顯文化

交流更全面的意義之外，亦大

幅提升了當地民眾對兩個樂團

的認識和參與度。

誠然，盛美的音樂饗宴吸引

了兩場滿座的藝文人士與愛樂

朋友，節目型態除了大型合奏

之外，還包括了巴烏、月琴、

音律同根  聲情相融

「台中市國樂團」首次登陸威海市演出

演出

排練情形

威海電視台記者專訪

彩排

歡迎牌樓

1

2

3

4

5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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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笙、三弦等樂器的獨

奏與彈唱等。樂曲的安排有歡

騰、優美的〈慶典序曲〉(作

曲：趙季平，指揮：馮少先)、

氣象萬千的〈鐘聲夜宴〉、

〈春之畫〉(作曲：蘇文慶，指

揮：林月里)、詼諧幽默的〈成

語故事〉(作曲：隋利軍，指

揮：馮少先，笙獨奏：石恆聰)

以及情韻雋永的〈黑土歌〉(作

曲：隋利軍，指揮：林月里，

三弦彈唱：馮少先)、神遊(作

曲：蘇文慶，指揮：林月里，

巴烏獨奏：林致妘)⋯等十餘首

佳構。博得滿堂采的交流音樂

會，迴響著藝術無界線的美善

與真淳；共鳴著文化無私我的

體認與理解。

                         

映像

十天緊湊的行程中除了排

練、演出及主人熱情的晚宴款

待之外，當然不能錯過與這個

城市的貼身接觸。遊賞威海

衛，深深被這個風光旖旎、淨

雅舒爽的觀光勝地所吸引。海

岸線長達近千公里，島嶼和港

灣別具特色，由於鄰近韓國，

因此兼融傳統風貌與異國風

情。威海經濟條件佳，擁有許

多美譽，包括中國四個「最適

合人類居住的範例城市」之

一。此行主辦單位特別安排了

成山頭與劉公島等景點的參

觀。前者在地理位置上具有相

當特殊的意義，有「天盡頭」

之稱的成山頭係中國海陸交接

處的最東端，也是最早看見海

上日出的地方，又稱「中國好

望角」；而因甲午戰爭名聞遐

邇的劉公島，人稱「海上公

園」，除了東隅屏藩的海防重

鎮，劉公島景色優美，遠眺如

雄獅橫臥，與威海市環翠區形

成二龍對珠之勢。威海映像，

美好而難忘！

新章  

威海之行，藝術的交織、文

化的交流、情誼的交融，餘韻

繞樑，而秉持共識與理想，促

進兩岸民族音樂(國樂)成長、

茁壯的心念，更牽引了邁向下

一個新里程的契機─時序入秋

之際，《財團法人台中市文教

基金會》將邀請《威海民族樂

團》於10月13日來訪，與《台

中市國樂團》同台演出，共同

譜寫另一篇新樂章，兩場音樂

會訂於10月19日、21日分別假

台中高工及台中市中山堂演

出。

再一次精采呈現的音樂饗

宴，值得期待的，不僅僅是舞

台上動人的絲竹交響，還有文

化藝術永續輝煌的新聲！

．演出結束後，接受樂迷獻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