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試 論 「 陳 振 濂 書 法 國 畫 篆 刻 論 著 展
覽 」 對 臺 灣 學 術 論 文 及 書 法 獎 賽 作
品 形 式 的 影 響

鄧君浩

摘要

　　一九九四年杜忠誥先生策劃「陳振濂書法國畫篆刻論著展覽」，展覽分為四方面，顯示作者對於
書法、國畫、篆刻、論著兼能，而此展覽對臺灣書壇有一定的影響程度。而從評論中探討其展覽對學
術的影響，要有所依據，不能僅憑感覺評論，而要有指標來評估，筆者藉由量化的數據，統計從臺灣
博碩士論文對陳振濂論著的引用量，用統計的概念來探討與評論此展覽及其後續對臺灣學術論文的影
響程度。從陳振濂自身作品，以及學術論文，可看出在展廳文化下書法作為藝術作品對「形式」的重
視，本文將藉由臺灣獎賽作品，探討「形式」對其的影響。本文最後也將嘗試論述此展覽在臺灣書壇
的定位問題。

關鍵詞：陳振濂、統計、博碩士論文、展廳文化、形式

前言

 杜忠誥先生策劃，由中華書道學會主辦「陳振濂書法國畫篆刻論著展覽」並出版專輯，專輯題字
由當時的臺灣書壇大家謝宗安先生題字，可見極其慎重且重視。從名稱可見分為為書法、國畫、篆
刻、論著四部分，反映出陳振濂對書、畫、印、論述皆有其涉獵與深入的把握，似乎也暗合近年來西
泠印社所提倡的詩書畫印兼能的修養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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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輯序言中杜忠誥先生提到對陳振濂其人，是在日本留學時讀到兩篇文章〈線條構築的形式〉、
〈線條運動的形式〉而感到感動與震撼 1  ，這也反映出陳振濂學術著作的影響力是跨越地域與國界。
而在展覽期間的作品和專輯以及後續幾場學術演講，在當下也受到熱烈關注，而展覽後續對臺灣學術
論文以及書法獎賽作品形式皆有一定的影響，也為本文所要探討。

「陳振濂書法國畫篆刻論著展覽」對臺灣學術論文影響

 從展覽的《陳振濂書法國畫篆刻論著展覽專集》目錄，可知其論文部分有六篇，陳振濂先生論
文兩篇〈當代書法史上的「學院派」思潮與「學院派」運動〉、〈篆刻美學導論〉，李立中整理兩篇提
要〈陳振濂著述提要〉、〈陳振濂先生訪台學術演講提要〉，郭培建一篇〈「陳振濂現象」⸺�寫在
陳振濂赴台講學辦展前〉，張滔一篇〈「陳振濂旋風」的新發展：走向書法學科的構建〉。從上述的
文章可發現陳振濂在學術方面呈現多方位的發展，從李立中整理的〈陳振濂著述提要〉可以清楚了解
陳振濂先生每一本論著的提要，對臺灣學術論文起了很大作用。雖然只是整理，卻有其重要性，讀者
可以從中快速選取所需的參考書目，也因此便於學術論文的參考與引用，以及進一步的學術研究。而
〈陳振濂先生訪台學術演講提要〉中臺灣北中南幾場不同面向的學術講題「中日書法藝術比較」、「當
代中國書畫的發展態勢」、「當代書法史上的『學院派』思潮與『學院派運動』」、「書法理論與書法
教育的時代動向」等，讓臺灣書壇對其學術研究有所初步了解。從此點可以看出一九九四年此展覽和
展覽專集為陳振濂學術研究進入臺灣書壇與學術的一個重要關鍵，而展覽結束後的延續，展覽專集和
後續幾年之間也有多場研討會學術發表，都起到一定作用。

 陳振濂先生學術論著對臺灣學術的影響，究竟可以從何處反映出？不能僅憑感覺，應有哪些指標
看出。我想可以藉由博碩士論文中反映出來，畢竟博碩士都已經是高等教育下培養出的學術一份子，
具有其代表性。筆者藉由國家圖書館免費提供公眾學位論文線上服務－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上的博碩士論文作一調查與分析。從系統上可發現早期一篇論文為一九九五年黃智陽先生所撰，在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現代書法藝術創作研究》中引用陳振濂先生所主編《書法
學》一書，此書一九九二年第一版。從一九九二年江蘇教育出版到一九九五年被引用，也反映出兩岸
在學術交流上的快速發展，也可見其論著在學術影響上很快速就產生其效應。而陳振濂先生的學術論
著對臺灣博碩士論文有多大影響，不能僅憑個人感覺與直觀來評論，應由量化的實際數據作為探討，
筆者藉由博碩士論文進行數據的統計及分析。筆者先統計自一九九五年至二○二○年七月臺灣博碩士
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上的博碩士論文，其中陳振濂論著在博碩士論文中被引用或列為參考書目的數量，
統計於下（表一），調查中可發現碩士論文為五百九十八篇、博士論文為五十五篇，從數量上看是不
小的數字，數字反映出陳振濂先生論著對臺灣博碩士論文有很大的影響。從平均一年下來看，碩士論
文平均一年就約有二十四篇論文引用或列為參考書目，而博士論文為一年約為二篇論文引用或列為參
考書目。博士學位在臺灣已經算是高等教育中重要的學術份子，而在一年之中約有二篇論文引用其論
著，從我的理解上看，這就意謂著其論著的學術深度與其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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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參考書目引用篇數統計

博士（篇） 碩士（篇）

引用陳振濂論著篇數
（1995‒2020/7）

55 598

平均一年 2 24

 從博碩士引用和參考書目，大略可以分為幾類，一為專書如《書法美學》、《中國書法批評
史》、《日本書法史》、《歷代書法欣賞》、《尚意書風郄視》、《書法教育學》、《線條的世界》、《書
法美學》、《近代中日繪畫交流史比較研究》、《空間詩學導論》、《宋詞流派的美學研究》等多本書
目，二為主持編輯的書如《書法學》、《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長編》等，三為圖錄的編著如《西泠印社
百年社藏精品》、《日本藏吳昌碩金石書畫精選》、《日本藏趙之謙金石書畫精選》等多本圖錄，四
為工具書如《中國篆書大字典》等。上述列為參考書目所涵蓋的範圍相當廣泛，顯示陳振濂論著的廣
度，並非只有單純書法、國畫、篆刻藝術方面，卻也反映出在不同學門的論文中作為引用，如人文學
門、藝術學門、教育學門、設計學門等。而筆者將所列為參考書目進一步分作博士論文與碩士論文做
一統計，其書目引用量見下（表二）和（表三）。

表二、博士論文引用陳振濂論著引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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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碩士論文引用陳振濂論著引用量

 從表二和表三可明顯看出某些書目被引用的次數相對於其他書目比較多，從博士論文中可以看出
引用量最高為《書法學》，第二為《歷代書法欣賞》，其次為《書法美學》、《現代中國書法史》等
書。而碩士論文中可以看出引用量的結果跟博士論文趨勢是相同。從上述的結果可以看出，陳振濂先
生主編的《書法學》一書不僅對博士生有影響，對碩士生亦同。此書在《陳振濂書法國畫篆刻論著展
覽專集》中李立中〈陳振濂著述提要〉一文中第二十八項就有針對此書作一提要論述：「中國書法發
展了幾千年，書法的走向現代也有十幾年了，但構建一個「書法學」的學科體系，卻來是從未有過
的。一九九○年，作者邀集了全國各地十三位同仁，開始進行書法學的系統研究，共同著成一百二十
萬言的《書法學》，內分「書法學概論」、「書法創作風格史」、「書法理論批評史」、「書法美學」、
「書法賞評」、「書法技法與創作」、「書法教育學」、「書法與其他藝術門類的比較」等等，全書以
思辨為基點，對作為學科的書法學內容進行了全面系統地拓荒式闡述。堪稱是當代書法理論研究中一
項重要的成果，論著謂它是當代書壇的一個歷史標記，是書法理論發展史上的一塊里程碑。」 2 ，在
李立中的提要中，可以清楚了解《書法學》此書目的為構建一個學科體系提出的架構，在中國書法史
上從未有過，其中經過思考後，對其分門別類，可以看出此書具有很大的企圖心，在未來書法理論發
展史將佔有重要的歷史定位。而對於將書法構建成一個學科體系，過程中的理論闡述和其思辨精神，
對於研究生有其助益，尤其是想法的刺激和概念的構成。而目前臺灣也未有「書法系」此學科門類的
成立，對於專業的書法理論架構，臺灣與大陸相比下還顯得不足且資源也無法彙整，所以可以想當然
《書法學》此書為什麼在臺灣的博碩士論文引用量這麼高的原因，這反映出其論著對高等教育與學術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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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一九九四年此展覽和展覽專集中的論文在臺灣書壇與學術引起重視，而其學術論著也在後續的
多場研討會中發表，從博碩士論文引用參考書目數量和廣度可明顯得知其對臺灣學術具有一定的影響
程度。

「陳振濂書法國畫篆刻論著展覽」對臺灣書法獎賽作品形式影響

 在此次展覽之中，可以從陳振濂幾件書法作品中窺看出對形式的追求與把握，令人有耳目一新之
感，如篆書條幅〈少年易老學難成〉（圖一）、行書拓片四屏．宋人七律（圖二）、行書．趙之謙句
（圖三）、草書中堂．米黻尺牘并跋（圖四）。

 篆書條幅〈少年易老學難成〉，此件作品其形式為主要句子置中，行草書跋於左右兩旁，而朱文
款識分別於篆書兩側空隙之處，不同於以往的傳統形式與章法，耐人尋味。行書拓片四屏．宋人七
律，以拓片形式呈現，黑底白字有其視覺效果，而行與行之間雖被分割，但整體保持一致。行書·趙
之謙句，為二條屏的形式，但仔細可看到作者特意用印章蓋在兩條屏之間，藉此連接彼此關係，似有
騎縫印之效。草書中堂·米黻尺牘并跋，作品雖名為草書中堂，但右書米黻尺牘於白色紙，左書跋文
於綠色紙，似為兩色紙拼貼於一處，顏色造成視覺形式感強烈。另一方面將米黻尺牘分為兩行書寫，
而在兩行之間鈐蓋兩印相連，畫面營造似為仿古的形式。

圖一、篆書條幅〈少年易老學難成〉
 3 

圖二、行書拓片四屏．宋人七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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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展覽的專輯中，陳振濂透過學術論文的方式，讓臺灣的書壇有所了解與認識文章闡述中學院派
書法創作思潮。文章先從其自身教學實踐中談起，在高等書法教學中提出的「形式至上」、「技術品
位立場」、以及「書法首先是書法」的認識觀念 7  。再進一步闡述學院派書法創作思潮的概念定位，
和學院派書法創作思潮的史的檢討，最後在學院派書法創作思潮的「檢驗標準」中特別提到三點，依
序為「技術品味」、「形式美的追求」、「創作意識」，從文章中明顯可以感受到作者特別對「形式」
產生關懷。陳振濂對於學院派書法，後續亦有學術探討及論文發表，將學院派書法創作思潮與概念更
趨於完善，如〈學院派書法創作模式的思想溯源－從潘天壽、陸維釗、沙孟海到學院派書法〉一文中
提到「學問修養的強調與『主題先行』」、「藝術創作意識與『形式至上』」、「專業規範標準與『技
術本位』」、「科班人才培養方式與『訓練』手段」、「從教育範式走向創作模式」。從此篇文章又可
看出，作者對於藝術創作意識與「形式至上」有深入探討，從書法進入『展廳』，對書法進行藝術定
位，對於將書法藝術創作定位為藝術創作，陳振濂進一步提出「形式至上」口號⸺�沒有形式，藝術
就不成其為藝術 8  。而陳振濂所論述「形式」對於藝術的論調，是否發揮了影響，其實從近幾年大陸
的獎賽中一目瞭然，因為獎賽作品最終也將懸掛於「展廳」之上，「形式」佔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從
大陸第十二屆全國書法篆刻展徵稿啟事，其中一條更言明「評審主要考察作者的創作水準，不鼓勵過
度裝飾製作。凡在形式上過度拼貼黏貼、染色作舊、故意塗抹等，該類作品在評審中將會受到減分影

圖三、行書．趙之謙句  5 圖四、草書中堂．米黻尺牘并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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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 9  ，從上述文字即可以從另一方面做解讀，參賽者對展覽展廳中的創作認知，甚至還有形式上過
度造作的現象。所以徵稿啟事還特意書寫此條，但反過來看即可知『形式』已經深植在大陸參賽者心
中，以及展覽作品之中。

 臺灣的獎賽作品亦可看出受到大陸獎賽作品「形式」的影響，例如臺灣高雄明宗書法藝術館舉辦
的第六屆明宗獎作品中，可看出參賽者對於「形式」的重視。如陳民芳作品〈書法之可能〉（圖五），
此件作品即可看到其形式感強烈，利用拼貼不同顏色的宣紙與裝裱形式營造其視覺效果。此作者在二
○○七年高雄獎優選作品〈時空 -古與今〉（圖六），亦是對書法的章法形式做一次試驗，在其部落
格文章中作者自述是「主要針對書法如何有新的表現形式做一系列創作」 10  。可見此作者對於作品
表現的「形式」相當重視，既然有一系列，就表示這過程中具有實驗的精神與想要有所開創的企圖。

 臺灣指標性的書法獎賽之一，國父紀念館主辦的中山青年藝術獎，觀察歷屆的中山青年藝術獎得
主，也不難看出多多少少受到大陸獎賽作品「形式」影響，在其創作過程中都看到對於「形式」的關
注。如第一屆得主林俊臣，得獎作品草書〈林右春詩秋日〉（圖七），兩紙拼貼一處，內文為主，款
識為輔，款識因色宣突出，卻佔據較少畫面，所以不搶主題內文，營造出一形式效果。第三屆得主於
同生，在其創作經歷中，就對「形式」多方嘗試和探索，如明宗獎首獎作品〈白鹿洞書院御書閣聯〉
（圖八），榜書大字聯，左右兩側款以小行書書寫在灑金宣上，視覺形式感強烈，卻不喧賓奪主。第
四屆得主吳啟林，亦對形式多有試探，在明宗獎與中山獎作品都有其不同形式呈現，中山獎作品〈岑
參．逢入京使〉（圖九），使用染色與拼貼的效果，讓整體形式突出。從這幾屆中山青年藝術獎得主
作品，皆可看出其意識到展廳文化下對其作品「形式」重視，不單純只是抄詩文書寫，從款識中也可
看出作者對詩文的理解與掌握，更對作品整體畫面的營造與視覺的傳達都有其想法，這需要長時間下

圖五、陳民芳作品〈書法之可能〉  11  圖六、陳民芳〈時空－古與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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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出的經驗與嘗試，如何將作品「形式」在展廳中可以吸睛，卻又不過度裝飾，讓人可以駐足欣賞
品嚐。最後在多方的刺激與交流，進而思辨與驗證。最後可知「形式」此概念在展廳競賽中其實深深
影響臺灣獎賽作品。

試論「陳振濂書法國畫篆刻論著展覽」展覽在臺灣書壇的定位

 「陳振濂書法國畫篆刻論著展覽」不僅是單純的藝術作品展覽，還有其學術論著，這意謂是藝術
創作兼學術研究的展覽，而且將論著與其他三項並列一起，是將學術論著的地位與藝術創作等同，顯
示作者也有自信其自身論著不輸給作者其他藝術創作，甚至還可能超越藝術創作，傳達出儘管是藝術
創作者對於學術論著也是不容忽視，而在臺灣泰半的展覽大多僅是作品展，少有學術論著一起展出。
作者此展顯示出對學術論著的重視程度，以及在學術上的深掘在臺灣書壇與現當代展覽之中也算是開
創之舉。所以在學術上對於臺灣也具有一定的定位。

 而書法、篆刻、國畫、理論都能兼能，其實可以從師長的影響得知，如潘天壽先生言論中可窺
看，潘天壽先生有言：「藝術不是素材的簡單再現，而是通過藝人之思想、學養、天才與技法之藝術
表現。不然，何貴有藝術。」 16  ，而從陳振濂先生文章有言：「記得潘天壽先生過去有過一個著名
論斷－後來成為我們書法研究生在一九七九年入學考試試題內容，是「不須三絕而須四全」之論。
「四全」之說是指「詩書畫印」，這當然是地道的學問。」 17  ，雖然只是入學考試題目，從此文字可
知潘天壽先生對浙江美院第一屆書法研究生影響很大，如朱關田、王冬齡、邱振中、祝遂之、陳振濂

圖七、林俊臣草書 
〈林幼春詩秋日草書〉 13  

圖八、於同生 
〈白鹿洞書院御書閣聯〉 14  

圖九、吳啟林 
〈岑參．逢入京使〉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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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先生。又如陸維釗先生所言：「書法之道，不僅在于寫字技巧，技巧再好，不過是個書匠而已。練
字和學問必須同時俱進，甚至要把提高學問修養放在寫字之上。」 18  ，沙孟海先生也說：「一般書
人，學好一種碑帖，也能站得住。作為專業書家，要求應更高些。就是除技法外必須有一門學問做基
礎。或是文學，或是哲理，或是史事傳記，或是金石考古……」 19  ，所以浙江美院的老師們對陳振
濂先生多方面的展開有其影響，最後也誠如陳振濂先生所言：「書家要求具有「修養」，有廣博的知
識幾乎成了衡量水平的試金石」 20  ，且作者在藝術創作上又有自我面貌，尤其作者行草書已有其辨
識度，辨識度其實是標示著作者自身的才氣與長時間對於的學問修養養成。對於書法、篆刻、國畫、
理論兼能，在臺灣現當代展覽中也屬少見，要能再一次展覽中呈現，也更為少見。但如臺灣江兆申先
生、王壯為先生等老前輩，也具有相當深厚的學問修養與具備書法、繪畫、篆刻等能力，但要能將此
「兼能」傳承下去，也將是臺灣書壇面臨的挑戰。

 此展覽在學術論著上，「學院派書法」創作思潮有開創意謂，和對於書法進入展廳文化議題探
討，以及透過「學院派書法」理論的思辨，扮演先驅者的角色。而書法的藝術定位，帶來書法藝術創
作思考與探索，跨越地域性，將思潮引入臺灣書壇與學界，對臺灣書壇與學界是個新的刺激也是一種
啟發，也是早期兩岸學術交流不可忽略的重要一環。

 綜合以上幾點，從學術方面、學問修養與「兼能」、開創思潮到兩岸交流幾方面下，時至今日此
展覽在臺灣書壇應該佔有其特殊性的位置。

結論

 一九九四年杜忠誥先生策劃「陳振濂書法國畫篆刻論著展覽」展覽，其展覽以及展覽後續，陳振
濂學術論著對臺灣學術的影響，可藉由高等教育培養下的博碩士論文中的參考書目引用量反映出來，
筆者先統計自一九九五年至二○○○年七月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上的碩博士論文，調查結果
中可發現碩士論文為五百九十八篇、博士論文為五十五篇引用陳振濂論著，從平均一年下來看，碩士
論文平均一年就約有二十四篇論文引用或列為參考書目，而博士論文為一年約為二篇論文引用或列為
參考書目，可見其深度。引用的論文參考書目所涵蓋的範圍相當廣泛，博碩士論文也涵蓋在不同學
門，如人文學門、藝術學門、教育學門、設計學門等。顯示陳振濂論著的廣度。在博碩士論文中，引
用量最高為《書法學》，《書法學》此書目的作為構建一個學科體系提出的架構，其過程中的理論闡
述和其思辨精神。因在中國書法史上從未有過，也因目前臺灣也未設有「書法系」此學科，臺灣對於
專業的書法理論架構與資源彙整還顯得不足，所以往往從此書中探索。而在此展覽之中，可以從陳振
濂幾件書法作品中窺看出對「形式」的追求與把握，不難看出其對「形式」的重視程度。也透過其「學
院派」學術論文，「主題先行」、「形式至上」、「技術本位」，影響大陸的書法藝術創作，將「形
式」在書法藝術創作中，推向到展聽文化下的呈現。臺灣的獎賽作品形式亦受到大陸獎賽作品影響，
從作品中也認知到在展廳中「形式」對作品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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