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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一 、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  

幼 年 因 父 親 的 啟 蒙 接 觸 了 書 法 ， 它 是 以 點 線 為 基 本 構 成 元 素 的

平 面 抽 象 造 形 藝 術 ， 及 至 大 學 時 期 又 學 習 到 另 一 同 以 點 線 為 基 本 概

念 呈 現 形 式 美 的 藝 術 -篆 刻，但 大 學 時 期 書 法 與 篆 刻 課 程 皆 以 技 法 練

習 為 重 ， 學 理 上 的 探 究 為 輔 ， 但 近 年 筆 者 在 同 時 研 究 書 法 與 篆 刻 的

領 域 中 ， 從 技 法 而 理 論 ， 再 由 理 論 引 申 至 技 法 的 實 踐 中 ， 期 暸 解 到

書 法 與 篆 刻 之 間 似 乎 蘊 藏 著 密 不 可 分 的 關 係 ， 如 同 水 墨 與 書 法 之 間

的 關 聯 ， 唐 代 張 彥 遠 在 《 歷 代 名 畫 記 》 裡 頭 提 出 「 書 畫 同 源 」 的 理

論；元 代 趙 孟 頫 的 論 畫 詩 中 也 說：「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應八法

通。」 1二 者 皆 說 明 同 樣 的 理 論，讓 筆 者 聯 到 同 為 運 用「 點 線 」表 現

的 書 法 與 篆 刻 是 否 同 類 相 從 ， 引 起 筆 者 的 研 究 動 機 ， 而 撰 寫 此 文 的

目 的 在 於 運 用 美 學 法 則 來 探 究 書 法 與 篆 刻 之 間 的 美 感 交 集 來 作 為 日

後 創 作 之 依 歸 。  

 

二 、 研 究 範 圍 與 內 容  

書 法 與 篆 刻 皆 建 構 在 漢 字 上 ， 可 以 說 書 法 和 篆 刻 是 一 體 兩 面 ，

一 體 者 ， 存 在 於 表 象 文 字 下 ， 二 門 藝 術 同 時 附 著 它 而 產 生 美 術 的 性

質 ； 兩 面 者 ， 利 用 材 料 的 媒 介 造 就 了 藝 術 面 貌 地 不 同 。 另 外 究 其 基

本 元 素 而 言 ， 文 字 除 去 本 身 功 能 ， 即 成 為 單 純 的 「 線 形 」 來 看 ， 可

說 書 法 為 體，篆 刻 為 用，二 者 在 本 質 上 都 與 文 字 有 合 一 性 和 分 離 性。

研 究 範 圍 與 內 容 在 於 兩 門 分 立 之 藝 術 個 體 是 否 之 有 著 同 源 異 流 ， 審

美 鑑 賞 條 件 上 是 否 自 然 相 互 呼 應 ， 更 在 藝 術 作 品 表 現 上 其 美 感 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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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相 輔 相 成 ， 以 及 最 後 敘 述 個 人 創 作 里 程 中 的 影 響 因 素 。  

本 論 文 綱 要 如 下 ：  

（ 一 ） 書 法 與 篆 刻 的 關 係 皆 依 附 著 漢 字 來 建 構 ， 首 從 文 字 的 嬗

變 和 書 體 發 展 來 暸 解 書 法 和 篆 刻 上 文 字 的 使 用 。  

（ 二 ） 從 審 美 通 識 來 檢 視 書 法 與 篆 刻 中 點 線 所 蘊 含 的 視 覺 原

理 、 以 及 媒 材 的 不 同 所 產 生 不 同 形 式 美 。  

（ 三 ） 書 法 與 篆 刻 如 何 從 美 感 理 論 中 付 諸 實 踐 與 運 用 ， 運 用 傳

世 的 物 品 來 印 證 各 論 點 的 成 立 與 影 響 。  

（ 四 ） 闡 述 個 人 在 從 事 書 法 與 篆 刻 的 研 究 與 實 作 中 相 對 理 念 、

形 式 、 內 容 在 技 法 上 的 聯 結 。  

（ 五 ） 解 析 個 人 作 品 。  

 

三 、 研 究 方 法  

宋 代 理 學 家 程 頤 說：「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理而已也。」

2又 說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

曰「致知在格物」。』 3故 格 物 主 要 在 於 讀 書 研 討 ， 而 格 物 的 做 法 是

「 學 而 時 習 之 」。藝 術 創 作 的 路 程 何 嘗 不 是 如 此，因 此 本 文 在 初 探 學

理 的 同 時 也 和 實 作 並 行 之 。  

（ 一 ） 學 理 初 探  

   1﹒ 文 獻 探 討 ：  

    1）藝 術 理 論 類 ： 美 學 、 書 論 、 篆 刻 學 、 美 術 辭 典 、 

    藝 術 概 論 、 藝 術 家 傳 記 … … 等 。  

              2）歷 史 史 料 類：中 國 書 法 史、中 國 篆 刻 史 … … 等 。 

                                                 
  

2宋 〃 程 顥 、 程 頤 ，《 河 南 程 氏 外 書 》 卷 2，《 二 程 集 》，（ 臺 北 ： 里 仁 書 局

1982）， 頁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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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學 術 論 文 類 ： 相 關 學 術 報 告 、 期 刊 論 文 … 等 。  

 4） 其 他 類  

   2﹒ 圖 片 匯 整 ： 經 由 匯 整 書 蹟 書 帖 和 印 譜 圖 片 來 輔 助 文  

  字 上 的 研 究 說 明 。  

（ 二 ） 實 作 研 究  

筆 者 藉 著 研 究 學 理 的 過 程 中 ， 暸 解 書 法 和 篆 刻 都 講 求 線 條 視

覺 、 陰 陽 虛 實 、 空 間 佈 局 … … 等 等 內 涵 ， 更 明 白 書 法 和 篆 刻 藝 術 創

作 中 所 需 的 藝 術 價 值 與 涵 養 成 分 ， 學 理 的 輔 助 支 撐 成 為 筆 者 創 作 架

構 的 依 據 。  

 

四 、 研 究 限 制  

以 表 象 符 號 性 為 基 礎 再 演 化 漸 變 的 漢 字 ， 所 蘊 孕 展 現 出 書 法 與

篆 刻 兩 種 不 同 型 態 的 藝 術 。 就 書 法 理 論 資 料 蒐 尋 方 面 ， 隨 著 文 字 的

嬗 變 和 書 體 發 展 ， 書 學 理 論 和 技 法 在 歷 代 著 作 實 為 繁 多 ， 但 篆 刻 理

論 方 面 ， 因 篆 刻 藝 術 遲 至 元 朝 文 人 的 風 尚 暨 印 材 之 發 現 後 ， 才 從 實

用 為 主 發 展 成 實 用 與 鑑 賞 二 者 合 一 的 獨 立 藝 術 ， 另 就 現 況 而 言 ， 篆

刻 史 與 學 理 研 究 仍 是 現 今 一 般 人 較 不 熟 悉 的 議 題 ， 而 且 時 下 研 究 者

多 著 眼 在 古 人 篆 刻 作 品 鑑 賞 與 批 評 、 派 別 之 傳 承 、 篆 刻 家 個 人 之 成

就 、 印 譜 之 編 輯 印 行 … 等 ， 因 此 也 成 為 此 篇 專 文 中 在 相 互 研 究 比 較

時 會 產 生 出 一 些 小 小 地 限 制 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