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鬚生游藝—詹坤艋書法個展

有 
 
 
 
 
 

的
形
式
多
元
章
法
的
書
寫
創
作
賞
析

中華弘道書學會榮譽理事長
臺中市書法學會榮譽理事長
中國書法學會理事

詹 坤 艋

 
 
 
 
 
 

意

 
 
 
 
 
 

的
形
式

 
 
 
 
 
 味

一
、
前
言

筆
者
從
事
書
法
教
學
工
作
數
十
年
，
教
師
在
職
時
曾
任
台
中
市
教
師
輔
導
團
書

法
輔
導
員
數
年
，
和
老
師
們
共
同
進
行
演
示
教
學
、
檢
討
、
切
磋
書
法
教
學
等
；
退

休
之
後
，
接
受
僑
委
會
外
聘
到
海
外
服
務
僑
民
，
足
跡
分
佈
泰
國
、
印
尼
、
菲
律
賓
、

馬
來
西
亞
等
東
南
亞
國
家
，
最
遠
抵
達
瓜
地
馬
拉
擔
任
書
法
教
學
講
座
，
並
規
畫
海

外
僑
校
書
法
種
子
教
師
研
習
等
；
在
兩
岸
文
化
交
流
中
，
應
廣
東
省
韓
山
師
範
學
院

聘
為
書
法
客
座
教
授
、
廣
東
省
嶺
南
教
育
研
究
院
擔
任
國
中
小
學
書
法
骨
幹
教
師
培

訓
班
講
座
；
任
中
華
弘
道
書
學
會
理
事
長
更
積
極
辦
理
台
灣
全
省
書
法
種
子
教
師
研

習
，
在
台
中
市
書
法
學
會
理
事
長
期
間
又
極
力
拓
展
國
際
間
的
書
法
交
流
等
。

由
於
自
己
是
教
育
科
班
出
身
，
專
長
是
美
術
教
育
，
所
以
喜
愛
從
造
形
藝
術
教

育
的
角
度
探
究
書
法
表
現
，
尤
其
是
把
完
形
心
理
學
的
論
述
融
入
書
法
來
表
現
，
從

視
覺
感
知
書
法
的
空
間
、
均
衡
、
樣
式
及
節
奏
、
律
動
等
美
感
，
並
在
古
典
書
法
與

現
代
書
法
之
間
作
融
合
的
探
究
；
透
過
書
法
教
育
讓
抽
象
的
書
法
線
性
美
學
，
轉
換

成
具
象
的
書
寫
表
現
；
並
與
讀
者
從
同
一
個
角
度
感
受
美
感
的
氛
圍
，
使
書
法
學
習
、

教
學
、
創
作
能
因
應
時
代
的
發
展
有
所
參
酌
。

書
法
有
它
特
殊
技
巧
的
藝
術
規
範
；
而
影
響
藝
術
創
作
表
現
因
素
非
常
複
雜
。

孫
過
廷
書
譜
云
：
「
詎
知
心
手
會
歸
，
若
同
源
而
異
派
；
轉
用
之
術
，
猶
共
樹

而
分
條
者
乎
？
」
古
典
與
現
代
書
法
創
作
表
現
也
如
同
一
棵
樹
的
分
枝
，
即
便
派
別

錯
綜
複
雜
，
老
幹
新
枝
芽
的
增
生
是
我
們
努
力
發
展
的
方
向
；
本
文
僅
從
視
知
覺
、

造
形
藝
術
角
度
把
西
方
美
學
導
入
傳
統
書
法
；
探
討
範
圍
以
不
悖
離
古
典
傳
統
書
法

的
本
質
為
限
：
即
以
毛
筆
書
寫
、
有
空
間
、
秩
序
的
、
規
律
的
及
可
辨
識
的
文
字
等
。

實
務
賞
析
則
以
筆
者
作
品
為
例
，
不
涉
拼
貼
藝
術
、
錯
視
、
抽
象
繪
畫
、
裝
置
藝
術
、

塗
鴉
藝
術
及
非
書
寫
表
現
等
藝
術
。



88

有
意
味
的
形
式
（Signifi cant Form

）
據
李
醒
塵
在
西
方
美

學
史
教
程
一
書
提
到
：
主
要
代
表
人
物
克
萊
夫
貝
爾
（Clive Bell

，

1811~1964

）
，
「
意
味
」
是
審
美
情
感
，
「
形
式
」
是
作
品
構
成
的
一
個

純
粹
關
係
。

抽
象
繪
畫
大
師
康
丁
斯
基
也
在
藝
術
與
藝
術
家
論
（
吳
瑪
俐
譯
）
提
到
：

在
作
品
之
前
，
我
們
應
該
讓
形
式
和
心
靈
交
流
，
由
形
式
而
內
涵
（
精

神
，
內
在
的
聲
音
）
。
這
個
形
式
是
基
於
內
在
的
需
要
！

傳
統
書
法
中
，
章
法
是
書
法
作
品
的
整
體
安
排
。

包
括
一
點
一
畫
、
結
字
、
行
氣
、
全
篇
布
白
、
落
款
鈐
印
以
及
裝
裱
。
點
畫
，

結
字
只
是
作
品
局
部
，
然
而
一
筆
為
一
字
之
規
，
一
字
乃
終
篇
之
準
，
它
乃
要
與
全

篇
相
配
合
。

整
體
上
，
書
法
美
學
提
供
一
個
啟
發
的
形
式─

使
我
們
瞭
解
書
法
藝
術
的
美
感

造
形
，
並
且
依
需
要
自
己
去
建
構
學
習
、
表
現
的
方
式
；
一
個
時
代
文
化
如
果
愈
發

達
，
建
構
的
美
學
樣
式
也
越
多
元
；
同
理
，
創
作
上
，
書
法
美
學
也
僅
是
引
導
發
展

的
軌
跡
，
從
軌
跡
中
去
瞭
解
過
去
，
發
展
未
來
。
越
豐
富
的
文
化
，
軌
跡
越
多
元
。

人間詞話   138x7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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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一
樣
的
書
寫  

不
一
樣
的
表
現

書
法
是
書
寫
表
現
藝
術
，
也
是
造
形
藝
術
。

自
古
以
來
民
間
社
會
以
實
用
為
首
要
目
的
，
加
上
一
般
文
人
以
它
為
文
學
繕
寫

的
服
務
工
具
，
忽
略
書
法
自
身
的
藝
術
表
現
性
的
探
索
，
對
書
法
表
現
與
研
究
，
傾

向
於
單
軌
的
書
寫
，
忽
視
現
代
多
元
角
度
的
表
現
與
研
究
。

本
作
品
的
書
寫
形
式
，
先
取
紙
幅
的
中
心
線
，
左
右
兩
邊
朝
中
心
線
對
摺
，
以

隸
書
書
寫
白
雲
是
白
雲
，
紙
幅
的
中
間
則
以
淡
墨
印
篆
完
成
主
文
。

清
王
原
祁
在
「
雨
窗
漫
筆
」
言
：
「
設
色
即
用
筆
用
墨
意
，
所
以
補
筆
墨
之
不
足
，

顯
筆
墨
之
妙
處
。
」
在
色
不
礙
墨
，
墨
不
礙
色
，
文
字
的
封
閉
處
設
色
，
兩
者
相
融

相
合
，
相
得
益
彰
。

章
法
結
構
上
，
據
師
大
教
授
王
秀
雄
所
著
美
術
心
理
學
位
置
比
所
述
：
份
量
是

以
「
形
」
距
離
中
心
點
的
位
置
如
何
而
決
定
，
即
中
心
點
為
力
脊
（Ridge

）
，
引
力

向
兩
旁
遞
減
，
份
量
遞
增
。
換
句
話
說
靠
近
中
心
點
的
位
置
重
要
，
遠
離
中
心
點
的

位
置
其
份
量
重
。

尋
常
我
們
書
寫
對
於
「
重
要
」
的
主
題
會
以
大
字
、
置
中
、

重
墨
的
方
式
直
接
來
表
現
，
本
作
品
一
反
常
態
，
以
左
右
兩
側
的

「
份
量
」
來
烘
托
中
間
淡
墨
的
「
重
要
」
。
亦
即
兩
側
較
小
面
積

以
濃
墨
與
色
塊
加
重
了
「
份
量
」
，
中
間
較
大
面
積
用
淡
墨
減
弱

了
「
重
要
」
的
視
覺
刺
激
，
均
衡
了
「
份
量
」
與
「
重
要
」
，
建

構
整
體
的
和
諧
，
豐
富
了
書
法
表
現
形
式
，
回
應
藝
術
表
現
的
獨

特
性
。

青山是青山

128x35cm
青山是青山，白雲是白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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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多
媒
材
融
入
書
寫

1
、
反
白
書
寫
表
現

經
濟
名
人
約
翰
．
甘
迺
迪
的
名
言
：
「
變
動
是
生
命
的
法
則
。
那
些
執
著
於
過

去
的
人
，
顯
然
會
錯
失
未
來
。
」
書
法
是
具
生
命
機
能
，
顯
然
應
如
同
經
濟
的
敏
銳
，

不
能
執
著
於
過
去
，
佈
局
未
來
時
書
法
應
變
而
且
要
變
。

晚
唐
書
家
釋
亞
棲
云
：

凡
書
通
即
變
，
王
變
白
雲
體
，
歐
變
右
軍
體
，
柳
變
歐
陽
體
，
永
禪
師
、
褚
遂
良
、

顏
真
卿
、
虞
世
南
、
李
邕
等
並
得
書
中
之
法
，
後
皆
自
變
其
體
，
以
傳
於
世
，
具
得

垂
名
，
若
執
法
不
變
，
縱
能
入
石
三
分
，
亦
被
號
為
書
奴
，
終
非
自
立
之
體
。

但
是
書
通
的
程
度
如
何
才
可
變
，
如
何
變
才
不
至
淪
為
書
奴
？
董
其
昌
評
書
法

云
：
「
蓋
書
家
妙
在
能
合
，
神
在
能
離
，
所
欲
離
者
，
非
歐
、
虞
、
褚
、
薛
諸
名
家

技
倆
，
直
欲
脫
去
右
軍
老
子
習
氣
，
所
以
難
耳
。
」

因
此
，
以
為
學
習
之
初
須
與
古
人
合
，
學
習
之
後
須
與
古
人
離
。

南
齊
張
融
，
善
草
書
，
常
自
美
其
能
；
蕭
道
成
（
齊
高
帝
）
嘗
對
他
說
：
「
卿

書
殊
有
骨
力
，
但
恨
無
二
王
法
。
」
他
回
答
說
：
「
非
恨
臣
無
二
王
法
，
亦
恨
二
王

無
臣
法
」
。

由
此
，
便
知
如
何
與
古
人
離
，
竟
是
如
此
「
難
」
字
。

書
法
相
反
表
現
的
思
維
可
以
提
供
尋
找
書
法
與
古
人
「
離
」

的
創
作
點
子
，
樹
立
自
我
書
寫
風
格
具
體
的
途
徑
，
以
因
應
社
會

文
化
快
速
變
遷
，
豐
富
書
法
表
現
風
格
。

多
媒
材
在
現
代
的
藝
術
是
非
常
普
遍
的
被
應
用
，
書
法
若
不

想
被
匡
在
邊
緣
的
處
所
，
多
媒
材
的
溶
入
是
不
可
避
免
的
趨
勢
。

本
件
作
品
以
日
常
生
活
沾
黏
紙
張
透
明
的
「
膠
水
」
，
適
度

的
調
水
後
，
取
代
黑
墨
書
寫
主
文
，
再
以
黑
墨
烘
染
留
白
，
模
糊

傳
統
書
法
的
墨
跡
，
它
不
是
雙
勾
描
黑
反
白
的
「
字
殼
」
，
若
想

從
本
作
品
去
追
索
傳
統
墨
跡
筆
意
，
得
從
黑
、
白
交
界
的
輪
廓
，

用
意
象
去
重
建
，
有
如
西
洋
印
象
派
繪
畫
，
實
體
被
抽
離
，
僅
存

對
實
體
的
感
覺
，
迴
盪
在
內
深
處
…
。

它
傳
達
反
向
的
書
法
視
覺
刺
激
，
同
時
營
造
增
加
另
一
面
相

的
空
間
。

孤峰

98x26cm
孤峰雲散千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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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多
層
次
書
寫
表
現

早
年
中
部
有
一
引
人
注
目
的
民
間
書
法
創
作
團
體
，
取
鄧
石
如

論
書
名
句
「
計
白
當
黑
」
中
的
黑
白
為
名
，
筆
者
也
是
成
員
之
一
；

當
時
逢
藝
人
鄭
進
一
先
生
在
有
線
頻
道
主
持
「
黑
白
亂
舞
」
的
音
樂

節
目
，
有
感
於
其
對
音
樂
創
作
的
執
著
，
於
是
以
書
法
「
黑
白
亂
舞
」

來
呼
應
他
。

傳
統
古
典
書
法
單
一
層
次
的
白
底
黑
字
，
讓
觀
眾
一
眼
望
穿
書

寫
內
容
，
展
覽
場
非
常
不
容
易
吸
引
讀
者
的
腳
步
停
留
下
來
關
注
。

本
作
品
以
多
層
次
書
寫
加
上
以
膠
水
書
寫
的
反
白
效
果
來
凸
顯

作
品
的
張
力
，
背
景
黑
白
亂
舞
四
個
字
以
整
體
略
帶
傾
斜
的
造
形
動

勢
，
形
式
上
和
主
文
草
書
「
亂
舞
」
的
律
動
，
生
命
力
交
織
在
一
起
；

界
格
則
以
不
均
等
綠
的
色
面
來
分
割
背
景
文
字
，
活
化
畫
面
，
既
是

單
字
的
界
線
，
同
時
平
衡
整
體
的
視
覺
刺
激
。

黑白亂舞

131x34.5cm
亂舞（背景文字：黑白亂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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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律
動
、
節
奏
的
書
法

1
、
視
覺
線
︿visu

allin
es

﹀

在
書
法
作
品
中
字
與
字
之
間
的
映
帶
關
係
或
行
與
行
的
呼
應
關

係
，
相
連
的
筆
畫
流
暢
又
有
貫
串
的
意
味
，
不
相
連
的
筆
畫
則
在
筆

斷
意
連
的
用
筆
技
巧
中
，
達
到
變
化
又
一
氣
呵
成
的
效
果
。
這
樣
的

映
帶
造
成
的
書
法
空
間
性
、
順
序
性
的
墨
跡
視
覺
線
，
能
產
生
某
方

向
的
力
。
書
法
術
語
即
是
映
帶
或
行
氣
。

完
形
心
理
學
認
為
視
覺
線
是
從
視
知
覺
的
角
度
，
在
書
寫
當
下

對
整
體
的
環
視
與
觀
照
。
作
品
中
可
以
感
受
因
視
覺
線
形
塑
的
律
動

與
節
奏
，
整
體
上
左
右
縱
橫
交
錯
，
打
破
行
間
又
不
失
行
間
的
辨
識
，

渾
然
一
體
。

王之渙 涼州詞

136x34cm
黃河遠上白雲間　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　春風不度玉門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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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好
的
連
續
映
帶
表
現

脈
絡
映
帶
所
形
成
的
視
覺
線
，
就
視
覺
效
果
而
言
，
它
是
一

個
好
的
連
續
，
從
美
學
的
觀
點
，
視
覺
線
是
好
的
連
續
。

那
年
雲
南
大
理
麗
江
行
旅
中
，
參
觀
了
茶
山
古
道
劇
演
場
景
，

茶
山
古
道
的
之
字
迂
迴
盤
繞
應
用
到
書
寫
的
主
軸
，
節
奏
、
律

動
、
外
加
最
大
的
餘
白
，
改
變
一
般
書
寫
章
法
慣
性
；
主
文
的
起

頭
，
一
、
二
、
三
行
運
用
視
點
的
爬
升
到
最
高
處
，
再
以
茶
山
古

道
「
之
」
字
形
的
律
動
，
由
上
而
下
、
由
左
而
右
、
再
由
右
至
左
，

彰
顯
視
覺
動
勢
，
最
後
一
句
「
多
少
樓
臺
煙
雨
中
」
，
視
覺
的
躍

昇
作
一
個
變
化
結
束
；
款
識
則
依
節
奏
的
餘
韻
，
進
行
空
間
虛
實

的
補
位
調
結
。

杜牧 江南春

136x34cm
千里鶯啼綠映紅　水村山郭酒旗風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樓臺煙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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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書
法
的
現
代
繪
畫
性
章
法
表
現

世
界
有
名
的
現
代
藝
術
評
論
家
赫
伯
．
李
得

在
他
所
著
的
「
現
代
雕
刻
簡
史
」
（A Concise 

H
istory of M

odern Sculpture

）
裏
說
：
「
近
代

以
前
的
雕
塑
是
雕
的
，
近
代
的
雕
塑
是
塑
的
，
然
而

現
代
的
雕
塑
既
不
雕
亦
不
塑
，
而
是
建
，
是
構
成
」
。

書
法
繪
畫
性
風
格
見
諸
團
塊
總
體
的
動
感
，
體

積
和
輪
廓
融
合
為
一
，
形
態
屬
性
流
質
的
、
變
動
不

定
的
，
線
條
界
線
是
連
結
許
多
要
素
。
本
作
品
刻
意

模
糊
文
義
，
有
意
的
讓
虛
實
產
生
視
覺
反
轉
刺
激
，

由
作
品
整
體
來
敘
述
，
蓄
意
破
壞
行
間
的
空
間
性
，

但
又
不
背
離
書
寫
的
可
辨
識
性
，
並
以
「
有
意
味
的

形
式
」
建
構
「
圖
地
」
的
關
係
，
回
應
赫
伯
．
李
得
「
雕

塑
既
不
雕
亦
不
塑
，
而
是
建
，
是
構
成
」
。
書
法
亦

如
此
也
！

五
、
結
語

清
石
濤
和
尚
在
變
化
章
說
：

無
法
之
法
為
至
法
；
無
法
之
法
的
先
決
條
件
是

融
通
萬
法
。

所
以
尊
重
傳
統
的
學
習
價
值
，
發
展
當
下
書
法

生
活
，
是
書
法
人
文
脈
絡
的
走
向
。

「
文
化
傳
承
」
是
承
接
經
典
的
學
習
，
經
過
融

會
貫
通
才
能
進
行
文
化
傳
遞
的
發
展
。

冰雪勵勁節 風雨生信心　68x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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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歷

2004

國
立
新
竹
師
院
美
勞
教
學
碩
士

2001

東
海
大
學
美
術
系
碩
士
四
十
學
分
班
結
業

1992

國
立
臺
中
師
院
語
教
系
畢
業

1975

省
立
臺
中
師
專
畢
業

●
  

經
歷

曾
任
中
華
弘
道
書
學
會
理
事
長(

第
五
屆)

現
為
榮
譽
理
事
長

曾
任
臺
中
市
書
法
學
會
理
事
長(

第
二
十
屆)

現
為
榮
譽
理
事
長

曾
任
中
國
書
法
學
會
諮
詢
委
員(18

屆)

，
現
為
理
事(19/20
屆)

曾
任
臺
中
市
國
民
教
育
輔
導
團
書
法
輔
導
員(1995–1998)

僑
務
委
員
會
海
外
書
畫
講
座(2006–2015)

東
南
亞
僑
校
國
中
小
教
師
書
法
研
習
講
座(2014/2015)

(

菲
律
賓
、
泰
國
、
馬
來
西
亞)

廣
東
省
韓
山
師
院
書
法
客
座
教
授(2007–

迄
今)

廣
東
省
嶺
南
教
育
研
究
院
國
中
小
教
師
書
法
培
訓
班
專
任(2014.2016.2018)

中
華
弘
道
書
學
會
台
灣
省
書
法
種
子
教
師
講
座(2009–

迄
今)

臺
中
市
五
權
國
中
美
術
班
書
法
指
導
老
師(2003)

臺
中
市
大
勇
國
小
崇
倫
國
中
愛
心
志
工
書
法
指
導
老
師(2004–

迄
今)

●
  

專
長
領
域

書
法
教
育
研
究

古
典
書
法
與
現
代
書
法
融
合
探
討

視
知
覺
的
空
間
均
衡
樣
式
及
水
墨
畫
等

●
  

展
覽

一
、
個
展

1997

臺
中
市
立
文
化
中
心
，
書
畫
個
展

2005

國
立
新
竹
師
院
藝
術
空
間
「
界
限
內
的
舞
者
」
書
法
創
作
個
展

2019

臺
中
市
葫
蘆
墩
文
化
中
心
「
點
線
圓
舞
曲
」
美
術
家
接
力
展

2022

高
雄
市
明
宗
書
法
藝
術
館
「
鬚
生
游
藝
」
書
法
個
展

二
、
聯
展

1989

臺
中
縣
立
文
化
中
心
，
雙
人
書
畫
聯
展

1990

臺
中
市
立
文
化
中
心
，
三
人
書
畫
聯
展

1996

臺
中
市
立
文
化
中
心
，
文
英
館
師
生
書
法
成
果
展

2013

逢
甲
大
學
圖
書
館
，
中
華
弘
道
書
學
會
捐
贈
書
法
作
品
展

2013

書
香
一
脈/

徐
州
．
臺
中
書
法
交
流
展

2014

雲
林
縣
斗
六
公
誠
國
小
藝
廊
師
生
展

2015

臺
中
教
育
大
學
附
設
實
驗
小
學
藝
廊
師
生
展

2017

南
投
縣
草
屯
鎮
公
所
圖
書
館
九
九
峰
藝
廊
師
生
展

2017

臺
中
市
屯
區
藝
文
中
心
國
際
書
法
展

2018

弘
道
戊
戌
廣
州
七
人
聯
展

2018

廣
東
省
韓
山
師
範
學
院
弘
道
傳
薪
展

2019/2015

日
本
鳥
取
縣
書
道
聯
合
會
與
臺
中
市
書
法
學
會
交
流
展

2020

南
投
縣
文
化
局
師
生
展(

黑
白)

2020

臺
東
生
活
美
學
館
，
迎
旭
東
臺
十
人
書
法
展

2020

明
宗
書
法
藝
術
館
，
中
師
中
部
校
友
美
展

2021

新
竹
縣
文
化
中
心
，
竹
師
芳
華
、
清
華
大
學
校
友
書
法
聯
展

三
、
其
他

國
內
外
書
會
社
團
邀
請
展
眾
多(

略)

●
  

著
作

1993

書
法
定
位
之
教
學
研
究

1997

詹
坤
艋
書
畫
選
集

1998

協
助
文
復
會
拍
攝
並
主
講
「
楷
書
之
美
」
書
法
教
學
影
帶

2005
「
界
線
內
的
舞
者
」
個
展
專
輯

2011
書
法
源
流

2019
點
線
圓
舞
曲
書
法
專
輯

2022

鬚
生
游
藝
電
子
網
站

詹 坤 艋 簡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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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法 個 展

春曉 92x90cm

詹坤艋

4.21〔四〕111. 5.12〔四〕

明 宗 書 法 藝 術 館

正 大 光 明 毛 筆 有 限 公 司

高 雄 市 湖 內 區 保 生 路 1 0 3 號
贊助單位

策展單位

展出時間 鬚生遊藝作品網站
225x53cmx2

虎
嘯
撼
山
嶽

龍
吟
動
地
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