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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臺東市民過了一個很藝文的父親節夜晚，由臺東市公

所和臺東生活美學館合作，共同邀請廣西賀州縣富川市民族

藝術團來臺東參加七月份馬卡巴嗨的表演，表演團因故無法
來臺而取消，之後又延至八月八日演出，臨時緊急宣傳，也
因為有了去年精彩的演出，今年依舊座無虛席。臺東縣議會
饒議長提到：「在兩岸經濟開放下，文化交流應該要更深一

層，臺東和廣西已經有多次的交流，兩地也都有著深厚的情

誼，這正是需要繼續努力的方向。」副縣長林婕分別致贈廣
西手工刺繡和廣西刺繡帶子給林館長和饒議長，介紹了瑤族
的服飾，銀製的頭飾，以及美麗多彩的服飾圖樣，和以往交

流致贈儀式有不同的開場白，多了些文化風情介紹的內容，

使得形式化的流程變得知性許多。

 廣西賀州縣和臺灣一樣屬於文化多元的地方，有許多不

同的族群，其中瑤族人口數佔最多，此次富川縣民族藝術團

帶來瑤族許多傳統歌謠，如瑤族歌舞《瑤歌、唱溜地西》、
《歡騰的富江、回家過節、流水歡歌迎客來》、風情舞蹈
《插秧歌、撈蝦、依呀勾歌、爬樓、瑤家妹子要出嫁、洒
趣、竹鳩爬泥、木獅傳情、笙、鼓、　》及劉三姐歌曲表演

等，其中，《木獅傳情》為瑤族傳統故事的獨特代表，整套

有七十二劇，由雷公和地母的愛情故事，串連起先民飄洋過
海的過程。精彩的演出也和臺下的觀眾有多次的回應，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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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瑤族舞蹈，也帶來了川劇變臉和大陸國家一級演員鮑朝

志老師獨唱多首曲子，有爸爸歌還有朗誦了詩人余光中的
〈鄉愁〉，感情流露，唱作俱佳，引起觀眾滿堂喝采，為節
目最高潮。　　　　　　　　　　　　　　　　　　　　　　

    林館長表示：「臺東和廣西雙方的文化交流已成公約數，
在這樣的狀況下，更能加深臺東的文化涵養，透過文化交流
可以加深自己的文化視野。」會後許多民眾也上臺熱情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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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成立迄今已36年，係呂佛庭教授於1976年指導成立「國風畫會」，會員有

16人。每年聯展一回，先後在臺中市文化中心、臺北省立博物館展出。後來加入書

法家，會員增至五十餘人，同時改名「國風書畫會」。1996年曾假臺南市文化中

心、臺中市省立美術館舉辦二十周年書畫聯展，並出版專輯。歷任會長為施華堂、

江錦祥、羅振賢、杜忠誥、蔡友、劉秋存、林進忠、黃冬富、黃才松、程錫牙。

2005年11月正式申請，成立為全國性人民團體，陳肆明、劉秋存分任第一、二屆理

事長。學會在北、中、南各地聯展計二十餘次，出版作品專輯七本。　　　　　　　

    現任理事長為杜忠誥，共有會員71人，遍布全國各地，涵蓋臺灣藝術界許多中

生代書畫名家，暨學術界不少中堅精英：如屏教大副校長黃冬富，臺藝大美術學院

院長林進忠、前院長羅振賢；杜忠誥是史博館文物鑑定委員暨故宮博物院藏品審查

委員，也是臺師大國研所暨美研所兼任副教授；林永發是臺東生活美學館館長。許

多會員都是當今書畫名家，泰半在各大學相關科系任教，還有不少人是在各國、高

中、小學擔任美術教師。　　　　　　　　　　　　　　　　　　　　　　　　　　

　　本會應邀展出，共有會員五十八人送件。展品有書法、水墨畫兩類：書法作品

包含篆、隸、楷、行、草等各體；水墨畫則以山水風景為多，亦有花鳥、人物作

品。無論書畫，有以傳統筆墨功力及技法揮灑、描繪；也有以個人生活見聞、體

驗，甚或內心的意念，作創新的呈現。總之，會員分布於北中南，年齡介於老中

青，無論男女會員都能各有特色，呈現多元樣貌。　　　　　　　　　　　　　　　

    館方為了配合聯展開幕活動，同時安排杜忠誥理事長的一場藝術欣賞講座：

「書法與軟實力」，眾多慕名而來的花東書畫名家暨現場觀眾，都專注聆聽，之後

更熱烈請益、交流。　　　　　　　　　　　　　　　　　　　　　　　　　　　　

    杜理事長就讀臺中師專時，在呂佛庭教授的啟蒙與教導之下，立志向學，並勤

學書法與國畫。先後留學日本取得碩士學位，復進入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直

到五十四歲才完成文學博士學位。他把書法創作、美學理論、四書五經及佛、道哲

學等融會貫通，並在生活中力行實踐。書法創作已近乎得心應手，處處展現諸多書

法藝術對於「軟實力」的生命啟示之機趣。他指引我們研習書法的要點有四：一是

紙筆相抵拒所生發出來的

「澀勁」之體認與把握；

二是間架、布局的均衡法

則；三是點畫線條及字勢

的氣脈連貫，呈現有機的

整體感；四是整體畫面的

協調統一。至於如何強化

生命的「軟實力」，他提

出了「學而時習」、「敦

倫盡份」、「改過遷善」

及「忘懷得失」四個功夫

次第。他說，這是技藝修

學（藝）與人格生命
（道）兩相貫通的實踐法

則。真的是「聽君一席

話，勝讀十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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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主辦，

花蓮藝術家王令於7月19日至7月

31日於花蓮縣文化局第二、三展覽

室展近期膠彩作品。此次展出定名

為【花月夜】，展出內容以花的題

材為主，有因為夜晚的花總是獨自

綻放有一種孤獨的美感！畫作中利

用礦石閃爍微光表現出花在夜晚的

各種姿態所散發的美，礦石顆粒在

畫面上呈現出折射使觀者在畫面不

同方向能感受畫面不同的色澤。展

出作品50幅，每幅都是不同的花

容，有的繽紛，有的內斂。運用膠

彩特有的金、銀效果呈現富麗感，

運用雲母白呈現夜晚的清冷。期望

給觀者不一樣的感受。　　　　　

    膠彩畫其時最早發揚於中國，

為中國最古老的畫種，例如：遠古

洞窟壁畫、彩陶文化陶罐上的圖

案、敦煌壁畫、、、等等。運用骨

膠調和天然礦石所磨的粉末或顆粒

作畫。所以膠彩畫的顏料不畏日曬

可歷經千年不變。在唐代時傳至日

本，後經日本發揚光大，研究出更

多的材料和技法。　　　　　　　

    日據時代臺灣留學生在日本學

習後再傳回臺灣並命名為膠彩畫。

膠彩畫顏色鮮艷輝煌，類寶石顏料

再加上金與銀的運用使膠彩畫更顯

富貴。不僅能表現出所畫物的精

神，更能顯出不同質感實為特殊。

但因其作畫手續繁複又加之顏料價

格昂貴，所學之人不多，今在花東

　　7月份接獲大武生活美學協會理事長指示，將辦
理文化體驗營活動，帶著一顆既興奮又不安的心，期
待那一天的到來。在活動前，帶著所有解說員實地演
練一遍，讓大家了解當解說員的本職及活動中該注意
的地方，與學員間的互動技巧等。　　　　　　　　
　　活動當天在尚武第一停車場集合，工作伙伴發放
活動資料給學員後，一群人浩浩蕩蕩前往大武漁港參
觀，林理事長為大家解說漁港的由來並參觀驗漁民造
筏與製作漁網過程，每個學員聽的津津有味，同時提
出問題，現場漁民大哥、大姊也不厭其煩的一一解
答，並訴說著漁民捕魚的甘苦談，臉上流露出討海人
不畏艱辛的神情。　　　　　　　　　　　　　　　
　　接著來到尚武村內聖母天主堂、批星新村、天后
宮、紫雲寺等地方，解說員為大家介紹它們的由來、
周遭環境及特殊建築等，中午則在漁港旁同發順餐廳
用餐，用餐間，望著餐廳外炎熱的天氣，大武鄉真熱
情，以攝氏37度的高溫迎接大家，真是熱！熱！熱
呀。　　　　　　　　　　　　　　　　　　　　　
　　下午的行程是林務局大武山自然生態館，館內宗
小姐、李小姐先帶我們觀賞野生動物生活習性影片及
生態區、原住民手工藝品、石板建築參觀，希望藉由
生態館的教育、展示和典藏，讓我們對自然生態及原
住民文化、建築之豐富和多樣性有更多的認識，並促

進我們將周遭美的文化融入生活中。接著再創作體驗
無患子章魚哥DIY，宗小姐要我們用線串入無患子及
人工珠子，顏色的排列自由發揮，大家七手八腳的將
珠子串好，完成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章魚哥造型。　
　　一天的活動終於完成了，回程工作團隊跟學員

分享許多寶貴經驗，並與學員彼此意見交流、分享心

得， 這次活動的特色在於文化生活美學體驗，將南

迴的特色以親身體驗的方式，來探索、學習跟感受；

同樣也透過新環境的刺激，期許激發更多的創作與成

長。　　　　　　　　　　　　　　　　　　　　　

    這次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特別邀請了來自花蓮的王玉

萍老師演講有關於「生活美學」的講堂，首先聽聲辨人，

王玉萍老師的聲音細緻柔雅，溫柔中帶有力量，更讓我沐

浴在老師的課程內容裡，其中老師一開場就讓我印象深

刻，他提到：有多久沒有停下腳步好好生活了？我想老師

並不是刻意要問這句話來作為開場白，而是與他的工作背

景有相當大的關係，老師本身從事文字編輯工作已有多年

經驗，但編輯內容卻是發掘當地特色人文風情，並詳細描

述刻畫，用文字配合美編創造令人感動的小故事，也就因

為這樣的背景讓王老師時常與具有很多故事性的傳奇人物

交流，但這些人物住在交通不方便或資訊不發達的地區，

所以往往無法讓更多更多的人們知道原來這個世界也有人

在這樣生活，但透過王玉萍老師的用心，把這些傳奇人物

用報導、文字、故事、行銷、包裝後，再帶給現在整天忙

碌的人們，希望藉由這樣一點點的努力，能感動更多的

人，來體會生活美學！　　　　　　　　　　　　　　　

    也因此我在了解王玉萍老師的整個背景後，也就了解

為何他的說話方式與語氣，會如此讓人愉悅，並不是他特

別懂得生活，而是我忘了怎麼去生活，說真的我並不認為

工作是生活的全部，以資本主義來說，人類必須要工作，

因為工作才有錢，有錢才能過生活，才能給家人小孩一個

溫暖的家，才能好好孝順父母，但也有句至理名言：錢不

是萬能的，並不是什麼東西都買得到的，就像真心的愛

情，能用錢去買來嗎？或許是因為我本身的工作穩定，可

以讓我在年輕時就無後顧之憂的去想如何生活，但若我們

忙忙碌碌賺取大量的錢，卻賠上健康、與體會生活的心，

那不是也像個空殼嗎？這也難怪會有作者出版「窮的只剩

下錢」這本書了！　　　　　　　　　　　　　　　　　

   聽了王老師講座後，我想做的是好好把工作時間與休

閒時間好好調整，人生真的不能只有工作，也不能只有玩

樂，唯有取得平衡並追求更高目標才會有幸福人生！　　

　　由臺東生活美學館主辦「100年生活美學講座」，邀請各領域專家學
者，從不同層面讓民眾瞭解生活美學的意義。首場講座於七月二十日晚上

以「食在健康」為題，邀請水保局臺東分局長杜麗華主講，詳細說明如何
選擇健康的食物，副縣長張基義與夫人也全程聽完演講，並給予肯定。　

　　臺東生活美學館館長林永發指出，中國人的生活一直以來都和飲食息
息相關，舉凡我們常用的詞句，也都和「吃」離不開關係，所以一般民眾
要如何從日常飲食當中，吃出健康的生活，顯得重要，因此，今年度首場

生活美學講座，即邀請無毒農業專家杜麗華前來演講，告訴大家健康飲食
的觀念。　　　　　　　　　　　　　　　　　　　　　　　　　　　　

　　杜麗華曾任花蓮縣農業局長，任內成功推動無毒農業，去年她將過去
經驗集結出版「食在健康」一書，獲得熱烈迴響。杜麗華說，從最近塑化

劑風暴之中，讓大家深刻感受到飲食健康的重要性，但是在十幾年前就已
經在花蓮積極推動無毒農業，因為看到消費者對健康的需求，也創造農民

朝向產業升級。　　　　　　　　　　　　　　　　　　　　　　　　　
　　經過九十分鐘精彩演講，杜麗華以深入淺出的解說，讓在場一百多位
民眾轉換舊有觀念，改變對於健康食物想法。民眾張先生說，過去一直崇

尚坊間健康食品，尤其是進口產品，認為國際品質較佳，但是聽完演講之
後，才知道原來在地的天然農作物最好、最健康。　　　　　　　　　　

　　另一位民眾王小姐表示，原來生活中要獲得健康並不難，只是以前都
沒有正確的觀念，以致於花費過多金錢卻得不到健康。現在知道，要找正

確在地的農產品，而且要以季節性的農產為主，其實在每一種食物當中，

都已經含有豐富的營養。　　　　　　　　　　　　　　　　　　　　　

　　張老先生聽完演講之後深深感動，他說，推展無毒農業耕作方式，才

是最健康的方式，非常認同杜麗華所言，我們要用行動來支持無毒農戶用

心經營的成果，因為要不用化學肥料及除草劑等方式進行耕作，需要花費

更多的人力及時間，所需成本極高，如果民眾不支持，沒有正確健康食材

的觀念，那麼繁瑣費事的無毒健康食材將會消失，反而是民眾的損失。　　

　　杜麗華也在演講中舉出多種營養價值極高的食物，像是地瓜、玉米、

木耳、菇類等，都是健康的最佳守護；另外，栽種困難度極高的百合，也

在農民努力之下成功收成；還有許多原住民的野菜、紅糯米等，也都是強

健身體的最佳食
材。每一種食材
都要以無毒方式
耕作，才能真正
吃到健康。　　
　　最後，林永
發館長非常感謝
杜麗華在百忙之
中前來演講，帶
給臺東地區民眾
不一樣的飲食視
野，也更加珍惜
就在身邊的好食
物。　　　　　

　　清光緒年間，臺灣建省之後，增設直隸州於此，

當初以其位居臺灣之東部，故命名為臺東直隸州，

「臺東」之地名便是由此而來。臺東以前為卑南、阿

美族定居之地，清咸豐五年才有漢人與平埔族移入，

道光年間形成聚落稱「寶桑庄」，光復後設鎮「臺東

鎮」，民國65年設「臺東市」。　　　　　　　　　

　　臺東的美眾人皆知，但絕非侷限於好山好水的層

面而已，其中豐富的族群文化及特殊的生命力，是持

續發展之珍貴資產。本次規劃「臺東之美」生活美學

體驗營：係以臺東市臺東糖廠園區原社手創生活館

區、臺東新地標會呼吸的塔樓及臺東天后宮、中華會

館、民權里日式宿舍群等地。希望透過此活動，讓參

與民眾學員更加了解體驗臺東之美。　　　　　　　

　　活動第一站為「原社手創生活館」，透過駐區林

秀慧老師全程導覽解說：此館是一群來自不同族群原

住民從事藝術創作及藝術教育工作的地點，這些藝術

工作者，透過作品，展現臺東特有的美感，並藉由教

學及創作向大眾推廣介紹原住民朋友源源不絕的美感

及活力，隨處展現原住民的巧思及作品，如編織、雕

刻、音樂創作、琉璃珠製作…等，結合藝文活動不斷

將臺東的美表現得淋漓盡致。　　　　　　　　　　

　　接著是參觀水土保持局臺東分局辦公大樓，如今

已煥然一新與眾不同，原來是在臺東名建築師林坤層

先生注入美學元素及環保新概念之下改造另一番嶄新
風貌「臺東新地標會呼吸的塔樓」，簡報及導覽後更
讓大家驚嘆了解什麼是綠-環保建築物。保留水土保
持局臺東分局部分原有之建築物，加入以環保為主
題，強調建築物美感之餘，更考慮以人性為主，及以
節能省碳為考慮，創造出臺東特有的一處新地標。　
　　『臺東天后宮』，在後山文史工作者林崑成老師
訴說著：光緒元年，清政府設卑南廳，轄今花、東兩
縣；光緒五年，袁聞柝興建卑南廳署。光緒十年，提
督張兆連率鎮海後軍營移駐埤南。光緒十三年臺灣建
省，卑南廳升格為臺東直隸州，次年因大庄事件，水
尾州署被毀，因而再度遷回埤南。提督張兆連因感念
媽祖的救助，慷概捐出養廉俸倡議建廟…，其間波折
歷時一年落成，當時經略高爵、訓導劉春光、巡檢陳
炳熙等撰碑可稽，並奏請光緒皇帝賜頒「靈昭誠佑」
匾額一幅。臺東天后宮乃成清代官立五間天后宮中最
後一間，也是東臺灣唯一的天后宮官廟。　　　　　
　　緊接著是臺東市民權里日式宿舍群，是日本昭和
年代官員的住所，共25棟，屬於昭和12年日式家屋格
局，多以連棟雙併方式興建，是臺東市區日式建築最
集中的地區，此一建築群可見證臺東市發展的歷史軌
跡，是臺灣地區目前保持很完整的日本官員宿舍之
一。民國96年由政府公布為歷史建築。其次是中華會

館興建於昭和元年（1926）6月，臺東與花蓮地區華
僑，合組花蓮港中華會館…。昭和2年（1927）7月
16日，臺東地區華僑在劉洋、鄭品聰…等人倡議下，
脫離花蓮會館，成立臺東中華會館。成立之初，會員
共有115名，會址設在臺東街寶町（今臺東市中正路
I43號）…現今列入臺東歷史建築。　　　　　　　

　　體驗課程結束前進行學員交流及問卷調查，留下

美好的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