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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8月20日至31日為期二個星期的畫展，已圓滿卸展了，一輛車

三個人滿載作品上路！歸途中，師父問我感想如何？報告一下心

得，我答：「天晴了！」 （因為颱風剛過） 。師再問。答：「沒

事了！」師即回：「你沒事！我也沒事！」大家會心微笑。

　　回想佈展時，四輛車，十二個人，一同從屏東出發。一車載作

品，其餘三車人幫忙。也剛好遇原展覽館整修，因而定在二樓大禮

堂舉辦，有別於以往的展覽方式，仿佛有巧妙安排似的，得以展出

長卷的十八羅漢圖。而長條幅卷軸也可從三樓欄杆懸掛下來在正

面，恰如其份。

　　兩側的展示板就像摺頁冊頁方式連接著，不同於往常的平面展

出，而框式作品的寬度剛好置於兩板中間，更加立體而凸顯，不僅

有活潑的效果，且使作品一氣呵成的連貫起來。

　　從第一幅「一切唯心造」到最後的「求真獨立」、「無

求」．．．有其展者之用心 。

　　開幕茶會時，與會來賓甚為踴躍！地方上許多人士、記者、各

層大眾前來觀賞，有多位上臺致詞，並抒發個人對於以書畫方式寓

教其中，相當欣悅！其中一位律師耆老更在發表中期待師父透過筆

墨表達，使人心、社會、國家、得以浸潤。

文◎許家綺文◎天卿

▲圓暘師父在開幕式

　中致詞

畫冊義賣所得捐贈禪光育幼院

文◎石婉筠  

文◎   陳亞平

在花蓮鐵道二館好事集老師介紹有
機無毒的健康自助餐

文◎王慧雯 

文◎范凌  

文◎王慧雯 

尤其對師父三年在臺東池上禁足三願：　　

願 臺灣政治清明，一切眾生善根增長。　　

願 世界和平，一切眾生善根成熟。　　　　

願 盡虛空　法界，一切眾生離苦得樂。　　

感觸甚深，懇切的話語提出與大家互勉之。

師父亦提出他所發的願：　　　　　　　　　

　　願大眾將其煩惱、痛苦、佈施給他，願

代眾生受一切苦。不論任何人立於何處，皆

能由自己內心的覺性中省悟！佛教的圓滿，

盡虛空、　法界、包容一切，盡在吾人的一

心一念當中。　　　　　　　　　　　　　　

　　此次的書畫展得以在臺東風景秀麗、民

風淳質的地方展出，衷心感謝館長的邀請和

招待，以及幕後工作人員的熱心推展，佈
展、卸展時，陳安川承辦人提供諸多的協助。開幕當天並擔任司
儀，安排迎賓舞蹈，豐富的茶會，林嶺旭局長特別分享限量珍貴

的展出紀念郵票，志工老師們熱情的接待、招呼、使展覽會場更

加熱絡。　　　　　　　　　　　　　　　　　　　　　　　　　
　　再次感謝成就此次書畫展的一切大眾，結此善緣。　　　　　　

    由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及花蓮縣文化局主辦，卑南鄉生活美學協會

承辦，邀請臺東藝術創作者林冠廷於8月20日至9月4日舉行個人創作展，

8月20日開幕當天吸引了各地上百位觀眾，許多政府單位和各界藝文人士

也到場替冠廷加油打氣，冠廷的父親林永發館長也現身說法分享和冠廷

的互動，現場溫馨有趣。冠廷的創意十足，思考模式常不按理出牌，就

在致感謝詞即將結束時，臨時安插了一段小插曲，讓現場的觀眾猜猜他

會請哪一位現場的觀眾上臺，他左看看，右走走，很自然的將麥克風交

給了花蓮美術學會理事長林秀菊女士，請林理事長幫他致詞收個場，令

大家覺得又驚又喜，掌聲中為冠廷鼓舞，也歡迎林理事長的出場。　　　

    開幕茶會隆重又熱鬧的結束之後，緊接著冠廷大顯身手的時間開始

了，觀眾們迫不及待想和冠廷玩文字接龍遊戲，冠廷先個別完成兩張，

接著由花蓮文化局吳進書局長開筆寫了「清」字，冠廷接著完成「清天

歡地」，大筆盡情揮灑，墨色濃淡變化，最後簽名的位置和大小也和畫

面合為一體，令現場觀眾鼓掌叫好。他期待用他的作品，感動更多人，

這次開幕義賣畫冊和作品光碟的所得兩萬伍仟元，全數捐出給禪光育幼

院，當天育幼院的許多孩子也來看「冠廷哥哥」的作品，小朋友們超興

奮，現場好不熱鬧。冠廷用他小小的力量，幫助比他更需要幫助的人，

這樣的寬心和大愛，是我們需要省思的。　　　　　　　　　　　　　　

    畫展開幕下個週末午後，冠廷母親王萍萍老師和大家分享教養冠廷

的心路歷程，王老師是高中國文退休教師，一路陪伴照顧著冠廷成長，

成長，但在生活常
規上，王老師對於

冠廷可是要求很

嚴。　　　　　　

    最後，冠廷很

感謝大家的幫忙，

促成此次的第一次
個展，他很高興，
想必這樣的發表機

會和大家的迴響之
下，會讓他在日後

的創作上有更多的

空間和信心讓他繼

續在藝術世界裡

「藝想天開」。　

退休後繼續進修拿到了特殊教育的碩士學位，曾經也擔任過臺東縣智障

者家長協會的理事長，對於臺東特殊教育也極力奔走，不吝的分享和提

倡特殊兒童早療的重要性。王老師訴說著當初冠廷剛出生沒多久被診斷

出為「唐氏症」，起初無法接受這上天給的禮物，經常以淚洗面，過了

三年之後，才漸漸走出陰霾，也因為有家人和老師朋友們的支持，冠廷
才有如此的表現。冠廷的家庭教育是採民主式的教育方式，讓孩子適性

　　文學的靈感來自生活，深刻體會細細品味，生活中平凡的

人事物，會成就一篇感動人的文章，一個作品，或是一首歌

曲。擁有壯闊海洋與山林，風光明媚景色綺麗的花蓮，陶冶出

許多後山文藝作家。一向積極推動後山文藝美學視野的臺東美

學館館長林永發，為了增進花蓮縣內青年學生的文藝創作知能

，特別委託救國團花蓮縣團委會，於7月26日至29日在花蓮創

意文化園區舉行「100年花蓮縣生活美學文藝營」，與七十名

花蓮學子一起演繹文創培育課程。　　　　　　　　　　　

　　生活之美，往往是靈感的來源；藝文創作，更不僅侷限於

文學。因此，今年的文藝營除延續介紹各式文學傳統外，還邀

請了陶藝家、音樂家與大家分享他們創作經驗；為了讓參與學

員認識在地花蓮生活，我們走出教室造訪東海岸，到阿美族港

口部落體驗他們的生活。課程從愛魚藝術家－李宏彬，從陶

瓷、西畫著眼，認識生活與藝術結合的美學開始；還邀請

O’rip生活旅人工作室負責人王玉萍，分享如何用說故事改變

生活－花東獨特的美，在生活裡；花蓮在地作家數位文學理論

家與網路作家須文蔚主任；臺灣十大詩人的陳黎；生態解說與

自然觀察與寫作專家林茂耀；政大歷史系教授吳鳴；花蓮縣文

化藝術薪傳獎得主邱上林；花蓮在地詩人葉日松等作家，分別

從散文、新詩、小說等專業領域出發，帶大家賞析各類型文學

之美；生性對族群的自覺及社會關懷有強烈的使命感的排灣族

吟遊歌手達卡鬧，用他的生命與歌聲，引領大夥兒進入原住民

詩歌；從在地生活出發，用深厚的部落文化基礎，與族人集體

參與所營造出藝術氛圍和環境的「升火工作室」－舒米˙

如妮。課程的最後一天，請劉富士老師講評同學們所繳交的散

文、新詩作品，並選出各組前三名與佳作學員，於結業式中頒

獎表揚。　　　　　　　　　　　　　　　　　　　　　　　

　　「這幾天我就像一塊海綿一樣，不停的吸收知識，和不一

樣又志同道合的人一同交流，是很棒的享受！且這次課程邀請

了許多講師都是花蓮之光，像是李宏彬老師、葉日松老師、陳

黎老師等，他們的課程讓我豐富自己知識，未來也希望自己能

　　配合「生活美學運動生活美學理念推廣計畫」，國立臺東生

活美學館於100年舉辦「生活美學體驗營」一系列活動，花蓮場

則由O'rip生活旅人工作室主辦，在8月27日以「花蓮之美」生活

美學體驗營舊地重遊×新玩意為號召，希望參與的民眾回顧老建

築過去的風華歲月與空間美學，並了解世代交替經歷的變化與現

在的新風貌。　　　　　　　　　　　　　　　　　　　　　　

　　這場活動，民眾參觀了花蓮市鐵道二館、好事集、花蓮文化

創意產業園區、松園別館與周邊的水利局、中廣電臺等花蓮市重

要舊空間，針對美學空間及人文景觀進行講座及參觀導覽，讓記

憶中的空間地景，在生活中注入新的角色與可能性。　　　　　

    活動當天，除了花蓮在地朋友，更有一大早自臺北驅車南下

的外地朋友，即使前一天下著雨，卻沒有澆熄這群外地朋友的興

致，大家在充滿懷舊的鐵道二館空間裡聽著過去的故事，體驗好

事集在這裡注入的新意，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的蔡建福

老師，透過講座與大家分享舊站的歷史和空間的故事。而週末會

在鐵道二館出現的「好事集」，除了有花蓮各地的有機小農賣自

家種植的有機蔬菜，也為參與的民眾準備新鮮美味的午餐。從互

動的過程中，了解食材的來源與種植的用心，也以購買的行動支

持小農做對的事情。　　　　　　　　　　　　　　　　　　　

　　下午到了文化創意產業園區，這座舊酒廠有著屬於酒的歷史

故事，現在則是文化活動最好的展演場所，在古色古香的的建築氛
圍中，王昱心老師與大家分享園區每個空間的小故事，並帶著大家
走進舊建築，了解許多老工匠的手藝與設計細節，園區現場還有建
國百年的展覽與表演活動，體驗到過去的生活樣貌，每個人彷彿又
回到孩童的時代。　　　　　　　　　　　　　　　　　　　　　　
　　許多人都說「松園是花蓮的驕傲」。這裡有國寶級的松樹、豐

厚的歷史背景、還有在地人抵抗財團開發後，才有的藝文空間再利

用，美麗的景點永遠讓人流連忘返，草地上的松樹映襯著後面的日
式建築，以及後方的生態池與展演空間，讓松園成為在地人與觀光

客都喜歡的景點。　　　　　　　　　　　　　　　　　　　　　　

　　這次花蓮場的生活美學活
動定名為「舊地重遊×新玩
意」，就是希望這些老空間仍

是大家生活中最熟悉的地景，

過去是歷史古蹟，現在是人人
都愛去的休閒去處。生活空間

的美，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
使用的形式，改變民眾對這些
老地方的認識與愛，並擁有更
多的認識與更深的情感。　　

　　炎炎的夏日，一大早就聽到蟬的叫聲，真是準時的

鬧鐘，啊！起床了，因為，今天8月7日我們要去參加由

卑南鄉生活美學協會舉辦的臺灣原住民生活美學體驗營

的活動，小朋友快一點起床，不然的話會遲到，就在一

陣慌亂中，準備好了出門去了。　　　　　　　　　　

　　來到了出發集合地點，第一站來到了卑南大圳，經

由講師為我們做了簡單的導覽解說，讓我們更了解它對

農民的重要性，接下來第二站是卑南文化遺址公園，我

們先參觀了卑南遺址的永恆地標與歷史見證，這就是我

們現在所看到的「月形石柱」，接下來我們來到考古現

場，也就是當初考古學家所挖掘到的地方，裡面住屋的

遺留，結構物已不復存在，現場還可以看到一些生活用

具及裝飾品，雖然數量繁多，卻甚少見到完整者，看著

小朋友每個人好奇的觀察及發問，看來他們的收獲可不

少，經過了一番的參觀，時間也來到中午，大家就在園

區內休息用餐補充體力，下午還有更精彩的行程等著我

們哦！　　　　　　　　　　　　　　　　　　　　　

　　休息夠了，往最後一站出發了，我們一行人來到了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由館內的解說人員帶著我們

換我們了，大手小

手一起來，每個人

做的笑聲連連，慢
慢也接近了今天的

活動尾聲，帶著自
己做好的作品踏上

回家的路，看到大

家是帶著收獲滿滿

的笑容，我相信今

天的活動是圓滿完

參觀原住民的生活美學創作，看到了他們的創作可說是
厲害，以前，看到他的創作好像只有在木頭、衣服，讓

我印象深刻，但今天讓我見識到更多不一樣的東西，在

我們的生活中的食、衣、住都有，看了我都好想把它們

統統帶回家，大朋友、小朋友看到都忍不住去摸一下、

坐一下，在參觀的最後還有學習單要填寫，每個人都要

填寫的答案就在現場裡，這時候就看大家認真的尋找答
案，忙成一團，參觀完展場，我們來到了今天陶珠手鍊

DIY現場，每個都拿到了材料，看了老師示範之後，就

成了，期待下次吧！

　　自我解嘲、知識推理、中西語言、古今故

事。　　　　　　　　　　　　　　　　　　

　　青春是另做的風鈴，叮叮噹噹的風鈴。　

　　文化是我的情婦，美學是我的情夫。　　

　　你好冷ㄚ！　　　　　　　　　　　　　

　　親愛的朋友：您好！假期的午後您如何渡

過呢？8月20日下午三點，由國立臺東生活美學

館所主辦的一場講座─是由秒殺的豆腐教授沈

中元博士所主講的談幽默的生活美學。沈教授

學識淵博，常讀書，愛唱情歌，喜歡喝海尼

根。　　　　　　　　　　　　　　　　　　

　　江愚組長說：「沈博士的演講，絕對活潑

動聽，精彩絕倫，大家放輕鬆，不虛此行。」

並介紹沈教授的學經歷。　　　　　　　　　

　　隱形的翅膀，帶我飛翔，給我希望。追逐

年輕，歌聲多嘹亮。看到所有的夢想都開花，

讓夢恆久比天長。留一個願望讓自己想像。講

座就在這首「隱形的翅膀」歌聲中展開序幕～　

　　沈教授說：「生活是一種美學，如何在語

言進退之間，培養幽默感，讓聽眾與說話者之

間都感到快樂，這些都需要一些知識的成長，

這場演講以幽默感自我培養為重點，與大家進

行一場幽默的生活心得分享。」　　　　　　

　　沈教授30歲就當教授，40歲當花蓮縣文化

局局長，從小是在賣豆腐做生意的家庭長大

的，豆腐教授主掌文化局，綽號由此而來。雖

然是在做生意的家庭長大的，但父親教小孩嚴

格，母親在教育投資上很用心，也因此造就了

今日的他。國中畢業時，考北聯，心中恐懼，

父親的鼓勵支持，讓他有勇氣的努力往前去

做！　　　　　　　　　　　　　　　　　　

　　縱使遇到陌生的道路，也要勇敢地往前

走，活用腦袋，可讓我們的氣質拉升。開心學

習生活美學，打開話匣子，打開溝通之窗，讓

陽光灑進來。說話先從聽話學起，聽出光點，

提取要點及他最想獲得的回應是什麼？聽出思

路，聽出事情脈絡及天馬行空終究要落地，聽

出感想，分享喜怒哀樂做適當的鼓舞，適時確

認說話者的本意。　　　　　　　　　　　　

　　自我訓練，全文複述，要點複述，正誤辨

析，貼心回應，聲音表情是您的第二張臉，咬

字清晰度，讓聲音表達你的感情，像是親愛

的，我可以吻你嗎？口才內容的訓練，知識的

腦袋，從優秀到卓越的知識刺蝟原則，你的知

識存款餘額多少？想像的火花，雙料生涯，專

業與嗜好的豐富人生。歸納的訓練，條條大路

原來都是到羅馬的，做最好的自己。　　　　

　　說話技巧實務練習，歡迎你來給我們新的

想法，讚美你穿這件衣服好看極了。姿態高雅

顯風采，手勢運用增氣勢，衣服也是一種語

言，化妝也是一種語言。語言的黏力學，簡

單，所以牢牢記住，具體，因為有個畫面，可

信，因為有人背書，驚奇，因為充滿好奇，故

事，因為真實感人。　　　　　　　　　　　　

　　幽默是可以培養的，幽默的梗，來自思緒

的轉彎，來自語意的落差，來自生活的態度，

來自反應的練習，若無其事的鋪陳，適時停頓

的互動，情境描述的生鮮，烘培幽默酵素的發

酵是學習重點，留下笑聲蕩氣迴腸。諧音協

音，童言童語、小題大做、舉一反三，緊急轉

彎，想入非非，時局嘲諷，異想天開，語言交

錯，都深具幽默感。　　　　　　　　　　　

　　沈教授的演講輕鬆活潑，笑聲連連，內容

幽默多元，雅俗共賞，渡過了一個難忘美好的

假期午後，那天，筆者有錄音，我們也將在國

    來來來，喜歡聽演講的民眾快點來哦！國

立臺東生活美學館的一年一度的生活美學講座
又來了，這一場的演講邀請到楊智雄老師，老
師是研究於美術這一方面的才華,喜歡畫作方面
的民眾是不可錯過的好機會哦！　　　　　　
    在9月3日晚上7時30分於臺東生活美學館二

樓視聽教室由楊智雄老師主講，看著時間的逼
近抱著一顆不安的心，深怕民眾錯失了這一次

的好機會，結果出乎意料，民眾一個接著一個

來，裡面已經坐滿了人，就等老師開講了，真
是令人期待，經過開場介紹完了以後，接著精
彩的演講開始了！首先講述的內容是在敘述蔡
草如先生創作的過程，他所繪之人物、山水、
花鳥生態，氣韻生動、意境高逸，皆屬名家風

範，因有素描、寫生功底以及中國水墨基礎，

其筆調色調、造型紋路，都已進入精緻品質，
更能夠傳達出人物的神韻，尤其在寺廟彩繪上

的成就，堪稱近代中國、臺灣第一把交椅。　

　　聽完老師敘述，配合著影片欣賞真的覺得
蔡草如先生的畫作令人嘆為觀止，不管是那一
種的畫作，真的是栩栩如生，讓我沉醉在畫中
一直不想跳脫到現實的生活中來，又聽著老師

的講解，心裡一直重覆著真的是太厲害了，能

看到大師的畫作真的是值回票價了，蔡草如先

生生平畫作逾三萬餘件，我們今天看到的只是
少部份而已，但也是最具代表的畫作，甚至還
有人請先生割愛售出，帶回家作珍藏，真的是
一位懂得欣賞的人，說白話一點就是買到賺
到，因為，這是獨一無二的珍藏品，別人是沒
有的。　　　　　　　　　　　　　　　　　　
　　聽著聽著也來到了尾聲了，今天的演講就

告了一段落，就好像學生上了二節藝術課一

樣，還意猶未盡，不想散場離去，那就只好晚
上與畫相約夢中見了！　　　　　　　　　　　成為花蓮之光。」

富北國中邱子玉同

學如是說。林館長

說：「花蓮有一個

很好的人文藝術環

境，這樣美好的活

動，希望未來能讓

臺東的學生也能參

與這樣的活動，並

作良好的交流。」　

體驗營學員專心聽解說員講解

沈中元教授演講

立教育廣播

電臺「空中

大約會」節

目中播出，

親臨其境，

也才能真正

了解教授的

風趣、幽默

及內涵。 蔡草如老師作品《秋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