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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菁華

日　　期 展　覽　名　稱

12月6日~12月16日

12月18日~12月30日

100年1月1日~
100年1月14日

水漾墨痕－李隆壽畫展

張志焜88歲畫展

台東縣東海岸攝影學會成立10
週年慶會員聯展

地　　點

台東生活美學館展覽室

台東生活美學館展覽室

台東生活美學館展覽室

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12月份展覽活動

將紙漿槽中的紙漿濾掉，為明天的

課程準備新紙漿，看著我們搥打的

紙漿團放入新注水的紙漿槽中，經

反覆搖動攪拌架打水後，漸漸化開

均勻散布，老師讓留下幫忙的學員

體驗打散紙漿的動作，在一旁聆聽

不同的人操作攪拌架的打水聲，似

乎能聽出水聲正訴說著不同的力道

和處事性格。

第二天課程從老師親切的問

候大家昨天的學習心得開始，接著

讓我們體驗搖動抄紙船的攪拌架打

散紙漿，並聆聽老師解說壓紙的作

業流程，大家昨天做的厚厚一疊手

抄明信片紙已被壓縮約剩五分之一

的高度了。待紙漿均勻散布在抄紙

船中，老師混入糅合劑（以搗碎的

黃蜀葵根，取其黏性液體代替更自

然）攪拌後，接著進行B4大的手抄

紙實作。抬著比昨天大的抄紙網模

架，天生沒韻律感加上緊張手拙，

擔心搖不出平移晃動的節奏而讓紙

張表面不平，所幸有安慶名老師和

翻譯在一旁協助，體驗過後，看著

一旁的學員正相互傳授搖晃紙張的

訣竅，並認真的練習身體擺動的方

式，學習氣氛正濃厚呢！

安慶名老師希望能親自指導每

個學員每個步驟，讓一旁等待的學

綠洲山莊禮堂換展─園區累積人權能量
時 序入秋，梅姬秋颱效應造成

蘇花公路崩塌、中斷，搜尋

失蹤旅客還在持續中。天候不可

測，地球大環境真的不一樣了！台

灣不大，天候變換、人文環境，東

西南北各不相同，東北季風對綠島

有什麼影響呢？

為了換展，11月2、3日我們

來到綠島園區。今年的綠島11月
天，也很不一樣，經過秋颱和強勁

東北季風夾帶鹽分的肆虐，迎風面

山頭和園區巨岩、草地出現大片枯

黃，遠望牛頭山，平常綠油油，俯

視大洋，現在，轉為黃澄澄、睡臥

浪花。進入旅遊淡季，到綠島的遊

客減少很多，但是仍然有不少不畏

風雨的自由行、團體遊客來到園區

參訪，其中也包括了來自中國的訪

客。秋後園區，在變幻莫測的天候

下，正是遊客慢慢參觀園區的最好

季節，避開了炎熱高溫、觀光人

潮，一方面體驗微微風雨的入秋島

嶼，舒緩自己的心境；一方面沉靜

漫步園區，慢慢地看展、體會其中

的觀看真意，體驗風雨吹入監獄空

間的感受，漸漸地，以同理心去理

解受難者度過島嶼勞動、監禁的一

年四季變化。

此次換展，將「風中的名字—

陳武鎮人權藝術創作暨白色恐怖文

物展」（綠洲山莊圍牆內禮堂）、

「白色烙印—潘小俠人權影像攝

影展」（綠洲山莊圍牆外官兵宿

舍），兩項展出作品卸下，運送、

交還藝術家。2010綠島人權藝術

季－風中的名字、綠島和平對話年

度各項活動，從4月開始徵集「人

權與和平」圖、文開跑，到此告一

段落。園區透過逐年活動，累積相

當多的展覽成果，散發豐富人權溝

通的能量。

前兩項2010綠島和平對話活動

的展覽，展覽期間長達5個半月，

估計參觀人數可能超過10萬人次。

卸展後，綠洲山莊禮堂立即更換

「其舊如新」的圖、文展版，方便

觀眾參訪時初步了解園區與白色恐

怖歷史的關係。園區自2002年12月
10日國際人權日，初步開放綠洲山

圖/文◎曹欽榮

莊，第一個半永久性展覽就在監獄

內的禮堂，展場圖版搭配〈白色見

證〉60分鐘口述影片，引起持續良

好的迴響，許多國內外遊客在2006
年底前參觀園區，主要借助這項展

覽而對園區歷史有初步了解。日本

作家平野久美子於2005年12月，

陪同受難者陳孟和拜訪園區，參觀

禮堂展覽，寫入《多桑的櫻花》一

書，她寫道：「休閒遊樂地在淡季

恢復成原來的絕海孤島，海潮聲聲

傳來。…『好像回到一九五零年

代。』在孟和先生的內心裡，時鐘

的針開始逆轉。」。禮堂展覽的簡

要圖版能部分協助觀眾理解受難者

時鐘逆轉的心境。許多綠島在地導

覽人員借助這項展覽，會看到許多

陳孟和在新生訓導被指定攝影留下

的舊照片，幫助遊客入門性地了解

10項，加上引起廣泛注目的新生訓

導處展示區擬真人像展示（綠島人

通稱為蠟像館），實寸人像及展示

道具的展示密度，可能是世界上博

物館展覽中很少有的。再加上未來

將開放的新生訓導處模型展示區，

將呈現園區近10年的文史蒐集、

調查成果，值得觀眾好好發一天的

時間，慢慢看展，在島嶼樂活休閒

裡，增加人文體驗，體會前人為人

權奮鬥的努力。

陳武鎮畫展是綠島有史以來

第一次展出的油畫展，不僅畫作色

彩、技法有獨特之處，主題與園區

歷史又有深刻的關係，許多觀眾描

述看展後的內心想法，認為過去

「恐怖」的歷史，透過藝術創作，

更加觸發觀眾的情感，引起年輕觀

眾的注視和喜愛。今年園區的觀眾

調查，也反映了遊客近百分之七十

是來到綠島才知道有園區，雖然與

2009年觀眾調查比較，已稍有降

低，顯示園區觀眾混合觀光休閒心

情的特殊性，相對來看，園區未來

具有更多可能方法服務遊客機會的

發揮空間。遊客對過去沉重歷史的

反應，並不全然「走馬看花」，或

莫名恐懼，許多遊客在問卷裡留下

意見、感想，並且表示願意擔任園

區志工。遊客書寫的留言卡內容是

積極表達的方式其中之一。有效回

收約800份的實驗性觀眾調查問卷

裡，其中之一問遊客對各項展覽印

象最深的排序，反映了許許多多遊

客的耐心和可愛，她 /他們其中有

不少人喜愛已經卸下的兩項展覽，

也注意到其他各項展覽；甚至對新

生訓導處展示區人物、各項文物表

示了最深的個別印象，這些訊息都

帶給園區管理單位莫大的鼓舞。園

區即將作為國家人權博物館，人權

園區最需要了解如何與觀眾溝通，

從連續兩年的觀眾實驗性調查，我

們發現綠島的遊客也是園區很好的

夥伴，下一回，我們將分享觀眾調

查的一些值得探討的話題。

白色恐怖與綠島的關係。

現在重新將「其舊如新」的

白色恐怖與綠島關係的入門展覽換

上，搭配今年展出的受難者在各監

獄中的遺留文物，對任何來到綠島

的遊客要初步了解政治監獄的歷

史，是很好的首選參觀點。參觀之

後或之前，遊客可在園區服務台取

得兩份免費的豐富圖文摺頁，再參

觀新生訓導處展示區，相信會對白

色恐怖與綠島關係有更深刻的了

解。而目前園區的其他展覽，有些

雖然稍嫌陳舊，但是在時間沉澱

下，對深入和多樣地了解園區過去

所作的觀眾溝通工作，在比較上、

前後關係上，也很有幫助。而綠洲

山莊服務區更提供相關書籍給遊客

自由閱覽，對遊客深入了解歷史是

一大幫助。

園區多項過去留存下來的展

覽如下：一、綠洲山莊圍牆內八卦

樓一樓有：1.2009世界的和平博物

館展、2.受難作家展；八卦樓二樓

有：3.白色恐怖檔案展、4.2007國
際藝術家創作營作品、5.潘小俠綠

島人權紀實影像展；獨居房有：

6.2009全國和平詩畫徵集作品展；

戒護室有：7.受難者的聲音—政治

受難者圖書與影音資料展。二、綠

員協助敲解在花蓮場示範時所需的

紙漿，但似乎因搥打的方式不對，

結果導致兩枝木槌嚴重受損，掉落

的木屑更雜入紙漿團中，一開始還

以為昨天塵取剔除雜質的工作不夠

徹底，後來才察覺問題出在敲壞的

木槌上。再次的失誤讓我們更了悟

昨天老師的要求，果然有其道理，

任何一個環節都馬虎不得。

下午終於可以實作乾燥步驟，

安慶名老師仍堅持一一指導（沒看

他休息過），我們取下榨去水分的

手工明信片紙，貼在老師遠從日本

帶來的歷史悠久的檜木板（安慶名

老師的老師勝公彥使用）上，用馬

鬃刷輕輕刷過，接著手持福木葉來

回擦拭，木紋的年輪肌立即拓印在

紙張上面，經過這個步驟完成的明

信片，每一張紋路都是獨一無二。

活動近尾聲了，台東生活美學

館精心規劃，用安慶名老師的手造

芭蕉紙為每個參加的學員製作結業

證書，欣喜的領受證書，不捨的是

活動結束，兩天朝夕相處的老師、

翻譯、工作人員和學習夥伴，陪我

共同學習成長。期待未來能引進安

慶名清老師的相關著作，更期待台

東紙藝工坊的設立，能讓更多人體

驗學習自然環保的傳統手漉紙的藝

術。

學員無不用心聆聽,怕錯過安慶名老師任何細節

綠島人權園區11月天，遠望牛頭山迎風面平常綠油油轉黃澄澄（網路提供）

綠洲山莊禮堂現在的展覽，另外兩道主墻展出：搶救台灣政治犯（最右）、

她他們的故事（中）、平反歷史（最左）、平反白色恐怖等四個單元

卸展中有兩位遊客駐足「虛擬巨惡」系列油畫前

2007年，陳武鎮第一次到綠島參加園

區藝術創作，留下豐富的綠島冬天寫生

風景畫，綠島風浪和色彩，大異其趣

安慶名老師期待每位種子學員將琉球紙沖繩心散播出去

起 初看著安慶名老師不疾不徐的示範手工漉紙動

作，以為手抄紙不過是幾個搖晃紙漿的動作，等

輪到自己時，才體悟到老師的怡然，邊解說邊流暢熟練

的抄出表面均平、厚薄一致的紙型，絕非一蹴可及。11
月20、21日兩天的「現代蔡倫種子教師」研習，讓我有

機會接觸日本沖繩傳統造紙工藝，體驗從塵取、打漿、

抄紙到乾燥等實作，並深刻感受安慶名清大師對手造紙

工藝的各個細節的留心、各個步驟的堅持，對工具規格

的嚴謹要求。衷心感謝台東生活美學館主辦這場中日紙

藝交流知性的藝術之旅活動，感動滿盈、收穫滿盈！

第一次體驗手抄紙，握著可製成兩張明信片大小的

抄紙架，嘗試將紙漿自抄紙船中撈起，擔心自己的手搖

晃不出像安慶名老師一樣：左右前後均平移動的韻律；

目視著絹網上逐漸凝聚成型的漉紙，期待的手造紙在老

師細心、不厭其煩的一個步驟一個步驟的指導下順利完

成。在互相觀摩學員的抄紙過程中，有漉好的紙在倒扣

離抄紙架時，因操作失誤紙型不完整，只見安慶名老師

俐落的將紙張自紙床板上取下、放回紙漿槽中攪散，沒

有煩躁不耐的表情，所有過程對大家都是一種學習，即

便是失誤，也學習到未來如何處理問題的寶貴經驗。

完成明信片抄紙，觀摩並聆聽老師解說樹皮加蘇

打水（可以萃取浸泡過灰燼的水替代）煮熟軟化，及後

續水洗的過程，進入塵取實作步驟。每個學員拿取一捆

熟軟的樹皮泡在水裡，睜大眼睛仔細挑出雜質，如果挑

到含雜質多的樹皮似乎很幸運，因為有了更多手做的實

務。完成塵取動作，來自埔里紙廠的花崗岩板及遠渡重

洋自日本來台東的十枝木槌，終於派上用場了。老師示

範兩手握著木槌，節奏的敲打約莫持續十分鐘後，樹皮

即化作綿密纖細的紙漿團。

完成打漿後，一天的研習課程暫告一段落。辛苦的

老師、翻譯和工作人員仍留在會場，我們自願協助塵取

工作，一群人圍坐一桌工作的畫面，時空彷彿回到台灣

經濟起飛初期家庭代工爭榮的時代，笑謔說手中的樹皮

像梅菜乾、筍干，我們則是家庭代工的加工成員。老師

洲山莊圍牆外（監獄

綠色大門左側）官

兵宿舍有：8.通過黑

暗，迎接人權曙光—

人權教育展；9.官兵

宿舍：2 0 1 0和平對

「畫」―圖文徵集

展覽（包括受難者

圖、文作品複製）。

以上各項包括禮堂圖

文 /文物展覽，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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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安葳

想
要擁有美感生活，其實一點

都不難！國立台東生活美學

館特別邀請大葉大學工業設計系教

授王鍊登主講「如何－美化生活，

生活美化」，教你小到居家飲食，

大到生活態度，都能處處皆美，讓

你擺脫灰暗生活，擁抱無限的美感

人生。

許多人會將美與藝術畫上等

號，因此覺得層次太高而不敢談

「美」，但王鍊登表示，現今我們

所說的美學概念，多半是強調藝術

家或創作者的「自由感受」之表達

方式，所以一般民眾只要你懂得

「感受」，想讓「生活美化」就不

會太難，不過，還是有些程度上的

分別，多半在於每個人對於美的感

受程度不同。

王鍊登認為，台灣人的「美學

教育」基礎都非常薄弱，他表示，

其原因是大多數的父母寧願花大錢

讓孩子補習，也不願讓孩子接觸

出的慘痛代價。但是，大自然的反

撲真的只有這樣而已嗎？從去年的

八八水災到這次蘇花公路災變，都

是環境給我們的警訊，如果再不好

好愛惜保護這片土地，不知道還會

再發生怎麼樣的災難？所以我們應

該要好好的省思，當人們的「有

為」破壞「無為」後，所得到的結

果是如何？

凌拂老師是自然生態作家也是

兒童文學作家，她的著作大多和大

自然或兒童有關，其中有一系列寫

給兒童的繪本，分別以「蝸牛」、

「無尾鳳蝶」、「龍葵」及「木棉

樹」為主題，對老師來說「近距

離、 小空間、不需遠求，只要願意

看，便可發現小故事」，希望大家

可以多關心周遭環境，共同愛護這

片土地。

林
東貴師承國立台東大學

美術系林永發教授，寫

意花鳥創作十多年，目前為

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國畫研

習班指導老師。在林教授及

親友的鼓勵下，提起勇氣開

了第一次的水墨創作個展，

回想當初學畫的原因，她說 
，是誤打誤撞而開始的。話

漫畫筆調油畫王平個展別
具特色

做
為女性藝術創作者，旅法回

國多年後的我，以大膽的形

式與色彩，及強烈筆觸刻劃了女性

宿命與自覺，這類的作品，我多採

眾人習慣的語言：兩性、情愛、做

為畫題。畫作內容不離自然景象、 
花、草…等寓意，呈現心靈和思想

轉變。

而作畫的方式以薄疊的技法，

堆疊了濃厚的個人情感及典雅的浪

漫氣氛，所營造出透明清晰的意

境，進而探索在畫裡的自然奧妙、

兩性曲折話題。

一些評論形容我的畫作如米勒

畫作般古典絕美，每一張作品的處

理的手法多介於寫實與抽象間。這

些論點明列作品的直接意象，然而

我在畫作裡用了許多隱喻及象徵，

如，刻意擅用豔麗的紅，豔紅如烈

火般的狂野；而深沉的藍又如大海

般浩瀚神秘。濃郁修長的形體,撩人

優雅的姿態,欲流露著種種情愫。

我將近年在法國吸取的藝術

情思交織在畫面，及神秘又帶些詩

意，無意間使自己經常幻化在其

中。

－嬉戲－

晢白的浪花

劈啪 劈啪吻著

吻在腳底

由下而上

一股清涼

抬頭一望

如天使般的輕盈

天與海

形成唯美畫面

當回頭

只剩

微笑的夕陽

卻突然間嚎啕大哭了起來，因為他

聽到神在告訴他，「不要討人的歡

喜，而是要討神的喜悅…」，聽到

這些話的林注進，因此釋放了多年

的負荷及重擔，心中獲得了宣洩的

滿足。

臣服於主耶穌之後的林注進，

表示信仰對人生的改變真的很大。

他以事業來說，以前為了做生意，

說謊、硬拗都是面不改色，但是信

了神之後，再也不敢用人類的這些

技巧來呼攏，而是以真誠的方式來

溝通。 
除此之外，工作也更加得心應

手，因為每當要做重大決定時，他

都會詢問耶穌該如何判斷，而此時

神則會搜尋著人的心，良心逐漸被

照亮，各種的自私、不公益的念頭

會被暴露，因此最後出現的會是一

個沒有私心的決定。

除了工作之外，對人的體諒

也增加了。以前他對員工的要求，

完全就是績效與效率，但是有了信

仰之後，則是在乎員工臉上是否有

著笑容，差別頗大。而這種體諒，

同樣也發生在周遭的親人與朋友身

上，他的生活也因此而更為和諧

了。

總 結 這 二 十 七 年 的 經 驗 ，

林注進說，「有神的世界就變美

了！」，因為神在人的裡面，就有

真正的良善及真純；反之，沒有神

在的時候，人難免都會戴著面具、

多少都會有所摻雜，很難有真正的

單純與良善。

唯有神在裡面時，神的善就會

變成人的善、神的愛就會變成人的

愛，而當世界充滿這種沒有摻雜的

善與愛時，隨之便會有美的出現，

而且是人生的大美。

凌拂老師曾經和學生有一段關

於台灣欒樹的對話，藉著每天一來

一往的問答，讓學生自己去搜尋關

於這棵長在家門口大樹的特性，而

在尋找答案的過程中，除了對於這

棵植物有更多了解外，以後不管在

哪裡，只要看到台灣欒樹，相信都

會勾起這位學生的這段回憶，當然

還有忘不掉的家。

凌拂老師一再提到老子說的

一句話：「世人皆知美之為美，斯

惡矣。」這句話的意思是：當天下

人都知道什麼是美，那醜的觀念就

同時產生了，當人們一味盲目追求

美的事物，導致最後變得通俗而失

去原有的本質。老子所提倡的「無

為」，就是不加人為的干預，讓事

物順其自然而化育的意思。

風災經常造成蘇花公路坍方，

這就是我們沒有善待這片土地所付

術，但造型設計與產品的故事性卻

是遠遠不及他人，很顯然是文化與

美感上的修養不足，而這樣的問題

也已經影響到我們的週遭環境與公

共設施，缺乏規劃的街道與粗糙的

公共裝置品，都突顯出台灣人在

「全民美育」提升的急迫性，唯有

讓大家具有美感意識才能從家庭到

社會逐步實現美學生活，讓生活處

處皆美感。

最後，身為台灣應用藝術學會

會長的王鍊登希望，不管是正在接

受藝術學程教育的學子們或是工藝

家們，都因該多增加在職教育與美

感強化，並在小學或是大學中多增

加人文領域之通識課程，廣泛涉獵

不同領域，並且多從生活中吸取經

驗，藉由這樣的方式培養自己的感

性能力，感性能力越大，你所能掌

握的世界就越大、越細緻、越具深

度，進而讓「美」成為每個人熱切

追求的新時尚態度。

「 美」的定義千變萬化，隨著

每個人不同的人生經驗而各

有展現。而對於信仰基督教二十七

年的林注進而言，有神的世界就是

美，因為神在人的裡面，才有真正

的良善及真純，那便是人生的大

美。 
林注進是英業達公司早期的創

社會員之一，目前也是晶亮電工公

司的董事長，事業體龐大。這樣的

一個人，對事業充滿雄心、對自己

也是滿滿的信任，從不認為有神的

存在。

但是這樣一個事業成功的人，

外面看起來風光，內心卻是空虛無

比，因為多年以來，他所做的一切

只為完成別人的期待，自己卻是硬

撐在那邊，硬撐了幾十年，心中苦

不堪言。直到有一天，一位教友對

他說，「要相信有神，你叫祂的名

字，祂會回應你的。」

當晚林注進嘗試呼喊「哦！

主耶穌，哦！主耶穌…」，沒想到

走 在路上，有多少人會停下來

留意身邊的一草一木，甚至

去瞭解植物名稱及特性？城市中的

人們每天趕捷運、趕上班、趕上

學，每個人都恨不得雙腳會飛，時

間不夠用，哪還有閒情逸致觀察身

邊的草木？於是，就像凌拂老師說

的：「對大多數的人來說，膝蓋以

下稱做草，膝蓋以上稱做樹。」

文◎洪偵源

自然、文學與生活 圖/文◎王欣如

生活處處皆美感 歡喜心 甘願做

花鳥寄情─林東貴水墨創作
個展

自然原形─
王白端詩畫創作感言

文◎簡庭聿 文◎李素瑞

文◎許家綺

文◎王白端

畫 家王平過去在中國時報執筆

政治漫畫，用諷刺的筆調、

詼諧的畫風，來影射政治人物，11
月6日在台東生活美學館開個展。

過去可能被他用畫筆糗過的立委賴

坤成也是坐上賓，氣氛好不快活，

不過近年他已經轉向油畫創作，並

且融入漫畫手法，將在美學館進行

為期十天的「不似之似」王平的造

形藝術展 」。

王平表示，自己的作品採西方

之實東方之虛的表現手法，化繁為

簡，並試著導入中國書法線條藝術 
，藉草書形意營造出畫面空間的視

覺律動，將作品精神予以寓意與象

徵化，為摸索個人風格，便把漫畫

融入油畫創作，這次展出的作品，

還導入中國神話山海經的元素。

曾在屏東枋寮藝術村擔任駐村

藝術家的王平，對台東的印象非常

好，事實上他不但在台東辦過三次

作品展，也曾是台東大學的教師，

除了立委賴坤成、議長饒慶鈴外，

台東大學不少教職人員也出席昨天

的開展茶會，王平說：「台東是一

個讓人感覺非常舒服的地方，將來

如果條件允許的話，我想在這裡成

立一個工作室，專心創作，並分享

我的創作經驗給喜歡畫畫的人。」

此次展出的王平作品，以誇

張、變形、具像、抽象等形式表

現。取材中、西藝術巨擘實有之人

物及古代經典巨著「山海經」的神

話傳說之虛有人物為主，並在內容

特色，形式變化，神情擷取等，人

物面相加以融入「不似之似」、

「遷想妙得」的藝術理論 。

凌拂

王鍊登作品，少女與荷花

王平作品─山鬼

辛苦籌備的畫展終於在親友的祝福聲中展開

「施比受更有福、予比取更快樂」，這是我們團隊

最佳的寫照。

神在，人生有大美

真正的良善及真純，那便是人

生的大美（網路提供）

台 東生活美學館志

工團於98年正式

成軍，二年來不僅投入

了文化志工的行列，更

積極的參與了社會服務

的範疇。平常各組志工

配合美學館需求，由組

長排班執勤及支援各項

活動，協助推展業務，

可說是一支強而有力的

文化尖兵團。

志工團梁富團長，

平常雖忙於自己的工

作，仍全心全力的投入

表下，有著超人的耐力，對於展覽

室值勤、佈展、卸展工作都只要一

通電話，二話不說隨傳隨到。而閱

覽室組長李錦綿，總是保持親切的

微笑，並樂於助人，只要有志工不

克前來值班，她一定刻不容緩幫他

們代班。

我想在志工領域裡，能相處

在一起是「善緣」，能當志工更是

「福報」。而在台東生活美學館志

工團裡處處充滿了溫馨，不僅能讓

自己生活更充實、生命更豐富，

更能盡一份自己的心力來為社會服

務。有一句話說「施比受更有福、

予比取更快樂」，這是我們團隊最

佳的寫照。

蘇花公路西倚中央山脈、東臨太平

洋，沿途多處地勢險峻，風景優

美，是台灣最美麗的公路（攝影王

銘德）

日開幕茶會當天不同以往，現場人

聲鼎沸、恭賀聲不斷，展覽畫作中

的花鳥爭奇鬥艷，彷彿也一同在熱

鬧慶祝這場畫展的開幕。

寫意花鳥為傳統水墨畫的表

現手法之一，在於表現文人的稟賦

和清新脫俗之感，因此「筆墨」與

「意境」的呈現便顯得格外重要，

筆墨在於表現形體的質感，意境則

表現出作者內心的感受及涵養，東

貴老師筆下的花鳥筆墨相趣、情意

相投，每幅作品生動有趣，描寫台

東豐富的花鳥生態畫面。現場展出

各個時期的代表作品，從中可以看

出每個時期畫風技術的改變，也看

出作者對於生活及創作努力不輟的

態度。

「沒出息」的藝

能課程，從小對

於「美感遲鈍」

的孩子們，長大

之後，自然不會

對生活環境的品

質 有 太 多 的 要

求，而這樣不積

極的態度，進而

也會影響我們國

家的發展。

大 學 時 取

得獎學金赴德國

專攻工業設計的

王鍊登，回國後

發現，台灣有媲

美國際的工業技

說十幾年前，當初想報名社教館的

素描研習班，後來礙於上課時間與

接送孩子時間衝突，便參加了國畫

班，跟著林永發教授習畫，遂開啟

了她的繪畫細胞，隨林教授從社教

館時代一直到文化局，後來又回到

美學館，現在更接下傳承的棒子，

繼續為傳統水墨播下更多的種子。

接觸國畫一方面基於興趣，另

一方面是為了讓生活更充實，因緣

際會遇到良師的指引，也與志同道

合的畫友相互切磋、再加上家人及

好友的支持與鼓勵，讓林東貴創作

的路上一點也不孤單。辛苦籌備的

畫展終於在親友的祝福聲中揭開序

幕，地點選在鬧中取靜、優雅閒逸

的璞居人文咖啡館內展示，10月30

志工服務的行列，雖然本團成立才

短短２年，但在美學館的前身社教

館時期他早就已經擔任多年的志工

幹部。自然流露的台灣國語，襯托

出他隨和的親和力，待人誠懇深獲

全體志工的愛戴，果然眾望所歸當

選團長，他也不負眾望對所交付的

任務皆能圓滿達成，不愧是志工的

表率。

充滿熱情的副團長邱徽妃，總

是任勞任怨的協助團長推展志工事

務，當有需求時，總不吝嗇拿起私

人電話一一聯絡志工夥伴，除此，

還主動關心志工夥伴，和氣待人的

態度深受大家好評。志工團展覽室

組長卓沐鑫，扎馬尾酷似型男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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