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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初期臺灣書法活動──以臺灣書畫會為例 

蘇英田 

The Calligraphy Activities in the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Taking the Taiwan 

Calligraphy Association for Example∕Su, Ying-Tien 

 

摘要 

日本治臺前期將原臺北登瀛書院改為淡水館，初期做為來臺官員仕紳寄寓之

用，後來開放為集會、娛樂場所。1899 年在高橋窓雨、尾崎秀真、佐橋冠左等

人在官方的支持下發起，成立以日籍書畫家為主的「臺灣書畫會」，初期加上部

分官紳及少數臺籍書畫家共約 200 餘人，每月有例行集會，大都於淡水館舉行，

這是近代臺灣地區第一個書畫團體。此會在日俄戰爭時曾休會，1906 年復會，

改為每年春秋二次集會。淡水館拆除後，換成臺北石坊街江戶長、新起橫街丸中

溫泉會館、鐵道旅館、法院俱樂部……等等地方繼續舉行，是日治初期臺灣地區

最重要的書畫團體，活動非常熱絡。 

1910 年後隨著書畫會主要成員的日籍書畫家的離職返日，活動缺乏主要人

物的聯繫、推動而逐漸減少，1913 年後沉寂一段時間，1917 年才又有抽籤會的

活動，之後就沒有消息，等於無形中解散了。村雲朴堂（1893-1957）主導的「臺

灣南宗畫會」，逐漸取而代之。往昔書畫會最易引發高潮的書法現場揮毫，也隨

之而減少，原就比畫更少眾的書法，也受衝擊，但書畫展覽的盛況，並未因西方

視覺藝術的表現媒材、手法引進臺灣而減少。本文以 1900 年左右臺灣最重要的

大眾傳媒《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為主，輔以《高砂文雅集》的作品圖片，勾勒

出當時臺灣的書法活動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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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淡水館與臺灣書畫會成立 

 

1895 年 12 月，日本治臺的首位總督樺山資紀（1837-1922）將原臺北登瀛書

院 1改建為淡水館，做為來臺文武官員娛樂旅次寄寓之用。1898 年總督府更將淡

水館開放為官紳及一般民眾集會娛樂之場所。1899 年臺、日之水墨畫家和書法

家，在高橋窓雨、尾崎秀真（1874-1952）、2佐橋冠左（1866-1936）等人發起下

成立「臺灣書畫會」，3主要活動場所就是淡水館，由佐橋冠左任總會頭，4高橋、

尾崎任幹事，初期會員官紳名人約 200 餘人，這可說是近代臺灣首次出現的美術

團體。這批人成立社團，除聚集同好，以擴大影響力外，也舉辦像歐洲那樣各種

文藝沙龍式的集會，切磋交流，配合媒體的宣傳，也教化一般大眾藝文知能，普

及社會的文雅趣味。臺灣書畫會曾在「日俄戰爭」（1904.2-1905.9）時休會，之

後由高橋、尾崎、佐橋、武田、相良等人奔走倡議，1906 年再恢復聚會。此時

活動主會場淡水館由於部分建築腐朽，加上臺北市區改正拆除的影響，改在臺北

石坊街江戶長（圖 1）、新起橫街丸中溫泉會館、臺北俱樂部或鐵道旅館……等

地舉行，5

日治初期淡水館除做為展售、飲宴場所外，總督府也在此舉辦過「揚文會」，

宣揚各種建設成就，參觀淡水館書畫展覽會也是其中一行程，藉此來攏絡社會文

化菁英份子，取得其認同。彰化詩人吳德功（1850-1924）

每年聚會二次，仍沿襲之前展覽與即席揮毫的模式，再穿插一些餘興

節目。由於活動大都選在經營餐飲的場所，飲宴時此起彼落的喧鬧聲，加上穿插

部分表演性質如舞蹈、音樂、說書……等等的活動，會後經常有即席揮毫，因此

場面顯得相當吵雜，氣氛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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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瀛書院，為清光緒 6 年（1880）臺北府知府陳星聚號召官民集資，知府雷其達所建成，先建

於城府後的考棚，再遷於西門附近。1906 年臺北市進行都市改正，遂被拆除。 

就被選為彰化代表，

2 尾崎秀真，原名秀太郎，字白水、號古邨，日本岐阜縣人，漢詩、文能力甚佳。1901 年應《臺

灣日日新報》之聘，來臺任記者，後任該報漢文部主編，與日官方關係甚佳，被賦予主導甚多文

化類的活動。如：完成《臺灣史料集成》，出版《臺灣文化史說》……等著作；舉辦官方各種教

育成果展，「臺灣文化三百年」大展……等。直到 1946 年時隨著日本戰敗才返日，在臺共 40 餘

年，在文學、書畫、歷史、考古等方面皆受當局倚重，可說是日治時期具代表性的日籍文化人之

一。臺灣書畫會的成立他是主要推手之一，經常透過《臺灣日日新報》，報導臺灣書畫會的活動。 
3 〈臺灣書畫會〉，《臺灣日日新報》，1909 年 3 月 26 日，版 5。 
4 〈月例會の模樣〉，《臺灣日日新報》，1901 年 3 月 19 日，版 4。 
5 〈臺灣書畫會〉，《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11 月 10 日，版 5。〈臺北の書畵界〉，《臺灣日日新

報》，1909 年 11 月 12 日，版 5。 
6 吳德功，字汝能，號立軒，臺灣彰化人。曾受聘主修《彰化縣志》，因割臺之「乙未之戰」而

未及完成。明治 30 年（1897）受聘擔任臺中廳參事，1898 年出任臺中師範學校的教職，之後在

臺灣總督邀請下於明治 33 年（1900）參加「揚文會」，明治 35 年（1902）獲頒紳章，他也是彰

化銀行的創辦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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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參觀完書畫展覽會後，於 1900 年 3 月 22 日之日記寫道：「……各會員齊集淡

水館書畫展覽會。西廂數十幅，皆本國人筆跡，有百餘年物，有近三、四十年者，

或工筆，或寫意，各盡其妙，皆裱綾錦，毫無失真，是善藏書畫者。東廂懸鄭延

平王、文文山行書二幅，筆筆遒勁，不世之寶也。……」並賦七律詩一首 7

由於越來越多人對這類的書畫活動有興趣，1902 年 3 月臺灣書畫會招募一

般會員，會費每月 20 錢，

以彰

其恩澤，可見日人攏絡懷柔之功。日記中並載展出的女學生書法甚可觀。24 日

記載與李石樵（即李秉鈞 1873-1904）、陳淑程等人會面交談的情形。 

8對於會員的資格也沒有甚麼限制，到 1902 年 9 月底

時臺灣書畫會的成員已達 300 多人，還有不少人想加入，9集會時熱鬧非凡，勢

力龐大。因在舉辦書畫展覽會之時，較有名氣之特別會員如出席揮毫活動，會將

展覽或當時揮毫所書寫之作品，賣給參加的一般會員，或是有興趣購買之社會大

眾，如此除可以增加作品之流通性外，收藏名家作品的情況也可以普及。臺灣書

畫會經過一段時間的經營，加上總督府等官方的助力，配合社會較為穩定，經濟

發展，文化活動也就開始蓬勃。至 1909 年底時，書畫同好加入者已較剛成立時，

成長了五倍之多。10

 

由於社會上中產階級的勢力逐漸抬頭，加上教育逐漸普及，

形成新的文化知識階層，這批人也追求風雅，致力於古典文學詩詞及藝術成就的

追求，因此也逐漸形成新的審美趣味。 

二、臺灣書畫會的活動 

 

初期臺灣書畫會為吸引民眾的參與，集會地點大都選在有飲宴功能的會館舉

行，如淡水館、武藏屋、丸中溫泉……等地，其中淡水館是主要的活動場所，聚

會、展覽時除餐飲外也經常伴隨有其他類的展覽或表演性的餘興節目，如：插花、

器物展、呈茶、三味線、高砂舞……等，且幾乎每次都有即席揮毫的活動。臺灣

書畫會的活動情況有： 

                                                      
7 見〈觀光日記〉，《臺灣遊記》，臺灣銀行 1960 年復刻版，頁 34、35。此段文字記載於吳德功

1900 年 3 月 22 日之日記。七律詩內容為：「華堂鼓瑟並吹笙，賜宴三番詠鹿鳴；儼似滕王開勝

會，敢云洛社聚奇英。插花茶室叨殊遇，把盞山樓荷顯榮；還有一班新女樂，霓裳度曲月三更。」

另於 20 日記載「……引到總督府國語學校。……是時見案上陳列女子書法，有單條數幅，筆力

活潑，他日臨池學習，可追步於衛夫人焉。」可見當時學校中的書法教育是相當扎實的。 
8 〈臺灣書畫會〉，《臺灣日日新報》，1902 年 3 月 21 日，版 5。 
9 〈臺灣書畫會〉，《臺灣日日新報》，1902 年 3 月 21 日，版 5；〈臺灣書畫會 の景況〉，9 月 30
日，版 5；〈無絃琴〉，1909 年 11 月 25 日，版 2……等等。 
10 〈臺北の書畫界〉，《臺灣日日新報》，1909 年 11 月 12 日，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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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月舉行例會，通常在週日舉行。11

2. 古書畫展覽會，隔月一次。 

 

3. 新書畫的陳列會，隔月一次。 

4. 即席揮毫，一般來說聚會的場合都會有。 

5. 外地書畫家之送往迎來之臨時特別聚會。12

6. 書畫作品抽籤買賣。 

 

其集會的類型可分為例行性與臨時性的二種。 

 

（一）例行性的集會 

臺灣書畫會的書畫家及書畫愛好者，每月聚集在淡水館舉行例會，相互切磋、

交流，隔月也在此舉辦古書畫展覽品評會、作品訂購會、新書畫的抽籤與即席揮

毫；13書畫家經常當眾揮毫並進行作品的買賣。活動過程中也穿插如呈茶、插花、

落語、天人舞、高砂神樂舞、三味線、催眠術等等音樂、舞蹈及其他性質的餘興

節目，14會場中飲宴、娛樂、交際的活動甚多，充滿一般世俗熱鬧、嘈雜的氣氛，

較缺乏書畫展覽所需寧靜、雅緻的氛圍。進場觀賞之民眾經常有數百人之多，甚

至多達 600、800 多人，15淡水館成為一處庶民大眾參與藝文活動的重要場所，

書畫會則是當時民眾重要的藝文休閒活動。例會期間，除展覽外伴隨宴飲、表演、

觀賞民眾與書畫家間的買賣、討論，會場氣氛甚為熱鬧。從其活動性質來看，是

以作品的販售為主的買賣活動，將商業行為巧妙的包裝在藝文活動中。16

臺灣書畫會的月例會通常在週日舉行，

 
17

                                                      
11〈臺灣書畫會〉，《臺灣日日新報》，1902 年 7 月 12 日，版 5。 

推測應該是由當時書畫會幹部負責

12〈臺灣書畫會席上揮毫〉，《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3 月 21 日，版 5；4 月 25 日，版 5，目前

報載較早的外地書畫家來臺灣，應邀即席揮毫，此後這類的記載就較常出現。如：〈今日 の日曜〉、

〈畫伯來臺〉……等，《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4 月 26 日，版 7；6 月 6 日，版 3；6 月 20 日，

版 5；1904 年 6 月 3 日，版 5；1907 年 7 月 10 日，版 5；1909 年 5 月 15 日，版 5；11 月 11 日、

12 日，版 5，以 12 日的報導較為詳盡。 
13〈淡水館月例會模樣〉、〈臺灣書畫會〉……等，《臺灣日日新報》，1901 年 4 月 30 日，版 4； 8
月 20 日，版 5；1902 年 7 月 12 日，版 5；7 月 20 日，版 4；1903 年 6 月 20 日，版 5……等等。 
14〈淡水館月例會模樣〉……等，《臺灣日日新報》，1901 年 4 月 30 日，版 4；8 月 20 日，版 5；
1902 年 9 月 30 日，版 5……等等。 
15〈淡水館月例會模樣〉、〈淡水館 の月例會〉……《臺灣日日新報》，1901 年 4 月 30 日，版 4；
8 月 20 日，版 5；1902 年 9 月 30 日，版 5；1909 年 11 月 25 日，版 2；1910 年 10 月 11 日，版

5……等。 
16 侯米玲，〈日治初期臺灣書畫展覽會初探──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中心的觀察〉，《臺灣美術》

100 期，2015 年 4 月，頁 87-92。 
17〈淡水館月例會模樣〉《臺灣日日新報》，1901 年 4 月 30 日，版 4；〈席上揮毫〉，1901 年 6 月

23 日，版 3；〈淡水館 の月例會〉，1901 年 8 月 20 日，版 4；〈臺灣書畫會〉，1902 年 7 月 20 日，

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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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主持的，如佐橋冠左、高橋窓雨、尾崎秀真等，或委託其他書畫家所主持。

書畫會在日俄戰爭期間停會，1906 年再恢復集會時，改成每年春、秋二次，也

大都在週日舉行，活動的形式和之前沒多大差別。參加例會的成員，如：片寄南

峰、須賀蓬城（1874-？）、藤崎紫海、武部竹令、狩野永讓（1865-1914）、川田

墨鳳……等人，個個都是書畫能手，除展出新作品外，要應付現場揮毫也都綽綽

有餘，同時也藉這些人的知名度，吸引觀眾參與，以增加其他成員作品曝光率和

被收藏的機會。這些參與者大都是與書畫界關係密切的人物，參與的民眾除湊熱

鬧的之外，部分人也具備基本的書畫素養和收藏書畫的財力。 

例行性的集會通常伴隨會員作品展，有時也有收藏品的展覽。如是會員新作

品，則常將作者姓名、作品名稱、件數等資訊公開。如果展出的是收藏品則只有

少數標示作者，如陸秀夫〈葡萄〉、林則徐雙幅〈天江鑑〉，18大部分都看不出所

展出古書畫的作者、年代及內容，無法從中看出收藏品的流通狀態，殊為可惜。

這些展覽的新古書畫、會員書畫作品和即席揮毫的作品，除供大家觀賞外，也可

以購買。有時會陳列來臺展售的書畫家作品，或是來臺交流、販售作品的書畫社

團之作品。19如東京丹青會員與臺灣書畫會會員聯合展售會，20

 

整個展覽會場充

滿新舊書畫作品，相當壯觀。 

（二）臨時性集會 

一般月例會經常是週日舉行，但如果有臨時性的需要，也會號召集會，時間

就不一定在週日了。臨時性的集會也可分二類：書畫家的來臺、離臺迎送會，日

本書畫作品來臺展覽訂購會。 

1. 迎送會：歡迎鈴木鍉三郎的來臺席上揮毫會就在週二、藤崎紫海的送別會在

週二、山本竟山的送別會在週日舉行，富田溪仙遊清前來臺畫展揮毫抽籤會

在週六，21

                                                      
18 〈淡水館月例會模樣〉，《臺灣日日新報》，1901 年 4 月 30 日，版 4。 

這應是配合主要人物的時間臨時決定的，通常會在報紙上先加廣

告。一般說來，平時固定的月例會參與的人較多，臨時性的集會就要看成員

的時間而定了。由於日本書畫家在臺、日間來往非常頻繁，日治初期大都由

19 〈溪仙畫伯抽籤會〉，《臺灣日日新報》，1909 年 5 月 15 日，版 5；〈臺北俱樂部之書畫展覽會〉，

《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11 月 26 日，漢版 5。 
20 〈基隆の書畫會〉，《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2 月 13 日，版 5。 
21 〈臺灣書畫會〉，《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6 月 21 日，版 2；〈臺灣書畫會 の景況〉，1904 年

6 月 7 日，版 5；〈竟山送別抽籤會〉，1912 年 10 月 26 日，版 7；〈溪仙畫伯抽籤會〉，1909 年 5
月 15 日，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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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書畫會送往迎來，如宮田英春赴歐前來臺、小林松僊來臺寫生、村崎雅

章來臺、村瀨義德來臺……等，22書畫會都動員迎送、聚會、揮毫，引發民

眾對當時書畫的關注應相當有助益。最值得一提的是書家丹羽海鶴

（1864-1931）來臺，23寄住在城南街臺銀員工川北幸壽的宿舍。據川北敘述

與鳴鶴有姻親關係，且與海鶴在東京是鄰居。後來拜入鳴鶴之門學書法，並

請鳴鶴寫手本以為練習之用，偶爾會去鳴鶴處觀摩，來臺工作時也請教過山

本竟山（1863-1934）。24

2. 作品展售會：東京丹青會員展於淡水館，臺灣書畫會成員也參與，時間在週

二。

所以海鶴來臺，川北出面接待是很自然的事。當時

報紙上除介紹海鶴來臺外，也特別強調其書法成就，刊有其書作（圖 2），

他的來臺，在當時的書畫界應該是很轟動的大事，因此聚集許多同好發起揮

毫會。 

25村瀨義德作品百餘幅展於丸中溫泉，時間在週三。26

 

  

由於臺灣時局日漸安定，日本書畫家或團體攜帶作品來臺展售的情況也就越

來越多，顯示臺灣的書畫市場交易甚熱絡，買主除了在臺日人外，應也有不少的

臺人在內，推測日本書畫在當時留在臺灣的數量應該相當多。 

 

三、作品買賣交流 

 

書畫會員聚會時的作品買賣情況，會區分已在展覽的古書畫或今人書畫作品

和現場揮毫的作品： 

（一）特別會員現場揮毫的作品，分發給參與例會的一般會員。27

以抽籤分給會員」，這種情況較為少見，在日俄戰後，書畫會恢復集會就沒

「展覽的書卷 

                                                      
22 顏娟英，《臺灣近代美術大事年表》，臺北，雄師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 10 月，頁 2-12，
初版。 
23 〈書家海鶴氏來〉版 6、〈丹羽海鶴氏來る〉版 7、〈海鶴來臺〉版 6，《臺灣日日新報》，1915
年 9 月 17 日、10 月 16 日、10 月 17 日。 
24 川北幸壽，號櫻嶼，東京人，曾隨在日本有「明治書聖」稱譽的日下部鳴鶴習書。此段敘述

依據川北櫻嶼〈臨書の回顧〉一文所述，與鳴鶴有姻親關係，且住東京時與丹羽海鶴是鄰居，其

開始學書應在 1900 年後。參見《書道》第 5 卷第 7 期，東京，泰東書道院出版部，1936 年 7 月，

頁 40。相關敘述亦可參見李郁周，〈臺灣書人參加日本書道作振會展覽會介析〉，《臺灣美術》91
期，102 年 1 月，頁 22-23。 
25 〈丹靑會の納凉展覽會〉，《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8 月 8 日，版 5。 
26 〈村瀨畵伯と丸中の展畵〉，《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7 月 10 日，版 5。 
27 〈臺灣書畫會の狀況〉，《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6 月 23 日，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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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到報導。 

（二）購買入場券、揮毫券：入場券有時會附揮毫券，可請屬意的書畫家現場揮 

毫：作品價錢與書畫家商定，或已含在揮毫券中，28另也有直接在會場中向

書畫家求當時現場揮毫的成品。29另也有只標示揮毫券價錢者，20、50 錢或

1 圓不等。30

（三）購買抽籤券：須購此券才可參與展出書畫作品的抽籤，如 1906 年 11 月 

 

10 日，日刊 5 版報導抽籤券 1 枚金 5 圓，限 40 枚。一般的抽籤券都有限量，

1906 年 11 月 14 日限 40 枚，同年 11 月 22 日於臺北俱樂部的展覽，限 40

餘名等。1907 年 2 月 13 日報載，東京丹青會員與臺灣書畫會員在基隆「依

姬館」聯合展覽，抽籤券全部賣完，惟沒標明價錢。許多類似的報導，從報

導上來看，此種的買賣方式最為普遍。 

（四）競標拍賣：日本愛知縣島田氏來臺拍賣古書畫，「……惟價不為定，任欲 

購取者，自就其物的價，以片紙書之，納諸竹筒中，於念七日午後六時，公

同檢閱，其的價最高者，則如其價而與之。……」31

（五）定潤例，依律收費。1910 年 10 月 23 日河原柏年之送別會上，其潤例尺 8 

沒有公開競價，由出最

高價者得標。 

者 10 圓、尺 5 者 8 圓、尺 3 者 6 圓。321911 年 4 月 9 日西蘭山氏潤筆單條

一幅 1 圓、中堂 2 圓、團扇面畫貼 50 錢、絹尺 3 者 3 圓、尺 5 者 5 圓、尺

8 者 5 圓。33山本竟山的潤例還特別在報上刊載，34名為〈對星山房書畫潤

例〉，35

宣紙（小）半切壹圓五拾錢，（大）半切二圓半；（小）聯落貳圓半，（大）

聯落叄圓半；（小）全三圓半，（大）全五圓。絹錢絖尺二（豎四尺）絹絖四

（圖 3）內容大意為：「山本竟山將辭臺，往中國與楊守敬、吳昌碩

交遊相尚，北部之文士朋友請其暫留，開書會，定潤例如下： 

                                                      
28 〈臺灣書畫會〉，《臺灣日日新報》，1904 年 1 月 10 日，版 7。〈書畫會況〉、〈臺北俱樂部之書

畫展覽會〉，《臺灣日日新報》，1909 年 11 月 26 日、1906 年 11 月 26 日，漢版 5。 
29 〈臺灣書畫會之景況〉，《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11 月 22 日，漢版 5。 
30〈臺北俱樂部之書畫展覽會〉，《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12 月 26 日，漢版 5。 
31 〈書畫展覽〉，《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 5 月 26 日，漢版 5。此部分資料另見侯米玲，〈日治

初期臺灣書畫展覽會初探──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中心的觀察〉，《臺灣美術》100 期，2015
年 4 月，頁 88-91。 
32 〈柏年百畵會〉，《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 10 月 23 日，版 7。 
33 〈畫家揮毫〉，《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4 月 9 日，漢版 3。 
34 〈對星山房書畫潤例〉，《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5 月 21 日，漢版 6。以 1913 年曹容任臺灣

總督府才務局稅務課雇員為例，月薪為 10 圓，書畫作品之價錢，可與之作比較。 
35 「對星山房」為山本竟山的書齋名，取面對七星山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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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尺五（豎五尺）絹絖五圓，扇面匣帖每件壹圓，習字手本五十字二圓，

另字數多者潤筆資亦多，畫（絹本）潤格信於書。」並附紹介所名稱於潤例

後面。 

臺灣書畫會的活動，早期並無購買「入場券」方得入場的報導，直到 1904

年才出現。36這些入場券（有時會附揮毫券及抽籤券）可在「市中的各經師屋、

現場服務處、杉田書舖、神島表具店、中野表具店……」37等處購買。進入會場

後，有時可向書畫家索取或預約現場揮毫之作，38或是配合作品抽籤券，抽到書

畫家作品。如入場券附抽籤券則價錢相對較貴，以 1906 年 11 月 10 日報導來看，

抽籤券 1 枚金 5 圓，發行 40 枚，作品有川端玉章水墨山水（評價 35 圓），村崎

雅章遊鯉（評價 15 圓），另野口駿尾、豐岡東江、金井一章……等（評價在 12、

13 圓至 7、8 圓間），還有部分在灣畫家如川田墨鳳、狩野永讓、須賀蓬城……

等人作品 40 件。作品之目錄特披載在報上，並附一般市場的估價，除昭公信外，

也保證物超所值，也就是保證抽到的作品價值會超過抽籤券的 5 圓，提高民眾的

興趣，吸引收藏者的參與。有時普通會員收當日會費 1 圓，可領到現場揮毫作品

（賴紙扇面、畫帖、短冊）。抽籤券可在丸中、新高堂、神島表具店等地，或臺

灣日日新報社內向高橋窓雨預先購買。39要販售的書畫家作品大都會在集會前於

報紙上公告，有時只揭露作者，有時連同作品名稱及數量一起揭露，以引發民眾

參與的興趣，40

 

這可說是很開明進步的做法。 

四、日治初期臺灣的書壇狀況 

 

日治初期，為統治需要，來臺的日本官員與商紳人士中，大都具有漢學、漢

詩或書畫才能者。如中央官員就有乃木希典（1849-1912）、兒玉源太郎

（1852-1906）、佐久間左馬太（1844-1915）、內田嘉吉（1866-1933）、大島久滿

次（1865-1918）、後藤新平（1857-1929）……等等，也對傳統詩書畫抱著支持、

                                                      
36 〈臺灣書畫會〉，《臺灣日日新報》，1904 年 1 月 5 日，版 5；1 月 10 日，版 7；1906 年 11 月

10 日，版 5……等等。 
37 〈臺灣書畫會〉，《臺灣日日新報》，1904 年 1 月 5 日，版 5；1 月 10 日，版 7；1910 年 10 月

5 日，版 5。 
38 〈臺灣書畫會〉，《臺灣日日新報》，1904 年 1 月 5 日，版 5；1 月 10 日，版 7。 
39 〈臺灣書畫會〉，《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11 月 10 日，版 5。 
40 〈淡水館の月例會〉，《臺灣日日新報》，1901 年 8 月 20 日，版 5；〈臺灣書畫會〉，1902 年 7
月 12 日、1906 年 11 月 10 日，版 5；〈一昨日 の臺灣書畫會〉，1902 年 7 月 22 日，版 4。 
1 月 10 日，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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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的態度。另外來臺知名書畫家如須賀蓬城、戶田翠香、小野田成美、片寄南

峰、藤崎紫海、木下大東、鈴木羊石、武部竹令、三浦停雲、狩野永讓、川田默

鳳、村崎雅章（1876-？）、高橋月海、小林松僊……等等俱是一時之選，這些人

都是臺灣書畫會的主要成員。這些官員、書畫家、紳商們本身也有不錯的漢學根

底，多能參與傳統文人詩詞酬唱活動，藉此攏絡這些文化菁英分子，因此常聚集

擅長漢詩的臺、日詩人吟詩唱和，如《鳥松閣唱和集》，41書畫也有一定的水準，

能現場揮毫。在 1914 年吉川利一、松尾德壽所編纂的《高砂文雅集》42

在乃木希典歿後 5 年（1917），臺灣辦了乃木的「遺墨展」（圖 4），1920、

1922 年也持續辦理，

中，就

收有樺山資紀、乃木希典、兒玉源太郎、後藤新平、大島久滿次等各級官員的書

法作品，水準甚佳。上位者支持、提倡，書畫家認真參與、推廣，慢慢的詩、書、

畫在臺灣地區就漸趨蓬勃了。 

43展出其遺墨、尺牘及其他紀念品，1920 年那次展覽，參

觀者達數千人，異常熱絡。44乃木之詩、書俱帶有雄壯剛強之氣，詩意中隱隱有

曹孟德「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45的大氣魄。〈金州城外

作〉：「山川草木轉荒涼，十里風腥新戰場；征馬不前人不語，金州城外立斜陽。」

〈爾靈山〉詩句：「鐵血覆山山形改，萬人齊仰爾靈山。」鄭孝胥（1860-1938）

評其詩：「甚有唐人格法，遠神篤意，入人肝脾也。」46啟功（1912-2005）則認

為〈金州城外作〉一詩：「放在唐人中也不遜色。」47

                                                      
41 尾崎秀真編，《鳥松閣唱和集》，臺灣日日新報社，1906 年。鳥松閣為後藤新平官舍，集中收

錄臺、日人士和詩頗多，〈前啟〉、〈後跋〉為木下大東、館森鴻與羅秀惠三人共同具名撰寫。 

其書法作品〈天下之勢〉（圖

5）筆畫渾厚，不露鋒芒，構字樸實無華，以顏字為底並融入些許魏碑雄強厚重

之意味，充滿質樸的生命力。結構上也開闔自如，線條穩重又不失靈動。《滿洲

雜吟‧法庫門滞陣中の作》：「霜葉野花邊外秋，騎行連日路悠悠，金風蕭條戰袍

冷，獅子峪通蒙古州。」也是乃木自作詩，有蒼茫豪邁的意境，書作線條挺拔、

構字穩妥疏放、行筆一氣呵成。 

42 《高砂文雅集》原無編頁，本文所列頁次係筆者自編。 
43 〈乃木將軍祭典 遺墨展覽會開催〉，《臺灣日日新報》，1917 年 9 月 13 日，版 7。14、15 日

接連二天，都有報導。 
44 〈乃木將軍の遺墨展覽會 非常の盛況を極む〉，《臺灣日日新報》，1920 年 9 月 14 日，版 7。 
45 詩句見曹操〈步出夏門行‧龜雖壽〉。 
46 鄭孝胥〈弔日本大將乃木希典詩序〉：「……素喜為詩，或傳其軍中之作云：征馬不前人不語，

金州城外立斜陽。又云：愧我無顏見父老，凱歌能得幾人還？甚有唐人格法，遠神篤意，入人肝

脾也。」此詩及序作於 1912 年。鄭孝胥，《海藏樓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1 月，

頁 231。 
47 張志和，《啟功談藝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 3 月，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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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替乃木的總督兒玉源太郎於 1906 年歿後，翌年《臺灣日日新報》即發行

其遺墨紀念繪葉書（明信片），並在 1912、1917、1918、1920、1922、1930 等年

都曾為其舉辦遺墨展。《高砂文雅集》中有其書作〈寄心清尚〉，筆畫雄厚，字體

雄強。另一件〈詠圓山臨濟寺〉（圖 6）「不是人間百尺臺，禪關新傍碧山開；一

聲幽磬何清絕，萬里鎮南呼快哉。」線條流暢，墨色輕重有致。其另一詩作〈征

清詩〉（圖 7）「淥水潺潺樹色淒，夏山層翠白雲迷；長征踏破永陵路，馬上把杯

杜宇啼。」體格雄強，頗有橫槊賦詩的氣概，書作結體安穩、線條沉厚，行筆流

暢，比之乃木卻又多了份閒雅安適的氣氛，放諸當時日籍書家中，亦不遜色。 

繼兒玉後的佐久間左馬太書作中使用魏碑式的強悍筆觸，表現出雄渾偉大的

魄力。在《高砂文雅集》中只收了一件作品，〈節六韜‧武韜‧文啟句〉（圖 8）

行書條幅，筆畫略重，豎畫起筆頓後常會稍提筆，形成起筆厚重的效果，構字開

張、大方，墨色潤澤、聚散有節奏，形成溫潤又厚重的格調。在臺有多處題匾，

參用魏碑筆法，下筆斬決，粗獷厚重，極具特色，如縱貫鐵路中部山線的九號隧

道口〈氣象雄深〉，臺北古亭庄〈了覺寺〉48

安東貞美的書作是《臺灣列紳傳》內的「棫樸流詠」（圖 11）的題詞，寫得

平正厚實，用筆沒太多花俏，下筆後直來直往，乾脆俐落，反映軍人直來直往的

性格，帶有顏體意味的字形，有充實飽滿的感覺。《高砂文雅集》內的〈花竹秀〉，

作品墨色偏乾，但墨色乾枯的部分筆畫仍然勁挺有力，對照「棫樸流詠」題詞在

風格是一致的，只是因墨水飽滿而感覺較潤澤。也充滿雄強的趣味，帶有赳赳武

夫的挺拔昂揚氣質，筆筆送到，沉穩厚重。 

（圖 9）、鳳山〈曹公祠〉（圖 10）

等。尤其是〈了覺寺〉，筆墨酣暢淋漓、雄強厚重，筆畫間隙甚小，如同白色細

線，筆畫完全佔據主導地位，有密不容針的強悍氣息，帶著睥睨天下之氣勢。參

看題匾書作，更覺其書法之不凡。 

後藤新平也是詩、書俱佳的能手，《高砂文雅集》收錄其 2 件作品，一楷書

〈臺灣神社大神〉（圖 12），他的楷書筆畫厚實，構字穩當，字勢開張，很有神

采，轉折處用折筆，顯出雄強的魄力，字體下大上小的畫面安排，帶有高遠的立

體感。另一為草書七絕（圖 13）：「殺人劍是活人刀，磨礪維時氣自豪；義俠從

來填骨髓，挫強扶弱不辭勞。」借用佛家禪師接引學人的法門，展現大破大立的

                                                      
48 了覺寺，是 1905 年創設的日本淨土真宗本願寺派布教所，1914 年更名為了覺寺，佐久間左馬

太為寺題匾，日治時期為古亭一帶日本民眾之信仰中心。1915 年佐久間左馬太逝世後，將胸像、

軍服、書法作品寄贈於該寺，戰後，由大陸佛教人士接收，改名「十普寺」迄今。資料及圖片引

用葉碧苓，〈日治時期臺灣出版之書畫圖錄〉，《臺灣學研究》18 期，國立臺灣圖書館，2015 年

12 月，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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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邁氣概，也表明不辭挫強扶弱的義俠精神。作品氣勢如同詩的內容，似江河之

水順勢而下，奔騰澎湃，不可遏止。尤其第二行「義俠從來」四字，一筆到底，

字間連接的虛筆仍以厚重筆畫強力帶筆而下，酣暢淋漓；作品開頭的三個大字連

筆而下，氣滿筆厚，有點睛之妙，既有起頭作用，又鎮住全幅畫面，相當精彩，

顯示後藤對筆墨的掌控能力，絕非泛泛。後藤書作線質絞轉多，豐富多變，充滿

粗獷雄強之氣息，與日本當時國勢蒸蒸日上相呼應。 

除官員外，臺灣書畫會的成員也有許多是書畫能手。須賀蓬城在臺任職多年，

期間頻繁的參與書畫藝文活動，在臺灣書畫會的展覽、揮毫活動中，經常可以看

見其身影。除書畫會活動外，在教育領域上他也有所貢獻。須賀蓬城，本名金之

助，字龔方、恭方，號蓬城（此文中俱名須賀蓬城），日本愛知縣人。對漢學、

漢詩、美術、書法、篆刻都有深入的研究，是實力相當堅強的藝術家。1892 年

12 月須賀蓬城來臺任郵便電信書記，1900 年 10 月通過「無試驗檢定」，升任臺

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助教授，負責圖畫、習字、日語等課程。1907 年 4 月轉任臺

灣總督府中學校教諭，1909 年 4 月再轉任臺灣總督府高等女學校（今北一女）

教諭，在教育上卓有貢獻。49

小野田成美，號三徑，日本江戶人，1900 年即在臺北縣知事官房秘書課任

職。

目前在《臺灣日日新報》、《高砂文雅集》、《財團法

人興亞書道聯盟第三回展覽會圖錄》等都可見其書、畫、印作品之圖片，從中可

知其書、畫、篆刻、漢詩都甚精，書法則篆、隸、草、行、假名諸體都有相當水

準，可惜沒能見到楷書作品。其隸書〈丁巳天長節祝日恭賦詩軸〉（圖 14）用漢

隸〈石門頌〉瘦勁之線條，部分雖拉長，仍勁挺有力，構字則較為勻淨、平穩；

草書（圖 15）則平穩、流暢兼而有之，帶有假名書法秀美之風，畫作清雅可喜，

有世外桃源之意。另《高砂文雅集》中的書名頁是他描成外框如臺灣地形圖的閑

章樣式，以篆字朱文仿篆刻作品書〈高砂文雅集〉（圖 16）五字而成，線條勁挺，

輕重有變化，部分地方似斷又連，極似印章線條；字形隨外框而屈伸變化，甚具

趣味。落款「蓬城」，鈐「須賀」白文、「金印」朱文二印，有端莊雅健之風。他

是位具多項才能的藝術家。 

50在臺任職期間於藝文界甚為活躍，是臺灣書畫會成立時的創始要員之一，

也是特別會員。51

                                                      
49 此處資料見葉碧苓，《日治時期臺灣師範學校書法教育》，臺北，蕙風堂筆墨有限公司，2014
年 11 月修訂再版，頁 42。 

除常參與臺灣書畫會的揮毫活動外，也在臺南教授和歌達十九

50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北，臺灣總督府，從 1900 年開始至 1912 年，在各機關任職，最早

任職臺北縣知事官房秘書課，最後則在殖墾局糖業試驗場任職。 
51 〈臺北の書畫界〉，《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 9 月 29 日，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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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久，有《小野田三徑遺稿》（日文、漢文）存世，他也是詩、書、畫、印俱

通的能手，曾多次發表和歌詠〈天長節〉，52也曾加入「長思印會」為會員。《高

砂文雅集》中收有他 4 件作品，草書、假名、行草等，都帶有靈動的氣質，題畫

詩也與畫面配合完美，可看出他確是各體並佳的書法高手，老練而自信，臺灣書

畫會的現場揮毫，經常可見其身影。53除例會外，藤崎紫海離臺的送別會，54山

本竟山的離臺送別會，55臺灣書畫會與東京丹青會的聯合展覽場上，他都參與席

上的揮毫活動，56

片寄南峰，名利武，南峰為其號，是日下部鳴鶴的學生。1897 年即在臺灣

任職，

甚為活躍，也可見其詩、書、畫之修為，為時人所看重。草書

〈論書〉（圖 17）七絕一首是其描述對書法的見解：「援筆無端對硯池，塗鴉字

字任斜欹；撫唐模晉枉多事，一味天真是我師。」字距、行距都較開，有疏朗的

感覺，行氣甚順暢。另有〈題畫詩〉以輕巧跳動的筆畫來配合畫面，和諧不突兀。

其假名書法的筆畫較粗重，纏綿繚繞，韻味別具。 

57也是一位出色的詩、書名家，曾編寫大字楷書《尚武千字文‧楷書之部》。58

他是臺灣書畫會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特別會員。在當時例會、展覽、即席揮毫

的場合，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是非常活躍的人物。曾應「臺中習字會」之邀，

任指導教師甚久時間，並曾至臺中對其會員揮毫、示範。59

                                                      
52 〈天長節〉，《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11 月 3 日，版 1。1907 年 11 月 6 日，版 1，1910 年 11
月 5 日，版 1，也有發表。 

在臺時間甚久，至 1923

年仍有其活動之紀錄，對日治初期臺灣書畫普及、推廣應有些貢獻。《高砂文雅

集》中收有他 2 件作品，楷書〈詠圓山〉（圖 18）：「五十春風拂面吹，語來談往

舊新知；圓山一角斜陽盡，猶叱禿毫敲瘦詩。」在 1905 年 9 月 14 日〈淡水館新

古各書畫〉報導，片寄南峰出品楷書一件，不知是否同件。他是鳴鶴在臺的弟子

53 〈臺灣書畫會〉，《臺灣日日新報》，1902 年 7 月 12 日，版 5；〈一昨日の臺灣書畫會〉，7 月

22 日，版 4；〈臺灣書畫會 の景況〉，9 月 30 日，版 5……等。 
54 〈臺灣書畫會の景況〉，《臺灣日日新報》，1904 年 6 月 7 日，版 5；〈無絃琴〉1909 年 11 月

25 日，版 2……等等。 
55 〈竟山送別抽籤會〉，《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10 月 26 日，版 7。此則報導沒列出參與者之

姓名，只籠統的說是書畫會的會員發起，以小野田成美當時在書畫會中扮演的角色來說，很有可

能會參與此次送別會。 
56 〈基隆の書畫會〉，《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2 月 13 日，版 5。 
57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北，臺灣總督府，1897 年，頁 639，當時職務為臺中縣知事官房屬

員。 
58 《尚武千字文‧楷書之部》，東京，仙鶴堂出版，1897 年。片寄南峰著並書，橫井忠直、河野

通之作序。開頭是「寰宇渺茫、唯茲扶桑、皇祖開基、沢洽祚長……」，強調尚武精神，說明日

本現在之內外形勢，並介紹軍事知識。引自《往来物解題辞典》，小泉吉永編，東京，大空社，

2000 年 3 月。 
59 〈臺中の揮毫會〉，《臺灣日日新報》，1914 年 9 月 23 日，版 7。24 日亦有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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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在臺傳播「鳴鶴流」的北碑書風，此件帶有鳴鶴的風格，字形較扁，筆力

強健，行筆、結構俱甚穩健。行書〈自作詩〉（圖 19）：「十載干戈動兩回，收功

青史國華開；廢人偏倚君恩賜，千里秋風賣藥來。」詩中提及甲午戰爭與日俄戰

爭的勝利，日人認為是可載史冊的大功績，讓日本躋身於世界列強之林，國力大

為提升，頗有自得之意。書法作品也是鳴鶴風格，墨色變化帶有畫意，較強調整

體畫面的視覺效果，用筆絞轉多，線條輕重變化大，甚有新意。 

 

藤崎紫海，是臺灣書畫會的特別會員，在各種活動中也經常看到的書家，1904

年年中返回日本，60

 

在此之前臺灣書畫會的活動經常可以看到其身影。可能是返

日後，與臺灣方面的聯繫不再密切，因此鮮少看到其作品，《高砂文雅集》中也

未收錄。 

木下大東（1861-？），佐賀縣三養基郡北茂安村人，本名新三郎。1895 年隨

其兄臺中知事木下周一（1851-1907）來臺，任總督府人事課長兼秘書課長，1896

年任通信部課未定事務官、民政局事務官等職，61

 

1896 年 9 月 2 日辭任。短暫返

日後，1897 年受《臺灣新報》主筆之聘再度來臺，1898 年《臺灣新報》與《臺

灣日報》合併為《臺灣日日新報》，續任主筆，至 1907 年辭任。退職後從事工商

業的經營，事業相當成功，在當時的臺灣糖業、鐵道界、新聞界甚至政治界都有

很大的影響力。木下大東後來往工商業界發展，但仍與藝文界有密切聯繫，經常

參與書畫會的例會揮毫，《高砂文雅集》中有木下大東〈錄李白詩〉的作品，書

作的表現性並不太強，是一般文人的書寫方式，信筆為之，字的中心提得較高，

但沒有特別強烈的風格，筆畫粗細變化也不大，構字也平穩周到。從落款及印章

看來，作品尺寸應不大。 

狩野永讓（1865-1914），字儀三郎，京都狩野永祥（1810-1886）之養子，

狩野派的健將。1899 年來臺任職臺灣土地調查局，1904 年轉至財務局，1914 年

因病辭職返日，曾開畫展，不久去世。臺灣書畫會的主要成員，例會、揮毫都熱

烈參與，許多畫家對毛筆運用都相當熟練，即使書法揮毫都游刃有餘。部分畫作

畫面簡潔，突出表達的重點，帶有概括性的禪畫風格，頗堪玩味。《高砂文雅集》

                                                      
60 〈臨時臺灣書畫會〉，《臺灣日日新報》，1904 年 6 月 3 日、6 月 7 日，版 5。 
61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北，臺灣總督府，1896 年，頁 579。《臺灣總督府報》，臺灣總督府，

18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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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其畫作〈花卉〉（圖 20），此畫風精緻細膩，畫面兩朵大的花特別突出，安排

甚具巧思。 

 

武部竹令，除為臺灣書畫會成員外，也是臺灣日本畫協會的成員，同時也是

謠曲專家，經常參與揮毫，非常活躍。其繪畫作品〈猩猩〉、〈能樂〉，曾入選 1927

年的第 1 屆臺展。其畫作帶有濃厚的裝飾性風格，有些許的詼諧趣味。在臺期間，

頻繁的參與展覽、揮毫等書畫會之活動，非常活躍。《高砂文雅集》所錄的作品

主題仍然是〈能樂〉，畫面簡潔，且突出表現重點，尤其臉部披上薄紗，表情木

然，很有突兀感。 

 

川田默鳳，本名高之助，屬四條派的畫家。從 1896 年來臺始，先後任事於

臺灣土地調查局、鐵道部總務課、工業講習所等職，621920 年離臺返日，專精南

畫。在臺之弟子野間口墨華甚得其師之精華，積極參與臺灣書畫會的活動，兩人

筆墨功夫都不俗，書畫的現場揮毫都能應付裕如，也都投心力於繪畫創作與教

學。63

 

川田作品《高砂文雅集》沒有收錄，原因尚待探究。弟子野間口墨華《高

砂文雅集》中收錄一件〈蛙蟲圖〉（圖 21），寥寥數筆，表現蛙欲吃蟲專心模樣，

蛙身屈曲，蓄勢待發，有股欲往上衝跳的動勢，而蟲處於靜止狀態，不知危險將

至，二者間出現微妙的緊張氣氛，生動活潑，趣味盎然。 

村崎雅章（1876-？），他也是臺灣書畫會集會時的活躍份子之一，1905 年後

他頻繁的從日本來臺灣，除參與臺灣書畫會的展覽揮毫活動外，也經常攜帶日本

書畫家的作品來臺展售，尤其和東京丹青會的關係密切。從 1905 年他曾攜帶丹

青會員數百件作品在淡水館展出開始，之後就頻繁的將日本繪畫作品介紹到臺灣

來，長期展售於臺北俱樂部，64

另有些甚有影響力的名書家，在當時書壇上甚為活躍，也具影響力，需加敘

述，才能較完整呈現當時書壇狀況。 

甚至將觸角伸展至臺北以外的地區。 

                                                      
62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  
http://who.ith.sinica.edu.tw/s2g.action?viewer.q_authStr=1&viewer.q_fieldStr=allIndex&viewer.q_opS
tr=&viewer.q_valueStr，瀏覽日期：2015 年 12 月 17 日。 
63 〈淡水の畫會〉，《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7 月 27 日，版 2；〈 畵聲會組織〉，1911 年 11 月 10
日，版 7。 
64 〈丸中の書畫展覽會〉、〈雅張百畫會〉，《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10 月 26 日，版 5、1909 年

2 月 4 日，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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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竟山（1863-1934），日本岐阜縣岐阜市松屋町，其父名卯兵衛，山本為

家中長子，幼名卯三郎，後襲父名卯兵衛，字繇定、由定，號竟山，又號岐山，

別號鳳鳴、金華山民、聾鳳，齋號名餘清齋。26 歲（1888）時，趁日下部鳴鶴

（1838-1922）來岐阜，拜其為師。30 歲（1892）時，聘請渥美類長於家中教易

經、老子、論語等中國經典，36 歲（1898）時，於東京再拜於日下部鳴鶴之門

學習書法，40 歲時，透過日下部鳴鶴的引薦而認識楊守敬（1839-1915）。他曾

七度赴中國蒐集了大量的碑版字帖，並拜楊守敬為師，也結識了許多當時的書畫

篆刻名家。1904 年應臺灣總督府之聘，任秘書官房秘書課囑託職位，五十歲時

因身體微恙加上耳聾，於 1912 年 11 月返日治病，其間在臺共 8 年。 

在臺期間，他是臺灣書畫會重要成員之一，參與許多的書畫揮毫會、展覽會、

研究會、訂購會等等活動，非常活躍。山本在臺時，曾在「成淵學校」擔任書法

教師，65返日之後於京都帝國大學講授書法課，對書法教育也有一定的貢獻。1913

年在京都府立圖書館舉辦「大正癸丑蘭亭會」，紀念王羲之及千古名作〈蘭亭集

序〉的誕生。並組織從事書道研究的「金曜會」，後擴大為「平安同好會」，1920 

年再重組成「平安書道會」，在書法活動上有很大的影響力。1931 年他號召京

都、大阪、神戶等地的書家，主導成立「關西書道會」，影響力遍及日本關西地

區。1934 年 1 月 24 日逝世，享年 72 歲。山本的書作帶有濃厚的鳴鶴風格。隸

書陸紹珩《醉古堂劍掃‧卷六》語：「三徑竹間，日華澹 （落「澹」字），固野

客之良辰；一編窗下，風雨瀟瀟，亦幽人（衍「人」字）之好景。」（圖 22）

是帶有〈張遷〉、〈西狹〉的趣味，古樸而寬博。楷書臨〈漢未央宮瓦當文〉落款

（圖 23），則是鳴鶴風格的北碑書風，凝練而厚重。臨〈漢未央宮瓦當文〉的篆

書線條勁挺、凝重，造形甚有趣味，與原作（圖 24）逼肖，可見其臨古功力的

不凡；書法甚佳，有「昭和書豪」之美譽。《高砂文雅集》未收錄其作品，可能

是山本返回日本後，與臺灣關係漸淡有關。從臺灣書法史的位置看來，他推動鳴

鶴書風在臺的發展，也可說是「第一個將近代日本書法帶進臺灣的日本書家，使

臺灣逐漸擺脫清治時館閣體與較保守的傳統中國書法，展現活潑樣貌。」66

                                                      
65 〈芳名錄〉，《百年樹人──臺北市立成淵高級中學慶祝創校 100 週年校慶紀念集》，臺北市立

成淵高級中學，1997 年 5 月，頁 506。 

極關

鍵的人物。 

66 香取潤哉，〈臺灣日治時期的日人書家活動與足跡──以山本竟山的書法成就與對臺灣影響為

例〉，陳丁奇百歲紀念──二十世紀台灣書法發展回顧學術研討會，201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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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原西涯（1872-1938），本名幸作，1901 年就任職於總督府製藥所、專賣局，

現有《聽鶯山房印存》，存於臺大圖書館「石原文庫」中。善篆刻，是日來臺篆

刻家中之佼佼者，曾發表蘇東坡〈前、後赤壁賦〉、〈扣舷而歌之、歌曰〉的組章

作品在《臺灣日日新報》上。也曾為當時臺灣藝文界多人刻印，如李逸樵、曹秋

圃、魏清徳、林朗庵等等。印風或古拙、或豪放、或典雅……等等，各式風格俱

有，為一篆刻大家。 

 

澤谷星橋（1876-1925〉，本名仙太郎，日本長崎縣人。澤谷能寫漢詩，書法

亦佳，尤精篆刻，是日人在臺篆刻家中之佼佼者。篆書帶有吳昌碩的風格，也受

山本竟山的影響，厚重凝練。1925 年 11 月 10 日因病卒於臺北，參加喪禮者多

為當時臺灣篆刻界的能手，可見其在篆刻界的人脈與影響力的強大，與臺、日書

篆家相友善，曾為洪以南、曹容等多人刻印。《高砂文雅集》錄其作品 3 件，篆

書居多，在日人作品中顯得特別，因日籍書家較少作篆、隸書。臨〈司敦銘〉（圖

25），線條厚重，粗細變化較為隨意，起筆處重壓明顯，字形飽滿，運筆及線條

的感覺類於吳昌碩，但字形側勢較近於原作。〈醫俗〉印平正，款文內容略帶趣

味，除自我寫照外也是對自己的期許。臺人書家曹容曾向其請教書法，並求刻數

方印，兩人交情甚深。1925 年澤谷寫了件作品〈嘉樂君子〉（圖 26）給曹容，用

吳昌碩筆意與字形，但寫得較溫潤，構字也較為平正。 

參與臺灣書畫會的臺人書家甚少，除此會以日人為主外，語言溝通的障礙也

是一大因素。開始參與書畫會活動與揮毫者為李秉鈞、洪以南，後來又有洪雍平、

羅秀惠，67

 

其中以洪以南最頻繁，可能與其在當時聲名甚顯，並任官職有關。《高

砂文雅集》收有參與書畫會成員之臺人作品，大都有盛名於當時，可約略了解這

些人書法樣貌。 

洪以南（1871-1927），清淡水廳艋舺（今臺北市萬華）人。名文成，字逸雅，

號墨樵，別署無量癡者。1914 年 9 月 25 日任淡水區長，1920 年至 1924 年首任

淡水街長，著有《妙香閣集》。洪以南詩文、書法俱佳，臺灣書畫會成立時，即

被邀請加入為特別會員。1909 年瀛社成立時，被推舉為第一任社長，1920 年 4

                                                      
67 〈臺北俱樂部之書畫展覽會〉、〈臺灣書畫秋季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11 月 26 日、

1919 年 11 月 18 日，漢版 5。除報載外亦見侯米玲，〈日治初期臺灣書畫展覽會初探──以《臺

灣日日新報》為中心的觀察〉，《臺灣美術》100 期，2015 年 4 月，頁 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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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被聘為臺北高等女校之書法教師，是日治初期臺灣少數較積極參與日人藝文活

動的人物，詩會擊缽吟集、書畫揮毫的場合都可見其身影。1922 年 3 月 7 日平

和博覽會書法與篆刻鑑賞，臺灣僅洪以南一人入選，68可見其書藝水準甚突出。

《高砂文雅集》中錄其一件行書〈天長節盛典〉（圖 27），此作曾在《臺灣日日

新報》發表過，69

 

是奉祝天皇即位，故用筆較平順勁健、風格典雅，有文人韻味，

以顏字開張體式，加入何紹基樣貌，平穩中有欹側之態，意味醇厚，由此可看出

其行草書造詣的不凡。 

洪雍平（1875.9.29-1950.5.23），70

除洪以南、洪雍平外，還有幾位臺人書家參與臺灣書畫會的活動，如趙雲石

（1863-1936）、羅秀惠（1865-1943）、魏清德（1887-1964）等人，他們詩、書造

詣俱佳。趙雲石在臺人書家中較重視文字構形與筆墨趣味，惜筆者於《臺灣日日

新報》未能搜尋到其書作，《高砂文雅集》只錄其一件楷書〈留痕〉（圖 29），參

有鄭燮（1693-1765）風格。其書行、草書作，文字造形誇張，筆墨也多變，運

筆多提按，筆畫粗細落差大，有濃厚的鄭燮韻味。羅秀惠雖是從科舉出身，並無

科舉遺習的館閣風，書法粗獷雄厚，用筆不拘小節，有豪邁之氣，全臺留存書跡

甚多。《高砂文雅集》錄其 2 件作品，其一〈葵知衛足〉（圖 30）筆壓甚重，輕

重分明，映帶自然，雖無較長筆畫，然氣勢甚佳，是較強調筆墨表現的臺人書家。

魏清德自幼即受傳統教育，入新竹公學校讀書曾受學校書法教育，但其書法顯受

中國傳統文人書風影響，有名書家杜逢時的楷書意味，帶濃厚的文人氣息，平和

雅正，並未追求強烈的筆墨表現。 

字詩清，號逸史，臺北艋舺人，詩文、山

水、人物、花鳥、書法無一不精，書作甚有意味，與洪以南並稱「艋舺雙璧」。

其父洪瑞耀，詩書亦佳，今臺北艋舺龍山寺壁堵有其篆書，山川殿存有其父子所

書、撰之對聯。《高砂文雅集》所錄〈崔唐臣刺末〉：「集賢僊客問生涯，買得漁

舟度歲華；案有黃庭樽有酒，無風波處便為家。」（圖 28）筆畫粗細變化甚大，

用墨有清劉墉書作筆畫肥厚的意味，筆墨輕重甚有節奏，墨色聚散帶有畫意，字

的大小變化難以捉摸，非常具有特色。 

臺灣書畫會的成員要角在臺、日間來來去去，尤其部分核心的日本書畫家離

職返日，在 1917 年後幾乎看不到臺灣書畫會的活動訊息，等於該會已無形中解

                                                      
68 〈平和博 書篆刻鑑查終る 洪以南氏も當選した〉，《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3 月 9 日，版 7。 
69 〈天長節奉祝書畫〉，《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10 月 31 日，版 41。 
70 戶籍所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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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了，甚為可惜。之後以村雲樸堂（1893-1957）為指導老師的「臺灣南宗畫會」，71

 

逐漸取而代之，以畫為主，書法只是題畫、落款之用。然其成員大多為素人，非

職業書畫家，雖也強調作品中詩、書、畫的結合，但畢竟與學有專精的職業書畫

家有程度上的差異，而書法更難有出色的表現。 

五、結論 

臺灣書畫會的活動，除提供在臺或來臺的書畫家互相切磋之機會外，也有提

高民眾鑑賞眼光與藝術知識的教化功能，同時也有活絡藝術品流通的作用。可以

說在日治初期臺灣書畫會所舉辦的如揮毫、展覽、書畫買賣等等活動，是當時最

為重要的書畫活動也不為過，其貢獻是有目共睹的。 

這時期的臺人書法作品，部分是承襲清治科舉文人風格，以二王為主，略參

歐陽詢、顏真卿、趙孟頫、鄭燮、何紹基風格；另一部分受郭尚先、呂世宜、謝

琯樵、葉化成等中國來臺書家的影響，72謹飭內斂溫和，線質偏於單一。日人的

書風縱肆外放剛健，雖有溫雅之作，然揮灑間見自信，線質多絞轉，豐富而多樣。73

 

日本本土的書風透過來臺書家的推廣、傳播，加上學校教育的因素，逐漸改變臺

灣的書法面貌，朝日本風格接近。臺、日書家並參，大略可窺知日治初期臺灣的

書法面貌。 

 

 

 

 

 

 

 

 

                                                      
71 臺灣南宗畫會，1918 年 2 月 9 日由村雲樸堂召集在臺北成立，會員有：片山毛膽、高井得堂、

鹰取岳陽、中川白雲……等人，16 日起連三天舉辦會員作品展。〈臺灣南宗畫會起る 十六日よ

り三日間 臺北俱樂部に展觀〉，《臺灣日日新報》，1918 年 2 月 10 日，版 7。顏娟英，《臺灣近

代美術大事年表》，臺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 10 月，頁 46，初版。 
72 蔡明讚，〈清以來臺灣書風源流淺探〉，《四百年時空名家書法》，何國慶編，臺北市政府文化

局，2010 年 12 月，頁 18。 
73 此段文字摘錄李郁周，〈臺灣書人參加日本書道作振會展覽會介析〉，《臺灣美術》91 期，2013
年 1 月，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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