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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學術圈】學術研究團隊專題報導─e筆融古創新 尋找文化DNA  
書香聊天室

 

緣起

 

2001年，時任文學院院長的行政副校長高柏園，看到時任書法研究室主任張炳煌教授

的企畫：書法和科技的合體，現代與傳統的對話，兩位文化人，決定邀請資訊工程系

教授郭經華、洪文斌及當時是博士生的陳振祥，組成團隊，文化、科技相互臨摹。具

哲學背景的高柏園思考，如何燃起新生代寫字的熱情？「擔心現在的小孩不寫字，因

此想讓新世代跟書法接軌，並增加傳統的魅力。」他認為，「孔子若在現代，以其『

入太廟，每事問。』的好學精神一定會學電腦，我們在這個時代有責任發展出當代的

價值。」面對傳承的使命，張炳煌認為「科技進步會衝擊傳統，沒有應變，必然被顛

覆。」他同時也受到郭經華、洪文斌等人的影響，深覺電腦科技有值得應用之處，跨

領域e筆團隊就此於2002年成軍。

 

研究特色

 

高柏園、張炳煌孵育「e筆書畫系統」，一路歷經神來e筆、舞墨、e筆神功產品問世

，它將古典文化融入現代生活，高柏園、張炳煌同時指出，「我們在創造未來的傳統

！」張炳煌強調，「e筆書畫系統」是學習的工具，它可以讓我們更快、更易深入傳

統筆墨運作出的書畫，提升學習效率，接觸「e筆書畫系統」就會領受它書寫、作畫

的擬真特色。張炳煌認為，書寫書法的毛筆，最大的價值在於運用提、按，來表現筆

跡的粗細和輕重，因此在研發e筆時即朝向追求擬真的特點。「但毛筆已經使用二千

年，e筆研發不到十年，其中自然有不同的文化意涵。」毛筆書法已然成為中華傳統

的代名詞之一，如何善用e筆的數位性質，以現代科技呈現與應用淵遠流長的書法文

化，是整個團隊的中心精神。

 

歷程

 

前文錙藝術中心主任李奇茂曾說：「張炳煌教授對書法的熱衷，這個地球上無人出其

右。」開發e筆歷經「發想規劃」、「以有限資源研發」、「獲得國科會支持」，張

炳煌一路走來始終熱情、執著、懷抱人文氣韻，「書法藝術不只是寫字的應用表現

，要寫到感動人心，牽涉很廣。」張炳煌傳承傳統的使命，尋求轉機，「什麼叫做傳

統？我們現在做的事情就是將來的傳統，如果我們現在不做，將來就沒有屬於我們這

個時代的傳統。」他看著新世代以數位化寫歷史，張炳煌想將傳統幾千年的筆墨精粹

，以數位化方式延展出去。因此，在高柏園領軍、張炳煌的熱情、郭經華及洪文彬潛



心開發下，「e筆書畫系統」因而誕生。2005年11月首次於「e筆定江山」活動亮相

，當時邀請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校長張家宜到場開筆題字。2007年3月推出臺灣試用

版，供本校師生搶先試用，同年4月「e筆」便擄獲美國人的心，進入美國教育體系、

與紐約師培中心達成合作共識，與NYiT的線上同步教學系統相結合。2010年更成立臺

灣e筆數位書畫藝術學會以立推廣，由本校校長張家宜任名譽理事長。

 

高柏園指出，開發過程中「動態字帖」、「飛白」及「渲染」是極大突破！洪文彬回

想，文化與技術的整合中，楷書的呈現花費不少時間，尤其是運筆時的輕重，「張炳

煌與我們不斷實驗，對於書寫的輕重他能精細的體會，讓寫出來的e筆書法更貼近真

實。在技術層面上，書法的『飛白』和書寫時紙質不同所造成的『渲染』，也著實花

費不少時間研發。」ｅ筆首開先例將書法的數位化，為中華書畫的傳承融合到現代科

技中，讓它跟著時代傳承，張炳煌認為，不是喊口號，「數位化書法的歷史上，將留

下淡江的名。 」e筆工具的大躍進，讓練字的功能，可一再檢視書寫者的筆順，糾正

書寫者的習慣。張炳煌指出，核心技術和動態字帖的研發最費心，因此團隊的溝通十

分重要，最終的成果更是團隊經過反覆嘗試、琢磨，「因為是前所未有的嘗試，所以

每當有不滿意，我們並不認為是挫折，而是希望修正到合意。」

 

e筆既要運用數位化的特色，也要能與傳統書法相結合。張炳煌想方設法要將ｅ筆推

廣出去，「動態字帖是使用者最覺不可思議的！　因而選擇使用者最感興趣的出發。

」動態字帖功能，可呈現古典碑帖的書寫過程，適合用在書法教學與推廣，目前日本

將引進e筆系統融入小學的書法教具和教材、中國大陸將從出版動態字帖來推廣e筆

，臺灣則將相關教具和教材導入國民中小學。另外，近期包括大陸8件故宮書法國寶

作品，張炳煌讓它們「復活」，如懷素自敘帖的狂草作品，活靈活現可看到其運筆

，並具靈魂的動起來，現場「哇！原來是這樣子寫的！」令觀者感動不已！

 

成果及應用

 

與太翰科技公司合作生產的「e筆書畫系統」，將研發成果作為教學及創作工具，如

：書法教學及繪畫。書法應用上，能記錄創作過程的「e筆」，使作品從無到有的一

筆一畫皆能重複播放，它的「動態字帖」功能，賦予古典碑帖新的生命力，輕點播放

鍵，讓這些臨摹字帖在學生的面前動起來，有如書法大師親臨現場示範。繪畫教學方

面，在手寫板上能表現出不同的筆性，選擇不同顏色、濃淡的畫筆，作為水墨畫的繪

畫工具。第三代e筆強化繪畫的運用，也表現出水墨畫的暈染、堆疊等技巧，增加了

繪畫的豐富度。  

 

從臺灣、中國大陸到日本，「e筆」呈現方式已受到肯定，自2009年7月開播的「華視



新每日一字」，便是以e筆書寫，顛覆過去以毛筆在九宮格上一筆一畫示範的拍攝方

式；2011年的兩岸漢字藝術節，邀請臺灣老、中、青等30位書法名家體驗這書法藝術

與科技的緊密結合，以e筆進行書法創作；今年兩岸漢字藝術節，更以故宮8件書法國

寶的動態筆跡復活，使眾人驚豔讚嘆。另由中華文化總會設立的中華語文知識庫網站

，運用e筆呈現歷代書體，張炳煌每日以20字書寫，現有近4千字。在各方成果斐然

，頗受好評。

 

未來展望

 

試想2300萬人寫同一字，會有2300萬個樣，可見書寫有其靈魂，高柏園思索「或許可

從書寫習慣中淬取出習慣，未來能有系統，在使用者寫500字就能解讀其書寫習慣

，而其是否也等同於文化的DNA？」他希望e筆可從文化DNA的角度，延伸出異領域研

究，如社會學、心理學、行為科學等。他也期待，「未來e筆能如毛筆，每根毛都有

感應器，接近書法的味道。」

 

 

 

e筆開天 淡江e筆團隊的努力與願景 文/高柏園

 

淡江e筆團隊成立在2002年，當時由文學院院長高柏園邀請張炳煌、郭經華、洪文斌

教授，試圖為電腦與人文之結合尋求新的創意與突破，進而以書寫為逐漸疏於書寫的

電腦時代，注入個人親身參與的書寫感動，並以e筆書寫系統為主要成果。

 

e筆書寫系統並不只是一種新的書寫工具，同時也適合各類書畫藝術及各種教學使用

，其發展性十分可觀。淡江e筆團隊強調跨領域的互補與整合，以人文活化科技，以

科技表現人文，e筆書寫系統便是典型的範例。同時，我們也就漢字教學平臺、教學

模式、以簡識正、動態字帖等內容，開發新的領域與工具。此中，人文書法的靈魂人

物是文錙藝術中心的張炳煌主任，張主任不但在臺灣推動書法教育不遺餘力，舉辦無

數次的書法比賽與活動，同時也將書法推廣及大陸、海外等地，尤其以e筆為工具的

書法革命，更是中國書法史上空前的創新與貢獻。晚近與故宮博物院的合作案中，張

主任將七件國寶級的書法作品予以動態化，受到全球的肯定與驚嘆！在技術方面，數

位語文中心郭經華主任、資工系洪文斌教授以及資工系陳振祥博士是技術研發團隊的

核心人物。諸如教學平臺、教學模式、STK檔等專業成果，皆出於此諸君子之手。值

得說明的是，技術團隊在研發過程中更加了解書法藝術之精妙，而人文團隊則在接觸

電腦的過程中，也更有自信將文化與科技做完美的結合。

 



淡江e筆團隊近期的目標，在積極將e筆書寫系統之商品有效推向市場，以獲得更多的

研發靈感與資源，此部分已與竹科的太瀚公司簽定合作協定書，同時合作向中國大陸

、日本、香港等地推展市場。中程目標則將開發更豐富的字庫系統及多相容的平臺系

統，保持e筆書寫系統的獨特價值與競爭力。

 

感謝校長及學校的支持，感謝團隊的努力與付出，感謝社會各界給予的肯定與指導。

我們將以更完美的成果奉獻給社會，好戲即將登場，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2012/12/03
 

 

 

行政副校長高柏園、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多年來，致力融合書畫藝術，推廣「e筆書畫系統」讓科技更接近傳統的

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