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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藝術中心副主任專訪 
人物

 

【記者劉育孜專訪】提起張炳煌，只要介紹他是華視「每日一字」中那位主筆二

十年的書法家，相信很多人都會有深刻的印象。

 

 

 

　很多人以為他是淡江的新人，事實上，藝術中心副主任張炳煌在民國87年即受聘進

入淡江，接任麗澤大學交換學生的書法與繪畫課程，因為他懂日文，所以在教這些日

本學生的時候，他可以依照學生中文的程度而調整日文、中文使用的比例，讓學生務

必能夠聽懂上課的內容。麗澤大學的校長曾表示，他們的學生來台灣學習書畫的成果

非常好，每年這些交換生結束台灣的課程回日本時，麗澤大學都會為他們舉辦一個書

畫的成果展，這些都要歸功於張炳煌的教學有方。

 

 

 

　「學校本來就有成立藝術中心的計劃，只是一直未有實際的行動，而我認為這將會

是一個很好的藝術環境，可以帶給全校師生藝術的陶冶，因此來淡江教書後，便極力

促成藝術中心的完成。」因為有張炳煌的推動，藝術中心才得以在如此短的時間內付

諸實現。「萬事起頭難」，張炳煌用這句話道出籌備藝術中心的感想，他覺得一件事

情由零開始是有好有壞的，好處是可以按照計劃去揮灑；壞處是有些地方實在無從著

手，所以要思考的時間很多。

 

 

 

　張炳煌精研書法及詩詞古文，他在二十年前主持電視三台聯播「中國書法」的節目

，讓台灣學習書法的風氣開始興盛了起來。而眼光一向準確的張副主任，已察覺出將

來中國書法在主流上的傳承，會在台灣而不在中國大陸；「因為大陸在經歷文化革命

的時候，摧殘了不少文化，另一方面他們又實行簡化字，慢慢會斷送掉傳承書法文字

教育上的地位。」張炳煌這樣解釋著他的看法。藝術中心亦將設立一個由張炳煌副主

任主持的書法研究室，研究台灣的書法源流，這樣一來，藝術中心不但能以藝術品陶

冶大家的性靈，更能同時進行文化研究的功能，這將會奠定藝術中心在學術研究上的

地位。

 

 



 

　另一方面，張副主任提到：「網路科技已將全世界變成了一個地球村，如果我們只

一昧接受外來的文化就會被壓縮，因此，我希望在未來十年內可以將書法的藝術推展

到國際上。」從前的書法都是抄寫一些詩文內容為主，雖然中國人可以完全理解，但

是外國人卻無法領略，所以我們要利用書法字本來有的造型、線條、墨色變化、整體

的佈局去著手，讓它變成是一個連外國人都能夠欣賞的新的書法藝術。張炳煌笑說

：「淡江一向推行的三化政策，一樣可以用在書法的推廣上，我們不但要去思考書法

未來的走向，更要用資訊化的科技將書法的美宣傳到全世界，讓書法變成一個國際化

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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