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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的倫理內涵： 

「自我修養」與「通往他者」的工夫論進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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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摘  要 

處在「後現代」之後的當代，各種課題亦進入更為艱辛的階段。伴隨著學術界對藝

術與美學的發掘，企圖重新找回一種消逝的靈光 (aura)，中國書法在當代的可能性亦成

為其中一個哲學討論的焦點。在中國哲學的傳統裡，修養與倫理，是一體不分的概念。

若書法能夠談及生命實踐的工夫，那麼如此實踐的工夫，如何開出一條通往倫理的康莊

大道呢？在這個問題意識下，開發書法的倫理內涵，成為了本文的要旨。書法，是文人

生命的一部分，在每個時代裡，都留下了許多文人的生命印記，因此流傳至今，無論是

文房器物、書作、書論或書家的傳記等，都蘊藏了豐厚待挖掘的資源。而書法承繼的思

想，離不開莊子和孟子。本文透過莊子和孟子的哲學闡發，特別關注身體與氣的面向，

與西方哲學進行跨文化的對話，企圖勾勒出「自我修養」與「通往他者」的工夫論。 

關鍵詞：書法主體，倫理，工夫，他者，虛化，養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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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書法主體」的當代意義 

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一個重大課題，即「現代化」(modernization) 的問題。現代

化的問題繁複，不同學科所著重的面向也不盡相同，然而普遍都會認為「工具理

性」以及「資本主義」乃是現代化關鍵的兩個推手。在「進步」、「破舊」、「立

新」的口號下，現代文明以計算性思維 (das rechnende Denken) 作為工具來行使權

力意志，配合利益最大化的資本邏輯之運作，使得世界成為了一個巨大的競技場。

在這座競技場裡，人與人之間存在著緊張的競爭關係，社會以名利權位的符碼來定

義何謂成功，各種人際以數字、利益的計算當作交往的籌碼，數據化、利益化的資

本邏輯已經無孔不入地侵入現代化的社會。用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 

的話來說：「算計者愈急迫，社會愈無度。」1 現代化的另外一個處境是「傳統」

與「現代」的斷裂問題，看似二分的兩個概念，卻有著千絲萬縷、糾纏不清的複雜

關係。 

書法，是延續著千古文人的靈魂所發展出來的修養美學，到了當代仍然有其迷

人之處，但同時也無法逃避現代化的挑戰。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下，一個書家在當代

應該扮演什麼角色，能對當代的生活處境帶來怎樣的啟發與回應，恐怕是當前臺灣

書壇值得思索的問題。 

探索人的生命處境，離不開生命主體的範疇，當代哲學思考人的「主體性」

(subjectivity) 問題，有兩大方向甚為重要：第一個方向是反省十七世紀笛卡兒 

(René Descartes, 1596-1650) 以降所形成的「意識哲學」，意識哲學以意識、心靈、

理性作為人的主體根基，強調一種自我認識以及自主能動性。但自海德格對科技的

工具理性批判以及德里達 (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對西方文明的「理體中心主

義」(Logocentrism) 之反省，這種以心智、理性為主導的「主體主義」(subjectivism) 

開始受到極大的質疑，2 甚至出現「去主體化」的批判思考。3 第二個方向同樣是

                                                 

1 海德格爾著，孫周興選編，《海德格爾選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所思──致吾

友勒內．夏爾〉，頁 1264。 
2 「主體」的概念往往容易跟政治權力掛勾，進而形成一種暴力，消融掉一切多元差異的可能性。

對此，列維納斯 (Emmanuel Lévinas, 1906-1995) 與德里達批判甚深。Emmanuel Lé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An Essay on Exteriority, trans. Alphonso Lingis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2008); Jacques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trans. Alan Bas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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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意識主宰的理性主體採取批判的進路，不過著重在回到「身體」的美學修養，反

對笛卡兒心靈和身體的二分架構。就西方哲學而言，強調心靈而忽視身體的思維模

式自柏拉圖 (Plato, c. 427 B.C.-347 B.C.) 就開始了，在傳統西方哲學的主流裡，理

性是就心靈而言，身體通常是連接著欲望，而欲望是理性的敵人，兩者水火不相

容，故希臘的一些修身方法往往主張對身體的節慾。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

1804) 則區分了理性和感性的不同作用，認為理性乃遵從道德法則的意志，在通往

一個神聖性的善之過程，拒絕任何衝動的感性，以此凸顯出理性的重要。然而，隨

著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 的力量美學與傅柯 (Michel Foucault, 1926-

1984) 的越界美學之提出，這種「向上修養」（強調理性、心智、意志）的哲學開

始有了一個新的轉向，即轉為「向下修養」（重視感性、身體、衝動）。4 

上述所言的這兩個方向並非平行不相涉地發展，尤其是在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 的身體現象學建立「身體主體」後，更是與尼采、傅

柯、阿多諾 (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 等人置入了更多身體、藝術、修養、

美學、批判的語境。「主體」的概念要如何理解，成為了當代哲學非常重要的議

題。有著工夫論傳統的中國哲學，其實踐性格也為修養、美學、主體等議題的「跨

文化哲學」提供了一條寬敞大道。5 

自鴉片戰爭到五四以來，中國受到西方思潮的激盪後，醞釀出相當豐富的跨文

化哲學語境，特別是民國之後的新儒家，更是在中西哲學上著力甚深，共同構築了

「跨文化批判」6 的土壤。有著歷史傳承的書法，並不僅有美感經驗而已，更是文

人的修身、靜心、養生的工夫實踐。書法本身有其特殊性，在古代除了具有實用性

                                                 

3 何乏筆，〈越界與平淡〉，《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0.4（臺北：2010），頁 48-54。 
4 參何乏筆，〈自由的辯證──阿多諾對康德的批判〉（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主辦，「2004 康德哲

學會議」，臺北：2004年 9月 29-30日）。 
5 值得注意的是，談到「現代化」，過去主流的觀點都比較偏向「西方現代化」。新文化運動時

期，許多有識之士就認為現代化是「西化」的過程，這忽略了非西方國家內部的現代化歷程。胡

適 (1891-1962) 將五四運動理解為文藝復興運動，本身就是以西方歷史作為參照架構來談中國的

現代化，這樣的理解不脫「西方中心論」和「歷史一元論」。相對之下，何乏筆提出了「內部現

代化」與「外部現代化」的交織過程，是更為恰當的分析架構。簡單來說，非西方國家的「內部

現代化」，是指自身內部的歷史、文化之發展經驗與條件，而「外部現代化」則是受到西方衝擊

後帶來的文化轉變，這兩重現代化的交織所形成的「混雜現代化」，為跨文化哲學提供了豐富的

土壤。何乏筆，〈創傷與創造：臺灣的文化糾結與中華文化的重構〉，《思想》，25（臺北：

2014），頁 160。至於中國的內部現代化，可以追溯到內藤湖南 (1866-1934) 的「唐宋變革論」，

到了晚明則是另一波發展高峰。感謝審查人的提問，讓本文得以釐清說明。 
6 「跨文化批判」的提出，參何乏筆，〈跨文化批判與當代漢語哲學：晚期傅柯研究的方法論反

思〉，《揭諦》，13（嘉義：2007），頁 2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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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書寫功能之外，它或是閒暇的消遣活動；7 或是書家心感鬱悶的抒發管道；或

是文人寄寓生命與身心安養的日常工夫，它的內涵概括了書法作品、書寫活動、書

寫者的生命情懷、性格以及書家的書學思想。也因為書法本身具有這樣的內涵，唐

代孫過庭 (646-691) 才提出了有名的「人書俱老」，這樣的觀點影響了後世很多的

書家。然而何謂「人書俱老」？如何個「老」法？進入到當代的生活，這是一個有

待尋找新的哲學語境來回答的問題。8 但不管如何，孫過庭已經點出了一個重要觀

念：書法與書家的生命歷程息息相關，書法可以涵養書家的主體生命，而書家的主

體內涵亦反映在書法上。因此，透過書法的傳統資源重新省思當代的主體觀，就並

非空穴來風，至少是有相當深厚的思想作為依據的。特別是在這科技發達、講究速

食文化的 E 時代，文明的物質生活影響了人的生活結構，人的思考變得單一化、

數據化，無論是身體或心靈，俱亮起了紅燈，當人的生命能量面臨不斷被金錢、科

技、數字耗盡的危機時，「書法主體」的提出，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9 書法主體

涵蓋倫理的面向，具有「主體─工夫─倫理」三位一體的架構，三者密不可分。書

法承載著豐厚的儒家思想和老莊精神，其倫理內涵，於當代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

問題。10 

要探究書法的倫理內涵，不得不從書論著手。關於書論，從古至今亦有相當豐

碩的記載，或對筆法、結構、章法的指點；或對歷代成名書家、法帖名碑的賞析評

論；或對書法的學問境界的探思，儘管著重點不盡相同，但是對於當代的書學研究

                                                 

7 如王羲之的〈蘭亭序〉，成於蘭亭集會上眾多文人墨客的詩吟酒酣之氣氛中。 
8 「人書俱老」的相關討論，可參熊秉明，〈書法與人生的終極關懷──老年書法研究班講稿〉，

《中國書法》，128（北京：2003），頁 33-38；蔡孟宸，《晉唐書論中的隱喻研究》（嘉義：國

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第 5 章，〈「老」的隱喻──書論中的境界

觀〉，頁 119-147。 
9 書法現代化的經驗和困難，至少展現在兩個層面：第一、書法作為重要的修養工夫，如何擺脫傳

統「心學」為主的架構（心靈、意識作為主宰），來談論身體經驗與身、心、氣的溝通，也就是

重新探討書法的美學修養在現代化經驗中如何可能。第二、就書法史的發展而言，書法的藝術面

貌呈現多樣，但在西方思潮（如抽象藝術、達達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的衝擊下，身體的解放、

強烈的視覺化效果、融入更多現代設計元素、去除文字結構、跨出書法工具的媒介等等，已經讓

當前書法的發展走向極端，如何重新理解書法藝術的創新與創造，也是書法現代化的挑戰。當

然，書法的工夫修養以及藝術面貌的創新，兩者並非截然二分的，但在當前的書壇裡，兩者可以

脫鉤。本文的重點放在對第一點的分析，至於第二點，已超出本文的範圍，需要另外撰文處理。

感謝審查人的建議，讓本文得以補充說明。 
10 儒家和道家或許存在思想上的張力，但在書法的領域，兩家都同時產生了影響而不衝突，特別是

莊子和儒家的思想，更是有很大的共通性。莊子與儒家的關聯性，可參楊儒賓，〈儒門別傳──

明末清初《莊》《易》同流的思想史意義〉，收入鍾彩鈞、楊晉龍主編，《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

主體意識與社會──學術思想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頁 257-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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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相當重要的意義。談及書法修養與個人生命的關係，背後也會有其歷史發展的

軌跡，包括不同時代的哲學以及社會、政治的發展，這對於書家如何看待書法與生

命的關係有很大的影響。不過一般而言，後代會承續前代的觀念，隨著時代的遷

移，累積的書學思想亦越來越深厚、廣博。然而，對於當代人而言，不同時期的書

論都相當重要，這些書論可視為理解當代書法的思想資源，因此本文在選取書論作

分析時，不侷限在某一時代，而依隨分析的脈絡進行討論。關於書法的倫理內涵，

它觸及到「自我」(self) 與「他者」(other)11 的面向，以下就這兩個面向做進一步

的探討。 

二、「道」在人書關係：自我修養 

(一)神遇養生 

養生的觀念在中國先秦就已經出現，《莊子》內七篇有一篇以「養生主」來命

名，把「養」、「生」與「主」並放在一起形成複合詞顯然有其深意。「養」已經

不再只是奉養父母的觀念，12 同時也具有內在自我的調整、關注、充實之內涵，

而「生」，是生存、生命、生活。在現代，一般人會把「養生」的概念理解為身心

健康意義下的養生，因為生理與心理上的需求是生命的基礎，所以活絡筋骨、規律

生活、延年益壽、情緒管理等自然成為了養生的焦點，很多健康養生的運動如太

極、瑜珈、跑步、靜坐等亦成為了時下重要的生活模式。但是在《莊子》的脈絡

裡，若只把重點放在延年益壽、增強身體功能，只能稱為「養形」，13 所謂的

「養生」，當然包括養形，但是不停留在壽考的層面，也指向一種工夫層次的德性

修為以及主體人格的完滿，14 故又以「主」稱之，「養生主」的意思顯然再清楚

                                                 

11 在本文，不區分「他者」與「他人」，端看行文脈絡決定使用哪個詞彙。 
12 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朱熹，《四書章句集

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論語集注》，卷 1，〈為政〉，頁 56。 
13 如〈刻意〉篇言：「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

祖壽考者之所好也。」郭慶藩輯，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2004），卷 6

上，頁 535。 
14 誠如楊儒賓所言：「莊子〈養生主〉的養生不是養身軀之生，而是『養性』，這是一般治莊者大

體都接受的解釋；就像他的『達生』，不是達生理生命之生，而是希望達到『形精不虧』，這也

是一般治莊者都同意的論點。但莊子所以用『養生』、『達生』之語，而不用『養性』、『達

性』，除了『生』『性』兩字原本同源，而且意義大幅重疊以外，莊子選擇了『生』字，更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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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釐清了《莊子》養生主的概念後，若將之放到當代哲學的脈絡裡，養生的觀

念更牽涉到主體能量以及生命政治、批判等一系列的概念，15 不過若不要牽扯太

遠，簡單來說，養生是一種自我完善的工夫，在這個意義上，人的身心關係與外在

世界的溝通、互動模式便成為了不能忽略的向度。 

過去心性論的發展，讓學界把焦點放在「心」的層面而忽略了「身」的重要

性，然而中國古代文人的修養並不是空談玄理心性，而是具體進入到藝術的場域，

舉凡琴、茶、書、畫等，都離不開身體的向度，或者說身體的精微變化與身心交涉

是中國美學修養的核心。除了身體，另外一個重要面向就是人與器物的互動模式，16 

人與器物的互動決定了作者的身心變化以及作品的藝術高度。在作者與作品的相互

關係裡，道亦在其中矣！書法所涉及到的器物，籠統而言，即文房四寶──筆墨紙

硯。書寫者與文房的關係構成了書法的活動。17 這樣的一個活動，自然離不開書

寫，書寫的目的是為了創作一件書法作品，但書法的審美觀，並不以外在「形質」

為最終追求的目標，「神彩」才是： 

書之妙道，神彩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於古人。18 

                                                 

見出生命問題之糾結複雜，難以調理，而又必須調理。」楊儒賓，《儒門內的莊子》（臺北：聯

經出版，2016），〈技藝與道〉，頁 340。「性」字源自於「生」字，兩者也可以互用，然而訓詁

學上的意思以及各思想家藉由此兩字要表達的思想不盡相同，訓詁對釐清一些重要的概念有幫

助，但是最終還是要回到這個思想體系來察看其意思。參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生與性──一個方法上的問題〉，頁 1-14。 
15 在當代哲學的養生議題以及文人美學與生命政治的跨文化視域，可參何乏筆，〈養生的生命政

治：由于連莊子研究談起〉，《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8.4（臺北：2008），頁 115-138。 
16 楊儒賓觀察到，器物的「器」在人文世界中有著重要的地位，亦是生活技藝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他說：「莊子告訴我們：具體的人間生活是由技藝穿透的生活，技藝是人與物之間的黏著劑。人

透過了技藝的事件，所有的物全化為意識結構中的項目，『物』成了人文世界的一環。這樣的

『物』用《易經》的話講，就是『器』。方以智說：『盈天地之間皆物也』，此句話稍加轉譯，

即是『盈天下之物皆是與主體共遊之器』，王夫之所謂：『天下惟器而已矣！』『器』一詞比

『物』更帶有人文精神的內涵，『器』不是洪荒世界之物。真實的人生不可能只是觀賞式地遊

物，而是要創造之，介入之，進而與物共化之，也就是『乘物以遊心』」。楊儒賓，《儒門內的

莊子》，〈無知之知與體知〉，頁 383。在文人的生活修養裡，除了自然世界的「物」，具人文意

義的「器」也非常重要。 
17 孫過庭的《書譜》提出了「五合五乖」之說，其中的一合一乖分別就是「筆墨相發」與「紙墨不

稱」，足見文房對書法的重要性。孫過庭撰，姚平譯註，《孫過庭書譜今註今譯》（臺北：正中

書局，1981），頁 26。 
18 王僧虔，〈筆意贊〉，收入孫岳頒等，《佩文齋書畫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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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的層次，可分為「神彩」和「形質」，前者屬於整體氣韻，帶有形上意味的境

地，後者屬於技巧性的形貌，包括點劃、結構、章法等，兩者雖然不同，卻密不可

分。神彩是體現在形質上的，沒有形質，即沒有神彩。神彩和形質的關係，如同

「道」與「物」的關係，莊子的「道無逃乎物」、道在物中，改變一下也可以說

「神無逃乎形」、「神在形中」，兼之才可繼承（「紹」）古人。「神」是中國傳

統經常出現的字，用來形容藝術與修為達到某個境界。19 然而，神彩所指涉的內

涵，不只是作品而已，也指向了創作者的內在主體狀態，明代項穆很清楚地指出了

這一點： 

人之于書，形質法度端厚和平，參互錯綜玲瓏飛逸，誠能如是可以語神

矣。世之論神化者，徒指體勢之異常，毫端之奮筆，同聲而贊賞之，所

識何淺陋者哉。約本其由深探其旨，不過曰：相時而動從心所欲云爾。20 

若書法的「神」或「神化」被狹隘地理解為「徒指體勢之異常，毫端之奮筆」，那

是淺陋的，深探其旨，應該是「相時而動從心所欲」。「從心」才是書法涉及神的

真正內涵。因此，項穆進一步說： 

陰陽舒慘之機從心所欲，溢然關雎哀樂之意，非夫心手交暢，焉能美善

兼通若是哉。相時而動或知其情，從心所欲鮮悟其理。21 

澄心定志，博習專研，字之全形，宛爾在目，筆之妙用，悠然忘思，自

然腕能從臂，指能從心，瀟洒神飛，徘徊翰逸，如庖丁之解牛，掌上之

弄丸，執筆者自難揣摩，撫卷者豈能測量哉。中庸之為物不貳，生物不

測。孟子曰：深造自得左右逢源。生也逢也，皆由不貳深造得之，是知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 5，頁 184。 
19 依據蔡孟宸的觀察，書法的「神」，有「超凡」、「神秘」與「精魄」、「靈魂」的意思，已經

超出了形質層面來談書家的主體狀態。蔡孟宸，《晉唐書論中的隱喻研究》，第 3 章，〈「神」

的隱喻──書論中的天人觀〉，頁 57-87。 
20 項穆，《書法雅言》，收入楊家駱主編，《明人書學論著》（臺北：世界書局，1984），〈神

化〉，頁 43。項穆受到當時的理學思想之影響，相當有系統地以儒家的視角建構了一套書法理

論，當中也包含了一種「道統」的思維，企圖建立一個「書統」體系，以王羲之為宗。本文並不

採取這樣的主張，但是其所論及的書法之於身心經驗，卻是相當有參考的價值，因此撇除過強的

「書統」意識型態的問題，就其對書法的體會而深論孟莊的身體思維於書法的意義。 
21 同前引，頁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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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之欲變化也，至誠其志不息，其功將形著名，動一以貫萬變而化焉，

聖且神矣。噫！此由心悟不可言傳。22 

一件書法的神韻如何，決定於書寫者內在的書寫狀態，情感變化的揮灑會一一反映

在書作上。23 把心思情意透過書法字的墨韻與線條表現出來。書寫時，一氣呵

成，源源不絕的情感、心思讓字產生動態的變化，字的變化即是書寫者的情感流動

之變化，而這種心手雙暢的身體經驗，可以心神領會，卻難以透過言語來表達。更

重要的是，這一段書論提到了「澄心定志，博習專研」，這就關乎書寫者的工夫論

問題了。「字之全形，宛爾在目」可謂「意在筆先」的另一種表達，之所以能夠做

到在書寫前胸有成竹，主體必須進入澄心定志、專注凝神的狀態，在書寫時，忘思

而自然，手、筆、心一體同流，方可從心所欲、揮灑自如。就像《莊子》的庖丁解

牛，得心應手，而整個書寫過程完成後，情意的抒發與能量的盈滿，即養生之道。 

中國文化一脈相承，書法的精神文化，離不開先秦諸子的思想，特別是被徐復

觀認為是中國藝術主體的《莊子》，更是許多書論會提及的。項穆用了庖丁解牛的

故事，顯然是別有深意。在《莊子》的庖丁解牛故事裡，庖丁藉由宰牛的經驗告訴

文惠君養生之法，關鍵在於「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神遇」與

「目視」是不同的知覺方式。所謂目視，即一般俗語所說的「肉眼」，單純只是光

線反射到視網膜形成圖像的視覺，因此無法見到「全牛」。而神遇是在視覺原理的

基礎上更為超越的一種身心交涉、與物共遊的主體狀態。進言之，這是一種很精

緻、精微的身體感，身體的觸覺和心靈的知覺達到和諧一致，相互發揮功能的極大

化，同時感知到整個牛體的筋骨血脈。而且，在這個過程裡，庖丁能夠從容自在，

手、肩、足、膝的運動和相互搭配，彷彿演奏了一場音樂會，這個畫面很美，能夠

讓觀看的人都融入了整個氣氛當中。這個時候，庖丁的身體、手握的刀和牛都在一

個同體共振的氣場中交流相遇，也就是一種遊化的主體狀態。當庖丁解完牛之後，

非但絲毫不感到身體疲累，反而「躊躇滿志」，精神盈滿，養生意味十足。不過，

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庖丁即便宰牛十九年，也已經達到「神遇」全牛的境界，但是

在宰牛前，還是會「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24 這裡的「怵然

                                                 

22 同前引，頁 44。 
23 清代劉熙載 (1813-1881) 云：「筆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為本。」劉熙載，《藝概》（臺北：

漢京文化，1985），卷 5，〈書概〉，頁 169。 
24 宋灝注意到這句文獻相當重要，他認為庖丁解牛時的緩慢動作是自我轉化的關鍵，並提出這一點

跟書法的書寫很類似，都是以身體取代意識，使用毛筆（刀）接觸到紙（牛）時所引發的自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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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戒」，是在解牛前調整自我的狀態，不應該看成戒慎恐懼，反而是融自由、舒

適、放鬆於其中的專注工夫，也表示一種尊敬、莊嚴、並非兒戲的心情。解牛的整

個過程並不急躁，而是「依乎天理」，25
 一方面以緩慢細微的動作來操刀，一方

面以身體感受刀觸碰牛體所回傳的訊息，而順著牛體的筋骨神經來「遊刃」。在這

個「遊刃」過程，生命的存養以及自我的轉化才逐漸達成： 

唯有透過極致細微緩慢的動作，庖丁的身體運動方面才可能從外在的行

動對象轉回至並干涉到運動本身，此時此刻就轉化運動的發生模式。經

由運動本身這樣一種內向轉換，每當庖丁又解剖一頭牛時，此轉換會在

庖丁的身體自我再進一步地沉澱，成為其處運動中之身體自我的成分。26 

所謂的工夫，並非一蹴而就，需要長時間的養成以及累積，庖丁的解牛工夫，也是

從生到熟再到「神遇」，然後才能「遊刃有餘」，將身體知覺的對象化為一整個運

動過程，再返回自身，累積沉澱、自我完滿，形成一來一回的循環。庖丁的解牛與

書法的書寫，有很高的相似性。27 書法的書寫，同樣不是以人的強行意志為主，

必須依順筆性來書寫。筆之於書家，宛若劍之於劍客，書寫者必須了解自己使用的

工具，當書寫者的意志和筆的特性達到相融相得時，書寫者的情感表現會舒暢地顯

露於書跡，完成後的作品亦顯妙處： 

吾謂信筆固不可，太矜意亦不可。意為筆蒙，則意闌；筆為意拘，則筆

死。要使我順筆性，筆隨我勢，兩相得則兩相融，而字之妙處從此出

                                                 

然的運動，這樣的運動是一種返回自身修養的工夫，他稱為「逆轉收回」。同時他注意到書法上

對於運筆行走於紙上的「疾」、「澀」對比的變化以及收筆的收回動作，從身體現象學來看是成

為「逆轉收回」的基礎。宋灝，〈逆轉與收回：《莊子》作為一種運動試驗場域〉，《中國文哲

研究通訊》，22.3（臺北：2012），頁 169-179。 
25 上述庖丁解牛的引文，均見郭慶藩輯，《莊子集釋》，卷 2 上，〈養生主〉，頁 117-119。 
26 宋灝，〈逆轉與收回：《莊子》作為一種運動試驗場域〉，頁 178。 
27 近來已有不少學者用庖丁解牛的養生義涵來談書法，相關論文可參陳重羽，《技進於道──論

《莊子》技藝寓言到書法之道的身體向度》（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2），頁 87-113；蕭一凡，〈用刀以養刀：論「養生刀法」對「釋筆行道」的批判性啟示〉

（高雄市中國書法學會主辦，明宗國小、明宗書法藝術館協辦，「臺灣書法與書法批評──學術

研討會」，高雄：2014年 4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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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28 

「我順筆性，筆隨我勢」是書法用筆的基本原則，否則掉入「意闌」或「筆死」的

窠臼裡，則很可能不是「歲更筆」，而是「月更筆」，筆損字壞，非養生之道。寫

字，是很輕鬆自然的事，但不代表可以掉以輕心，書寫前的態度，亦很重要，甚至

帶有一份「敬」意： 

字學，以用敬為第一義。凡遇筆硯，輒起矜莊，則精神自然振作，落筆

便有主宰，何患書道不成。29 

庖丁解牛前要「怵然為戒」，那是進入「神遇」遊刃工夫的關鍵，書家在寫字前，

也會「用敬」、「矜莊」，甚至「澄心定志，博習專研」，這樣書寫前的心理狀

態，是一種面對書法的心理調整，也是自我轉化的關鍵。經過凝神專注、用敬矜莊

的調整後，精神為之一振，進入書寫的狀態就可以「放筆一戲空」，情感的抒發，

躍然紙上，而當毫端碰觸紙張後，身體感觸到紙張回彈的反作用力而自然調節的運

筆節奏和提按，會形成線質的微態變化，那是一種細緻的調整，非意識所能控制，

是身體依順筆性、紙性自然而然形成的。因此劉熙載才會談到用筆的「疾」、

「澀」時說「斯不期澀而自澀矣」： 

古人論用筆，不外「疾」「澀」二字。澀非遲也，疾非速也。以遲速為

疾澀，而能疾澀者無之！ 

用筆者皆聞澀筆之說，然每不知如何得澀。惟筆方欲行，如有物以拒

之，竭力而與之爭，斯不期澀而自澀矣。澀法與戰掣同一機竅，第戰掣

有形，強效轉至成病，不苦澀之隱以神運耳。30 

從字的表面義來看，澀是慢，疾是快，實則非也，而是快中含慢，慢中顯快，隨著

筆勢和紙張的摩擦而做適當的快慢調整。換言之，在行筆時，澀疾並不見得一定都

區分地那麼清楚。書寫者的情緒表現，在運筆的過程展現在線條、結構與章法上，

                                                 

28 周星蓮，《臨池管見》，收入楊家駱主編，《清人書學論著》（臺北：世界書局，1984），頁

10。 
29 同前引，頁 12。 
30 劉熙載，《藝概》，卷 5，〈書概〉，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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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書寫的摩擦與觸覺，會將這種看似向外的意向性「逆返」回書寫者自身，引發微

妙的身心轉化。進一步來說，書寫者與作品的關係是雙向的，在書寫的過程裡，一

方面作品反映了書寫者的情感、意念、學識、審美觀等，31 一方面書寫者也受到

了作品的轉化。當書寫的狀態進入到這樣的「雙向過程」，就是劉氏所言的「神

運」或庖丁所講的「神遇」，「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可改寫為「其於遊筆必有餘

地矣」。在這個過程裡，書寫者的心、手、筆乃至於作品本身，都是通體流暢，一

氣化成，即莊子所謂的「遊化」。一旦書寫完畢，身心亦得到轉化，頓覺神清氣

爽，擱筆於桌，躊躇滿志，環視四週，莞爾一笑，此乃神遇養生之方也。 

(二)盡心養氣 

談到「養氣」，很容易令人想到孟子。孟子訴說自己不動心的工夫時，言「我

善養吾浩然之氣」，32 這裡的浩然之氣，是道德意義下由心志而發的氣感，能夠

通天徹地，感通萬物。浩然之氣純然至大，涵養到某個程度，即是一種「上下與天

地同流」33 的聖化之境。而通常書法所講的「養氣」，是一種血氣或心氣的調

節，是就生理和心理意義下來說的，若要達到更為廣大的修養境域，會以「神」來

表述。然而，氣和神的關係極為密切，兩者是二而一的概念，養氣到了某個程度

後，即與「神」無異。進一步來說，書法上的養氣，會涉及到道德意義的自我倫

理，即一種道德修養的工夫。 

若將「身」和「心」區分來看，氣是比較接近「身」的範疇，過去的意識哲

學，容易把「心」看做一個具有超越向度的基礎，而忽略了「身」的重要性。但

是，隨著身體觀以及氣論逐漸獲得學界的重視，34 儒家工夫論中透顯的氣、身體

也在各種理論視角下累積了豐碩的研究成果。35 氣的涵養和擴發，離不開身體的

運動，書法上的揮毫書寫，本質上就跟氣有莫大的關聯。如上一節所述，一件書法

作品，要寫得有生氣，必須凝神專注，身心順暢協調，在投入的當下，心思清澈了

然，如此則可進入一種「心正氣定」的狀態： 

                                                 

31 劉熙載：「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同前引，頁 170。 
32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 3，〈公孫丑章句上〉，頁 231。 
33 同前引，卷 13，〈盡心章句上〉，頁 352。 
34 黃俊傑，〈中國思想史中「身體觀」研究的新視野〉，《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0（臺北：

2002），頁 541-564。 
35 楊儒賓，《儒家身體觀》（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8）；楊儒賓、祝平次

編，《儒學的氣論與工夫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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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謂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

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此正是先天一著工夫，省

卻多少言思擬議，所謂一了百了也。36 

「心正」是儒家的工夫，持一而止謂之正，一者，「誠」也。37 心思專注，心念

不偏，如此則氣定、心神不潰散而身體保持一個穩定、平靜、輕柔、放鬆的書寫狀

態，運用靈活的腕部揮灑筆毫，把筆的力量輸送到紙面，力透紙背，不滯意巧思，

隨心戲筆，自然而然。這樣的書寫經驗與感受，對周星蓮來說，非語言能夠表達。

書貴自然，所謂「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說是無意卻意在筆先，言是有意卻

不知然而然，這是書法追求的境界。一個書寫者，要將自己的生命精神與性情

（「神凝」），藉由腕、筆、墨的書寫注入到書法字跡（「象滋」），首先必須心

正氣定，勿暴躁氣。即孟子所講的「持其志，無暴其氣」。38 在孟子的系統裡，

除了充斥天地之間的「浩然之氣」，還有「平旦之氣」或「夜氣」，39 這些氣內

存人心，持養之，則能夠發跡行動，滲透肌膚表現在舉止之間。孟子的氣，並不是

虛說，而是真實存在的氣。「浩然之氣」與「平旦之氣」之外，孟子還提出一個與

「志」對舉的「氣」，也就是「無暴其氣」的「氣」。這種氣是一種血氣（生

理）、心氣（心理），是就情緒或生理機能而言。人之所以心中不純，持有惡念，

乃因人的耳目之官受到外在事物的誘惑與干擾，導致良心放失，如孟子言：「耳目

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40 而人會被外物所蔽，乃因人

有情緒與情欲，人的情緒與情欲是由於感官受到外在事物的刺激而引發的，這是與

「志」對舉的血氣、心氣。關於「氣」和「志」的關係，可看以下這段文獻：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

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

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

                                                 

36 周星蓮，《臨池管見》，頁 19。 
37 《大學》云：「意誠而后心正」。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大學章句》，頁 4。 
38 同前引，《孟子集注》，卷 3，〈公孫丑章句上〉，頁 230。 
39 人在深夜時，尤其是清晨天未亮睡醒時，心中會有一種清澈靈明，即孟子所講的平旦之氣，又稱

為夜氣。同前引，卷 11，〈告子章句上〉，頁 331。 
40 同前引，頁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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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41 

這是孟子與公孫丑的一段對話。此處的「志」，是道德意志的簡稱，也可稱為

「心」。志（心）和氣之間的關係是相互影響的，志可以引導氣，但同時氣也可以

反過來動搖志，孟子舉了一個日常生活的例子，若一個人疾速快走，身體血氣則會

流動很快，呼吸也會加快，在這個狀態下，原本平靜祥和的心情就會變得波動起伏

很大。孟子舉這個例子，只是要說明血氣對人的心理狀態會造成影響，但他背後其

實要說的是，人的情緒、情欲，若擴大到某個程度，會影響心志。因此，要穩住這

個道德心志，就必須「持其志，無暴其氣」，不要輕易讓自己的血氣、心氣受到外

界的誘惑而波動起伏太大進而影響到心志。孟子並不是完全否定心氣和血氣的作

用，因為氣內存人體，具有重要的價值，而志與氣的健康互動，應該是以志引氣，

在道德意志的引導下，這種氣不偏滯散亂，反而可以上升為純然的浩然之氣，使得

人體生輝，反過來滋潤人體，42 即《大學》所講的「德潤身」。43 質言之，孟子

雖然區分了道德意義下的氣和生理、心理意義下的氣，前者為純然精細之氣，而後

者則是濁然粗糙之氣，但是兩者不是截然二分，在道德心志的引導下，後者能夠上

升為前者。在進程上，先無暴其氣（血氣、心氣），然後養氣（平旦之氣、夜

氣），進而充而擴之（浩然之氣），表現其外。無暴其氣和養氣的一個基本前提

是，正心持志，在這個意義下，書法的心正氣定，則具體地展現了一套養氣的修養

工夫。因為在展開書寫前後的用敬、澄心、定志、正心，都是一套免受外在的干擾

或避免心思散亂的工夫，藉由書寫運動所帶來的血氣、心氣的氣動，逐漸純化至心

靈深處，配合道德情感，遂成就一股幾微的浩然之氣，這就是所謂的書法修身，故

《大學》又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

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44 

                                                 

41 同前引，卷 3，〈公孫丑章句上〉，頁 230-231。 
42 朱子云：「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朱熹認為，志

能引導氣，而氣也能養志，兩者的互相影響應該是健康、有機的。同前引，頁 230。 
43 《大學》云：「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也。」同前引，《大學章句》，頁

7。 
44 同前引，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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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其心者，在於免除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等各種焦慮和急躁，也正好是書法工

夫的用敬、澄心、定志、氣定所對治的問題。人只要必須面對社會，感官就離不開

外在的紛擾，隨著紛擾帶來的各種憂慮、恐懼、欲望等就會不斷地以各種形態出

現。而書法，正是一個進入寧神正心的工夫實踐。唯有能夠正心，才能意隨筆達，

筆致成書： 

欲正其書者，先正其筆；欲正其筆者，先正其心；若所謂誠意者，即以

此心端己澄神，勿虛勿貳也。45 

正心而後能正筆，正筆而後能正書，以一「正」字貫通心、筆、書。此處的「正其

書」，並非把字寫得端端正正，毫無體勢；而是整體的氣韻能夠透顯人的真性情，

非虛情假意、急功近利的媚俗之風。46 所謂的「正其筆」，也不是把筆桿拿得直

直，而是用最適當、自然的方式拿筆，用筆不當，則無法寫出性情之作。因此，書

寫的當下，仍需持誠用敬，專一心思於點劃筆墨，如此則忿懥、恐懼、好樂、憂患

之氣遠矣。 

上述引用孟子和《大學》的修身工夫，乃在於說明書法對身心的修養，與自我

倫理有著密切的關係。當然，這並非一廂情願認為善書者，必然有良好的道德，而

是書法本身能夠滋潤書寫者的身心，藉由書法的修養，能夠幫助提升自我的道德涵

養。有道德意志的人，並非理所當然可以從一而終，永不失誤，面對世界的各種誘

惑、複雜以及人性的幽微，心中的一份善念、溫情很容易被吞噬。也因為如此，曾

子才會在臨終前借用了《詩經》一句話來形容自己對生命的謹慎：「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47 對於人心容易迷失這件事，孟子看得很透澈，48 因此他才不斷鼓勵

世人養氣、盡心，以工夫論的實踐讓自己的本心處在純然寧定的涵養狀態，也適度

調節走偏的生命。這樣的工夫，並不是抽象的理論，而是能夠藉由書法來完成的實

踐方式。書法的內涵，還包括「字外工夫」，也就是一種生命內在的修養。若只執

著於書寫的技巧，只是「字內求字」，縱然字寫得不錯，也難臻化境。書法要不落

                                                 

45 項穆，《書法雅言》，〈心相〉，頁 47。 
46 項穆云：「蓋聞德性根心，睟盎生色，得心應手，書亦云。然人品既殊，性情各異。筆勢所運，

邪正自形。」同前引，頁 45。人的性情大不同，書法亦有各種風格面貌，但大體而言，仍可歸屬

於正與邪兩造。 
47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 4，〈泰伯〉，頁 103。 
48 孟子把迷失良心的人形容為「陷溺其心者」、「放其良心者」。同前引，《孟子集注》，卷 11，

〈告子章句上〉，頁 329、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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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套，寫出屬於自己獨特氣韻的作品，字要「工」之外，也必須提升自己的美學內

涵、知識見聞、道德修養等，凡此，即「字外工夫」。宋代黃庭堅 (1045-1105) 提

出了「書貴」的理論： 

學書須要胷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若其靈府無程，

政使筆墨不減元常、逸少，只是俗人耳。余常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

為，唯不可俗，俗便不可醫也。49 

書之所以可貴，在於「中有道義」，又能夠廣讀「聖哲之學」，如此則不俗而

貴。黃庭堅所講的道義、聖哲，就是「字外工夫」，若沒有半點道德涵養，心胸狹

窄、唯利是圖，那麼即便得到鍾繇（字元常）、王羲之（字逸少）這些大書法家的

筆墨技巧，終究也只能落俗。技巧的嫻熟，是初學者的要求，若要不斷在書法的道

路上精進，則必須有字外工夫的修為。換言之，書法的投入、參與，層層精進，到

了某個階段，必須進修字外工夫，字內工夫與字外工夫同樣重要。初學書法，當先

學習古人的筆法，深得古人精髓後，若要繼續往更高境界前進，就必須「出帖」，

慢慢形塑屬於自己氣韻風格的書法。寫出屬於自己獨特氣韻的書法，並不是要在面

貌上強行標新立異，否則容易出現各種怪（乖）異的面貌，而是要在整體氣韻上能

夠散發出一種屬於自己的精神氣質。50 而要寫出如此的作品，就不能不「字外求

字」。用筆技巧、結體形狀、章法布局等，或許不出古人，但是字外工夫，每人不

同，性情亦異，形諸於書跡，則會有不同的氣韻，此乃書法之妙。黃庭堅點出了

「學書」、「道義」、「聖哲之學」以及「可貴」、「不俗」之間的關聯，一方面

指出學書者，若要免俗、不做「書奴」、「書匠」，不可略過道德的滋潤，另一方

面也點出了，古代聖哲之學，並不是掛空玄談，而是能夠印證在書法上，如此「人

書俱老」才有可能。若能做到黃庭堅所言的「中有道義」，就能符合孟子的「盡

心」。 

書法的盡心養氣，在項穆得到進一步的發揮： 

                                                 

49 黃庭堅，〈論書〉，收入孫岳頒等，《佩文齋書畫譜》，卷 6，頁 213。 
50 書法的發展，源遠流長，各種書法的風格、面貌，幾乎都能夠在書法史上找到蹤影。到了二十一

世紀的當代，要在面貌上獨樹一格、前無古人，幾乎不太可能。也因為如此，不少人為了凸顯自

己的獨特性，刻意標新立異、故弄玄虛。要寫出自己的風格，不是侷限在「形質」的層次，而是

在整體書法神韻上能夠令人感動，墨跡上印刻著自己的真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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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書之前，定志以帥其氣；將書之際，養氣以充其志。勿忘勿助，由勉

入安，斯于書也，無間然矣。夫雨粟鬼哭，感格神明，徵往俟來，有為

若是。法書仙手，致中極和，可以發天地之玄微，宣道義之蘊奧，繼往

聖之絕學，開後覺之良心，功將禮樂同休，名與日月並曜。豈惟明窗淨

几，神怡務閒，筆硯精良，人生清福而已哉！51 

書寫前，先以志引導氣（「定志以帥其氣」），使其不散偏，即孟子的「持其志，

無暴其氣」，此處所調節的氣，既是血氣，也是心氣；在書寫時，能夠逐漸將生理

和心理意義上的氣轉化為可以滋養心志的道德意義下的氣（「養氣以充其志」），

即孟子的「善養浩然之氣」。若書法得養，則可開覺、滋潤吾人的良心，使其心性

得以明覺朗照，清澈無染，感通天地。書法的世界，深奧似海，一旦用生命投入，

會發現書法無窮的生命力，書法之海令人沉醉不知時日，當一個生命長時間浸泡在

書法的陶冶下，逐漸會有體驗，彷彿可以感覺到書法的「邀請」，進入更為深邃的

生命領域，這樣的邀請，致使學習者在性情上容易貼近古人的智慧，欲主動求學領

會聖哲之奧義，日積月累，工夫日深，心境上亦同契天地，當中妙理，不易言詮。

書法除了可以涵養心性，還可以孕育才情學問： 

作書能養氣，亦能助氣。靜坐作楷法數十字或數百字，便覺矜躁俱平。

若行草任意揮灑，至痛快淋漓之候，又覺靈心煥發。下筆作詩、作文，

自有頭頭是道，汨汨其來之勢。故知書道，亦足以恢擴才情、醞釀學問

也。52 

人的一生，需要學習很多的事物，舉凡為人處事、學養知識、審時度世，無一不傷

神耗腦，一旦雜務纏身，更覺煩心。學習書法，恰好需要心靜靈明，方可創作無

礙，若心思為雜事凡物閉塞，則難有靈感。書寫楷書，可以讓原本的矜躁得以平

緩，若書寫節奏多變的行草，寫到任意揮灑、痛快淋漓時，又會有一層「靈心煥

發」。因此，適當的靜心書寫，可以轉化急躁、煩悶的情緒，並疏通情感，一旦情

感得以疏通，神思得以活絡，則可以培養創作的才情，醞釀學問。對事物感受能力

的培養，促進人與物的交流，正是培養道德人格（養氣）的基礎。同樣的，要把生

                                                 

51 項穆，《書法雅言》，〈神化〉，頁 45。 
52 周星蓮，《臨池管見》，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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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所學融會貫通、豁然於心，需要恬淡寧靜的環境醞釀。若把項穆的話放到這邊來

看，則是「明窗淨几，神怡務閒，筆硯精良，人生清福」的書法人生，這何嘗不是

一種得以頤養靜心的生活？書法，能夠靜心、凝神、存敬、用誠，一方面去除各種

散亂的心緒，一方面能夠抒發情感，既可滋養道德情感，亦可醞釀才情學問，凡

此，都是在「養氣」的基礎上得以展開。書法的自我修養工夫，成就的並不只是一

件藝術作品，同時也塑造了一個主體人格。如此的一個主體人格，並非一蹴而成，

而是一點一滴地累積，在長期受到書法的薰陶下，能夠神遇養生、盡心養氣，貫通

藝術才思、心懷聖哲之學，澄懷性情，慢慢步入自我完善之境地。 

感受能力的培養，在倫理關係上有助於我們更加體會他者的處境，並做出合宜

的回應，下一節將扣連到「虛化」與「體知」來做出進一步的分析。 

三、虛化與感受：通往他者 

書法能夠自我修養，並不難理解，修養意味著生命自我的完善化，這個完善化

的過程，除了自我身心的安養，也含有道德自我的內涵。道德自我，必蘊涵一與他

人關係的意義。然而，書法的書寫活動，涉及的是自我的問題，如何擴展到他人的

關係？要思索自我與他者的問題，就會牽涉到人的主體性是如何構成的。若把自我

與他者的議題放到倫理的層面來看，書法的工夫修養能夠扮演怎樣的角色呢？或

許，可以藉由法哲列維納斯的「他者哲學」來凸顯書法所隱含的他者倫理之向度。

列維納斯是法籍猶太人，也是海德格的學生，二戰期間，曾被關進俘虜營，其家人

也在這期間遭受納粹的毒手，這樣的生命經歷，深深地影響了他的哲學思想。 

列維納斯反省了西方哲學的本體論 (ontology) 傳統，認為這是一種「總體

性」(totality) 的思維，以一種理論概念的系統去消融、吞噬多元的現象，也就是

說，在各種差異現象背後尋找一個普遍性、根源性的基礎，以統攝各種樣態的存有

者。53  表現在倫理的關係上，則是在一種思維框架下，以一套模式去同一化 

(identify) 他人，特別是面對與自身文化差異甚大的人，普遍習慣放大自己的角度

                                                 

53 列維納斯對海德格的存有論有很深刻的批判，海德格在納粹執政期間的 1933 年擔任了弗萊堡大學

校長，被認為是與德國納粹勾結的明證，這件事成為了海德格一生最大的汙點。列維納斯認為海

德格會走上與極權政治合作的道路跟他的存有論思維有很密切的關係。關於海德格的納粹問題，

可參張祥龍，《海德格爾傳》（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 245-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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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給對方置放在一個分類的位置。這是一種自我中心下對待他人的理解模式，透過

存有的概念、知識或理論對他人的收編、消融，列維納斯稱這樣的關係為「理論式

關係」(theoretical relation)。自我與他者之間的相處會有一種互相理解的過程，當

自我嘗試用一套觀念、理論來理解他者時，被理解的他者就是「被認知的存有」

(the known being)。若以一種存有邏各斯 (Logos) 式的知識系統去牢套在他者身

上，他者的他異性 (alterity) 會在這個認知模式下被化約掉。54 推本溯源，這種化

約他者的理論式關係，與本體論的思維模式有密切的關係： 

西方的哲學長久以來一直是本體論，藉由插
‧

入一中立的詞而把他者化約
‧‧‧‧‧‧‧‧‧‧‧‧

為同者
‧‧‧

。這中立詞確保存有的理解。55 

他者的中立化會變成一個主題或客體──顯現，亦即是把它的位置放在

聚光燈下，這便是把他者化約為同者
‧‧‧‧‧‧‧‧‧‧‧

。本體式認知的方式讓生存者吃

驚，以為所論的生存者是陌生人，其實此認知展示並制約他者，使它失
‧‧‧

去主體性
‧‧‧‧

與顯現自
‧‧‧‧

身
‧

，任人闡釋
‧‧‧‧

，化為
‧‧

一個
‧‧

概念
‧‧

。56 

以存有概念的牢籠困限他者，取消其他異性，即是一種他者的中立化  (the 

neutralization of other)，所使用的化約概念就稱為中性詞 (neutral term)。一旦他者

被「同者」57 吞噬為一個整體概念下的對象，就等於把他者的獨立自主性給消溶

掉了，若自我主體的主宰與本體論結合，就會成為列維納斯所批判的獨我論 

(egoism) 或獨我學 (egology)。58 

有意思的是，列維納斯對主體主義的批判，也呼應了幾千年前的莊子。莊子對

「語言─主體─自我」的共構關係有相當深層的批判。59 在莊子看來，人對世界

                                                 

54 Emmanuel Lé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pp. 42-43. 
55 Ibid., p. 43. 中譯見列維納斯著，汪素芳譯，賴俊雄校譯，〈形上學與超越〉，《中外文學》，

36.4（臺北：2007），頁 52。本文獨立引文中的上加重點標記俱為筆者所加。 
56 Emmanuel Lé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p. 43. 這段文獻的中譯，筆者參考汪素芳的中譯後自行做了

一些調整，參列維納斯，〈形上學與超越〉，頁 53。 
57 一般來說，對比他者的概念是自我，列維納斯在《整體與無限》裡，會特別用同者 (the same) 來

指稱化約他者的主體我，一旦同者把他者化約掉了，他者就變成了一個概念，失去了「他異

性」。「同者」一詞，更能凸顯出同一化他者的意涵。 
58 Emmanuel Lé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p. 44. 
59 有關莊子與列維納斯的跨文化對話，可參宋灝，〈由列維納斯的回應思維與日本石庭來談論《莊

子》「與物化」〉，《臺大文史哲學報》，87（臺北：2017），頁 151-178；陳康寧，〈《莊子》

的解構哲學與他者倫理〉，《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59.1（臺北：2021），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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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無法避開語言所形塑的認知方式，人藉由語言來觀看、捕抓外在事物，語言

本身就承載了價值，甚至可以說，語言就是理論的化身。一旦人對事物採用命名的

方式來貞定這個世界，這個世界就會掉落該理論架構下所理解的方式。每個人都使

用自身的一套語言來理解萬物、他人，往往會執著於一種定見而難以逃脫主觀本位

的視角，莊子將之稱為「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

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

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

也。60 

對於一個「物」是什麼而不是什麼的理解，源自於語言的二元結構（「彼是」），

由此二元結構延伸為生死的劃分以及是非的分判。而這些都是聖人必須要超克的對

象，否則就落入一端。莊子對語言相當謹慎，甚至認為語言容易走向一種華麗的表

達方式而遮蔽了真理（「道」），故曰：「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61 語言

與人的認知息息相關，而認知會形塑一個人的主體。一個人學得一套語言系統，即

表示其主體的認知、價值、觀看世界的角度是由該語言系統所決定。伴隨該語言所

承載的價值，會影響主體對事物採取的詮釋、觀看視角，這樣的觀看視角也是一套

分類系統，用一種思維把外在事物收編在該系統本身所賦予的分類位置與價值定

位。這種思維若成了一種習慣的認知模式，則會落入定執、定見的窠臼，進而產生

偏見、刻板印象、誤解等，莊子稱之為「隨其成心而師之」：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无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

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62 

「成心」即是由語言形構的主體性，人很容易選擇習慣、安全、規則化的思維模式

來觀看世界，若執取這種單一化的思維模式，很容易就把自己認定的價值標準套用

在他者身上，甚至在人倫關係上亦會出現列維納斯所講的，把他者化為一個概念 

                                                 

60 郭慶藩輯，《莊子集釋》，卷 1下，〈齊物論〉，頁 66。 
61 同前引，頁 63。 
62 同前引，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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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es a concept)，對此，莊子亦有相當敏銳的覺察：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无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

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

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

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 

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

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

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63
 

子產貴為達官顯要，以高姿態看待出身寒微的申徒嘉，不屑與之「同起同坐」，甚

至質疑他身體殘缺，還妄想成為一個有德之人。子產看待兀者申徒嘉的心態就是一

種成心定執，用一套傲慢、自大的方式把申徒嘉化約為無論是道德還是權力地位都

「低人一等」的對象，只能任人詮釋而沒有主體性。在這個意義下，屬於申徒嘉自

身獨特的「他異性」亦會被消除。語言本身就會帶來遮蔽，因為語言所形成的知

識、理論，基本上就是邏各斯的運作，要對治這些主體主義或自我中心的問題，莊

子提出了「天府」的概念：「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

有能知，此之謂天府。」64「天府」的「不言之辯，不道之道」有兩個重要的內

涵：卮言和技藝。65 在本文的脈絡裡，特別關注後者。若一個人的封閉主體來自

語言的定執，那麼對治之道則是要採用一種流動變化的卮言，想必不難理解。然

而，技藝呢？技藝與身體密切相關，但是並非完全跟「知」脫鉤，所謂的「體

知」，就是一種以身體為主體的認知方式，並非抽象概念、語言、命題知識 

(propositional knowledge)，而是藉由身體運動、觸感來加以「體會」的認知方式。

以體知所獲得的「真理」，經常無法化約為語言。在歐洲自梅洛龐蒂之後，理解這

個世界，不再侷限意識、理論、概念的認知，身體向度的感知模式亦有其不可被取

代的重要性。不難發現，莊子相當注重身體技藝，特別是藉由身體的面向打開了一

種物化、神遇、虛化、喪我的工夫論；這些工夫論所通達的「道」，絕大部分都是

                                                 

63 同前引，卷 2下，〈德充符〉，頁 196-198。 
64 同前引，卷 1下，〈齊物論〉，頁 83。 
65 關於莊子如何談卮言和技藝，可參楊儒賓，《儒門內的莊子》，頁 22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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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在身體技藝的基礎上。66 

綜觀書法史的發展，書法未曾在文人調節生命、轉化自我這件事上缺席過，若

進一步分析，書法的工夫亦在人倫關係上能夠帶來一定的作用。如上所述，人倫關

係牽涉到自我與他者的看待模式，一般人容易以一種同一化的總體性思維來化約他

者，因此「轉化認知」是通往他者的基本條件。若身體和技藝是轉化語言、概念的

習性與僵化的一種實踐工夫，那麼書法亦自然含有這個層面的轉化內涵。書寫看似

是一個簡單的動作，其實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古代書論上的「意在筆先」、「心手

相應」、「假筆轉心」，已經點出了書法上的心與身之複雜互動關係，換句話說，

書法不但必須在「心」上做工夫，也必須在「身」上做工夫，在身心的關係上，則

是「身主心」與「心主身」的辯證模式。67 所謂在「心」上做工夫，即定志、澄

心、用敬，在「身」上做工夫則是書寫的運動姿勢以及疾澀觸覺來掌握書寫節奏與

用筆。這兩個層面都必須掌握好才能夠真正寫出有神采的作品。身心兩個層面會相

互影響滲透，導向一種「主體虛化」的敞開模式。唐代虞世南 (558-638) 有云： 

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如，則契於妙。……故知書

道玄妙，必資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機巧必須心悟，不可以目取也。68 

虞世南此處所言的「神遇」與莊子庖丁解牛的「神遇」，真可謂之「神遇」（相契

合）！人用感官來接觸的外在事物，基本是一種「順」的感覺 (sense)，聲之於

耳、色之於眼、嗅之於鼻，都是誘發人的心緒、情欲的觸合。外在雜多的資訊，容

易造成人的心思被遮蔽，同時也容易被既定的觀念封限。而學書的收視反聽、絕濾

凝神的工夫，則是一種五官「逆」的收攝工夫，或可視之為「去主體化」的工夫，

一方面把雜多的訊息滌除，一方面也將內在個人生命的固執、定滯的思維打開，讓

                                                 

66 瑞士漢學家、哲學家畢來德 (Jean François Billeter) 對莊子的身體運作與生命轉化著墨甚深，他建

立一種以身體為基礎的主體性範式。畢來德著，宋剛譯，《莊子四講》（臺北：聯經出版，

2011）。 
67 何乏筆很早就提出「心主身」和「身主心」辯證的重要性，同時，他也注意到《莊子》的聽耳和

聽心的工夫，可以理解為在「耳目」（身）做工夫以及在「心」上做工夫。參楊儒賓、何乏筆主

編，《身體與社會》（臺北：唐山出版社，2004），頁 11-16；何乏筆，〈氣化主體與民主政治：

關於《莊子》跨文化潛力的思想實驗〉，《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2.4（臺北：2012），頁 64。

身和心同時作為一種工夫實踐的基礎，在書法是相當顯題的。 
68 虞世南，《筆髓論》，收入華正人編，《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華正書局，1988），

〈契妙〉，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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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的氣流通暢於全身。人作為一個有限的存有，由於個人生命意志的展現，遇到

阻力時，會自然用蠻力抵抗，因此初學者在書寫時，遇到紙張的摩擦力，就會用更

大的力道去畫破紙的阻力，可想而知形成的線條自然是乾枯無力或顯得呆板。書之

妙道，宛如太極拳，不用蠻力對抗阻力，反而藉用阻力來獲得力量。當筆接觸紙張

時，該筆的筆性（軟毫、硬毫、兼毫、有筆尖或無筆尖等）以及紙張的紙性（粗

滑、乾潤、摩擦等）會藉由書寫的觸覺回饋書寫者，運筆的節奏、提按、頓挫、波

折也會依循紙和筆的特性而調整至最佳狀態。而這些必須藉由運筆的觸感所帶來的

調整，都不是意識所控制的，反而是身體自然而然做出來的效果。那是書家長期習

練下身體對觸感的敏銳書寫反應。而在書寫的當下，身體運筆的微調整都會影響點

劃線條的細微變化，也就是書法上的「微態」變化，這些變化是構成整體書法氣韻

的關鍵。在書寫的時間軸下揮筆運動，人在社會人際之間的各種緊繃、焦慮、繁忙

的心緒都會逐漸被排遣，身體的僵氣會柔化，心靈會暢通，身心一氣的流通把封閉

的固執主體鬆開，從而與筆、紙、作品融合為一，形成一個整體交合的氣氛。故孫

過庭道： 

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資［姿］。鸞舞蛇驚之

態，絕岸頹峰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

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

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信可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

動，下必有由。一畫之間，變起伏於峰杪；一點之內，殊衄挫於豪

芒。……任筆為體，聚墨成形；心昏擬效之方，手迷揮運之理；求其妍

妙，不亦謬哉！69 

孫過庭用了各種大自然的景象來形容書法之神韻，不可不謂之生動。大自然之美，

乃充滿生機勃發、運作不息的力量，內存人心，書法之神韻當能喚起觀看者的自然

美感。而這些精妙的書法點劃結構與線條的質感，並非強力所為，必須神思靈通、

心手雙暢，方可由點劃至結構，由結構至篇章。所謂「任筆為體」、「擬效之

方」、「揮運之理」、「翰不虛動」，都是一種主體敞開的虛化工夫（對比「心

昏」、「手迷」）下自然而然的書寫運動，也唯有身心的敞開，不用生命意志的蠻

勁，才能更貼合紙、筆的特性來順應紙張帶來的阻力。如此一來，人長期由語言、

                                                 

69 孫過庭，《孫過庭書譜今註今譯》，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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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所形構的認知主體，會在書法的虛化工夫下逐漸獲得某種「轉化」的契機，從

原本主宰、生命意志的強加，轉化為一種能夠柔化、順應阻礙的身體感。人碰到

「異質」的東西，往往心生恐懼，想要展現某種自我的生命意志而以主觀的方式把

異質的東西消化掉。在面對他人時，特別是不同文化或不同圈子的人，自然就會用

一種概念化的方式把他者的他異性給消除，即便觀念上想要給予對方尊重，但是語

言、概念、文化的習性印刻在身體的表現上，身體感無法真正對對方敞開。倫理的

關係，牽涉的不只是道德律則或觀念，更是一種身體的反應。所謂的刻板印象或偏

見，很多時候都是身體感帶來的直覺反應（即便在理性上會把這些刻板或偏見刻意

壓制下來）。因此，要讓這種把他人同一化、歸類收編的身體感自然消除，單單是

知識、觀念的改變並不完全足夠。而書法所牽涉的收視反聽的工夫，其實就是要去

除過度膨脹的主體，同時也要把沉積於身體的習性轉化掉，這是對身體感的鍛鍊，

使其變得細膩、暢通、柔順與收斂。 

「虛化」在人倫關係上的意義，早見於《莊子》。在〈人間世〉的一則寓言

裡，顏回聽聞衛君是一個暴君，「輕用其民，不見其過」，70 因此想要前去衛

國，一方面救濟老百姓，一方面要勸誡衛君。然而，孔子卻認為顏回過於凸顯自己

的德性而顯得衛君不道德，反而會招來殺身之禍。71 若顏回無法調整這種對立的

關係，勢必帶來雙方的衝突。因此，孔子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對治方法： 

若一志，无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无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

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72 

                                                 

70 郭慶藩輯，《莊子集釋》，卷 2中，頁 132。 
71 孔子對顏回說：「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

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同前引，頁 136。 
72 同前引，頁 147。何乏筆對這段文獻有其獨特的解釋，他認為，可以把「虛而待物」理解為對

「氣」的定義，若放入「化」這個動態的概念，所謂的「氣化」，就是主體「虛化」與「物化」

的動態辯證過程。同時，他把「聽止於耳」理解為在耳目上做工夫，而把「心止於符」理解為在

心上做工夫，如他所言：「藉由感性（耳）和意識（心）主體的雙重『虛化』過程，主體性進入

去主體化的開放狀態，即向『萬物之化』而敞開的狀態。倘若『虛』意味著在心上做工夫，那麼

能否相應地說，『物』意味著在『耳目』上做工夫，亦即懸置耳目的活動，落實『耳目』的自我

否定？假如『虛化』是指回到未分別的虛在世界 (virtuelle Welt)，物化則必定涉及事物的多樣性和

多元性，涉及物與物之間『必有分』的實在世界 (aktuelle Welt)。」何乏筆，〈氣化主體與民主政

治：關於《莊子》跨文化潛力的思想實驗〉，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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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氣、虛化、心齋的工夫提點，恰好適用在人倫相處的關係上。這段文獻已透顯出

工夫與倫理的緊密關係。所謂的「虛而待物」，也是一種虛而「待人」的方式，關

鍵在於氣化的感通。氣化的感通，意味著主體的虛化，打開黏滯的定見而敞開心胸

聆聽他人。聽氣、虛化的工夫，一方面可以消損主體的有為強加，一方面也能真正

了解他人的獨特性，從而找到一種可以順應他者的脈絡。故莊子又說： 

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无町畦，亦與之為无町畦；彼且為

无崖，亦與之為无崖。達之，入於無疵。73 

《莊子》這段文獻雖是描寫臣子與君王的相處之道，但亦可落實在日常的人倫關係

上。「彼且……亦與之為……」的結構，是一種因應的工夫，「因」其他人的脈

絡、差異性而「應」（回應的行動）。這是去主體化後對他者的倫理回應 

(response)。而這種由氣的順通到虛化所帶來的待人方式，並非語言的概念認知，

更不是邏各斯的「理論式關係」，反而是一種自然的身體感之回應。因此，庖丁解

牛的神遇工夫非常重要。藉由身體的習練，練就一種氣化感通、神遇他物的虛化工

夫，才能依乎天理、在人倫關係上能夠真正迎向他人而不把他人的獨特點給消融

掉。迎向他人，乃是肯認他人的他異性，這種肯認，不會只是一種觀念的問題，更

是一種身心打開的聆聽，一種非主體主義認知下與他者的相遇；也唯有能夠打開封

閉的主體，才能真正感受他人而給予最恰當的回應。自我主體乃是以目的或意向性

為導向的觀看模式，在倫理的層面上，強調理性、意識或心靈為主宰的生命意志，

很容易落入列維納斯批判的「理論式關係」。因此，虛化的工夫，乃在於不斷打破

這種封閉主體的同一性，特別是在身體上的修養。書法兼具「身」與「心」的修

養，身體的向度不可忽略；心靈的沉靜運思，是「意在筆先」的基礎，但是身體的

自然書寫，同時也是「假筆轉心」的關鍵： 

假筆轉心，妙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運思至微妙之間，神應思徹。又同

鼓瑟綸音，妙響隨意而生；握管使鋒，逸態逐毫而應。學者心悟於至

道，則書契於無為，苟涉浮華，終懵於斯理也。74 

                                                 

73 郭慶藩輯，《莊子集釋》，卷 2中，〈人間世〉，頁 165。 
74 虞世南，《筆髓論》，收入華正人編，《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契妙〉，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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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所以能「轉化」，關鍵在手所握的筆，假（借）筆轉心，正好說明了身體

運動是會影響心靈的，心靈並非唯一的主宰。揮筆書寫，自有「氣」流動其中，

「澄心運思至微妙之間，神應思徹」是相當精微細緻的身體感，能夠觸發書寫者胸

中的情感與心志「凝合」為美學的體驗（「同鼓瑟綸音，妙響隨意而生」），同時

能夠因應筆、紙的觸感而自然調整書寫的節奏、提按、頓挫而盡顯字的姿態之美

（「握管使鋒，逸態逐毫而應」）。無論就心或身而言，都是契合無為的工夫，也

就是一種主體虛化的工夫。也因為在書寫時必須敞開身心，所以才能因應不同的筆

性和紙性而發揮不同的書寫效果： 

廢紙敗筆，隨意揮灑，往往得心應手。一遇精紙佳筆，整襟危坐，公然

作書，反不免思遏手蒙。所以然者，一則破空橫行，孤行己意，不期工

而自工也；一則刻意求工，局於成見，不期拙而自拙也。又若高會酬

酢，對客揮毫，與閒窗自怡，興到筆隨，其乖合亦復逈別。欲除此弊，

固在平時用功多寫，或臨時酬應，多盡數紙，則腕愈熟，神愈閒，指與

物化矣。75 

要得心應手，指與物化，則不能刻意求工，反而是要以一種神閒、拋除胸中的成

見，方能達之。然而，書法是一種由生至熟、由熟到忘的工夫實踐，從學習書法的

用筆、結構、章法到能「書道玄妙，必資神遇」，非一朝一夕所能領略。然千里之

行始於足下，日久見功，在練習的過程逐漸把書寫的技藝內化為身體的一部分，身

體會因為長時間的練習而逐漸變得敏銳、精微，特別是在手握筆毫接觸紙面上的靈

活度和掌握度；這種靈活度和掌握度是由於觸覺所回饋的細緻感受而來的，細緻的

感受會隨著時間的沉澱擴大為身體的知覺（體知）。身體知覺的敏銳化，能夠跳開

理智主宰的框架，以更為貼合的方式去感受他人，因為那是最切實、直接、自然的

感受。杜維明特別指出，身體的「體知」，並不只是將技術內化而已，亦能發揮在

人與人的關係上： 

人不是一個孤島，而是一條有源有本而且有始有終的河流。固然，前面

已提到，每一個人在天地間都有獨一無二的價值（豐富的資源和無窮的

潛力），體知工夫即是體現這種獨一無二的潛力（發掘資源和實現潛

                                                 

75 周星蓮，《臨池管見》，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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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但對一個在動態發展中呈現主體意識的活生生的人而言，我們的

體知經驗常是人際關係中才能凸顯。固然，內化的技能是理解體知的重

要線索；體知的特色，常在體物與體己的具體經驗中呈現，但體知的精
‧‧‧‧‧

彩要在知人
‧‧‧‧‧

（也就是人與人的溝通）上才能充分發揮。76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相處、互動，端賴身體與身體之間的接觸，所謂的身體力行，

一個眼神、一個動作，舉手投足都會傳達出人的情感。而接受他人情感的觸發點，

同樣是身體。也唯有讓身體的知覺模式精微化、細緻化，才能更為貼心、正確地去

感受，認識到一個人的內在精神、生命情感和人格氣質。甚至，將他人的生命情感

放入到自我生命的意識而感受他人的生命脈動，杜維明舉了伯牙和鍾子期的例子： 

伯牙和鍾子期的故事是大家所熟知的。鍾子期的聽德是建立在他對伯牙

琴聲的體知上；他從琴聲而體知伯牙的心志，這一方面顯示他把演奏技

巧（特別是伯牙風格）的精微徹底內化了，另一方面這也意味著他對伯

牙的友情已成為他自我意識的組成部分，因此他所聽到的不僅是伯牙的

琴聲，而且也是伯牙的心聲，乃至他自己心靈深處的脈動。這樣的知音

確是會心之友──一個真能體知我感情精微處意向可指的靈魂，才是我

名副其實的知音。77 

主體進入「虛化」敞開境域，是要破除自我同一性的頑固，並將感受的敏銳度精微

化、細緻化，這是為了更加貼近他人的真實世界。與此同時，身體知覺亦會逐漸擴

大，從器物到他人乃至於整個自然。身體知覺的擴大，亦契合於梅洛龐蒂所強調的

一種「視覺」： 

必得透過身體之引介才能夠熟悉他人和自然。我們必須按照字面接受視

覺所教的東西：藉著視覺觸及太陽、星辰，在同一時間無所不在，遠方

之事恍若比鄰所見，還有我們憑著想像置身他方的能力──「我躺在自

己的床上到了聖彼得堡，在巴黎，我眼見太陽」──自由對焦到那些真

實所有者的所在之處，也都是取自視覺，借助視覺所賦與的方法。只有

                                                 

76 杜維明，〈身體與體知〉，《當代》，35（臺北：1989），頁 50。 
77 同前引，頁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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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教導我們種種存有者之差異
‧‧‧‧‧‧‧‧

、「外在
‧‧

」、彼此不相屬
‧‧‧‧‧

，然而卻絕對
‧‧‧‧‧

在一起
‧‧‧

、「同時發生
‧‧‧‧

」……。78 

梅洛龐蒂所言的視覺 (vision)，並不是笛卡兒意識哲學下透過心靈、思考對外在世

界的概念捕捉，而是透過藝術活動把身體鑲嵌在世界後的一種視覺模式。這樣的視

覺，與其說是用眼睛觀看，不如說是整個身體的知覺都在參與、運作其中，在這個

過程裡，物我之間處在交纏混搭 (overlapping) 的狀態：「視覺和運動的交纏」。79 

在身體運動下所感知到的外在事物，能夠感知到各種「存有者之差異」(beings that 

are different)、「外在」(exterior)、「彼此不相屬」(foreign to one another)；同時，

這些具有「異質的」(foreign) 萬物之間，卻能夠交纏在一起，彼此之間擁有一個連

結的共通性。這個連結的共通性，不但不是消除萬物的差異，反而更凸顯出存有者

的差異。80 

書法所呈現給書寫者的世界，同樣是以身體作為一個基礎介面，去認識這個世

界。書法的技藝，要求書寫者靈活掌握用筆，在每一個書寫運動的當下，細緻地體

會線條之間的韻味和觸覺所回返的感受，在運筆接觸紙面的一來一往之間，書寫者的

身體逐漸得以鍛鍊而精微化。身體的精微化，也表現在書法對用筆與線條的要求上： 

字有果敢之力，骨也；有含忍之力，筋也。用骨得骨，故取指實；用筋

得筋，故取腕懸。81 

                                                 

78 Maurice Merleau-Ponty, Eye and Mind, in Galen A. Johnson (ed.), The Merleau-Ponty Aesthetics Reader: 

Philosophy and Painting, trans. Michael B. Smith (Chicag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46. 

中譯見梅洛龐蒂著，龔卓軍譯，《眼與心：身體現象學大師梅洛龐蒂的最後書寫》（臺北：典藏

藝術家庭，2007），頁 134。 
79 Maurice Merleau-Ponty, Eye and Mind, p. 124. 中譯見梅洛龐蒂，《眼與心：身體現象學大師梅洛龐

蒂的最後書寫》，頁 80。 
80 梅洛龐蒂對身體知覺的哲學洞見，相當契合於中國哲學的「體知」。中國哲學的體知，從來都不

是主客對立的，而是回到具體情境以身體參與當下對物的共感交涉，因此可以產生多元向度的思

考和觀看，如杜維明所言：「由身體來進行認知，簡化地說即『體知』，是中國哲學思維的特

色。這種思維的方式不走歸約主義的道路，而是以多向度的具體事物作為運思的起點。在思維的

過程中具體事物的多樣性和複雜性，沒有消解成單純的數據，也沒有抽離為單一的共相。認知者

和被認知者，不構成主客對立的外在關係，而是為主體的辯證的內在關係。認知的最初形式不是

動態的個人如何去了解靜態的外物，而是如何在人與人之間建立溝通理性。體知不僅是內化技能

之知，也是自我意識的表現。」杜維明，〈身體與體知〉，頁 50。 
81 劉熙載，《藝概》，卷 5，〈書概〉，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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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和筋是身體的器官與肌肉組織，卻很常被用來形容、評價書法，說明了在書法經

驗裡，是以身體認知來體會、理解所寫的字。「果敢之力」與「含忍之力」是一組

相反的力量，但都是「筆力」的展現。字的線條要寫得剛勁有骨感，需要指實的

「果敢之力」；而字的線條要表現出一波數折、一筆畫中有細微的粗細、起伏變化

（就像身體的筋有各種細微的變化），需要腕懸的「含忍之力」。在實際書寫時，

這兩種相反的力量是交替進行的，因此好的作品，字就像身體的骨與筋，充滿立體

感與微態變化。至於書寫時，什麼地方該展現「果敢之力」，什麼地方該表現「含

忍之力」，相當依靠身體的精微化感受，身體遊走於兩種力量之間，因應字的結

構、書寫的觸感、摩擦、節奏而有不同的調整。這兩種身體的力量也相當考驗用筆

的「提按」，提按是書法的重要工夫： 

凡書要筆筆按，筆筆提。辨按尤當於起筆處，辨提尤當於止筆處。 

書家於「提」「按」兩字，有相合而無相離。故用筆重處正須飛提，用

筆輕處正須實按，始能免墮飄二病。82 

「提」與「按」是兩種相反的施力方向，提筆可以寫出輕巧的線條，按筆可寫出厚

重的線條，實際書寫時，兩者都要兼具。一筆畫的粗細、波折，就是在書寫時有不

同的「提」、「按」變化。「提」、「按」看似簡單的動作，其實一點也不容易，

如何在適當的地方「辨按」或「辨提」，相當講究身體的敏銳感受。通常在一個字

的起筆處會用按筆，止筆處會用提筆，但起筆與止筆之間，就有各種「提」、

「按」變化的可能。然而，在書寫經驗裡，「提」與「按」又不是那麼截然二分

的，在某些筆重的地方需要提筆以做出飛白的效果，在某些筆輕的地方也需要用按

筆，以確保線條不會太虛弱。不管是用筆的「提」、「按」，或筆力的「果敢之

力」與「含忍之力」，兩者之間的來回調整都不是依靠意識、計算來完成，而是在

實際的書寫過程中，由身體感知所寫下的。這需要主體虛化的工夫，減損意志的有

為強加，以擴大身體感知，讓身體更為細緻化、精微化地感受心、手、筆、紙的書

寫脈絡而做出相應的用筆變化。刻意做出來的線條粗細，會相當呆板、機械化，好

的作品，字的線條變化是無法被複製的。所謂「我順筆性，筆隨我勢」，手不夠靈

活也就難以駕馭柔軟的筆毫而施展出「含忍之力」，「我順筆性」是「去主體化」

的工夫；「筆隨我勢」則是「主體化」的工夫，兩者是動態的辯證關係。 

                                                 

82 同前引，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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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化的工夫能夠將主體帶往一個敞開的闊域，知覺的擴大也意味著感受能力變

得細膩而暢通，在這個闊域裡人與人之間能夠有更深度的情感交流，自我與他者並

不是以語言、符號作為一個「第三者」的中介，反而是直接「面對面」(face to face) 

的坦承交流。簡言之，書法的練習，能夠活化日漸鈍化的「體知」與感受，對於人

倫關係、通往他者的實踐具有一定的意義。 

四、結論：書法作為日常生活的工夫 

書法作品反映了書寫者的情意、心志、才氣、價值觀、審美觀等，這些整體意

蘊的表達，成就了一種「書法主體」。而書法的虛化工夫，是一種「去主體化」的

過程，但同時也是一種「主體化」的歷程。若然，書法的「去主體化」與「主體

化」的關係到底為何？人透過身心來接受外在事物的資訊而慢慢累積生活經驗、知

識和技能等，在這些五花八門的訊息當中，很多都會讓身心慢慢黏滯在各種功利的

企圖、肉體的欲望、僵化的意念，甚至會讓心緒處在各種不穩定的狀態。要通順內

在的心靈，使其覺醒，必須要有一滌除玄覽的工夫，這是老子有名的工夫論指點：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無論是老子的「損」，還是莊子的「忘」，都是一種虛

化、去己的工夫；但虛化去己並不是要將一切的意念抖落而只剩下空白的純粹意

識，反而是讓自己能夠用清澈明靜的身心去觀看差異多元的世界，藉由書寫，把內

在生命情感印刻在作品裡。書法的虛化工夫，本身就要求去除固執的觀念，從社會

規訓的身體牢籠脫離出來，以更為舒適自在的身體舞動出感人的墨跡。漢代蔡邕 

(c. 133-192) 的〈筆論〉將之稱為「欲書先散懷抱，任情姿性」： 

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姿性，然後書之；若迫於事，雖中山

兔豪不能佳也。夫書，先默坐靜思，隨意所適，言不出口，氣不盈息，

沉密神彩，如對至尊，則無不善矣。83 

「散」的工夫，如同虞世南的「收視反聽，絕慮凝神」，都是一種齋、忘、損的虛

化工夫。「默坐靜思，隨意所適」基本上也指涉了一種自我修養工夫。自我修養的

工夫，即自我倫理，乃要求自身達到身心一如的和諧、情感的抒發，從而與世界的

                                                 

83 蔡邕，〈筆論〉，收入孫岳頒等，《佩文齋書畫譜》，卷 5，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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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關係有一更美好的可能。除此之外，「學書須要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

學，書乃可貴」。要對書法境界有所要求，最起碼要不落俗套，則必須用心於字外

工夫，增進學養與素養；同時也以持誠用敬的心態來面對書法，把書法當作一種涵

養品德的工夫，如此則會擴及到孟子所言的養氣踐形。書法工夫的進程，不會只是

停留在自我的層面，更會影響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乃至於待人接物、與他人相處的關

係上。要能夠真正通往他人，不將他人矮化為自我中心下的一個概念，或者消除身

體不必要的自然反應之偏見與刻板印象，書法本身所蘊含的虛化與體知，甚為關

鍵。 

當書寫者經由長年的練習累積而有相當的造詣以及人生境界時，隨時可以信手

拈來，成就一件書作。只要手握筆，筆觸紙，身體就會自然而然鑲嵌進書寫的運

動，散、收、反的工夫隨手可成。換言之，虛化的去主體化工夫，正是要成就主體

化的過程，而主體化的過程，又能觸發去主體化的過程。在主體化與去主體化的來

回辯證中，養生、養氣都在這期間完成。「無我」方可見「真我」，如梅洛龐蒂

言： 

畫面的深度（畫出來的高度與寬度亦然）將出現在無人知曉的某處，隨

著畫布而萌芽。畫家的視覺不再是凝視外部，與世界不再只具有「光學

─物理」的關係。世界不再透過再現表象呈現在他的面前：毋
‧

寧是畫家
‧‧‧‧

透過可見者凝聚與臨現於其自我
‧‧‧‧‧‧‧‧‧‧‧‧‧‧

，而讓畫家在事物之間出生
‧‧‧‧‧‧‧‧‧‧‧

，圖畫最後

並不是相稱於實證經驗事物之間的什麼東西，其首要條件是成為「自發

造形」(autofiguratif)：只有「空無的景觀」(spectacle de rien) 才可以形成

某物的景觀，藉由爆破「事物的表面」，顯示出事物如何成為事物、世

界如何變現為世界。84 

所謂的可見者 (visible)，對比於能見者 (voyant)，就是畫家本身的畫作所呈現的各

種可見之內容。而畫家的誕生，正是來自「自發造形」的畫作；畫家的自我不在於

自己用概念、視覺來觀看世界所形成的「我」，而是在畫作自身的凝聚中找到

「我」。同樣的，對於一個書家而言，作品的構成是渾然天成，不求工而自工、不

期然而然的作品，這件作品能夠顯現書家的氣質、才華、審美觀、價值觀、修為

                                                 

84 Maurice Merleau-Ponty, Eye and Mind, p. 141. 中譯見梅洛龐蒂，《眼與心：身體現象學大師梅洛龐

蒂的最後書寫》，頁 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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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此處的「我」，是一個非主體化的「我」，並不會黏固成封閉的自我，反而是

日日新，不斷地求進步而處於流動的氣化狀態：一方面在書法上求精進，一方面回

到日常生活努力生活。書法所領悟的做人道理，能夠啟發生活，而生活的豐富閱

歷，又可成為書法的養分，如此則可通向孫過庭所言的「人書俱老」。 

書法的虛化工夫，就實踐層面而言，除了心思的靜默沉密、收視反聽，還有身

體對紙筆的敏銳觸感，要透過手對紙筆的觸感來掌握筆性與紙性而發揮出文房條件

的最佳效果（所謂的「指與物化」），身體的觸感訓練相當重要，平日對文房的特

性亦需有一定的研究，如此則可以更有把握做到「廢紙敗筆，隨意揮灑，往往得心

應手」。這樣一來，書法線條的韻味，無一不躍然於紙上： 

一件以墨色、毛筆創作於宣紙上的作品，就算是簡單的線條與墨色都讓

人心醉。一筆抹出濃淡不一的墨痕，一條大氣渾厚的黑線刷過紙面，其

中的情緒刺激著觀賞者，這是中華書畫的迷人之處，就是要在黑白的單

純中揮灑出靈魂的深度。而毛筆沾墨會在宣紙上形成那來去分明的痕

跡，會讓那瞬間紀錄著各種變化多端的線條，宣紙則會將細緻的墨與水

擁抱住深淺墨韻。因此，我們才堅持要採用這傳統的文房四寶，為了能

創作出這些中華特有的藝術與生命。85 

有鑑於此，文房四寶的講究與研究，亦應該是書法教育的重要一環，在認知上開始

注意文房的特性，能強化學習者的身體對筆和紙所產生的敏銳反應與感知。這種隨

著筆和紙的特性而調整的書寫能力，會進一步產生主體虛化的效果，或者更能達到

宋灝所強調的「逆轉收回」。無論是主體虛化還是逆轉收回，都指涉了一種人與物

互動、交涉的修養工夫。 

當代的困境就在於，發生大屠殺的歷史災難後，啟蒙時代強調的理性主體所潛

藏的威權、權力中心、同一化思維受到後現代的批判；但後現代所主張的去主體，

強調語言、文化、社會、歷史對主體的決定作用，也容易導向虛無化，倫理與責任

無法被建立。換言之，過於強調「主體」，會帶來對差異他者的壓迫與暴力，太過

凸顯「去主體」，則會帶來生命的虛無化與偶然性，並失去積極的能動性。該如何

重新思考「主體」的概念，成為了當代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書法的實踐經驗，提供

                                                 

85 林政逸，〈中華書畫的黑白情懷〉，收入國立中正大學書法研學社編，《文房情事：筆．墨．

紙．硯的特質研究與應用》（臺南：天晴文化，2010），頁 62。 



清  華  學  報 

 
422

了同時「主體化」與「去主體化」的可能性，在「主體」與「去主體」後面加一個

「化」字，是要表明這是一個工夫修養的動態歷程，是一種不斷與時俱化、與物交

流的生命主體，即本文所稱的「書法主體」。86 

在當代，「書法主體」的培養，可以說是當前書法教育相當重要的一個任務；

書法的工夫修養，應當要通往一條倫理的道路，而這條道路，必然是一個漫長的過

程。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隨著實用性的退場，更加凸顯其藝術性的書

法，不該是流落一種表面形式、追求成名的表演展作；毋寧為，書法更應是回到書

寫者的生命歷程、逐漸成長的自我表達與對話的修養工夫。換言之，「書法主體」

的內涵，不在於生命意志的光輝展現，而在於能夠誠懇回應生命所遭遇的這個世

界。這種主體不是孤立、絕緣的主體，必須就連繫他人、器物乃至於天地萬物而

言。這裡所謂的「連繫」並非指主體要超克、主宰他人或萬物，而是一種「相偶」

於他人、「密響」於萬物的自我生命。87 分析地說，主體為一端，而他人、萬物

可以視為另一端，但是這兩端之間卻相互交纏、影響，而溝通這兩端的媒介就是

「氣」。氣作為中國傳統重要的工夫論，亦具體展現在書法的領域。氣化的概念，

必須就虛化與物化而言，因此書法的養氣與助氣，是培養「體知」的基本要素。在

培養的過程裡，把書法當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常常磨墨書寫，定志靜心，澄懷養

氣，遊走墨海，在書法的世界品味人生；久之，領會天人，感同他者，豈是謬哉？ 

 

（責任校對：廖安婷） 

                                                 

86 感謝審查人建議在結論處可以對當代性問題提出一些簡短的回應。 
87 本文的重點是以「自我」與「他人」的角度來論述倫理的內涵，至於擴及「世界」或「萬物」向

度的倫理內涵，有待日後撰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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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 Connotations of Calligraphy: Processes of Gongfu 

Theory of “Self-Cultivation” and “Route to Others” 

Tan Kang-l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nkanglin2009@gmail.com 

ABSTRACT 

In the contemporary “post-modern” era, a variety of issues have entered an even 

more challenging stage. Academia has explored arts and aesthetics in an attempt to 

retrieve a disappearing aura, and the possibilit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has also 

become one of the focuses of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 In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cultivation and ethics are inseparable from each other. If calligraphy can 

involve the gongfu 工夫 of life practice, how can gongfu practice open up a broad 

road to ethics? In order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his study aims to develop the ethical 

connotations of calligraphy. Calligraphy is a part of life for the literati. In every era, 

the life imprints of many literati are passed down to the present in the forms of study 

utensils, writings, books, or authors’ biographies where there are abundant resources to 

be explored. The ideas inherited by calligraphy are inseparable from Zhuangzi and 

Menciu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philosophy of Zhuangzi and Mencius, and 

particular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aspects of body and qi 氣  to engage in an 

intercultural conversation with western philosophy in an attempt to outline the gongfu 

theory of “self-cultivation” and “route to others.” 

Key words: subject of calligraphy, ethics, gongfu 工夫 , others, abstraction, qi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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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tation étique de la calligraphie : 

Processus de la théorie gongfu d’« auto-cultivation »  

et du « cheminement vers autrui » 

Dans l’ère « post-moderne » contemporaine, diverses questions sont entrées dans 

une phase encore plus difficile. Le monde académique a exploré les arts et l’esthétique 

pour tenter de retrouver une « aura » disparue, et la possibilité de la calligraphie 

chinoise est aussi devenue l’un des centres de discussion philosophique. Dans la 

tradition de la philosophie chinoise, la culture et l’éthique sont inséparables. Si la 

calligraphie peut impliquer la pratique du gongfu 工夫 de la vie, comment la pratique 

du gongfu peut-elle ouvrir une large voie à l’éthique ? Afin de répondre à cette 

question, cette étude vise à développer les connotations éthiques de la calligraphie. Cet 

article présente la philosophie de Zhuangzi et de Mencius, et accorde une attention 

particulière aux aspects du corps et du qi 氣  pour engager une conversation 

interculturelle avec la philosophie occidentale, ce en vue d’esquisser la théorie gongfu 

de la « culture de soi » et du « cheminement vers les autres ». 

Mots clés : sujet de la calligraphie, éthique, gongfu 工夫, autrui, abstraction, culture 

qi 

書道に於ける倫理的意味 

──「自我修養」と「他者への道」という工夫論 

のプロセス 

「ポストモダン」後である現代、我々は様々な課題に向き合い、さらに

困難な時代に入っている。学術界は、あらためて芸術と美学を発掘すること

により、かつて失った「オーラ」(aura) を探し求めることを試みた。そし

て、現代における中国の書道に焦点を絞り、その可能性を哲学的に論じよう

とした。中国哲学の伝統では、修養と倫理は分けることのできない一つの概

念である。もし書道が生命を実践する一つの工夫ならば、このような実践的

な工夫が、いかに倫理的な広い道を開く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ろうか。この問

題意識に基づいて、書道の倫理的意味を発展させるというのが本論の主旨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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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る。本論では、荘子と孟子の哲学を解明しながら、特に身体と気に注目

し、西洋の哲学と文化を跨いだ対話を行う。さらに、「自我修養」と「他者

への道」という工夫論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を試みる。 

キーワード：書道の主体、倫理、工夫、他者、虚化、養気 

Ethische Konnotationen von Kalligraphie:  

Prozesse der Gongfu Theorie von ‚Selbstkultivierung‘  

und dem ‚Weg zum Anderen‘ 

In der gegenwärtigen postmodernen Ära haben sich viele Themen verkompliziert. 

Die wissenschaftliche Welt versucht mit Hilfe von Kunst und Ästhetik eine verloren 

gegangene Aura einzufangen, und in diesem Rahmen sind nun die Möglichkeiten der 

chinesischen Kalligraphie in den Fokus philosophischer Debatten getreten. In der 

chinesischen philosophischen Tradition bilden Kultivierung und Ethik ein 

untrennbares Konzept. Wenn Gongfu 工夫 als eine Lebensübung in der Kalligraphie 

enthalten sein kann, wie kann gongfu dann den Weg zur Ethik öffnen? Um diese Frage 

zu beantworten, diskutiert der Artikel die ethischen Konnotationen von Kalligraphie, 

die untrennbar mit den Philosophien von Zhuangzi und Mengzi verbunden sind. In 

diesem Rahmen analysieren wir insbesondere die Aspekte von ‚Körper‘ und Qi 氣 in 

einem interkulturellen Ansatz, westliche Philosophien miteinbeziehend, in dem 

Versuch, die Gongfu Theorie von ‚Selbstkultivierung‘ und dem ‚Weg zum 

Anderen‘ darzulegen. 

Schlagworte: Kalligraphie, Ethik, gongfu 工夫 , das Andere, Abstraktion, Qi 

Kultivierung 

（收稿日期：2021. 3. 16；修正稿日期：2021. 7. 7；通過刊登日期：2021. 10. 19） 



清  華  學  報 

 
430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Adobe RGB \0501998\05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683964da300c9ad86a94002851fa8840002b89d27dda0029300d005d0020005b683964da300c8f3851fa0033003000300064002851fa88400029300d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tru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8.503940
        8.503940
        8.503940
        8.50394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arksOffset 9.354330
      /MarksWeight 0.14173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tru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