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紅灰京城 

Palace in the Red and Gray 
 

 
古干_紅灰京城 Palace in the Red and Gray_彩墨 壓克⼒彩 自製紙 

Colored ink, acrylic, hand-made paper_95x95cm_2007 

 
 

京城係帝王之都，紫紅色係帝王之色，灰色寓意灰濛霧氣又帶神秘色彩，再

以金色喻帝王。 

 

 以楷書於下側落款：紅灰京城二 00 柒年古干畫。   



冬藏 

The Winter 
 

 
古干_冬藏 The Winter_彩墨 壓克⼒彩 自製紙 Colored ink, acrylic,  

hand-made paper_95x95cm_2007 

 

《荀子．王制》中有「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

穀不絕」，古干以楷書冬字入畫，藏棕色果實於畫中，寓意人生周而復

始，延續傳遞。 

 

上落款：冬藏 二 00 零年 夏 古干 畫。 

  



秋光無限好 

The Wonderful Autumn 
 

 
古干_秋光無限好 The Wonderful Autumn_彩墨 壓克⼒彩 自製紙 

Colored ink, acrylic, hand-made paper_95x95cm_2007 

 
 

圖係古干體硬筆「秋光無限好」五字組成，並融以多「木」成林，喻自然風

光，另以黃棕色喻義秋色。 

 

右側落款：秋光無限好 0 柒年古干  



古干 

1942  生於中國湖南長沙 

1962  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中專，大學因病肄業 

1975  任人民出版社美術編輯 

1978  擔任中國文化部國畫創作小組成員 

1985  參與組織中國現代書法首展 

1987~1993 多次應邀至德國波恩大學及漢堡大學講授中國現代書法  

 

1942 年生於湖南長沙，1962 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中專，大學因病肄業。曾擔任人民文學

出版社美術編輯，中共文化部國畫創作小組成員。1985 年發起現代書法運動組織了一批藝術家在

北京舉辦了首屆「中國現代書法」展，在中國大陸掀起軒然大波，他的「山摧」（寓意告別傳統）

作品因此受到大英博物館青睞收藏。至此開始，古干逐漸成為一國際知名的藝術家。1987-1993

年多次應邀在德國波恩大學和漢堡大學講授中國現代書法，這是他藝術走向世界的開始；由於中國

的漢字在造字原則上是以象形文字為主的，所以立足於漢字上創作現代書法，往往能使不懂漢字的

人也能讀懂現代書法。他認為漢字是中國的，但漢字維度中的藝術創造卻是指向無文化心理障礙、

無文字語言障礙的跨文化交流這一終極目標的。  

古干在藝術道路上取得的輝煌成績，除了作品被世界各個重要博物館收藏之外，歷史悠久的

法國木桐鎮羅斯查爾德酒，是世界頂級葡萄酒，全球限量銷售，然而始創於 1945 年的羅斯查爾德

酒的酒標，幾乎包含所有現代繪畫大師的作品，畢卡索、達利、米羅、夏卡爾、摩爾等，1966 年

羅斯查爾德家族成員隆重邀請古干設計酒標。這標誌著古干將與世界頂級藝術大師比肩，不只是古

干的殊榮，也是所有中國藝術家的驕傲。 

2002 年英國大英博物館展出所收藏的古干六幅不同時期作品分別是「山摧」「鹿鳴」、「極樂

世界」、「摯友相逢」、「紅金時代」、「古國之門」並出畫冊介紹這位當代中國最傑出的書畫藝術家。 

 

主要個展 

2014  《和光同塵：古干》，藝倡畫廊，香港 

2006  《古干近作展》，Goedhuis 當代畫廊，紐約，美國 

2002   新苑藝術，台北 

2000  《古干作品收藏展》，戴安娜家族博物館，英國 

1998   Michael Goedhuis 畫廊，倫敦，英國 

1993   遠東藝術博物館，科隆，德國 

1987   波恩大學：漢堡美術學院，德國 

 

主要聯展       

2018  《筆墨傳情 第一部份》，藝倡畫廊，香港 

2016  《藝倡畫廊：慶祝推廣中國當代藝術三十五周年》，香港中央圖書館，香港 

2015  《蛻變：新書法藝術》，水墨藝博，藝倡畫廊，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香港 

2014  《抽象與具象：當代中國水墨畫》，Gajah 畫廊，新加坡 

2013  《中國現代書法展－古干與濮列平》，上海國際文化協會主辦，瓦倫西亞現代藝術學院，



瓦倫西亞，西班牙 

2010  《亞洲藝術高鋒展》，中國國際貿易中心，北京，中國 

2004  《首爾藝術博覽會》，首爾，韓國 

2002  《中國現代書法藝術展》，大英博物館，倫敦，英國 

2001  《China Without Borders》，蘇富比，紐約，美國 

2001  《國際藝術博覽會》，上海，中國 

2000  《台北藝術博覽會》，台北，台灣 

1998  《現代中國書法》，大英博物館，倫敦，英國  

1998  《二人聯展－古干與雷內．伯爾》，德國聯邦議會大廈，柏林，德國 

1997  《藝術史博物館》，維也納，奧地利 

1995  《中國現代畫法十週年畫家作品展》，江蘇省美術館，南京，中國 

1991  《中國當代書法家作品邀請展》，江蘇省美術館，南京，中國 

1986  《當代中國繪畫》，Davidson 畫廊，西雅圖，美國 

 

主要著作 

現代書法構成 

現代派書法三步 

古干三步 

 

主要收藏機構 

大英博物館，倫敦，英國 

阿什莫林博物館，, 牛津，英國 

戴安娜家族博物館，英國 

遠東藝術博物館，科隆，德國 

藝術史博物館，維也納，奧地利 

Olenska 基金會，日內瓦，瑞士 

中國美術館，北京，中國 

中國奧運會博物館，北京，中國 

巡遙漢字藝術館，成都，中國 

 

 

  



橫騁東西通古今‧筆趣墨韻氣干雲 - 話古干的「現代書法」創作 

文｜李思賢 

 

現代書法是相對於古典書法而言的。  

古人以古人的感情作書，現代人以現代人的感情作書，如此而已。 —— 古干  

 

「現代書法」，一門近半世紀來中國藝術史上最具歷史跨步、最富民族特性，卻也最具爭議的當

代藝術；它不但是以深厚的古典長河為基石，同時融會了當代藝術家的生活反思，是近代東西方

藝術交匯下所擦出的一道絢爛而璀璨的火花。循沿藝術的發展軌跡觀察，會有種加法式經驗累積，

如伏流般地在文化史脈絡中運行的理解；文化積澱所依循的，是這種世代人的智慧堆砌，是對當

下生活的反映和投射，藝術如此生成，歷史如此載記。「現代書法」既是成因於對傳統的反動，

卻也是豎立在古典成就之下的一種文化基因改造的成果。  

 

標誌中國「現代書法」的誕生，是 1985 年在北京中國美術館所舉辦的「中國現代書法首展」。

在此展中，集合了大陸書法界中包括王學仲、王乃壯、黃苗子等含括老、中、青輩向現代跨步的

書藝家，其中包括了古干(1942~)。古干是「現代書法」的典型人物，他不但是該次首展的發起

人之一、提供作品參與展出外，同時還在當時成立的「中國現代書畫學會」中當選首任會長；他

的作品馳名中外並為大英博物館、德國科隆博物館等公、私立藝術機構所典藏，除了受各國之邀

赴展外，連續的數年間也在歐洲多國講授「現代書法」，對中國「現代書法」的奠基有著重大的

貢獻。  

 

一、東徵西引的《古干三步》  

 

近年間，當大陸的「現代書法」已逐步趨近當代藝術，出現如徐冰和谷文達的裝置、邱志傑的觀

念、張強的行為、洛齊的書法主義等等的表現時，「現代書法」已然走入了第二個階段的發展。

八、九○年代古干之類的「現代書法」，因之被歸類在現代主義範疇之下，成了「傳統式」的「現

代書法」。儘管如此，隨著「當代書法」因觀念、形式、內涵的難度和複雜度，普遍使得觀眾在

鑑賞層面產生困惑時，在逃離傳統書法包袱的前提下，古干之輩的「現代書法」還是一定程度地

成為最佳的接受對象。一如當代藝術的險怪、驚駭、奇襲與謀略讓人不知所以時，多數人選擇轉

而回頭尋找傳統繪畫中令人感動的因子，試圖重新喚回對藝術（或美術）的熱情一般。  

 

古干的創作是「現代書法」的典型。「現代書法」的創作主體多半鎖定在視覺的變革上；從少字

書寫、著重墨趣等特性中，不難察覺到借鏡日本「前衛書道」的痕跡，以及西方抽象主義繪畫的

啟發，古干在 1985 年「首展」時所提出的《山摧》，鉅⼒萬均的氣勢和結構，便是當時⼒圖掙

脫傳統的典型。儘管挪用了東、西藝術史的名詞，使學理上產生了部分如「是否以西方現代藝術

的標準審查中國書法」的疑慮，古干面對東西方藝術的交融仍是躍躍欲試，一切以創作為依歸的

前提下，摒除考古性藝術史理路的無端限制。古干一手執畫筆，積極入世地探索現代派書法的可

能，另一手振筆疾書，將自己對「現代書法」的理解，以文字作系統性的紀錄和整理，先後所出

版的《現代書法構成》、《現代派書法三步》、《現代書法三步》（英）、《古干三步》等著作，便是



將多年鑽探「現代書法」的「自悟的軌跡」，用作品排鋪的方式與讀者分享其心得和體悟。  

 

在《現代派書法三步》中，古干開宗明義地揭櫫了「知技法、通萬物、見本性」是進入「現代書

法」的三步，依序在理智、形象、靈感三種思維的揉煉下，達到以性靈感知藝術的終極目的。這

樣的「三步」，似乎不僅止適用於理解「現代書法」，它甚而廣披視覺與造形藝術範疇的任何一種

創作皆是得宜；然而，這裡卻出現了頗為蹊蹺的問題：一個關於「通萬物」的闡釋。古干將「通

萬物」界定在「形象思維」的層面上，換言之，古干「現代書法」的著眼點是建立在界分形下議

題的基礎點上的。《現代派書法三步》書裡的第二篇〈通萬物〉，百餘篇幅關於中國書畫線性藝術

美學的比對和探討，含括了古、今與東、西的書法、繪畫、篆刻、雕塑、舞蹈、建築和設計；有

畢卡索(Pablo Picasso)的「公牛」從具象到抽象的造形演變，和「牛」字由具體而象形的文字演

化過程的對照；也有日月、陰陽、黑白、點線等造形藝術對偶概念的探求。〈通萬物〉篇，無一

不是試圖通過無數形下造型的認知，達到形上精神感通（見本性）為目的的。這個切入點，足以

作為通向論證古干藝術方便之門的鎖鑰。  

 

對於書法字象的掌握和感知經驗，古干曾舉東漢學者、書家蔡邕的名句作為立論的根據：「為書

之體，須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臥若起，若愁若喜，若蟲食木葉，若利劍

長戈，若強弓硬矢，若水火，若雲霧，若日月，縱橫有可象者，方得謂之書矣。」（《筆論》）他

認為這裡這一長串的「引譬皆得形象」的「若」字的意涵是關鍵點，「書法並非鳥之形，亦非蟲、

非山、非樹之形，『若』而已」。掌握好「若」的分寸，那末「『寫山若山，寫水若水』，那將是地

道地體現了古典精神，或許還可以形成一種新的古典主義。」（註一）大陸知名學者金學智對蔡

邕的這段話，之所以不斷地被後世引錄和闡發的創作心理，有著下面這段準確而精闢的論述：  

 

「這一『若』的系列，這一『入其形』、『有可象』的要求，對於書法家的創作來說，在主觀上，

可促使注意活化筆下整體的線條形象和藝術的空間意味，使書法作品體現出『違而不犯，和而不

同』（孫過庭《書譜》）的美學要求；在客觀上，又可能適應鑑賞者泛象形的意象接受的習慣、模

式或要求，拓展審美的想像空間，啟迪自由的接受心態；然而更重要的是，應該看到這段在古人

深入人心而現代書法美學頗難解釋且又迴避不了的書論，是那樣地言簡意賅，涵蘊豐饒，是那樣

地寬泛靈動，近而不浮，遠而不盡，它對鑑賞者可說是意象接受的一個頗佳的寬泛參照系，…。」

（註二）  

 

金學智的這段闡述，似乎幫了「現代書法」的創作者解了套，所有難以解釋、無法規範的「現代

書法」，某種意下的確使其窘困剎時煙消雲散。上述古干對「若」的理解，代表了早先一輩「現

代書法」的觀點，有著一定程度的歷史地位。古干對外在字形與內在意涵的內部聯繫的注重，不

但貫串在他的《現代派書法三步》中，也具體實踐在其整體創作上，這在他早年的水墨人物畫作

中便現端倪。畫作中的主角，無論是古代的蘇武、老子、曹雪芹，或是現代的西班牙舞女，都以

幾近同色調的灰墨，輕乎淡雅地以創作者的觀點對主題人物賦予新的詮釋。這樣的風格，更明確

地體現在他的「現代書法」創作上。  

 

 

 



二、書意至上的「現代書法」  

 

數年前策劃國美館的「當代書法新面向」展覽時，筆者首次接觸到古干的「現代書法」，在策展

論述中曾對他的作品形容道：「其創作意識仿若夢境幽游，在作品中清楚地傳達了漢字結構似有

若無存在的特質；如果我們要想在這些『書作』中尋找被書寫的漢字，那將是徒勞無功的，因為

文字本身被作者借用成為單純的媒介符號，藉由文字符號的線條，隨意且輕巧地鋪陳出典雅的抽

象構成，和純粹的筆墨點畫世界。」（註三）夢境幽游、輕巧、典雅、純粹，是當時對古干作品

最主要的感覺；他擅長運用如春蠶吐絲的線條，以特殊的文字線性構成來構築畫面，看那細長、

些微具點狀連接的線條，鋪在淡雅的底色上，加上大面積的留白，空靈的禪意和輕巧的點點細絲，

某些作品猛然一看還頗有陳其寬早年畫作的韻味，清新而雅緻。然而，這並非他創作的全貌，在

更多時候，古干是以大筆觸的「書寫」線條做為主體架構，而那些若曹衣出水般的細線則像藤蔓

般貫穿、纏繞其間，一如作品《俗心之感覺》中斗大的「心」字被細絲繞行一樣，畫面不但墨彩

趣味橫生，也在壯闊的氣勢之下見到作者潛藏的細膩心思。  

 

至於何以明瞭《俗心之感覺》中所寫的是「心」字？這樣的疑問，立即對上「現代書法」的槍口，

因為字形的存乎與否在「現代書法」誕生的伊始便是一直以來最大的爭議。議論的焦點，莫過於

和傳統書法的規範、格律的講求的分道揚鑣，無論在技法上的線性掌握、傳統式的書藝外觀，甚

或內在的精神涵養與創作意識，二者間實是相去甚遙，但最大的疑義，恐怕還是在「現代書法」

破除了傳統文字語意上的特殊性和獨有性，——既稱「書法」又何以不似「書法」，甚至不是「書

法」？這個長久以來爭論不休的老話題，像公案般懸而未決，一直難以得到完滿的解釋。筆者曾

多次試圖以符號學(semiology)的方式，將文字的內外拆解為形下字體和形上意識兩部分，進而

通過「書寫意識」回溯檢視和解決「現代書法」的書寫文字與否問題（註四）。大陸藝評家劉驍

純藉著對古干「現代書法」創作的品評的機會，提及了他經常述及的「文意」和「書意」，這裡

我們不妨參酌劉氏的說法，或許對「現代書法」可以有較為明晰的內在釐清。他這樣寫道：  

 

「中國書法的本質，恰在與實用性書寫和抽象藝術的比較中顯示出來。它與抽象藝術異質在於其

始終不離『文意』，他與書寫異質又在於其追求建立在『文意』之上龐大而神聖的上層建築----

『書意』。與抽象藝術異質的『文意』恰與文字功能同質，而與文字功能異質的『書意』又恰與

抽象藝術同質。『文意』與『書意』構成了書法的特殊矛盾和特殊本質。無『文意』則無書法，

無『書意』更無書法。」（註五）  

 

面對「現代書法」，劉驍純認為：「當前活躍於中國書壇的現代書法，主要是現代風格的書法，即

極⼒強化書意而又不徹底擺脫文意，極⼒張揚個性和對傳統規範的叛逆性的書法。反叛傳統書法

的最終結果，必然要引起對書法賴以生存的基礎命脈—『文意』的反叛。」（註六）「現代書法」

便是在這「文意」和「書意」間來回的環兜、辯證。「現代書法」追求類抽象藝術的「書意」，企

圖在更高的藝術性（或曰「書意」）展現下完成當代同時也超越古人，然而最終所需面對的，還

是脫開「文意」之後成不成「書法」的絕決。  

 

曖昧、模糊、混沌、語意不明，似乎是「現代書法」創作者對脫開文意所採取的最主流態度；他

們在似有若無的文字書寫下，將筆意往趨近繪畫原則的一方傾靠，「書畫同源」成為他們論駁的



傳統支撐與學術支柱。同樣地，古干的「現代書法」以變形的漢文結字作為佈局的主體，「文意」

僅在似與不似之間幽微地鋪陳，讀與不讀都無妨，他著重的僅是一股書寫當下的氣息和情趣罷了。

古干曾在國美館的一次研討會中，發表題為〈和為貴——現代書法之合和觀散論〉的論文，文

中明白地揭示了他對書與畫間相關連的態度：「在原則上，現代書法，是書法又不是書法，是表

現性水墨畫，卻又不是水墨畫。在現代書法中，書法即是繪畫，繪畫又由文字組成，但不是一般

的形象字，而是意念中的書畫聯合體。她是一個開放的多元世界中的必然產物，或許可以管她『畫

字』——這是中國人在書法和繪畫『分叉』情況下追求了一千多年的『書畫相通』這一審美概

念的最終結果。」（註七）透過其文字，古干創作的中心主軸已是昭然若揭，是書是畫在他的作

品中已然不是最至關緊要的問題，他的「現代書法」一定程度上往繪畫擺盪過去的傾向也不足為

奇、不難理解了。  

 

三、厚層肌理的綴彩畫書  

 

古干似寫若繪、亦書亦畫的作品，套句「現代書法」論述者常用的話說，就是「具世界藝術的樣

貌，又具有獨特的民族風味」，因此在西方社會有著高度的接受度，甚至以「中國現代的抽象藝

術」（科隆博物館長施黛莉語）來形容古干的作品。從大英博物館於 2003 年所收藏的古干的《紅

金時代》來審視，彷似「木」（或林）的象形書法構成製造出林木間的蔥鬱感，中間位置上的揉

紙皴擦和或藍或金的點灑，增添了畫面的豐富感，配上大片中國紅的底色，一股如同農曆春節的

繽紛熱鬧和喜氣迎面撲來，那是我們所熟悉的年節氣息；但若仔細端想，類漢字書寫的毛筆書跡、

仿灑金效果的噴點、正統的大紅代表色，這無一不是西方人眼中所熟知的「中國」，大英博物館

的收藏動作底下呈現的是在一個西方人既成的刻板印象中對中國意象的傾慕。儘管如此，《紅金

時代》無疑是件成功的作品，古干也透過藝術感染⼒啟迪了西方世界對中國書畫的瞭解。  

 

古干受到西方人青睞者除《紅金時代》之類作品的被典藏外，作品《心連心》獲選為法國羅思柴

爾德(Mouton Rothschild)木桶葡萄佳釀酒籤也是值得一書的榮耀美事。自 1945 年以來，羅思

柴爾德紅酒開始每年挑選一位藝術家的畫作印製成當年黏貼於酒瓶上的酒籤，六十年來被邀選為

「封面畫作」的藝術家多是藝術史上有頭有臉的人物，比如像勃拉克(Georges Braque)、馬松

(André Masson)、達利(Salvador Dali)、亨利‧摩爾(Henri Moore)、米羅(Jean Miro)、康丁斯

基(Vassili Kandinsky)、畢卡索、馬澤威爾(Robert Motherwell)、漢斯‧哈同(Hans Hartung)、

培根(Francis Bacon)、達比埃斯(Antoni Tàpies)...，而古干在 1996 年成為羅氏紅酒有史以來的

第一位、也是至今唯一的一位獲選的華人藝術家，此般的榮譽和成就已不能等閒視之，也非是一

句「分享異國情調」所能輕易帶過的。古干的這幅《心連心》，是將以篆書和行書所寫的「心」

字串連一起，疾書筆觸、墨暈渲染，敷以隨性的赭石彩和點點游絲線，複合出這幅輕盈幽雅、抽

象意味濃郁的「現代書法」。  

 

《心連心》、《紅金時代》都是繼《山摧》之後古干創作的典型「書／畫」風，在這些作品前，談

論古干的「現代書法」是書是畫似乎沒有什麼重大的意義，要緊的是，古干重「意」，而且也的

確完整了一種現代人對「筆意」的說法，見書亦見畫，我們或可將他的創作稱之為「畫書」(Picture 

Calligraphy)。古干早年的作品便已現對色彩的高度興趣，如《樂》(1987)、《興會》(1989)、《聞

雞起舞》(1990)、《遠山》(1991)、《南朝四百八十寺》(1993)、《人世間》(1994)等，賦彩的方



式多在那些流轉的細線間，或以紅泥圖章滿蓋，或在細線框架間填色，既活潑又感輕巧，帶有與

米羅同質的內醞，十分討喜可愛。古干用色大有學問，以色彩學中的紅黃藍三原色以及水墨畫中

的赭石和花青為最大宗。三原色是以科學手段析光淬取後所留存的基本質素，低限而純粹；赭石

和花青則為古人歸結自然界色彩後所獨創的敷彩語彙，象徵著無機的山石和有機的林木，智慧且

哲思。足見古干那狂怪瀟灑的筆調下，處處暗藏機鋒，若不經察覺便以為輕易，那便錯失了理解

一位藝術家苦心深探多重文化質素的良機。  

 

觀察古干畫書的發展進程，不難看出古干在創作材質的選擇上有愈見粗礫化的傾向；他早年在平

面宣紙上所做的揉紙皴擦技法，某種程度應是為了製造線條劃過之後所出現的彷似飛白的效果。

如同出土陶俑、佛像等文物一樣，斑駁而粗糙的外表，往往容易勾動人們一種不經意便會墜入歷

史時空的遐想；厚重而粗糙的肌理，在造形藝術中是一種情調和趣味的追求，也是素樸的人性質

感的內在心靈投射。古干早年揉紙，後混用西畫的打底素材，製造粗獷的肌底，近年則改以極為

厚實粗礫自製紙，作為創作的基本素材；那些在自製紙上創作的作品，如《管他東西南北風，悠

閑自得坐當中》、《一生二，二生三，生生不息》、《和》和《天上地下唯我獨尊》等作，厚塗濃郁

雄渾，淡寫輕描秀麗，古干的繪畫美學跨度更高了，新素材的試驗將他的畫書向前再推進了一步。  

 

在當代書畫範疇裡，投身從事現代性改革者幾希，古干不過是其中之一例。古干並非獨步，他既

不是先例也不是典範，但在他的創作歷程下，我們看到一位苦心鑽研之後贏得成果的典型。書法

之難令人退卻，書法包袱之沈叫人無可喘息，「現代書法」的崛起有其必然之歷史成因，儘管爭

議仍在，也儘管前衛的後浪已然翻越，但畢竟他們已經提供了一種學習的參照。古干式的博古通

今，談書法論及抽象，去文意而回歸自身，從學術角度審視或許荒誕不實，但在創作的領域有何

不可？異質而同構，本是人文發展中之必然。就讓學術的歸學術，創作的歸創作，歷史的歸歷史

吧！至少，古干為我們提供了借鑑，指引了一條明晰的方向，朝著現代性邁步走去。活在當下，

「現代人以現代人的感情作書，如此而已」。  

 

 

 

註一：參閱劉宗超：《中國書法現代史》p.64，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1。  

註二：節錄自金學智：《中國書法美學》（上冊）pp.143-144，丹陽：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 版。  

註三：見李思賢：〈當代，書法，新面向？！〉，收錄於《國際書法文獻展—文字與書寫》p.179，台中：

國立台灣美術館，2001。  

註四：相關文論可參考註三，或見拙文：〈觸探走向前衛與觀念的台灣當代書寫藝術〉，收錄於《「兩岸當代

藝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pp.236-270，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4。  

註五：劉驍純：〈書寫‧書法‧書象〉，收錄於洛齊編《書法與當代藝術》pp.14-15，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

版社，2001。  

註六：錄自劉驍純：〈危險的臨界點〉，收錄《古干三步》p.70，北京：華齡出版社，1996。  

註七：參見《「2001 現代書法新展望」兩岸學術交流研討會—論文暨研討會記錄專輯》p.128，台中：國

立台灣美術館，2002。 

  



大英博物館收藏《紅金時代》 



Château Mouton-Rothschild 藝術酒標- 1996 

  

 

中國書畫家古干，1942 年生於湖南長沙。六十年代初，進京學習美術專業，中途因病輟學，但在首都謀得了一

份差事。文革中，他被剝奪工作，下廠作印刷工人達十年之久。 1967 年，在毛澤東去世及“四人幫”垮台後，

他才終於重歸藝術。當時，他以極大的熱忱探索著在中國尚不為人知的康定斯基、克利及米羅等。 

1985 年，他成為在北京舉辦的“現代書法展”的發起人之一，此後不久，他於 1987 和 1989 年兩次造訪德國，

被西方所認知。 1993 年，他在科隆舉辦了其作品的重要展覽。他如今居住在北京，是中國現代書畫協會主席。

他的作品在中國及西方許多博物館都有展出，其中包括大英博物館和科隆的遠東藝術館等。 

源自象形文字的中國書法，從公元前兩千年以來，一直保持不變。它集文字與藝術於一體，字義的形式有著恆定

的美學要求。古乾在保持傳統的同時，作出了深刻的革新：他將色彩賦予書法，擺脫了平衡與傳統的限制，在畫

面上增添了具有裝飾價值的印章。 

現在，古干不僅被視為一位大師，還是其藝術的主要理論家（他於 1990 年出版了《現代書法三步》）。他的作品

表明：書法可以是連接其祖國文化與西方抽象藝術的一座橋樑。 

古干為羅思柴爾德木桐堡 1996 年份酒標繪製了一副由五個漢字構成的畫面，其色彩不同，筆劃各異，但都是“心”

字。他將這有⼒而精巧的構圖稱作《心連心》，意指宇宙和諧中的真誠作為。 

 

 

摘錄自 Château Mouton-Rothschild 官網 

https://www.chateau-mouton-rothschild.com/label-art/discover-the-artwork?lang=zh-ha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