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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成果報告 

                                      日期：107年 1月 16日 

帶討論人：康才媛老師、尤家瑋助理 

核心能力：1.人文素養  2.獨立思考、批判及創新斷能力 

配合課程：中國藝術與美感 

討論人次：36 人次 

 

主題：中國藝術與美感 

—雲門舞集「行草」舞作 

 
 

1.康才媛老師發表： 

  

上課中看了一小段雲門舞集「行草」的永字八法舞蹈 

與日本的書道表演不同 

你覺得有趣嗎 ? 

 

2.邱鈺惠同學回應： 

學 校 名 稱 銘傳大學 

活 動 名 稱 教學助理 

所 屬 計 畫 名 稱 106卓越計劃 

活 動 日 期 106年 9月至 107年 1月 

活 動 時 間 不限 

活 動 地 點 網路 Moodle討論區 

活 動 聯 絡 人 康才媛 聯絡電話 0928-282-776 

活 動 內 容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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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蠻有趣的!  

舞者透過[慢動作]舞蹈、[肢體線條]的擺動來為 

[永]字做出美感的表達和藝術的呈現。也透過舞 

蹈、肢體的擺動，讓人能夠進一步體會、了解[ 

現代舞蹈]融合[中國文化]的美感與藝術之美。 

 

3.褚育愷同學回應： 

雲門舞集主要是透過肢體與音樂融合來表現他們的主題，很細膩的去處理每一個動作，跟

書法那個有種不同，書法是透過群體的分工以及歌曲動作編排去表現。 

 

4.嚴詠雪同學回應： 

 十分有趣，舞者力道的表現可體驗出書法筆畫的力度和節奏 

 

5.葉真臻同學回應： 

 與日本書法的不同點在於日本是以「筆」來構成，而雲門舞集的永字八法則是利用「人」

來代替筆，用肉身運筆，以舞抒情，在揮灑舞動之間，如看見「立體」並且是「活」的「永」

字。兩個都表現書法，不過用來呈現的方法卻是不同的，展現出另外一番風味，因此我認

為很有趣。 

 

6.蔡育澤同學回應： 

我覺得很有趣! 

林懷民談到創作靈感就來自中國書法，「我很喜歡王羲之的奉桔帖，也喜歡蘇東坡的寒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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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我喜歡張旭的行草，也喜歡懷素的狂草。歷代書法家儘管風格各有千秋，但都同樣以

專注的精力，飛墨行舞，字裏行間，儘是他們運氣的留痕，他將《行草》看做是 21 世紀

的年輕舞者與千百年前書法進行的世代交流。」 

舞者利用身體模擬寫「永」字八法。空白的影窗上，隨舞者的身體律動，出現 「策」、 「勒」、 

「啄」、 「磔」、「撇」、 「捺」。 

 

  

7.康才媛老師回應： 

美的創作有感染力 

從筆與線的美 

延伸到身體  燈光  色彩美 

有無限的可能 

 

8.林莘媞同學回應： 

個人很喜歡用肢體動作來呈現其他的事物和情感，雲門舞集是以現代舞為基礎，是我原本

就很喜歡的舞風在搭配上書法中的八法，剛中帶柔、動中帶靜，融合的很棒，還有這兩者

之間又一些相似處，像是都是以「慢」來表現需要體力、毅力來完成，讓觀看者看完還是

意猶未盡! 

 

9.吳佳瑩同學回應： 

很有趣! 

沒想到能把一筆一畫的書法用舞蹈表現出來，有種獨特的美感，利用現代舞表達出另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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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境，看完會覺得很感動。 

 

10.葉姿秀同學回應： 

雲門舞者用肢體藝術表演將書法永字給展現出來， 

有著造抑揚頓挫律動和豐富多變的舞姿， 

現代舞內帶著武術、太極的表演形式相當的特別， 

我也看得相當入迷! 

 

11.張婷媛同學回應： 

我覺得很有趣，第一次看到這部影片的時候只知道他是一種舞蹈，但經過老師的講解後才

了解他每個肢體動作代表的意思。 

將身體當作毛筆，每個動作的輕重緩急，都呼應著背景中永字的每一筆畫的抑揚頓挫，真

的非常有趣。 

與日本書道不同的是，這樣的舞蹈把寫書法的一筆一畫，都表現得更淋漓盡致。 

 

12.蔡佩潔同學回應： 

很有趣,第一次看到這麼感動這麼有意義的表演,舞蹈與書法的結合讓我覺得很特別 

 

13.鍾慕融同學回應： 

透過舞蹈的方式表演出中文字「永」的樣子與寫法，我認為挺有趣的，可以讓大家感受到

中文字的細膩與美。 

14.壽盈洲同學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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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一般 

因为本身没有接触过舞书一类的艺术创作 

舞蹈可以欣赏到美，书法可以欣赏到美 

两者结合之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15.丘文佑同學回應： 

雲門舞集利用舞蹈把書法一字一字表達出來真的很厲害，而且美感這種東西真的很容易被

感染，看完之後會讓我去思考，他們所表達的單單只是書法的美還是其實有更多情境呢?

值得深思 

 

16.黃子瑜同學回應： 

我覺得能以舞蹈詮釋書法之美很厲害，明明是一動一靜、截然不同的兩種藝術形式，卻能

融合的很好。用人體的力與美表現書法抑揚頓挫的外型，還有入木三分的勁道毫無違和，

反倒令人耳目一新。 

 

17.劉俊毅同學回應： 

以手與足作為筆，所及之處為墨，展現力與美的感受，以趯策啄磔為代表。舞者展現出以

舞為書道，利用身體力的表現呈現書寫永字力與勁，靜與動的舞蹈表演呈獻書道的剛與

柔，故為力與美的結合，耐人尋味。 

 

18.劉子瑄同學回應： 

我覺得很特別，播放第一次的時候只知道他在跟著背景音樂律動，播放第二次的時候才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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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發現舞者在用身體寫「永」字，讓我覺得非常特殊而且有意義，也許未來也可以利用舞

蹈把中國書法，在國際發光發熱！ 

 

19.高佳敏同學回應： 

我覺得很有趣，舞者透過肢體動作來表達寫書法時的張力，非常精彩！ 

 

20.李欣儀同學回應： 

我覺得這是段非常有藝術氣息且有趣得表演，與以往我看的表演非常不同，舞者運用肢體

表現出文字的藝術感，讓我覺得整個舞台充滿書香氣息。 

 

21.吳怡萱同學回應：  

我覺得很有趣，我看到台上的演員，把生命力全都貫注到每一個動作，以精深的舞姿去演

出，又加上舞者背後的巨大的字帖，在燈光投影射底下，舞者猶如揮筆墨染，把行草的靜

態、動態和他的跳躍活動於台版上。 

 

22.侯智燊同學回應： 

我覺得雲門舞者對於力道掌控和動作的精準，已臻神奇。這是在芭蕾和現代舞蹈的基礎以

外，更混合了太極，武術和訓練的表演。這些表演者的動靜皆宜，不管是凝練如山還是跳

躍奔騰，都具備了表演美學。加上投影幕上光影與舞者流動的能量將舞台化為了一個超現

實的世界 

 

23.劉兆凱同學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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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給我最強烈的印象是：柔軟。舞者的身體好柔軟，即使是做些剛強的動作，那種急速

動作又乍停的動作，也都給我「柔軟」的感覺。因為「柔軟」就更感到那肢體舞動很美。

昨晚舞者的動作都十分流暢，輕重緩急都恰到好處，無論動作或靜止，展現的線條都很柔

和、優美。背景音樂或者舞者彈指頓足製造的聲響，也十分配合舞蹈動作。即使是看不懂，

也會覺得很好看。 

 

24.柯岑霏同學回應： 

日本的書道表演主要是以毛筆呈現，而雲門舞集不同的地方就在於是以人的整體動作呈

現，以舞蹈方式呈現。 

 

25.彭慶福同學回應： 

十分有趣 

雲門利用身體將書法的轉折一一呈現，將現代舞與傳統書法做結合。漢字利用毛筆當身體

作為書寫，而雲門則是利用身體當作毛筆作為書寫，有異曲同工之妙 

 

26.尤家瑋助理回應： 

 對於現代舞很少接觸,但是看了這次的影片覺得很有意思,透過舞蹈的身體律動,加上文字

書寫樣式的不同,讓人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尤其是永字,舞者透過肢體律動幅度的大小,展現

各個筆畫書寫手法的動作,像是停頓、拖曳、轉動等等,如果只單純的觀賞舞蹈,對一般人而

言好像不太能簡單理解,但是加上以文字主題來表演,蠻有深切的臨場感,讓人覺得現代舞

似乎也不是像想像中如此的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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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尤家瑋助理發表： 

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助理家瑋,相信各位同學在課堂中看了雲門舞集的表演,多能有對藝

術的體會。而在中華文化中，十分值得一提的便是文字，正體字除了具有六書的造字原則

（象形、指示、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另外在書寫方式又有篆書、楷書、行書、草

書，同學們喜歡什麼樣的書寫方式呢？你有看過那些令你映象深刻的書法家？他的字體給

你什麼樣的感受呢？或者是你有看過什麼樣的特殊字體？歡迎多多分享！ 

我自己很喜歡鳥篆文，它是中國象形書法之一，常與蟲書一起使用。最大的特徵是以鳥為

圖，然後連貫構成字體。鳥篆文也稱鳥蟲書，春秋中晚期到戰國時代主要盛行在南方的吳、

越、楚、蔡國等國家，而鳥篆文多見於青銅器的銘文，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湖北宜昌附近出

土的越王勾踐劍，劍身的八字銘文就是鳥篆文。我覺得鳥篆文細長，線條流暢而且優美，

不禁讓人想到「楚靈王好細腰」故楚人體型纖細的模樣，有時文字書寫方式或多或少也反

映出當代的審美觀喔！ 

主題：中國藝術與美感 

—中國文字之美-你喜歡什麼樣的書寫方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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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俊毅同學回應： 

我個人較喜歡介於行書與草書之間的「行草」，書寫方式較自由豪放，不受拘束；然而令

我印象深刻的是唐朝張旭的作品，後人稱之為「草聖」，他的狂草堪稱一絕，書寫豪放，

但字與字的線條柔和環繞，一氣呵成，令人海闊天空，將煩悶寄託於字裡行間。 

 

3.葉真臻同學回應： 

我喜愛瘦金體，「瘦」是線條的"緊"和"窄"；「金」是金屬，是青銅，也是黃金，是閃爍的

光，是線條的鋒芒畢露。如同鑽石的切割，用線條營造出許多菱角的切割面，折射出光，

剛硬銳利，沒有一絲妥協。 

尤其是宋徽宗的書寫方式，如走在危險邊緣的美，它運筆飄忽快捷，筆跡瘦勁挺拔，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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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瘦，筆劃舒展、遒麗。在運轉之處，明顯可以見到書法家刻意將藏鋒、露、運轉停頓的

痕跡保留下來，他並不把鋒芒藏起來，而是嶄露無遺，和傳統書法所說的"藏鋒"背道而馳，

很有特色，形成橫畫收筆帶鉤，豎畫收筆帶點，撇似匕首，捺如切刀，豎鉤細長而內斂，

連筆似飛而乾脆，如同藝術品一樣，充滿精神象徵，它的《穠芳詩帖》就是展現出宋徽宗

「瘦金書」神采精品之一。 

p.s 另外我對瘦金體想認識的初衷是因為《盜墓筆記》的主人公他擅長寫此書體而查詢相

關資料，瘦金體也很好地展現主角的境遇，以及必須成長才能保護他重要的人們，不能妥

協的精神。 

 

4.徐博彥同學回應： 

楷書四大家是對書法史上以楷書著稱的四位書法家，分別是指：唐朝歐陽詢（歐體）、唐

朝顏真卿（顏體）、唐朝柳公權（柳體）、元朝趙孟頫（趙體）。其中，趙體尤得我的喜愛，

其書風遒媚、秀逸，結體嚴整、筆法圓潤清秀，端正嚴謹，又不失行書之飄逸娟秀。看趙

體常讓我覺得這字好生風流，明明是楷書，又寫的有幾分行書意味在裏頭。 

 

5.王之吟同學回應： 

我喜歡行楷，他是介於楷書與行書之間的字體，較偏向楷書的書寫筆法，卻比楷書自由，

比行草端正。由於具有隨意性，因而就具有較多的靈活性與學習難度，字形上打破過於平

穩的楷書，產生靜中求動的視覺態勢。我本身是個很矛盾的人，既不太遵守規矩，也不愛

離經叛道，這種帶著點規矩卻又藏有自由的字體我一看見就喜歡，總覺得在某方面同我很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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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丘文佑同學回應： 

個人喜歡行書 因為他的字體自由奔放 讓人感覺不受到拘束的美 

不像楷書雖然端正但是卻沒那麼有藝術感 所以行書是我叫喜歡的字體 

 

7.趙凡瑄同學回應： 

我喜歡甲骨文,因為刻寫的方式很有趣 

而且選擇在龜腹或獸骨上也非常特殊 

甲骨文的字型偏向象形文字 

因此容易解讀又有點像猜謎的感覺 

 

8.褚育愷同學回應： 

楷書是我最喜歡的字體，不疾不徐的寫作，把每個字都一筆一畫的仔細書寫，每個字都方

方正正的整齊，讓我覺得好像只有楷書才能完整展現出字本身的每一樣。 

 

9.柯岑霏同學回應： 

我喜歡篆書，因為它位於文字演變的中間，還有著古之韻味，也不失字最真的樣貌，還能

由他的字型推測其字的意思，我覺得篆書很美。 

 

10.范宥瑩同學回應： 

喜歡楷書的方正，又愛隸書的燕尾。 

草書目前不太懂得如何欣賞，微略懂其中的自由恣意，奔放的美感。 

大概字體就像是人不同的性格吧，有的疏狂外放，有的內斂端正，亦有的圓融綻放。也是



12 

 

如此，每種字體都有各自的美。 

 
 
 

活   動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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