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炎 炎 夏 日 ， 豔 陽 高 照 ， 臺 北 市 室 外 氣 溫 高 達 攝 氏

三十七度，打破多年的紀錄。往年這個季節，各公私立博

物館，總是推出或雕、或繪，既賞心悅目又深具藝術文化

價值的展覽。然而，位於南海路上的林業技術服務大樓 

「紙張樣品陳列室」，自今年（二○一四年）七月中旬至九月

底，卻舉行一場名曰：「藝於顏裱―書畫裝裱配色研究

展」的展覽，由精通裱褙技術的徐健國居士精心策劃。

在展場一進門的廊道上，便能見到由林隆達居士所

作，以工整細緻的楷書書寫而成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橫條幅，陳列其中。對牆上，則懸掛著《書畫裝裱的工

序》圖與《裝裱的格式》圖。進入展廳後，便見到四周牆

上與展廳正中央天花板下的空間及玻璃櫃內部等處，懸掛

著大小不同，字體各異的書法作品，以及數幅潑墨山水

畫。這些表現在紙質上的作品，都經過精密的裝裱作業過

程，方展示之。書畫作品是林隆達、陳俊傑、潘俊仁、小

魚、江育民、吳鎮中等七位名家的手筆，配合著作品的橫

豎書寫方式、大小不同字體的尺寸，以各種不同的規格，

加以裝裱，或手捲；或册頁；或中堂；或條幅；或橫披

等，系統性陳列出來。是故展品除了貼牆而掛的方式以

外，尚有懸空掛，使觀賞者對作品的正面與背面，均可一

覽無遺。針對冊頁或手捲作品，則或將作品翻轉之，陳列

于玻璃櫃中，以利細部的瀏覽觀察。

其中唯一屬於佛教寫經的作品，便是林隆達居士細筆

勾勒，以蠅頭小楷書寫而成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由

於林隆達居士是當代傑出書法家，亦與佛門人物有深厚的

緣分，因此筆者樂於介紹其作品。

回憶過往與林隆達居士認識的因緣，早在民國七十九

年春天，他在士林區文林路方成立「京華藝術中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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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籌備展覽當代藝術品，因施人豪居士的引見而與筆者見面。又鑑於之前筆

者曾主編過四期《佛教藝術》雜誌的經驗，因此允諾以京華藝術中心主辦，

慧炬雜誌社合辦的名義，由筆者擔任展覽籌備主任，邀請當年臺灣南北各

地，從事佛像創作的藝術名家，共同提供創新作品，舉行名曰：「第一屆當

代佛像創作展」的聯展。當時臺南妙心寺傳道法師，還提供越南的古佛像，

加入展覽。當徵集籌備事宜正如火如荼地進行時，三月八日卻傳來臥病在床

的施人豪居士，也就是林隆達居士的恩師往生的信息。當時聽了，心情確實

是十分沉重的，因為佛教界又少了一位熱心輔導大專學生推廣學佛運動的好

導師。

施人豪居士早年皈依懺雲法師，當李雪廬老師在臺中慈光圖書館舉辦

「大專佛學講座」時，施居士也參加了好幾屆，全程參與早課課誦，且完整

地聆聽李老師講解的《佛學十四講表》，可謂奉佛甚誠，是當年學員的表

率。其後施居士在中國醫藥學院中醫學社，擔任社團指導老師，而林隆達居

士也曾是該學社的社員。

林隆達，一九五四年誕生於大甲，中學畢業後，考入臺中中國醫藥學

院，大一時，曾參加該校由施人豪居士擔任指導老師的醫王佛學社，佛學知

識在施居士的啟蒙下，有了初步的基礎。其後醫王學社社團內有女學生出

家，施居士離開該醫王學社。林隆達居士以在學學生身分創辦書法學社，並

林隆達筆硯生涯中的佛教法緣

圖一：〈小楷中堂 黃金妙法蓮華經普門品〉（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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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聘施居士擔任指導教授。就在施居士每週一次的課堂指導下，學員們開始

認識字帖，並選擇符合自己的字帖，或篆；或隸；或行；或草；或楷，開始

一筆一筆的臨帖。由於施居士是古文字學家，受學於師範大學中文系魯實先

教授，為其入室弟子，並在魯教授的指導下，完成碩士學位論文。

林隆達居士受施居士的薰陶，以一個醫學院的院生，卻能逐步深研古文

字學，且著手臨摹書寫，由楷書而至行書，由隸書而至篆書，並深入甲骨文

的領域。是故施居士是林隆達居士佛學與文字學的啟蒙恩師。林隆達居士回

憶當年，另有蔡志展教授擔任圖書館的規畫工程，為雜亂無章的圖書篇目整

理上架，使圖書館的藏書、借閱功能得以就序，嘉惠學子。

林隆達居士雖在畢業後，就任公職，但閒暇時，卻未廢提筆揮灑古體漢

字的習慣。由於執筆用心，又獲名師指導，深得書法三昧，且又勤於揮毫，

書寫不斷，故作品佳作特多。自一九八○年以下，每年提供作品參加全國性

的美展，均獲首獎。十年後，應臺中縣立文化中心之邀，舉行首次個展，並

出版作品專輯。

期間約在民國七十八年冬起，林隆達居士一度離開公職，與朋友合夥成

立「京華藝術中心」，展售當代藝術家的創新作品。筆者也就此機緣，為其

籌備佛像創作展。當年五月推出之「第一屆佛像創作展」，深獲各界好評，

佳譽迴響，故次年更擴大舉行。筆者為京華藝術中心與慧炬雜誌社籌備「當

代佛藝創作展」，總共舉辦三屆，也出版三本參展圖錄，為臺灣佛教藝術的

創新發展產生激盪作用。

其後，林隆達居士仍回到書法寫字的生涯，數十餘年間，作品幾乎每年

參加全國性美展，頻獲大獎，且每年擔任評審委員。

在公職上，由醫學研究所碩生，入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科，其後任職於

臺灣省政府，並兼職任教中國醫藥學院，約二十年前轉而任教國立臺灣藝術

大學，從此教學相長，作育英才，至今更任該校教授兼圖書館館長。

就個展作品而言，一九九○年以下，林隆達居士先後舉行個展，並以

《泥舟墨痕》、《泥舟楹聯》、《煙波行棹》、《從混沌到澄明》、《霧江

泛舟》、《秋風古渡》為題專輯出版，所寫的書法內容，遍及篆、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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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所擬的詞句，自漢以下，遍及歷代書

法家、文人的語詞，膾炙人口的名句。二

○一三年，應邀在臺北歷史博物館舉辦的

「秋風古渡―林隆達還曆書法展」，即

有司馬遷、王粲、李白、王維、杜牧、蘇

東坡、歐陽詢、倪雲林、熊直、金農、蔣

士銓等。

其 中 有 關 佛 教 的 寫 經 之 作 ， 早 在

一九九七年，林隆達居士便曾鈔寫《妙法

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次年更鈔

寫《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此二

鈔經作品後均予以出版。再次年，更出版

《千手千眼大悲懺法》。至於鈔經的展覽，

則在二○○一年，於雲林縣立文化局與法

林法師舉辦「佛經佛畫聯展」。其後在不

同的個展中，總會穿插著寫經的作品。

當法鼓山大殿上樑安寶時，即典藏

林居士的手書《金剛經》，地宮的「法鼓

寶藏」亦典藏林居士所寫的《維摩詰經》

〈佛國品〉。可知林居士鈔經的功力是受

到各界肯定的。

二○一三年「秋風古渡―林隆達還

曆書法展」中的鈔經作品，篇幅最長者有

〈黃金白金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長卷〉，經

題以篆書字體橫式書寫「金剛般若波羅蜜

經」八字，題末以直式楷體書「歲次庚寅

正月之吉，林隆達敬篆」，配上三枚篆刻

印鑑，深具氣勢。經文內容自〈法會因由分

林隆達筆硯生涯中的佛教法緣

圖二：〈行書條幅 黃金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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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起至三十二分，均以蠅頭楷書完成，每一品（分）、每一行、每一字，

均由毛筆沾金粉或銀粉書寫，一撇一捺均工整細緻，白文與金文是整齊間隔排

列。三十二品經文結束後隔一行，再以金文題曰：「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與

經文齊頭，隔行以白金落款曰：「佛曆二五五四年歲次庚寅正月之吉林隆達白

金黃金恭寫，（鈐印）」，使全幅作品有頭有尾，前後呼應。經文內文，長行延

續三十二品間，時而穿插偈語，在黑色襯底下，字跡是白黃相間，格外亮麗醒

目。（見封底圖）

林隆達居士除鈔寫《金剛經》之外，另又寫了《妙法蓮華經》〈觀世音

菩薩普門品〉，以小楷中堂的形式呈現，此以大紅色為底稿，黃金色為經

文字，全幅中堂分成四格，在經文的末端，又寫了一段附錄。由於暖色系

統濃厚，全幅顯得金碧輝煌。（圖一）

在寫經的過程中，《心

經》應是抄寫次數最多的經

典，除了工整楷書橫條幅，

如前述之外，也有直條幅的

行書作品，曰：「黃金摩訶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下款

曰：「書王國財兄製磁青帋

潤 滑 懾 人 倩 徐 健 國 兄 裝 池

辛 卯 正 月 之 吉 林 榮 達 泥 金

敬書（鈐印）」（圖二）全幅

筆鋒流暢，撇捺瀟灑，行氣

貫串。

除工整的寫經楷書外，

林居士的其他篆、隸、行、

草等字體，也深加變化，具

見功力。例如：以隸書寫杜

荀 鶴 詩 句 ， 曰 ： 「 安 禪 不
圖三：〈隸書中堂 杜荀鶴詩句〉 圖四：〈篆書對聯〉

No.589 Aug. 2014∣33 



必 須 山 水 ， 滅 卻 心 頭 火 自

涼。」（圖三）此以粗獷的大

筆橫掃，表現出壯闊、率性

的禪家意境。另有以隷書字

體寫成的弘一大師《華嚴經

偈頌集聯》，曰：「常飲法

甘露，安住寶蓮華」，亦表

現出壯闊的豪氣。

除 了 寫 經 ， 寫 古 人 的

詩 句 之 外 ， 也 有 自 創 的 聯

語，如篆書對聯曰：「禪心

朗 照 千 江 月 ， 真 性 清 涵 萬

里天。」（圖四）又如黃金篆

書對聯：「香滿桂庭德門後

起，光騰蓮炬翰苑先聲」。

（圖五）在橫筆與直豎的工整

線條下，配合著曲度委婉的彎拱斜線，構建出林居士特殊的篆體美感，韻味

無窮！

又如其行書對聯曰：「霽月光風高人器度，春華秋實大塊文章。」（圖

六）此對聯兩旁再垂掛著細小的字體，曰：「黃龍慧南禪師曰：夫人語默舉

措，自謂上不欺天，外不欺人，內不欺心，誠可謂之得矣。然猶戒謹乎獨居

隱微之間，果無纖毫所欺，斯可謂之得矣」，更烘托出主體字的壯闊，與意

境的高妙。

總之，欣賞林隆達教授的書法作品，除了從書體中得以領受中國文字的

演變，自甲骨文以下，經歷大篆、小篆、隸書、楷書、行書、草書等不同

階段的不同字形，從而體認到不同字形的美感。由鈔寫佛經，擬寫古代文

人詩句，到自撰聯句，更可讀到林居士這一甲子以來，受到文人氣息的陶

冶，佛家禪定智慧等法義的薰習，其人生意境是無限的。

（本文引用圖片由林隆達居士提供）

林隆達筆硯生涯中的佛教法緣

圖五：〈黃金篆書對聯〉 圖六：〈行書對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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