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藝文文化 

三重區，歷經「三重埔」、「三重市」，到「三重區」年代，發展從農業社會

到工業重鎮、再到工商服務業為主的都會型態。地方快速的發展也影響著藝術

的發展變遷。三重區在發展的過程中吸引大量外來人口來此地發展定居，這裡

是個多元包容的城市。這樣的發展特徵也使得地方在傳統技藝與人文藝術有著

豐富表現，而在時代變遷下這裡有著許多藝術家感人的故事。 

從傳統技藝的墨硯的製作、剪紙等，以及人文藝術的書法、音樂等，還有

傳統民俗戲劇，如子弟戲、歌仔戲、布袋戲、皮影戲等，各方面的藝術發展都

一一展現出三盧的區藝術豐富表現的特色。 

一、墨硯的製作 

傳統文房四寶裡的筆與墨，早期在三重的工業年代已蓬勃發展。30、40年

前的臺北橋附近，手工製墨工廠就有 4、5家，這是製墨業的全盛時期；可是製

墨這項古老行業太辛苦、需大量體力的消耗、工作環境也黑污污的，很難吸引

年輕學徒願意投入這個行業。這個時代講求快速，一般人已不再磨墨寫字，更

何況製作墨條？大有製墨廠老闆陳嘉德是國內碩果僅存的手工製墨行家，雖然

臺北橋下製墨業的繁華已成過往，所幸製墨老師傅陳嘉德的堅持，持續保存著

台灣這項傳統手工藝，而他也以這項絕活獲得民俗技藝類薪傳獎的肯定。 

 

 

圖 4-2-1 大有製墨廠工作環境-墨團壓軋機  

半世紀以來，他堅守製墨本業，果然應驗了 50年前初入行時老闆娘的一句

話：「你是唯一來學的台灣人，以後一定有出路」。當然在早年製墨黃金歲月，

陳嘉德也曾靠著製作大量的學生墨而大發利市。但自 1980年代以後，卻因大陸

墨首次登陸台灣，兩岸三通引進了大陸廉價的學生墨條，大有製墨廠的學生墨

一條 5元，大陸來的學生墨卻只要 3元….，自然他的生意一落千丈，同時間，

他又被昂貴的模具成本所套牢，最後抵不過現實環境的壓力，這位曾經在製墨



業務意氣風發的壯年製墨專家，不得不回頭重製福州老師傅林祥菊傳承的麝香

冰片松煙墨，走向技術性強的高級香墨生產，他花半年時間研究，經過無數次

失敗，最後以精選上等材料製成了高級手工香墨，他的客群反而由學生轉為書

法家，書畫家指名訂購、國內文化愛好者與日本客趨之若騖、爭相收藏、他並

獲得了第 10屆全球中華文化藝術薪傳獎的肯定，被譽為「製墨國寶大師」。 

 

 

圖 4-2-2 手工搓揉墨團成圓條狀(俗稱的

墨槌) 

 

圖 4-2-3 墨團放入模具內 

 

圖 4-2-4 壓模成型過程 

 

圖 4-2-5 壓模後成型的墨條 

 

圖 4-2-6 壓模後進行陰乾、乾燥的墨條 

 

圖 4-2-7 乾燥後修潤平整後描上金字或

圖樣 



 

圖 4-2-8 描上金字或圖樣成品 

 

二、剪紙 

知名的剪紙名家李煥章，出生於大陸山東臨沂，李煥章自少年時起，在山東

家鄉便常為街坊鄰居之婦女繪製各式刺繡鞋樣等圖稿，為剪紙藝術的基礎打下

了功夫。 

李煥章先生來臺後，更進一步，將其年輕時期在家鄉習得之剪紙藝術發揚創

新。為了豐富創作主題，增加其創作靈感，常至國立故宮博物院及國家圖書館

廣泛蒐集國內外之古籍畫作，以為其臨摹學習之參考。長年住於三重的剪紙家

李煥章說：「只要一張紙、一把剪刀，就能剪出不同的故事與傳奇」，因為他非

常用心推廣剪紙活動，在民國 80年時更是獲得傳統藝術的最高榮譽---薪傳

獎。103年文化部公告<剪紙>為重要傳統藝術，保存者為李煥章先生。也是人

間國寶的認證。 

 

圖 4-2-9 李煥章教導學生人像作品剪紙(李聖心提供照片) 

 

 對於學習剪紙，李煥章先生說：「學習剪紙不用什麼特別的能力，只有一個

要訣就是『熟能生巧』。要從簡單的慢慢到困難，從具體的(有圖案，可以模仿

的)到抽象，從單色到套色，然後再不斷的練習。」李老師甚至隨身都帶著剪刀



和紙，想到就剪。 

  李煥章先生的剪紙並非延襲傳統、一成不變的。由於對剪紙藝術的熱愛，

他不停地練習剪紙的方法，也不斷的研究出新的技巧，李煥章的剪紙藝術不僅

保有了民俗風貌，也突破了傳統的侷限，將卦錢、財神、年畫等技巧廣泛應用

在剪紙上。 

 

圖 4-2-10 李煥章作品 01(李聖心提供照片) 

 

圖 4-2-11 李煥章作品 02(李聖心提供照

片) 

 

圖 4-2-12 李煥章作品 03(李聖心提供照片) 

 

圖 4-2-13 李煥章作品 04(李聖心提供照

片) 

 

圖 4-2-14 李煥章鴛鴦作品(李聖心提供照片) 

 

三、 書法 

(一) 書法家-曹容先生 

   書法一直是自古以來，三重最精彩的一頁，書法家曹容先生（1895 ~ 



1993年）字秋圃，號老嫌，齋號澹廬，是台灣本土書法家最有影響力的代表人

物之一。曹容先生畢生提倡書法國粹，傳授書法教育，以曹氏之「迴腕法」，太

極圜配合深呼吸法著稱，教學尤重品格氣節修養。1929年，曹容先生創立「澹

廬書會」，成為台灣最早設立的書法社團，自 1969年起每年都舉辦「澹廬一門書

法展」，帶動臺灣書壇蓬勃發展。晚年（1970～1993年）歷任文化大學中華學術

院研士及臺灣省美展、臺北市美展、全國美展評審、評議委員，並榮獲國家文藝

特別貢獻獎章，是臺灣書藝之最高榮譽。 

 

 
圖 4-2-15 曹容-迴腕法 

 

圖 4-2-16 曹容在三重傳授書道 

 

圖 4-2-17 曹容-首屆澹廬師生展 

 

曹容的心目中，認為絕妙的書法，除日常生活實用與鑑賞外，要能感動當世

人，還要能超越時空，感動千百年以後的人。 

他一生淡泊名利，精研書學，弘揚書道超過八十個春秋，在三重的「澹廬專



修塾」時期造就不少傑出書法家，這些書法名家如今遍佈三重、新莊、基隆、台

北市等地區。除了連勝彥先生與林彥助先生仍活躍於三重書壇，此外同樣具有全

國知名度的傑出弟子還有：廖禎祥、黃金陵、曾安田、蔣孟樑、林政輝、謝健

輝、謝季芸…等。其中連勝彥、謝季芸均曾擔任兩屆國內具代表性的「中國書法

學會」理事長，還有許多會員分別在各級學校，政府機關、民間社團、社區大學

弘揚書道，傳承「澹廬」精神，可以說曹容先生對台灣書壇影響極大。 

 

 

圖 4-2-18 澹廬書會慶祝曹老師 86 歲華誕(游碧貝提供圖) 

 



 

圖 4-2-19 曹容作品-孟子語 

 

圖 4-2-20 曹容作品-勉

勵門生詩 

 

圖 4-2-21 曹容作品-魚躍鳶飛 

   

(二)書法家-連勝彥先生 

  連勝彥先生為國內外知名的書法家，要了解連勝彥在書壇及教育界的成

就，實有必要從其家學說起。其父連清傳做人處事誠信，擇善固執，嚴於律己，

寬以待人，一生人格操守風範，為兒子連勝彥處事表率。連清傳先生因早年家貧

失學，更知學習一技在身的必要性，便在民國 54年捐地、捐資，興學創設「清

傳商職」，培育基層的商業職業人才。 

 

圖 4-2-22 連勝彥-赴東京參展 



 

連清傳先生十分重視品格教育，連勝彥先生年幼時便受父親督導，日課自學

書法。雖然連勝彥先生在 30歲以後才開始向曹容先生正式拜師學習書藝，但連

先生奮力向學，在不算長的時間內就遍臨歷代碑帖，由博而精。連勝彥先生對書

藝的熱愛，不僅化為日常作息中的研讀書學、臨寫研究、構思佈局、斟字酌句，

也每每廢寢忘食，因此兼擅各體，所寫的隸楷行草等作品無不勁拔清秀，神韻超

逸。 

 

 

圖 4-2-23 連勝彥作品-八十有懷 

 

圖 4-2-24 連勝彥作品

-漫步關渡公園 

 

圖 4-2-25 連勝彥作品-先嗇

宮站 

 

 連勝彥先生長期服務教育界，同時對書法推廣至為用心，以書學涵養品

格，身體力行；對於書社運作深謀遠慮、勉力親為，最令晚輩後生所敬重。 

民國 79年當選內政部列名全國社團的「澹廬書會」首任會長，民國 81年榮

獲教育學術團體年會「木鐸獎」，同年創設「財團法人連清傳文教基金會」擔任

創會董事長。87年榮獲行政院長連戰頒贈一等服務獎章，創立財團法人澹廬文

教基金會並當選第一屆董事長。自學校退休後更全心投入書藝研究、創作及推

廣。歷任全國及全省美展評審委員、國父紀念館及中正紀念堂書法類展品審查委

員暨典藏審查委員。先後創立青溪新文藝學會、傑閣書會和大漢藝文學會。 

並曾任中國書法學會理事長八年，積極推廣書法交流。民國 102年受聘擔任

橫跨兩岸藝壇的「中華畫院」書法篆刻院院長。民國 107年榮獲中華民國畫學會

頒發書法類金爵獎。 



 

圖 4-2-26 連勝彥-新北市寫

春聯 

 

圖 4-2-27 連勝彥-滬臺交流展作品合影 

 

 (三)書法家-林彥助先生 

林彥助乃是書法家連勝彥先生的師兄，藝術與文學涵養俱深，是跟隨曹容大

師學習的學生中年紀最早的一位。他在三十多歲時於三重大同南路批發海產食品

業界已具相當規模與名聲，雖然事業不斷壯大，但也警覺到讀書習字的時間已日

漸短少，幾經酌量，毅然放棄豐厚的收入退出商場，追隨居住鄰近福德南路的書

法大師曹容鑽研書法，又與林玉山、姚夢谷、孫雲生、李猷、余偉諸位宗師學習

詩詞、古文、繪畫等，從此展開他精彩的文藝生涯。 

這位從小以賣魚丸生意起家的市井人物，在長年努力學習書法藝術後，成

功轉換事業，成為三重地區與全國著名的詩書畫名人。 

 

圖 4-2-28 林彥助澹廬 90 週年上海特展 

 



 

圖 4-2-29 林彥助作品捐贈三重區公所 

 

中華傳統文化之精華當屬詩書畫三絕，現代人專精於一者誠屬難得，三者兼

具者鳳毛麟角，林彥助稱得上「腹有詩書氣自華」。他滿腹經綸，勤修書畫半世

紀，創造個人獨特風格。以研習詩文書畫為志趣。他擅長各款書體，於字厚重端

正，於畫秀逸傳神，其詩賦文章亦通順率真，行雲流水，暢達無礙。 

往昔在 60與 70年代曹容先生親自主持澹廬月例會，同門師生各自展示書法

作品，相互觀摩學習，曹容老師常說：「學書要天分高、多聞見、多習寫三要素

之外，更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始可登峰造極。」林彥助便常藉旅遊各地寫詩

作賦，累積很多精采的詩作，著有「茂齋文集」、「虛谷詩詞集」、「林彥助詩畫

集」、「絲路行旅」等，在北台詩壇也有很好的評價。 

 



 

圖 4-2-30 林彥助作品-光興

國小四景春之頌 

 

圖 4-2-31 林彥助作品-太極

拳 

 

圖 4-2-32 林彥助作品-早起

運動歌 

 

(四)書法家-游清林先生 

曹容大師的另一位學生游清林，他的書法風格，與曹師最接近，看其字知其

人。曹容傑出門生眾多，如黃篤生、游清林、林政輝、謝健輝、何濟溱、曾安

田、林彥助、連勝彥…等人，其中，據識者指出，游清林所寫的毛筆字最親像曹

老師。 

 



 

圖 4-2-33 曹容與其學生合照 

右一游清林 

 

圖 4-2-34 坐者曹容，游清林寫字神情專一(游碧貝提供圖) 

 

他的書風也深深受到曹老師的影響，他的「隱松」名號，即是曹容所取名

的，曹容看準他的個性不喜好露鋒芒、樸實無華，曹容教他：寫字要藏鋒。 

游清林的女兒描述她們的父親「溫文儒雅、樂善好施」，一生中從事煎餅的

大生意， 然他的個性單純，寧可自己吃虧，不佔別人便宜。 

游清林隨曹秋圃學習書法總共 15年，人如其字，游清林的書法淡淡的，書

法字靜謐祥和，他的出生地龜山壽山巖知名的國定三級古蹟觀音寺大雄寶殿大柱

上，也留有他的書法刻字。 

 

 
圖 4-2-35 游清林作品-龜山壽山巖觀音寺沿革史(游碧貝提供圖) 



 

餘生在松年大學三重分校教書法，教授到剩最後 2堂課時，在課中突然暈

倒在講堂上，經送醫，住病房一個月後過世，去逝前，他依然放心不下他已經安

排好的未上完書法課程。這是書道上很典型的曹氏精神。 

 
圖 4-2-36 游清林作品(游碧貝提供

圖) 

 

圖 4-2-37 游清林作品(游碧貝提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