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幅對聯「心內有字，目中無人」，

八個篆字道盡一位書藝家的心聲，字只在

他心中，不在他眼中，而他眼裡卻是目中

無人，是他睥睨一切，自恃甚高 ?抑或是

他夢想幻滅的無語悲嘆 ?

在 30年暗無天日的歲月中，廖燦誠比

未盲前更勇於創造自己，許是「目中無人」

讓他更無所顧忌，不但沒停止他先前的書

藝創作，反而更大膽跨界在小劇場演出，

又做陶藝，又玩攝影，活出新鮮的自己。

也許當生命被逼至孤獨的峰頂，才得

以淬鍊出更新的生命。沒有倒下的他，如

何握住一支毛筆，猶如擎住火把，探照他

漆黑的世界 ?他在漫漫的時光巨流中，究

竟如何漂流，找到靠岸 ?

文、圖／鄭芳和

盲書藝術家廖燦誠
曖曖內含光—

▲ 墨潮新世紀大展  民國 90年於何創時書法館 (中戴
墨鏡者為廖燦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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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公演，宣告前衛書道

「盲者太極生廖燦誠現代書藝前衛書

道─腳步的欲望」，民國 100年 9月 2日

在臺北國際藝術村公演，是由廖燦誠與一

名日裔德國女子共同演出。幕起，只見兩

人沿著地板的四周行走，廖燦誠教女子國

語，女子的發音總是說不準，鬧出許多笑

話。進行國語教學好一陣子之後，廖燦誠

脫去上衣，赤裸上身，穿著一條黑長褲，

開始蹲在地上，手握著黑抹布，瞬間在地

板上揮寫出大字，字雖不可辨，筆畫卻氣

勢連綿，元氣淋漓，揮完後，他退到一角

吟誦蘇東坡的〈念奴嬌〉：大江東去，浪

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

三國周郎赤壁⋯⋯。而穿著裙子的女子則

在他的書法上，手舞足蹈，又跳舞又翻滾，

她瘋狂地舞動，手、足及全身都拓印著墨

跡，在揮毫、吟唱與墨舞之間，兩人都盡

情釋放著身體的欲望與能量，完成飆墨又

飆舞的〈腳步的慾望〉，博得滿堂彩。

另一齣民國 93年由法國導演指導的

〈靈蕊〉，在國家戲劇院演出，廖燦誠在

一個大燈罩裡揮毫，書寫完畢，他當眾宣

告他的前衛書道宣言 :一、書法不只是黑

白，可以是彩色。二、書法不只是平面，

可以是立體。三、書法不只是靜態，可以

是動態等等書藝觀念。而民國 92年廖燦誠

也曾經赴日於上野 (うえの )參加〈夢難承〉

的國際聯合公演。

抓住抹布 /筆毛，以觸覺揮毫

許多書法界的老友，看到廖燦誠並未

遺棄他自己，總是在生命的行旅上辛苦跋

涉，要把前衛書道的魂魄呼喚出來，紛紛

邀請他在「國際迎春揮毫」上作表演。

例如民國 102年蛇年，廖燦誠一人分

飾法海和尚、青蛇、白蛇角色，表演〈白

蛇傳〉，之後再揮毫。民國 103年馬年，

他表演唐三藏取經，完成後再抓著抹布，

在鋪著宣紙的地板上揮寫，他左手抹，右

手抹，抹來抹去，終於抹出以如意兩字為

主，含涉龍馬意象的〈如意龍馬〉。民國

105年猴年，他先以雙節棍舞出一段太極

舞，舞畢他右手握三隻筆，左手摸著紙的

位置，順勢在地板上揮寫出含藏著孫悟空

的臉，右手握著如意棒，如畫如字的〈申

猴王〉。民國 106年雞年，他先表演一段

聞雞起舞太極劍後，再一筆揮出蘊含著龍

意象的〈世界之光〉。

▲ 廖燦誠  〈龍成帝影 ( 影帝成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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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燦誠在「國際迎春書法」上的表演，

每每先演出一段與太極拳相關的舞蹈或生

肖故事，再大展身手揮寫書法。他結合太

極拳、舞蹈、戲劇與書法的跨界多元演出，

深獲好評。許多國際貴賓都十分好奇，盲

者的廖燦誠如何寫書法 ?

的確，眼睛看不見，如何揮毫一筆一

畫 ?運筆的來去之間，如何不會糾結成團 ? 

廖燦誠把眼盲的痛苦幻滅，化為驚喜的重

生，他探索出一套以「觸覺」書法取代「視

覺」書法的太極心法。

廖燦誠說 :「如果我不能創作的話，

等於生命的宣告死亡，創作就是我的生

命。」，眼盲了，路絕了，他的爆發力完

全來自他內心的燃燒，為了存活，為了創

作讓他轉個彎，往另一個方向前進。

書寫時，廖燦誠先用手量距離，測量

紙的長寬，再試著演練書法的筆觸，然後

在紙上放置小紙鎮，作為字與字之間的界

格，等他沾墨揮毫時，一手拿筆書寫，一

手觸摸紙或紙鎮，調整字的大小，而不至

於筆畫相互重疊。而他握筆不是握住筆桿，

而是緊握筆毛，他才能夠感受筆毛的乾濕，

因為一沾墨就得一氣呵成，無法再沾墨再

書寫。憑著觸覺與書寫的記憶，他一筆一

畫完成一幅書藝作品，甚至還親自蓋上印

章，不假手他人。

心內有字，迴旋自如

廖燦誠的觸覺書法是他湧動不息的意

志，驅動他寫出「心內有字」的書法，一

種由觸覺出發的心靈書寫，重於由視覺出

發的表象書寫，而他「心內有字」的那個

字，是像字又像畫，他摸黑寫出的書法是

膽敢臆造的「盲者書藝」，是連綿蜿蜓的

線條，文字消融於筆畫之間，抽象畫天馬

行空的書法，感性多於理性，含藏著甲骨

文象形文字的圖象意象與草書的符號筆意

而成。

▲ 廖燦誠 〈心內有字，目中無人〉 篆書對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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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他經歷明眼人書法、獨眼龍書法

到全盲書法，演繹出迴旋自如，從心而遊

的「心象書法」，他成為獨一無二的藝壇

盲劍客，行筆如使劍，目中無人地行走江

湖，他並不是一步步走入沒有光的所在，

而是邁入「希望之光」的境地。

得青光眼由獨眼龍到全盲

民國 39年出生於宜蘭羅東的廖燦誠，

民國 66年以第一名畢業於國立藝專 (今國

立臺灣藝術大學 )夜間部美術科西畫組，

曾獲全省學生美展大專組書法第一名，全

省美展書法第三名。

當他畢業進入公司負責平面設計時，

常感視力模糊不清，在醫院眼科驗光，忽

然發現他的右眼上半部是黑色，下半部是

白色仍可看見。而醫生也告訴他左眼也要

多小心，若是眼球壓迫視神經，視神經萎

縮就無法看見。

他不解何以才剛結婚一個月，卻意外

得到「青光眼」的惡耗，他的人生悲欣交

集。

就在這一年 (民國 70年 )，廖燦誠 31

歲，經過第一次眼睛手術後，右眼竟完全

失明，他不得不放棄在原公司 4年的工作，

只能教學生寫書法，勉以為生。失明後他

自號「太極生」，記念那一黑一白如太極

的眼睛。

然而他日日膽戰心驚，不知另一隻眼

睛能維持多久，對於一個志於道，游於藝

的書法家，他只能拼命往前，創作不歇。

他積極參與墨潮會於歷史博物館、華明藝

廊、臺灣省立博物館或快雪堂的聯展，並

與張建富共同舉行「書法之春—現代書藝

雙人展」，也參加「現代書藝七人展」、

「現代書藝邁向前衛展」。此外廖燦誠也

於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舉行書法個展，並

與他的學生舉行「太極生師生書法展」，

發表霹靂書法。民國 77年他更出版「說象

解字」，將他多年研究甲骨文、金文等圖

象字畫的造字心法與他實際探索的書藝創

作公諸於世。並應邀出席韓國、中國的國

際書法研討會。他也曾獲第一屆全國優良

書法教師獎，發表「全國美展書法的改進

建言」一文。

憑著獨具隻眼，廖燦誠的書藝正突飛

猛進，而他的另一隻眼睛卻也愈來愈朦朧，

視野窄小，他擔心的那一天在經過 12年後

終於來臨，經歷了 7次手術失敗，他雙眼

全盲，淪為重度視障者，正是壯年的42歲。

全盲之後的每一天對廖燦誠而言都是

挑戰。生命像忽然襲來的夜色，一下子就

暗了，看不見的眼，恐懼的心，把他的信

心摧毀殆盡，他的雙腳似乎也被上蒼沒收

了，他根本不敢踏出門去，足足有 5年之

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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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凝神專注書寫，以龍的象形文字再摻合

草書，從百龍書到千龍書再到萬龍書，以

書法入畫，寫出龍頭、龍身、龍尾，書畫

一體，造型、用墨、用筆皆變化萬千的龍

書法，例如〈龍成影帝〉(影帝成龍 )是以

象形文字的龍字為首的連綿草書，氣勢奔

騰如虹，成影帝三字草書轉折變化，化為

龍身，成為他新潮的現代書藝面貌。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稱龍是鱗蟲之

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

長。因而廖燦誠憑著想像力創造長短粗細

不拘，形態各異的龍字，他自民國 77年龍

年元旦把文字還原為圖象，創象形龍，到

4年後的〈龍成影帝〉已是爐火純青的作

品。在寂靜的時光裡，他創作了兩萬件龍

書，他說 :「我之所以喜歡寫千百龍書，從

畫的觀點來看，龍畫是寫意畫或抽象畫，

比較接近精神層面。」，因而他的龍書法

中，沒有透顯出畏懼怯退的自卑，反而是

用筆超脫，遒勁，浮現昂然自信的精神氣

度。

那一幅〈縱橫九萬里，上下五千年〉，

以龍的意象為出發，寫來氣勢連綿不斷，

一氣呵成，格局恢宏，寫出他心內有字，

目中無人的藝高膽大，比明眼時期的書法

更為奔放自如，他似乎寫出他內在爆發的

小宇宙能量，誰會相信這是一位盲書藝家

所書，命運的安排的確神秘，無人能預見。

象形文字摻合草書，象形龍

那段足不出戶的日子，他的精神極度

挫傷，不免感嘆，當兵時他的視力好到可

以擔任狙擊手，如今卻罹患青光眼，視力

歸零；他曾是被頒獎的優良書法教師，如

今連教書法也無以為繼，生計歸零。當一

切都歸零後，幸好上蒼仍讓他保有 20年的

書法功底。在這段猶如閉關的孤獨日子裡，

▲ 廖燦誠 〈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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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書藝，龍馬精神

在廖燦誠全盲的那一年，正是墨潮會

以現代書藝大出擊的時候。墨潮會民國 65

年創立，以書法的研究、創作為宗旨，廖

燦誠為發起會員之一，民國 70年墨潮會於

國立歷史博物館聯展，廖燦誠以青銅器金

文的〈龍〉書法參展，龍在殷商的甲骨文

或金文中，具有原始的龍形，是象形字，

長身、大口、有角、有足，身形婉曲如蛇。

龍字書法的起源和中國文字起源同步，因

而廖燦誠從最古早的龍字寫起，正展現他

對文字由實象化為圖象再形成文字的遞變

過程的極大興致。

當 90年代的墨潮會不滿傳統書法的僵

化、保守，欲結合現代藝術改造傳統書法

的生態，從民國 83年起陸續在《藝術家》

雜誌，開闢「現代書藝論壇」，論辯現代

書藝的各種觀念與表現的可能性，創始會

員廖燦誠即大展身手，以甲骨文的象形

「龍」，結合現代書藝，創作諸多龍書法。

他更認為現代書藝的精神就是「如龍靈動，

似馬奔馳」的「龍馬精神」，一如他那幅

〈龍馬精神的天下〉，在一張世界地圖上，

大力揮寫龍與馬的合體字，宛如一隻奇獸，

有著龍頭，躍著馬腳，飛騰於地球的每一

洲，戮力傳播現代書藝。

▲ 廖燦誠 〈龍馬精神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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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相照，眾志成城，打死不退，猶如書法

界的黑幫。

他們愈受到書法界的大加撻伐，就愈

到處放火，興兵作亂，意圖搗毀主流書壇。

在這班既前衛又搞破壞的墨潮弟兄裡有一

個帶著墨鏡、總是靜靜坐著，聽眾人議論

不休，分明就是墨潮會的老大—廖燦誠。

溫吞文靜的老大，在弟兄中年紀最長，也

最內斂沈著，往往出口一鳴驚人，令人折

服。

而墨潮會的作戰、密會，越來越頻繁，

往往晝伏夜出，有時在九份，有時在八里，

上山下海，廖燦誠都躬親參與，又有時在

國父紀念館廣場進行行為藝術，必須以書

法包裹全身，配合劇情演出〈我們都是喝

傳統書法奶水長大的〉(民國 82年 )，〈喝

盡了古代書法家的奶水之後呢 ? 〉(民國

82年 )，他也一一就範，與墨潮弟兄戮力

表演。

在與墨潮黑幫相廝守的 5、6年間，他

的生命熱力併發，只因在墨潮的集會裡遲

到者按時數罰錢，未繳作品者罰錢。每月

的聚會被罰最多者為那位立論精闢，也最

天馬行空的墨潮革命先鋒健將—張建富 (阿

富 )，廖燦誠與他形同患難之交。他們兩位

在民國 72年就已攜手聯展「現代書藝」雙

人展，是最早為現代書藝定位，揭開序幕

的先知，且廖燦誠也協助阿富編輯《書法

藝術》雜誌，甚至肝炎病發，也在所不惜。

廖燦誠熱衷於書寫龍書，從未盲時寫

到全盲後，與甲骨文的出土有著莫大關係，

他認為殷商的甲骨文埋在地下三千年，被

發現後，它的象形文字應比許慎〈說文解

字〉以秦的小篆為文字學根源更具代表性，

因而他著作《說象解字》，闡揚將中國文

字還原為圖象的新文學觀，並破解六書的

造字之謎，而甲骨文也成為他在現代書藝

上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泉源。想來

〈龍馬精神的世界〉，就是他內心世界的

投射，他雖然看不見，走不遠，卻可以如

莊子的「乘雲氣，御飛龍」，把世界攬在

筆下，自由翱翔，飛向無何有之鄉，走向

精神的道遙自在。

雖然廖燦誠出門不方便，然而墨潮

會正如火如荼展開與傳統書法對決的殊死

戰，他卻每役必與，由妻子素玉嫂陪同出

席。勇猛精進的墨潮會弟兄們，常常在陽

明山上的草屋結社集會，大夥兒喝酒吟詩，

又相互批評作品，互不相讓，往往爭得面

紅耳赤，酒過三巡又一切安好。

帶墨鏡的墨潮老大

他們個個身手矯健，早已練就一身傳

統書法功夫，卻都願意為現代書藝殉道。

大夥兒集體發聲打群體戰 :在媒體刊登連

頁展覽廣告，又刊載專文於書藝論壇，每

月一論，引來傳統書法衛道者的批評怒罵，

並與之劃清界限，然而墨潮弟兄們個個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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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經叛道，猶如「洪水猛獸」的現代

書藝黑幫，到處搖旗吶喊，造反得不知天

高地厚，不怕天打雷劈，縱使戰況不利，

仍要誓死同歸，管他染黑不染黑，要黑就

黑到底。廖燦誠說 :「墨黑是我們的本色，

所以不怕被抹黑。」，早在 80年代他便以

拖把在地板上揮寫、飆墨，並創「霹靂書

法」，而今他已目中無人，他更不在乎，

甚至覺得墨潮會是「墨潮浪舞」，越打壓

浪潮愈高，他相信現代書藝是中華文化在

現代的民主時代開展的多元化現代書法。

臥龍藏虎的異形基因工程

譬如廖燦誠除了創生龍馬合體字外，

又發現龍字中藏著虎，龍虎一體而創作〈臥

龍藏虎〉，此外也有「虎」字草書中，兩

側添加雙翼而成的〈如虎添翼〉，他在文

字書法上，不斷進行著異形基因工程的混

種計畫。而民國 85年他更以人類學的田野

採集方式，訪問 108位不同人士，將他們

的人生座右銘，以龍的意象書寫出《人生

座右銘百龍書》。他甚至異想天開提出「無

字天書」，認為它才是現代書藝的前衛書

道。

廖燦誠這位墨潮老將，他時時勉勵墨

潮弟兄，超越自己，他自己也不斷精進。

他對從傳統書法中破繭而出的現代書藝提

出宣言〈掌握時代脈動〉(民國 85年 )，他

在作品中寫著「無中生有」四字，左右二

段是密集湧動的小筆觸，有如波動的能源。

他深信宇宙中充塞無盡的能源，以利四時

運行，萬物生長而現代書藝正是汲取宇宙

的能源，與時俱進，尤其身處資訊時代，

現代人的視覺、聽覺無不接收龐大的訊息

形成脈動網；而轉化時代的脈動網，成為

創作的動源，則是個人的修為與時勢所趨，

而創造其實是無中生有，在無中湧出靈感，

創造出藝術生命。

80至 90年代廖燦誠的書法面向，涵

括八種書藝創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象

形書法」與「太極書法」。象形書法是以

象形文字融合草書的「象形龍」書法為主。

而太極書法是他從鍛練太極拳，並成為太

極教練後，悟得陰陽虛實的變化法門的太

極神功，將之運用於現代書藝創作上。

▲ 廖燦誠 〈縱橫九萬里，上下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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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潮會從民國 81年後，在現代書藝

上緊鑼密鼓地出聲，不但每月聚會，品書

論藝，檢討成效，又得在藝術家雜誌的「現

代書藝」論壇上，每月撰寫文章並刊登作

品，四年共累積 40餘篇，每個人都深感壓

力，但也不敢怠慢，雖也有幾位成員偶而

為之，但廖燦誠卻期期親力親為，累積可

觀的創作成果。

真正靈魂之窗是心眼

在民國 87年後半年，現代書藝論壇，

終於達成階段性任務，此時廖燦誠才有機

會在新莊盲人重建院正式接受按摩、定向

行動力、電腦等全方位的兩年課程訓練，

不意卻將他內在潛藏的火山能量，引信爆

發，改寫了他的生命史。

先前廖燦誠亟思建構現代書藝系譜，

而今他研習陶藝、攝影，參加愛盲中心讀

書會，啟明分館的電影欣賞會，他每年讀

書 60本以上，榮膺讀書會會長，看電影

60部以上，又學吉他，並加入教會的國

臺語詩班、英語詩班，更不可思議的是他

還是臺灣新寶島視障藝文協會盲人劇團團

員，他逐漸找回生命的信心，並深切地體

悟到真正的靈魂之窗是「心眼」，而他即

是透過心與外在世界溝通。他說 :「我雖然

看不見光，但光就在我身體裡面。」。

他的日子過得充實而璀璨，既不忘書

藝創作又捏陶或參加戲劇公演或到監所進

行生命教育並揮毫；或參與讀書會、看電

影或上教會查經，其樂融融。他時時以貝

多芬飽受耳聾苦痛，卻寫出第一號交響曲

的崇高精神為生命依歸。他的〈三千年的

等待—庚辰千禧龍〉，以甲骨文的象形文

字寫龍頭「辰」字，結合草書的「庚」字

龍身，飾以鱗紋並上釉成為陶藝作品，又

有千禧龍的青銅作品。而〈我的一小步〉

是他以自己的右腳為拍照的攝影之作，

畫面上躍上藍天的一腳與背景的大氣球腳

印，兩兩奇趣橫生，是否意味著他一步一

腳印，踏出他的新旅程，即使步履緩慢，

卻是小而美，逐步踏實。

打開生命史與藝術史的雙重視野

廖燦誠曾在一首〈時間不是因素〉詩

中，抒發他對生命與時間的感懷 :

時時間絕對不是因素

時間是太陽的腳步

日復一日

年復一年

一光年復一光年

一場夢

一部戲

一個人生

在時間的長河裡

只是一剎那

我深知

生命的價值

時間不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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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體悟到時間是太陽的腳步，許多人

寧可大步驅趕時間，終究是夸父追日，無

法趕上太陽的速度。而人活在世上，時間

匆匆根本不站在我們這邊，活得長或短，

或如夢如戲，都只是一剎那，可貴的是留

下動人的故事，但藝術的創作卻可與時間

同樣永恆，正是他以心眼照鑑生命存有的

心靈哲思。

民國 99年 60歲的廖燦誠在國立臺灣

藝術大學藝術博物館舉行「太極生現代書

藝展」。展出他由明眼人 30歲前的書法及

至 42歲前獨眼龍時期，再至漆黑深谷全盲

時期，終至以心眼邁向希望之光，新世紀

全方位開展的書藝作品。這是廖燦誠太極

生越過生命的幽谷，把自己的一生化為一

部完整的作品，體現他個人的生命史與現

代書藝史的雙重視野與意義，也是生命的

出格之美的極致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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