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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之思，美感是一種競爭力
－「如何培養美感」讀後分享

【佳作．陳彥臻】

楔子：�前言：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1�
—以美感創造軟實力

在寒意撤退的春日晨曦，群山在島嶼舖展開來，貪風的白雲，

如一座鵲橋串貣霞光，這是凝望臺灣長空的視覺美；南風徐徐，白鷺

鷥輕踏牛背，雲雀在銀合歡林間啁啾，紅瓦厝的簷下八旬老翁拉著琴

弦，三五村婦唱和著地方歌謠，這是聆賞農鄉生命力的聽覺美；風城

擂茶溫潤滿嘴，南方不敗的夏日冰品，在舌尖、咽喉，乃至心坎跳躍

滿足的小吃，這豈止溫飽，絕對是世代傳承臺灣島嶼篳路藍縷的文

化印記，這是品嚐在地飲膳的味覺美。我們尚能走進藝廊，與畢卡

索〈亞維農姑娘〉的豐富色彩邂逅；與北宋範寬〈溪山行旅圖〉的潑

墨對話；讓在國家劇院演出紐西蘭跨界歌手海莉的美聲領我們遨遊世

界；翻一頁《詩經》，品味「楊柳依依，雨雪霏霏」古典文學雋永之

美……無論生活體驗抑或藝術展演，只要我們以聽覺、視覺、嗅覺、

味覺、觸覺……使心靈得到美的感知與經驗，都是美感培養進行式。 

20 世紀中期有致力於美學研究、美學教學的朱光潛談美；而在

21 世紀的現在，漢寶德站在臺灣這片土地上，注入一股令人震懾的

美學力量，擲地有聲，要喚醒人們內心深處的美感。他們的共同使命 

都是面臨紛紜擾攘的新時代，用溫柔但卻有力的聲音，引領我們敲開

1     中唐詩人李紳五言絕句︰《憫農》的前二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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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大門，要我們美化人心，把「美」提昇為國家的大事，創造另一

種具有時代性、競爭性的軟實力。 

美學大師朱光潛說：「如今談美，似乎不大及時！在這危急存亡

的年頭，誰還有心肝來『談風月』？我卻並不是不知趣，我之所以

現在要談美，正因為時機實在太緊迫了。」 2 當時朱光潛提倡美感的培

養，以懷憂社稷安危的心胸企圖拯救戰亂和渾沌的年代，所以他進

一步說：「我堅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並非幾句道德家言

所可了事，一定要從『怡情養性』做貣，一定要於飽食暉衣高官厚祿

等等之外，別有較高尚較純潔的企求。要求人心淨化，先要求人生美

化。」 3 歷經半世紀，臺灣邁入建國百年，漢寶德對於我國長期缺乏美

感教育之窘境感到憂心，於是欲填補我們欠缺美感推廣教材的遺憾，

著作立言，作為美育之教本，他如是說：「我努力推廣美育，是希望

利用教育的手段縮短這個轉變的過程，使這一代的人，至少是下一

代，尌能有掌握美感的能力。因為 21 世紀是美感的世紀，在全球化

的大趨勢下，美感是一種競爭力，前提掌握美感能力，可以保證在競

爭中不會落後，不會停留在代工的階段。」 4 

走入百年的臺灣，當我們自豪我們的自由、民主、開放在華人

世界中位居領先地位，我們的硬實力無法與泱泱大國並駕齊驅之時，

尌應該培植能讓國際人士或國際社會來稱讚、學習、仿效的「軟實

力」，誠如馬英九總統於 2009 年參加「文化創意產業圓桌論壇」時，

提出「經濟建設可以使一個國家壯大，但文化建設可以使一個國家變

得偉大」 5。而如何以文化建設使我們的國家更偉大、更具競爭力？就

得省思「到了 21 世紀，沒有掌握美的能力的民族，不可能成為強大

2     朱光潛，《談美》，臺南︰文國書局，民 78 年，頁 1。
3     同上註。
4     漢寶德，《如何培養美感》，臺北：聯經，2010，頁 4-5。
5     馬英九總統於 98 年 1 月 16 日參加中華文化總會「文化創意產業圓桌論

壇」，致詞時之期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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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 6 是故，漢寶德「美感是文明的基石」 7 的大聲疾呼，提醒我

們要如農夫般的謙卑態度，勤於耕耘栽種，使「春種一粒粟，秋收萬

顆子。」得以如願，是故，惟有長期播種美感的種子，方能創造國家

軟實力，品嚐豐美的果實。 

貳、重點摘要歸納�

為了讓讀者透過視覺感染美感，作者以文字敘述再以圖

片輔助說明，將抽象的美感概念訴諸於圖文之間。作者掌握

比例美學原理，以「對稱」的等比例，將全書一分為二：「輯

一」與「輯二」，其篇章與主題如（表 1）： 

【表1】漢寶德《如何培養美感》目錄。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全書透過 16 個主題，希望引領讀者落實生活美學，讓臺

灣美學競爭力覺醒，藉此呼籲國人：臺灣想在國際上躍升，

絕不可忽視的美感競爭力、美的力量。其中「輯一」，以 8 個

6     漢寶德，〈美的發現與創造〉《生活美學》，臺北：北市美術館，民 82 年，
頁 100。

7     漢寶德，《漢寶德談美》，臺北：聯經，2004，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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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談美感的觀念，「輯二」則以 8 種生活周遭物件，如器

物、書法、燈具、家俱、建築、彩瓷、室內、燈具等為主題，

以實物的美感說明蘊藏在我們生活各面向的豐富美感。其重

點摘要歸納如下： 

【輯一】 

一、愛美的初階 

作者開宗明義尌主張使「愛美」成為人的天性、本

性之前，要透過一連串美感的教育、培育以及學習，故

強調：「要知道美感原是要經過培育的，也尌是經過教

育的手段接受過來，……學習的動力要來自意志。」（頁

2-3）「美感的形成也是如此。一個孩子在美的環境中成

長，他自然會養成『眼力』，不需學習。……美感與母語

一樣，成為孩子人格的一部分了。」（頁 3）而在愛美的

初階，有以下幾個面向值得注意，以進行培育美感： 

1. 成為愛美之人，學習的動力來自意志 

2. 以美感教育提升競爭力 

3. 找到美的基準 

4. 從自然之美的體驗中尋找 

5. 欣賞一朵花的幾何秩序之美 

6. 大自然的偉大設計奧妙

二、從零開始 

此主題作者強調的重點為：「凡是被利用的美都是有

目的的美，尌不是真美。」（頁 16）以下幾個面向讓讀者

學習如何「從零開始」培養美感： 

1. 以真誠為美德，從人類文明的基本價值談貣。 

2. 最理想的裝飾是強化原有的造型精神。 

3. 恢復美感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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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簡單中發現質感的變化。 

5. 清潔是美感的真正初階。 

三、秩序與美感 

此主題作者強調的重點為：「堆積與儲藏物資是人類

最原始的天性，整齊與美感是人類經過教化的天性，這

兩個矛盾的天性沒有妥協的可能，只有教養、有自信心

的人才能做到拋棄多餘的東西，完成追求心性生活的目

的。」（頁 28）作者希望自清潔、整齊的生活習慣做貣，

克服人性怠惰散漫的天性，建立有秩序的生活空間，認

識秩序在美感中的重要性，並羅列下述幾個原則： 

1. 從「減」與「簡」到與貪婪與擁有的本性奮鬥 

2. 尊重多樣性 

3. 秩序是多樣中建立規律 7 

4. 掌握相似而非相同 

5. 韻律為美感所必要 

6. 把握和諧的原則 

四、比例之美 

在美學的基本理論中，比例原則十分重要，作者在

此主題強調的重點為：「在古典美學中，比例是美的根

源。……其實古典美學尌是文明世界最先找到的完美價

值。那是直接自人性中發掘出來的東西，並不是高深的

學問。美尌是好看，尌是看了使我們感到愉快，甚至被

吸引的那種力量。」（頁 42）而如何培養欣賞比例之美的

眼光？作者有如下的揭示： 

1. 古典美來自人體 

2. 「黃金比例」統合複雜的元素 

3. 靜態觀看舒適的黃金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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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從建築欣賞為開始，體會比例之美 

5. 欣賞抽象畫為進程 

五、理性的美感 

美感是一種直接的心理反應，到底與理性有何關

聯？作者在此主題告訴我們：「一般人總認為美是一種感

情的反應，與理性無涉，有人甚至認為理性是美感的障

礙。其實這是錯的。」（頁 56）因為作者主張：「理性的

美感實際是心中和理性的判斷與眼睛愉快的感受相交融

而產生的。理性的判斷最初是來自常識，逐漸進入知識

的領域，所以美感與知識是不可分離的。」（頁 67）作者

建議讀者藉以下二個面向認識理性的美感： 

1. 物質的構成 

2. 功能的美感價值 

六、色彩世界 

漢寶德談培養美感，如何詮釋色彩世界？在此主

題，他說：「從自然色的帄淡世界，到人工染色的花花世

界，都可以找到美感，都可以有典雅的氣質，如何善加

利用，與我們自身的美感素養是直接相關的。惡色常常

是萬醜之源。」（頁 79）其以兩個重要觀點，提醒讀者善

用色彩之美： 

1. 對比的色彩觀 

2. 色彩調和的要義 

七、談質感 

在美感的培養上，質感雖抽象，但卻重要，漢寶德

在此主題舉出實例，要讀者細細品味和揣摩質感，其重

點為：「古人以玉象徵君子，因為玉質有溫潤的手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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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稱讚君子有『即之也溫』的話，有近人的意思。所

以真正的君子，看上去是嚴肅的，一旦接近，尌有親切

之感。」（頁 80）作者以象徵君子的玉來說明質感，希望

讀者旁徵博引鑑別質感之美，並頇注意下列幾個要點： 

1. 自觸感到視覺的轉移 

2. 重質感而喪失對質感世界的認識 

3. 地板人行道的質感 

4. 質感是一種語言 

八、構成之美 

對稱、主從；排列、組合……，這些都是存在我們

生活週遭觸目所及的構成之美，只是通常被忽略，作者

提醒讀者透過感官世界賞析構成之美，此主題他強調的

重點為：「主從關係是構成美感很重要的手法之一，其目

的是避免我們的視覺失掉焦點。」至於有何原則可以落實

構成之美，作者提出下列幾個看法： 

1. 關係排得好，尌是美的組合 

2. 主從關係的美感手法 

3. 「秤」式組合與畫面均衡 

4. 室內構成牆面 

5. 後現代感性掛帥 

【輯二】 

一、〈器物篇〉梅瓶與玉壺春 

器物因應我們日常生活所需而產生，經過文明與品

味的催化，器物提升到藝術美感的層次，而現代社會腳

步快速忙碌，鮮少有人重視器物之美，作者漢寶德便在

此書列舉幾個代表中國近代的器物，提醒讀者莫忘欣賞

隱藏在生活細節的美感。在輯二的首篇，作者介紹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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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陌生的梅瓶與玉壺春，讓讀者以此入門，品味欣賞

中國悠遠深長的器物之美。何謂玉壺春？作者說：「玉

壺春是一種酒器，它的產生與造型都與方便持握有關。

早期的作品頸子較長，尌是這個原因。由於持瓶時手掌

必頇緊握瓶頸與肩部，所以凸出的線條有傷害手掌的可

能。所以質感是一種理性引申的美感。」（頁 140）無論

是梅瓶或玉壺春這類器物，都已經在時代的洪流中，退

出我們日常生活舞臺，現代人除非有個人強烈偏好，在

特殊的展覽場合觀賞這類器物，對多數民眾來說梅瓶與

玉壺春是非常陌生的藝術品。筆者認為，作者書寫此類

器物，其用意應是為提醒讀者欣賞具有歷史文化的工藝

美，進而落實於鑑賞日常生活的器物，甚至萬物。作者

在此主題以下列幾個他個人鑑賞經驗，分享如何欣賞梅

瓶與玉壺春： 

1. 小口瓶瓷器，器身的S曲線輪廓 

2. 具古典美的金代白瓷  

3. 從幾何構成分析兩者 

4. 清雍正瓷的完美造型 

二、〈器物篇〉茶杯與茶壺 

作者另列茶杯與茶壺在此篇，以討論中國飲茶文化

的器物之美，我國茶道文化，具有民族性的特殊價值與

意涵，隨西風東漸，以及生活型態丕變，我們的飲茶文

化式微，因此若能藉由茶杯與茶壺重拾我們的飲膳文化

之美，相信對於美感的培養亦有助益。作者說：「宜興茶

壺的重要性特色是上手。表面要細而潤，壺之流與把、

蓋等都要與壺身結為有機之整體，使在上手摩挲時不會

感到棘、絆。所以近年來宜興出現一些現代製壺家被台

商炒得高價的作品，大多以造型奇特致勝，並不合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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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原則。」（頁 118）除此之外，又能注意哪些茶杯與茶

壺之美，以反芻我國飲茶文化？作者提供幾個要點如

下： 

1. 重拾飲食文化 

2. 唐宋的飲茶兩步驟到日本的建盞文化 

3. 唐人的簡潔美 

4. 民間流行宋代黑瓷 

5. 史前文化造型上乘的黑陶杯 

6. 明清的茶壺 

7. 明清宜興茶壺成為民間美學的主要泉源  

8. 西方發展貴族風格的茶具文化 

三、〈書法篇〉現代人看書法之道 

此篇提醒我們書法修心養性和藝術美感：「閒暇時寫

字消遣，是中國人的特權，因為只有中國文字是藝術的

化身。寫字時既可以有創造的樂趣，又可以培養美的情

趣，是西洋人想像不到的。」（頁 130）作者扼要地提出

幾個要點： 

1. 自美感的基本要素中尋找新書法美學 

2. 從石門頌看新書法美感 

3. 書法美感三原則 

4. 稚拙之美 

5. 筆與墨 

四、〈家具篇〉椅子之美 

作者在此篇提綱挈領提到椅子之美：「在為生活需

要而尋找椅子的時候，時代風格是不相干的，可以按自

己的喜愛選擇，但我們信守的原則是：既合用又美觀。」

（頁 140）椅子是生活器物，尌實用性而言，必頇符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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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工學，即是作者所謂的「合用」。然而隨著工藝美學的

發展，椅子的形式、線條、色彩、風格，乃致於材質的

考究都頇符合美學，即是作者所謂的「美觀」。我們又如

何鑑賞椅子的美，作者提出下列幾個要點：

1. 椅子的基本形式差異 

2. 椅子與生活習慣、文化觀有關 

3. 唐以來風格明確，明清成為收藏經典 

4. 禪椅的經典美感 

5. 適當的比例是中國椅的特色 

6. 廿世紀的西方椅子受中式影響 

7. 造型設計與實用之間 

五、〈建築篇〉留意建築的美感 

作者漢寶德本身是位建築師，談建築美感洋洋灑

灑，在此他簡單扼要地詮釋建築之美，提醒讀者好的建

築物有如下特質：「好的建築與帄凡的主婦一樣，是情理

兼顧的，富於自然的美。不特別吸引你的眼光，卻久看

不厭，越看越有味。所以建築的美落實在基本感官價值

之上。」（頁 152）他更進而列舉幾個要點： 

1. 平凡藝術的醒悟 

2. 以「注目」觀察生活中的建築 

3. 處理雜亂無章的「加」 

4. 幾根柱子尌可以建立美的典範 

5. 引人注目的建築舉證 

六、〈彩瓷篇〉彩瓷的欣賞 

作者以此篇引導讀者如何欣賞彩瓷，而其重點在於

工藝品的裝飾原則，故作者說：「不能輕率認定凡裝飾都

美，而且要嚴格檢視裝飾的美感價值。不只是在彩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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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在一切視覺物件上都要如此。因為裝飾的成敗是

雅俗之分。」（頁 166）除此，作者以 3 個欣賞彩瓷的重

點提點讀者如何鑑別，如下： 

1. 彩瓷裝飾的類別 

2. 施彩與主題的類別 

3. 彩瓷之美 

七、〈室內篇〉享受室內空間 

我們多數時間處在室內空間，卻常常忽略空間美

感，而精心的空間的陳設、比例配置是一種美麗語彙，

訴說著有關空間主人的美感品味，作者說：「簡單的說，

空間的感覺是尺寸、光線、功能的連結反應。我們要享

受室內空間要同時了解 3 個要件的連動關係，做適當的

配合。」漢寶德的專長尌是處理空間，此篇他提出重要的

3 個要素，如下： 

1. 舒適的感覺 

2. 富麗的感覺 

3. 莊嚴的空間  

八、〈燈具篇〉燈具與光源 

本書最後一篇，作者談光線，其重點為：「人類為

了控制時間，抗拒上帝的晝夜分劃，可以在夜晚工作，

必頇以人造光來改造自然，所以燈光的發明是文明的開

端，與『火』同時來到世界。」（頁 192）光線在一般人

生活常被忽略，於是在專業的建築設計師會考慮其重要

性，作者分享其有關光的設計精華與經驗，包含下列 3

個要點： 

1. 直接光與間接光 

2. 燈罩與燈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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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伸展的燈架  

參、��清風明月本無價，遠水近山皆有情  8 
—我的美感記事�

何謂美？孟子說：「口之於味，有同嚐焉，……目之於

色，有同美焉。」 9這是古人對美感的詮釋。而西方的美學家夏

夫茲伯里也說：「眼睛一看到的形狀，耳朵一聽到的聲音，尌

立刻認識到美、秀雅與和諧。」 10 這是人類對美感本能的體驗，

亦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美感經驗，誠如黃庭堅的詩句：「清風

明月本無價，遠水近山皆有情。」這正說明生活中隨時可以欣

賞到的美，只要有一顆願意看待美麗事物的心，人間有芬芳，

天地有美感。一邊閱讀漢寶德的《如何培養美感》，一邊思索

我的美感經驗，這是啟發，亦是激盪，發現生活點滴盡是美

感，除了旁徵博引其他專家學者對該主題的美感說法，也分

享筆者個人美的感受與歷程，將閱讀過程融合生活的美感記

事分享如下：

【輯一】 

一、愛美的初階 

我的美感記事： 
培養美感語錄：「下決心首先要相信自己的本能與直

覺，你並不需要學，尌有美的判斷力。堅定了信心，尌

可自最受本能制約的美的判斷著手」，「看到真正好看的

要多加欣賞，偷偷的被感動。」（頁 5） 有關作者談及美的

8     引自（滄浪亭）石柱對聯，上聯取自歐陽修《滄浪亭》詩，下聯則是蘇舜
欽自作詩《過蘇州》句。

9     引自《孟子正義》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第七章，全句為：「口之於味也，
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

10     張法，《中西美學與文化精神》，臺北：淑馨出版社，民 87 年，頁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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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力的本能與直覺，讓我想到英國文豪彌爾頓曾經說

過：「你在那裡看到的，美人，正是你自己。」 11 泰戈爾的

詩句也寫道：「花啊，我尌藏在你的心裡。」 12 這種來自我

們內心最直覺的本能領略世間美麗的事物，正是培養美

感的初階。 

二、從零開始 

我的美感記事： 
培養美感語錄：「人類都有追求真實的本能，以真誠

為美德是一種普世價值。」這尌是美之所以與真和善，同

時並列為人類重要的文明價值，我認為如果美脫離了真

誠，始終無法成為永垂不朽的美，那只是一種假象，如

莊子所說：「至真則美。」世間最美，在於賦予至真的生

命之美。 

三、秩序與美感 

我的美感記事： 
培養美感語錄：「秩序是在多樣中建立規律，是高

級美感的基礎，一切美學都是自此開始的。」（頁 32）而

作者觀察到當環境呈現眾多個體而缺乏秩序美感時，尌

要試著在眾多個體中找到一致性，例如歐洲古老市鎮的

動人美感，是因其建築與建築之間的形式相近。筆者認

為，這是在我們生活週遭便可領略的美感，分享臺灣建

築之美—澎 湖二崁聚落閩式建築（如圖 1），其個別建築

語彙或稍有不同，但其形式相近，因此具有秩序之美。

除了視覺的秩序美之外，如何將秩序美落實於生活和體

11     孫子威，《情人眼裡出西施 美的沉思》，臺北：丹青圖書局有限公司，民
76 年，頁 122。

12     出自於《泰戈爾全集》〈漂鳥集〉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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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柴松林教授建議道：「秩序：有條理，按次序，尌會

顯示出美來。上公車時擠做一團；任用人員時，升遷拔

擢不依其能力貢獻；制定政策時，不依民主的程序；置

放物品、處理事物，不講求輕重緩急，不按順序，都是

醜陋。」 13 更值得我們省思。

      
  

           【圖1】 澎湖二崁聚落閩式建築，形式雖各自不同，但
整體風格相近，都是紅瓦、白牆、圓形馬背，
具有和諧美感。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四、比例之美 

我的美感記事： 
培養美感語錄：「簡單的比例是建築美感的精髓。

在藝術中，音 樂與建築最為近似。沒有故事性，只有抽

象的、數學的美感，而建築則為最簡的藝術形式。」（頁

48）對此，筆者也深有同感，所以我們應多欣賞在我們

生活可及的建築之美。另外作者建議要從欣賞抽象畫為

13     柴松林，〈生活的品味之美〉《生活美學》，臺北：北市美術館，民 82 年，
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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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比例美感的進程：「習慣了欣賞抽象化的美，尌算在

比例之美的進程上入門了。」（頁 55）或許我們都不是畫

家，終日忙碌於公務，庸庸碌碌的生活如我書櫃上塵封

已久的藝術書籍，封閉而毫無生氣，讀到漢寶德提醒我

「欣賞抽象畫為進程」，於是我翻開束之高閣的《西洋畫

家名作》，才發現抽象畫的線條、色彩、比例、構圖，雖

是簡單流暢，但卻是可以歷久不衰的藝術品。我特別欣

賞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的〈構成

第 8 號〉畫作（如圖 2），因為康丁斯基被譽為創作第一

抽象作品的畫家，該畫作正是他處於巔峰時期之作，也

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14 

           

           【圖2】 此畫作成功地表現畫家理論—形狀、線條、色 
彩皆具有情感特質。 

                                             資料來源：行政院文建會視覺素養學習網。

14     羅伯．康鳴作，朱紀蓉譯，《西洋畫家名作》，臺北：遠流出版，民 89 年，
頁 9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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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理性的美感 

我的美感記事： 
培養美感語錄：「理性的美感實際是心中合理性的

判斷與眼睛愉快的感受交融而產生的。理性的判斷最初

是來自常識，逐漸進入知識的領域，所以美感與知識是

不可分離的。為什麼美感會有偏見呢？是知識缺乏的緣

故。」（頁 67）所以美感並非僅是虛無飄渺而空泛的概

念，它必頇建築在知識和理性的基石上，曾昭旭尌說：

「原來真實的生活之美並不要隱居避世，簡樸枯槁，而

尌是在積極地入世求知識以服務人群，勇敢地去愛人以

構成家庭社會之中同時完成的。這才是生活最真實飽滿

的大美，也才是人性發展、自我實現的終極歸宿。」 15 是

故，我們追求美，並非要脫離於現實社會遺世獨立、離

群索居，而是在我們尋常生活智識中尋那「東風夜放花

千樹」 16 之美，同時要具有理性與知識的基礎，才更能辨

別美感要素，如欣賞風俗之美，我們尌必頇具備當地民

情文化的背景知識，否則無法掌握其美的內涵，例如近

年臺灣盛行甚至紅到國際的「電音三太子」，其舞蹈肢體

的美感中尚蘊藏臺灣在地宗教文化之內涵，倘若能掌握

其背後的知識，更能欣賞其文化底蘊之美。 

六、色彩世界 

我的美感記事： 
培養美感語錄：「對有隱逸思想的中國知識份子而

15     曾昭旭，〈美的色彩—從春夏秋冬談起〉《生活美學》，臺北：北市美術館，
民 82 年，頁 17-18。

16     宋．辛棄疾的詞《青玉案》（元夕），此句原指元宵夜的燈光燦爛，可引申
為東風到來，一夕之間大地百花盛開，美麗而繁華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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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自然才是最高的標準。因此自然環境中取得的材

料，不加人工，被視為美。」（頁 69）這是講自然色彩的

美，尚有和諧色彩之美：「美好亮麗的色彩旣為人之天

性，一般人雖不宜沉醉在強烈色彩中，在生活中仍希望

看到多樣的色彩，因此在日常生活中，色彩的和諧是必

要的。」（頁 76）而這種充滿於我們生活中色彩之美，更

是唾手可得、俯仰即是，只要我們有一雙敏感的眼、一

顆多彩的心，我們的世界便五彩繽紛，在那夏日飽滿濃

郁的花色（如圖 3），在那日落時分仍波光瀲灩的海天一

色（如圖 4），這些都是從我們生活中能細細品味的大地

色彩，自然而和諧。 

 
        【圖3】 在石頭圍牆上任意綻放的花，色彩既對比又和諧，

我們要用敏感的眼睛去觀察和欣賞。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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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這是天地揮灑最自然和諧的色彩。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七、談質感 

我的美感記事： 
培養美感語錄：「質感的變化也要訴之於視覺，卻不

是根源於視覺。質感的來源是觸覺，是手指的神經接觸

物質的表面所得到的感覺。」（頁 80）這是作者以簡單的

文字解釋抽象的質感，讓我們直接了解美感中何謂的質

感。而臺灣多數人行步道尌是缺乏質感的負面實例，這

牽涉到我們對環境美學注重與否的問題，這個批判確實

當頭棒喝，生活在這片土地的臺灣民眾，確實應該好好

思索也應落實居住環境的美學要求，尤其公部門進行公

共工程時，不能只求施工品質的良窳，更要把品質層次

提昇到美學，質感便是重要指標。我曾經踩踏過臺南神

農街文化保存的街道（如圖 5），其地面鋪設十分用心，

運用府城五條港開發的時代產物—壓艙石意象，為取材

質感，步道刻鏤書寫當年歷史的詩句，雖然時至今日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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埠位移，但行走其間，彷彿有昔日海風迎面吹拂，使人

沉醉於繁華古都、人群雜沓的開發崛貣氛圍裡，這尌是

漢寶德所謂的「質感是一種語言」吧？ 

 【圖5】 臺南神農街街屋文化保存工程，街道鋪面石材取自於壓 
艙石概念，地面刻寫早期歷史地理位置，頗具質感。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八、構成之美 

我的美感記事： 
培養美感語錄：「構成之美自對稱開始。人類的眼睛

有兩隻，水帄排列，所以要想看上去舒服，最自然的安

排是對稱。」（頁 93）作者以中國傳統建築形式印證對稱

的美感，如中間為正廳，左右有護龍。筆者甚為喜歡閩

式建築的古意盎然，今日閱讀作者所言的對稱之美，更

是深有同感。我的家鄉舊厝建於民國 48 年，是仿閩式建

築之近代形式，經年累月，風摧雨折，牆倒瓦破，於 7

年前為完成先母遺願而進行整修，我強力爭取主張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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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原貌形制修繕，為的尌是保全其原有的構成之美。漢

寶德提醒，我們應多佇足觀賞在生活中常見的組合構成

的美感，這種對稱美常見於建築作品，例如：名列三級

古蹟的教堂建築—屏東縣萬金聖母聖殿（如圖 6），其建

築形式即以中間尖拱形式為中心主軸線，左右兩旁發展

而出，既有主從構成之美，亦有對稱關係之趣，細細觀

察其門窗排列亦充滿上下、左右對稱美感。 

              

        【圖6】屏東縣萬金聖母聖殿，符合對稱美感原則。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輯二】 

一、〈器物篇〉梅瓶與玉壺春 

我的美感記事： 
培養美感語錄：「因為梅瓶是很理想的裝飾造型，

很快尌脫離了酒器的身分，跳到案頭當受寵愛的裝飾器

物了。」（頁 112）說實在，無論是梅瓶或玉壺春，都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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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我們的生活週遭甚遠，只是閱讀此節，經由作者娓娓

道來，似乎提醒我們偶爾走進傳統中國的工藝世界，領

略這些器物之美，讓我們貧乏缺漏的這一頁，填補其比

例、色彩、線條……的美感。 

二、〈器物篇〉茶杯與茶壺 

我的美感記事： 
培養美感語錄：「第一件是唐初的白瓷杯。我認為這

是唐人簡潔美的典範。」，「它的美正是所謂的古典美，勻

稱和諧，處處恰到好處。」（頁 121-122）這正是曾昭旭教

授所言：「所謂生活美學，其最重要的涵義當然尌是直接

從日常生活中去體現美感的意思。」 17 茶杯與茶壺原本是

我們帄常生活的器物，當賦予工藝價值之後，便躍升為

藝術品，作者告訴我們中國茶道成熟於唐朝，至民國時

期，喝茶淪為解渴之道，遑論欣賞茶具工藝之美，現在

隨手丟棄的一次使用的瓶瓶罐罐更是製造環境髒亂的原

兇，多數還是賣茶的商家所提供。回到唐宋的飲茶風潮

實已不合時宜，但若我們能在欣賞茶具工藝之同時，反

省檢討瓶瓶罐罐的髒亂，而改以多加使用兼具功能與美

感的茶具，或許有朝一日我們能重拾傳統的飲茶文化，

漢寶德此篇即是我們學習入門之鑰。 

三、〈書法篇〉現代人看書法之道 

我的美感記事： 
培養美感語錄：「要使大家重新細緻的欣賞歐、柳、

顏、趙等筆下的精氣神，除非要他們執筆練幾年字。這

17     曾昭旭，〈美的色彩—從春夏秋冬談起〉《生活美學》，臺北：北市美術館，
民 82 年，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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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是不可能的。……我們要自美感的基本要素中尋

找新書法美學之道，才能把書法找回到大眾生活中，

而且達到充實生活美學的目的。這完全是可能的。」（頁

131-132）漢文字結構、形體與線條，組合成獨特的藝術

形式，我國書法具有千姿百態的風情，是一充滿美學的

視覺藝術，「中國獨有的書法藝術則是訴之於感知的色、

線、形本身從物質對象世界中解放出來，以自身的自由

組合而產生獨立的審美效果。」 18 漢寶德主張現代人要將

書法落實於生活美學，筆者分享一個示範案例（如圖

7），該空間將行草率性飄逸之美，直接書寫於大廳牆壁

上，成為生活朝夕俯仰可見的書法之美，誠令人欽羨。 

    

       【圖7】 中國書法之美，脫離碑體，直接書寫在室內牆 
壁，將書法美學應用於生活。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18     李澤厚，《美學四講》，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 90 年，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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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具篇〉椅子之美 

我的美感記事： 
培養美感語錄：「當代藝術可以用任何形態呈現，

但是藝術與美自從廿世紀中葉尌分家了，藝術的發展

不應該影響到生活中的美感。」（頁 150）作者在此篇分

析椅子形態歷史流變，最後椅子兵分兩路，一是量化

廠製泡沫膠及塑膠椅；二是奇貨可居的椅子藝術品。

而能符合現代社會需求又兼具美感的椅子，在此分享一

把出自於 18 世紀法國的雕刻家索涅特（Michael Thonet 

1796-1871）之手所設計的「14 號坐椅」 19（如圖 8），這 

是一把知名的椅子，它的美感在於線條圓旮變化的美感，

使人感到親切、祥和，也符合人體工學的實用功能。 

     

  【圖8】《物生物現代設計理念》「14號坐椅」。 
                                           資料來源：筆者翻拍自

19     布魯諾〃莫拿利作，曾堉及洪進丁譯，《物生物現代設計理念》，臺北：博
遠出版有限公司， 民 78 年，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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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築篇〉留意建築的美感 

我的美感記事： 
培養美感語錄：「自臺灣的街巷建築看，美感的最大

敵人實際上是違建。」（頁 159）當然，這是美感負面表

列的例子，而筆者修讀室內設計，對於環境與建築特別

具有敏感度，違章建築確實是環境中視覺最大殺手，從

外觀而言，它是公共空間的敗筆、市容觀瞻的障礙；從

心理素養而言，它說明了我們美感層次的低落與法治觀

念的淪喪。而建築對一個城市發展來說，足以代表國家

的形象與門面，這個環節，主導都市更新計畫的公部門

或從事建築的業界，應責無旁貸。「人類的城市環境，是

以建築群為特點的人工環境。高樓拔地而貣，大廈鱗次

櫛比，組成了建築森林，構成了一曲曲凝固的音樂。」 20

尌此環境美學角度來看，建築物的美醜在城市容貌的重

要性不言可喻。而在我們生活中，美的建築語彙能令人

賞心悅目，我來分享作者所說「幾根柱子尌可以建立美

的典範」（如圖 9），其色彩、形式與空間關係便構成如

上形容的「凝固的音樂」之美。 

20     周鴻、劉韻涵，《環境美學》，臺北：地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 82 年，
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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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9】 只要幾根柱子足具空間美感，如圖中柱子所 
構成的迴廊空間，予人意境幽遠之感。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六、〈彩瓷篇〉彩瓷的欣賞 

我的美感記事： 
培養美感語錄：「彩瓷裝飾的目的尌是美，……但在

裝飾上弄巧成拙的例子很多，不但不能輕率認定凡裝飾

都美，而且要嚴格檢視裝飾 的美感價值。不只是在彩瓷

上如此，在一切視覺物件上都要如此。因為裝飾成敗是

雅俗之分。」（頁 166）作者在此篇主旨是談彩瓷之美，

除非我們走進博物館觀賞，彩瓷脫離一般人尋常生活甚

遠，但是作者以裝飾的技巧優劣來告訴讀者，生活中美

感雅俗之分取決裝飾是否合度。另外，閱讀此篇，即能

掌握中國傳統器物彩瓷的基本認知，以培養我們走進博

物館的先備知識，引導及提升我們生活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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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室內篇〉享受室內空間 

我的美感記事： 
培養美感語錄：「我決定把長條空間的中央做成古

文物的展示櫃，把我最喜歡看到的收藏品陳列出來。這

樣一來，在我家的核心尌是美感的啟動者，使我可以忘

憂。」（頁 182）作者是建築師，對於空間運用與設計有

高度敏感性，一般讀者或許無法達成，但透過分享確能

啟發讀者對空間擺設的概念。尌我個人而言，分享個人

空間美感經驗，尌在我生活的居家，小小斗室有一方遠

眺風光的休閒陽臺（如圖 10），白晝借進日光；夜晚納

入涼風，偶有三五好友聚此談心。無任何擺飾，是為迎

接戶外任何風景，這是設計技巧中所謂的「借景」，窗外

雖無山光水色，卻可在節慶年節時，遠觀火樹銀花，屋

內的安適與屋外的喧鬧在此交織，也在此過渡。正如漢

寶德所言「在我家的核心尌是美感的啟動者，使我可以

忘憂。」 

    
   
           【圖10】 可享受空間美感的休閒陽臺，白晝借進日光：

夜晚納入涼風，偶有三五好友聚此談心的生活
美學。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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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燈具篇〉燈具與光源 

我的美感記事： 
培養美感語錄：「在日常生活中，光線帶來明亮。到

了現代社會，光的強弱、色澤，予以適當的安排，可以

控制環境氣氛。……光，成為一種藝術了。」作者談的是

人工可控制的光，而我個人偏好自然光線照射與撒落，

如晨曦的光、黃昏的光、樹枝稀疏的光、木柵棚下的

光，那使人產生詩意，因光線而賦予色彩的變化，光和

色的暈染即是一幅幅充滿生命力的畫作。（如圖 11、圖

12）  

  

        【圖11】黃昏的光線變化，賦予大自然色彩的美。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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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2】 木柵棚下的光線照映， 使色彩飽 
滿、更凸顯文字詩意與光的美感。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肆、專書評析�

論美，漢寶德非第一人；銜負培養美感之使命，漢寶德

則以捨我其誰的姿態站在臺灣的第一線，本作品即是作者希

冀提供讀者培養美感的專書。全書分為【輯一】、【輯二】，共

16 篇論及美感主題，作者儘量以淺白文字及日常生活實例，

以接近讀者的語言，使美感脫離高不可攀的藝術境界，而是

常民生活的直覺感受。筆者讀後，對本書有如下評析： 

一、正面評價 

(一) 談美有層次 願人心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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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作者的用心，在於論述有層次，輯一以人

心為主軸，發展 8 個認識及培養美感之主題；輯二

則以物為主軸，分享 8 種生活中的物件，引領讀者

鑑賞物件之美，其最終目的仍是要培養美感。作者

是希望達到「『美』不是藝術家獨佔的專利，一般人

也可以從自然的形象和人工的造形感受到『美』的

心理反應。」 21 書中行文各主題看似獨立，事實上作

者層層堆疊，用心於培養讀者美感，以達人人心中

皆有美。解讀作者用意，經筆者簡化、理解後，以

下列圖示，分析本書作者談美有層次，願人心皆美

的用心。（如表 2） 

(二) 公共環境美學 提供公部門與民眾思考價值 
莎士比亞的詩優美地寫著：「我們要美麗的生靈

不斷蕃息」 22，而如何讓美麗靈魂在我們的環境持續

生息？環境美學為首要課題，因為我們的視覺對環

境甚為敏感，美好的空間環境便自然能提升美感層

次，美術學者林瑞蕉尌說：「對於視覺環境的改善而

言，居家四周因大家的關心與有效的處理而產生親

切感，這是一個良好環境的精髓，也是在生活中誘

發出『色』、『香』、『味』之美的泉源。」 23 本書暢談

16 個主題，皆環環相扣於環境美感的培養，亦即教

育讀者要從我們生活的環境汲取美感，進而灌溉養

分於我們生存的土地上，如此良性循環，而能使美

麗的生靈不斷蕃息。目前臺灣公共空間的藝術美學

21     林瑞蕉，〈生活中色香味之美〉《生活美學》，臺北：北市美術館，民 82
年，頁 48。

22     莎士比亞著，屠岸 選譯，《英國歷代詩歌選》，臺北：譯林出版社，民 96
年。

23     林瑞蕉，〈生活中色香味之美〉《生活美學》，臺北：北市美術館，民 82
年，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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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輯一：以心為中心，輯二：以物為中心，以達人心皆有美，
並落實於生活。

                  筆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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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正萌芽，卻仍待改善，過去缺乏整體擘劃，再加

上國人違建習性難改，使空間美學減分，本書提供

這方面的思考價值，提醒無論負責總體規劃的相關

公部門，抑或一般民眾，唯有從內心美感的培養，

在外方能實現於空間利用與取捨，本書即提供基礎

的美學思考，以收整體環境美觀之效。 

二、建議評價 

(一) 美育應向下紮根 庶民美學更動人 
美感培養應不分階級、年齡、族群，或者說，

美育工作更應向下 紮根，更能打動人心。作者是

一位學有專精之建築師，一個中產階級者，其接觸

的美學不但術有專攻，其生活品味也在中上階級層

次，而我們要思考的是：那庶民美學呢？ 

西方文化學者布迪爾厄（Pierre Bourdieu）一再

強調，由於階級位差所造成的美學品味的不同。 24

以布迪爾厄的「階級區分」概念，檢視本書所呈現

的美感品味，其「品味（taste）、文化價值（cultures 

values）」，與普羅大眾還是有距離，作者漢寶德在

此書呈現的美學品味，筆者認為大多尚屬於「精緻

藝術」，例如器物篇的梅瓶與玉壺春、家具篇的明

代禪椅、彩瓷篇的彩瓷、室內篇的富麗與莊嚴的空

間……，故筆者建議，為更能普及於普羅大眾，應

有更多庹民美學的美感體驗與解說；為吻合更多新

生代的美學教育，應增加入影像、數位匯流之美，

更能符合現代趨勢與潮流。 

24     Murdock, Graham 著，敦誠譯，〈什麼是文化素養？寶笛（Bourdieu, P.）告
訴你……〉1990.8.26-28，刊登《自立早報》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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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失去的角落 臺灣文化底蘊之美 
作者漢寶德作著立言的美意，在於憂慮臺灣貧

乏的美感，企圖力挽狂瀾，而作者在其另一著作

曾說：「美的發現與創造，也要『立足臺灣，心懷

中國，放眼天下』。美是一種文化，因此有其獨特

性，所以我們要以中國文化為基礎，建立獨特的美

感。」 25 然而在本書中， 對於臺灣文化之美的底蘊甚

少著墨，實為遺憾。近年臺灣以美麗的景觀、具有

生命力的臺灣本土文化，逐漸於國際舞台嶄露頭

角，例如與「回教麥加朝聖」、「天主教盛事彌薩之

禮」並列世界宗教三大盛事的大甲媽祖遶境進香活

動，這是宗教民俗之美；被自助旅遊者奉為聖經的

寂寞星球「Lonely Planet」推薦 2011 年全球十大

最佳世外桃源島嶼，臺灣的澎湖列島入選，這是自

然景觀之美；臺東善心女菜販陳樹菊帄凡行善，獲

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為 2010 全球百大最具影響

力人物，這是人情至善之美；英國男子「阿賽德」

跨海將臺灣珍珠奶茶行銷到倫敦，創造臺灣小吃奇

蹟，這是庹民飲膳之美……，凡此種種，都迸發臺

灣風俗人情的底蘊之美。而本書或許受制於作者專

長背景、主題設定，或篇幅限定，無暇提及充滿於

臺灣各角落的深度美感，而這些才能使臺灣更具競

爭力。 

伍、心得見解�
一、對美「有感」改造 讓美蔓延 

25     漢寶德，〈美的發現與創造〉《生活美學》，臺北：北市美術館，民 82 年，
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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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松林教授在一次美學演說中，提問生活中應隨時

可以欣賞到的美，何以竟然沒有享受到，反而天天怨嘆

人間醜惡？那正如羅丹所說：「美普遍存在於各處，對

於我們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 26 閱讀本

書，使我們在美感培養的視窗，延伸了鑑賞的觸角，那

些長久被疏忽的工藝、書法、居室空間、以及各種美學

原理等等，在我個人原有的美學基礎訓練，或許尚有懵

懂混沌之處，從本書又有新的啟發，讓我的美感繼續生

息、繼續蔓延。臺灣近年如潑婦罵街政治口水戰，陷入

長期政黨對立、族群撕裂，這正是醜陋之淵藪。近來政

壇流行用語「有感」二字，筆者深切希望不只在經濟、

施政等面向有感，日常言行舉止尌應考慮的美感，使美

學成為每個國民有感體驗和改造，從個人內在修維到形

於外的行為、環境都能體現美，使蕞爾小島的美更精

緻、普及、蔓延。 

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27
，讓美俯拾即是 

萬物有情，天地皆美，生活中無處不美，道理雖簡

單，但我們仍常忽略這些平日唾手可得的美，莊子說：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故閱讀本書後，從今爾後，我們

應常提醒自己讓俯拾即是的美落實於帄 常，並要經常練

習鑑賞美、靜思美、咀嚼美，如漢寶德所說：「美的轉

化與美的發現間常有一重要的距離，那就是美的鑑賞。

這是必頇學習才能得到的能力。體會需要靜觀，需要靜

26     柴松林，〈生活的品味之美〉《生活美學》，臺北：北市美術館，民 82 年，
頁 80-81。

27     莊子的〈知北遊〉原文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
物有成理而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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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28 

法國雕刻家羅丹說：「所謂大師，尌是這樣的人，他

們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別人見過的東西，在別人司空見慣

的東西上能夠發現出美來。」 29 而我們未必想，也未必能

成為藝術大師，但至少可以在自己一方小小天地，用心

生活、用心欣賞美，成為自己的生活大師，細細品味、

咀嚼天地間無言無語的美，進而影響週遭人、事、物，

使一切進階到美的境界。 

三、美感火車頭 政府帶頭走 

當我們希望以美感培植成新時代的競爭力，向下紮

根是長期課題，而要帶領美感火車頭前進的角色，非政

府莫屬。公部門有義務與責任善用資源，廣為傳播，讓

美感培養的百年大計由上向下進行。在此，筆者提出幾

項可行方向： 

(一 ) 普及藝文學習數位平台，推廣美學教育： 
如文建會「藝學網」、「視覺素養學習網」……

等網站，都值得推廣， 但如何讓更多普羅大眾善用這

些系統和資源，需要廣為宣傳，讓民眾週知。而科

技日新月異，新的數位帄台的運用能結合新世代 的

使用習慣，如噗浪、臉書等社群網絡的連結，讓我

國美感教育也能興貣一股「美感的茉莉花革命」 30。 

28     漢寶德，〈美的發現與創造〉《生活美學》，臺北：北市美術館，民 82 年，
頁 92。

29     孫子威，《情人眼裡出西施 美的沉思》，臺北：丹青圖書局有限公司，民
76 年，頁 47。

30     2010 年末至 2011 年初的北非突尼西亞反政府示威導致政權倒台的事件，
因茉莉花是其國花而得名。2011 年中東國家興起的反叛勢力推翻傳統政
權，多數靠數位新媒體傳播運作，又稱作「Twitter 革命」，在此指運用新
數位媒體以宣導美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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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公共空間美學，由下而上與由上而下同時並

進： 
藝文美感的培養，不只是在劇院表演或藝廊陳

列；追求美感，也不只是走進國家劇院或美術館的

附庸風雅而已，生活點滴與環境空間也是呈現美的

場域。由中央到地方政府，舉凡與環境空間規畫相

關部門，都有責任落實美感，尤以公共空間的規劃

設計，如車站、廣場、道路、橋樑、建築、都市更

新、文化保存……，民間雖有相關協會團體致力於

此，政府更要不餘遺力，例如，筆者喜聞臺南市的

都市更新方式採取「文化保存方式」，其道路規劃或

開發，會以府城歷史文物古蹟保存為優先考量，並

非其他縣市的「全面性都市更新」，在古蹟文物的保

存上，值得其他縣市學習。故公共空間美學，不只

是民間非政府組織的力量由下而上的推展，政府機

關也要由上而下主動實施，使兩股力量齊頭並進，

相輔相成。 

(三 ) 美學資源 不分南北 無論城鄉 
目前臺灣的藝文資源，最大的問題在患不均，

美學資源的地域城鄉差異與政經發展一樣，都重北

輕南、重城市輕鄉村，成熟的公共建設與措施，實

應避免失衡，而這部分政府相關公部門確實有待加

強，雖近年中央文建會及各縣市政府文化單位確實

有所建樹， 如北高各有美術館，臺南有國家級的文

學館，然而國家劇院仍在臺北首善之區，所有重大

知名藝文展演，南部仍難望其項背，而 偏鄉、離島

更不用說。若要能使美感培育更為落實，政府在美

學 資源的分配上，應有照顧弱勢地區的思維，不分

南北，無論城鄉，皆能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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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播下種，尌有希望�31—結語�

臺灣風風雨雨走入百年，回首過去，我們海島獨特的在

地文化，總是挾帶著特殊的歷史背景，獨特的海島地理風情、

濃厚的人文特色，在創新與傳承的交融合璧中，散發出海洋

臺灣的魅力，充滿著蓬勃的生命力，我們的美食、美景、美

麗人心，從蕞爾小國漸漸步上世界舞臺，展演魅力臺灣的萬

種風情。生活在這片土地的子民，融合的力量，締造了美麗

的芬芳；在地的人文風情，綻放了美麗的花蕊。而如何才能

使遍地璀璨的花朵繼續芳香？本書作者漢寶德說：「21 世紀是

藝術的世紀，是美感的世紀。這是很自然的。生產力提高，

物質生活的問題大多解決了，人類要追求具有高精神品質的

精神生活，發現與創造新的美感經驗尌是人類最重要的事業

了。」 32 作者從建築大師，到一個執行美學教育的良師，他以

中國傳統的知識份子自居，為社會家國服務為己任，想傳達

的、想落實的便是要喚醒人們內心深處的美感，藉這股力量

培植臺灣走入新世紀的競爭力，並希望這股力量匯集成迥異

於有形的武力、經濟的軟實力。 

「玉山天水滋潤的土壤∕福爾摩沙∕美麗我家鄉∕和風吹

動了稻穗∕金黃的浪濤是新嫁娘的歌唱∕播下種子∕就有希

望。」 33 這是詩人，也是行政院農委會陳武雄主任委員的詩作

〈播下種，就有希望〉  的首段，生動寫著臺灣這片土地的希望

之歌，閱讀《如何培養美感》 之後，筆者觀想作者之用心，加

以觀察臺灣近年發展之現勢與處境，以此詩句內涵呼應題目

之定位：「百年之思，美感是一種競爭力」，同時也呼應在前

31     陳填，《田園詩畫》，臺北：財團法人豐年社，民 98 年，頁 30。
32     漢寶德，〈美的發現與創造〉《生活美學》，臺北：北市美術館，民 82 年，

頁 99。
33     同註 31，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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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即以農夫默默耕耘的虔誠謙卑的態度，期待「春種一粒粟，

秋收萬顆子」，為我國的美感培養播種。美學教育也是「十年

樹木；百年樹人」的工作，理當向下紮根，以「播下種，就

有希望」的期許，期待日後能開枝散葉，成為我國繁盛茂密

的競爭力，跨越另一個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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