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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自強 簡歷 

1943 廣東韶關曲江出生
1955 臺中市成功國小畢業
1955-1958 省立臺中一中初中部畢業
1958-1961 省立臺中師範學校從呂佛庭學國畫、
     林之助習西畫
1961-1964 分發臺中市北屯國小任教，初執教鞭
1964-1968 保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
1968 任教金門金城國中與師大同班同學陳怡結婚
1969 國防部光華電臺播音員
1971-1973 苗栗卓蘭國中教務主任
1973-1974 任教省立臺中二中國文教師
1975 任教臺中高工時追隨朱雲（龍盦）、
      陳其銓（奇川）教授學書法
1983 高雄市立圖書館與內人陳怡首次伉儷書畫聯展
1984 負笈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獲特殊教育碩士，
     就學期間教授中文及書法
1986-1989 教育廳中興國樂團男聲主唱環島巡迴表演，
     女聲主唱藍麗秋
1979-1989 省立臺中啟聰教務主任十年
1989.2-1995.7 省立臺中啟明學校校長
1990 臺中縣立文化中心舉行伉儷書畫聯展
1990-1993 省立臺中圖書館書法指導老師
1991.10 臺灣區運動會桌球副裁判長
1992.5 大專院校第23屆運動會桌球裁判
1995.8-2002.1 省立豐原高中校長
2002.1-2006.7 國立臺中啟明學校校長退休
2002.12.3 率臺中啟明視障學生攀登玉山主峰
    （海拔3952公尺）成功
2003.9.7 率臺中啟明視障學生泳渡日月潭（3300公尺）
2004 蘇澳冷泉盃全國歌唱大賽裁判長
2019.9 教育部教育終身奉獻獎

書法展
張自強（不息）陳怡（誼芝）在各文化中心、
大專院校伉儷書畫聯展計廿次
2013 首次書法個展於高雄明宗書法藝術館
2021.9-10 臺中市葫蘆墩文化中心書法邀請
     為個展第二回
受邀參與兩岸、港、澳、日、韓、新加坡、
美國、加拿大書法交流無數

曾任
臺中市書法學會第12‧13屆理事長二任六年
臺灣省美展、大墩美展、全國學生美展、
觀音盃、慈龍寺盃、杉林溪盃、 
龍山寺盃、
文化盃等書法比賽評審
東海大學、靜宜大學、
臺灣發展研究院書法老師
廣東潮州韓山師院書法客座教授
朝陽大學中國藝術鑑賞兼任教授

現任
中國書法學會、
顏真卿書法學會副理事長
臺中市書法學會、
中華弘道書學會榮譽理事長
澹廬書會、中華書法家協會顧問
臺中市青溪學會、
臺中市文藝作家協會
臺灣中國書畫協會顧問、救國團，
水湳書法班，
臺中女子監獄書法老師

春風揮翰墨  佳氣接杏壇
                               
   恩師  張自強、陳誼芝賢伉儷於春暖花開，生氣逢蓬勃季節，在本校美術文物館舉行

「八十歡喜向前行~張自強、陳誼芝伉儷書畫展」，與全校師生及藝文界人士分享兩人書畫

創作成果。兩位國內名書畫家能夠在杏壇退休後，專心書畫創作，並以行動作育英才，選擇

落腳本校展出賞心悅目、意境高雅作品，歡喜紀念八十長青，杏壇留芳，對本人意義非凡，

愚生竭誠表示感恩！感謝！

   張自強老師是我就讀臺中市立第二高級中學(臺中二中)高一時的班導師，當時張老師

「愛的教育」有別於就讀國中時，為了準備聯考填鴨式的教學模式，讓我念茲在茲。張老師

不但是班上導師亦是國文科老師，上課時常鼓勵學生須熟背詩詞、古文、論語等，為了引起

興趣，他以身作則，誦讀詩詞朗朗上口。

    張老師為更上一層樓出國深造攻讀學位，我也因升學負笈國外留學，疏於連絡，音訊中

斷，當時臺灣尚處在威權時代，教育場域氛圍，對中學生的管教較為嚴厲，師生情誼雖然只

有短短一年，但老師展現「身教重於言教」富學養的心性修為，開朗作風，亦師亦友，刻骨

銘心。

    直到十多年前，我以教師身分前往台中啟明學校從事招生宣導工作，偶遇張老師，當時

他已經是啟明學校校長，雖然事隔多年，張老師一眼就認出我們的師生關係。108年2月9日

我以校長身分前往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參加本校林清鏡教授(目前為設計學院院長)水墨繪畫

創作個展開幕式時，再與張老師重逢、話家常，始知張老師幼承庭訓，廣泛涉獵書論書史，

自習趙孟頫的「壽春堂」，熟能生巧，寫得一手好字，民國六十五年正式拜師，成為書壇大

師陳其銓教授入室弟子。習字已四十年，字藝精進，故真、草、隸、篆等書體兼擅，行草筆

鋒遒勁有力，篆體書寫氣韻生動，作品行文與佈局呈現獨特風格，創作成果豐厚，藝術造詣

可觀，為國內知名書畫藝術家。因此當面邀請張自強老師、陳誼芝賢伉儷到建國科大美術館

展出書畫作品，與師生分享書畫藝術優雅美學與推廣書法文學，提升學生人文藝術素養，張

老師欣然答應。

    張老師文史涵養深厚，為人熱心公益曾任台中市書法學會理事長，因喜歡唱歌學聲樂，

曾擔任過中興國樂團的主唱；張夫人陳誼芝女士，本為藝術科班出身外，先後得國畫大師喻

仲林、胡念祖、朱龍庵及馮淳夫親授花鳥、山水、人物，畫藝大進，鍾情四時水陸花草，隨

處感悟，故諸藝之中最擅工筆花鳥，教職退休後，更能專心賞花作畫，出版過花卉圖鑑。賢

伉儷沉浸書藝世界逾四十年，情深雋永，志同道合，傳為藝林模範，他們藝術創作熱情不

減，求新求變，亦籌辦義賣聯展，協助公益團體募款，允為藝文界樹立良好典範。

  「八十歡喜向前行~張自強、陳誼芝伉儷書畫展」，展現人文素養及優雅的美學，處處洋

溢著豐盛的藝術涵養，也有深厚的杏壇溫馨故事。

誠心祝賀「八十歡喜向前行~張自強、陳誼芝伉儷書畫展」藝術饗宴展出成功。

                                  建國科技大學 校長



筆墨飛翰有深情~寫於張自強展出之前
                                                                          

  文 / 逢甲大學 施筱雲 教授
    
在書道上能走得長遠，必有三條件，一是熱情，二是使命感，三是因緣。
　　有了熱情方能生出使命感，但因緣不具足，熱情和使命感也不易發揮效果。
　　這些條件在張自強校長身上都具備，他是一個對書法有絕對熱情、對教育文化有強烈使命感、
翰墨道路上始終因緣具足的好命男、才氣男。

翰墨因緣
　　先談他的翰墨因緣吧！
　　童年家學濡染，在父親指導下，以一本尚古出版社趙孟頫《壽春堂》帖奠定書學基礎，為了更
精確臨寫，他突發奇想，以薄紙蒙著字帖對著玻璃窗的光影雙鈎輪廓，再加以填墨練習，但墨痕下
滲卻容易污損字帖，儘管當年的字帖印刷是多麼簡陋。於是又發想，若在字帖上塗臘、熨燙，形成
一層硬殼臘黃的保護膜，不就解決了！長大才知，原來天下第一行書《蘭亭集序》最接近原帖面
貌的，正是馮承素的雙鈎填墨本，當年的「張小弟」已能契合古人，真是天才！他曾賦詩：「先君
字課壽春堂，穉子那知運筆藏，雙鈎響搨渾成趣，卅載臨池翰墨香。」於是他便在名帖雙鈎搨硬黃
中，消磨年少歲月。
　　入師大歷史系就讀時，與同為師範保送生的陳誼芝同窗，書畫同好讓他們一見如故，大二便共
結連理，人生道上一起奮鬥，一起藝遊。誼芝女史能書善畫，當年在「麗水精舍」向喻仲林、胡
念祖名師學畫，表現傑出，她以「幫忙題畫」的要求，鼓勵張校長去學習書法，本有深厚翰墨底
子的張校長，在夫人鼓勵之下，一股腦兒栽進書法天地，復習趙孟頫《壽春堂》、臨習《龍門造
像記》、《禮器碑》、乃至二王行草，以廢報紙、舊考卷天天寫、日日臨，十多年下來「習稿等
身」。夫人實在是一腳將他踢進書壇的「貴人」。
　　拜陳其銓奇川先生為師，更是關鍵的因緣。
　　奇公任教於臺中圖書館書法班，張校長入其絳帳，也入了奇公所創的弘道書學會，從此濡染於
奇公書法的金石氛圍，甲金陶鑄、漢碑鍛練，書藝有了飛躍的進境。奇公轉任東海大學教職，張校
長便接任圖書館的書法教席，十年間教學相長，既成了書法家，也成了書法教育家。

教育使命
　　杏壇服務數十年，強烈的文化使命感從來不減。
　　師範學校畢業後，進臺師大深造，畢業後放棄臺北市的教職，陪夫人盡回鄉任教的義務，也隨
之奉獻離島金門。
   離島當然歡迎優秀新進教師加入師資陣容，但一下子來了兩位歷史老師，又沒那麼多歷史課好
教，課程如何安排？張校長兼教音樂，聽過他演唱的人，都知他對音樂決不外行。他擁有的好歌
喉，足以在音樂廳演唱世界知名男高音帕華洛帝的招牌歌，令人如癡如醉。夫人入名師門下習染，
兼教美術課亦是適情適性。
　　一年期滿，帶著豐富的教學經驗回到本島。先後在卓蘭中學擔任教務主任、臺中高工校長秘
書、大學任講師、啟聰學校任教務主任十年，其間赴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特教研究所一年，取得碩士
學位。
　　回國後以「馬基維利的《君王論》如何運用在教育」為題的宏論，考取校長資格，任啟明學校
校長直至退休。
　　看起來順順當當的教學經歷，其間充滿智慧體驗與實踐。
　　在啟明學校，他曾經帶領數十名盲生泳渡日月潭、攻頂玉山顛，轟動社會。他認為，盲生行動
不便，生活圈子被限，要讓他們超越視覺障礙，開發新觸角，人生才有新的可能性。他為學生組織
棒球隊、柔道隊、國樂團，還帶他們練習用真槍打靶，在任的幾年全力推展體育，在國內外頻頻得
獎，令人連呼則則。
　　這樣的教育理念，也貫徹到書法教學上。他認為：書法也要突破視覺藝術的樊籬，因為學習書
法不僅是技巧的鍛鍊，也是文化的積澱；書法是個文化平臺，藉由這個載體，去認識傳統的藝術，
更要體驗文化的深層內涵。所以每回教一堂書法課，就要學生背一首詩，詩情懂了，文化底蘊就有
了累積，線條間就有了情韻，此所謂「超以象外，得其環中」。
　　書法課上，張校長不僅讓學生作書技鍛鍊，也以讀詩、賞文來磨勵「字外功夫」。他教學生如
此，自己也親身實踐，每寫一件作品，必對內容作一番省思涵融。其作品集中的每件作品，必有內
容介紹、心得書寫，透過這些詩文賞析，可以讀到他的國學涵養、古典情懷、情韻靈動。
　　他說，書法老師理當如此。

筆硯深情
　　一〇二年明宗館展覽作品集中，「王國維人間詞話」行草中堂的釋文寫道：「人生必經的三段
歷程，走過坎坷風霜的人必定頷首認同。由見山是山，到見山不是山，回過頭來見山還是山。孫過
庭書譜不也說，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把人間詞話
所說的人生三境界，和書法的三個層次相與應和，他對書法的體驗原不止於技藝，正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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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柳先生傳」一作，不但見其嚴整的顏體楷書，也見到夫人角落中的背景畫，讀著釋文對陶
淵明作深層解析，忽見筆鋒一轉，「倩內人畫柳及桃花之外，還多了一艘小艇，妙啊！五柳先生不
能只獨釣寒江雪，還須在桃花流水之中釣鱖魚下酒啊！」不僅輕靈地體悟陶淵明的隱逸情趣，也回
環點出夫人的巧慧靈思、伉儷書畫相得的雅趣。夫人畫，先生題字，先生書，夫人背景作畫，這等
翰墨奇緣，直比管趙，不知羨煞多少人！他以顏楷混搭小篆作詩直陳：「自許鍾張常退筆，怡然管
道忒多情；常以真心書領悟，偶求賢內補丹青。」此次展覽當然也不會錯過伉儷書畫合體的豐富呈
現。
　　張校長實乃一深情之人！世間的情不論圓滿與否，定都能同體悲心。此次展覽，張校長以作品
「說故事」，說深情故事。
　　他擬曹全碑筆意書寫中堂，記下王獻之《思戀帖》的故事：「王子敬與郗道茂青梅竹馬，琴書
伴隨，不料簡文帝新安公主欣賞獻之倜儻才華，明知使君有婦，仍執意下嫁。子敬雖自殘雙足，拄
杖難行，公主卻請父皇下詔賜婚，獻之無奈只得與原配離婚，心不甘情不願，當了駙馬，但心中時
時刻刻掛念前妻。寫思戀帖與道茂表達深沈之思念，子敬後雖平步青雲，拜中書令，然鬱鬱寡歡，
四十三歲英年棄世，獻之思戀帖如陸游釵頭鳳，令人讀之心酸。」直抒同悲酸楚之懷。
　　「倉央嘉措是歷代最富傳奇色彩的達賴，也是多情的詩人。一七〇五年拉薩汗舉兵入侵，拒絕
承認倉央之合法地位，將之逮捕送北京，途中於青海失蹤，或傳隱於五臺山。倉央在坐床之前已有
心儀深愛的對象，也曾跟師父班禪表示想還俗。詩云：曾慮多情損梵行，入山又恐別傾城，世間安
得兩全法，不負如來不負卿。」他以草書迅捷筆意寫下倉央的故事，又以小篆一筆一筆寫下「那一
天」的深情：「那一天閉目在經殿香霧中／ 驀然聽見是你頌經中的真言／那一夜搖動所有的經筒／
不為超度，只為觸摸你的指尖／……」慢速的小篆行筆中，彷彿聽聞降央卓瑪低沈磁性的嗓音，彷
彿看到倉央嘉措無法以情證佛的矛盾和痛苦。
　　其他，元好問寫出動人句子「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的背景、日本百歲佛學大師
松原泰道的生平、客家人堅苦卓絕的奮鬥…，滿場氤氳墨痕中，帶出半場古今故事。

氤氳墨痕
　　看一場書法展，猶如赴一場盛宴。視覺得充分享受，願意花時間細讀，心靈也一定得飽足。
　　若要形容張校長其人及生命境遇，則深情、使命感、因緣具足，形容其書法風貌則中庸、閒
逸、圓融、清雅。顏體楷字，寫得渾樸中不失優雅，小篆整練中一派雍容，受之於奇公的禮器碑，
化消抖動波勢於平和，奇公的綜體字，他更是從顏魯公的「裴將軍詩」寫起，或篆隸楷行四屏綜
合呈現、或篆隸楷行混成一條幅的「楓橋夜泊」、亦有一行篆隸一行草，行行不同各運體的「打油
詩」，讀之莞爾。其清雅雍容的行筆，正應了字如其人的美學說法。 
　　張校長數十年勤耕硯田，其境界早已不在於技法的琢磨，而今「書道入神明，文心寄翰墨」，
一世深情、半生功力，畢竟於斯，令人嘆服。值此個展盛宴，僅以「墨舞人生成史話，筆歌飛翰有
深情」祝之、賀之，祈禱他福壽康寧，為書壇創造更多好字和更精采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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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
栗
卓
蘭

雪
廬
山
的

蓮
花
精
舍
落

成
，
鄭
勝
陽

老
師
要
我
寫

一
幅
大
全

開
的
「
愛
蓮

說
」
，
我
曾

以
不
同
字
體

寫
過
好
幾
遍

愛
蓮
說
，
可

能
受
雪
廬
老

人
的
感
召
，

以
這
一
幅
帶

有
篆
意
的
隸

書
較
稱
意
，

原
作
典
藏
蓮

花
講
堂
。
承

鄭
老
師
厚

愛
，
刻
在
荷

花
池
畔
的
石

壁
上
，
與
內

人
畫
的
荷
花

刻
石
相
依
，

長
留
名
山
，

殊
感
有
幸
。

池
旁
有
一

亭
，
取
名

「
立
雪
亭
」

以
顏
楷
書

之
。
鄭
老
師

取
義
「
程
門

立
雪
」
典

故
，
用
以
紀

念
當
年
隨
侍

雪
公
李
炳
南

老
居
士
求
學

之
情
，
以
慰

孺
慕
之
思
。

宋
周
敦
頤

愛
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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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稱
顏
柳
歐
趙
，
為
書
法
四
大
家
，
顏
書
在
初
唐
，
歐
虞
褚
法
書
中
，
創
新
一
格
，
橫
細
直

粗
，
內
擫
相
向
，
敦
厚
雍
容
，
橫
劃
頓
筆
迴
鋒
，
豎
劃
上
提
左
彎
，
右
捺
雁
尾
叉
出
，
影
響
後

世
至
鉅
，
如
宗
徽
宗
瘦
金
體
，
歷
代
名
家
蘇
東
坡
，
何
紹
基
，
譚
延
闓
，
莫
不
得
其
法
乳
。

橫
看
成
嶺
側
成
峰
，
遠
近
高
低
皆
不
同
，
不
識
廬
山
真
面
目
，
只
緣
身
在
此
山
中
。

蘇
東
坡
學
佛
甚
深
，
常
夢
到
自
己
是
僧
人
轉
世
，
有
詩
為
證
；
我
本
修
行
人
，
三
世
積
精
練
，

中
間
失
一
念
，
受
此
百
年
遣
，
摳
衣
禮
真
相
，
感
動
淚
如
霰
，
借
師
錫
瑞
泉
，
洗
手
綺
語
硯
。

東
坡
此
三
首
禪
詩
，
了
悟
看
山
還
是
山
，
看
水
還
是
水
，
山
色
有
無
，
溪
澗
流
水
，
處
處
是
佛

法
妙
諦
，
本
來
無
一
物
，
何
處
惹
塵
埃
。

楷
書 

臨
唐
顏
真
卿 

顏
勤
禮
碑

篆
隸
楷
三
體 

宋
蘇
東
坡
七
言
絕
句 

禪
詩
三
首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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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不
在
高
，
有
仙
則
名
。
水
不
在
深
，
有
龍
則
靈
。
斯
是
陋
室
，
惟
吾
德
馨
。
苔
痕
上
階

綠
，
草
色
入
簾
青
。
談
笑
有
鴻
儒
，
往
來
無
白
丁
。
可
以
調
素
琴
，
閱
金
經
。
無
絲
竹
之
亂

耳
，
無
案
牘
之
勞
形
。
南
陽
諸
葛
廬
，
西
蜀
子
雲
亭
。
孔
子
云
：
何
陋
之
有
」
。
唐
劉
禹
錫
陋

室
銘
一
文
，
傳
誦
古
今
，
寫
讀
書
人
恬
淡
自
適
之
精
神
生
活
，
令
人
嚮
往
，
其
詩
亦
頗
有
可

觀
。
白
居
易
推
之
為
詩
豪
。
「
朱
雀
橋
邊
野
草
花
，
烏
衣
巷
口
夕
陽
斜
，
舊
時
王
謝
堂
前
燕
，

飛
入
尋
常
百
姓
家
」
，
「
人
世
幾
回
傷
往
事
，
山
形
依
舊
枕
寒
流
」
。
當
六
朝
衣
冠
已
成
古
邱

之
時
，
後
人
若
感
慨
之
餘
而
不
自
鑑
，
亦
使
後
人
而
復
哀
後
人
也
。

松
風
水
月
，
未
足
比
其
清
華
，
仙
露
明
珠
，
詎
能
方
其
朗
潤
，
故
以
智
通
無
累
，
神
測
未
形
，

超
六
塵
而
迥
出
，
隻
千
古
而
無
對
。

唐
太
宗
為
表
彰
玄
奘
遠
赴
印
度
求
佛
經
，
回
國
翻
譯
三
藏
要
籍
而
作
聖
教
序
，
對
玄
奘
讚
譽
有

嘉
，
又
命
懷
仁
依
宮
中
所
藏
王
羲
之
遺
墨
，
費
時
廿
五
年
集
字
聖
教
序
，
與
蘭
亭
爭
輝
。

唐
宰
相
裴
休
，
見
佛
寺
殿
壁
有
無
名
火
三
字
，
不
解
，
請
教
黃
檗
禪
師
，
師
笑
曰
，
堂
堂
大
唐

宰
相
，
學
問
淵
博
，
居
然
不
識
此
簡
單
三
字
，
休
聞
之
勃
然
大
怒
曰
，
我
乃
大
唐
宰
相
，
怎
知

印
度
經
典
，
師
曰
，
無
名
火
從
此
生
矣
，
休
智
慧
頓
開
，
剎
時
心
平
氣
和
，
再
拜
說
，
原
來
如

此
，
謝
大
和
尚
開
示
，
檗
道
，
真
是
直
指
人
心
，
見
性
成
佛
。
裴
休
遂
拜
黃
檗
為
師
，
精
研
佛

法
有
成
。

陋
室
銘

篆
書 

唐
太
宗 

聖
教
序

篆
書 

無
名
火 

黃
檗
禪
師　

隸
書 

直
指
人
心
見
性
成
佛

吾
祖
籍
廣
東
大
埔
，
深
以
客
家
人
為
榮
，
客
家
人
在
山
上
採
茶
唱
山
歌
，
歌
聲
嘹
亮
，
聲
振

山
谷
，
樂
以
忘
憂
，
曲
調
宛
轉
，
情
意
動
人
，
且
保
存
許
多
中
原
古
音
。
漢
書
饑
者
毛
食

「
毛
」
訓
無
也
，
自
稱
曰厓

曰
牙
，
古
「
吾
」
字
讀
牙
，
說
文
，
我
稱
吾
，
亦
音
牙
，
牙厓

韵
之
變
也
，
「
尬
」
乃
藉
其
聲
作
和
同
解
。
釋
文
：
愛
唱
山
歌
毋
驚
毛
（
沒
有
）厓

（
我

吾
）
有
山
歌
七
八
籮
（
這
麼
多
）
頭
句
唱
出
情
同
愛
，
尾
句
唱
出
妹
尬
（
和
同
）
郎
。

隸
書 

客
家
山
歌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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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誼芝 簡歷

A11

某
年
某
月
的
某
一
天
．
．
．
難
以
開
口
道
再
見
，
就
讓
一
切
走
遠
，
這
不
是
件
容
易
的
事
，

我
們
卻
都
沒
有
哭
泣
，
讓
它
淡
淡
的
來
，
讓
它
悄
悄
的
去
．
．
．
，
恰
似
你
的
溫
柔
！ 

這

是
台
中
市
樂
群
街
台
灣
文
學
館
側
保
留
的
老
樹
及
故
居
的
紅
門
，
那
天
我
跟
阿
強
去
畫
廊
看

好
友
郭
禹
君
的
畫
展
，
出
來
在
停
車
處
見
到
這
扇
門
，
居
者
已
去
，
徒
留
此
門
，
點
綴
街

景
，
門
牌
還
在
．
．
．
讓
我
想
起
唐
詩
：
「
去
年
今
日
此
門
中
， 

人
面
桃
花
相
映
紅
，
人

面
不
知
何
處
去
，
桃
花
依
舊
笑
東
風
」
。
欲
向
何
人
道
再
見
，
老
樹
朱
門
照
無
眠
！

難
以
開
口
道
｜
再
見

陳誼芝老師自台北師範藝術科畢業後

一直從事水墨創作及教學逾半世紀。

曾任:

台中藝術家俱樂部會長

中部美展國畫評審

台灣發展研究院國畫指導教授

救國團北屯站國畫教師

台中市華藝女子畫會創會理事長

逢甲大學國畫指導老師

當選98年台中市資深優秀美術家

同心會國畫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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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
南
千
花
染
似
紅
，

木
棉
開
時
夏
日
風
，

夢
裏
波
濤
難
忘
卻
，

蟬
聲
依
舊
茂
林
中
。

當
年
校
園
民 

歌
中
，

有
一
首
很
流
行
的

「
木
棉
道
」
。
「
紅

紅
的
花
開
滿
了
木
棉

道
，
長
長
的
街
好
像

在
燃
燒
， 
啊
，
木

棉
道
我
怎
能
忘
了
，

那
是
去
年
夏
天
的
高 

潮
，
啊
！
愛
情
就
像

木
棉
道
， 

季
節
過
去

就
謝
了
，
啊
！
看
那

木
棉
道
，
蟬
聲
綿
綿

忘
不
了
！
」

今
年
三
月
，
木
棉
已

染
紅
了
街
道
．
一
朵

朵 

像
火
燄
，
恣
意
開

放
，
總
是
被
它
們
感

動
。 

或
者
就
像
愛

情
吧
！
燦
爛
過
一
次

也
就
值
了
！
也
就
懂

了
！

三
春
花
事
晴
偏
好
，

圖
書
歲
月
晚
更
新
， 

薔
薇
月
季
君
莫
問
， 

高
低
遠
近
喜
迎
人
。 

曾
去
美
西
參
加
陳
安 

妹
之
長
女
吳
沛
恩
的

法
學
院
畢
業
典
禮
， 

沛
恩
知
我
愛
畫
花
， 

就
帶
我
去
斐
洛
麗
莊

園
參
觀
，
哇
！
到
處 

都
是
花
，
尤
其
玫
瑰
， 

品
類
之
多
嘆
為
觀
止
， 

但
我
分
不
出
玫
瑰
、

薔
薇
，
月
季
的
差
別
，

（
又
何
妨
！
）
反
正

畫
的
高
興
。

紅
紅
木
棉
道

三
春
花
事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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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下
雲
藏
處
士
家
，
縱
橫
梯
田
竹
籬
斜
，
柴
門
半
掩
秋
色
老
，
山
居
何
人
賞
芳
華
。

灕
江
畫
旅
：
偶
值
世
外
村
落
，
放
飼
群
雞
，
遠
離
塵
囂
，
歲
月
靜
好
。
是
日
小
風
小

雨
，
與
農
家
情
商
，
借
得
木
棚
屋
簷
， 

避
雨
寫
生
，
非
常
幸
福
！
農
家
有
九
旬
老

婦
，
手
柱
柺
枝
，
布
帕
包
頭
，
滿
臉
風
霜
｜
韻
琪
想
為
她
寫
生
，
但
她
有
點
怕
羞
，

就
沒
畫
成
。
（
我
是
拍
了
照
，
但
現
場
寫
生
的
作
品
才
會
有
！
有
生
命
、
有
感
情
！
）

雲
藏
處
士
家

南
太
行
山
寫
生
之
旅
！
郭
峪
村
古
建
築
中
的
一
抹
「
現
代
」
。
「
五
色
辣
椒
」
令
人
驚

艷
，
掛
在
老
牆
，
是
視
覺
、
味
覺
、
嗅
覺
的
豐
富
，
是
春
耕
、
夏
耘
、
秋
收
的
傳
承
，

有
活
力
有
希
望
。
春
聯
雖
舊
，
但
依
稀
仍
有
鞭
炮
賀
歲
節
慶
的
餘
音
，
窗
內 

廚
具
又

淘
盡
了
多
少
歲
月
曾
經
，
窗
沿
綠
茶
則
印
證
了
遊
客
的
來
來
往
往
，
有
心
與
無
心
．
．

寫
生
的
我
，
思
緒
潮
湧
，
感 

慨
萬
千
，
這
是
延
續
的
歷
史
，
更
是
無
盡
的
人
生
！

無
限
的
古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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