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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Jiong  Mum and Orchids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145x220cm x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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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炯  我看見了賈島之一   紙本水墨   85x150cm   2016
Xu Jiong  I Saw Jia Dao-1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85x150cm  2016

許炯  我看見了賈島之二   紙本水墨   85x150cm   2016
Xu Jiong  I Saw Jia Dao-2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85x150cm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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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Jiong  I Saw Jia Da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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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炯  我看見了賈島之四   紙本水墨   85x150cm   2016
Xu Jiong  I Saw Jia Dao-4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85x150cm  2016

許炯   我看見了賈島之五   紙本水墨   85x150cm   2016
Xu Jiong  I Saw Jia Dao-5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85x150cm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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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炯  我看見了賈島之六   紙本水墨   85x150cm   2016
Xu Jiong  I Saw Jia Dao-6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85x150cm  2016

許炯  我看見了賈島之七   紙本水墨   85x150cm   2016
Xu Jiong  I Saw Jia Dao-7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85x150cm 2016

許炯  我看見了賈島之八 
紙本水墨 
85x150cm   2016
Xu Jiong  I Saw Jia Da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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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炯  我看見了賈島之九   紙本水墨   85x150cm   2016
Xu Jiong  I Saw Jia Dao-9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85x150cm 2016

許炯  我看見了賈島之十   紙本水墨   85x150cm   2016
Xu Jiong  I Saw Jia Dao-10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85x150cm 2016

ink-mixtur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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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x150cm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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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

四月十二日 春天的北方雨從花瓣中滴下我興高采烈的煩躁著亦如春天的南方雨在花瓣中流淌從吃大白兔奶糖的時候從看青
銅時代的時候從某些地方開始長毛的時候從原來喜歡一樣的時候從來北方的時候從回南方的時候

四月十六日 山中

四月二十八日 一幅河州之後是遠方再遠是大海人心自己最遠是你

五月三日 你第一次見到他是什麼感覺覺得這一生就開始了

五月七日 五月的花園在怒放魚在笑鳥在忙著交配唯獨室內尚有一點清冷我下意識摸了下自己的腰是涼的

文 / 許炯   圖 / 許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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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九日 總能想出特別棒的修辭卻不知道為什麼最後都沒有用

五月十七日 南方家裡的蘭草都開了

六月二日 高中畫過一段時間的限制級四格小漫畫那時候對飄著荷爾蒙的胴體最大的落實即是如此當然那時也讀書到現在三分
之二的書都是那時讀完的 讀很多很雜很快 所以在精神無比充實的年代造就了我與他人保持距離的性格 也造就了我基本可以飄浮
的生活 知道了太多該知道和不該知道的東西 以致於我從剛成年本可以繼承一些事情的時候就想毀掉一些東西 後來談了一段馬拉
松的愛情 現在還繼續著 大概到第七年的時候才瞭解自己的閱讀量和知識儲備有多麼豐富 卻沒有實際作用 我倘若是個不學無術的
善良的傻逼 也不妨礙我真切熱烈的愛一個人 可惜我不是 在接下去的幾年裡 我終於變得越來越不像一個天秤座 很多方面的平衡需
要我打破 我才能繼續生存下去 這和我高中時期想要毀掉一些東西的初衷竟然吻合了 於是我繼續畫起了限制級的畫 這次不像當年
那麼充實和自我我有了彷徨恐懼也有了無奈憐憫當然少不了滿足和快感終於我想要了真實想要繼續生活下去僅此而已

七月三日 七月欲山行長空試雛鷹十年冰川水一半作雲鯨

七月三日 其實誰不想禪宗的詩意的活著原來直面人生是這個意思

許炯  紅   紙本水墨   85x110cm x3   2015-2016
Xu Jiong  My name is red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85x150cm  20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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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炯  蘭亭   丙申/九廿五   紙本水墨   145x365cm   2016
Xu Jiong  I forgot LanTing 2016/10/25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145x365cm  2016

七月七日 看似沒有交集的人往往摩肩接踵的行且關係很近的人又避免不了隔著人海的寂寞相望甚至相忘

七月十四日 我覺得北方是青色的各種青南方是黛色的臺灣也是但香港不是

七月十五日 風骨是形容中用作褒獎之最但風骨又極脆弱所以我經常拿來表揚自己

七月二十四日 知音難覓因為知音本來就是一種隱私

八月二十三日 繁星抖著一把煙火的尾聲月亮躲在東邊的松間風就涼了山踩著苔蘚看著臺北是一把煙火尾聲的倒影

九月十四日 住在山上或住到廟裡 山上沒有蝴蝶泉 廟裡也沒有北朝的佛像 所以住都市吧 你身邊的人也不想結識你 你的朋友也
來往不多你可以很自豪的說我什麼都不是但我是一位隱居者

九月十八日 今天晚上的雲超過了五十種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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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七日 秋高氣爽又可以寫賈島了

十月一日 感謝父母在很年輕的時候生下我以至於今天我三十三歲了還是感覺爸媽是年輕的好像可以和他們一起變老

十月一日 杭州還能拂扇一濕一陰一熱剛走過一個兩百公尺的隧道感受到了賈島

十月九日 回到江南一句詩都寫不出來了

十月十四日 今日北京我看見了賈島

十月三十一日 原來到一座陌生的都市和尋一處深山的寺廟是一回事

十一月二十日 一個臺北人看到說這是他的生活一個日本人說這個是他的生活一個北京人也說這個是他的生活原來生活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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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炯  學即   伯遠 / 裴將軍 / 楊淮表記 / 瘞鶴銘 / 韭花 / 啜茶 六屏   紙本水墨   85x200cmx6   2016
Xu Jiong  Three decades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85x200cm x6  2016 

許炯  蘭亭   紙本水墨   68x240cm   2016
Xu Jiong  LanTing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68x240cm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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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島，見不見；無所謂。
見不見；許炯，則有所謂。

許炯，有一雙敏感的眼睛。

即便是你不說任何，他總也能讀出個什麼來！

我總覺得，許炯身上承負了太多不該是自己的東西。他通曉命理，也因此他或許比你自己還要清透你的命。問題是，因為知道了；就也
相對幫你擔負了一顆心。

一個人的心能有多大呢？承擔自己的都已經夠辛苦了，卻也還得去莫名去分擔了眾生。因此，這讓我感覺，許炯事實上並非在「寫」
字。許炯在藝術的創作中，「寫」的應該是一個布局、一個懸念、一個非關風月、不干特定對象的生命布局。許炯在這當中，肆意揮灑卻
也相對拘謹，內心是跟自己進行角力，不爭輸贏，爭的確是自己的一份落實；一份屬於自己、只供自己跌坐的那塊柔軟蒲團的踏實。

你很難用一個制約來談許炯，或看許炯。

因為，許炯自己有一套對待自己的方式；我指的不是寬容。

嚴格上來說，許炯自己很早就自構出自己一套三觀。所謂的三觀，在佛學上所說的是假觀、空觀、中觀。所謂空觀，指的是用般若智，
先觀一切外境，皆是緣起於假象，當體即空，本非實法。所謂假觀，則是指用般若智，觀一切境，雖體達空義，而不廢緣起諸法，能夠應
物隨緣，於一切境上不生執著。至於所謂中觀，說的是用般若智，觀一切法，皆是中道，徹證性相不二，色空不異之理，不取不廢，圓融
無疑。

文 / 鄭乃銘   

許炯  鹽池院觀鹿   紙本水墨   38x84cm   2016
Xu Jiong  Viewing deer in yanchiyuan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38x84cm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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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炯覺得自己是個沒有底線的人。

沒有底線，指的並非是一種毫無遮攔。

骨子裡的許炯，比誰都在乎自己的底線在那裡。

只是，許炯習慣不說、不再說，緣於自己渴望能夠打開內在那敞闊的境，因為，只有敞闊；才能容納。因為只有容納，才能知道所謂隨自
己意或隨別人的意在哪裡。

許炯讓自己不停留在一個模式中，取的就是天秤平衡的兩端、要的就是內心那股踏實的自得與平緩。這樣的心念，在許炯的藝術當中，處
處能見鑿痕。

許炯讓自己脫離了寫字的模本，但他卻也相對在精神的至上方面皈依了傳統書法的精義。只是，他並不以傳統書法為本，他是去釋放自己

許炯  靈准上人院   紙本水墨   77x84cm   2016
Xu Jiong  Master Ling Zhun's courtyard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77x84cm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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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炯  落花上   心經 / 賈島 / 莫蘭迪 三屏   紙本水墨   121x145cmx3   2016
Xu Jiong  Flower fallen on Prajnaparamita,Jia Dao and Giorgio Morandi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121x145cm x3  2016 

對書法藝術的三觀。許炯超越了傳統書法只是一種對字的佈達，更深透一點來講；許炯也不是淺薄地流留在對形的駕馭上。許炯讓自
己能夠隨著文字本身的內底來行使一份自己的暢流感，但卻也在這樣通盤理解字義的背後，不讓那股所謂的暢流形之於膚淺、流於滑
膩，許炯讓自己的書法不是一種被約定成俗的「結局」，而是讓自己的藝術成為一個能夠獨立自觀的文學、能夠成為一種閱讀者能夠
後設的文學語體。閱讀者得以在他的書法藝術當中，發現桃花源、驚見自己撞壁；卻又能尋到幽徑緩步看見天光。

許炯在自己的書法藝術中，談很多是自己的對生命的發現，一種不需要太著意說得太清楚、太透徹、太直白；卻又讓人可望一步步
探境的尋訪。這樣的曲折，與傳統書法的了然確實有著意境上極大不同。

如果說，傳統書法是建立在一種體會，那麼許炯的書法則是一種邀請。

他邀請閱讀者能夠進入他的作品裡面，透過自己的智慧與社會經驗來為自己解答出作品中潛藏的布局、意境與未知。

許炯這種姑且稱之為反制約的作為，事實上由來許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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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炯從小就是外婆帶大的小孩。約莫八歲左右，他「猛然」發現家中大缸養的大眼金魚品種怎麼如此亂！也就是非單一品種。八歲的許炯
認為，這實在一點都不好看。因此，在往後的十幾天當中，他每天就帶出幾條金魚；帶到市場去跟賣金魚的老闆換同一品種的金魚回來。結
果，等到外公發現缸子中的金魚怎都變成單一品種時，已經是半個月之後的事了。八歲的許炯膽敢公開去和外公的威權挑戰，一開始外公的
震驚、怒氣，到後來卻見一缸子的金魚相對在視覺上產生的極度和諧之後，竟然沒有對許炯發脾氣！許炯認為，自己一路長來，似乎就習慣
去挑釁某種威權父權 ，愈是被告誡牢不可破必須遵守的規矩，愈是會讓他的心理產生反抗、發生一種應該由自己來解釋的轉圜空間。

許炯在這般「放任」的自由氛圍底下長大，儘管不能說所向披靡、一路過關斬將的過來。問題是，卻也相對讓許炯勇於去嘗試一些設想，
養成他看事情的方式不會局限於一隅；進而去尋求出正反兩面的結果。他於是把自己這樣的經驗化成對作品的「經營」，他不願受傳統經典
的限制，就像二十三歲那年他赴五台山；他深知曲境優美卻不願意只循規矩一進進的入境。

他轉了路，去採擷及發現自己內心所要的曲境優美，回憶；依舊收獲滿盈。許炯讓自己的書法藝術，一如自己熱愛閱讀懸疑小說一般，他
渴望在自己的藝術裡面，埋填下這般的心理探訪與尋求自我解答的「懸疑性」，這使得他的作品跳脫了制化；進而自構出坦率卻充滿著能夠尋
奇、探求、解答的心理後設性，在滿眼的豐美背後，許炯展現給了閱讀者一個屬於他自己這個時代、自己的語境的「文學視覺」的新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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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炯  心經   菲力浦．古斯頓 / 塞．托姆佈雷 / 許炯 三屏   紙本水墨   125x250cm x3   2016
Xu Jiong  Philip Guston,Cy Twombly and Jay Xu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125x250cm x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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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考

當代藝術的系譜

除預言者外，形容即將發生的事情通常不容易，更何況解釋它。藝術亦同。

或許我們換個方式，回顧歷史證明什麼藝術是雋永且重要的。一是並非創造符號，卻具備一種一見便明瞭的個人特質。一是使用最簡
單的視覺和語言表達新的精神層次。這樣的藝術家從羅斯科，到許炯多次提到的托姆布雷（ ），若談及文字運用，則有拉斯
查（ ）、河源溫（ ）、沃爾（ ）等。

即使後者形式氣質與許炯作品的比對有些牽強，畢竟在西方，圖像與文字通常分為兩部份談論，尤其當與 和 年代觀念藝術的
傳統聯繫在一起，使用文字的作品涉及作為書面文字的文本，以及文本圖片和作為圖片的文本之間的交換－但最後都不僅導致對各種解
釋、文字、句子的模糊性理解，也導致純粹的視覺質量與語言、閱讀的新發現：書寫和整頁文本可以顯示為圖形與線條，將它們與文本
的語義內容分開，並創建新的含義。

以此論點切入，中文書法為核心的許炯作品能在同一脈絡上，他以中文形體上無可取代的美感，達到在西方此類藝術中文字的存在

文 / 黃亞紀 

許炯  心經   風 / 星 三屏   紙本水墨   145x145cm x3   2016
Xu Jiong  Wind and Star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145x145cm x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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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每個對象都是強調虛構和具體之間、文字句法結構與其構成圖形的物理和非物質外觀之間的關係經驗－許炯且不落入符號化的窠
臼，將這層關係經驗推至更高的語境，關乎文字創建出的文本與人、物之間的關係。許炯自己曾談到：「單純的刻畫物與人，或者單純
地運用書法文字，都不是我想做的。希望以書法這個載體並且發揚書法的特性來表現人、物、事的狀態和關係，才是我想做的。」

這層關係除了源自美感所帶來的各種喻意與聯想外，作品中各面貌的灰，也起了很大作用。我想起一個日本書家談墨，說墨色不應將心
放入，隨意的灰墨最難。灰色不是黑色或白色，而是作為一個新的感情不確定區域存在。灰色線條反而在沈澱或被沈澱間無法一眼看穿。

由線條到景色

這些層疊起伏的灰色書法－尤其許炯最新的這批作品，我感覺藝術家將自身的存在更加拉遠處理。距離並非冷漠，是如同電影拉遠的
場景，一整面可以讓人面對與思索的風景。即使畫面尺幅的有限，即使如物體輪廓線般的字之「有形」依然存在，許炯卻不從中拉出一
條閉鎖的境界線。不閉鎖，意味著不完結－這與多數當代藝術實踐的中心思想是相逆的－所構出的景色就沒有必要有中心、有邊緣，藝
術才能不以自我為中心思考，才能自在地與人、與物、與外發生關係。

永遠只觀照自己的藝術是有限的，尤其只憑藉記憶與印象的內部是極度侷促的。外部才是無限的場，從而產生「現在開始的意識」，
也是一種非具體性、抽象的思維意識，從此才能開放自己用全感理解世界。這番過程，最後只為了完成最簡單的書法線條、構成，卻加
總了學識、性格、概念、視覺體驗、人性。

這類純粹美學的藝術不易被理解，如同幽靜的庭。又如庭是人類為思想創造出的自然。最好的庭必須不做作同自然般平淡存在，包容所
有現象，卻一見如同靜止。這即是我對許炯作品的感受。且在每個字的生命力中，朦朧看到萬物的發端，也是藝術家意識與情感的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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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炯  雙松平原   雙屏   紙本水墨   125x125cm x2   2016
Xu Jiong  Double pine plain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125x125cm x2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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