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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榮光（1926–2005），廣東惠陽人，書法篆刻家，1949年後第一代來港定居的文化人。曾於五、六十

年代先後在香港的中學和嶺海藝術專科夜校執教鞭，1974年末辭去教職，全心全意投入籌辦中國戰後

第一本純論書法與篆刻藝術的雜誌──《書譜》雙月刊，由創刊至1983年擔任雜誌的執行編輯，見證

雜誌的成立和建樹，期間並以楚天舒、辛莊、魯泰等筆名在雜誌發表有關書法、篆刻歷史和欣賞的文

章。曾榮光於六零年代加入庚子畫會，九零年代為畫會作統籌，2005年逝世。先生為人低調，做事

只會實幹，不懂計較名利。對於藝術的追求，終其一生，實踐「游于藝」的理想，只求精神境界的躍

進，而不為物慾所束縛。

先生在生之年，討論和研究他的藝術的文章並不多，本文以先生的生平、他與《書譜》的結緣，以及

他的藝術作品三方面來看他的藝術追求。

「與藝術結緣」

1958年，曾榮光刻了一枚印章「風雨樓」（圖1），上有邊款曰：「吾棄此道不覺十三年矣，五八年重奏

刀於香江」，說明先生至少於1945年，即二十歲前已好篆刻之道。1949年，先生鑄造了一枚銀指環，

上刻象形文字「與藝術結緣」圖案。這指環後來成了先生與蕭潤彤女士的訂情信物，二人婚後育有兩

子 1。依蕭的憶述，那年代的人都明白與藝術結緣的路並不好走，而且真正愛好藝術的人不會因為物

質而放棄理想。先生以指環傳情，是有意表述自己對藝術的鍾愛與承諾，希望她明白和接受。後來證

明，先生當年對藝術那份鍾情，從未因為時間的變遷和環境的困難而退減。先生遺留下來的篆刻作品

之中，最晚的有1992年的〈亥年殘秋偶作〉（圖2），之後因眼力和手力衰退而無法繼續篆刻創作。至

於書法，先生終其一生，不斷力求通過藝術上的實踐，達到精神上的滿足。2004年，先生用行草書

寫周敦頤的〈愛蓮說〉（圖3），以抒發一己的胸懷。2 之後先生經歷手術，久病臥床，曾多次想重拾筆

墨之樂，唯體力始終未能復原，無法落實創作。但先生在病床上，時有以手作持筆之態，在空氣中運

動揮舞，可見書法之於先生，已融為他內在的一部分。

傳統藝術之於曾榮光，彷彿與生俱來。先生出生於廣州市，有二兄一妹，父親在英法租界郵電局工

作，會說英、法外語，懂西方文化，對於孩子的培育因材施教。例如曾父很早便察覺到長子曾頃（原

名曾榮忠）非學術之材，因此在其年幼時已為他找得西畫老師，培育他的創作潛能，結果曾頃果真成

為一位油畫家，在廣州真光女校和香港的嶺海藝術專科學院教授西畫。可以想像，年幼的曾榮光對於

撰　羅淑敏
「游于藝」的境界——曾榮光的藝術追求

Copyright © 2011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版權所有 
 



專題論述 • Essays

 

西畫和西方文化有一定的認識，而他卻未因此而開展西方藝術探索之路，反而鍾情於傳統的書法和篆

刻藝術，當中或多或少有個人性情與氣質的因素。

1938年中日戰爭蔓延至廣州，先生的父親隨郵電局撤退到當年仍是法租界的廣州灣（今日的湛江），

未幾卻因病逝世，未能接家人到該地團聚。先生的母親不堪打擊，不久亦病逝，年幼的曾氏兄妹只得

到惠州投靠親戚。1944年，曾榮光高中畢業，隻身由廣州到桂林師範學院修讀課程。翌年抗戰勝利，

先生未到畢業便回廣州。由於寫得一手好字，先生在廣州一所律師行取得錄士一職，每天的工作，是

用毛筆以端正的蠅頭小楷抄錄法律文件。對大多數人來說，這樣的工作異常沉悶且無挑戰性，但先生

卻視之為修煉書法和挑戰自己藝術造詣的平台，自得其趣。後來先生轉職到留德同學會，擔任美工，

負責一切文娛活動的美術工作、場地佈置等。先生憶述這段日子時，形容是他自修藝術和實踐創作的

奠基時期，由於生活較為穩定，他有時間看大量與藝術相關的書和從事創作，為先生在藝術上自學創

作的道路上立下根基。

1949年中國政局已定，留德同學會解散，曾榮光南下到香港定居，先後在兩所中學任教國文和美術。

傳統書畫有所謂「書畫同源」和「詩畫同源」之說，傳統的中國藝術與文學本是同根分支的兩個系統，

先生同時教授國文和美術長達二十多年，穿梭藝文之間，對兩者的源流和影響想必有深切體會。任教

中學美術期間，為了讓學生多了解和實踐篆刻藝術，先生常以馬鈴薯代石，教學生雕製印章，課程頗

受學生歡迎。在私校任教的薪酬微簿，同時也為了推廣書法和篆刻藝術，先生六十年代初在嶺海藝術

專科夜校任兼職導師，教授書法和篆刻藝術。

圖1（左）
〈風雨樓〉，1958 

圖2（右）
〈亥年殘秋偶作〉，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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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愛蓮說〉，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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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十年代國內有大量的古玩和字畫流入香港。曾榮光記憶中，當年在集古齋、琳瑯閣等古玩店，

可以找到二百元一塊的田黃石、幾十元的雞血石、二十元一對曾國藩、李鴻章的對聯，造就了不少原

本不懂古玩的本地收藏家。憑著兩份教職，先生的生活雖然還算安定，但收入僅夠糊口，對於印石、

字帖和畫冊，只有到古玩店、國貨公司和書店望梅止渴，當年中環的中華書局便是先生常去「打書

釘」的地方。由於常常到書店藝術部留連，而且觀賞的態度仔細認真，先生認識了一些同樣熱愛傳統

藝術的同道中人，其中一位是當年在葛量洪師範學院藝術系擔任導師的李國榮。李是書局的常客，與

書局打理藝術部的劉石徒稔熟。劉父是老一輩著名書畫家劉草衣，因此劉不但同樣熱衷傳統書畫，而

且對鑑賞也有相當經驗。先生說當年書局凡有好的貨色，劉會毫不吝惜拿出來與李和先生欣賞，三人

並仔細討論研究。先生晚年藏有一套名貴的《宋人畫冊》，他珍而重之，寫了一篇日誌記述自己與畫

冊的因緣，內容反映了當年的場景。

1999年，曾榮光在集益書店購得一套五冊北京故宮博物院出版的《宋人畫冊》，每冊均以藍布硬面函

套冊頁形式，封面以真絲織錦裝璜，每冊十頁，每頁一畫以挖斗裝裱，上角貼有小標籤，有如藏家收

藏真蹟模樣，十分名貴。原來先生早在五十年代中期第一次看見這套畫冊：

那時我〔曾榮光﹞常出入中華書局與劉石徒君閒聊。據聞〔此畫冊﹞初為國際友人

訪問致送物，後韓戰結束，部分運銷海外，價值昂貴。是時我常以為這是我國書

畫裝裱之極品，深感愛慕。‥‥五十幅宋人的精品甚為少見。談到印刷，相傳是

由幾位老師傅對照真蹟作精心泡製。3

可見先生對於早年的見識，印象深刻。四十多年後先生重見此畫冊，愛慕之情即時重燃，在並不充裕

的經濟條件下，狠下心腸用積蓄買下整套畫冊，為這段書緣寫下完滿結局。

除了李國榮和劉石徒，還有一位對開拓曾榮光的藝術視野有重要影響的人物，他便是本港藏家李啟

嚴。李是五十年代的商家，在香港代理德國衣車。他酷愛古玩文物，收藏了不少書畫、墨硯和章石。

李欣賞曾榮光對傳統藝術的識見，不時攜帶自己的藏品，到先生任教的信修中學與先生在課後一起研

究和欣賞。李的藏品可觀，曾藏有宋代拓本〈唐懷素大草千字文〉，書齋更以此拓本的出處命名為「群

玉齋」4。後來曾榮光任職《書譜》，李認同先生要普及和推廣書法藝術的理念，把自己不少珍貴的碑

帖孤本藏品提供給雜誌社，印製成複印品隨雜誌附送，為這些珍貴的古人墨跡廣結善緣。5

與《書譜》結緣

愛好書法藝術的人，定必知道《書譜》雙月刊這份雜誌，卻不一定知道雜誌的創立和成功成為日後書

法雜誌典範之經過，實只是靠幾位舊式文化人對傳統藝術的熱愛和承擔。1974年底，曾榮光辭退十多

年的教學生涯，全身投入創辦《書譜》，至1983年離開雜誌社，期間一直擔任執行編輯一職，負責雜

誌的大小內容及發展方向。我們可以從這八年間的《書譜》，側看曾榮光對於書法篆刻藝術的識見和

胸襟。（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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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初，香港的經濟環境尚待發展，一般百姓的生活並不富裕，常有「手停口停」之憂。曾榮光

辭去相對穩定的教職，投身一份小規模製作、且以純書法和篆刻藝術作為焦點的雜誌，不能不算是一

項冒險之舉，事實上，當年沒有人看好雜誌的發展。正因如此，這樣的決定反映了先生願意為藝術和

理想付出的決心和承擔。

《書譜》的源起只是一個偶然，背後既沒有大財團的支持，亦沒有周詳的發展計劃。幾位文化人憑著

自己對傳統藝術的愛慕，深信書法藝術應當融入生活，一股熱血加上傻勁，沒作多想便去實踐共同的

信念，籌組和創辦一份推廣純書法篆刻藝術的雙月刊。6 雜誌由籌組到1983年先生退出雜誌社，全職

加半職的員工就只有三數人。7 當年是藍真先生推薦曾榮光做《書譜》的編輯，想必藍除了欣賞先生對

於書法藝術的識見外，更看出先生是一位苦幹務實的人，正合《書譜》的要求。事實證明藍沒有看錯

人，先生在背後一直默默耕耘，編輯、校對、邀稿、撰稿、開拓專輯專欄、聯絡藝術家和藏家借出作

圖4

《書譜》封面題字， 

1974年12月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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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等等工作，都落在先生身上。《書譜》的內容務實，不唱高調，技巧指導和藝術理論兼而有之，可

讀性和參考性俱備，因而受到中、港、台以至海外如日本和法國等地讀者和學人的支持和認同，不但

開創書法雜誌的典範，更是香港雜誌出版的一朵奇葩。8

圖5（左）
馮康侯為《書譜》扉頁的
題字，載1976年10月第
12期

圖6（右）
陳福善為《書譜》扉頁的
題字，載1979年第3期

（總28期）

曾榮光回憶在《書譜》工作的日子時提到：「當時訂下刊物要有通俗性、資料性及學術性三結合。」9《書

譜》在創刊號已明確定下雜誌的宗旨：「我們努力的目的之一卻是要使它〔《書譜》〕通俗，讓廣大讀者

都有興趣。使書法雜誌成為通俗刊物，這不是從主觀願望出發，因為印證事實，書法在我們的社會

裡，是與各階層的人們都有關係的，在生活中，書法藝術到處起作用。它並非是只是少數人書齋裡面

的一種遣興樂事。」10 而在第二期的〈編後話〉再重申雜誌「將保持不脫實際生活的風格。」11 之後在第

十三和十四期的〈編後話〉再提到雜誌期望能夠做到雅俗共賞 12，既可供欣賞、研究和探討之用，又

能滿足初入門者的要求 13。融藝術於生活是《書譜》的宗旨，也是先生的信念。

《書譜》另一個宗旨是採取不封閉、不搞小圈子的原則，希望雜誌能打破地域之隔、門戶之見，使愛

好傳統中國文化的人能夠就書法篆刻真誠溝通。為了表明雜誌中立和客觀的立場，雜誌封面決定不請

現代人題字，而在古代墨跡中尋字。與「書譜」二字契合不過的自然是唐代孫過庭的〈書譜序〉，但此

帖是草書，創辦人李秉仁認為用草書作為雜誌封面題字並不合適，他建議用魏碑字體，而魏碑中又以

〈張黑女碑〉的字較多，因此決定從〈張黑女碑〉中選字。後來發現碑文中只找到「書」字，卻沒有現

成的「譜」字。於是，李只好自行在一方石硯上把碑中的「言」字及「普」字合拼，刻成一個「譜」字，

再加上找到的「書」字，就成了雜誌封面上「書譜」兩字。另外曾榮光負責每期邀請一位來自本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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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台灣或海外的藝術家或學者，為雜誌的扉頁創作「書譜」兩個大字。先後共有四十九位知名書畫

家題字，刊登在第一至第四十九期的扉頁內。當中有本地的馮康侯（圖5）、陳荊鴻、陳福善（圖6）、

任真漢、周策縱、饒宗頤、梁蔭本；也有來自國內的徐邦達、劉海粟；台灣的黃君璧、傅申；海外的

有熊秉明等等。他們有的是傳統的書法篆刻家，也有從事油畫和西方現代主義的畫家，更有漫畫家和

學者。把這四十九幅由不同背景的藝術家所寫的「書譜」二字並排對照，相當有趣。14

書法藝術的見解

曾榮光雖然沒有受過正統的藝術教育，但憑著純粹的心和對書法篆刻藝術不斷虛心的自學追求，加上

在《書譜》任職編輯多年，廣涉古今作品和理論，對於傳統書法的發展脈絡、各家和各種書體的優點

與不足，先生不但能如數家珍，而且觀點客觀，更沒有門戶之見。談到傳統書法的去向，先生的觀點

很現代，嘗試用日本的書道作例子，指出傳統書法要順應時代而向前推進，足見先生具備時代觸覺和

包容的視野。

曾榮光對於書法和篆刻藝術的見解，可以從他以不同筆名在《書譜》發表的文章得見。這些文章包括

在雜誌第一至八期刊出、楚天舒撰〈中國篆刻發展概述〉、第二至七期辛莊〈簡明中國書法史〉、第

十四期魯泰〈漢代主要碑刻選〉和第二十九期〈關於千字文〉等。另外有一篇以本名在第二十五期發表

的〈中日書法的關係〉，漫談中、日書法面向現代的發展，甚有見地。先生生前亦曾應香港藝術館之

邀作公開書法講座和示範，其中一次是1984年在大會堂一連四講的「中國書法藝術」，先生保留了當

年的講稿。

圖7

「中國書法藝術」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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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書法藝術」共四講，分別為「一、漢隸形體及落筆法舉要」、「二、唐楷形成及其筆法舉要」、

「三、行書草體及其筆法舉要」、「四、書法與時代風格」。內容詳述了中國書法藝術發展的源流，上溯

秦漢的篆隸發展，特別是漢代的隸變對後來發展成熟的唐代楷書的影響，下論行、草書體的用筆及時

代風格。四講以大量碑帖作為例子，扼要說明中國書法藝術欣賞和用筆的要旨。先生的遺物當中，

有兩份講稿（圖7）。第一份輯錄在一本單行簿內，除了第二講是手稿的影印本外，其餘三講都是手寫

本，有些是寫好了然後剪貼在簿內。第二份主要是用第一份的影印本來作複稿之用，之後自己釘裝成

為講義。當年沒有電腦書寫，這樣做可減省抄寫工夫。每一講先生都用紅筆加減更改、輔以撮要和附

注，並旁徵博引古代文獻和現代考古發現，仔細認真的態度不言而喻。四講全文洋洋灑灑，談及的竹

簡、碑文和字帖概括而有代表性，加上風格源流的分析，精確而深入淺出，甚有參考價值，可以輯印

成書。六年後即1990年，曾榮光再應香港藝術館之邀，為「香港書法：香港藝術館藏品」展覽講座作

主講嘉賓，漫談「中國書法欣賞」，並作書法示範。15 先生同樣保存了當年演講的初稿、複稿和定稿三

篇，反映了先生一絲不苟的認真態度。

曾榮光藏有一幅〈石鼓文〉第六鼓的拓片（圖8），長年掛在家中。拓片上端有先生撰寫的文章，闡述

有關石鼓文的發現和歷史。〈石鼓文〉字體結構方正飽滿，線條用筆的意味濃厚，跨越了圖像文字的

階段，在中國文字發展和書法史上有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先生潛心研究中國文字的演變，特別是由

圖8

〈石鼓文〉第六鼓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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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到隸、文字書體的更迭變化，下了不少功夫，不但細心分析期間文字結構和用筆的變化，更廣讀書

論和歷史，以了解篆刻書法藝術演變的時代、文化背景和美學源流。對於唐代各家書體的風格，先生

有以下的評論分析：

歐書 — 風骨俊美，精神明朗，寓長於方，用筆險勁，一塌直下，有刀戟森嚴感覺；

虞書 — 文質彬彬，行筆凝煉，鋒芒內歛，外柔內剛；

褚書 — 姿態相當突出，俊逸神采，一提一按起收筆法明顯，行筆細勁有力；

顏書 — 結體飽滿如填滿一個方格，橫幼豎粗，雄壯間透露出清新感覺，運筆 

遒勁，撇捺起筆處全用中鋒，彷彿在含蓄力量能收而盡放，筆勢豪邁；

柳書 — 與人清勁感覺，結字嚴謹，行勢誇張。16

圖9

〈李白：望廬山瀑布〉，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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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左） 

〈王昌齡：芙蓉樓送辛
漸〉，1988

圖11 （右）
〈羅貫中：臨江仙〉，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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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書法欣賞，曾榮光指出：

漢字是方塊形的，方塊的形體，排列起來，視覺上有平正、傾側、大小、疏密、

都賦予我們觀感上不同的形態和性質；加上毛筆是用獸毛構成的圓錐體，寫起來

總有一擒、一縱、一起、一收的節奏，如同我們生活上體驗出含蓄和奔放的感

性，我國書法就這樣引起人們心理的共鳴而受到人們的欣賞和喜愛。17

說到古人書寫時所謂的「心悟手從」，先生認為：

心，我個人理解為高尚的精神（個人藝術理想）；手，是熟練技巧。即用高尚精神

帶領熟練技巧方能寫得好字。這些話雖然是對書家創作而言，但對欣賞者又明確

地提示技巧的重要性，「心」和「手」就成為欣賞者的依據。18

圖12（上）
〈寒猿飲澗撼枯藤〉，
題「丁卯元旦錄前人喻
草法形象以淡墨為之。
榮光」，1987

圖13（下）
〈王維詩句〉，題「摩詰
詩句己巳夏日書此寄懷
榮光」，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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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文敦厚的藝術風格

欣賞中國的書法藝術有三點值得我們注意。首先是作品與主體的關係，其次是書法、篆刻的形式美，

最後是傳統藝術的美學觀點。以下很粗略地指出三點的要旨，之後再分析曾榮光的藝術風格。

圖14（左） 

〈對聯：盂鼎集聯〉，
1991

圖15（右上）
〈對聯：集盂鼎銘〉，
1990

圖16（右下）
〈對聯：隸書〉，1988

14

1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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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藝術作為一種內在表現的媒介，傳統中國書法可以說是最能表達主體內在精神的藝術，這是因為中

國書畫所用的紙筆墨是不能被刪改的創作媒體，落筆後的線條即使再用墨覆蓋也留有痕跡。更重要的

是，毛筆的特有性質會完完全全記錄了書寫時運筆的變化和行筆的速度，任何輕微的轉折、提按都會

令筆下的線條產生變化，並且毫無保留地如實呈現。一篇書法，記錄的是書者落筆時的情感和心緒，

因此歷代和現代的書法家和評論家都有以書論人的理論，認為書法藝術是直指人心的抽象表現。漢代

揚雄在《法言．問神》首先提出：「書，心畫也。」至宋代，朱長文在其〈續書斷〉中引用「書即心畫」

的理論，以顏真卿作例，闡述書法乃書者人格的外在表現。19 另外，東漢趙一〈非草書〉：「凡人各殊

氣血，異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書之好醜，在心與手，可強為哉？若人顏有美惡，豈可學以相

若耶？」20 雖然談論的是草書，但清楚說明每個人有自己獨立的氣質，書法風格表現的正是書法家個

人的情操、學養和修為。

圖17

〈韋應物：秋夜寄邱員
外〉，1990

圖18（左）
〈苦節窮居〉，邊款記
曰：「癸卯年，吾生活屢
遭挫折，苦節窮居，刻
此以誌時艱。榮光大寒
後一日補刊」，1963

圖19（右）
〈學書賢於他好〉，邊款
上刻記：「吾自幼學書，
雖無成就，然一生受其
感染不淺，癸亥刻此以
志。」，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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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字從遠古的甲骨文開始已蘊藏了線條的形式美，隨著漢字的演變、各種書體的產生、書寫時筆

劃的起宕和落筆的走勢，使得古人對漢字書寫時流露的各種美感產生自覺，從而開展出由漢代起萌芽

的書法美學。由實用之用到藝術之表現，中國書法和篆刻藝術追求的是由線條所構成的形式美，當中

包括了字體結構的對稱和變化之美，字與字行筆的走勢和呼應的節奏美，行與行之間的疏密佈局的空

間美。書法篆刻藝術展現的形式美，變化無窮，趣味盎然。

傳統的中國書畫主要是由古代有識之士主導而發展而成的「高級藝術」，自有書畫創作記錄開始，古

人的書論、畫論一直支配著中國書畫的發展。宋代有了「文人畫」概念之後，評審書畫的準則更以「文

人畫傳統」的美學和價值觀所主導，例如風格上取含蓄而棄刻露，用筆尚藏鋒而貶露鋒，創作推崇平

淡天真而反對刻劃經營。21 因此我們在審視傳統書畫的用筆時，除了留意形式之美外，也要緊記作者

選取的筆墨內容，反映的是個人的價值取向。22

圖20（左上）
〈俯仰無愧〉，1962

圖21（左下）
〈橫眉冷對千夫指〉，邊
款為魯迅像，1972年前

圖22（右上）
〈餐秋菊之落英〉，
邊款為屈原像

圖23（右中）
〈千里之路不可扶以
繩〉，邊款為杜甫像

圖24（右下）
〈毛澤東像〉

20 22

23

2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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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榮光醉心篆刻和書法，一生游走碑學與帖學兩大傳統，讀過的碑帖，涵蓋歷代大小名跡。先生常強

調中國文字有實用和欣賞兩種特性，因此雕刻和書寫的內容對於篆刻和書法創作及欣賞都有很大的關

係，因為創作時，內容會引動作者的情感，用刀執筆的提、按、頓、挫，「手」隨「心」轉，作品記錄

的是作者創作時的思緒，也是作者內在的精神和人格表現；這觀點與古人的看法不謀而合。先生雖然

篆、隸、楷、行、草各樣書體都有創作，但以他的行、草最為人熟悉。

曾榮光的行草流利秀逸，頗有二王的韻味。先生的長幅行草節奏感強，而短幅作品則形象感鮮明。讀

先生的行草，有如看一篇無聲的樂章。同樣是快板，〈李白：望廬山瀑布〉（圖9）響亮錚明，全篇用筆

豪邁自然，用墨飽滿，如千傾江水下瀉，第二句「疑是銀河落九天」中間的「銀」字右邊的「艮」部，

提筆險要，最後那一捺回鋒渾厚有力，不但平穩了「銀」字的結構，還與右行首句的佈局呼應。另外

兩篇草書〈王昌齡：芙蓉樓送辛漸〉（圖10）和行書〈羅貫中：臨江仙〉（圖11），用筆提按有序，行筆頓

挫有時，且筆筆藏鋒，線條圓渾，字體秀逸。前者字字獨立不相連，明淨如浮雲，頗有王羲之〈十七

帖〉的遺風；後者筆劃速度變化較多，韻律清澈澄明如流水。除了節奏感，先生的行草亦有強烈的形

象感。先生曾引唐懷素《自敘帖》中「寒猿飲澗撼枯藤」一句喻草書取法形象。（圖12)試看先生1989年

的〈王維詩句〉（圖13）：「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全幅除了「聲」字最後的一筆幼而長，其餘的筆

劃全以重筆肆墨一氣而成，意象如橫風豪雨；「聲」字那幼長的一筆猶如狂風中的嘶叫，無力與蕭颯

圖25（左）
〈不為五斗米折腰〉，邊
款上刻記：「一九六一刻
陶彭澤句，以喻時艱。
榮光」，1961

圖26（右上）
〈飄然自放〉

圖27（右下）
〈寧靜致遠〉

25

2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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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狂風抗衡，只能悲鳴至無聲。先生書後題記：「己巳夏日書此寄懷」。家人憶述己巳是1989，而夏日

是六月初，先生作此書前曾哭了一場。試問文化人如先生，面對人間慘劇不以書寄懷，可以作甚？

筆者偏愛曾榮光的篆書和隸書，由於少了行草的速度，先生的篆隸尤見端莊含蓄。1991和1999年作

的兩幅〈盂鼎集聯〉（圖14、15）結字古拙樸實，全中鋒用筆，線條圓厚有力，感覺簡樸凝錬。先生著

力研究隸書，兩漢隸體風格自由多變，而魏碑乃漢隸向唐楷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先生嘗說學書法者若

能寫好魏碑，結字用筆自會有所領悟而得到解放，發展自己的書體時便能脫胎換骨。康有為曾經說

過：「凡魏碑，隨取一家，皆足成體。盡合諸家，則為具美」23，當是先生上述之意。從1988年〈隸書

對聯〉（圖16）和1990年〈韋應物：秋夜寄邱員外〉（圖17）兩幅作品來看，先生的隸書確能取各家之長

而成一格。前幅對聯曰：「風泉動清聽，雲水若無心」，結字方整勻稱，用筆寓方於圓，氣韻沈靜肅

穆，典雅秀麗。後者是橫幅，詩句曰：「懷君屬秋夜，散步咏涼天。空山松子落，幽人應未眠。」四

句每行兩字橫排，字體舒展飄逸，尖挑捺腳處清晰明亮，感覺清明靜穆而不沈寂，頗有空山寂靜中聽

得松子落地之聲的空靈景致。
圖28

〈虛懷若谷天地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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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於書法，曾榮光對篆刻的熱愛當有過之而無不及，到晚年因眼力和手力退化，才無奈停止篆刻

創作。雖然先生一生創作不斷，但遺留下來的篆刻作品並不多。1963年先生刻有一印曰〈苦節窮居〉 

（圖18），上有邊款記曰：「癸卯年吾生活屢遭挫折，苦節窮居，刻此以誌時艱。榮光大寒後一日補

刊。」可見先生早年的生活雖然拮据，但從篆刻創作中能夠找到自勉之渠道。1983年先生在另一枚

印〈學書賢於他好〉（圖19）的邊款上刻記「吾自幼學書，雖無成就，然一生受其感染不淺，癸亥刻此

以志」。篆刻藝術給予先生精神上的富足，不言而喻。但生活拮据，先生不可能有多餘的花費購買章

石，因此一塊石刻好後往往要磨掉再用，即使遇上得心應手之作，也只能把雕好的印拓下作為記錄，

然後磨平再作新的創作。

〈苦節窮居〉雖然是記苦節窮居的日子，但印章的表現平實莊重，並無絲毫鬱結辛酸之味。此印仿漢

官印四字白文的風格，結字典雅，章法莊重，每個字的安排規矩而又照顧到整體的疏密關係，以求達

至整體的和諧，刀力方峻遒勁，印的上、下和右三邊都有破邊，其中「苦」字的上端和「居」字的下端

兩處對整體的佈局有舉足輕重之功。曾榮光的印譜當中有不少漢印風格的作品，如上述提到的〈學書

賢於他好〉，以及〈俯仰無愧〉（圖20）、〈橫眉冷對千夫指〉（圖21）等，都繼承了漢印古樸沈實、典雅

莊重之風，這點與先生個人的氣質不無關係。另外，先生亦有數枚刻有古今人物作邊款的印章，包括

〈餐秋菊之落英〉（圖22）的屈原像、〈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圖23）的杜甫像、〈橫眉冷對千夫指」的

魯迅像和〈毛澤東像〉（圖24）等。相信這些人物在先生生命中有過一席位置。

圖29

〈游于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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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0

〈陳白沙《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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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于藝」的精神境界

1961年，曾榮光刻了〈不為五斗米折腰〉（圖25）一印，邊款上刻記：「一九六一年刻陶彭澤句，以喻

時艱。榮光」。2004年先生在病榻中執筆書寫周敦頤的〈愛蓮說〉，以蓮之出淤泥而不染之喻明志，是

先生的最後作品。先生晚年太古城家中客廳的牆上有一橫幅鏡框，用以更替掛上先生的大字書法創

作，其中先生特別喜愛的作品有〈飄然自放〉（圖26）、〈寧靜致遠〉（圖27）、〈虛懷若谷天地寬〉（圖28）

和〈游于藝〉（圖29）等。這些作品有別於傳統的書法表現，屬於實驗戲墨之作，探索佈局結字、行筆

用墨等形式之趣，流露強烈的抽象表現，頗有逍遙自放的韻味。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24 在傳統中國文化的語境中，「藝」從來不是滿足感官

世界的媒介，而是培育精神境界的載體，「游」則有浸染之意。曾榮光對於傳統藝術的承諾、堅持，

使他一生浸淫在書法篆刻的藝術世界之中，體驗寧靜致遠之意境，領略虛懷若谷天地寬的道理，最後

達至飄然自放的精神境界，此乃「游于藝」的真意。先生愛讀陳白沙的《論書》，不只一次書寫此文，

此處輯錄的是一幀用行書寫的〈陳白沙論書〉（圖30），寫得自然端莊，靜中有動，悠然自放，而內容

恰恰道出「游于藝」的追求。以書論人，本文就以先生這幅作品作為總結。

予書每於動中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予之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弗驚，厄之

不憂，予之保乎靜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

焉，意呎而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性，此予所以游於藝也。

陳白沙《論書》

二零一二年二月寫於嶺南大學

全部作品圖片，欣蒙曾榮光先生家人批准使用，特此鳴謝。部份作品屬香港藝術館藏。 

圖片輯自《曾榮光作品集》（香港：誠諾文化出版社，2011年8月）。

作者為嶺南大學視覺研究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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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長子曾瑞龍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專研宋代軍事史，酷愛書法。2003年月5月沙士期間得急性膽管
炎，一夜間去世。對此打擊，曾榮光久未釋懷。二子曾東陽自幼酷愛音樂，是鋼琴和古鍵琴家，八十年代赴維
也納修讀音樂，之後一直留彼邦Horn城的W.A. Mozart Music School教授鋼琴和古鍵琴。

2 「與藝術結緣」銀指環和〈愛蓮說〉的創作細節，見蕭潤彤〈懷念「老曾」〉一文，載《曾榮光作品集》（香港：誠諾
文化出版社，2011年8月），頁12-14。

3 曾榮光手稿〈九九年夏日榮光誌〉，未刊行。

4 編者註：更多有關此珍貴拓本的資料，可參看羅淑敏〈懷素法帖流到美國的故事〉一文。黎健強編：《形彩風流．
香港視覺文化史話》（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11月），頁60-63。

5 編者註：《書譜》曾將李啟嚴藏〈懷素大草本千字文〉（宋．群玉堂帖原拓）與明複刻本（原石現存西安碑林）對照，
由1976年2月第8期至同年10月第12期分期刊出。

6 對於《書譜》的源起，雙翼（即吳羊璧）在其〈李秉仁辦《書譜》〉一文中有詳盡的記述。載羅孚編，《香港的人和
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頁214-220。

7 筆者三年前就《書譜》的源起和發展做了些研究，訪問了雜誌當年的主幹人物吳羊璧先生和藍真先生，了解雜誌
的運作，當年全職崗位只有一位執行編輯和一位負責發行事務的經理，設計、排版是兼職的。詳情日後有機會
作另文交待。

8 更多資料，可參看羅淑敏〈書譜的墨香〉一文，載黎健強編：《形彩風流．香港視覺文化史話》（香港：三聯書店
（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11月），頁52-55。

9 曾榮光〈憶《書譜》〉，載蔡布谷編：《香港視藝》雙月刊第一期（香港：香港視藝編輯部，2000年1月），頁46-

49。

10 見《書譜》第1期〈編後話〉，1974年12月。

11 見《書譜》第2期〈編後話〉，1975年2月。

12 見《書譜》第14期〈編後話〉，1977年2月。

13 見《書譜》第13期〈編後話〉，1976年12月。

14 筆者曾就這四十九幅書法作品作詳細的分析，2007年在一個國際學術會議CAA 96th Annual Conference中作論文
報告，容日後有機會把論文翻譯成中文，另行出版。

15 編者註：「香港書法：香港藝術館藏品」展覽，香港市政局主辦，香港藝術館策劃，1990年4月10日至6月10日。

16 曾榮光〈漫談書法欣賞〉手稿，1990年4月28日，未刊行。

17 仝上。

18 仝上。

19 〔北宋〕朱長文〈續書斷〉，載〔北宋〕朱長文編：《墨池編．卷之三．品藻》。

20 〔東漢〕趙一〈非草書〉，載〔北宋〕朱長文編：《墨池編．卷之一．雜議》。

21 關於「文人畫」和「文人畫傳統」的概念，請參照萬青力，〈「文人畫」：一個歷史概念的界定〉載《萬青力美術文
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頁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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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由於中國傳統書畫發展積累了不少筆墨理論，因此傳統書畫的筆墨不單只是形式的表現，還有豐富的筆墨內
容。有關筆墨之辯，可參照莫家良主編：《筆墨論辯──現代中國繪畫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大學藝
術學系、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2002年1月）；萬青力〈無筆無墨等於零──虛白齋藏明清繪畫論稿〉一文，載

《萬青力美術文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頁33-42。

23 〔清〕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卷三．備魏第十》。

24 出自《論語．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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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榮光藝術年譜

1926 出生於廣州市

1939 父母於抗日戰爭中雙亡，與兄長及妹妹流浪至惠州投靠親戚

1944 取得惠州中學畢業證書。戰亂期間斷斷續續在廣西藝專（今廣西藝術學院）及桂林師範
學院修讀課程

1945-49 抗戰結束，返回廣州

 於廣州某律師行任職錄士，負責抄錄法律文件

 後轉職到留德同學會任美工一職，負責文娛活動的美術工作和場地佈置等

1949 留德同學會停業，來港定居

1952-1968 在信修中學任教美術及國文

1961-1968 嶺海藝術專科夜校兼職導師，教授篆刻和書法

1970-1975 在新僑中學任教美術及國文

1974-1983 全職擔任《書譜》雙月刊執行編輯

1978 為香港亞洲藝術節主講「中日書法的關係」

1983-1986 任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書法研究」課程導師

1984-1985 任教育司署中學美術復修班導師

1984 應香港藝術館邀請，在大會堂主講「中國書法藝術」專題演講，共四節

1989 任「大嶼山天壇大佛畫展」秘書，為〈大佛緣起碑〉書碑人

1991 為馬鞍山崇真中學題校名

1993-2000 任香港藝術館名譽顧問

1994 任香港藝術館「當代香港藝術雙年展1994」評審

1996 任香港藝術館「當代香港藝術雙年展1996」評審

2005 在太古城家中安然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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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外地展覽

1977 「香港藝術家聯展」，香港藝術節協會、市政局及香港藝術中心合辦，香港大會堂低座展
覽廳，2月14日至28日

1980 「第一屆全國書法篆刻展」，瀋陽遼寧美術館

1981-82 應日本「國際書道聯盟」邀請，參加東京都美術館舉行之第九、第十回展

1982 「豐盛人生百花展」，香港廉政公署主辦

1988 「香港美術家作品聯展」，區域市政局主辦，荃灣大會堂

1990 「香港書法：香港藝術館藏品」，市政局主辦，香港藝術館策劃，4月10日至6月10日。
並主講「中國書法欣賞」講座及作書法示範

 應法住學會邀請作品參展義賣

1994 應香港藝術館邀請，作品參展「香港藝術」，日本鹿兒島市黎明館

作品收藏機構：

香港藝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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