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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居上

*

從鄭哲園詩解讀澳門抗戰文化

*劉居上， 1941年出生於澳門，長期在中山生活，任職教師、廠長、報社負責人和公務員，退休後定居澳門；現為廣東省作家協會

理事、中山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顧問。已出版文學、歷史、民俗研究類著作共二十種。

抗日戰爭時期，南粵著名詩人鄭哲園流寓澳門長達七年，載於其《五峰山房詩集》中的一百多首

澳門詩，深刻、細膩地反映了戰時澳門的社會狀況與人文生態。眾多南粵和澳門本土文化人的頻繁接

觸、衷誠團結，給澳門文壇注入了清新的活力，締造出空前繁盛的澳門抗戰文化，對戰後澳門文化的

整體提高，產生了不容低估的巨大影響。

五峰山房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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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廣州淪陷前後，大批原居內地的著名文

化人流寓澳門。年屆五旬的鄭哲園就是其中之一。

鄭哲園（1887-1960）名傑，號五峰山人。祖籍

香山（今中山市）濠頭，世居石岐。幼稱神童，所著

詩文古辭，雖宿儒莫逮。時值清末，受孫中山思想

影響，常為香港、廣州各報撰文以鼓吹革命。喜在

集會上發表演說，又在邑中創立學社、講學會、戒

煙會、閱書報社。武昌首義後，香山義軍即予回

應，公推鄭哲園負宣傳總責。其後在邑中先後創辦

《覺世鐘報》、《岐江報》、《岐江畫報》、《仁言

報》，均主筆政。陳炯明曾禮聘他出任省府秘書，

與鄧仲元、古應芬、黃居素等共事。卒因與陳政見

不合而辭官歸里，設“海天書屋”授學。所授弟子，

均邑中俊彥，中山縣長黃居素、鄭天健，石岐鎮長

陳思危均出其門。中山淪陷前夕，與兄鄭彥聞等舉

家遷居澳門。（1）

《五峰山房詩集》是鄭哲園在抗戰勝利後編纂的

自選本（未刊手抄本，頁面尺寸為 11 x 22.2cm），

部分詩有缺字，間或有題無詩，想是原打算於細加

斟酌後補上，卻因興盡而中綴了。

《五峰山房詩集》收輯了鄭哲園本人始自 1900

年迄 1945年的詩作三百四十三首。本文討論的是

他居澳期間的詩作，計一百七十六首。從 1938年

底直至 1945年，時間雖祇七年，卻是鄭哲園詩歌

創作的一個重要時期，期間創作的詩歌，不僅數

量佔畢生詩作過半，其題材的廣泛、反映生活的

深度、筆力的雄健、圓熟都遠逾於前，標誌着其

詩藝的巔峰。

翻看《五峰山房詩集》，可以發現一個罕為人道

的事實，即在抗日戰爭時期華南大面積陷落後，澳

門因特殊的國際環境形成的“中立”局面，使其成為

名副其實的敵後“孤島”。廣州及珠江三角洲一帶的

文化人紛紛避難於此，從而使澳門出現了一個空前

活躍、繁盛的“戰時文化”時期。

對《五峰山房詩集》稍加統計即可知道，僅文藝

界之間的饋贈、題畫、酬唱之作，就佔了鄭哲園旅

澳期間一百多首詩中的四分之一，詩題所標出的受

贈者姓名共有三十五位之多。

大抵上，鄭哲園的贈詩對象可分四類：

數量最多者，首推高劍父及其門下的春睡畫院

諸畫家。尤以贈高劍父詩最多，達九首。贈黃獨

峰、何侶已（即何磊）、關山月、伍佩瑩、司徒奇、

李撫虹、黃霞川等人的詩，也各有一二首不等。

次為黎澤闓、何斗燦等原廣州清遊會同仁。鄭

哲園於二十年代赴廣州任省府秘書時即已參加清遊

會活動。屬於這一群的，還應該包括張純初（居廉

學生，以畫牡丹著名）、吳梅鶴（畫家， 1930年曾

創辦香港藝術學校）、吳肇鐘（自號白鶴道人，著名

拳師、醫師，三水人）、張少俠（畫家）、石霞上人

（國畫研究會畫家）等。

第三部分是澳門本土的詩人和畫家，包括黃沛

功（雪社詩人）、王惺岸（詩人、《澳門通報》撰述）、

周貫明（詩人、醫師）、賴鎮東（詩人）等。慧因上

人（普濟禪院主持）也歸此類。

有趣的是，以上那些人中，與鄭哲園來往最密

切的，當數醫生兼詩人的周貫明、吳肇鐘。這似乎

說明，鄭哲園的愛好醫學其實已從居澳期間開始

（並非如某些人所說的祇在晚年），因而鄭、周、吳

等人相處時有較多的共同語言。

第四部分是在不同時期、沿不同途徑進入澳門

的中山鄉親，如李孝頤（畫家，李鹿門之侄，黃苗

子之啟蒙老師，從香港遷居澳門）、余平客（中山沙

溪人，著名星相學家、心理學家）、黎廷棨（老教

師）、關文淵（篆刻家）等。

尚有部分身份難考的，如綺痕女士、水心女士

等。祇知道她們都是當時的名媛（《五峰山房詩集》

中有《題綺痕女士畫》詩；《贈水心女士》詩則稱讚

她“盟心冰可證，德比石為銘”）。此外，《澧川同

志晤談漫成此作》中的“澧川同志”和《飛鶴同志別

已多年邇同作客濠江獲相把晤吟此以贈》詩中的“飛

鶴同志”也未知究竟是誰，觀詩中的“相期朱壑

隱”、“車笠豈拘雙影隔，圭璋猶幸兩心同”等語，

應是民國初年的辛亥元老，或是曾與鄭哲園共事陳

炯明幕下者，因而鄭重以“同志”稱之。

《五峰山房詩集》涉及的文化人如此之多，說明

他們之間的往來十分頻繁。澳門佛教刊物《獅子吼》



109 文 化 雜 誌 2008

從
鄭
哲
園
詩
解
讀
澳
門
抗
戰
文
化

文

化

第一卷第八、九、十期合刊

就載有清遊會於 1941年 3月

遊覽青洲時，葉競生、鄭哲

園、竺摩、何斗燦等人吟詩

聯句的一次比較完整的記

錄（2）。

清遊會舉辦這些雅集，

並非祇是逢場作戲、應酬敷

衍，而是寓學術於遊樂，其

間不乏藝術探求之作。試讀

〈鴿巢公園雅集疊韻賦呈同遊

諸公〉一詩，就可想像他們

如何把詩的詠懷功能與遊樂

功能發揮到極致。鄭哲園之

所以把自己的《鴿巢公園雅

集疊韻賦呈同遊諸公》稱為

“賦”，是因為這組詩共由七

首七律組成，各詩的韻腳一

律依次為“巢、交、茅、坳、

匏”。可見，這正是本次雅集

在命題時所制訂的必須遵守

的規則。按一般情況，像這

樣的高難度命題詩，每人各

寫一首已可交卷。鄭哲園為

了逞強，一口氣竟連寫七

首。同樣的韻腳，不同的立

意，首數越多，難度越大。

不過，他的這組詩確實寫得好：

昔年聞有鴿來巢，佛髻長青峙馬交。但使鸇

鷹期作鳳，肯將荃蕙化為茅（詩原注：舊為張保

仔巢處穴）！五洲文物開山徑，千里高賢會石

坳。北望鄉關歸未得，浮生猶係水中匏。

翠色迷離認鴿巢，文章道義有神交。百年此

地誰披棘，五嶽何山可結茅？青眼乍逢塵剎裡，

素心長托水雲坳。吾儕未必無銅像，（詩原注：園

有葡詩人賈梅士銅像）異曲同工叮鳳匏。

能在法度極嚴的規限中

翻出新意，而又各有寄託，

難度不可謂不高，但仍遊刃

有餘，足見功力之深。僅以

極難寫好的“匏”韻結句而

言，“北望鄉關歸未得，浮

生猶係水中匏”隱然懷故土

之思，淪亡之痛；“吾儕未

必無銅像，異曲同工叮鳳匏”

在景仰賈梅士的同時，流露

出不甘後人的自信。其餘各

詩的“乘槎敢陋居夷志，蜑

雨蠻風久佩匏。”“登高縱抱

澄清志，似水流年感係匏”

等，均屬可圈可點。

筆者無意於本文全面評

價鄭哲園詩作。本文的重

點，祇在於通過他的題贈

詩，探討在抗日戰爭時期國

破家亡的日子裡，居澳的文

壇宿儒和新秀們到底懷着怎

樣的心態？他們所關心的究

竟是甚麼？

不妨就從鄭哲園寫給這

三十五人的詩裡尋找答案。

鄭哲園到澳門後，最早

的饋贈詩是寫給高劍父的。在他早期詩作中，我們可

以讀到“過江有客成枯鯽，橫海何人識臥龍”（《旅次

逢名畫家高劍父》）和“擬托巫陽喚國魂”，“寫出山

川有淚痕。”（《吟贈高劍父先生》）等感時傷世的詩

句。

最足以清晰表明他對時局、對旅澳文人在戰時應

該有甚麼作為的看法的，要數〈春睡畫院諸君在澳門開

國畫展覽賦此以贈〉一詩：

鄒魯餘風被海濱，變夷有責在天民。

試看山帶夕陽色，猶是花開故國春。

《五峰山房詩集》封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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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哲園題黃獨峰詩手稿

八大已難分笑哭，一癡誰與辨疑真。

書生救世憑心血，聊向荒陬索解人。

他感到，此刻的自己，已與明遺民朱耷自署

“八大山人”時相似，笑哭難分了，但他對國家和民

族的前途並沒有感到絕

望。在澳門這暫未淪於敵

手的一隅之地，他依然能

夠感受到（亦即是在眷戀

着）故國之春的氣息。他認

為，身為一介書生，能夠

為救亡事業奉獻的，就是

一杆詩筆、滿腔熱血。高

劍父等春睡畫家沒有消

沉，艱辛創作並為抗日救

亡舉辦專題畫展，這是很

值得稱道的。更何況，既

然來到澳門，置身於這片

已為葡夷侵佔並被逐漸“夷

化”的土地，身為文化人，

又怎麼可以漠然視之？應

該以群體的不懈努力，負

起以中華傳統教化民眾之

責，使之由“夷”返“漢”，

誰說這不是值得傾全力以

赴的大事呢！

鄭哲園的這一觀點，

應該是大部分旅澳文化人

的共同心聲。

一個人的力量有限，

許許多多的人團結起來，

朝着同一目標努力，那就

足以對時局產生有利的影

響。也正因為如此，澳門

詩人黃沛功的逝世，才會

引發鄭哲園如此的悲痛：

詩懺真符識面遲，知音

人杳廣陵悲。

國遭多難生何益，天妒高才死亦宜。

盡有碧紗籠舊壁，不堪黃絹訪新碑。

分香短盡英雄氣，愁絕山陽聽笛時。

（《悼黃沛功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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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鄭哲園更年輕的，當然可以採取更為激烈的

抗爭方式。例如春睡畫院的方人定，早在廣州陷落

的 1938 年，就已毅然在香港舉辦“方人定抗戰畫

展”。黃少強則冒着敵人的炮火深入前線寫生，先

後在長沙、廣州、佛山和香港等地舉辦抗戰畫展。

四十年代初，關山月也從澳門重返內地，自廣東出

發，經廣西、貴州、雲南、四川、甘肅、青海、陝

西等省區，邊寫生，邊創作，沿途舉辦個人畫展。

對年輕人的這種勇氣，鄭哲園深表欣慰，因而

他為關山月及其畫展先後寫了兩首詩：

藝術殫思瘁此生，畫為心境最分明。

悟來是法還非法，吟到無聲勝有聲。

豈獨技乎原進道，不因利也早知名。

幽情默契關山月，人太孤高品太清。

（《贈畫家關山月》）

不謂青山不值錢，筆頭書破五洲煙。

權持天地供遊戲，如此江山太可憐。

（《題關山月畫展》）

戰時澳門的國際環境異常複雜。澳葡當局雖然

力持“中立”，許多事情卻不得不屈從於日軍的淫威

之下。看似波濤不驚，其實笈笈可危，米珠薪桂，

並非真正的樂土。寄居於這一隅的有頭有臉的“南

渡衣冠”，卻並不都是胸懷浩然之氣的。其間，有

臨敵作“輕甌脫”的逃命將軍（《客中》），也有“亡

家破國誇能達”的醉生夢死的苟安者（《所見》）。凡

此種種，鄭哲園均於詩中給予辛辣的痛擊。

於極度悲觀中，也有人勸鄭哲園把詩稿付之一

炬算了。當時確實有人這麼做了，鄭哲園的鄉親李

孝頤就是一例。對此，鄭哲園不僅痛心疾首地寫詩

“慰之”（《李君孝頤將詩稿焚去談者惋惜慰之以

詩》），還針鋒相對地賦詩明志：

昔余詩法薄中唐，今則俳優與賤娼。

僇辱有生仍罵座，郎當何處不開場。

或邀後世哀吾志，縱起尼山恕我狂。

勞者自歌勞者聽，天聲人語此文章。

（《友或勸余焚稿未能也示以此作》）

他要說的是，別人怎麼看我不在乎，該罵時我

還是照罵！甚麼叫“天聲人語”？那就是替天行道，

為民鼓吹！

其實，艱苦的八年抗戰此時已接近尾聲，中國軍

隊已經開始轉入戰略反攻了。頭腦清醒的人早已看到

了這一點，因此，高劍父已經提前繪畫《火照旌旗夜

受降圖》，鄭哲園則痛快淋漓地為畫題寫了“聞鼙每

在畫中思，談笑雄心想見之。一夜受降城上飲，江山

重見漢旌旗！”中華民族必勝的信念溢於言表。

值得注意的還有一點，那就是大敵當前文化人

的空前團結。近年，有人把二、三十年代嶺南畫派

（當時名為折衷派）與國畫研究會之間的論戰誇大為

冰炭不容。其實，儘管嶺南畫派批評對方“全事模

仿，埋沒性靈”，國畫研究會也反譏對方“剽竊西洋

畫皮毛”，那祇不過是學術之爭。兩派成員之間，

從沒形成過森嚴的壁壘。癸亥合作社的羅卓、國畫

研究會的鄧劍剛，就曾與高劍父等共創隨社；而在

由陳樹人、黎澤闓、王孝若、羅仲彭、張逸等人發

起成立的清遊會中，觀點對立的兩派畫家就常握手

言歡於雅集中。到了抗戰時期，若還計較昔日的分

歧，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實際上，這一時期的旅澳

文人，對多元文化普遍抱着理解與寬容的態度。在

鄭哲園的詩中，我們不難找到他（當然也包括他身

邊的文友）對賈梅士、拜倫等西方詩人的認同。鄭

哲園還藉為高劍父《穆罕默德傳教圖》題詩，清晰表

述了他“群教由來本大同”的觀點，這在更早的歷史

年代裡，本屬難以令祇尊釋、道 、儒三教的主流學

派所接受的。

群教由來本大同，精誠艱苦一心通。

默伽我佩摩訶末，救世宜推不世雄。

祇要能夠救世（於此際，最迫切的當然是“救

國”），何必細問別人到底何門何派！“群教由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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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的觀點，與政治家提出的“愛國統一戰線”，

內涵大抵是一致的。

明嘉靖以來，由於葡萄牙人入據的緣故，澳門

成了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口岸。從湯顯祖

開始，出於仰慕、獵奇、謀生、求學等種種需要，

作客澳門的中國文化人絡繹不絕，但從未有如抗戰

時期那樣整批地長時間居留的。他們的居留，對澳

門的抗戰文化乃至戰後的文化水準的整體提高，起

着不容低估的重要作用，鄭哲園及其《五峰山房詩

集》不過是案例之一而已。問題是，這一時期的資

料，迄今為止，我們掌握的並不多，深入研究者更

少。在新編的《澳門百科全書》中，甚至找不到幾位

曾活躍於這一時期的文藝家的名字，遑論其著述！

筆者撰寫本文，很大程度是希望起拋磚引玉的作

用，為挖掘、保存這些文化瑰寶一造輿論。已經相

距七十年了，許多昔日垂手可得的東西已成珍品甚

或絕響，實在不能再把難題留給後世了。

〔附注：鄭哲園是筆者的外叔祖，因無子嗣，晚

年寄居筆者家直至逝世。《五峰山房詩集》手稿現由

筆者珍藏，本文所引絕大部分源自筆者保存的第一

手資料。〕

【註】

（1）參看本文所附的《鄭哲園先生革命史略》（影件）。本文作

者“志冲”姓何，是鄭哲園“五峰山房”的弟子之一。抗日

戰爭初期為香港某報記者，香港淪陷前夕返內地，任抗日

軍某部團長，犧牲在戰場上。此傳略大約發表於1939年前

後，原件由筆者保存，惜剪報者沒有記下刊名與確切發表

日期。

（2）1941年 3月間，清遊會在覽勝青洲之時，既即席作畫相互

欣賞，又聯句吟詩以抒懷。葉競生云：“僧俗襟期詩共老，

山川濃淡畫傳福。”鄭哲園云：“四百八寺有此境，三十六

宮無此春”。竺摩又有詩句：“座上春風吹野興，如潮詩思

湧銀濤。”何斗燦接着吟：“山雨未來雲欲散，詩僧卻被主

人留。”（《獅子吼》第一卷第八、九、十期合刊，頁 27）。

從 20世紀 30年代末一幅剪報見所載鄭哲園傳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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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鄭哲園澳門詩選

鄭哲園抵達澳門寫的第一首詩



114

文

化

從
鄭
哲
園
詩
解
讀
澳
門
抗
戰
文
化

文 化 雜 誌 2008

至澳門作　

一夜星霜鬢已斑，不堪搖落出鄉關。

乘桴豈獨存三澤，荷鍤寧辭瘞百蠻。

西望夕陽東望月，南環秋水北環山。

昔供憑弔今揮淚，相對龍鳴總汗顏。

客　中　

楚老相逢各泫然，江山愁絕夕陽邊。

敢譏上將輕甌脫，徒苦蒼生泣磬懸。

鯤運久思圖北徙，鷦棲安事紀南遷。

賜秦鶉首天胡醉，倦顧鄉關馬不前。

客　感　

高臥青山亦大難，猿啼鶴怨鼓聲殘。

地靈尚許支鼇足，天命何曾到鼠肝。

陟縱有薇殷客采，落愁無菊楚臣餐。

繁燈處處酣歌舞，獨慨斯民淚暗彈。

寫志寄故遊詩友　

耽禪十載戒為詩，結習難銷一犯之。

物遇不平蛩訴苦，事逢多憾鳥鳴悲。

中宵枕淚孤弦激，畢世襟懷一劍知。

學佛未成仙未就，何妨遊俠撤燕姬。

變　聲　

身世猶輸一羽輕，窮居無告以詩鳴。

獨為君子慚前哲，誤作清流悔此生。

粟進紅腮誰棄土，星搖赤舌竟燒城。

抱琴欲奏弦弦絕，知道人間有變聲。

澳中度日　

久客驚心歲序遷，星移物換欲呼天。

三生莫問人間世，九死欲瞻劫後年。

鐵鑄不堪談楚炬，石言猶解泣秦鞭。

願招十萬虯龍降，長繞靈根護木棉。

自題逃荒集　

落落吾常效所南，交遊著作不須談。

了將身世知殘妄，豈向詩壇覓苦甘！

謝客竟無門可閉，逃荒長與劍俱慚。

從今破戒添吟草，字字痕痕有淚參。

旅次逢名畫家高劍父　

一樣牢愁劫後蹤，簫聲劍氣兩相逢。

過江有客成枯鯽，橫海何人識臥龍。

亂世文章還有價，半生肝膽向誰鍾？

萬千哀樂都無那，醉倒南荒聽懊儂。

題媽閣　

昔日仙人海上游，手扶明月下滄洲。

袖中偶散靈珠落，一墜人間化石頭。

仙人既往遺仙壑，千載苔痕臥叢薄。

堆雲疊翠起靈邱，勝跡至今談媽閣。

試從石徑一躋攀，帆影波光日往還。

高低臺閣樹邊樹，明滅斜陽山外山。

我來時運遭奇厄，孤憤填膺居異域。

江山雖好不為歡，瞻顧原中傷異色。

石兮遭劫謫塵埃，仙人一去不歸來。

是仙是石徒歌哭，不盡長江萬古哀。

歸思有寄　

故山無意臥斜曛，胡不歸歟友鹿群！

某水某丘皆悅我，一猿一鶴每邀君。

宛然仙矣招明月，若有人兮語白雲。

渺渺愁餘悵回首，天風吹墜葉紛紛。

吟贈高劍父先生　

擬托巫陽喚國魂，京華往事待重溫。

西崑直蹴扛神筆，東海能傾作酒樽。

偶挾風雷驚帝座，幾騎鸞鶴叩天閽。

不愁玉笥群靈泣，寫出山川有淚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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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居　

欲召靈氛為卜居，茫茫靡騁孰憐余。

兔營敢羨人三窟，豕負偏逢鬼一車。

荊棘在途愁乏斧，芝蘭當戶總先鋤。

浮生獨未忘恩怨，鐘鼎無心禮法疏。

春睡畫院諸君在澳開國畫展覽賦此以贈　

鄒魯餘風被海濱，變夷有責在天民。

試看山帶夕陽色，猶是花開故國春。

八大已難分笑哭，一癡誰與辨疑真。

書生救世憑心血，聊向荒陬索解人。

所　見　

江左偷安士氣沮，衣冠南渡更棱模。

亡家破國誇能達，填海移山祇作迂！

湘橘竟為淮地枳，越祝尤甚楚人巫。

補天欲煉媧皇石，休笑書生膽太粗。

馬交石題壁　

危巖屹峙渚邊高，獵獵靈旗響法璈。

客向南山尋石虎，我思東海釣金鼇。

誅妖悔不飛長劍，禮佛還須借寶刀。

萬戶哀鳴天也泣，雄心長逐馬交濤。

題黃君獨峰香江畫展　

昔從燕市起悲歌，今向南荒凍筆呵。

擬攝法龍歸法海，還驅香象渡香河。

六如憤世清狂久，八大傷時哭笑多。

獨立孤峰了無畏，漫天風雪奈君何！

余君平客把晤濠江匆匆又別悵然賦此

干戈擾攘欲何之，眼見中原走鹿麋。

說劍尚餘豪士習，聞笳時起故園思。

歸遭血海無家日，醉值千山欲雪時。

一代霸才猶未老，天涯愁已鬢成絲。

客　感　

實為名望累，聖乃盜之媒。

焦土誰為厲，殘山我獨哀。

鄉思悉似汐，詩句怒於雷。

谷圮崖崩日，何論草木摧！

臘盡登松山　

跼土瘠地我何歸，披髮行吟賦式微。

書劍已傷文武屬，衣冠彌覺去來非。

佯狂北市心誰識，慟哭西臺志竟違。

歲暮登高余獨苦，松山徒有淚沾衣。

歲首作　

正朔仍存海外春，鏡湖風物一番新。

苦中尋樂非無客，忙裡偷閒大有人。

歷劫幸還撐傲骨，窮荒端合臥愁身。

姑將冷眼觀時變，聊入桃源且避秦。

客問近況賦此以答　

強言故我尚依然，落拓偏多甚昔年。

未見文章窮愈好，非關節氣老彌堅。

側身漸覺錐無地，放眼惟知甕有天。

東海至今悲誓鳥，西山木石不堪填。

見木棉盛開　

簇簇紅棉歷亂開，教人驀憶飲高臺。

無邊宇宙添春色，如此江山失霸才！

銅柱待誰標馬色，金刀何日返龍堆。

斜陽冷奪胭脂去，徒有寒鴉帶血來。

憶　昔　

憶昔南洲辟數弓，且耕且釣雨煙叢。

披蓑講學滄浪外，釋耜談玄水石中。

吩咐山猿收畫筆，安排野鶴遞詩筒。

於今文采風流盡，海角傷麟道更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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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今吾是故吾　

不信今吾是故吾，稜稜冰氣上眉鬚。

金甌脫手淪魔窟，寶決辭腰泣路隅。

息視豈堪顏盡改，尸居何待骨全枯。

終餘正氣難磨滅，留與人間識印模。

放　浪　

人到無聊放浪多，奚須春夢喚春婆。

高明定瞰三千鬼，落拓猶招一丈魔。

不惜雜身儕販卒，無妨行腳似僧陀。

平生意氣歸何許，虎將還遭醉尉呵。

鄭哲園《五峰山房詩集》之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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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黃沛功詞長　

詩懺真符識面遲，知音人杳廣陵悲。

國遭多難生何益，天妒高才死亦宜。

盡有碧紗籠舊壁，不堪黃絹訪新碑。

分香短盡英雄氣，愁絕山陽聽笛時。

小坐公園有憶　

花訊驚吹廿四番，惜花誰作護花幡。

朅來南國春如夢，惆悵東風淚尚溫。

天地欲銷名士骨，江山難喚美人魂。

綠章總怨金牌召，擊鼓頻催太寡恩。

席　上　

此日何天地，飛觴一醉君。

千山餘夕照，孤島起殘雲。

抱器逃秦劫，文身避楚氛。

不因崔灝在，筆硯也當焚。

澧川同志晤談漫成此作　

相期朱壑隱，何意此間逢。

寥落干戈際，蒼茫雲水蹤。

君藏還似豹，吾道亦猶龍。

倘有驚人句，攜登落雁峰。

逢吳君肇鍾即贈　

漫道秦能帝，臣饑馬尚肥。

江山餘俠骨，天地起儒衣。

劍向寰中識，符應海外飛。

所思人不寐，攜手與同歸。

普濟禪院訪春睡諸君劇談　

憂患餘生百事慵，側身人海獨支筇。

暫拋去國離鄉恨，來聽深山古寺鐘。

客傲似松雲際語，僧閑如鶴石邊逢。

倘從禮佛尋消息，知入蓮花第幾峰？

贈畫家司徒奇　

古佛青燈偶結緣（原註：君寓普濟禪院），

高蹤長放米家船。

東皋有子詩能嗣，南海尋師劍亦仙。

栩栩如生從腕出，真真欲活得心傳。

不憂畫苑宗風墜，一點龍睛笑拍肩。

贈畫家何侶已　

清淚仍須注大千，飄蓬斷梗直隨緣。

拈花自幻心中境，插草聊參畫裡禪。

住世卻存離世想，買山猶藉賣山錢。

普濟我愧王摩詰，他日煩君住輞川。

贈畫家關山月　

藝術殫思瘁此生，畫為心境最分明。

悟來是法還非法，吟到無聲勝有聲。

豈獨技乎原進道，不因利也早知名。

幽情默契關山月，人太孤高品太清。

贈女畫家伍佩瑩　

沈沈香雪滿天南，粉本紛披筆意酣。

花鳥精魂多屬女，山川靈氣不鍾男。

玉臺畫史閑中悟，寶閣雲簽靜裡參。

作品獨饒馨逸賞，六朝煙水繞煙嵐。

贈畫家李撫虹　

風流重見李青蓮，清響惟君嗣謫仙。

塵客豈徒紅拂識，山人曾以白衣傳。

詩中有畫王摩詰，筆下如刀漢史遷。

醉撫長虹傷既往，酣歌宜入酒家眠。

贈畫家黃霞川　

我來尚未識霞川，已悉高才藝海傳。

竟化龍飛能法古，驟驚驄失直通仙。

茫茫雲壑成軍路，渺渺煙波有畫船。

但願天河長洗甲，呼鸞同上最高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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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慧因上人　

趣絕人稱哈大師，能書能畫亦能詩。

祇因圓字能參透，勝卻三千妙偈持。

僧佔名山山佔僧，爐香長篆晚煙凝。

西來大法憑擔荷，心印遙遙此一燈。

贈老畫家張純初先生　

飄然風度識仙顏，邱壑藏胸獨掩關。

北苑漸看山色改，南宮惟侶石頭頑。

畫蘭有恨根安托，繪竹無心淚總斑。

翻咎漢家多傷德，文身何事竄荒蠻。

贈呈黎澤闓前輩　

落日蒼茫過海深，千秋巨眼識焦琴。

七襄雲錦推高手，一片冰壺貯素心。

金石不渝堅節操，弦歌無改古風尋。

九天馨欬知鸞奏，都是黃鐘大呂音。

比利時開萬國博覽會，以劍父先生出品佔全世界　

藝術分數最高，喜其能發揚國光也，紀之以詩　

不是私阿語太狂，天壤奇傑幾人當。

終教東漸輸西漸，未必前王勝後王。

（原詩小注：先生為中國藝術革命第一

人，世稱為折衷派，亦稱為崑崙派）

萬國衣冠齊鏡仰，五洲裙屐遠梯航。

崑崙獨樹神洲幟，藝海長瞻日月光。

飛鶴同志別已多年邇同作客濠江獲相把晤吟此以贈　

誰向天河挽帝弓？書生戎馬亦英雄。

閉門早著三都賦，破浪曾披萬里風。

車笠豈拘雙影隔，圭璋猶幸兩心同。

關梁短髮重相見，銅狄摩娑泣故宮。

贈畫家吳君梅鶴　

畫筆群推顧虎頭，不因癡絕不風流。

名駒豈愧稱千里，孤鶴還堪傲十洲。

縱目寰中惟古遇，棲心物外與天游。

一燈直繼崑崙派，山海何須遠探幽。

僦居下環日對故鄉山色漫題於壁　

衣帶盈盈三葦航，僦居尤喜近吾鄉，

山川日接愁人眼，空抱鄉心對夕陽。

詠　史　

生幸有橋藏豫讓，死愁無塚傍要離。

簫聲吹徹蓮花莖，不見風塵李藥師。

贈青年畫家陳叔華　

畫筆晨拈劍夜磨，相逢酒肆且悲歌。

知君湖海多豪氣，莫撫江山喚奈何。　

贈周醫師貫明　

離亂民斯瘼，中原病已深。

憑君醫國手，慰我濟時心。

多難傷天步，殷憂恥陸沈。

海隅能聚首，風雨有曉音。

詠　史　

帷燈匣劍本非奇，畢雨箕風信可知。

屨及已催弦上矢，弓彎能睹局中棋。

相持鷸蚌譏交病，爭較雞蟲笑汝癡。

天道好還窮必反，此心終有悔之時。

托身似燕，來日大難，風雨飄搖感喟而作　

亂世全軀且自污，方知難得是糊塗。

生兮忍辱真慚粟，老矣無能祇啜酺。

去國漸隨渝俗舞，憂天偏類杞人愚。

托身尚似危巢燕，不待梁摧淚已枯。

葡國詩人賈梅士誕辰到鴿巢公園作　

公在盛邦成泰斗，我偏亂世作詩人。

千秋俎豆瞻遣像，四海干戈賸藐身。

牛渚豈無才共賞，鴿巢應許德為鄰。

高吟直欲搖星斗，鴻運終期轉大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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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海宿隱者居　

春葩揚古豔，秋穎擢幽芳。

世外風波急，山中歲月長。

眠雲留古洞，採藥到仙鄉。

夙願依然在，蕉衣未可忘。

老友促韶自鄉來談及兵燹猶有餘悸慰之此作　

劫餘猶見子，握手竟忘言。

淚為山河盡，波隨歲月奔。

至勞知己惜，幸得故人存。

碌碌毋須道，天涯共此樽。

劍父先生擬作圖見貺,詩以謝之　

開山畫派創崑崙，錫我嘉名感弗諼。

宇內祇今稀聖筆，天南終古有詩魂。

奇光尚恐蛟龍奪，至寶無憂罔象吞。

浩劫此來惟獲此，風塵道義足溫存。

謝純初先生為作松山圖　

微民歲月淚痕深，曾向松山獨浩吟。

萬里鴻濛雙醉眼，千秋古剎一騷心。

竟勞丘壑胸中出，便作湖山掌故尋。

君畫我詩皆特筆，一般同作腦門針。

中秋夜作　

一逢佳節一驚心，變徵愁為楚客吟。

大陸戰塵橫地起，故鄉漁火隔江深。

夢中陵闕簫聲咽，望裡關河劍氣沈。

欲遣詩魂歸玉宇，不辭風露滿衣襟。

秋　感　

落葉西風憶將壇，悲歌徒感白衣冠。

一夫不獲生何惜，萬姓無歸死尚難。

天地久經偖戰鼓，江山誰與繫漁竿。

功名自昔歸屠狗，秋雨瀟瀟客夢寒。

題拜輪詩後　

西域詩名數拜輪，誰於東海識逋民。

試從天宇聊驤首，安在風塵不辱身。

何代無才吟已倦，此生如夢酒偏頻。

哀音一例思鄉國，博得人間熱淚新。

鐫一印章繫之以詩　

待命微民影獨慚，枉稱東海一奇男。

龍爭不預關河戰，蟻負安期宇宙擔。

卻拼此身報有北，豈持殘夢到天南，

神洲佇見花開處，重整袈娑禮佛龕。

次韻吳君肇鍾舟中見寄　

行本無心住亦佳，落花時節各天涯。

江山臥榻斯民淚，日月跳丸雅士懷。

知己文章留獨賞，感人詩句不全乖。

巨靈自有如櫞筆，一掃杯中萬里埃。

渡江作　

擊楫中流一慨然，江山淪落久經年。

愚心不死思填海，浩劫難銷泣逝川。

裾絕小人猶有母，鞭投上國豈無賢！

提琴四顧知何日，空抱精誠問九天。

恩　怨　

禾黍離離泣故墟，入奴出主尚紛如。

梟鳴久已消清議，狐搰誰曾省謗書。

枉尺直尋猶病鳥，朝三暮四祇欺狙。

匹夫敢卸興亡現，恩怨安能置太虛！

亂　後　

擊築悲歌淚暗吞，江山奇劫幾人存！

蘆中醉劍終慙德，桑下提戈易感恩。

西北一隅猶苦淚，東南半壁有焦痕。

島中自昔為蛟患，不去長蛇總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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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君斗燦招讌聽松山館 　

賦呈同席諸公　

從古高人愛聽松，等閑躡足萬千峰。

移琴寵召雲中鶴，擊缽頻驚海上龍。

盡許漢星同白戰，不教秦月失黃封。

笑看帶甲橫天地，一枕濤聲劍未慵。

讀詩示諸侄　

萬法歸無法，要惟義與辭。

有心常落迹，無意始工詩。

寧傚古人拙，毋為習俗移。

神行夫豈敢，虛白是吾師。

贈賴君鎮東　

非關我輩特鍾情，心有奇哀始變聲。

能悱惻兮能大勇，最聰明者最憨生。

從來慧葉由天授，不信風流以佛名。

千樹桃花行樹錦，輸君才調似飛卿。

自　譴　

欲諱編氓反自誣，謂他人父汝知乎？

得為奴刎斯殊幸，生不聾盲恐太孤。

騰笑似聞心亦死，貽譏無奈口俱瘏。

民非亡國誰亡國？牛馬衣冠任所呼。

睡起垂釣馬交石　

晞髮陽阿露未乾，天風獵獵袖生寒。

人生久厭同雞肋，世味深嘗到馬肝。

琴德奏知浮海變，詩魂飛怯嫩江殘。

漁翁豈識余心苦，獨倚柔絲向急灘。

友或勸余焚稿未能也示以此作　

昔余詩法薄中唐，今則俳優與賤娼。

僇辱有生仍罵座，郎當何處不開場。

或邀後世哀吾志，縱起尼山恕我狂。

勞者自歌勞者聽，天聲人語此文章。

贈張君伯英　

荒鳥棲遲有逸民，萍蹤偶值總前因。

躍津敢托豊城劍，憂國曾擔洛道輪。

三絕我無焚後稿，四愁君亦難中身。

赤松倘獲傳丹訣，舫繫清河許結鄰。

此　心　

此心長寂似枯禪，哀樂誰知竟萬千。

劃盡寒灰難作字，抽殘獨繭漫張弦。

祇應化碧終埋地，未必焚香可告天。

劍氣不靈山鬼泣，夢回清夜一潸然。

李君孝頤將詩稿焚去談者惋惜慰之以詩　

聞有新詩動九寰，未應流落到人間。

祖龍豈遂能為虐，辜負名山笑汝閑。

題關君山月畫展　

不謂青山不值錢，筆頭書破五洲煙。

權持天地供遊戲，如此江山太可憐。

元旦命筆　

他鄉流落感桑田，難里應無客賀年。

縱抱達觀猶有淚，強為豪言更可憐。

逼人富貴何須祝，誤我聰明不用鞭。

天運倘從今夜轉，春風重結萬千緣。

六國飯店偕伍君北耀夜談書感　

忍淚何心日唱酬，難中如此亦風流。

春燈排夕叨文讌，哀竹經年雜楚謳。

契闊愧非包馬革，縱橫愁已敞貂裘。

江湖自份於憔悴，一任蒼波不繫舟。

某君問余詩事以此答　

文章猶鄙事，大道在希夷。

此調非常調，余詩不是詩。

可為知己道，難免俗人疑。

試看鳶飛處，天空任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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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水心女士　

奇才生兩大，間氣所鍾靈。

道集仙儒釋，光爭日月星。

盟心冰可證，德比石為銘。

鸞鶴勞相訊，滄桑又幾經。

說　夢　

七載經無芋可煨，既餐秋菊復餐梅。

似乎傲骨前生有，其或饑腸盛世該？

厚福尚難逢蹴爾，高情何敢怨嗟來。

五丁夜入癡人夢，終冀金牛路竟開。

題　畫　

聞鼙每向畫中思，

談笑雄心想見之。

一夜受降城上飲，

江山重見漢旌旗。

（原註：題劍父火照旗旌夜受降圖）

群教由來本大同，

精誠艱苦一心通。

默伽我佩摩訶末，

（原註：穆罕默德唐書作摩訶末伽）

救世宜推不世雄。

（原註：題劍父穆罕默德傳教圖） 　

寥落人煙幕有烏，

歸來廬墓總模糊。

哀哀忍淚哺兒乳，

他日全憑此幼孤。

（原注：題司徒奇歸來圖）　　　　

畫冊長留閬苑春，

不須 酒祝花神。

故邦色調都如昨，

披閱幾同再世人。

（原注：題純初百花圖）　　　　　

名花應喚小游仙，

況出佳人筆下研。

自寫自憐還自愛，

無端音韻繞吟邊。

（原注：題綺痕女士畫）　　　　　

勵　志　

矢激星移路已窮，讀書無補劍無功。

但餘草木精魂在，他日猶為萬丈虹。

青　眼　

青眼誰哀失路身，英才氣盡楚江濱。

縱饒唱盡蓮花落，不見蘆中擊槳人。

鴿巢公園雅集疊韻賦呈同遊諸公　

昔年聞有鴿來巢，佛髻長青峙馬交。

但使鸇鷹期作鳳，肯將荃蕙化為茅！

（原注：舊為張保仔巢處穴）　　　　　　　

五洲文物開山徑，千里高賢會石坳。

北望鄉關歸未得，浮生猶係水中匏。

翠色迷離認鴿巢，文章道義有神交。

百年此地誰披棘，五嶽何山可結茅？

青眼乍逢塵剎裡，素心長托水雲坳。

吾儕未必無銅像，異曲同工叮鳳匏。

（原註：園有葡詩人賈梅士銅像）　

半枝猶幸托危巢，萍水行蹤儼素交。

返國有心誰置璧，封泥無夢到分茅。

千花作幛迷山逕，一芥為舟渡水坳。

驂鳳若逢王子晉，不辭重奏七星匏。

　

鳩拙何堪佔鵲巢，於今信義識塵交。

寧甘採蕨猶辭粟，深歎連茹竟拔茅。

雌雉失時鳴水次，哀鴻罹劫泣山坳。

乘槎敢陋居夷志，蜑雨蠻風久佩匏。

　　

探殼居然更毀巢，瓢低湖海且論交。

斷金晚節期黃菊，如玉身心喻白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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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馬橫鳴珠海畔，潛龍酣睡鏡湖坳。

倘教湖海刓天運，厲揭宜賡苦葉匏。

　　

莫向春風戀舊巢，棘中黃鳥日交交。

數櫞尚憶陶潛柳，三逕誰讓宋玉茅。

揖石客來青靄外，看花人倚綠雲坳。

登高縱抱澄清志，似水流年感係匏。

燕子斜陽失故巢，天涯猶有布衣交。

且拋鐘鼎甘松菊，未必軒輶到草茅。

脫帽偶逃紅樹裡，題詩常借碧臺坳。

獨慚酒德非吾事，辜負當年五石匏。

贈關君文淵

（原註：園有葡詩人賈梅士銅像）

惟學於古乃有獲，君獨粹然待其真。

兩漢之前有作者，三代以下無完人。

所存者神遺者貌，斯溫樂故知學新。

吾生與子有同嗜，相逢一笑驕天民。

孔教中學展覽籌款賑災

（原註：園有葡詩人賈梅士銅像）

千株柳憶珠江月，十萬花開鏡海潮 。

如此河山如此夜，令人哪得不魂銷！

鄭哲園在筆者紀念冊上的題字（195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