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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當代彩墨書畫發展述評
莫小也*

* 莫小也，先後畢業於杭州大學外語系、歷史系，獲歷史學中外關係史方向博士學位；曾任浙江大學藝術學系副教授，現任浙江

理工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美術系教授、美術學碩士生導師、理論研究所所長；發表專著《17-18世紀傳教士與西畫東漸》(2002

年)，論文〈中國基督教藝術流變述要〉(2004年)、〈澳門早期西洋美術述論〉(2005年)、〈銅版組畫〈平定苗疆戰圖〉初探〉

(2006年)，譯文〈乾隆畫院與銅版畫〉(日文，2001年)、〈清朝宮廷中的耶穌會士透視理論〉(英文、2003年)等五十餘篇計八十

餘萬字，先後出訪及講學於日本、美國、葡萄牙以及港澳地區。

20世紀後期，隨着新中國日益強盛，珠三角

區域經濟日益增長，本地民主制度日益完善，澳

門迎來了中葡建交與建立“一國兩制”特區的有

利時機，也迎來了彩墨書畫欣欣向榮的局面。近

半個世紀中，以繼承中國傳統書畫精神的“頤園

書畫會”等美術團體先後成立，一方面以主動的

姿態打通澳門繪畫走向世界的路徑，另一方面在

與祖國內地頻繁的藝術交流中加強傳統與現代相

互交融的趨勢。

澳門當代書畫有以下特點：一、經歷百餘年

葡萄牙的殖民統治，澳門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銜接

一度出現斷層，較多地接受了外來西洋文化的滲

入。在這種異質文化背景下，澳門當代中國繪畫

開始注重對西洋元素的攝入。同時，又由於與傳

統文化的斷裂，澳門當代的畫人少了些傳統的束

縛，則更善於把握時代的脈搏，代表現代人的審

美價值取向。二、在嶺南畫派傳人的努力下原已

經拓展的傳統技法，在澳門回歸祖國的背景下，

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以往帶局限的發展軌跡。在迎

來澳門回歸的特殊年代，內地與澳門藝術界的交

流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大陸眾多畫人紛紛踏

上澳門這片土地，謀求更多的發展機會和更廣闊

的視野；而澳門本土的藝術家也積極到內地深造

與發展，這種雙向交流趨勢無疑為澳門書畫界帶

來了更多內地元素和傳統積澱。三、在彩墨繪畫

發展的同時，書法篆刻藝術也呈現生機，既有老

一代書法家的傳授引導，又有眾多優秀的書法篆

刻家形成風氣，新人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為

澳門傳統藝術的傳承和發展添加了新的活力。

四、由於澳們特殊的歷史背景和商業文化，不少

美術社團與書畫家都帶有一定的社會活動性質，

團體負責人往往身兼多種社會職業與身份，日常

生活中沒有大量個人藝術創作的條件，這些文化

人更多注重自身的社會價值和主動地承擔社會責

任，甚至在近半個世紀中，成為澳門政界、商

界、文化界舉足輕重的人物。

澳門水墨繪畫源遠流長。早在明清之季，水墨畫家吳漁山到達澳門，在中西藝術的背景下

探索傳統繪畫的新路子；創建澳門普濟禪院的祖師石濂大汕 (1633-1705) 也是清初傑出的人物

畫家。20世紀中期，高劍父及其“春睡弟子”司徒奇、何磊、關山月等傳播 “嶺南畫派”的

種籽，弟子王婉卿、黎明、竺摩、李喬峰、關萬里等更是形成彩墨繪畫大氣候。有“紅棉王”之

譽的司徒奇在澳門從事美術教育工作十六年，學生崔德祺、余君慧等俱在畫壇卓有建樹，加

上晚年歸隱濠江的鄭錦，名家楊善深、饒宗頤、鄧芬、鮑少游、羅叔重等寓居澳門，很大程

度上促進了當代澳門書畫藝術的繁榮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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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元素和時代聲音

澳門在近代史上特殊的歷史背景，總體上給

澳門美術的發展打上了西洋元素的烙印。然而，

與傳統文化的裂變，又為澳門當代中國繪畫帶去

了更多時代的聲音。從眾多活躍在畫壇的藝術家

中，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他們的作品在立足

於傳統藝術的基礎上，結合西洋畫的諸多元素，

反映了時代的需要，符合當代人的審美眼光。他

們的作品不論從筆墨、色彩、構圖還是立意等方

面都獨樹一幟、別開生面。

甘恒，廣東順德人，是澳門較有成就的畫家

之一。他畢業於廣州市美術專門學校西畫系，戰

後出任澳門各著名學校之美術

教席，並創辦恒藝畫院，從事

美術創作、教育逾半個世紀，

門生眾多。他曾擔任頤園書畫

會副理事長、澳門教育文化藝

術協會常務理事等職，多次舉

辦個人國畫展，作品入選全國

第七屆美展。他能畫山水、人

物，尤擅畫飛禽、走獸，在澳

門藝壇上有“鷹王”之美譽。

其作品不拘一法，有蒼勁、秀

麗、雄渾、疏淡多種風格，足

見畫家視野廣闊、胸懷博大。

甘恒有着豐富的西洋畫基礎，

在造型和色彩方面造詣都很

高。他沿襲了嶺南畫派走“融

合中西”的道路，在傳統技法

的基礎上，將西方水彩畫技法

融入中國筆墨之中，形成了獨

樹一幟的畫風而享譽澳門藝術

界。他畢生擅畫鷹鷲，如其作

品〈濠海晨曦〉運用色彩渲染

出顏色明亮的背景，一隻雄鷹

展翅翱翔，其造型準確、睥睨

雄健，具有英勇豪邁的氣勢。

他繪的〈鍾馗嫁妹〉構圖與色

彩充滿了現代氣息，〈塞上雄

風〉繪老獵人騎馬攜鷹奮進的

場面，則有徐悲鴻繪奔馬之氣

概，都反映他與時俱進的探索

精神。甘恒：〈濠海晨曦〉　　紙本設色，204 cm x 74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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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爾，1944年生，上海市人，1981年畢

業於中國美術學院國畫系研究生班，同年移居澳

門，現為世界美術文化交流協會澳門分會藝術總

監、澳門書畫研究院學術部主任、上海新華社環

球美術館副館長。

王健爾早年在上海美專攻讀藝術，就讀中國

美術學院後師從陸儼少教授，現在一些卓越的藝

術家卓鶴君、谷文達、孫永等人是他的同窗。在

中國美院時，王健爾就表現出了其對於大潑墨畫

法的駕馭。他在傳統山水畫中加大水墨交融的流

動感，使得畫面有着“元氣淋漓障猶濕”的效

果，曾獲得陸儼少首肯，並在畫面上親題“王健

爾潑墨法”以示鼓勵。潑墨法的傳統可以上溯至

唐代的王洽，《唐代名畫錄》曾有記載：“王洽

以墨法紙素，腳就手抹，隨其形狀，為石為雲為

水，應手隨意，圖出雲霞，染成風雨，宛若神巧

(⋯⋯)”
(1) 
確實，潑墨山水從唐代開始就有記載，

中國近現代的藝術大師張大千也以大潑墨山水享

譽海內外。因為山水畫家的着意並非寫實，而是

要借助山川之體，已達超乎象外的神暢之境。這

種立意本來就是一種半抽象的狀態，和西洋畫中

波洛克的抽象表現主義有一定的一致性。王健爾

就是從研習中國傳統潑墨畫法開始，又通過對西

洋畫抽象表現主義和色彩、光感的細緻研究，才

最終形成了極具現代氣息的大潑墨山水，其作品

中靈動幻滅的墨彩和韻語如詩的律動使其享譽澳

門畫壇。其作品〈山居圖〉借鑒肌理、色彩與平

面構成的手法，表現了人間山水的巨大氣勢，同

時微妙地表現了自然中的陽光、空氣，給人以全

新的中國繪畫面貌。    

李德勝，又名得成、字品，1963年出生於中

山小欖，少時隨潘棟樑老師學習書畫，畢業於澳

門理工學院視覺藝術教育專業，後又獲廣州美術

學院碩士學位；早年以攝影見長，後改習中國書

畫，多有建樹，並多次獲得國內外藝術獎項，如

在2004年獲得了全澳書畫聯展“最佳創作特別

獎”。他現任澳門美術協會理事、澳門頤園書畫

會理事、澳門攝影學會大會副主席，供職於澳門王健爾 ：〈山居圖〉　　紙本設色，208 cm x 93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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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勝 ：〈崗頂夜色〉 紙本設色，68 cm x 53 cm, 2004

藝術博物館。李德勝一方面靠就職便利，心契手

摹，上追古人，臨摹的〈搜盡奇峰〉畫卷令前輩

楊新、蕭燕翼、單國強等專家驚訝“澳門竟有如此

專注於傳統繪畫又能下那麼大功夫的年輕人”
(2)
；

另一方面，他畢竟生活在東西方文明夾擊的當下

澳門，有自己的藝術追求，其創作既有新文人畫

注重形式的特點，卻又似和傳統搭不上邊，他的

作品色彩斑斕，水墨淋漓，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

覺。在資訊多元化的當今，藝術須為時代服務，

為社會服務，應該表現當代人的所思所想。在

1999年創作的作品〈澳門印象〉中，他用新文人

畫的形式表現了澳門歷史的變遷，其強烈的視覺

衝擊力，使人在欣賞之時，產生了一種穿梭時空

的幻覺，引起觀者的共鳴。正如這幅作品一樣，

身處中西文化交匯的澳門，李德勝的藝術創作

題材就取材於這塊特殊的土壤之中。他的〈澳

門紀略〉、〈鏡海記事〉以多種文字、平面構成

方式，描繪海天一色中的中西建築遺產。他在傳

統中去粗取精，將筆墨精神運用到極為現代的畫

面中，表現出現代水墨發展的新成果。如一批創

作寫生〈崗頂夜色〉、〈霧鎖松山〉、〈龍環幽

境〉、〈氹仔街景〉，既採納了水墨點線與暈染

的傳統語言，又加強了既定對象的寫實效果，令

人在詩意中領略澳門人文古物和自然風貌的雙重

喜悅。〈崗頂夜色〉的黃色渲染恰到好處地表現

了夜間的燈光世界。他繼承嶺南遺風，對人物畫

也有偏愛，寫生作品形神兼備，達到了相當高的

水準。

李德勝 ：〈澳門印象〉 紙本設色，183 cm x 121 cm,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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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吸收西洋元素、富有時代精神的藝術家

還有：謝舸、任慧文、潘錦玲、陸昌、何道根等

人。謝舸，字書才，1938年生於中國潮州市，60

年代畢業於武漢藝專，長期從事報社美術編輯及

教育事業；曾獲“澳門市政廳書畫聯展”冠軍

獎、“90國際書畫篆刻博覽會”金獎等，並在海

內外先後舉辦多次個人畫展。謝舸的作品吸收了

西洋畫的色彩渲染技法，使之與從傳統水墨完美

的融合，創造出了一種屬於自己的風格樣式。如

在其作品〈多情祇有看庭月〉中，他把這種墨彩

的融合表現得淋漓盡致。他的水墨山水畫注重空

間體積效果與色彩感受，如近作〈萬壑千峰圖〉、

〈鄉泉〉、〈春暖山鄉圖〉，令人有可入、可遊

之狀態。

青年女畫家任慧文是一位近年來活躍於澳門

畫壇的重要人物。她1975年出生於澳門，1994年

畢業於澳門濠江中學，並順利考入廣州華南師範

大學美術系
(3) 
，現為澳門美協會員，作品多次入

選展覽。她的中國工筆繪畫作品具有現代探索的

元素，畫家深刻地洞悉着當今社會的脈動，體現

着視覺和思想的統一。她筆下的國畫聖母像，筆

觸細膩、古雅和諧。無論是她的工筆人物還是工

筆花鳥，總是給人一種單純、寧靜之感，淡淡中

夾雜着濃厚的自身感受，給人非常安靜的思考餘

地。其實採取這樣的作品形式的畫家有很多，

但她能在淡淡的設色基礎上，呈現出作品的簡

約，不追求繁複的內容，卻給人以多種內容的

表達。例如她的工筆花鳥，簡單的幾筆，既體

現了繪畫技能的功力，又展現了她對於輕描淡

寫的追求。

謝舸 ：〈多情祇有看庭月〉　　紙本設色

任慧文 ：〈往事重提〉 紙本設色，166 cm x 80cm,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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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對於任慧文來說是不尋常的一年。

因為在這一年，她的作品〈舊事重提〉獲得第十

九屆全澳書畫聯展“最佳創作特別獎”及繪畫 

—— 中國繪畫素材“最佳創作獎”。畫中為兩

人，一男一女，從姿勢來看應該是在騎自行車，

但我們卻看不到自行車的

蹤影。後座上的女人一隻

鞋子丟失，或許是被好心

人看到，送她回家。臉上的

表情有些悲傷，可能是因為

丟了鞋子的緣故吧。也許這

是任慧文的親身經歷，也許

是虛構，但是對於今人來說

是有一定能夠的現實意義：

呼籲人們助人為樂、互相幫

助。 她的畫是尋找與發現

的過程，在尋找每片花瓣的

形態時，發現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以使一畫一草、一枝

一葉均顯露出自己的個性。

任慧文運用其熟練的工筆

手法，再現當代藝術思潮

的“古為今用”，以最具

傳統的魅力為國畫作品，描

繪出我們熟悉的形象。任何

繪畫形式都是一種情感的表

達，她用她的方法訴說着綿

綿的細線在纏繞着她的串串

心事，沉着的設色令觀眾感

受着這份心事，帶着淡淡的憂

愁，耐人尋味，惹人思考。

潘錦玲是澳門重要的

女畫家，曾經學習各種繪

畫方式，有紮實的素描功

底。中國工筆人物畫是她

的強項之一，但更多地是水

彩畫創作。在近年創作的人

物畫中，她多採納西洋的色

彩、光線效果，嚴謹的人物結構表現方法。如近

作〈昨清．今秀．明輝〉三聯畫以青年女性與荷

花為主體，細膩的寫實手法，精湛的色彩語言，

頭部的體積塑造，生動的神情刻畫，都反映了她

對中西繪畫特色的汲取與融合。

潘錦玲：〈昨清．今秀． 明輝〉

水墨設色紙本，120 cm x 90cm,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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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煜，1943年生於廣州，廣東省文史學院

藝術系國畫專業畢業，現為澳門中國畫院副院

長，1997年曾經受邀為全國政協大會堂作巨幅大

畫飾壁。
(4) 
他擅長花鳥畫，尤其以繪魚而著稱，

其畫法基本延續嶺南畫派，但表現手法新穎，特

別在色彩及空間處理方面有顯著的西洋效果，如

〈瑞氣呈祥〉使用了中國傳統繪畫材質，卻充份

展現金魚與蓮花的色彩與結構細節，透明的魚鱗

與魚翅清晰可數，蓮葉似有陽光照耀，水面由近

及遠有冷暖變化，蓮花蓮葉也逐漸按比例收縮，

展示了西洋繪畫的焦點透視，特別是將三條暢游

的金魚之一，畫出其頭部強烈回轉的姿態，這既

是獨一無二的創造，也是畫家本人紥實的西畫基

礎的展示。畫面儘管有題跋、印章，但是絲毫不

與西洋元素發生衝突，充份體現了當今發揚光

大嶺南畫風的意義。他的另一幅作品〈雉雞劍

蘭〉，花草的每一筆都體現了良好的筆墨功底，

但是五彩繽紛的雉雞渲染與畫面空間卻是吸收西

洋畫法的。

王煜：〈瑞氣呈祥〉

水墨設色紙本，135 cm x 90cm, 2001

何道根：〈博古花卉〉　　重彩設色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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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居澳門的何

道根 (1942-) 擅長

工筆花卉，主要以

雙勾設色為主，

非常注重線條的

作用，透過線條

的長短粗細，強

調剛柔、輕重徐

疾、抑揚頓挫、

虛實疏密的表現

來塑造多姿多態

的花卉形象，以達

到形神兼備的造型

要求。其畫中的設

色，使用的顏色很

接近自然色彩，不

是單一的採用中國

畫傳統顏料，應該

還夾雜着西畫中所

使用的水彩畫顏料

等等。他的構圖，

點，線，面等方面

都刻意經營過，設

色也比較注意物體

的體積感和光影，

使花瓣的層次變化

豐富，藤條，枝杆具有立體感，假山石等物品有

立體感及空間感，非常寫實。何道根獨特的藝術

語言是在繪畫上追求學習傳統的同時，不斷地吸

取西方的方法而形成的。如〈博古花卉〉中器物

即有清宮廷畫家西洋人郎世寧的特色。他練習繪

畫時從臨摹入手，以精細作為根本，對照原作掌

握運筆規律及表現方法。還有的就是他對生活熱

愛和灑脫。他認為：“花卉是有生命的藝術品，

是真善美的化身，以此可以淨化心靈，驅除現實

生活中的煩惱，充實自我的精神生活。”
(5)
正是

有着這樣的感受，在他的作品中就感覺不到那個

年代所賜予的苦澀的味道。相反地，他的作品呈

現的都是那種生機勃發，神采奕奕，絢麗奪目，

彷彿滲發着香氣、情景相融的美感。一批描繪澳

門歷史文化遺產的水墨畫作品，如吳禮芳〈澳門

景色〉、黃國宏〈聖老楞佐堂〉、龔正中〈澳門

八景〉中均可見到西洋藝術的影響。

要之，澳門的藝術家兼用各類工具創作一幅

作品是常見的，有時不能因為材料的限制而斷言

其畫種。例如，澳門本土藝術的宣導者陸昌不時

地在水彩材料為主的作品中用毛筆表現澳門景

物，〈林則徐〉、〈西灣堤畔〉、〈回巢〉細部

均可以認為屬於中國傳統繪畫一路，但是它們在

整體上是借鑒西洋構圖和技法的。西洋畫家譚智

陸昌：〈回巢〉　　設色紙本，65.5 cm x 61.4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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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也兼繪中國畫，其最大的成就是將墨色及書法

筆觸用於水彩畫之中。

彩墨繪畫傳統的繼承與開拓

如前所述，澳門曾經是許多國內畫家寓居之

地，嶺南畫風的影響一直通過傳人流於民間，許

多人通過師徒傳帶將中國傳統筆墨技法進一步拓

展。另一方面，隨着澳門的回歸祖國，水墨繪畫

得到重視，也成為其發展的一個重要契機。在這

樣的大背景下，澳門與內地的藝術交流與合作不

斷加強，許多大型的繪畫展覽和藝術賽事都相繼

在兩地舉行，活動規模空前，參與人員眾多，無

疑為濠江的水墨畫壇帶去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在近二十餘年間，許多內地藝術家前往澳門

寓居，而澳門藝術家則趕赴內地深造。例如當今

活躍在畫壇上的許多澳門成長的優秀畫人，都曾

前往內地的高等美術學府進行過傳統繪畫的研

習，這也為澳門當今畫壇注入了更多的傳統實

力。霍志釗是位彬彬有禮的澳門人，他對中國書

畫向來有着強烈的感情。繁忙的商務之餘，他於

1989年自費到廣州美術學院進修，此後，被錄取

為該學院中國畫方向研究生。學習期間，霍志釗

在導師梁世雄的悉心指導下，對中國傳統繪畫的

理解日臻成熟；再加上他有幸能夠經常受到嶺南

畫派前輩關山月、黎雄才等人的指導，使其傳統

技法大為長進。如作品〈翠谷輕舟〉以豐富的傳

統筆墨技法，描繪臨崖絕壁，溪水長河，碧綠遮

天，船舶遠行之景。他借助虛實、輕重、遠近、

大小、墨色的種種對比，將現實景物大大昇華，

創造了一個超乎自然的人間仙境。其碩士論文   

〈物我合一、借物繪畫——論宋代繪畫藝術的審

美特性〉被編入該校教材《中國畫教學研究論文

集》中。近年來，霍志釗除遊遍祖國的名山大川

外，更是積極參與各項文化藝術交流活動。

另一方面，內地與澳門交流的增多，使得澳

門半島文化與傳統文化之間的差距開始縮小，也

促使了許多澳門藝術家開始重新審視傳統筆墨在

霍志釗：〈翠谷輕舟〉　　水墨設色紙本，45 cm x 69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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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威：〈東坡赤壁圖〉 紙本設色，220 cm x 85 cm 陳志威：〈山水〉　紙本設色，128 cm x 65.5 cm   

中國書畫中的重要作用。畫家兼書法家陳志威就

是其中之一。他先後繼承了關萬里、黎心齋、周

公理、羅叔重、鄧芬等藝壇大師的衣缽，海納百

川，融會貫通，於山水、人物、花鳥、書法篆刻

及古典詩詞都有較深研究。其作品〈東坡赤壁

圖〉，無論從筆墨、色彩還是立意、構圖上看，

都繼承了淺絳山水的傳統畫法，再加上工整雅致

的題跋，使作品有上追宋元之意趣，可見作者的

傳統功力之深厚。他的人物畫精通工筆與寫意兩

種技法，如〈山水〉展現了仕女正在巨大屏風前

作畫的情景，三位女性相互呼應，神態自然，人

物的工筆細膩筆法與屏風中寫意荷花山石互為映

照，顯示了古典技法的巨大魅力。另一幅新近作

品〈時光流逝，情景依然〉雙聯畫以古典與現代

兩種手法表現兩個時代、但同一姿態的少女。

在藝術創作之餘，熱愛傳統文化的陳志威也精



123 文 化 雜 誌 2012

藝

術

澳
門
當
代
彩
墨
書
畫
發
展
述
評

通易學，並常年致力

於中華傳統文化的研

究和教育，擔任了澳

門易經會會長、歷史

文物關注協會副理事

長等職。

澳門理工學院書畫

教授、澳門畫院理事長

關權昌是一位立足於傳

統技法的典型。他1940

年生於廣東南海，早年

曾師從嶺南畫派譚允猷

習畫，後來得嶺南派大

師關山月指導。其作品

注重對傳統筆墨的繼

承，把嶺南畫派的大

筆濃墨轉化為清新俊

雅、文秀大方的格調，

極富傳統文人畫的審美

意趣。如其作品〈春瀑

清幽〉中，用筆輕盈細

膩，着色雅致脫俗，畫

春瀑、白鷺掩映在綠樹

青煙之中，寧靜和諧、

自然安詳。多年來，他

的作品在本澳、內地、

香港、日本、美國等地

展覽，均受好評，曾經

入選全國美展。他還擔

任澳門華夏文化藝術學

會會長等多個藝術團體

負責人，近期在番禺市

開幕的“陶然墨趣——

澳門畫家關權昌作品

展”，八十餘幅作品反

映了他承傳嶺南畫派的

精髓，在山水、花鳥畫

方面的獨特造詣。

關權昌：〈春瀑清幽〉 紙本設色，138 cm x 68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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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忙於生意的余君慧在上世紀50年代左右

隨嶺南畫派弟子司徒奇習畫，並結識鄧芬、沈仲

強、林近、陳哲等書畫人與金石家，遂開始了其在

中國傳統繪畫道路上的探索。
(6) 
他在學習花鳥畫的

同時，苦臨“四王”一派山水，其寫意山水別具一

格。後經多年研習，終在80年代脫穎而出，為澳門

畫壇所屬目；1990年曾獲澳門政府頒發的“文化功

績勳章”，其作品數次在港澳兩地展出，並多次入

選全國美展。從余君慧的作品看到了傳統與現代的

結合，例如〈層巒秋靄圖〉等多幅水墨山水，給

人的視覺效果特別強，有傳統的用筆，有夾雜着抽

象的藝術效果，就好像有種肌理的感覺。他的花鳥

畫構圖比較獨特，以兼工帶寫的表現手法，用彩跟

用墨比較統一和自然，不會給人有股衝擊的感覺。

這樣的作品呈現的是一種清新雅致的感覺，不會感

覺到“俗”的味道。他的大寫意〈墨荷〉，令觀者

不時就想起了八大山人、張大千的作品。他使用了 

“沒骨法”，畫的荷葉別具風致，留下一種瀟灑脫

俗、意趣高雅的感覺。總的來說，余君慧把嶺南畫

派的風格掌握得很好，在遵守傳統的同時又富有自

己的風格特徵。

另有三位長者是傳統書畫的守望者。朱鏘1914

年生於廣東南海縣，師從關山月，研究畫藝六十餘

年。他多作嶺南畫派花鳥畫，尤其擅長工筆重彩繪

蝴蝶。〈蓮塘柳絮百蝶圖〉囊括形態、動勢、顏

色、造型各不相同的上百隻蝴蝶繪於一體，加上荷

花、柳條的穿插變化，顯得格外壯觀。他活躍於海

內外各種展覽，有多幅〈百蝶圖〉被廣州市美術

館等單位收藏；另一作品〈子孫萬代圖〉以寫意筆

法描繪花卉與群雞家庭，多隻小雞圍在公雞、母雞

身邊享受天倫之樂，暗示了澳門與祖國的骨肉同胞

之情。馮萱泰，法名戒聞，1914年出生，廣東番

禺人，父親為廣東老畫家馮潤芝。他幼喜禪悅，少

年出家澳門竹林寺，中歲移民加拿大，後返澳門

住持竹林寺事務，擅長羅漢人物，曾經繪五百羅漢

手卷二卷。另一位李汝匡，早年畢業於廣州大學，

入 “嶺南藝苑”隨嶺南畫派趙少昂深造國畫，曾

經多次在國內外舉辦個展、聯展。他的〈柳塘澤勞

余君慧：〈層巒秋靄圖〉 紙本設色，101 cm x 43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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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所繪水牛與柳葉上承宋代纖細之

風，下延近代嶺南畫派筆法，體現了

深厚的筆墨線條功力。他曾經在澳門

大學兼任藝術教授，是港澳臺中華文

化藝術協會會長，澳門頤園書畫會會

員。另有年近九旬的周雲也擅長花鳥

畫及書法。

澳門生長的尹景威、楊鏡生等中

年畫家均擅長水墨用筆的表現。尹景

威自幼愛好藝術，對中國傳統書畫及

陶藝人物製作特別有興趣，“業工商

而好風雅”，在繁重的行政事務中堅

持書畫創作。2005年8月筆者赴澳考察

時，與正在辦個展的尹景威相遇，現

場水墨技法為主的四十九幅作品囊括

淺絳山水、大寫意水墨山水、蘭竹荷

花，更有神鷹、松柏、鍾馗等多種題

材，體現了較厚的傳統用筆功底。楊

鏡生書畫兼通，作品以寫意花鳥畫為

主，多寫梅花喜鵲、也繪墨色山水，

構圖大氣，他的畫多次進入聯展，也舉

辦個人畫展數次。另有譚植桓以水墨山

水為主，時而採用潑墨，代表作〈山色

如鏡〉、〈擎爾雲靄〉。鄔錫華早年

受業嶺南畫派兩代門人趙崇正，以沒

骨彩墨畫為主，有形式多樣的〈白蓮

花〉、〈白芙蓉〉等作品。伍志傑以

青綠兼水墨山水寫實畫法，有〈雲水

間〉、〈一生好入名山遊〉等描繪峽

谷溪流和峰巒群山。前述李德勝雖然

是畫壇新銳，卻在廣州美術學院虔誠

地對傳統繪畫作了一次系統梳理。從

他擬古臨摹的作品弘仁〈林泉春暮〉

可以看出，畫中山石，皺染點苔逐一

而作，用筆細膩靈動，頗得原作神

韻。
(7) 
同時對於龔半千的濃重，八大

山人的澹薄他也都能用心體味，心摹

手追。以〈春池水暖〉為例，江南水

李汝匡：〈柳塘澤勞圖〉　紙本設色，143 cm x 74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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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的恬靜淡泊之氣，線條以簡而淡的筆毫隨意揮

灑。以獨特的藝術手法表現了鮮明的藝術個性，

寄託了作者對生活的無限熱愛，映襯出大自然的

勃勃生機。

書法篆刻藝術的發展

在彩墨繪畫發展的同時，澳門書法篆刻藝術也

呈現出相當可喜的局面。在歷屆全澳書畫藝術聯展

中，“中國書法”都是與“西方繪畫素材”、 “東

方繪畫素材”並列成為一個專項。在澳門，無論擅

長中國畫還是西洋畫種的藝術家均有兼習書法的人

在。不僅有梁披雲、林近那樣的老人，也有甘美林

那樣的一代新秀。較為傑出的中年書法家有：連

家生、何斌、陳志威、陸康、梁藍波、陳頌聲等

人。澳門書家喜作古典楹聯，字體則喜愛隸書、

篆書，也時作草書。

有“天南一鐵筆”之譽的林近，1923年出

生於澳門，原籍廣東新會，早年畢業於中山大

學土木工程系，旋回澳門執教。他曾從師馮康

侯、秦咢生兩大嶺南書法篆刻大師，在當代澳

門書壇猶有建樹。李鵬翥認為：“近翁的字，

不論是擘窠榜書，僭花小草，都有各具風姿。

大抵大者不失雄渾而秀雅，小者靈巧而不失謹

嚴，筆勢揮舞，揮灑自如，俯仰跌宕，波瀾橫

生。展閱他寫的對聯、中堂、條幅、冊頁、便

面以及為友人的題畫詩，行款疏朗，燥潤相

生，可以看到他遺貌取神，善學古人的絕頂聰

明，可以看到他運用輕重對比、字相連屬、詭

異變化的妙入自然。”
(8)
 其書法雅致、俊秀，

用筆縱逸、沉厚。他的筆墨字裡行間充滿了與

同行、學生的友情。特地為黃巨川夫婦作對

聯“同賞春光分繾綣；共攜畫具寫天涯”，是

由於辛巳夏天他與黃氏夫婦同去葡萄牙寫生旅

行，對聯側面有小款，最後寫“藝術佳偶，能

勿使人羨煞。因書此聯美之，非饒舌也”。走

在澳門街頭，林近題署的匾額、招牌觸目皆見，

當地出版的書刊，不少題簽出於其手；而一些重

要的碑刻，如〈媽祖閣五百年紀念〉、〈同善堂

中學校舍開幕記〉等書丹者也是林近。

林近擅長篆刻，在澳門開宗立派，桃李滿

門，也為嶺南乃至全國同道所欽佩，僅2002年所

出《林近書畫篆刻集》就刊載其印章92枚。他也

喜愛水墨畫，〈錦上添花〉以彩墨相間繪鯉魚荷

花，更多地是與他人合作。他的篆體草書與各類

傳統畫法結合在一起使畫面大大增輝，但是，與

楊善深合作的〈梅蘭竹石〉卻是由他主筆，與周

林近：〈同賞春光分繾綣；共攜畫具寫天涯〉

水墨紙本，立軸，153 cm x 43cm,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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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合作的〈雙禽〉他繪了杜鵑苔地，使畫面充滿

了生機。

林近是澳門頤園書畫會創會發起人並兼理事

長，澳門書法家協會名譽會長、澳門書法篆刻協

會會長。1994年他被中國最重要的印學團體——

西泠印社吸納為榮譽社員。多年來，他舉辦過無

數個展及聯展，作品曾入選第一屆至第六屆全國

書法展。作為澳門當代書壇的重要人物之一，林

近為澳門的文化事業的發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貢

獻，2001年澳門特區政府有鑒於其所做出的努

力，向他頒發了首屆文化功績獎章。2004年秋雨

瀟瀟之日，杭州的西湖美術館裡，正展示林近及

他與澳門書畫名家合作的作品近百幅。
(9) 
其中有澳

門回歸紀念碑碑文拓本，正面為澳門行政長官何

厚鏵題字，背面為林近所書的〈澳門回歸紀念碑

文〉。此外還有用篆、隸、楷、行、草各字體書

寫的詠澳門二十景的詩詞及楹聯、篆刻、國畫。

那些行雲流水般、流於毫端的澳門景致引人入

勝，媽閣紫煙、蓮峰選勝、普濟尋幽等圖片、篆

刻都由林近先生一一題識，觀眾猶如紙上臥遊澳

門，得見彼處之風情。可是這位年已八旬、堪稱

澳門書畫界砥柱人物卻因來回奔波，不堪勞累，

於該年十月仙逝，引起許多出席展覽的人士的歎

惋。林近生前將畢生收藏圖書文物捐給澳門理工

學院，設“懷遠樓書畫館”，對社會教育做出了

巨大貢獻。

連家生，原籍廣東潮陽，1939年7月生於廣

東海豐。自幼愛好詩、書、音樂、舞蹈。長期的

刻苦學習和勤奮創作，使他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底

蘊和紥實的書法基礎。1981年移居澳門後，他

在經濟蕭條、人生地疏的情況下，仍然以極大的

熱情投入到自己的藝術追求之中，不僅堅持詩歌

和書法創作，而且承擔起組織和開創性的工作，

於1989年創辦了澳門首家書法團體——澳門藝林

書法學會，並頻頻地開展書法教育和書藝交流活

動。七年後，他又聯合澳門其他書法家，成立了

澳門書法家協會，現任兩會會長，是當代澳門書

法界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一生都致力於書法藝術

林近：篆刻印章

“我勸天公重抖擻”(左)　“不拘一格降人才”(右)

林近：〈雙禽〉 水墨紙本， 135.5 cm x 66.3 cm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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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作和理論

研究，特別是

其著述豐厚，

見解獨到，可

謂是創作與理

論皆擅者的典

型，曾發表論

文〈顏筋柳骨

淺談〉、〈談

談書法教育〉

〈 淺 談 晉 唐

書法及其影響〉等；出版著作《連家生論書絕

句》、《連家生書法》、《白水軒自書詩一百

首》等。連家生的字用筆飄逸、書卷氣甚濃。如

其曾獲第三屆澳門藝術雙年展的作品〈劉禹錫陋

室銘〉，此書用筆灑脫，章法參差錯落，格調雅

致俊逸，作者以陋室銘自勉，以表達其清高、閒

逸的人生態度。作為澳門書法家協會主席，連家

生經常代表澳門書壇到內地或國外進行交流訪

問。他深深地意識到書法對於溝通各地的文化聯

繫非常重要。他指出：“中國書法藝術是世界上

唯一以象形文字書寫為基礎的線條抽象藝術，也

是世界上唯一以黑色來表述情感的文化現象和獨

特的審美追求。”
(10)

陸康，原籍上海，上世紀80年代初移居澳

門。在此之前，他的書藝在滬上就已經頗有名

聲。陸康出身於書香門第，家學淵源，祖父陸澹

安是南社鉅子，著述頗豐，與柳亞子經常酬唱雅

集。陸康自幼秉承庭訓，得其親授，詩詞書印無

不精通，尤其是書法，真、草、篆、隸俱精，在

他十七歲那年，拜篆刻名家陳巨來為師，上追秦

漢，下逮明清，大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衝勢。

同時，陸康還有緣從沈尹默、錢君匋、鄭逸梅等

海上名家求師問道。上世紀70年代時，陸康已經

是上海書法篆刻界少壯派的一員健將了，其篆刻

作品，線條生拙遒勁、古樸大方。80年代初，為

尋求更廣闊的藝術天地，陸康毅然移居舉目無親

的澳門。赴澳門後，他的書法藝術在異質文化的

   連家生：〈劉禹錫陋室銘〉

水墨紙本，225 cm x 91cm

陸康 ：〈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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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下發生了裂變，活躍跳動的線條與生動古拙

的造型交織在一起，以最原始、最單純的符號

來體現當代人對自身存在的認識。陸康是澳門

書法家協會副理事長、西泠印社創作委員會副

秘書長、澳門印社社長，在篆刻藝術上取得很

大成就，出版了多本個

人書法篆刻專集，曾多

次獲取全澳書法優勝第

一名，並親赴法國、英

國、葡萄牙、比利時等

國舉行作品展覽和藝術

交流。他還頻繁奔走於

滬澳等地，策劃各種相

關藝術交流活動、大型

展覽等。他為澳門與內

地的書畫藝術交流起到

了極為積極的作用。

梁藍波，1961年生

於中國廣州， 1 9 8 3年

畢業於廣州美術學院國

畫系，1988年於美國加

州美術學院獲油畫系碩

士學位，2009年獲北京

中央美術學院書法與繪

畫比較研究博士學位。

他曾經活躍在澳門書法

與現代藝術界，擅長油

畫、國畫、書法並涉足

多媒體製作和裝置藝

術，現任美國哥侖比亞

密蘇里大學美術系終身

教授。他的作品曾在世

界各地畫廊、博物館舉

辦多次個展，也曾入選

許多重要聯展，其中包

括多媒體製作DVD、裝

置藝術及結合中國狂草

書法的抽象油畫系列—— 

“聚合大系”的個人作品展覽在美國各地巡迴展

出。其每字1.2米 x 1.8米的狂草書法“物華天寶、

人傑地靈”被美國政府以花崗巖永久鑲嵌於三藩市公

園。陳志威也擅長各種書體，尤其他的草書行筆

奔放自由，枯筆穿插墨色變化豐富，作品〈英德

梁藍波：〈志在雲霄〉　　68 cm x 43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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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詠詞〉曾經獲得第七屆澳門書畫聯展最佳創作

獎。何斌是林近的學生，書體多樣，〈司空圖詩

品．典雅〉以篆體為中幅，旁圍草書八幅，對比

之下，尤見書法裝飾的表現力。陳頌聲的草書體

現其自由駕馭章法、任意揮寫的傳統書法功力，

代表作有〈杜甫．雨夜喜春〉等。

藝術團體與書畫家

的社會意識

澳門當代美術的繁榮，除了數百年來中西文

化交流的積澱、當地政治與經濟社會的較為穩定

諸綜合條件之外，大量書畫家社團的存在、書畫

家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並做出奉獻，是重要的內在

因素。據筆者所知，屬於書畫藝術的社團至少

有三十餘個，代表性的有：澳門文化藝術學會 

(1997年創建，趙維富現任會長)、澳門書法家協

會 (1996年，連家生任會長)、澳門教育藝術文化

協會 (佟立章任理事長)、新畫會 (1998年成立，黎

鷹任會長)、澳門老年書畫家協會 (1997年成立，

關權昌任會長)、澳門恒藝書畫研究會 (1996年建

立，甘恒任會長)、行隱畫藝學會 (1975年由譚允猷

創辦)、澳門中國書畫研創學會 (周雲任會長)等，

其中以下三個美術類社團對澳門現代社會影響最

大，也是推動傳統書畫藝術發展的重要團體。

澳門頤園書畫會屬於最早成立之書畫社團，

從1954年開始，先以“頤園雅集”之名稱邀請畫

家經常在“居明軒”雅集，並招待各地畫家共同

弘揚書畫篆刻藝術，會員迅速增至百餘人，遂於

1974年9月由會長崔德祺向政府立案，正式定名

為“澳門頤園書畫會”。該會除了在本澳每年舉

辦會員書畫作品展，還到周邊中山、新會、珠海

等地辦巡迴展與聯展，也組織參與北京的全國美

術展覽、葡萄牙的澳門美術展覽等活動。此外，

邀請海內外各地學者與書畫家訪問澳門、舉辦展

覽，有力地推動了澳門的社會文化工作。該學會

有着明顯的中國書畫師承脈絡，在該會成立五十

年之際，陳志威回顧：“憶昔居明軒中、頤園樓

頭、墨林裝池以及天龍美術館，最難忘鄧芬、羅

叔重、司徒奇、關萬里、黎心齋、林近。親見崔

會長尊稱芬傅、羅翁、司徒老師、關師叔、心

翁、近官。感受彬彬君子，與人為善，學有規

矩，禮數不逾之風。積習流露於頤園書畫會同人

間，涵養中華國粹，踵武接麗，闡法探微。故跨

越半世紀而不怠。展望將來諒心壯大。”
(11) 
值得

注意的是，該會基本上以傳統書畫為中心，而且

匯集了澳門最主要的傳統書畫家，也帶動了一大

批中青年愛好者。

澳門美術協會也於2006年走過半個世紀的歷

程。這是由知名人士何賢倡議、譚立明具體指導

下建立的組織。擔任數十年會長的陸昌，深情地

用“開窗放入大江來”形容協會的成長。他總結

這一過程：首十年，借新中國成立後的東風，團

結澳門美術界人士開展美術創作，初步與內地美

1971年澳門美術協會主辦“美術作品展覽”現場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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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界建立起溝通的橋樑；第二個十年，協會聯合

其它團體推動了澳門的群眾美術，開辦培訓班，

舉辦群眾展覽，繪製國慶牌樓，大大普及了美術

的影響力；第三個十年，接納來澳畫友，擴大創

作風格，參與廣東及內地美術活動，豐富了澳門

畫壇；第四個十年，深入祖國內地，對外交流更

加頻繁，融入國家藝術團體，成就獲得國家肯

定；第五個十年，參與澳門回歸大事，描繪祖

國、澳門新氣象，加強各種友會聯絡，壯大澳門

美術界力量，為澳門穩定繁榮做出貢獻。
(12) 
該會

的特點是：會員的群眾基礎廣泛，參與會員畫種

與形式較為豐富，較早與祖國內地建立了相互聯

繫和往來，各種類型的美術活動也更加緊密且頻

繁。現任中國美協的四名成員黎鷹等均為該會資

深會員。澳門美術協會雖然偏重西洋繪畫及其基

礎，但是也有近一半會員喜愛傳統書畫，尤其值

得一提，包括廖文暢、郭士、譚智生、陸昌、余

國宏等一些會員中西兼通，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由馬若龍擔任會長、成立於1987年的“澳門

文化體．現代畫會”，雖然會員並不多，歷史也

相對短一些，但是，他們為在澳門推動東西方美

術的交匯，融合現存的兩大傳統，開拓了前進的

道路。他們“立足於西方的構思，運用東方的手

法和技巧，來表達抽象主義，或屬表現派，或屬

印象派；與此同時，新圖像又給畫布提供了地方

題材與特徵，雖然已經不是原來的內容，但意味

深長。在這方面可以證實的是，中國的象形文字

被引進了繪畫。中國文字的傳統作用是作題跋，

但現在已成了美學的表現手段，一種類似書法，

具有象徵意義的圖形使江連浩和馬若龍的作品別

具一格，又在繆鵬飛寫譜時起主導作用”
(13)
。該

會基本上由專業藝術家組成，豐富多彩的展覽與

學術研討活動產生很大的社會影響。

綜上所述，眾多書畫團體的存在，既是對專

業水準的促進，更是對社會政治、經濟繁榮的互

動。其中中國書畫相關的社團在澳門社會生活中

更具有普遍意義。筆者認為至少有下列幾個特

點：首先，骨幹會員往往是澳門社會各類實業

或企業的掌門人，起到表率作用。以文會友，使

商業競爭中注入更多的文化氣息，促進社會具有

良好的儒雅風氣與文明精神；其次，中國傳統繪

畫技巧訓練是靠茶前飯後的業餘時間進行，參與

者在師承與互幫過程中，不僅技術與畫風延綿不

斷，而且會員人數也在不斷擴大，深入到各個階

層與老幼年齡，有利於基層民眾的情感交流，更

體現中國傳統社會民間互助特色；其三，許多社

團成員身兼本埠及海外各種團體職務，在現代社

會十分便利的資訊條件下，通過社團組織與身分

可以大大溝通本澳、與祖國、與世界各國的藝術

文化交往，近年澳門美術逐漸繁榮的事實正是最

好的證明。

尤其須指明的是，許多澳門著名書畫家都帶

有一定社會活動家的性質。他們的生活並不僅僅

滿足於書齋式的文人雅玩，而是積極主動地與社

會接軌，努力承擔起一定的社會責任。他們中的

許多人都身兼數職，為澳門甚至整個祖國的文化

事業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雖然這種書畫家的

社會意識並非存在於澳門，但是澳門複雜的歷史

背景、半島殖民文化以及繁榮的商業貿易都使得

澳門的書畫家在這一方面的表現尤為突出。筆者

親自見到，早已“下海”經商、現身兼世界美

術文化交流協會澳門分會理事長等數職的余君

慧，“潛心苦練，每日下午埋首於窗明几淨的‘不

二居’”，“為美術界的聯誼以及公益事業，進

行積極的有成效的社會活動”
(14) 
。衣着簡樸的頤

園書畫會理事長林近，將一生積累的書畫文物贈

送給澳門理工學院。

澳門頤園書畫會創始人兼會長、澳門濠鏡音

樂會創辦人兼會長等職的崔德祺更是其中代表。

從他繁多的職務中，可以看出其在政界、商界、

文化界都具有較大的影響力。
(15)
崔德祺 (1912-

2007年)，廣東省新會縣人。他於繁忙的政務、

商務之餘，研習繪畫多年。他師從嶺南畫派第二

代巨匠 “紅棉王”司徒奇，作品曾多次入選全

國美展、省港澳畫展等，日常頻繁參與各種美術

活動。崔德祺以水墨荷花享譽畫壇 [圖24]。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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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葉老墨飽酣、筆力沉厚，而其荷花

又清雅素淡、婉麗清致，這種襯托更

好地表現出了荷花的清高、潔淨之

致。總之，崔德祺在長年藝術實踐同

時，也將一生都奉獻給澳門社會。為

此澳門特別行政區曾頒授其金蓮花榮

譽勳章及大蓮花榮譽勳章等。崔德祺

逝世時，澳門特區行政長官何厚鏵也

向其親屬發電慰問。他表示，崔德祺

先生一生愛國愛澳，對澳門的慈善、

文化、教育、體育事業均貢獻良多，

其愛國愛澳情懷和傑出貢獻，堪稱楷

模。

飲譽海內外的著名教育家、書法

藝術家梁披雲又是一位傑出社會人

物。梁披雲學名龍光，號披雲，又號

雪予，1907年出生於福建省永春縣

吾峰鄉儒商家庭。他是澳門文化研究

會會長，身兼廈門大學名譽教授、華

僑大學副董事長、泉州黎明大學董事

長兼名譽校長等職。
(16) 
梁披雲與書

法結緣始於幼小時期。其父梁繩基，

是位清末秀才，後因家道中落，棄儒

從商，是閩南商界舉足輕重的人物。

梁披雲受家學影響，少時即開始臨摹

諸家名帖。後來，拜於著名書法家于

右任門下，眼觀心察，頗得恩師書法

之精髓。1940年春，他參加陳嘉庚組

織的南僑回國慰問團，在重慶期間，

又獲沈尹默、謝無量、汪旭初等大家

的點化。至此，梁披雲在多年刻苦研

習的基礎上，終於博取眾長、頗有感

悟，形成了自己即古樸凝重又生動活潑

的獨特風格。陳浩星贊其“唯不以書

法名家，以斯道怡情悅性，心空筆脫，

指與物化，下筆嚴謹而有法度。董其

昌《畫禪室隨筆》有云：‘古人神氣

淋漓翰墨間，妙處在隨意自如，自成

崔德祺 ：〈水墨荷花〉　　146 cm x 66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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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勢，幫為作者。’證諸作品，先生得之矣”
(17)
。

當今，在祖國內地、港澳地區及東南亞各國，許

多藝術機構都藏有梁披雲的書法珍品。他平生獨

醉心於書學，1974年於香港有《書譜》雜誌之刊

行，1984年主編《中國書法大辭典》兩巨冊，還

矢志興學七十餘載。他提議創辦附屬澳門福建同

鄉會的福建學校如今成為澳門的一所出類拔萃學

校。
(18) 
梁披雲於上個世紀60年代從海外到澳門定

居，1968年他創建了澳門歸僑總會，團結澳門四

萬歸僑，為祖國和家鄉福建的建設及教育，為澳

門的回歸，都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梁披雲先生的書法之所以別具面目，不同於

常見的書家所用的路數，是因為先生的書法融碑

於帖，合帖於碑，似碑又似帖，既有碑的渾厚而

無其板滯之病，又有帖的飄逸而不流於妍媚。先

生的書作以行草見長，結構嚴謹而靈活，用筆圓

順而勁健，內勁外秀，雋永多姿，中鋒雋骨，秀

致而不媚，為當代書法上品。他在創作中沒有程

式，往往有靈機閃現，隨勢佈形。先生的性格淳

厚質樸、慷慨爽朗，其書法兼具學者的睿智、詩

人的熱情和作家的飄逸。書法作品恰如梁老之為

人，承情景交融之旨，由境生象外之義，似有漢

唐風骨，得碑帖氣韻。先生有幅書法作品寫“為

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

開太平”，可以說這即是先生心志所在，可謂書

以載道，借書表情。先生之所以能夠超越“書

匠”的局限，在於其“心存邦國”的道德修養

和“腹有詩書”的學問品格。

綜上撰述：第一、澳門的傳統書畫在總體上

延續筆墨技法，但從各種角度吸收西洋元素，並

不能將一些畫家絕對分為傳統或非傳統的，也不

能將他們分為是否嶺南畫派一路畫法。接着，澳

門社會藝術團體眾多，成員身份多半是社會活動

與業餘愛好性質的，往往有數個藝術團體的兼任

與社會工作的多重角色。再者，隨着時代的變

遷，技法傳授也由師徒傳授轉向社會辦學，進一

步在國內獲得正式學院認定。總之，澳門當代彩

墨書畫藝術在新的時代要求下，呈現出了東方與

西方、傳統與現代、繪畫與書法、藝術性與社會

性相互交融的新趨勢。

(2010年4月8日於半天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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