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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中期，澳門有過相對寧靜的社會環境。嶺南畫派的代表人高劍父及其“春睡弟子”

在澳門辦學授徒、展覽研討，並宣傳抗戰，對彩墨繪畫的傳播做出很大貢獻。而畫家鄧芬、張

大千、徐悲鴻等人寓居澳 門的事蹟，尤其是鄭錦、黎明多年來對於澳門的深切情感，也都顯

現了澳門與中國傳統藝術的緣分。本文將通過眾多畫家流寓澳門的個案， 證實澳門曾經在彩

墨繪畫傳承中的特殊地位與意義。

澳門美術很早就與嶺南地區有着千絲萬縷的

聯繫。自20世紀30年代末起，由於抗日戰爭及

後來的國內革命，導致澳門一度成為廣東及內

陸畫人的流寓之地。雖然他們中有些人長期居住

於此，有些人留下畫頁又匆匆上路，但是他們都

為原本較為冷清的畫壇帶去了活力，以一種新的

刺激因素改變了20世紀中期以後澳門藝術的大趨

勢。下面先以嶺南畫派高劍父及其“春睡弟子”

群體引入話題。

高劍父與“春睡畫院”的貢獻

從17世紀之始，就有荷蘭人尼霍夫、英國人

錢納利等西方畫家先後來澳門寫生。
(1)
 然而到

了20世紀上半葉，以往外國畫家寓居作畫的現象

幾乎不見。另一方面，清初江南水墨畫家吳漁

山 (1632-1718)、澳門普濟禪院石濂大汕 (1633-

1705) 建立的水墨境界也逐漸式微。改變這種現

象的契機是中日全面戰爭的爆發，使得一大批畫

家於上世紀40年代流寓澳門。抗戰初期到達的有

[圖1] 高劍父 (中) 與黎明等同門學生在廣州 (1949年)

左起：黎葛民、許統正、葉綠野、陳曙風、梁法、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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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少游、羅叔重、徐悲鴻、張大千等也先後寓居

澳門。
(2)
 然而最具代表性的是高劍父及其“春睡弟

子”群體，他們辦學授徒、展覽研討，為20世紀中

國傳統書畫在澳門的傳承發揮了巨大作用。

高劍父1879年 (光緒五年) 10月12日 
(3)
 生於

廣東番禺大石鄉員岡村。父親保祥為廣州河南布街

大安堂熟藥店的駐店醫師，善畫。高劍父五歲入讀

私塾，十四歲時由族兄高祉元介紹，拜於著名花

鳥畫家居廉門下。早在清代末期，廣東有“二居”

之稱的居廉、居巢兩兄弟，已經開始了對中國畫

創新的探索，他們繼承惲南田衣缽，擅長沒骨花

卉寫生，風格秀逸，特別是運用“撞水”、“撞

粉”的技法來表現嶺南潤澤的花草，對高劍父繪

畫及嶺南畫派的成熟起到啟示作用。
(4) 
[圖2] 高

劍父學畫期間，同學伍懿莊 (1824-1928) 家藏古

畫甚多，他因緣觀摩臨摹其所藏，盡窺古賢畫法

之奧秘。十七歲時高氏赴澳門格致書院 (今嶺南

大學前身) 就讀，首次有系統地學習西方的素描藝

術。
(5)
 返回廣州之後，他到述善小學堂任圖畫教

師，同時從兩廣優級師範任教的日本畫家山本梅

崖處接觸了日本繪畫。早年對澳門社會的觀察，

對海外藝術的接受，不僅使高劍父開闊了眼界，

認同了外國藝術的滋養，也使他奠定了改革中國

傳統繪畫的決心。

1906年，高劍父東渡日本以求深造。
(6)
 在

日本他潛心研究東西方繪畫，素描明顯受到了東

洋線面結合畫法的影響。他那種對西方體系採取

折衷態度並帶有結構性素描傾向的作品，為他後

來以寫生為手段，改革以臨古為基礎的傳統國畫

起到了重要作用。1908年高劍父在廣州舉辦了第

一次個人畫展，作品採用了融合中西的形式，被

[圖2] 居廉〈玫瑰湖石圖〉　　紙本設色　尺寸與年代不詳　嶺南畫派紀念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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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新國畫”。1912年起，高劍父與他人先後

在廣州、上海創辦《時事畫報》、《真相畫報》

及“審美書館”，推行中國畫的革新運動。1923

年高劍父在廣州創立了“春睡畫院”，收徒授

藝，從事美術教育，貫徹其“聯合起來發展新

中國的新藝術”的職志。於是以高劍父為代表的

嶺南畫派，開始以嶄新的面目活躍於中國畫壇。

他們採用“折衷中西，融合古今”的思想，主張

作畫採用現代題材，力求作品的時代感，並且多

寫南方風物，在中國畫傳統技法的基礎上，融合

日本和西洋畫法，注重寫實，創立了色彩鮮豔明

亮、水分淋漓飽滿、

暈染柔和勻淨的現

代風格。
(7)
“春睡畫

院”成為嶺南畫派的

重要陣地，那裡培養

了司徒奇、關山月、

方人定、趙少昂、楊

善深、黎明等優秀畫

人。

抗 日 戰 爭 爆 發

後，高劍父1938年10

月21日避難於濠江，

開始了其蟄居澳門的

歲月。此後“春睡弟

子”司徒奇、何磊、

蘇臥農、關山月等多

人先後抵達澳門。高

劍父及其他嶺南畫家

的到來成為澳門現代

美術發展的轉捩點。

此前澳門祇有“崇

實”和“粵華”兩家

中文學校設有正規的

美術課程，畫家和畫

派也較為零散，難成

氣候，而高劍父等人

抵達澳門之後，於妙

香堂重新開辦“春睡畫院”，學術研究風氣甚

盛，各地學生風聞而至。
(8)
 這段時間，澳門是廣

東及內地畫人雲集最多的地方。他們在澳門美術

中注入了新的元素，也開拓了澳門民眾對美術，

特別是“新國畫”的認識。同時，澳門當地的地

域特色、半島文化、民風民俗也影響了嶺南畫家

的藝術創作。從高劍父晚年的作品中可以明顯地

看出這一特點。正是因為這個半島文化的移植

性，沒有了深刻的文化傳承，再加上他頻繁的社

交活動和年老力衰的緣故，與早年相比，高劍父

開始相對減少寫生，而大量地依靠內在情感去創

[圖4] 高劍父〈虎嘯山月高〉

紙本設色，129 cm x 55.5c m

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圖3] 高劍父〈秋鷹圖〉

紙本設色，167.5 cm x 78.5 cm

年代不詳，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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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他晚年極力提倡“新文人畫”的根源。
(9)
 

1950年以後，高劍父健康日益惡化，於1951年6月

22日在澳門病逝，享年七十三歲。從1938年起的

十餘年，這位藝術界的巨匠把自己人生的晚年都

獻給了澳門。這一期間他創作了大量優秀作品，

完成了作為藝術巨匠一生的總結和反思，基本實

現了他在澳門所擬定的“十五年計劃”
(10)
。

高劍父一生曾經創作不少作品，留下不少手

跡。他對人物、山水、花鳥均有很高造詣，其畫

筆墨蒼勁奔放、充滿激情，又具有融合中國、日

本和西洋畫法的特點。他着重寫生，善用色彩或

水墨渲染，追求透視、明暗、光線、氣候的表

現。在繪畫題材上，他一改“居派”溫婉纖麗

的傳統風格，而多選取雄鷹、蒼松、猛虎、木

棉等，以表現雄勁挺拔風貌，反映了強烈的時代

精神，作品也往往充滿蒼茫、霸悍之氣。〈秋鷹

圖〉[圖3]用西洋畫中表現空氣與光線的畫法，烘

托出了日光下的視覺效果，雄鷹是對英雄主義精

神的謳歌和高氏雄勁蒼莽畫風的最好表現。此類

作品還有〈虎嘯山月高〉[圖4]、〈紅棉古屋圖〉

等。寓居澳門八年間是“高劍父先生創作歷程中

另一個豐收時期，打從四會輾轉到澳門初期，寫

作不少〈秋瓜〉、〈枇杷熟了〉、〈鳳梨蜜〉[圖

5]、〈苦瓜〉⋯⋯這類發揮居派撞粉、撞水畫法而

有創意的作品，又寫了許多澳門常見的海魚，如牙

帶魚、鯧魚、蒲魚、鱘龍、雞泡魚；又如熱帶地區

植物，如椰子、棕櫚、仙人掌、蘆兜⋯⋯當然也描

寫當地景物，如大三巴、漁罾、漁家、艇戶生活寫

照，從現實生活中取材，也就是無物不寫”
 (11)
。

更重要的是，寓居澳門時期他帶領學生製作

了大量抗戰畫。他說：“尤其是在抗戰的大時代

[圖5] 高劍父〈鳳梨蜜〉　　紙本設色，166 cm x 92 cm　1925年　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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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抗戰畫的題材，實為當前最重要的一環，

應該由這裡着眼，多畫一點，最好以我們最神

聖的，於硝煙彈雨下以血肉做長城的復國勇士

為對象，及飛機、大炮、戰車、軍艦，一切的

新武器、堡壘、防禦工事等。(⋯⋯) 其他如民

間疾苦、難童、勞工、農作、人民生活，那啼饑

號寒，求死不得的，或終歲勞苦，不得一飽的狀

況，正是我們的好資料。”
(12)
 1939年高劍父及嶺

南畫派追隨者在澳門商會舉行盛大的“春睡畫院

留澳同人畫展”，該展集中體現作者的愛國主義

精神。展出的作品多是以抗戰為題材的，如那年

高劍父創作的〈東戰場的烈焰〉[圖6]，採用了寫

實的手法，力求再現抗戰時期被炸燬樓房、道路

等城市設施的體積感和空間感，將西畫的光影、

素描關係及透視原理與中國傳統筆墨形式融為一

體。此整幅畫面殘垣斷壁，硝煙彌漫，表現出強

烈的震撼人心的視覺效果，畫家以親眼所見的寫

生之作，表達對日本侵略行徑的無比悲憤。就這

樣，高劍父有力地推動了流寓畫家的熱情，藝術

家們在澳門多次舉辦畫展、講座、藝術研討會

等，體現了強烈的民族使命感與民族復興意識，

也體現畫家非常注重繪畫的現實性與社會效益。

從澳門走向國內外畫壇

20世紀中期，當眾多“春睡弟子”紛紛追隨

其師高劍父來到澳門後，畫家們結社辦展，廣收

弟子，授課研討，出現一批從澳門走向國內外的

嶺南畫派後人。從司徒奇、何磊、關山月等傳播 

“嶺南畫派”的種子，到弟子王婉卿、竺摩、李

喬峰、關萬里、黎明等進一步促成彩墨繪畫的發

展，這群原本年青的藝術家經歷了人生中最艱苦

的滄桑歲月，卻意外地對當代澳門書畫的繁榮，

對傳統書畫的推廣產生了重大影響。

司徒奇 (1907-1997)，字蒼城，廣東省開平縣

赤坎區中股鄉郁桂里人，出生於1907年11月15日。

父司徒枚是清代宣統元年 “拔貢”，少年時習繪

畫，知名詩人。司徒奇幼年時曾取其父所藏書畫臨

摹，1923年投考廣州市立美術學校，兩年後入上海

滬江中華藝術大學，均研習西洋畫。1928年，司徒

奇油畫作品〈藝人之妻〉被第一次全國美術展覽會

首選。次年，他在廣州主辦了烈風美術學校和維尼

斯美術研究社。他雖習西洋畫，但對國畫也饒有興

趣，在高劍父的鼓勵下他加入了“春睡畫院”，高

氏認為“司徒學有根底，而才氣橫溢，他日當成

名手，另樹一幟，自開家派也”
(13)
。在春睡畫院

的初期，他無論思想和創作，跟高劍父都抱着相

同見解：認為藝術是無分國界的，可以分別取中

[圖6] 高劍父〈東戰場的烈焰〉

紙本設色　尺寸不詳　1939年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14-RCC86-13.indd   131 26/11/13   12:18 PM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132文 化 雜 誌 2013 

藝

術

二
十
世
紀
中
期
彩
墨
繪
畫
在
澳
門
的
傳
承

國畫、西洋畫之所長，融匯貫通才適合於現代社

會。於是他由習西畫轉攻國畫，主攻花卉。 

抗戰初期司徒奇到達澳門，在培英中學教授

美術。在逃難的歲月裡，他仍堅持寫生，與關山

月在花圃“麗芳園”寫生時，收兩位少東招文

峰、招名山為徒。他的〈近水人家〉等作品入

1939年“春睡畫院留澳同人畫展”，他還與當時

被視為傳統畫派的鄧芬、溫幼菊、李研山，以及

金石篆刻家羅叔重、馮康侯等人交往甚多，拓展

了對傳統書畫的認識。加上本身在西洋畫和素描

上的造詣，司徒奇逐漸擺脫師門的藩籬，開始形

成個人的繪畫風格。
(14)
 這一趨勢在1941年他加入 

“再造社”後更加突出，此時他更加注重藝術風

格的主觀性，開始嘗試擺脫形象的束縛。他筆下

的〈紅棉〉[圖7] 厚瓣虯枝，卓立挺拔，淋漓蒼

秀，表現出了極強的英雄氣概。其畫花很少用線

條表現，但枝幹處則仍舊保留了以線條及雙鉤為

主的畫法，畫面設色豔麗而不過火，墨色蒼潤，

是其獨特的“紅棉畫”風格。

1943年因父親病故司徒奇返回老家開平任蒼

城小學校長，也開始了與林近半個多世紀的友

誼。抗戰勝利後，他攜家再抵澳門，在嶺南中

學教授美術。司徒奇潛心研習繪畫，與各方友

人共論畫道，並收崔德祺、余君慧、鄧幼煌等為

徒。1950年他在新馬路中央酒店三樓舉辦了首次

個人畫展，展出代表性花鳥作品及新近創作的山

水畫。此後他的畫風日趨成熟，一方面在水墨上

表現着沉潛恬淡的逸氣；另一方面又在設色上表

現了璀燦絢麗的風格。[圖8] 1959年他在澳門再

次舉辦個展，翌年創立 “蒼城畫會”，開“嶺

南畫派”蒼城一脈。此畫風的形成受到了澳門地

理環境的影響，花卉、雀鳥成為他的主要創作對

象。1961年秋他舉家遷港，其後於聖約翰堂舉辦

澳門人畫展及個展，聲名鶴起。他常返回澳門，與

好友、學生相聚，參與頤園書畫會的會務。1976年

他遷至加拿大溫哥華後依然多次在粵港澳辦展。他

的一生對中國書畫的發展與傳播有重大貢獻。

關山月(1912-2000)，比司徒奇較晚加入“春睡

畫院”，但他們之間交往密切。他原名關澤霈，字

子雲，1912年10月25日生於廣東省陽江縣一個書

香門第之家。父親教書之餘畫幾筆梅蘭竹菊，關

山月在旁邊學着塗鴉。他十歲時就廢寢忘食地臨

[圖7] 司徒奇〈紅棉〉　　紙本設色　51 cm x 110 cm　嶺南畫派紀念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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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芥子園畫譜〉，又學會了畫炭像技術。1933

年他畢業於廣州市立師範學校，後入“春睡畫院”

隨高劍父學畫，備受器重，由高師改名為“關山

月”。廣州淪陷，關山月於1938年底到達澳門。

在普濟禪院妙香堂他跟隨高劍父習畫，創作作品

甚多，於1940年在澳門濠江中學首次展出。其

中最為著名的是關山月的抗戰組畫，代表作有

〈從城市撤退〉、〈流血逃亡記〉、〈侵略者的

下場〉、〈中山難民〉等，其中〈漁民之劫〉入

選在莫斯科舉辦的中國美術展覽。〈三灶島外所

見〉[圖9] 真實地再現了澳門附近的三灶島邊，

漁船遭受侵華日機轟炸的慘狀，筆力老辣勁健，

背景烘托、渲染尤具特色。《澳門日報》刊載了

由高劍父題寫刊頭的〈關山月個人畫展〉特輯，

此展經葉淺予、張光宇推薦移到香港展覽，受到

在港文化名人徐遲、葉靈鳳等稱讚。同年3月，關

山月辭別恩師高劍父，離開澳門返回內地，從此

開始了其藝術創作新的旅程。在澳門追尋高劍父

習畫的經歷是關山月繪畫創作的第一個高峰期，

他曾深情地表示：濠江是我藝海航程的起點，也

是我初出茅廬的面世之窗。關山月在藝術上堅持

嶺南畫派的革新主張，追求畫面的時代感和生活

氣息。他擅畫山水、花鳥，畫梅堪稱“一絕”。

代表作有〈俏不爭春〉、〈黃河頌〉、〈灕江百

[圖8] 司徒奇〈水墨花卉冊屏〉　　紙本水墨斗方　27 cm x x 31 cm　1962年　澳門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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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圖〉、〈秋溪放筏〉[圖10]  以及巨幅中國畫  

〈江山如此多嬌〉、〈國香贊〉等，他曾任廣州

美術學院副院長、廣東畫院院長等職，畢生致力

於嶺南畫派的發展和中國畫的振興。

方人定(1901-1975)，出生於廣東省香山縣

大同鄉濠湧村華僑家庭，他的三個哥哥都到美國

三藩市當勞工，節衣縮食，供在廣州的方人定就

讀法官學校，希望他當上法官。然而1923年他卻

入讀了高劍父的“春睡畫院”。雖然後來他畢業

於廣東法官學校高等研究部，他依然放棄仕途，

選擇跟隨高劍父學畫。
(15)
 他認為 “藝術之神聖，

在於她是自由的，可以發揮創造的，是‘有我’的

理想家園，而非‘無我’的約以繩墨的法律”
(16)
。         

1928年，他的花鳥畫參加比利時萬國博覽會，獲

得金牌獎。接着他赴日本東京，考入日本美術學

校研究部，並在川端洋畫校、駿河台洋畫校學習

西畫，選擇了難度較大的人物畫。1935年畢業回

國，他專門研究現代國畫人物，並在香港、美國

等地舉辦個人美展。

方人定從美國舉辦抗戰畫展後於1941年客居

澳門，在那裡與眾多嶺南弟子相邀共論畫道，在

這一基礎上成立了“再造社”。該社幾乎囊括了

流寓港澳的“春睡弟子”，有司徒奇、伍佩榮、

李撫虹、黃獨峰、黃霞川等人。方人定解釋該社

宗旨：“再造社是一個畫社組織，都是高劍父的

學生，因不滿高劍父的家長制，而組織起來反對

他，但不久被他逐個收買，各個擊破，又因香港

淪陷，各人散了，再造社也就散了。”
(17)
 儘管如

[圖10] 關山月〈秋溪放筏〉

紙本設色　118 cm x 82 cm　1983年　關山月美術館藏

[圖9] 關山月〈三灶島外所見〉

紙本設色　147 cm x 82 cm　1939年　關山月美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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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並沒有完全否認高劍父的藝術

主張。
(18)  
雖然嶺南畫派是採用師徒授

受的方式，但是因其觀念、理論的開

放性，使得傳人能夠不拘泥於一家一

派的筆墨風格，而能以“折衷中西，

融合古今”的博大胸懷，以一家之體

容百家之量，方人定就是典型代表。

他棄花鳥、走獸轉攻人物畫，畫面尺

幅較大，採用人物佈局在畫面中心或

主要位置的構圖，人物尺寸常常放大

到佔畫面相當大的比例。在澳門、中

山 (1941-1949)，方人定形成第二個

創作高潮，1942年他在澳門《華僑日

報》發表文章〈中國繪畫之前途〉，發揮了新國

畫改造理論。1944年他在澳門舉辦個人畫展，作

品〈到田間去〉(1932)、〈凝視〉(1941)、〈勞動

夫婦〉[圖11] (1941)、《伏虎》(1942)等，不僅有

現實人物畫，也有傳統人物。這些作品實現了他

的思想，以更廣闊開放的藝術觀念，和對現有藝

術的突破和獨創精神，“再造”新國畫，尤其是

擴大人物畫的規模。抗戰結束後，他返回廣州，

發表了〈國畫題材論〉、〈中國繪畫之前途〉、

《方人定畫集》等。方人定1950年被聘為華南藝

術學院教授，1963年任廣東畫院副院長，創作更

有朝氣，畫面開朗，色彩絢麗，用筆潑辣，線條

有力，佳作有〈荔枝熟了〉、〈春江水暖〉[圖12] 

等，尤以二十二大幅〈琵琶行〉、四大幅〈西廂

記〉組畫最為著名。

其他嶺南畫派弟子有：關萬里(1912-1983)，

廣東順德人，幼時隨父到安南就學，青年時在香

港從事廣告繪畫，抗戰時期舉家遷居澳門，並創

辦“天龍美術館”。同時從遊高劍父之門，執弟

子禮，擅長花鳥、山水畫。〈金魚圖〉[圖13] 可

見其在色彩與視覺空間方面的大膽創新。1956年

他與陸昌、譚智生等人組織澳門美術研究會。竺

摩 (1913-2001)，浙江樂清人，1924年於雁蕩山

削髮為僧，就讀閩南、武昌等佛學院。遷澳門後

[圖12] 方人定〈春江水暖〉

紙本設色　75 cm x 93 cm　1963年　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圖11] 方人定〈勞動夫婦〉

紙本設色　168 cm x 102 cm　1941年　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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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澳門佛學研究社及雜誌《覺音》，從高劍父

習畫，繪畫之餘，亦勤於詩詞散文寫作，1941年

在澳門舉行書畫展。

趙少昂 (1905-1997)，廣東番禺沙園裡人，

十五歲入高奇峰“美學館”，從此步入藝術的殿

堂。1930年趙少昂以〈白孔雀〉獲比利時萬國博

覽會金獎之後，便在廣州設“嶺南藝苑”授徒。

他是一位純粹的藝術家，不入仕途，專於畫藝，

他的花鳥草蟲有別於“二居”的文弱細膩，動靜

之中，顯露著剛硬。[圖14] 趙氏曾經於1936年

途經澳門去廣州灣舉辦個人畫展。1946年在澳門

舉辦個人畫展。他曾經獲邀請

在哈佛大學及加州大學講學，

他的畫作在世界各國展出，傾

倒了國內外熱愛水墨藝術的人

們。楊善深 (1913-2005)，是

廣東省赤溪鎮象嶺村人。 二

十歲開始從事繪畫，早年結識

高劍父，香港的畫室取名“瀛

曦樓”。1941年香港淪陷，他

避居澳門，與高劍父、馮康侯

等成立“協社畫會”，在澳門

市政廳舉辦書畫義展，為苦難

兒童籌款。1945年楊善深寓

居香港後畫室更名為“春風

草堂”，他深受高劍父革新中

國畫理念及藝術創作的影響，

與高劍父是亦師亦友的關係。

上世紀80年代初楊善深與趙少

昂、黎雄才、關山月以輾轉交

換作品的方式合作了百餘幅作

品並舉辦畫展，〈雞聲喔喔頻

催曉〉[圖15] 展示了當代嶺南

畫派的諧和默契及藝術上的交

相輝映。他於1948年在澳門中

央酒店，1988年在澳門市政

廳，2004年在澳門藝術博物館

舉辦個人畫展。近年“萬象乾

坤 —— 楊善深近作書畫展”

佳製陳於一堂，深深打動海內

外中國書畫藝術愛好者。

總之，一方面有高劍父推

動嶺南畫派的成熟與傳播，他

本人先後收下王婉卿、黎明、

竺摩、李喬峰、游雲山、關萬

里、梁法等弟子。另一方面高

劍父的弟子關山月供職於潔芳

中學，羅竹坪任教於孫中山紀

念中學，司徒奇任教於培正中

[圖15] 趙少昂、黎雄才、關山月、楊善深合

作〈雞聲喔喔頻催曉〉　設色紙本　136 cm x 

66.5 cm　1986年　嶺南畫派紀念館藏

[圖13] 關萬里〈金魚圖〉

紙本設色　168 cm x 102 cm　1964年

澳門博物館藏

[圖14] 趙少昂〈昆蟲花卉〉　紙本設色　61 cm x 46 cm　1941年　嶺南畫派紀念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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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西關分校，
(19)
 何磊在濠江中學任教，伊廷廩也

在學校任教，伍佩榮設畫室授徒。這一時期成長

的人材大多又從澳門走向國內外，他們的努力無

疑為20世紀後期中國彩墨書畫的傳承、海外的傳

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鄭錦與黎明的澳門情懷

在眾多與澳門繪畫發展相關的藝術家中，鄭

錦、黎明兩位在同一時段都在澳門，都與高劍父

有比較特殊的關係，都曾經對傳統繪畫在澳門的

弘揚有重大奉獻。但是，他們的身份、年齡、畫

風卻有很大差異。鄭錦老年寓居澳門後始終掛念

祖國的變化，甚至在繪畫題材與風格方面都有顯

現。出生在澳門的黎明早年移居香港，迄今一直

參與澳門畫壇活動，並將中國彩墨藝術推向世

界。本文敘述這種較為典型的個案，令人深思在

祖國社會變化中澳門藝術的特殊價值。

鄭錦，原名瑞錦，字褧裳，又作絅裳，清光

緒九年 (1883) 在廣東香山縣 (今中山市) 雍陌村

出生。在當時許多優秀的畫人都留學日本，以求

變革傳統中國畫，鄭錦是其中較早的一位。1897

年，十三歲的鄭錦由姐姐攜帶東渡日本，入讀日

本橫濱大同學校。
(20)
 1902年，鄭錦考入京都市

立美術工藝學校日本畫科，1911年又考入京都市

立繪畫專門學校本科。1913年鄭錦和在日本的梁

啟超、鮑少遊、陳樹人、高劍父兄弟等人結緣，

共論畫道，這對他以後的美術教育思想的形成和

美術實踐都有一定的影響。由於當年他的繪畫思

想受到高劍父的影響，加上其晚年又隱居澳門，

與高劍父多有來往，他的繪畫在一定程度上和嶺

南畫派有聯繫。1914年鄭錦應民國教育部聘請回

國服務，負責教科書編撰工作，兼任北京高等師

範大學圖畫手工科教師。1917年教育部任命鄭錦

籌辦北京美術學校，為此他再赴日本，在日本和

鮑少遊盡心盡力地規劃學校的大小事務。翌年，

中國第一所國立美術院校(即國立北京美術學校)

正式成立，鄭錦為第一任校長。此時，他還承擔

蔡元培組織的北大畫法研究會的教學，北京故宮

博物院古物陳列所的工作。1924年鄭錦辭去校長一

職，加入了“平教會”，從事平民教育事業。1940

年中山淪陷前，鄭錦攜眷移居澳門柯高馬路，後移

居青州山麓廢置的一間工廠內定居。此後，除一度

返中山任小學校長與鄉長，鄭錦都在澳門堅持作畫

並參加藝術活動。1959年3月29日鄭錦在鏡湖醫院

留醫所內因哮喘病逝世，享年七十七歲。

鄭褧裳中年時照片

出自《鄭錦紀念畫集》
黎明在美國大峽谷，1994年，

出自《黎明彩墨孔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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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錦去日本京都學畫，是由於那裡的畫風不

如東京務求奇特與趨向西洋化。反之，它仍固守

東方即中國及日本的傳統精神與畫法。他着意研

習工細的日本畫，以人物畫為多。1907年他的作

品〈娉婷〉入選日本文部省美術展覽。回國後他

一邊辦學，一邊研習中國古代繪畫精品真跡，畫

風追摹宋元風格。繁忙的工作中，他還繪製大

幅歷史畫〈朝為越溪圖〉、〈暮作吳官記〉。

在“平教會”工作期間，他為掃盲插圖千餘，創

作了許多教育掛圖，〈民族意識〉、〈抵抗〉、

〈日暮途窮〉等表明其流離失所的情感。1940年

來澳門後，他埋首丹青，積畫百多幀，並與高劍

父以及其他廣東畫人重新聚首。在高劍父、鄧

芬等推崇者支持下，鄭錦在澳門雅廉訪大馬路

32號舉辦了第一次個人畫展“鄭褧裳畫作欣賞

會”。其中 〈春神〉巨軸中繪裸女數人，身披

輕紗，相逐於群花之間。該畫渲染功夫到家，

極富日本畫風味，但以純中國畫筆法描繪，具

[圖18] 鄭褧裳〈我愛和平〉

紙本設色　65 cm x 125 cm　1956年　鄭偉雄先生收藏

[圖17] 鄭褧裳〈嶺表雄風〉

紙本設色　173 cm x  89 cm　1940年　鄭美成小姐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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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獨特的美感。另有動物及花鳥畫，〈搜索〉繪

二虎在荒蠻的山澗，一隻凝望水面，另一隻將頭

與水面平行，極目遠望，設色深沉，煙莎微茫。

翎毛畫有〈千里江山一隙中〉、〈鷹隼出風塵〉、

〈嶺表雄風〉[圖17] 等。次年，他又舉辦“鄭褧

裳慈善畫展”展出精品百餘幅，其中有他的北派

山水畫，又作四尺整紙的〈梨花雙鳩圖〉。他還

活躍於港澳畫壇，參與畫展聚會。1943年冬天他

開始作長卷〈春回大地〉，歷時二年完成這幅高

4尺、長33尺的力作。畫中遠景

是高大山水，由北至南，迂回入

海，當中散置樹木和奇花異卉數

百種，122匹駿馬或坐或臥，或

靜止或賓士，色調富麗堂皇且生

意盎然，以宋院筆法出之，被認

為是生平代表之作。

鄭錦晚年繪製了不少新主

題人物畫，如〈石榴樹下群童

樂〉描繪一群小孩在觀賞雛

雞，〈我愛和平〉[圖18] 描繪

女孩喂鴿，〈採荔〉反映女子

參加勞動。儘管人物造型尚有

欠缺，但豐富的現實主義題材

應當受到祖國內地文化思想的

影響。1956年他得知澳門美術

研究會建立時，旋即參加並參

與首屆美術展覽會。後輩關萬

里、林近、甘長齡、甘恒、余

君慧等都得到他的指點。這位

中國美術教育的先驅在澳門度

過了近二十年的歲月。晚年是

寂寞的，但是他完成了大量精

品，〈紫桐錦鳩〉[圖19] 傳達

了對祖國未來的美好願望，〈秋

園錦雉〉題跋“客居濠江”表達

了念念不忘大陸之情，鄭錦對

中國現代美術的貢獻值得人們

永遠緬懷。

黎明原名黎國安，祖籍廣東南海西樵河

滘，1929年2月25日出生於澳門的荷蘭園區。他

十五歲就拜入高劍父門下，是高劍父的嫡傳弟子

之一。他的父親黎兆錫是位與文化人交往甚多的

商人。黎明六歲入讀了澳門崇實中學附屬小學，

校長梁彥明是澳門文化界的活躍人士，名家張純

初、鮑少遊等都借用該校舉辦畫展，他對繪畫的

癡情就始於此時。黎明的畫學啟蒙老師是其父親

的朋友、在廣東畫壇享有崇高威望的羅寶珊。二

[圖19] 鄭褧裳〈紫桐錦鳩〉

紙本設色　79 cm x 55 cm　1958年　鄭美成小姐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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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羅氏名清，中山人，繪畫風格近海派錢慧

安，尤其擅長〈琴操參禪圖〉[圖21]  一類人物

畫。早在1905年羅寶珊和高劍父等人在廣州合辦

《時事畫報》，他繪新聞插圖。1926年羅寶珊居氹

仔小潭山東麓 “菩提園”，後移居澳門竹林寺，在

藏經閣設畫室，黎明逢周日在此學習作畫。

由於父親黎兆錫和高劍父、張谷雛、羅寶

珊、詩人陳寂園經常聚首，黎明有機會向他們

請教。每次高氏造訪黎宅，都會給黎明帶一些

日本畫冊並向他解釋用筆技巧。黎明還經常跟

隨父親、高劍父及“春睡弟子”到天真樓飲茶。

高劍父喜愛聰明伶俐的黎明，認為其是可造之

材。1944年高劍父在澳門舉辦“慈善藝展”時也

邀請黎明參加。黎明作品〈仕女圖〉在展出中被

新馬路的“伊利”公司東主一舉買下，從此人們

注意到了這位年輕人。
(22)
 同年，羅寶珊病重，

臨終前勸黎明拜高氏為師，於是黎明入“春睡畫

院”。由於高劍父的中國畫用筆雄渾、筆力蒼

勁，作品古拙而富金石味，使得黎明在一開始習

畫時就接觸到了凝重的風格。抗戰後高劍父帶領

弟子回到廣州，設“南中藝術專門學校”，黎明

任學校會計。1949年黎明父親命其子返回澳門，

助父從商。後來高劍父也回到澳門，黎明空餘時

間常陪伴高師左右研習繪畫。翌年黎明放棄了家

族生意，到仿林中學及吳靈芝中學任教美術。此

[圖22] 黎明〈遊魚啖花影〉

紙本設色　55 cm x 65 cm　1946年　私人收藏

[圖21] 羅寶珊〈琴操參禪圖〉

紙本設色　151 cm x 70 cm　1932年　澳門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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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黎明的繪畫從兩方面進行了探索：一是宗宋院

體畫，以寫生為本，用線描勾勒的方式寫翎毛，

並賦予新的渲染色彩，大膽創新，如作品〈游魚

啖花影〉［圖22］。另一方面黎明也用文人水墨

的方式描繪現實景物，如〈濠江聖蹟〉、〈澳門

松山〉等。1951年高劍父逝世後，黎明在悲痛中

開始了獨自漫長的繪畫探索。這一時期他的畫藝

更加成熟，題材繼續半工意翎毛和山水畫寫生。

有〈風橫雨急大三巴〉［圖23］是以傳統的金石

味筆墨方式書寫現代建築的典型。他用較寫意的

水墨渲染描繪了風雨之中大三巴的天空，與線條

組成的建築物和雜樹相呼應，很好地表現了空氣的

濕度和光度。這種中西合璧的畫法，是黎明受到嶺

南畫派提倡的“折衷中外”藝術理念影響的具體表

現。1953年，黎明赴香港受僱於文具儀器店。當

時，鄧芬、楊善深等畫友也在香港，黎明便常與

他們交往，切磋畫藝。他也得到關山月、趙少昂

等師兄們諸多幫助，趙少昂在其作品中題跋“鷹

擊萬里”、“千里江山一擊中”給予鼓勵。
(23)
 更

有各種藝事活動，同門師兄連袂展出。1956年

他作〈鴨群〉3米多長卷，1957年送畫作〈雙鵝〉

參加澳門美術研究會畫展。1994年9月黎明在廣州

美術館舉辦個人畫展，接着他創辦香港“春潮畫

會”，畫會吸納朱鏘、霍志釗等多名澳門會員，經

常赴澳門采風並舉辦展覽。
(24) 

2006年澳門博物館舉

辦《“彩墨思鄉”黎明個人作品展》
(25)
，作為第二

代傳人的黎明為傳統彩墨藝術在澳門的新發展，

在世界各地的新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黎明早期的作品沉雄大度，造型逼真，靈氣

滿紙，酷似其師。隨着年歲和閱歷的增長，他的

[圖23] 黎明〈風橫雨急大三巴〉　　紙本設色　41 cm x 52 cm　1952年　澳門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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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較之先前更加恢宏，“拙味”更濃。他以花

鳥畫著稱於世，總是以愛國心驅動畫筆，把一腔

熱情灑在畫面上，把他飽經滄桑的經歷化作娓娓

動聽的筆墨言說。與高師不同，黎明擅長描繪孔

雀，他畫的孔雀樸拙含蓄，雅逸閑淡，絕少開

屏，以免張揚和俗顏之嫌，其神態安詳從容，表

現了畫家對人生在世的思考和對恬淡之美的由衷

禮贊。〈錦繡繽紛慶回歸〉[圖24]  描寫九隻孔

雀，姿態各異，主次分明，聯成一組錦繡繽紛的

群體形象。背景以撞粉、撞水的畫法寫桐花、樹

葉，色彩豐富而脫俗，達到“工而有意”、“意

由工出” 
(26)
 的境界。此畫也表達了他內心深處

對大陸、對家鄉的那份眷戀和祝福。如今他的足

跡遍佈世界各國以及祖國大江南北[圖25]，他積

極參加各類藝術研討活動，多次舉辦個人展覽。

作為當今嶺南畫派的中堅人物，黎明見證了畫派

半個多世紀以來的興衰榮辱。他數十年對繪畫孜

孜不倦的追求，日益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重視。

其他書畫家的澳門歲月

20世紀中期還有許多廣東及內地書畫家赴澳

門，除書畫家鄧芬、羅叔重、陳樹人之外，張大

千、徐悲鴻也曾途經澳門，度過短暫的寓居生

活。他們在澳門廣交畫友，傳授畫技，不僅留下

了珍貴的墨寶，也成為彩墨書畫傳承的使者。

[圖24] 黎明〈錦繡繽紛慶回歸〉　　設色紙本　275 cm x 282 cm　1997年　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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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黎明〈雁蕩臥遊〉

設色紙本　138 cm x 70 cm　2005年　私人收藏

鄧芬 (1894-1964)，廣東南海西樵人。他出

身文藝世家，少從董一夔和張世恩習畫。1923

年，二十九歲的鄧芬與潘至中、趙浩公、黃君璧

等在廣州成立“癸亥合作畫社”，後稱“廣東國

畫研究會”。此會反對通過吸收外來畫法革新中

國畫，主張以繼承宋代院體畫、元代以來的文人

畫為宗旨，謀求傳統國畫的發展。1929年鄧芬出

席在滬舉行的“第一次全國美術展覽會”，1933

年受聘為廣州市立美術學校中國畫系主任教授。

抗戰爆發後，鄧芬一家遷至香港，不久便踏上澳

門，並多以豪貴之家客人的身份輾轉居留。他曾

居於商人盧煊仲家的盧家花園竹廳一年，後遷李

民欣兄弟的“亦緣閣”，再移居富商吳偉佳的大

興銀號樓上。應商人李海昭、黃蘇等人之邀，鄧

芬入住清平直街的“寄閑俱樂部”，開闢二樓一

個小廳作畫室，名為“耦絲孔居”。九個月後又

應沈仲強之邀居於他的“霜傑樓畫室”，此室是

畫人團體“傑社”社址，由流寓澳門的年輕畫人

馮康侯、司徒奇、關山月、余達生、關宗漢、方

人定、何磊、羅竹坪、余匡父、李撫虹、伍佩

榮、鄭春霆等人組成。1943年他曾返回廣州，抗

戰後又重踏澳門，家在荷蘭園大馬路六十三號二

樓，畫室則遷居水坑尾的天神巷。
(27)
 在畫室，他

先後接待過徐柳仙、余匡夫、張大千。1996年遷

居香港後他還多次赴澳門，參觀畫展或參加“頤

園雅集”。他是“居明軒”崔德祺的畫學老師，

對澳門創建“頤園書畫會”有一份功勞。

鄧芬善繪人物及花鳥，寥寥數筆已可捕捉雀

鳥的形態神韻，有“鄧芬三筆雀”之美譽。[圖

26]其所畫仕女，異於清代弱不禁風、帶有病態

的美人，而是充滿着現實生活氣息的真切形象。 

[圖27]著名作品有〈群鬼爭食圖〉、〈醉酒圖〉、

〈抱阮圖〉等。葉觀一在所撰《後畫中九友歌》

中，將其與齊白石、黃賓虹、夏敬觀、吳湖帆、

馮超然、溥心畬、余越園、張大千同列。1964年

9月10日鄧芬逝於香江，享年七十歲。澳門頤園雅

集同人羅叔重、司徒奇、崔德祺、林近等書畫界重

要人物於觀音堂舉行公祭。十年後澳門為鄧芬等人

舉辦“頤園書畫會已故會友七人遺作展”，體現了

人們對他的敬重。

抗戰初期，另一嶺南畫派代表人物陳樹人

(1884-1948) 也到過澳門。他是廣東番禺人，少從

居廉學畫，後與居巢孫女若文結褵。1906年起他

兩度赴日本留學，先在日本京都市美術工藝學校

繪畫科學習四年，畢業後回廣州擔任圖畫教員，

又於1912年9月入東京立教大學文學科，攻讀英

國文學。同年《真相畫報》連載陳樹人編譯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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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新畫法〉，將西方現代繪畫知識介紹給國內民

眾。陳樹人工詩書，擅花鳥、山水，如作品〈月下

鴛鴦圖〉[圖28]注重色彩的濃淡及明暗對照，以水

撞粉層層渲染，融合中西技法。流寓澳門期間，他

與高劍父、張純初、張谷雛、鄭哲園等重組“澳門

清遊會”。他曾任廣東省政務廳廳長、國民政府秘

書長等職，從政之餘致力於中國畫革新。

羅叔重(1898-1969)，廣東南海西樵人，畢業

於廣東高等師範學校。雖然他以書法篆刻聞名藝

壇，然而他早年曾追隨過廣東畫人程竹韻 (1874

-1934) 研習繪畫。從現存的少量作品中，能看

到其頗能領悟老師所傳授的王石谷、蔣廷錫等人

的風格，他也擅長界畫，屬於較為傳統一路的畫

風。後來，他將興趣轉向了書法篆刻，遂成一

代名家。1938年前後他來往港澳的次數極為頻

繁，交往甚深的有在澳門的書畫家司徒奇、沈

仲強、鄧芬等人，時常結伴參加“頤園雅集”。

林近就是在司徒奇的寓所相識羅叔重的。羅叔重

希望與林近合作治印，於是林近重拾早年治印興

趣。1962年，羅叔重於澳門東亞酒店大堂舉辦了

在澳門的唯一的書展，俠商何賢購下了鎮展之寶

〈婆多蜜多心經〉。

其他在澳門的重要畫家有：張谷雛 (1891-

1965)，廣東順德人，早年求學於上海，曾經受

[圖28] 陳樹人〈月下鴛鴦圖〉

紙本設色　99 cm x 44 cm　1942年

澳門博物館藏

[圖26] 鄧芬〈慈竹圖〉

紙本設色　64.5 cm x 28 cm　1935年

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圖27] 鄧芬〈琵琶行詩意圖〉

紙本設色　106 cm x 37 cm　1947年

澳門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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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賓虹的指點，擅山水，精鑒賞，喜收藏，尤愛

描繪澳門景物，如以實景為基礎的〈西望洋晚

望〉  [圖29]將傳統筆墨發揮得淋漓盡致。李研

山 (1898-1961)，廣東新會人，少年讀於廣州府

中學，課餘從潘致中學畫。後畢業於北京大學法

律系，同時進修西洋畫。返廣州後加入國畫研究

會。流寓澳門時間，他常於廬廉花園“隱秀園”

作畫，1948年離澳赴港。他工詩書，擅山水，尤好

梅道人山水墨竹之法, 現存巨幅〈山水〉[圖30]。傅

壽宜(1873-1945)，福建漳州人，幼年隨父遷新加

坡、菲律賓經商，好繪事，中年返國，決棄商習

畫。曾經舉家赴上海，與畫人吳昌碩、印人易大

廠、詩人王秋湄最交好。1914年回粵，設利商美

術公司於香港，後任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美術部部

長。他流寓澳門期間與楊善深為摯友，以課徒賣

畫為生，留有晚年作品〈喜上眉梢圖〉[圖31]。

另有溫其球 (1862-1941)，廣東順德人，幼年從許

菊泉習畫，得其花卉設色敷粉之法，中年喜摹宋元

各家技法，曾避難澳門。周霑 (1882-1949)，廣東

新會人，幼承家訓，擅長粉彩、炭畫。曾於草堆

街經營蘇杭貨，四十歲後專心習畫。他師從羅寶

珊，專工人物畫。以上諸位均對傳統繪畫在澳門

的傳播起了十分顯著的作用。

可能很少人知道，張大千 (1899-1983)早在

1949年便與澳門結緣。他是四川省內江市人，繪

畫創作集文人畫、作家畫、宮廷畫和民間藝術為

一體，於人物、山水、花鳥、魚蟲、走獸幾乎無

一不精。他的畫風前期以研究和臨摹石濤、八大

山人繪畫作品為主，旁及青藤等諸名家。四十二

歲那年他遠赴敦煌面壁苦修，臨摹魏晉至元代壁

[圖29] 張谷雛〈西望洋晚望〉　　紙本設色　27 cm x 34 cm　1940年　澳門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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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0] 李研山〈山水〉

紙本設色　367 cm x 123 cm　1929年　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圖31] 傅壽宜〈喜上眉梢圖〉

紙本設色，143 cm x 54 cm　1942年　澳門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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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共276幅，晚年風格以潑墨、潑彩畫風的形成

為標誌。他在技法的變化中始終能保持中國畫的

傳統特色，後半生大多在海外致力於中西文化交

流。在澳門居住的三個半月，張大千賞花作畫，

交友宴客，藝術活動豐富多彩。[圖32]  當時他

應澳門殷商蔡克庭的邀請，一家人住在澳門郵政

總局後面大堂街18號的蔡家大屋。每天清晨張大

千牽着兩隻長臂白猿，徒步到白鴿巢公園晨練。

他在蔡家辟有畫室，經常揮毫潑墨，請當地畫家

一起切磋畫藝，結識了攝影家盧勢東，畫家容漱

石、馬少如、黃蘊玉等。招名山是司徒奇的親傳

弟子，是嶺南畫派的第三代。張大千對這位青年

[圖32] 張大千〈墨荷〉　179 cm x 97 cm

紙本水墨　1947年　出自呂澎《20世紀中國藝術史》

[圖33] 張大千〈荷花圖〉　132 cm x 64.7 cm

紙本水墨　1949年　出自《行走的畫帝》

人尤為欣賞，經常到招名山經營的盧九花園觀賞

花卉，傳授畫法。據說張大千在1949年2月為毛澤

東作〈荷花圖〉[圖33]，由於2月正是他自香港到

達澳門之時，因此有人認為這幅畫是他在澳門取

材於盧九花園的荷趣所作，由何香凝自澳門攜往

香港，再到北京贈予毛澤東的。
(28)
 張大千在澳門

接待過黃苗子、黃般若等人，與鮑氏共賞其新作

〈鏡濠春曉長卷〉時大笑曰：“鮑先生此卷，就

近取材，師法造化，變古開今，好極好極了。”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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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然在該圖卷末題跋。張大千在同年9月赴臺舉辦

畫展時再次途經澳門，此後還多次赴澳。

徐悲鴻 (1895-1953)，江蘇宜興屺亭橋人，自

幼隨父親徐達章學習詩文書畫。1916年入上海復

旦大學法文系半工半讀，並自修素描。後留學日

本、法國等地學習美術。回國後，先後任上海南

國藝術學院美術系主任、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北

京大學藝術學院院長。1933年起在法國等國舉辦中

國美術展覽和個人畫展。抗戰爆發後，在港澳、新

加坡、印度舉辦義賣畫展，宣傳支持抗日。

早在1915年，徐悲鴻就已經在上海結識了 “嶺

南畫派”創始者高劍父兄弟。當時，高氏兄弟於上

海河南路創辦“審美書館”，發行《真相畫報》，

徐悲鴻繪的〈譚腿圖說〉、〈仕女圖〉等深得賞

識。然而，徐悲鴻真正與澳門結緣，卻是因為與

中華書局南中國業務的負責人鄭子健、鄭子展交

往的緣故。
(30)
 鄭子健 (1893-1980)，中山三鄉烏

石人。1932年起供職於中華書局，為該局南區監

理，精鑒賞，廣結翰墨因緣。鄭子展 (1904-1971)

於廣州中華書局任經理，富收藏。鄭氏兄弟是教

育界和出版界知名的學者型人物，與文藝界人士

多有交往。1928年徐悲鴻從法國留學歸來，在福

州與鄭氏兄弟結緣。1938年，徐悲鴻應邀前往印

度講學和遊覽，借此在海外宣傳中國藝術，並為

祖國抗戰籌募經費。同時，他也希望借機在港澳

等地逗留時日，以作調整。同年秋，為了尋找清

靜的地方作畫，徐悲鴻隨鄭氏兄弟到達澳門。由

於廣州遭日寇入侵，此時徐悲鴻將兩箱珍貴的書

畫寄存在中華書局澳門支局。當時澳門支局的店

中掛着徐悲鴻題有“廿七年初冬悲鴻寫賀中華書

局澳門支局開業之喜”〈龍駒〉立軸。   [圖34]徐

悲鴻在澳門沙嘉都喇賈伯麗街37號的鄭家房子中

居住了一個多月。此宅院有兩層，在客房廳間設

畫室供徐悲鴻使用。一日，鄭子健女兒鄭國璋與

堂姐鄭國彥嬉戲時，不幸被堂姐弄傷手，放聲大

哭。而國彥也由於其失誤自悔不已而哭。後來，

徐悲鴻在一張〈無題〉的畫馬立軸上題下長跋，

就敘述了此次景象，描述了其對鄭家天倫之樂的

讚歎。徐悲鴻對鄭氏子侄極為喜愛，其中鄭子健

的兒子國寧最受青睞，徐氏曾遠道將所畫的雄雞

冊頁寄給他留念。香港鄭國璋女士迄今珍藏徐悲

鴻為其所繪速寫，上面題“國璋侄五歲，廿七年

十一月十三悲鴻寫之於澳門家中”。[圖35]畫面

僅以毛筆聊聊數筆，就勾勒出一個天真爛漫的小

[圖34] 徐悲鴻〈龍駒〉　　紙本水墨設色　95 cm x 181 cm　1939年　徐悲鴻紀念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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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關於早年西洋畫家來澳門的內容

十分豐富，主要可以參見陳繼春 

《濠江畫人掇錄》(澳門基金會

出版，1998年)、《濠江畫人再

錄》(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0

年)二書，詳情不展開論述。

  (2)  本文出現的一般畫家簡歷均參

考《澳門博物館館藏書畫》所

附的“作者簡介”，該畫冊由

澳門博物館2002年出版。同時

要說明，有些提及的畫家由於

資料局限沒有展開論述，本人

將在以後有機會時補充。

  (3)  高劍父，名侖，字爵亭、芍

亭。誕生之日為己卯夏曆八月

二十七日,適為大凶。家人迷

信以為不祥，其父力排眾議，

幸獲留養。參見潘志彪等著《

高劍父傳》，廣東旅遊出版

社，2003年，頁3。

  (4)  居廉 (1828-1904) 字古泉，號

隔山老人，廣東番禺人，早年

師其堂兄居巢 (1811-1865) 習

畫。參見錢海源〈歷史由誰定

是非——也談嶺南畫派〉，載《

嶺南畫派研究》，嶺南美術出版

社，2002年， 頁10。

[圖35] 徐悲鴻〈鄭國璋像〉　　紙本設色　尺寸不詳　1938年　私人收藏

姑娘。徐悲鴻在澳門期間，恰逢高劍父已寓居澳

門。高劍父曾下塌的普濟禪院今藏有徐悲鴻的〈灕

江春水〉，題有“廿六年秋，悲鴻”，有學者認為

可能這兩位大師在澳門曾經相聚。

由上所述我們看到，20世紀中期相對寧靜的

澳門，曾經匯聚了一大批中國書畫家，那既是一

個歷史的瞬間，也是一種文化的流動。但是無論

對於澳門本土，還是海內外中國傳統藝術的發展

來說，都是極為重要的一頁。一代畫師不僅在當

時為澳門畫壇留下了珍貴的墨寶，他們的藝術影

響還延續了數十年。今天人們應當深深懷念這一

特殊時代的藝術群體。

  (5)  目前，許多國內外的專家對於高劍父首次到達澳門的年

月及具體情況，尚沒有較為統一的意見。具體論述，

詳見陳繼春：〈從隔山到濠江〉，載《濠江畫人掇錄》

頁77-79，澳門基金會，1998年。

 (6)  高劍父到日本之初與廖仲愷、何香凝同住一處，以賣畫

為生，不久參加同盟會並任廣東同盟會會長，從事民

主革命活動。他先後加入白馬會、太平洋畫會、水彩

畫會等日本繪畫組織，畢業於東京美術學校。

 (7) “嶺南畫派”也稱“新國畫派”或“折衷派”，原本由

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等人發起於廣州，並以此得

名。由於他們都到過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日本

畫家岡倉覺三所提倡的“新日本畫”的影響，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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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國畫”理論。黃志堅總結的嶺南畫派四大特徵：

以“藝術革命”，建立“現代國畫”為宗旨；以折衷中

西、融合古今為道路；以形神兼備、雅俗共賞為理想；

以兼工帶寫、彩墨並重為特色。引自韋承紅著《嶺南畫

派——中國現代繪畫的變革者》，頁20，遼寧美術出版

社，2003年。

 (8)  據陳繼春記載，在觀音堂追隨高氏習畫的弟子有：方人定、

李撫虹、司徒奇、伍佩榮、關山月、鄭淡然、羅竹坪、

趙崇正、何磊、黃獨峰、何炳光、蘇臥農、黃霞川、尹

廷廩、李鳴皋等人。 陳繼春：〈嶺南畫派與澳門〉，載   

《嶺南畫派研究》，嶺南美術出版社，2001年，頁48。

 (9)  陳繼春：〈嶺南畫派與澳門〉，載《嶺南畫派研究》，

嶺南美術出版社，2001年，頁54。

 (10)  他的計劃包括：他的宋院畫之現代研究(新宋院畫)；帶領

其學生進行大量的抗戰畫創作；佛畫創作，就印度、

錫蘭、喜馬拉雅山等地佛跡寫生稿為藍本演為巨制；

以新中國畫臨摹基督畫；整理註述各項研究；提倡“新

文人畫”等。

 (11)  黎明：〈大匠的足跡——高劍父先生誕生120週年〉，載

《嶺南畫派研究》，嶺南美術出版社，2002年，頁26。

 (12)  高劍父著：《我的現代國畫觀》，游雲山編，香港原泉

出版社，1955年。轉引《嶺南畫派研究》，頁26。

 (13)  黃昭豐：〈藝城先生之藝術生涯〉，載《司徒奇畫集》，

藝術圖書公司，1994年，頁8。

 (14)  陳繼春：〈紀念司徒奇〉，載《濠江三人掇錄》，澳門

基金會，1998年，頁174。

 (15)  方人定歷任中山市立藝術專科學校教授兼國畫系主任、南

中美術院教授、華南人民文學藝術學院美術部教授、廣

東畫院副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廣東分會常務理事、廣

州市政協常委等。

 (16)  王堅：〈方人定藝術的意味〉，載《嶺南畫派研究》，

嶺南美術出版社，2001年，頁84。

 (17)  楊永權：〈高劍父後院起火——嶺南畫派與澳門之四〉，

載《澳門日報 ·新園地》，1996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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