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十 世 紀 馬 來 亞 甲 骨 文 書 法 實
踐 初 探 ⸺ 以 南 來 書 家 為 中 心  

摘要

 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掀起了一股文人移居馬來亞的浪潮，這批文人中包含了不
少優秀的書家⸺�「南來書家」，他們成為馬來亞書法的奠基與開拓者，甲骨文書法
也伴隨南來書家的到來而開啟了新一支中國地區以外的實踐場域。時光飛逝，新馬分
家至今，南來書家甲骨文書法實踐逐漸地埋沒於時光長河，至今仍未得到整理與分析。
基於此，筆者嘗試對南來書家甲骨文書法實踐進行梳理，通過收集、分析散落四處的
甲骨文作品及言論，試圖窺看當時甲骨文書法的實踐情況。

 通過分析，可發現南來書家普遍都通過集甲骨文工具書進行創作，在創作方向
上，諸多書家延續了傳統書法的審美與技法來實踐甲骨文書法，多是繼承並延續中國
甲骨文書法的成果，因對甲骨文認知的深淺有別，造成了書家之間水準存在明顯地差
距。另一方面，也有書家於馬來亞受到東西文化衝擊進而思考中國書法的藝術發展空
間，並使用甲骨文文字為創作素材進行了一系列探索創作，為甲骨文書法實踐領域留
下了寶貴的歷史圖像。

關鍵詞：南來書家、甲骨文書法、馬來亞、二十世紀甲骨文書法、文字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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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華人移居馬來亞的歷史十分久遠，據考古發現，早在宋代已有中國人僑居馬來亞，但是華人移民
人數大幅度的增加，則是十八世紀末英國佔領馬來亞檳榔嶼、馬六甲及新加坡之後的事情，當時的華
人移民普遍為契約勞工或稱為「豬仔」的文盲組成。直到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再次掀起移居馬來亞
的熱潮 1  ，這一次的移民有眾多文人，其中又以二○年代末年國共合作破裂、三○年代末至四○年
代初期日軍襲華以及日軍投降後中國發生內戰時期，架構了一波波中國文人南移的三個時間段。

 為數眾多的南來文人中有不少優秀的書家，這些書家群體即是本文主要探討的對象「南來書
家」。本文所謂的「南來書家」是指出生於中國，後因種種原因而南移並定居馬來亞之書家。若是短
期旅居、暫居如徐悲鴻、康有為、李健、盧鼎公等最終北返者，以及出生於馬來亞之書家如邱新民、
楊昌泰等皆不屬於本文「南來書家」的範疇。進一步說「南來書家」的書法受業於中國，南來時多進
入成熟期，他們的南來使馬來亞書法史在開端階段已具豐富多樣的書風，為新、馬獨立後的書法發展
奠定了雄厚的基礎。因南來書家的到來，甲骨文書法也隨之被「擁攜」（baggage）至馬來亞，形成了
一支中國地區之外的創作實踐場域。

 然而關於南來書家的研究，目前仍停留在比較簡單的生平及作品介紹，對於他們書藝方面的分析
尚未有深入的研究及論述，至於馬來亞甲骨文書法的實踐情況逐漸埋沒於時光長河之中，至今尚未有
相關的研究。基於此，筆者嘗試對南來書家甲骨文書法實踐進行梳理，通過收集、分析散落四處的甲
骨文作品及言論，試圖窺看當時甲骨文書法的實踐情況。

二、甲骨文書法創作參考來源

 眾所周知，甲骨文書法的實踐離不開對甲骨文的釋讀，由於甲骨文釋讀卜辭的困難，自一八九九
年發現甲骨文後，甲骨文並沒有直接進入書法實踐領域，「甲骨、漢晉簡牘殘紙、敦煌寫經，均於
二十世紀初開始被發現，但當時的書家卻鮮有問津者」 2 。直到一九二一年羅振玉《集殷墟文字楹
帖》（1921）的問世，普遍被視為甲骨文進入書法創作實踐領域的開端，也是「『甲骨』作為甲骨文
書法的一種特殊的物質載體的終結，更表明甲骨文書法的生命時空在新的歷史情境下獲得了新的拓
展 」 3  。《集殷墟文字楹帖》出版後，首開甲骨文集聯先河，而後陸續有效仿羅氏集甲骨文的著作出
版，如丁仁《商卜文字集聯》（1928）、戴異撰並書《集殷墟百聯一卷》（1935）、簡經綸《甲骨集
古詩聯》（1932）、汪怡與董作賓《集契集》（1978）……為甲骨文書法實踐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

 二十世紀初是甲骨文書法進入早期實踐階段的時期，此時也正是大量中國文人（包括書家）開始
移居馬來亞的時間段，就如陳玉佩所說：「在二十世紀初期及中葉，大批的中國文人南來謀生，教師
人數不斷遞增。他們可謂是傳播書法的重要泉源」 4  ，甲骨文書法在這大背景下由南來書家帶入了馬
來亞。讓人感到好奇的是，在那難以尋得甲骨文資料的馬來亞，當時的南來書家如何進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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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南來書家在甲骨文創作中並沒有註明參考出處的習慣，基本上南來書家的甲骨文書法都得
益於當時中國地區的甲骨文書法成果，大多都直接參考了出版的集甲骨文詩聯工具書用佐臨池，如羅
振玉《集殷墟文字楹帖》、簡經綸《甲骨集古詩聯（上編）》（1937）、丁仁《商卜文集聯（附詩）》
（1928）、《觀水遊山集⸺�集商卜文》（1937）等著作進行創作。另外，南來書家甲骨文書法實踐也
有賴書法雜誌⸺�《書譜》（香港書譜出版社出版）中轉載的作品，而自行集字創作者則佔少數，如
張瘦石為許雲樵著作《馬來亞史》（圖一）上冊題簽以及黃堯的文字畫。

圖一、張瘦石〈馬來亞史〉

 南來書家的甲骨文書家作品（部分）及出處可見以下表一：

表一、南來書家的甲骨文書家作品

作者 作品名稱 來源

施香沱

〈九有八方聯〉 《集殷墟文字楹帖彙編》

〈古樹夕陽盡〉 《甲骨集古詩聯》

〈少年唯飲莫相問〉 《甲骨集古詩聯》

松年法師

〈少年唯飲莫相問〉 《甲骨集古詩聯》

〈唯有好與聯〉 《甲骨集古詩聯》

〈野客在山三十載〉 《甲骨集古詩聯》

研究論文｜溫子安

30



管震民

〈春曉曲〉 《集契集》

〈南歌字〉 《集契集》

〈雁山紀遊詩〉 《觀水遊山集⸺�集商卜文》

崔大地

〈不知春去未〉 《甲骨集古詩聯》

〈昔去雪如花〉 《甲骨集古詩聯》

〈其樂相逢聯〉 《甲骨集古詩聯》

陳景昭 〈良玉比君子〉 《商卜文集聯（附詩）》

黃石庵 〈守今古循〉 葉玉森〈贈蔣彝〉

張瘦石 〈馬來亞史〉 自集

黃堯

〈萬象更新〉 自集

〈三羊開泰〉 自集

〈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自集

三、書家與作品解析

 南來書家在甲骨文書法實踐方向上，大致可分為以下兩種類型：第一類型為立足於傳統書法內部
系統，運用傳統書法技法進行甲骨文書法創作，不論是嘗試模擬甲骨文契刻的線條或以書家個人的書
寫經驗來創作甲骨文書法，創作思路及手法皆能從傳統書法審美中尋得對應，並且與同時期中國地區
甲骨文書法發展產生共振，可視為當時中國甲骨文書法實踐場域在馬來亞的延伸。第二類型為書家處
於東西方文化交通樞紐的馬來亞，生活中受到東西文化衝擊與影響，進而以比較開放的藝術視野來思
考中國書法的藝術性表現，視甲骨文為一種值得開發的藝術創作素材，以現代藝術的眼光進行創作。
下文筆者就兩種創作方向進行淺探。

 首先，第一種實踐方向於南來書家甲骨文書法創作中實屬大宗，眾多書家的實踐路徑都不出這一
大方向，有張瘦石、施香沱、松年法師、管震民、陳景昭、黃石庵、周曼沙、崔大地等人。

 張瘦石（1898‒1969），原名張磬石，生於上海嘉定。一九四八年南下馬來亞，歷任新加坡中正
及華僑中學、馬來西亞吉隆玻中化中學等教職，一九六○年春應聘為南洋大學中文系教授之後擔任
系主任，書法師從李梅庵、吳昌碩、曾農髯、蕭蛻等人，著有《中國文學流變史綱》、《中國語法教
程》、《文學概論講》、《瘦石論書》。一九八九年九月末，為紀念張教授逝世二十周年紀念，上海書
法家協會假上海圖書館會舉辦了《張瘦石遺墨展》。

 張瘦石崇尚碑派書風，自言書學觀受包世臣《藝舟雙楫》及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影響頗大。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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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石非常清楚甲骨文具特有的用筆，如他在《瘦石論書．篆隶篇》中表示：「甲骨文乃殷代刻於龜甲
獸骨之貞卜文字。古拙簡樸，令人有羲皇上人之想。多用輕活之直筆，與鐘鼎文多用圓渾婉轉筆意者
又大異」，並且指出甲骨文用筆之所以獨特，是「當與時代及鐫刻之材料有關」 5 ，張氏雖知甲骨文
與鐘鼎文之間的差異，並指出甲骨文的線條是輕活之直筆，甲骨文書法實踐卻留下了比較多「圓渾婉
轉筆意」書寫的甲骨文書法作品，這些作品明顯地沿用了他自身最為擅長的石鼓文筆法，以書寫石鼓
文如〈王孫公子聯〉（圖二）的用筆來創作甲骨文書法，我們從〈南北春秋聯〉（圖三）、〈明月良
朋聯〉（圖四）兩幅甲骨文對聯可看見，他純用圓筆藏鋒並以中鋒行筆，使其甲骨文書法的線條呈現
出厚重之感。

 施香沱（1906‒1990），字弘澤，出生於福建漳州。一九三八年，三十二歲的施香沱因日軍襲華
而南渡新加坡，一九四一年始任南洋美術專科學校水墨畫講師，一生從教育人無數被譽為新馬社會中
華美術的一代宗師，因桃李遍佈新馬而有「施香沱派」。施氏過世前一年，林萬菁將施氏多年來撰寫
的文稿出版，名為《香沱叢稿》。

 施香沱書畫篆刻皆優而為人所稱道，就其甲骨文書法而言，他的甲骨文書法創作主要依據了羅振
玉編《集殷墟文字楹帖彙編》和簡經綸《甲骨集古詩聯》。他有取法小篆筆法的作品，如〈鳴樂射濤
聯〉（圖五）、〈九有八方聯〉（圖六）等，或許是因學書路數與羅振玉相近抑或是直接臨摹了羅氏
甲骨文書法，施氏以小篆作甲骨文書法之氣息與羅氏十分接近，可視為羅振玉一脈的延續。

圖二、張瘦石 
〈王孫公子聯〉

圖三、張瘦石 
〈南北春秋聯〉

圖三、張瘦石 
〈明月良朋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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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他也有模擬甲骨文契刻風格的作品，如〈古樹夕陽盡〉（圖七）、〈少年唯飲莫相問〉（圖
八）等，這類作品追求契刻的特徵，書寫時不做藏鋒，力求模擬甲骨文刀刻的線形，線條搭接處多做
方折處理，但對於契刻刀削之感的表達略為刻板，每一個線條都趨於雷同，反倒失去了原生態甲骨文
的自然韻味。

圖五、施香沱 
〈鳴樂射濤聯〉

圖六、施香沱 
〈九有八方聯〉

圖七、施香沱 
〈古樹夕陽盡〉

圖八、施香沱 
〈少年唯飲莫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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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說，施氏在〈鳴樂射濤聯〉（圖五）的落款處寫下：「用小篆筆法寫甲骨結體」，他清楚
地知道甲骨的結體與線條具有鮮明的特徵，但在創作時他主動選擇了用小篆筆法來創作。為何施氏會
以兩種不同的筆法來創作，而不都使用近於甲骨文契刻感的線條呢？筆者以為這是書家出於點畫輕重
與作品效果的考量，從施氏甲骨文創作來看，但凡尺寸較大而少字的作品如對聯，施氏多採小篆筆法
書寫，反之多字如詩文類甲骨文作品則採用契刻狀瘦硬線條來創作。

 管震民（1880‒1962），原名望濤，浙東台州黃岩人，畢業於京師大學堂博物科，曾任中國山西
大學堂教授、省立二師校長、緬甸華僑中學教務主任及校長、浙江省西湖博物館自然科學館館員等職
務。一九三四年，時年五十五歲的管震民南下檳城鐘靈中學任教，在檳城度過餘生，著有《綠天廬詩
文集》及《綠天廬吟草》等。

 管氏書法體現了高度的穩定性，不論是哪種書體，或是創作年代，其書作保持良好的筆墨品質。
管氏甲骨文作品數量頗為可觀 6  ，這些甲骨文創作一致地呈現出他對契刻刀意的追求，線條整體偏
細，起收筆都有明顯的尖腳，在線條搭接轉折上方圓兼具，如〈時艱世異不逢辰〉（圖九）、〈長日
炎炎一事無〉（圖十）、〈遊故宮博物院律詩一首〉（圖十一）等。

 管氏書法深受碑派思想的影響，尤其在對金石氣的表達上，使他在表現甲骨文契刻的用筆方面，
線條都帶有細微地顫抖（見表二），而這抖動應當是出於有意為之並非身體因素造成的 7  。管氏的
「顫」表現得極為細微且自然，遠觀時難以察覺，但細看時平穩的線條則流露出細微的變化，這輕微
的顫筆體現了金石味，增加線條遒勁感，使他的甲骨文書法線條增加了豐富性。

圖九、管震民 
〈時艱世異不逢辰〉

圖十、管震民 
〈長日炎炎一事無〉

圖十一、管震民 
〈遊故宮博物院律詩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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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管震民甲骨文契刻作品

〈時艱世異不逢辰〉 
（1948年）

〈長日炎炎一事無〉 
（1951年）

〈春曉曲〉
（1953年）

〈雁山紀遊詩〉 
（1953年）

〈永言長樂聯〉 
（1959年）

〈遊故宮博物院律詩一首〉 
（不詳）

 松年法師（1911‒1998），俗名宋鐵成。生於江蘇海陵，十六歲皈依佛門，書法師從蕭退暗。
一九五二年南下馬來西亞檳榔嶼，駐錫檳城佛學院，一九六○年再赴新加坡弘揚佛法。松年法師的各
體書法都呈現出一種簡潔空闊之感 。他的甲骨文書法普遍上線條都十分光整及凝練，粗細均等，如
〈山明月白聯〉、〈唯有好與聯〉（圖十二）、〈通籍各高年又少〉（圖十三）、〈野客在山三十載〉（圖
十四）等。

 從作品來看，我們可得知松年法師書寫甲骨文的節奏十分緩慢，從起筆至收筆都小心翼翼，試圖
寫出乾淨平滑的線條，反而少了書寫性，多了一分描摹的意味。他在創作金文常使用顫筆來表示殘破

圖十二、松年法師 
〈唯有好與聯〉

圖十三、松年法師 
〈通籍各高年又少〉

圖十四、松年法師 
〈野客在山三十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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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這與他在創作甲骨文時的筆法有所區別，私以為這種區別或許很大程度上並非出於書家
個人對於甲骨文書法線條的認知，而是出於對工具書的直接模仿，他的甲骨文作品幾乎都出自簡經綸
的《甲骨集古詩聯》，通過對比後可發現他的線條的形質方面直接沿用《甲骨集古詩聯》中的線條，
就結字的疏密或連線條搭接的斷連處理都與簡經綸著作中範式的極為相似（見表三），顯而易見，松
年法師甲骨文書法在各方面都沒有過多個人思考成分，而是忠於《甲骨集古詩聯》而已。

圖十五、松年法師金文〈修身積德聯〉（局部）

表三、松年法師及簡琴齋作品對照

簡琴齋
《甲骨集古詩聯》

松年法師
〈山明月白聯〉

簡琴齋
《甲骨集古詩聯》

松年法師
〈通籍各高年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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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骨文書法在南來書家群體的書法創作中可算是一門小眾的門類，或因書家僅是偶爾作甲骨文書
法，抑或是流傳的過程散佚了，造成一些書家可見的甲骨文書法作品不多，如陳景昭、黃石庵、周曼
沙等人。

 陳景昭（1907‒1972），潮安庵埠人，畢業於暨南大學法學院，書法師承葉譽虎。一九四九年南
來新加坡端蒙中學任教。陳氏書法尤以行書見長，據一九七○年《南洋商報》的報導，南洋大學中國
書畫研究會曾邀請陳景昭講述中國書法，並指出「陳氏寫了甲骨文、行書多幅」 8  ，可見陳氏留有一
些甲骨文書法作品，可是不見傳世。從〈良玉比君子名花如美人〉（圖十六）這件甲骨文作品來看，
行書落款的用筆明顯比甲骨文來得熟練。作品中甲骨文與丁仁〈商卜文集聯〉（圖十七）中的起收筆
處理相近，沒有追求尖利的刀刻感，但在線條上增加了明顯地抖動，有別於管震民細微的顫筆。在線
條搭接處理上十分生硬，像是把線條擺放上去，並沒有考慮點畫之間的關係，反映了他只是著眼於甲
骨文的構型，並沒有過多書法筆墨上的考慮。

 黃子貞（1903‒1990），字石庵，生於廣東嘉應，一九二八年南下新加坡。黃石庵自幼習書，受
其叔書法觀念「帖不如碑，以帖太媚不可臨 」影響甚大，書風近康有為。黃石庵以行草見長。甲骨文
書法在他大量的行草創作中屬於非常罕見的類型，就〈守今古循〉（圖十八）這甲骨文的作品而言，
於落款中寫道：「右為甲骨文先輩葉玉森先生所寫……乃喜而臨之耳」，是南來書家甲骨文創作中少
數注明出處的作品。這幅臨摹葉玉森其甲骨文書法的生澀感是顯而易見的，這與他成熟的行草形成了
強烈對比，他的甲骨文線條起收筆都與葉氏的相仿，注重藏峰，但是線條卻少了葉氏一份遒勁感，他
嘗試將作品寫得行列整齊、大小一致、左右對稱，但結果卻差強人意。

圖十六、陳景昭 
〈良玉比君子名花如美人〉

圖十七、丁仁 
〈商卜文集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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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曼沙（1916‒1987），湖南長沙人，畢業於湖南第一師範學院，曾任教於長沙文藝中學。
一九三七年南來馬來亞，曾任吡叻司南馬志成學校校長，創辦明德學校並任校長。周曼沙行書基礎深
厚，偶作甲骨文書法，如〈梅花落一闕〉（圖十九）。此作落款處留下一段重要訊息：「偶閱《書譜》
中轉載前賢董作賓氏以甲骨文所寫元曲梅花落一闋有興摹之。」由此可知，南來書家創作甲骨文書法
時，除了甲骨文集字著作，《書譜》雜誌所刊載的作品也提供了輔佐。〈梅花落一闕〉作為臨摹董作
賓甲骨文書法之作，字形結構上基本與董氏作品相近，並無過多個人的調整，但在用筆上十分熟練且
流暢，使轉有度，甲骨文線條凝練，線條粗細提按有層次變化，作品頗具神采，不失為一幅佳作。可
惜周氏似乎只是偶爾做甲骨文書法，所以留下的作品不多，實在可惜。

 在這一類運用傳統書法技法進行甲骨文書法創作的大方向中，崔大地的甲骨文書法在筆墨意趣上
有了更進一步的闡發。

 崔大地（1904‒1974），生於北京，服務於中國軍政界。七七事變後，崔氏開始遊歷中國各地，
直到日軍侵華時期，他移居重慶、廣州、澳門，因妻兒亡於戰亂，而後獨自一人南渡南洋，遊歷東南

圖十八、黄石庵〈守今古循〉 圖十九、周曼沙〈梅花落一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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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各國如安南、暹羅，先後舉辦了數次書法展，一九四六年方到馬來西亞檳榔嶼，一九六五年移居新
加坡。崔大地有別於檳榔嶼同時期其他書家之處在於，他是南來書家群體中是極為少數專以創作書法
維生的書家，一生創作無數，涵蓋了甲骨、金文、簡帛、楷、行草。

 在那普羅大眾包括大部分書家還在思考書法是否能夠稱藝術的年代，崔大地已毫無疑慮的回答了
「書法是藝術」 9  ，視書法為藝術的觀念使他關注書法的藝術表現。崔大地甲骨文書法數量多，雖然
作品之間存有水平的落差，但作品都表現出試圖跳脫集甲骨文工具書限制的自我期許，如〈華山之下
長歸馬〉（圖二十）、〈不知春去未〉（圖二十一）、〈時時風月夕〉（圖二十二）、〈昔去雪如花〉、
〈其樂相逢聯〉等。

 我們視乎能察覺到他對當時以毛筆模擬刀刻一味追求兩頭尖中段粗的契刻狀線型的不滿，他追求
書契意味但卻不囿於硬瘦且單一的刀刻線型。在模擬契刻特徵的基礎上，他將甲骨文契刻刀感與書法
藝術進行轉換，他比起諸多南來書家更重視書法本身的筆墨語彙。

 以〈不知春去未〉為例，在用筆上他以中鋒為主側鋒為輔，不刻意的追求中段粗兩頭尖的線型，
用筆隨機處置使得甲骨文線條有了變化（圖二十三）。這幅作品在墨色上也表現出十分豐富地變化，
如「川通處處」，用墨由濃漸枯（圖二十四），使作品多了一層豐富性。

圖二十、崔大地 
〈華山之下長歸馬〉

圖二十一、崔大地 
〈不知春去未〉

圖二十二、崔大地 
〈時時風月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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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崔大地〈不知春去未〉局部

 值得一提的是，為何崔大地甲骨文書法實踐步伐比其他南來書家更為深入呢？這應當是得益於對
甲骨文的摹寫。一九五二至一九五六年期間，崔大地受邀遠赴歐洲英國倫敦中英文化協會、倫敦大學
及牛津大學、法國巴黎舉辦書法展，還受英國廣播公司（BBC）之邀進行書法演講及錄影示範 10  。在
英期間，他到大英博物館臨摹甲骨文原片，崔大地鍾情於甲骨片，日日觀甲骨片，大英博物館館長見
其用心，便允許崔大地攜帶筆墨工具進館臨摹甲骨片。崔氏在英的生活十分拮据，「雖以麵包配開水
度日，但不減其熱愛甲骨的學習動力」 11  。他對甲骨文認識應當是得益於崔氏對甲骨文原片的摹寫
（圖二十五 12 ），通過觀察和臨摹甲骨文的體驗，使他對甲骨文書法的認知跳脫了工具書的限制，並
往書法筆墨意趣的方向前進。

 上文主要針對在傳統書法內部系統實踐甲骨文書法之書家及對其作品進行解析，除了這一方向之

圖二十四、崔大地〈不知春去未〉局部 圖二十五、崔大地臨摹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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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於南來書家群體中，我們還看到了以現代藝術視野進行甲骨文書法創作的實踐探索。馬來亞作為
東西文化來往重要的交通樞紐的多元文化交融之地，書家在馬來亞生活，無可避免的接受了東西文化
的衝擊而影響了創作實踐，如：黃堯。

 黃堯（1917‒1987），原名黃家塘，浙江嘉善魏塘人，生於上海，以「牛鼻子」漫畫聞名。
一九五六年南下馬來亞，任教於檳城韓江中學及阿羅士打新民中學，一九七三年退休後定居吉隆玻。
黃堯本身對西方新潮的藝術十分感興趣，並認為東方書法是具有極高表現性的藝術，只是「我們華人
卻自己懷寶而竟棄毀於不顧，虧得日本有心在細心檢藏」 13  。從他的創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現代
藝術家的眼光來對待書法。

 他深受「書畫同源」觀的影響，認為「『象形』的圖畫文字，本身就是『畫』……寫一個『字』
（文），就是完成一張『畫』」 14  ，這樣的認知並非黃堯獨創，早在一九二四年容庚已言「因物賦形，
恍若與圖畫無異。 15 」黃堯表示漢字本身已經具備了美感，「原始圖畫文字中尤以象形的『文』美到
可媲美最古的畫，也是最新的畫，所以畢卡索叫我們研究藝術不要到巴黎，而應該去非洲，就是這個
道理。有時我可以竟日臥坐，讀寫圖畫文字而不厭不倦，因其象形所構成的美，無可比喻。」 16  基於
書畫同源的觀念，黃堯發現了古文字造型蘊含了值得開拓的藝術性，早在「85現代派書法」之前約一九六
○至一九八○年代之間，黃堯已開始了大量「文字畫」實驗創作。關於黃堯文字畫實踐，王南溟作如是
說：「當中國內地的現代書法實踐，具體到『文字畫』還未開始的時候，身居南洋的黃堯獨自一人就將傳
統書法的實踐放到了一個西方和日本的比較研究中，用他獨立的目光尋找書法發展的新方向。」 17  

 黃堯留下大量以甲骨文、金文為素材的文字畫作品，如〈般若波羅密〉（圖二十六）、〈金剛經
偈語〉（圖二十七）、〈百年好合〉（圖二十八）等。黃堯遺留下不少創作手稿使我們得以一探究竟（圖
二十九），以〈百年好合〉文字畫為例，創作的第一步驟就是集字，將字的各種造型列出，然而依序
放入畫面中，再進行結構上的調整，完成圖稿設計後再用方毛筆寫出。

圖二十六、黃堯〈般若波羅密〉 
黃堯基金會藏

圖二十七、黃堯〈金剛經偈語〉 
黃堯基金會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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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指出的是，黃堯的文字畫與沈紅茶、呂佛庭二人所作的文字畫的差異處在於，沈氏及呂氏是
利用甲骨文文字來作山水畫，如沈氏〈懸帆思歸〉文字畫是「由京、石、巾、舟、山、草、木、水等
二十多個甲骨文古文字組合而成」 18  ，呂氏文字畫如〈雲蟲蝌蚪任塗鴉〉（圖三十）則運用了石、
林、亭、門、子等諸多甲骨文組合成畫。而黃堯的文字畫雖然也是利用了甲骨文文字作為素材，但藉
由經營各個字的造型及擺放，對空間進行分割佈局來構圖，終究是以文字為主體。

 黃堯的文字畫創作，從他不斷修改的手稿中可見對畫面的經營，帶有了明顯的設計和裝飾感，文
字畫已在書法與繪畫之間的邊界趨向繪畫，也呈現出「畫字」的跡象，有了喪失書法性的危機。尤其
在用筆的表達方面，雖未離開傳統筆墨，但已浮現忽視書法用筆的跡象，如〈大吉祥〉（圖三十一）
的筆墨質量明顯有待提升。

圖二十八、黃堯〈百年好合〉 
黃堯基金會藏

圖二十九、黃堯〈百年好合〉設計手稿 
黃堯基金會藏

圖三十、呂佛庭〈雲蟲蝌蚪任塗鴉〉 圖三十一、黃堯〈大吉祥〉 
黃堯基金會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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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黃堯的文字畫，我們無法雖否認他的超前性，尤其是在當年資源有限的馬來亞環境中，他獨
自一人探索中國書法的可能性，對他而言文字畫並非「創新」，他表示「用原始的上古圖為文字來作
出圖畫來，現代人一定驚奇，還以為是什麼新潮畫，抽象畫呢？事實上是上古畫，最美的具象畫」。
但是這條探索之路在當時「尚未遇到共鳴者」 19  。

四、結論

 如上文所述，南來書家移居馬來亞後成為新、馬兩地書法的奠基與開拓者。因他們的南來，甲骨
文書法場域也伴隨著延伸至馬來亞，非古文字學者的書家們普遍通過集甲骨文工具書進行創作，在創
作路徑上可看到諸多書家延續了傳統書法的審美與技法來實踐甲骨文書法，多是繼承並延續中國甲骨
文書法實踐的成果，有的書家借用自身書寫金文、小篆的經驗進行創作，也有不少書家嘗試模擬甲骨
文契刻的線條，但因對甲骨文認知的深淺有別，存在一味模擬瘦硬契刻線條的現象，唯有少數書家如
崔大地跳出此窠臼。這批南來書家由於馬來亞的環境與歷史帶來的局限，大部分南來書家並沒有崔大
地遠赴英國親自接觸、臨摹甲骨文原片及拓片的機遇，他們對於甲骨文書法的解讀並非直接取法原生
態的甲骨文文本，而是藉由集甲骨文文聯的工具書或雜誌等渠道作為認識及創作甲骨文書法的仲介，
因此他們對甲骨文的認知程度很大程度上源於集字工具書，但工具書上的甲骨文已作者的「轉譯」，
造成工具書的缺陷自然而然成了書家們創作的缺陷，舉例而言：

 1.   陳景昭參考羅振玉《集殷墟文字楹帖》創作的甲骨文書法時，不假思索地使用羅氏著作中甲
骨文線條與字形。

 2.   施香沱外他參考簡經綸《甲骨集古詩聯（上編）》而模擬契刻筆意的甲骨文書法，他的甲骨文
線條及線條搭接處卻比簡氏該書集字範式的更為單調方硬（圖三十二）。

圖三十二、施香沱甲骨文書法與〈甲骨集古詩聯〉對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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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管震民的甲骨文創作多參考自丁仁著作如《商卜文集聯（附詩）》和《觀水遊山集⸺�集商卜
文》，他擅於美化工具書所提供的甲骨文造型（見表四），但其美化卻僅關注字形，是依丁仁
的範字再做修改，而目的只為讓字形達到更為方正，在章法上又與丁仁工具書中的空間概念
並無本質上的差異，創作時皆依照丁仁工具書提供的範式，創作出小篆般左右平衡、章法行
列整齊、字形大小相等的甲骨文作品，漠視了原生態甲骨文欹側活潑的豐富性。

表四　丁仁與管震民作品對照

丁仁
《商卜文集聯（附詩）》

管震民
〈時艱世異不逢辰〉

 就現代的眼光來看，他們的創作或多或少都有缺陷，但不能忽略的是，在當時書法材料及資訊不
足的馬來亞，書家們受到環境及時代帶來不可抗的限制。工具書成為了書法對甲骨文認識的重要媒
介，而集字工具書的缺陷自然而然的成了書家的缺陷，以此便可理解為何這批南來書家的甲骨文書
法實踐普遍呈現出一種集體刻板的現象。另一方面，因為馬來亞是東西文化交匯之地，黃堯受到東西
方文化衝擊而思考中國書法的藝術發展空間，進而使用甲骨文文字為素材進行了一系列前衛的「文字
畫」探索，使甲骨文書法實踐領域留下了寶貴的歷史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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