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之少1、i 垒重力戈

二民义资料

If 
f
斗
牛
飞
/

，
再

辑

少
4

ω

1

第

「

凸
U

LJ

d 

AVE

( 

,rt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

泉州市鲤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刑



泉州鲤城文史资料

第 12 辑

(总第三十辑〉

主编许志

编辑傅全呈

林南生

洪鹤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泉州市锺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封面设计:张镜涵

泉孙i鲤城文史资料

第 12 辑

(总第 30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最 5州市鲤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玉犀巷 20 号

我准证号=泉新出字第 0034 号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出版



编辑凡例

一、本刊仿照全国政楼编辑《文史资料选辑》的先例，

从征集的史料中，选载与鲤域区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历史

资料。

二、本刊出版的吕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并推

动撰写资料工作的开展。房选的资料大都是撰写者亲身

经历和见闻，有一定的史料徐值，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

的局限性，所述史事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

因此，本刊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以{共有关方面

研究地方史时的参考。

三、本刊所选的材料，包括从建匮前到改革开放以来

各个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科技、社会、华侨、民

族、宗教、人物等各个方面的资料，钱据北戴河会议精神，

侧重转移以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为重点，建国后资料

坚持"三亲"，不必求全，不作综合编写，不搞体裁，只要有

史料价值，都可选入。

四、本刊所发表的资料，欢迎词者提出补充与订豆。

五、本刊对来稿可加以选录、服节和文字上的修改，

也可多篇合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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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Ii"翰林龚"的传人

一一台湾作家兼画家龚书绵教授

蒋以河

抗日战争初期，泉州省立晋中(泉五中前身〉内迁德

化甚文店上课。 1940 年秋，由于工作关系，我开始认识了

一位不普适的女同学一一龚书绵。多少年后，她成了台湾

一名颇有名气的作家、画家和教授。

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为联络同学感情，争取龚

自大陆探亲，我和已故老伴黄雯清经常与她通信。她年逾

花甲，记忆犹新。 1993 年 9 月，应省立晋中在泉校友联络

组征稿之约，教授特自台北和我通电话，谈抗战时期她在

校内最爱唱的许多流行歌曲。如《流亡三部曲》、《夜半歌

声》、《渔光曲》、《松花江上》、《嘉陵江上》、《满江红》、《热

血歌》、《黄河大合唱》、《旗正飘飘>>.……还有《烟雨漫江

南队《泼泼江南月》、《昨夜梦江南》、《念故乡》等等。表达

了她当时爱国思乡的满腔热情和高尚情操，于今未忘。

教授谈锋毕露，继又保起平日关系密切的女同学黄

雯清、李祖彰等几人，时相在店前荷花池畔引吭高歌，酒

脱无捐，悠然自得的情景。

教授从小具多元化兴趣，常融靖于求知和生活艺术



之中。时校中语文教师萨兆琛自编自导一系列抗日爱国

话剧，她曾和陈双黔女同学等合演过《保卫大福建》等国

目，还博览中外名著如巴金的《家》、《春》、《软》、苏联托织

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法国罗曼罗兰、巴尔扎克，英国肖

伯纳、莎士比亚的作品等……。其刻苦攻书与少时元异。

近年她在所著《芳草出庄》散文集里曾自撞道"少年夜读

时，琅琅入口，待到夜阑人静时候，父母呼唤:‘阿绵，已万

籁俱寂，读书如此声响，默读不亦可子γ方止。"这种攻书

精神予她后期在文学上的成就奠下良好基础。

学术生涯占教授的大半辈子，其造诣令人惊异。省立

晋中(初中)毕业后的数十春秋里，她所走过的艰辛历程

并不短，组尽管所处环境有尉，感受不同，对人生和事业

上的寻觅，探索和追求，却未有离开过一个成功者所行过

的轨迹。从童年、中年到老年，从启蒙教育到大学深造，从

一名普通小教到大学教授、作家、画家、从爱恋，婚娼到家

庭，从事业开始到成家立名，莫不一步一脚印，不知疲倦

和满足。教授的成功应属多因素的。出身、家教、环境对

其个人成长不无关系 s学校、爱人以及名人交往对她自我

思想、信仰、感情和修养均属不可或缺的。知情者皆赞其

成功之道是和她不懈的努力、镇而不舍的坚强性格、意志

与毅力放关。

泉州域内逼政巷i日馆驿，一座古式结构的平屋，它是

鼎鼎大名的翰林世家。据教授悖品自述:姓龚祖先摞出武

陵，后迂钱塘，宋以还移居福建泉州。其祖历代以科名门，

仕宦之家，文章道德克重于群彦。在文学方茧，才子迭出，



代有传人，故有"翰林龚"之称。教授即"翰林龚"的传人，

生于 1924 年。她的家乃一个虔诚的佛教家庭，父爱吟诗，

母念佛。母是祖传二百多年泉州"神袖"著称的吴范志的

女儿。教授有两个弟弟，大弟书锋，历史学界专家、教授，

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从事学术研究近四十余年。二

弟书亮，为香港梨园艺术界享有名气的人才。孩提时期，

严格的父教母范于教授有深刻影响。她少时即好读书，吟

诵吉诗词、醉心于乐章，曾在她家中"芳草山庄"(龚氏书

斋)度过美丽的童年。受过四年私塾教育，攻读《三字经》、

《千字文》、《五字鉴上《百家姓X即所谓野三千五百勺、《幼

学琼林》、《于家诗》、《唐诗三百首》、《古文释义》以及《四

书》、《五经》、《史记》、《汉书》、《春秋》、《左传》、《战国策》

等。学生多族中子第，约数十人，由其父，伯父分别教授

之。后转入小学、中学。惟敖假国家时，仍在书斋里续修

国学课程。故其古文涵养所以深广是因其结学即有基础。

教授认为"人生最有价值的莫过于读书气她的大半

生n以读书为乐气所作诗中道"邀捞不觉出行远，松荫吟

诗旦吉姆"，又谓"天下奇书难读尽"，可见她读书之博之

广。私塾读毕之后，虽转入小学，锥对其书斋里所陈悬之

诸多就知i西湖风光、字画，她都感兴趣。这和她后来随丈

夫一一一代大师、著名书画家高逸鸿先生学画，直至成

名，犹有一踪关系。

艺术必须立足于现实。教授曾说"艺术对个人性情具

有潜移默化的功效。"她通过与名家观摩书画、阅览名著，

自我感觉胸襟开脱许多，信心和毅力格外饱足。后期在台



湾各大报刊陆续发表作品，蔚为卓有名气的作家兼画家，

她的创作亢以散文为名。教授的名画以兰竹、墨梅、竹石

为著，所画清漠，云山亦甚清澈高雄。曾送我"家在清溪那

边"山水画一帧，"岁寒之友"梅花照片一张，视为珍品。

1950 年 9 月，蒋经国先生〈时担任台湾"退除役宫吴

辅导会主任委员勺逼过早年留苏同学、"立法委员"王新

街先生向高逸鸿先生表达学踵的意愿，于是每勇一下午

二至四点风雨无阻都到龚家学画，连续三年，未曾缺课。

高先生授以先学四君子入手。学画期间，蒋曾亲送《扎运

大同篇石刻》、《书道全集》以及笔墨、镇纸等给高先生，时

或带些礼物，水果送孩子。和蒋经国一起自高师学画的尚

有台湾a行政挠长"盒鸿钧夫人董梅真女士，"立委"韦永

成先生等。龚教授作品中写道:蒋经国自画二张国画，即

梅花和竹石图蹭送高逸鸿，上款书"逸鸿吾师存"，下款署

"生蒋经国敬学画"等字样。

1963 年，高龚夫妇于台北市人寿楼举办书画联展

时，蒋经国亲去参观。 1977 年又于台湾省立博物结举办

书画合作晨，台"总统府"资政张群、大画家张大千先生、

"立委丹王新衡等均前往参观。 1983 年台湾前"总统"严家

淦亦往台北市"国立"历史博物馆画廊参观高逸鸿遗作

展。根据龚教授所述:在台北画家卖画靖形以高逸鸿、张

大干、黄君璧为最，可见其夫画作备受欢迎之一斑，教授

自叹"逸鸿为当代称三绝、书画兼工诗亦杰。"

龚氏夫妇皆有急人之急，忧人之忧之善良感情和美

德，乐善好施，助人于困犹恐不及，对现实亦很敏感。她善



于托物寄志，寓情于诗、画、乐之中，从而抒发热爱祖蛋、

热爱民族、热爱家乡、朋友的大感情。寒州情源出、紫幅

山、洛阳桥，闽南甲刹，八大景观，湖光水色、绿竹翠林

.…等等，举凡少年时候所见，所游、所闻，至今依然历历

出现在字画、诗词和散文作品里，感情银深。读之如亲历

其境，引人深思。颇搞其早、近期思乡诗词儿首于后 z

(早期四首) : 

梦回故乡

水曲晋溪如带，

温陵出入清秋，

江获剌楠还接，

洛 ÆJ桥下归舟。

梦西湖

江南春旱，

翠福生寒。

绿杨吉道，

独自盘垣。

还景

山峦对峙默默，

雨后水声凉凉。

勾起童年旧梦，

门前海接苍穹。

还眺(祠寄忆江南〉

登高望

四野绿油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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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三首) : 

嘉树浓荫秧在水，

海湾涌浪白云浮，

宛在吉泉州。

《垃国涝》提望紫需J.，(一首〉

岚光红映枫林醉，

紫帽山前芦腰飞。

心系凌霄峰回转，

紫溪船载菊花归。

《返乡诗选》于崇式途中〈一首)

含笑清源横北廓，

东西两水绕泉城。

家山处处呈苍翠，

半纪离愁不胜情。

《返乡诗选》洛 Ffl 桥上街样〈一首〉

半江落，一江清，

千里归皖万里情。

海角天涯何处去，

乡心系缆向江城。

戏黯爱好亦教授艺术生涯中的重要内容。她在学生

时代，从《南妇》一剧女角二八村姑到龙钟祖母都曾试演

过。教授认为"戏剧为人生之缩影"，因之产生浓厚兴趣，

在省立晋中母校即已是引人注吕的剧台角色。后升学国

立第一侨民师范，三十年代闽西剧运正风起云涌，从龙津

桥上〈德化〉到汀溪水酵〈长汀)，同是一出一水，一个演



员，一个性格，而对戏剧艺术的体会和造诣，却深浅不同，

愈益精湛。在静师，龚教授曾先后公演过《牛头龄》、《北地

装烟》、《雾重庆》、《风雨归舟>> ~ (<野玫瑰》等，部主都捡演

主角。这些综合性的艺术锻炼，对她后来做人处世都有无

彩的影响。

龚民不久东渡，就读于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台湾"国

立"师大前身〉专攻教育系，于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

仍有偏爱。曾参加该校"人间剧社气公演过《金玉满堂》、

《寒夜归腰)} ~ <(南归》等。大学时代参加各种社司、戏剧研

究桂、文艺创作社，艺术合唱团等，公演过多幕话团二十

余部，参加台湾名歌百人大合唱。现为"文友合唱团"主要

成员 .1980 年到过北京访问演出。备受各界盛情欢迎。

大学毕业之后，她执教台北师校和师专共三十年。与

昌画大师杭州人高逸鸿结婚。生育子女六人，男女各半。

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均毕业于台大，政大，师大等高校。

老五、老六亦名校出身。其中老二高静华〈女〉继承父母，

书画并秀，曾去纽约艺协担任国画讲师。老六德华〈女〉为

"天才音乐家"，皆一门名秀。高龚婚后生活在自家"兰香

馆"中俨兰香馆"有千里共香之含义〉龚师事高先生，先学

画匹君子多年，后勤攻古诗词，常黯诗入画，意境皆甚清

越。她喜读文学，美学书籍，擅写散人，经常散见于台湾各

大报刊。文章富有哲理，颇受好评。台湾陈立夫先生曾经

赠诗"学不厌教不错，位于仁游于艺"。"大而为容，刚而不

屈，中而无偏，正丽还邪"其文学修养和艺术天分，深得许

多人钦慕。教授现任台湾文艺界联谊会顾问、福建同乡会



文教委员、诗噩家协会理事，"六挂"、"六姻"、"六德"美

协、妇挠等会员。多年来，著有教育论述《儿童教育原理与

设计》、《阳明忠想与现代教育》散文有《芳草山庄》散文

集、参与《杨芬集》近体诗创作、《八闰美术集》刊行、<( ì闺

园》主编出版的龚书绵大陆游踪《乡情万缕》、《故国游》、

《我回到文化古城寒州久以及台湾各大摄f!J副刊发表的

近作散文和诗词等数十篇〈首) ，作品内容极其广泛，涉及

文学、美学、哲学、道德、伦理、电影、戏剧艺术、人生观、世

界观、价值观等，堪称精辟透彻，购解3虫持。其业余创作精

神和收获的确令人叹服。作者送我散文集一册，并近期发

表的各类作品复印本甚多。其中二、三篇"返乡"诗作和散

文曾经泉州市作协陈志泽主席转《泉州晚报》、《福建侨

报》发表。

龚氏在她丈夫高先生病故之后，一度悲痛欲绝，但很

快就挺起来。她把全幅精力和感情领注于晚年的创作生

涯里和随团族游歌唱等宁静致远的生活乐趣中。不强屡

续从事笔耕，为各大报刊撰写所爱所长的散文、古诗词，

抒发她爱国爱乡、思亲念友的晚年心情和高尚情操，有时

亦为举办书画展忙于集画作画，十分优哉游哉。又谓她还

是一位闲不住的贤主妇，退休后，整日为家务、课务丽芳，

如上菜市、下厨房、看孩子、阅读、习画、练唱、上修辞学以

及抽空参加郊游等，是一位出色的事业家兼家庭主妇。论

事业她的确造就不少，而却十分谦虚平凡。她说:"文学不

过是她爱好之一，{旦刚刚起步"，"八字还差一撤呢。"又

说:"台湾流行一句话‘人至七十才开始， F 于今她七十还



不及，想多读几本书"。真是谈笑风生，令人起敬。

学海无涯，天外有天。龚书绵教授的学问和艺术虽已

达到炉火纯青，而→切还在重新开始。路涯漫其{彦远兮，

吾自心中有灵犀。"翰林龚"的传人，芳草山庄的才女，一

位海峡彼岸的现代女佳，其珉辛的成长过程来之不易，其

充沛的创作生涯和高深的艺术造诣将如少年时代她爱唱

的一首歌"长亭外，古道边……夕阳山外出"。

〈本主蒙台湾龚书绵教授平时提供大量作品书信等

资持以及泉州市鲤城区政协文支资持研究委员会主任傅

全呈先生给予最大的关心支持，藉此谨表感谢。文中忽略

之处，尚乞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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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台湾当代女性杰出书画家个人资科表

姓名〈中、英文) :龚书绵 Kung Shu Mien 籍贯 i 福建省泉7Ii市

书室名称 g

兰香馆1l，LANE 1l3 ,HO PING EAST ROAD ,SEC.l I 年黯 i 民国 17.10.15
TAIPEI , TAIWAN , TEPUBLIC OF CHU唔A

住址 z台花市和平东路一段 113 巷口号

生活经历素描ε/

电话
3515966 
393-8766 

龚书绵，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时代具多方兴趣，曾参加各种

社团，如戏黯研究桂、艺术合唱团、文艺割作社等.曾主演多幕话剧达廿

余部，均得好评.参加名歌百入大合唱，音域极广3故一部二部之旋律皆

优为之。〈这个兴趣，至今不减，现为文友合唱团之主要成员〉大学毕业

后，兴趣启动转静，离读范围，踪戏黯小说外，偏于古今文学名著，远茜巨

梅，亢喜欢散文，及近体诗〈如唐人绝句〉特影是唐宋八大家的文章。

从事绘画经过 :1

我大学毕业后，在省立台北师校教书。心中有个梅想，希望教育与文艺契

合，在生活中会更具意义。于是课余倡然爱好艺术活动，如听音乐演奏，

参现画展等等01951 年春天，中国美术褂会，在台::lt举办了一场相当出色

的书画展，作者为挠;川西冷画会的画家，高逸鸿先生，高先生于前一年始

经香港来台，他不但画得好，而书法也十分住秀，尤其画上题诗，配合著

一手好行草，实乃美上加美。让现者，不忍离去，当时，我是观众之一，曾

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画展仿佛给我很大的启示，觉得中国的古典艺术，

真太美妙了。

主要挥承及画友的影璃 :1

高逸鸿先生，首次在台开个展，我国参现而认识了他，最主要的缘由，乃

是其中有一幅"榜燕"图的题诗，漏写了一个字，而让我发现了.画展之

后，我的彼此交谈，或用书信表达了一些，彼此对于艺术方面的见解，从

而如强了我对诗、书、画的爱好，因此我的非常投缘惑情日深，一年后，两

人闰到圆Ji.寺现音大士前，向神求卡，得廿三签一一大吉，于是，我们便

谈论到婚嫁，从而择定吉日结婚.婚后，生育了六个儿女，等待一群儿女

慢慢长大时，我才开始向他学画，班以说，高逸鸿是我的丈夫，也是我的

国画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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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画风与特色，/

离逸鸿先生教学生，开始时，都是先敦白君子，他常说，四君子画法是一

切花卉画的基础，他先教我面竹子，而后兰花、菊花、梅花，偶而也画些蔬

果，他不让我模仿他的画稿，要我拿起笔来就自己创意，当然画的原理原

则也同时讲授，在四君子中，他说，出梅花最容易，菊花次之，竹子又次

之，最难为兰花，但我学习时的过程，恰恰与之梧反，原跃为画好竹子，不

再旁及其他，后来，他看我悟性颇佳，就继续教我国剔的。

对从事书画，美术的心得及体会，/

吕西艺术的探索，我是从中年以后才开始的，最早我常体味王维的那种

意境"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胸中藏有许多诗味浓郁的意象，但不能表

达，也是枉然，一个画家也离诗人一样，要先"胸有成竹"，你才能画出竹

来，至今竹子画得美不美，那全靠你手上的磨练，所谓技巧纯熟，熟能生

巧是也。我自早年背诵了许多古人的诗句，慢慢孕育而来的。自外子逸鸿

离世后，至今十年的光景，这十年来，我又从西冷女画家.朱珊女史学画

出水，比如我喜吟"平林漠漠锢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的词境，我已经学

会画出简笔的山、树、和水涯等来表达这意象。这是一尉，其他不胜枚举。

对人生的理想及前瑭，/

我对艺术的理念，尤其是绘画，受了老子哲理的启发很深，所谓"为而不

有"，本来，下笔创作.原是自恰恰人，自得其乐，我不存任何名和i思想，从

不想开个展，但是为团体合展，强迫我拿出一两张应景，我也是乐意的。

入，该有合作的精神，才不致离群市索居。按艺术的原理，都是无所为而

为，原是艺术家生存在有限的空间，另开一个理想的世界，去寻找情趣。

所谓诗情和画意，是艺术家对于"无限"幻想的转化，人生之所以有诗情

和梦想，也就是这种转化的结晶。

对当今艺坛的省思及建言，/

我在艺坛上，从学程来讲.还属于幼儿吕小班学生，从成绩上讲，仍然是

站岗的小兵了，在生活中我忙于学习都来不及，怎敢加以妄言，请宽恕为

宰。我即使有满腹的感想，还是暂时保留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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