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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竹風把充滿傳奇色彩的鄭愁予

喚來了。

這一日，竹中校園裡顯得特別熱鬧，

要求開放校外民眾聽講的電話不斷。二時

不到，六百席座位的音樂館已湧入多達

八百位聽眾，連走道上也坐滿了青年學

子，以及來自新竹女中、實驗中學、竹北

高中等鄰近學校的師生。鄭愁予長年旅居

美國，為耶魯大學的駐校詩人，十六歲即

出版《草鞋與筏子》，來台後持續創作，

出版《窗外的女奴》、《衣缽》、《雪的

可能》、《燕人行》、《寂寞的人坐著看

花》等多部耳熟能詳的詩集。今年應東華

大學英創所之邀，返台擔任駐校作家。從

美國東岸來到花蓮，再從島嶼的東岸回到

詩的啟蒙地酖酖新竹中學。雖是迢迢萬里

紀念簿題歌 鄭愁予獻給竹中

新竹中學校友、詩人鄭愁予昨天到前竹中校長辛志平故居，暢談他心中的中學教育，

並且公開一首 1950年所寫、昨天修改的「紀念簿題歌」，道盡他對母校新竹中學的深
情祝福。

新竹市東門街的辛志平校長故居整修後，成了發表藝文作品的好地方，竹中校友更

是經常在此發表人生看法和教育理念。

竹中校友、元智大學校長彭宗平等人昨天邀請鄭愁予來此談詩、談六藝、談現代教

育、談教養經驗，也發表他當年來台寫下的第一首詩「紀念簿題歌」，並在昨天重新修改。

鄭愁予說，辛校長是中國現代教育史上堅持五育並進、成功揉合中華傳統與西方優

點並具有創意的少數教育家，應成為百年施教的典範，他以「辛竹中學」表達對辛校長

無限的儒慕。 
【聯合報 /2009/05/03】 【記者彭芸芳／新竹報導】

紀念簿打開了－
鄭愁予在新竹中學演講「失去的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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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征途，詩人的臉上卻未見舟車勞頓的疲

累。此次演說以「失去的感性」為題，鄭

愁予徐徐走上講台，台下立即以熱情的掌

聲迎接「學長」。重返闊別五十五載的母

校，他兩手高舉，激動的神情溢於言表，

過往的一切，詩的一切，有如紀念簿般

地，一頁頁被打開了。

1.特別香的風
一九四九年，生於河北的鄭愁予飽經

戰亂，輾轉來到台灣，經插班考跳級考入

新竹中學三年級。最令他懷念的人，就是

當時校長辛志平先生。

「一走進大門，我感到有一股特別

溫馨，充滿香氣的風，這是辛校長建立起

來的校風。」他感性地說。為了此次回母

校演講，他特地剪短了頭髮且未染，強調

「原味」，希望讓竹中學子看到畢業數十

年的學長仍保有竹中人的率真自然、樂觀

進取的氣息。

他回憶起高中時，身著日治時期延

續下來的卡其制服，頭戴竹中帽，髮不過

耳下三公分的竹中歲月。山脈青青，校旗

永遠在風雨中飄盪；音樂老師蘇森墉帶領

下，校園的每個角落無處沒有合唱，無處

沒有聲歌⋯⋯辛校長沒有因為竹中是桃、

竹、苗三地的最高學府，而放棄升學科目

以外的四育，每個學生都必須看得懂五線

譜、美術要及格方可畢業，辛校長對知

識、道德的要求，他認為是一種感性的教

育。

辛校長學識淵博，只要有老師請假，

不論哪一學科，校長都可以從容代課。一

回校長兼教歷史課，段考考題相當艱澀，

那次鄭愁予考了全校最高，八十九分，辛

校長特別在聚集全校師生的朝會上表揚

他。彼時英文、數學、理化等是主科，而

校長卻對被視為旁科的歷史給予相同的尊

重，他的無私、開闊的胸懷一直是鄭愁予

難忘的，為他日後堅持文學藝術產生深遠

的影響。

2.尚老師與羅老師
國文老師尚奎齋先生是他的新詩啟

蒙老師。尚老師受文言文教育，國學造詣

很高，每週規定學生要寫一篇作文。新詩

尚未成熟，許多國文老師尚未接受新文學

的當時，鄭愁予不按牌理出牌，一首新詩

權充作文交上去。老師竟未斥責，反倒打

了全班第二高的分數（第一高分仍寫規矩

的論說文），同時在課堂上當眾讚美鄭愁

予的詩是很好的作文，並鼓勵他繼續寫下

去，新詩創作「一條寂寞的路」便展開了。

鄭愁予說，青年時期是所有有志寫作的創

作者開始書寫的最好時期，尚老師挖掘了

他潛在的特殊才情，使其「感性」得到充

分的發揮。

鄭愁予的地理也很好，地理成績之

高，班上無人能出其右。教地理的羅富生

老師從未因為成績好而褒揚他，他卻是鄭

愁予在文章裡一再懷念的老師。最教他印

象深刻的，是一次學校同學到獅頭山遠

足，中午吃飯時間，喜歡喝酒的少年詩心

引動，用午餐的飯錢買了一瓶廉價的桂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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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坐在大石頭上一人獨飲，眺望山水。

帶隊的羅老師撞見，從袋子裡取出自己從

家裡帶來的麵餅給他，說：「年輕人不能

餓肚子的。」老師又要去了他的酒壺。就

這樣，少年有些拘謹地吃著老師的午餐，

老師喝了一口他的酒，說：「這酒是劣酒，

不可多喝。」把酒遞還給他。一對不多話

的師生各據一顆大石，盤腿而坐。面對秀

麗的山水，默然無語，恰如李白詩句「兩

人對酌山花開」的情景。高中生喝酒，即

使在當今的校規也是不被允許的，羅老師

的豪氣，對學生的傾囊交心，令少年的鄭

愁予眼眶濕潤。

他提到羅老師的一則英勇故事。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不久，本省籍民眾聚集

在東門路辛志平校長東門路的寓所前抗議

外省霸權。羅老師身材魁梧，隻身站在辛

寓大門前，用道地的台語、客語、日語，

向他們解釋辛校長是來辦教育的，辭嚴義

正，不畏勢眾，得到民眾的理解，抗爭的

人潮漸漸散去，成功化解一場族群之間的

對立。鄭愁予認為，過去的中國政治「立

德」多於「道德」，過於強調忠孝誠信。

倘使政治領袖以仁為本，風行草從，人民

皆可行仁。而在他眼中，羅老師不僅是一

位飲者，教育家，更是一位勇敢的俠士，

他人格的感化力，包容力，為孔子「仁」

的思想的展現。

3.感性的教育 
鄭愁予以極富磁性的嗓音，朗誦了一

首高中時題在同學紀念簿上的舊作〈紀念

簿題歌〉，起頭兩句「紀念簿打開來了／

題些什麼才好呢？」對即將離別的校園生

活與同窗好友，依依的離情盡在不言；物

換星移，此時聆聽鄭愁予重讀少作，更覺

悲涼，在場師生無不為之動容。此詩當時

沒有發表，至民國七十六年，才收錄於詩

集《刺繡的歌謠》。少年的鄭愁予此時已

展露詩情，用「紙窗」、「粉牆」、「床

單」三個意象比喻空白的紀念簿，第二段：

「如果這是一片粉牆 我會畫出蒼青的山
脈／給你 又在你這牆上畫出高林浴著雲
海／一椽茅屋隱約在山腰間」，其中「蒼

青的山脈」指的正是新竹中學的後山酖酖

十八尖山。課餘時間，喜愛大自然的鄭愁

予徜徉在青青山林裡，感受新竹風溫暖的

吹拂，讀山巒起伏，讀花，讀葉的開落。

「畫完了三個卑微的祝福／然後⋯⋯／我

是不題名字的／只畫一個道旁送行的少年

／又畫他在山腳下仰頭呼喊」，由實轉

虛，道盡鄭愁予對斯情斯景的深情告別。

短短的一年竹中生活，影響了鄭愁

予的一生。他表示，在竹中受到美的陶冶

與人道關懷，使他的人生視野、看世界的

方式更加廣闊。鄭愁予熱愛體育，和對美

術、音樂的濃厚興趣，都是在竹中時期培

養起來的。而這樣對於美的、道德的感

性，「如今似乎漸漸成為一種失落的、式

微的老感性」，他感慨地說。

4.喚回失去的感性
感性何去？鄭愁予相信，失去的感

性還存在，並未消失，而文學可以抓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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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並喚起更多人注意。甫出版的《2004
台灣詩選》，黃春明〈國峻不回來吃飯〉

最讓他感動：「媽媽知道你不回來吃飯／

她就不想燒飯了／她和大同電鍋也都忘了

／到底多少米要加多少水？」、「我到今

天才知道／媽媽生下來就是為你燒飯的／

現在你不回來吃飯／媽媽什麼事都沒了」

此詩在事件淡卻之後，以平靜、無雕飾的

敘述性文字追念夭亡的愛子，寫的不僅是

一位父親，更是天下父母的共同牽掛。香

港幾年前票選最喜歡的詩，孟郊〈遊子

吟〉獲最高票，鄭愁予表示，文學作品

將孝道宇宙化，從傳統儒家思想狹窄的

「孝」的立德裡提昇到不朽的境界，即是

「仁」的展現，故《孝經》讀後未必能起

身行孝，而〈國峻不回來吃飯〉確實有感

發人的力量。

由於新竹中學感性教育的陶冶，這

樣的感性伴隨著鄭愁予和他的詩，使他一

直以來秉持著正義，替受委屈、條件不好

（disadvantageous）的人說話，也因此
他特別推崇國父孫中山先生。他寫了長詩

〈革命的衣缽〉紀念國父，「那是熱血滋

生一切的年代／青年的心常為一句口號／

一個主張而開花／在那個年代 青年們的
手用作／辦報 擲炸彈 投絕命書」，展現
鄭愁予強烈的使命感。寫此詩時，感於其

高尚的人格而一再嘆息復流淚。陳義芝笑

言，十幾歲的青少年時期因此詩的鼓舞，

真有想捲起袖子、頭綁布條「革命」去的

衝動。

這樣的感性是抒情的，他說明，抒

情詩有情懷、情思、情趣三層次，〈革命

的衣缽〉抒的是情懷，但非個人小我的情

懷，而是為了人類的自由而寫。而詩若有

趣無思，缺乏高層次的內涵，有思無趣則

不能動人，鄭愁予建議年輕寫作者，可從

情趣入手，藉由創造性的趣味表達情思。

5.最美的字
最後，鄭愁予將情歸結於「青」：

「情從「青」來的，是漢字中最美的一個

字」。由青構成的字無一不美好，無一不

抒情，正如「青，其實是距離的色彩／是

草，在對岸的色彩／是山脈在關外的色彩

／一點點方言的距離，聽著，就因此而有

些／鄉愁了」（〈青空〉），有青在心，

天地萬物皆有情。身為一名抒情詩人，鄭

愁予未曾失去他的感性，未曾忘記孕育他

的土壤，新竹風掀動的每一頁。

註：題目借自鄭愁予詩作〈紀念簿之歌〉

對於美的、道德的感性，如今似乎漸漸成

為一種失落的、式微的老感性？感性何

去？鄭愁予相信，失去的感性還存在，而

文學可以抓住感性⋯⋯ 
本文引用自 94/4/3聯合報聯合副刊 http://
blog.yam.com/worms80/article/499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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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陳小凌】土地有多大，才叫優
渥；文化有多少資源，才叫價值；生活

有多少場景，才叫人生！在國內藝術收藏

界，榮嘉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葉榮嘉

是位奇人，除了他眼光精準和下手的果

斷，幾乎無人能出其右；而他古典與前衛

兼容並蓄的品味，以及與藝術家們的深厚

情誼，甚至成為莫逆之交，堪稱為藝壇佳

話。

葉榮嘉雖然專學建築，但他對藝術卻

是情有獨鍾，他的收藏史超過四十年，收

藏品項極具縱深，早期以前輩畫家為收藏

主力，自 1988年買下新竹這片佔地十萬
坪的土地之後，葉榮嘉即著手打造他個人

的三十年大夢。在園區內和他訪談中，更

發現這位收藏大家言語之際，充滿對藝術

的熱情和抱負。當初是怎樣的機緣，讓這

位農家子弟走入藝術典藏？

台客野獸派郭柏川 開啟收藏機緣
葉榮嘉說：「收藏」是藏家與藝術

家的一種因緣和感心。當初考上成大企管

系，後轉建築系，因學建築得會畫速寫，

很幸運地從「台客野獸派」大師郭柏川學

畫。每個假日，到郭家學畫，結下師生情

誼。當 28歲考取建築師執照，賺到第一

筆大錢，「你知道那時老師的畫，是一號

一兩金。當時我選中六幅作品。老師本來

想勸阻我買的，大概看我年輕剛進社會，

怕我是打腫臉充胖子；等了半年，他才將

我寄去的支票拿去兌現，知道我沒開玩

笑，還很感心地多送了我一幅。」

如今，郭柏川的畫作炙手可熱，在

國際藝術拍賣市場上屢創高價，如「北京

故宮」去年蘇富比香港春拍以兩千四百萬

港幣落槌，「我也有一幅相同構圖的『北

京故宮』，只是色彩沒有陳泰銘原收藏的

那麼紅，而老師個人也說比較喜歡這幅

畫。」就是這段機緣，讓他一頭栽進藝術

的收藏。「其實那時也沒啥收藏觀念，純

粹就是喜歡而已。在成大唸建築時，自己

還動手翻譯一本西方藝術史，來認識西方

藝術。說起來，一開始並沒有名利和投資

的想法。後來逐漸動了想要蓋一間私人美

術館的念頭，把畢生收藏，分享給社會大

眾。」

《世代對話》收藏奇人 

葉榮嘉畢生圓「藝術」夢

葉榮嘉
新竹中學高中第十三屆校友
曾任辛志平獎學基金會董事長
竹中校友會第二屆理事兼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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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品意涵 最能挑動藏家的心
隨著自己的事業版圖亦步亦趨擴大，

葉榮嘉對「收藏」卻是擁有個人的獨見：

「我認為不論傳統水墨或當代前衛的數位

多媒體創作，都需具有藝術家的生命力、

意境上的傳達，能讓人感動和能進入深層

的意境是首要，藝術表現總脫離不了時代

的變遷，但箇中優劣，『意涵』是最能挑

動藏家的心。」

通常，他喜歡到處看畫展逛畫廊，

對喜歡的藝術家會一再觀察，看對眼了，

有閒錢便大膽投資下去。「我一旦欣賞某

人，都是直接跟作者買一整批、一個時期

的創作。」而 12年前，誠品代理蔡國強
的第一件爆破草圖，在相詢六位藏家之

後，葉榮嘉二話不說，成為第一個收藏這

位國際大師作品的台灣藏家。正因為他的

收藏觀點獨特，因此藝術界公認他是位眼

光銳利、格局大和下手快的藏家。「你不

跑第一現場的工作室跟畫展，是無法鍛鍊

出來的。」因此，當你在畫廊看到這位穿

著如阿桑的收藏大家時，可別掉以輕心，

說不準，正是他準備出手的那一瞬間。

讓藝術家感心 圓自己跟別人的夢
擁有建築家、收藏家、慈善家、教

育家、企業家等頭銜，但他最喜歡的是幫

助人家，圓自己跟別人的夢。而最讓藝術

家感心的是，他常會默默付出一份關心；

如他與因戰火而離鄉背景，從閩南渡海來

台，四處漂泊的畫家沈耀初

之間，建立的深厚情誼，早

期成立「葉氏勤益文化基金

會」時，就策劃過楊英風、

沈耀初、李仲生、陳庭詩、

朱銘的個展，也巨資印製精

美畫冊，「當時出藝術家的

畫冊就超過百萬台幣！」但

正因為當時的「無心插柳」，留下最真實

原始的藝術史料，對於台灣美術史的建

構，具有相當的見證和輔助。

珍藏上千件藝術品，心目中最喜歡的

是哪一件作品？葉榮嘉掩不住得意：「每

一件都是我的寶貝！」不過，隨後他專程

帶我去看在接待室正中央的一組朱銘的人

間系列作品，四位粗似捲曲人形，被綑著

的人體姿態扭曲，沒有臉容，安置在圓桌

四個方位，「當時在漢雅軒看到這組作

品，讓我感受到一種人間『出世』的寧靜

感覺。」

此次贊助台南成功大學「世代對話」

2009成大校園環境藝術節的推廣，拿出
他珍藏的朱銘太極系列中「十字手」和

「反撲」兩件巨作參展，雖是在事業有成

之後，回饋母校的善舉；但最終還是在他

個人深深感受到藝術所具備的永恆價值、

美學薰陶、教育上的潛移默化，這三者的

重要性，缺一不可。

雖然他創造個人傳奇，並不獨享傳奇

帶來的榮耀。他說：聖嚴法師曾說過「無

事忙中老，空裡有哭笑；本來沒有我，生

死皆可拋。」他認為，自己一生收藏終究

帶不走，有形不重要，精神長存才是一個

人對後代的影響。這也正是他盡力圓他自

己在少年仔就摯愛的「藝術」夢的原動

力。

2009-06-03 15:44 記者 陳小凌  分類：藝
術 &展覽，世代對話，人物 民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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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紀元 10月 28
日訊】（大紀元記者鄒莉

台灣新竹報導）於 10月
28日開館的新竹國家藝
術園區美術館，為財團法

人榮嘉文化藝術基金會所

設立。首檔展覽為「古根

漢在新竹」，展出作品包

含台灣旅美觀念藝術家李

明維、國際爆破藝術家蔡

國強及台灣行為藝術先驅

謝德慶三位享譽國際的華

人藝術家作品。並邀請新

竹市長許明財、新竹縣副

縣長章仁香、新竹市文化

局副局長陳淑惠、榮嘉基

金會董事長葉榮嘉擔任剪

綵嘉賓。  
葉榮嘉先生為榮嘉文化藝術基金創

辦人，長年支持及推動藝術，此次美術館

開館首展內容皆為私人珍藏，展出作品包

括蔡國強與媒體人蔡康永聯手推出的「電

視購畫」、李明維「如沙的格爾尼卡」以

及謝德慶的成名作：五件「一年表演」等

作品。 
葉榮嘉表示，古根漢美術館或紐約

MOMA都曾展出三位藝術家的作品，值
得一提的是，曾被喻為大師的台裔美籍藝

術家謝德慶，自移居美國後，其相關作品

皆未曾在家鄉展出，加上行事風格低調，

使得國內藝術界對於謝德慶不僅有些陌生

也相當好奇，展覽同時特別展出謝德慶早

期繪畫作品。此次展覽可媲美國外美術

館，絕對值得喜愛藝術的朋友親臨國家藝

術園區參觀。 
國家藝術園區美術館為免費入場，開

放時間為早上 10點至晚上 7點，週一休
館。「古根漢在新竹」，展期為 10月 28
日至 12月 12日，團體 10人以上可預約
導覽。 

國家藝術園區美術館開館首展
「古根漢在新竹」

許明財市長 (右 4)、章仁香副縣長 (右 2)、葉榮嘉董事長 (右 3)
等來賓共同剪綵。（攝影：鄒莉 / 大紀元）



5050

校
友
傳
奇  

章
孝
嚴
談
過
往
秘
事



2011  FEB  

51

竹
中
校
友
會
刊
第
３
8
期

章
孝
嚴
談
過
往
秘
事



5252

校
友
傳
奇  

章
孝
嚴
談
過
往
秘
事



2011  FEB  

53

竹
中
校
友
會
刊
第
３
8
期

章
孝
嚴
談
過
往
秘
事



5454

校
友
傳
奇  

章
孝
嚴
談
過
往
秘
事

本資料影本由黃祖薩老師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