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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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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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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
我
在
我
家
附
近
的
山
坡

上
，
以
榜
書
書
寫
《
聖
經
》
詩

篇
第
十
九
篇
第
一
節
：
「
諸
天

述
說
上
帝
的
榮
耀
，
穹
蒼
傳
揚

他
手
的
作
為
。
」
每
字
約

1
x
1

米
，
個
別
較
大
的
字
約
高

1
.
2

米
，
九
字
一
句
書
寫
於
約

2
0

米
長
的
帆
布
上
。
首
二
行
是
經

文
；
尾
二
行
是
我
自
撰
的
跋
：

「
微
塵
依
無
限
，
剎
那
變
永

恆
。
」
我
的
創
作
靈
感
一
方
面

源
於
上
帝
的
話
語
《
聖
經
》
，

另
一
方
面
來
自
祂
所
創
造
的
天

地
萬
物
。
故
在
山
坡
上
創
作
的

過
程
中
，
我
能
走
近
壯
美
的
大

自
然
和
偉
大
的
造
物
主
，
然
後

將
靈
感
轉
化
為
樸
拙
的
筆
墨
，

以
此
頌
讚
上
帝
。

有
趣
的
是
，
完
成
後
的
書
法
作

品
，
並
不
是
置
於
展
覽
館
中
。
書

法
融
入
了
大
自
然
，
大
自
然
變
化

亦
融
入
書
法
，
例
如
微
微
顫
動
的

野

外

筆

歌

寧
謐
的
小
山
房
是
我
讀
書
寫
字
的
小
天
地
。

案
上
的
碑
帖
和
書
籍
，
不
時
成
為
我
靈
感

的
泉
源
。
我
的
書
法
和
篆
刻
作
品
，
多
半
在

此
書
齋
中
完
成
。
例
如
《
小
楷
唐
詩
三
百

首
（

卷

一

及

卷

二

）
》
（

手

卷

/
4

4
0

m
m

 

x
 

1
8

5
0

0
0

m
m

）
和
《

行

楷

論

語

》
（

一

組

4
3

幅
掛
軸

/
每
幅

2
5

0
0

m
m

 
x

 
1

0
0

0
 

m
m

）
是
兩
件
篇
幅
頗
長
的
作
品
，
都
是
我

課
餘
時
在
這
裡
默
默
地
完
成
，
兩
件
作
品
的

創
作
時
間
皆
超
過
半
年
。
此
外
，
《
老
子
蠅

頭
小
楷
簡
帛
印
章
系
列
》
的
創
作
歷
程
更
達

六
年
之
久
。
該
系
列
中
的
頭
一
件
，
是
以
蠅

頭
小
楷
書
寫
共
有
五
千
言
的
《
老
子
》
全
文
。

六
年
前
的
夏
、
秋
二
季
，
心
閑
境
靜
，
每
天

只
寫
一
行
或
半
行
，
在
抄
寫
時
亦
細
心
思
考

古
人
哲
理
，
故
題
為
《
老
子
的
沉
思
》
，
完

成
後
自
覺
頗
愜
意
。
六
年
間
，
我
還
以
《
老

子
》
雋
語
刻
了
一
百
方
印
章
。
最
後
，
略
參

上
世
紀
新
出
土
的
兩
個
較
早
的
《
老
子
》
墨

跡
版
本
，
並
以
不
同
書
體
節
錄
《
老
子
》
。

此
系
列
是
我
近
年
最
滿
意
之
作
，
反
映
出
我

近
年
對
古
書
體
演
變
和
篆
、
隸
、
行
、
小
楷

各
種
書
體
的
研
究
和
篆
刻
的
新
探
索
。

書

齋

墨

舞

筆
勢
，
自
然
而
生
動
地
記
錄
了
起

伏
不
平
的
山
坡
實
況
。
創
作
這
種

在
野
外
書
寫
的
大
型
書
法
時
，
點

劃
和
筆
墨
情
趣
的
表
現
，
全
賴
創

作
者
當
時
全
身
動
作
和
自
然
環
境

的
配
合
，
尤
其
是
在
斜
坡
上
，
身

體
各
部
的
平
衡
動
作
，
轉
化
為
筆

墨
和
漢
字
結
構
中
的
體
勢
、
力
量

和
韻
律
。
完
成
的
書
法
作
品
和
在

室
內
創
作
的
效
果
很
不
一
樣
，
好

像
多
了
一
重
生
命
力
，
是
很
值
得

嘗
試
的
一
種
書
寫
經
驗
。

在
山
坡
上
寫
此
經
文
時
，
人
在

大
自
然
中
顯
得
微
不
足
道
。
我

有
感
而
發
，
以
行
書
寫
下
：

「
微
塵
依
無
限
，
剎
那
變
永

恆
。
」
和
幾
行
註
解
：
「
人
雖

渺
小
如
微
塵
，
卻
能
以
信
心
皈

依
無
限
之
造
物
主
。
短
暫
之
生

命
頓
變
，
滿
有
永
恆
之
福
樂
。
」

願
一
切
榮
耀
頌
讚
歸
與
上
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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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子 蠅 頭 小 楷 簡 帛 印 章 系 列 》 1 - 8
 Laozi in Various Calligraphic Scripts 
 and Seal Impressions Series 1-8

《 老 子 蠅 頭 小 楷 簡 帛 印 章 系 列 》 二
Laozi in Various Calligraphic Scripts 
and Seal Impressions Series no.2

款 識 ： 一 九 九 三 年 十 月 ， 湖 北 省 沙 洋
縣 紀 山 鎮 出 土 之 《 郭 店 楚 墓 竹 簡 老 子 》
甲 、 乙 、 丙 三 組 殘 木 ， 應 為 較 早 之 戰 國
中 晚 期 版 本 。 兹 略 參 其 筆 意 書 數 行 ， 神
與 古 會 ， 頗 愜 我 心 也 。 澤 光 並 識 。

局 部

局 部



《 老 子 蠅 頭 小 楷 簡 帛 印 章 系 列 》 三
Laozi in Various Calligraphic Scripts 
and Seal Impressions Series no.3

款 識 ： 略參《馬王堆西漢帛書老子》筆意，
偶書六行。首二行據《馬王堆老子》甲本，其
餘四行則節錄乙本。乙未夏，澤光於小山房。

局 部局 部

《 老 子 蠅 頭 小 楷 簡 帛 印 章 系 列 》 四
Laozi in Various Calligraphic Scripts 
and Seal Impressions Series no.4

款 識 ： 篆 刻 之 道 ， 本 以 篆 籀 入 印 為 主
流 。 余 近 年 喜 以 隸 入 印 ， 欲 探 索 隸 書 字
形 結 構 之 靈 活 多 變 ， 與 筆 意 之 柔 韌 性 與
表 現 性 ， 並 以 微 妙 之 刀 法 ， 表 現 筆 觸 節
奏 。 道 家 美 學 ， 以 自 然 ﹑ 無 為 ﹑ 樸 素 ﹑
虛 靜 ﹑ 溫 柔 為 宗 。 余 今 以 隸 書 之 美 學 精
神 為 載 體 以 表 現 《 老 子 》 之 美 學 境 界 ，
兩 者 頗 有 暗 合 之 處 也 。 乙 未 夏 ， 手 拓 自
刻 印 章 百 餘 方 。 澤 光 並 識 。

《 老 子 蠅 頭 小 楷 簡 帛 印 章 系 列 》 五
Laozi in Various Calligraphic Scripts 
and Seal Impressions Series no.5

款 識 ： 一 九 七 三 年 ， 十 二 月 湖 南 長 沙
馬 王 堆 三 號 漢 墓 ， 出 土 之 《 西 漢 帛 書 老
子 》 共 有 甲 乙 兩 本 ， 前 者 甚 破 損 ， 文 字
殘 缺 頗 多 ； 後 者 則 保 存 較 佳 ， 筆 劃 基 本
清 晰 ， 文 字 尚 可 辨 析 。 甲 乙 兩 本 之 書 體
同 屬 古 隸 ， 兼 有 篆 隸 特 徵 。 然 甲 本 保 存
較 多 小 篆 遺 意 ， 故 兩 本 共 參 ， 可 悟 篆 隸
過 渡 之 妙 也 。

《 老 子 蠅 頭 小 楷 簡 帛 印 章 系 列 》 六
Laozi in Various Calligraphic Scripts 
and Seal Impressions Series no.6

款 識 ： 《 郭 店 楚 簡 老 子 殘 本 》 書 法 奇
特 ， 兼 有 大 篆 頗 繁 之 字 形 結 構 及 隸 書 孕
育 期 之 方 折 用 筆 與 體 勢 ， 字 形 大 小 不
一 ， 參 差 錯 落 ， 筆 觸 富 粗 、 細 、 方 、 圓
之 微 妙 變 化 ， 起 筆 收 筆 多 呈 尖 狀 ， 鋒 芒
外 露 ， 行 筆 迅 捷 流 暢 而 富 節 奏 感 ， 體 勢
奇 宕 。 此 瑰 麗 之 書 風 ， 與 中 原 敦 厚 一 路
之 金 文 ， 截 然 不 同 ， 靈 動 而 活 潑 之 藝 術
精 神 ， 在 在 表 現 楚 國 富 幻 想 與 浪 漫 之 南 方
地 方 色 彩 。

《 老 子 蠅 頭 小 楷 簡 帛 印 章 系 列 》 七
Laozi in Various Calligraphic Scripts 
and Seal Impressions Series no.7

款 識 ： 六 年 前 曾 以 蠅 頭 小 楷 書 《 王 弼
本 老 子 五 千 言 》 ， 即 入 選 “ 香 港 當 代 藝
術 雙 年 獎 展 覽 二 零 零 九 ” ， 並 展 於 香
港 藝 術 館 。 今 據 《 馬 王 堆 帛 書 老 子 》 與
《 郭 店 楚 簡 老 子 》 各 書 數 行 ， 自 覺 別 有
面 目 。 此 數 幅 作 品 之 書 體 與 風 格 各 殊 ，
合 裱 成 一 系 列 連 貫 之 作 ， 竟 妙 趣 橫 生 ，
不 可 名 狀 ， 觀 者 或 各 有 會 心 處 也 。 乙 未
夏 ， 澤 光 。

《 老 子 蠅 頭 小 楷 簡 帛 印 章 系 列 》 八
Laozi in Various Calligraphic Scripts 
and Seal Impressions Series no.8

款 識 ： 文 邦 兄 與 余 為 金 石 書 畫 交 ， 六
年 前 過 訪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啟 德 校 園 ， 初
見 吾 舊 作 《 蠅 頭 小 楷 老 子 》， 遂 與 余
暢 談 甚 歡 。 今 余 以 數 種 書 體 及 百
方 印 章 節 錄 《 老 子 》 。 文 邦 兄 以 為
何 。 乙 未 ， 澤 光 。

局 部



款 識 ： 《 老 子 》 世 傳 諸 本 中 ， 當 以 河 上 公 與 王 弼 兩 本
流 傳 最 廣 。 一 九 九 三 年 十 月 ， 湖 北 省 沙 洋 縣 紀 山 鎮 出
土 之 《 郭 店 楚 墓 竹 簡 老 子 》 甲 、 乙 、 丙 三 組 殘 木 ， 應
屬 較 早 之 戰 國 中 晚 期 版 本 。 兹 錄 王 弼 本 全 文 ， 因 愛 其
注 言 簡 意 賅 也 。 劉 澤 光 並 識 。

《 老 子 蠅 頭 小 楷 簡 帛 印 章 系 列 》 一 ： 
《 老 子 的 沉 思 》（ 蠅 頭 小 楷 ）

Laozi in Various Calligraphic Scripts and Seal Impressions Series no.1
Meditating On the Wisdom of Laozi in Small Standard Script

局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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