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
擔
任
香
港
中
樂
團
音
樂
總
監
的
關
迺
忠
，

是
中
樂
迷
熟
悉
的
指
揮
家
與
作
曲
家
。
儘
管
他
與

妻
子
、
古
琴
家
喬
珊
已
移
民
加
拿
大
多
年
，
仍
是

活
躍
於
內
地
與
港
台
地
區
的
樂
壇
鴛
侶
。
兩
人
一

直
致
力
探
索
如
何
去
將
古
琴
藝
術
發
揚
光
大
、
繼

往
開
來
。
六
月
十
日
在
上
海
的
上
海
交
響
樂
團
音

樂
廳
，
和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在
北
京
中
山
堂
公
園
音

樂
堂
，
關
迺
忠
與
喬
珊
先
後
和
上
海
愛
樂
樂
團
及

中
國
廣
播
電
影
交
響
樂
團
舉
行
兩
場
﹁古
琴
的
前

世
與
今
生
﹂
音
樂
會
，
名
稱
不
僅
緊
扣
曲
目
設
計

，
更
道
出
了
音
樂
會
背
後
的
理
念
：
古
琴
音
樂
源

遠
流
長
，
亦
應
像
其
他
音
樂
藝
術
一
樣
，
要
與
時

俱
進
、
不
停
發
展
。

傳
統
《
離
騷
》
與
交
響
《
離
騷
》

在
上
海
的
音
樂
會
，
觀
眾
坐
得
滿
滿
、
氣
氛

熱
鬧
，
可
見
古
琴
藝
術
在
上
海
已
有
不
少
知
音
。

上
半
場
喬
珊
獨
奏
三
首
經
典
古
琴
曲
，
以
樂
會
友

般
，
娓

娓
奏
來
，

說
盡
了
三
首

古
琴
曲
的
不
同
內
容

情
緒
，
選
用
的
都
是
她
的

﹁師
祖
﹂
管
平
湖
（
其
師
王
迪
之
師

）
的
演
奏
譜
或
打
譜
的
琴
曲
，
突
顯
傳
統
琴

曲
傳
承
的
重
要
意
義
。
由
許
健
記
譜
的
《
流
水
》

，
喬
珊
的
琴
音
開
始
時
，
雖
因
擴
音
偏
大
，
影
響

了
情
感
的
色
彩
，
但
藉
流
水
的
描
寫
來
抒
發
個
人

在
現
實
生
活
中
的
舒
展
無
求
心
態
，
還
能
穩
定
觀

眾
的
情
緒
。
隨
後
的
《
離
騷
》
與
《
廣
陵
散
》
，

均
是
其
師
王
迪
記
譜
，
管
平
湖
打
譜
的
版
本
，
後

曲
的
﹁矛
戈
殺
伐
﹂
之
氣
，
在
喬
珊
雙
手
下
，
並

無
誇
張
的
力
度
對
比
，
更
多
的
是
氣
場
上
的
張
力

感
覺
，
既
將
前
曲
《
離
騷
》
帶
着
壓
抑
感
的
憤
慨

豪
情
，
繼
續
進
一
步
提
升
，
亦
為
接
續
由
關
迺
忠

與
上
海
愛
樂
樂
團
登
場
合
奏
的
古
琴
交
響
詩
《
離

騷
》
，
作
出
情
緒
上
的
鋪
墊
。

這
首
關
迺
忠
寫
於
三
十
年
前
（
一
九
八
八
年

）
的
古
琴
與
交
響
樂
團
單
樂
章
作
品
，
長
約
二
十

分
鐘
，
只
採
用
了
同
名
古
琴
曲
中
兩
個
簡
單
主
題

，
作
為
奏
鳴
曲
式
結
構
中
的
兩
個
主
題
來
發
展
，

前
一
主
題
在
呈
示
部
時
富
有
活
力
衝
勁
，
第
二
主

題
平
和
，
構
成
對
比
，
到
再
現
部
時
，
第
一
主
題

變
成
主
角
的
悲
劇
人
生
寫
照
；
第
二
主
題
，
同
樣

沉
鬱
，
但
帶
有
點
希
望
，
這
不
僅
是
採
用
了
西
方

奏
鳴
曲
式
結
構
，
將
古
琴
結
合
西
方
樂
器
，
富
有

探
索
性
的
作
品
，
更
重
要
的
是
以
古
琴
的
獨
特
音

色
，
結
合
西
方
交
響
樂
團
的
豐
富
表
現
力
來
呈
現

屈
原
一
生
追
求
理
想
的
遭
遇
，
賦
予
古
琴
新
的
表

現
力
。
當
晚
關
迺
忠
放
下
指
揮
棒
，
只
用
雙
手
來

帶
動
樂
隊
與
古
琴
的
演
奏
，
從
古
琴
獨
奏
的
引
子

開
發
開
始
，
讓
觀
眾
感
受
到
古
琴
便
是
樂
曲
的
主

角
，
古
琴
加
用
擴
音
後
，
與
四
五
十
人
的
樂
隊
，

基
本
仍
能
保
持
不
錯
的
平
衡
效
果
，
其
中
一
段
由

古
琴
與
長
笛
的
對
答
，
尤
富
美
感
。

《
琴
詠
春
秋
》
追
尋
更
高
境
界

本
來
，
中
國
傳
統
古
琴
音
樂
強
調
氣
韻

意
境
，
與
西
方
交
響
樂
側
重
色
彩
層
次
、

立
體
性
的
交
響
化
表
現
，
在
美
學
追
求

上
很
不
相
同
，
但
在
現
今
生
活
趨
向
複

雜
化
的
社
會
，
要
表
達
現
代
人
複
雜

的
情
感
，
將
古
琴
結
合
西
方
交
響
樂

團
來
展
示
，
是
一
個
具
有
積
極
意
義

的
探
索
空
間
。

關
迺
忠
三
十
年
前
創
作
這
首
交

響
詩
《
離
騷
》
，
其
實
仍
保
持
着
他
在

音
樂
創
作
上
的
理
念
，
具
有
明
確
的
內

容
表
達
，
雅
俗
共
賞
的
音
樂
效
果
，
此
種

特
質
，
在
下
半
場
作
為
這
場
音
樂
會
壓
軸
作

品
的
交
響
詩
《
琴
詠
春
秋
》
尤
為
突
出
。
關

迺
忠
這
部
於
二○

○

三
年
受
新
加
坡
華
樂
團
委

約
創
作
的
古
琴
、
琴
歌
與
中
樂
隊
的
大
型
交
響
詩

，
過
去
十
多
年
來
，
這
對
夫
妻
檔
已
在
海
內
外
，

包
括
維
也
納
金
色
大
廳
，
演
出
過
很
多
次
，
除
了

民
族
樂
團
版
本
，
亦
有
交
響
樂
團
版
本
。

這
部
四
個
樂
章
，
演
奏
時
間
超
過
半
小
時
的

大
型
作
品
，
不
僅
將
古
琴
和
琴
歌
融
入
交
響
化
的

多
樂
章
結
構
中
，
標
題
中
的
﹁詠
﹂
與
﹁春
秋
﹂

，
更
是
全
曲
的
關
鍵
詞
。
四
個
樂
章
，
合
共
選
用

了
五
首
詩
詞
，
出
自
歷
史
上
四
位
帝
王
將
相
、
詩

人
墨
客
之
手
，
表
達
各
人
的
世
界
觀
，
歷
史
觀
和

個
人
的
情
懷
；
將
豪
邁
、
豁
達
、
超
然
，
甚
至
沉

靜
的
內
心
情
感
世
界
展
示
，
正
是
有
如
春
秋
之
筆

般
的
高
遠
視
野
感
覺
，
以
琴
歌
形
式
結
合
交
響
化

來
表
現
，
就
音
樂
內
容
而
言
有
很
高
的
境
界
追

求
。

觀
眾
不
難
理
解
這
四
個
樂
章
的
內
容
，
除
了

從
琴
歌
的
歌
詞
（
都
是
膾
炙
人
口
的
名
作
）
理
解

外
，
樂
隊
營
造
的
氣
氛
效
果
亦
繪
形
繪
聲
。
有
趣

的
是
，
首
樂
章
選
用
漢
朝
劉
邦
所
寫
只
有
三
句
的

《
大
風
歌
》
，
但
篇
幅
卻
是
四
個
樂
章
最
長
的
。

第
一
部
分
由
樂
隊
以
節
奏
性
相
當
有
氣
勢
的
引
子

來
開
始
，
全
曲
採
用
了
大
量
打
擊
樂
器
（
五
位
打

擊
樂
手
）
，
但
無
礙
古
琴
的
發
揮
。
第
二
部
分
便

由
古
琴
獨
奏
開
始
，
樂
隊
再
加
入
；
第
三
部
分
琴

歌
唱
出
﹁大
風
起
兮
雲
飛
揚
…
…
﹂
，
然
後
樂
隊

節
奏
性
的
樂
音
，
由
小
軍
鼓
加
上
小
號
，
奏
出
有

如
軍
號
般
的
音
樂
呼
應
，
琴
歌
唱
完
，
亦
回
歸
沉

寂
。
隨
後
接
上
以
東
漢
曹
操
的
名
詞
《
短
歌
行
》

為
題
的
第
二
樂
章
，
引
子
先
後
由
木
管
與
豎
琴
開

篇
，
再
接
上
弦
樂
奏
出
，
然
後
是
古
琴
獨
奏
，
繼

而
唱
出
《
短
歌
行
》
的
名
句
：
﹁對
酒
當
歌
，
人

生
幾
何
…
…
﹂
在
樂
隊
不
同
的
配
器
效
果
下
，
將

《
短
歌
行
》
中
的
豐
富
變
化
刻
畫
得
更
細
膩
，
較

特
別
的
是
最
後
由
豎
琴
和
木
管
加
強
節
奏
來
結
束

此
一
樂
章
。

第
三
樂
章
以
《
詠
梅
》
作
標
題
，
琴
歌
選
用

了
陸
游
與
毛
澤
東
兩
人
同
一
詞
牌
的
名
詞
《
卜
算

子
．
詠
梅
》
來
詠
唱
，
但
這
卻
是
四
個
樂
章
中
最

短
的
一
個
樂
章
（
只
有
約
五
、
六
分
鐘
）
，
以
古

琴
開
始
，
樂
隊
再
加
入
，
有
趣
的
是
，
一
古
一
今

兩
首
相
同
詞
牌
的
《
詠
梅
》
，
都
藉
詠
梅
來
抒
寫

個
人
的
情
懷
，
故
此
，
亦
是
最
抒
情
的
一
個
樂
章

，
明
顯
是
要
與
強
大
豪
情
的
終
章
，
以
毛
澤
東
的

名
詞
《
沁
園
春
．
雪
》
作
對
照
。
終
章
開
始
便
由

樂
隊
強
力
奏
出
強
大
嚴
肅
，
充
滿
氣
勢
的
描
寫
性

音
樂
，
才
以
琴
歌
唱
出
：
﹁北
國
風
光
，
千
里
冰

封
，
萬
里
雪
飄
…
…
﹂
充
滿
豪
情
的
胸
懷
，
最
後

在
﹁俱
往
矣
，
數
風
流
人
物
，
還
看
今
朝
﹂
的
豪

語
唱
出
後
，
便
將
全
曲
結
束
；
此
結
句
頗
有
作
曲

家
自
況
之
意
味
。

事
實
上
，
古
琴
、
琴
歌
與
交
響
樂
在
這
部
大

型
作
品
中
的
結
合
，
做
出
了
很
不
錯
的
效
果
，
無

論
是
古
琴
獨
奏
，
還
是
琴
歌
詠
唱
，
既
保
持
了
古

琴
藝
術
不
誇
飾
的
美
感
，
樂
隊
又
能
發
揮
交
響
化

的
豐
富
色
彩
變
化
表
現
力
，
這
當
然
是
作
曲
配
器

手
法
上
運
用
得
宜
的
結
果
。
可
以
說
，
關
迺
忠
以

這
部
作
品
作
了
很
好
的
古
琴
與
交
響
樂
結
合
的
範

例
。
不
過
，
話
說
回
來
，
上
海
愛
樂
樂
團
看
來
是

首
次
演
奏
這
部
作
品
，
旋
律
線
條
與
色
彩
層
次
的

呼
應
配
合
方
面
，
仍
顯
出
未
夠
自
然
，
甚
至
有
瑕

疵
，
相
信
這
與
排
練
不
足
很
有
點
關
係
。

同
時
，
這
畢
竟
已
是
十
五
年
前
的
創
作
（
民

樂
版
本
）
，
在
這
期
間
未
見
關
迺
忠
繼
續
在
古
琴

與
交
響
樂
此
一
音
樂
空
間
去
繼
續
探
索
，
﹁還
看

今
朝
﹂
的
豪
語
豈
非
褪
色
了
？
無
論
如
何
，
這
場

音
樂
會
看
來
是
以
﹁古
琴
的
前
世
﹂
來
對
照
﹁今

生
﹂
，
其
實
卻
是
展
示
古
琴
藝
術
從
傳
統
之
美
，

到
現
今
之
美
的
不
同
效
果
。
最
後
的
掌
聲
當
然
是

為
古
琴
藝
術
而
鼓
。
最
後
喬
珊
亦
在
不
息
的
掌
聲

下
演
奏
了
著
名
的
琴
歌
《
陽
關
三
疊
》
，
不
過
，

只
奏
了
﹁一
疊
﹂便
止
住
，
可
算
是
留
有
餘
韻
哩
！

關迺忠關迺忠
喬珊喬珊

為古琴繼往開來為古琴繼往開來
▼「古琴的前世與今生」
音樂會場刊封面

◀古琴家喬珊
（前）與樂團
成員

▼著名指揮家
關迺忠

資料圖片

▲演出後謝幕

藝 術 賞 析
周凡夫 文、圖

【大公報訊】記者劉毅報道：香港已故收藏
家、慈善家何耀光生前以書齋 「至樂樓」收藏中
國書畫，避免國寶在動盪歲月中流向海外。其家
族成立的至樂樓藝術發揚（非牟利）有限公司向
香港藝術館捐贈出估值約三十八億元的三百五十
五件中國書畫藏品，此批藏品將由香港藝術館永
久收藏，待明年十一月香港藝術館重開後在四樓
專設展覽館作長期展出。

林鄭讚揚化私為公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副主任楊健、何

耀光之子至樂樓藝術發揚（非牟利）有限公司董
事局主席何世柱、香港藝術館館長司徒元傑等嘉
賓出席昨日下午在禮賓府舉行的 「至樂樓藏中國
書畫捐贈儀式」。林鄭月娥在捐贈儀式上致辭表
示： 「本屆政府特別重視文化藝術工作，我們已
增撥資源，全面推動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除了

政府之外，本地有不少私人收藏家，其中有些是
為中華文化的傳承，貢獻自己力量的 『有心人』
。 『至樂樓』主人何耀光，就是其中一位表表者
。」她讚賞何耀光的後人將藏品捐出，認為此舉
證明香港並非文化沙漠，而是綠洲。同時亦指出
，此事例有助鼓勵更多本地藏家化私為公，與市
民大眾分享珍藏。

談及今次捐贈原由，何世柱道： 「父親希望
將這批藏品作統一保存，香港藝術館作為本地文
博場地，可以讓更多觀眾欣賞到這批極具價值的
中國書畫，故家族決定捐予香港藝術館，以免日
後流入不同的收藏家手中。」他希望香港市民可
通過藏品認識歷史，提升國家認同。

司徒元傑在傳媒簡布會上介紹： 「『至樂樓
』是次捐贈藏品，以明末清初 『明遺民』的書畫
最突出，這個時期經歷朝代更迭，產生眾多心懷
亡國之痛、堅守忠孝仁義的 『明遺民』書畫家，

他們或寄情山水，或遁入空門，潛心創作，譬如
『清初四僧』的八大山人、石濤，以及黃道周、

廣東義士鄺露等一眾書畫名家。不僅如此， 『至
樂樓』亦藏有諸如 『明四家』文徵明和唐寅、明
代後期董其昌的『松江畫派』、清代中期 『揚州八
怪』等藝術家作品，以及二十世紀中國書畫。」

明遺民書畫藏忠義
司徒元傑評價何耀光收藏標準是 「先人品而

後藝事」，何耀光相信透過觀賞這些古代忠孝仁
義之士的手跡，可追慕他們高尚的品格，因此他
尤愛收藏 「明遺民」畫作。司徒元傑以此次捐贈
藏品為例進一步說明 「明遺民」畫風： 「『八大
山人』朱耷明亡後遁入空門，畫過多幅魚圖，魚
眼總是怒目而視，借此表達對故國的懷念和悲憤
之情；另一名遁入空門的書畫家石濤則將滿腔亡
國之痛寄情山水，以大寫意山水抒發內心苦悶；
抗清名士黃道周被清兵逮捕處死，其生前擅繪《
松石圖》，由其筆觸可感畫家堅毅不拔的精神。」

司徒元傑補充說： 「未來將分批次展出捐贈
作品，首批五十件作品，展覽名為 『眾樂樂』，
為期四個月。」捐贈儀式現場，展出 「至樂樓」
捐贈給香港藝術館的部分畫作，包括黃道周《松
石圖》、石濤《寫黃研旅詩意冊》，以及唐寅畫
作《桃花菴》等。 圖：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至樂樓書畫藏品贈藝術館
共355件 估值38億

為善
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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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慈善家及收
藏家何耀光之子何世
柱於昨日捐贈儀式上
談及父親收藏經歷，

細述當年歲月： 「父親出身貧寒，
白手起家，一直熱愛中國傳統文化
及書畫。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
眼見歷代書畫不斷流失海外，他不
忍國寶飄零，遂於一九五二年開始
在香港購藏中國歷代書畫，以期保
存國粹。其後以 『至樂樓』命名其
收藏之處，除表達鑒賞古蹟所帶來
的無窮樂趣外，亦寄予 『為善至樂
』之意。」

何世柱透露，彼時的家庭並不
算十分富庶，但父親仍堅持搶救文
物，始終抱着能多購一件就是一件
的心情，加上母親何郭佩珍的全力
支持，才得以一件一件收藏起來，
「當年，每一件藏品都是用上幾千

，甚至動輒二、三萬元的價錢購入
，放在今時今日，這筆錢並不算大
數目，可在當時卻相當於買一個或
半個住宅樓的價格。」

他還記得，父親在戰前將福利
建築搞得有聲有色，香港淪陷期間
，縱使受到日本人及其代理人的多
番壓迫，寧可忍飢捱餓，也拒絕為
日本人效力。一九五三年聖誕夜的
石硤尾大火，令五萬多人無家可歸
，為解決災民的住屋需要，政府決
定盡快興建一些臨屋，父親就是首
批為政府興建臨屋及徙置大廈的承
建商之一。港英政府因父親對社會
做出的貢獻，曾邀請他加入英國國
籍，被他婉拒，只因在他心目中，
自己永遠是一名中國人。也正因為
其身上這種民族氣節，所以導致他
特別喜歡收藏同樣有此情操的 「明
遺民」書畫作品。

搶救文物 保存國粹

▲林鄭月娥（左）向何世柱頒發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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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元傑講解
介紹捐贈焦點藏
品

◀石濤《寫黃研
旅詩意冊》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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