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午後的上環，熙攘嘈雜，在眾多商廈高樓
之間，有一條窄巷文華里，這條俗稱「圖章
街」的小巷，是上世紀香港圖章文化的代表
地，巷內兩列由鐵皮屋組成的排檔，昔日不
少都是圖章店，現今卻只餘下寥寥可數的幾
檔，周啟健的「二經堂」是其一。

「二經堂」面積不夠 20 平方呎，僅夠一人
容身，店面玻璃飾櫃中裝滿了未經雕刻的圖
章，年過花甲的周師傅便在內裏埋首工作。
時光荏苒近半世紀，一把篆刻印刀、一塊石
章、一個印床，憑這些簡單的工具，他在方
寸之間化形萬千，將原本平平無奇的石頭，
賦 予 藝 術 美 感 。 周 師 傅 思 路 清 晰 ， 十 分 健
談，對研習已久的刻章技術更如數家珍。

自學成才當篆刻師
周師傅 17 歲起在這條街做印刷學徒。雖不

是正統學雕刻出身，卻憑着自學成為篆刻師
傅。他的篆刻別具飄逸的書法筆意，亦有刀
法 生 動 的 雕 刻 神 韻 ， 這 都 跟 他 多 次 提 到 的
「力道感」大有關係，也源自他「一刀過」
的功力——一刀刻下去就是一筆，若是經過
修改就會減弱其力道感，這一功力非長年累
月的練習不可得。

至於為何鍾情於鳥蟲篆，這也有一段古。
周 師 傅 說 ， 曾 有 內 地 篆 刻 師 傅 批 評 文 華 里
「有技術但無藝術」，他因此發誓要令這條
街「有技術、有藝術」。正好有客人在北京
故 宮 博 物 院 見 到 一 個 鳥 蟲 文 的 印 章 十 分 特
別，就提議他鑽研一番。鳥蟲篆是一種古老
的 字 體 ， 有 近 三 千 年 歷 史 ， 盛 行 於 戰 國 時
代。其特點為在篆書上加鳥首、鳥羽、鳥爪
與蟲形以美化，成為生動活潑、變化奇特的
藝術字體。因線條幼如絲，形態生動，如果
入印只有靠人手才可雕出，當時香港幾乎無
人會這一技術，周師傅決心自學，搜集各種
字典，認真揣摩每個字的形態。

潛心鑽研三千年前鳥蟲篆
一本厚重的《鳥蟲篆大鑑》，如今還擺放

在周師傅案頭，這是他鑽研的第一本鳥蟲篆
圖書。《鳥蟲篆大鑑》由不同篆刻家的刻章
集合而成，有時一個字就有幾十種不同的形
態，須對篆書有足夠了解才看得懂。外行如
記者，翻了幾頁如讀天書。周師傅稱他當時
「看了 50 頁已經頭暈，因為要認真檢查字有
否錯誤，就算是以前的書也會有錯。」但到
如今，他對書中內容已經滾瓜爛熟，周師傅
說，第一次刻鳥蟲文，花了三個月。先拼湊
部首，再加入鳥蟲形態及排版，使字與圖的
搭配和諧統一，刻得多了，便自成一派。內
地 的 鳥 蟲 篆 大 師 作 品 多 為 「 書 法 入 印 」 風

格，線條較粗，周師傅則採用纖細的線條，
難度極高。周師傅對古字體不斷鑽研，更曾
埋首九疊文、懸針篆等藝術書體。如今他的
案頭常放着十多本常用字典。

不做普通工匠
好的印章和書畫搭配在一起，可起畫龍點

睛之效。周師傅的客人多來自書畫界，也有
少數是為做紀念品。鳥蟲文留下來的不多，
如何使文字有美感及藝術感，同時不失字的
形態筆畫，讓人認得出？周師傅會在前人的
基 礎 上 加 以 改 良 ， 使 文 字 形 態 生 動 而 富 神
髓。

一方印章石是否美觀，文字布局也重要。
每一次設計，周師傅都要悉心揣摩、反覆推
敲，合理地組合排布。他對刻章的品質有要
求，不滿意的作品絕不交貨。「篆刻很易上
手 ， 但 要 做 得 好 就 很 難 。 我 一 天 坐 八 個 小
時，雕一個章至少要一個半小時，做出來的
成品也不一定好，重新再做是常有的事。」
為使技術有所突破，這幾十年間，周師傅前
往各處交流、博採眾長。他認為「刻章要有
內 涵 ， 常 看 常 新 。 一 定 要 看 得 多 ， 才 有 突
破 。 為 工 作 而 工 作 和 為 興 趣 而 工 作 是 不 同
的，我不願只做一個普通工匠，所以我一直
在學習。」1996 年，他前往福州拜訪著名篆
刻大師周哲文，老先生看完他的作品，給出
了 「 返 璞 歸 真 ， 萬 變 不 離 其 宗 」 的 高 度 評
價。如今他刻的鳥蟲篆越趨純熟，美感和立
體感更重，他稱為「第二代鳥蟲文」。

90 年代初，周師傅憑着鳥蟲篆揚名日本，
圖章街一度成為日本遊客必到的文化景點，
在最興旺的時候，還未開檔就有遊客等待。
師傅有一本《鳥虫書印鑑見本》，記錄着他
刻過的鳥蟲篆名字圖章。記者看到，其中還
是日本名字居多。周師傅說，「日本人對手
藝人很尊重，和香港完全不同，港人認為藝
術不值錢。」言語中充滿痛惜。關於刻章的
收費，周師傅表示曾有過思想鬥爭，最後仍
只收取合理價錢，是希望平民百姓也可欣賞
好的藝術。

如何拯救傳統手工藝
與周師傅聊天兩個小時，只有一兩名遊客

前來光顧，生意不復當年。受到科技衝擊，
以往需要用到圖章的公函等，現今都改用原
子印，街上不少店舖都順應時代改用電腦雕
刻，周師傅卻依舊執着於手工之美。「電腦
刻章，一般人或覺得很漂亮、工整，但那些
字很死板，線條太過直接，反而失去了生命
力 ， 例 如 田 字 ， 中 間 的 十 字 將 空 間 均 勻 分
割，毫無美感。」

此外，這一行也存在良莠不齊的狀況，加
速行業的衰落。有些雕章師傅心術不正，缺
乏職業操守，以價格而不是以技術取勝，客
人給 50 港元就可以做一個章；有些對專業毫
無認識，刻字出現部首錯誤，甚至將斷線稱
為缺憾美，拉低文華里的水準，導致幫襯的
顧客大幅減少。對於「文華里交行貨」的評
價 ， 周 師 傅 很 痛 心 ， 他 認 為 同 行 的 做 法 是
「殺雞取卵」。「刻一個章需要查字典、設
計，再雕刻，這些都需要時間，當時間與回
報不成正比，我怎麼生存？」

他不怕藝術遇冷，因為總有人識貨，只怕
技藝失傳，辜負半生心血，因此也收過不少
徒弟和學生，他笑稱「無收錢的就是徒弟，
有 收 錢 的 就 是 學 生 。 」 1997 年 前 他 收 的 徒
弟，多是為了移民後有一技傍身的女士、太
太，如今已少有人拜師，有些社福界組織邀
請 他 去 工 作 坊 教 授 學 生 ， 周 師 傅 也 傾 囊 相
授。「只要有人想學， 我就願意教。現在我
這個『傻佬』不是為了錢去推廣，而是以自
己多年的經驗和心得，希望多些人傳承這項
手藝。」言語中充滿老一輩手藝人的豪氣，
末了還加一句「如果你們公司要搞篆刻班，
我一定全力支持！」

記者：羅璇 攝影：Jeffrey

手雕圖章是昔日簽署工具，遠至皇帝專用的玉璽，近至公公婆婆拿

着印章及存摺到銀行提款，都用圖章來確認身份。隨着人類的生活科

技化，莫說是圖章，就連筆墨簽名也逐漸被密碼，或指紋、瞳孔等生

物特徵取代。手雕圖章遭時代淘汰，但仍有手藝人堅持創作，將印章

改以曲高和寡的藝術形式存在。留守上環文華里丁方印章店近半世紀

的篆刻師傅周啟健，日復日鑽研鳥蟲文篆刻，哪怕光顧的人不多，也

不肯將價就貨，他不想淪為普通工匠，尋求的是一種藝術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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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章 是 中 國 傳 統 手 工 藝 ， 同 時 也 屬 於 香
港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 需 要 保 護 和 弘 揚 。 香
港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諮 詢 委 員 會 主 席 鄭 培 凱
教 授 接 受 本 報 訪 問 時 指 出 ， 非 遺 保 護 是 個
複 雜 問 題 ， 一 方 面 傳 統 手 工 藝 人 要 找 到 自
己 的 優 勢 ， 另 一 方 面 政 府 應 多 做 非 遺 保 護
的 工 作 ， 文 化 界 、 傳 媒 界 也 要 適 時 傳 播 保
護 非 遺 的 理 念 。 今 年 3 月 ， 康 文 署 推 出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資 助 計 劃 ， 香 港 非 遺 傳 承 人
和 相 關 團 體 可 申 請 資 助 舉 辦 大 型 項 目 ， 資
助 金 額 不 少 於 25 萬 港 元 ， 算 是 一 項 保 護 非
遺 的 德 政 。

談 到 傳 統 手 工 藝 的 消 失 ， 鄭 教 授 指 出 這
一 問 題 不 止 存 在 於 圖 章 ， 幾 乎 所 有 手 工 藝

在 現 代 社 會 都 受 到 新 商 業 模 式 的 威 脅 ， 情
況 在 全 世 界 亦 很 普 遍 。 「 時 代 的 變 化 ， 我
們 阻 止 不 了 ， 在 21 世 紀 ， 有 些 東 西 會 慢 慢
消 失 ， 可 是 總 有 人 繼 承 傳 統 。 」 除 了 政 府
支 持 ， 亦 有 不 少 商 家 使 用 創 新 手 法 保 護 及
宣 傳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 內 地 短 視 頻 App
「 抖 音 」 早 前 推 出 「 非 遺 合 夥 人 」 計 劃 ，
尋 找 50 名 「 非 遺 合 夥 人 」 ， 在 一 年 裏 幫 助
10 名 傳 承 人 通 過 該 平 台 實 現 百 萬 收 入 或 是
百 萬 粉 絲 。

鄭 教 授 表 示 ， 宣 傳 總 是 好 的 ， 可 是 這 卻
存 在 一 些 問 題 ： 「 商 業 平 台 選 擇 非 遺 大 師
的 標 準 是 否 社 會 公 認 ？ 有 些 網 絡 平 台 為 了
點 擊 率 而 製 造 網 紅 ， 容 易 成 為 曇 花 一 現 的

現 象 。 手 工 藝 需 要 的 是 持 續 不 斷 地 傳 承 ，
要 傳 承 就 需 要 有 接 班 人 。 宣 傳 不 是 壞 事 ，
但 真 正 重 要 的 是 政 策 ， 和 社 會 的 保 護 。 」

香 港 的 非 遺 項 目 比 較 多 元 化 ， 涉 及 宗
族 、 宗 教 ， 如 黃 大 仙 祠 、 車 公 廟 等 建 築 ，
在 香 港 都 保 存 得 很 完 善 ， 香 港 人 過 節 時 的
習 俗 吃 盆 菜 ， 便 是 宗 族 祭 祀 的 方 法 ， 已 經
列 入 非 遺 名 錄 。 「 非 遺 的 保 護 和 動 物 的 保
護 相 似 ， 很 多 物 種 都 已 經 瀕 危 了 ， 老 虎 一
點 也 不 可 愛 ， 但 還 是 要 保 護 。 人 類 的 文 化
應 該 是 多 元 的 ， 非 遺 要 做 的 其 實 是 保 護 多
元 文 化 。 社 會 和 經 濟 發 展 快 速 ， 很 多 東 西
在 我 們 眼 前 、 在 這 一 代 消 失 了 ， 長 遠 看 後
果 是 很 嚴 重 的 。 」

．專家之言．

非遺保護 須政策配合

千金一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
會主席鄭培凱表示，傳統手工藝
瀕臨失傳，在全世界都很普遍。

周啟健的案頭擺放着多部字典。

周師傅鍾情有三千年歷史周師傅鍾情有三千年歷史
的 鳥 蟲 篆 字 體的 鳥 蟲 篆 字 體，， 每 次每 次

雕刻之前都會認雕刻之前都會認
真揣摩每個字真揣摩每個字

的形態的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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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啟健靠自學，掌握了鳥蟲文、
九疊文、懸針篆等多種藝術書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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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師留守圖章街半世紀

丁方店舖承載周啟健半生心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