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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如陽光，星級評判張佳添
《中年好聲音》星
級評判、音樂製作
人、歌唱導師張佳添

（添Sir），為何樂意第三次效勞？
「我最滿足替有實力的人追夢，見到他
們進步改變了人生，漸漸我多了一份使
命感。」外傳添Sir是「外貌協會」會
員，愛看美女，添Sir回應，「我覺得
任何男士女士都喜歡睇靚女，我評分一
定公正客觀，聲色藝全最好，但如果
《中年好聲音》就要側重聲音，因為
已到非偶像的年紀了……」
添Sir同是《星夢傳奇》評審，第

一屆炎明熹（GiGi）奪冠，也曾說過
她是百年難得一見的超新星，前途無
可限量，怎樣看她突然沉寂的情況？
「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能夠說
一句，如果現狀維持下去好可惜。這
兩年我們沒有接觸，我希望她知道自
己的方向，無論她是否繼續下去，都
希望她存有一顆感恩的心，包括任何
幫助過她有今天知名度的人或機構，
只要有這個心就夠了。她的現況背後
一定有原因，未必是她的想法，可能
受很多人影響，但如果GiGi有任何
迷失，絕對歡迎來找我，我會給她一
些中立長遠的看法，其實不單GiGi，
任何後輩在這個行業上遇到問題和迷
失，都可以找我傾訴。我現在做這一
行真的不是為了金錢，11月我便54
歲了，到了這人生階段，我希望做有
意義的事，貢獻到我的職業，再貢獻
社會。人生好短時間好寶貴，我希望
GiGi沉澱過後，能找到自己的發展方
向，她是個非常難得的人才。」
添Sir有過兩段婚姻，在當中學懂

了什麼？「我學會怎樣去處理關係、

怎樣去處理情緒，遇上一些情況一定
要冷靜。所有關係都是一面鏡，最重
要獨處時都覺得熱愛自己的人生，很
自然和身邊的人相處得好。我感恩自
己經歷了很多，終於找到最開心的自
己，醫治了自己。」
添Sir自言自己是個不婚的人，但

每日都跟自己談戀愛，也可以舒暢地
和人家談戀愛。為什麼添Sir願意分
享往事？「做人要坦蕩蕩，如果分享
後別人得到啟發，我好樂意。希望我
的經歷除了自己學到之外，也可令他
人不再走冤枉路，放下執着，讓世界
更美好。不要想太多得失，作為一個
成功的人，特別是年輕的歌星藝人，
若要成功就要承擔社會責任，最有價
值的藝人是誰？就是健康的藝人、健
康地服務社會，不要只顧為錢，到時
候錢會找上你的。」
非常贊同添Sir所言，愛如陽光，不
會因人的美醜好壞、國家的富裕貧困有
分別，一樣地照耀着大家，我們應該如
太陽般愛自己，把滿瀉的愛分享給別
人，那麼就會有愈來愈多人愛你！
多謝你，陽光先生張佳添！

《焚城》是香港史
上首部以輻射災難為

題材的電影，11月1日正式上畫，來
先睹為快。電影節奏明快，一場接一
場逼真的摧毀性場面，十分震撼，尤
其題材是啟發自「有毒洋垃圾轉運」
的真實事件，講述因一些人的貪念，
將700多萬人的生命陷入滅絕危機，這
些人包括貧窮低下階層及上流社會的
鉅富。大有大貪，鉅富明知有毒垃
圾，會帶來嚴重後果，但為一己私
利，不理全城人死活，窮人為生活及出
於無知而造成一場大災，個人認為含意
甚深，你看「婪」跟「焚」字體多像，
所以起題：《焚城》皆因貪婪。
電影由兩屆金像獎最佳攝影潘耀明
執導，卡司陣容爆燈，包括劉德華、
白宇、莫文蔚、謝君豪、王菀之、王
丹妮、廖子妤 、何啟華、魏浚笙、
梁仲恆等聯手拯救危城！
劉德華飾演環保專家、知識學者，
具說服力，他排除萬難，竭力瓦解一
場浩劫。內地90後演員白宇演英勇
消防員，顏值、眼神很有梁朝偉影
子，吸睛。在演唱會台上艷麗性感的
莫文蔚演香港第二把交椅高官，行政
套裝打扮，老成霸氣，與影帝級演技
的劉德華對着幹，駕馭得綽綽有餘，

完全摒棄歌星形象。謝君豪飾演老練
消防員，Man爆。王菀之一改喜劇戲
路，演忠誠公務員，十分討好。眼前
一亮的是何啟華，他飾演消防員，從
未看過他演出，在芸芸戲骨中，他的
演技能令觀眾留下印象，提議他走實
力派路線應有可為。
災難片最忌是只顧炮製災難場面，
而忘記劇情，《焚城》在劇情推演
上，做到環環相扣，場面層層加強，
令人意想不到，緊張感不散，一套135
分鐘的電影有此效果是功力之作。
該片反映日益嚴重的垃圾回收和環
保問題，以災難片形式叫大家注意人
禍可能會帶來的巨大危機，增加大家
的警覺性和危機感，我覺得是很好的
提醒，少了人為的火災，就減少了消
防員發生意外的機會。

《焚城》皆因貪婪

文公子 10月 27日應蔡冠深基金會副主
席、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校董蔡關穎琴女
士所邀，到香港藝術中心古天樂電影院出席

《趙無極藝境三部曲》首映禮。該部紀錄片全長約150分
鐘，以3大篇章，深入講述了蜚聲國際的近代傑出藝術家趙
無極在杭州、香港及巴黎的藝術生涯，並透過對中法藝術機
構、藝術家、收藏家等的深入訪談，勾勒出趙無極橫貫中西
的藝術人生。影片由蔡冠深基金會資助，分別在杭州、香港
和巴黎三地攝製，既是對趙無極個人藝術經歷的總結，更是
對中法藝術文化交往的重要見證與紀念，正好作為國家75周
年國慶暨中法建交60周年的誌慶之作。
首映播放的是《趙無極藝境三部曲．香港篇》，片長約50分

鐘。大會邀請到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王松苗秘書長、外交部駐港
公署李永勝副特派員、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宣傳文體部李曙光
副部長、法國駐港澳總領事杜麗緹（Christile Drulhe）女士、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胡健民副局長等出席主禮，以襄其盛。當
日在會場見到中大聯合書院王香生院長與余濟美前院長，原
來電影其中一位訪談嘉賓，香港收藏家及演藝工作者蔡頌思
小姐是聯合書院校友。蔡冠深基金會主席蔡冠深先生也是香
港中華總商會會長，所以場內亦遇到不少中總會友，大家都
認為電影可觀性強。王香生院長觀後更向文公子表示，該片適
合在大學播放，是可幫學生擴闊視野的通識教育的好題材。
趙無極一生作品類型多元化，涵蓋東西方的多種藝術流

派，其水墨作品的創新性，啟發了亞洲乃至世界藝術家對中
國水墨的思考，激勵了藝術界對水墨在傳統美彩之外的藝術
前衛性的挖掘；而原來這位國際大師與香港有深厚的淵源，
而且與中大新亞書院也有關。《趙無極藝境三部曲．香港
篇》中提到，1958年，他應新亞書院所邀，到香港講學一個
學期；雖然當年中大仍未正式成立，但他已可算為中大一員
了。在港期間，他認識到一生摯愛，與本名陳美琴的電影演
員朱纓結為夫婦，然後同回法國繼續創作生涯。陳美琴由於
健康欠佳，於1972年離世，令趙無極深感悲傷，有近一年沒
有畫作。而因為情緒哀傷中難以繪畫需複雜思考的油畫，因
此轉向水墨創作，由是成就出一代大師。
《趙無極藝境三部曲》已於10月13日由鳳凰衛視向亞太

地區正式播映，鳳凰秀平台及中國教育電視台新媒體網絡平
台均可收看。

趙無極的香港情

近幾年開始流行邊界感
這個詞，這個詞非常精準

地概括了人際關係中的一些準則，面對一個
沒有邊界感的人，會覺得很厭惡或是感覺到
不被尊重，而和一個邊界感掌握得很好的人
交流時，就像君子之交淡如水，感覺舒適順
心。在複雜的人際關係和社會結構下，邊界
感如同一道隱形的盾牌，保護着每個人的心
靈領地不受侵犯。
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擁有自己的想
法、情感和空間，它提醒我們在與他人交往
時，要保持適當的距離不要越界和干涉，這
種尊重不僅體現在言語上，更體現在行為
上，例如︰當朋友向我們傾訴煩惱時，我們
會傾聽並給予建議但不會擅自替他們做決
定，因為那是他們的權利和責任，又如當同
事在忙碌時，不會隨意打擾而是等待合適的
時機再進行交流，以免干擾到他們的工作節

奏。
也就是說我們要學會尊重他人，保持邊界
感，但也有另一個面向，就是學會分辨自己
和朋友的界線，和別人交往應有個分寸和自
我控制的能力。由此聯想到一位朋友，每次
他的朋友想要敘舊的時候，總是帶有一些道
德綁架，而他卻沒有理清自己的思緒，認為
怎麼能不去赴老朋友的約？於是，凡是朋友
約他便會隨傳隨到，可是漸漸地發現這種習
慣已經在影響着自身的生活，問題就出在他
沒有把握好邊界感，也可以直接地說，有時
候保持邊界感確實也是在維護自己。
在人生中，每個人都會有朋友，而在工作
上也會有同事，更不用說在創業中，我們會
和許多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如何處理好這
些關係其實也是一種智慧，有多少人是合夥
創業最後卻鬧得不歡而散？這就是過度地依
賴和控制，破壞了關係的平衡，使雙方感到

壓抑和束縛，所以常常說凡事應放寬心，這
種寬心不僅是對於挫折的淡然，而對於夥伴
關係也可以抱持這樣的心態，一旦走上了創
業這條道路，就意味着會遇見很多的人，也會
依靠這些關係成就自己的事業，但我們一定要
保持適當的邊界感，人的控制力一旦增強，慾
望也會變得可怕，對於物質的掠奪便會隨之發
生，而從長遠的人生來看這些都是得不償失。
在這個年代當中，大家都希望能夠擁有足夠的
財富，然而對於「足夠」這個詞怎麼理解，各人
又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有人永遠不滿意，在獲
得了屬於自己的那一份財富之後又渴望得到他
人的利益，這也是邊界感失控的一種典型表
現，最終吃虧的只會是自己。
總之，邊界感是人際互動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它如同一道隱形的盾牌，守護着心靈
領地，讓我們在與人相處時更加從容、自
信。

邊界感

牡丹花開宣紙上
水墨畫老師教我們畫牡丹。
先用毛筆過清水，筆肚水分含量要達
至飽和，再調酞白色，白粉量要大，筆
頭蘸曙紅仔細調至均勻，再以筆尖點胭
脂色，稍微調一下。下筆時以筆尖向
下，筆肚朝上，三兩筆即畫出中心的幾
個花瓣。要特別注意用筆，控制運筆的
力度以及顏色的微妙變化，使顏色自然
滲化，只一筆便呈現幾個不一樣層次的
紅色，並讓花瓣內緊外鬆。中心部位的
顏色較重，畫到外邊的花瓣顏色漸淡，
可再加水略調淡，繼續讓外部顏色較淡
的花瓣向中心靠攏，增加層次，表現出
立體感，最後以赭石或花青混藤黃色調
出汁綠色，筆尖微調墨色，點出花萼和
花托。
剛開始學習畫中國畫的南洋人，平時
極少用毛筆，水墨畫既要注意筆法的運
用，還要兼顧顏色和墨色的層次變化，
簡直就像爬山的人遇到珠穆朗瑪峰高度
般的大挑戰。
效果通常是慘不忍睹。不是酞白色不
足，就是曙紅色調不勻，或者把胭脂過量
地調到筆肚，花色層次缺乏變化，本來
應該畫出像老師形容和示範的那樣「雍
容富貴、大氣磅礡」的牡丹，在我筆下
變成瀕臨凋萎的衰落狀態。偶爾把花頭
畫得富麗堂皇，雍容大氣，卻在點花萼
和畫花托時，沒細心留意水分、忘記等
待花瓣半乾才下筆，一朵絢麗的花頭被
糊成一團色澤混淆的不知名圓形物。
老師說牡丹是收藏家們的最愛，因為
牡丹花大色艷、富麗端莊，有「國色天
香」、「花中之王」的美稱，且被人們
當做富貴吉祥、繁榮興旺的象徵。

年輕時候，最怕平庸粗俗，嚮往清高
嫻雅。幻想自己不附炎、不趨勢、不隨
流從俗、不苛求富貴。一心要把自己培
養得超凡脫俗、傲岸冷峻、清遠超逸、
氣質不凡。
所以，誰看得起牡丹呀？
彷彿只要和富貴兩個字掛上鈎，孤芳
自賞的人就得遠離和撇清。僅僅在學習
時期臨摹幾幅老師的牡丹圖，過後再也
不畫牡丹。
從來沒有想過，竟在不經意間和牡丹

花相遇，那個時候應杭州畫院邀請去採
風，西湖湖畔的著名老賓館花園裏，牡
丹開得正盛。不都說看牡丹要到洛陽
嗎？我問陪同一起並告訴我這是喜愛牡
丹花的女作家。她愣一下，然後微微一
笑︰「除了河南，北京、山東、四川和
重慶等地都是賞牡丹之地呀！」
原來牡丹到洛陽開花居然是武則天的

旨令。女皇下旨「明朝遊上苑，火速報
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臘
月寒冬，百花不敢不開，唯獨牡丹不遵
旨，震怒的武則天把牡丹貶到洛陽。
到了洛陽的牡丹卻得了出人意表的結

果。且看唐朝詩人白居易「花開花落二
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再看劉禹錫
「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
城」，徐凝眼中的牡丹花是眾人至愛
「何人不愛牡丹花，占斷城中好物
華」。五代皮日休心中的「獨立人間第
一香」也叫牡丹佔魁。
千嬌百媚、綽約多姿，芬芳幽香的花

散發出無窮魅力，引得諸多騷人墨客為
之神魂顛倒，謳歌、讚美的詩文和繪畫
源源不絕，自唐代始，從無中斷，直到

今天。不曾見過牡丹之前，只聞牡丹乃
富貴花，便堅決不再畫牡丹。真正遇見
牡丹花，方知「天姿國色、富貴明艷、
華麗典雅、香氣襲人」並非誇張之詞。
面對美艷不可方物的牡丹花一見傾

心。從此心心念念。
也許人來到某個年齡，富貴不再被排

斥。甚至不明白為什麼要推開富貴？稚
氣地以為拒絕富貴就能提升個人品質或
讓生活素質達到某個高度。難道不畫牡
丹便足以顯露個人的清高風範嗎？更大
的可能不過是在為自己畫不好牡丹找藉
口。真正的畫家，描繪的不只表面絢
爛，還要讓人看見精神風貌，能做到去
俗求雅，才是克服了困難和挑戰。再
說，牡丹富貴是人們賦予牡丹之象徵意
義，在本質上，牡丹就是一朵花。
傾慕神馳不已的後果，日日反覆在筆

下復活牡丹。花形寬厚、花瓣厚實，卻
不想看見金碧輝煌與璀璨奪目的花頭在
自己的筆下出現，尤其那些雙勾再填充
濃彩的牡丹，居然可以畫到每一朵都是
同樣呆滯刻板，彷彿印刷品一般過分艷
麗的假花。
魏晉時期的畫家顧愷之提出「以形

寫神」與「遷想妙得」的美學命題，
說的是人物畫，清代石濤說山水畫時
認為「名山許遊未許畫，畫必似之山
必怪。變幻神奇懵懂間，不似似之當
下拜」，畫花鳥的畫家則服膺於齊白
石的名言「作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
太似為媚俗，不似為欺世。」
我教學生畫牡丹的時候，強調3位
經典名家的審美，期待似與不似之間
的牡丹開在宣紙上。

朵
拉

做畫展導賞員
10月 10日至25
日，我在廣州文化
公園舉辦「滄桑入

韻紙間凝」個人書畫展，這次展覽我
展出了108幅作品，當中有90幅畫、
18幅書法。為了讓觀眾能看懂我的
畫，我為自己的展覽做導賞員。
可以說，展廳中每一幅作品都
凝聚着我的心血與情感，我渴望
能引領每一位觀眾走進我用色彩
和水墨構建的藝術世界，讓他們
領略到我創作背後的理念——通
過光影和色彩詮釋感情。
我有幅代表作《春雨》，畫的是
雨霽的紫丁香，含着水珠的花朵和
葉子泛着冷冷的天光，而瓦簷上一串
串水珠不停往下滴。我畫了大片紫色
和翠綠，紫色和綠色是對比色，兩
者的搭配可以產生鮮明的對比效
果，綠色屬於大自然的顏色，與紫
色搭配會顯得輕鬆有活力，能夠激
發出紫色的清雅柔美，加上光影，
我希望觀眾感受到這詩的意境：

雨霽丁香淚未乾，
瓦簷滴翠醉眸看。
清新香氣縈心繞，
詩意悠然夢自安。

我畫的那幅《荷塘夜色》，夜
色中幾片荷葉靜靜躺在水上，通
過水墨的層層渲染，那柔和的月
光灑在水面上，形成了明暗交錯
的光影效果，營造出一種靜謐而
神秘的氛圍。
在展出的這些作品中，色彩是我
抒發內心情感的直接語言。每一種
顏色都承載着特定的情緒和意念。
比如，《紅樹宜秋晚》中熱烈奔放

的紅色，象徵着我對生命的熱愛與
激情；《海礁》那寧靜深邃的藍
色，是我在喧囂塵世中尋覓內心平
和的表達；而《葡萄》那充滿生機
的綠色，則代表着我對大自然的讚
美和對生命不息的信念。我通過色
彩的對比或和諧交融，去傳達複雜
而微妙的情感。通過色彩與光影，
將西方印象派的藝術與中國水墨藝
術融合，是我表達情感的方式，我
需要觀眾了解我這種創作理念，因
此，每個觀眾在我這些畫前駐足，
我都會親自給他們講解。
雖然我用宣紙、毛筆、水墨、
國畫顏料作畫，但大部分時間我
用七成油畫的畫法，三成中國水
墨畫法，所以我的畫不是傳統國
畫或水墨畫，我試圖用這種獨特
的表現方式，讓觀眾感受到光影
不僅僅是物理現象，更是一種能
夠觸動心靈的藝術語言。
這次書畫展，我希望觀眾不僅
僅是用眼睛去觀看這些作品，更
是用心去感受、去體會我在色彩
與水墨中所傾注的情感和思考。
每當看到觀眾因為我的講解而對
畫作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欣賞，我
心中便充滿了成就感。

自 2017 年攝製電
視特輯《世說本草》

後，開始對「本草」（中國傳統藥物
學）加深認識，尤其特輯的顧問及嘉
賓主持趙中振教授，是當今本草學的
權威，教學相長，我們也獲益匪淺。
趙教授特別推崇明代偉大的醫藥學
家李時珍（西元1518~1593），適逢
2018年是李時珍誕辰500周年紀慶，
當時，整個攝製團隊更特別前往他的
故鄉蘄春拍攝、雨湖岸邊的陵園憑
弔 ……
綜觀李時珍一生歷盡艱辛，27年間
為編著《本草綱目》疲於奔命。完成
書稿後的十年間，又要四處張羅為其
出版 ……可惜在他臨終前仍未能看
到為之奮鬥一生的著作出版。但這位
被譽為「醫中之聖」的偉人，卻以其
個人力量，樹立起中國古代本草史上
的一座豐碑，其光輝業績與不屈精
神，讓世人景仰！
關於李時珍形象的描述，趙教授在
《世說本草》告知，根據明代大文豪
王世貞在《本草綱目》序言中提到的
寥寥數語：「睟然貌也，癯然身也，
津津然譚議也。真北斗以南一人。」
用現代語言講，就是面容溫潤祥和，

清瘦頎秀，聰穎健談，乃天下奇才。
1951年在維也納世界和平理事會
上，李時珍獲選為世界文化名人之
一，時值莫斯科大學修建，他們希望
製作包括李時珍在內的傑出科學家們
的紀念像。當時蘇聯向中國政府尋求
李時珍像原形，但中國歷史上無論史
書還是李時珍的故鄉，都沒有留下其
真人實像。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
沫若委託著名國畫家蔣兆和先生創作
一幅李時珍畫像。蔣兆和隨後以其岳
父、北京四大名中醫之一蕭龍友為模
特兒，創作了李時珍的形象。畫像上
的李時珍身穿明代儒巾道服，目光炯
炯，神采穆然。此畫像問世後，為國
人所認同，逐漸成為了中國偉大的醫
藥學家李時珍的「標準肖像」。

李時珍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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