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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張帆

由上海中醫藥大學和上海大學
共同主辦的 「岐黃丹青．造

福人類——陳家泠中草藥藝術書畫
與《本草綱目》展」 ，近日在上海
中醫藥博物館三樓舉行。觀眾欣賞
水墨繪草藥，在翰墨之香與草本之
香的交融中，一定會對畫和藥都有
全新的認識，對中華文化的博大精
深也會有更直觀的體驗。

陳家泠中草藥藝術書畫展上海舉行
水墨繪草藥 花卉植物當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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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徐小惠報道：
一新美術館今年迎來成立9周年誌慶
外，美術館日前宣布將於今年第4季度
遷往港島西營盤新址，位於觀塘的舊館
則自即日起停業休館。

據一新美術館總監楊春棠介紹，
新館地址位於港島西營盤西源里1號，
住宅瑧蓺（Artisan House）地面及1
樓整個商用樓層，兩層面積合共6000
平方呎。1樓為展覽廳，佔地3600平方
呎，分右左兩翼，15呎高的樓底可容
納更大型的作品，展示方式更多變、更
靈活。地面層則擬作辦公室、圖書室、
咖啡廳、禮品店等綜合用途。

新館首展「西源里選畫」
孫少文基金會主席孫燕華表示：

「一新美術館立足九龍東差不多九年，
見證了這個社區的發展，對區內事物有
着深厚的感情。我們一直希望能找一個
交通更方便、更貼近觀眾的展覽地點，
讓不同人士都可以接觸到一新美術館。
今次遷址西營盤，變身 『地舖』 ，受惠
於鄰近港鐵站之便利，廣大藝術愛好者
前往欣賞我們的展覽時會更方便，亦讓
我們有機會向另外一個歷史悠久的社區
推廣中國文化藝術。新館是一個綜合型

的藝術場地，除了展覽廳外，亦備有不
同的生活服務設施，有助促進文化及藝
術交流。這個優秀的藝術展覽平台讓我
們為豐富香港人的文化生活，繼續作出
貢獻。」

為更好地配合香港藝術界發展現
況，一新美術館今年推出兩大展覽計
劃，遷館後的首展為 「西源里選畫」 ，
是一個特別策劃的展覽，公開向香港畫
家徵集近作，選出傑出作品展出，標誌
香港畫家的最新風格和成就。與此同
時，與饒宗頤文化館聯合策劃 「港藝新
星展覽」 ，為18至40歲的香港年輕藝
術家提供免費展覽平台及展覽津貼，讓
大眾認識他們的藝術路向和成果，希望
有助他們成長為藝壇菁英。

未來，一新美術館除了營運西源
里展館外，亦會繼續為饒宗頤文化館提
供策展支援，聯合規劃展覽以及推動其
他計劃。

楊春棠表示： 「我們希望把握民
營博物館的特色，去配合香港藝術界的
發展。在橫的方面，聯合更多團體，以
增加展覽點。在縱的方面，則迎合藝術
界不同層面的需要，去增加多元化活
動。大家同心協力，香港藝術的前景必
欣欣向榮。」

【大公報訊】香港藝術館策展團隊
聯同文物修復辦事處，以至樂樓藏品作
為研究案例舉辦展覽 「另眼相看——中
國書畫的裝裱與保護」 ，透過藝術與科
學的角度，分析和拆解中國書畫，讓市
民窺探博物館幕後的修復和保護工作。
展覽昨日（22日）起在香港藝術館舉
行。

展覽以至樂樓藏藍瑛《山水》為引
子，精選展出約十六組至樂樓藏品，介
紹傳統中國書畫的材料、裝裱種類和裝
裱方法。有別於傳統的策展方向，展覽

除了介紹作品的藝術風格外，還特別加
入了科學儀器分析藏品樣本後生成的檢
測圖像、影片等資料，為中國書畫材料
和裝裱提供科學角度的討論和研究。在
中國書畫修復和保護方面，展覽會將至
樂樓藏品的修復過程和成果呈現出來，
並展示應用最新非侵入性分析技術對研
究和保存中國書畫的重要性。

此外，為呼應藝術與科學結合的主
題，藝術館邀請了本地藝術團隊XR
Experience創作了一系列多媒體展示，
當中包括一幅十六米長的修復工作室繪

畫，團隊應用了擴增實境技術，令修復
工具躍然牆上，逐步演示書畫裝裱的工
序。展廳另一側經過團隊插畫師的巧思
妙筆，變身成為奇幻修復工作室，以投
影方式介紹多種常用裝裱工具。藝術團
隊更設計了一套名為《修復師的日常》
的互動動畫，讓觀眾扮演修復人員完成
任務，親身體驗博物館修復人員的工
作。

展覽現於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十
號香港藝術館四樓至樂樓藏中國書畫館
舉行，展期至明年2月12日。

記者在現場看到，展覽以上海美術學
院教授、著名畫家陳家泠創作的雞冠花、
合歡花、丁香花、百合花、石榴等12幅皆
可入藥的花卉植物國畫作品為主角，還特
別配上他的書法作品，詳細介紹每一種植
物的藥用功效。

「窺見」中草藥另一面
品書畫兼學藥理。上海中醫藥博物館

館長李贛介紹，這次展覽是上海中醫藥大
學開學季的重要活動之一，中國書畫與中
醫藥文化同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瑰寶，
嘗試通過書畫形式來推廣中醫藥文化，有
助於搭建以文化人、以美育人平台，助力
師生們提振 「精氣神」 、提升文化自信、
提高美學素養。當他們聯繫到陳家泠時，
雙方一拍即合。更為難得的是，陳家泠本
來就對《本草綱目》等中醫典籍和中醫文
化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並創作了很多相關
作品。在陳家泠的支持下，策展方在他的
中藥主題的書畫中精選了12件，包括雞冠
花、白玉蘭、荷花、牡丹、向日葵等大眾
熟悉的花草，每一幅作品又都不是孤立
的，都搭配一幅書法，介紹這味花草的
「功能與主治」 ，文字內容均出自《中華

藥典》。
李贛還介紹，他們又在中醫藥博物館

15000多件館藏中，選出了相關的藏品輔助展覽，
包括中藥材標本、古代中醫使用過的器具、中醫古
方等，旨在告訴公眾，很多花草不同的部位有不同
的藥用功效。

已過耄耋之年，陳家泠仍然奮戰在創作和教育
工作的一線，筆耕不輟。其實，筆墨繪草藥，對陳
家泠來說也並不陌生。談起這些作品的創作心得，

陳家泠介紹，中草藥跟花卉本來就是結合的，只不
過我們不認識而已。過去它是標本畫，文字是解釋
標本、花卉的應用價值。現在把實用的東西、書本
的標本巧妙轉化成藝術，閱讀起來就更有趣味。他
還認為： 「中國書畫是一種非常美的藝術形式，和
中醫藥文化同屬『國粹』，二者破圈融合，提升了美
的境界，變得更有內涵、更有韻味。」

今次展覽還特別邀請陳家泠為師生們作了一堂

題為 「中草藥書畫藝術與《本草綱目》之
美」 的講座。

畫筆針灸異曲同工
陳家泠對花草的研究非常深入，創作

了不少經典作品，比如畫作《詠梅》。他
說： 「梅花是報春之花。報春，就是引領這
個時代的生機。」 陳家泠一反傳統的梅花樣
式，用寥寥幾筆畫出了梅的風骨。

師承潘天壽，陳家泠同樣對於老師擅
長的 「荷花」 題材非常鍾愛。他告訴師生
們： 「從古至今，中國文人墨客對荷花情有
獨鍾。在中醫看來，荷花、荷葉、蓮子、藕

都有藥用價值，而我創作 『荷花三部曲』 則是緊跟
我們國家改革開放的大背景。」

「中國書畫與中醫藥同源同宗，我們的筆就像
你們針灸用的針。中國式現代化需要博採眾長、兼
容並蓄，中國書畫與中醫藥則需要 『古為今用，洋
為中用』 。」 作為改革開放後最早走出國門的中國
畫家之一，陳家泠在回答學生提問中，希望中醫學
子在中西醫結合之路上融會貫通、開拓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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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泠在展覽開幕式上致辭。 主辦方提供

▲陳家泠作品《雞冠花》。

▲陳家泠作品《荷花》。

▲陳家泠作品《向日葵》。

▲陳家泠書畫作品《石榴》（上）和《詠
梅》（下）。

一新美術館
第4季度遷港島新址

◀一新美術館將在
今年遷址港島西營
盤西源里一號。

一新美術館

另眼相看解構書畫裝裱與保護技術

▶居巢的《草
蟲 花 鳥 扇 面
冊》（十開冊
之一）。

副
刊
fb

◀ ▲ 展 館 一
隅。

▲石濤的《蔬果冊》（四開冊之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