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銀大
廈毫無疑問

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建築之一，
棱柱狀的外觀如竹筍般節節攀
升，玻璃、光線、幾何圖形，讓
這座70層高、外觀如三角柱的建
築以鮮明的風格成為時代地標。
藉着M+的展覽，貝聿銘兒子、
建築師貝禮中和參與中銀大廈建
設的建築師龔書楷再次來到中銀
大廈，講述中銀大廈建設背後的
故事。

如今的中銀大廈座向與中環
街區平行，兩側是依坡度而建的
中式園林，草地順地勢傾斜，園
中潺潺流水頗有意境，更多了幾
分親近自然的味道。龔書楷介

紹，當時買下的地皮狹窄，三面
被高架橋包圍，即使面朝維港，
視線也會受阻。為了解決這個難
題，貝聿銘首先說服政府換地，
將原來地皮中工地的一角換成毗
鄰公園的一角，這樣就讓大廈能
更好地融入整個街區。

走過中銀大廈旁的草地，貝
禮中感慨萬千。園林中的流水、
怪石、一草一木的背後都藏着設
計者的心意，這些形態各異的石
頭是貝禮中親自挑選運到香港
的。中銀大廈在他心中是很重要
的項目，這是他首次參與設計辦
公大樓。貝禮中介紹道， 「大樓
的設計選擇 『向上走』 ，將一個
正方形的建築，利用三角形的分
割，將大廈分為四個方向，每一
個三角形的空間高低不同。」 而
這也造就了寓意節節高升的竹形
架構，大樓的43層和頂層有極佳
的視野，可以全方位欣賞維港海
景。 大公報記者顏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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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故事

踏足過亮眼巴黎地標之一羅浮宮
的讀者，大概都跟我一樣，對貝聿銘
的劃時代設計──玻璃金字塔，津津
樂道，原來當年受到頗大爭議，是次
展覽對此就有詳盡記載。1981年，法
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宣布改造羅
浮宮，任命埃米爾．比亞西尼為項目
負責人，後者建議委約貝聿銘負責這
個項目，經過4個月的現場勘查，貝聿
銘提出在拿破侖庭院中央建造一座玻
璃金字塔，作為建築群地下空間的新
入口，清晰引導訪客前往羅浮宮三個
翼樓。

然而這個嶄新設計方案，一時間
難以令普羅大眾接受，更受到廣泛批
評，有法國媒體甚至把古埃及墓室相
提並論，以 「死人之家」 形容羅浮宮
和金字塔的組合，又比喻密特朗為狂
妄的法老，極盡嘲諷之能事。為了贏
取公眾認同，貝聿銘應巴黎市長雅克
．希拉克要求，在原地吊起四根碳纖
維纜索，模擬等高原大的金字塔線條
輪廓，吸引逾6萬名巴黎市民前往參
觀，最終輿論逆轉支持貝聿銘。 「貝
聿銘：人生如建築」 除了作為展區支
架的金字塔模型，猶如大型裝置作品
一般成為焦點，現場還展出當年報章
雜誌關於設計方案的報道，還有民眾
接受訪問時各抒己見的影像片段，很
值得觀眾細味。

旅程是經驗一部分
柳暗花明又一村；山有小口，彷

彿若有光。到過MIHO美術館的讀者，
肯定對必經的懸空吊橋、山谷隧道，
深刻難忘。記得約10年前到訪該地不
逢時，秋去冬來，紅葉凋零落索，不
像展覽其中一件展品──米田知子拍
攝 《 通 往 至 MIHO 美 術 館
（1991-1997）的吊橋一景，滋賀縣
信樂町》（2021年）的畫面，如調色
盤一般紅、橙、綠葉，沓雜成蔭。貝
聿銘小時候去過很多中國寺廟，在連

綿不斷的石梯拾級而上，登上頂峰，
明白到旅程本身就是經驗一部分。
「沒有捷徑，沒有快速的方法。」 他

曾在訪問說： 「離開原本世界，到達
另一個世界。」 他從陶淵明《桃花源
記》受到啟發，為MIHO美術館設計刻
意予人長途跋涉之感的吊橋和隧道，
築建期間，他走進那條擁有美麗弧線
的人行隧道時，說了一句耐人尋味的
話： 「它（美術館）在這裏，又不在
這裏。」

不看 「貝聿銘：人生如建築」 ，
不知道路易威登2018年女裝度假系列
時裝秀，就在MIHO美術館舉辦，模特
兒穿戴時尚，在隧道吊橋走着華麗
「貓步」 ，美不勝收；也不知道位於

滋賀縣信樂町的MIHO美術館周邊，原
來還有由貝聿銘設計的 「天使之喜」
鐘塔，以及MIHO美學院中等教育學校
禮拜堂，實在懊惱當年到訪怎麼會錯
過。 「天使之喜」 樓高60米，形態取
自 他 早 年 在 京 都 買 下 三 味 線 的
「撥」 ，他不諱言那是自己最接近雕

塑的建築作品。

從平面到立體
「貝聿銘：人生如建築」 通過不

同展品及展示方式，把貝聿銘不同建
築項目，陸續呈現到觀眾眼前，除了
大羅浮宮計劃、MIHO美術館，還有華
盛頓國家美術館東館、多哈伊斯蘭藝
術博物館、台中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
等等，統統叫人神往，甚至未建成的

項目，包括其哈佛大學設計學院碩士
畢業論文中設計的上海中華藝術博物
館、紐約雙曲面大樓、新加坡濱海南
發展計劃、巴黎拉德芳斯之首、德黑
蘭凱普賽德發展項目等等，都沒有遺
漏，又邀請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
建築學院碩士課程學生，把部分建築
項目（包括未建成的）製作模型，從
平面到立體，從無形到有形，讓觀眾
更容易理解貝聿銘的設計腹稿，是聰
明、誠意、有趣之舉。

後來，我在 「爆破藝術家」 蔡國
強的火藥紙本裱於木板（九屏）《春
秋：應貝聿銘先生的邀請為蘇州博物
館新館作的計劃》，駐足欣賞良久。
我去年才於東京國立新美術館 「宇宙
遊──從 『原初火球』 出發」 ，被蔡
國強創作宇宙 「大爆炸」 所撼動，是
次再遇他的作品，特別回味。

貝聿銘相信建築與藝術密不可
分，常跟不同畫家、雕塑家合作，向
他們委約新作，跟其建築項目互相輝
映，蘇州博物館開幕時，就展出由他
推薦的趙無極、徐冰、蔡國強等藝術
家之作。

除了展出畫作，蔡國強還於開幕
儀式，在博物館中央花園上演一場爆
破表演，觀眾可從單頻道數碼錄像
《炸塔》欣賞當時盛況，只見煙花於
花園閃爍蔓延，最後以寶塔引爆後燃
燒，剩下金屬框架作結，繪形繪聲，
蘇州博物館從此給寫進我的must go名
單了。

夢樓影人間
遊貝聿銘建築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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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聿銘與中銀大廈

羽 羊

雖說建築之美，沒有親歷其境，難以真切體會，但有時
候，身在山中，不知廬山真面目。參觀現於M+舉辦的

「貝聿銘：人生如建築」 ，特別對曾經到訪的羅浮宮（大羅浮
宮現代化改造計劃）、日本MIHO美術館等建築項目感興趣，
通過大量文字資料、相片、紀錄片及訪問片段，了解更多一直
忽略、鮮為人知的建築故事與細節，還有這位美籍華裔建築大
師從無到有的設計意念和心路歷程──玻璃、鋼筋、混凝土、
幾何圖形、光影線條、自然景觀，全是他隨心所欲的建築材
料。是次展覽，嫌一次看不夠，急急隔日再訪，在他的多元建
築時空遊走，夢樓影人間，流連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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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大師貝聿銘的首個全面回顧展
「貝聿銘：人生如建築」 正於M+舉行。

▶ 「爆破藝術家」
蔡國強曾獲貝聿銘
邀請合作。圖為他
在東京國立新美術
館作品。 作者供圖

掃一掃有片睇

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寫經，歷史從4世紀到
11世紀，橫跨700年之久，以佛經為主。在
中國書法史上，敦煌寫經書法具有鮮明的時
代特色和地域風格， 「 『敦煌寫經』 讓我了
解到魏晉南北朝至北宋時期的書法墨跡，從
而能在書寫的過程中，感受到當時的中國書
法發展歷程。」 林濤闡釋他書寫 「敦煌寫
經」 的初衷。

林濤書寫書法的時間已有50年之久，小
學時期就開始學習書法，2000年他毅然棄醫
從藝，專心從事書法創作、教育、組織工
作，長期以來傳承啟新，歷時8年，共臨摹海
內外各國珍藏敦煌寫經（遺書）百餘卷，在
「江左風流」 的基礎上，融合敦煌寫經諸多

藝術元素，創作出百餘幅主旨鮮明、形式多
樣的書法作品。

是次書法展以 「敦煌寫經」 為主題，分
為 「朝聖敦煌」 和 「傳承啟新」 兩個板塊，
涵蓋林濤的敦煌寫經作品、佛教經書作品和
他自己書寫創作的作品。現場展出林濤臨摹
中國書店藏 「敦煌寫經」 作品《成寶論第十
一卷殘片》，以及《成唯識論卷第七》等，
此外更有臨摹海外等地收藏的經書等， 「我

在書寫時力求體會古人在敦煌寫經時的心
境，從中體會書法的流變，而這種經驗也在
我的書法創作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林濤表示，他在臨摹 「敦煌寫經」 時，
感受到的是魏晉隋唐不同時期的書法藝術脈
絡和書寫心境，繼而從 「二王」 書法體系根
基上，融合魏晉、唐人寫經的諸多筆法、結
字等藝術元素進行書法創作。目之所見的書
法作品，林濤在 「敦煌寫經」 時的一絲不
苟，一筆一畫可見風骨。

展廳中庭擺放的是長達26米，共5000多
字的行書作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我
在書寫佛經時，也會吸收敦煌寫經元素，繼
而追求禪的意境。」 林濤說。

除卻經書作品之外，展覽更展出林濤創
作的中堂、對聯、斗方、小品等，作品整體
風貌典雅清麗，在古詩句中，彰顯個人的書
法風格。

這次的書法展，是林濤首次來到香港，
「香港是一座中外文化交匯的城市，如同一
扇連接世界的窗口，在這裏舉辦展覽，有助
向全世界推廣甘肅的敦煌書法，十分有意
義。」

敦煌寫經作品在港展出

大公報記者 劉 毅（文、圖）

敦煌寫經的傳承與啟新──林
濤書法藝術作品展」 ，昨日

在銅鑼灣金朝陽中心開幕。展覽展出
書法家林濤的80餘幅作品，凝聚他在
書寫敦煌經書時的個人心得，以及其
對書法藝術的見解，書體主要以行楷
為主，體現創新求變與揮灑自如的書
寫姿態。展期至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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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濤臨摹中國書店
藏 「敦煌寫經」 作品
《成寶論第十一卷殘
片》。 受訪者供圖

▲日本MIHO美術館為貝聿銘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