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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漫長．如
此濃郁──黃永玉新

作展」 日前在成都市美術館開幕。黃永玉90歲之
後創作的217件／組首次來蓉的新作、超2000平方
米展陳空間，為觀眾呈現其濃郁而熱烈的藝術生命
力和詼諧樂觀的人生態度。

大公報記者 向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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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玉藝術人生
逾200件晚年作品亮相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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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寶齋

話你知

今次展覽由成都市美術館、北京畫
院聯合主辦，是新作展巡展的第三站，也
是目前為止規模最大的一站，持續至4月
6日。黃永玉之子黃黑蠻接受大公報記者
採訪時表示，此次新作展的各館巡展已安
排到後年，也希望未來能有機會到香港展
出。

冀未來赴港巡展
展覽的主題 「如此漫長，如此濃

郁」 出自黃永玉1979年12月寫下的文章
《太陽下的風景──沈從文與我》，後面
還有一句 「那麼色彩斑斕」 。而以 「新
作」 作為展覽的基調，是因為黃永玉曾說
不喜歡做回顧展，要做一個新作展，他生
前便在謀劃籌辦自己的百歲畫展，並專門
精心創作了眾多新作。

事實上，90歲後的黃永玉依然對身
邊的一切保持好奇心與新鮮感，細心觀察
並敏銳捕捉生活中的新事物。黃黑蠻告訴
記者，父親一直在不停工作， 「他說一個
藝術家要有創造力，只是重複自己多沒意
思。所以他一直到處走、不停畫，到意大
利在街邊支起畫架畫，到德國爬山一邊走
一邊畫，永遠保持着旺盛的藝術生命
力。」

因此，展覽中的作品儘管創作時間
跨度不大，但是數量眾多、類型豐富，涵
蓋古裝人物、現代都市、花卉、生肖等各
種題材，展現了黃永玉90歲後的創作思
考和藝術追求。據北京畫院院長吳洪亮透
露，雖然此次展出了大體量的作品，但也
僅是黃永玉近十年新作的一部分，很多作
品都是三選一、五選一選出來的。

「六幕時間的劇」串聯作品
走進展廳，觀眾恍如進入了成都市

美術館策展團隊為黃永玉 「營造」 的劇
場。整個展覽用幕布和窗口兩個元素來串
聯，比如展廳入口處以各地各式各樣的窗
戶象徵性地概括黃永玉一生的不同經歷，
窗戶後的照片則是他童年就讀過的湘西古
春書屋的窗景和在香港居住時候的窗景。

策展人曹箏琪娜表示，策展團隊在
結構和形式上引入「劇幕」的概念，以 「六
幕時間的劇」 為策展理念，圍繞時間概念
和不同主題，串聯起黃永玉的 「新作」 。

「第一幕：新上任的老人」 中，既
有黃永玉回顧過往人生的作品，也有步入
老年後闊達的人生觀。 「行囊」 是其中的
重要意象，是次展出的《行囊》和《從閩
南出發》，分別是黃永玉十幾歲時背着行
囊的樣子和對行囊的特寫，旁邊實物則展
示了行囊裏的東西──高爾基、魯迅、沈
從文的書以及四塊木板、一盒木刻刀。

而黃永玉在不同時期因展覽、節
慶、慶生所畫的邀請卡插圖和部分邀請卡
實物，則很是有趣。 「我九十八了，活該
請您來萬荷堂喝一杯」 ……親切的語
言、詼諧的畫面，讓觀眾不禁會心一笑。

「第二幕：看山還是山」 的主題出
自禪宗的人生觀，聚焦於黃永玉如何看待

藝術、文化、歷史以及社會等。其中的
《看山》這一作品，黃永玉前後畫了五
張，每畫一張都去解決不同的繪畫難題，
不斷琢磨山的構圖、人物的布局、色彩的
搭配等，最後他還是覺得第一張最好，並
選入了新作展。

十二生肖「大集合」
「第三幕：筆尖的快與慢」 主要呈

現了黃永玉對於繪畫創作的體悟。
作為黃永玉晚年尺幅最大的作品之

一，是次展出的《煞風景》代表了他創作
中慢的一面。黃黑蠻告訴記者，因為疫情
影響，這幅約4米高的作品，父親前後畫
了兩年，細節非常多， 「風來了，樹隨着
風走，在山林裏聚會的一群人也被大風吹
得人仰馬翻，很有動感。」 畫作旁邊的視
頻記錄了黃永玉創作此畫的過程。

「第四幕：時間是那麼地飛快流
逝」 是生肖主題作品的 「大集合」 。十二
生肖月曆圖、十二生肖雕塑、《十二生肖
外篇》以及四季圖等通過年歲更替、四季
輪轉、萬物生長的主題，呈現着黃永玉對
於時間流逝的觀察和體悟。首次在巡展中
全部亮相的十二生肖雕塑，體現了鮮明的
「黃氏風格」 ──以誇張化、幾何化的造

型風格，塑造不同動物的形象特徵和各具
特色的神態。

「第五幕：這些憂鬱的碎屑」 集中
呈現了黃永玉對於過往和日常的記錄。在
文學、雕塑、木刻、繪畫之外，黃永玉還
涉足過建築，他晚年居住的萬荷堂，大到
建築布局、小到屋內飾品，都由他親手打
造。

策展團隊在 「終幕：今夜」 中，呈
現了黃永玉內心深處最為難忘、柔情和浪
漫的記憶和時刻，以及晚年關於 「愛，憐
憫，感恩」 的人生觀。

在人生最後一個元旦節所創作的作
品《今夜》中，黃永玉描繪了元旦之夜的
藍色天幕下，萬家燈火、煙火漫天的美好
場景。他還在這幅作品的題跋書法中寫下
祝福： 「願上天給人間每個人都有美好的
今夜，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十年如此，百年如此。」

黃永玉身上環繞着各種光環，
吟詩作畫、舞文弄墨、刻木鑄銅，樣
樣精通，年輕時他還曾當過《大公

報》的 「小編」 。每每談起這段青葱歲月，黃永
玉總會說： 「我就是《大公報》的小兵丁。」

1948年，黃永玉離開上海赴香港，並在香港
參加 「人間畫會」 ，從事木刻創作兼自由撰稿
人。同年，在蕭乾等人的協助下，黃永玉加入
《大公報》，做美術編輯，為新聞報道做插畫，
偶爾也救場式地寫些文章。

1950年，黃永玉回湘西旅行，撰寫長篇遊記
《火裏鳳凰》，在香港《大公報》副刊連載。

2012年，《大公報》110周年報慶，黃永玉
欣然提出贈畫《彩荷圖》道賀，並以 「六十餘年
前有幸工作於麾下十分得意」 的落款，詮釋自己
與有榮焉的自豪與思戀。▲《煞風景》裏細節滿滿，很有動感。 大公報記者向芸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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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夜曲》
「黃昏後當你在我懷中

柔聲歌唱，你知我心裏有多
少話要對你講？」 這是黃永
玉人生中的最後一幅作品，
當他因病卧床時，腦海裏始
終縈繞着年輕時同妻子張梅
溪一起唱過的歌曲。參照這
首歌的曲譜和歌詞等資料，
他順利畫出三幅《小夜
曲》，並將曲譜中的音符畫
在其中。

《李時珍先生隨想》
這幅畫描繪了黃永玉想

像中的李時珍形象，主體人
物周圍勾畫出各種植物、昆
蟲和藥材，黑白間充滿視覺
衝擊力。為了創作此畫，他
專門去羅馬圖書館找到一套
早於《本草綱目》的古籍，
這件炫技之作不僅體現了其
挑戰自身記憶力、持續學習
新知識的能力，還展現了深
厚的白描功底。

《中國畫》
不同於其他色彩

濃郁的大幅作品，這
件作品體量很小，是
黃永玉教友人畫畫時
所作。他在畫中鮮明
地闡述自己的藝術
觀，旨在讓非科班出
身的人能夠理解中國
畫。此外，他還發表
了對中國畫與外國畫
差異的見解。

《顛三倒四集》（局部）
這組系列作品是黃永玉代

表性的動物題材繪畫，選擇動
物為描寫對象，與他自小喜歡
觀察動物的性情有關。老鼠遛
貓、烏龜拴兔、鳥餵人群，他
將人和動物、動物與動物之間
的關係進行顛倒和重組，形成
荒誕、幽默的畫面敘事，博人
一笑的同時也能讓人思考某些
現象或道理。

▲首次在巡展中全部亮相的十二生肖雕塑。 大公報記者向芸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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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玉所畫的邀請卡插圖很是有趣。

【大公報訊】適逢新春佳節，《黑
神話：悟空》交響音樂會將於2月1日及
2日在澳門美高梅劇院上演，是次線下
主題音樂會演出曲目精選自遊戲內音
樂，交響與國樂共譜冒險史詩。同時，
遊戲內的動畫短片集，帶觀眾重回西
遊，沉浸式體驗雄奇壯麗、光怪陸離的
東方神話世界。這不僅是遊戲與音樂跨
界融合的大膽嘗試，也是《黑神話：悟
空》交響音樂會邁向全球化的表現。目
前，該交響音樂會已在太原、南京、哈
爾濱、武漢等城市上演，贏得熱烈反
響。而此次美高梅劇院上演的《黑神
話：悟空》交響音樂會將帶給觀眾全
新的觀演體驗。音樂會門票正公開發

售。
美高梅劇院為亞洲首個動感多元化

的劇院，配備900平方米的特大4K
LED顯示幕，也是全球首個可為觀眾提
供2800萬像素觀賞體驗的劇院。在美高
梅劇院，觀眾將在巨大熒幕上體驗3A遊
戲畫面中磅礴壯麗的場景所帶來的震撼
感。

與此同時，美高梅劇院採用L-ISA
超真實動態環繞沉浸聲效設計，突破傳
統擴聲模式，讓聲音由平面聲場躍升為
三維空間，能夠精準還原遊戲中的每一
個音效細節。無論是悟空騰雲駕霧時的
呼嘯風聲，還是戰鬥時激烈的武器碰撞
聲，都將環繞在觀眾四周，營造出逼真

的沉浸式氛圍。
作為中國遊戲的傑出代表，《黑神

話：悟空》承載着深厚的傳統文化底
蘊。《黑神話：悟空》交響音樂會將以
一種全新的藝術形式，向全球傳播中國
傳統文化。

這個春節，不妨在2月1日和2日兩
天的15：00、19：30，一同沉浸於《黑
神話：悟空》交響音樂會之中，見證遊
戲與音樂、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融
合的時刻。

本次演出首度呈獻三首全新曲目，
觀眾並可獲贈音樂會主題的精美豐富周
邊禮品乙套，包括T恤、帆布袋及新春
春聯等。

《黑神話：悟空》交響音樂會
日期：2月1日及2日（星期六及日）

時間：下午場15：00
晚上場19：30

地點：澳門路氹─美高梅劇院

沉浸式感受遊戲世界雄奇壯麗

《黑神話：悟空》交響音樂會新春澳門登場

▲《黑神話：悟空》交響音樂會2月1日及2日於澳門美高梅劇院上演。

演出
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