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細看香港」 微型藝術展現
正於太平山頂舉行，展期橫跨五
一黃金周至6月23日，免費入場。
展覽以香港地標、習俗及生活特
色為主題，展出24件作品，當中
包括7件新作：《啟德主場館》
《九龍城寨》《廟街夜繽紛》
《昂坪360》《馬王爭霸戰》《金
魚街一角》及《西環碼頭》，讓
公眾近距離細味地道香港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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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看香港」藝術展山頂登場
24件微型作品呈現城市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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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當代水墨藝術家何紀
嵐首個個人展覽 「寫意一
黑——何紀嵐水墨意象」 ，正
在中環藝穗會陳麗玲畫廊舉
行。是次展出何紀嵐以 「遊絲
破墨」 皴法創作的10餘件水
墨作品。作品結合幾何構圖與
鮮明的黑白主調，在虛實相生
間勾勒 「陰陽並存」 的宇宙
觀，透過粗筆與細線條的和諧
互動，何紀嵐將東方哲學的精
髓提煉成現代的視覺語言，讓
觀眾見證動與靜交匯的生命韻
律流動。展期至5月1日，公
眾免費入場參觀。

大公報記者 李兆桐、劉毅

何紀嵐的作品融合了中國水墨畫與
極簡主義的清脆清晰度，是對比的抒情
舞蹈——流暢而精確，沉思而充滿活
力。是次展覽將傳統水墨藝術重新演
繹，賦予當代詮釋。

聚焦城市意境節奏
何紀嵐的作品跳脫傳統山水題材，

轉而捕捉現代城市的意境和節奏。今
次，他以凌厲的墨線勾勒建築輪廓，透
過濃淡交錯的層次呈現都市的光影變
化，在紙上構建出充滿張力的黑白意象
世界。何紀嵐在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
表示： 「之所以我會用中國畫的水墨線
條去勾勒作品，是因為我覺得水墨本身
蘊含無限可能。一筆一墨都是我對生活
的體現，我喜歡描繪香港，但我也希望
不同的觀眾，在我作品中感受到收穫各
自的體會，畫中可以是香港，也可以是
世界上的其他城市。」

展廳現場展現的既有與父親、香港
水墨藝術家何百里共同完成的《嵐山百
里舟》，也有何紀嵐以心境感受到的香
港城市之光、黑白水墨之力量的作品，
水墨和不同色塊的對撞，都在其作品中
體現得淋漓盡致。 「我在創作時，好似
一種下棋的感覺，這一筆、之後的一
筆，既是一種鬥力，也是一種交織。」
何紀嵐表示。

何紀嵐的作品扎根於中國傳統水墨
技法，也巧妙地融入現代元素，以極簡
主義的視覺語言演繹東方哲理。在作品
《一半》中，左半邊是水墨紙本，而右
半邊則是鏡面亞克力膠板。何紀嵐介
紹， 「水墨和宣紙是傳統的藝術表
達」 ，而另一半的鏡面則更像是現代藝
術的手法， 「鏡面反射的場景會隨着這
幅作品的所在產生變化。」

在何紀嵐的作品中，他希望給予觀
眾更多想像的空間，不同的人看他的作
品可能會有不同的解讀。 「比如《香港

格式》這幅作品，香港人可能會看見香
港的城市面貌，而曾經有來自紐約的朋
友說這像是紐約的街頭景色。」 現場展
出一件長條形狀的《香港格式》以及另
一張同樣創作於今年的《香港格式》，
其運用筆法和色塊愈加得心應手，透視
之法並非一般的焦點消失法，而是一種
縱深的透視方式。

墨線勾勒《香港格式》
城市意象之外，何紀嵐在這次展出

作品中還加大了對墨的思考，作品《非
黑飛白》中，他以潑墨展示 「留白」 ，
重新演繹水墨帶來的力度和感染力。

在何紀嵐舉辦個展現場，何百里也
來為兒子 「助陣」 。在何百里看來，何
紀嵐對於水墨和線條的理解很強，且十
分有生活化，有新氣象。

當他提及何紀嵐創作《香港格式》
時介紹說，作品中，他將水墨的格式變
為香港結構，密集的房屋、熙熙攘攘的
街景、維港映襯在水中的光影，都令他
產生 「感召力」 ，處理方式很有特色，
墨與線條的融合也很是和諧。

何紀嵐個展「寫意一黑」動靜交匯
傳統水墨融合現代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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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顏琨報道：第二屆
「荷李活道古董．藝術展」 正在兩依藏博
物館內舉辦，通過一系列藝術品，展示荷
李活道的悠久歷史。永樂、寶源堂、恆藝
館、羅漢堂、潤澤堂、翰明藝廊、小倉山
房等11間古董店或畫廊參展，呈現中國
古典傢具、陶瓷、紡織品、陶藝、珠寶、
雕塑和當代藝術。

荷李活道是香港的第一條街道，見證
着上環成為華人生活與經商的繁華社區。
文武廟坐落於這一區的心臟位置。隨着時
間的演變，荷李活道與摩羅街一帶逐漸成
為古董及文玩的買賣中心。位於這條街上
的兩依藏博物館是一個以收藏明清傢具而
出名的私人博物館。自上世紀八九十年
代，兩依藏博物館的主人開始收藏中國古
傢具，不少藏品就是在荷李活道購入，如
今此類藏品的數量已達到幾百件。

今次， 「荷李活道古董．藝術展」 匯
集的古傢具藏品非常吸睛，黃花梨做的圈
椅、燈掛椅、藥櫃、十分精緻，更有不少
傢具與博物館中的藏品屬同一時期的作
品，吸引不少觀眾一探究竟。

「畫廊漫步」探索街區
上世紀80年代創辦成立的瀚明藝

廊，前身為翰明傢具，如今已傳承至第三
代。今次展覽，翰明藝廊展示了多件以黃
花梨為材質的古傢具。明清時代的黃花梨
花鳥紋寶座式鏡台、黃花梨霸王棖長方櫈
在燈光下散發着厚實木料的油潤光澤。明
末清初的黃花梨百寶嵌嬰戲圖五屜官皮箱
來自新加坡的私人收藏，畫作中的小人表
情生動，展現了當時精巧的技藝。此外，
牆壁上掛着田鶴仙畫梅花詩文瓷板是民國
時代的老物件。

與翰明藝廊同一時期開始經營的恆藝
館亦帶來不少黃花梨材質的明式傢具。在
清中期的黃花梨鑲嵌百寶百子圖官皮箱
上，祥雲、山石和人物雕刻得非常傳神。

另一清早期的黃花梨雙門炕櫃稍微大一
些，設計更為簡潔，但木料很有質感。

荷李活道全長一公里，貫穿中上環街
區，沿路可以欣賞不少頗具藝術氛圍的街
頭壁畫。沿路商舖林立，不僅匯聚了藝
廊、咖啡廳、麵包店、酒吧。路過文武廟
後，街道兩側的古董文玩店舖多了起來。
石獅子、青銅像、瓷器透過玻璃櫥窗吸引
着路人的目光，店舖中更擺放着不少中國
古傢具。

為了讓更多年輕的藏家了解荷李活道
和中上環街區的藝術魅力，除了舉辦古董
展覽，今次還策劃了 「畫廊漫步」 活動，
邀請專家帶領觀眾參觀荷李活道上的6家
畫廊，以及邀請年輕參觀者通過互動探險
活動，探索街區豐富的歷史和文化底蘊。
此外，參觀者還可以在
「親手體驗」 的工作坊
中，在專家指導下直接
接觸文物，了解處理古
董藝術品的重要步驟，
近距離觀察藝術作品的
細節。

圖片：大公報記者顏琨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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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李活道古董藝術展 黃花梨傢具吸睛

▲何紀嵐（右）與父親何百里及他
們合作創作的《嵐山百里舟》。

大公報記者李兆桐攝

▲展廳一隅。 大公報記者李兆桐攝

▲《九龍城寨》還原電影場景。

▲《西環碼頭》將現已消失的地標還
原。

展訊 「細看香港」
微型藝術展

快樂微型藝術會會長潘麗瓊於展覽
開幕儀式致辭表示： 「快樂微型藝術會
已經有15年歷史，擁有超過150件作
品，舉辦逾50個巡迴海內外展覽，均
獲得熱烈回響。我們希望效仿成功的德
國漢堡微型藝術博物館、小東京及小加
拿大微型藝術博物館，設立香港永久性
展館。」

復刻啟德演唱會現場
山頂綜合項目總經理

周卓賢致辭表

示： 「太平山頂作為香港具代表性的地
標之一，我們一直致力透過舉辦不同形
式的文化藝術活動推動香港旅遊業。今
次與快樂微型藝術會的合作，體現了我
們積極推廣文化藝術的承諾，同時宣揚
保育文化傳統的價值觀。」

展覽現場人潮湧動，展品設計精緻
細膩。其中，新作《啟德主場館》備受
注目，作品前不時聚集人群拍照留念。
該作品呼應近日舉行的謝霆鋒演唱會，

將現場熱烈

氛圍濃縮於方寸之間：舞台中央燈光璀
璨，觀眾席上約5萬名僅有五、六毫米
高的微型人偶，由藝術家一一手工黏貼
於弧形看台之上，配合精細還原的激光
與熒光效果，把演唱會現場的震撼定格
在微型世界裏。

多件作品聚焦舊日香港的街巷風貌
與日常生活，透過微縮場景呈現城市記
憶。

《九龍城寨》參考電影與歷史文
獻，重構這座曾被視為 「三不管地帶」
的建築迷宮。藝術家以層層堆疊的樓
宇、狹窄通道與密集居住單位，再現了
空間擁擠、人與人密切互動下形成的
獨特生活結構。《金魚街一角》則還

原旺角金魚街的日常景象，店內水族
箱、塑膠袋內的金魚，以及顧客的對話
場景皆細緻入微，活現街頭一隅的生活
氣息。

作品《西環碼頭》聚焦上世紀70
年代的街道與建築面貌，重現已消失的
地標，包括西邊街的 「多男大茶樓」 、
老式 「四面牌」 巴士與唐樓。潘麗瓊表
示： 「我們這樣創作，是為了留住這些
正在消失的記憶。透過微型藝術，讓它
們重新被看見。」

展覽期間亦設有微型藝術工作坊，
邀請本地微型藝術家教授製作港式茶餐
廳美食模型，參加者完成作品後可帶回
家留念。

大公報記者 郭悅盈（文、圖）

▲▶《啟德主
場館》作品呼
應近日舉行的
謝 霆 鋒 演 唱
會。

展訊

日期：即日起至5月4日
地點：兩依藏博物館

▼

清
中
期
的
黃
花
梨
鑲
嵌
百
寶
百
子

圖
官
皮
箱
。

荷李活道古董．藝術展展訊

「寫意一黑──何紀嵐水墨意象」

日期：
即日起至5月1日

地點：
中環藝穗會陳麗玲畫廊

▲《金魚街一角》再現旺角金魚街的
日常一景。

日期：即日起至6月23日
地點：太平山山頂凌霄閣1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