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是保利香港拍賣2025春
季拍賣會的最後一日，今季拍賣共
持續5天，策劃共7個專場及2個網
絡專場，主題涵蓋現當代藝術、中
國古董珍玩、中國書畫、珠寶、鐘
錶及手袋尚品、名酒佳釀五大門
類。作為本季焦點，趙無極的
《1.12.81》成交
價 為 2760 萬 港
幣 ， 奈 良 美 智
《洋琴（珍．里
奇）》成交價為
1836萬港幣。

大公報記者 顏 琨

掃一掃有片睇

現當代藝術方面，趙無極的《1.12.81》備受
關注。1981年，趙無極迎來30年的西行藝術生涯
上的重要里程碑─受邀於巴黎大皇宮國家美術館
舉辦首個法國個人展覽。隨後他受中國文化部之邀
榮歸祖國，並於同年秋天前往山西雲岡探索古代石
窟壁畫。黃沙飛揚的北國地景、歷經千年風霜的佛
教壁畫與雕塑，為趙無極提供了全新的視覺詞彙，
《1.12.81》由此誕生。畫作中部色彩精心鋪陳，
以源自石窟壁畫的天然顏料，雖歷經千年氧化褪
色，卻在畫布上重獲新生。上方的留白，則是趙無
極對松節油的運用，既再現了水墨的沁染效果，更
營造出佛教藝術的虛空之境。

奈良美智《洋琴（珍．里奇）》受關注
另一受關注的拍品是奈良美智的《洋琴（珍．

里奇）》，致敬著名民謠歌手（Jean Ritchie），
以利落簡單的線條在木板上描繪出彈奏洋琴的女孩
形象。用被音樂洗滌的靈感，結合原木紋理和精簡
筆觸以表深刻情感。

朱德群的作品《構圖No.338》以罕見的橘紅
色主調展現其成熟期特色，畫面中流動的光色與虛
實相生的空間結構，體現其對 「氣韻生動」 的藝術
追求。

同場亦有王光樂的作品《140710》。這幅畫
需要畫家每日兩次在畫布上塗刷紅白混合顏料，層
層向內收縮形成同心矩形，歷時數月。隨比例變
化，中心色塊逐漸縮小增厚，在單色與雙色間形成
三維空間感，消解傳統 「繪畫性」 而回歸純粹色彩
與形式。畫面凝固時間流動，顏料堆疊隱喻生命累
積。在此作前僅一件紅色《無題》系列現身拍場，
罕見的紅白漸變與寬廣色域，成為藝術家對時間與

存在有力的表達。

倪瓚《與茂實徵君侍史札》落筆精巧
今次春拍呈獻 「頤華：重要宮廷藝術珍品選

粹」 、 「中國古董珍玩」 及 「漱玉：致中和璞堂藏
玉器及文房雅玩」 三大專場。其中，值得關注的拍
品是清雍正年間的青花穿花龍紋大鳳尾尊，該件拍
品器型典雅莊重，青花發色濃郁，五爪飛龍氣勢恢
宏，繁花枝葉迴旋靈動，既承襲永宣青花之遺風，
又彰顯雍正御窰之精工巧藝，盡展帝王之氣。另
外，同一時期的粉青釉六聯瓶，釉色瑩潤清麗，器
型新穎獨特，六瓶外連內通，工藝水平極高，俯視
宛如盛放的五瓣梅花。

此外，這次拍賣還集結歷朝書法、歷代名家佳
構，囊括唐宋元明及近現代書畫家之精品。其中，
《與茂實徵君侍史札》是作者倪瓚
詢問 「茂實」 能否在十月末或十一
月初來自己家中一敘，並表達出迫
切想見 「茂實」 的心情。此書札應是
倪瓚中年所書，小楷結體有歐體之
風，落筆精巧，布局雅緻，與其晚年
結體略扁而用筆豐厚的風格有異。
《蘧莊圖卷》由當時著名畫家姜筠
所繪，吳昌碩題引首，並有康有
為、鄭孝胥、樊增祥及陳三立等
共三十餘名時人政要為之題跋，
可見當年龔氏權重一時，彌足珍
貴。沈周的《落花詩卷》是其於
八十一歲時創作，落筆閒信，布局
通朗，為藝術家晚年的經典之作，
展現出其終身不渝的創作精神。

保利香港春拍匯珍品

趙無極《1.12.81》以2760萬元成交

責任編輯：謝敏嫻 常思源 美術編輯：賴國良

【大公報訊】香港話劇團 「文本特區」 《你好，冥王
星》將於5月9日至24日在香港話劇團黑盒劇場（上環文娛中
心8樓）上演。優先預訂反應熱烈，現加開5月17日下午3時及
24日晚上8時兩場。

《你好，冥王星》去年投稿予香港話劇團原創劇本平台
「風箏計劃」 ，並先後於深圳及香港進行公開演讀，兩地觀
眾反應熱烈；今個劇季入選 「文本特區」 ，以簡約的舞台及
技術支援，亮相舞台，測試其劇場屬性及演出的含金量，為
進一步優化劇本釐清方向，制定修改策略。該劇由何雨繁編
劇，鍾肇熙執導兼擔任粵語整理，麥靜雯及余翰廷演出。

《你好，冥王星》講述2020年的疫情，讓整個世界的進
程急遽停滯，人們習慣已久的生活忽然逆轉，彷彿從白日跌
入黑夜的未知旅程。因疫情而封閉的東京太陽城60大樓，忽
然來了一位不速之客，以大樓頂層的天文台為目的地，負責
清潔的大叔見狀阻攔。在這樣一個不尋常的時期闖入封禁之
地，究竟所為何事，又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門票現於城市售票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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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三千年移民史：流動文明鑄就的東方都會基因密碼
梅 毅

（
廣
東
篇
）

作為嶺南邊陲的天然良港，香港既是中原
王朝經略南海的前哨，也是戰亂中流民的庇護
所。從秦軍鐵騎鑿通五嶺的那一刻起，這片土
地便成為中原與海洋文明碰撞的前沿陣地。每
一次中原王朝的動盪，都會在這片巨大的沙洲
上激起層層漣漪，而每一次移民潮的湧入，都
為嶺南注入新的文化基因，日積月累，最終構
築起大灣區獨特的文明密碼。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二一九年），秦
軍鐵騎在五嶺山脈撞開歷史的閘門。五十萬秦
軍在趙佗統帥下，沿着新鑿的橫浦關道（今梅
關古道）挺進嶺南。這場戰役不僅是一次軍事
行動，更開啟了中原文明與嶺南的首次大規模
融合。趙佗歷時五年平定嶺南，並於公元前二
一四年在當地設南海郡，從那時起，今天的香
港九龍半島首次被納入中原王朝版圖。當時，
秦軍主力多為舊六國移民，他們攜家帶口南
下，駐留嶺南，成為大灣區最早的漢族移民群
體。到西漢初年，嶺南漢人達百萬之眾。

趙佗治理嶺南時，推行 「和輯百越」 政
策，允許駐軍與越人通婚，保留越人 「斷髮紋
身」 習俗，更上書秦始皇 「求女無夫家者三萬
人」 到嶺南地區，以促進民族融合；同時引入
鐵器鑄造、牛耕水利等中原技術，將嶺南從
「刀耕火種」 的漁獵社會推向農耕文明。這種
「漢骨越皮」 的治理模式，為大灣區奠定了
「兼容並蓄」 的文化基因。

公元前二○四年，趙佗在嶺南建立南越
國，其疆域涵蓋今廣東、廣西、越南北部。趙
佗以番禺（今廣州）為中心發展海上貿易，通
過海路與東南亞交換犀角、象牙，而中原移民
帶來的絲織技術催生了 「廣幅布」 等特色紡織
品。控扼南海貿易路線的香港屯門，更是被作
為海上絲綢之路補給點，成為中原經略南海的
「海疆鎖鑰」 。到晚唐時，珠江口形成 「廣州

─屯門─大嶼山」 三角貿易網，香港大澳鹽場

每年產鹽萬石直供中原，奠定了香港 「海陸聯
動」 的歷史經濟基因。

趙佗南征時開鑿的橫浦關道，成為中原移
民南下的關鍵通道。這條連接長江與珠江流域
的 「古代高速公路」 ，在唐宋時期迎來移民高
峰。南雄珠璣巷作為中轉站，見證了二百一十
一個中華氏族經此遷入珠三角的歷史。據《珠
璣巷民族南遷記》統計，南雄至珠江三角洲的
遷徙涉及三十三姓九十七戶，形成了 「五圍六
村」 的聚居格局。他們在珠江口開創的 「築基
圍田」 技術，僅新會一地就新增耕地三萬頃，
形成 「上者為桑基，下者為魚塘」 的立體農業
奇觀。

公元一一二七年北宋靖康之變後，大批中
原士族跨越五嶺，遷入珠江口沿岸。中原衣冠
的南遷浪潮在珠江口激盪出新的文明形態。鄧
氏家族的先祖鄧符協正是此時從江西吉水南遷
至新界，選擇錦田河谷開基。這裏背靠大帽
山，前臨深圳灣，兼具農耕與漁鹽之利。鄧氏
家族以 「耕讀傳家」 為訓，在此構建起以血緣
為紐帶的宗族聚落，成為香港最早的中原文化
移民代表。

一二七九年宋蒙厓山海戰慘敗後，十萬軍
民隨宋端宗趙昰、趙昺南逃至香港海域，九龍
灣成為流亡朝廷的臨時據點。九龍城寨 「官富
場」 鹽司衙門更是成為流亡政權的財政中樞，
臨安舊臣後裔在此主持鹽務，將中原漕運、稅
制、行政制度植入嶺南。鄧氏族人鄧元亮在戰
亂中救獲的宋高宗之女趙氏，成為錦田鄧氏家
族崛起的關鍵密碼。其子鄧自明與趙氏締結秦
晉之好，被追封為 「稅院郡馬」 。這一聯姻使
得鄧氏家族獲得了政治特權，在錦田興建 「稅
院郡馬府」 ，並創立香港最早的教育機構──
力瀛書院，並將《朱子家訓》轉化為基層司法
準則，開創嶺南私學之風。

南宋滅亡後，部分遺民為躲避元軍鐵騎，

隱姓埋名遁入香港新界河谷地帶。彭、侯、
文、廖等氏族也避居至此，與鄧氏並稱 「新界
五大族」 。這些氏族控制香港百分之七十耕
地，形成 「祠堂斷案」 的自治傳統：在衙前圍
村，族老依據《大明律》結合鄉約處理糾紛，
祠堂同時承擔司法、教育、祭祀功能，成為基
層治理的核心。

清順治至康熙初年（一六四四至一六六
四），清廷為切斷沿海居民與台灣鄭成功勢力
的聯繫，強制推行 「遷海令」 ，將沿海居民內
遷三十至五十里，導致香港人口從明末的二萬
二千戶驟降至康熙五年（一六六六年）的不足
千戶。新安縣（含香港地區）甚至因此被撤縣
併入東莞縣。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年）清廷復
界，出台 「招墾令」 ，吸引粵東、閩西等地移
民開墾。客家人因原鄉地狹人稠，成為遷港主
力軍。他們引入梯田技術，在元朗、新界開墾
荒地，種植煙草、甘蔗等經濟作物，使香港農
業逐漸復甦。林村、水蕉老圍等二百六十七個
客家圍村拔地而起，客家獨特的夯土牆、鑊耳
屋融合廣府與閩南建築風格，成為多元文化的

地標。
十九世紀太平天國

運動失敗後，洪秀全族
親及客家殘部為躲避清
廷追剿，遷入香港，再
次改寫香港經濟版圖。
他們在荃灣、柴灣、九
龍建立染布坊、陶瓷窰
（如大埔碗窰）、藥舖

和教堂，成為香港早期工商業先驅。同時，廣
東江門 「土客械鬥」 迫使客家人遷入香港赤溪
（今新界東北），形成 「羅屋」 「藍屋」 等聚
落，加速了香港社會多元化。客家人帶來的擂
茶、鹽焗雞等飲食文化，與廣府菜融合，形成
「鹹淡水交匯」 的飲食基因，催生茶餐廳文化
雛形。這種文化雜糅，讓香港成為嶺南文化多
樣性的重要樣本。

三千年移民史，塑造了香港獨特的文明基
因：趙佗開創的 「和輯百越」 精神，演變為
「中西合璧」 的文化包容性；宋代宗族制度催
生出法治傳統，現代香港的鄉議局仍保留着祠
堂議事的遺風；客家人的拓荒精神則轉化為商
業冒險基因，孕育出近現代許多商業巨子。當
港珠澳大橋的車流掠過零丁洋面，當廣州塔的
霓虹映照珠江千年航道，大灣區正在書寫一部
新的移民史詩。從趙佗南征到宋室南渡，從梅
關古道的馬蹄聲到深中通道的車流聲，這片土
地用三千年時光證明：文明的生命力不在於固
守邊界，而在於永不停息的流動與再造，而這
正是大灣區深厚的文化底色。



◀廣州塔與周邊景色。
新華社

【大公報訊】記者李兆桐報道：展覽 「聯結：多元共
生」 即日起至5月5日於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柴灣校園的展
覽館舉行。是次展覽展現今年 「客戶關係管理」 課程中，學
生所拍攝與香港不同群體之間的互動，及根據各組課題製作
的竹筷模型，以探索以人為本的企業與不同社區人士的關
係，尋找數據背後的真實需求。

本次展覽由講師錢超帶領，鼓勵學生們與社區成員合作
交流，並與採訪對象共同製作竹筷模型，促進創意與協作，
旨在幫助企業與社區建立更具可持續性的關係。學生接觸的
香港社區群體包括 「光影堅守」 團隊訪問的多位香港配角演
員、 「翼起隊」 團隊關注的聾人社群成員等，此外亦與特殊
教育需要（SEN）學生合作了解如何消除誤解，深入多樣化
的群體傾聽不同的社區群體故事。

錢超表示是次課程的設置來源於自己對 「人與人之間是
什麼樣的關係」 的思考， 「希望通過讓不同的人去跟不同的
人碰撞，尤其是讓從內地來的學生，與香港市民進行人與人
之間更多的碰撞。」

主辦方還邀請 「光影堅守」 團隊的採訪對象，藝人鄧兆
尊、李成昌、劉錫賢、戴耀明等嘉賓到場分享演藝經歷。

展覽免費入場。

「聯結：多元共生」
展現社區百態

▲展覽開幕邀請多位藝人分享。 大公報記者李兆桐攝

◀今次焦點拍品之一是
趙無極的《1.12.81》。

拍賣
資訊

漱玉：致中和璞堂
藏玉器及文房雅玩
時間：5月3日上午
10時30分

頤華：重要宮廷藝
術珍品選粹
時間：5月3日下午
2時

中國古董珍玩
時間：5月3日下午
2時30分

▲奈良美智作品《洋琴（珍．里
奇）》。

▲倪瓚的《與茂實徵君侍史
札》。

◀清雍正時期的青花穿花龍紋大
鳳尾尊。

《你好，冥王星》加演兩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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