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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你
知粵港接力 漫畫抗戰

2025年適逢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勝利80周年。回顧上世紀三四十年代
廣東美術界的歷史貢獻，可見其在民
族救亡圖存中的特殊價值。

上世紀三十年代，魯迅宣導的新
興版畫運動蓬勃興起，廣東成為重要
策源地。與此同時，廣州漫畫界也異
常活躍。廖冰兄、李凡夫等漫畫家以
畫筆為武器，積極投身創作。

1938年，全國漫畫協會華南分
會成立，並選出郁風、伍千里、張
諤、黃茅、潘醉生、林峻、劉侖等為
幹事。次年，從上海來的漫畫家魯少
飛、特偉、張光宇、張正宇、黃苗
子、張諤等，與廣東本土的漫畫家匯
聚於香港，並在香港成立了全國漫畫
作家協會香港分會，繼續以漫畫揭露

侵略者罪行。
全國漫畫作家協會香港分會成

立後，馬上舉辦了一次漫畫展─
「現代中國漫畫展」 ，這是香港第
一個漫畫展。雖然展期只有四天，
但參觀人數卻達三萬多人次，盛況
空前，同時也掀起了香港漫畫創作
的一個高潮。展會結束後，展出的
作品被編成《現代中國漫畫展覽會
預展作品特輯》，收錄了當時由淪
陷區避港的漫畫家及本土漫畫家創
作的漫畫作品，如張光宇的《把憤
怒寄託在槍桿上》、張正宇的《守
土有責》、丁聰的《流亡圖》、李
凡夫的《蛇吞象圖》等漫畫作品。
這些漫畫都是抗戰歷程的圖像見
證。

「其命惟新」綻放中華文化新魅力
觀眾慕名前來 感受廣東美術「開風氣之先」

導賞員的一天
展覽現場，導賞員王楠剛剛結束

了一場一個多小時的導賞。一天內講
了四場導賞的她，正着急找水喝。王
楠介紹，今次活動每日上午下午各有
五位導賞員負責為現場觀眾導賞講解
展覽，每場時長大概在一到一個半小
時。作為藝術史專業的港大在讀研究
生，王楠自小就對中國美術十分感興
趣，今次報名成為導賞員，她很開心
能將自己喜歡的作品介紹給觀眾，比
如黃少強的《賞櫻圖》和陳永鏘的
《魚躍圖》。

「有時一個團剛開始的時候只有
十個人，然後隨着導賞的進行，越來
越多的觀眾加入我們的隊伍，到最後

常常會變成三四十人都在圍着聽。」
王楠認為，今次展覽規模空前，在香
港很難看到如此高規格的中國畫展，
對觀眾而言，這是一次很好地了解廣
東美術的機會。她提到，參與導賞的
現場觀眾從老人到小朋友都有，大家
最感興趣的作品要數關山月的《報春
圖》和黎雄才的《迎客松》， 「其實
大家對於這些作品背後的故事都很感
興趣。展場有一個閱讀區，那裏總是
有很多觀眾在細細閱讀各種刊物和研
究資料。香港也有很多對中國畫感興
趣的市民，這次的展覽對大家而言是
一次欣賞學習原作的好機會。」

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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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藝術愛好者到場觀展。 大公報記者盛德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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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李兆桐、郭悅盈

「其命惟新─廣東美術百年大展（香港）」 正
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現場展出的160餘件廣東美術畫
作，不僅充分展現粵港美術交流的水乳交融，還能從
其中看到廣東美術 「開風氣之先、領時代之新」 之創
新精神和 「不忘本來」 「面向未來」 的啟示意義。剛
過去的周末，有不少藝術愛好者到場觀展，更有從大
灣區其他城市慕名而來的觀眾。他們紛紛感嘆是次展
覽讓廣東的優秀作品 「面向國際」 ，亦讓海外觀眾領
略到廣東藝術的深厚底蘊，香港作為架接交流互鑒的
橋樑，有助推動中華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北師香港浸會大學助理教授、香港藝評人譚達強一連兩日到
展覽現場參觀。他向大公報記者表示： 「再看一次這個展覽，我
更加感受到廣東美術的 『開風氣之先』 。展覽中嶺南畫派的畫作
既有中國畫特有的詩意，又把西方畫法中對顏色的運用吸收進
去。在題材方面，廣東畫家還利用當時學習到的西方技巧，去畫
常出現在中國畫中的意象，比如一些山水、動物，李鐵夫的《盤
中魚》和丁衍庸的《三魚圖》就很有代表性，我們畫魚這個靜物
意象其實還有 『年年有餘』 的想法在裏面，但是在這些展品的技
巧上又可見印象派或野獸派的一些影子。」

冀在港建立大灣區作品常設展
譚達強還表示， 「這次展覽在香港舉辦還有一個很好的

點，就是能讓這些優秀的美術作品面向國際，讓這些作品不僅
呈現在香港觀眾眼前，還能讓海外觀眾也來領略廣東藝術的底
蘊。我很希望未來以此次展覽為契機，在香港的一些藝術機構
中設立展示大灣區藝術作品的常設展覽，加深大灣區的藝術交
流互鑒。」

在港攻讀藝術史的朱小姐周末特地從深圳來港看展。她告
訴大公報記者，自己是在得知有何香凝與關山月的真跡後特意
前來， 「整體觀看下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趙獸的《邁向新生
活的一步》，畫中有很強烈的表現主義風格。我覺得他可能受
到德國畫家基什內爾的 『柏林街景』 系列影響，但他畫的婦女
是突破封建枷鎖、走向自由的形象，內涵很有中國特色。」

市民王先生透露，前一晚在電視上看到展覽報道後便決定
親自來看， 「不少作品以前只看過印刷品，這次能親眼看到原
作，很有收穫。」

感動於中華文化的包容與創新
大公報記者昨日在展覽現場還見到魯迅青少年文學獎香港

組委會執行機構 「香港青少年知行書院」 組織的中學生導賞
團。成員們邊聽導賞邊認真賞畫，常常在一幅作品前流連忘
返。

來自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的許同學自幼受同為畫家的祖父
的影響，對山水畫情有獨鍾。他分享道： 「這次展覽讓我親眼
見到中國畫與西方油畫在筆觸和表現手法上的差異，令我更欣
賞這種獨特的視覺語言。」 他認為，展覽有助促進廣東與香港
之間的文化交流，也讓香港這個國際平台成為推廣廣東文化的
重要窗口。

梁同學表示： 「最吸引我的是看到其中一些畫家曾到海外
學畫，把當地風格帶回來再融合本土元素，這種藝術交流真的
很難得。」 在他眼中，廣東畫家勇於跨地域、跨時代地學習與
回應，是廣東美術能夠不斷創新的關鍵。

同樣來自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的蔡同學認為嶺南畫派融會
中西，展現了中華文化的包容與創新。 「嶺南畫派吸收了日
本、法國等藝術元素，卻發展出獨特風格，這種融合令我感
動。」 他告訴記者，自己特別留意到展覽取名 「其命惟新」 ，
「中國歷史悠久，但它的使命是持續地改革與創新，這種精神

在展出的作品中也就自然地流露出來。」

黃孝逵：政府應攜手民間 多推介內地作品
作為香港著名畫家，黃孝逵一早

聽說今次展覽便期待至極。他對大公
報記者提到，展覽中許多展出的作
品，包括湯小銘的《永不休戰》、楊
之光的《礦山新兵》等，都是自己年
輕時就在觀摩和學習的經典作品，能
夠在香港見到這些作品集中展出，感
到非常親切。他認為，今次展覽對於
香港畫家而言是一次難得的學習機
會， 「現場展品體現出內地畫家基本
功的扎實，這方面正是很多香港畫家
欠缺的。」

黃孝逵指，香港年輕一代對於近
現代中國繪畫嚴重缺乏了解，今次展
覽亦可以補足他們對於內地近現代藝
術的認知。在黃孝逵看來，香港作為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長期以來在
介紹西方藝術作品方面發揮了很好的
平台作用， 「比如每年的巴塞爾藝術
展，我都會有內地朋友特意來香港看
展。現場觀者如織。」 但他認為，香
港在向海外介紹內地文化藝術作品方
面仍有不足，今次展覽儘管規格高、
精品作品多，亦吸引不少市民來參
觀，但與各類西方藝術展相比，在參
觀人數上相去較遠。

黃孝逵直言， 「其命惟新─
廣東美術百年大展（香港）」 能夠
在香港舉辦十分難得，香港舉辦這
樣規模的中國藝術展其實亦面臨很
多挑戰， 「比如說場地、資金，包
括參展作品的保險費用都是非常昂

貴的。」 他認為在這方面，特區政
府應該發揮更多作用，同時借助香
港民間收藏的力量。他提到，香港
作為全球藝術品第二大交易市場，
「許多藝術家的精彩作品都在藏家
手裏。比如我本人就很想看李可染
的作品，但是因為藏家購入後便很
少拿出來做展，所以一直沒有太多
機會看。香港藏家買了很多好的作
品，如果藝發局或者藝術館能夠出
面邀請香港藏家借展，相信一定會
引起很多人的興趣，也會吸引內
地、澳門、台灣等地的同胞以及海
外人士來香港看展，對於香港的旅
遊業也會有正面效應。」

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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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同學（左二）認為嶺
南畫派融會中西，展現了
中華文化的包容與創新。

展覽選在香港舉辦，我覺得
很合適。香港是一個國際化大都
市，吸引眾多旅客和觀眾匯聚於
此。相較於其他城市，香港的觀
眾群體更廣泛，大家對文化藝術
的接受度也比較高，這樣的環境
有助於推廣廣東藝術和文化。

寶覺中學林同學

觀眾有Say

從這些作品中，我感受到粵
港文化的深厚連繫。畫中描繪的
山水與香港郊外風光相似，令人
產生一種熟悉而親切的共鳴，也
讓我更關注兩地之間的文化互
動。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鄧同學

我印象最深的是何香凝的
《獅》。她作為當時少有的女畫
家，能創作出如此有力量的作品
十分難得。那個年代，女性能讀
書已不易，而成為畫家並畫出這
樣有表現力的作品更是難能可
貴。

蘇浙公學黃同學

珍貴的傳承。百年薪火相
傳，弦歌不絕！

展覽留言簿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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