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 『黃永玉』 國際
青年版畫藝術家扶持計劃」
評審會日前於中央美術學院
舉行。該計劃專家委員會導

師，浙江美術館館長、浙江版畫院院長應金飛在評審會後接受《大公報》專訪時表
示，版畫作品不應僅僅停留在視覺呈現上，更要成為思想的載體。他鼓勵青年創作者
以內心感受為根基，通過作品傳遞精神內核。他亦期待此次活動能讓來自世界各地的
青年藝術家得以充分交流、相互啟迪，讓更多人看到中國版畫的傳承與發展。

大公報記者 李 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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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金飛：冀更多人看到中國版畫傳承與發展
讚參賽作品具備創新藝術表達

香港「黃永玉」
國際青年版畫藝術家扶持計劃

應金飛告訴記者，黃永玉擁有獨特的人格魅力，
樂觀豁達，面對苦難總能一笑置之；幽默有趣，言語
間盡顯詼諧智慧；開放包容，樂於接納各種藝術理
念，一生都在開拓和創新，在美術、文學、雕刻、建
築等領域都有不凡成就。 「黃永玉的人生軌跡蘊含着
無盡的智慧與啟示。」 應金飛表示： 「正如黃永玉所
言， 『人只要笑，就沒有輸』 。這種積極樂觀的精神
會持續激勵着當代年輕人。」

推動中國版畫走向國際舞台
回想起自己與版畫的緣分，應金飛感慨萬千。從

最初 「誤打誤撞」 考入中國美術學院版畫系，到如今
與版畫打交道近三十年，最令他欣喜的是，近些年親
眼見證中國版畫在國際舞台上綻放光彩，取得不少令
人矚目的成績。他坦言： 「從國際繪畫的範疇來看，
中國版畫已然處於與國際平等對話的地位。這是非常
不容易的成果。」

作為浙江美術館館長與浙江版畫院院長，應金飛
始終致力於推動版畫創作和傳播。 「很多人印象中的
版畫就是黑白的，這主要是因為中小學教材裏呈現的
內容有限。但事實上，版畫的世界遠比我們想像的要
豐富多彩。」 在他看來，這種刻板印象正是需要他積
極作為去打破的。浙江版畫院於去年底正式啟動。如
今，又看到這麼多的青年藝術家積極參與到 「香港
『黃永玉』 國際青年版畫藝術家扶持計劃」 ，他感到
格外欣慰： 「希望通過我們的努力，讓公眾更深入地
了解版畫藝術的多元性與獨特魅力，從而推動版畫藝
術的廣泛傳播。」

在應金飛看來，中國版畫要在國際舞台上立足，
必須承載東方思想，這是其最獨特的文化基因。他解
釋說： 「在版畫創作中，觀念、形式與語言層面的創
新性固然重要，但作品所傳達的精神內核（更）是關
鍵。版畫作品不應僅僅停留在視覺呈現上，更要成為
思想的載體。」

近十年來，應金飛不斷地探索如何將帶有東方基
因的中國版畫推向國際舞台。 「我不想讓這些作品像
博物館裏的文物展那樣，只是單純地陳列展示。而是
經過重新構思與轉換，將它們打造成當代藝術作
品。」 他認為，這種將當代與傳統巧妙結合的方式，
既能保留東方文化的韻味，又符合當代國際藝術的審
美趨勢，有利於進行對外交流，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都能理解和欣賞。

夯實藝術根基巧用現代工具
評審會當天，面對170餘幅作品，應金飛神情專

注，反覆翻閱。談及評選標準，他表示： 「我很注重
藝術作品的差異性。雖然有些年輕人的作品未必很成
熟，但只要在創作過程中能夠深度關聯內心的真實感

受，勇於突破、積極嘗試新的藝術表達，這種精神就
值得鼓勵。」 應金飛認為，藝術創作最怕的就是同質
化。而有思想的、有觀念的作品才是重要的。他亦指
出： 「版畫是需要 『翻譯』 的。每一次創作，都是創
作者將客觀對象的剖析，再巧妙地轉換到藝術形式語
言的過程。」

談及AI與藝術創作的關係，應金飛表示，如今AI
發展迅猛，很多人借助AI生成前期所需素材，但他本
人從不採用這種方式。 「我只是把原本在紙上作畫的
過程，轉移到了平板上。」 在他看來， 「這只是創
作工具的改變，創作想法始終源於自身，從未改
變。」

「儘管AI會為藝術創作提供一些捷徑，但它生成
的東西永遠無法真正滿足創作的要求。」 應金飛認
為，青年藝術家身處這個科技飛速發展的時代，既要
學會運用當代先進的工具，提升創作效率與表現力；
又要堅守傳統的方法，夯實藝術根基。只有將現代的
工具與傳統的方法巧妙結合，才能讓藝術作品既具有
時代感，又能保留版畫藝術的純粹與深度。

圖片：受訪者提供

應金飛，現任浙江美術館館長、浙
江版畫院院長。二級教授、博士生導
師，2018年浙江省 「萬人計劃」 人文社
科領軍人才，享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
家。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浙江省
政協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中國
美術家協會水彩畫藝術委員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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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應金飛創作 「百年追夢」 水彩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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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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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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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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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
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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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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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
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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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鋼
竹
蒸

籠
籮
斗
﹂
及
﹁和
盛
老
金
行
﹂
皆
是

植
根
油
麻
地
的
老
字
號
工
藝
店
，
由

家
族
代
代
經
營
，
延
續
傳
統
技
藝
之

餘
，
亦
直
面
行
業
式
微
與
傳
承
斷
層

的
挑
戰
。
三
位
非
遺
技
藝
師
傅
各
守

一
門
，
透
過
實
作
、
教
學
與
日
常
營

運
，
讓
手
藝
繼
續
在
城
市
中
發
聲
。

大
公
報
記
者
日
前
隨
﹁非
遺
精
華
遊

蹤
﹂
導
賞
團
走
訪
這
三
間
店
舖
，
細

看
他
們
如
何
在
香
港
﹁處
處
有
非

遺
﹂
的
圖
景
中
，
用
雙
手
延
續
記

憶
。

大公報記者 郭悅盈（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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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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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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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遊

蹤
﹂
推
出
後
反
應
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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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少
場
次
一
推
出
即
額
滿
。
為
讓
更
多
人
參
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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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
辦
﹂

於
網
頁
上
載
6
區
的
地
圖
與
影
片
，
市
民
可
按
自
己
時
間
自

行
前
往
探
索
。
部
分
油
尖
旺
區
團
隊
亦
聯
同
旅
發
局
安
排
，

供
內
地
及
海
外
旅
客
報
名
參
加
，
透
過
粵
語
、
普
通
話
或
英

語
導
賞
，
認
識
香
港
非
遺
文
化
。

活
動
最
大
特
色
，
是
讓
參
加
者
可
與
師
傅
面
對
面
交

流
，
了
解
技
藝
背
景
與
製
作
過
程
。

﹁郭
記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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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香
港
少
數
仍
在
經
營
的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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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雕
店
，
由
郭
氏
家
族
創
立
，
至

今
已
傳
承
至
第
六
代
。
第
五
代
傳
人
郭
一
邊
至
今
已

從
事
木
雕
工
藝
超
過
半
世
紀
，
專
門
製
作
拜
神
用

品
，
如
神
主
牌
、
大
神
牌
、
風
水
擺
設
等
。
他
表

示
，
每
件
作
品
都
需
經
過
起
稿
、
雕
刻
、
上
漆
、
貼

金
等
多
道
繁
複
工
序
，

﹁手
工
雕
刻
和
機
器
出
來
的

就
是
不
一
樣
，
機
器
做
得
快
，
但
沒
靈
魂
。
手
工

的
，
要
慢
慢
磨
、
慢
慢
琢
磨
，
才
會
出
神
韻
。
﹂

堅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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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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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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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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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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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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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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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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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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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經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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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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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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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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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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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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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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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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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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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樣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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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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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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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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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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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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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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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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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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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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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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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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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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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與
結
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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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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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是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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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麼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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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懂
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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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法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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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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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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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
。
寫

字
、
練
字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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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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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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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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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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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
健
軍
直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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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容
易
：

﹁現
在
年
輕
人
接
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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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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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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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不
是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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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品
，
要
他
們
有
興
趣
並
不
簡

單
。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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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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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年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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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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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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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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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證
者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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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多
家
老
字
號

食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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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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籠
，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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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過
小
型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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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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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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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置
婚
戒
或

點
心
模
型
的
裝
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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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
師
傅
向
記
者
介
紹
，
製
作

傳
統
竹
蒸
籠
，
材
料
非
常
講
究
。
最
適
合
的
竹
子
是
﹁沙

羅
單
竹
﹂
，
產
自
廣
東
、
廣
西
交
界
一

帶
。
這
種
竹
子
節
長
且
筆
直
，
容
易
劈
開
且

不
易
爆
裂
。
蒸
籠
製
作
過
程
包
括
剝
皮
、
刨

薄
、
劈
片
、
織
圈
、
打
孔
、
穿
線
等
多
道
工
序
，

每
一
步
都
必
須
純
手
工
完
成
，
沒
有
捷
徑
可
走
。

手
工
蒸
籠
最
大
的
優
點
是
能
夠
保
持
食
物
的
原
味
和
溫
度
。
呂

師
傅
以
蝦
餃
為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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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蒸
籠
還
沒
散
熱
，
證
明
蒸
籠
夠
氣
夠

熱
。
﹂
相
比
不
銹
鋼
蒸
籠
，
後
者
一
放
下
就
涼
，
重
新
蒸
煮
效
果
也

不
好
。然

而
，
談
及
經
營
現
狀
，
呂
師
傅
坦
言
：

﹁純
靠
這
行
賺
不
到

錢
，
租
金
貴
、
人
工
高
，
年
輕
學
徒
都
不
願
意
入
行
。
﹂
雖
然
現
在

已
不
再
收
徒
，
但
呂
師
傅
在
傳
承
這
門
技
藝
上
一
直
沒
有
放
鬆
努

力
。
早
年
香
港
工
藝
學
院
曾
派
六
位
學
生
到
呂
師
傅
處
學
習
蒸
籠
技

藝
，
其
中
林
嘉
裕
表
現
尤
為
出
色
，
成
功
將
蒸
籠
技
術
融
入
工
藝
品

創
作
，
獲
得
認
可
。
林
嘉
裕
已
成
為
香
港
非
遺
技
藝
傳
承
人
，
專
注

於
蒸
籠
製
作
技
藝
，
日
前
還
在
北
京
進
行
技
藝
展
示
。
呂
師
傅
讚
賞

說
：
﹁他
把
蒸
籠
變
成
藝
術
品
，
漂
亮
得
我
都
認
不
出
來
了
。
﹂

◀呂明認為最適
合製作傳統竹蒸
籠的竹子是 「沙
羅單竹」 。

和
盛
老
金
行
創
立
於
一
八
九
二
年
，
已

有
超
過
一
百
三
十
年
的
歷
史
。
現
任
負
責

人
張
偉
南
18
歲
開
始
做
學
徒
，
從
零
開
始

學
習
這
門
傳
統
手
藝
。
他
表
示
，
當
年
工

藝
還
沒
普
遍
機
械
化
，
很
多
工
序
都
是
純

手
工
完
成
；
現
在
雖
然
機
械
化
普
及
，
純
手

工
師
傅
卻
越
來
越
少
，
尤
其
銀
器
手
工
製

作
更
是
難
得
一
見
。

﹁學
這
手
藝
至
少
要

花
五
年
，
才
能
獨
立
出
師
。
﹂

和
盛
老
金
行
的
產
品
款
式
與
同
行
相

近
，
但
最
具
特
色
的
是
婚
嫁
飾
品
。
店
內

還
保
存
着
一
些
純
手
工
製
作
的
舊
款
，
非

常
珍
貴
。
店
內
有
不
少
老
顧
客
，
張
偉
南

分
享
，

﹁很
多
婆
婆
會
帶
着
年
輕
一
輩
一

同
來
買
金
飾
，
大
家
的
關
係
就
像
朋
友
；

很
多
老
顧
客
甚
至
從
美
國
、
加
拿
大
回
來

買
東
西
，
這
份
情
誼
很
珍
貴
。
﹂

談
及
傳
承
問
題
，
張
偉
南
坦
言
學
徒

越
來
越
少
，

﹁沒
人
願
意
學
這
行
，
因
為

手
工
慢
，
機
械
快
又
多
，
純
手
工
很
難
養

活
自
己
。
﹂
不
過
，
隨
着

﹁非
遺
精
華
遊

蹤
﹂
的
舉
辦
，
張
偉
南
表
示

店
內
的
客
流
有
所
回

升
，
他
期
待
更
多
人

能
親
身
體
驗
這
門

傳
統
手
藝
的
魅
力
。

地點

油麻地上海街
201號地舖

▲

﹁和
盛
老
金
行
﹂
最
具
特
色
的
是
婚
嫁

飾
品
。

地點

油麻地上海街
284號

和

盛

老

金

行

逾
半
世
紀
竟
一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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