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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持續，近兩年來香港鮮少舉辦藝
術展覽，尤其是水墨書畫，是故今

次展覽首日，已有不少市民前來觀看。
細觀展覽的中國傳統水墨書畫作品，有
表現時代主題的寫實水墨，亦不乏具有
廣東地域特色的亦工亦寫的水墨傳承之
作，既可一見閩粵嶺南畫派的當代變革
求新，也能看到香港畫家在處理傳統藝
術時對西方顏料的採用方法。

畫中國畫是「認祖歸宗」
「這次我們基本沒有對創作主題做嚴格限定，
就是要讓藝術家充分發揮，展現出灣區藝術創作的
真正水平。」展覽總策劃、粵港澳大灣區美術家聯
盟副主席黎鑄英分享策展經歷，表示是次展覽籌備歷
時半年，邀請創作對象是粵港澳地區具代表性的和知
名度的書畫藝術家，為了能在創作方面做出一些突破性
的嘗試，他說不少藝術家都跳出了自己代表性的創作選
題，特意去探索一些此前鮮少觸及的主題。
國畫、書法牽繫民族情、中華魂。粵港澳大灣區美術家聯

盟副主席、廣東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司徒乃鍾帶來自己的新
作《春晚花飛少》，名字出自南宋詩人趙汝鐩的詩。畫中幾支
竹筍絕塵拔俗，綴以蜻蜓、蛛網、蜘蛛，留白之處也充滿玄妙。
司徒乃鍾疫下仍堅持寫生，年輕時在加拿大學習西畫的他，越年長
越明瞭國畫的魅力，對傳統文化也越是飽含深情：「國畫是國粹，畫
中國畫是『認祖歸宗』，我始終是鍾愛中華文化的人。」主禮嘉賓香港霍英東
集團行政總裁霍震寰在開幕禮觀展後讚揚，是次書畫展的作品不僅凝聚了中華
文化藝術的結晶，更展現出嶺南文化豐富多姿的文化內涵和藝術價值。
中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表示，能在場看到水準如此高的作品，實在十分欣
喜。他認為，內地與香港畫家的交流十分重要，他期望將來能看到香港與內地
兩地人民能夠有更加頻繁的交流，能夠互相借鑑經驗，共同進步。香港文化藝
術推廣協會會長劉若儀今次雖沒有作品參展，但依然特意到場欣賞作品，她感
歎展覽的舉行可以令香港市民在疫情下放鬆心情，香港自回歸以來，並非全部
香港人的思想已回歸，「祖國推行大灣區，更好地融合了我們的感情、思想和
文化，更加心連心。」她特別強調到文化需要交融，「若大家內心中有界限，
不肯互相了解，只會令大家的行動和思想更不一致，所以我認為大灣區的推行
十分好，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多點聯繫，讓香港市民能夠感受到祖國的文化，大
灣區內的藝術家若可互動觀摩、交流，這可以擴闊大家的視野。」

港藝術家善用灣區資源
支撐本港傳統水墨藝術發展的客觀條件有限，灣區提供了本港藝術界與內地
藝術界共生共長的機遇，黎鑄英指出，香港是世界文化交流中心，「國家藝術
基金」對港澳開放申請，也預示着香港文化事業將大放異彩。他認為香港書畫
家若想融入國家文化事業的強勁發展，參與聯展，則是非常好的方式，「香
港藝術家不僅可以透過參加這樣的展覽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更可藉此踏入全
國性的文化大平台。」他也指出十分希望可以藉助粵港澳大灣區美術家聯
盟的資源，培養年輕人對於傳統藝術的興趣：「現在香港傳統水墨領域缺乏
新一代的創作人才，而推廣傳統藝術教育，僅靠我們這些民間組織並不夠，
所以希望政府可以多些資源提供，支援我們。」
中國和統會香港總會會長姚志勝接受採訪時表示，期望粵港澳大灣區將來

有更多的融合，他指隨着香港《國安法》落實，香港社會將會更加和諧、經
濟發展亦必比以往更好。自己也期待香港的畫家，以至市民繼續用藝術的手
法去描繪出香港故事。

香港欠缺美術專業學校
當下香港專業美術人才匱乏，令司徒乃鍾感到擔憂：「香港缺乏一間專業
的美術教育學校，很多人都去夜校、興趣班學習，老師也不一定畫得好，怎
可能培育出專業人才呢？」他希望以粵港澳大灣區美術家聯盟為平台，藉
助政府資源和國家支持，在香港建一間專業美術學院，「請專業的老
師，系統地教學，練素描、學藝術史、教功課，一項都不能少。」
參展的本港畫家呂三石也提出，藝術融入大灣區的確是好事，

因可以促進內地和香港藝術家交流，但目前香港政府對藝術
界的重視度仍不足。「例如，畫展申請場地，我們要申
請一年才能審批成功獲得場地。」書畫家呂三石指，
期望政府可以以點對點方式確實改善場地不足、難以
申請的問題。

在書法界相當有名氣的梁君度，是次卻帶來
了水墨畫作《紫冠耀日》，他向記者坦言去年
四月份才開始學習繪畫國畫，更是自學模式，
但從現場作品可見，他的畫作水準毫不像「初
哥」，梁君度說：「書法比繪畫更困難，因為

書法作品中只要有一個字寫得不好，已經會影響了整幅作品的觀
感；畫作若然有小瑕疵容易補救。」書法底蘊深厚的梁君度認
為，書法與繪畫在技巧上兩者均有着關係，「可以把書法的用筆
技巧融入到繪畫國畫中，書畫是同源的，若書法技巧好，同樣繪
畫也不會差。」《紫冠耀日》中以雞為主角，中國人很喜愛雞，
梁君度更指雞有五德，他說：「雞冠代表文，文士；雞亦非常勇
敢，所以又是武士；雞有利爪，可以鬥爭；雞也非常守時，會準時
報曉；雞在找到食物後，也會互相招呼，以上種種特質令中國人很
崇尚雞。」
在展覽當天，梁君度即場加入了香港廣州書畫會，成為會員之一，

他高興地拿着會員牌拍照。原來在疫情前，大部分時間梁君度均在廣州
生活，亦在廣州擔任導師開辦了十多期的書法班，問到現今香港學生書畫

學習的情況，他直言仍然非常多本地學生鑽研書畫，因此他回港後仍然致力
於書法教育上，他又引用習近平主席的說話「文化是最深層次的認同」，以
表示文化傳播的重要性。回港後，他成立了文藝協會，「協會的成立目的是，
教育年輕人，我們認為香港現行其中一個問題是年輕人的教育，若可做好年輕人
的教育，則不會出現年輕人上街破壞甚至丟汽油彈的情況。」梁君度希望從教育入
手，在協會的活動上傳播國學、教授書法，讓年輕人至少認識到愛國精神、認同祖
國的文化，
他十分支持大灣區的藝術工作者互相交流，認為此舉可以提高香港藝術者的技術
水平。他又建議香港學生可以到內地美術學院學習，「內地有不少美術學院可以
讓香港學生就讀，例如廣州美術學院、中央美術學院、西安美術學院等，這些美
術學院均可教授學生們專業的知識。」問到內
地和香港在書畫文化發展上有何差異，他表
示內地的書畫家的水平比香港書畫家高非
常多，「內地的書畫家全部都是科班
出身，很多人在美術學院附中已接觸
藝術，甚至身邊的同學已是獲獎無
數、享負盛名的藝術家，到成年後的
工作也是受薪的做美術創作工作，
內地政府十分支持美術發展，

惟香港在美術教育上
仍未及內地重
視，香港和內
地的書畫家的水

平 差 距 仍 然 十 分
大。」

《生而傳奇》出自粵港澳大灣區美
術家聯盟副主席黎鑄英之手，描繪了
他在內蒙古寫生時所見的胡楊樹。這種
生於北方邊疆地區的樹木，在極端惡劣
的環境下仍能茁壯生長，黎鑄英為它
「一千年不死，死而一千年不倒，倒而
一千年不朽」的生命力感到震撼，於是創
作了許多胡楊樹作品，《生而傳奇》則是
兩個月前剛完筆的新作。黎鑄英認為，香港
的嶺南畫派與內地嶺南畫派雖同根同源，卻
風格各異：「香港畫家受西方
影響，用色比較多彩，內
地嶺南畫派則是『墨
氣』重一些。」因這中
西融合的特點，不少香
港嶺南畫派畫家的作品
在內地都非常受歡迎。

三地書畫家遣筆交流三地書畫家遣筆交流
盼打造灣區藝術盼打造灣區藝術「「共同體共同體」」

隨大灣區蓬勃發隨大灣區蓬勃發

展展，，近年粵港澳藝術界開始近年粵港澳藝術界開始

積極交流協作積極交流協作，，將藝術融入灣將藝術融入灣

區文化發展的黃金巨流中區文化發展的黃金巨流中。。日前由日前由

香港廣州書畫會香港廣州書畫會、、香港廣州社團總會香港廣州社團總會、、

粵港澳大灣區美術家聯盟聯合主辦的粵港澳大灣區美術家聯盟聯合主辦的「「大美大美

灣區灣區——粵港澳大灣區書畫交流展粵港澳大灣區書畫交流展」，」，一連三天一連三天

展覽展覽，，吸引不少市民前來參觀吸引不少市民前來參觀，，出自出自135135位書畫名位書畫名

家之手的家之手的135135件畫作件畫作，，不僅展示了灣區的文化動能和不僅展示了灣區的文化動能和

廣東地區的文化藝術特色廣東地區的文化藝術特色，，更讓人看到粵港澳大灣區融更讓人看到粵港澳大灣區融

合的前進之路合的前進之路，，為國際化的香港傳統水墨書畫一脈發展帶為國際化的香港傳統水墨書畫一脈發展帶

來曙光來曙光。。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張夢薇夢薇、、朱慧恩朱慧恩、、張美婷張美婷、、黃黃依江依江

攝攝：：張美婷張美婷

●李偉文《春暖花開》

�

��
�/

書法家梁君度由「書」及「畫」
籲港藝術生赴內地培訓

呂三石呂三石《《峻嶺雲峰峻嶺雲峰》》
書畫家呂三石特意為是次展覽創

作出水墨畫作品《峻嶺雲峰》，他
採用了生宣紙並以潑墨方式創作作
品，呂三石說：「生宣紙吸水力
強，它比使用熟宣紙創作更困難，
我在創作時必須要小心控制水分，
在作品上潑墨要恰到好處，才能清
晰呈現光源及層次感。」作品上雲
層的充滿通透感，呂三石在繪畫
雲層時採用了留白的方式呈
現，雲層的色彩是宣紙原本
的色彩。問到為何以山峰
作主題創作，呂三石認
為，藝術界難有頂峰，「因此我想創作一幅畫以表示
『藝術創作是一山還有一山高』，我們必須持續學
習。」作品上有紅霞光，感覺就如在剛日出之時。仔細
看山峰，右側的潑墨效果較重；左側山峰充滿線條感，
呂三石運用光暗技巧讓山峰顯得更為立體。呂三石強調
到，繪畫最重要是「真善美」，當中又以「真」最為重
要，應盡量真實地呈現事物，不要偏離事物本身。

黎鑄英《生而傳奇》

●黎鑄英
《生而傳奇》

●黃國強
《毛澤東詞西江月·
井岡山》

●林明深《砥礪奮進行穩致遠》

●呂三石《峻嶺雲峰》

●梁君度《紫冠耀日》

▲盧文端認為大灣區是
充滿機遇的。朱慧恩攝

◀霍震寰
高度讚揚
參展作品
水平。

「粵港澳大灣區書畫交流展」匯集135件名家之作

▲姚志勝希望灣區
藝術有更多融合。

●李顯玲《獅子山下香江情》

●胡漢釗《大醫精誠南山一柱》

●賴靜雅《黃金大業歲歲春》

●司徒乃鍾
《春晚花飛少》

●書畫展開幕當日嘉賓剪綵儀式

●展覽現場

掃碼看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