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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藝
術
館
舉
辦
呂
壽
琨
大
展

展覽詳情：
日期：即日起至明年4月10日

地點：香港藝術館二樓香港藝術廳

「
形
」是
呂
壽
琨
在
其
藝
術
創
作
歷
程
上
一
直
孜
孜
不

倦
探
尋
及
強
調
的
理
念
，
在1957

年
出
版
的

︽
國
畫
的
研
究
︾
中
，
他
便
提
出﹁
藝
術
必
須
有﹃
形﹄﹂

的
理
論
。
此
次
展
覽
便
以﹁
藝
術
要
有
形
︱
呂
壽
琨
的
尋

禪
之
道﹂
為
名
，
一
口
氣
點
出
了
呂
壽
琨
在
藝
術
創
作
上
的

兩
個
重
點
︱﹁
形﹂
的
理
論
以
及
標
誌
性
的
禪
畫
系
列
。

展
覽
共
展
出
四
十
一
幅
香
港
藝
術
館
的
館
藏
作
品
，
以
及
十

一
幅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文
物
館
的
館
藏
，
既
有
寫
實
及
半
抽
象

風
格
的
作
品
，
也
有
著
名
的
禪
畫
，
完
整
展
示
了
呂
氏
一
生

的
創
作
脈
絡
。

策
展
角
度
有
別
以
往

作
為
現
代
水
墨
的
先
驅
，
呂
壽
琨
的
人
生
經
歷
、
藝
術
創

作
理
念
，
當
然
值
得
不
斷
訴
說
。
因
此
，
過
往
香
港
藝
術
館

也
曾
舉
辦
有
關
呂
壽
琨
的
展
覽
，
今
次
要
再
次
展
現
呂
氏
的

故
事
，
如
何
不
再
重
踏
過
往
的
步
伐
，
讓
觀
眾
感
覺
有
新

意
？
對
策
展
團
隊
而
言
是
需
要
深
思
的
問
題
。
香
港
藝
術
館

館
長
︵
現
代
及
香
港
藝
術
︶
俞
俏
表
示
，
以
往
的
展
覽
多
側

重
於
歷
史
或
理
論
性
的
梳
理
，
例
如
以
不
同
風
格
歸
類
作

品
，
並
讓
其
在
展
場
自
成
一
角
。
不
過
，
她
指
，
今
次
有
別

以
往
，
策
展
團
隊
希
望
展
現
呂
壽
琨
在
藝
術
創
作
上
的
想

法
︱
為
何
他
在
某
個
時
期
會
有
某
種
想
法
。
她
指
：﹁
雖
然

呂
氏
的
作
品
過
往
曾
多
次
展
出
，
但
我
們
發
覺
，
對
一
般
觀

眾
而
言
，
不
理
解
為
何
呂
氏
的
禪
畫
成
就
如
此
高
，
好
似
小

朋
友
都
能
畫
到
。
所
以
，
希
望
借
今
次
展
覽
，
向
觀
眾
呈
現

畫
家
的
想
法
，
讓
觀
眾
了
解
呂
壽
琨
在
禪
畫
上
的
成
就
。﹂

俞
俏
進
一
步
解
釋
：﹁
今
次
策
展
我
們
選
用
了
幾
個
主

題
，
呂
氏
在
其
國
畫
研
究
的
理
論
中
，
以
很
多
章
節
陳
述
何

為﹃
形﹄
，
以
及
如
何
架
構
出﹃
形﹄
。
中
國
的
美
學
是
如

何
架
構﹃
形﹄
，
西
方
的
又
如
何
呢
？
而
香
港
作
為
一
個
如

此
獨
特
的
地
區
，
作
為
從
事
國
畫
創
作
的
人
，
應
該
如
何
思

考
他
的﹃
形﹄
呢
？
因
為
繪
畫
是
一
個
視
覺
元
素
，
這
個
切

入
點
令
觀
眾
較
易
吸
收
，
不
需
要
運
用
大
量
繪
畫
理
論
講

述
，
而
是
單
從
畫
面
形
態
亦
能
吸
收
呂
氏
的
想
法
。
因
此
我

們
以
此
為
切
入
點
，
觀
眾
不
熟
悉
中
國
繪
畫
理
論
或
西
方
美

學
也
不
要
緊
，
可
以
嘗
試
由﹃
形﹄
入
手
。﹂

由
「
形
」
到
「
禪
」

展
覽
共
分
五
個
部
分
，
主
題
皆
以﹁
形﹂
貫
穿
，
不
同

展
區
同
時
並
置
了
寫
實
、
半
抽
象
及
禪
畫
作
品
。
踏
進
展

廳
，
迎
接
觀
眾
的
是﹁
萬
物
有
形﹂
。
呂
壽
琨
認
為
藝
術
必

須
有﹁
形﹂
，﹁
形﹂
源
於
天
地
萬
物
所
呈
現
的
物
象
，
而

藝
術
家
的
創
造
才
能
成
就
藝
術
上
的﹁
形﹂
。
俞
俏
解
釋
：

﹁
呂
壽
琨
認
為
，
所
謂
的﹃
形﹄
就
是
大
自
然
本
身
已
存
在

多
種
形
態
，
除
了
向
古
人
學
習
外
，
要
如
何
進
入
當
代
的
形

態
？
古
人
看
到
的
山
水
和
我
們
看
到
的
不
同
，
他
認
為
作
為

當
代
藝
術
家
，
要
找
到﹃
形﹄
，
要
從
自
己
的
心
出
發
。

﹃
萬
物
有
形﹄
就
是
他
從
生
活
周
邊
的
山
水
看﹃
形﹄
。﹂

此
區
展
出
了
不
少
呂
壽
琨
以
香
港
風
景
為
題
材
的
創
作
，
例

如
調
景
嶺
、
天
后
廟
及
九
龍
避
風
塘
等
。
俞
俏
特
別
介
紹
到

一
幅
︽
山
水
橫
幅
︾
。
此
為
利
園
酒
店
委
約
呂
壽
琨
創
作
的

作
品
，﹁
他
用
兩
邊
高
聳
的
山
峰
留
白
，
左
面
的
帆
船
默
默

向
海
港
航
行
，
用
傳
統
手
法
處
理
中
間
的
山
景
，
以
橫
線
做

了
一
個
切
割
。
這
是﹃H

otel﹄
的﹃
H﹄
，
看
上
去
很
傳

統
，
但
認
真
看
又
覺
得
很
有
時
代
感
。﹂
另
一
幅
名
為
︽
調

景
嶺
︾
的
作
品
，
亦
以
同
樣
的
構
圖
方
式
展
現
調
景
嶺
的
風

景
。此

外
，
呂
壽
琨
亦
十
分
注
重
臨
摹
古
人
的
作
品
。﹁
他

要
向
先
賢
學
習
筆
墨
，
了
解
當
時
為
何
寫
山
水
，
在
臨
摹
的

過
程
有
所
得
着
，
才
能
架
構
上
去
。﹂
俞
俏
說
。
因
此
，
呂

壽
琨
曾
親
自
臨
摹
黃
公
望
、
黃
賓
虹
、
高
克
恭
等
名
家
的
作

品
，
而
這
些
作
品
則
在
展
覽
第
二
部
分﹁
古
今
參
悟
之
形﹂

中
欣
賞
到
。
不
過
，
呂
壽
琨
並
不
滿
足
於﹁
形
似﹂
，﹁
他

更
在
每
一
幅
臨
摹
的
作
品
中
寫
到
他
對
該
畫
家
的
筆
墨
、
構

圖
的
看
法
，
以
及
他
在
臨
摹
時
有
何
變
化
，
也
有
講
述
應
如

何
看
待
這
幅
作
品
。﹂
俞
俏
說
。

雖
然
臨
摹
作
品
並
非
呂
壽
琨
創
作
的
主
線
，
但
他
在
畫

面
上
展
現
了
很
多
對
創
作
的
所
思
所
想
，
這
些
感
悟
經
歷
歲

月
沉
澱
，
最
終
淬
煉
出
呂
氏
最
為
著
名
的
禪
畫
系
列
。
在
展

區﹁
悟
禪
之
形﹂
中
，
便
可
欣
賞
到
禪
畫
系
列
的
作
品
。

﹁
說
到
禪
就
很
艱
澀
，
呂
壽
琨
自
己
都
說
，
一
說
到
禪
便
不

可
訴
諸
言
語
。﹂
應
如
何
理
解
禪
畫
？
正
如
在
此
次
展
覽
的

書
冊
中
介
紹
道
：﹁
禪
畫
之
形
，
表
象
上
是
呂
氏
透
過
抽
象

大
筆
的
表
現
性
實
驗
，
對
荷
花
、
荷
葉
、
荷
梗
的
解
構
重

組
，
但
其
間
融
合
了
古
山
水
的
文
人
文
化
精
華
再
造
…
…

本
土
寫
生
實
景
的
非
具
象
性
轉
化
；
西
方
現
代
藝
術
的
抽

象
、
表
現
主
義
等
。﹂
呂
壽
琨
的
禪
畫
成
就
之
高
，
在
於
他

將
荷
的
意
象
轉
化
為
視
覺
上
的
哲
思
語
言
，
跨
越
國
界
與
媒

介
，
引
領
水
墨
現
代
化
。

學
生
作
品
各
有
特
色

呂
壽
琨
認
為
，
在
習
畫
時
，
不
要
緊
跟
老
師
的
腳
步
，

而
是
要
展
現
自
己
的
性
情
，
探
索
及
創
造
屬
於
自
己
的

﹁
形﹂
。
在
最
後
的
展
區﹁
水
墨
從
此
很
有﹃
形﹄﹂
中
，

便
展
示
了
呂
壽
琨
的
追
隨
者
的
作
品
，
包
括
周
綠
雲
、
梁
巨

廷
、
靳
埭
強
等
。
正
因
為
呂
壽
琨
鼓
勵
學
生
探
尋
自
身
的
風

格
，
因
此
，
在
展
區
上
看
到
的
出
自
不
同
藝
術
家
之
手
的
作

品
，
風
格
各
異
，
各
有
特
色
，
正
如
俞
俏
形
容
：﹁
是
千
人

千
面
，
無
一
相
同
。﹂
除
了
欣
賞
畫
作
之
外
，
展
覽
中
還
能

聽
到
呂
壽
琨
的
聲
音
︱
一
段
他
在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水
墨

畫
課
堂
講
學
時
的
錄
音
。
觀
眾
可
以
體
驗
這
位
水
墨
大
師
的

課
堂
，
領
悟
其
教
學
思
想
。

水
墨
大
師
呂
壽
琨
為
香
港
新
水
墨
運
動
的
先
驅
，
他
在
傳
統
的
國
畫
創
作
中
力
求

創
新
，
強
調
藝
術
必
須
有
「
形
」
。
呂
氏
長
年
研
究
中
國
繪
畫
及
西
方
現
代
藝
術
理

論
，
其
創
作
思
維
及
筆
墨
技
法
，
對
現
代
水
墨
藝
術
的
發
展
影
響
深
遠
。
香
港
藝
術

館
現
正
舉
行
「
藝
術
要
有
形
—
呂
壽
琨
的
尋
禪
之
道
」
展
覽
，
展
出
呂
壽
琨
不
同

時
期
的
代
表
作
品
。
過
程
中
，
可
以
了
解
呂
氏
如
何
堅
守
「
有
形
」
原
則
，
到
堅
持

「
革
新
」
，
並
如
何
把
不
同
的
藝
術
理
論
及
技
法
融
會
貫
通
，
最
終
達
到
「
入
禪
」

的
境
界
。

●

文
、
攝
（
部
分
）
：
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朱
慧
恩

與
大
師
同
踏
尋
禪
之
旅

●周綠雲作品《無題》

●呂壽琨作品《山水橫幅》 香港藝術館提供

●呂壽琨作品《禪荷》
香港藝術館提供

●呂壽琨作品《禪之四》
香港藝術館提供

●呂壽琨作品《天后誕》 香港藝術館提供

●靳埭強作品《壑》

●王無邪作品《雲序之一》

●香港藝術館館長（現代及香港
藝術）俞俏介紹策展理念。

●觀眾可在同一展區內欣賞呂氏不同時
期的作品。

●策展團隊進行大量資料搜集，讓觀眾了解呂氏生平。

●呂壽琨畫作《調景嶺》

●呂壽琨作品《莊子自在》
香港藝術館提供

萬國商船雲集，古刺桐港貿易景象一
派繁盛；泉州古城裏寺廟宮觀矗立，寶
物薈萃，市集熙攘，多元文化在此交
融，「半城煙火半城仙」的城市風韻盡
數顯現……兩年多來，來自青海熱貢的
唐卡畫師多傑扎西和他的夥伴們一直在
為《泉州海絲唐卡百米長卷》努力着。
這幅全長預計100多米，包含「東方大
港」「世界商埠」「多元文化」等10個
主題，由14幅畫組成的主題畫卷，將再
現宋元時期「東方第一大港」泉州的盛
景。
這幅作品的牽頭策劃者，是家住泉州

市鯉城區西街甘棠巷的吳靜華。她不遠
千里從青海請來唐卡畫師，並邀請文史
專家、藝術團隊擔任「智囊團」參與創
作。34歲的多傑扎西是第一個受邀而來
的畫師。早前中國「泉州：宋元中國的
世界海洋商貿中心」項目成功列入《世
界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56處世界遺
產。好消息傳來，多傑扎西和他的夥伴
們興奮不已。
從初來泉州的知之甚少，到多次擔任講

解員為四方來賓介紹，扎西在一次次的學
習和創作中，對泉州的了解不斷加深。
「我來泉州三年多，這是一座文化底蘊深

厚的城市，也是一座
十分宜居的城市。」
扎西告訴記者，因為深愛這座城市，他還
邀約更多家鄉的朋友和學生來泉州加入團
隊，共同參與創作這幅長卷。
「僅『世界商埠』這一畫卷，就設計

了十多個場景，足足畫了 1,388 個人
物。」吳靜華介紹，唐卡繪製是一個複
雜精細的過程，每個細微之處都經過反
覆推敲，每個屋頂、瓷器、人物服飾的
紋樣都要細細勾勒。
「觀賞唐卡最好用放大鏡來看！」吳

靜華笑着說，唐卡線條繁複卻紋絲不

亂，細節之處纖毫畢現，經得起
放大鏡考驗。畫卷中，哪怕是只
有一個指甲蓋大小的青花瓷器，
上面的水墨紋樣都十分精細，每一筆、
每一根線條都清晰可見。
如今，扎西正在帶領大家進行「東方
大港」主題畫卷的創作。畫布上，藍色
的海洋佔據了整幅畫的一大部分，兩百
多艘來自世界各國的商船在海上停泊。
「我們參考了許多的歷史資料，每艘船
都是根據不同國家的特點繪製而成。」

扎西說，「東方大港」篇章場景將更宏
大，人物更多，還將融入順濟橋、德濟
門等泉州代表性遺產點。據悉，「東方
大港」和「世界商埠」兩幅畫連接在一
起，將完整呈現「東方第一大港」的昔
日風采，是泉州作為宋元時期世界海洋
貿易中心的生動註解。

●文、圖：中新社

絲縷之間展八閩千姿
百米唐卡長卷再現泉州宋元盛景

◀唐卡畫師正在進
行「東方大港」主
題畫卷的創作。

▶畫卷重現古刺桐
港「漲海聲中萬國
商」的繁榮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