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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瑟沃斯畫廊現正展出亨利．摩爾
（Henry Moore）創作的掛毯作品個展。
展覽中五件大型掛毯作品由亨利．摩爾家
族收藏提供，今次是首次在亞洲展出。
英國藝術家亨利．摩爾素來以雕塑和
繪畫聞名，他的雕塑作品對人體形象的
表現手法，以及對創作理想的堅持，都
對當代藝術家產生了深遠影響。但與此
同時，他也是為數不多將創作衍生到掛
毯上的現代藝術家。繪畫轉移至掛毯上
後，規模是原先的七八倍，卻更彰顯出
原作的傑出之處。他的作品並未因為媒
介的轉移而喪失韻味，無論是模糊的粉
筆線，還是分明的畫筆痕跡，原作所有
的紋理細節都得到了保留。這些掛毯作
品源於藝術家的女兒瑪麗．摩爾（Mary

Moore）在1976年將西迪恩掛毯工作室
（West Dean Tapestry Studio）介紹給了
父親，之後協助選出小幅水彩畫轉化為
掛毯，並監督至作品完成。西迪恩工作
室是英國唯一的掛毯工作室，創辦人愛
德華．詹姆斯（Edward James）希望可
以支援傳統工藝，並繼承逾5000年的編
織掛毯傳統。
摩爾的這些作品原本是為家人而作，

有些在完成後的十年間從未公開展出
過。在摩爾的第一個外孫誕生後，他的
掛毯作品出現了很多母與子的主題，延
續了他最負盛名的雕塑作品中對內外在
表達形式廣泛的探索。摩爾與其女兒對
西迪恩掛毯工作室的委託也成為當時的
一段佳話，在1978年至1986年間共有23

件掛毯作品問世，為傳統編織工藝中技
藝的傳承與發展提供了支持。
●文：黃依江 圖片由豪瑟沃斯畫廊提供

亨利·摩爾罕見掛毯作品在港展出

●亨利·摩爾作品《兩名坐的女子和孩
子》

●亨利·摩爾作品《馬戲團騎士》

●亨利·摩爾（左）正在觀賞自己的掛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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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期，鄭燮、
金農、黃慎等十幾位
才華橫溢的畫家來到
揚州賣畫，後人稱之
為「揚州八怪」。
「八怪」藝術各具面
貌，成為一個群體，
主要因為他們或是布
衣，或是仕途不順罷
官之人，憤懣官場腐
朽，了解民間疾苦，
性格狂傲不羈，常常
藉畫抒寫不平之氣。
他們主要師承徐渭、
石濤的潑墨寫意傳
統，重視寫神，更力
求創新，作品帶有強
烈感情色彩，清新狂
放。
為在傳統文人山水畫的大環境中闖

出一條新路，並適應揚州新興市民階
層的審美情趣，「八怪」的創作題材
以花鳥畫和人物畫為主。在花鳥畫領
域，「八怪」引領畫壇實現了一次歷
史性突破，影響深遠。
歷來關於「八怪」的成員有多種說

法，近世多以鄭燮、金農、黃慎、李
方膺、李鱔、汪士慎、高翔、羅聘為
「揚州八怪」。隨研究的深入，又
將華嵒、高鳳翰、邊壽民、閔貞、李
葂、陳撰、楊法括入其中，總計15
人，又有「揚州畫派」之說。

揚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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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
早
期
主
要
有
禹
之
鼎
、
王
雲
、
袁
江
、
袁

耀
等
為
代
表
的
職
業
畫
家
群
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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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傳
神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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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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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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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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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潑
墨
寫
意
傳
統
，
從

題
材
到
筆
墨
都
另
闢
蹊
徑
，
在
日
益
僵
化
的
畫
壇
中
如

一
股
清
流
，
推
動
了
繪
畫
藝
術
的
進
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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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怪﹂

同
時
或
稍
晚
的
還
有
方
士
庶
、
蔡
嘉
、
丁
皋
等
，
各
以

山
水
或
肖
像
在
畫
壇
中
風
生
水
起
。
後
期
，
以
王
素
為

代
表
的﹁
揚
州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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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朱
鶴
年
為
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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邗
上
五

朱﹂
等
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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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怪﹂
的
寫
意
傳
統
，
作
品
具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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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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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氣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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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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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畫
部
主
任
宋
艷
秋
介

紹
，
此
次
展
覽
中
尤
以
禹
之
鼎
︽
江
鄉
清
曉
圖
︾
、
王

雲
︽
休
園
圖
︾
、
袁
江
︽
醉
歸
圖
︾
、
鄭
燮
︽
叢
竹

圖
︾
、
金
農
︽
梅
花
圖
冊
︾
、
汪
士
慎
︽
春
風
香
國

圖
︾
、
華
嵒
︽
黃
鸝
垂
柳
圖
︾
、
方
士
庶
︽
端
午
即
景

圖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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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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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
畫
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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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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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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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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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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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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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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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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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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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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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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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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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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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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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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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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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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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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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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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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禊﹂﹁
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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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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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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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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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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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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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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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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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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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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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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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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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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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擅
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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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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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
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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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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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地
的
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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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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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雄
厚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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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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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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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
鹽
運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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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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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
橋

修
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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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示
：﹁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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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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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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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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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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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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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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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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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能
見
到
鹽
商
的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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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氏
小
玲
瓏
山
館
、
程
氏
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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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鄭
氏
休
園
為
最

盛
。﹂
這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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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的
主
人
大
多
是
豪
富
的
鹽
商
，
他
們

常
與
文
人
墨
客
遊
宴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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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的
池
台
亭
榭
，
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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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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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創
作
熱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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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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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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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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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援

手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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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鱔
與
鹽
商
賀
君
召
友
善
，
長
期
寓
居

賀
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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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子
，
與
女
婿
許
濱
同
住
鹽
商
江
春

家
。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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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報
，
書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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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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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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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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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作
畫
。
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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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
召
於
雍
正
年
間
始
建
賀
園
︵
又
名
東

園
︶
，
李
葂
、
李
鱔
、
金
農
等
數
十
人
為
其
題
寫
楹

聯
、
詩
詞
和
匾
額
。
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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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年
，
賀
氏
以
遊
人
題
壁

詩
詞
和
園
中
匾
聯
彙
編
成
冊
，
題
為
︽
東
園
題
詠
︾
，

又
以
賀
園
中
十
二
景
，
徵
畫
士
袁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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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古
城
、
運
河
、
鹽
商
和
名
畫
家
，
是
揚
州
在
歷
史
發

展
進
程
中
應
運
而
生
的
一
張
張
閃
亮
名
片
。
歷
史
賦
予

城
市
深
厚
的
文
化
底
蘊
，
運
河
滋
養
城
市
繁
榮
的
市
場

經
濟
，
文
化
與
財
富
激
發
了
畫
家
無
盡
的
雅
興
。
王
朝

更
迭
，
城
市
興
廢
，
畫
家
的
思
想
與
藝
術
也
在
與
時
俱

進
。
正
與
奇
，
雅
與
俗
，
抱
殘
守
缺
與
標
新
立
異
，
共

同
繪
就
了
揚
州
畫
壇
的﹁
二
分
明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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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雲《休園圖》

●禹之鼎《江鄉清曉圖》

●袁江《醉歸圖》

●袁耀《山水圖》

●金農《梅花圖冊》

●●華喦華喦《《黃鸝垂柳圖黃鸝垂柳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