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大學藝術系畢業生有數百人，
畢業展是學生們大展手藝的好機會，
不少本地畫廊藉此發掘藝術新人並邀
請他們合作。記者訪問了本地老牌畫
廊安全口的經理陳芍君（Hilda），她
分享到畫廊代理新人作品的準則，並
提出建議給予準備投身藝術行業的畢
業生。

畢業數年的藝術家有優勢
安全口一般和藝術家以委託方式合
作並代理其某時期的作品，他們每年
也會出席各院校的藝術畢業展，了解
藝術新人的想法同時提出合作邀請。
Hilda表示，近年藝術系學生的作品水
平普遍不錯，因此畢業展水準提高了
不少，學校畢業展是其中一個途徑讓
畫廊負責人和年輕藝術家接觸，如其
畫廊藝術家韓幸霖就是在畢業展中被
留意，甚至其畢業展作品也曾在安全
口中展出。
問及代理新人作品之準則，Hilda指
先會考慮其作品和畫廊的發展方向是
否接近，是否符合市場、收藏家的口
味，更要留意藝術家的潛質。Hilda坦
言，其畫廊偏愛和畢業數年的藝術家
合作，「因為我們也擔心有些我們想

合作、剛畢業的學生在畢業過後不再
從事藝術創作，加上香港藝術工作也
不是穩定的工種，畢業數年的藝術家
我們較容易去觀察到其藝術作品的水
準穩定性。」
畫廊要和藝術家長期合作，還需考
慮藝術家是否有特定風格、能否在某
一時期中完成特定數量的作品。此
外，由於安全口空間較大，因此藝術
家能否完成大件作品也是考慮因素之
一。
現年25歲的周紫羚在2017年已和安
全口合作，其後畫廊更為她舉行個
展，畫廊負責人當年留意到在中學藝
術展中參展的周紫羚畫功很好，因此
邀請她合作，「與同齡人相比，她的
表現手法相當了得，在展出她的個展
後，市場的反應回饋不俗，故此至今
也繼續保持合作。」

可善用社交平台發表作品
Hilda留意到近年本地畫廊界中也不

斷發掘新人，認為畫廊對新血的需求
量正不斷提升。以商業畫廊而言，更
重視藏家口味，Hilda指本地收藏家更
偏向收藏容易收納的作品，當中又以
油畫最能吸引到藏家注意，此外，本

地藏家較喜愛有本地元素的作品，
「具有香港元素的作品更能吸引到本
地藏家，香港元素不一定要明顯展現
出香港某地方，可能是某些能代表到
香港地方的顏色等等。」
現今大學生比以往有更多機會和商

業畫廊合作，也更易獲取到藝術資
訊，惟Hilda指，在出席學校展覽時
會更多期望學生能有新嘗試，她說：
「我們留意到近年有不少藝術系學生
會參考坊間有名氣、討論度高的作品
再去創作，但我們也期望大學生可以
作更多新嘗試，畫廊在發掘新人
時，也並非必然要尋找與市場上風格
類近的作品。」此外，畫廊在欣賞作
品展覽時，更注重作品專業度的呈現
（Presentation），「曾遇到一些作品的
概念很好，但所呈現的手工不太好，
這會影響到作品給予觀者的感覺。」
除了展覽，畫廊也會利用社交平台

去留意新人的作品，「在社交平台上
發掘新人是近年畫廊的新趨勢，以前
的藝術家必須參加展覽，透過媒體報
道才有人認識，能發表自己作品的渠
道不多，現在只需要自己經營社交平
台，上載作品照片，這也是個重要的
渠道讓不同的人認識自己的作品。」

本地著名書畫家梁君
度是計算機科學系畢
業，年輕時全職研究核
聚變反應堆，直到
2012年即將退休之際
才開始全職藝術創作。
問及當初是否難踏入藝
術行業，他堅定地說：
「十分難，特別是寫書
法，未夠人生閱歷、經
驗的話，寫出來的作品
會不夠分量。」
梁君度全職在藝術圈

子裏不足十年，已是不
少本地書畫展、講座的
座上客，其作品經常在
大型的藝術展覽中展
出。他十分佩服全職的
年輕藝術家，「以書畫為全職職業很困
難，能全職工作需要更努力。」

藏家重視藝術家名氣
他曾在廣州開辦了十多場的書法課

程，見證着初學者在藝術路上的努力和
艱辛。順利走上藝術職業之路後，還需
遇到伯樂，梁君度指，要賣出作品並非
易事，收藏家會先看藝術家的名氣，其
後才考慮收藏與否。梁君度曾在廣州着
手舉行了八屆書畫展，展上集合了不少
藝術家作品，「我在那時也遇到很多收
藏家，很多人會前來欣賞書畫作品，並
覺得有些作品符合自己收藏口味，但每
當問及他們有沒有興趣收藏作品，他們
馬上就用電話在網上查藝術家的資料，
若是在網上名氣不大，一般也不太會購
買作品。」
藝術家名氣需要積累，梁君度亦以自

身經驗向藝術家們分享心得，「第一，
開班教授學生是名氣積累的其中一種方
法，可以獲得口碑；第二，多參加展

覽，無論是什麼類型的展覽，有機會便
參展；第三，如有機會，盡量出作品
集；第四，盡量爭取見報的機會，不一
定是刊登藝術作品，可以是多寫文章或
專欄，分享藝術創作的感受；第五，多
參加社會公益活動，有些公益團體會舉
行慈善義賣，會邀請藝術家繪寫作品義
賣。」
他又指，年輕藝術家不常遇到參展的
機會，但他強調必須多為自己爭取機
會，「即使主動寄作品參展，也不是必
定能成功展出，過程中可能會遇到很多
次失敗，但都不要放棄。」
在香港要吸引到收藏家或策展人士留

意自己的作品，原來也有技巧，「香港
住屋的地方不大，因此小幅作品在香港
更易賣出，所以我也建議藝術家若希望
作品較易賣出，可先繪畫或書寫小幅作
品。」他又建議年輕藝術家，若想投身
藝術行業，可一邊從事藝術設計的工作
或成為藝術導師賺取收入，一邊抓緊藝
術學習的機會，給予自己創作空間。

藝術家名氣需要積累，梁君度亦以自
身經驗向藝術家們分享心得，「第一，
開班教授學生是名氣積累的其中一種方
法，可以獲得口碑；第二，多參加展

藝術學生水準高
畫廊從畢業展中發掘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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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文化藝術領域應如何扮演自己獨特的角色？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讓文化藝術「引進來」和「走出去」，規劃

頓為從事藝術行業的人注入動力帶來希望，期待不再出現搞文化藝術的人難以養妻活兒的悲哀。然而，要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涉及要素眾多，人才、資源、
市場，培養藝術從業者的土壤，市民欣賞藝術的能力和熱愛氛圍及政策扶持等，可是香港沒有像北京的798藝術區文創基地，連一間專業藝術學院都未有。

倒是有一班青年藝術從業者勇於與殘酷的現實較勁，必須聽聽他們的心聲，了解他們的需要，感受他們如何在找尋理想與
麵包中掙扎。香港文匯報一連五期請成功藝術家傳授他們如何能共同擁有理想與麵包的技
巧，以經驗為他們加油！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步伐才會
加速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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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向前加速向前！！

▶《山水潑墨墨色紙本》

●《煩惱千百段全都結成團》

●在課堂以外的時間，
陶瓷工作室是許頌靈自
由創作的空間。

●《一個人》

▶現時許頌
靈在陶瓷工
作室兼任藝
術導師。

●梁君度展出的書法作
品。 張美婷攝

●書畫家梁君度為年輕人提
出積累名氣的建議。

張美婷攝

●年輕藝術家韓幸霖的畢業展作品曾在畫
廊展出。 安全口畫廊供圖

●陳芍君表示，近年藝術
學生的作品水平普遍不
錯。 安全口畫廊供圖

●現年25歲的藝術家周紫羚自2017年起與畫
廊合作展出多幅作品。 安全口畫廊供圖

藝術大師梁君度分享生存經驗：
五種方法積累名氣

「喺香港搞藝術搵唔到食。」「書畫家都是生前窮死後富。」這是商業社會賺快錢衍生出的

現象和思維，藝術與賺錢要掛鈎似是天方夜譚的事，然而一些年輕藝術學生未被嚇倒， 雖然

面對未來出路充滿未知之數，在無奈慨嘆中他們未言放棄，仍然有人願意踏上藝術之路，努力

在藝術造詣上充實自己，繼續往全職藝術家之路進發，期望創造傳奇。有藝術大師在兼顧生計

與藝術創作上掌控自如，他們用經驗告訴年輕藝術家，當時代改變，其實藝術之路也不是那麼

艱辛，也許理想與麵包並不用擇一而選。

●採：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美婷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喺香港搞藝術搵唔到食喺香港搞藝術搵唔到食。」「。」「書畫家都是生前窮死後富書畫家都是生前窮死後富 這是商業社會賺快錢衍生出的這是商業社會賺快錢衍生出的

教繪畫賺生活費 家人支持不言棄
藝術系準畢業生 全職創作憂前路

家住公屋的許頌靈（Genie）現於
香港浸會大學就讀視覺藝術學

士課程，主修西方畫與中國畫，從小喜歡藝術的她中一開始學習
繪畫，在高中選修課程中亦修讀了視覺藝術科，整個中學生涯中也
是在藝術氛圍下成長，最後如願以償在大學修讀視覺藝術學系。今
年是Genie大學課程的最後一年，她和其他即將畢業的藝術系學生
一樣，為前路感到擔憂。

全職藝術創作「難度好大」
「我認為藝術能治癒心靈，我在創作過程中得以放鬆，觀眾在欣
賞時也可以投入藝術的世界，所以我會想繼續往藝術路發展。」成
為全職藝術家無疑是各個藝術系畢業生的「終極目標」，但全職藝
術路並不易走，Genie直言，畢業後全職藝術創作「難度好大」：
「其實這個想法並不單止是我一個，我認為讀視覺藝術的同學都會
認為畢業後繼續全職創作是很困難的事。」全職創作需要時間、空
間，最大憂慮必然是金錢，「要用錢去購買材料，到外面租工作室
也需要金錢，錢又從何來呢？所以只能打工賺錢，但矛盾的是上班
又失去了創作的時間。」
Genie現居於公屋，家裏環境空間不大，由於創作需要大空間，

所以在家裏寫書法或畫大畫對她而言是很困難的事。受空間限制，
Genie只能在家中繪畫小型作品滿足創作心。面對前路，Genie坦
言畢業後無法即時投身成為全職藝術家，「我和我自己說短時間內
不會全職創作，一定要找到一份工作先賺錢，用錢去兼顧藝術創
作。」

藝術創作也需用錢支撐
今年，Genie於陶瓷工作室投入實習工作，由展覽到工作室運作
的工序上也有接觸，「後來也一邊教陶瓷和畫畫，從藝術教學中賺
錢。」Genie十分享受現在的模式，可以繼續接觸藝術之餘，也有
創作的時間。在陶瓷工作室課堂以外的時間，工作室是她自由創作
的空間，一周四天上班，三天放假她會有兩天在工作室中創作。
藝術路不易走，特別是在香港，金錢和藝術創作看似很分離，卻
被一條無形的線牽引在一起。
即使路難行，但Genie未言放棄，「或許我是個隨遇而安的人，

比較『佛系』，我希望可以一直做自己喜歡的事，遇到瓶頸位我會
有我的解壓方式，慶幸家人也很支持我，這也是我很大的推動力繼
續走藝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