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7年 7 月 1
日，就在香

港回歸之際，郭浩滿正
於香港會展中心為身在
美洲工作決定將返港定
居的林文傑舉辦一場
「萬水千山總是情」畫
展，煙花綻放時刻，郭
浩滿和一眾嘉賓站在落
地窗邊欣賞，如今想起
仍無限感慨：「見證了
歷史轉變，香港有了新
起步，那時就希望，有
朝一日中國藝術品可以
更舉世矚目。」25年倏
忽而逝，他初心未改；而當年煙花璀璨下的許
願，也已逐步實現。

助內地藝術家進入國際視野
郭浩滿喜歡畫家張大千「棄屋購畫」的逸

事：抗戰勝利後，大量御藏文物流散民間，正
準備在北京購屋定居的張大千偶然得知五代南
唐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已被北京玉池山
房收購，此畫乃歷代帝王藏品，堪稱國粹，於
是他果斷放棄置業，以黃金五百両的巨款將畫
作收入囊中。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處於騰飛
階段，藝術品市場也散發生機，自小喜愛藝
術、研習繪畫、篆刻的郭浩滿，見到一張梵高
作品可以拍出兩億多的價格，而中國藝術家的
作品卻無人問津，即使是齊白石這樣的名家，
一張畫作也不過百餘元，心有不忿。那時剛剛
積累了「第一桶金」的他，毅然決定投入藝術
推廣的事業。
「當時去內地探訪，發現許多畫家日子都過
得很艱難，家中光線昏暗也沒有書桌，用一塊
床板搭在學生的小書枱上作畫；一些年老畫家
健康也出問題，技藝退化到畫不出新的作
品。」郭浩滿將視線放在了中青代的畫家，他
大膽採用先收購再推廣的方法，看中的畫家先
買斷他的作品，然後再為之舉辦展覽。當時他
身邊的人都覺得此舉不妥，買來再推廣，賣不
掉怎麼辦？之所以堅持，是因為郭浩滿見到很
多技藝精湛的畫家，嘔心瀝血創作卻得不到回
報，漸失家人的理解支持，狀況艱難：「有了
收入，他們才能安心創作。」就這樣，他與許
多當時還寂寂無名的藝術家結下不解之緣，其
中很多人都成了當今如雷貫耳的大師級人物。

辦上千場展覽出版兩百餘畫冊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在香港為中國藝術家舉辦

展覽，條件往往十分簡陋：小小一間房，四面
牆做展板，畫作由天花掛到地上，再用圖釘固
定。郭浩滿覺得難以接受：「這樣人家怎會看
得起中國藝術呢？於是我們先把作品裝裱
好——『穿上靚衫』再見人。」後來，他又發
覺辛辛苦苦做一個展覽，因當時資訊遠沒有今
日發達，影響範圍十分有限，於是他主理的雲
峰就開創先河，開始出版展覽畫冊，令更多觀
眾看到作品。郭浩滿笑言，當時印畫冊非常昂
貴：「為了展覽做出版，已經是『妹仔大過主
人』的代價。九十年代初我們舉辦畫家王明明
展覽，為做得盡善盡美，我們出版了一本精裝
硬皮大畫冊，印冊費用了21萬，當年這樣多錢
已經夠買一間小小住屋。」在這種高端推廣的
模式下，越來越多海外觀眾藉郭浩滿畫廊的

這扇「窗」了解到中國實力派畫家，中國藝術
也開始受到國際關注。時至今日，畫苑已舉辦
了上千場展覽，出版了兩百餘本畫冊。
郭浩滿坦言自己從小就喜歡理性思考，從事

這一行業也一直遵循事物發展規律：「首先收
集優秀作品，然後透過展覽、出版宣傳，令更
多人看到，可能十個人中有一個會買，但在香
港、世界，更多人看到中國藝術家的存在，市
場就慢慢培養出來。」藝廊自1986年在香港成
立後，也逐步在北京、上海、廣東開設分部，
一路促成也見證了中國藝術市場的發展與成
熟。

將「全球水墨畫大展」帶進灣區
「回歸之後，香港與內地藝術界交流活動變
多，官方、半官方的都有，與此同時，內地藝
術市場的環境也變得越來越好，畫家的社會知
名度不斷提升。」香港有自由港的優勢，郭
浩滿認為這是得天獨厚的藝術交流條件，在很
早之前，他就萌生了舉辦大展的念頭：「香港
是國際大都會，但只得蘇富比、巴塞爾可以引
起世界收藏界關注，我們是否也可以在香港做
一次高水平的東方藝術大展呢？」於是在2017
年，他策劃了著名的「全球水墨畫大展」，向
全球藝術家收集水墨作品評選出500張舉辦展
覽，以向世界彰顯東方藝術的實力：「中國傳統
花鳥人物已有幾千年歷史，近十幾年又出現了動
物畫、現代水墨，不少藝術家在此之中做了很多
努力，才令到這些作品在拍賣場得到關注，我想
令國際看到我們東方水墨的發展現狀。」
郭浩滿坦言自己「一邊探路一邊前進」才創

造了「全球水墨畫大展」，將一個民間發起的
活動做出影響力，成功得到香港特區政府支
持，並給予資源將之打造成香港一大文化品
牌。今年香港回歸25周年之際，「全球水墨畫
大展」亦是香港中聯辦慶祝回歸的活動之一，
由香港文聯支持的「2022年『全球水墨畫大
展』走入大灣區」活動將展出來自世界15個國
家及地區藝術家所創作的500幅畫作，於香港
展出後選出300幅到廣州、深圳、珠海等城市
進行巡展。
從藝術家個人推廣到東方藝術大展，郭浩滿

認為「全球水墨畫大展」是他藝術推廣之路的
一大成就，亦是內地與香港、全球藝術交流的
里程碑：「是從一個小小夢想開始，做
做做成了大型推廣活動。藝術家個人推
廣固然重要，但始終一個人的影響和號召
不夠大，大型展覽可以吸引到幾萬人
來參觀，公眾關注度遠超過個人展
覽，意義非凡。」

回望自己一路走來，郭浩滿
覺得很開心：「成績都算不
錯，很多人也說，你也算無憾
了，中國美術史這幾十年，你
已建功立業。」儘管已經75
歲，他仍保持年輕進取的心
態：「我也曾有過入不敷出的
階段，賣樓撐事業，但沒覺得
有什麼，有壓力，我都當是挑
戰。」
面對藝術推廣事業，他仍有
無限眷戀，也未曾停下前進的
腳步：「中國藝術還有很多東
西沒有好好推廣。」
十多年前，郭浩滿忽然被千

工床的精美雕工吸引，發現了
中國古建築雕樑畫棟中木雕藝
術的巧奪天工，因此在中山創

辦了一間明清建築家居木雕藝
術館。「見到市場上畫作越賣
越貴，而如此驚為天人的瑰寶
卻無人留意，我覺得很可惜，
於是購藏了許多放在藝術館中
供公眾觀賞。木雕的大師功底
令人震撼，相信觀眾看完就可
以感受到，除了晚清的稍微低
落，中國其實一直處於世界巔
峰。」
郭浩滿認為，改革開放後的

中國找到一條強國富民的道
路：「按照社會發展規律，經
濟發展到某個階段，人們就開
始追求精神生活，藝術品市場
就是這樣產生，隨中國的經
濟騰飛，生活安康富足，藝術
品在未來會越來越受歡迎。」

香港回歸後，郭浩滿發覺社
會的一大問題在於年輕人不了
解中國歷史和內地發展，只看
到內地近百年悲慘的一面，而
看不到中國歷史上輝煌的部
分。隨舉辦「全球水墨畫大
展」願望實現，郭浩滿仍有一
個未竟的心願，就是希望香港
可以成立一個國際藝術學院。

為年輕藝術家拓空間
「十幾年前我曾向政府提交

過一個詳盡計劃，探討以香港
為基地成立藝術學院，應當怎
樣架構、需要多少財政開支，
但未有得到回應。我們可以請
到內地、香港、台灣的大師級
藝術家作為教授，我可以保證
這個藝術學院實力一定可以達
到整個大中華地區最高水
平。」郭浩滿提及，香港藝術
家地位不高，有時不得不開班
教學以彌補收入，而開辦藝術
學院，可以多一些容納藝術工
作者的職位，同時從事文化藝
術行業的年輕人也可以得到專
業培訓，大有作為。
他也觀察到，儘管許多人認

為自己不懂藝術，但不同背
景、職業的人，對藝術的審美
品位其實沒有太大差異：「幾
十年來我發現，大家看畫其實

『所見略同』，當普通人投資
藝術品時，選畫的準確度可以
達到至少80%，從事藝術或設
計行業的人則可以達到90%以
上。」他認為人從小到大其實
無不是處於視覺訓練過程中：
「小朋友喜歡被漂亮姨姨抱，
是因為他覺得美的事物是安全
可靠的。許多客人即使沒有經
驗，也可以一眼看中最好的那
張畫，『群眾的眼光是雪亮
的』，這話不假。」

好時代是信心來源
同時他也認為，現代藝術家

水平亦在不斷提升：「我們進
入信息時代，觀眾見多識廣，
藝術家視野比前一代也打開更
多，這是個很好的時代，我對
現在的藝術家有信心。」郭浩
滿始終篤信中國畫家的智慧從
古至今都是超凡的：「中國人
發明了散點透視，發明了移動
視點，可以將冬天、夏天，或
是北京、深圳的景致融於同一
幅畫中；中國人發明了漸變
畫，看似沒什麼其實其中大有
內容，從清晰到虛無；中國人
也發明了花鳥畫，繪出鳥穿插
遊走，飛行的姿態中誕生了一
個空間……中國繪畫是帶有文
學性和思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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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的藝術品市場剛剛開始萌

芽。經濟發展方興未艾，公眾對藝術了解尚淺，推廣行業未成

風氣的情形下，當時的中國藝術家儘管辛勤耕耘，卻難以得到應

有的回報，海外對於中國藝術的了解，也仍舊停留在古老的作品。正是在此時，藝

術品經紀人郭浩滿毅然選擇了以自己畫廊為平台推廣內地藝術家，不計代價將他們

的作品呈現給香港、海外觀眾，抱這份對中國藝術和社會發展規律的自信與篤

信，他帶領自己創立的畫苑一路走過回歸以來的25年，為無數中國畫家打開藝術

生涯的光明前景，亦迎來香港藝術市場蓬勃發展的新階段。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黃依江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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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水墨畫大展」祝捷會上，特首林鄭
月娥向郭浩滿頒發感謝狀。

◆1993年郭浩滿主理藝廊北京展示中心
開幕。

◆1997年6月郭浩滿操刀舉辦萬水千山
總是情——林文傑畫展。

◆「全球水墨畫大展」有一眾內地書畫藝術家參與，兩地畫家
藉展交流。

◆郭浩滿主理多場水墨藝術家的講座，此場為著名畫家何百里講座。

◆「全球水墨畫大展」將中國
寫實水墨畫帶到國際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