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海《獅子山下》

朱達誠《歸》

香港美協主席林天行作品
《走進大灣區》緣起於他幾年
前前往珠海辦展覽，途經港珠
澳大橋時的所思所感：「當時
看到港珠澳大橋，覺得非常感
動，回到香港後就有衝動令到
我不斷去表達，創作了六幅關
於港珠澳大橋的作品。」作品
中的大橋上，行駛25部汽
車，海面上 25 隻帆船正啟
航，與回歸25周年相呼應，
多姿多彩的雲霧則象徵祖國的
繁榮昌盛，林天行解釋：「帆
船代表香港是自由港，車來車
往象徵不斷前進。」

《輝煌時代》創作於疫情期間，作
品主體為香港地標建築中銀大廈，背
景是太平山，畫面以橙紅色為主色，
昭示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來持續
繁榮發展的景象。香港美協副主席趙
志軍解讀：「我來香港十一年，香港
是不夜城，永遠精神煥發、富有朝
氣，是沒有任何其他地方能夠比得上
的明珠。」他認為，回歸祖國後令許
多內地藝術人才得以來到香港發展，
為香港藝術界提供了新鮮血液，香港
藝術家也可以去內地美院、畫院參
觀、交流，開闊眼界。他希望在未來
香港能夠有更優質的藝術教育，亦盼
望中國傳統藝術能在藝術界中佔主要
地位。

《獅子山下》融匯了香港獅
子山、黃大仙屋邨、三家村、
海浪的風景，以潑墨手法寫獅
子山，留下部分餘白；海浪用
明礬先畫出浪花姿態，再用花
青勾勒線條，呈現出淺淡色
彩。作者熊海認為，回歸令本
地藝術家有了更多接觸傳統文
化藝術的機會，啟發了他們的
創作：「中國畫不能沒有傳
統，回歸之後多了傳統作品
看，我們從中吸取傳統東方思
想的養分，才創作出既有傳統
又有現代、既有民族特色又有
當代精神的作品。」回歸後他
也有了機會與內地藝術家頻繁
交流，一同寫生，碰撞思想火
花，互相啟迪靈感。「這種交
往好重要，香港畫家和內地畫
家畫現代水墨是不一樣的，很
值得一起研究探討。畫畫不是
一個人的事，而是要不斷交流
的事。」

《暮色》描繪了廖井梅搭
乘天星小輪過海時見到的夕
陽美景。「這畫畫了一系
列，因為維港天星小輪上的
天光時時令我覺得很治癒，
黃昏時色彩尤為美麗，我想
以畫筆留住印象中的自然景
色。」她認為這幅畫作表達
的是「愛」：「畫畫不僅是
風景，更是表達畫家的心
情。」

◆林天行書法作品《繼往
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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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玉郎動筆前先起草稿。
掃碼睇片

上世紀70年代起，黃玉郎就以港
式技擊漫畫界，在港漫迷心中

佔據一席位。創作一幅大的畫需時，
通常需要一個多月才製作成，今次黃
玉郎在一個月內已完成，是為了表達
自己對香港回歸祖國 25周年的紀
念。黃玉郎表示首先要很有「香港情
懷」，並融合香港漫畫特別的風格，
畫中的港漫角色向前飛躍動作是象徵
香港未來要「向前」。又為記者講解
背後語帶雙關的含義：「最重要的是
手勢，二加五，代表25周年的紀念
又是勝利及五爪金龍。」黃玉郎舉起
雙手，邊模仿畫作主角的手勢。

漫畫場景見愛港情懷
一幅漫畫除了人物角色，場景亦是
漫畫中不可或缺的一環，隨覆蓋畫
作的白紙一張張揭開，黃玉郎自豪地
介紹代表「香港情懷」的一些香港
著名的建築物、古蹟等等。「更重要
的就是我們的獅子山，獅子山下的香
港人那種肯吃苦、肯努力的精神很重
要，在這幾十年之內，支持我們香港
人向前進發就是這種精神！」除此之
外，黃玉郎更特別指出一處──位於
上環、中環交界的西港城，「其實我
小時候來到香港時，我就在這裏附近
生活，所以對西港城是很有感覺
的。」黃玉郎語帶懷念地說道。
這25年間，除了建築，香港也發生
過許多令黃玉郎印象深刻的事。「其
中最重要是97年香港回歸祖國，第二
是金融海嘯，第三就是非典型肺炎的
出現，然而祖國很幫香港，比如開放
『個人遊』，令香港旅遊業突飛猛
進。」而近年出現的非法「佔中」、

「修例風波」造成社會撕裂亦令他感痛
心。黃玉郎覺得，大家生活在香港這麼
好的地方理應團結，就算不團結也不應
互相踐踏，做事都要為香港好。

期望開發元宇宙
作為港式漫畫的教父級人物，黃玉
郎對從高峰日漸回落的港漫如何尋找
出路，有他獨特的見解。他指出，既
然香港漫畫的獨特風格如此受歡迎，
就應該繼續這種風格，但題材可以多
元化一點，並不一定是武俠。如今的
黃玉郎很重視漫畫市場的發展，「始
終香港只是700萬人的市場，而有更
大的市場就是內地。」黃玉郎強調，
港漫應該改變的是格式而非風格，他
認為讓漫畫適合在手機裏觀看，既符
合我們所謂的出版模式，又能表現出
香港的故事，（原著人物）的勇敢、
強勁、陽光、功夫技擊畫面，用這個
特色去接觸內地的漫畫觀眾。
談及未來計劃，黃玉郎笑言，自己
第一時間想起的，就是近年炙手可熱
的元宇宙。「因為我的創作漫畫時代
是由三千年前的周朝開始，到未來，
前後講三千多年，這個元宇宙裏面所
包含的內容、人物、場景多得不得
了，很適合去做很大型的元宇宙。」
暢想未來，黃玉郎認為這個元宇宙裏
面可以產生很多創意，亦有許多經營
的方法，他舉例表示，僅僅是賣
NFT，他的一系列作品中的角色就多
達一、兩千個，每個角色出十個
NFT，已經是驚人數字，將會是非常
大的發展。

◆圖/文 :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何燊亮、梁綽思

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命脈，文藝則是時代的號角，在藝
術家的一筆一畫中，不僅可讀到人文的關切，更能聽到
時代的聲音。在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紀念日即將到來
之際，一眾香港當代美術家，用創作放大眼中的香港，
用筆寫出最美的風貌。他們以「繼往開來」為命題，創
作出囊括中西繪畫、書法、雕塑等媒介的逾200件藝術
作品，或昔日時光、或未來遐想，藝術家們將藝術的技
法與創作激情融入作品，在這承前啟後的重要時刻書寫
自己的愛港情、中國心，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
年慶生、為香港回歸祖國25載作出最浪漫的註釋。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夢薇、黃依江

林天行《走進大灣區》

趙志軍《輝煌時代》

朱達誠以草書寫作品
《歸》，他表示，草書的節
奏和旋律有生命力，尤其是
回歸的「歸」字，與香港回
歸祖國所帶來的精神是一致
的。朱達誠表示，新一屆香
港特區政府成立「文化體育
及旅遊局」，相信這對香港
藝術界會有更好發展，他對
未來充滿期待。

廖井梅《暮色》

用
藝
術
表
達
愛
港
情
中
國
心

港
美
術
家
創
佳
作
賀
回
歸
廿
五
周
年

◆陳家義 水彩紙本《大日子》。

闖內地市場

黃玉郎
勉港漫格式變通勉港漫格式變通

睇港漫的都

認 識 《 龍 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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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門》都認識

港漫教父黃玉

郎。《龍虎門》、《神兵玄奇》、《南宮問

天》……多年來，黃玉郎的漫畫陪同一代又

一代港人的成長。適逢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

黃玉郎先生應邀揮筆，創作出一幅紀念此盛事

的畫作《團體勇創》。在見證其創作過程中，

黃玉郎細說畫作成型過程和構思，更憶起過去

25年間，香港歷經時代變遷，高低起伏，然而

他對香港的明天仍充滿希望：「盡量吸取經驗

教訓，然後大家都向前看，希望明天會更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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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玉郎舉起雙手黃玉郎舉起雙手，，模仿畫模仿畫
作主角的手勢作主角的手勢。。

◆創作中的黃玉郎

◆《團體勇創》主角手勢代表勝利、五爪金龍及回歸25周年。

◆周桂清《香港市民參觀航母遼寧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