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
漢

副 刊 專 題A15

20222022年年99月月2121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2年9月21日（星期三）

2022年9月21日（星期三）

◆責任編輯：張岳悅 ◆版面設計：謝錦輝

從
現
代
日
常
書
寫
審
視
傳
統
書
法
藝
術

「
字
由
人
—
—
漢
字
創
意
集
」

◆

溥
心
畬
《
迴
文
詩
三
首
》

◆

溥
心
畬
《
微
書
觀
音
》

◆陳育強《與曾灶財共話》

◆劉天浩
介紹自己
的裝置藝
術 作 品
《真真假
假》。

◆劉學成
展出裝置
藝術作品
《城黑如
墨》。

◆◆

陳
育
強
擔
任
展
覽
顧
問

陳
育
強
擔
任
展
覽
顧
問
。。

��
�

香港藝術館二樓早前開放了關於書法藝

術的展覽「漢字城韻——書法中的詩舞畫

樂」，在眾多古今書法家作品中，觀眾得以觸達

中國書法的美感與玄妙。近日，新展覽「字由

人——漢字創意集」在藝術館五樓開幕。據香港

藝術館總館長莫家詠和香港藝術館館長（現代及

香港藝術）俞俏介紹，該展主題亦是圍繞「漢

字」，與二樓展覽遙相呼應，但區別在於它是從

呈現漢字在日常生活、商業及藝術創作上的應

用，以及亞洲的當代漢字創意，令觀眾感受漢字

及書法文化對當代藝術創作和我們生活的影響。

覺得自己看不明傳統書法藝術？或許你可嘗試以

這個側面視角來了解和欣賞一下。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黃依江

展覽共分為四個部分，分別是「香港的漢字 漢字的社
會」、「民間的玩意文人的創意」、「藝術中的漢字

漢字中的藝術」以及「回到生活 書法歸零」，從不同面向
展示漢字之美。今次展覽由香港藝術館與本地設計師劉小康
聯合策展，並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客席教授陳育強擔
任展覽顧問，展出了逾百組來自香港藝術館、私人藏家及機
構收藏的展品。策展人劉小康多年來着迷於漢字線條、結構
的美感，亦認為漢字的使用背後藏着深厚的民間智慧。

漢字除了功能性還有藝術美
劉小康雖然從事設計行業，他談及自己對於漢字多年來充
滿情意結，源於中學時代曾看過一張將文字放大的海報：
「所有的筆畫、線條盡在眼前，那種布局、結構和力度的美
感給了我很大衝擊——原來漢字是這樣美的。」在多年從業
生涯中，他也試過與本港多位書法家合作，力求將漢字美感
帶入現代設計中。
雖然日常生活中漢字無處不在，我們也如此依賴漢字的表
意功能，但它除功能性外的藝術之美，往往被大家忽視。劉
小康笑言：「可能如果你不認識漢字，反而更能感受到它線
條中的美感。」他講起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雖然電腦字普
及，但其實好看的電腦字體不多，要生成新的字體字庫，還
是離不開要回歸傳統書法。不過他也認為，傳統書法的美學
觀始終沒有停止影響現在的字體設計師。「傳統書法藝術正
在『回歸』，而且『回歸』得很快。」劉小康希望，今次的
展覽可以令年輕一代香港人看見我們最為熟悉的漢字背後蘊
藏的美。

不止文人書法 民間亦有智慧
街道、唐樓、招牌、霓虹燈，構成了香港特有的充滿漢字
的空間景觀。「這是很獨特的現象，在世界其他地方都見不
到。」劉小康也談起自己年少時對水果檔、蔬菜檔店主手寫
字的觀察，印象尤深：「那種字體沒有名字，通常筆畫『肥
碩』，吸人眼球，我感到那字體背後凝結着深厚的民間智
慧。」書法中的民間智慧，亦是劉小康將展覽命名為「字由
人」的原因，意指「字的創意是來自人」：「倉頡造字是一
種說法，但許多研究都表示漢字的出現和使用其實結合了很
多人的創意，這裏的『人』，不僅包括文人、藝術家，還有
很多普通人。」
在今次展覽中，除了展出文人手書，亦有不少展現民間智
慧的作品，在這之中也可以看到香港漢字運用和字體發展的
獨特脈絡：有英華書院創造的、被譽為19世紀最完整的中
文鉛活字「香港體」，有香港人最為熟悉、至今街道仍俯拾
皆是的李漢港楷、北魏體、九龍楷書體，或是源自19世紀
來華傳教士研發的中文鉛活字「香港字」……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來自本地街頭書法家卓少衡及黎一
鳴的卡片手稿，這兩位活躍於1960至1980年代的書法家，
曾在大埔道及基隆街經營書法檔，為有需要的客人代書寫和
設計卡片，直至後來電腦印刷技術普及，手寫卡片行業隨之
式微。今次展覽展出了不少兩位書法家的卡片作品，字體娟
秀、設計整潔得體，而又因要根據客人的不同需求，每一張
都富有變化，體現了兩位民間書法家的經驗與功力，值得細
賞。

四個展區間也設置了充滿妙思的牆板，形
成給觀眾打卡的公共空間。其中最能喚起香
港人共鳴的，當屬華戈的電影題字藝術作
品。《食神》《逃學威龍》《以和為貴》
《一念無明》……華戈自1980年代起為超
過50部膾炙人口的香港電影書寫標題，這
也令香港電影有別於世界其他地方的電影，
增添了一層東方藝術的痕跡和文化特色。除
了華戈手筆，這一巨型展板上，亦包括了雷
超榮為《葉問》電影的題字，觀眾可沿着這
一筆一畫，追尋關於香港電影的記憶。
而另一幅巨型展板則來自頗具爭議的藝術

家曾灶財，他曾以「九龍皇帝」之稱在香港
各區塗鴉50餘年，無論大家對其作品持何
看法，正如文化人梁文道所說：「（曾灶財
的作品）絕對是港人的集體回憶，以啟發我
們重新思考何謂藝術。」劉小康亦在今次展
覽中請到陳育強教授，創作了《與曾灶財共
話》，作為對於曾書法的回應。陳育強在平
面表面進行書寫，然後再拭除，留下了一道
道風景般的墨痕。陳育強談到背後的意念：
「當書法藝術和當代藝術碰撞會發生什麼？
這個作品的立意就是透過拆解漢字和書法的

傳統，再以西方藝
術的角度來再現
『書法性』。平面
表面的書寫和擦拭
是書法的形式表
現；木架上的裝置
則說明『書法性』
在日常生活中隨處
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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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中的漢字 漢字中的藝
術」展區主要呈現了一些與漢字
相結合的當代藝術作品。劉小康
留意到香港不少畫家都寫得一手
好字，尤其在上世紀七、八十年
代海外遊學歸來後，他們也嘗試
以更當代的手法，探討漢字書法
與抽象作品之間的關係。劉小康
提出可以此為視角，感受漢字書
法中有別於西方藝術的獨特之
美。作品包括王無邪、許雪碧的
《書畫合璧》，畫家在彩色水墨
抽象畫中，手書柳永詞作《雨霖
鈴》；又有王天德的《數碼
no.18》，以燒灼文字留下的痕
跡做出碑文拓片的感覺，一層紙
背後再墊上另一層紙，便可以辨
認出文字來。
此外，還有兩位本地藝術家的

裝置藝術作品——劉天浩《真真
假假》以900個類似活字印刷的
字塊構成，隨着觀眾視角變換

「真」、「假」二字，在某一特定角度整幅作
品剛好會組成「真真假假」四個大字，藝術家
表示靈感來自NFT，實體和虛擬藝術品，究
竟哪個是真？哪個是假？劉學成《城黑如墨》
則由下方宣紙做成的紙磚和上方的墨盤組成，
像一段長長的樂譜。劉學成表示：「我們觀眾
看到的往往是書法家所完成的作品，而背後的
練習和失敗，那些未完成的作品是不被看見
的，這些堆積紙磚就象徵了那些背後的作品，
希望觀眾聯想到藝術家創作的漫長過程。」

互動裝置感受書寫過程
觀眾亦可在展覽現場體驗書法互動藝術項

目，其一是洪強的《控制狂（v.2）》，他結
合科學與書寫藝術設計了一台機器，觀眾可以
操作這台機器進行書寫。通過操控因磁場而擺
動不定的毛筆，體驗人體和毛筆之間不斷拉扯
角力的書寫過程。另一個互動裝置作品是鍾緯
正的《流動》，他採用電腦技術將參與者的武
術動作轉換為草書，觀眾可在感應設備前舞
動，不妨嘗試打一套拳，看看將會留下怎樣的
書法作品。

劉小康透露自己對於會意字很有興趣，
將兩個漢字其中一部分重疊在一起，從而
造出新的漢字，充滿可能性和趣味；而另
一個他很喜歡的就是迴文詩：「不少藝術
家都很喜歡寫迴文詩，今次展覽中展出了

幾幅迴文詩書法作品，觀眾乍看可能會覺得玄奧難明，但
細細欣賞其實大有趣味。」比如在溥心畬的《迴文詩三
首》中，一句「流水春深潮落斜」，倒讀則為「斜落潮深
春水流」，就成為另一新的詩句。
而另一幅同為溥心畬作品的《微書觀音》，所用手法被

稱為「微書畫」，又稱「排字畫」、「文字圖」，劉小康
介紹：「乍看之下猶如僅由線條組成的白描繪畫，仔細察
看才發現畫中線條是由細小文字串聯而成，不僅有趣，且
別出心裁。」劉小康希望觀眾可以停下腳步，欣賞這些書
法作品背後暗藏的「遊戲」樂趣。

書寫中藏「遊戲」
欣賞古代書法有樂趣

展覽：「字由人——漢字創意集」
時間：即日起至2023年11月26日

地點：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0號香港藝術館

▼俞俏（左）、莫家
詠（中）及劉小康講
述展覽故事。

▶劉小康介紹「字
繪中國」團隊和香
港設計及創意產業
總會合作，將漢字
與多元繪畫結合，
展現香港風情的作
品。

◆洪強與他的互動裝置作品《控制狂（v.2）》。

◀李漢「李漢港楷」手稿。

▼「李漢書法檔口模型」展
示李漢寫字檔的細節。

◆卓少衡及黎一鳴的卡片手稿。

◆陳濬人、徐巧詩《香港北魏真書》

◆王天德《數碼no.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