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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倡畫廊正在中環空間舉辦華裔雕塑家
和裝置藝術家費明杰個人展覽「步入自
然」，今次展覽作為藝術家在香港2022巴
塞爾藝術展大型裝置作品「生命的花園」
的擴展，將白立方畫廊空間打造成一個超
現實花園，聚焦藝術家不同時期的標誌性
作品及首次展出的新作，為觀眾提供奇妙
而愉悅的沉浸式體驗。
展品包括許願骨系列、太極人物系列，

以及啟發費氏創作著名水果雕塑的早期素
描，其它標誌性作品如「搖錢樹」和巨型
水果、堅果和超現實的蔬菜雕塑亦同場展
出。費明杰的作品主要聚焦人與自然的共
生關係，他憑藉對東西方園藝和神話的廣
泛了解，以及對水果、種子和骨頭等個人
收藏物品的仔細觀察，加上對自然物種造
型的改造以及虛構物種的創作，呈現出令

人感到熟悉又略有不實的「科幻式環
境」，巨型的植物造型也形成一種戲劇化
的花園展示。費明杰解釋說：「就像科學
家一樣，我研究和培育特定的植物造型，
因為它們具有內在和象徵性的品質，我在
工作室、實驗溫室中重新解釋和重塑它
們。」
費明杰1943年生於上海，其後定居香港

並度過少年時代，至1961年前往美國繼續
深造。他曾在哥倫布藝術和設計學院、肯
薩斯藝術學院及聖塔芭芭拉的加州大學就
讀，並獲得藝術碩士學位。他的公共藝術
作品在美國各地永久展示，包括 「德蘭西
果園」及「巡遊鯡魚」馬賽克畫，西雅圖

市中心聯邦法院前的「弧形柱」，費城蒂
沃利大廈的「圓葉遍地金」 等。費明杰的
作品也被香港M+博物館、香港藝術館、台
北市立美術館、美國羅德島設計學院、紐
約新博物館等機構收藏。

圖片由藝倡畫廊提供

超現實花園 展現人與自然共生關係

展覽：費明杰「步入自然」
展期：即日起至1月28日
地點：中環擺花街1號一號廣

場21樓藝倡畫廊
（免費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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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藝術家「重塑」的植物作品。

◆巨型的
植物造型
形成一種
戲劇化的
花 園 展
示。

◆錢納利紙本鉛筆《澳門街景手稿》

◆構圖與錢納利作品如出一轍的布本油彩《澳門南灣》

◆林呱布本油彩
《錢納利畫像》
（摹本）

◆《「祐昌」款香港海域附近的漁船》

◆順呱的《十三行商館》

◆《「重呱」款英國船》

◆有「珠江版清明上河圖」美譽的巨型油畫《廣州港全景圖》

◆18世紀的《滿大人迎春賞花玻璃鏡畫》

「焦點」外銷畫中西調適筆法

再現羊城舊日貿易繁榮風貌
道光年間的10両銀子能夠做什麼？可以買上一畝良田種莊

稼，可以買到五擔（即約800斤）大米又或150斤醃肉，可

以僱傭一位青壯年勞動力為自己服務一年，還可以買一幅林呱的油

畫——也就是外銷畫。廣東省博物館現正展出「焦點：18—19世紀

中西方視覺藝術的調適」，140餘件/套展品從畫藝、畫技、畫材

三個維度的調適入手，向觀眾講述18至19世紀中外藝術家共

同創造的中西方視覺藝術對話與調適的「廣州時代」。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廣州報道

◆錢納利《疍家女》速寫手稿

18至19世紀的廣州是世界貿易網絡的重要節點，亦是世界文化、藝術交
流的門戶和窗口。一種新的繪畫作品在此
時出現，它不同於傳統中國畫，而是以中
西調適的繪畫技法繪製符合西方「中國
風」審美需求的作品，遠銷海外後深受西
方人士的喜愛，因而被稱為外銷畫。展覽
策展人白芳介紹，當時中外藝術家共同描
繪東方的風景風貌、生產生活和民風民
俗，繪畫作品揚帆過海，成為備受西方社
會追捧的新潮藝術品。展覽分為「畫藝的
調適」「畫技的調適」和「畫材的調適」
三部分，通過以錢納利為核心的中外畫家
圈解讀其確立的「錢納利風格」藝術流
派，通過植物、船舶、風景、肖像、風俗
畫等不同繪畫題材解讀中西方繪畫技法中
體現出的對話與調適，並從油畫、水彩、
水粉、素描、版畫等形式的作品，概覽中
西方繪畫材料的調適與融合。

錢納利影響粵港澳畫風
畢業於英國皇家藝術學院的錢納利，是19
世紀在中國華南沿海居留時間最長、影響最
大的西方畫家。他1825年到達澳門，根據南
中國海特殊的地理環境，對
英國學院派畫風進行了
浪漫化的調適，創造
出具有獨特中國
情調的「錢納
利風」，
影響了

19世紀20年代以後
粵港澳三地外銷畫家的
繪畫風格。
展品中的紙本鉛筆《澳門

街景手稿》，是錢納利在澳門街
頭采風時繪製的速寫手稿，這些速
寫使他的創作具備了更強的可視性與現
場感。另外一幅《疍家女》速寫手稿，從
中可以看出錢納利對人物的五官、衣着、手
腳等細節進行了細緻刻畫，在攝影技術出現
前，錢納利的繪畫作品因其直觀地保留更多
視覺信息而被賦予了更多歷史價值。一幅佚
名的《澳門南灣》，描繪了從西望洋山向東
北眺望澳門南灣的景色。該作品繪製的南灣
景色，構圖與錢納利作品如出一轍，散點光
源的運用讓畫面光色變化豐富，可見當時的
廣州外銷畫家非常善於學習模仿。
中國著名的外銷畫家林呱，是以錢納利

為中心的藝術家群體中堅分子。據記載，
林呱曾跟隨錢納利學習，臨摹了大量歐洲
人帶來的油畫和圖片，油畫功底扎實，在
廣州和香港都開設自己的畫室，作品也漂
洋過海先後到英、美等國家參展。從展出
的林呱《錢納利畫像》（摹本）可以看
出，林呱風格與錢納利相近，但他收費較
錢納利便宜很多，因此吸引了不少西方商
人和船長委託他繪畫肖像，令他成為錢納
利後期最大的競爭對手。

港埠帆影再現貿易繁榮
港埠和帆影，是外銷畫常見的題材
之一。《「祐昌」款香港海域附近
的漁船》描繪了一艘三桅帆船逆
風航行於波濤翻湧的海面上
的場景。畫面中只見前景
的水面處於背光陰暗
面，中景的戲劇性
用光照亮船舶
主體，以明
暗對比顯

現空間遠近。該作品體現出受到
錢納利的英國學院派寫生與寫實創作
風格影響，類似的構圖方式、舞台燈般
的聚光效果被廣州外銷畫家一再模仿，成
為這一時期船舶畫的主流風格模式。
另外一幅順呱的《十三行商館》描繪了

19世紀30年代十三行商館風貌。作者採用
中國外銷畫家慣用的正面取景方式，從珠江
南岸眺望十三行。該畫作中順呱不再以異常
高的視點，將建築物放置於水天之間的狹長
空間內，而是採用較低視角的取景，將觀者
的視線帶到接近水面的位置。相對於岸上建
築，江面上的船隻尺寸較大，前後景的處理
遵循近大遠小的透視原理。
《「重呱」款英國船》的

畫框背部上方留有畫室商
標 「Chong Qua，
Ship and Portrait
Painter, Da-
guerreo-
type」，

可知重呱既是外銷畫家又是攝影師，擅長繪
製船舶肖像畫。原來，由於早期銀版攝影
（Daguerreotype）顯影技法繁瑣，相片複
製和保存也非常困難，用寫實油畫描摹逼真
的相片是解決上述問題的最好方法。作品描
繪的是一艘駛入維多利亞海港的英國飛剪式
帆船，這種帆船又稱「快船」，其特點是船
型瘦長，前端尖銳突出，航速快、噸位不
大，19世紀40年代它主要用於從事茶
葉和鴉片貿易。

羊城舊貌引人入勝
廣州的自然風光也是外
銷畫必不可少的主

題。有「珠江版清明上河
圖」美譽的《廣州港全景圖》

是一幅長達2米的巨型油畫，作者
從西至東依次描繪了沙面、十三行商

館、海珠炮台直至大沙頭附近的東水炮
台一帶珠江北岸的廣闊風景，無論是取景角
度還是細節的精準度，都體現出受到17世
紀晚期至18世紀荷蘭港口風景畫的影響，
同時也精確寫實地記錄了特定年代廣州商貿
盛極一時的繁華景象。
隨着從珠江口到廣州城的一系列寶塔作

為重要的航海標識日漸為西方人所熟悉，塔
成為了廣州珠江景觀畫題材中的一種常見素
材。水粉《琶洲塔》遵循了歐洲「如畫」風
景畫的繪畫原則，表現出生動、靜謐、富有
色彩感的場景。雖然在繪畫技法和材料上都
呈現出西方繪畫的特質，然而在江面、船體
等細節描繪上作者又無意流露出中國傳統繪
畫線條勾勒的氣韻感，可見這是一幅中西繪
畫技法調適後形成的作品。
西方對東方社會、家庭生活同樣充滿好奇，

因此外銷畫題材亦包括當時中國社會的家庭生
活、手工業製作、遊藝娛樂、婚嫁喪娶、戲曲
故事等。其中，18世紀的玻璃鏡畫是中國外銷
西方貨品中的奢侈裝飾品，曾風靡歐美王公貴
族。「滿大人」系列是中國外銷玻璃畫在18世
紀末的常見題材。一幅18世紀的《滿大
人迎春賞花玻璃鏡畫》就描繪了滿大
人夫婦和侍女，三人手持簪花的
畫面，神態和姿勢都非常程式
化，呈現出中國所特有的
和諧寧靜的居家氛圍，
滿足了西方人對中
國紳士生活的幻
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