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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香港藝術月，海港城邀請到
法國藝術家JR於海運觀點展出他的
亞洲首件GIANTS系列作品「GI-
ANTS: Rising Up」。這件巨型公共
藝術裝置高12米，寬12米，以跳高
運動員背越式跳離地面、正在天空
飛翔的無重力狀態姿勢為創作藍
本，巧妙地與背後的維多利亞港形
成互動。藝術家JR擁有超過170萬
Instagram 粉絲，他以視覺藝術和大
型攝影裝置聞名，曾在40多個城市
舉辦80多場展覽，包括法國盧浮宮
及意大利萬神殿，還有埃及的卡拉
夫金字塔等等。
JR 自稱「擁有世界最大的畫
廊」，因為他認為最理想的展出場
地就是城市中的大街小巷。他希望
自己的作品可以吸引博物館常客之
外的民眾免費欣賞，亦創造出「全
民藝術」（Infiltrating Art），在不

同地方拍攝新作品展出時，他都會
邀請當地民眾一同參與，打破「觀
眾」與「攝影對象」的既定界線。
「這次的創作靈感源自2016年巴
西里約奧運會上的GIANTS藝術裝
置，整個騰空動作就如鼓勵大眾勇
於跳脫框架，實現跨越及完成更多
目標。」當年，JR在里約展出三個
以運動員為主題的攝影藝術裝置，
於城市中勾畫出運動員的比賽英
姿，備受公眾歡迎。
今次「GIANTS: Rising Up」沿

用JR一貫的黑白風格，將照片印製
於帆布上，再掛在竹棚搭起的支架
上。JR特別在今次裝置中融入香港
特色築棚工藝，加入香港傳統的
「竹棚」，而非單靠金屬支架，創
作了這香港獨有的藝術品，與之背
後璀璨的維多利亞港海景，遙相呼
應。 文：黃依江 圖：中新社

巨型裝置融入香港築棚工藝
法藝術家定格運動員懸空英姿

展覽：JR「GIANTS: Rising Up」
公共藝術裝置

日期：即日起至4月23日
時間：上午7時至晚上12時
地點：海港城海運觀點（免費入場）

陳林簡介： 注重寫生觀察生活
教學相長獲靈感

◆「GIANTS: Rising Up」公共藝術裝置吸引觀眾打卡。

◆這一裝置
作品融入香
港傳統的築
棚工藝。

◆陳林認為當代花鳥畫創作應
該具有當下生活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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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林十分注重寫生陳林十分注重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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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林作品《暢神·鵲華之秋》 ◆陳林作品
《吉祥徽州》

◆陳林作品
《澄心·霧影》

◆陳林作品《雲起·六如凌風》

◆陳林作品《雲起·六如閒夏》

◆陳林作品《雲起·子畏仙夢》

◆陳林作品《徽之吉》

「始於唐代，鼎盛於兩宋」的

工筆花鳥畫，因其相對固定的繪

畫程式，千餘年來風格變化不

大。如今，一些守正創新的畫家

開始對工筆畫進行全新探索，給

這一中國傳統繪畫形式注入新的

生機。安徽省文聯副主席、安徽

省美術家協會主席、中國美術家

協會會員陳林，正是新工筆繪畫

風格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筆

下的工筆花鳥畫，既有古典情結

的浸潤與體悟，又有對「當下

性」的審視與思考，在立足當代

文化視角的審美思潮下，陳林按

自己的感悟，創造出一種頗具個

性的新工筆審美圖式。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臣合肥報道

陳陳林林：：新新工筆花鳥工筆花鳥 有聲有色有新意有聲有色有新意
匯古今匯古今 通中西通中西

錦雞羽毛的細密柔軟，在極細的狼毫筆順起順收之間一一呈
現——位於安徽大學的工作室裏，陳林正在進行他的新系

列工筆畫創作。在完成教學工作後，陳林幾乎每天都會在這裏畫
畫。「夏練三伏，冬練三九，幾天不畫畫就覺得手生。」細膩的
工筆畫極考驗人的耐心定力，一筆一畫都十分講究，雖已畫了30
多載，但每當他完全沉浸到繪畫中時，那份身心愉悅依舊讓他倍
感珍惜。

情定花鳥求新變
走上專業繪畫之路，是靠陳林自己爭取來的。上世紀八十年代
中期，在陳林的農村老家，畫畫被普遍認為是「不務正業」。家
中沒有親人接觸過繪畫，陳林就靠《徐悲鴻素描》、《芥子園
畫譜》等有限的幾本書籍自學速寫、素描。「那時候，母親給我
做了個畫夾，我背它到處給人寫生，逮人就畫。」陳林還會
跑到火車站、菜市場等人流較多的地方畫寫生，掛曆、圖冊上的
畫他會一遍遍描摹。那段時間的苦練，給陳林在繪畫造型方面打
下了基礎，1984年，他遇到了啟蒙老師李向偉（曾任南京師範大
學美術學院院長），正式開始了專業系統的繪畫學習。
1986年，陳林考入安徽師範大學美術專業，並選擇中國畫作為
專業方向。一次，他偶然在學校資料室裏看到了一本美術期刊，
裏面一組花鳥作品深深吸引了他。「畫面的色調是深藍綠，前景
是一隻伸爪子撓癢的夜鷺，後面是一組靜靜的水草，意境特別
優美感人。」直到現在，陳林都清晰記得那幅畫的樣子，也是從
那時起，他開始專注工筆花鳥，並嘗試畫了一系列意境抒情的花
鳥作品。隨繪畫技藝的不斷精進，陳林愈發希望在工筆花鳥畫
創作領域有自己的一些探索。2002年，他先後推出《紅豆角．紅
蜻蜓》《紅扁豆．黃月亮》等畫作，這些作品中開始呈現出一種
由主觀重組意識和構成構建的審美意味。

轉型探索新工筆
為了進一步提升自己的知識儲備、開闊自己的學術眼界，陳林
於2003年考入中國藝術研究院攻讀美術學博士學位。在讀博的
三年中，大量閱讀和不斷觀摩，以及與美術界名家多次的思想碰
撞，讓他迎來了自己創作的重要轉折。「我們與古人生活的環境
有巨大差別，對生活的感受有許多不同，當代花鳥畫家的創作
應該表現當下的生活氣息與畫家的真實感受。」帶這個想法，
陳林開始嘗試在繼承傳統基礎上進行現代建構。
通過在明清時期的版畫作品等傳統元素中找到的畫面構思、構
成靈感，陳林用家雁、雉雞、錦雞等形象，置換原作中的有關元
素，這些新圖像，為陳林帶來了繪畫空間的全新維度。相較傳統
工筆畫較為寫實的表現方式，陳林在探索中會更注重對畫面類似
散文形式的敘述，畫面中呈現的不僅是畫家看到的世界，還有他
體驗到的世界，甚至於他想像中的世界。
從2006年開始，陳林陸續創作《誤入》《尋覓十二釵》《共
鳴》等系列作品，他巧妙地引入中國傳統以及世界其他民族繪畫
的經典圖像，並將造型各異的禽鳥置於其中，讓禽鳥帶領觀者在
古今中外的藝術時空中遨遊、穿梭，感受他與先賢大師超越時空
的對話。極具個人特色的現代構成圖式，讓陳林的繪畫與傳統工
筆花鳥拉開了距離，並逐漸成為識別性很強的新工筆花鳥畫風
貌。

守正創新破藩籬
陳林的作品中也有屏風、傢具、台階等物品，他借這些物品的
空間造型，將畫面進行巧妙分割，後來甚至開始繪製鏡面、切
片，描繪光、影，通過遮、掩等效果，擴展畫面中圖像空間的視
覺容量。在這種創作中，畫面前景的禽鳥具備了靈性和知性，具
備了審視與思考、分析與判斷、回眸與展望的功能，它們與身處
的虛擬場景達成和諧的敘事結構，從而擺脫了再現自然形態的程
式，洋溢濃郁的時代審美氣息。
隨對中國傳統文化研習的深入，陳林愈發覺得中國畫博大精
深，激起他探問傳統文脈本質的願望。2012年以來，陳林開始
手減弱繪畫中當代圖像元素的介入，隱去以往作品中如窗欞、屋
簷等建築結構的描述，取而代之的是濃厚傳統古典意味的構
建，從而為禽鳥的往返暢遊營造了良好氛圍。他連續
多年創作完成了《暢神》系列作品，全景式地展
開了董源、趙孟頫、龔賢的山水畫卷，處
於同一時空的禽鳥們顧盼生姿，生
趣盎然。

陳林，2006年畢業於中國藝術
研究院，獲博士學位。安徽省文聯
副主席、安徽省美術家協會主席、
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工筆畫
學會理事、安徽大學藝術學院教
授。先後在美國西雅圖《世界日
報》畫廊、西雅圖Linda Hodges
畫廊、廣東省文聯藝術館等國內外
多地舉辦個展，出版《唯美新勢
力．陳林工筆花鳥畫精品集》《新
工筆文獻叢書．陳林卷》《別求新
聲．陳林工筆畫作品》等作品集。
作品先後被中國美術館等機構收
藏。

30多年來，陳林一直堅持寫生，
他習慣隨身帶一個小本子，看到
感興趣的事物就快速畫下來。為
求得筆下花鳥的生趣和情態，也
曾無數次深入鄉間，對禽鳥觀察、
寫生。
陳林亦十分注重觀察生活，將生

活中觀察到的幾何空間引入繪畫，
也將對待生活的真實感受融入畫
作。「只有當你深入生活，你所表
達的題材才能夠與你的作品真正交
融。」他十分推崇宋徽宗趙佶觀察
生活的嚴謹態度，趙佶對生活的觀
察可謂一絲不苟，他會注意到在正
午時分貓的瞳孔會變成一條線，孔
雀要飛的時候會先抬左腳等，正是
這些觀察，使得趙佶筆下花卉禽鳥
雖時隔千年，依然生機勃勃。宋代
工筆花鳥之所以能成為高峰，或許
正與其時畫家勤於觀察、勤於寫
生、勤於創作有關。
採訪中，陳林直言自己創作靈感

的另一來源是他的學生們。作為安
徽大學藝術學院教授，陳林從教近

30載，他十分喜歡與學生溝通交
流，更會從年輕人中獲得啟發。
「年輕人思想思維特別活躍，
會經常有很多想法。」陳林介
紹，他喜歡一邊畫畫一邊授
課，所謂教學相長，學生
可以在過程中更直觀地
感受中國畫的創作過
程，而自己有一些新
的嘗試或者不成熟
的想法時，也願意
在課程中與學生
們進行交流討
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