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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明德「自然為師——寫生創作世界巡迴展」上
一站於美國紐約藝術館啟幕，原計劃還將走進

日本、英國和澳洲，後無奈因疫情而暫時取消。如今
他見到香港藝文界迸發的生機和活力，遂決定今年在
這裏重啟巡展。他近月常在此寫生創作，從多元角度
觀察香港的都市、鄉郊和海旁，為香港城市山水主題
個展做好充分準備。

赴各國寫生 推廣中國藝術
從馬來西亞到美國，胡明德慣於在開展前先赴該城

市寫生，故展出畫作皆與城市息息相關，亦更能引發
當地觀眾共鳴。「其實在外國能真正讀懂中國畫的人
並不多，所以我會將他們常見的景觀用中國畫的技法
來呈現，這樣他們很容易便會明白，這也是間接宣傳
中國藝術的一種方式。」
長時間在外寫生，應付開支是他最大的挑戰，「現

在基本上都是我以一己之力去做推廣中國藝術的工
作，錢少就拖長一點，錢多就去密一點。現在60多歲

正是我的藝術黃金時
間，希望每年都能去一
兩個國家寫生，回來再
畫一些巨幅的作品，也
許會送給當地的政府，
這與錢無關，目的就是
想讓他們讀懂中國的藝
術。」他堅定地說，
「雖然辛苦，但當我認
定一樣東西，我就必須

要這樣做。我們藝術家能力有限，只能通過這種方式
使中國文化在世界上有更大的影響，希望會有更多有
心人與我一起，共同將這件事情做得更大更久。」
城市題材的中國畫創作，在傳統中國畫裏是全新的命

題，具有很大的挑戰性，這種畫既要保留中國傳統筆墨
精神，又要突出時代特徵。「我們最出名的城市繪畫便
是《清明上河圖》，當然也是在描繪古代的景觀，如何
畫好如曼哈頓或者中環這樣的現代景觀，傳統中不會有
直接的參考。所以我們要吸收傳統技法，再將其融合到
現當代的創作中去。」

從《黃河萬里圖》到「香港全景」
胡明德曾參與中國畫學會主持的220米長卷《黃河萬

里圖》的創作，此畫由中國30多位頂尖藝術家合作，被
眾多中國藝術評論家稱為中國新「國寶」，胡明德作為
主筆之一，從頭至尾參與創作。「從青海到山東的九個
省，我們花了兩年多都走了一遍。在這幅長卷中我主要
負責山水城市的部分，那次的經歷使我對城市山水的創
作更有想法和追求。」他補充道，「這次我準備畫50張
左右，全部關於香港的風土人情，也計劃畫一張香港全
景長卷，或需要藉助航拍的視角並收集更多資料，用藝
術的形式呈現香港的美好，也令更多人看到。」
「其實我是有香港情結的，從小無論打扮還是講

話，都受香港的影響很深。我喜歡去逛街市，那種感
覺和我小時候在廣州生活的感覺一模一樣，感到很親
切。」居於廣東的胡明德對香港早已頗為熟悉，「香
港是一個包容多元文化的國際化都市，在這裏只要有
本事，就有機會實現自我價值。」

胡明德寫生不倦，創作不止，
亦多年來致力於教育，培養出眾多畫家。他
在文化部中國畫創作研究院名家工作室和中
國人民大學畫院工作室任導師，近期更受邀
成為香港東方書畫院榮譽顧問，助力發展香
港文化藝術事業，並為將香港打造成中外文
化藝術交流中心出一分力。「香港的藝術發
展受到西方的影響，走中西合璧的路線，同
時，香港的藝文界對傳統文化也很執着，很

多嶺南畫派的傳承也都在這裏，我由衷地敬
佩他們。」
他冀望未來可以在香港設立一個藝術交流

及培訓平台，介紹內地不同藝術領域的大師
來港教學，並促進內地和香港藝術院校的學
生之間的交流學習，「我19歲就出來當老
師，一直當到現在，我對教育有很大的情懷
和很深的抱負，我覺得也許這方面我可以為
香港的藝術教育培訓出點力。」

約一個月前，台北「城市影像」（CITY IM-
AGES）製作的8集紀錄片《我在江南遇見你》
在視頻網站播完最後一集影片「紫砂清翫」。評
論區裏，有台灣讀者留言請教片中提到的書籍。
創作者與觀眾的互動於影片播放完結後延續，這
出乎趙麗娜的預料。
過去數年，身兼導演、製片人、撰稿人等多職

的趙麗娜帶領攝製團隊尋訪兩岸多座城市，講述
江南與台灣的文化連結。紫砂壺、古窯、中醫
藥、淮揚料理、二胡……每個故事聚焦一件事
物、一個群體，《我在江南遇見你》獲得不俗點
閱成績。
「城市影像」成立於2021年，在這之前，趙麗

娜從事的工作也多在文化領域。1995年，來自江
蘇常熟的趙麗娜與先生組建兩岸家庭，開始了頻
繁往返蘇台的兩地生活。早期，她是專職寫作
者，寫字、出書，在台灣發表專欄文章。「單純
寫作讓我感覺到創作的瓶頸。我好像一直待在
『金字塔』裏，與社會脫節，更無法告訴台灣讀
者真實的大陸。」她說。

藉影片與文學連結兩岸文化
2007年，趙麗娜涉足兩岸交流工作，協助文化

界人士合作、互訪。2019年至2022年，她及團
隊與台北故宮博物院合作出版書籍，介紹和常熟

虞山有關的文物在兩岸流轉的故事；幾乎同時啟
動的「城市影像」計劃，截至目前已推出兩季、
20集紀錄短片，第一季為12集的《我在台灣遇
見你》。
「很多文化連結，可能兩岸觀眾過去都未曾留

意。」趙麗娜說，其中一集「動感穿越」講述鐵
路故事，影片從台糖小火車和台灣鐵路籌建者劉
銘傳說起，進而介紹台灣學生熟悉的朱自清散文
《背影》，老父親抱着橘子蹣跚跨過的鐵道位於
南京的長江北岸。「很多台灣人不知道南京長江
大橋，但一定讀過《背影》。更多人不知道的
是，朱自清送別父親的鐵道邊，距離當年孫中山
靈柩在南京的停靈處只有約50米。」

細訴兩岸美食 引發觀眾共鳴
江南風味與台灣美食，是貫穿兩季紀錄片的重

要題目，引發不少共鳴。第一季中，趙麗娜邀請
台灣歷史學者林天人、劇作家周瑞華夫婦受訪。
身為揚州人的知名清史學者陳捷先是林天人恩
師，陳與二人交往時將傳統獅子頭的做法傳授給
周瑞華。陳捷先已於2019年過世，趙麗娜在解說
詞中寫道，如今在這對夫婦家中，一飯一菜，皆
是思念，都是鄉情。
第二季的「適口為珍」，攝製團隊走訪高雄旗

津、新北淡水及江蘇蘇州、泰州等地，採訪三位

美食家。生活在不同城市，三人都與江南有淵
源，都相信「少吃多滋味」的飲食道理。趙麗娜
說，大自然的饋贈讓各地料理食材、風味不同，
但「適口為珍」的美食要義兩岸相通，人們的品
味可說一脈相連。
就20集紀錄片涉及的各類題材及大量準備工

作，趙麗娜與團隊開展了長期的田野調查。呈現
於觀眾眼前的是每集6至10分鐘的影片，但攝製
團隊為此積累了龐大的視頻素材庫。「細節最容
易觸動我們和讀者。」趙麗娜舉例，陳捷先先生
喝完酒，要把做獅子頭剩下的湯汁澆到飯裏，他
稱之為「壓酒飯」。在兩岸很多地方，人們都有
類似的酒後習慣。「這是中華文化在日常生活中

留下的痕跡。」
兩季紀錄片播完，趙麗娜收穫許多台灣觀眾的

積極反饋。林天人看後評價，紀錄片梳理文化的
脈絡源流，以台灣人尋常所見卻不明「何以能
見」的手法娓娓道來。台灣學者張善楠留言：
「你們做的，將為兩岸千絲萬縷的歷史（聯繫）
留下無法抹滅的美麗墨彩。」
眼下，趙麗娜正在籌措拍攝下一季內容。對於

未來，她有着更大的寄望：「我期待能把拍攝範
圍拓展到江南以外。我們常說兩岸很親，除了血
緣關係，文化上究竟親在哪裏？歷史立足點是什
麼？希望這些影像可以提供一些線索。」

◆文、圖：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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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畫家
寫
生
不
倦

寫
生
不
倦

勾
勒
城
市
山
水
新
意
象

勾
勒
城
市
山
水
新
意
象

廣東山水畫家胡明德多年來行九州跨四海，在山水寫生領域執着探索，作品既有深入

山村寫生創作的詩意田園、山川秘境，也有異域風光、現代都市題材。近年他致力於現

代城市山水畫創作的新嘗試，足跡遍布多國，寫生勾勒城市山水新意象。對他而言，寫

生絕非簡單地索取素材，更多的是把創作搬到自然，源於自然，高於自然。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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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鑼灣避風塘》▲香港夜景也是胡明德鍾愛的題材。 ▲《清晨西貢漁村》 ▲《遠望馬六甲印象城建設中》 ▲《華盛頓非洲藝術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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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明德冀未來可以在香港設立藝術
交流及培訓平台。 張岳悅攝

▲胡明德曾參與220米長《黃河萬里圖》的創作。 ▲《殿堂流芳》

◆金箔畫《煙雲繚繞林中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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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麗娜趙麗娜（（左一左一））在紀錄片攝製現場在紀錄片攝製現場。。◆◆趙麗娜冀藉影片和文字建立兩岸文化連結趙麗娜冀藉影片和文字建立兩岸文化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