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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
報道）IIE國際插畫藝術大展近日在
深圳開幕，匯集全球15個國家的20
個插畫協會和近80多個國家的插畫
大師參與其中。展覽共展出2,000多
幅頂尖作品，是全球最大規模且最
具影響力的插畫大展。值得一提的
是，深圳郵政與深圳市插畫協會攜
手打造IIE國際插畫藝術大展珍藏郵
票及紀念明信片同步首發。
珍藏郵票的主票以「一帆風順」
為靈感，融合傳統與現代美學元
素，象徵着對未來的美好期許，如
同一艘希望之船在插畫藝術的海洋
中破浪前行，體現着藝術家們對夢
想的執着追求。郵票附票與明信片
主畫面精選自 IIE 的標誌性設計，
以獨特視覺語言詮釋插畫藝術核心
理念，引領大眾走進色彩斑斕、創
意無限的插畫世界，展現了 IIE 精

神內核以及全球插畫藝術家對夢想
的追逐和對藝術無界的嚮往。明信
片背面更鑲嵌了「和諧深圳」專用
郵資圖。
為深度參與服務IIE國際插畫藝術
大展，深圳郵政在展會現場設立主題
快閃郵局，並與插畫協會深度合作，
共同開展一系列主題聯名活動。在
IIE 國際插畫藝術大展珍藏郵票及紀
念明信片首發儀式環節，深圳郵政與
深圳市插畫協會創會會長張忠陽簽署

戰略合作協議，及向插
畫協會授以「插畫協會
郵局」牌匾。
未來，雙方將持續深

化合作，通過品牌聯合
活動，整合插畫協會的
藝術創作能力和郵政品
牌的獨特資源優勢，共
同研發具有市場競爭力
和文化特色的聯名文創
產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熔鑄古
今——八十而立朱炳仁藝術展」近日在中國國家博物
館開幕，展覽展出中國工藝美術大師、國家級非遺銅
雕技藝代表性傳承人朱炳仁四十載藝術生涯中合共
100餘件（套）銅藝作品，國博更「拿出」戰國時期
鐈鼎、銅壺等10件青銅國寶展出，首次與朱炳仁的現
代銅藝術品開展跨時空交響，朱炳仁現場感嘆此展可
謂「讓銅回家」。
銅物至精，觀照古今。據悉，今次展出的作品總重
量達35.6噸，其中有單件作品重達3.7噸，是國博展
出歷史上「最重量級」展覽，也是國內首個銅工藝品
類最為全面、表現形式最豐富的銅藝術世紀大展。展
覽分為「古法新意」「匠心銅運」「雕銅巧技」「藝
出新裁」四個單元，匯聚造型多樣、題材廣泛的銅製
精品，從不同角度詳細介紹非遺大師朱炳仁高超的藝
術成就，系統闡釋中國銅雕技藝從「鑄鼎象物」到
「離形得似」的藝術蛻變。展覽巧妙地將跨越千年的
青銅文化與朱炳仁四十載藝術人生相融合。中國國家
博物館同場展出的戰國時期鐈鼎、銅壺等10件青銅國

寶，與朱炳仁的現代銅藝術品跨
時空交相輝映，以中華殿堂級的
文化力量，展現了中華文化的深
厚底蘊與時代創新的活力。
熔銅藝術是朱炳仁藝術生涯中
的一次重大突破與創新。2006
年，在承建常州天寧寶塔的一次

意外大火中，朱炳仁發現了
熔化的銅結晶體千姿百態，
從而開創了「熔銅藝術」，
以「似與非似」的揮灑寫
意，將自由流動的銅液徹底
從模具中解放，熔鑄出剛柔
極勁、妙趣橫生的大千世
界。他的熔銅時代，成為自
青銅時代以來中國銅文化史
上的第二個高峰。
步入展廳，彷彿進入了一

個「銅話」的世界。中國第
一座彩色銅雕寶塔——雷峰
塔的建築藝術品，第一座銅
橋「涌金橋」，及代表中國
銅壁畫創作高峰的《萬泉歸

海》等經典作品悉數亮相。國博珍藏的熔銅藝術開山
之作——《闕立》，時隔十七年再次與觀眾見面，與
《稻可道，非常稻》《千里江山》《燃燒的向日葵》
等作品，共同演繹了一場形意交織的雙重盛宴。朱炳
仁的新作《黃河奔騰》，為獻禮建國75周年而作，以
九曲黃河為靈感，彰顯中華民族的堅韌精神。《運河
之光》則通過對運河的描繪，展現「運河三老」之一
的朱炳仁對中國大運河的關注與讚美。展覽還特別設
置互動體驗區，讓觀者有機會親手觸摸銅雕藝術的溫
度，感受來自金屬的質樸和力量。

▲IIE國際插畫藝術大展首發珍藏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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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炳仁現場介紹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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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E國際插畫藝術大展
首發珍藏郵票

▲展覽共展出2,000多幅頂尖插畫作品。

在徐若鴻作品《風荷》的題跋處，他這樣寫道：「有
意於畫，筆墨每去尋畫，無意於畫，畫自來尋筆

墨，蓋有意不如無意之妙耳。」對徐若鴻來說，從「有
意」到「無意」，是一條沒有止境的探索之路。1957年
出生，徐若鴻至今仍懷着最初畫畫時那份近乎癡迷的熱
愛，而他筆下的墨荷，已逐漸從繁複轉而簡約，從設色
轉而黑白，縈繞着恬淡空靈、天然混沌的筆墨韻律。

勘探隊裏走出一位畫家
徐若鴻出生於安徽省淮南市的一個工薪家庭，父親在
安徽省煤田地質局工作。小時候，在他的作業本、教科
書甚至家裏的白牆上，只要有空白的地方，都是他的
「大作」。他回憶說，喜歡畫畫這件事就像是骨子裏帶
着的，父親一開始認為他「不務正業」，後被他的癡迷
打動，逐漸支持他的愛好。
高中畢業時，徐若鴻父親所在的安徽省煤田地質局進
行內部招工，他進了當時的安徽省煤田地質局第一煤田
地質勘探隊，長期在偏僻野外之地工作。徐若鴻曾一度
非常悲觀，覺得此生與繪畫無緣。但由於繪畫特長，他
後來被借調到勘探隊的電影放映隊，寫幻燈片廣告字、
畫安全生產的連環畫，又慢慢靠近了自己喜歡的方向。
三年後，徐若鴻進了局機關工會，負責宣傳工作，他需

定期將機關大院裏的12塊櫥窗更新內容。「那時候畫過
素描、水彩、水粉，甚至版畫。」徐若鴻說，那時既練
了繪畫，還練了書法，為自己後來的創作打下基礎。
1996年左右，徐若鴻和一位淮南畫友，在當地策劃了
一個聯展，在淮南畫壇引起了很大的影響。恰巧淮南畫
院空出一個人員編制，後通過特殊人才引進，39歲的徐
若鴻成功圓夢，成為淮南畫院的一名專職畫家。

冀荷花為媒突破自我
徐若鴻善寫意，畫花鳥，尤以荷花見長。觀徐若鴻之
花鳥畫，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按畫風大致可分為三個階
段。第一階段是上世紀最後十年，那時徐若鴻的作品設
色清淡，筆墨靈動，洋溢着天然的情趣，題材涉獵廣
泛。
安徽文藝評論家唐躍指，徐若鴻早期的代表作品如

《清蓮圖》《愛蓮圖》等，往往運用格架、窗欞、屏
風、屋簷等建築或傢具構件分割空間、整合塊面，具明
顯的構成傾向；常畫的《梅蘭竹菊》四條屏，則大致沿
襲了宋時清供畫法，顯得較為傳統；《盛夏情》《盛夏
蓮韻》等又以近似潑墨、潑彩的手法來突出物象的意
蘊，有放逸之感。那時的徐若鴻尚未明確畫風，冀通過
嘗試各種題材和畫法，擺脫物象的形體羈絆，探索出屬

於自己的寫意風格。
進入新世紀的首個十年，徐若鴻主打荷花的題材傾向
漸次清晰，對形體的把握和神韻的表現更加純熟，作品
人文氣息撲面而來。彼時的他，以荷花為媒介，正努力
尋找着更恰當的外化途徑和更充分的釋放渠道，探尋着
寫意效果的最大化。

戒驕戒躁得自由自在
第二個十年，徐若鴻潛心追隨明清著名畫家徐渭、八
大山人的腳步，畫出大批墨色蒼茫、墨韻繚繞的墨荷。
唐躍在點評徐若鴻這個時期的藝術特點時指，相比此前
的荷花作品，徐若鴻此時筆下的墨荷從繁複轉而簡約，
從設色轉而黑白，從場景的構造轉而場景的淡化。他這
個時期的荷花縈繞着天真爛漫、恬淡空靈的筆墨韻律，
洗盡了火氣和躁氣，回歸清淨和純粹。
徐若鴻不輕易賣畫，也時常推脫簽約作畫的邀請，更
不願為了參展獲獎而創作。他說，畫畫的最高境界就是
個自由自在。在他看來，畫中一切都和心靈相通，筆墨
會隨心靈反映出生命中的體驗，那是一種自然的流淌。
「浮躁的時候，你不能認真地沉下心來，去思考一些自
己內心有感的東西，你就會慢慢麻木。」他的藝術創作
亦由此進入了大寫意水墨花鳥的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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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花鳥畫在長期

歷史演進中，形成了

以寫生為基礎，以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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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發展至明清，形

成了以水墨大寫意形

態為主的多元時期。

其中水墨荷花題材的

花鳥畫，構建出一方

不受世事驚擾的荷塘

世界，頗具逸氣、清

氣和神仙氣。在中國

美術家協會會員、國家一級美術師徐若鴻看來，那荷塘裏洋溢的陣

陣清香，既能夠支撐他的藝術立場，也能表達他的藝術理想。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趙臣、實習記者朱順傑 合肥報道

徐若鴻，1957年出生於安徽淮南，結業於
西安美術學院國畫高研班。現為中國美術家協
會會員，安徽省美術家協會（第六屆）副主
席，安徽省美術家協會中國畫藝術委員會副主
任，安徽中國畫研究院副院長，安徽省書畫院
專職畫家，國家一級美術師。作品曾入選首屆
世界華人書畫展，全國首屆、第二屆中國花鳥
畫作品展，作品《盛夏情》《清蓮圖》分別入
選第八屆、第九屆全國美術作品展。

尋找屬於自己的藝術語言是每個畫家的追求，1998年至2000
年在陝西省西安美術學院國畫高研班進修時，徐若鴻結識了當
時的西安美院國畫系主任張之光，並拜其為師，從張之光那
裏，徐若鴻收穫了一段終生難忘的寶貴經歷。
在藝術特點上，陝西屬北方畫派，安徽相對屬南派。從安徽
北上求學的徐若鴻，畫出來的作品靈性飄逸，十分顯色，風格
與老師張之光有明顯不同，「我老覺得我的畫空靈是有的，但

是我就覺得厚重不足。」在徐若鴻眼裏，張老師是個充滿智慧
的人，他的教誨徐若鴻謹記於心：「老徐你是蘿蔔青菜，就把
你蘿蔔青菜的清爽表現到極致，你是生猛海鮮，你就要把生猛
海鮮的味道做到極致。你想把所有的優點都放到作品上面去是
不可能的。」這樣的點撥讓徐若鴻愈發堅定地自由創作，順從
自己心性的表達。此後在他指導晚輩和學生習畫時亦以此為圭
臬，鼓勵他們嘗試，走出屬於自己的藝術之路。

「生猛海鮮」與「蘿蔔青菜」各具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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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若鴻作品《西風塑荷》，2015年，68×45cm

▲徐若鴻正進行繪畫創作。

▲徐若鴻作品《清蓮圖》，1999
年，133×133cm

徐若鴻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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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炳仁作品朱炳仁作品《《燃燒的向日葵燃燒的向日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