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說是原點 影視是橋樑

副刊人物
20242024年年88月月1010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4年8月10日（星期六）

2024年8月10日（星期六）

A17
◆責任編輯：張岳悅
◆版面設計：奇 拿

1988年7月9日，台灣水墨畫家江明賢的個展在
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開幕式氣氛熱烈、冠蓋雲
集，在海峽兩岸都引起轟動。彼時，兩岸交流並
未大幅度開放，作為兩岸分隔近40年首位到大陸
進行文化交流的台灣藝術家，江明賢勇於「第一
個吃螃蟹」的突破之舉，被著名畫家董壽平形容
為「猛龍過海」。
今年82歲的江明賢，美術創作生涯超過一甲

子，自當年在北京首展至今36年間，他往返兩岸
200餘趟，足跡遍及大陸 31個省區市，達成了
「畫遍每個省（區市）」的心願。近日，江明賢
接受專訪，回顧這段延綿至今的兩岸丹青緣。

辦展覽訪名家多年心願得償
時間回溯到1988年2月，已在台灣畫壇頗具影
響力的中生代畫家江明賢到香港舉辦個展時，收
到赴北京和上海辦展的邀請，「既興奮又害怕，
非常願意去，但還沒有膽量馬上答應。」他清楚
記得，那時台灣當局剛剛有限開放民眾赴大陸探
親，兩岸政策走向尚不明朗。台北的媒體朋友私
下告訴江明賢，5月可能會開放兩岸其他方面的交
流。他想，「那應該就沒什麼問題了」，便欣然
接受了辦展邀請。
1988年到北京辦展時，經文化部門牽線，江明
賢登門拜訪了李可染，回憶二人的交談，江明賢
至今仍覺感動：「當年李老已八十多歲，對我很
是溫和親切。他問我台灣的情況，談水墨畫創作
技法，也談到『渡海三家』。我的畫冊他一頁一
頁仔細翻看，不斷肯定與鼓勵我。他還拿出自己
的臨摹和寫生作品，一張一張講解，告訴我臨摹
與寫生要並進，學習古人的筆墨功夫，但要創新
就一定要寫生。原定30分鐘的會面，持續了近2
個小時。對我這個台灣青年畫家而言，是很珍貴
的教導。」
那次辦展期間，江明賢還結識了吳作人、黃
胄、范曾、程十發等諸多大陸名家，參觀了名勝

古蹟、名山大
川，收穫頗豐，
創作思路和技法
也得以大幅拓展
與 提 升 。 此
後，他頻繁往來
兩岸，寫生創
作、舉辦展覽，
組織台灣畫家和
學生到大陸進行
學術交流，也協
助大陸畫家到台
灣舉辦展覽，被
譽為「海峽兩岸
藝壇使者」。
2011年，兩岸畫家共繪《新富春山居圖》，更
為兩岸藝術交流留下一段佳話。元朝黃公望的
《富春山居圖》由於歷史原因一分為二，分藏兩
岸；在兩岸有識之士共同努力下，浙江省博物院
收藏的《剩山圖》和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無
用師卷》，於2011年6月1日在台北合璧展出。同
年9月，由大陸畫家宋雨桂、台灣畫家江明賢共同
主筆，歷時一年完成的66米長卷《新富春山居
圖》在北京展出，描繪出今日富春江兩岸旖旎風
景和城鄉蓬勃生機。 「畫家合作繪畫原本就難，
因為藝術是強調個性的，改別人的畫容易犯
忌。」江明賢回憶道，「但通過這次合作，兩岸
畫家有個共識，就是要彼此包容。中華優秀傳統
文化綿長悠遠，正因為它是包容、謙虛的文化，
也是中華文化的偉大之處。」

冀兩岸攜手壯大中華文化
有深厚的傳統水墨畫功底，但江明賢也感覺到

自己在藝術素材、形式、技法上欠缺變化，不斷
尋求自我突破。想到徐悲鴻、林風眠、劉海粟等
國畫大師到歐洲留學和創作的經歷，他意識到，

中國畫家在繼承傳
統的同時，也要大
膽吸收西方藝術和
美學理念。 1973
年，他遠赴西班牙
學習西畫時，油畫
老師的一句話，讓
他茅塞頓開：「不
管你來西方想學什
麼，千萬不要丟掉
自己民族特有的東
西。要用你最拿手
的畫法來表現。」
於是，他重拾毛
筆，用水墨畫的形

式繪出西班牙風格建築，令人驚艷，也讓他對中
國傳統藝術再度恢復信心。
江明賢突破傳統格局，結合中西美學精神與技

法，形成「融西潤中」的獨特風格。隨後在紐約
進修期間，獲得美國綠卡，但他卻出人意料地放
棄並選擇回到台灣。 那時他在電視上看到一部講
述黑人在美國發展的電視劇《根》，深受感動。
「我就想，我的根在哪裏？如果在美國長期生
活，作為一個中國畫家，我的人生意義在哪裏？
對於藝術創作者而言，其作品可以屬於全世界，
但必須有其自己文化的根，才能茁壯成長。就像
劉海粟先生說的，中國人畫中國畫是很自然的道
理。」江明賢說，這是來自對民族文化和血緣的
認同。
回台後，江明賢一邊在藝術道路上不斷精進，

一邊在台灣師範大學藝術系教書直到退休。他反
覆告訴學生，向西方學習大有必要，但要先打好
傳統文化的基礎。 「不論東西方，藝術史都是隨
着國家的發展而發展的。」江明賢認為，近年來
中國書畫在國際藝術品市場越來越受到重視，與
國家的發展進步密切相關。

談及兩岸文化交流，他說：「文化藝術是最容
易結合人們心靈的活動。兩岸文化文緣相同，兩
岸同胞對於藝術的心靈感受是相通的。兩岸文化
交流是心與心的自然連接。我自己的創作就從交
流中獲益匪淺。」 他憶起，曾經有位對大陸抱有
很深成見的台灣朋友，2005年和他一起到北京參
加研討會。「我們下飛機後乘車到中國美術館，
對於沿途所見，他說，『這不是我想像的（大
陸）』。並說以後還想多來大陸，有活動要通知
他參加。」江明賢笑道，「可見交流是很重要
的，要（親眼）看一看。現在兩岸不論遇到什麼
樣的困難，民間都應該多交流。」
他還提到，近代以來西方文化湧入中國，而在
博大寬廣的中華文化面前，以中華文化為主的東
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結合的產物，才是人類未來
最美好和更具生命力的新文化。 「我對中華文化
充滿信心，民間要和官方共同努力，將中華文化
推向國際。我們應為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文化感
到自信，中國會成為一個富強的文化大國，贏得
世界的尊重。因此兩岸更應該共同努力，一定會
有無限潛力。不止兩岸，全世界的華人甚至對中
華文化有信心的西方人士，期待大家共同推動中
華文化的發展茁壯。」 ◆中新社

余兒日前攜《九龍城寨》小說三部曲：正傳《圍
城》、前傳《龍頭》及續集《終章》，與數百名書

迷相聚在今屆香港書展，與香港大學文學院講師梁明暉
博士以「《九龍城寨》——從小說到電影」為題舉辦座
談會，將小說的創作歷程娓娓道來，亦分享了許多獨到
心得和鮮為人知的細節。

龍捲風原型竟是張國榮
據余兒介紹，《九龍城寨》的小說、漫畫和電影其實

頗為不同，「小說着重描寫角色的心態和故事，有電影
的感覺。而漫畫則像電視劇，改編時我像一個剪接師，
將小說中適合的元素抽取出來。例如吉祥這個角色在小
說中不是很多戲份，在漫畫裏則戲份增多，電影中卻刪
除了這個角色。」同時，受古龍武俠小說的影響，他在
小說中並未着重描寫技擊場面，如今精彩的動作元素多
是改編漫畫時加入，再進一步影響到電影畫面的呈現，
「導演拍戲的時候會參考漫畫的部分內容，甚至整套電
影的動作戲都很有漫畫感。當然連環圖的動作比電影更
為天馬行空，例如漫畫裏王九的神功是以氣牆的方式呈
現，電影裏則成為『金鐘罩鐵布衫』式的硬氣功，表達
方式有所不同。」
而當再回憶起小說三部曲的創作歷程，他坦言故事角
色或多或少是當時自己的精神投射，「寫《圍城》時，
我像陳洛軍般容易衝動，凡事不會考慮得太深。而寫
《終章》時我已經創立了出版社，上頭再沒有出糧給我
的老闆，我便想，城寨四子沒有了龍捲風做靠山會變成
怎樣？但龍捲風最終一定要退場，這樣年輕人才有機會
成長。」
他補充道：「龍捲風可以說是個很多人都鍾意的神級角
色，寫的時候我很小心，不希望出現任何不符合這個角色

的行為，寫完《終章》之後，我沉澱了一段時間才開始動
筆寫《龍頭》。」原來龍捲風原型竟是一代歌影巨星張國
榮，「設計龍捲風的藍本是張國榮，這個角色有哥哥般的
優雅。哥哥在現實中的去世不是那麼好看，在我心目中，
他的去世可以再好看一些，所以在平行世界裏，我做了龍
捲風犧牲的這種處理。古生（古天樂）是最適合演龍捲風
的人，他應承接這套戲的時候我真的很開心。」
電影《圍城》當然不是《九龍城寨》系列的終點，余兒
對《龍頭》和《終章》也將陸續躍上銀幕表示期待，透露
將盡可能沿用《圍城》中的演員，使整體故事更具連貫
性。而關於電影中細緻的布景能否獲保育的問題，他回應
道：「三年前我落廠看過《圍城》的場景，或許因為安全
性的問題，未必能做到整體保留以供遊客參觀。第二部戲
開拍的時候大家會商討選擇更合適的地點搭建場景，希望
拍攝過後可以保留下來，不會浪費資源。」

以文字留存時代印記
余兒是漫畫編劇出身，過往作品題材包括技擊、武
俠、愛情、黑色荒誕等，第一本小說《九龍城寨》於
2008年出版後，他亦正式投身文字媒體出版業。《九龍

城寨》書中生動描繪了城寨的歷史和居民生活，為讀者
揭開了這個神秘社區的面紗，出版後即引起廣泛回響。
余兒隨後又憑《九龍城寨》漫畫獲「第七屆日本漫畫國
際漫畫賞受賞作品」，是香港首位獲此項殊榮的小說作
者。
雖然生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余兒並未親身經歷過九龍城
寨居民們的生活，但在歷史鈎沉和文學創作裏，他找到了
身臨其境的畫面感。「我小時候住在樂富，阿公帶我行去
九龍城看電影時總會經過九龍城寨，使我對那個地方有了
一定的印象。當然那時也沒有特別鍾意城寨，直到長大後
見到一些關於九龍城寨的影集，才發現那裏的建築很有特
點，若在那裏發生一些技擊故事會很好看。」
在談及創作動機時，他表示，寫作《九龍城寨》是為了
用文字留存時代印記，藉文字介紹舊時香港。他的靈感來
源於數本外國畫集，「本地的資料相片反而很難找到，這
也加速了我想寫這本小說的決心。九龍城寨已經沒有了，
年輕一代也不會知道這個地方。當時看來，無論是因為安
全還是衞生問題，九龍城寨都是需要清拆的，但這個特別
的地方曾經存在過，我想用自己故事創作作為媒介，將它
保留下來。」

早前上映的港產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可謂叫好又叫座，

在全城掀起一股「城寨」熱潮，亦帶挈一眾主演和原著作者余

兒人氣急升。「小說是原點，受眾可能僅僅局限於港台讀者，

改編漫畫吸引了很多內地讀者，如今的電影則是通向全世界

觀眾的橋樑。」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余兒大讚電

影還原了小說的精髓，林峯、伍允龍等演員的演繹也是超出

預期的精彩，「大家以為是懷舊的黑幫故事，其實我書寫的是

友情、熱血和俠義精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2013年，余兒創辦
了創造館出版社，創
業作即為《九龍城
寨》全新修訂版小
說。「完成《九龍城
寨》後，我發現自己
原來喜歡寫小說多過
編漫畫，不如膽粗粗
試下開間出版社來發
展這件事。」從創作
者到出版社主理人，
他坦言最初只是為出
版自己的小說，但很
快便結識了不少志同
道合的作者，出版社
亦開始多類型化發
展，旗下兩部小說亦
已改編為影視作品與
觀眾見面。
由小說到電影，從
文字到影像，目前的
進度對他而言還遠遠
不夠，他說：「無論

西方還是日韓都有很多小說改
編為影視作品，香港還是比較
少。其實本地有很多不錯的小
說都值得去改編，從而擴大受
眾群體和影響力。我希望《圍
城》的成功可以使更多投資者
開始關注本地創作。」

江明賢江明賢「「第一個吃螃蟹第一個吃螃蟹」」的台灣畫家的台灣畫家

▲1988年7月，江明賢（右）在北京舉辦畫展
期間，拜訪國畫大師李可染。 受訪者供圖

▲2011年2月，江明賢（右）與大陸著名畫家宋雨桂共繪《新富
春山居圖》。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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