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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茜）藝術家、紡織及材料設計師吳
燕玲最新藝術裝置作品《Phantasmagoria》於 The Macallan
House香港旗艦店揭幕。裝置由200多個獨特3D可打印的回收
膠、LED 科技、以及由團隊獨家訂製的透光布料和3D針織薄
紗組成。色彩的選用描述了威士忌在橡木桶中慢慢熟成的自然
漫長過程。通過3D藝術裝置打造出莊園的虛擬實境，邀約來
賓踏上前往蘇格蘭的威士忌之旅。
活動空間化身為一個宏大的威士忌酒杯，以動態光影效果去
模擬旋轉酒杯的動作。當來賓品嘗威士忌時，透過味覺、視
覺、嗅覺等五感的多重體驗，讓他們的品鑒之旅得以昇華。當
賓客與木紋、濕度和溫度互動時，作品將從淺金色變幻至深酒
紅色，通過3,000片手製花瓣展現出來。
吳燕玲表示：「透過融合感官、人體動作和藝術品的神奇時
刻，我們創造了一個獨一無二的體驗。這個藝術裝置以雕塑的
方式展現流動性，是整個設計中最為重要和關鍵的元素之一。
只有當人們親身靠近時，這件裝置才會真正被賦予生命，欣賞
這件藝術作品需要用到所有五感。這個裝置透過動態和光影來
展現我們與自然的個人和集體關係，以及自然對我們的深遠影
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依江）由屯
門文藝協進會主辦、無名堂協辦的「郭
洪球書畫篆刻作品展」近日於屯門大會
堂舉辦，展出書法家郭洪球於二十多年
間創作的一百餘幅作品。郭洪球現任香
港屯門文藝協進會視覺藝術發展委員會
主席，他13歲於惠州讀書時，師從古文
字學家、書法家張桂光學習書法，那時
便已對傳統文化產生了濃厚興趣。但於
1979年來港後，為了維生及供養家庭，
他進入餐飲行業成為了一名廚師，但閒
暇時仍鑽研書畫篆藝術。翻看字帖畫
冊，流連於書畫展覽，是他的日常。直
至45歲，他開始思考自己退休後的生
活，決定重新執筆，投入藝術的世界。

於屯門推廣藝術教育
「前半生為了生活，後半生為了人

生」是郭洪球對於自己的評價。「當再提
筆，閱歷進入了書寫之中，我才發現我需要
這樣人生的歷練，才會有內在的沉澱。」他
喜歡《金剛經》中的「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任何東西都不要有一個前設，而應
該出自你的本心，藝術也是要不斷向自己的
內在尋找。」如今，他喜歡有感而發便提筆

作 詩 寫
詞，許多
詩句都是
他的生活
感悟和人
生態度。
在水墨
畫和篆刻
方面，郭
洪球也有
自己的探
索。他嘗

試用水墨描繪三文魚群，因為欣賞這種魚類
洄游時逆水而上去迎接新生的精神。2004
年，他創立「無名堂」，在屯門推廣藝術教
育，之所以叫無名堂，既是以「冇名堂」自
嘲，也是對《道德經》中「道可道非常道名
可名非常名」的感悟。
郭洪球的學生大多來自屯門區，他形容屯
門「山長水遠」，以前藝文活動難以觸及，
傳統文化根基都淺。他在精進自身技藝之
時，也一直嘗試將屯門打造成一個促進香港
與內地藝術家交流的平台。十多年來，為了
提升居民的藝術鑑賞能力，郭洪球多次統籌
屯門文藝協進會舉辦大大小小的書畫展，他
亦擔任該會視覺藝術發展委員會主席。屯門
文藝協進會每年於屯門大會堂舉辦兩次聯
展，讓屯門有更多傳統文化的氣息。「獨樂
樂不如眾樂樂，大家一起玩，會更加開心，
而且這些展覽空間是公共資源，應該大家分
享。」郭洪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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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設計師
為威士忌做沉浸式互動裝置

●●書法家郭洪球書法家郭洪球

●郭洪球書「大漠孤煙直
長河落日圓」。●觀眾在展覽現場欣賞作品。

●●藝術裝置作品藝術裝置作品《《PhantasmagoriaPhantasmagoria》》

韓玉臣說，粗略統計，他的西藏題材作品已近
200幅，這次精選了53幅油畫創作和37幅寫生

作品。作品內容既有難得的朝聖隊伍，也有普通的
藏民生活；既有細膩的人物交流，亦有宏大的放牧
場景；既有奔放，亦有沉靜。上海師範大學美術學
院原院長俞曉夫認為，韓玉臣長年堅持油畫寫生，
不畏艱辛深入藏區了解高原百姓的真實情感，使得
他的油畫創作具有生動鮮活的形象塑造與率意鬆動
的語言特徵。上海大學美術學院執行院長金江波告
訴記者：「韓玉臣在國外展覽取得的影響我早有耳
聞，今天又欣賞了他西藏題材創作和寫生力作，使
我對他矢志不移堅守理想有了更多敬意。他用自己
的線條、筆觸、色彩，構成了藝術家和人與自然對
話的靈魂邂逅。」

屢次「錯過」央美初心不改
韓玉臣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俄羅斯

列賓美院榮譽教授，並獲頒意大利藝術研究院榮譽
院士。此前，他的西藏系列作品已經先後在中國國
家博物館、中國美術館、中國藝研院油畫院舉辦個
展，並成為在海外舉辦展覽最多的中國藝術家之
一。韓玉臣的藝術經歷堪稱傳奇，用他自己的話講
「命運的女神對我既青睞又殘酷」。1971年，自幼
喜愛美術的韓玉臣參加了邯鄲市的美術學習培訓
班，由在當地參加勞動的中央美院教授李樺、蘇高
禮親授三個月；1978年，中央美院馬克西莫夫培訓
班出身的著名畫家張文新先生到邯鄲創作《巍巍太
行》，韓玉臣給他打下手、當模特，懂得了油畫創
作的步驟，還由此綿延了
將近半個世紀的師生之
誼。然而由於歷史原因，
他屢次在文化和藝術考試
成績名列前茅的情況下，
與中央美院失之交臂。但
這並不妨礙他的藝術追
求，在之後的數十年間，
韓玉臣將業餘時間全部撲
在學畫和作畫上，還在不
斷地摸索中找準了公認

「艱險」的西藏題材作為主攻方向。他一直抱定畫
西藏不能靠想像和閉門造車，因此先後20多次赴西
藏寫生采風。

用生命傳遞西藏之美
這種對於繪畫藝術探索的赤子之心和不畏艱難記
錄西藏的執，不難從韓玉臣的作品中看出。他告
訴記者，雖然每去一次高原都是一次冒險，但嚴重
的高原反應並沒有損耗他對西藏的熱愛。記得有一
次在5,000多米海拔的藏區，他突然不適，難以支
撐，感覺自己要「完了」，但憑堅韌的意志和經
驗還是挺過去了。上天不負有心人，第二天他在阿
里的洞措，看見了幾百隻羊在牧羊女的帶領下，浩
浩蕩蕩奔向前方，這一幅天然的油畫深深打動了
他，因此創作出《牧羊女》。2013年，這幅作品一
舉獲得了第152屆法國國家藝術沙龍展金獎。對於
韓玉臣來說，他始終不忘的是：這幅畫是用生命換
來的。
回顧與藏區藏民的交往，韓玉臣直言，西藏人民

在生活上簡單質樸到極致，但卻有最為豐富的色
彩：陽光、鮮艷的民族服裝、動物與人的和諧、藏
民嚮往幸福的精神狀態等等，這都對美術工作者有
極大的吸引力。「更重要的一點是，此前海外有過
誤讀，總是把西藏和滄桑、原始、落後、陰冷聯繫
起來，但真實的西藏是充滿陽光的。藏民既有虔誠
的宗教信仰，亦有建設現代化美好生活的堅韌意
志。」韓玉臣說，他每一次落筆，都期待能將這些
正能量傳遞給全世界。

展望未來，韓玉臣表示，
他仍然期待能夠再赴西藏采
風。同時，西藏題材作品的
海外巡展已經在策劃中。他
立志要用畫筆，讓世界認識
真實的西藏，向全世界講好
中國故事。

西藏一直是吸引畫家前往采

風的寶地，專注西藏題材作品的

畫家韓玉臣，就先後20多次赴西

藏寫生，創作了無數描繪藏區生

活的畫卷。由中國文化藝術發展

促進會美術研究院、中華藝術

宮、河北省美協、上師大美術學

院共同主辦的「純真．詩心——

韓玉臣油畫藝術展」近日在中華

藝術宮開幕，呈現了藝術家50年

創作生涯中專注的西藏題材作

品。其中《帳篷裏的老阿媽》和《藏女浣紗》兩幅作品獲中華

藝術宮收藏。年秩九旬的中國美協名譽主席、中央美院原院長

靳尚誼專程來滬，向大家回顧了韓玉臣與中央美院的特殊淵

源。展覽同期還舉辦了研討會，對韓玉臣西藏題材油畫創作和

油畫寫生進行全方位解析。專家學者們一致認為，韓玉臣沒有

上過美院，又非職業畫家，能取得這樣的藝術成就，不僅難能

可貴，更是新中國70多年來美術事業蓬勃發展的典範。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帆

●《瑪曲街景》2015年

●《冰河上》2022年

●《牧羊女》
（2012 年），
獲得2013年第
152屆法國國家
藝術沙龍展金
獎。

●《外面的世界》（2018年） ●《多瑪村的孩子》（2022年）

●中華藝術宮執行館長王一
川（右）向韓玉臣頒發收藏
證書。

●●《《帳篷裏的老阿媽帳篷裏的老阿媽》（》（20222022
年年））被中華藝術宮收藏被中華藝術宮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