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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漢華中學的盧諾謙同學儘管從小都在
香港長大，卻時常聽到有關內地發展的話題，
「比如我的家人會告訴我從前的情景是如何的，香港人怎
麼去內地的，和現在又有怎麼樣的不同？」這些變化在他
耳中直到眼前，「這樣的感受是非常深的。」看得越多，
盧諾謙的感觸就越深，他說：「這次我有幸去北京的國家
大劇院看亞洲青年管弦樂團的演出，那一刻我就在想，如
果我有機會代表國家爭取榮譽，那是很光榮的事情，這也
變成了我的目標。」
盧諾謙參與「伴你成長．招商同行」計劃兩年有多，

「其實本來我和內地的淵源不深，結緣也是從這次計劃開
始。」兩年來，盧諾謙去過內地許多城市，包括北京、西
安甚至丹東等等，他覺得丹東是非常特別的城市，「如果
不參與這次的計劃，是很難去到這樣一個城市。」而心目
中最讓自己充滿中國人之驕傲的，則是首都北京之行：
「到北京的時候我們四點起床去看升旗，雖然過程是辛苦
的，但是看完之後覺得非常值得，看到五星紅旗升起的時
候，作為中國人的驕傲從心底也升起了。」他說。
經過了多次「走萬里路」之後，盧諾謙深深感覺到，香港

的學生一定要走出去，看到內地是如何在繁榮地發展的，同
時他也認為兩地的交流與溝通十分重要，「將兩個地方不同
的資訊與教育模式互相借
鑒學習，除了豐富自己的
知識閱歷之外，對祖國的
了解也會越多，愛國之心
也會更加強烈。」他說。
在長時間的交流學習中，
他漸漸感受到，聽得多，
感受得多，「然後就讓我
變得更加成熟。」

●文：香港文匯報
記者胡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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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世亨出生於廣東陸
豐，早年間，其父因

時局動盪，遠赴香港尋求
生計，直至八歲那年，傅
世亨與母親一起隨父到香
港，從小學一年級讀至大
學畢業。在香港的六十餘
載春秋，傅世亨見證了這
座城市的繁華與變遷。他
回憶起當年香港會展中心
尚未興建的歲月，自己已
在香港藝術中心授課。作
為藝術中心首位能以英語
教授中國書畫的教師，傅
世亨的課堂上，總是坐滿
了 來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學
生——歐洲人、日本人、
韓國人、東南亞人、印度
人，他們被傅世亨獨到的
藝術魅力所吸引，紛紛拜
入其門下。

藝術出海個性為魂
傅世亨的藝術生涯，不僅僅局限於香港或是大
灣區一隅，他的足跡遍布全球。他曾應邀前往多
國舉辦書畫展，其作品更是被眾多國際友人視為
珍寶，收藏於世界各地。從英國劍橋到西班牙馬
德里，從澳洲悉尼到新加坡，無不留下他傳播中
華文化的身影。
在傅世亨看來，中國書畫之所以能夠跨越國
界，吸引眾多外國人的目光，關鍵在於其獨特的
藝術魅力與深厚的文化底蘊。他尤其強調水墨畫
的黑白之美與書法的字體多變，這些都是外國藝
術所難以企及的。而他本人，則在繼承傳統的基
礎上，不斷創新，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
「水墨荷花是我的主要創作主題，也是被最多人
收藏的作品，我的水墨荷花風格叫做大寫意，和
歐洲人喜歡的抽象畫有相似之處。」
對於當代藝術家，傅世亨提出了寶貴的建
議。他認為，儘管外國人欣賞水墨畫，但他們
難以被完全傳統的東西吸引，中國藝術家想要
出海，必須具備鮮明的個性與獨特的風格，同
時還要具備創新精神與藝術性。做到了這些，
不止能獲得收藏家的青睞，也會在藝術史上留
下自己的足跡。

香港內地相互幫扶
提及往事，傅世亨感慨萬千。他表示，上世紀

四十年代的中國，戰火紛飛，許多人為求生計，
不得不背井離鄉。傅世亨回憶道，小時候常常吃
不飽，甚至有幾次餓暈過去。隨父親到香港後，
雖然告別了食不果腹的日子，但生活還是很拮
据，一家人為了省錢，只買別人不要的麵包皮來

吃，這種狀況隨着他漸
漸長大、能自食其力後
才得到改善。
解決了溫飽問題後的
傅世亨，亦沒有忘記家
鄉。「青年時經常要買
東西回家鄉，送給那邊
的人。碰巧那段時間香
港發展得非常好，變成
一個國際性的城市。香
港反而就是利用這個好
的條件，來輔助內地發
展。」傅世亨表示，那
時候香港有許多機構都
回過頭去支持內地的產
業，幫助它們發展。
「但是經過幾十年以
後，現在差不多好像反過
來了。」傅世亨說，「香
港的進步已經慢起來了，

而內地就進步得十分快，這好像也是一個歷史發展
的必然。就像是常說的『先富帶後富』。」
傅世亨見證了內地近些年的飛速發展，其中最
重要的是高科技，很多都已經領先外國。他表
示，這和國家的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經濟發展好
了，就有財力去做研究。他還觀察到人才的流
動：「以前中國人才向外去發展，現在是回流
了。我們的國家經濟飛速發展，把人才吸引回
來，幫助國家發展得更加快速。」

以實踐助力國家發展
2022年東京奧運會，香港特區奪得回歸後第一

枚奧運金牌，亦以1金2銀3銅共6面獎牌刷新了
最好成績。傅世亨十分激動，為此作畫並附書
法：小島完美東奧夢。「香港這樣一座小島，能
在奧林匹克賽場上取得成就，我感到非常自
豪。」傅世亨解釋道，畫作主題選擇了梅花，他
認為中華文化賦予了梅花堅貞不屈的品質。香港
運動員們在賽場上的拚搏精神，亦和凌寒開放的
梅花一樣，使每一位觀賽的觀眾產生由衷的敬
佩。今年的巴黎奧運會同樣帶給傅世亨驚喜，他
表示相關創作仍在構思中。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周年，傅世亨坦言，身
為中國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年份，他見證了國
家從一窮二白到慢慢地成長起來。「一百年前中
國積弱，各國都要來分一杯羹。從民族性來講，
中國人就一定要支持、維護祖國的發展。」他表
示，作為藝術家，也時常想為國家發展盡一分
力，「我把中國的書畫篆刻的藝術，向不同國家
有文化有修養的人士去推廣。那麼多年來，我經
常到不同的國家開講座，有很多外國人來看我解
說，怎麼樣寫書法，怎麼樣畫中國畫，那麼都算
是有點貢獻了。」

為何香港藝術家傅世亨如今定居深圳？據他講述，其實這次搬家籌謀已

久。不止是居住在這裏，還連着他的畫室「三拙堂」一起搬了過來。

事實上，早在香港創作時，傅世亨便喜歡住在離島，他認為藝術創作

需要貼近自然，且要有一個安靜的環境。一次到深圳舉辦畫展，傅世亨

趁機詢問，深圳是否有適合創作的地方？對方向他推薦了梧桐山藝術小

鎮。而後，傅世亨一來便喜歡上了這裏，並計劃搬來居住。但不巧的是

才搬到一半就碰上疫情，「那段時間每天好悶，」傅世亨說，「想到自

己很多畫放在深圳，卻不能過去」。當疫情好轉後，去年三月，傅世亨

便重啟了搬家計劃。

他對深圳的新居十分滿意，兩室一廳，能接納偶爾來訪問的好友或學

生，從露台望去，還可看見梧桐山的山頭。況且房租比香港便宜不少。住

房與畫室之間有約五分鐘的路程，傅世亨對這段路十分熟悉，一路上向記

者介紹自己在哪家餐廳吃飯、哪家茶室會客、哪處泡腳按摩……採訪期

間，傅世亨路過一小店，遂熟練地用手機支付購買乾果。他表示，用手機

支付已經很熟練，自己也辦了內地銀行卡，「如果只是從香港來玩，不用

辦卡在內地消費都很方便。」

在梧桐山藝術小鎮，傅世亨是少有的香港藝術家，但他在這裏「以藝匯

友」，結交到了不少同道中人。傅世亨介紹記者到一家茶室，甫一入門，

便見左右兩側牆壁上都掛有傅世亨的畫作，一面屏風上，更是集齊了「梅

蘭竹菊」。茶室老闆娘表示，「這裏是傅老師的第二展廳。」原來傅世亨

搬入梧桐山藝術小鎮後，經朋友介紹到茶室飲茶，剛好老闆娘也喜愛中國

書畫，傅世亨便叫其挑選了畫作放在茶室。傅世亨表示，像這樣的「展

廳」不止一處，他在梧桐山的一家素食館，亦展出了不少畫作。「大家都

有相似的愛好，喜歡傳統文化的東西。」

香港藝術家在梧桐山的新天地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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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傅世亨於
英國劍橋辦展並即
席揮毫。

受訪者供圖

▶1999 年傅世亨在
西班牙藝術學院示範
中國畫。

受訪者供圖

▲溫哥華法國文化協會主席收藏傅世亨
篆刻作品。 受訪者供圖

●傅世亨在梧桐山藝術小鎮。
●傅世亨為港隊在 2022 年東京奧運會取
得好成績而創作的作品。

入世，隱世，遊世
已過古稀的傅世亨，如今的生活十分規
律。周一到周四在深圳梧桐山創作，周末返
香港教書。對於這份始終奮鬥在前線的職
業，傅世亨笑言，自己不會「退休」，想要
教到一百歲。
隱居山林，與自然為伴，是許多藝術家的
畢生追求。被問到梧桐山是否是自己理想的
終點站時，傅世亨卻搖了搖頭，他說，自己
還想去多看看祖國的大好河山。比如今年受
到廬山景區邀請，將去山中寫生。他還計劃

將自己的畫展開在更多地方，尤其是北京，
那是對自己創作價值的認可。或許，在遊歷
過程中，他又會找到新的目的地，開啟另一
種「旅居」生活。
早年在藝術中心執教，名揚海外，桃李滿
天下；晚年定居梧桐山，依山傍水，曲徑通
幽處。傅世亨的經歷告訴人們，處世態度不
止一種，生活的方式也可以多元。入世與隱
世，皆是悠遊於世的方式。一如莊子所言：
吾遊心於物之初，遊於世，遊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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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6歲的傅世亨，與新中國可說是「同齡人」。從在香港

首開以英語教授中國書畫之先河，到如今攜畫室「三拙堂」移

居深圳，傅世亨再續藝術新篇章，於梧桐山尋找靈感，將自然

之美融入筆墨之間。日前，篆刻家、書畫家傅世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記者專訪，講述其近年來在深港兩地創作和交流的經歷，

並分享畫作背後對祖國的真摯感情。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小凡

◀傅世亨參加香港駐布魯塞爾經貿辦支
持阿姆斯特丹中西文化交流展覽。

資料圖片

●傅世亨在深圳與學生舉辦的聯展。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