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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賽馬會呈獻系列：畢加索──與亞洲對話」特展的主題是「對
話」，巴黎國立畢加索藝術館研究員兼本次展覽聯合策展人——

法蘭索瓦．達羅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這種「對話」也是
所有博物館間的對話。他介紹，在展品選擇上，有些是「視覺對話」，
比如當他看到馮國東的畫作《身體》時，便聯想到畢加索的《海邊的人
像》；有些則是來自世上兩個不同地區和時代的「哲學對話」，它們更
具概念性和思辨性。

設計「和平鴿」影響齊白石養鴿
1949年，法國共產黨成員畢加索在巴黎召開的世界和平大會上，以石
版畫《鴿子》呼籲世界和平。1950年，為紀念在華沙召開的世界和平大
會，畢加索又欣然揮毫一隻銜着橄欖枝的飛鴿。由此，和平鴿便被公認
為世界和平的象徵。
畢加索的父親是一位擅長畫雀鳥的畫家，在父親的耳濡目染下，畢加
索早期已有以鴿子為主題的作品。他更借鴿子形象傳達出希望、友好、
團結的情感。

1952年，中國《人民畫報》十月號的封面使用了一隻和平鴿在
天安門上空飛翔的形象，傳達國慶與和平的寓意。齊白石在是
期雜誌中亦有一幅和平鴿作品刊登。

其實，1950年，年近九旬的齊白石便被《人民畫報》邀
請畫一幅「和平鴿」。未畫過鴿子的他為此專門養了一
籠鴿子，還向喜好養信鴿的京劇大師梅蘭芳請教。他
還創作了一些以鴿子為主題的畫，畫中同時出現的
「瓶子」或「蘋果」諧音「和平」，這便是畢加
索的藝術中國化的體現之一。

《雕塑家》顛覆角色觀念
畢加索1931年創作的《雕塑家》以其情
人瑪麗．特雷莎的形象為藍本。瑪麗作為
畫面左邊的胸像，即模特兒出現，形體
巨大、色彩鮮明，和雕塑家身後台座
上的白色雕像有着截然不同的魅力。
畫中雕塑家正凝視他的作品，彷佛
正思考要如何進行下一步。
這種藝術表現形式影響了一

眾亞洲攝影師；展
廳中與《雕塑家》
相鄰的一面牆，以
諸多亞洲攝影作品回應了畢加索的這
一創作。比如攝影師廖逸君通過顛倒
角色來質疑這種藝術圈內傳統的性別
觀念。作為女性藝術家，她為自己的
男性伴侶，即模特兒Moro 設計姿
勢，讓Moro或穿上女裝裙子，或擺
出服從姿態，以親密又俏皮的方式，
顛覆傳統的男女權力關係。

《朝鮮大屠殺》從模仿到被模仿
《朝鮮大屠殺》是畢加索繼
1937 年創作《格爾尼卡》和 1944
年至 1945 年創作《停屍房》後，
第三幅以反戰為主題的畫作。這
幅畫的標題明指在作畫前一年
（1950 年）爆發的朝鮮戰爭，被
認為是畢加索對美國干涉朝鮮戰爭及相關暴行的譴責。
在構圖方面，《朝鮮大屠殺》參照弗朗西斯科．戈雅描繪西班牙半島
戰爭的畫作《1808年5月3日的槍殺》，以分叉構圖為標誌，將畫面分為
兩部分。左邊為一群躺在亂葬坑腳下赤裸、狼狽的婦女和兒童，右邊則
站着全副武裝、同樣赤身裸體的士兵。在展覽第四部分「學徒」中，觀
眾可通過投影對比兩幅畫作。
作為「學徒」的畢加索，常模仿同時期的知名藝術家。他能將他人的
長處吸收、改良、融合為自己的畫風。而在亞洲，亦有不少畢加索的
「學徒」從他的作品中受到啟發。
今次展覽委約作品之一，藤原西蒙的《Who對Who對Who？（一場大

屠殺的景象）》，便是回應畢加索的《朝鮮大屠殺》。除構圖與其保持
一致外，主題則直指現代，戰爭的雙方變成了人類和科技產品。
藝術中或許從來沒有純粹的「原創」，只有不斷流動的影響與重塑。
畢加索的「偷竊」行為，實際上是將異域元素轉化為個人語言的創造過
程；亞洲藝術家的回應則證明優秀藝術從不局限於地域，而是在文化碰
撞中持續煥發生機。

西班牙藝術家巴勃羅．畢加索有一

句名言：「Good artists copy,great

artists steal.」他本人更是極其擅長挪

用其他藝術家的構圖、配色、主題，

並轉化為個人風格。從正在M+展出

的「香港賽馬會呈獻系列：畢加索

─與亞洲對話」特展中，觀眾或

可找到對這句話的解讀。展覽匯

集六十多件畢加索的傑作，它

們來自畢加索作品收藏規模最

大的巴黎國立畢加索藝術

館。展覽同場展示約130件

三十位亞洲藝術家的作

品，首次擺脱以西方為中

心研究畢加索的視角，

呈獻一場跨越文化和世

代的豐盛對話。

●文、攝：香港文匯報

記者小凡

畢加索在91年的生命中，從未踏上過亞洲
土地。但在今次展覽中，我們卻可以發現他與
香港的聯繫。
M+藝術總監及展覽總策展人鄭道鍊介紹，
今次展覽籌備了大約3年。雙方十分重視這次
展覽，因為上一次香港以畢加索作品為主題的
展覽還是 2012 年香港文化博物館的《畢加
索——巴黎國立畢加索藝術館珍品展》，也是
由巴黎國立畢加索藝術館提供展品。
由於畢加索已很有名氣，策展團隊的首個目
標是想像「畢加索不能做什麼」，隨後決定展
現畢加索對亞洲地區藝術創作的影響。
畢加索於1956年創作的雕塑系列《游泳者》

塑造了游泳的男女形象，幾何圖形拼接和硬朗

的質感極富藝術家的個人風格。
作品被安排在帶落地窗的一個展廳
中。M+策展團隊介紹，這組雕像的
安排帶給巴黎團隊很大驚喜，因為巴黎
國立畢加索藝術館附近沒有海。這次香港
展覽能夠讓畢加索的「游泳者」們來到海
濱，相信是對這系列作品更完美的詮釋。
今次展覽亦有香港藝術家的作品亮相，如
黎清妍從香港的生活汲取靈感，創作「人物
處境畫」，探索身體如何回應在周遭環境中感
受到的疏離感，同畢加索「藍色時期」的作品
一起在「局外人」部分展出。為呼應主題，展廳
牆壁也被粉刷成憂鬱的藍色，作為一間獨立房屋
肅立，給觀眾以寧靜、平和的氛圍。

《游泳者》終在香港見海

九大主要內容：
「藝聚空間」：
以「As the World Turns」為主題
展出知名藝術家的大型雕塑及裝置
14件專為香港展會打造
亮點藝術家：

帕西妲·阿巴德（Pacita Abad）
何恩懷
陸揚
王業豐
Vajiko Chachkhiani
Monster Chetwynd（太古廣場Park Court場外展覽）
「策展角落」：

36間藝廊在獨立空間展出現當代藝術

亮點畫廊及藝術家：
P.P.O.W——黃馬鼎
墨齋畫廊——劉丹、李津、楊詰
蒼等
維伍德畫廊——Ann Leda Shapiro
10 號贊善里畫廊——武民新（Vū
Dân Tân）
東京畫廊+BTAP——近藤高弘
蜂巢當代藝術中心——裴彥清
「藝廊薈萃」：
展出知名藝廊代理的二十及二十一世紀的現當代藝術
「亞洲視野」：
呈現亞洲及亞太區二十世紀至今的藝術
「藝術探新」：
為新一代當代藝術家提供平台
「光映現場」：
舉辦由藝術家創作及以藝術家為主題的影片放映會
香港獨立藝術機構Para Site主導策劃
以「In Space, It's Always Night」為主題
藝廊及亮點節目：

Umberto di Marino呈獻Isadora Neves Marques的《Vampires in Space》（2022）
Bangkok CityCity Gallery展出Chulayarnnon Siriphol的《ANG48》（2022）
mor charpentier 呈 獻 Carlos Motta 的 《Corpo Fechado—The Devil's
Work》（2018）

Emalin 呈獻蕭崇（Sung Tieu）的
《Memory Dispute》（2017）
Arcadia Missa 呈獻 Hannah Quinlan
和 Rosie Hastings 的《Good Soci-
ety》（2024）
香格納畫廊呈獻曹澍的《妖糖》
（Phantom Sugar，2023）
錄映太奇策劃的「The Pixelated You」匯集五位香港藝術家的作品
Nowness Asia推出「Ghostly Metaphors」系列
「藝文出版」：
具影響力的藝術出版商展出藝術期刊
「與巴塞爾藝術展對話」對談：
議題包括：

東南亞藝術贊助體系的演變
藝術家與人工智能的互動
銳舞文化的藝術維度
藝術、設計與建築的關聯性
全新「美高梅藝術探新獎」：
專為2025年香港展會設立
支持新銳藝術家並培育新秀人才
公眾開放日：
3月28日（星期五）下午2時至晚上8時
3月29日（星期六）下午2時至晚上8時
3月30日（星期日）中午12時至下午6時

20252025年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亮點年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亮點：：
匯聚42個國家及地區的240間藝廊
巴塞爾藝術商店（Art Basel Shop）將首次亮相香港

將 所 鑒 轉 為 個 人 格 調

畢加索的亞洲藝術鏡鏡

●畢加索《雕塑家》(1931)

●畢加索《朝鮮大屠殺》（右）和弗朗西斯科．戈雅《1808年5月3
日的槍殺》（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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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黎世藝術家Monster Chet-
wynd將融合雕塑與表演。

▲畫廊「安全口」呈現廖諱衡的
《Smoke break》（2024）。

●展覽現場將藝術裝置與畫作相結
合。 ●展覽互動裝置「像畢加索一樣繪畫」。

●M+正呈現「香港賽馬會呈獻系
列：畢加索──與亞洲對話」特展。

▼▼《《Vampires in SpaceVampires in Space》》
（（202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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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恩懷創作的30件黃銅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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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藝術家Shin Min的木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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