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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國家大劇院藝術館
西廳，由中國美術家

協會主席范迪安題寫的「大
道同工」赫然眼前。在經過
藝術家簡介的板塊後，隨即
就是一座工筆畫的殿堂。只
見一幅幅作品或細膩入微、
神氣活現，或抽象寫意、獨
具風神。憨態可掬的老虎、
飽滿豐腴的唐人、團團錦簇
的花籃……無不令參觀者駐
足讚嘆。
七位畫家在人物、花鳥走獸

和山水畫領域深耕不輟數十
年，在工筆畫題材、材料和技
法上變革精進，藝術面貌雖各
成一派，但創作都體現了對生
活、自然、時代的體味，以及
對工筆畫繼承與創新的思考。
中國國家畫院院長、中國
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參展畫
家代表劉萬鳴表示，通過此
次展覽，觀眾不僅能感受到
工筆畫技藝的精妙，更能觸
摸到藝術家對時代、對文化
的思考與回應。「重要的是
通過展覽起到相互交流學習
的作用。中國工筆畫的未
來，必將在傳統與現代的交
織中，在個體表達與集體精
神的共振中，為新時代文藝創作奉獻更多更好的作品。」

在文化自信大道上持之以恒
中國工筆畫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傳統。在出土的先秦

時期帛畫中初現端倪，勃興於唐、五代，北宋
盛極一時，自元明以來在中國畫壇逐漸衰微。
但工筆畫技法的深厚傳統在壁畫、工藝美術領
域得到繼承；到新中國成立，尤其改革開放
後，中國工筆畫再次復興，並呈現出多元的創
作面貌。
本次展覽總策劃范迪安在開幕致辭時表示，科

技的發展極大地影響着人們的生活和創作，「但
藝術家更需要用自己真誠的心靈和具有自信的慧
眼去感受世界，由此才能真正形成精品力作。這
七位畫家在工筆畫領域可以說是真正做到了以
『精』字當頭，他們以工之心致敬傳統，以工之
力打造精品，更重要的是，他們都嚮往着一條具
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主權的大道，而且在這條大
道上持之以恒。」
在當代中國美術的發展中，工筆畫藝術葆有雄

厚實力和蓬勃態勢，既在主題內容方面呼應了時
代需求，又在結構形式方面探尋了審美表達，行
之有效地完成了觀念和語言的當代轉換和創造。
作為承載中華民族特有的精神品格與文化內涵的
視覺載體，工筆畫彰顯出與時代同行的審美取向
和萬象更新的藝術特徵。

由國家大劇院由國家大劇院、、中國工筆畫學會聯合主辦的中國工筆畫學會聯合主辦的「「大道同大道同

工工——當代中國工筆畫七人展當代中國工筆畫七人展」」近日在國家大劇院正式開近日在國家大劇院正式開

幕幕。。展覽聚合當代中國工筆畫領域學術探索力展覽聚合當代中國工筆畫領域學術探索力、、藝術風藝術風

格格、、創作成果突出的七位著名工筆畫家創作成果突出的七位著名工筆畫家——陳孟昕陳孟昕、、賈廣賈廣

健健、、劉萬鳴劉萬鳴、、盧禹舜盧禹舜、、莫曉松莫曉松、、唐勇力唐勇力、、王穎生王穎生，，匯集匯集

他們最具代表性的約他們最具代表性的約8080件經典力作件經典力作，，為廣大藝術愛好者為廣大藝術愛好者

帶來了一場工筆藝術盛宴帶來了一場工筆藝術盛宴。。據悉據悉，，展覽將持續至展覽將持續至44月月2020

日日。。 ●●採採、、攝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寶峰張寶峰北京報道北京報道

中國工筆畫學會會長、中國美
協中國畫藝委會副主任陳孟昕在
開幕式現場表示，此次展覽是對
文化傳承、文化傳播使命的踐行
和擔當，也是工筆畫新時代重現
繁榮盛景和盛世氣象的一種折射
回應。「願每一位觀者都能在此
次展覽中，近距離感受工筆藝術
的無限魅力與當代生機。七位參
展藝術家匠心獨韻的藝術智慧為
工筆畫注入了新的活力。」
本次展覽策展人、北京畫院院

長吳洪亮表示，當下是工筆畫發
展最旺盛的一個時期。「在這樣
的背景之下，在國家大劇院這樣
一個凝聚各種藝術的空間場域，
展覽集合了七位大藝術家的成名
作、代表作以及全新探索之作，
展現出他們所背負的傳統，以及
今天能給我們帶來的新的啟
示。」
國家大劇院副院長王斑表示，
此次展出的創作都表達了藝術家
對生活、自然、時代的感受，以
及對自然天地、藝術大道的執着
求索。「七位畫家特向劇院捐贈
了七件珍貴的藝術作品，為大劇
院的藝術典藏注入了鮮活的力
量。藝術家們的慷慨之舉不僅豐
富了劇院的藝術收藏，更彰顯了
對藝術傳承與推廣的使命感。期
待未來能有更多精彩的藝術作品
在這裏匯聚、展示，共同續寫藝
術華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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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對於香港
這座城市森林來說，既有大自然的餽
贈，也有後起的工業發展，再來到今
天國際化金融中心的絢爛。這座城市
帶給了藝術怎樣的可能？香港藝術發
展局正於Landmark South地下高層展
藝館呈獻《一方水土》展覽，將持續
至4月13日。展覽探討香港當代藝術
過去數十年間的演變，以激發觀眾對
香港當代藝術的興趣，並鼓勵大眾一
同探索本地藝術發展的無限可能。

展覽由本地攝影藝術家朱德華策展，以《一方水土》
為題，靈感源自中國諺語「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水
土」既是滋養思想與情感的根源，也是激發藝術創作者
無限創造力與人文特質的重要養分。
包括朱德華在內，展覽匯集七位成長於上世紀七十、

八十及九十年代的香港藝術家，另有麥顯揚、倪鷺露、
陳家俊、楊東龍、黃麗貞及曾家偉，藝術形式包括油
畫、攝影、雕塑及裝置藝術。各位的創作印證着香港當
代藝術的崛起、突破與融合的時期。藝術家們均敢於將
在不同文化中的所學，融入香港獨有文化，以實驗性的
創作塑造出香港獨一無二的文化表達。

以實驗性攝影反映時代
朱德華表示：「我很感激這次展覽，讓我再次接觸麥

顯揚的作品，以及其他來自七十、八十、九十年代的香
港藝術家。我由衷敬佩他們對藝術的熱情和堅毅。那個
年代的藝術，有着一股現今難以尋覓的獨特魅力。畢
竟，八十年代的藝術市場尚未成熟，藝術家的創作很少
受到市場影響。他們真正是為了自己，隨心所欲地創
作，讓藝術回歸純粹，不帶任何雜質。」

在攝影系列《朝聖者》中，朱德華想像了一個關於人
類未來的故事——外星人移居地球後，因氣候與環境的
變化逐漸與人類融為一體。朱德華更以手繪上色的方
式，為每個場景增添獨特的藝術性，描繪出外星生物的
日常生活。他說：「我近年比較傾向在照片上畫畫，這
次也是創作了比較大幅的作品。」他希望藉此創作反映
社會的問題，例如科技的發展讓人的自我認知降低。
朱德華還找到已故藝術家麥顯揚以青銅為媒材的作
品。麥顯揚的雕塑作品題材廣泛，涵蓋人體、馬匹、老
虎、書本、梯子等，詮釋人類生存狀態的真相與矛盾。
朱德華表示，這次策展就如重逢老朋友，「麥顯揚生前
是我的摯友，在我聯絡藏家搜集其展覽作品的過程中，
很多關於他的回憶不斷湧現。」
曾家偉的實驗攝影則藉本地魚市場食品擺賣展示的狀
態，隱喻個人私隱與生活狀態在現今數碼時代中面臨的
轉變。朱德華認為曾家偉作為一個37歲的香港藝術家，
敏銳地洞悉了這個時代的現狀，再用一種新穎的方式表
達出來，他說：「他呈現出來的是一種比較無助的感
覺，例如魚市場，他就覺得人好像海鮮一樣被堆放起
來，任由人選擇。」
由於是次展覽場地寬敞，朱德華希望藝術家呈現的作
品是較為大型的，能夠將主題盡量帶出：藝術家楊東龍
的油畫作品以畫呈現自白，而倪鷺露則同樣以油畫為媒
介，透過勾勒線條、覆疊及擦拭色彩等技巧，反映人生
進入新階段的動盪與掙扎。「他們的手法很不同，楊東
龍以外在世界表現，而倪鷺露則表現出內在世界，但他
們都是從人出發，也呼應了展覽的主題。」
黃麗貞則以雕塑，從不同時空與角度敘述香港的歷史。

陳家俊的大型動態雕塑《步行鐵路》是一個來自科幻世界
的機械奇觀，探索科幻與現實之間的界線， 以及機械與
生命的微妙關係。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茜

香港土壤塑造的獨特藝術
以多種媒介呈現一方水土

七 著 名 工 筆 畫 家 精 作 在 京 開 展

范迪安倡工筆畫回應時代需求

●已故藝術家麥顯揚以青銅
為媒材創作的作品。

●陳家俊的大型動態雕塑
《步行鐵路》。●楊東龍的油畫作品。

●本地攝影藝術家朱德華近年喜
好在相片上作畫。

●賈廣健作品《盛世繁華》

●「大道同工——當代中國工筆畫七人展」在國家大劇院正式開幕。 主辦方供圖●陳孟昕為訪客介紹畫作。 主辦方供圖

●左起：國家大劇院院長王寧，嘉賓蔡武、胡振
民、何毅亭，中國美協主席范迪安為展覽揭幕。

主辦方供圖

●盧禹舜作品《天地人和 百家和
鳴》

●唐勇力作品《唐人馬球圖》

●王穎生作品《踱步之三》

●莫曉松作品《寒蘊梅竹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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