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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節奏的都市生活中，很多人在匆忙中
都忘記了欣賞沿途的美好風景。水彩畫家游
榮光早年移居加拿大，但對故鄉香港總有一
份深厚的感情。他近日受香港藝土民間之
邀，由即日起至4月20日，於觀塘海濱發現
號02藝廊舉辦「故鄉．故事」水彩作品展。
是次展出的30幅精選畫作跨越近30年，透過
獨特的視角、溫柔的水彩與流動的質感，細
膩描繪香港古今交錯的標誌性建築、街頭巷
尾日常和濃濃人情味。
展覽以「故鄉．故事」為主題，透過「歷

史見證」「街頭風情」「自然與人文」「情
感與記憶」四大面向，帶領觀眾回顧香港的
歷史與情感。從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中銀大
廈、六十年代的旺角街頭、七十年代的維港
風光，到今日灣仔璀璨夜色；從中環中西薈
萃的繁盛，到鯉魚門和大澳漁村的寧謐，交
織透視這座城市不為人留意的小故事。首次
於發現號辦展的他願藉作品分享自己對故鄉
的眷戀，也希望行經此處的市民可隨意入內
參觀，因畫作和故事喚起美好回憶，引發情
感共鳴。
游榮光擅長以過人洞察力和細膩筆觸分享

城市中一些被忽略的日常，為作品賦予靈
魂。如《歷史見證》記錄 1997 年香港回歸
時，鐘樓上空煙花綻放的歡慶時刻；《北角
風情》則描繪了疫情期間春秧街熙來攘往的
人們和小販迴避電車的經典一幕；《獅子山

下》取景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鑽石山木屋
區，展示香港人不畏困難、努力奮鬥的精
神……

身在加國 情繫香江
游榮光自言小學時代已沉醉於課堂上偷畫

漫畫的時光，美術科畫作經常受到老師的讚
賞並「貼堂」，他印象中最深刻的第一幅寫
生水彩畫，是1974年隨美術老師到長洲寫生
所作。他自1977年踏上水彩創作藝術之路，
「那時我讀完設計後，白天做設計，晚上在
學校教畫，放工後再從 11 點畫到凌晨 3
點。」他由此建議熱愛繪畫的年輕人全情投
入創作，把握每一次參展的機會，讓更多人
看到自己的作品，「一定要堅持畫，向着目
標一步步邁進。」
「加拿大四季分明，我在那邊的創作多以

大自然風景為主，正在創作以白樺樹為主題
的系列作品。」即使移居加拿大發展多年，
他每次回港均對故鄉別有一番體會。「香港
是我出生成長、受教育的地方，這裏有很多
親人和朋友，很多熟識的地方、事物，最重
要的是那份人情味和親切感，在外國是找不
到的。」多年來，他曾參加逾百次國際藝術
聯展，亦曾於多個國家和地區舉辦逾40次個
展。他透露，正在考慮於加拿大舉辦以香港
為主題的畫展，向更多海外觀眾講述香港故
事。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游榮光 水彩畫重現香港舊城貌

電影《只此青綠》脫胎於同名舞蹈詩劇，原舞蹈編導團
隊全程參與電影打造。影片講述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

繪製傳世畫卷《千里江山圖》的傳奇一生，以獨特視角、
絢麗光影和豐富想像力，帶領觀眾領略宋風雅韻與《千里
江山圖》的壯美。陽東霖在戲劇、晚會舞台上成果斐然，
此次參與《只此青綠》電影造型設計，帶來諸多創新與思
考。電影沒有明星演員、沒有台詞，完全依靠舞者肢體和
畫面敘事，這種獨特表現形式在電影界可謂獨樹一幟。

運用色彩表達人物特性
在創作過程中，色彩是關鍵要素。陽東霖解釋說：「無

論是對色彩的感受，還是對傳統文化的解讀，我們都需要
將其轉化成為自我創作和表達的方式。我們在藝術創作
時，應該考慮如何讓歷史不僅僅只是重現，而是走進更多
當下人的心裏。我們一直在做傳統題材，並不是亦步亦
趨、原封不動地從博物館照搬，而是通過個人的表達和解
讀，對其進行了一種結構性的創新，用更適合當下人審美
的方式表達和呈現出來。」
《千里江山圖》中的青和綠如何在電影中呈現，成為造

型設計的一大挑戰。不同人對青和綠的理解各異，陽東霖
團隊嘗試用不同材質、樣式進行表達。比如，在表現青綠
段落時，從原作眾多色彩中只選擇保留石青和石綠，並運
用在不同的麻質材料上，以抽離的方式呈現，體現出冷
峻、典雅的東方女性審美，契合宋代的內斂風格。「顏色
是我們在創作中最敏感的一個環節，《千里江山圖》這幅
傳世巨著所體現出來的青和綠這兩種顏色，我們可以怎麼

來做？每個人對於青和綠的理解會不一樣，
用什麼樣的材質來做載體，用什

麼樣的樣式來表達，可能
就是我們無論在舞

劇中還是在

電影中都會去做的一個嘗試。」他說。
此外，陽東霖也將色彩運用在表達人物的特性上，他
說：「譬如說天才少年王希孟，為什麼我們給他用了茶
色？其實你會發現關於這位18歲的少年，在歷史上對於他
的記載就只有一句話而已，但是他卻畫出了這樣一幅絕世
之作。在我們看來，他在18歲的時候一定是一個很淡泊、
很輕盈的少年，他沒有太多功利心，或者說他保有一顆赤
子之心來創作藝術。又譬如說像我們所熟知的青綠的段
落，《千里江山圖》裏不僅僅只有青和綠，還有像赭石、
朱砂等很多顏色，但是我們最終就很克制地只保留了石青
和石綠這兩種顏色。」

戲劇角度設計服裝是浪漫的事
從舞台到電影，陽東霖和團隊在材質和版型結構上做了
重要調整。為適應電影鏡頭，需選擇更具質感的面料替代
舞台上的輕質面料，同時在版型結構上進行優化，使其更
符合電影拍攝需求，又保留原有審美方向和風格。陽東霖
認為，古裝題材造型設計難度相對較高，因其需從無到有
進行設計製作。而參與戲劇藝術的服裝創作充滿浪漫，能
結合歷史時期服裝樣式、人物性格命運以及戲劇走向，賦
予服裝獨特概念。為創作好每一部作品，團隊都會深入歷
史，如創作《只此青綠》時多次前往北京故宮博物院，創
作舞劇《詠春》時深入佛山葉問生活之地，感受當地風土
人情，只為更好地理解歷史、講述故事。
陽東霖覺得，通過戲劇藝術來做服裝是很有想像力、很
浪漫的一件事情，「如果僅僅只是為特定場合的演出設計
造型，呈現出來的一定只能是特定的樣式。但是我們在做
戲劇造型設計的時候，它就可以天馬行空了。我可以將自
己對這個歷史時期的服裝樣式的感受，結合戲劇劇情、人
物性格，以及整個戲劇的走向，為造型設計賦予一個概
念。譬如說紅色，我賦予人物炙熱、以及在涅槃時候的感
受，或者我可以賦予人物一件類似深海的藍色服裝，代表

他在這個階段的一種情緒。」他說。
漢服是年輕人的
文化自信符號

在剛剛落幕的第18屆亞洲電影大獎中，

陽東霖參與造型設計的電影《只此青綠》

提名最佳造型設計獎，這一消息再次將這

部備受矚目的作品推向大眾視野。造型師

陽東霖履歷豐富，無論是影視、戲劇還是

在晚會的舞台上，都有他參與設計的精彩

作品。對於此次入圍，他表示是意外之

喜，因為《只此青綠》與傳統電影有諸多

不同之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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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冷峻典雅色彩走進當下人的心

《只此青綠》造型設計穿越舞台銀幕

當下，年輕人對傳統文化的熱愛不斷升

溫，如漢服流行、國風化妝品和古風食品

受到追捧。陽東霖認為，這體現了

人們對共通文化符號和元素的

需求，通過這些文化元素，大家凝

聚在一起討論、分享，形成文化認同，這

便是文化自信的體現。《只此青綠》電影

的創作，正是希望通過創新表達，激發

大眾對中國傳統文化復興的熱情，增強文

化使命感和責任感。

陽東霖說：「年輕人常因為熱愛漢服、

國風化妝品或者古風食品而找到共同話

題，從而聚到一起討論和分享，這便是一

種文化自信的具象體現。」

●《六十年代旺角》，38×48cm，2016●《歷史見證》，76×56cm，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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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故事」游榮光水彩作品展現場。

●《只此青綠》電影版中的青和綠以不同材質和樣式呈現。 網上圖片

●《只此青綠》舞劇以典雅色調呈現《千里江山圖》的曼妙意境。 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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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東霖認為《只此青
綠》與傳統電影有諸多
不同之處。 胡茜 攝

●創作舞劇《詠春》時，陽東霖團隊專程深
入佛山葉問生活之地，感受當地風土人情。

劇照
●●陽東霖結合歷史時期服裝樣式陽東霖結合歷史時期服裝樣式、、人物性格命運人物性格命運
以及戲劇走向以及戲劇走向，，賦予服裝獨特概念賦予服裝獨特概念。。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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