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大展築起粵港文化交流橋樑
六大主題展現廣東藝術從傳統到現代演變

粵港兩地以藝術為光，照亮文化融合新未

來。在灣仔會展中心舉行的「其命惟新─廣

東美術百年大展」，全方位呈現了廣東美術

的百年歷程。多名觀展的香港文化藝術界人

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嶺南畫派

以「折衷中西、融匯古今」的革新理念，在

二十世紀初開創中國美術新格局。一些粵籍

藝術家們遠渡重洋，將西方美術技法與中國

傳統美學相融合，創作出既具國際視野又深

植民族根脈的藝術佳作，充分體現了文化自

信下的創新實踐，「這些作品不僅見證了粵

港兩地藝術家的開拓精神，更為粵港澳大灣

區文化共融注入新活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學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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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主題多涉魯迅 有助港生體會神髓

●中學生參觀展覽，圖為展覽中心與魯迅相關作品。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思明 攝

「其命惟新─廣東美術百年大展（香港）」自
本月22日起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現場展出160餘
件廣東美術畫作，不僅全景呈現嶺南畫派百年變
遷，更通過美術作品，展現中華文化百年發展軟實
力。
本次展覽中有多幅畫作、雕塑作品與我國著名文
學家、思想家、革命家魯迅先生相關。魯迅青少年
文學獎香港組委會日前組織中學生參觀展覽，以此

為契機進一步理解和體會魯迅精神。
來自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的許中博是第一次看

到魯迅先生的巨幅肖像，「栩栩如生的，從他的
眼睛裏看到他的心情，這就是畫的力量。」同校
學生梁溢言對該雕塑印象同樣深刻，他提到，初
看時覺得雕像線條比畫作潦草，「但這正正體現
了魯迅先生的瀟灑，為了改變社會思想敢於發聲
的精神。」

此外，今次展覽展出高劍父、高奇峰、關山
月、黎雄才等嶺南名家的百餘件經典作品，亦給
學生們帶來美的震撼和關於社會變遷的思考。
來自寶覺中學的彭濠瑩對本次畫展的重量級作
品《迎客松》印象最為深刻，當她得知畫家僅用3
個月時間就完成巨型作品時，大為震撼。同校學
生邱凱澄則對趙少昂的女學生何香凝的畫作感觸
最深，在她看來，在20世紀初的時代，社會思想
落後，女性地位偏低，女畫家的畫作能夠聞名於
世更為難得。

●文、圖：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思明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觀展學生，右一為許中博，
左二為梁溢言。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思明 攝

●寶覺中學觀展學生，右為彭濠瑩。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思明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蔡學怡）「我認為
這次展覽不僅是為我帶來藝術創作層面的啟
發，更像是粵港兩地藝術家跨時空的一場對
話，實在是難能可貴。」二十多年前退出幕
前工作、潛心學習繪畫藝術的港姐畫家朱潔
儀在觀展後久久不能平復激動的心情，她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這次大型展覽
非常值得香港美術愛好者前往觀展學習，除
了能在藝術技巧、畫作構圖上得到啟發，相
信也可以促進對廣東美術歷史的深入了解，
或會促進更多獨具中國現代特色藝術佳作的
誕生。

粵港藝術同根同源
「中國藝術的變遷與改革看似千變萬化，
實際萬變不離其宗。」在談到粵港藝術淵源
時，朱潔儀強調，粵港兩地藝術同根同源。
她以李勁堃的作品《千年結》為例，畫中盤
根錯節的樹木造型恰似中國千年藝術發展史
的寫照。這些根系相互交織、彼此影響，
「正如李勁堃在作品簡介中所說，『深入
看，它既有中國繪畫裏面一些像工筆重彩一
樣的畫法，甚至是宋代繪畫的技巧』，讓我
深受震撼。」
作為一位擅長用水墨畫表現香港都市風貌
的畫家，朱潔儀特別注重作品的時代性。她
認為，優秀的創作不僅需要扎實的繪畫功
底，更要具備趣味性和時代氣息，能夠迅速
抓住觀者的注意力。她對方楚雄的作品《故
鄉水》印象深刻，「這幅作品不僅在色彩運
用上別具一格，更通過獨特的俯視視角，將
日常生活的一角刻畫得妙趣橫生。這種觀察
視角的創新，給了我很多創作啟發。」
朱潔儀亦表示，在當代藝術多元發展的背
景下，本次展覽為香港藝術家提供了極具價
值的創作啟示，以及藝術創新形式的重要參
照，「未來幾天我還會帶着朋友一起來細細
品味這些作品，每一幅畫作都值得反覆觀
摩、慢慢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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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長實位於觀塘安
達臣道「首置盤」的建築地盤，被揭發分判商涉
嫌貪污造假、偷工減料的醜聞。多名立法會議員
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偷工減料有如
「癌細胞」，若不加以管制便會不斷惡化，造成
的影響難以想像。工程可以外判，但發展商的監
督責任不能推卸。任何企業和承辦商都需要有社
會道德、社會責任、社會承擔，不能縱容此類行
為發生，更不能漠視工程質量和安全，罔顧市民
和整體社會的安危。
立法會議員顏汶羽表示，工地安全一定是重
中之重，偷工減料會危害未來業主和住客的安
全，此等行為罔顧社會道德，絕不能容許。
他強調，任何建築商和企業都不能埋沒良

心，必須按照法律法規，根據應有的圖則施
工，以工程質量和安全為重，不能因一己私利
犧牲整個社會的利益，更不能只顧自身利益，
罔顧社會責任。
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表示，有關事件令人憤慨，

首要問題在於安全隱患，事件揭露了承建方有系
統、有組織地偷工減料，甚至涉嫌偽造紀錄以掩
蓋真相。這種行徑玷污了香港社會賴以立身的誠
信基石，更對工程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完全背離
企業應有的責任擔當。首置項目本屬具公共政策
意義的創新舉措，如今卻因承建方的失德行為，
辜負了政府與公眾對專業團隊的信任。香港一向
以樓宇質素聞名，若失守這道質量防線，或將動
搖公眾對專業領域的信心。他強調，企業要有社

會道德和責任，做好應有的監管工作。

偷工減料如「癌細胞」絕不容忍
立法會議員梁文廣表示，偷工減料對於大廈結

構可能會造成極大影響，特別是此類事件若未被
即時制止，若分判商看到有利可圖，難保未來不
會變本加厲。
他形容，這是一個「癌細胞」，出現一次後便

有可能不斷惡化，受到影響的甚至不僅僅只有這
個樓盤，因此絕不能容忍。他認為，相關企業責
無旁貸，即使工作外判，責任亦不能外判，監管
工作依然需要加強，強調要杜絕這種「癌細胞」
繼續滋長，除了打擊貪污行為外，企業亦必須承
擔社會道德和社會責任，重視工程質量。

議員：發展商監責不能推卸 企業需有社會道德

●長實位於安達臣道的「港人首置盤」地盤仍然停
工。 資料圖片

自本月22日展覽開幕以來，身為香港藝術發展
局藝術教育主席的陳雪儀不僅多次前來觀展，

更主動當起義務導賞員帶領觀眾欣賞展品。

不僅是藝術視覺盛宴 更具教育意義
她昨日在現場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調，創新
與融合是當代文化發展的主旋律，而早期粵籍藝術
家已經為文化融合作出了優秀典範。「可以說，本
次展覽不僅僅是一場藝術的視覺盛宴，更具備深刻
的教育意義。」
「許多作品既運用了西方的透視、光影等技術
原理，又結合了中國藝術特有的石青、石綠等礦
物顏料，在技法融合中始終保持着中國山水畫的
筆墨韻味。」陳雪儀仔細向記者解釋了一些展品
的創作方法，她指這種相容並蓄的創作理念，正
是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生動體現，既開放包容地
吸收外來精華，又始終堅守中華美學精神的內
核。
「真正的文化認同與自信，絕非空洞口號，而需

建立在親身實踐與歷史認知上。若連自身文化的深
厚底蘊都未曾深入體悟，所謂自信便如無源之
水。」陳雪儀坦言，唯有通過持續的學習、體驗與
創新，讓傳統文化在當代煥發新生，才能孕育出根
植於民族靈魂的文化自信。
「此次展覽的成功舉辦，凝聚了社會各界的共同

努力。如此豐富多元的名家畫作齊聚一堂，必會為
香港藝術界帶來深遠影響。」香港書畫學會會長徐
嘉煬指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化界曾湧現
出國學回歸浪潮，「國畫研究會」便是這一思潮的
產物。他進一步分析，國畫研究會秉持的「守正」
理念與嶺南畫派宣導的「革新」精神，看似新舊交
鋒，實則共同推動了中國美術的現代化轉型──前
者守護傳統精髓，後者開拓融合路徑，為粵港兩地
藝術發展提供了重要啟示。

作品彰顯中華民族文化自信
「本次展出的作品，無不彰顯中華民族的文化自
信。」徐嘉煬強調，早期粵籍藝術家在汲取西方技
藝的同時，始終扎根家國情懷，創作出兼具時代精
神與社會風貌的佳作。他以李鐵夫《盤中魚》為
例：「這幅作品雖採用西方油畫技法，卻生動刻畫
了中國百姓的生活場景。西方藝術重『形』，中國
藝術尚『韻』；李鐵夫正是以寫實光影表現東方意
蘊，推動了油畫的本土化進程。」
他強調，中華文明五千年的深厚積澱，賦予了中
國藝術家獨特的文化自信與創作優勢。「我認為，
中國藝術家學習西方技法並加以融會貫通，展現出
驚人的文化消化和融合的能力；而西方創作者若想
僅憑技術模仿，就創作出真正蘊含中國美學精髓的
作品，則非常具有挑戰性。」

▲香港書畫學會會長徐嘉煬強調本次展出的作品，
無不彰顯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港姐畫家朱潔儀表示，本次如此大型的展覽非常
值得香港藝術家前往觀展學習。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學怡 攝

●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教育主席陳雪儀日前主動擔任展覽的義務導賞員，帶領觀眾欣賞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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