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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視覺文化博物館正呈獻由國際攝影師格雷
格．吉拉德創作的全新M+幕牆委約作品《HK:
PM》（2025），於即日起至9月28日每晚在
M+幕牆上展出，帶領觀眾在視覺之旅中探索香
港的城市生活。
《HK:PM》取材自吉拉德於1970至 1990年

代拍攝的私人菲林照片收藏，記錄了中環街頭
的熙攘景象，包括學生、時尚達人及上班族日
常生活中的身影，並加入現已拆卸的九龍城寨
珍貴罕見的影像。在其他場景中，霓虹絢爛的
街道、活力四射的夜總會，以及香港影壇巨星
的經典瞬間一一躍現眼前。飛機穿梭於舊啟德
機場密集高樓之間，融入維多利亞港兩岸的喧
囂，整座城市洋溢着永不止息的律動。擅長捕
捉城市變遷的吉拉德，透過《HK:PM》讓其攝
影作品回歸至創作起點。這些照片以新的形式
呈現，令偶遇的場景轉化為歷久彌新的影像，
猶如電影般展開。
M+博物館館長華安雅表示，吉拉德的《HK:
PM》體現了M+對推動亞洲視覺文化的承諾，
展現香港生活美麗而複雜的面貌。「我們非常

榮幸透過M+幕牆，將視覺文化帶入公眾日
常，讓其更添活力和生氣。」
M+ CHANEL資深策展人及流動影像主管蘇
筱琪表示：「很榮幸繼2024年的《香港與我》
節目後再次與吉拉德合作。《HK:PM》是一組
引人入勝的攝影作品，在靜態影像中展現猶如
電影的跌宕起伏。這作品證明了香港仍是藝術
家豐沛的靈感來源，啟發他們去捕捉這座人煙
稠密的城市中上演的各種故事。」
吉拉德表示，創作《HK:PM》是一段重新發

現的旅程。「我在1970年代拍攝這批香港照片
時還很年輕，當時沒想到這些照片會引起觀眾
共鳴，更料不到有朝一日能在整個城市面前展
出。這次受委約為M+幕牆創作此作品是珍貴
的機會，讓我重溫這些舊照片，將香港近代歷
史的點滴片段轉化成一部電影。《HK:PM》糅
合攝影與回憶，並交織了口耳相傳和真實經歷
的故事。我很榮幸能在幾十年後將這些影像帶
回啟發它們的城市，以新面貌栩栩如生地重現
人們眼前，成為香港天際線的一部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雨竹 圖：M+提供

「香港藝術界慶祝香港回歸28周年
邀請展」分三個階段：「書法

展及廣州、茂名市、南海區邀請展」
「中畫展」及「西畫、陶瓷、攝影
展」，作品題材多樣，很多都體現出鮮
明的文化特色，亦有不少別具新意。
首場展覽「書法展及廣州、茂名市、
南海區邀請展」剛於7月6日結束，香港
文匯報記者日前於現場採訪了多位參展
藝術人士，聽他們分享自己作品的創作
故事以及對祖國的情懷。

《心經》中的外觀與內觀
鄭文雅是 1979 年香港小姐冠軍兼最
上鏡小姐，多年來通過篆刻、書法、
陶瓷、繪畫等藝術形式不斷提升着自
己的創作素養。這次展覽，她攜《心
經》前來，這幅作品是她首次嘗試將
繪畫與書法結合。她表示自己不久前
剛接受白內障手術，恢復後的視野清
晰了許多，由此有了一個靈感——在
作品上畫出一雙西藏寺廟外部的佛
眼，這也是她曾經前往西藏用相機記
錄下的雙眼。
她指出，她的作品《心經》蘊含了

「外觀」和「內觀」兩種情形，「外
觀」是指她在接受眼部手術後，看外界
比從前更加清楚，「內觀」則是更加明
晰自己的身心運作，「這是一種修
行」，她說。而她展示這幅作品的原因
也是希望港人能夠珍惜現在，將香港的
長處發揮出來。
書法家吳紫棟是晚清狀元吴魯的曾
孫，亦是吳魯書法第四代嫡傳，本次攜
唐代詩人張若虛的七言歌行《春江花月
夜》（選句）到場。觀者彷彿能透過作
品望到一幅江面風光。
書法家何一明曾於海外教授學生書法多
年，現在港居住。本次，她展出介於行書
與草書風格之間的《李叔同之送別》。她
表示，李叔同（弘一法師）備受尊敬，是
位經歷頗豐的人，他根據美國音樂家約翰
．龐德．奧德威的歌曲《夢回故里》
（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的旋
律，改編出中文版《送別》，廣為傳唱。
在書寫《李叔同之送別》時，何一明總會
想起李叔同是位多麼有才氣的人。
「一幅書法作品布局上是字裏行間
要講協調，就好像大家互相照顧，每
個字都和周圍的字有關聯，不是獨立
的。」何一明表示，欣賞書法時，紙

上的文字一定要有
跳躍的生命力。早
前她在加拿大參展時，也有外國人對
她的這一見解表示好奇。

練書畫可提升年輕人素養
文相濡這次寫下「龍出九淵」四個

字。他說：「龍就像是我們中國的一個
圖騰，九淵代表深潭，所以整個作品就
是講國家已經興起，一雪前恥。」
鄧兆鴻本次帶來他書寫的辛棄疾《青

玉案．元夕》，他表示自己最喜歡那句
「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
處。」這讓他聯想到，人們在經歷過很
多事情後，如果轉頭回看，會發現祖國
的不斷強盛與那「不甘後人」的精神，
很多關於國家的情懷也一直都在那裏。
「我常跟人說，你不要有太多要求，也
不要太貪婪，你轉頭看看，最幸福的時
刻就是現在。」
陳志恆本次帶來大幅草書作品——元
代關漢卿的《四塊玉．閒適》，其好友
羅女士表示，從個人角度看，陳志恆的
作品很有氣勢，用筆、節制、墨色變
化、氣息都掌握地很好，而書法的最高
境界就是達到具有自在感、隨意感的
「心手兩相忘」，同時順應「道法自
然」的觀念。羅女士亦指出，「書法展
及廣州、茂名市、南海區邀請展」的許
多作品都體現出香港書法家對中國傳統
文化的認真了解與深度學習，無論是用
筆、形式，亦或是其他方面，都較多年
前有很大進步。
曾師從趙少昂的嶺南畫派第三代名家

盧清遠亦有到場，他點明，練習書畫有
助於幫助年輕人提升修養與氣質，同時
提高審美能力與素養，讓心中充滿正能
量。同時，嶺南畫派的後繼傳承與創新
實行得非常好，因很多後人都為前人的
奮鬥與指引感到自豪，因此會更加認真
努力地做好傳承與創新。他表示，嶺南
畫派提倡讓藝術走入生活、適應時代、
展現時代氣息，強調寫生，而後輩也正
延續這些特點前行。

備受香港設計師青睞的東京ADC展早前在深圳美術
館（新館）舉行，90位來自東京ADC的會員及40位
ADC獎入圍與獲獎者的200餘件作品，為公眾系統性
地呈現了東京ADC70餘年來的創意與藝術美學視野。
據悉，該展覽由深圳美術館主辦，由東京藝術指導

俱樂部（Tokyo Art Directors Club，簡稱東京ADC）
與深圳市前沿藝穗藝術中心聯合籌劃。東京ADC成立
於1952年，在日本設計界乃至全球都佔據着舉足輕重
的地位，其成員不斷探索設計融合的新可能，用設計
語言傳遞情感、思考社會、展望未來。
展覽通過四大版塊呈現東京ADC自創立以來的美學
精華，並以2024年度ADC獎獲獎作品為核心，呈現
日本當代設計在技術、觀念與美學上的前沿探索。
「東京ADC獎歷年年鑒」板塊帶來ADC歷年年鑒作
品，讓觀眾感受日本設計的編年史；「2024東京ADC
獎優秀作品」版塊，集中呈現2024年度14項獲獎作
品及其他收錄在東京ADC年鑒中的優秀作品；「2024
東京ADC大獎作品」版塊則為公眾還原了岡崎智弘的
個展作品「STUDY」，該作品以火柴為核心拍攝出
逐幀動畫系列影像，獲得了高度評價；「ADC會員代
表作品」版塊則展出90位東京ADC會員的作品，綜

合呈現各位的設計實力與行業影響力。
深圳美術館副館長、展覽總策劃王新妮在開幕現

場表示，東京ADC展作為深圳美術館的首個收費國
際特展，是滿足市民高品質、多樣化等普惠性非基
本公共文化服務的重要舉措與實踐樣本。深圳美術
館將持續履行公共文化服務職能，在打造高品質收
費國際特展的同時，同期開放九個免費展覽。
當天，王新妮與東京ADC獎項評審委會主席永井

裕明現場簽署了《合作備忘錄》，並進行了東京
ADC年鑒捐贈，正式開啟長期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
新篇章。以本次展覽為起點，深圳美術館與東京
ADC簽訂了為期五年的戰略合作協議，共同構建深
圳與國際設計界的長期對話機制，助力本土設計師
走向世界舞台。
在展覽期間，雙方將攜手推出一系列豐富多彩的

活動，其中包括中日兩地知名設計師與行業專家的
設計對話、系列分享會、設計師現場導覽等內容，
以促進兩地創意與設計生態的蓬勃發展與深度交
流。展覽將持續至10月12日。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深圳報道
圖：主辦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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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藝術界慶祝香港回歸28周年邀請展」正於香港大會堂低座一

樓展覽廳進行。展覽由香港文化藝術推廣協會主辦，直至7月15日。其

間分批展出500餘位廣州、茂名、香港藝術文化界人士的書法、篆刻、

中畫、西畫、陶瓷、攝影作品。創作者們齊聚一堂，共同慶祝香港回歸

祖國28周年。 ●採、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竹、焯羚

粵港藝術家粵港藝術家

中畫展

日期：7月7日至7月10日
地點：香港大會堂低座一樓

展覽廳

西畫、陶瓷、攝影展

日期：7月11日至7月15日
地點：香港大會堂低座一樓

展覽廳

筆筆墨墨交交融融

東京ADC海外首展深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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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倫宋美倫《《慶回歸慶回歸》》

●（左起）文相濡、何一明、鄧兆鴻三位書法家都
有參展。

●展覽首日展出部分具有文化特色的畫作。

●鄭文雅將西藏佛眼畫
入《心經》。

●書法家吳紫棟攜《春江
花月夜》（選句）到場。

●200 餘件
作品呈現東
京 ADC 多
年來的創意
與藝術美學
視野。

M+幕牆呈現
《HK:PM》

●《HK:PM》 取
材自吉拉德曾經
拍攝的私人菲林
照片收藏。

●陳志恆帶來大幅草書作
品《四塊玉·閒適》。

●●展覽現場的水墨畫作展覽現場的水墨畫作。。

共創新藝境共創新藝境

掃碼睇片

20252025年年77月月77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5年7月7日（星期一）

2025年7月7日（星期一）

●責任編輯：雨竹 ●版面設計：余天麟藝 博A18

●●展覽現場頗具氣勢展覽現場頗具氣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