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1

二○一一年五月十二日（星期四）辛卯年四月初十

專題副刊
策　　劃：曾家輝　責任編輯：賈選凝　版面設計：謝錦輝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F e a t u r e

■畫家魏青吉

■畫家魏立剛

■ 畫家張健君
■張健君畫中，強烈又厚重
的獨特水墨效果躍然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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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並任職四川美術學院
教授的朱毅勇，令人最印象深刻之處便是他對中國
本土記憶的獨特眷戀和呈現。而他今天起在本土畫
廊開幕的個展，作為第四次蒞臨香港的作品展覽，
仍舊貫徹了對中國式時空的獨特把握。
1957年出生於重慶的朱毅勇，近30年來參與展覽

無數，自上世紀80年代他開始投入創作以來，便成
為中國現代美術界一股重要的影響力。而這次的全
新系列《中國的記憶》，靈感則來自四川大地震發生
後，他與學生幾年來走訪當地農村及城市多間小
學，對孩子們的生活狀況及學習環境所做的考察；
他踏足了鄉村學校簡陋的課室、目睹孩子們在嚴寒
裡走幾十里路上學，又與孩子們在校園裡玩翻繩遊
戲、教他們繪畫。這段經歷讓他體會良多，與孩子
們的相處令朱毅勇憶起自己的童年，同時亦令他再
次反思中國目前的發展對這一代生於鄉鎮以及城市
的小孩子分別作出了甚麼影響。

對「集體回憶」作出反思
《中國的記憶》作為朱毅勇曾創作的《記憶》系

列的延續，繼續以普羅百姓的人像作
主題，稍有不同的是今次《中國的記
憶》裡的主角全部都是校園裡的小孩
子。這系列同樣採用多重技巧創造出
黑白膠片般的懷舊相片效果，而同時
又表現出現代藝術的風格——畫的色調
一律黑白，但孩子們手指間卻展示
鮮紅色的「五角星」繩花圖案。朱毅
勇以細膩的手法刻畫出每個孩子的不
同表情，有的好奇，有的羞澀微笑、
但每一雙眼都是不約而同地流露出令
人窩心的童真，以及成年人已失去很
久的、絲毫不被污染的純樸。
紅色的「五角星」，是朱毅勇油畫系

列經常反覆出現的一個符號。現年54
歲的他是文革的親身經歷者，他的作
品一而再就這段中國人的「集體回憶」
作出反思。今時今日，注重經濟發展的社會價值，
與過去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對那個舊時代，
則似乎都已「集體失憶」，過去的那段荒唐慘烈的紅

色歷史已鮮有人提起；然而朱毅勇卻依然堅持 ，
透過藝術創作一次又一次返回昔日，從過去尋回一
些於時間的洪流裡已失落了的非物質價值，又或是
一些可以穿越時空的珍貴事物，例如小孩子的坦

誠、純真。

記憶中的「過去」
朱毅勇記憶中的「過去」是一個紅色

理想化的年代，離我們今天現實生活並
不遙遠，「紅五角星」是紅色中國的標
誌，它與我們的今天依然有 難以割捨
的聯繫。《中國的回憶》這批作品力求
洋溢人性的關懷，他的想法是通過兒童
純真的眼光，將昨天、今天、明天聯繫
在一起，力求尋找過去與當今、理想與
現實的全新解讀方式，以一種充滿童趣
的翻線遊戲來詮釋人們對生存狀態的關
注，對現實的反思。他笑言，《中國的
記憶》是他個體生命中又一深刻的體驗
和思考。 文：賈選凝

《中國的記憶》追懷「集體回憶」

朱毅勇個展《中國的記憶》
時間：5月12日至6月11日
地點：少勵畫廊主店（中環奧卑利街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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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上世紀90年代中國後現代書法運動的重
要畫家之一，魏立剛一直嘗試把傳統的草法和
篆書引進現代抽象水墨畫，書法在他的世界
裡，是「字」，但更是「畫」、是藝術。為了這
場「昔日．今朝」展覽，他專門創作了約十張
新作，延續他自08年創造的以古文字草書變化
作出「當代視覺圖示」的風格。這種將傳統書
法置入現代藝術語境的靈感，源於他的個人思
考。「從晚清開始的近代，中國一直在全球不
享有話語權，近年作為大國崛起後，仍不能完
全擺脫扮演西方心目中東方角色的命運。」而
他堅信，中國該有自己的現代藝術——從血脈傳
統中延續下來的、能被放在全球化語境下的、
真正原創的現代派。
「抽象樣式，西方50年前就已經做遍了，所

以我們必須找到自己民族的方式。」多年揣摩
後他發現，古漢字和書法。是唯一能建立中國
本土抽象的可探索道路。象形漢字，對應萬物

能量，更是超越語言的獨特視
覺符號。而重構本土現代派的
態度，則是將不同朝代不同字
體這些傳統素材，演化為嶄新
的呈現形態。
我國是書法的發源地，從深

度和廣度上，都有包括日本等
其他東方國家無法比擬的優
勢。而在市場商業化的嚴重干
擾下，靜下心來回歸傳統的滋
養，並非一件容易的事。魏立
剛以草書脈絡貫穿的抽象繪畫，在本土得到的
認受，反而落後於西方。「現代化在中國，只
能慢慢推進。」但他認為這種普及，遲早會有
成效。
「花鳥牡丹掛在鄉鎮企業的大堂中，會給人

雅興，但真正大型的跨國機構，一定會需要帶
有抽象精神思考的作品、需要中國自己的現代

藝術品。」而他也認為，國內藝術界現階段對
文化的理解，仍有可提升空間，他個人一直身
體力行「貢獻一個好圖案」給中國美術史，踏
踏實實地堅持做有文化性的東西，於他而言是
重中之重。「不只有波普那些現代商業藝術值
得我們注意，一定要注重傳承歷史為我們遺留
下的時代文化，讓它們煥發新的意義。」

與另兩位華人藝術家背景稍有不同的是，張健君移居美國
長達20餘年，受到西方油畫藝術更強的熏陶與影響，但他多
年來創作的主題，卻從未離開最傳統的中國山水，他自言，
山水是他的文化載體。雖然大學起便受到油畫教育，但自小
隨父親練習書法的個人經歷，卻令文化碰撞的思想從創作的
啟蒙期，便深植他內心。在材質上，他使用水墨與油彩並
置，形構帶有文化風格交互感的山水，一種強烈
又厚重的獨特水墨效果躍然紙上。
傳統的精神意境為他所吸收，但創作手段卻一

定是開拓式的。他說：「傳統也在發展。我這些
年一直使用不同文化材質創作，讓作品留下不同
氣息。」這是他所做的文化上的一點超脫、一點
平衡，他希望觀眾能從他的作品中，體會到高遠
意境與當下感悟的融合。
在這次展出中，他四件最新創作的共同點是，

表達了畫家對中國文化被時間洗禮之過程中的一
些記憶。在時間跨度中，不同文化產生的相互作

用，令藝術可以被讀解出更多層次。張健君自稱是在傳統的
基礎上找自己，新水墨的境界正是將中國的意念與現代藝術
的發展貫穿相連。
「其實水墨領域，許多藝術家從上世紀末就在做這樣的實

踐。」他本人也早在91年就開始用墨製作天然裝置，所謂當
代語境與傳統的結合，正是這種細水長流的滋養灌溉。或許

是帶有傳統藝術家的一份固執，他並不
鍾情太具革命、反叛和破壞性的藝術創
作，更笑言自己是「80年代時作當代藝
術，到了現在反而一直做傳統。」
歸根結底，深受中國文化和諧思想熏

陶的他，始終都在當代與傳統間尋求
一份微妙平衡。也因為這種對平衡的刻
意求索，他的作品永遠既有標新立異中
的含蓄委婉，又有傳統意念中的大膽創
新。藝術作品作為傳播文化的媒介，令
人只能慨嘆其中精妙。

魏青吉是有 深厚中國畫技巧
的畫家，但他一直所做的事，卻
是打破傳統的界限，以輕鬆的態
度對待新水墨畫。身為「實驗水
墨」重要畫家之一，他的作品，
經常會在中央出現一個有如剪影
般的深墨圖像，但這些圖像又來
自畫家的日常生活——蜘蛛、
樹、花，都是他的有趣素材。他
說自己常常是被生活中的某點觸
動後，在畫面上去做一種敘述。
「藝術家要體現出在場的思考，這
思考當然基於現實，但又像是在過去和現在之間
找連接點。」
對他而言，水墨是一條源於美術史的脈絡，但

視覺上卻可以賦予其更當代的認識、找到新的方
法論、銜接過去與今日。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部
分，便是打破傳統。他喜歡用簡單而幽默的方
式，去傳達畫中的概念，生活中的靈感，被放置
進繪畫中時，會產生被重新思考編排的故事。
「其實我的每個畫面都會有故事，找這種故事的

角度，是作畫過程中最費時
的。」
畫中的故事又像在和觀眾捉
迷藏，看起來熟悉，卻又不能
直接等同對應於生活現實，魏
青吉正是這樣去營造一個陌生
化的情境。他的畫面抽象，走
在人們的審美前面，而他也樂
於此。「西方早期的許多抽象
藝術，在那個年代看來都是超
前的，藝術家是去引領人們的
審美，而不是去適應。」在受

到西方當代藝術影響衝擊的創作大環境下，他思
考最多的問題便是「我們是否能回到傳統中？」
而「水墨在這個時代中，還能做些甚麼？」他在
這樣的疑問自省中，為自己的作品帶來新的討論
角度——去展示日常生活的另一面。他的實驗
性，不是用繁複的符號挑戰觀眾，而是把生活的
多個維度剖析給觀眾，令他們發現最普通平凡的
意象，也可以化為猜不透的視覺迷宮。化簡為
繁，他給出了一種最佳範式。

文化上的一點超脫 一點平衡

「水墨還能做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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