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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覺得設計遙不可及，但只要細心看，便會發現設計與生活緊緊相
扣，滲透衣食住行每個細節，處處都是設計痕跡。台灣師範大學副校長林
磐聳，素有「台灣設計界的導師」之稱，曾獲多個國際設計大獎，亦出任
不同設計比賽的評審，當中包括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大獎，而且從第1屆已
擔任評審，跟他請教設計，再適合不過。他告訴我們：「設計的影響力在
於其可以改善生活，讓社會變得更好。」

問：你一直推動藝術設計融入生活，但設計如何與生活融合？

林：設計與生活融合從三方面表現出來，這次參賽作品中有三件與日本大
地震相關，表現其對社會民生的關注，人們透過設計去改善社會、幫
助別人。設計作為產業可以提高其市場競爭力或擴大經濟影響力，但
其本質還是因應社會需要而產生的。使用當地材料也是關鍵之一，從
生態、環保的角度而言，盡量將建築材料的距離縮短，減少浪費的可
能性，而亞洲相對其他發達國家而言，人口過盛，用當地材料亦有助
解決當地的就業問題，這種「為亞洲人而設計」的概念很好。此外，
亞洲經濟發達，農村人口流向城市，影響都市建設，如果將城市化的
因素納入設計中，將人口引回農村，利用他們從城市中學習到的設計
方法去改善農村的生活，這也是設計與生活結合的表現。

問：如何可以讓設計有影響力？

林：設計無處不在，好的設計、壞的設計都會出現在市場上，消費者未必
有能力或意識去欣賞設計。例如，康師傅方便麵每年售出600億包，
logo會不斷地在消費者眼前出現，如果那是一個不好的設計，便會出

現一些壞的影響。康師傅礦泉水的銷量每年亦高達幾百億，
如果每一瓶用少一點塑料的話，從經濟效益來說一年會省下
很多錢，就社會效益而言，對社會、環境都有好處，作為設
計師有責任將這些告訴客戶，這也是設計帶來的社會效益。

問：設計師在社會上扮演甚麼角色？

林：醫生、律師、建築師在社會上有較高的地位，而設計則涉及
文化藝術，帶點浪漫但又要考慮市場因素，相對而言，社會
地位較低。但社會發展不只有技術，更需要設計、創新，台
灣品牌BenQ每開發一件產品，都是從設計的角度開始構思，
設計師便要將有趣與實用融合起來。設計師在現代社會中開
始受重視，走進7-11，以前書架上只有一本設計雜誌，但現在
卻有各式各樣的設計書籍，社會改變了，人們亦開始重視設
計了。

問：你走遍世界各地，這些遊歷經驗對你有甚麼啟發？

林：你在香港每天走同一條路，看到的、聞到的、感受到的都已經麻木
了，但去到新的地方見到新的事物，眼界開闊了，這些新奇的事物可
以為我們提供養份。長久停留在同一個地方，不但得不到養份，器官
反而關閉了，亦不能有新的啟發。

問：你認為設計亦會逐漸趨向全球化嗎？

林：設計當然會受全球化影響，但一直追隨歐美市場，回頭看到小鄉村亦

別有一番滋味。現在中國
開始強大，可以不用再追
隨西方國家、走出自己的
路。我們帶人去看畢加
索，問他們有甚麼感覺，
很多人不以為然，你會但

又不去做，因為你欠缺勇氣，中國也是這樣。市場上有很多好
的概念，但一旦與其他人相似便會失去價值，中國不應只停留
在仿造上，應化被動為主動，鼓起勇氣向前走。

問：你擔任評審這麼多年，有甚麼感受？

林：從第1屆以來，不論是作品，還是評審標準都有很大變
化。以前的作品多從技術、營商的角度出發，比較單一，
但現在會考慮得更全面，如材料、社會性、與當地人的關
係等，逐漸注重產品背後的意念。現在評審的過程亦更為
開放，由來自世界各地的設計師組成評審團，不再聚焦在
一個東西上，也不會用單一標準去評審，而且評審過程受
大眾監察，我們坐在前面，人們會來看我們如何評審，會
發問，我們要回應，讓他們知道我們有不同的評審角度。
評審員也是設計師，看到很多年輕的設計，如同看到過去
的自己，亦看到自己與創意漸行漸遠。一路走來，雖然少
了碰撞，但也缺少了新鮮感，因此評審對我而言亦是一種
學習的機會。 文：蘇 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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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設計滲透生活走向社會 林磐聳

張超群在96年加盟蘇富比，現為中國及東南亞區高
級董事兼中國書畫部主管，專責中國書畫的搜集、鑒
定及估價工作。他其實是著名的現代及當代中國書畫
專家，對中國古文及文學頗有研究，其觀點及評論備
受收藏家及鑒賞家推崇。他曾籌劃多項成功的中國書
畫拍賣項目，跟張大千有關的有「梅雲堂藏張大千畫」
專拍（2011年）、張大千《潑彩朱荷屏風—設色泥金
絹六摺屏風》（2002年）。跟 他，邊聽他的介紹，邊
看張大千的作品，好像是聽一個個有趣的故事，而不
是以專家的口吻來論畫評畫。

問：其實今次展覽有何特別之處？

張：我們中國書畫部一直以來跟張大千的關係很深，
他很多破拍賣價紀錄的畫作都是由我們賣出，而
張心嫻之前亦拍賣過父親的作品，也是由我們處
理。但這次展覽特別之處在於從頭到尾都是由張
心嫻主導。一直以來，拍賣或展覽的catalogue內容
都是由我們自己寫，但為了這次展覽，張心嫻親
筆撰寫描述，片言隻語都承載了深厚的父女情
誼，愛好張大千書畫的人有機會窺探大千為人父
的一面，從多角度了解畫家的風格個性。
同時，這次展覽的50多件展品皆純粹展覽，並不
出售，因為都是張大千贈送給女兒的，並且從未
公開亮相，當中除了有書畫作品之外，還有張大
千給女兒的書信、明信片，甚至一起飲宴後的菜
單、為外孫改名的資料等。大家可以從不同的作
品中，認識到作為父親的張大千。

問：知道張心嫻也因應這次展覽而推出半自傳，是

嗎？

張：是的，她為了配合展覽，也會推出一本半回憶錄
《在爸爸身邊的日子—憶父親張大千》，我手上的
只是樣書，書本仍在印刷中，內容文字全由她自
己負責。我自己認為，張心嫻是想藉 展覽及半
自傳，紀念數十年父女間的真摯情感。這些都是
第一手的資料內容，她的回憶是學者及研究人員
很難得到的親身經歷，有很多人都是從資料，又
或是從其他人所說的話，去評論張大千，但張心

嫻是張大千的家人，也是受畫者，所以她的回憶
能補充學術研究上的不足。

問：這次預覽中看到的六摺屏風《夏山隱居》有何特別？

張：不知這樣說對不對，我覺得張大千對女兒比兒子
多了一點偏心。潑墨潑彩紙本六摺屏風《夏山隱
居》的畫面結合抽象與半抽象，是很難得的作
品，價值不在於多少錢，我也不想和之前所拍賣
的《設色泥金絹六摺屏風》比較，因為這是張大
千送給張心嫻的結婚賀禮，是一份心意。這屏風
畫於1968年，張心嫻要出嫁到美國。據張心嫻所
寫，父親打算在她離開八德園前，送她這幅屏
風，但在出發前父親還沒完成，可能爸爸想，作
畫延誤，她會改變主意，留在八德園陪他，她明
白父親為甚麼難過，但不知怎麼安慰。她去美國
前，父親還未畫完屏風。但在約一個月後，哥哥
把屏風帶來祝賀她。
我估計，同類型出自張大千的屏風少於10件，張
心嫻的妹妹亦曾擁有一張類似的屏風，但已轉贈
給他人。

問：其他畫作中又如何看到父女之情？

張：就以這幅《畫像》為例，不少人都曾問是不是真
有其人？但大家看過後都認為張大千是以張心嫻
為模特兒。作品在1957年完成，張大千有一晚仰
望天空，發覺月色清麗，所以隨興地畫了這幅
畫，之後送給女兒。你可以看到當自傳的封面也

是一幅《少女頭像》，是張大千在1972年的一個午
夜速畫而成。其實，同類型的畫不止一幅，很多
人認為張大千常不經意地以女兒為模特兒作畫。
你再看看這一對寫意荷花作品《冷香飛上詩句》，
是張大千晚年居於台北摩耶精舍時所畫的。張心
嫻從美國飛到台灣探望父親，張大千畫了這兩幅
荷花，布局明顯是相配的一對，之後就送給了女
兒。
另外，張大千在1952年由香港往南美，後於巴西
定居，張心嫻一直跟隨父親，那個階段張大千特
別多展覽與活動，張心嫻亦常伴左右，父女感情
很好。展品中還包括張大千在巴西八德園宴客親
自設計及書寫的餐單；張心嫻的貓兒去世，張大
千安慰女兒而畫的貓兒《小貍奴》，父女之情，溢
於畫中。

生於1899年的張大千，1983年4月2日在台北逝世。
他的人生多姿多彩，極具魅力，被譽為20世紀中國畫
壇最享負盛名的藝術大師，卓絕成就不僅因為豐富藝
術實踐和天才創作靈感，也因成功糅合傳統與現代、
繼承與更新的關係，贏得「五百年來第一人」之譽。
後人看張大千，都是從他是一個藝術家的角度來看，
但要了解他，斷不可能忽略其他方面，而且各方面都
是緊扣 的，這也令筆者發現，這和張超群認為
「詩、書、畫、印」雖各自獨立，卻又相互依存，鑒賞
時應從各方面切入的理論去配合。張大千是中國書畫
家，也是一個女兒的父親。

張大千小傳：
張大千原名張正權，又名爰，字季爰，號

大千，別號大千居士，四川省內江市人，他
的二哥張正蘭就是著名的畫虎大師張善子。
張大千才華橫溢，一生極富傳奇。

張大千幼時家貧，曾隨母、姊、兄學畫，
打下了繪畫基礎。18歲時，他隨二哥張善子
到日本留學，20歲由日本回國，寓居上海，
曾先後拜名書法家曾農髯、李瑞清為師，學
習書法詩詞。期間曾因婚姻問題削髮出家，
當了一百多天和尚，但還俗後，以其佛門法
名「大千」為號，從此致力於書畫。

張大千廣泛學習唐宋元明清中國傳統繪
畫，其畫路寬廣，山水、花鳥、人物、蟲
魚、走獸，無所不工，其工筆寫意，俱臻妙
境，又善寫荷花，獨樹一幟。40年代，張大
千自費赴敦煌，花了3年大量臨摹了石窟壁
畫，並將之宣傳介紹，令敦煌藝術廣為人所
認識。從此，他的畫風也為之一變，善用復
筆重色，高雅華麗，瀟灑磅礡。

1949年，張大千赴印度展出書畫，之後便
旅居阿根廷、巴西、美國等地，並在世界各
地頻頻舉辦個人畫展。他被西方藝壇讚為

「東方之筆」，更與畢加索齊名。
到了晚年，他仍孜孜不倦從事中國畫的開

拓與創新，而且開創了潑墨、潑彩、潑寫兼
施等新貌，給中國畫注入了新的活力，影響
深遠。1976年，他到台北定居，完成巨作

《廬山圖》後，在1983年病逝，享年85歲。

說到張大千，無人不識，作為世界知名的近

代中國畫家，他的生平、畫作，以至作品在拍

賣會中的破紀錄天價，都是藝術界的話題，所

以多年以來，有很多學者、專家都以張大千及

其作品為研究對象。不過，有幾多人真正接觸

過張大千呢？

就在下月初，香港蘇富比將會舉行一個名為

「在爸爸身邊的日子—張心嫻藏張大千作品展」

的展覽，展出的都是張大千四女張心嫻所珍藏

的父親佳作，在早前舉行的預覽會中，筆者已

率先欣賞到一些珍品，包括了其中一件重點展

品—潑墨潑彩紙本六摺屏風《夏山隱居》。可

惜的是，張心嫻沒有出席，但聽說她會從美國

來港出席展覽開幕禮。不過，筆者猶幸可以跟

蘇富比中國書畫部主管張超群訪談了一會，了

解這次只展畫而不賣畫背後的有趣故事。

文、攝：曾家輝

「在爸爸身邊的日子
—張心嫻藏張大千作品展」

日期：10月1日至5日
時間：上午10時至下午6時半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展覽廳3

■張超群說，這畫像中的女士應是以張心嫻為藍
本。

■林磐聳

■圖為林磐
聳「我的台
灣」系列之
一。

■張超群正在介紹《冷香飛上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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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展品：張大千送給女
兒作嫁妝的《夏山隱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