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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墨生1960年生於河北省唐山市，是藝術大師李可染的弟子。他曾於
1996至2000年間在中央美術學院國畫系任教，由2001年起在中國畫研究院
從事專業創作及研究，為中國國家畫院一級美術師和國際書法家協會常務
理事，被譽為是中國當代最具升值潛力的畫家之一。

問：對你來說，筆墨是一種符號？一種訊息？還是傳遞一種理念呢？
梅：我們一直在思考筆墨是語言還是精神。它的意義不只在於「聽懂」一

種語言，或是弄懂一種程式，反而是理解一種文化，弄懂一種理念，
明白一種集體無意識化的精神寄託與哲理信仰。這些東西我認為都是
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如果你從開始的角度來看這些東西，它們屬於不
同的領域，但是到一定程度時，你會發現它們原來是相通的。
我在很多場合都說過「不懂得氣就不懂得中國文化」。氣是中國文化的
本元和本質，所以我覺得無論你是治病養生，還是審美，都應「文以
氣為主，文無氣不利」。這種氣連外國人都感受到，很多外國的名人都
說中國的文化有一種可感難言的味道。

問：「可感難言」這個形容真的很貼切。
梅：意思是它只可以感覺，但是很難說出來。比如我們的身體，這個地方

不通順、岔氣了、堵得慌、或是不適，中醫認為「通則不痛，痛則不
通」。儒家所說的修養就是養氣，道家是練氣，可見中國儒道兩家的文
化，都把氣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中國人所指的氣就是生命的狀態，生
命活潑健康的狀態。
我自己的作品是一個生命進行的過程。比如說我在童年和少年時代喜

歡中國畫的情趣，青年時期就非常喜歡它的筆墨，現
在反而喜歡它的格調和氣息。我認為任何一個藝術家
都不能脫離特定的生命經歷。齊白石因為有在湖南下
鄉當農民的經歷，所以他的畫才會以田園為題；黃賓
虹因為曾在上海讀書，家族有儒商背景，所以他的作
品就有一種學問氣；徐悲鴻那麼愛國，投入世事，所
以他就喜歡畫奔馬和愚公移山等題材，作品中總是有
一種民族情結和中華民族昂揚的精神。而我從小就喜
歡文化、喜歡讀書、喜歡靜、喜歡自我、喜歡獨立，
所以我的畫裡都可找到這些東西。

問：除了中國畫，你的藝術成就也體現在書法上，你對
此有何感想？

梅：中國書法是「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取諸物，
近取諸身」的藝術。歷代書論做了大量的狀物比擬來
形容書法元素，以及元素之間的互動關係所產生的美。王羲之的《題
衛夫人〈筆陣圖〉後》曾說過每作一橫畫，如列陣之排雲；每作一
點，如高峰墜石；每作一牽，如萬歲枯藤；每作一放縱，如足行之趣
驟。書法不屬於數理邏輯體系，是象數的體現。象是天象，數是易
數，易經有五行和八卦，五行是物質的屬性和素質，八卦代表物質的
方位和占位。落實在書法上就像永字八法、九宮格、米字格，說明書
法基本構成的佈置安排。
書法最能代表中華民族精神，法國前總統希拉克曾說它是「藝中之

藝」，熊秉明先生說書法是「中國
文化核心的核心」，定位是很高
的。因為書法從生命中而來，人首
先要明白自己如何活 ，才能把藝
術生命與真實生命合而為一。書法
學習要慎始，即是在開始時要謹
慎，這與人生是一樣的，人生不可
以重來，書法筆劃運行當中也是不
能停頓的，所以一開始就要想好字
的大小、輕重和正斜。
中國書法除了講究神和氣之外，

還講究力之美。力的體現在內涵，
是「藏鋒滅跡」之力，是「藏頭護
尾，力在字中」之力。這也是道家
思想的體現，含忍、堅韌，如綿裹

鐵、如錐畫沙，隱而不發，內含剛勁。每個字中要有字眼，這個眼是關
鍵，是視覺聚焦的地方。藝術類似宗教，安妥人心，感化人生。書法從本
質上要安定我們的心，使之更從容、沉實、淡定和平和，讓生命提昇至另
一個境界和層次。

本文摘自香港電台普通話台與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華夏之聲聯合播出之
《文化名人面對面》。節目逢星期日下午三時至四時在普通話台播放，港
台網站（rthk.hk）直播及提供節目重溫。

文化名人面對面

與名人有約系列

翰墨丹青 梅墨生香 書畫家梅墨生

「我想先說幾個作品的故事。第一
個是99年在盧森堡舉行的展覽，當時
市長更親自做領隊，帶參觀者去參
觀，當時整個地方就成了展場一樣，
街上也放置了很多朱銘的路牌；第二
個是86年新加坡展覽，當時新加坡人
因為太喜歡我的作品，他們認為至少
要留一件在當地，更發起一人一元籌
款活動，最後買了一件較小的作品；
第三個是1989年在建築大師貝聿銘的
邀請下，為新中國銀行大樓建造太極
系列的『和諧共處』；第四個是在
1987年送給中文大學的『門』，在07年
重新命名為『仲門』，我也不太清楚名
字的解釋⋯⋯」其實，不用朱銘自己
介紹，有關他的生平及創作之路，很
多人一早已知道－－他1938年生於台灣
苗栗，在1953至57年期間拜木雕師父
李金川學藝，之後在1968至76年間從
雕塑家楊英風學藝，他的藝術之路，
正正是他這次來港和一眾粉絲所說的
話：藝術就是要修行。

愈學習愈失去自我
「人生就好像一個容器，出生時是

滿滿的，以後每學一樣，就丟失一部
分自己，一個人從小學讀到中學，再
到大學時，已經滿滿是別人的東西，
而找回自己，就是修行的真諦。因為
學習永遠是別人的，這對創作反而是
一種障礙，而修行是一種態度，只有
探索自己的內心，才是獨一無二的創

作，俗話有說：師傅領進門，修行在
個人，修行最重要的是要學會把所學
的東西忘記。」
「雖然我現在已七十多歲，但還是

無法忘記五六歲時姐姐幫我洗澡時曾
罵我：『這麼大還不會自己洗澡』，所
以忘記其實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完全
忘記是不可能的，要做的是淡忘人家
的辦法、觀念和方式，直至這些因素
不會干擾自己獨立的創作。」
「不過，修行並不代表摒棄學習。

翻看世界各地素人畫家或者兒童畫的
畫時，總發現它們驚人地相似，那是
因為如果不經過學習，人所擁有的只
有本能，而這是每個人都具備的。只
有學習，才能夠提升和積累智慧，掌
握藝術的語言，最終形成自己的風
格。」

創作時要忘我
「我推崇東方精神的自然的創作，

自然的創作最反對想，在苦思冥想之
後，做出來的往往不是自己的。我自
己喜歡用一個笨方法，在創作過程中
快速進入一個不想、忘我的境界，就
是採用一把快刀，以及可塑性高的保
麗龍材料，來提高雕刻的速度，讓手
跟上心的變化，這樣忘我地跟隨自己
的內心，往往能雕刻出意想不到的佳
作。」
「另外，祖先是一筆寶藏，要有東

方人的精神，若沒有立場，就沒有走

向國際的籌碼，一味學習西方是沒有
用的。祖先的東西與前衛藝術不但不
相矛盾，甚至可以說祖先的藝術是前
衛的。古人吟詩作對，大可看作一種
行為藝術，而三頭六臂、千手千眼等
成語，又何嘗不是超現實主義的體
現。只有重新認識祖先，才能重新認
識自己。」
「東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別，在於對

創作的態度。西方人強調創作要絞盡
腦汁、精雕細琢、一點一點去摳；而
東方更推崇偶然的藝術，東方文化中
的曠世之作，很多都是憑藉一種自然
而然、隨勢而為的態度一氣呵成。就
像詩人作詩，書法家揮毫，在創作時
甚麼都不想，直接去寫去畫，也許每
個字單獨來看都不是最美的，但合在
一起卻至美至諧。這種偶然而成的藝
術從每一個變化中的新發現裡重新出
發，活潑自然，不做作，是東方藝術
的優勢。」

相約於2013年再見
朱銘還在演講中首次公布了其人間

系列的新作。他表示：「新作品與以
往的作品不同，更注重反省人性內在
的問題，以及生活的思維和點滴，這
組共三個以籠子為題材的作品中，包
含對人生深刻的哲思。」他又透露，
作品會在2013年在香港藝術館展出。
在講座完結前，台下有人問朱銘：

「你說會在2013年在香港美術館舉行展

覽，不知可否答應我們再來中大呢？」
朱銘未回答之前，中大校長沈祖堯立
即從座位站起來，走到朱銘旁，向大
家說：「2013年是中大的50周年校
慶，我們到時會和朱老師合作舉行活
動，大家要等 。」
對於很多粉絲來說，能親身見到朱

銘就好像朝聖一樣，所以很多人在講
座一結束，就立即衝上前，要求找他
簽名和拍照，就好像年輕人看到明星
一樣。不過，對於筆者來說，反而是
他說的一句：「無論你做甚麼職業，
都要修行。」大家修行了沒有？

藝術家不可不修行
國際知名的台灣雕塑家朱銘可以說和香港人很有關係，不但因為他蜚聲國際，也曾在香港舉行過數次

展覽，更重要的是在香港不少地方都可以看到他的大型作品，如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交易廣場、中國銀

行大廈等。除了一些能在拍賣行或美術館以高價買得朱銘作品的藝術愛好者之外，所有喜愛藝術的普羅

大眾都可以親身接觸到他的作品。因此，這位大師對於香港人來說，才能有如此密切的關係。

就在這個星期四，一眾朱銘粉絲再目睹他的風采，因為他來港接受中文大學頒授的榮譽文學博士學

位，還應大學的邀請，在大學校園主持題目為「藝術即修行」的公開講座。作為一個小小的粉絲，筆者

也出席講座，和大師say hello及攀談，之後又到博士學位頒發典禮。最令筆者留下印象的，是他一身便

服，頭戴 cap帽，這好像是他的image一樣，而在典禮中，他靦腆地笑說：「除了說謝謝，還是謝謝。」

要做大師，不是因為一切外在之物，而在內在，就好像他要和大家分享所言：「一定要修行！」

文：曾家輝

朱銘小介：
朱銘的藝術成就充分獲得國際肯定。他在1977年首次赴海外舉辦個人展覽，在日本東京中央

美術館的展出贏得當地藝壇高度評價，確立了他在雕塑界的重要地位。他的藝術足跡遍及內
地、東南亞、歐美等地，國際展出成績豐碩。朱銘成就非凡，廣受讚譽，1998年獲香港霍英東
基金會頒發霍英東獎、2002年獲日本岐阜縣圓空大賞、2003年獲台灣天主教輔仁大學頒授名
譽藝術博士銜、2004年獲台灣「行政院文化獎」、2007年獲第十八屆福岡亞洲文化獎──藝術

文化獎。
彰顯朱銘畢生藝術成就及貢獻的「朱銘美術館」在1999年正式

開幕。這座坐落於台北的美術館成為他最大的作品之一，體現了
他對藝術的追求，以及渴望回饋社會的一份深厚情懷。朱銘的作
品深藏東方精神，融合傳統與現代的獨特藝術表現，創作上不斷
追求革新。朱銘美術館設有兒童藝術中心，舉辦兒童藝術教育雙
年展及兒童雕塑營，積極與學校合作，並設修復中心修復珍貴藝
術品，對藝術及文化傳承貢獻重大。

香港中文大學在1987年獲贈朱銘的傑作《門》，2007年朱銘為
雕塑重新命名為《仲門》，並為雕塑的新名字親筆題字，其墨寶
和雕塑坐落在中大圖書館對開的廣場，也成為了中大校園的重要
地標。

■書畫家梅墨生

■ 在 香 港 交
易 廣 場 的 太
極系列。

■ 放 在 中 大
圖 書 館 前 的

「仲門」。

■朱銘早期工作照

■在講座完畢後，很多人爭相向朱銘索取簽名及拍照。

■朱銘另一件「8」字形雕
塑放置在香港交易廣場的
噴水池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