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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逢周二、五刊出

活動推薦

C1 2012年3月9日(星期五)

為進一步加強滬、港兩地的文化交
流，由上海對外文化交流協會、上海美
術館主辦，香港漢雅軒及陳福善家族基
金會協辦的《陳福善的世界》繪畫藝術
展在上海美術館揭幕，此次展覽匯集了
陳福善自1940年代至1980年代創作的一
百餘幅作品，主要來自陳氏家族與海內
外收藏界。展覽展期至3月11日。

既在香港之中，又在香港之外
陳福善原籍廣東，1905年出生於巴拿

馬，1910年隨家人定居香港。自此以
後，香港亦成為陳福善創作的主要靈感
來源。陳福善早期的創作圍繞寫實風
景，技巧之高贏得同儕冠以「水彩王」
之美譽。五十年代後，開始全力試驗各
類新潮畫技，包括抽象畫和迷幻畫。六
十年代後期創作的夢幻山水，意境離奇
荒誕，上天入地，神鬼交接，繪畫的結
構出神入化，自由率真，色彩變化豐
富，有如回復童真。陳福善從潛意識境

界勾畫出香港眾生相，抒發各種複雜的
矛盾心態。

中國美術學院藝術人文學院副院長高
士明將陳福善比作是文化「逸民」，既
在香港之中，又在香港之外。因在20世
紀中國藝術史中，陳福善顯然不屬於

「傳統派」、「調和派」、「西化派」、
「前衛派」等諸種學人習見之分類，甚
至連是否應將其納入「中國現代藝術史」
中進行論述都頗有可商榷之處。在高士
明看來，當時的香港是多元文化實驗
室，是移民與遺民共同分享的樂園，是
東西文化的雜交場，也正是文化養分肥
沃的香港，才得以孕育陳福善般的文化

「逸民」。
「這是一個移民、遺民與逸民糾結牽

繫㠥的文化亂世，而陳福善畫面中的雜
糅幻想，正可被視為對這個文化亂世的
反應和反省，同時也是香港文化現代性
的一種智性體現——在多元化的衝突和
雜糅中，我們感受到的並非認同之焦
慮，而是悠遊其間的快意幻想，一種自
日常中煥發出的奇思異想。」

風格不論中西
數香港在民國時代「西畫」風潮下的

畫家，陳福善大概是最具代表性的人
物。他是香港畫壇最活躍的成員，從民
國時期的英式風景，到六十年代的現代
派實驗，與六十年代之後的都市夢幻
畫，陳福善的藝術一直緊追時代變遷。
他後期的魔幻超現實繪畫更可說是新都
市人的潛意識寫照。相對於他同輩的畫
家，陳福善肯定是異數。他對色彩的嘗
試，他使用色譜的多元，甚至與今天的
年青畫家相比也不遑多讓。陳福善給中
國藝術提供了另類的現代眼光。他的輩
分同於內地第一代現代畫家，可是作品
更接近新世代的精神。

雖是以西洋畫起家，但陳福善並不拘
泥於「中」、「西」。陳氏60年代之後的
作品中，有不少使用中國畫格式創作，
但內容和技法卻更像西方現代派。至於
這些畫是西畫還是國畫，陳福善亦不以
為意，他說畫上蓋有圖章的便是「中國
畫」，沒有蓋章便不是。香港浸會大學
李世莊博士指出，陳福善自幼接受西式
教育，加上他本身很洋化的個性，難免
會令人錯覺他是一個只懂英語，不曉中
國文化的「番書仔」，但觀乎陳福善畢
生的藝術創作，他寫的各類藝評，以至
他與本地、內地及海外藝術家的交往，
可見陳對中國藝術亦是興趣濃厚，即使
他的創作未必盡是百分百以中國傳統為
依據，當中也夾雜不少中國元素。

生猛的創新者
本次展覽的策展人、中國美院客座教

授張頌仁曾於1984年與陳福善把茶談
藝。在那次對談中，回顧過往50年的藝
術生涯，陳福善將敢於創新置於首位，

「人一旦以為自己『夠料』，停下來，那
麼他便『玩完』，人要不斷創新才會生
猛。」

事實上，陳福善確實將創新一以貫
之。他堅持嘗試新的繪畫技巧，在陳福
善眼中，「不重複單調」、「不死氣沉
沉」對藝術家而言最為重要，「時代不
停轉變，我覺得很刺激，各個不同畫派
都有傑作出現，不管是抽象、新表現主
義，或是超寫實主義。時間不會停頓，
一件藝術作品無論多優秀，有天總會過
氣，成為昔日輝煌，藝術家如果不嘗試
轉變，不尋找新的表達方式，他的藝術
生命就會完結，以前多麼風光也無濟於
事。」

陳福善不是科班出生，他通過函授課
程學習繪畫，也不執㠥於欣賞藝術品真

跡，因為對他而言，看複製品都可以得
到新想法。他畫畫的方式更是有趣，首
先用鋅片在紙上隨意塗些痕跡，然後再
根據痕跡提示的圖像來畫，「很難說我
為什麼畫到這裡會停筆而到那裡會轉為
精細，有些畫家畫畫憑經驗，而我則追
隨意識直覺，不怕告訴你，在沒有任何

『痕跡』的白紙上，我根本畫不出任何
東西，這是我畫畫的秘密。」與通過密
集技能訓練而成的畫匠不同，陳福善顯
然是天生的畫家。有趣的是，雖然畫作
很是夢幻，但陳福善卻透露，其實他本
人很少發夢，「我的畫便是我的夢。」

「遊戲」藝術
有人是遊戲人生，陳福善則是「遊戲」

藝術。在1984年的那次對談中甚至直
言，他並不認為藝術有益人生，而他本
人執迷於繪畫，純粹是因為「上了畫畫
的癮」，「畫畫是我的嗜好，如此而
已，有人喜歡玩電子遊戲，而我喜歡
畫。有學生問我藝術是否有教化作用，
我對他說好好學畫本身就是教育。有人
欣賞我的畫，有人不喜歡，我覺得無所
謂，都是一笑置之。」

「陳福善是我認識的藝術家當中最可
愛的一位。」張頌仁回憶道，「他對自
己藝術的市場價值、身份價值都不在
乎，他只要能畫畫就已經很高興，他在
創作中已能滿足所有的樂趣。」在張頌
仁看來，陳福善充分證明了生命是充滿
喜悅的，而藝術就是為喜悅實踐的活
動，現實的困厄憂慮，生命的無常飄
忽，竟然都能被消融而共存於一種奇幻
境地中，「陳先生雖然已經過世十七
年，但每看他的畫，都能感受到生命氣
息的生猛興奮，百無禁忌。」

很多時候我都懷疑自己「入錯行」。事
關我對衣服時裝的熱愛，有時更大於看書
和看騷。若干年前開始有自己的博客，便
乾脆在標題如實招供我真的真的真的──

「鍾意睇衫多過睇戲，想做足球評述員多
過教書」。縱使目前還沒成為線上的足球

（女）評述員，但在2012年香港藝術節的
《藝裳奇幻世界》，我那「睇衫+睇騷」的
興趣終於得到歷史性的重合。猶記得去年
九月，2012年香港藝術節訂票手冊尚未出
爐，已在媒體上接觸到來自新西蘭惠靈頓
的《藝裳奇幻世界》圖片，其中一條被我
命名為「逆插玫瑰」裙（按：官方名稱為

「花落誰家」）令我神魂顛倒。從那一刻、
那一條裙開始，就已經決定《藝裳奇幻世
界》是我在本屆香港藝術節「必睇」的演
出。

《藝裳奇幻世界》作為香港藝術節第40
周年的特備節目，率先在2012年開節時打
響頭炮，銳意帶來一種從沒有在香港展示
過 的 藝 術 形 式 ── The World of
Wearab l eAr t（可穿㠥的藝術，簡稱
WOW），即把藝術創意造成一系列藝術時
裝，並請來模特兒show up、再結合音
樂、舞蹈、劇場的大型表演。觀演當天，
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的表演場外，大群

觀眾興奮地圍觀㠥身穿「藝裳」的攝影模
特兒，我在一旁端詳了半天，細看那些令
人嘖嘖稱奇的馬頭皮革裙、維多利亞式馬
戲團服、太空人式金屬管服裝，真的要比
紅館舞台上我們所能看見的都勁爆和細緻
得多。近距離審視也在觀眾進場前奠定了

「把藝術穿在身上」的全新概念。
至於九展Star Hall一直是以Live House或

另類演出為主的演藝場地，《藝裳奇幻世
界》的九展舞台更刻意搭成幾何狀，觀眾
席就在幾個曲尺排列的位置仰視輪番出場
的藝術時裝，分別有南太平洋系列、兒童
系列、光影幻象系列、創意無限系列、自
由發揮系列和前衛系列。在各個系列之
間，更穿插了倫敦著名女高音艾維高爾配
合不同的「藝裳」系列的歌曲獻唱。先論
南太平洋系列。來自新西蘭惠靈頓的《藝
裳奇幻世界》以南太平洋系列表現新西蘭
的土著民俗風，藝裳大量採用羽毛素材、
動植物元素和斑斕民俗色彩，如「黑樹
蕨」、「扇尾鴿」和「海螺」等，「藝裳」
風格奔放誇張外延，再加上新西蘭土著毛
利族傳統樂器普利利華（Purerehua）奏出
節奏強勁的樂章，開宗明義告訴觀眾「我
來自新西蘭」。

之後的幾個系列以光影幻象系列、自由

發揮系列和前衛系列最為出彩。顧名思
義，光影幻象系列主打熒光發光物料製造
的「藝裳」，利用黑影形成精彩的光影效
果，營造衣服和表演者懸浮半空的狀態。
表演時全場暗黑，展演出熒光的「我的花
園城市」和「蝴蝶花」明顯取材自自然界
的夜光之花夜光珊瑚。精靈趣致的設計固
然有趣，令全場最興奮的，卻是線條簡單
的夜光小火柴人在舞台上蹦蹦跳跳，未許
不是less is more，這個出奇制勝的環節正
正被命名為「世界語言」。

自由發揮系列則屬「視覺系」的設計策
略，如把模特兒打扮成一個人形插頭的

「多插頭」、用薄薄木片打造而成的「木裙」
「木鍊」、積極帶領觀眾走進視覺迷宮的
「目的」、「圓滿表演」，還有粉紅飲管拼
湊而成的裙子「粉管美人」，在《藝裳奇
幻世界》經典宣傳照出現過的「火鳥」和
我的心頭好「花落誰家」。從照片上看
來，「花落誰家」吸引人之處似乎在於設
計師勇於把巨型的玫瑰花花束，倒置而成
一條玫瑰裙子。直至近距離觀察，才注意
到巨型玫瑰花裙原來有㠥非常精緻的襯
裡，墨綠色的襯裡上還印上片片花瓣。這
時候，我才有點明白它被稱為「花落誰家」
的原因─倒置的玫瑰本就搖搖欲墜，因

此配上襯裡的花瓣飄落圖案，整個意念才
算完整呈現。

不過如果你是Lady Gaga和McQueen的
粉絲，可能便會對前衛系列特別感興趣。
前衛系列全部作品皆出自「香港知專設計
學院」中「時裝形象設計高級文憑」學生
的畢業作。血紅的「中國娃娃」、「珍貴
童年」、暗黑的「欲望」、「復古的未來主
義」、「陰暗面」，均在用色設計上非常大
膽，張牙舞爪之餘又在細節上精雕細琢。
更重要的是，加入香港設計者的參與尤其
配合WOW的精神。已有廿三年歷史的
WOW，作為一個國際性的服裝設計比
賽，每年都會收到來自全世界不同城市的
競選作品，設計師也甚至可能是畫家、雕

塑家、建築師等不同界別的朋友，WOW
由此再精挑細選出不超過二百件「藝裳」
登台。無怪乎WOW竟成為新西蘭惠靈頓

「生金蛋的鵝」，每年為當地招徠超過五萬
名慕名而來的遊客。

老實說，進場前我還是有點擔心《藝裳
奇幻世界》純粹是一場合家歡Catwalk
Show。不過演出既以「藝」放在「裳」之
前，其實在「藝」方面也精心編排。除了
夜光系列的小小火柴人跳舞，還有現代舞
和芭蕾舞的點子。如芭蕾舞就特別吻合自
由發揮系列的「紅鞋兒」（用多隻芭蕾鞋
縫製的裙子）。因此「藝裳」的確是釋放
創意的一道別具意義的平台，正如WOW
的創始人Suzie Moncrieff對藝術的洞見─
─原是雕塑家的她從畫廊得到靈感：以往
的畫展人們總是站在藝術品前靜靜觀賞，
為何不把藝術從牆上拿下來，把藝術穿在
人身上？雖然舞台上的「藝裳」都恐怕難
以「㠥出街」，也不是每個愛衣服時裝的
朋友都可以在紅館開騷。可是「裳」在今
天的文化意義，已遠遠超越蔽體保暖的功
能。我們都相信，你容許自己呈現在別人
面前是怎樣的一副模樣，恰恰就證明你是
怎樣的一個人。女皇的新衣，莫不就是這
樣誕生的。信焉？！ 文：梁偉詩

《半天吊的流浪貓》
當生命在一個困局裡，就像一隻被吊在半天

的流浪貓，感覺被遺棄，我們應如何面對？這

又對我們有甚麼意義？香港話劇團本劇季「新

劇登場」最後一擊，繼續為觀眾帶來本地的優

秀創作——《半天吊的流浪貓》。此劇由陳煒

雄編劇、新晉導演陳焯威執導，演員包括辛偉

強、高翰文、彭杏英、王維、周志輝及小演員

胡皓惟、葉漢然。故事講述演出前一天，演員

忘記了所有台詞，無故失蹤令演出被迫取消。

但在首演夜，演員卻又獨自現身劇場，喧鬧的

清潔工、舞台助理、導演及觀眾亦相繼一一出

現。在這個半天吊的當下，他們又可算是存

在？藝術總監陳敢權表示：「《半天吊的流浪

貓》好像是現身說法，從一個舞台劇演員的迷

失說起，連繫㠥每段人生常會面臨的種種困

惑、不知所措，或是對自己價值有所懷疑。唯

是人在低潮時，一句鼓勵、一個尊重的目光、

一個靜默的擁抱、得以抓緊心靈的依附，已是

解靈良藥。」

時間：3月9日、10日 晚上8時

3月10日 下午3時

地點：香港話劇團黑盒劇場 (上環文娛中心8

樓)

查詢：31035900，www.hkrep.com

兩岸嶺南畫派
百幅精品東莞展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肖郎平、實習生 宋

宇程 東莞報道）3月6日至25日，包括台灣嶺

南畫派大師歐豪年、台灣畫院執行院長馮儀

等20位嶺南畫派名家在內，100多幅精品在

莞展出。

據介紹，本次交流展是首次在東莞舉辦的

高層次莞台嶺南文化交流活動，參展的台灣

畫家包括歐豪年等18位當代台灣書畫界的名

家，代表了台灣中國畫藝術的最高水平。歐

豪年說，40多年前他到台灣教授美術，從而

將嶺南畫風帶到台灣。而40多年後，兩岸嶺

南畫派眾畫家，齊聚在嶺南畫派發源地東莞

舉辦交流展，十分有意義。

本次畫展設兩個展場，3月6日至17日在主

展場嶺南美術館展出，之後將移師東莞東城

展覽館展至3月25日。展覽期間將舉辦「莞

台書畫家雅集」、「東莞景？台灣情——寫生

創作采風活動」、「2012中國(東莞)海峽兩岸

書畫藝術研討會」等系列活動。

女皇的新衣─《藝裳奇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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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福善，中國畫壇之滄海遺珠，在香港藝術史上的地位舉足輕重，內地卻鮮為人知。過世17年後，《陳

福善的世界》大型回顧展在上海揭幕，這位被內地畫壇忽略的中國現代美術先驅，首度大放異彩。陳氏別

開生面的繪畫實踐，活靈活現地演繹了一位20世紀的文化「逸民」。令內地業界慨嘆，在熟悉的新中國流派

之外，居然會有如此出乎意料的創作，而香港這塊求生至上的土壤，竟然是奇想的樂土。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圖：本報上海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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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Don't Bring Me Flowers, Catherine

Anderton, New Zea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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