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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化的藝術層次
內蒙古與香港雖然相隔南北，但是雙方

通過文化交流，搭建了友誼的橋樑。近年
來，香港和內蒙古包頭市的書畫界同道們
開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樣的互訪與學術交流
活動，加深了相互的了解與友誼。是次前
來香港進行展覽的內蒙古包頭書畫，具有
鮮明的包頭特色與地域風情，有助香港市
民了解內蒙古包頭地區的歷史與草原文
明。另一方面，通過一系列的參訪活動，
能夠讓包頭藝術家感受和領悟香港深厚的
地方文化與現代文明，從而為整體的中華
民族文化的繁榮與發展作出巨大的貢獻。
從這個角度來看，兩地的交流能夠在多方
面加深藝術的深層次體驗與文化的交融，
這是藝術互動的最高境界。
此次來香港參加展覽的作品共有八十多

件，繪畫作品有潑墨山水、工筆花鳥、寫
意人像等等。風格多樣，形象生動；書法
作品則正、草、隸、篆各體俱備，遒勁瀟
灑，溫婉秀氣。兩地的書畫藝術家用不同
的形式與藝術表現手法，從不同的角度展
示了內蒙古和香港兩地的風土人情與自然
風光。內蒙古藝術家的作品豪放雄渾、蒼
勁有力、樸素厚重，而香港藝術家的作品
則以秀麗取勝，熱情開放、中外並蓄，充
分體現了草原文明與海洋文明各自的特
色。在藝術的交流中，草原與海洋，這兩

種不同的文明意象，
得到有力的交融，也
具備了文明語言互動
的雙向模式，這是跨
文化交流的創舉與突
破。
香港長期浸淫在商

業文明中，受內蒙古
包頭草原文明的啟
示，能夠從藝術的比
對中，感受到原生態
的大自然文明，也能

夠體會到北國民眾的生活點滴。如果完全
拒絕文化沙漠的名號與內涵，加深對內地
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如今，香
港與內地的聯繫已經愈來愈緊密，到了不
可分離的地步，加深把握與領悟內地文
化，是豐富自身修為的重要組成部分，也
是增進民族情、同胞愛的重要手段。只有
認識到文化的多樣化、藝術的多元化與生
活的多種類，才能夠確立正確的國家觀與
民族觀。這是藝術交流的重要作用，也是
根本的目的之一。對談式的藝術交流，往
往能夠給人多一分謙卑的思考。

豐富的草原生活圖景
大草原的生活景象有哪些？整天被中環

的高樓大廈、維港岸邊的天星小輪、新界
北區的社區公園以及地鐵環繞的市民，對
大草原的認知，往往有一絲神秘的色彩。
大草原的生活，並不是單調的放牧，而是
人與大自然的有機統一，更是人對大自然
的一種思考。包頭是甚麼？在中國早期工
業化的過程中，包頭是鋼鐵和坦克製造的
重要基地。這裡是中國工業化先河的基
地，同時也是中國遊牧文化保留得最為完
善的地方。包頭，是察哈爾蒙古文化的重
要地區，在這裡，人們可以領略千百年
來，成吉思汗與其子孫的勇氣與豪情，也
能夠欣賞遊牧的歌舞與曲調。天高氣爽，
是自然風貌的寫照。
草原，不只有人類在生活，也是各種動

物的天堂。以《清輝》這幅畫為例，就是
草原馬蹄聲的風光折射。在這幅畫中，馬
兒回轉看 後方，似乎在觀察天空的景
象，也似乎在表現對主人的忠誠，更猶如
回望自己走過的歲月。馬兒腳踏草原大
地，是一根根綠草構成了它們賴以生活的
家園，這裡既是牠們的家，也是牠們賴以
為生的食物。這匹馬的馬身沒有贅肉，跑
姿有力，仰首的姿勢，具有一股英雄氣
慨。在蒙古族中，有一種樂器叫做馬頭
琴，是馬與民族關係的親密寫照。懸浮在

天空中的太陽，溫暖地滋潤 大地，這是
馬兒心中的神明，也是人類對自然進行膜
拜的對象。
在《初升的太陽》這幅作品中，馬、草

原與人類的關係，達到了一個新的頂點。
在這幅畫中，為了映襯出人們在大草原上
歡騰慶祝的場景，太陽的顏色已經化為紅
色，象徵熱情與勇氣，也體現出歡快與奔
放情緒。畫面中的大地，不再是大草原的
綠色，而是蒙古族喜愛的白色——象徵純
潔的哈達色彩。但這絲毫無法減少人們對
大草原的渲染與暢想。畫中有十四匹馬，
每一匹馬上都有一個俊俏的騎手，他們的
表情非常歡快，似乎是在慶祝自己民族的
節日。天空的雲彩呈淡黃色，這種金子一
般的色調，實際上是黃金收穫時節的心情
寫照。或許，這就是蒙古族一年一度的那
達慕大會，在這場盛會中，人們會比試騎
馬、射箭、摔跤等許多項目，民族的文化
傳承，也在傳統的技藝展示中，得到了保
證。

遊牧文明的情懷
遊牧文明，是中國文明體系中，不多見

的一種文明。但是，它曾經對中國的歷史
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中國傳統意義上
的文化，是一種農耕文化，人被固定在一
塊土地上，世世代代繁衍生息，這種漢人
的生活方式，也構成了國人安土重遷的性
格。這種沉穩的心態，與遊牧文明的流
動、進取精神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遊牧民
族四海為家，他們將動物的飼養之處，視
為自己新的家園。古老雄偉的長城，是農
耕文明與遊牧文明最為明顯的分界線。如
今，文明傳播的方式已經有很大的改變，
戰爭的年代已經過去。回望藝術在這一過
程中的作用，讓人不得不感慨藝術的魅力
與偉大。能在當下的香港，欣賞到來自蒙
古大草原的藝術作品，是何等幸運。正因
為有多元的文明，我們才能夠了解歷史，
才能夠真正體會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

內蒙古包頭的藝術作品在香港展覽，
讓本港的市民了解到內地的北國風光，
也使人領略到中國多元文化的博大精
深。因此，多開展這樣的活動，是非常
及時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只有
多加深對內地的了解，兩地的關係才能
夠融洽，族群融合才能夠進一步深化。
在香港，有一股文化逆流，千方百計試

圖淡化香港生活中的中國色彩。少數人試
圖以本土化的概念來打造一種空中樓閣式
的文化認同。這種手段的極致，就是千方
百計醜化內地的一切，將內地文化的一切
符號加以標籤化，造成兩地文化與情感的
隔閡，導致文化的斷裂與衝突，最終演變

為意義上的族群對立。因此，我們必須時
刻保持警惕之心，對這種文化逆流的態勢
絕對不能夠掉以輕心。
應當怎樣化解內地與香港族群中的文

化隔膜呢？一個根本的途徑，就是加強
兩地的文化交流，多多了解內地的文化
風俗與文化產業，從而造就共同的文化
話語交流平台。一個不可迴避的事實
是，香港人長期以來形成一種有國無家
的心理狀態。這種心理狀態將本港的一
切視為是最優最上等的，將香港的一切
文化心理現象視為是終極和不可改變的
文化內涵，久而久之，形成一種以香港
為中心的思考模式，這種思考模式忽略

了香港以外的世界的廣博性，忽略了內
地文化體系的傳承性，忽略了香港文化
中的中國元素，而且這些元素幾乎構成
了香港文化的核心。
這種事實與理想的差別，引起外界有

文化沙漠的看法。這其實並不奇怪。畢
竟，主流文化的話語優勢與主流文化自
身的內容出現偏差時，總會有很大的差
別與反諷。要想擺脫文化貧瘠的評價，
第一步就是正確地認識內地。從歷史的
角度看，中國的文化出現過幾次斷層，
也有過不少激情的物語。在民國時期，
關於中國文化何去何從的爭論，無論是
何種觀點，其根本都是為 中國文化的

未來找尋一條出路。只不過，不同的人
選擇了不同的道路。即便是最為激進地
反對傳統文化的胡適先生，也提出過整
理國故的口號，認為要想批判傳統，首
先要理解和梳理傳統文化的內容與資
源，這才是做學問甚至做人的首要關
鍵。從現實的角度來看，中國文化是一
種多元的複合體。東三省的文化與廣東
的嶺南文化已經有很大的差別與不同，
蒙古族、藏族的文化與漢族的文化也有
很大的差異。跨越淮河，進入南方地
區，幾乎是一個地方一種方言，完全不
同。每一種方言的背後，都代表 一種
不同的文化，這就是內地文化的複雜

性。
內地很大，大到了無法用一個詞語或

句型去概括，這是歷史的因素，也是現
實的存在。面對這種客觀的存在，總比
單純地否定或迴避要好得多。文化碰撞
是一種很正常的現象，不過在碰撞之
後，應當加強彼此的了解。在上世紀二
三十年代，南下文人之所以對香港文化
頗有微詞，實在與當時的香港文化積累
有很大的關係。如今，香港早已進入可
以把握自己文化特質的時代，如何脫離
和超越後殖民時代遺留的影響，打造出
有香港特色的中國文化，是文化界應當
認真思考的問題。 文、攝：徐全

加強文化交流 促進族群共融

草原清輝耀香江
—內蒙書畫作品展

草原的牧歌，旋律之美，飄蕩香江兩岸。將內蒙大草原的點點滴

滴，植入本港民眾的視野，是一種新型的藝術品位與享受。內地之

大，在於不同的地域、民俗與風情，帶來了多元的風貌與審美情懷。

本報梳理了近期在香港展覽的內蒙古書畫藝術作品，進行深層次的賞

析。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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