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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對談
文：Jasmine 視覺推介

文：Jasmine

在書法線條中，想像與創造

C3 2012年7月17日(星期二)

林國成過去的創作風格，和現
在非常不同。讀計算機專業出身
的他，曾經做過程序員和設計
師，因而也曾經非常強調數字化
時代為人們生活帶來的便利。但
從2009年開始，他對生活的態度
發生了轉變，因而創作的方式也
隨之有了突破。
「突破」來得既自然又含蓄內

斂，林國成將繪畫語言更多放在
了線條上，而關注主題則放在了
人與自然的關係上。他努力用單
純的語言交織一個複雜的「線
場」，重新編織出一幅幅唐宋詩
詞所描述的中國山水畫景致。而
與此同時，畫面裡「人」的形象
一點一點縮小，「自然」和「物」
被逐步放大。
這種轉變十分微妙。從某種角

度看，似乎暗暗契合了中國古代
繪畫史的發展：在早期繪畫中，
山水僅僅只是作為人物繪畫的背
景，而隨㠥藝術的發展成熟，山
水畫逐漸擺脫陪襯地位，成為獨
立的藝術樣式，最終取代人物畫
成為表達純粹藝術思想的主要題
材。
深入思考這種進化，是否意味

㠥藝術的表現逐漸從顯象的敘事
抒情過渡到抽象的澄懷觀道？林
國成創作的蛻變中，抒情的部分
在逐漸減弱，很多話被藏起來，
隱退到畫面結構和線條組織
裡面去。從絢爛到寧靜，他
選擇用一支西方發明的鋼筆
與中國古時詩人們神遊天
地，將自然的定律、生命的
衍化，詩人的優雅氣質及人
文情懷綿綿不斷伸延㠥，在
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進行傳承
發展。
藝術家一線一線地在紙上

行走，領略出藝術本身的無

限可能性及無窮可塑性。因而他
也在傳統山水畫的佈局上，加插
了西方的建築圖樣，一方面從傳
統的精髓中攝取營養，另一方面
結合對當下生活的觀感。而如果
你細心觀察，還會發現畫面中有
達利式的超現實情結。跟隨林國
成在鋼筆的線條中漫步，又能發
現一些水墨的痕跡，逐漸便在那
份古樸的文化質地中看到色彩。
原來返璞歸真的含義並不是摒棄
顏色，而是將少量的色彩用得恰
如其分。
就像林國成將他的生活，去繁

就簡到剛剛好——少一些干擾，
因而有更多時間去關注自然天
地。

心與手的最短距離
電子時代在為人帶來巨大便利

的同時，也會為我們的生活帶來
許多不必要的干擾。過盛的物質
誘惑、過多的無用信息，生命被
白白消耗在這些事物上。於是林
國成從北京城區搬到了燕山腳下
的村莊，決心從城市生活中抽
身，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清簡，讓
自己有更多精力去關注身邊的自
然。
對他而言，手裡有一張紙、一支

筆，就已經是創作的最舒服狀態。
他說：「我在找一種東西——心

與手的最短距離」。
而這恰恰就是鋼筆畫的魅力，

手能直接觀心、畫心，少了顏料
的繁複修飾，畫作的形與骨，反
而更加清朗。
鋼筆畫不像油畫有那麼多步

驟，事實上，鋼筆和紙之間，幾
乎不需要任何其他工具的協助。
某種角度來看，這正是藝術家的
一種創作姿態：拋棄生活中多餘
的東西。正因為去除了贅餘，他
才會有心境留意到自己居住的院
邊，果樹會經歷四季變遷，在春
天開花結果。林國成說：「自然
是有變化的，所以我希望我的創
作，也有變化。」冬夏春秋，聆
聽自然的聲音，也是觀望自己的
生活軌跡，有怎樣的調整。
他認為人的態度，也正是最為

重要的事——你選擇用怎樣的方
式生存下去。之所以這次展覽名
為《自然的簫聲》，傳達出的是
他的個人態度。「就像是莊子所
形容的那種狀態。我能聽到風吹
過樹木山果時發出的聲音」。現
代物質文明將人從自然中生硬抽
離，但人與城市，其實本來就是
自然的一部分。能靜下來沉入自
然中，去感受草木生物的細微生
長，是幸福的體會，也是難能可
貴的自省。
《樹》、《東湖灣一期》、《專

氣圖》等作品，在藝術
家本人看來，最適合兩
個好友對坐喝茶時，一
邊談一些大而話之的精
神層面話題，一邊欣
賞，沉靜體會古典文化
的美感。其實能在這個
喧囂的城市選擇自己的
生活狀態，本身便已是
幸福的事。如果林國成
一路從事與計算機相關

的工作，那麼他或許便不會有這
樣的蛻變，不會有這種感受自己
內心轉變的過程。因而欣賞這場
展覽，或許也可以讓我們在看到
藝術家的轉變之餘，思考一下我
們的生活中，有哪些事物是必不
可少，又有哪些可以去除。
品畫之餘，和朋友聊聊這些話

題，便能從展覽之中，收獲欣賞
之外的思考樂趣。

《心象山水》索予桐作品展
《心象山水》是不一般的山

水畫，畫面上見到的都是細雨
般的小勾，聚聚散散；聚的地
方形成了肌理，突出了輕與重
的對比；散的地方帶來了光與
暗，形成了畫面上的層次。藝
術家在作品上刻錄上她的心象
信息，山水中蘊藏㠥的內涵與
觀眾之間的距離能有多近，與
觀眾願意逗留在作品前的時間
有直接關係。

時間：8月2日至24日 周一至

六 上午11時30分至晚

上7時30分

地點：精藝軒畫廊

（中環卑利街五十號地舖）

「懸城」當代油畫展
四川大地震後，每天在看有關挖人、救災場面的報道，蒲

粵梅開始關注建築物及其結構，也畫些與此題材相關的作
品。而私下生活也給她帶來另一個靈感，瘋狂的樓價及高聳

的樓房令她擔心地開始思考，怎
樣的空間，在怎樣的時刻，才會
成為自己理想的家？於是她把這
種城市高廈描繪出來，《懸城》
便是這樣誕生。畫家採用一種直
覺的描繪，而摒棄了傳統美學的
演繹，在作品中為自己構造一個
不知道根在何處的城市。

時間：即日起至8月31日 上午

10時至晚上7時（星期日

及公眾假期休息）

地點：抱趣堂火炭畫廊（火炭

黃竹洋街5-7號富昌中心

15樓H室）

在本港已展出兩個月的抽象藝術展《憶原》即將結束，而我們與中國頂
尖抽象藝術家的對談系列，今期也將為大家帶來其中最後一位藝術家——
邱振中。
邱振中於1947年出生在南昌，他除了是一位藝術家，還從事詩詞創作和

藝術理論研究。目前，他是中央美院教授、博導、書法及繪畫比較研究中
心總監，以及中國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會副總監。
邱氏於他的作品中展示出中國書法對空間、時間及線條的微細控制，從

而塑造出他個人的獨特風格。
換句話說，邱的作品專注於展示高的審美價值，而不是鼓吹書法教導。

他將中國書法從其固有的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將具體及絕對的元素轉化
為美學。而今次展出的他的「待考文字」系列，正是反映此思想。
邱振中以商周時代青銅器上未經核實的文字作為創作材料，他並沒有試

圖改變漢字的結構，反而將未經認可的文字，以藝術形態「發表」。所以，
當創作這些書法時，他以符號作為字元，但文字的解釋卻有待研究、驗證
及認可。邱氏為大眾提供了一個不帶語義的絕對圖像和美學空間。所謂
「抽象」式的影響，於現代抽象畫中，並非有意識的存在，但卻是傳統書法
藝術的基礎。因而欣賞這一系列時，我們可以感受到藝術家如何在書法的
線條中，進行想像與創造。

您在《憶原》中怎樣展現您的創作主題？
邱：我的水墨作品看來涉及眾多的主題，但它們的核心是線與空間。

當我的創作逐漸積累時，我也逐漸形成一個念頭：從我筆下經過的一
切， 將匯合成我一個完整的水墨的世界。這個世界在不斷地擴展：文
字、抽象形體、花卉、人物，以及我據以創作的一切。抽象繪畫是其
中核心的部分，如果深入到我作品的線與空間中，所有作品則成為一
個整體。

您的經歷與背景，對創作有怎樣的影響？
邱：我自身的經歷與我的創作密切相關。我一直認為從中國書法中可以生

長出一種抽象藝術，但中國書法漫長的歷史使形式、含義的關係異常
緊密，人們幾乎無法剝離其中各種要素，讓這種藝術與當代感受真正
糅合在一起。
我的努力，或許在於竭盡全力深入書法的空間和線條中，然後在一個
全新的基礎上加以想像和創造。在這一過程中，它們便與我精神生活
中的各種東西互相滲透。

所有因素的融合、調適是個漫長
的過程，這似乎與當代生活的節
奏難以吻合，但細心省察自己內
心的一切變化，同時對形式演化
的一切可能都加以嘗試、審視，
對任何時代的藝術家都是必須做
的功課，這需要時間。
當代藝術的奇妙之處，在於我們
既生活在藝術的整體氛圍中，但
又生長出具有突出個性的作品。

您如何看待中國當代抽象藝術的發展？
邱：中國抽象藝術必須有自己的基點。

抽象藝術的闡釋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為它沒有題材的依憑，形式
似乎佔據了絕對重要的位置。藝術家在判斷自己的作品時碰到同樣的
問題：如何尋找作品的基點，如何判斷作品的意義。
抽象藝術不僅是呈現一
個圖形或物體，它必須
為闡釋留出足夠的伏
筆。這與當代藝術中觀
念的注入面臨同樣的問
題：簡單的觀念的貼合
沒有任何意義。
一位歐洲的批評家問
我：你的「待考文字」
作品意義在哪裡？」我
說：其一，「待考文字」
的語義被歷史封閉，題
材便留下了闡釋的無限
空間；其二，我所有的
筆觸都涉及中國整個書
法與繪畫的歷史。這是
我選擇「待考文字」的
部分理由。更確切地
說，是我選擇的道路。

中國抽象藝術，80年代至今：憶原
時間：即日起至7月20日

地點：藝術門

（畢打街12號畢打行6樓601-605室）

《自然的簫聲》林國成個展
時間：即日起至8月31日 周一至五 上午10時至晚上8時

周六、日及公眾假期 需預約

地點：3812當代藝術項目 (香港黃竹坑道12號10樓)

查詢：2153 3812

林國成雖然是位頗年輕的藝術家，但他的繪畫風格卻已經歷過了返璞歸真的蛻變。從色彩斑斕的布面丙烯繪畫，到

憑一支鋼筆在紙上素描繪畫，很多藝術家需要半生才能實現的轉變，他用了短短三年就已完成。從2009年至2012

年，這位潛質優厚的當代藝術家搬去了北京北部的燕山腳下，從城市的煩囂生活中抽身，聆聽自然的聲音。

因而他為我們呈現的這一組「自然的簫聲」，用鋼筆、水墨，紙本和絹上作品，營造出了一種清淨簡約的風格，也

反映出藝術家的「隨遇而安」。能在信息過盛的大都市中自我反省，主動地簡化生活，是很多人的夢想，但林國成，

卻身體力行將其變為現實。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圖片由3812當代藝術項目提供

聆聽「自然的簫聲」

■林國成作品《河流》

■林國成作品《專氣圖》■林國成作品《東湖灣一期》

■林國成作品《樹》

■在書法線條中，想像與創造。

■邱振中「待考文字」系列 No.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