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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推介

在「童年異想」中重回小時候

A31 2012年8月28日(星期二)

今年已經67歲的張維志，當年學美術，
是在職去教育學院進修，其後自己擔任多
年美術教師，雖然整天和畫畫打交道，卻
遲遲沒有大塊自己的時間創作。直到2000
年之後，時間寬裕起來，又正值北京申
奧，城建開始大興土木，對北京建築懷有
深厚感情的他，眼看許多頗有特色的民居
被拆，便決定用「水彩寫生」這屬於自己
的方式，對其進行記錄。

前前後後畫了200多幅，其中很多張維
志畫過的房子，十年過去已不在。如今想
要再重新回去畫一遍，已不可能。歷史就
是會實實在在地過去，所以他既是在畫
畫，也是在用畫留住一些會消逝的事物。

「我從小在北京長大，很多房子看 本
來司空見慣，但一旦人家要拆了，覺得再
也見不到了，心裡就很可惜。」建築背後
所承載的文化意義和歷史價值自不必言
說，單是外在形貌上看，也有 獨特的北
京特徵。按張維志的形容，這便是「文化
和精神的載體」。而當這些房子消失後，
或許人們很難再對下一代精確描繪出「老
北京」的樣子。

大多數畫北京畫得特別好的畫家都來自
外省，正由於是外來人，所以能更敏銳捕
捉到北京的特點。因而當張維志去寫生門
樓時，許多老街坊都覺奇怪，說這門樓破
破爛爛的，有甚麼好畫的呀，等他畫完，
才發現：「哎喲原來這麼好看」。愈是在
自己習以為常的環境中發現美感，愈需要
漫長的認知過程。他認為北京的門樓，雖
然沒有金字塔、科隆大教堂那些西方建築
那麼出名，但從歷史角度而言，卻有相同
的文化價值。

現代建築追求花樣百出的手法，但在當
年材料稀缺的年代，人們同樣賦予了屋宇
許多期望。北京建築裡的文化，體現在每

個細部都被賦予含義。像是最常見的如意
門，一般是門軸坐在抱鼓石上，石又按屋
主的不同身份，雕成不同形狀——文官雕
方形，武官雕鼓形。據聞因為文官苦讀趕
考時，書僮會挑 兩個方形盒子裝筆墨用
具，他日考取後因留戀當年寒窗，所以在
家宅前雕下裝飾。而武官的戰鼓，也與身
份相應。富戶則在雕花上下工夫，將雕花
設計得極為精美，並在其中寓下「多子多
福」、「吉祥如意」等好意頭。

屋宇主人對生活的美好嚮往、寄托，與
信心，都融合深蘊在了一簷一壁之內。

丹青裡的畫者心
不只門樓代表了老北京的文化訴求，連

接外院和內院間的垂花門也是重頭戲，房
主一般會悉心裝飾。這次展覽中我們看到
的《富麗》（北京西城正覺胡同5號的垂花
門），便是極好代表。作為古建部門的辦
公地，建築如今被維護得十分完好。而

《老舖新商》所畫的西城煙袋斜街3號，其
實正是毗鄰人們所熟悉的後海，難得的是
在人頭熙攘地段，竟能保留下這獨具清代
風格的老店舖，舊瓶裝新酒，老舖頭伴隨
後海酒吧業的風起雲湧、遊人日日摩肩接
踵，也成為一道獨特地標。

張維志畫的老北京，有種令人心動的精
細之美，寫生到這樣栩栩如生的份上，顏
色、質感、陰影，一方一寸都和實物毫無
二致，實在驚艷。但他卻坦言自己是無心
插柳。

他的作品大多使用水彩，近年兩幅油畫
（一幅畫國子監，另一幅畫民居）在溫哥
華參展獲得好評後，開始嘗試在油畫布上

表現水彩的質感，雖然工具材料完全不
同，竟也畫出了水彩的味道。與油畫的厚
重不同，水彩的輕靈，更有一種通透悅人
的美、輕便易攜的特點，也使之更適合室
外寫生。但歸根結底，張維志的畫之所以
能讓人過目不忘，靠的是一顆「心」。

「丹青心履」的含義，一如他教美術時
對學生們所說的：「我們畫畫不能只講技
巧手法，而要用心。」就像魯迅先生身為
文人「將筆插進紙裡，沾的是血」那種全
心投入，畫作才會動人，才會將社會、自
然中有價值的實物凝固為永恆。

十年前，許多人不解張維志為甚麼要畫
那些再平常不過的建築。功利一點來說，

「你圖甚麼啊？這麼拚命地畫，為了甚麼
呀？」去寫生時，幾口水、幾塊餅乾就站
上一天，有時候取景的位置恰好在坑窪不
平的溝中，還要戴上帽子口罩，炎炎夏
日，一捂就是一整天。有街坊老奶奶看他
辛苦給他送來茶水，也有老大爺從他支好
畫架起，就搬凳子坐在旁邊看 他畫完。
也許的確辛苦，但這是張維志喜歡的東
西。他說：「我要給這些建築一種藝術表
達，畢竟這是北京的文化。」

丹青繪畫需要真誠的心，去實踐、履行
和兌現。

而曾經有朋友質疑畫水彩不能畫得像他
這麼精細，如今看來，則更像是畫家的自
成一格。「我恰恰喜歡那種精美的部分，
我就是要精心地去刻畫細節，不管別人怎
樣講，因為藝術沒有清規戒律。」藝術傳
達了藝術家的態度，就像文學作品是作家
的表達。

張維志說：「我畫的東西不是我個人的

東西，而是全社會的東西。」
誠然，若干年後，假若再展開這一幅幅

精緻的畫作，你的眼前或許便會浮現出一
個「老北京」，四四方方、紅顏綠瓦、密
蔭遮陽，從而陶醉在那個栩栩如生的畫中
世界⋯⋯

六位越南優秀藝術家透過視覺藝術媒
體，如油畫、帛畫、銅雕、三維攝影、當
代書法及書法表演，展現一個國家如何邁
向現代化而不致喪失本身的傳統文化，道
出越南不同年齡及社會階層人士所面對的
兩難局面。「越南．今日」描繪了一個正
在經歷重大變遷的國家，如何回顧過去、
活在當下、展望未來。

時間：即日起至9月9日

地點：中環交易廣場中央大廳

越南藝術展「越南．今日」

熱愛大自然、嚮往童年優哉遊哉生活的 Rainbo（彭怡），自小在中國湖
南小縣城長大，過 簡單純樸的生活。長大後，她分別居住過北京、廣
州、深圳及香港等地，經歷了鄉郊與繁華大城市的反差。Rainbo 把她的

「童年回憶」及小時候的「異想世界」反映在藝術創作上，因而今次展覽
中的每件油畫、雕塑及塗鴉作品，都能讓我們窺見作者內心充滿童真的世
界。當中更有十多件籌備多年、但未曾曝光的雕塑作品。

「童年回憶」及「異想世界」代表了甚麼？
Rainbo：我所有的作品不只是對童年時代的懷念，還有近年腦袋裡一些奇

怪的世界，所以主題名字把「童年」和「異想世界」分開。不
過，我天馬行空的世界源於優哉游哉頑皮搗蛋的童年。
我小學六年級以前一直生活在一個小鎮上，現在看那是一個非常
落後的地方，因為爸爸想給我買一個小畫架都要托人去省會長沙
買，他的小提琴壞了也沒人能修。
但那裡是我記憶裡最快樂的地方。每天沿 江邊的公路走路去上
學，但我和同學們經常不會走公路，而是喜歡沿江邊佈滿小石頭
的土坡去學校，因為在一些季節，江邊是有螃蟹火熱出沒的。平
時老師和家長反對我們去江邊玩，但遇到學校大掃除的時候，我
們就名正言順地排隊提個小桶集體去江邊提水，回學校的時候水
桶裡面有好多爬來爬去的小螃蟹，那是我們最開心的事情。在中
國，每個小孩子小學期間都會入少先隊，一切都是順其自然的。
對我們，紅領巾是童年的回憶。我喜歡鄉村，童年的寒暑假都會
在鄉村的外婆家度過，那裡有蓮塘、水牛、油菜花、稻田、棉
花，還可以在水溝裡釣紅色小龍蝦呢，我愛鄉村，一切那麼自由
自在。

怎樣結合不同媒介，表達展覽主題？
Rainbo：其實沒有特意使用不同媒介，我以前一直不知自己喜歡甚麼，未

來想做甚麼？只是喜歡寫些小故事，並為故事創作些人物。2006
年，我第一次接觸到塗鴉，覺得很好玩，可以直接用噴漆在牆上

噴出來，那麼大一幅，比畫在紙上更大，更快；還可以認識很多塗
鴉的朋友一起玩，於是我便愛上了塗鴉。我在牆上創作了很多公
仔，想回到家裡也能看到，於是買來畫框和顏料，開始畫
CANVAS；2007年參加一個塗鴉聯展，我展出的作品不是塗鴉，而
是花了一星期製作的外形是噴漆販賣機的功能型木櫃，它本來只是
我設計的一張平面貼紙，竟然成了一米多高真的可以擺放噴漆的機
械人木櫃，雖然製作過程很累，但出來的效果讓我開心不已，我喜
歡將平面做成立體的快樂，便將CANVAS上的小孩子們又做成雕
塑。我從來沒有想為甚麼要做這些，也沒有想做完之後的事情。

在這個年代重新帶領大家走近童真，有何意義？
Rainbo：我一年年長大，朋友好像慢慢變少，特別是來到香港，更

覺得自己的不入流，大家講的東西我都不懂，也慢慢習慣
了少說話，很少表達內心。
我更專注於埋頭做自己喜歡的事情，經常做出一件新作發
到網上，反應平淡，沒關係。雖然不受到外界關注，但自
己很喜歡，每天開心得不得了，內心非常滿足。
其實我一直以為在香港開展覽大家不會對我的展覽內容有
興趣，香港人的童年已經有很多玩具，各種美食，見識很

廣，甚麼藝術品沒見過？甚麼高科技沒用
過？

而我的童年印象最深的，就是一毫子的
綠豆冰棒和紅色塑膠儲錢罐小狗，以及
鄉村那可以任意四周撒野，無憂無慮的
童年。
大家心裡都住 一個不想長大的自己，
有時，最簡單的才是最開心的。都市
人，偶爾放鬆一下心情，懷 童心看世
界，或許會發覺這個世界比你現在看到
的更美。

「童年–Rainbo 的異想世界」個人展覽
時間：8月30日至9月2日

地點：Part-of Gallery（灣仔適安街16號地下）

9月2日將有塗鴉分享會

「丹青心履」
描摹老北京的美

四歲就開始在北京居住的張維志，從小喜歡畫畫，成年後

更進修了美術並成為美術教師，教學生畫畫教了三十多年

後，他離開講台，終於拿起畫筆，全情投身於自己的創作。

張維志的水彩及油畫作品主要都是描繪北京極富傳統文化

特質的建築，其中既有別具特色的平民居所，也有情懷典雅

的名人故居，既有華美瑰麗的商賈大宅，也有巍峨燦麗的帝

王皇府。

十幾年的專注堅持，讓他在筆法精細而風格獨特的作品

中，留駐下北京許多經歲月洗禮碩果僅存的歷史見證，以及

在城市發展中被拆除從而永遠消失的建築，因而大受加拿

大、美國、韓國的觀眾歡迎。《丹青心履》是張維志在香港

的首次個展，相信當你親眼見到他筆下的北京國子監牌坊、

牌樓、胡同民居，及裝飾精美磚雕的大宅門等建築時，便會

明白為何北京的建築，值得他那樣魂牽夢繫。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圖片由精藝軒提供

《丹青心履——張維志作品展》
時間：9月6日至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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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明》（東城分司廳胡

同，夜幕下的門樓）

■《和弦》（東城竹竿胡同38號，著名紅

學家俞平伯先生故宅）

■《玷》（東城方磚廠胡同67號，將青磚

經歲月打磨形成的漂亮包漿，用綠色的

油漆塗飾，是蒙昧對文明的玷污）

■《商道義成》（崇文蔣家胡同32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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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藝術家油畫《希望2011》

■《麗伢姐》

■《鴨子

頭男孩》

■《放牛的小女孩》

■《富麗》（西城正覺胡同5號的垂花門）

■《老舖新商》（西城煙袋斜街3號，伴隨後海酒吧業的風

起雲湧，煙袋斜街遊人日日摩肩接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