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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遊號》：表現地道香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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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在東於1953年生於台灣台北，年輕時
深受存在主義影響，畫風以表現主義為
師，成名的一系列作品以強烈張力澎湃地
刻畫出青年人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台
灣的封閉環境所陷入的虛無和苦惱，畫作
的主題也牽涉到死亡。而上世紀八十年代
開始，他㠥力探索宋元繪畫藝術，並展開
了訪古尋新的創作道路。近二十年來，他
大部分時間旅居上海，遍覽中國名勝，以
進入中國千百年來沉積而成的文人世界，
實地鑽研中國傳統文化。
他逐漸建立一套基於舊學的人生態度，

追求詩詞書畫、文物古玩所涵養的品味生
活。而他的理念與生活完全反映在他的藝
術發展裡面，近年作品都帶東方世界獨有
的淡淡哀愁。
這次畫展中呈現的他從2011年開始新的

山水系列，記錄了他追隨古人足跡，走遍
中國名山大川的所見所思。這個旅程不單
是一段空間之遊，更是時間的穿越，歷史
的摸索，以及對中國固有世界觀、人生觀
和美學的研究。在他的畫中，山水再不僅
是客觀物像，而是一整套態度與觀念。他
筆下的西湖三峽、漓江黃山，處處體現㠥
中國獨有的對「物」「我」對照、「天」
「人」共處的領會，也處處灌注㠥詩人、
墨客追尋的意境。

詩詞歌賦中的今古情懷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李

白一首《贈汪倫》賦予了桃花潭特殊的意
義。而幾百年間地貌改變，鄭在東再度追

尋心目中的桃花潭時，則又是另一場情感
的投入。原來真實的桃花潭很小，汪倫相
比李白也是不出名的人物，但偏偏一首
詩，無限放大了當時景物的珍貴。鄭在東
過去在書上讀詩，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開
放台灣對內地旅遊後亟不可待地去遍訪中
華河山，尋找那些詩詞字裡行間的秀美山
水。
他不喜歡畫帶有政治味道的作品，雖然

早年喜歡的許多西方繪畫大師都有㠥背後
深刻的隱喻和意涵，但他更想提出的是一
種人文銜接的意識。他對中國古詩詞的趣
味點是從竹林七賢開始，之後是宋代的清
風飄逸，一路直到晚明。清軍入關後的華
夏土地則又是另一番風貌了，畫家本人並
不偏愛。他認為：「清朝已失去了高古的
精神。」他愛的是趙孟頫、宋徽宗、李後
主，並願意通過挖掘他們曾經看過、走過
的山水，進行自身的傳統繪畫探索。
他認為宋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種典

範，逐漸走到清朝，實際上是個一路衰弱
的過程，正如從古希臘文明到古羅馬文明
之後再到東羅馬帝國比擬，文化的傳承一
路褪色。愈是早年便愈純粹，漢代的《古
詩十九首》非常單純，日後日積月累，人
性也在積累，創作詩歌的情感會變得不
同。而鄭在東個人喜歡的，恰恰是清風飄
逸，就像當我們看到他的作品時，所感受
到的清明。無論《天池山》還是《瘦西
湖》，無論《錢塘江》還是《蘇州冠雲
峰》，都會讓人感受到畫家對這些景物的
真摯思索，而不是流於表面臨摹景色地走

馬觀花。
早年的叛逆心志這二、三十年來逐漸體

現在表達手法上，兼備中國的樸雅與西方
的開放。尤其在用色方面，不為古法所
限，每每在不經意處融匯西方的顏色修
養，把傳統所捕捉的美感推向一層新的境
界。鄭在東如今的繪畫外衣一定要足夠鮮
豔，而內在的暗示則相當含蓄，就像文藝
復興時期達芬奇的畫作與古典畫之間有千
絲萬縷的聯繫，鄭氏的畫，萬變不離其
宗，仍然脫離不開他所植根的中國文化。
從當年受西方影響到回歸中國傳統審美

標準，鄭在東重新立足於豐厚的中國文化
本位。他所走的路為中國當代藝術發展的
下一步帶來了值得探索的啟思。從「八五
新潮」開始的中國當代藝術運動一直以西
方的觀念、方法和標準為基礎。移植而來
的文化無論在意義上或持續能力上總令人
擔憂。而鄭在東卻從「前衛」撤退，深入
自己血脈所依歸的傳統，並以之為據點，
重新再出發。也許這是中國當代藝術家需
要認真考慮的新方向。

日前，20世紀國際大師版畫藏書票藝
術展在天津漢沽國際版畫藏書票收藏館
開幕，展出了來自德國、奧地利、意大
利、荷蘭、西班牙、法國、美國、瑞
士、捷克等多國近百位20世紀國際版畫
藏書票大師的千餘幅經典版畫藏書票原
作。
藏書票是張貼在書籍扉頁用於標識擁

有者的袖珍版畫藝術作品，是版畫的一
種。天津漢沽國際版畫藏書票收藏館建
築面積近1000平方米，館藏作品超過兩
萬件，是目前內地首家、也是國際上規
模最大的藏書票館。據悉，此次國際版
畫藏書票精品展共展覽由國際版畫藏書
票收藏館和天津漢沽刻字版畫藝術院聯
合主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欣 天津報道

今次，我們將與今年「香港當代藝術獎」得獎者黃國
才進行交流，他以裝置作品《夢遊號》獲獎，本身也是
香港本土藝壇的重要視覺藝術家。該獎項的宗旨是反映
香港視覺藝術發展面貌，而黃氏的作品恰恰是以他的個
人方式，表現出了地道的香港精神。

《夢遊號》的創作概念是？
黃：「夢遊號」是一張裝有三輪車的雙層鐵架床，它是

由高密度城市所產生的傢具也是香港人的集體回
憶。是城市製造人民還是城市只是人民的夢境而
已？作品表達城市人疲倦的身軀每晚不由自主的工
作，推動㠥他們的床，前往不知名的終極出發。因
為要不斷工作而最終可能失去自由及自我。床是一
個家中的核心，沒有床就像沒有家的感覺，沒辦法
在家中舒適休息。而鐵架床恰恰是過去香港精神的
一個象徵，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人人家中都在使

用。我想做多一些表現香港身份、香港獨特記憶的
作品，而為何沒有選普通木床，而選了裝有車輪的
鐵架床？因為這個城市的生活方式，令人們必須不
停開工，缺乏個人時間，整個人就像活在一個夢遊
的世界中——有些人雖然在上班，但也心思恍惚，
處於精神上的睡眠狀態。不同境遇不斷重複，床就
變成了城市中莊周夢蝶式的一種奇妙象徵。究竟我
們的生活，是真實的，還是一切只是腦海中的幻
想？每個人就像車間中的螺絲釘一樣日復一日地不
停幻想。

獲得香港當代藝術獎的感受？
黃：很高興因為以前差不多每次都有參加，但每次都只

能入圍展出但沒有勝出過，反而我教過的藝術學生
能勝出，感覺好像陪跑就是我永恆的命運那樣，今
次很高興終於勝出了，算是還了個心願吧！我做了

十幾年藝術人，
當然已經不再是
新人，但可以贏
到這個獎都是一
種很大鼓勵。

未來創作方向會側重哪方面？
黃：會側重於做多些關於增強香港身份價值的作品，想

做多些有香港特色的作品，表現香港人默默耕耘、
守望相助的精神，因為這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就像
這次創作的鐵架床，也是一個象徵，當時的香港雖
然經濟上並遊穩定，但人們的精神卻在彼此默默支
持。我希望自己未來的作品可以進行香港身份再認
同的一些探索，表現出這個城市和內地以及台灣的
不同之處，在中華多元文化的語境之下，更多體現
在地性的思考。

國際大師
版畫藏書票在津展出

詩詞歌賦中的山水光影
—鄭在東作品展

從早年所受西方的影響，到回歸中國傳統審美標

準，台灣藝術家鄭在東在香港的最新畫展《從建隆元

年到二十一世紀的山水光影》重新立足於豐厚的中國

文化本位。這位從「前衛」撤退的畫家帶來的二十幅

最新畫作，雖然畫的都是山水風景，卻不是一般旅途

中所見的風景，而是畫家心目中對古人所去過地方的

追思。畫作藉助對李白、蘇東坡等古人所經之地的訪

古尋新，刻畫出了今人對傳統文化的綿長感悟。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圖片由季豐軒提供

《從建隆元年到二十一世紀的山光水影》
時間：即日起至11月3日

地點：季豐軒畫廊（中環雪廠街20號地下）

查詢：2580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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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黃國才

■鄭在東作品《蘇州冠雲峰》

■鄭在東作品《天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