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藝粹F e a t u r e
責任編輯：賈選凝　版面設計：謝錦輝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二、五刊出

創作對談
文：Jasmine

視覺推介

C1 2012年11月20日(星期二)

創作的靈感來自邱振中2003年初在巴黎期間的兩個
月生活，那時他習慣每晚飯後外出散步，每次都不由
自主地走到龐比度中心，駐足數小時欣賞展覽。這種
悠閒的心境，令他能細緻地去欣賞畫風以鮮豔、大膽
而著稱的馬蒂斯。

從巴黎回到中國以後，邱振中開始研究中國古典作
品，探索將其轉化為當代水墨畫作的可能性——運用
水墨轉寫、擦拭、變形、抽象化和觀念化等手段。他
說：「我試圖探索水墨繪畫的各種可能性。」因而呈
現在我們眼前的此次展覽，通過《西廂記》和馬蒂斯
這兩種截然不同的作品，對中國當代水墨畫與傳統當
代藝術的關係，同時作出了探索及展示。邱振中在意
的是：「可以從傳統中學習甚麼？又可以怎樣轉化傳
統？」

他必須同時思考「傳統的木刻畫怎樣轉化成當代藝
術」以及「西方油畫怎樣轉化成當代水墨」兩個挑戰
度極高的問題。轉化不能生硬地搬移，而需要有趣的
思維。《西廂記》和馬蒂斯各三組作品，其中《西廂
記》的第一組，選材主要源於中國元代雜劇《西廂記》
的明代木刻本插圖—將木刻畫線條轉成水墨畫線條，
邱振中做起了「減法」。「原來的畫面很滿，但我將
它變成當代構圖。」今時今日，人人都在學習傳統，
但真正將傳統用在自己的創作中卻需要不斷尋找新的
方法。邱振中並不改變木刻插圖的構圖，而是「擦去」
了原來畫面中過於飽滿的線條，他認為：「這其實證
明了原來的圖形具有可以被當代藝術充分利用、改寫
成現代作品的可能性。」

到了第三組《西廂記》，「減法」做到了極致，連
畫中人的頭部也被擦去。所以觀眾看到了一些衣衫仍
舊優雅、卻失去了面部表情的人物，這些微微帶點恐
怖意味的「無頭」作品，在一些評論家眼中，被認為
是創作者刻意阻絕畫中人與觀者感情溝通的一種方
式，因為失去了表情，也就失去了那些細膩的探測。

中國水墨在當代藝術中的位置
馬蒂斯部分的三組作品，第一組是將鋼筆線條轉成

水墨線條，情調韻味已和原作全然不同。第二組則是
將油畫轉成水墨，原畫中濃烈豐富的色彩被徹底沖

淡，所以我們會看到「水墨版」的馬蒂斯中，桌布完
全變了效果，但畫中的其他部分則使用了白描方式，

「先做好了桌布，但發現水果不能用同樣的方式做，
所以就保留了它原有的輪廓。」因而「臨摹」之後，
構圖和原構圖仍有密切關係，按邱振中的話說：「是
水墨，但也是人們沒見過的水墨。」

他進而思索，如果這樣的作品都可以被轉化，那麼
也意味 前面的道路上，有無限寬廣的可能性。其實
他通過這一系列作品，回答了一個「意義」的問題。
馬蒂斯的油畫層次和顏色都複雜至極，但中國水墨的
複雜始終只在黑白兩色之間轉化，所以他必須調動全
部的想像去讓這兩者碰撞，「中與西、傳統與當代，
最後碰撞出的結果讓人振奮。」因為最終呈現出的效
果，的確為當代水墨創作解決了一些路向上的迷惑。

對邱振中來說，「碰撞是最初的構思，但做的過程
裡才慢慢知道出來甚麼樣的效果。」預期和不可預期
是糅合一處的，因為「水墨」本就不可預知，他要動
用自己對馬蒂斯的深厚理解，去找到可能性。和這樣
一位偉大西方藝術家的碰撞中，一定既包含創作者本
身的想法，也包含了對那個過去時代的深刻敬意。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藝術家們對西方當代藝術興趣濃
厚，但紛紛經歷了模仿的階段後，如今則已形成一種
共識—既要有現代精神，也要扎根在自己的傳統中。
邱振中認為，如今全世界都很重視中國的水墨，「所
以我們更要從文化的基礎上去思考，甚麼是中國水墨
特色。」

當下最主流的水墨創作有兩種，一種是用水墨作介
質，回答社會問題，另一種則是深深插入水墨本身、
水墨的內部，去探索本體的更多可能。邱振中顯然是
後一種，他認為水墨本身的問題完全可以上升為一個
更宏觀的命題：如果中國水墨可以作為中國當代藝術
的代表，那麼它和世界當代藝術之間的關係是甚麼﹖
再進一步，如果中國水墨的背後是中國文化的幾千年
沉澱，那麼中國文化在當代文化中的位置是甚麼？未
來的可能性又在哪裡？或許他的作品，便是對這些問
題的極好註腳。

而藝術門創辦人林明珠也認為，水墨是一種十分重
要的藝術類別，自古以來便與中國文化及文人習慣有

十二生肖是中國文化的重要記號。由
「文化實驗室」策劃統籌的「十二肖」
是一項以十二生肖為主題的文化設計探
索活動。每年以生肖為題，與亞洲區內
優秀的藝術家及設計師合作，創作具中
國及亞洲文化特色的藝術品。今次將首
度展出由著名設計師劉家寶和陳瑞麟分
別以龍和蛇創作為題的雕塑——「龍行」
和「蛇舞」。

時間：11月20日至12月4日 上午10時
至晚上6時30分

地點：季豐軒畫廊（中環雪廠街20號
地下）

相信你一定沒有錯過上周末閉幕的《不打自招》，我們在此前兩期的對談中，和
大家分享了是次展覽中兩位優秀藝術家的作品與創作感想。今期，作為本系列的最
後一組對談，我們則將與《不打自招》的召集人、本地著名藝術家林東鵬分享他的
作品以及召集工作中與其他藝術家的溝通與交流過程。

在這次展覽中帶來了怎樣的作品？
林：我帶來的作品其實是一次小型聚會演說當中的內容，我將整個電子簡報化成實

物去表達我對創作的一些思想，包括在學時期的一張繪畫，是我創作中比較少
見的塑膠彩布本，一張近年的北極熊繪畫，還有些圖片及物件及玩具等，這些
都是構成我現今創作的背景，作品當中有的是涉及對社會對自己的看法，有的
是對自己創作發展中的想法，綜合成一個裝置作品。

怎樣透過這次作品，表現過往的生活經驗？
林：其實這件裝置作品本身就是來自以往的生活經驗的總結，例如在學時期學習中

國藝術史的困難，分辨不了不同時期及畫家的畫，於是我便從這失敗的學習經
驗得到啟發，將不同時期的中國繪畫組成同一個畫面。又例如裝置當中的一盒
樂高積木，那種建構世界的感覺與我看中世紀的西方繪畫經驗同置，亦構成了
我現今的作品方式。

作為《不打自招》的召集人，怎樣策劃和籌備這次展覽？
林：《不打自招》是《繪畫大道》中五個展覽的第二個。《繪畫大道中》由五位畫

家擔任召集人籌組而成，再各自選題及邀請其他畫家，參與者涉及老中青三代
的畫家，組成五個主題展覽活動，分別為──妄想專門店（石家豪）、不打自
招（林東鵬）、緘默有時（區凱琳）、互為文本（周俊輝）、半鑊生半鑊熟（陳
偉邦）。
《不打自招》中包括我在內的四位藝術家（曾翠微，李智海，黎清妍）起初嘗
試討論大家畫面那份平靜空間與中國藝術之間的關係，但漸漸發覺這個關係也
並不是我們很關心的一件事，後來再加入了其他成員，形成了今次展覽的參展
者。於是我們從各自介紹作品到互相討論的大半年時間中，希望找出一個話
題。但我發覺組員之間的差異比相同其實更有趣，於是將展覽作為一個給各自
發聲的平台。因為我相信好的藝術家，給自由，不用太多守則，如果能盡量發
揮他們想做的作品，那便很足夠。當然，我們是討論過例如一張失敗的繪畫對
畫家來說的意義是甚麼，或者呈現各人在創作或人生中的一些轉變等，但最後
還是各有各的方式去處理，主要是表現繪畫與自己的關係，例如Him Lo以

video的方式去表達他對繪畫的看法，黎清妍從印刷品的失真談到真跡的問題
等。而由於不是每人都善於面談交換意見，於是我們亦在facebook開個畫家私
密討論組，既談談繪畫，也談談生活或者無聊的事情，再從當中選了些放在展
場。為的就是更立體去呈現藝術家的想法，所以這次有很多的「招供」文字及
記錄我們回答一些問題的錄像。

認為《繪畫大道中》系列展覽有怎樣的意義？
林：繪畫是最多人接觸及最受歡迎的藝術媒介之一，在不同文化裡亦有很長久的歷

史。今天我們可以在畫廊，藝術空間甚至商場、酒店、餐廳及家居環境找到它
的存在。但對於談論繪畫及認真研究的並不多，尤其是本土藝術的情況，於是
對於公眾來說，這次是以畫家自身的角度出發去了解作品，更重要的是，通過
種種交談記錄，為將來留下本土繪畫創作的記錄，以致我們在學習藝術的過程
中除了國外例子外，也可找到本土例子，而展覽中的藝術家們亦藉 這個計劃
連繫起來。對於創作人來說，我想有時這種熱鬧是必需的。另一方面這系列的
展覽正正填補了繪畫在畫廊、藝術館空間之外的一些發展，而將來我們會主動
找尋合作伙伴，希望繪畫有另一些不同的發展及呈現。

林東鵬個人網站：www.lamtungpang.com

《繪畫大道中》之《不打自招》（三）

《十二肖》呈獻
「龍蛇運集」

為傳統水墨探索當代位置
「從西廂記到馬蒂斯」

「從西廂記到馬蒂斯」，這個展覽名字是不是聽上去就很後現代？其實它是當代水墨藝術大

師邱振中在過去10年所創作的重要水墨繪畫系列的總結。曾擔任2008北京奧運會開幕典禮水

墨（中國書畫）顧問的他， 重輪廓及線條勾畫。而這批作品的創作靈感則來自中國木刻本

《西廂記》插圖和馬蒂斯的著名畫作。

「臨摹」是邱振中在創作及演繹這一系列作品的過程中，所採用的傳統技法。他的水墨畫

中，既有中國積澱，也有西方氣質。透過「臨摹」，邱振中探索及創造出了融匯東西方傳統文

化的作品。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圖片由藝術門提供
「從西廂記到馬蒂斯——邱振中水墨作品展」

時間：即日起至12月6日 周一至周六，上午10時至

下午7時

地點：藝術門（中環畢打街12號畢打行6樓601-605

室）

千絲萬縷的關係。對於中國文人來說，藝術文化是自我修身的一種實踐，
並不沾染一點商業色彩，而藝術本身便是一種文化。中國文人文化可以說是
藝術欣賞的絕對核心。

因而通過邱振中作品中展現出的相異的觀點和視角，我們也可以更多思考在
不同藝術背景下，中國與世界其他各國的東西跨文化交流，可以怎樣實現。

■西廂記第一組畫之：鶯鶯

與紅娘（2008）

■當代水墨藝術家邱振中

■西廂記第一組畫之三：

人物造像（2008）

■西廂記．少女（2008）

■馬蒂斯第二組畫之
二：紅色背景下的白衣
少女（2012）

■馬蒂斯 ·旱金蓮花和舞蹈之一 (2012)

■西廂記第三組畫
之三： 無題 (2012) 

■木箱上的該幅畫名為《文物 二十三

號（文化博物館）》

■林東鵬作品《裝置》

■馬蒂斯第二組畫之
一：桔籃 (2012 )

■西廂記第三組畫之二：

無題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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