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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對談
文：Jasmine

詮釋歷史的同時，不能忘卻藝術的根本，
只有回歸到藝術的美感，激發起人們對藝術
品的審美慾望，才能夠進一步促使觀賞者去
探究藝術品所表達的主題以及蘊含在藝術品
背後的時代意義、歷史境遇以及人文關懷。
這是李春華對自己從事雕刻藝術的警語，也
是他對現代雕刻藝術的詮釋。而這種思想，
幾乎完全體現在他的士兵雕像中。

英雄需要被仰視

常住廣東佛山的李春華，從事雕刻藝術已
經有二十多個年頭。幾年前，一個偶然的機
會，他接觸到了廣東的義工，在他們幫扶的
弱勢群體中，真正接觸到了那些曾經參加過
對日抗戰的老兵。老兵們風燭殘年的生活，
使他決定用自己的方式來表達對這群老兵的
尊重以及對歷史的緬懷。李春華告訴記者，
因為人是有尊嚴的，所以歷史也是有尊嚴
的。藝術家展現自我愛心與責任的方式，藝
術本身自然是最直接、最成功也是最為嚴肅
的途徑。因此，當他決定為記錄下歷史而雕
刻一批作品時，他便想㠥如何能夠讓自己的
作品與眾不同。
雕像藝術，在中國一直是以刻畫「崇拜」

為主題的。從古代中國的宗教雕像藝術，到
近代以後的政治人物雕塑，更是向㠥現實偶
像崇拜的方向發展。自1949年起，中國的雕
塑藝術風格受前蘇聯的影響非常大。在創作
風格上，一路向宏、光、亮的方向發展，即
雕塑的造型宏偉；表達的是光明的主題和思
想；作品外觀色調非常明亮。李春華認為，
在現代藝術的風格中，雕塑已經走下了神
壇，需要與觀賞者拉近距離，只有這樣，才
能回到藝術的本質。因此，他創作的士兵雕
塑，也是基於這樣的理念。
雲南的松山，是當年滇西抗戰時期最為重

要的戰場。松山戰役中，中國軍人所發揮出
的勇猛精神，連日軍都為之震撼。當地政府
為了緬懷這段歷史，決定在當年的松山戰場
區域，專門劃撥一塊土地，讓李春華將自己

的士兵雕塑，以宏偉的方陣形式立足於其
中，以表達後人的追思懷古之意。李春華的
士兵雕塑，比例是一比一點二，也就是說，
與成年人一般大小。但英雄是需要被仰視
的，因此李春華決定讓自己的士兵雕像在水
平位置上更高一些。這樣一來，當年松山戰
場的坑道造型，就變成了觀賞者的參觀道
路。人們行走在坑道中，而士兵雕像則是矗
立於坑道之外，高過遊客。這樣一來，當我
們欣賞士兵雕塑時，必然需要仰視，這是對
英雄的尊重；而行走在坑道中的遊人，則能
夠在仰視英雄的心境中，盡情體會當年的戰
場氛圍。據李春華介紹，雲南松山的士兵方
陣很快就要完成了，實質上，目前已經開始
對外開放。

刻畫普通一卒

從事有關抗戰題材的雕塑，在中國內地已
有不少。若涉獵相關領域，如何法古創新，
使自己的作品與他人與眾不同，這是記者較
為關心的問題。李春華認為，戰爭中最為可
敬的，是那些默默無聞的士兵。過往的中國
雕塑藝術，受到精英主義思潮的影響太大，
且過度看重技巧和手法，如此一來，造成的
問題便是：藝術家將大量的精力放在了技巧
上，而不是在構思和主題上深化上㠥墨，且
帝王將相式的精英崇拜，導致不少有關對日
抗戰題材的雕塑作品，大多集中在軍隊高級
將領或者為數不多的英雄人物身上。
為了改變雕塑界的這種現狀，李春華將目

光投向了當年參加對日作戰的士兵。他覺
得，將領固然需要紀念（如衛立煌將軍），
但更要展現士兵們在戰場上的表現，才能使
大家對那段歷史的認識更加深刻，更加珍惜
今日的生活。李春華在雕塑中國遠征軍士兵
方陣時，在法古的方面，仍舊延續了兵馬俑
的兵勇方陣意境表現；但不同的是，兵馬俑
的意義是群體美感，而其個體，只是被觀賞
的一個物件，且傳遞出的心境符號，只能是
威武。因此，李春華在刻畫士兵時，一方面

找來不少雲南當地的學生（因為當年的士兵
大多年輕），作為士兵雕像的臉部原型，同
時又從人性深處的情感出發，去展現士兵們
在戰場中的感受。
如若仔細觀察李春華的士兵雕像會發現，

同樣是並排站立的士兵，臉部表情的刻畫是
完全不同甚或相反。有的士兵表情羞澀，似
乎是長官視察部隊，面露膽怯；有的士兵面
對外國記者，俏皮地比出大拇指；有的士兵
則雙眼冒火，似乎家中有人遭到日寇的屠
戮，背負國仇家恨，誓要在疆場之上洗刷恥
辱；有的士兵眼中則可能充滿了彷徨甚至恐
懼。戰場意味㠥隨時可能死亡。每個人都有
求生的本能和慾望。因此，藝術家們大可不
必為了追求一種高、大、全的完美形象而迴
避人性中的一些本質表現。對士兵雕像面部
的不同形態刻畫，更能夠將雕像與外部戰場
的環境相結合，構成一個完整的戰爭圖景，
從而使大家深刻體認到戰爭的殘酷、生命的
脆弱與和平的不易。

為耄耋老者記功

李春華向記者透露，在他製作的士兵塑像
中，有一個最為特殊的類別——健在的老
兵。對日抗戰的勝利榮耀，是這些已經步入
耄耋之年的老者們用自己的青春歲月換來
的。作為雕塑家，李春華覺得自己有義務為
這些老兵們記錄下和平年代的面龐與辛酸。
歷史，是由普通人書寫的。這些健在的老兵
雕塑，將和戰爭造型的士兵雕塑，共同矗立
在雲南松山，讓後人參觀。
這些雕像中，有當年廣州新一軍的老兵梁

振奮，他嚴肅的表情，似乎是在回憶過去，
也好像是在思考明天的生活；而佝僂身影的
付心德軍醫，則好像是在慨嘆自己數十年人
生經歷的坎坷和無奈。
李春華認為，後世中國人不能忘卻這些曾

經效命疆場的老人，他們的人生不能夠被簡
單地當成是歷史的統計數據和資料。因為老
兵們是有血有肉的個體，他們因為自己當年

的付出，而使自己的名字與中華民族的榮譽
緊密相連。未來，每一個老戰士的雕塑，都
會鐫刻下他們的姓名。李春華說，他們是平
民，卻是最偉大的中國人，能夠為他們樹碑
立傳，為他們的崢嶸歲月記功褒揚，是自己
作為一個雕刻家義不容辭的責任。未來，在
完成中國遠征軍題材後，李春華準備為常德
會戰的老兵們製作雕像，同時也像松山那樣
雕刻士兵方陣。他希望自己的這一題材創作
能夠繼續下去，在土地使用等層面得到政府
的更多幫助和支持。
已經數年過去了，有關抗戰題材的雕塑，

李春華已經自費製作了四百餘件，多數是士
兵雕塑。無論是群體方陣的士卒，還是健在
的老兵，交織一體，這是一種無言的時空穿
越。記錄下普通的中國人，不忘卻普通的中
國人，才能銘記那段扣人心弦的大歷史。李
春華覺得，這是藝術家義不容辭的責任，他
在雕刻中，感受到實實在在的人性尊嚴，也
同時為自己的藝術生涯注入人文主義的新活
力。

「心」與「景」：心性與心靈，景色與風景。心與景
的結合參照了傳統，重新思考宋、元、明時期的文人畫
如何呈現出有別於宋明儒學的另一種可能性。董其昌的
名言：「以境之奇怪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
論，則山水決不如畫。」，指明了心性修煉與自然景色
的豐富性以及相互增補的必然性。「心．景」藝術家聯
展探索傳承的精神維度。今次《心．景》藝術家聯展的
六位藝術家：陳光武、張秀英、梁銓、林國成、劉國夫
及蘇勝前，以包容的心胸「景隨心畫」，展出超過三十
件精選作品。我們將與是次展覽的藝術總監許劍龍展開
對談，探討策展理念及「心」與「景」的結合。

可否介紹一下《心．景》的策展過程？

許：對於藝術，愈接觸得多，便愈會刺激思考，近年來
經常走訪內地的藝術家與畫廊，讓我重新認識及面對中國傳統文化，
越發感受到中國文化中的變化及其永恆性。傳統文化是藝術的泉源，
隨㠥時間及社會的轉變，更讓我們明白到藝術跟自身的歷史文化有㠥
緊密關係。在策劃這次「心景」展覽的過程中，與夏可君博士對於中
國當代繪畫的傳承精神上的交流讓我獲益良多，更邀得夏博士擔任學
術顧問，讓「心景」展覽加添了濃厚的學術氛圍。

「心」與「景」的結合怎樣體現人與自然的關係？

許：所指的「心」與「景」，可演繹為心性與心靈，景色與風景。董其昌有
一名言：「以境之奇怪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

絕不如畫。」，道明了心性修煉與自然景色的豐富性以及相互增補的必
然性。我們希望借由「心」與「景」的結合，重新打通我們與傳統、
我們與自然的新關係。

這次參展作品中體現出怎樣的特點？

許：參展的藝術家以不同的筆觸和風格，包容的心胸「景隨心畫」，「以心
入畫」，他們繼承中國傳統的書寫性精神，自由無為地繪出詩詞描述的
中國山水景致。陳光武作品以當代手法重新探索傳統書法，以「陰陽
雙重書寫」帶出筆墨的流動性；劉國夫以光感、氣感入畫，帶來了內
在的深度，繪畫出非一般的異景；梁銓及蘇勝前以抽象手法，表達一

種淡然而深邃的意境；張秀英畫中的黑與白有㠥一種磅礡的氣勢，引
領觀者走進畫中；林國成的黑與白則予人細膩而緩慢之感，進入那自
然世界之中，以畫筆在耕耘。

怎樣看待中國傳統文人畫的意境？

許：中國傳統文人畫以自然山水景色為主題，融入古詩詞意境，或以深山
幽境暗喻孤身的心境和堅毅的個性、或以花鳥木石散發精微而凝練的
詩意情懷，詩人王維所說的「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正好是文人畫的
寫照。透過對眼前美景的描寫，達致物我相融，以山川、流水、鳥
語、枯木去體味畫面背後所蘊含的精神層次。

「景隨心畫」，「以心入畫」 《心．景》藝術家聯展
時間：即日起至4月30日

地點：3812當代藝術空間（香港黃竹坑道12號10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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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像不僅僅是給予偉大人物的。普通的

士兵，也會成為雕塑家眼中的題材。廣東

佛山的雕塑家李春華，用自己的技藝，形

塑出一個又一個當年參加對日抗戰的士兵

雕像。這些藝術品的沉思，也帶來了我們

對歷史與和平的祈願。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李春華依據美國記者在抗戰時期拍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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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華在為老兵付心德雕像作藝術整理

■二戰美軍顧問雕塑

■《心．景》聯展中的藝術家 ■《心．景》聯展

■正在執勤的遠征軍士兵

雕刻出歷史的人性尊嚴
—李春華與他的士兵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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