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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對談
文：Jasmine

容藝文讀中六時，有一次
父親帶她去書城看書。

在無意間，她看到國畫的工
筆花鳥畫，覺得挺喜歡，並
買了一整套類似書籍。回家
後，容藝文試 畫了一張、
兩張、三張，自覺挺滿意
的，拿給父親看。她的父親
那時候很認真地對她說：
「藝文，你去報個班學學
吧。」容藝文的中國畫之
路，就此展開了。

北上求學，最重寫生

早先，容藝文只是在中文
大學校外進修部報了一個工
筆花鳥的課程，後來又學了
一山水課程，學習效果很
好，自覺小有成就感。當
時，容藝文在班上是年齡最
小的，其餘同學全都是長輩
級。當時大家都很好奇：一
個小女生怎麼會喜歡上這樣
的畫種？這算是她第一次接
觸國畫。深究起來，走上這
條路其實沒有什麼大的理
由，原因就是喜歡，覺得適
合自己的性格。例如，容藝
文以前有學過設計的經歷，
但發現不是自己喜歡的。性格內向而恬靜的她，喜歡純
藝術類別的專業較多一點。
報考大學時，香港沒有進行系統化培訓中國畫的專業

學校，所以就報讀了廣州美術學院讀國畫系，讀到三年
級的時候，發現自己對國畫還是了解得不夠，因而想繼
續進修，提高審美與領悟水平，因此就報考了中央美術
學院的碩士研究生課程，並參加了內地的研究生入學統
一考試。她還真沒想到，居然考上了。
北上求學，追尋藝術夢，無論是在廣州，還是在中央

美術學院，都與香港上學的模式存在很大的不同。香港
畫畫，最重要是要有想法；但內地較為注重技巧，看重
功底，基礎很重要。對容藝文來說，在中央美術學院的
學習體驗，最有深切回憶的經歷，是外出去寫生。實地
寫生考察，容藝文去過洛陽、山東、雲南等地，這並不
是簡簡單單的旅遊、看風景，而是帶 問題、目的去尋
求藝術靈感的。去寫生，來回時間差不多就要1個多
月。容藝文非常喜歡這樣的活動，因為每一次都有不一
樣的體驗和感受，收穫會很多。而且，對景寫生是會有
更多的情感投射於畫面，寫生的畫不一定最完整，但一

定很動人。容藝文告訴記者，她還去過敦煌、天水、西
安等地考察。由於是以學校名義去敦煌考察，所以敦煌
藝術研究院特別為他們開了很多特窟，在這幾次考察
中，容藝文深深體會到：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如第
57窟南壁的觀世音菩薩，真的是精品中之精品，僅僅是
目視觀察就用了兩小時，走的時候還依依不捨。回憶起
那種氛圍，只有在當場才能感受到為什麼它叫作美人
窟，是需要親身體驗的。

中國畫當保持民族性

容藝文的國畫風格題材，以花鳥為主，以工、寫結
合，比較多變，她喜歡用色用水。因為敢於用色用水，
墨法豪邁奔放，給人的感覺就會很輕鬆，自然生動，有
靈氣。在中國畫的跨文化認知層面上，容藝文並不認同
要以西洋畫的審美標準來改造中國畫。相反，她反而很
認同潘天壽主張的中西方繪畫要「拉開距離，兩端深
入」。當然，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國畫是中國特有的
藝術形式，與西方繪畫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藝術體系，不
需要跟隨西方的腳步，應該保持自我風格，保持中國的

民族性。例如，中國畫的繪畫工具和繪畫形式就是世界
繪畫唯一獨特之處，其國畫的宣紙、毛筆都是獨有的，
中國畫固然可以借鑒西方藝術形式，但更應該透過學習
讓自己更進步，而不是盲目緊貼。國畫被西方文化衝
擊，則華人更應該好好的保留國畫的民族性。
至於內地和香港的國畫發展比較，她覺得，內地國畫

發展比香港的要快，主要是內地比較注重國畫的系統
性、專業性發展，從學校培養、展覽等方面都很注重國
畫傳承。而在本港，自從回歸以來，國粹開始慢慢受到
大家的關注，因而容藝文相信香港國畫界發展肯定愈來
愈好。
《閨》和《天香染衣》是容藝文非常成功的兩件作

品，並且被母校廣州美術學院收藏。《閨》為工筆風
範，是用勾線染色的方法畫成，布老虎以渲染方式染
色，藤製的籃子用墨色把布老虎襯托出來，畫中的布以
一種特別的做舊手法做舊，令到整個畫面很和諧，整體
感覺比較古樸、雅致。《天香染衣》則是寫意。牡丹以
寫意方式繪畫，用筆簡練、概括，後面的青銅器小寫意
方式勾線，再以加了「 」做效果，令到青銅器古樸又

有韻味，因為是在生宣上畫比較多
變化，用色用水大膽，畫面感覺很
輕鬆，自然生動。

父母支持是精進的後盾

容藝文向記者坦言，現今的商業
化社會氛圍下，從事藝術事業的風
險確實很大。如果是應用設計方向
的專業還尚可有較大、較快的經濟
回饋，但是純藝術專業帶來的挑戰
確實很大。當然，容藝文覺得，自
己很有福氣，有一個從事藝術的爸
爸，因為其父的藝術水平相當高，
經常給她很多意見、很多指導。而
在精神層面，母親對自己從事藝術
事業極為支持。畢竟，因為以香港
目前的利益導向型環境下，大多數
的父母或家庭都不太會支持和贊同
自己兒女去學藝術，特別是沒有太
多經濟回饋的純藝術。但容藝文選
擇了這條她喜歡的路，而父親和母
親也無限量支持她，因而知道自己
很幸福。
每個人都有他想追求的夢想與理

想。容藝文走入了中國畫這個圈
子，她喜歡這種生活方式，做自己
喜歡的事(畫畫)，無論困難有多
大，她表示自己都會很努力去做，
希望能夠一輩子可以從事藝術事

業。藝術這個領域，就是需要學習、借鑒，各色各樣的
門類都要學習，才會有可能與其他藝術融合，讓自己的
專業提升更快。正是在家庭的指導下，容藝文的國畫有
了愈來愈突出的現代特徵，即便是表達類似於花鳥這樣
的傳統意象，也會隨性而走，展示出抽象的哲理氣息。
至於未來的規劃，容藝文告訴記者，她會繼續留在中國
內地，並期待能夠加入中國美術家協會這樣的內地團
體，以便長期從事中國畫的創作、推廣與教學。
對於新近進入國畫領域的人，有何分享的經驗？容藝

文告訴記者，學習國畫可以陶冶性情，修心養性，培養
審美觀，好處很多，既然抱定學習的決心，就要學習好
的教材，跟隨好的老師，創新而不排舊，老幹新枝並
存，才能法古創新，學習到真正的傳統。畢竟，因為國
畫講求師承的緣故，因為其學習是講求步驟的循序漸
進，先從臨摹開始，繼而寫生，最後才到創作，故而好
的老師指點可以事半功倍。此外，學國畫也可以和學習
書法相融匯，因為國畫與書法是同一個體系。善書必能
善畫，善畫必能善書。深入傳統，明白傳統是怎麼一回
事，再進行創作更有說服力。

二十世紀以來，西方的政治與經濟強勢加劇現代化進程，當下生活過度現代化，消
費主義虛耗精神文明，人心漸漸背棄了自然。當今藝術普遍缺乏精神性，只有當下性
與時尚以及視覺效果，都忽視了個體生命內在的「心性」，漠視自然作為主體，失去了
那份悠遠而熟悉的文人特質及氣韻。所以我們需要新的「心」與「景」，並重新打通我
們與傳統，我們與自然的新關係。
今次我們將與參展藝術家之一林國成展開對談，理解他對「心」與「景」的個人思

考。

可否介紹一下在《心．景》中的參展作品？

林：此次展出了《無法容納的風景》，《白駒過隙》，《村口的樹》等五幅作品。想通
過這批作品表達這樣一種感受：當我們面對自然，即使去製造一個巨大的容器也
多半不能把眼前的風景裝下。但我們可以把它裝在心，從容離開。即人心和物件
之間的關係。

認為藝術創作需要怎樣的「心性」？

林：對於一件視覺藝術作品，無論是創作者也好觀眾也好，他必須先看見，獲得一個
圖像的資訊，然後到心裡匯聚形成意義或者體驗。即外部世界在內心的交匯。而
藝術創作是這種交匯的再次投射。

心與景的結合怎樣體現人與自然的關係？

林：心與景，人與自然的關係，請容許我囉嗦地講點藝術史，在西方
的藝術發展中，一個藝術運動的興起，是靠打倒或者對立與之前
的藝術潮流而成立的。它有一種邏輯，兩個藝術潮流是對立和造
反的關係。比如有可見的現實主義，而描述不可見的精神世界，
就誕生了對應的超現實主義。他們圍繞 一個根本的邏輯，主體
和客體的對立。在西方的語境中，心是主體，景是客體。這是一
種對立的關係。他們在這樣的邏輯下建立了的藝術發展史，但隨
時間的推移它越發脫離初期的積極意義，它日益陷入到一場為

反對而反對，為對立而對立，為問題而問題的遊戲中無法自拔，
遠離人的根本，陷於虛無。重新看待心與景的問題，即人與外部
世界的問題，重要意義在於我們是否還能夠回到人的根本？並激
發文明新的意義？對於這樣的問題我也樂意給出答案，即心不外
與景，景亦從未脫離過心，心景交融。

認為是次展覽的意義是？

林：此次展覽，許劍龍先生給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框架，如何重新看待我們和外部世
界的關係，換個角度，我們是否可以建立一種新的秩序？

心不外與景，景亦從未脫離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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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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第一個北上前往中央美術學院攻讀花鳥畫碩士的香港人，容藝文對中國畫有

一種時光縱深式的感悟。隨性而發，使她走上了中國畫的創作道路。如今，面對未

來的抉擇，她告訴記者，中國畫將會一直與她相伴。畢竟，這是她北上的初衷和夢

想。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半醉》

■《淨，聲》

■《扶醉》

■容藝文的陶瓷畫

■容藝文■《觸》

■《無法容納的風

景》，109 x 79cm。

■藝術家林國成

■《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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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口的樹，62x112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