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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暉榮今次在香港大會堂的展覽，其主辦單位一共有三家，分
別是中國藝苑研究學會、深圳美術館和嶺東美術館。作為香港著
名的書法家、藝術家，這是蕭暉榮首次在本港舉行他的個人書法
作品展覽。

鳥蟲書的復興和運用

毫無疑問，蕭暉榮取得了巨大的藝術成就。今次展覽的一大特
色就在於，這也是整個書法界、藝術界第一次的鳥蟲篆書法展
覽。展覽在香港舉行完畢之後，還將移師北京，舉行持續性的開
放鑒賞。

此次展覽，展出蕭暉榮近年創作的作品總共138件，包括《美麗
中國》、《大繁榮》、《祖國萬歲》、《幸福香港》、《璀璨香江》
等。其作品中的鳥蟲書，是一種極為特別的書法表達形式。鳥蟲
書，也稱為鳥蟲篆，原本是用於鼎銘之上，是篆刻的一種字體。
這種藝術創作模式，興起於中國春秋末期，於戰國時期開始漸漸
流行。到了明代，在篆刻中廣泛使用。但是，隨 時代的變化遷
移，現在幾乎已經失傳。蕭暉榮對書法界的一個巨大貢獻，就是
對鳥蟲書進行了復興式、搶救式的發揚，使得今天的人們能夠在
書法作品中，一睹鳥蟲書的風采。

蕭暉榮對鳥蟲書的復興和運用究竟有多大的貢獻，我們可以從
紫金山天文台的行星命名中探得一二。今年年初，國際小行星命
名委員會正式將一顆小行星命名為蕭暉榮星。這便是對蕭暉榮長
期以來對中華書法文化貢獻的巨大肯定。台灣政要蕭萬長、內地
及香港的大批文化界人士，都對蕭暉榮獲得這一殊榮表達了祝
賀。

濃郁而謙遜的中國風、中華情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十六周年，在蕭暉榮看來，是一個特別值
得歡慶和鼓舞的日子。為了迎接這一天，表達出自己心中的感
受，其創作的作品，大多能夠尋覓到濃厚的中國風、中華情。

中國風是一種動態化的藝術表現。在其作品中，不僅能夠感受
今日中國的萬里河山，也能夠體會到千百年來的中國歷史進程。
其《美麗中國》、《祖國萬歲》、《幸福香港》等作品，都是對這
種歷史縱向式的中國風的藝術解讀和發揮。《美麗中國》是一種
對自然山河與人情風土的描述，而《祖國萬歲》則是一種直抒胸

臆式的發揮。即便是初學書法的人，
也能夠在其作品中的「國」字中，找
到這樣的感悟。

中華情，則是帶有強烈的人文內
涵，是人類學意義上的書法境界。如
果說中國是一個地理概念，那麼中華
就是一個國族與歷史人文的真摯想
像。《幸福香港》，便是其中最為突出
的一幅作品。中華的訓詁解釋，並不
是空洞的說教與灌輸，而是在具體和
實在的人群基礎上形成的。對於旅居
香港的蕭暉榮而言，他對中華這一詞
語概念的解讀，就是從香港在地化的
內涵出發而形成的。因此，其作品中
的香江情，其實也就是真正意義上的中華情懷。

鄉愁之情的敘述與解讀

蕭暉榮作品中的濃郁中國風、中華情，自然是顯而易見的解
讀。若從其大中華的歷史與文化創作觀角度出發，則能夠更多體
會出其對故鄉、故土的一片思緒之情。正是這種鄉愁式的情感，
構寫了蕭暉榮作品中的情感地理空間。這種空間，是通過對其自
我人生經歷的描述、作品的氣韻以及香港在地化的體
認獲得的。就蕭暉榮本人而言，出生於潮汕之地的
他，更是在華僑之鄉的氛圍浸染下，將這樣的土地情
懷意識，用自我敘述和作品解讀，發揮到了頂點。

今次在香港大會堂的展覽，較為引人注目的，是蕭
暉榮的自我成長經歷介紹。在這段以文言文字敘述的
雋永詩篇中，蕭暉榮向人們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幼
年的他，雖然安貧樂道，但是對藝術的追求是永恆的
向上動力，因此他寧願在其他方面過得差一些，也要
在藝術上聆聽大師的教誨，以此來提升自己的藝術底
蘊。而這一切，與他在潮汕的生長環境有很大的關
係。在他看來，潮汕獨特的地理位置，形成了中華文
化、中原文明的獨特分支，這對人的藝術發展作用極
大。

如前所述，除了在香港，蕭暉榮的作品還將於七月初在北京舉
行展覽。因為近年來中國內地文化藝術事業的蓬勃發展，蕭暉榮
個人的藝術成就才能夠在祖國內地的依托和支持下不斷登上新的
高峰。雖然已近古稀之年，但是蕭暉榮在其作品中所體現出的濃
郁中國風和赤子情，終將成為香港北望神州的一輪深刻寫照。也
正是因為有了蕭暉榮等書法家的不斷堅持，我們才能夠在本港的
藝術洪流中，看到深切的鄉愁與期盼的情懷。

西藏山南地區行署所在地澤當鎮東南12
公里處的覺姆扎西次日山頭上，坐落 西
藏第一座宮殿——雍布拉康。這座由第一
位藏王修建的宮殿，見證了西藏先民從

「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活向「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的農耕生活的轉變，吐蕃
王朝、藏文化也由此發端。

始建於公元前2世紀的雍布拉康，距今
已有2200年的歷史，它雄踞山頭，周圍一
片低地，儘管規模不大，卻顯得氣勢雄
偉。雍布拉康寺管會副主任普布多吉介
紹，經過歷代擴建，雍布拉康才有了今天
的規模。整個建築分為三部分，位於東端
的碉樓式建築就是第一位藏王聶赤贊普所建的最早建築。

據普布多吉介紹，碉樓高11米，上小下大，外觀似為五層，內部其
實為三層。建築牆壁厚重，內部空間狹小，最寬敞一層的面積也不過4
平方米多一點，在當時可能有軍事上的用途。

有12年從業經驗的山南資深導遊歐珠說，在聶赤贊普的倡導下，雅
礱部落成員開始習慣於農業耕作，生活條件有了極大改善，財富開始
慢慢積累。在雍布拉康所在的覺姆扎西次日山腳下，第一塊國王御用
農田的痕跡還依稀可見，面積有三、四畝之多。

歐珠指 位於農田之中的一塊石碑說，石碑的位置曾是西藏第一個
村莊所在之處。站在雍布拉康殿前，憑欄遠望，遠處三山夾一平地，
聶赤贊普的子民們曾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繁衍。

從北邊的昌珠鎮經過雍布拉康再向南去的這塊平地，面積達3萬多

畝。一塊塊綠油油的農田相接，延伸向遠方，
目不可及，現在這片土地一部分成為山南地區
乃東縣高標準農田示範基地。

歐珠介紹，到第九代贊普布德貢傑時，他開
始在雅礱地區興修水渠，將山水引入平地，開
墾出片片農田，並開始用木犁耕地。經過一代
代贊普的物質積累，第三十二代贊普松贊干布
於公元7世紀中葉起兵雅礱河谷，最終統一河
谷地帶各部落，建立起吐蕃王朝。

普布多吉介紹，雍布拉康建築第二部分——
殿堂即為松贊干布所建。松贊干布迎娶文成公
主後曾在這裡短暫居住，遷都拉薩後，雍布拉
康成為他們的夏宮。

走進殿堂，一層佛堂內松贊干布塑像在八根大柱子的陪襯下，顯得
莊嚴肅穆。二層為法王殿，殿內壁畫生動地描繪了天上降下經書、經
塔等佛物的宗教故事。

普布多吉說，後來雍布拉康被改為寺廟一直到今天，建築的第三部
分就是僧房和一些附屬建築。

1962年，雍布拉康被確定為西藏自治區級文物保護單位，成為遊客
們了解藏文化源起的必去之處。2000多年前雍布拉康為先民們指出通
向文明之路，現在又為周邊的村民提供了一條旅遊致富的路徑。

雍布拉康附近的門中崗村村民扎西擁有20多匹馬，他向遊客提供騎
馬服務，將遊客從山腳帶到雍布拉康大門前。「現在除了種地，我們
一家還帶遊客騎馬，旺季時每天能有200多元的收入。」扎西說。

（新華社）

芬蘭第三大城市坦佩雷的居民本
月14日起有機會近距離領略中國秦
漢時期的文化奇觀。雖然陰雨綿
綿，前來參觀《當傳奇與歷史相
會：西安秦兵馬俑——中國始皇帝
的寶藏》展覽的觀眾熱情不減。據
初步統計，瓦普力克中心博物館當
日客流量超出平日5倍。

記者在現場看到，展廳內人頭攢
動，秩序井然。組團前來的，聚在
講解員周圍認真聽講；自己來參觀
的，要麼手拿畫冊，要麼使用手機
下載的參觀軟件，一件件展品比照
鑒賞。

展廳媒體聯絡官波依卡耶爾維告
訴記者，瓦普力克中心博物館平時
每天只有100多名遊客，但14日開
館後兩小時就接待了300多名參觀
者。她預計，在5個多月的秦俑展
覽期間，參觀者有望超過8萬人
次。

在這次展覽正式開放的前幾天，
有關展覽的信息就已經上了坦佩雷

市官方網站的頭條。官網上的消息
說：「此次人們有機會欣賞世界第
八大奇觀。除了陵墓的守衛者和始
皇帝的銅戰車之外，還可看到其他
來自秦代和漢代的出土文物，包括
珍貴的玉、金、銅質器物，有些甚
至是2000年以來的考古新發現。」

坦佩雷市長伊科寧稱這次展覽
「是欣賞世界文化的難得機會」。

中國駐芬蘭大使黃興表示：「兵
馬俑展覽是中華文化的驕傲。希望
通過不同文化的互相民解學習，讓
世界更加和諧、和平、豐富多
彩。」

這次展覽由陝西省文物局主辦，
共展出102件（套）文物，其中20
件為一級品，整合了陝西省境內9
家博物館的文物精品。

坦佩雷瓦普力克中心博物館是
由坦佩雷市資助的市立博物館。
該館常設展覽《坦佩雷歷史展覽》
被歐洲博協評為2011年度最佳展
覽。 （新華社）

藏地首座宮殿——雍布拉康 秦始皇兵馬俑
芬蘭展出首日受歡迎

蕭暉榮：鳥蟲書後的中國心
迎接回歸，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十六

周年，本港著名書法家蕭暉榮發揮出自己在

鳥蟲書方面的巨大優勢，來迎接這一在心目

中具有神聖地位的時刻。自本月中至七月

初，他將先後在香港大會堂以及首都北京舉

行個人作品展，以表達其赤誠的中國心。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蕭暉榮：鳥蟲書後的中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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