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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孫菲 北

京報道）9月28日，由文化部中
國藝術研究院、中國美術家協會
藝術委員會主辦的《獻給母親
—周尊城 周尊聖畫展》在北京
中華世紀壇世界藝術館隆重舉
行，兩位畫家的九旬母親為兄弟
二人的畫展開幕剪綵。
周氏兄弟來自黑龍江省牡丹江

市，是從白山黑水走出來的飲譽
海內外的著名畫家。三年前，母
親對兩個兒子說：「如果你們哥
倆在北京一塊辦畫展，媽就給你
們剪綵！」為完成母親的心願，
兄弟二人通過精心籌備，將各自幾十年來所積澱的美術作品精
美呈現，在母親90歲生日之際以《獻給母親》主題畫展作為特
別禮物，深情報答母親的養育之恩，並以此向建國64周年獻
禮。
本次畫展共展出作品83件，吸引了國際友人、書畫界同仁及

全國各地的書畫愛好者共300餘人前來參觀。中國藝術研究院
院長王文章、中國美術館館長范迪安、中國美術家理論委員會
名譽主任邵大箴、中國國家畫院副院長盧禹舜、周氏兄弟的啟
蒙老師傅伯庚等人，陪同兩位畫家的母親姜淑芳共同為開幕式
剪綵。
中國美術家理論委員會名譽主任邵大箴對記者說：「周氏兄

弟兩人追求創新、追求拓展的藝術理想是一致的，同時，他們
的畫風一個沉靜如冰，一個熱情似火，藝術格調相得益彰，藝
術語言互相補充，互相契合，使得本次畫展別具一格。」
傅伯庚認為兩位弟子的畫展具有非凡的藝術價值和社會價

值。他說：「兄弟畫展在我國的畫
壇是少有的，用一生的藝術追求與
藝術成果回報母親，是藝術家優秀
品質所在，也是整個社會所應倡導
的價值取向。」
據悉，周尊城自幼酷愛繪畫，曾

深造於哈爾濱師範大學美術系，進
修於北京畫院研修班、中央美術學
院國畫系，並於1980年師承著名畫
家于志學進行冰雪畫的學習與創
作。在全面把握冰雪山水畫精神和
內涵的同時，他經過反覆探索，開
闢出中國畫中又一嶄新的藝術形式
——礬水畫。近年來，周尊城創建

了極地山水畫境界，以世界屋脊珠穆朗瑪峰和喜馬拉雅山為基
地，從東北冰雪的晶瑩走向了世界巔峰冰山的壯美。周尊城現
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冰雪畫研究會會長、國家高級美
術師。
相比兄長對於冰山雪海的晶瑩世界的沉醉，周尊聖則以其極

富個人特色的「天山紅」獨步中國畫壇。自上世紀90年代開
始，周尊聖深入新疆腹地，以西北天山為創作基地，對新疆廣
袤的瀚海隔壁、自然山川、風物人情、天山大漠、絲綢古道進
行了深入探索。歷經20多年20次走進新疆，他創立了「天山山
水畫」的獨特風格，開拓了中國山水畫創作的新領域。他以大
漠為紙、胡楊為筆，以熾熱的紅色激情，譜寫出悲壯之美、蒼
涼之美、雄強之美、陽剛之美，不僅張揚了個人精神追求的圖
景，同時也折射了時代勃發的精神。周尊聖現為中國藝術研究
院中國畫院畫家、研究員，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培訓中心教
授。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高施倩、實習記者

王菁 舟山報道）來自中國、美國、荷
蘭、西班牙、比利時等8個國家35名沙雕
藝術家近日齊聚舟山，並歷時15天創作了
50多座大型沙雕群。該組作品在第十五屆
中國舟山國際沙雕節開幕式上正式亮相。

此次沙雕節以「藍色海洋夢」為主
題，於9月11日至10月31日舉行。從9月11
日到9月25日，來自海內外的35名沙雕藝
術大師在舟山朱家尖島1萬多平方米的沙
雕公園上精雕細鑿了50多座展現海洋歷史
發展、夢幻海洋世界、沙雕節歷屆回顧等
的沙雕作品，這些沙雕作品將一直展示到
2014年7月。

本屆沙雕節的沙雕展區共分為五個區
域，分別為「沙雕十五年」、「巨型海
洋，夢的開始」、「游向更深，潛向夢境
深處」、「黑暗深海」、「海洋和神話」。
新增的展區「沙雕十五年」將過往十四屆

創作的沙雕經典作品重新雕琢，展示在沙
雕發源地——朱家尖。
十一黃金周期間，主辦方還將安排主題

系列配套活動，如夜景沙雕光影展、歡樂
沙灘秀、現場沙雕創作等活動。在沙雕展
區內設置滑沙、滑梯等附屬遊樂項目，遊
客可以走到沙雕的制高點，採用滑沙到達
沙灘上。

朱家尖是舟山群島的第五大海島，首
屆中國舟山國際沙雕節在朱家尖南沙成功
舉辦，開創了中國沙雕藝術的先河。據了
解，從1999年舟山市舉辦首屆國際沙雕節
開始，舟山朱家尖島的遊客量已由原來的
每年40萬人次逐年遞增至2012年的390萬
人次，沙雕已成為舟山旅遊業一筆巨大的
無形資產。

中國葫蘆雕刻大師于文政的逾二十件葫
蘆工藝收藏，包括價值最高(RMB50,000)
及體積最大高約85cm的雕刻葫蘆—「沁
園春．雪」，採用新疆的特有的巨型葫蘆
設計雕刻而成，主體部分借鑒了剪紙的藝
術形式來表現毛主席的慈祥和慈愛，背景
部分浮雕主席的經典詞句《沁園春．
雪》；及「國家領導人系列」以國家元首
習近平、胡錦濤、江澤民、溫家寶的肖像
雕刻而成的葫蘆工藝珍品，同時展出「中
國古典詩詞系列」包括著名唐代詩人張繼
的《楓橋夜泊》、宋代一代詞人李清照的
詩意圖等，亦有「中國神話傳說系列」以
千手觀音、醉八仙、后羿射日等於香港首
次展出，大家可於新地旗下幾個商場舉行
的《奇藝葫蘆雕迎國慶》活動中欣賞到。
于文政精通書法、繪畫、雕塑、雕刻等

技藝，尤以葫蘆雕刻、玉雕、木雕等最為
擅長。從事葫蘆雕刻創作多年，其作品將
中國畫中的線與墨以及西洋畫中的透視關
係融匯貫通，並借鑒玉雕中「巧雕」的創
作理念，根據葫蘆自身的形態特徵，隨形

設計，形成了自己獨有的藝術風格，創作
技法包括：烙畫、浮雕、鏤空雕刻等。作
品先後被韓國、日本及內地資深收藏人士
收藏，2013年中國郵政為其出版發行《和
諧中華—中國工藝美術名家于文政雕刻作
品選》系列郵票紀念冊。

港漫鼻祖黃玉郎自13歲起進入漫畫圈，
至今已50年。他的作品對香港漫畫的

影響深遠，尤其是《龍虎門》開啟了香港前
無古人的技擊漫畫先河，反映了香港上世紀
70年代的民生與治安還有香港人不懈奮鬥的
精神。五十年裡，黃玉郎創造了眾多俠肝義
膽且身懷絕技的漫畫形象，例如像王小虎、
王小龍和馬小靈。半個世紀中，這些漫畫人
物陪伴三代人的成長。近年來，不少香港老
漫畫家宣布封筆，可後起之秀卻鮮有高水準
精品。本土港漫到底出現了甚麼問題，香港
漫畫未來又應何去何從？

港漫現存問題

出席展覽開幕式的香港動漫畫聯會秘書
長溫紹倫對記者說，現在香港漫畫存在兩
大問題。一是，缺乏在線漫畫閱讀的付費
機制，難以保護原創者版權；二是新近漫
畫家創意不足。溫紹倫認為，想要解決版
權問題既要完善版權條例也要加強執法力
度。香港目前的法律執行做得相對較好，
因此盜版書籍較少。可一些小型網站直接
將原創者在線上發布的漫畫下載，再傳上
至自己的網站供讀者觀看，侵犯版權之餘
導致究責難。執法機構雖可對其進行查
封，但小型網站仍會重新注冊網域再次上
載。因撤銷對他們影響不大，所以野火燒
不盡，春風吹又生。不過溫紹倫也表示，
他自知這不是一時三刻就能解決的問題。
相信當整個社會的思想進步，港人養成在
線付費閱讀習慣，一切就會好起來。而創
意欠缺的問題在港產電影、電視、漫畫界
均存在。製片人、漫畫家以市場主導，一
旦發現一個模式走得通就會永遠地走下
去。幾十年用一樣的道具、一樣的情節、
一樣的對白，慣用套路被複製再複製，缺
少創意突破。漫畫的影響力常常源於單純
的創意，甚至勝過畫技，所以現階段應
重培養青年漫畫家和漫畫愛好者的創意思
維。除以上兩大問題外，前來觀展的鄧先

生認為香港漫畫重畫工，故事卻強差人
意。已經看了十幾年漫畫後，鄧先生說，
現在香港漫畫家所畫的題材跟不上青年人
的喜好，未來前景不容太樂觀。

港漫必須與手機關聯

既然本港缺少頂尖的漫畫作品是否應該
手培養新人呢？黃玉郎和溫紹倫給出的

答案都是否定的。漫畫大師黃玉郎說：
「我覺得如果你熱愛漫畫，自然有辦法去成
為一個漫畫家。我們當年也都是自學的。
其實不需要去搞這麼多的培訓。重點就是
要多學多畫。」溫紹倫則說：「培養新
人，我一直都覺得不是一件太難的事。培
養，要看有沒有需要。如果玉米已經夠多
了，還種玉米幹甚麼呢？現在漫畫的出版
數量已經不是問題了，我覺得不需要再培
養人來畫漫畫，而是要增加創意。」
黃玉郎在致開幕詞及受訪時幾次強調，

漫畫未來的發展必須與互聯網和智能手機
相關聯。 黃玉郎說：「就算你去到非洲，
用手機上網都可以即刻看到我的作品。智
能手機畫面漂亮，接收又快。我們香港漫
畫應該向這方面發展。」《通訊及多媒體
2013年第一季報告統計報告》顯示，2012
年內地手機用戶已突破2.24億，其中智能手
機用戶佔七成。基於這樣的現狀，著名漫
畫家馬榮成也表示贊同智能手機能為漫畫
提供無限機會。他說：「電子平台開拓的
不僅是大陸市場，而且是全世界的華人市
場。」
至於漫畫故事內容方面，港漫研究文化

人姚偉雄與黃玉郎不謀而合。他們都說香
港的漫畫以古裝打鬥為主，建議加入愛
情、奇情、科幻等元素。姚偉雄說：「美
國的漫畫《鋼鐵俠》和《美國隊長》也是
一幫大隻佬在打架，和香港打鬥漫畫差異
不大。以科幻作主題後，男女老少都更易
接受。有了群眾基礎，還可考慮拍成真人
電影，將漫畫做成產業。」

九旬母為兩畫家兒子作品展剪綵
八國藝術家齊聚舟山創作沙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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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23日至10月20日，東港城舉辦「東港城×香港漫畫教父黃玉郎50周年殿堂展」以

紀念黃玉郎晉身畫壇50周年。主辦方為漫畫迷們還原了《龍虎門》等作品中的武館場景，曝光

了過去50年來黃玉郎的珍藏手稿，還展示了一系列限量手辦，以期與市民分享黃玉郎的創作過

程與成果。黃玉郎的作品是香港漫畫七十至九十年代的經典，可經典之後卻令人擔心後繼之人難

再創輝煌。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僖

《新地奇藝葫蘆雕迎國慶》
展覽地點 展覽日期 地點

新太陽廣場 9月29日至10月1日 地庫一層

大埔超級城 10月2日至7日 C區美食坊

元朗廣場 10月8日至14日 地下天幕廣場

于文政葫蘆雕香江首展

■于文政

葫蘆雕

■國內外漫畫迷cosplay王小虎、王小龍、馬小靈，並

與黃玉郎（右三）合影。

■展覽現場還原《龍虎門》經典場景。

■現場展出黃玉郎的珍貴手稿。

■黃玉郎在一幅兩米高的巨幅漫畫壁即時

作畫。

■印有黃玉郎作品中漫畫人物的糕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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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內特設商舖

販賣限量手辦。

■林熹瞳、白健恩及小

朋友都崇拜黃玉郎。

經典之後，
香港漫畫何去何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