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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象靈犀

「『平安聚瑞』是目前兩岸故宮合作的真實寫照」，剛從台
灣返回的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表示，他正在繼續積極
探討和台北故宮博物院實現展覽對等交流的可能性。

日前，單霽翔一行赴台灣出席兩岸故宮聯合舉辦的「十全
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特展」開幕式，並進一步商談未來
的合作交流事宜。他表示，兩岸故宮珍貴文物珠聯璧合，完
整性和代表性成為該展最突出的特點。「北京故宮所帶來的
展品，在數量上與內容上都恰如其分，可謂多一件則嫌富
餘，少一件則嫌不足，其原因就在於兩岸故宮文物的互補
性，是兩岸故宮協商後合理的配置組合。」

單霽翔認為，兩岸故宮院長的互訪，充分反映了兩岸故宮
對深化彼此間務實交流的重視。互訪的代表團成員均為重要
部門負責人。雙方交流已由2009年以來的相互摸底試探發展
到了機制化和常態化的新階段。

「平安聚瑞」的典故出自今年4月單霽翔回訪台北故宮，
送的是郎世寧的《平安春信圖》高仿品，馮明珠院長贈送給
北京故宮的同是郎世寧的《聚瑞圖》高仿品，雙方以「平安
聚瑞」來形容當時的會面。「『平安聚瑞』也是目前兩岸故

宮合作的真實寫照」，他說，雙方正在積極策劃2015年兩岸
故宮共同紀念建院90周年活動，促成在兩岸故宮先後舉辦

「故宮珍藏歷史照片特展」以及同時舉辦相關主題文物特展
及學術研討會，以及推進兩岸故宮與國家圖書館關於「天祿
琳琅」善本再造的合作。

一直以來，由於名稱載示和文物的司法免扣押等問題尚未
解決，兩岸故宮的交流活動也一直存在諸多困擾，目前只能
保持展覽的單向交流。單霽翔透露正在繼續積極探討和台北
故宮實現展覽對等交流的可能性。但這不是僅靠兩個博物館
的努力所能辦到的，需要社會各方面的關注和支持。

「兩岸故宮的收藏同根同源，代表了中華民族文化的精
髓，是所有中國人的驕傲。如果說經貿往來使兩岸民眾手拉
手的話，那麼文化交流將使兩岸民眾心連心。」言及此，他
眼中的殷殷之情盡現。

單霽翔以《清明上河圖》為例，北京故宮珍藏有宋代張擇
端所繪的《清明上河圖》，而台北故宮藏有清院本《清明上
河圖》，「我希望有朝一日，兩岸故宮所藏不同版本的《清
明上河圖》能在北京合璧展出。」

東京電　位於東京神田神保町的一誠堂書店
珍藏有中國南宋時代刊行的《唐人絕句》，展
銷期間標價4.6億日圓。為紀念創業110周年，
一誠堂書店於11日和12日舉行古籍善本展銷
會，其中就包括《唐人絕句》。

宋版書在中國歷來受到珍視，該書以保留大
量的唐人絕句著稱，其中還包括杜甫贈李白的
七言絕句等，而宋版在中國已經失傳，只保留
了明刻版。如今，這部宋版《唐人絕句》靜
靜地躺在會場左側的一個展櫃內，不時有人
過來觀賞。有的封面上《唐人絕句》的字樣已
經湮沒大半，可以看出確實久經風霜。從兩冊
打開的冊子上可以看出，字體非常大氣，端莊
秀麗，印刷精良，不愧是出自名刻工之手的宋
版書。酒井健彥指出：「這部《唐人絕句》即
使不是初版，也是最接近初版的。」根據封底
襯頁左下方的墨跡「二十二冊之內」，《唐人絕
句》全書22冊，原來是完整的，一冊散佚，

一誠堂書店如今保存有21冊。
慶應義塾大學教授高橋智指出：「當時中國

的出版文化非常發達，擁有精湛的木版印刷技
術，而《唐人絕句》採用了唐代書法家歐陽詢
的書體，是宋版書中最為優美的。此前，已經
確認有明代翻刻的《唐人絕句》，但是確認存
在接近初版的《唐人絕句》還是首次。」

中國宋代刊行的史書和漢詩集通過日本與宋
的貿易以及前往中國學習的日本留學僧，曾大
量傳入日本，很多被保存在日本的寺院中。而
此次發現的《唐人絕句》，每冊上面都蓋有

「妙／安」印，被認為曾由室町時代以學問著
稱的僧人惟高妙安收藏。

高橋智指出：「這是當時出版文化的遺物，
在中國是屬於國寶級的文物，在日本也擁有重
要文化遺產的價值。雖然是中國的書籍，但是
傳入日本之後，也成為日本文化的組成部
分。」

不得不說，在中外交流的話題上，
Fine Art Asia今年憑借對市場的嗅覺，
較之以前做得更加優秀。

藝博會的尋根

第9屆典亞藝博（Fine Art Asia）一
如往年，貫徹展示古今中外藝術精
品，今屆更呼應「根性」的主題，讓
藝術愛好者能從歷史、文化角度了解
國際藝術市場，以及香港與內地重量
級藝術家的作品，尋找藝術的根源。

在今屆典亞藝博的參展商中，多見
本土及中國元素的作品，典亞藝博聯
席主席及總監黑國強解釋說以「根性」
為主題，並非局限於「香港的尋根故
事」，「呂壽琨是現代水墨的先鋒，中
國藝術家艾軒曾走過文革，昔日的事
㢌，看似與現代無關，但其實息息相
關，這一點很重要。外國畫廊一直希
望於內地或本港市場分一杯羹，其
實，認識中國的近代史，是進軍亞洲
市場必備的條件之一，有助了解作品
的背景與意義，而呂壽琨和艾軒，曾
經歷上世紀70至90年代，是值得深入
了解的藝術家。」

「永㞫二十世紀」專題展覽自去年
起步，今年是加強版，其中包含了本
港已故重要畫家呂壽琨和中國內地畫
家艾軒的個展。呂壽琨活躍於上世紀
60、70年代，是香港「新水墨運動」
核心人物，是次《呂壽琨 —— 禪的
水墨藝術》展覽由藝倡畫廊負責，呂
壽琨的畫作突破傳統國畫、水墨畫框
架的本地藝術前輩，作品強調書法性
的線條，亦會在抽象的筆墨之間，加

上小艇、小屋、人等形象，把抽象的
概念帶回現實之中；而他的靈感則來
自道家和佛家禪宗，畫作自有一番意
境與睿智。其女姚金昌玲說：「其實
呂壽琨早於 60 年代，已多次於英國
舉辦展覽，他於 70 年代逝世，作品
自此少見於公眾場合。今次將展出 20
多幅作品，不少更是我們特意向他家
人借來的。」姚金昌玲分享道，她最
愛墨彩作品《禪畫》，「能以傳統媒介
呈現現代感覺，是一大突破；《禪畫》
這系列作品見於 60 年代，線條、用
色、構圖直到今天依然前衛。」

另一位活躍拍賣的中國藝術家艾
軒，由本港畫廊季豐軒展出其9幅油
畫，畫廊創辦人季玉年說一直以來，
艾軒的作品送抵畫廊，很快便會賣
掉，「有機會欣賞的人，就只有我和
買家。好的作品少了曝光機會實在可
惜，所以今次部分畫作，便專程問藏
家借來展出，希望更多人能欣賞到；
所以9張油畫中只有兩張會出售。」季
玉年認識艾軒多年，知道他創作的要
求高，她解釋說尤其近年，他希望做
得完美，創作時間往往很長，等待他
新作的人，就要有耐性了。

藝博會的時常轉變

典亞藝博創始人、古董商黑國強回
憶說開始在2005年的時候，根本談不
上挑選，只是想㠥怎麼吸引別人來。
因為香港大概有20年的時間沒有舉辦
過這種藝博會，「出現過兩次都沒有
成功，一次是上世紀80年代，當時是
港英時代，主導的畫廊和古董店都是

從西方來的，存在東西方經營文化的
差異和衝突；後來一次是90年代，一
個美國的主辦方來香港舉辦，也是因
為沒有市場支持，兩三年就支撐不下
去了，一直到2006年我們第一次作典
亞藝博。」發展到今天的藝博已經是
以內地客戶為主的藝術市場縮影。典
雅藝博每年發布的數字顯示出50％來
自內地、台灣和香港各15％，歐美佔
的比例不是很重，亞洲市場還是主
導。

黑國強在20年以前開始參加藝博
會，但是那時80％都是歐美客人，情
況從2001年開始發生轉變，到了大概
五年前，九成的客人都來自中國內
地。「改變的速度在成熟的西方市場從
來都沒發生過。但是現在中國的買家人
數多、耐性低生命周期比較短，2－3年
就會換一批人。」這種低耐性的狀態黑
國強將其歸咎於歷史的原因，「40歲到
60歲這一代有實力的買家，是從運動中
走過來的，窮得太久，什麼都想得到，
很賣力。所以中國內地的市場選擇了短
跑，來得快去得也快，當代藝術就是
一面鏡子，中國的藝術市場與西方幾
百年的市場是不一樣的。」

問及這個亞洲最頂級的藝博會創始
人對於新近進入古董收藏的人群，有
何樣的建議時，他的回答是「多看展
覽、博物館、博覽會，一定多走多
看。還有就是別貪多，搞收藏千萬不
能貪多。」

呂壽琨說抽象法是自由、個人智慧及獨
立精神的體現，而每一個筆觸都是畫家直
抒其精神面貌的工具。他視抽象法為20世
紀國畫的自然發展方向，為求突破，呂壽
琨向西方尋求啟發。他特別受威廉．泰納
(J.M.W. Turner)的光感運用及抽象大自然的
方式影響。呂壽琨亦於道家學說及禪學得
到靈感。

單霽翔：
積極探討兩岸故宮實現展覽對等交流

東京驚現宋版書
《唐人絕句》標價4.6億日圓

典亞藝博，永㞫的二十世紀

典亞藝博（Fine Art Asia）與秋拍同步，作為亞洲最頂級的藝術博

覽會今次已經是第九屆，過去它一直致力於為國際畫廊、古董商提

供在亞洲業務的展現平台，我們見到今年亦有不少英國藝術廊參展

商是首次赴港奉獻自己的選件。但更加特別的是佔據會場一隅名為

「永恒二十世紀」的專題展覽，除了中國當代巨匠趙無極等作品之

外，亦包含焦點推介之中國當代寫實派畫家艾軒的個人展出。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

■藝術家艾軒親臨季豐軒艾軒畫展開幕式 ■藝博聯席主席 黑國強（左）與許劍龍（右）

尚．馬里．費歐里 (Jean-Marie Fiori，1952
年生) 的藝術生涯由室內設計開始，他以畫
作、壁畫及錯視畫法裝飾室內，直至1990
年，費歐里開始創作雕塑。他以多色石及銅
為主要媒材，並喜用鮮艷的顏色，見於其鸚
鵡雕塑作品。費歐里亦製作獨特的傢具，包
含雕塑元素，卻更富建築味道。杜夢堂於典
亞藝博亦會展出著名當代藝術家丹尼爾．達
維歐 (1962年生)的動物雕塑，其靈感來自瀕
臨絕種的生物。

亞瑟．納偉(安特衛普1881年-伊克塞爾
1931年)的油畫《早餐》。納偉是一位著名
的比利時學派畫家，專長是人物、室內、
靜物和風景。作品描繪了兩個孩子在一個
滿室陽光的宜人房間裡享用早餐。納偉的
職業生涯始於寫實風格，這不禁讓人聯想
到兩位法國寫實派和印象派大師——愛德
華．馬奈（Edouard Manet）和愛德加．竇
加（Edgar Degas），但從1917年他深受保
羅．塞尚（Paul Cé zanne）影響的作品中
可以看得出，他後期的發展更趨向於野獸
派。

■巴勃羅．畢加索《掛在牆上的吉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