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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的展覽展香港的夜
陳廣華今次的個人展共由兩部
分組成，一部分是他長期累積的
繪畫作品，另一部分則是專門為
九龍城區文化藝術節所設計的系
列裝置藝術。其繪畫作集中展示
在「牛棚」戶外的一面白色牆壁
上，雖有燈光照明，但傍晚時分
仍難以看清作品細節。然而，作
為視覺藝術家的陳廣華卻說，與
日光下的作品相比，他更喜歡夜
晚所營造出的朦朧感。夜晚的展
覽中展出香港的夜。陳廣華的作
品中有相當大的比例所描繪的是
被夜幕包圍的港人、港景：大型
連鎖超市屈臣氏、惠康、萬寧、
百佳的廣告牌雜草叢生，不帶有
一絲「人味」，只有肉舖柔和的
燈光溫情脈脈；站在莎莎和卓悅
的霓虹燈下的少女茫然無措；麥
當勞門口青年人喝永遠太多冰
的可樂；旺角街頭身材惹火的女子圍在垃圾桶
一根又一根地抽煙，裊裊白煙在黑色的背景
下格外刺眼。這是我們每天生活的香港，也是
陳廣華筆下的香港，它們同步似流水，恆久不
斷。
夜晚繁花似錦的香港我們自然再熟悉不過，
可陳廣華用寫實的手法描繪出我們身邊的人與
景的同時，也通過繪畫作品提出疑問：「城市
化」真的是「幸福」的代言詞嗎？永不停歇地
消費和追求享受，我們的生活質量就提高了
嗎？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又失去了什麼？《克
里斯蒂娜的世界——香港版》是陳廣華以美國
鄉土繪畫大師安德魯魏斯的同名作品為靈感所
創作的，他說：「我的香港版是向大師致
敬。」原版的《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中，身
粉裙、纖細的殘疾女孩跪坐在一片光線明亮的
柔和草地上，左手伸向遠方，右手支撐自己
的身體，望向天邊古老的木屋。在陳廣華的香
港版中，同樣身穿粉色連衣裙的女孩跪坐在夜
晚的中環皇后廣場，四周一片漆黑，而馬路對
面是傲然聳立、燈火通明的匯豐銀行總部。女
孩所處的不同環境顯現陳廣華同樣的疑問：
「我們真的可以這樣發展下去嗎？」
據陳廣華說，在這組作品中最受觀賞者喜愛
的反而是《雨夜紅傘》。與其他以街景為主的
作品不同，這幅畫裡沒有人潮、沒有廣告招
牌、沒有高樓大廈，少了色彩、「褪城市

化」，僅描繪了雨夜中共撐紅傘準備過馬路的
情侶，卻能在寒冷的冬日給看畫人以溫暖。既
然陳廣華畫的是我們的城市，我們愛的只是雨
夜下互相依偎的一對愛侶，那麼我們是不是該
停下來仔細想想，我們想要的是什麼？到底什
麼能給我們帶來幸福？

用香港元素作香港藝術
與反映時下香港城市面貌、體現陳廣華對社

會現狀深入思考的繪畫作品不同，是次展出的
裝置藝術則以大自然為主體，更多表現的是陳
廣華個人的情緒和純粹審美喜好。其中，用紅
白藍膠布、流水、氣泵、光影為元素打造出金
字塔狀的帳篷，被陳廣華命名為「流水賬」。
紅、白、藍三色相間的尼龍帆布最早出現於二
十世紀五十年代，原用來為大外牆或木屋居民
擋風遮雨；六十年代初，因其質地輕巧而堅韌
被改製為紅白藍膠袋廣泛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七、八十年代，港人常用大容量的紅白藍膠袋
裝載貨品到大陸探親，逐漸成為一種文化。蘊
含香港精神的紅白藍膠布被陳廣華巧用製成裝
置藝術，曾於1999年在油街展出，飽受好
評。十四年後，「流水賬」再現牛棚，還是簡
潔、經典的紅白藍，但周邊環境已截然不同。
除「流水賬」以外，陳廣華還嘗試用水滴漣
漪、冰箱、草坪、盔甲衛士等有趣的混合媒介
為觀展者帶來別具一格的視覺體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常
疆三亞報道）以「不期而遇」為主
題的第二屆「ART SANYA 藝術
季」暨「2013三亞國際當代藝術
展」日前在亞龍灣華宇度假酒店拉
開帷幕，此次為期3個月的活動匯
聚了國內外著名藝術家的近300件
作品。三亞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孫
蘇，三亞市副市長李柏青，及岳敏
君、邵譯農、盧昊、SAKARIN
KRUE-ON等國內外幾十位著名藝
術家出席了開幕式。
據介紹，本屆「ART SANYA藝

術季」匯聚了國內外著名藝術家的
近300件作品，在三亞完成了一場
跨越時間和空間的藝術對話，為冬
季到三亞的遊客和當地居民奉上了
一場為期3個月的藝術盛宴。此次
展覽共分為主題展、邀請展、新銳
展和特別展等，其中，邀請展由著
名藝術家方力鈞和邵譯農的個展組
成；新銳展旨在發掘新的藝術創造
力量；特別展展出保利拍賣、山右
美術館等所藏張大千、齊白石、徐
悲鴻等近代繪畫大師作品。

李柏青副市長表示，「ART
SANYA」為三亞積累了豐厚藝術資
源和高端藝術品位，為三亞搭建了
一個新的溝通和交流平台，豐富了
三亞的文化深度和藝術內涵。據
悉，「ART SANYA藝術季」將持
續打造一個全方位的藝術平台，致
力於建立中國當代藝術的卓越展覽
品牌，力求將三亞打造成與威尼斯
比肩的國際當代藝術中心。
值得關注的是，「ART SANYA

藝術季」為鼓勵青年藝術家探索當
代藝術語言、思想創新，專門設置
了新銳藝術家評選。由著名藝術
家、策展人、評論家等組成26人推
薦委員會，提名26位優秀青年藝術
家，再由栗憲庭、王璜生、高士
明、彭鋒、費大為組成終審委員
會，遴選出10名入圍新銳藝術家，
展示中國青年藝術家最具時代性的
學術探索，並在此基礎上最終評選
出兩位藝術大獎得主，分別獲得華
宇集團提供的20萬和10萬元的獎
金，同時授予「三亞藝術季華宇青
年獎」。

第十六屆「世界華人藝術大會」日前於香港大會堂舉辦了開幕禮暨藝
術作品評選頒獎儀式，參展作品來自世界各地華人藝術家，囊括攝影、
篆刻、根藝、陶瓷、雕塑和其他民間藝術形式的工藝品及藏品。
評選中傅文俊攝影系列作品《遊戲》，李江民《北
平箋譜、詩箋》、《心經易解》，甘露的景泰藍《千
手千眼觀音》等均被授予金獎。
剛剛從「邁阿密光譜國際藝術展」赴港的傅文俊，
首展攝影系列作品《遊戲》，以「骰子」為主題，各
國版圖為背景，輔助水流進行構圖，骰子在地球經緯
線上翻轉的13個片段，不僅是遊戲，更是對文明博弈
的詮釋。
骰子的形象，最早出現在傅文俊油畫作品《信手拈
來第十八號》，「我今年一直在構思世界博弈主題，
究竟該如何表現，起初也想了很多。」傅文俊從構思
到第一幅成品，用了近一年時間。作品中又輔以水
流，在規則之餘，又道破國際布局規則發展變化的

「隨機」。傅文俊認為創作最終要回歸世界認識的本身，只是作藝術是
不夠的，藝術家更應拓寬視角，認識歷史，認識世界，至於世界發展去
向何方亦都值得思考。「否則藝術家只會墮入無意義的循環創作。」

「此攝影系列的變化之處在於減少觀者的負
擔。」傅文俊解釋說物像的數目減少讓視覺變得輕
鬆，但是一經深入，會更覺其中深意。傅文俊畢業
於四川美術學院油畫專業，後鑽研攝影。此種後現
代藝術表現手法攝影國內還在嘗試階段，在國際獲
取獎項更是難上加難，「國際攝影獎項評選主要原
則是藝術性、學術性和話題感」，所以藝術家認
為，內地攝影家從寫實向抽象的轉變，要融入更多
的思考，和當代藝術思維更多接軌。
由香港中國國際交流出版社發起，世界藝術家協

會、世界華人交流協會、世界文化藝術研究中心、
世界日報社（香港）等聯合主辦的世界華人藝術大
會，一年一度，已舉辦十五屆。 文、攝：張夢薇

為期兩天的「自由野2013」在西
九文化區舉行，截至上周日12月15
日晚上七時，已有三萬人在「自由
野」度過一個藝術周末。
由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管理

局」）主辦的「自由野2013」於12
月14及15日重臨西九龍海濱長廊，
為大家呈獻長達15小時的節目包括
音樂、舞蹈、文學、媒體藝術、跑
酷、工作坊、講座及公開招募的藝

術項目，讓藝術家和觀眾有不同的
互動體驗。
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茹國烈

先生對於「自由野」得到大眾支持
表示高興，他又感謝各個表演單位
的傾力演出，使西九成為活力四射
的自由舞台。他說：「參與藝術家
和團隊花了很多心思和時間創作，
帶來不少驚喜，我衷心感謝每一位
的努力。」

國際當代書畫家協會主辦的「第三屇會員及邀請國內畫家作品展」將於本月在港舉行開幕式。
開幕式時間：2013年12月19日至22日
地點：香港大會堂高座七樓展覽館

逾三萬人在西九「自由野」
享受精彩藝術周末

ART SANYA
三亞國際當代藝術展開幕

展覽預告：

第十六屆「世界華人藝術大會」舉辦
傅文俊呈現後現代攝影作品

陳廣華陳廣華與與他的夜香港他的夜香港
香港常常給人一種夜晚才會醒來的感覺。夜幕降臨，霓虹燈

層層疊疊、高高低低地在街道兩旁閃耀，燈光映星光，不知

是天上的繁星傾瀉在大地上，還是人間的燈光躍上了夜空。只

有在這絢爛的夜晚裡，你才能最貼切地感覺到這座城市的脈

搏。本土視覺藝術家陳廣華牢牢抓住香港夜晚的特色，巧妙運

用繪畫與影像等多種媒介，創作出戶外裝置個人展——《流水

賬》，即日起至明年1月28日展於牛棚藝術村。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僖

■■陳廣華繪畫作品陳廣華繪畫作品《《克里斯蒂娜的世克里斯蒂娜的世
界界——香港版香港版》》

■■陳廣華運用塑膠盒陳廣華運用塑膠盒、、水水、、顏料顏料、、射燈射燈、、點滴點滴
袋將大自然水滴漣漪的影響帶到牛棚藝術村的袋將大自然水滴漣漪的影響帶到牛棚藝術村的
古建築前古建築前。。

■■本土視覺藝術家陳廣華在其牛棚藝術村工作本土視覺藝術家陳廣華在其牛棚藝術村工作
室接受記者採訪室接受記者採訪。。

■■19991999年曾在年曾在
油 街 展 出 的油 街 展 出 的
《《流水賬流水賬》》再再
現牛棚現牛棚。。

■■陳廣華作品陳廣華作品
《《 麥 當 奴 ＋麥 當 奴 ＋
KFCKFC》》

■■美國鄉土繪畫大師安德魯魏美國鄉土繪畫大師安德魯魏
斯名作斯名作《《克里斯蒂娜的世界克里斯蒂娜的世界》》

■■陳廣華作品陳廣華作品《《雨夜紅傘雨夜紅傘》。》。

■■懸掛於陳廣華工作室內一幅以香港夜間街景為主體的懸掛於陳廣華工作室內一幅以香港夜間街景為主體的
繪畫作品繪畫作品。。

■傅文俊作品《遊戲》系列之四。

■陳廣華作品《打邊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