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責任編輯：賈選凝 ■版面設計：謝錦輝A23 文匯副刊藝粹

如果我們想要知道當安迪．沃霍爾遇上畢加索後將會
產生怎樣的效果，便要首先了解這兩位來自不同時

期的藝術家各自的生命歷程。
大學畢業之後，年輕的安迪．沃霍爾便移居紐約市，
並積極投身他的時尚插畫師的工作。沃霍爾在他的作品
創作中結合了他所鍾愛的藝術、時尚和名人為元素。也
正是通過這種混合時尚與廣告的方式，他融合了美術和
商業項目，由此開始展開他引領潮流之路的傳奇人生。
而作為20世紀現代藝術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畢加

索，則曾與 “The Madoura Studio”的負責人Georges
and Suzanne Ramie合作，設計了四千件或以上的精
品。其中包括：碟、碗和花瓶等等，每件製成品均只有
五百件。在這段合作中，「The Madoura Studio」擔當
製作陶瓷的角色，而後期製作則由畢加索將陶瓷一筆一
筆地添上色彩。經過畢加索添色潤飾的陶瓷不單只是一
種擺設，本身也成為了藝術品。
「當沃霍爾遇上畢加索」中展出了安迪．沃霍爾與畢
加索在繪畫以外各自的精品，並試圖從這些精品中探索
出他們如何影響日後的藝術史。而我們也得以同時欣賞
到這兩位不同風格的藝術家的設計作品，這或許也是對
他們創作歷程的一種新穎探索。

不是名氣，而是回歸作品本身
「不一藝術畫廊」經理黎樂敏有超過七年

的畫廊工作經驗，她認為舉辦這場展覽除了
帶給觀眾一種不同角度之外，對於想初嘗試
收藏藝術品的收藏者來說，這些作品也可以
成為他們入門的嘗試——因為相對來講，價
錢比較支付得起。其實很多人都有心投資藝術品，而沃
霍爾與畢加索這樣的名家作品，動輒上千萬，一般人根
本無力負擔。而這次展出的這些作品，在他們各自的創
作序列中雖然不是最著名的作品，但幾十萬的平均價
格，卻是收藏者能夠企及的。
兩位大師的這批作品也正因為平日不太被人熟悉，所
以它們有可能產生的另個意義便是成為一種起點。譬如
或許不是人人都知道安迪．沃霍爾在大肆融合商業與藝
術之前，其實有着非常好的fashion功底，原子筆手繪的
設計圖更讓人過目不忘。而畢加索在碗碟乃至花瓶上進
行的繪畫，則更吸引人去親手觸摸那些器皿內部的紋理
質感。就像黎樂敏自己在這次展品中很喜歡的其中一
件：有一隻碗看圖片時只覺得普普通通，但真正握在手
裡才知道那碗中央的人臉——面孔五官呈現出的是3D

效果，讓人一望就情不自禁地想更深地望進碗裡。
安迪．沃霍爾展品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幅由兩張
A3尺寸的手繪稿拼接起來的作品。遠看時知道兩張組接
起來，是一組膊頭位置的設計圖，但退遠些看。呈現出
的image又會不同。一幅作品用不同角度去觀看，效果
千變萬化，相當有趣。
黎樂敏更希望這次展覽帶給觀眾的是繼續了解這兩位

大師的好奇之心——看過這些作品之後，或許便會思
考，為何沃霍爾和畢加索這個階段的作品會和平時不同
（大概因為從事創意工作的人對着同一種藝術久了，總
會需要轉換頭腦，從別的項目中尋找靈感），進而去探
索他們的整個創作脈絡。她希望人們來看這兩位藝術
家，不要只是因為他們的名氣足夠大，而應是為了作品
本身去看，為了理解藝術品中所要表達的內容去看。

《不如，我哋由頭嚟過。》將會展出一系列描繪香港都市生活片段的畫作。藝
術家利用了粉彩、廣告彩和木顏色將香港和市民的活力透過紙張展現出來。
於香港出生及成長的何博欣一向對王家衛導演的電影情有獨鍾，並經常從他的
電影中取得創作靈感。王家衛的電影有着濃厚的香港情懷，其經典電影已成為了
香港情調的象徵。這次展覽的名稱《不如，我哋由頭嚟過。》，取自王家衛導演
在1997年所拍的電影《春光乍洩》中的一句經典對白，電影中張國榮的角色不
時將這句話掛在嘴邊，希望挽回與伴侶（梁朝偉飾）的關係。何博欣採用了這句
對白的字面意思，把她心中的王家衛電影情調「由頭嚟過」重新演繹，並將電影
中的超現實浪漫主義與現實世界聯繫起來。她借用了王家衛電影鏡頭裡的曖昧
性，讓平凡的都市人搖身一變，成為各自現實生活中的主角。

《不如，我哋由頭嚟過。》想要表達的主題是？
何：我的創作都是有很強烈的本土意識，雖然表達得不是很直接，但都是跟香港
情懷有關，例如街市的味道和新鮮感，以及小市民的觀感世界。展覽中，大
多捕捉平凡人物的生活點滴，譬如老人家耍太極、公園裡閒坐的伯伯和街市
的婆婆等。平凡人寂寞地做閒事或是靜靜地消耗生命這回事都可以變得浪
漫。香港是個多姿多采的城市，但在繁華的背後總有它寂寞唏噓的一面，我
對香港有感情，多留意香港的人和事，所以會特別對香港人的心理狀態感興
趣。對我來說，每一個城市都有它寂寞的一面，只是有沒有被發掘出來的分
別而已。
這場展覽想要對應王家衛電影中喃喃自語的感覺，表現一個人比兩個人更浪
漫的浪漫。
我選擇用一個人的構圖是為了對應王家衛電影中喃喃自語的感覺，而我認為
一個人的浪漫比兩個人的浪漫更浪漫。
展覽名為「不如，我哋由頭嚟過。」是取其廣東話的地道風味和它字面上的
意思─「由頭嚟過」把我心目中的王家衛電影情調重新演繹，嘗試將電影中
的超現實浪漫主義與現實世界掛鈎，借用王家衛電影鏡頭裡的曖昧性讓平凡
的都市人變成性情中人，搖身一變成為擁有另一種風味的主角。

王家衛電影給了你哪些靈感？對你的作品有怎樣的影響？
何：王家衛的電影都是有關於香港的故事，有着濃厚的香港情懷，是香港情調的象徵。但他電影的飄忽氣氛，

誇張的色彩，以及貌美俊氣的角色都給人遙不可及的感覺，展覽用我們每天都看見的平凡人做主角，再套
用王家衛電影中的浪漫情調，把真實生中都市人的寂寞和無聊的時間消耗重新再浪漫地演繹一次。作品希
望透過城市裡身份含糊的小角色去重新感觸電影中的慾望想像，以「如意如幻月，若即若離花」的風格來
呈現現實社會的寂寞與掙扎，讓身為平凡人的我們在精煉的對白與充滿曖昧性的畫面裡找到一個情緒間的
自我。
每張作品下都用炭筆手寫了一句王家衛電影中的對白，但作品其實與整個電影情節都沒有關係。每張畫
都是把平凡的都市人化身成一個電影片段的主角，而用炭筆寫的對白成為這些喃喃自語的片段的對應句

子，但這些對白沒有框死畫作的故事性，因為王家衛電影的情調和
暖昧性給人有很大的想像空間。
有些電影情節和對白以及流行曲的歌詞會不時在腦海中飄過，久而
久之這些流行文化的產物就會成為了某部分創作靈感的來源，電影
媒介和流行文化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並不是我創作靈感的
全部，正確來說，自己的生活體驗才是創作靈感的主要來源。

你作品中觸及到了很多關乎生死的永恒命題，
是有意如此嗎？

何：我不是刻意去探討這個議題，只是生死平常事，是不能避免的題
目。畫死魚跟畫青椒蘋果一樣都是「死物」，只是前者曾經有活生
生地呼吸過，具有豐富生命力地存在過，在死門關之間掙扎求存
過，但到最後都是塵歸塵土歸土地逝去。我着迷的不是死亡，而是
曾經存在過的生命力，死後還在跳動的心臟，你敢說這不美嗎？
所以說，正確而言我的作品大多數都是去探討隱藏的美。死魚的壯
麗形態和它那令人屏氣止息的震撼力，與寂寞都市中悠悠的浪漫情
調都有相類似的相念。
把「被遺忘的美學」的概念從靜態的死魚轉到充滿故事性的都市面
孔上，兩者都是把我們平時看不見或忽視了的事物人物分身成spot-
light下的主角，要讓這些現實世界中的配角成為既莊嚴又具感染力
的角色。這些小人物逝去的活力使他們成為都市中毫不起眼的角
色，但生活大概就是這樣，而正正是他們的落魄與寂寞使我對他們
感興趣。
我的作品沒有固定角色，因為一個流浪漢、一隻鞋、一堆垃圾、一
個手勢，都有其重要性，都可以成為我的主角。
我的作品沒有故事性，因為我在意的，是他們電光火石中產生出來
的化學反應。輕輕扭曲事物，創造一個真實而不現實，寫實而超現
實的世界，讓黑色幽默引起多姿多采的共鳴。

為何選用粉彩、廣告彩和木顏色等色彩物料？
何：我平時多時用油畫物料繪畫，但今次卻選用我自己不熟悉的乾粉彩，廣告彩，木顏色和原子筆等基礎的繪

畫工具是因為對應今時作品題目的實驗性。抱着一個試驗的心去用物料，會發現很多反傳統的使用方法，
例如把乾粉彩用水溶掉或用風筒吹乾廣告彩做出具驚奇的效果。其實這些都是小學生會用的繪畫工具，我
喜歡這些物料夠純真和簡單，隨便拿起手就可以用，顏色精彩直接，而且使用方法很廣，是十分好玩的材
料。
這些物料之間有種和諧的化學作用，我不停實驗式地轉換和玩弄這些物料，得到很多意料之外的效果。要
知道不用很專業很FANCY的物料都能揮發得很好，但要做到得心應手的效果需要反覆的練習和高度的耐
性，所以對沒有耐性的我來說是無限的挑戰。

當安迪‧沃霍爾遇上畢加索當安迪‧沃霍爾遇上畢加索
經典的另一種對話經典的另一種對話
你是否曾經設想過，在同一個空間中看到來自兩個不同時期的藝術家的傑作？譬如同時欣賞到後現代的

安迪‧沃霍爾和立體主義的創始者畢加索？對於我們而言，這兩個名字都太過光芒萬丈！如雷貫耳！但這

又是否代表我們真的了解他們？了解他們在各個創作階段中的靈感與表現，以及了解他們在盛名之下對藝

術的不懈熱情？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圖片由「不一藝術畫廊」提供

《不如，我哋由頭嚟過。》
時間：即日起至1月30日
地點：Artify Gallery（柴灣明報工業中心A座10樓）不如，我哋由頭嚟過。

「當沃霍爾遇上畢加索」
即日起至2月17日
地點：不一藝術畫廊（跑馬地禮頓道60C號地下）

■Colombe Sur Lit de Paille(A.Ramie no.79)

■Visage de Faune(A.Ramie no.256)

■Chouette Femme(A.Ramie no.119)

■ANDY WARHOL(1928-1987) Enrico Coveri

■ANDY WARHOL(1928-1987) Fashion

文：Jasmine

■■《《鳥鳥》》

■■《《過期過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