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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來了，在廣州天河區科韻路龍熹山下的「天雨
空間」畫廊，開幕首展邀請了香港水禾田的水墨畫，
展題是「春來了」。
水禾田的水墨畫是文人寫意，他愛桂林山水，用青
花顏料那種藍色來演繹早晚的桂林。他這樣形容：獨
愛桂林山水，愛層層疊疊的山巒，像棋子佈局於大
地，霧裡染透過那點藍，黑瓦白牆是吾家，如斯簡樸
的人間。
伴隨山水和民居小屋，還展出帶着禪味的荷花系
列。他所繪畫的荷花，常常採用一片濃墨作為荷葉，
淡淡的墨和清秀的線描繪出荷花，一點點朱紅代表了
花蕊，幾條線象徵荷枝，在空間延伸，劃破了空間，
點綴在人間。
一般人以為水禾田只是一位攝影家，原來他的繪畫
別有個性和風格，與現今一般藝術家略有不同，他用
筆用墨和構圖都別有韻味，可能他是一位設計家，在
平面構圖設計方面有造詣，繪起畫來運用了點、線和
面的元素。他也有寫作，最近撰寫了一本個人對文化

藝術的著作《明白了》，內容包括張大千、劉海粟、
程十髮、巴金、倪匡、三毛、亦舒和阿濃等等，圖文
並茂。
而與此同時，其實水禾田更是一位多元的藝術家，
除了繪畫和寫作之外，他也是一位導演，編導拍了
《偶遇》一片，並拍攝了五十多套「中國民間」紀錄
片，《城寨》紀錄片曾在伊朗電影節展出。2005年更
曾獲中國上海馬爹利藝術家年獎。
水禾田的畫看了讓人會心靈舒泰，最近他用香港報

紙繪畫香港的景物，留意他會在香港展現的。

畫中自有一品一格
「天雨空間」成立主旨是推動文化和藝術。這間畫
廊這樣寫道：一點一滴無聲的雨落下恍似音符，正如
天上來的聲音……「天雨空間」讓不同的文化藝術共
融潤澤您和我的心靈……接近天籟……
水禾田的畫自有一品一格，用墨着色與一般中國畫

不同，線條、空間、構圖別樹一格，欣賞他的畫不需

要看簽名，你就能夠認出他的傑作，其實他用「阿
水」作為署名，他說名字只不過是個符號，作品才是
給人去欣賞的。
他的水墨荷花系列，有這樣寫道：尋智空間，在紙

塗抹塗繪，尋覓使我快樂沒有憂愁，因為我看得到真
諦，自然相應，願您在畫裡亦能尋獲仁智……
他這樣演繹自己的畫：一抹墨如荷葉的如來，一朵
白色無邪的世界，在天宇空間裡，孕育了我……一隻
含着慈悲的「善善」（是他繪畫的小鳥名字）活着帶
來了恆美。
「春來了」在廣州「天雨空間」畫廊展期到2月18

日，對水禾田的畫有興趣又正好行經廣州的觀眾，不
妨前去觀賞。

M+策展人（設計及建築）陳伯康認為，「構。建M+」這個展覽的第
一部分，首先是希望人們感受M+大樓的發
展過程——從設計方案的甄選開始，這個博
物館的建築物怎樣逐步誕生現在的構想？所
以展覽給出了很清晰的M+大樓建造時間
表，從2012年9月徵集意向書，到三個月之
後選定六個入圍團隊，到兩次工作坊，之後
評審團評分，再到2013年6月，宣佈Her-
zog & de Meuron聯同TFP Farrells與香港
奧雅納工程顧問公司的設計在比賽中獲選，
之後制訂出發展綱領、初步設計及細節設
計，並最終將於今年秋天動土——時間表是
一場清晰的回顧，讓我們清楚看到M+怎樣
從無到有。
獲選的設計是經過所有評委非常嚴肅的討
論、兩次workshop、最終通過final presen-
tation而得到認可。而展覽中也公佈了「評
審之言」，告訴人們為何評審們會最終選擇
這樣的設計方案。我們看到其中指出：「這
令人難以忘懷的獲選設計蘊藏着一種原始的
力量，力量源自核心建構的簡介及明瞭：建
築的直立面連接着橫向的底座，同時透視出
底層深邃的『工業式』基礎設施，巧妙地把
地下鐵路隧道這個原本充滿限制的基建化為
令人讚歎的設計……」而這也正是陳伯康所
說的，這一設計最震撼評委：地下鐵路本來
會成為設計者面臨的最大挑戰，但目前的設
計顯然做出了非常好的規劃。
之後我們也會看到整個M+大樓的study

model以及細部圖，細緻到連牆面怎樣砌起

來、門的設計怎樣變換位置都有呈
現，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設計者在整個
工作過程中進行了怎樣的不斷調整。
所有的細節都是在一步一步被完善和
敲定出來。展廳間的露天庭園將公共
綠色空間融合到建築中，造就了大片
屋頂平台，並同時為大樓創造了自然
通 風 的 空 中 花 園 。 而 「Found
Space」、平台及大樓剖面圖，則讓我
們看到各式柱子、包含升降機、樓梯
及其他設備的垂直結構從地下
「Found Space」豎起，並與多個樓層交織
在一起，結合結構和技術元素，以製造出簡
約的橫向板樓。
地面每層都設有入口，連接海濱、西九公

園及藝術廣場，開放、透明而無縫地接通室
外空間。二樓則像是從地面升起的平台，全
部用作展覽、館藏及專題展。所有展廳在比
例、用料、層高及天然採光方面各具特色，
也能因應各種展覽和陳列需要而自由打通或
重新間隔。故而整個大樓的設計在陳伯康看
來，將公共性和藝術設計感結合得很好。
「人們會看到整個設計有很高的透明度和貫
通感，走在大樓的每一部分中，都能看到樓
的其他部分，所以總是知道自己在哪，也總
像是被邀請着繼續前行。」

怎樣進行「建築收藏」？
帶領人們了解了建築之後，當然要帶他們

走進建築，因為M＋是視覺文化的博物館，
所以設計與建築也是非常重要的展示部分。

但建築物要怎樣被「收藏」？這實
際上是個非常複雜的概念，因而更
需要策展人的巧妙構思。M+着手
開始收藏建築藝術品的首 10個
月，已購置或正在購置的藏品已達
數百件，包括建築模型、圖紙、照
片、裝置、錄像和其他材料，這些
藏品幫助保存、揭示並解讀20世
紀和21世紀香港、中國及亞洲的
全球建築藝術視野。「構。建
M+」的展品選擇體現了博物館對

二戰後香港和當代中國建築藝術的重視，但
也涵蓋了其他時代、其他地區的展品。
值得我們特別去關注的作品，或許首先必

須要提到美國着名建築師 Frank Lloyd
Wright 1913年為東京帝國酒店所設計的新
的大樓。從他為帝國酒店手繪的樓梯間裝潢
細部圖，我們可以看出他的設計中既透露了
日本及其他傳統的痕跡，也有兼容並蓄推陳
出新的想像。帝國酒店是一個很好的個案，
而在展覽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其中的樓梯間
之圖上，右下角所留下的一首中文詩，似乎
是Wright的日本同事當時寫上去的——其
中的東方美感究竟怎樣有意無意地啟發了
Wright的美學靈感，就要交給建築史研究者
去進一步探索了。而藤本壯介去年獲倫敦蛇
形藝廊委任，所設計的倫敦肯辛頓花園的臨
時展館，也會成為今次展覽的一部分，他在
創作過程中製作的 15 個 study
models，這次都會與香港觀眾見
面。

在地的展品方面，是次參展的是一眾舉足
輕重的香港建築師，像是鍾華楠、何弢、黎
錦超、王澤生和嚴迅奇。我們可以從中看到
一些很珍貴的屬於香港的建築圖景收藏：譬
如王董建築師事務有限公司在上世紀七十年
代設計的太古城行人流向圖、太古城整體規
劃圖，從中可以看出建築師怎樣從早期規劃
的美孚新邨吸取經驗，建造出住宅及商業並
置的綜合發展。而何弢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與
屋宇地政署就位於九龍塘的貨櫃辦公室事宜
的五封往來信件，也會向公眾展出，從這些
書信往來中，我們不難看到設計與法規之間
時有發生的衝突狀況。對於理解香港建築設
計的發展脈絡而言，這些都是非常珍貴的資
料，如今化為展品，可謂對「建築收藏」的
極好詮釋。

藝訊

水禾田畫展：文人寫意的「春來了」

「構。建M+：博物館設計方案及建築藏品」
時間：即日起至2月9日
地點：太古坊ArtisTree

我們期待怎樣的建築藏品我們期待怎樣的建築藏品我們期待怎樣的建築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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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構構。。。建建建M+M+M+」」」：：：

用用「「千呼萬喚始出來千呼萬喚始出來」」形容香港視覺文化博物館形容香港視覺文化博物館M+M+的這第一個建築展的這第一個建築展「「構構。。建建M+M+」」並不為過並不為過，，透過今次展覽透過今次展覽，，

公眾不但可以回顧國際評審團對公眾不但可以回顧國際評審團對M+M+大樓設計方案的評選過程大樓設計方案的評選過程（（其中包括簡要介紹其他入圍設計方案其中包括簡要介紹其他入圍設計方案），），也會進一也會進一

步理解步理解6060,,000000平方米的平方米的M+M+大樓正在怎樣地逐步構建完善大樓正在怎樣地逐步構建完善，，直至預計在直至預計在20172017年年底完工年年底完工。。

是次展覽由是次展覽由M+M+及及Herzog & de MeuronHerzog & de Meuron聯合策劃聯合策劃，，將採用模型將採用模型、、圖解圖解、、效果圖和投影的方式效果圖和投影的方式，，呈現呈現M+M+大樓的亮大樓的亮

點點，，並結合最新製作的錄像和其他資料並結合最新製作的錄像和其他資料，，讓觀眾更加了解建築師的設計過程和讓觀眾更加了解建築師的設計過程和M+M+大樓的構造大樓的構造，，以及這個建築將如以及這個建築將如

何融入並豐富香港的文化和城市景觀何融入並豐富香港的文化和城市景觀。。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賈選凝賈選凝 圖片由圖片由M+M+博物館提供博物館提供

■春來了 ■水禾田画展

■藤本壯介建築設計事務所：自然／建
築概念研習模型 (1/15)

■Frank Lloyd Wright：東京帝國酒店石
工部分之圖則（屋簷內側）

■M+策展人（設計及建築）陳伯康

■Frank Lloyd Wright：東京帝國酒

店樓梯間石刻裝飾細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