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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香建峰的創作和作品，都是和色彩繽紛（以粉色系列
為主）以及吸引人的畫面為主，再加上有趣的內容配搭，如
香氏在2011年的作品「犀牛的新角」，香氏把犀牛的角換
上了生日派對的生日帽，同時在作品的背後亦帶有人和動物
之間的矛盾，這些有關的隱喻都能夠在作品中找到。在吸引
觀眾思考的同時，又能夠在作品上表達到香氏的思考模式，
以及他所關心的事項，再者作品中呈現出一種吸引觀眾的狀
態，令到觀眾自行細味作品中的細節。
在香建峰剛剛開始的個人展覽「愛．流離」中，筆者見到

另一個感覺陌生但又熟悉的香建峰，剛進入到展覽場地時，
見到香氏在今次展覽中一共展出了六件作品，作品中由內容
到顏色，都和過往的作品有很大的差異，分別有死了的麻
雀、躺在地上的鹿、虛弱的犀牛和人的面貌。但在作品當中
仍然有不少元素，能夠認得到這是香氏的作品。筆者在陌生
和熟悉之間對香氏得到了另一個感覺，那就彷彿見到在平行
世界中的另一個香建峰。展覽中的作品都充滿了香氏過往作
品的影子，唯一不同的是內容的表達方式及作品中的用色。
作品中的內容，不再以隱喻的手法，而是採用了直接而寫實
的方式，再者在用色方面，只餘下灰灰沉沉的畫面。這一種
改變在觀眾的角度上，相信能夠帶動一定程度上的思考。如

筆者見到香氏今次的作品的改變時，便會開始聯想有關的主
題，如為甚麼作品上會由有趣美麗的畫面，改變成寫實灰暗
的世界？
在展覽中展出的六件作品，當中以「我不介意你忘了我」

中的犀牛最使筆者為深刻，這是因為在作品中，繪畫犀牛的
腳時以若隱若現的手法處理，再配上黑色的背景，這樣就能
夠提供足夠資料去閱讀表面內容，或是分析背後的內容。表
面上說出了一頭虛弱的犀牛躺在淺水區，背後像說出了犀牛
即將消失，而且處於一個虛弱的狀態。當配上展覽的主題以
及作品標題後，更加能夠感覺到香氏如何借作品來表達出一
些訊息。

形式、用色與內容的改變
今次展覽中的作品和香氏過往的創作有很大的改變，由表

達的形式、作品上的用色和內容的選取，都有分別。這個分
別不是指他的創作重新開始，或是完全不同，而是指和他過
往的作品來作出比較時，就會突出那分別。因為作品中仍然
存在了不少香氏的創作元素：如出現過的生物（麻雀、鹿、
犀牛等等）、繪畫的手法、作品的慣用構圖，雖然是熟悉的
元素，但又是十分陌生。這個分別主要來自作品中的兩個元

素，就是用色上
的改變，以及在
作品中動物約隱
約現的虛實狀態
有關。
對於在今次香

氏的作品中，筆
者都比較偏向以
作品的內在元素
分析，創作概念
和標題的元素較
少投入到今次的
分析上。或許是
筆者近期觀看作
品時，都喜歡以
作品的內容和展出的狀態作來進行分析，對作品的標題和創
作概念都放到次要的位置，當然筆者並不是質疑這兩個元素
的價值，只是個人觀看作品時的取向，然而到了最後，仍是
會參考這兩個元素。

■文：謝諾麟

將對外部世界細緻入微的觀察轉化為審美享受的過程
被稱為寫實繪畫。寫實繪畫就是通過再現場景為觀看者
帶來親臨其境的感官體驗。這種在西方擁有悠久歷史的
繪畫方式，曾在文藝復興時期盛極一時，二十世紀傳入
中國後又被以徐悲鴻為代表的眾多藝術家發揚創新。
然而行至今日，寫實派卻逐漸式微。視覺藝術表現方式
愈來愈多元化的今天甚至有人說寫實繪畫早已過時。香
港當代畫家楊奕絕不能認同這樣的觀點，他對寫實繪畫
深情不減，一絲不茍地畫着他眼中的世界。

「寫實」的世界
寫實繪畫顧名思義，最講究的就是要「似」，不僅要
形似還要神似。如何能似？與身俱來的觀察力、高超的
繪畫技巧一樣都不能少。而在寫實繪畫中又以畫人物最
考功力。楊奕說：「每個人面部的輪廓、皮膚的顏色、
眼中的情緒，都有微妙的差異，差那麼一丁點，就會不
似。畫家像是指揮家，要知道指揮管弦樂隊時，什麼時
候小提琴的音調該高亢一些，什麼時候鋼琴需要柔和一
些。你看我現在的畫和十年前的就有很大的不同，現在
落筆更大膽、不會慢慢磨慢慢修；用色更細膩更豐富，
這些經驗都只有通過多年靜心練習才能累積。」他還
說：「雖然前人已總結出了人體比例的公式：人的寬度
三頭寬、兩眼與鼻子呈倒三角、耳朵從鼻子的水平高度
延伸出來。這些規律每個學畫人在最基礎的素描課程上
都能學到，但你知道這些道理了，就能畫得好畫得像
嗎？」
事實並非如此，即使老師傾囊相授學生也必須去親身
感受才能領略其中真諦。楊奕強調畫寫實油畫最講基
礎，無巧可取。因此，即使已從香港美術專科學校畢業
四十餘年，楊奕依舊保持着定期寫生的習慣，足跡遍布
香港及全國各地。對待繪畫一絲不茍的楊奕說：「一般
我們清晨便出門寫生直至中午時分。午間稍作休息，下
午繼續作畫。但為了保持光源一致，早上和下午所寫的
畫會分開，我早上只寫早上的畫，下午只寫下午的畫。
目前分開寫畫的人已經不多，有的人下午就靠經驗或想
象來完成早上的作品。問題是光源對環境影響非常大，
這種做法在我們寫實派來看來不夠負責任。」
除沉下心來畫畫以外，楊奕也鼓勵學畫人盡可能多出
國去看看，與大師作品面對面地「親密接觸」。一是因
為影像與印刷技術畢竟有限，印刷品往往色彩失真，他
說：「我的老師馬家寶沒出國以前總是參考經典畫冊，
所用之色十分暗沉。」 二是因為從印刷品中無法看到
油畫的筆觸。楊奕說：「去年我去參觀了美國大都會博
物館，博物館內全裡三層，外三層，都是學藝術的學
生，還配有導賞員為學生講解畫作。有的學生甚至在博
物館內撐起畫架臨摹起來。你看，就連人家美國那麼講

求先進和創新的國家依然尊重傳統，注重寫實，香港目
前卻缺的就是基礎教育。」
楊奕經常親力親為教學生、義務培訓美術教師。楊奕

表示，基礎教育對繪畫非常重要，現在的藝術院校很
多，但連開班授課的老師都沒有寫實基礎，又怎麼能教
出能夠寫實的學生。學校聘請老師只看中高學歷和海外
留學經歷，反而真正有才華的畫家被社會忽略不受重
用，更是耽誤了下一代人。楊奕建議香港的藝術院校不
要只盯着文憑不放，而是要找一些真真正正有熱忱、有
水準的老師來培訓下一代。

藝術家的純粹
在楊奕眼中，藝術家是單純的，藝術家的作品也是單

純的。可是，楊奕近來發現拍賣行、畫廊、寫手有過度
解讀藝術作品的嫌疑。楊奕認為很多畫家在寫畫的時候
想法甚是單純，只是想將自己所見的人物與景致記錄下
來，或者是通過自己的畫筆對自然界的美再次「美

化」。可一旦要進入市場，純粹的作品便會被
賦予了不屬於它們自身的政治目的和思想取
向。楊奕以其師馬家寶所畫的一幅《無題》為
例，講述了一個純粹的作品如何能夠被「故事
化」的全過程。
馬家寶在《無題》中畫有三隻小雞，牠們在
發現天空飛過一隻小蟲後，一隻雄赳赳氣昂昂
站得筆挺目光堅定望向雲空；一隻迷迷茫茫彎
腰四顧；還有一隻呆呆傻傻匍匐在地尋尋覓
覓。楊奕說若是拍賣行或者是傳媒拿這幅畫來
「炒作」，三隻小鳥的象徵意義就大有文章可
做。楊奕指着畫中三隻小雞一一分析道：「牠
們很可能被與社會中三個階層聯繫起來。趴在
地上的是社會底層，每天所惦記着的無非是跑

馬，大多今朝有酒今朝醉，不了解社會的變遷和時代的
發展。一片迷茫的是中產階級，站在中間，永遠不知應
該向左走還是向右去。信心十足的是有學識的知識分
子，想展翅高飛但奈何翅膀太短，只能眼見飛蟲逍遙離
開。」
然而，馬家寶寫畫當下到底有沒有想得這麼多？想得
這麼遠？楊奕搖搖頭回憶道：「馬家寶畫這幅畫的時
候，我就在旁邊，事情的始末我最清楚。那是個正月初
一，我們一班學生去給老師拜年。老師一開心，索性收
拾了幾張桌子和學生一起畫起了國畫。只見老師隨意拿
起一支羊毛筆，一氣呵成，便有了這幅畫。經過這麼多
年我自己畫畫，又時常去畫廊看畫，我可以說現在沒有
人能有這種功力。這幅畫力度十足，用墨濃淡恰到好
處。我也曾師從趙少昂學過兩年國畫。可就連被認為嶺
南派第二代傳人的趙少昂畫一幅花鳥也至少要換三種毛
筆，畫鳥的腹部、腿腳、翅膀，均需粗細度不同的毛筆
來描繪。馬家寶僅用一支畫筆遊走於畫布之上，可謂藝
高人膽大。只是這幅畫畫得再好也是馬家寶的隨興之
作，並無深意可言。畫好之後，老師問有誰想要，我說
我要，他就送給了我。」
作為資深畫家，楊奕希望年輕人能像前輩一樣堅守純
真，為傳遞真實的訊息而畫。因為，畫家的精力畢竟有
限，如果光想着要發財致富、功成名就，專注於與創作
無關的「編故事」，就會浪費掉藝術家太多的才華和力
氣。但楊奕又補充說，畫家在作畫時不是不可以帶有任
何目的。好的藝術品往往都能夠引起觀賞者的共鳴又能
夠推動社會進步。楊奕解釋說：「你可以畫一個大學生
行乞，馬家寶也畫過收受紅包的醫生，反映社會現象的
作品可以不用一個字就起到警醒社會的作用。這就是藝
術的力量。但藝術強烈的震撼力來源於自然、真實，不
刻意、不造作。」

「愛．流離」香建峰個人作品展
時間：即日起至3月22日
地點：香港歌德學院歌德藝廊

■《五分鐘的距離》
■《傷逝》

香建峰：由色彩繽紛走到寂靜的世界

香港當代畫家
的純粹寫實世界的純粹寫實世界
隨着數碼相機愈來愈先進，攝影的門檻也就愈來愈

低。照相技術的普及化使人們對寫實油畫的功用產生

懷疑。但香港當代畫家、國際當代畫家協會副會長、

香港畫家聯會永遠委員及執行委員、香港美術專科學

校校友會學術主任長楊奕，幾十年如一日守衛着「寫

實世界」的僅存領地。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僖 攝影：焯羚、趙僖

楊楊奕奕

■■楊奕作品楊奕作品
《《珠光寶氣珠光寶氣》。》。

■■楊奕作品楊奕作品《《綠色旋律綠色旋律》。》。

■■楊奕楊奕，，香港寫香港寫
實派油畫家實派油畫家。。

■■楊奕的寫實油畫楊奕的寫實油畫，，你會看到香港街景你會看到香港街景。。

■■楊奕作品楊奕作品《《佳肴佳肴》》

藝評

■■楊奕作品楊奕作品
《《人物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