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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書畫藝術協會日前於香港大會堂低座舉
行書畫作品展。是次展覽彙集了香港書畫界老
中青三代人的百餘幅書畫作品，因此觀展者在
欣賞大師佳作之餘亦能從中梳理出近年來香港
書畫的發展脈絡。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書畫藝
術協會今年邀請到了三位「重量級」畫家一同
參展，他們分別是融匯中西的洪德力，精於工
筆的楊時青與書畫兼修的黃坤潔。
洪德力是香港畫家聯會會員、香港國際油畫
會會員，曾在香港大學美術學會擔任油畫導
師。洪德力年輕時先在西洋畫家陳學書教授伉
儷門下學過西畫，其後又隨嶺南派大師楊善深
研習國畫，因融匯中西
畫理，所以畫風獨樹一
幟。洪德力坦言：「西
畫和中畫有共通之處，
在掌握西畫的透視、明
暗後，畫起國畫來就會
更為駕輕就熟。」但這
並不意味着西畫技術性
更強，由於國畫對「詩
書畫印」樣樣都有要求
反而更考驗作畫人的全
面素質。

洪德力今次展出的十幅作品所描繪的均是自
然之景物，但無論是展翅雄鷹還是林間雪景都
不是現實中的「死物」，而是洪德力心中的圖
景。洪德力說：「我喜愛自然，時常外出旅遊
寫生，但我心目中畫畫的最高境界是畫心中的
一切，只有畫心中的畫才可稱為是藝術的創

作。所以，我會通過閱讀
文學作品來汲取靈感。」
洪德力表示他最喜歡的作
家是沈從文，從其所閱所
言所繪中都能看出洪德力
對自然之愛深入骨髓。3月
23日，洪德力將會攜其作
品前往中央圖書館參加其
師楊善深所舉辦的畫展，
書畫愛好者可萬萬不要錯
過。 文／攝：趙僖

今次展覽由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中國文化傳媒集團主辦，中國
書法家協會國際交流委員會等機構協辦。據悉，今次參展的兩岸四

地藝術家的三百餘件作品，既有傳統的中原特色，也涵蓋了青藏草原、
天山塞北的民族風情，且所有作品都緊緊圍繞「和平」這一主題，激發
出人們對生活的熱愛，並藉此機會提升市民大眾對中國傳統藝術與現代
思潮勾連的理性認識。堪稱本港文化活動的一大盛事。
從武到文的關公意象，紅臉關公已經是當今時代華人不能夠缺少的崇

拜對象。由馬書林創作的畫作《關羽》便以一種更為現代、更為普世的
風格，以中國畫為媒介，描繪出了關公的形象。畫作之中的關公，雖然
依舊手持長刀，威風不減，但是給人的印象，已經更加活潑和平易近
人。以觀賞視角看，則與當下人們對關公的崇拜和理解更加多元化不無
關係。
關公在中國歷史上，是以戰神的形象示人的，而且其精神被冠以「忠

義」、「勇敢」。隨着時間的推移，關公的形象也更加多樣，民眾對關
公的理解也不再侷限在軍事、殺伐、鬥爭的傳統意象中，而是從武到
文，賦予了更多的人文生活內涵。例如，當下不少酒店食肆甚至公司，
都會將關公視為財神爺而供奉；同時，關羽也成為了理髮業的祖師爺。
這種形象上的「轉身」，某種程度上也意味着民眾對亂世的厭惡、對治
世的期盼。而戰爭時代所展現出的英勇精神，也就成為了和平時代一種
對生活的守望。
關公依然是紅臉，依然手持長刀。但是每一個藝術家、每一個人都會

在自己的心中留下不同的關公印跡。如今，關公的形象已不僅僅屬於華
人，在日本、韓國等東亞地區也頗為盛行。共同的文化形態，也應成為
和平主義的紐帶。

遊子歸吟的時空穿越
少小離家老大回，成為了不少遊子的人生回憶。在中國的古代，遊子

經過私塾的教育、官學的熏陶，通過科舉的選拔，離家入仕，成就光宗
耀祖的榮譽。晚年衣錦榮歸，騎着馬，在書僮的幫助下回到了故土。或
許已物是人非，但是童年的歲月片段卻不曾失去。參加今次展覽的王野
翔的《遊子歸吟圖》便是以此情境為主題。
遊子所代表的和平意涵，從中國文化的視角而言，則與中國知識分子
的身份自覺與使命大有關聯。讀書人背井離鄉，不僅僅是為了自身的拔
擢，更是一種信仰與使命的傳承。中國知識分子崇尚「文死諫、武死
戰」，以實踐道統作為實現天下太平、百姓富足的工具。漢代班超便曾
直言，作為人文，應當「立功於域外，以取封侯，安能久事於筆硯
乎」。
近代中國，內憂外患。魯迅、陳天華等一大批知識分子負笈東洋，遊
學日本，求得拯救國家、守護和平的真理。魯迅更曾以「度盡劫波兄弟
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期待中國與日本世代友愛與和平。如今是地球村
和全球化的時代，遊子出國求學已經是傳遞人類文明與文化的使者。跨
文化的交流成為了21世紀守護和平的文化基礎。和平主義、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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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和平，，也是一種墨彩也是一種墨彩

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的「我們愛和平——兩岸四地華人書畫精品展」，頗受廣大

市民的喜愛和歡迎。是次展覽從中國人的視角、中國人的文化特質，展現出了中國人

對和平主義的思考。藝術的最大魅力，也就是普世文明的人文基石。不分國家、種

族、信仰，對生活幸福的渴望，便是和平精神的最高內涵。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人們

從藝術角度去詮釋和平的時候，和平也是一種能夠滌盪靈魂的墨彩。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鄉愁是甚麼味道？新加坡劇場導演鍾
達成用1小時15分鐘的獨角戲給出了他
的答案。
黑盒劇場中光線幽微，前面搭起一座

小高台，上面鋪滿白米。台左側的舊式
收音機裊裊唱着《夜上海》和《天涯歌
女》，另一側獨獨放着一個電飯煲。燈
光漸暗，鍾達成白衣白褲靜靜入場，先
向觀眾微笑致意，再慢慢走向電飯煲掀
開鍋蓋，一縷白煙悠悠而上，空氣中便
隱約有了飯香。
旅程還未開始，我們的味覺卻已「回

家」了。
鍾達成是新加坡戲劇表演團隊「十指

幫」的成員之一，這次受香港話劇團之
邀來到「國際黑盒劇場節2014」，演出
自編自導自演作品《根》。作品曾在
2013年奪得《新加坡海峽時報》「生
活！戲劇獎」年度最佳製作及最佳劇
本，故事講述鍾達成真實的尋根之
旅——為了尋訪已故太爺與爺爺的故
鄉，他循着互聯網上搜出的片段信息，
前往台山沙崗村。冥冥中似有指引般，
他一路遇到善心人，不斷靠近太爺的家
鄉，卻發現家族的歷史遠比奶奶所訴說
的來得複雜，然而一切都無從追究考
證，只留下迷離的記憶與淡淡的惆悵。
問鍾達成這次尋根之旅最終找到了甚

麼，他淡淡笑說：「好像有找到，但是
不知道如何用言語表達，那種感覺是覺
得自己比較完整、踏實了。」
旅程中的人物與細節，被真實保留在

劇中，「甚至那個肥嫂燒臘都是存在
的。」鍾達成大笑說。整個演出沒有跌
宕起伏的「奇情」設計，也沒有譁眾取
寵的「煽情」處理，鍾達成一人分飾旅
程中所遇到的各種人物，平實之下又時
常讓人捧腹大笑，大笑之餘又微微使人
鼻酸。劇中語言是各種「混搭」，一句
話中往往能夾雜英文、國語、白話……
語速飛快，十足的新加坡特色。「語言
的摻雜，也體現出一個新加坡人去到台
山……那裡的人和我們原本好像膚色一
樣，但經過多年，文化差距已經被拉到
很遠了，那種Alienation（陌生化、疏
離感）是這個劇中很重要的主題。」
鍾達成是學設計出身，但很小已經對

戲劇產生興趣。他回憶8、9歲時去看新
加坡著名導演郭寶昆的《棺材太大洞太
小》，雖然未能完全明白劇中所涉及的
社會議題，但已經感到「好神奇」。
「一個人在台上，只有一把椅子，但是
能把整台戲搞得那麼精彩，讓大家的眼
睛都移不開，好棒！那時就想，甚麼時
候我也可以試試這種表演形式呢？」
《根》的創作正圓了他這個夢。在演出

中，他也學習《棺》，追求極簡化的舞
台設置。他腦中念念不忘台山那鋪滿整
地的金黃稻米，於是將舞台鋪滿白米，
隨着劇情的推衍在米上畫出不同的形狀
和線條，寓意不同空間。
那些旅程中走過的「大路小徑」，最

終竟彙集成一個大大的「家」字——千
言萬語，已在不言中。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鍾達成的「米上」尋根

全球化的市場經濟，讓世界從未像今日一樣緊密相連。遊子歸鄉之時，帶回的不僅
僅是自己對兒時歲月的追憶，同時也帶回了多元文明的友愛、先進科技的成就和造
福桑梓的潛力。

文化也是通向和平的橋樑
文化是通向和平的橋樑。在文化的大熔爐中，藝術的光輝帶來了不同國家、民

族、宗教信仰人士對「美」的
共同熱愛。美學是最高普世境
界，是沒有國界的，雖然美學
的詮釋方式會有差異。在多元
文化的中國，天山的歌舞、草
原的牛羊，都是和平的符號。
文化藝術對和平的貢獻在

於：具有相同或相近文化的群
體、民族、國家，能夠有着共
同的思維和美學崇拜，能夠找
到更多的共同語言；而不同文
化藝術的社群，則能夠從欣賞
與更加多元的視角看待他者與
自我的差異。這種文化的包容
便是和平的精神核心。同處在
漢字文化圈的國家，應當和平
相處；東西方文化應當多元共
融。《Auld Lang Syne》，不
僅僅是蘇格蘭的民歌；翻譯成
日語漢字，稱之為《螢之
光》；在香港和台灣，被稱為
《友誼萬歲》；在中國內地，
便成為《友誼地久天長》。不
同的歌詞，相同的旋律。這就
是和平的真諦。和平，不僅僅
是一種墨彩，也是一段旋律，
一份思考。

■黃澤森畫作《天山之歌》

▶馬書林畫作
《關羽》

■邢玉泉所作的
《宋慶齡像》

◀陸天寧
《吉祥草原》

■王野翔的《遊子歸吟圖》

■《根》香港話劇團提供

■■洪德力與其作品洪德力與其作品《《德禽圖德禽圖》。》。

■■一名書畫愛好者正認真品位所展出的書一名書畫愛好者正認真品位所展出的書
法作品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