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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經典廚衛品牌KOHLER，自1974 年便以「arts/
Industry 駐廠藝術家」計劃，邀請藝術家與KOHLER 共
同創作，以包羅萬象的素材如陶瓷、鑄鐵、珐瑯、黃銅等
進行藝術創作，成功孕育數以百計的優秀藝術家。
KOHLER亞洲藝術展香港站以「當代亞洲藝術：
KOHLER，穿梭時空的鏡像」 為主題，特別邀請了中
國內地、香港、台灣、韓國8 位新進藝術家進行創作，利

用四地各自獨特的文化框架、
城市環境變遷、經濟發展、亞
洲地位等重要要素，展示亞洲
不同地區的藝術理念。
藝術家透過鮮明的藝術符號

與抽象表現手法，深入探索現
今城市生活與人文之間的關
係，獨特的設計展現藝術與生
活融合之美。此外，藝術展中
將特別展出多款KOHLER Art-
ist Editions 藝術系列，挑選獨
特藝術臉盆，如Caravan Per-
sia 純白底色完美襯托鍍金線
條，猶如一幅精緻的油畫，完美展示藝術態度和視覺追求
的優雅生活。

德薩畫廊將呈獻《法國華裔現代繪畫大
師聯展》，展示一系列極其珍貴的中國現
代畫作。在中國藝術歷史上，這些生於20
世紀初的移居法國的華裔畫家均有着無可
取代的地位，包括：徐悲鴻、潘玉良、林
風眠、常玉、吴大羽、吴冠中、趙無極、
朱德群、熊秉明及曾海文。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新一代的維新

學者開始討論如何改革社會。在這個社會
背景下，陳獨秀提出「美術革命」，促使
其後一整代藝術家奔赴西方，吸收改革養
分。二十世紀初，巴黎是全球文化學術搖
籃，前衛藝術浪潮衝擊着傳統體制。在新
舊交替之際，這批現代中國藝術先行者嶄
露頭角，把西方視覺藝術元素注入古老的
中國藝術文化中，形成獨有的新風格。
適逢中法建交50周年，是次展覽展出的 15 件稀

有珍品皆出自 1919 年起旅法或留法的第一、二代
畫家手筆。作品同時展現第二代畫家如趙無極、
朱德群、曾海文後來回歸根本，糅合中西美學的
成果：「中國抽象風格」。
同時，這些在中國藝術史佔有舉足輕重地位的

畫家也為很多中國傳統藝術題材樹立了新的典
範，包括徐悲鴻畫的馬匹、常玉和潘玉良畫的裸
女、熊秉明造的水牛雕像等。

藝訊

KOHLER 亞洲藝術展
探索本地文化及城市環境變遷

KOHLER亞洲藝術展
時間：4月26日–5月1日
地點：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廊5樓

《法國華裔現代繪畫大師聯展》

《法國華裔現代繪畫大師聯展》
時間：5月13日至6月21日
地點：中環雪廠街16號西洋會所大廈

陳餘生是本地畫壇舉足輕重的畫家。他的圖像，大多抽取自日常所見
事物，製成都市中飄揚的錦旗。他的造型魅力建立在繪畫魅力的基礎
上。擅長以平塗手法、多層累積得來的若隱若現，帶動隱藏在日常造形
裡的啓示。
年屆90歲的他，因之前患肺癌，割掉了左邊的1/4個肺，所以已經沒
有辦法再進行大幅的油畫創作，所以只能畫小張作品。此前他為西九大
戲棚慶祝粵劇演出，繪製了新年十二獎旗，用12面三角形錦旗，將電子
版畫轉化為慶典大旗。而今次在漢雅軒擺展，則重
新將版畫呈現在banner上，只不過三角形變成了四
方形。而在香港本地，至今都極少有用錦旗直接作
為呈現媒介的藝術家。
因為身體原因，此前又試過心肌梗塞和中風，連

這次展覽開幕都要坐在輪椅上，所以電腦中的「小
畫家」成了在這樣的身體條件下讓他最能得心應手
揮灑的媒介。他說：「用小畫家在電腦上畫出來就
不覺得辛苦，之後太太也會再幫手加顏色。」當然
小畫家會有顏色使用上的一定局限，這或許也是這
些錦旗為何色調對比格外鮮明的原因。

陳餘生的V+系列，其實含義就是在「V
的錦旗」上再加入各種圖像——而這些圖
像大都是源自生活而被轉化的意象。譬如
Burner，原來其實是打火機點燃時燒出的
火花，那光束給了藝術家靈感，讓他迅速
將其捕捉下來，呈現在作品裡。與之相仿
的有趣作品，還有《V8》：凸顯出的橙色

旁邊巧妙加上一棵生長出來的植物，顏色上
的鮮明發差會讓人眼前一亮。
對陳餘生來說，創作每一幅錦旗都是一次

development，所以才有《Edges》那幅中畫
面左側流露出的少少紅色——這抽象意象其
實來源於生活中我們的手指在日常辦公時難
免擦碰紙張而不知不覺被割損，卻往往根本
不會注意到。這恰恰給了藝術家靈感，他用
他的視覺語言，將這感受記錄下來。所以乍
看起來的繁複抽象，原來都不過是生活中平
常事物。

《三老》聯展
時間：即日起至5月8日
地點：漢雅軒畢打行（中環畢打街

12號畢打行401室

香香港港「「三老三老」」的精彩藝術的精彩藝術：：

朱興華的繪畫生命與他專業在精神科工作的生涯長年並行。他
着眼心理的脆弱點，畫作充滿人情味卻沒有市井氣，雖皆是取材
不離香港人熟悉的片段，技巧卻又始終帶着素人畫的稚。生活之
樂在於人情與天倫，或許我們被他的畫作吸引的最主要因素，在
於總能在其中找到一份親近世間事物的感受。
他說自己的畫，靈感都來自日常生活中的現實資料，所以選擇

的往往是很實在的題材，然後用自己的思想去與這個題材交流溝
通，最終落筆反而是最快的環節。對朱興華來說，思考的過程反
而更多。
他在今次展覽中帶來的系列，講述他所認識到的女性——她們
在愛情中的多種情緒層面。「因為平時無論是電視等各種媒介
上，還是自己工作中遇到過的各種lady，到處都有相關的內容，
所以這個題材完全取材於感覺。」多年在精神科工作的經歷，令
朱興華對人性方面有很敏感的知覺。他說：「有人未必了解到
emotional這方面的訊息確實存在，而我的工作令我更加確定，對
人來說，這方面是確定會帶來影響的。」
而他更戲言自己這次《三老》是改錯名：明明該是「二老」+他
這個青年。從他的作品中，我們的確能感受到他那顆 young
heart。實際上，他認為自己只是尊重每一個individual unit的存在
於生活方式。「每個人都是這世界上一個獨立的unit。」所以他用
整個系列形式去探索的，實際上是一組中不同個體的情態。而無
論是像今次講女性愛情，還是未來講其他題材，對他來說都像從
生活這個大的靈感銀行中提取某一部分資料，所以下次倘若他以
男性為主題，也不出奇。面對生活中的存在，把握它的質感，便
已足夠精彩。
值得注意的是，朱興華作品中的用色相當契合每一幅題材中的

不同個體，像他畫middle age女性的作品《在愛河中的女人》，
就用了橙色搭配靛藍作為背景。「因為如果單獨用橙色，表達不
到這個年齡層女性在甜蜜戀情中那種欣喜。這張畫中要講的不是
十八、九歲的那種戀愛喜悅，而要更沉穩。」所以用色上也作出
了相應考量。
幾十年來，朱興華所畫的，都是十分生活化的內容，他不像老

友陳餘生那樣用相對抽象方式去呈現生活，他選擇的對自己生活
的描摹是更寫實的形態。而他則認為，《三老》的意義正在於誠
實展現三個老人家怎樣表達自己的人生。
「很誠實地去表現生活，就沒錯啦。」

對於關注香港藝術發展的你而言，本月有一場有趣展覽斷斷不可錯

過。這便是由漢雅軒舉辦的《三老》聯展，其中將呈現香港三老作品，

其中包括陳餘生、朱興華及已故藝術家陳福善。

三位老藝術家的作品可謂各具特色，陳福善擅長描畫香港景色，而陳

餘生所畫的，乍看起來相當抽象，其實那些並非抽象畫，而是他將日常

所見事物轉化為抽象造型。另一位藝術家朱興華則從生活中獲得繪畫題

材，呈現自己對生活的感悟。個中妙趣，或許也唯與藝術家們的生活態

度相關深厚。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賈選凝 圖片由藝術家及漢雅軒提供

已故藝術家陳福善在 1920 年代末開始以英國風景水彩的技法
描畫香港景色，他畫風的轉變伴隨着半個世紀的都市文化劇

變，為我們留下了鮮明的香港印象。1960 年代創
作的迷幻世態畫，把他帶進了社會的潛意識，也讓
他踏進了戰後一代人的心理天地。清末出生的第一

代「西畫」畫人，如同輩的林風眠、徐悲鴻
等，沒有比陳福善更接近我們這個時代的

觸覺。而今次漢雅軒呈現「三老」，讓
我們走入福伯的繪畫記憶，毋寧說

也是對他本人藝術成就和見證
時代變遷的最好紀念。斯人

已逝，惟有畫作永遠留
存。

「三老」之陳餘生：
讓日常所見變幻出造型魅力

■陳餘生V +系列：《Edges》

「三老」之朱興華：
誠實表現生活便沒錯

■陳餘生
V +系列：
《Burner》

■陳餘生V +系列《V8》

■朱興華作品
《愛 +愛 =愛》

■朱興華作品
《在愛河中的女人》

■朱興華作品
《絲不斷》

■朱興華作品
《苦戀》

■趙無極《02.04.59》，1959 年。
（de Sarthe Gallery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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