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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香港擁有的珊瑚品種比加勒比海還要多？你知道魚
翅製品會間接將141 種鯊魚推向滅亡嗎？你又知道在香港海
上棄置的垃圾能越洋漂流到美國加州嗎？今年四月，香港青
年藝術協會、海洋復原聯盟、領匯管理有限公司、赤柱廣場
及南區區議會聯合呈獻第二屆年度藝術展—「海洋藝術展
2014 在赤柱」。為期三星期的藝術展以海洋為主題，希望能
藉視覺藝術及表演藝術提升大眾的海洋保育意識。
從即日起至5 月4 日，前往赤柱海濱長廊及赤柱廣場便可
觀賞由12 位藝術家及50 名青少年所創作的雕塑裝置作品及
攝影作品和系列舞蹈表演。六組裝置及雕塑作品均以塑膠水
樽、棄用光碟、回收玻璃瓶、水樽蓋、鑰匙鏈、牙刷等海灘
垃圾為材料。經過藝術家細心分類及巧妙拼湊，每件作品都
創意澎湃。其中由本地建築師和藝術家組合Hkartbeat 創作的
「海．瓶．線」，利用1,500 個回收塑膠水樽創造了海浪天
幕，在為陸地遮蔭的同時，亦令觀眾恍如置身海洋之中。藝
術家希望參觀者能明白到任何事都必須付出代價。冰凍的樽
裝飲料雖可提神醒腦，但海上的塑膠水樽卻危害我們的海洋和海洋中的生物。
海洋復原聯盟創立人Douglas Woodring 表示：「人們對周遭的環境視若無睹，經常忽略他們所
造成的後果。是次藝術展不再利用現實震撼觀眾心靈，我們希望藉藝術喚醒大眾，提倡積極行動，
傳達對珍惜海洋的訊息。」香港青年藝術協會創辦人及藝術總監麥蓮茜隨後補充：「藝術家在意識
到他們的社會角色後，努力宣揚社會問題及推動社會進步。本次活動為藝術家及青少年提供了一個
探討人類對環境造成影響的平台，希望用創意提醒大家：保護環境，人人有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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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去處

海洋藝術展
借創意保衛海洋生態借創意保衛海洋生態

最近這七年，謝克一直在北京。為了營造屬於自己的藝
術空間，謝克自建了一間佔地一萬六千平方呎的工作室，
全心全意地投入了藝術創作。日前，謝克為參加香港各大
拍賣行所舉辦的春季拍賣會才特地回到香港。已經習慣了
北京的悠閒自得，雖在香港土生土長，謝克也不得不承認
回到人潮洶湧、步履匆匆的香港有些不自在，尤其是港人
吃飯的速度讓他徹底「敗下陣來」。謝克說：「今天和朋
友在茶餐廳吃飯，香港人吃東西的速度真的令我壓力好
大。兩位朋友因為擔心後面的人等位站得太久，食物一來
就『憑零乓啷』狼吞虎嚥。我只好請他們稍慢一點。」就
這麼一個細節便暴露了謝克與香港的當下的心理距離。記
者問謝克，現在回香港會不會反而覺得有些陌生，像個客
人，謝克略帶無奈地笑了笑，點點頭說：「有時會。」

謝克的溫馨提示
儘管近年來長居於北京，但謝克畫中的香港影像卻從未

缺席。在他所創作的《正義女神與紅色資本》系列中，你
可以看到傲然挺立的中銀大廈與高等法院前的正義女神雕
塑。至於為甚麼正義女神會移步中銀大廈前方，則隱含了
謝克的細膩思考。謝克解釋道：「正義女神雙眼被綢布遮
擋，一手拎天平，一手拿寶劍，在她心中沒有王子庶
民和高低貴賤，正義女神只斬不義之人。這麼多年在外闖
蕩，我最留戀的便是香港的公平和正義。公平、正義這兩
個詞從嘴裡吐出來是那麼簡單，但實際操作起來卻處處掣
肘。如此構圖是想表達公平和正義在我心中的重要性。」
謝克喜歡讀歷史，喜歡反思社會問題，思索未來中國如何

能發展得更好。他發現在歷史的長河裡中國長
期領跑世界，雖然也曾一度落後，但總能再次
發力奮力趕上。這是為甚麼？謝克認為緣於華
人聰明與勤奮。謝克說，當下唯缺可以維護公
平正義規範法制，所以他希望通過藝術給人們一些溫馨提
示。
類似具有寓意與象徵主義的符號被謝克精心安排在不同

的作品中，使得看似單純簡潔的畫面變得簡約而不簡單。
如椅子系列中紅藍相間的傳統木椅；心與性系列中的蒙眼
小兒；代表江山的嶺南山脈，賞謝克的作品既像是在尋寶
又像在猜燈謎。國際知名獨立策展人顧振清「一語道破天
機」，他表示謝克作品中任何一處形式、技法的主觀處理
及其微妙變化，都蘊含謝克刻意的、絲絲入扣的謀篇佈
局和嚴謹思考，他早已領悟油畫、雕塑的深度不取決於技
藝本身，而在於技藝是否能有效表達並提升人的精神。所
以，顧振清對謝克作品的評價是：微言大義、暗藏玄機，
借觀念之視覺呈現現實批判與文化反思。

一件作品兩種評價
由於長期受西式現代文化滋養，所以在北京做創作時，

謝克的作品常被歸為另類。謝克亦不否認在北京的大環境
下自己確實有些小眾，但又為這份與眾不同感到得意。談
到自己的定性，謝克十分大方：「我在香港成長，在香港
學畫學設計，導致我做出來的東西和傳統的中國思維很不
一樣。我的作品無論是造型、構圖、色彩在大陸都顯得有
些『另類』，但是在香港和新加坡這些作品卻很容易被接
受。」據謝克分析，導致該現象產生的主要原因是收藏家
更傾向於選擇與自身有相同文化及記憶的作品。他坦
言：「大陸的買家比較容易接受大陸藝術家所創作的作品
是很自然的。你想想，如果現在有水墨畫與印度畫各一張
擺在你面前，藝術價值與價格相同，你會選擇哪一幅？」
即使目前內地藏家對謝克作品的接受度仍有待增強，但謝
克信心十足，他相信只要再過個七、八年情況就會有所轉
變。
謝克能夠如此自信源自於他對中國文化藝術和失常的了

解，他相信這是他的有利條件。聊到中國傳統藝術，謝克
一下就打開了話匣子，他說：「我是研究中國傳統裝飾藝
術出身的。裝飾的範疇十分廣闊，你目之所及，小到服裝

大如房屋建築都和裝飾相關，甚至連敦煌壁畫都是一種裝
飾。我所學的知識涵蓋了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因此在
我的創作裡面不自覺地就會融入很多傳統的元素和符號。
有了這些元素，大陸的買家就更為容易接受。再者，現在
大陸的拍賣行，像是保利、嘉德都在香港拍賣，他們除了
帶來一些大陸藝術家的作品，也慢慢開始聚焦於本土藝術
創作。近年來呂壽昆、王無邪這些本地藝術家的作品愈來
愈受重視。」所以謝克從不擔心自己作品的出路，反倒為
香港現下的日益淡薄的文化藝術氛圍略有擔憂。

京港藝術氛圍大不同
上世紀八十年代時，人們常以香港藝術家過多為題材來

開玩笑。謝克也與我們分享了一個，他笑言當時人們總說
如果一塊磚頭從天而降，被砸死的十有八九是設計師。雖
然設計師人滿為患，但謝克卻說那個時代香港的藝術氛圍
要比現在濃郁得多。在謝克的世界裡，與藝術氛圍直接掛
鈎的是要有從事藝術創作的人才。他回憶說：「在第一設
計學院教書的那些年，每天走在街上都有學生與我打招
呼，叫我阿Sir，多到我甚至都分不清誰是誰。可惜現在要
在香港搞藝術，成本實在太高。生活成本、工作室的租金
還有辦展所需的費用都壓得香港年輕藝術家喘不過氣來。
青年人走出校園後便斷了收入來源，極少有人能熬到成
名，於是大家便慢慢放棄了藝術。」
針對以上狀況，謝克建議政府加強對新一代藝術創作者
的支持。但基於對香港的了解他也理解政府的難處。謝克
告訴記者：「香港不是沒錢，是太多聲音。政府想做的每
一件事情都有那麼多反對的聲音，導致每個人都只能小心
翼翼、中規中矩。北京的優勢在於凝聚了大量有理想能吃
苦的人才。大陸每個省、市都有藝術學院。那些地處第二
三級城市的學生畢業後基本都首選上京發展。而北京又是
全國的文化中心，自身就有大量高素質的人才再加上全國
各地的藝術青年，大家聚集在一起就會形成一股不容忽視
的力量。這種像原子彈一樣的強大力量就是北京的藝術氛
圍。」謝克無論身處何方永遠心繫香港，他透露未來會以
香港的發展及香港藝術的發展為題進行藝術創作。

謝謝克克四海為家四海為家，，
以客身看世界以客身看世界

在人口頻繁移動的今天，我們已很

難扎根一處，一生只戀一座城。青年

人難免心中有江湖渴望仗劍走天涯，

離鄉背井或為求學或為謀生。行至壯

年，若依舊心存理想便希望能夠飛得

更高、走得更遠，要用盡全力看遍世

間繁華。漂泊在外的人兒總對家鄉的

人事物心心念念，但回歸故里卻突然

驚覺身在家中仍是客。當代藝術家謝

克便是這種遊子心態的最佳代言人，

香港出生，留學北京，新加坡開畫

廊，現徘徊於京港兩地之間。永不停

歇的謝克為自己的畫廊取名為《客藝

廊》，一個「客」字道盡心中萬種滋

味。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僖

圖：由受訪者提供

■鑄銅烤漆作品
《我要飛上天》。

■《各自打造》

■謝克作品《正義女神與紅色
資本》

■■謝克用手機向記者展示他在北京工謝克用手機向記者展示他在北京工
作室創作時的場景作室創作時的場景。。 趙僖趙僖 攝攝

■《瑞雪報喜》

■■由本地建築師和藝術家組合由本地建築師和藝術家組合
HkartbeatHkartbeat 創作的創作的「「海‧瓶‧海‧瓶‧
線線」。」。

由中國書法家協會、中國美術家協會和中國書法家協會香
港分會聯合主辦，大公報、文匯報、鳳凰衛視、香港友好協
進會及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協辦之「鎔鑄丹青──覃志剛書畫
展」，於4月21日假香港大會堂展覽廳舉行開幕禮，展覽按
主題分成三個部分：山水寫生創作、古典詩意山水畫作及書
法，60餘幅書畫作品系統展示覃志剛的文化精神和藝術路
向。
是日，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中國書法家協會黨委書記兼常
任副會長陳洪武、香港友好協進會會長戴德豐、鳳凰衛視控
股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劉長樂、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
位、大公報社長兼董事長姜在忠、香港藝發局主席王英偉、
中國書協香港分會主席施子清及覃志剛等出席開幕禮，饒宗
頤雖未到場，亦致信祝賀覃氏畫展成功。

香港是文化「綠洲」
此次來到香港舉辦個人展覽，覃志剛表示感到非常的榮

幸，他並不認可有些人口中的「香港是文化沙漠」一說，
「其實香港是中國與國際其它文化交匯的點，是文藝愛好人
士的交流平台，應該說是文化的綠洲」。其實上世紀80年
代，覃志剛便從事港、澳、台相關文化交流活動，亦有一班
香港老友一直對他支持有加。「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他們是
我一生的朋友。」覃志剛說。
施子清與覃志剛結識20餘年，表示在今次展覽的60餘件

作品中，他解讀到了覃氏的文化情懷。「他的作品讓我十分
震動，畫作中是寫意的情懷，而書法中蘊涵了其創新的藝術
理念。」
看覃志剛的書法，筆韻之間流露出行草書風，而其繪畫作

品，筆墨變化中又將行草氣韻融化在其中。覃氏的書畫愛好
源自幼年，在他看來，能夠將文化藝術興趣愛好和事業結
合，放大了藝術本身的力量，「我們應該凝聚這樣的力量，
為中國傳統文化藝術作出應有的貢獻。」

作品呈多元創作面向
展場內的展品參差有致，當中尺幅最大為其山水畫《林泉

高致》和《幸福升起來了》。《林泉高致》以六幅畫幅組
成，氣韻非常開闊。當中亦有畫家向前的探索，《南美阿根
廷萬年冰川覽勝》及《瑞士阿爾卑斯山之巔》則是覃志剛為
遊歷歐洲各國名勝而作。
書法作品以條幅、中堂居多，也不乏對聯、手劄等形式，
書體以草書為主，如草書毛澤東詞《憶秦娥．婁山關》、草
書王安石詩《梅花》及草書李白詩《獨坐》等，覃志剛多取
法「二王」及懷素，且對近現代諸大家亦有所借鑒。開幕式
中，亦有演奏團體進行南音演奏，畫樂結合，相得益彰。

文：張夢薇

「鎔鑄丹青──覃志剛書畫展」香江開幕

■■眾多文化界人士主禮開幕式眾多文化界人士主禮開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