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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以來，儘管夏椿亞作品不斷，可是一直沒有展覽活動。本次展覽中，夏椿亞新作首次和觀眾見面，成為本
次展覽的一大亮點。有美術評論表示，近幾年來，夏椿亞的創作進入了高產期和爆發期，具有的水墨畫在用筆上更
加大膽，恣意汪洋，在畫面的結構上更加「清新、詩性、禪意」。
藝術大師范增說：「夏椿亞先生所寫芙蕖，氣韻生動，筆墨淋漓，為當代之高手。」夏椿亞生於鹽城建湖，少時

便沉醉於家鄉萬畝荷塘，荷香四時之序，朝夕相伴，目染清麗，心領神會，最愛荷花……50年間遊藝求學，問道於
斯，敬業樂群，旅居海外，定居香港。萬水千山走遍，「心如蓮」體現了夏椿亞在藝術上自由澄明的「逍遙遊」。
夏椿亞的書畫藝術由心而發，東方、西方，交流、融通而激蕩。水

墨至上，一切皆為我所用，無法無天且亦真亦幻的淋漓筆墨，成就了
荷花的芳華和高貴魂魄，也成就了他獨立的藝術品位。
夏椿亞說，自己將近年來的作品展示出來，主要是為了回饋各界友

人對自己的關心與厚愛。展出的作品，以荷花為主題，是一次人生認
識的匯總；故而，當以全新的作品概念將荷花呈獻給大家時，荷花背
後的內涵，往往見仁見智，但卻也充滿着哲理性的思索。

香港中國畫研究院院長夏椿亞：
永遠都在追尋故鄉的荷花永遠都在追尋故鄉的荷花

日前，香港中國畫研究院院長、著名畫家夏椿亞的「心如蓮‧荷花水墨藝術展」，在香港佛光緣美術館開

展，並在開幕儀式中，將其匯聚個人作品的《心如蓮‧夏椿亞荷花水墨藝術》畫集同時進行了首發。在美術館

的展覽場地中，記者見到了夏椿亞，他說自己的創作靈感，永遠都在追尋故鄉的荷花。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夏椿亞的水墨系列作品中，荷花是不能夠被忽略的一個重要部分。荷花，寓
意着夏椿亞對童年時代的回憶；荷花，代表着夏椿亞對故鄉風景的一種讚美；
荷花，象徵着夏椿亞對過往人生、未來人生的總結和思索。所以，荷花，永遠
都是夏椿亞作品中被大力刻畫、着力表現的完美意象。無論在香港、還是在故
鄉，原風景的特質在其作品中一直沒有被改變。

目前，一些藝術家將西方藝術中的素描、油畫等
方式引入到中國畫中，力圖實現交融。夏椿亞說，
東西方交流已經數百年，不同的畫法進行交流甚至
相互借鑒是完全可行的。他說，雖然一些知識分子
對這樣的改造持有較為保守的態度，但是他本人則
持較為開放的態度。西方的素描、油畫對中國畫的
衝擊，在夏椿亞看來，更多可以理解為是一種創
新，如此，未來的中國畫才能夠有生命力。畢竟，
中國內地是中國畫傳承的主要陣地，但是在一些傳
統的技法和表象方面，台灣地區、日本、韓國等，
對中國畫的傳承也具有不少借鑒意義。對於已經從
事了數十年國畫創作的夏椿亞來說，每日的練筆是
必不可少的。即便是旅行、出差，也會帶上迷你型
的筆墨，他認為，只有天天練習，才能夠保持對繪
畫的美感。
青年人學習中國畫，是夏椿亞較為感興趣的一個

話題。目前，香港和中國內地都有大量的青年人在
學習中國畫。夏椿亞說，青年人學習中國畫，有兩
個方面的問題最為重要——首先是要尊重傳統，練
好基本功；其次，夏椿亞認為，青年人在學習中國
畫時，應當注意創新和融合自己的人生經歷與體
驗，形成自己的風格。他說，一百個學習水墨畫的
青年人，基本功很紥實，臨摹的本領也很強，畫什
麼像什麼，不看作品的題款，則會讓人覺得類似於
某一個大師的作品。但是，青年人很難形成自己的

個性和風格。在夏椿亞看來，這是教育的問題。例
如，在中國內地，最後在人生挑戰中成功的青年
人，往往不是在學校中考試最為成功的，而是興趣
最為廣泛的、或是最為頑皮的。
藝術市場與藝術培養，究竟是結合還是分開，夏

椿亞也有着深刻的見解。他認為，二者既可以結
合，也可以分開，關鍵是看主體和對象。他表示，
對於從事藝術教學和研究的人士而言，應當與藝術
市場保持適當的距離，因為市場和學術往往不會完
全一致。但是，對於那些從事專職創作的藝術家而
言，則不能夠忽略藝術市場的存在。畢竟，藝術家
的價值在市場，藝術家也需要生存。如果無法在市
場中立足，則藝術家也難以持續、深入地進行創
作。
藝術的培養，例如中國畫的學習，究竟是應當更
加博雅化、普及化，還是走專業化路線，夏椿亞表
示，基礎化層次的中國畫教育，應當普及。但是深
入化之後，應該更加專業。幼兒時代，就可以進行
中國畫的學習。啟蒙教育，不僅僅有音樂，全方位
的素質發展，對下一代的培養，也可以加入美術的
成分。美術的培訓成本，往往相較於器具成本昂貴
的音樂而言，要低廉很多。在有物質基礎或無物質
基礎的情形下，讓下一代人都試一試不同形式的藝
術培養，這對全人型培養，具有很多的促進作用。
這一切的感悟，都來自夏椿亞對故鄉荷花的追尋。

1995年曾經獲得過「中國十大傑出
青年科技創業獎」的夏椿亞，對荷花
的感悟也在不斷創新。他認為，荷花
的意境雖然融入了原鄉的精神，但是
無論是回憶或是寫實，其實都是一種
情感橋樑的畫筆情愫。從這個意義上
說，夏椿亞的荷花在佛光緣美術館這
樣的地點舉行展覽，確實是恰到好處
與完美結合。夏椿亞告訴記者，任何
人描繪荷花，都不可能離開心中原本
的荷花圖騰，故而荷花的意涵是多樣
多姿的。除此之外，人的心境，也可
以在荷花的色彩中得到寫照——荷花
的美，在夏椿亞的眼中，是一種雋
美，是一種柔美，是一種誠實的美，
故而，美的荷花，與水墨具有天然而
密不可分的價值。
夏椿亞認為，自己的荷花寫意風
格，仍舊是偏向於較為古典和傳統的
風格。任何水墨畫的形成，都是源於
傳統的，當然，水墨畫家——無論是
近現代的張大千抑或當下本港的饒宗
頤，無論是大小寫意或是題材的選
取，都有一種傳統的風格內涵在其
中。只不過，每一個人的傳統化程度
是不同的，有人多一些，有人少一
些，但是都無法忽略傳統意識在水墨
畫中的存在。
近年來，實驗水墨、新水墨越來越流

行。夏椿亞說，有些畫家堅持走傳統的
水墨畫標準之路，問題是這需要每一個
畫家根據自己的思想、經驗以及人生特
點去發揮和完成，否則，就變成了僵硬
的學習過程。但是，每個人的風格與興
趣不同，無論是何種風格，只要有人認
可、有人喜歡，都可以成為水墨畫中的
藝術珍品。他以莫言的評價舉例道，只
要創作者的作品受到認可，就是好的，
而不僅僅只是從藝術家的思想立場去判

斷作品的好壞。
故土、原鄉是夏椿亞繪畫荷花無法

迴避的話題。他說，只要一提筆，就
能夠想起故鄉不同季節的荷花形態。
過往清明回江蘇老家，在深秋時節還
會看到枯荷的斑斕，甚至冬季也能夠
看到；而在春季則看到是盛開的荷
花。回到那片土地，便會觸及兒時的
回憶，荷花成為了一種思維的觸覺。
從此，無論是在任何一個地方，只要
一看到荷花——無論是在杭州的西
湖，還是深圳的東湖，夏椿亞說，自
己都會自然而然地將眼中的荷花之景
與腦海中的故鄉荷花景象結合起來。
一片荷花的池塘，哪怕是在外國，也
會讓自己思念起故土的情懷。創作的
激情，無論是水墨的濃淡抑或偶爾產
生的靈感，或是有意識的創作荷花作
品的熱情，家鄉兒時的大片荷花之
景，成為了永恆的助力。
夏椿亞說，自己在十七八歲的時

候，就已經離開了江蘇建湖老家，以
後雖然還回去，但是故土的原鄉荷花
意境，已經成為了人生的美圖。至於
自己刻畫出來的荷花，哪怕是外地
的，究竟是回憶故土的荷花然後加以
描繪、還是將現實圖景荷花加以落
筆，夏椿亞說，創作更多是一種回
憶，現實成為了一種激發出原鄉情懷
的靈感動力。故鄉的萬畝荷塘，連接
稻田，而那是一片水鄉，河流水網與
荷花構成的景致，令人倍感場面壯
觀，童年的記憶，是一種眼光、心
境，不僅僅是一種記憶。夏椿亞說，
自己的父親是一個教書先生，自小受
到文墨熏陶，所以自小對荷花的感
悟，實際上也就構成了自己對未來人
生的態度和情感。回憶式的圖景，可
能只是其中的一個小部分。

近年首開個展之感悟

原鄉的荷花感悟

■《一路蓮花香到門》

放眼藝術素質的培養

■《一枝獨秀》

■《一泓清碧生馨香》

■《香艷銀塘》■《香江荷韻》

■夏椿亞

■《荷為貴》

■《碧玉天然不染塵》

■夏椿亞認為，國
畫教育應當普及。

夏椿亞簡介
夏椿亞生於1963年江蘇

建湖，三歲始習書畫，後遊
學海外，定居香港。現為香
港中國畫研究院院長。
在美期間多次受到美國前

總統克林頓親切會見。歸國
後遨遊商海，並任中華全國
青年聯合會第八屆常委，曾
多次受到國家領導人接見。
夏椿亞先生矢志薪傳東方

文化藝術，萬水千山走遍。
專研水墨，精於墨荷，代表
作有《福慧圖》、《荷之
韻》、《紅蓮頌》和《和諧
世界》，其荷花作品為世界多
國政要和藏家所喜愛並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