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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視藝雙年展是國際文化盛事，亦是一
個向世界介紹香港出色當代視覺藝術家的好機
會。香港藝術發展局自2001年起參與雙年展，
並於2013年首次與西九文化區M+博物館(M+)
合作，一同參與第55屆威尼斯視藝雙年展，成
績斐然。經詳細討論、檢討及分析後，藝發局
決定今年繼續與M+攜手合作，參與於2015年5
月9日至11月22日期間在意大利威尼斯舉行的
第56屆威尼斯視藝雙年展。
在2013年第55屆威尼斯視藝雙年展中，藝發

局主要負責統籌及監督工作，而M+則主力負責
策展部分。除了展覽之外，M+安排了多場講
座，提高公眾對雙年展的認識，並為展覽增設
多個實習名額，包括技術實習員及展覽實習員
等，給予年青藝術工作者學習的機會。M+亦於
本年3月6日至4月13日期間在香港舉辦威尼斯

的回應展，及一連串的座談會和導賞團。
M+在策劃展覽方面具有專業知識和豐富經

驗，加上藝發局多年籌辦雙年展的經驗，兩者
互相配合使展覽取得佳績。第55屆威尼斯視藝
雙年展香港參展藝術家李傑被《華爾街日報》
選為最矚目的5位新星之一，而參觀展覽的觀眾
人數更多達59,000。
為了讓來屆合作取得更佳成績，藝發局特別

成立了「第56屆威尼斯視藝雙年展」工作小組
與M+商討計劃的推行。工作小組經商議後，
決定邀請藝術界的獨立人士加入，為參展提供
意見。而M+則繼續其策展工作並挑選參展藝
術家。藝發局與M+亦會根據上屆成功的經
驗，繼續為第56屆雙年展籌辦不同活動，包
括：講座、實習計劃及回應展等，加強公眾的
參與。

繼 1961 年張大千、1979 年林風眠、
1993年吳冠中之後，時隔二十一年，將再
有中國藝術家在全球頂級的巴黎亞洲藝術
博物館舉辦個展。7月10日至8月3日，中
國藝術家、清華美院陶瓷藝術系主任白
明，將應邀攜水墨繪畫和陶瓷作品在巴黎
舉辦個展。據悉，法國外交部已將此次展
覽列入中法建交50周年重點項目。
巴黎亞洲藝術博物館又名賽努齊博物
館，是世界最重要的亞洲藝術博物館之
一。該博物館只舉辦最高規格的展覽，例
如2000年台北故宮頂級文物展，2013年
中國皇家青銅展等。在這家博物館舉辦過
個展的中國現當代藝術家更是鳳毛麟角。
知名藝術評論家葉匡政表示，目前可查證
的，最近的一次就是吳冠中在1993年舉辦
過個人大展。
談及邀請白明做個展的原因，巴黎亞洲
藝術博物館館長清水表示，白明把傳統技

藝和式樣與最當代的造型表達相融合，並
且與中國傳統繪畫有着包容共濟的關係，
見證了一股中國傳統生生不息的活力。
此次是該博物館第一次選擇一個當代中

國本土成長的藝術家舉辦個展。展覽將展
出白明的陶瓷和水墨繪畫兩部分內容，精
選了其陶瓷作品18組件、水墨作品8幅。
特為此次活動，法國郵政局還將發行一組
珍藏版白明作品郵票。
對於此次個展，白明表示，很慶幸自己
出道時沒有選擇完全按照西方流派發展，
而是在回歸東方文化中，在中國傳統陶瓷
中找到了內心寧靜的力量。他說：「我的
作品是在受盡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潤後，
生出的屬於今天的果；我們不是要向世人
展現中國過去的歷史長河，我們正是這江
河流到今天的一部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北京報道

藝訊

中國當代藝術家白明將赴巴黎辦個展 香港藝術發展局與西九文化區M+博物館
再度合作參與第56屆威尼斯視藝雙年展

■中國藝術家、清華美院陶瓷藝
術系主任白明。 葛沖攝

毛旭輝個展《家長倒下》
時間：即日起至7月12日
地點：漢雅軒畢打行（中環畢打街12號畢打行401室）

毛旭輝毛旭輝《《家長倒下家長倒下》》
當親人離開世界當親人離開世界，，能思考什麽能思考什麽？？

提起毛旭輝，對中國「八五美術新潮」有概念的人大都如雷貫

耳。上世紀八十年代，他與潘德海、張曉剛、葉永青一起組成「西

南藝術家研究群體」，成為西南群體領軍人物。九十年代以來，毛

旭輝繼續關注社會現實，他透過日常生活提煉出具象徵意象的符

號，最有名的作品像《家長》和《剪刀》系列都成了他創作中的里

程碑。曾於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PS1、中國美術館、上海美術館等

著名國際機構展出的他，2007年時曾在香港藝術中心舉辦大型回顧

展「家長的黃昏：毛旭輝創作三十年」。然而這一次再來香港，他

的「家長」卻倒下了，這與他雙親過世的個人經驗有直接關係。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賈選凝 攝：潘達文

在毛旭輝這一系列作品中，我們直觀上感
到最鮮明的意象便是「倒下的靠背

椅」，而這其實是從2011年至今的階段中，
毛旭輝創作的主題內容。
他說「其實在做完《剪刀》之後，我一直
在想自己能做什麽。又正好受到生活所帶來
的影響。」毛旭輝從個人和家庭的經歷中獲
得的體驗讓他逐漸開始想反思沉澱。「2007
年和2009年我父母相繼過世後，老是覺得自
己作為他們的兒子，沒能表達出什麽來。」
當然他也會做日常掃墓那些人之常情的紀
念，但心裡卻覺得身為一個畫家的角色，從
文化上對親人去世這件事一定可以有某種表
達的可能性。
於是，2011年在大量的速寫中，毛旭輝內
心反覆糾纏的過程裡開始出現了「倒下的靠
背椅」這一意象。剛好那時他在「藝術長
沙」有個個展，就以「倒下的椅子」的形象
為主題，展出了作品「永遠」。
創作對他來說完全是和個人生命緊緊牽絆
的思考。他說：「因為自己體會到人生要面
對的生死經歷，所以作品裡出現了這種『悼
念』的感覺。父母走後要去哪裡？永遠到底
有多遠，多數時候這些問題我們回答不
了。」但作為藝術家，真正遭遇到了這些問
題，就逃不過去想苦苦思索和提煉。

從《剪刀》系列直到今天，毛旭輝畫面上
的主體不同，但本質上沒什麼改變。上世紀
八十年代時他是憤青，喝了整整十年酒，到
了1993年身體出了問題得天天吃藥，每天剪
開藥片包裝的瞬間，出現在了他的速寫筆記
中。他說「生活裡面有些東西很奇妙，自己
的生活常會帶來創作素材。」在那之後，他
再把這些素材變成藝術品。
而多年過去，對他來說依然重要的是表達

能力。他說有表達能力是很幸運的事，「否
則就是自然人生而已，作為藝術家的意義就
沒了。非要是熱衷表達的人，才會承擔起文
化的命運。」也只有不斷表達，才能釋懷，
否則，生命中的澎湃疑惑，要流向何方？
而今次展覽系列中的那張海報《星空》，

毛旭輝就很喜歡，他認為那張作品中有藝術
的昇華力量，對複雜生活體驗裡的某種情感
進行了昇華。而另一張畫面看上去極絢爛的
《可以葬身之地》，則是毛旭輝在親人走
後，看着逝者往生的簡陋病床，覺得非常殘
酷——覺得人不該死在這樣的地方，從而創
作的作品。「這張想表達的是生命較永恆的
一種狀態：在自然中消失，在陽光下重生，
所以畫面有一點陌生感。」
而談到未來想嘗試的主題，過去絕少畫人

物（今次展覽中只有一張他畫了父母相片）
的毛旭輝表示：「以後想更多畫和人物有關
的作品。」他笑言自己其實喜歡畫和人物有
關的內容。「只是後來靜物抓住了我，我也
想獲得解放。」

毛旭輝坦言對他來說，藝術總體還是生活被動的反映。
「可能我總想畫些伊甸園、烏托邦等讓大家愉快的東西，可
自己卻會遭遇反思，怎麼最簡單的問題都回答不了。」所以
他不是個會拋開個人經驗去在創作中涉及歷史的藝術家，他
的主題，一定和他自己有關，他從來不靠幻想去創作。
而畫完這一「倒下的靠背椅」系列之後，毛旭輝覺得失去
雙親的傷痛也有了些欣慰，至少他做了他可以做的事，對父
母在天之靈也可說是有了交代。而這次來香港展覽，漢雅軒
主人為他的系列進行的解讀「家長倒下」在他看來也很有
趣。
「張先生給了我另一個角度去看待我自己的作品，他能看
到些一般人看不到的東西。我從我自己角度也多了個看
法。」策展人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組個人創傷系列在被放到
社會平台之後所延伸出的更深意義。「家長倒下了，但家長

沒有消失，改變的是家長的意義。」
毛旭輝表示：「這樣一看，覺得它就不再只是我個人的私

人問題，而是個社會性問題。有時變化不可避免，歷史往往
只是一瞬間的事。轉瞬而逝是生命必然，所以『家長倒下』
的更廣泛層面意義是『變化』。」他坦言自己作為藝術家來
講，一開始也不願意面對人生中這些最真實的東西。「人們
對藝術家寄予的期望往往是期待他們創作代表人生中美好的
東西，但一旦涉及事物本質、哲學和生老病死時，我們是否
可以迴避？」
對毛旭輝來說，答案肯定是不能。他說他自己的畫既是自
己給自己的解答也是反省——他的創作確實是從個人信息中
積累出來，從而令他去反省自己的生活。畫畫對他而言最大
的理由是「注意生活中的變化，根據自己的遭遇對世界的看
法也出現改變」。

藝術總體還是生活被動的反映

「熱衷表達的人才會承擔文化的命運」

■毛旭輝《可以葬身之地．躺下的紅色靠背椅》

■毛旭輝《永遠．星空 II 》

■毛旭輝《昆明組畫．故居》

■毛旭輝《兩個梨和父母的照片》

■毛旭輝《倒在地上的靠背椅》

■■漢雅軒‧毛旭輝專訪漢雅軒‧毛旭輝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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