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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的勝利——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75周年」展覽日前在國家博物館拉
開帷幕。展覽展出160件（套）二戰珍貴文物和230多張歷史照片，其中包括
諸多首次與觀眾見面的抗戰文物。展覽將於9月28日結束。
該展覽共分五個部分：帝國主義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法西斯勢力肆虐全

球、中華民族同仇敵愾浴血抗戰、正義事業的偉大勝利和堅定不移走和平發
展道路。
展品包括：揭露日寇侵略中國的《國難地圖》傳單、有日本侵略軍簽名和

口號的日本陸軍軍旗、侵華日軍七三一細菌部隊試驗用的玻璃瓶、朱德等贈
給支援西班牙反法西斯鬥爭的國際縱隊中國支隊的錦旗、察哈爾民眾抗日同
盟軍總司令印章、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寫給叔父的信、新四軍軍長葉挺的
《囚詩》手稿、埃德加．斯諾在陝北採訪時用的攝影機、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老照片、《南京大屠殺》油畫、南京大屠殺目擊者填寫的《敵人罪行調查
表》等。
國博展覽部的相關負責人表示，該展覽生動地再現了中華民族英勇奮戰的

抗戰歷史，無可辯駁地展示了日本法西斯在侵華期間所犯下的罄竹難書的滔
天罪行，表達了今天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對於少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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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爆發75周年展開幕
逾160件文物亮相國博

文、攝：江鑫嫻（北京報道）

■1943年1月，晉察冀邊區第一屆參議會選舉產生了邊區
政府領導機構，圖為會議採用「豆選法」使用的碗。

其實趙素仲從小到大都喜歡看天地間的美
景，尤其喜歡看晨早天色的絢麗變化。她早
上5點鐘到7點之間起床，做運動時，常會
注意到朝霞與太陽的奇妙變化，後來讀到詩
詞中古人對這景象的描述是「日月出矣」，
頓時心下生出共鳴，原來許多詩詞中對自然
的頌讚美意，只有自己親身觀察過才會懂
得。
上世紀50年代歐陽飛鶯的一首老歌《香

格里拉》打開了趙素仲對香格里拉的想像，
歌詞裡唱道「謝謝你，小白兔，你真是個好
嚮導，讓我看到了這一片好風光。」當時攝
影和旅行都還不發達，但她一聽到這支歌就
覺得這是自己心目中的香格里拉。近年看到
越來越多旅人或攝影師拍回來的雪山照片反
覺失望。她說「因為我心目中的香格里拉是
綠草如茵、非常寧靜祥和的。試想小白兔引
領人看到的風光怎可能是雪山呢？」

大美令人謙卑
於是2013年，她將自己對香格里拉的想

像畫成作品《我的香格里拉》。她曾看過大
量的名家畫冊，像日本畫家東方魁夷的水墨
畫就對她影響很深。進入現代，天地開始失
色。但至少她能在畫中，保存下自己對香格
里拉寧靜祥和優美迷人的仙境想像。她說：
「我的香格里拉，只能在夢想中出現了。」
卻也並不遺憾從未親身前往過。「年輕時候
環境不允許，年紀大了，雖然隨時都可以去
了，但保留些想像空間給自己也好。」
太多畫家喜歡寫生，見到美景就一模一樣

地臨摹下來。但趙素仲並不偏愛水彩風景中
寫實的真確，她更欣賞水墨畫中的寫意世
界。莊子讚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也是
讚美「至人」的境界，許多「大美」其實不
需言說。也只有人內心充滿大美，才能感受
天地的大美。在趙素仲心目中，只有大自然
的一切才能稱得是大美：寧靜、祥和、肅
穆、壯麗，讓人充滿敬意。
《天地有大美》中她自己較為喜歡的作品

有根據莊子名句而畫的《日月出矣》、《秋
水》和現代畫作《小雛菊》。「日月得之，

終古不息」，出自莊子《大宗師》。月亮還
未西下，而東方紅日已出。此時正是日月同
在，自莊子年代直到如今，千古不變。而
「秋水共長天一色」中的「秋水」二字，千
百年來一直在賦予人們無限遐想。莊子在
《秋水》一篇中，以河伯與北海若的七段對
話，表達人類受時空所限，所見所聞所知是
極有限的。趙素仲同樣希望藉畫作傳遞「人
在無限的宇宙中，其實很渺小」的對天地之
謙卑。
而當她畫到現代的天地時，便會配上自己

寫的短句。譬如她為《小雛菊》寫了以下詮
釋：小雛菊靜靜地開在草地的一角，她沉默
孤寂。天上烏雲密佈，她依然展示着傲然的
笑臉。每個人心中都有這樣的一朵小雛菊。
趙素仲有位很脆弱也很敏感的朋友，在看

到《小雛菊》這幅畫時頓時就有感而發感到
難過。世界好大但小雛菊只能瑟縮一角。畫
作中所傳達出的那份個體的孤獨與渺小，或
許是性格內向敏感的人格外能夠體會到的細
密情緒。另一幅現代的天地作品《冬雪》

中，趙素仲結合了她所看過的大量雪山畫冊
的記憶與自己內心的想法，將幾幅攝影作品
中的雪山和自己的想像融合，再配上短句：
冬雪寒冷，心卻很暖。潔白的雪山啊，可知
我對你那遙遠的思念——引領觀者去從中
體味一份靜謐的情愫。

積極樂觀地珍視生之美
日常中看到的許多素材、圖案，在趙素
仲看來都可以入畫，化為自己的再度演繹。
而她畫《莊子》，也並不是一味照搬莊子的

理念，她認為：「莊子有點消極，
我不完全認同他的無為思想。」莊
子在《山水》這篇文章中，講過一
個材與不材的故事，內容是說兩棵
樹的不同命運，其中一棵極茂盛、
枝椏極多的樹不被砍伐，而有筆直
樹幹的那棵卻被砍伐。莊子的本意
是肯定那棵沒有被砍伐的樹的「無
為」，但趙素仲卻覺得，被砍伐的
那棵樹難道不是更有用嗎？用來做
棟樑，難道不是更好？

這位偏好素淨的畫家不喜歡畫面太過花俏
豔麗，所以她的作品一眼望去，多會給人清
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沉靜之感。而每個人
從趙素仲的作品中獲得的感受又各不相同。
曾有位做生意的朋友對她說，她的畫能夠觸
動到人的生命，每個人看到都會喜歡，但喜
歡的理由，卻又是從自己的生命中來。而伴
隨生命變化，她對天地的觀感也在發生改
變，愈加圓融沉澱。就像她說「你50幾歲看
到的天空，肯定和年輕時看到的很不同。」
天空沒變，變的是人面對它時的心境。
「一個不鍾意天地風景的人，一定不會做
出藝術。」趙素仲一直相信這句話，她認為
《天地有大美》中的這組作品是根據自己的
生命需要所畫，而繪畫對她來說也是一種根
本的追求和執着。常常是生理上已很疲憊，
但她仍要堅持把手上的畫完成才能安枕。而
另一方面，我們不難發現，她所取材的詩詞
幾乎沒有傷春悲秋的哀婉之句，大多都充滿
大氣磅礡的生之美好。原因是她內心足夠積
極樂觀，她相信「人生不需要太過傷感」。
見證天地的顏色，才更會珍視生命的神奇。

趙素仲
《天地有大美》：
時間：10月7日至11月8日
地點：香港佛光緣美術館（九龍灣宏

光道1號億京中心B座16樓）

趙素仲「天地有大美」

《天地有大美》的副標題是「從莊子時期的天地畫起」。《莊子》中有一段「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
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畫家趙素仲讀到這段話時對天地和大自然美景有了些新的看法。人們借着對大自然的
讚頌而抒發自己的內心世界，而人的內心，本身就和天地存有共鳴。心有多寬，天地就有多寬廣。
趙素仲喜愛描繪天地之美的詩詞，像蘇武的「俯視漢江流，仰視浮雲翔」，或是嵇康的「俯仰自得，遊心太

玄」。而當無意中從詩詞中找到的關於天地之美的描寫，在畫家腦海中串聯一起時，她發現竟可由莊子時期的天地
畫起，然後是漢代、三國、晉、唐、宋、元、明、清到現代，一路畫出自己的觀感，於是她把這些詩句中作者對天
地的讚美和詩人與天地共融的心境描畫為自己的「天地大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賈選凝 攝：黃偉邦（部分）

畫家簡介
趙素仲現年65歲，早年從事廣告創作，

上世紀80年代中期經商，60歲時從商場
退下，苦練書法與繪畫。她直言很榮幸，因
為退休後才拿起畫筆的她，憑着天分、勤
奮和心中一團火，寫字、作對、繪畫，並畫
出了如魯迅所指的「另一世界」。

■趙素仲於畫室讀貼 ■趙素仲所寫《江山如畫》■趙素仲在作畫

■■畫家趙素仲畫家趙素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