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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光緣美術館從即日起直至10月4日（星期
六）舉辦「淨心清供」李淨師生作品展。是次展覽以
佛教藝術為主題，取材自敦煌壁畫、藏傳密像以及傳
統佛畫。展覽正中央的大日如來佛像，現出敦煌壁畫
古舊之美；又如華嚴勝境圖，展現善財童子參拜觀世
音菩薩聞法景象，此畫內容細膩，最難得是表達菩薩
自在神韻，而繪畫其一層通透的薄紗是最考功夫，此
畫作花了兩個多月才完成。作品除了釋迦牟尼佛、藥
師佛、四大菩薩、水月觀音、維摩說法等聖像外，還
包括禪意山水、花卉、書法，以及3件白描作品等共
50套。大部分作為首度公開展出，包括李淨的近作
《水月觀音》。
除了佛教題材之外，與傳統文化有關的題材也是今
次展覽的一個較為吸引人的看點。例如，作品《江岸
初雪》和《李白詩意圖》便與中國文化有着巨大的關
聯。《江岸初雪》的畫作呈現出扇形，作品中的天空
構圖背景，也並非一般通常意義上的藍色，而是帶有
一層深灰的感覺。在中國的山水作品中，有水則必刻
畫山，所以江岸初雪的意境之中，遠方可在視線審美
範圍之內的山色，也是畫面表現的重點。山水相連，
是作品的重大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從作品的整體意
義上看，作品所呈現出的風景與靜物之間的關聯並沒
有隔斷，而是有着非常深刻的主題意境。無論是畫面

中的樹木，還是遠方的民居，都帶
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可見，在傳統
中國畫的境界之中，雖然山水的刻
畫往往不會直接表現出人物關係，
但是也往往和人的描繪有着非常緊
密的關聯。江岸初雪，不僅僅是時
令上的景致與追求，同時也是對人
性與文化關係的一種獨白。
而《李白詩意圖》與中國傳統詩

文的關係就更加緊密了。李白的文
學作品境界，在表現山水的豪邁方
面別具一格，若以書畫作品的方式
去詮釋和描繪文學史中的李白意
境，則對豪邁風格的表現，往往也
是對藝術家們的考驗。《李白詩意
圖》可以堪稱是今次展覽的重點作
品之一，其作品的色彩對比，亦是
作品本身的一個重要特色。畫面的
色彩極為多元，但是卻並沒有讓欣
賞者有繚亂的感覺，此種靚而艷、飽滿而不失內核主
題的色彩組合，往往是近幾年來國畫作品的一個重要
特色之一。可見，在今次展品的選擇上，無論是參展
人還是主辦方，都用了相當多的心思加以考究。

佛光緣美術館是本港較為出名的一家藝術展覽機
構。其作品除了與佛教主題有關之外，同時也涉及到
傳統中國書畫以及藝術工藝品製作的多個層次和領
域，深受本港藝術愛好者以及相關業界人士的認可和

支持。據悉，今次展覽的作品，具有極高的藝術價
值，也是本港書畫界在宗教以及傳統人文藝術的探索
上，所取得成就的一次集中展示。

文：徐全

佛光緣美術館「淨心清供」李淨師生作品展

黃埔軍校的建立，與中國傳統近代化意義
上的軍校有很大的不同，側重政治教育與軍
事教育的並重，同時，黃埔軍校本身所具有
的革命色彩，也是當時中國革命運動與世界
革命結合的一個重要的產物。從這個意義上
說，黃埔軍校的價值，是開天闢地的。

展品講述歷史滄桑
根據今次展覽提供的相關資料顯示，孫中
山經過了護法運動及陳炯明叛變後，明白到
建立一支黨軍的重要性，決心籌辦中國國民
黨陸軍軍官學校，培養正規的武裝力量。在
蘇聯及中國共產黨的協助下，中國第一所新
型的軍事學校在一九二四年於廣州黃埔長洲
島正式成立，名為「陸軍軍官學校」，又稱
「黃埔軍校」。黃埔軍校以軍事及政治教育
並重，軍校師生曾協助統一廣東、建立廣東
革命根據地，又參與了北伐和抗日戰爭，在
中國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遠的影
響。
孫中山在黃埔軍校成立時出任總理，軍校
的成立及發展與孫中山的革命事業有着密切

的關係。二零一四年適值為黃埔軍校建校九
十周年，展覽誠邀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合
作，透過六十二件(組)歷史文物和圖片，重
溫黃埔軍校的歷史及其師生對中國近代史所
作出的貢獻。
值得一提的是，黃埔軍校的成立和發展，

與廣東有着密切的關聯。廣東是當時中國進
步與革命思想較為集中的地方，也是當時東
西方文化、文明進行交匯的重要區域。不少
留學西方的中國思想家、革命家都將廣東作
為傳播其人文理念的地方，而這些歷史脈
絡，在很大程度上，也為黃埔軍校的成立和
運作奠定了思想基石。

軍事體制變革的標誌
黃埔軍校的成立，很大程度上來自孫中山

在過往革命經歷中所遭遇的挫敗和打擊。實
質上，自從晚清中國開展洋務運動以來，成
立近代意義上的新式軍校，已經成為了晚清
到民國的各個政權或政府的一項重要工作。
不過，與中國傳統的裙帶、地域文化有很大
的關聯，舊式軍校所培養出來的很多學生，

其實帶有很強烈的派系色彩或者人身依附
性，由此形成了近代中國以來一個又一個武
裝集團或是軍閥團體。
以晚清政府所組建的北洋軍為例。北洋軍

對袁世凱具有非常強烈的人身依附性，所
以，當辛亥革命爆發之時，清政府根本無法
有效調動北洋軍南下與革命軍作戰，這便是
軍人效忠個人而非理念的突出證明。
孫中山本人也遭遇過這樣的情形，無論是

二次革命、護國運動或是護法戰爭，孫中山
所依靠的都是南方或者北方的地方實力派軍
事集團作為自己從事革命活動的依靠。這一
切，形成了孫中山自身革命力量的單薄和在
中國政治社會發展進程中的邊緣化。
當然，對孫中山衝擊最大的，還是陳炯明
及其部屬對其觀音山大總統府的攻擊。由於
孫陳二人無法就北伐、武裝革命等重大的問
題達成一致，終於導致在廣東發生了反對孫
中山的兵變。這些都令孫中山的思想產生了
重大改變。從那之後，學習蘇聯的制度，將
軍事武裝變成忠誠於革命理想和主義的工
具，而非單純的忠於個人的軍事工具，成為

了孫中山重建革命大本營的重要目標和工
作。黃埔軍校於1924年成立，便是契合於
這一特殊的歷史背景下。
黃埔軍校的成立，是中國軍事發展史上一

個非常重要的事件。以往的軍事培養，往往
注重軍事技能，而忽略思想和政治工作。但
是黃埔軍校修正了這樣的傾向，在軍校以及
軍隊中，設立了黨代表制度，設立政治部主
任，對軍校學生進行全方位的政治工作教
育、民眾運動發起教育以及工農社會革命思
想的教育。這種軍事教育體制，具有強烈的
革命色彩和民族國家解放的特質，將軍事教
育與國民利益緊密結合，在中國歷史上，是
前所未有的，對後來的中國歷史發展，產生
了巨大的影響。

戰爭與革命的熏陶
黃埔軍校是戰爭與革命時代的重要佐證和

產物。自俄國1917年革命之後，世界革命
以及民族解放的浪潮便一次次掀起高潮。在
這一時代背景之下，俄國作為革命的發源
地，自然成為了包括孫中山在內的革命家們

所學習和仰慕的對象。與近代中國以日本作
為改革的榜樣不同，俄國在文化上與中國實
際相距更遠，因此，在創辦黃埔軍校的年代
中，孫中山所提出的「以俄為師」的口號，
確實是對中國人傳統觀念的一個重大改變。
黃埔軍校的成立以及運作，離不開蘇聯在

物資、人員以及技術上的各種支援，其軍校
的管理體制，也在很大程度上學習參照了蘇
聯軍校的管理模式。黃埔軍校所培養出來的
人才，接受的是「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思想
教育，與中國舊有的體制以及看待列強的觀
念，有着巨大的差異。因此，黃埔軍校在招
生時，特別是在北洋政府統治區的招生，往
往是秘密進行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黃埔軍
校從誕生之日起，便遭到了傳統勢力的敵
視。
展品中所呈現的軍校報刊、畢業證書以及

為黃埔畢業生頒發的榮哀狀，都證明，黃埔
軍校學生在中國的北伐、抗戰等戰爭與革命
的歷程中，沒有缺席，且身先士卒。黃埔的
故事見證了中國的滄桑史，也是中國人探尋
一種富國強兵道路的開拓和實踐。

黃埔風雲黃埔風雲
寫照中國激變史寫照中國激變史
由香港孫中山紀念館籌劃、康文署和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聯合舉辦的「黃埔軍校—近代中

國軍事人才的搖籃」展覽日前在孫中山紀念館正式與市民見面。今次展覽以圖文、實物以及

影像資料等方式，向市民展現了黃埔軍校建立以及發展的全過程。作為中國近代軍事人才的

搖籃，黃埔軍校的成立和運作，改變了中國的歷史，也使得中國人對富國強兵的願望有了更

加深刻的認識，堪稱中國激變史的寫照。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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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埔軍校畢業證書黃埔軍校畢業證書

■軍校內的報紙 ■榮哀狀

■■孫中山銅像孫中山銅像■■黃埔軍校校歌樂譜及歌詞黃埔軍校校歌樂譜及歌詞

■畢業生佩帶的短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