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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頭與新媒體，兩者看似毫無瓜葛，
然而舊與新，固定與流動，不變與顛
覆，傳統與創新，裡裡外外均構成了一
重又一重新的關係，更突現了新媒體藝
術的本質——消弭和革新了傳統的藝術
空間和創作，使觀看事物的角度更多
元。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Δ志與藝
頻聯合策劃與統籌的「巨石陣新媒體藝
術展」利用「巨石」雕塑掛上一個個大
屏幕，展示七位本地新媒體藝術家的作
品。
這個「巨石陣」內展示的是七位本地
新媒體藝術家的最新創作，遠觀恍若七個巨人圍攏在一起，來一場有關藝術的祭祀。參展藝術家均以城
市、生活為作品基調，糅合影像、聲音、繪畫、科技等元素來創作；然而部分來自不同的年代及不同的專
業，各人的創作裡亦呈現了多元的生活經驗與視野。參展藝術家保羅鄭智禮《重連》、張瀚謙《輻射
界》、林妙玲 (Dance in the mist) 、林欣傑 (Big Data Sculpting) 、梁樂森《如是觀》、彭倩幗《光．年》
及許丕文 (i-Liber Tango)。是次展覽提供觀展者一個與作品互動的新創意，即只要觀眾在展場內中拿出手
機，下載Cyphy App，隨手一晃──便能輕鬆下載新視野藝術節的節目海報及詳情，並可與友共享。
展覽地點及時間：
1.中環廣場 1–12.10.2014 9am–7pm
2.香港文化中心 14.10–8.11.2014 9am–11pm

巨石陣聚合本土媒體藝術人

藝術固然是非功利的，但這一唯美主義審美學派的
觀點，在有一種情形下，是不成立的：即藝術是為了
人的幸福而存在。以作品的綠色，帶動時人對生活、
環境問題的反思，在蔡健如看來，也是藝術家的責
任。而這一綠色的藝術主題，與當前香港的經濟轉
型、生活品質提升以及整個中國的環保事業，都有巨
大的關聯。在他看來，作品已不能空洞去展示腦海中
的想像圖景，而是必須將圖景成為對現實的描繪或是
未來的努力方向。

從色彩之綠到生活人文之綠
蔡健如告訴記者，自己的很多作品都帶有一種朦朧感知的綠色，這種綠色與現實生
活有着巨大關聯。他說，中國傳統題材的繪畫作品中，山水畫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
從古到今，山水畫均是歷朝歷代藝術家所重點涉及的方面。不過，蔡健如認為，時代發
生了巨大的變化，如何理解山水畫以及背後的內涵，實際上是對當下生活和生存狀態的
一種思考。
他向記者表示，進入人類機器工業的時代以來，大眾對文明的理解，已經發生了巨

大的變化。不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大眾眼中的文明，往往代表着工業化、消費化、娛樂
化的快速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在某種意義上顯得無可厚非，但是卻不能夠不休止地
氾濫於生活中的每一個方方面面。例如藝術，既可以與機器工業時代的社會圖景相結
合，但同時也應該與這種生活方式保持一定的距離，如此才能夠確保藝術的獨立性、連
貫性以及一致性。這麼多年以來，中國畫能夠有傳承，便是與這種對既有歷史和生活模
式的堅持，有很大的關係。
綠色在蔡健如的創作以及作品中究竟代表什麼？他認為，在繪畫特別是中國畫中，
綠色是一個色彩，是一種顏料。這是就創作層面而言的。不過，若將綠色的內涵加以提
升，則會發現，綠色其實是一種思想。例如，綠色代表着對環境的保護、對無污染生活
的渴望、對人文素養和藝術情懷的保持等。這一切，都可以用綠色來加以表現。
所以，在環境污染問題、生活垃圾問題、人文生活品質下降問題逐步嚴重的今天，

綠色的意義尤為需要拿出來被藝術家加以討論和詮釋。蔡健如說，中國畫熱衷於山水，
山水的創作也是基於現實中存在着綠色的自然環境。可是，如果環境不斷破壞，綠色的
山水逐步消失或者萎縮，則日後的畫家們，到何處去寫生？難道以腦海中的回憶或者是
想像來進行創作嗎？所以，蔡健如認為，將綠色的意義從水彩上升為人文，對藝術家而
言，是極為重要的。

剛之硬，寓意堅持
擅長鋼筆畫的蔡健如，認為鋼筆畫帶有某種意義上的剛性，這種剛性應當被視為是
一種對藝術理念或是生活態度的堅持。而這一堅持，是一種隨想，也是對綠色人生的另
類詮釋。
他表示，鋼筆畫，最基本的要素便是素描。功夫在於對黑、白、灰層次的理解。因

為灰調子所佔的面積大，所以這往往是鋼筆畫創作中的一個難點。為了突出鋼筆畫自身
作為一種形式所孕育的剛性之美，蔡健如認為如何將點、線、面的形、性、態進行組
合，是需要下一番苦功夫的。一個有作為的畫家，在使用工具、採用的形式、步驟的安
排上，不必須超脫出自己已經有的習慣，致力於追求一種永恆的、涵蓋內心與外在的鋼
筆畫意境。這便是對剛性的一種堅持，也是對綠色生活的嚮往體現。
因此，古人所創作的作品，其面對的山水、人物，一定已經與今日的情形發生了很

大的變化，單就自然環境而言，今日的青山綠水，一定少過古代。所以，忽略了這一現
實，而單純去模仿古人的風格或是思路，在蔡健如看來是完全錯誤的。他認為，今人所
要繼承的，是古人對於藝術境界與綠色山水的鍾情，故而今人應當將山水的創作看作是
對綠色環境保護的一種原則堅持和理想追求。所以，對於古人、名人用過的題材、品
種，只要是大眾喜聞樂見的，又未嘗不可追隨，但不要只步後塵。這種剛之硬的隨想，
便是一種堅持。

綠色綠色，，盡顯剛柔並濟之美盡顯剛柔並濟之美
——蔡健如蔡健如的筆觸隨想與靜思的筆觸隨想與靜思
綠色的美好生活，也孕育在藝術中。作為中國美術家協會的會員、同

時又是香港著名的畫家，蔡健如以剛柔並濟來表現對自然的愛，並將這

一語彙形容自己在作品中運用的形式。蔡健如視野中的剛柔之說，其實

是針對繪畫創作形式中的鋼筆畫和水墨畫。鋼筆畫或許是一種硬度表

達，但是內在的主題則是柔軟的；水墨畫以毛筆繪成，但往往在山水的

構圖中意象清晰。這種剛柔的結合，恰恰是蔡健如所期待的以作品喚起

人們對生活、環保與可持續發展的重視。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柔美，或許是靜思的奏鳴
與鋼筆畫相對應的，是中國傳統書畫的重要組成部分水

墨畫。鋼筆的筆觸是硬質的，而毛筆的筆觸是柔軟的。這
二者之間的差別，不僅僅是在材質上，其實也代表了兩種
不同的思索和價值觀。
蔡健如說，一個人，若以五行及天地平衡視角去看，則

需要感性與理性的搭配、需要靜與動的結合、需要剛與柔
的組成。人是有生命的靈體，而不是照搬圖紙製造而成的
機械。所以，毛筆畫中所蘊含的柔美，可以看作是對生活
的靜思和奏鳴。與油畫、鋼筆畫描繪的山水不同，蔡健如
認為，水墨畫中的山水，其綠色的特質，更多是一種心中
情懷的外延，也可視為是不同色彩的萬物在綠色山水中的
一個大組合。綠色之色彩濃淡有分別，山澗之水，雖然呈
現白色，但也是對這一綠色的點綴。千百年來，中國人都
是在用這樣的方式去詮釋自己心中的山水。
因此，或許時代已經有所不同，但是只要人們依舊熱愛

山水，則綠色的意義就有其存在的價值。蔡健如認為，無
論是鋼筆畫還是水墨畫，創作者們不應只局限在自己的喜
好之中，而是應當讓作品多一些環保與人文的歷史價值，
如此，也可看作是藝術家對社會的貢獻。

■■觀眾通過手機可下觀眾通過手機可下
載新視野藝術節的節載新視野藝術節的節
目海報及詳情目海報及詳情。。

■7件參展作品。

■蔡健如認為，應以靜思探
索藝術的前路

■波光瀲灩九曲溪，綠色人文之境

■象徵山水的百泉匯
集，寓意保育和對大地
之愛

■水墨之柔，在描繪
山景中，代表心靈奏
鳴

■蔡健如認為，銀瀑中的白
色，反而提升了綠色的境界

■■創作中的蔡健如創作中的蔡健如

南京國際美術展創多項美展奇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勇 南京

報道）首屆南京國際美術展本月14
日圓滿落下帷幕，本屆美展不僅顛
覆了內地民企不能辦美展的規律，
而且創造了美展全球海選參展作品
的全新作品徵集模式，再加上單場
展覽一日近十萬人的觀展人數，連
續三場的高端藝術論壇，本屆南京
國際美術展創造了多項美展奇跡。
在作品徵集模式上，本屆美展主辦
方南京布羅德文化投資有限公司大膽創新，採用了內地
前所未有的「全球海選」模式，令海內外眾多藉藉無名
的藝術家有了一個開放的參與平台。短短數月，美展主
辦方收到了全球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0087件作品，參
選作品規模創下內地美展之最。最終遴選出132件獲獎
作品和800件提名作品構成了南京國際美術展的「全球
徵集作品展」。
來自山東的青年畫家段向陽的作品這次獲得了提名，
他非常感謝美展給他提供的「零門檻」機會，「從來沒
想過投一幅作品就能參加這麼高規
模的美展」。除了「全球海選」的
作品徵集方式，本屆美展的觀展人
數也創造了一個奇跡——從10月8
日至14日，美展「全球徵集作品
展」、「資深藝術家特邀展」和
「世界藝術大師作品展」這三大主
題展在南京乃至周邊地區掀起了持
續的觀展熱潮。

主辦方初步統計，本屆
美展觀展人數超過了 20萬
人。其中，雲集了畢加索、
莫奈等十位世界頂級大師20
餘幅作品的「世界藝術大師
作品展」，更是於10月12日
創下了一天近10萬人觀展的
空前紀錄。持續火爆的三大
主題展之外，南京國際美術
展的三大主題論壇也吸引了

眾多藝術愛好者。本屆美展的三場高峰論壇主題分別為
「中國當代藝術發展走向與趨勢」、「藝術品市場與投
資」、「回顧與展望：近現代中西美術的評述與思
考」，雲集了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亞洲部中國藝術主任孫
志新、耶魯大學藝術館亞洲美術部主任江文葦、香港大
學藝術史系主任陶格、梅摩藝術品指數聯合創始人梅建
平等海內外頂級專家學者。三場論壇場場爆滿，參與者
共近兩千人，打破了藝術論壇「乏人問津」的怪圈。對
於南京國際美術展創下的多項奇跡，組委會執行主席嚴

陸根先生表示，這證明了藝
術家和觀眾的熱情之高以及
公益性高規格美展的稀缺。
「這屆公益性美展的初衷就
是回饋社會，推動藝術繁
榮，這個目標已經實現，希
望今後有更多的機構加入我
們，一起來構建中國藝術與
世界交流的橋樑」。

■■世界藝術大師作品展創下一天內近世界藝術大師作品展創下一天內近
1010萬人觀展的紀錄萬人觀展的紀錄 記者趙勇記者趙勇攝攝

■■美術館門口的觀展人群排起了美術館門口的觀展人群排起了
壯觀的長龍壯觀的長龍 記者趙勇記者趙勇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