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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畢加索一生在法國度過許多時光，也在法國辭世，
巴黎的畢加索美術館藏有他的眾多作品。據悉經過長達5年
整修的畢加索美術館，日前終於重新開館迎賓。
西班牙畫家畢加索（Pablo Picasso）無疑是20世紀藝術

史上最響亮的名字之一，他不到20歲就到巴黎旅行，此後
在西班牙和巴黎之間往返工作，也曾在法國南部專心作畫，
與法國淵源甚深，最後於1973年4月8日死於南部濱海小鎮
莫金斯（Mougins）。他身後留下許多重要作品，部分所有
權歸屬法國，1985年9月，位於巴黎瑪黑區（Marais）的
畢加索美術館開幕。

這座美術館自2009年起閉館整修，5年後，終於選在畢
加索10月25日生日這天，重新開館迎客，明年慶祝30周
年。新的美術館展覽規模更大、空間更明亮，參觀路線較
以往順暢，也讓人更專注欣賞作品。可看性除了畢加索的
繪畫和雕刻外，還有他的地下工作室和個人收藏的畫作和
藝品。
作為1660年建成的古蹟，美術館建築本身亦有可觀性。

館方已規劃未來幾年與法國和其他國家的美術館合作舉辦座
談、展覽等活動，包括明年秋天在巴黎大皇宮的畢加索與同
期藝術家聯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玉潔 北京報
道）由北京梅蘭芳紀念館、上海劉海粟美
術館、上海秦怡藝術館等聯合舉辦的趙楷
《梅劉秦詩傳》出版座談會在北京釣魚台
大酒店舉行。正值紀念著名京劇大師梅蘭
芳誕辰120周年之際，由畫壇泰斗劉海粟
入室弟子、常熟籍著名書畫家趙楷所著古
風長詩《梅蘭芳馨》在內的一函三冊《梅
劉秦詩傳》，近日由中國文聯出版社正式
出版發行。
「卅載啼血吟，三詩頌賢哲」作為一名
書畫家，趙楷同時會賦詩、作對，尤其擅
長古風體長詩。據了解，已屆耄耋的趙楷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在成為劉海粟入室
弟子時就醞釀以長篇詩賦描述其藝術人
生。1988年在劉海粟第十次上黃山前，趙
楷用七天七夜時間，創作了二百行的《藝
海堂歌》，表達對大師壯舉懿行的深切感
受。2008年、2012年，他又分別為著名藝
術家秦怡和京劇大師梅蘭芳作《秦娘美

贊》和《梅蘭芳馨》長詩。
趙楷強調，集結出版的三首長詩歌賦表

現了梅蘭芳、劉海粟、秦怡三位前輩藝術
家生涯中的三個共同閃光點，即至誠的愛
國情懷、偉大的民族氣節和崇高的道德風
範。他表示，能看到自己跨越近三十年時
間所作的三首長詩正式出版，能來北京共
襄梅大師的雙甲壽慶並親臨三詩座談會，
即便死也無憾了。
熱衷中日兩國文化往來的趙楷自上世

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十年間熱衷於
中日兩國之間文化藝術的友好交往。
1992年春，在日本東京地區的古城小田
原市，日方斥巨資改建當地一日本皇族別
墅為趙楷美術館。據了解，這是繼范曾之
後，外國為中國畫家建立的第二個美術
館。同年，趙楷與日本畫壇巨匠東山魁夷
在日本會晤，他寫成的行草書法長卷《東
山魁夷歌》後入藏日本國立長野美術館，
作永久展藏。

11月9日起至明年3月16日，
「皇村瑰寶：俄羅斯宮廷文物
展」將在尖沙咀香港歷史博物館
展出200件不同朝代的文物，包
括從未在海外展出的皇室馬車。
俄羅斯「皇村」是昔日沙皇的

村莊，國立俄羅斯皇村博物館收
藏歷代君主的宮廷珍品，見證俄
國皇朝的歷史和文化發展。屆
時，一匹1856年出廠的馬車，專
為亞歷山大二世的加冕禮而製，
首度離開俄羅斯。
展品還包括85件拉動御駕的六匹駿馬，佩戴精美馬具，都為宮廷馬廄出品，每件皆

以絲絨和鑲邊金線製成，飾以雙頭鷹徽章、皇冠、橡樹花圈和月桂樹枝的鍍金銅飾。
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蕭麗娟表示，香港特區民政事務局2011年與俄羅斯文化部簽
署合作備忘錄，促成這次展覽。籌備近三年的文物展，由皇村博物館借出200件珍貴文
物，包括畫像、服飾與手工藝品，還有一個與中國淵源甚深的漆製花瓶。
這一雕花細緻的漆製花瓶在中國廣東製造，是清朝末代皇帝溥儀1909年送給俄國末
代皇帝尼古拉二世的禮物。皇村博物館展覽部主管柳德米拉．卡納耶娃介紹，這個1.26
米高的漆製花瓶是該館鎮館之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許
娣聞 南京報道）10月 27
日，《永樂大典》殘頁、
宋拓本《靈巖寺宋賢題詩
題名集拓》、《史記》、
《南京太僕寺志》等200
部國家珍貴古籍善本在南
京圖書館展出。
為期一個月的由國家圖

書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
籌劃的「冊府千華」系列
展覽，在南京圖書館展
出。展出期間，南京圖書
館將陸續展出入選國家珍
貴古籍名錄的 200 部善
本，諸如宋元舊槧、皇室
刻書、名家手稿等。這200部珍貴古籍善
本中，宋本4部、元本3部、明本173、清
本20部，包括了刻本、稿本、抄本、活字
印本、套印本、拓本、鈐印本、彩繪本等
各種版本，涵蓋了內府、藩府、儒學、書
院、私人、家塾、書坊等多方刻書機構。
此次特展所展出的《永樂大典》殘頁、
宋拓本《靈巖寺宋賢題詩題名集拓》均是
首次出庫，《南京太僕寺志》也是首次與

讀者見面。據介紹，
《永樂大典》永樂年間
在南京纂修完成後，僅
抄錄了一部，被稱為
「永樂正本」；到嘉靖
朝，怕《大典》有損，
又重錄了一部，稱為
「嘉靖副本」。因為兩
部《大典》都深藏在皇
宮中，沒有刊印，流傳
稀少，在朝代更迭、內
憂外患中被偷盜、搶
掠、焚燒，「正本」消
失了，「副本」也只剩
下400餘冊，且散藏於
世界各地。記者看到展

示的這件殘頁，紙張微黃，但字跡十分清
晰。據悉，之所以是殘頁，是因為現在看
到的這頁《永樂大典》高度只有40幾厘
米，殘缺10多厘米。此外，一批極具可觀
性的珍本，如在中國印刷史佔有一定地位
的涇縣翟金生泥活字印《仙屏書屋初集詩
錄》、曾被選為南圖十大珍藏古籍的元刻
本《樂府新編陽春白雪》等也再度出山，
以供讀者觀摩與賞鑒。

�

殘頁《永樂大典》南京展出

書畫家趙楷《梅劉秦詩傳》
出版座談會在京舉行

俄宮廷文物將在港展出
皇室馬車首現海外

「誰沒有年輕過？誰沒有國籍？」作為
國際觀察中國當代藝術有審視力的目光之
一，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館長田霏宇在中
國居住超過十年，認為YCA的概念本身充
滿矛盾。
「YCA的概念和品牌一樣，符合全球90
年代資本主義階段的特徵，核心在於如何
把群體身份變成品牌營銷。而在全球化愈
演愈烈的今天，所謂的YCA們已經不用那
麼積極地擁有和推廣他們的中國身份，他
們來自已經強大起來的國家，同時身處一
個不需再強調國籍的全球化語境。」在他
看來，從英國青年藝術家（YBA）到中國
青年藝術家（YCA），背後的學術脈絡和
語境是不同的，因而也不具有可比性。而
當下正在成長中的中國年輕藝術家諸如仇
曉飛、方璐等，是完全有能力超越國籍，
為當代藝術做貢獻的。

藝術市場年輕一代
OCAT西安館館長，藝術評論人和策展
人凱倫．史密斯（Karen Smith）首先拋出
「什麼是年輕一代」的問題。在她看來，
年輕藝術家的特點理應是有理想，沒有生
活的負擔，擁有自由的創造狀態。YCA是
一個難以被定義的概念，並不存在真正的
年輕藝術家，所謂的「年輕」只是一個過
程，每個藝術家都有年輕的經歷。如果一
定要去定義YCA，那麼從第一批1955年到
1960年左右出生、與外界交流不多的藝術

家到當下與國際接軌，能用流利英語交流
的新一代藝術家，YCA已經改變了很多。
對於新一代年輕藝術家的發展，凱倫．史
密斯充滿期待但也表達出擔憂：年輕藝術
家對中國當代藝術史的認識有限，一些藝
術家仍然在追隨市場需求；加之年齡在增
長，關注度下降，YCA一代必須要自己找

到解決的方法。只有通過加深對中國這近
三十年藝術史的了解，才能真正了解哪些
才是經得住時間考驗的藝術家。
在加拿大修讀中國古代藝術史的中國年

輕收藏家周大為對當代藝術和YCA有着自
己獨到的見解。他認為，中國藝術市場的
發展與半個世紀前的美國藝術市場的發展
非常類似，藏家的成長對藝術家的成長影
響是非常顯著的。從2003年就開始收藏藝
術品的周大為經歷了中國當代藝術的爆發
期和沉澱期，逐漸成長為較成熟的藏家；
而今天，收藏才一年的林瀚就能創辦
MWOODS美術館，在當下社交媒體和網
絡時代，藏家對年輕藝術家的接受度快很
多，藝術家包括作品也能迅速進入公眾視
野。因為時代的影響，90後和00後都會很
有自己的性格和風格，他們能第一時間接
觸到全球最好的藝術和展覽。在周大為看
來，真正的YCA應該是一段時間之後即在
90後和00後之中誕生，而不是現在。
《藝術新聞》主編葉瀅總結對於YCA的

命名，本身確實充滿矛盾和歸納的複雜
性，但是作為媒體，卻需要命名，從而傳
播新的潮流與觀念，這也正是討論YCA的
意義所在。在全球化的語境下，世界正在
快速地變化，包括藝術生態，以前封閉的
藝術環境正在被跨時空的領域打破，從藝
術整個的生態來看，這代被稱為「YCA一
代」的藝術家也正努力打破地理邊界和中
國文化的特定符號。�

巴黎畢加索美術館重新開放
文：張夢薇

國際視野生力軍國際視野生力軍
中國藝術市場中國藝術市場
年輕一代年輕一代
美國藝術評論家、策展人Barbara Pol-

lack提出YCA (Young Chinese artists，中

國年輕藝術家)的概念，在中國年輕藝術家

集體備受關注的2014年無疑具有特殊意

義；然而，在市場先行的現實壓力下，年

輕藝術家的生存生態也備受挑戰。

YCA（中國年輕藝術家Young Chinese

Artists）為何現在被提出？這個充滿爭議

的「標籤」背後，藝術生態圈裡的各個角

色作何反應？本月以年輕藝術家為主題的

討論「躍入國際視野的YCA一代」藝術論

壇，邀請來自藝術不同領域和角度的專業

人士從各自的角度出發，提供中國年輕藝

術家群體進入國際視野的現象背後的多重

視角。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

■■佩斯北京展覽現場佩斯北京展覽現場，，仇曉飛作品仇曉飛作品，，20142014年年

■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UCCA）館長田霏
宇。

■■徐震徐震《《永生系列永生系列》》

■■徐震徐震，，沒頂公司沒頂公司，《，《意識行動意識行動》，》，紐約軍械庫紐約軍械庫
藝術展藝術展「「聚焦聚焦::中國中國」」

■OCAT西安館館長，藝術評論人和策展
人凱倫．史密斯（Karen Smith）。

■■國寶古籍國寶古籍《《永樂大典永樂大典》》殘頁殘頁
首展首展

■書畫家趙楷在
座談會上致辭。

馬玉潔攝

■■彼得一世的肖像圓形裝飾彼得一世的肖像圓形裝飾。。■■中國清朝康熙年間中國清朝康熙年間「「舞者舞者」」碟子碟子。。

■■復活節彩蛋復活節彩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