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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梁巨廷從平塗色面轉移
到用色染紙，然後將塊面以縫衣車拼合成皺紋色
幅的掛幕和紙本作品，同期也有用水印染做版畫
和繪畫作品。那時候他做作品的觀念是將空間分
割，並以簡約為中心概念，以硬邊結構為骨幹，
材料為肉，肌理為神，藉此表現對空懷意象的感
受。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他嘗試將水墨、書法和油
彩擦染混雜在畫面上，試探水和油混合之後的某
種狀態，他當時的想法是要探索物料的肌理性在
紙上產生的變化。1975年初他到美國學習西方藝
術，有機會認識印象主義以及各藝術流派的創作
和發展經驗，加強了自身對西方藝術的接觸，但
當時心裡明白要理解它就必須經歷長時期的磨練
和堅持，這是他在藝術上「西經」歷程的開始。
而到了八十年代中初期，他在涉獵水墨畫、油
彩、木刻版畫和雕塑的同時，又萌生了「行萬里
路」的概念，藉着外遊提升創作靈感，也埋首將
西方藝術和水墨畫結合在一起。到了八十年代中
後期，梁開始決定專注在水墨畫的探求上。他先
從自然寫生開始，也經常到內地與前輩們學習交
流，也專注重點學習傳統，包括技法和畫面空間
處理等骨幹元素，也在發展現代幾何造形的調
和、組合，閒時再讀有關中國美學的理論、哲學
等書籍和資料作輔助，探究現代性新美學如何在
筆墨線形上向前發展。
自2000年開始，梁巨廷創作理念主要以傳統筆

墨結構為骨，混集幾何線象徵當下時代，將傳統
性和當代性混雜在一起，意義在於探索另一個新
美學空間。他不時在思考傳統性與現代科技文明
之間的種種連線，自然地過去的時間和空間與當
代文明互相穿梭。現在他的創作主要環繞三個觀
念，包括山水自然，表現他天地自然合一的超越
精神；石的闡述，表現石的背後有一個隱藏的世
界；立體裝置，將繪畫與現成物裝置結合成作
品，就是說從平面走到立體、從幻想走到現實的
一個觀念，借現成物探討現實存在的各種迫切

性。

氣韻生動的傳統是基底
梁巨廷認為，整場展覽表面看恰似
是對自己創作的回顧，實際上也能讓
人縱覽過去五十年中自己作品的一個
大概的水墨發展輪廓。「實質上因為
我1964年開始學些水墨畫，但是六十
年代初，1965、1966年因為讀設計暫
時停止了，雖然停了學畫，但對中國
水墨畫的認知卻一路延續，中間也畫
了些抽象的西方畫。」
他用2000年作為一條橫線，分割自己的學習與

創作歷程——2000年之前都是在學習，學版畫雕
塑學混合媒介，而到2000年之後就開始決定專注
在水墨畫中了。他一路與設計結緣，所以始終關
注具有現代感的空間概念，後來他開始走進水墨
畫傳統專注中去探索，嘗試重新認識傳統的寫生
問題：怎樣感受大自然的轉化，怎樣理解筆墨肌
理，以及筆墨氣韻與人的關係。這些重新理解的
思考過程是他2000年後大量專注創作水墨的基
礎。
「2000年開始，我找到了一個自己個人的筆墨

個性和空間、一種新美學個性——其中有些傳
統、又有些現代——因為我教了15年設計，這段
經歷影響了我對空間分割、城市理解、電子科技
認知等事物的概念，於是會在作品中融入這些當
代的符號，並思考它們該怎樣和傳統混合。」梁
巨廷的背景，賦予了他從探索水墨到將新元素混
合進水墨的獨到眼光，可謂傳統為體，現代為
用。
他說，傳統是重要的筆墨基礎，傳統中的氣韻生

動，其實是對大自然的很大轉化，去表達畫家個人
對自然的胸懷。所以我們今人要能從多方面去理
解。2000年前，為了重新探索寫生問題，他也去內
地和多位國畫前輩進行探討，聆聽前輩們對筆墨的
理解，將其中精華的見解慢慢吸收過來。

但「吸收是吸收，繪畫始終要用畫作代表」，
梁巨廷認為，繪畫最重要的就是多些嘗試，邊畫
邊思考，思考尤為重要。

「從文人畫」到都市煙火的創新
透過《前因後果五十年》我們可以看到藝術家
對其個人水墨生涯的一種定位：既不離開傳統，
又引申出新的方向，不斷地探索嘗試，在梁巨廷
看來也是表達個人修養的過程，所以新美學在他
的畫中尤為引人矚目。
「像我們用GPS就可以遊山，坐飛機也可以看

到山水變動，這些都可以融入畫中，成為敏銳的
探索，所以因為做設計，我看東西也有些不
同。」像這次展出的33 米長巨幅《山水．循
環》，由開始到結尾都能聯繫起來——就像人生
循環的關係，又是一種新的探索。所以做梁巨廷
的觀眾，也不是看畫這麼簡單，看畫的同時，也
看得到藝術家的人生思考。

梁巨廷《前因後果五十年》回顧展
時間：即日起至12月27日
地點：漢雅軒畫廊（中環畢打街12號畢打行401室）

漢雅立方（葵涌工業街19號美安工業大厦2樓C室）

梁巨廷：

文=香港文匯報 梁=梁巨廷

文：怎樣看待從傳統中進行創新這件事？
梁：像古人他們畫的當然是文人畫，但我們是

現代都市人，怎麼可能再畫出一模一樣的
文人畫？都市人都有都市氣味，有對自己
環境（空間中很多大廈）的感受，所以我
處理的方式會是既看到看不到——介於虛
實之間的感覺，亦幻亦真。這一點同古代
文人畫有很大不同。
藝術家應該在傳統中尋找新的感覺，在
其中混合時代感——但不是加入進去就有
時代感，要讓人感到很自然，要找到新方
向，如果中國畫現在還畫古人，那又不符
合時代。

文：所以您個人的背景對創作有很深影響？
梁：因為我是設計雕塑出身，所以畫中既有些

很硬的雕塑感覺，也有些軟的感覺，重點
在於怎樣在圖像中展現這兩種不同？山是
幾何空間，而虛線又構成山石。所以如果
做山水圖景，一定要有山水虛線，才能連
成圖像，我用虛擬圖像建立我的語言。
中國畫離不開線條，線條又離不開點，
而設計更和點綫面分不開，所以我把水墨
連結到這方面作出擴展。所以我的畫既不
古老，又離不開時代。畫中的中國傳統就
是線條結構，但每一張都是有個性的獨立
的，而不是100張畫同一個風格。個性不是

形式，風格是藝術家個性行為的表現。

文：您最欣賞自己哪一階段的作品？
梁：最欣賞近十年的作品，而且我的作品不是

即時畫起，譬如這次展覽invitation封面那
張，是2009年開始畫，畫完放下一兩年再
修改再畫。
我的畫面比較濃郁，重質感，空間會比

較複雜，某部分很自然空間，某部分又很
抽象，混合在一起增加空間感的深度——
不是透視深度，而是空間美。

文：未來仍會延續現在的探索嗎？
梁：未來依然會探索水墨，但畫不可以用預想

的。我很少這樣，延續都是一步一步自然
發生的。每張畫都有一點點連結面，但又
不是重複，所以會不斷放新的元素進去，
我的畫不是刻意去探索社會意識，而是在
畫中去找這個世界的問題。所以畫的風格
就是我的個性。
但你有無受其他人影響，去增加畫的豐

富感？當然有，但沒有刻意企圖模仿，而
是可能有些深厚感覺會自然影響到自己，
中國傳統東西擺在那裡，人人都可以在遺
產中去學，增加自己畫作的維他命，但具
體哪些維他命影響到我，我又答不出。與
此同時，西方的油畫裝置art fair這些也不
停在看。這些也是維他命，總之適合自己
的就吸收，不適合的就忘記。

《前因後果五十年》創作對談

一種新美學個性的誕生
傳統為體 現代為用

在一個純藝術（fine art）的展覽中，展覽場地這個元素，是較
為有趣而且重要的一環。有趣的是因為這場地不一定只是一個場
地，但它的重要性在於不論純藝術的任何媒介，都必須擁有展出
或表達的展覽場地。場地可以是固定性和流動性，觀眾接觸的方
法亦不一定站在作品前才能夠觀看作品或接收藝術家的訊息。
筆者將會嘗試淺談一下到底場地到底是怎樣的？場地又如何分

類？展覽場地的類別和作品之間有怎樣的關係？在香港如何尋找
和使用這些場地？以及使用時遇到的困難？

固定性的場地和流動性的場地
筆者嘗試以作品的媒介來分類場地，展覽場地上的可能性主要

分為兩類，包括固定性的場地和流動性的場地。
固定性的空間是指實實在在的一個展覽場地：一個空間、或一

個地方，這些場地仍然是純藝術中主流使用的展覽場地，由過去
的年代至當代藝術作品，大小亦不會阻礙其中類別——由傳統畫
作、陶瓷、雕塑，以至到當代概念性藝術，甚至更大空間要求的
地境藝術（land art），都因為需要實體性的場地而屬於這個類
別。又因為實體性的場地是現今純藝術中主流性的展覽場地，它
們大多數都能投放到這個類別上。
流動性的展覽場地，主要集中在新媒體類別的創作上，發表空

間或平台主要是互聯網上，透過不同的流動裝置發表，如電腦、
智能電話等等行動裝置，沒有固定場地。這一種形式較為新鮮，
和固定場所的傳統展覽比較之下，流動性的場地在展示作品時，
不再由藝術家主導，因為其展覽或發布工具屬於觀眾，所有主導
性都由觀眾取決，和固定性展場有着對立的關係，但是接觸面和
發布面就比固定性展場大為提高。但由於這一類場地對筆者仍然
較為抽象，或是可以參考作例子的數量不多，下文將繼續以固定
性展覽場地作重點分析。

固定空間的多元
筆者相信固定性的展覽場地有不可取締的位置，那麼到底在純

藝術展覽中，固定性展場到底是什麼？正因為現在純藝術對空間
的使用已經變得極多元化，基本上什麼空間都能成為展覽用的藝
術空間，這些空間包括有正式場地、畫廊、設有展覽空間的商
店、商場的公眾空間、舊建築物所活化成的展覽空間、一般公共
空間、甚至是任一地方，都能成為展覽場地。
接下來就由以下三種不同類別的場地作基本分析，他們包括一

般展覽場地、公共空間和任一地方，將會就這些場地的基本要
求、場地位置以及作品放置的類別等等作初步思考。
一般展覽場地的基本設備包含了獨立控制的射燈（這些射燈的

投影範圍能夠控制）、白色的牆（多數是木製，易於掛畫或是安
裝裝置藝術的作品，同時牆身亦有使用其他物料，但是會配以掛
畫用的路軌）、地面處理（不少空間都使用灰色的地台漆，而使
用地毯或木地板亦不時會見到）和電力的供應（不少當代的作品
在展覽時都需要電力，如投影機等）可說是必須，這些都是一般
展覽場地所需要的基本設備。
這一類展覽場地所提供的空間，基本上適合於多數類別作品，

由傳統藝術的油畫、陶瓷、雕塑等等，以至當代藝術中的錄像作
品、裝置、概念性藝術等都能夠用其作展覽空間。
以公共空間作為展覽場地的作品，多數以較大些的作品為主，

如大型雕塑、雕塑群或是壁畫等等，由於作品位於公共空間，不
時會接觸群眾或是位於室外，這一類作品同時需要具備不易於損
壞的條件。而場地的現狀就是他所擁有的設置，基本上都是由藝
術家因應作品需要而準備不同裝置。

《前因後果五十年》，顧名思義是藝術家梁巨廷五十年藝術歷程中代表作的展現，共計將展出六十多件作品。其中，33 米

長巨幅《山水．循環》更會於葵涌漢雅立方空間呈現。

梁巨廷1945 年生於廣州，三歲隨家人移居香港。年輕時曾當木匠，1964 年隨呂壽琨習畫，1965 年修讀香港中文大學校外

進修部平面設計課程，隨王無邪學習設計。1974 年至1990 年間於香港理工學院兼任講師逾十年，1980 年創辦香港正形設計

學院。

梁巨廷認為自己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直至2000年之前的時間都屬於探索期，都在不斷地學習，因此將它看作為他的「前

因」。而自2000年開始，他感覺自己在創作上進入了全面性的「後果」時期。今次展覽，則是為我們梳理「前因後果」的一

場集中展示。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賈選凝 圖片由漢雅軒提供

藝評 文：謝諾麟

淺淡純藝術
之展覽場地（上）

■《游觀象外》（全圖）

■《石觀數碼》

■《雲山圖》之二

■《雲山圖》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