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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譚錦屏、李青霞長
沙報道）中國當代著名思想史家、經學史
家、湖南大學岳麓書院特聘教授姜廣輝新著
《中國文化的根與魂》，近日於遼寧教育出
版社出版發行。
日前，姜廣輝學術研討會在湖南大學岳麓

書畫院舉行。湖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孔和
平，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省外宣辦主任周
湘，岳麓書畫院院長王德水以及著名學者陳
谷嘉、趙敏、徐儀明、吳仰湘等領導和專家
出席研討會並發言。大家一致認為，此書彰
顯中華文化的根與魂，對於弘揚中國優秀傳
統文化、增強民族文化自信心，具有「提綱
挈領」的作用，有重大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
義。
據悉，姜廣輝出生於1948年，為著名歷史學家侯外
廬的關門弟子。他曾長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從事研究工作，擔任中國思想史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
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中國哲學》主編等職。
自2007年起，被聘為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
姜廣輝從事中國思想史研究近40年，涉及中國文化
史、簡帛學、中國經學思想史、宋明理學史等領域。自
撰、合著、主編學術著作9部，發表學術論文170餘
篇。其主編的《中國經學思想史》曾獲第四屆中華優秀
出版物獎。
據介紹，《中國文化的根與魂》近60萬字，作者在

該書中提出，中華元典的五經四書，是中華文化之

「根」，它所承載的核心價值觀是中華文化之「魂」。
如果要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就不能迴避這個「根」與
「魂」不談。從智慧層面說，「五經」作為中華元典，
反映了中國先民對人類所關心的重大問題如自然、社
會、人生的思考，由此形成中華民族認識世界和把握世
界的思維方式。有鑒於此，作者提出，「中華元典」是
中國文化的根脈，正如古語所說：「葉斷猶可將，根斷
心永絕。」他呼籲將經典文化教育重新引入高等學府中
來。
出於對現實社會人們「意義」失落、信仰危機的憂
慮，姜廣輝還在書中反覆討論了「生命」與「意義」的
關係問題，提出了意義哲學的發展前景。「讓意義化為
生命，讓生命化為意義。」他在此書扉頁上寫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
道）風靡半個多世紀後，世界經典音樂劇
《音樂之聲》，遠渡重洋從百老匯唱到羊
城。日前，由「音樂劇之父」韋伯二度創
作的版本在廣州大劇院舉行媒體探班發佈
會。之前已在廣州連演8場，受到廣大市
民的追捧。其中，《哆來咪》、《雪絨
花》、《孤獨的牧羊人》等劇中一首首經
典旋律也讓羊城觀眾熱情高漲。據廣州大
劇院工作人員透露，《音樂之聲》開票首
周成績已破百萬。在此風潮中，廣州大劇
院與團方商議臨時決定加演4場，回饋廣
州觀眾。
22首經典歌曲，將《音樂之聲》的「可

以唱K的音樂劇」美名牢牢坐實。劇中英文金曲哪
怕是在中國，巡演所到的城市，大都膾炙人口。在廣
州演出的場次中，不乏觀眾情不自禁地大合唱起來，
尤其是《哆來咪》、《孤獨的牧羊人》、《雪絨花》
等經典曲目，音樂一響起來觀眾的情緒都被調動起
來。據廣州大劇院工作人員透露，在前幾場的現場，
觀眾年齡層跨度極大，有年過花甲的老年伴侶攜手而
來，也有不少90後、00後青春洋溢走進劇場，當
然，更多的是還是一家三口溫馨而來。
探班當日，演員們表演了劇中兩個精彩的片段，

演唱了《雪絨花》、《哆來咪》。當7個小演員隨
哨聲齊步走下樓，場面重現電影經典片段，在座的觀
眾瞬間激動不已。在之後的採訪環節，當記者問這些
小演員，面對這部劇最大的挑戰是什麼，「萌娃」瞬
間開啟了吐槽模式。「光速換衣服特別難，一晚上換
好多套衣服」，「演這麼多次還要假裝自己從來沒演
過，這太難假裝了。」「我又要唱又要跳，還要演，
很容易分神」。導演安東．路汀則揚眉吐露，「我並
不希望小朋友很有經驗，像受過訓練的機器人般做反
射性表演，希望他們保留天真和好樂感。」

日前，3812 當代藝術空間藝術項目創辦人、
「心．景二」藝術家聯展策展人及藝術總監許
劍龍在接受採訪時表示：「80年代初，中國當
代藝術受到西方藝術思潮的影響非常大。但這
兩年，隨中國藝術收藏市場慢慢發展壯大，
整體架構正發生微妙的改變。一方面，藝術
家在知道自己是什麼人的時候，開始去挖掘自
己的身份、文化；另一方面，收藏群體也希望
去追隨一些與自身背景存在文化認同的作品。
早些年，在中國當代藝術領域，觀念藝術大
熱。但觀念變得太多，就成了點子。視覺刺激
或許能一瞬間觸動觀眾，但能不能令你有深層
的意會、領悟、反思、啟發又是另一回事。五
十、一百年後，當當代藝術不再是當代藝術，
商業價值還能否與美學價值掛鈎，這個問題值
得我們深入思考。相反，我們中國人具有『人
無我有』的傳統與審美，為什麼我們不將這些
傳統透過新的視野去發揮呢？」

「伯牙子期」兩相吸引
帶這樣的理想，許劍龍走南闖北希望能找
到懷抱相同價值觀的藝術家。一路奔波，許劍

龍在北京郊區的山坡下找到了剛過而立之年的
青年藝術家林國成。林國成擅長結合碳筆、鉛
筆、水墨及鋼筆等黑白兩色材料進行創作，工
整的鋼筆線條加上自由灑脫的水墨，營造出一
個個可生長的線場，在保留素描細膩與質樸的
特質基礎上，多媒介的結合打造出令人玩味、
禪意盎然的生態風景。作為策展人的許劍龍在
介紹林國成作品時自然不吝溢美之詞：「他用
英雄牌鋼筆和水墨畫出了可生長的風景，連作
品名稱也用了唐詩宋詞中的典故入題，但我卻
覺得他的畫很當代。那種很禪、很雅的精神狀
態，內斂的安靜加上奔放的大寫意經歷了返璞
歸真的蛻變。」
但事實上，在友人向許劍龍力薦時，許劍龍

對此行並非特別期待，儘管如此，許劍龍還是
來到了林國成偏僻的小畫室前。許劍龍回憶
道：「你可以想像嗎？他的畫室不通電，冬天
極度寒冷；想要從畫室回到市區，先要步行半
個小時左右才有巴士站，他像避世一樣把自己
藏起來，進行創作。當畫室門打開，呈現在我
面前的居然是一個小型聯展！林國成和一班藝
術家朋友特地為我一人佈置！林國成自己只展
示了兩三張作品，卻一下吸引了我。他在等待
一個值得托付的人，我在尋找一些值得合作的
人。」

藝術細水長流
在朋友相互的介紹和自己的不斷挖掘下，許

劍龍陸續找到了中央美術館館長王璜生，具有
國際化影響力的抽象水墨代表藝術家梁銓，用
繪畫呈現精神圖像的劉國夫，新一代傑出藝術
家何鳳蓮以及曹吉岡、朱建忠、王舒野等用傳
統認知傳遞美學價值的藝術家。今次，八位畫
家以「心．景二」為題展開東方與西方文化的
「對話」；「風景畫」與「山水畫」的內在
「對話」；水墨性與油畫性的「對畫」。
電線啟發了王璜生，在畫線的時候他體驗到

傳統感受。書法的筆墨傳統如何在繪畫中構
圖？怎麼使線條在當代視覺需求中更為單純，
直接、獨特？王璜生在轉換過程中自我修行。
劉國夫用「無數」顏色疊加出華麗而憂鬱的
藍，整個畫面充滿流動氣息，畫面中部的凹陷
處湧現波浪與光的暖流，藍灰色中浮現出山
川、樹林、湖泊，依據觀者心境而變幻。梁銓
放棄了傳統水墨中的筆墨，採取撕紙的方式，
以淡墨染成的宣紙條來拼貼出不同的作品，嘗
試深化當代藝術的可能性。顯然，獨特的繪畫

語言並非一早一夕所能鑄就，需要藝術家長時
間的堅持、沉寂、磨練，甚至擁有苦行者般的
決心與毅力。
然而，在遭遇市場過山車式的變化時，藝術

家也難免困惑、迷茫。許劍龍說：「近年來，
某些藝術家的作品可能三、五年內價值會因為
拍賣的原因價位跑得很高。我和一些藝術家朋
友聊天，他們也會分享自己朋友的作品商業價
值高出自己三、四倍。但我總是和他們說不必
逞一時之強，好的藝術，時間會證明。拍賣場
裡潮起潮落，藝術家在現在這個時代根本就沒
有辦法去逃避任何資訊，但你自己一定要去把
持，忠於自己，忠於藝術。藝術就是細水長
流。」

百老匯原版《音樂之聲》
羊城連唱12場
觀眾最愛「哆來咪」

內地學者60萬字
述中國文化根與魂

五年前，南區是幾乎沒有藝廊的，但「心．景二」藝
術家聯展策展人及藝術總監許劍龍在發現「藝術向南
移」的趨勢後，毅然決然地在黃竹坑建立逾七千平米的
藝術空間，擔當起當代藝術與藝術家之間的橋樑。現
在，南區的畫廊和藝術工作室愈來愈多，地鐵也即將開
通，他卻說未來不排除抽身離開的可能性。
許劍龍分析說：「當初選擇黃竹坑是因為這片土壤很

適合創意工業和藝術的生長。首先黃竹坑與銅鑼灣僅一
條隧道之隔，佔據了地理便利性。香港人多坐十五分鐘
車都覺得遠，所以火炭工廈區的藝術圈，大家一年也就
在『開放日』去一次。其次是，工廈空間大且規則，運
營成本又相對中上環較低。不過一旦南區地鐵開通，住
宅、餐飲、商業完善，成本就會提高，即時吸引到的人
流也會不一樣。很自然，部分純做藝術的人如果覺得氣
氛不對了就會離開。」
面對可能要不斷「流浪」的狀態，許劍龍沒有流露出

無奈或是消極的情緒，堅定地表示：「在自由市場裡，
我覺得就是要去適應，如果你可以接受就留下。總是怨
天怨地，不如不做。我們這個地方的人一向有最基本的
正面精神。」

「心．景二」

資訊的開放使得觀念與思想不斷地碰撞與結合，體現在繪畫層面即各國家、地

區的藝術家，創作思維不再被單一潮流或價值觀所「綁架」，繼而眾多探索自我

身份、文化價值、美學理念的全新作品應運而生。目前正於3812 當代藝術空間

舉行的「心．景二」聯展中的八位參展藝術家：王璜生、梁銓、曹吉岡、劉國

夫、林國成、朱建忠、王舒野及何鳳蓮，就通過其作品，既在外部建構中國美學

與自然的關聯，又向內部深挖傳統文化及自我心性的繪畫語言，嘗試以現代手法

繪出「心景」。 文：趙僖 圖片由3812 當代藝術空間提供

倒映當代藝術生態倒映當代藝術生態

以遊牧方式生存下去
■林國成作品：
《無法容納的風
景三－多重世
界》。

■王璜生對一條線反覆琢磨把玩，甚至去畫報
紙，從畫報紙、裝置中尋找感覺。

■梁銓作品《無題》。

■劉國夫布面油彩：《敞 28》。

■■許劍龍在許劍龍在「「38123812」。」。 趙僖趙僖攝攝
■■許劍龍格外欣賞劉國夫的作品許劍龍格外欣賞劉國夫的作品《《敞敞 2828 》，》，不僅是因為它所具有的美學價不僅是因為它所具有的美學價
值值，，更是佩服劉國夫對藝術的堅持更是佩服劉國夫對藝術的堅持。。 趙僖趙僖攝攝

■王璜生《游．象系列》。

■■《《中國文化的根與魂中國文化的根與魂》。》。 本報湖南傳真本報湖南傳真

■■《《音樂之聲音樂之聲》「》「哆來咪哆來咪」」曲目俘獲老中青三代觀眾的心曲目俘獲老中青三代觀眾的心
本報廣州傳真本報廣州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