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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青霞 長沙報道）
「有西畫鮮艷色彩、抽
象手法，有國畫墨暈宣
紙、寫意情懷，配以小
詩調味。」4月2日，
中國著名畫家曾滌塵與
詩人野雲的《可愛的動
物一一春天的畫》第一
期精品畫展在長沙舉
行。其大體量的詩．畫
合作展業內人士預言其
或將開創畫作發展中的
新模板。
據記者了解，此次畫

展共展出曾滌塵作品近
200幅，畫作全部以動物為主題，其中50幅作品配有詩人野雲的
詩作，本次畫展為《春天的畫》第一期，5月還將舉行第二期。據
透露，部分參展作品將參加今年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分會
展——藝術交易博覽會。
曾滌塵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之所以創作《可愛的動物》系

列畫作源於自己對生命的尊重，對動物的喜愛。「人老了以後智
商就會降低，情商就會升高，就會對生命充滿尊重，對生命充滿
熱愛。」
同比李叔同之心的曾滌塵還給記者講了一個故事。「李叔同

（弘一法師）是著名的藝術家，以前他的學生豐子愷請他到家裡
吃飯時，他每次坐下之前，都會搬起櫈子抖一抖，這讓豐子愷百
思不得其解，他就問老師為什麼，」曾滌塵笑着續說，「李叔同
回答到，『因為藤椅上可能有螞蟻、小蟲，我一坐就會把它們壓
死』，李叔同對生命的尊重可見一斑。」
曾滌塵表示，自己也懷有像李叔同一樣尊敬生命的心，「動物

無論大小，哪怕是蒼蠅、蚊子你都應該尊重，因為牠也是一個生
命，而且生命都只有一次。」
曾滌塵說，「我以後還會繼續畫動物，希望用這樣的方式把人

類對動物的愛心（呼喚着）貢獻出來，我也想讓全世界的人把對
動物的愛心都貢獻出來。」
曾滌塵，1941年生於湖南長沙。父輩均為畫家，四歲起即跟叔
叔學習素描速寫，曾在湖南師範大學油畫系學習，後至中央美術
學院油畫研究班學習。其所繪風景、人物等油畫作品採取當代表
現手法，熔中外藝術於一爐，形成一種激情的畫風。現為中國意
象畫會研究員。其多次舉辦個人畫展，不少作品被海內外藏家與
美術館收藏。

業內人士：詩·畫合作開展屬業界首創
詩人野雲告訴記者，「曾老師是獨一無二的藝術家，他的藝術

作品要想讀懂的話，必須認認真真、全心全意地來讀，我看了他
的畫以後，詩的感覺，詩的意象就噴湧而來。這些詩不是格律
詩，也不是要求非常嚴格的韻，但講究的是畫的神和詩的韻相結
合，這就叫神韻。」
深圳某畫藝有限公司經理李沅告訴記者，「曾老師跨越了畫

種，在他眼中沒有畫種的局限。他的畫作，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國
畫，他的用筆習慣來自於水彩，色彩來自西畫，實際上他骨子裡
還是一個很傳統的（中國）人，但受到的教育是西方教育，所以
他是兩種文化一種價值。」

李沅還指出：「曾老師和
詩人野雲的這種合作形式，
可以說是在業界的首創，若
發展得好，絕對會成為一個
模板，甚至會成為一個業態
新的領域。而他們的關係就
像是俞伯牙和鍾子期一樣，
是高山流水遇知音。」

藝訊

湘藝術家開《可愛的動物》畫展

堪比李叔同之心

鄉愁 (配詩一首)

故鄉是彎彎的河流，遊子是輕輕的小舟。載着冬夏，搖着春秋，鄉愁，在水裡頭。

故鄉是雲中的蜃樓，遊子是失伴的孤鷗。長空望斷，展翅難投，鄉愁，在雲裡頭。

故鄉是母親的雙眸，遊子是斷線的淚流。滴滴點點，唧唧啾啾，鄉愁，在心裡頭。

畫．曾滌塵
詩．野雲

藝訊

本港藝術界人士提及葉金城，通常會以「老
虎」作為昵稱。葉金城以虎作為寫意對

象，在他的多年鑽研和筆技之下，虎，凝聚了
葉金城對傳統藝術的感悟和立場；也匯集了他
對生活色彩和家國時空的詮釋；而在更加深邃
的人文層面上，則是一種新時代彰顯文化理想
的情懷和思索。

獨闢蹊徑的藝術展現
對於不久前在台灣舉辦的紀念孫中山先生忌

辰的聯合展覽，葉金城表示，自己是以中國畫
的形式，並以虎作為一種描繪寫意的對象，來
表達自己對孫中山先生的敬意。毫無疑問，這
是一種極為特別的藝術思維和表達方式，就擅
長描繪老虎的葉金城而言，這種獨闢蹊徑的創
作手法，所蘊含的歷史情懷是非常深刻的。
任何意象的選取和表達都不是憑空想像的。

葉金城向記者表示，在十二生肖的屬相序列
中，孫中山先生的屬相乃是虎。這一細節非常
之重要，所以，以老虎的筆法技藝去展現孫中
山先生一生的革命經歷和貢獻，是極為恰當和
具有文化歷史意義的一種方式。葉金城表示，
虎代表着威猛，代表着勇敢，這是一種精神的
體現。他說，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的那個時
期，中國積貧積弱，處在內憂外患的民族危亡
時刻之中。那時的中國人，被譏笑為「東亞病
夫」，弱國之下，民不聊生。
而孫中山先生所奉行的革命理想和革命信

念，最為核心的價值，便是為了將中國建設成
為一個強大的國家而拚搏，「振興中華」的嘹
亮號角，便是希望中國能夠如同猛虎一般，傲
居群雄，屹立萬邦。這是一種極為博大的胸
懷，將這種胸懷背後的追求和孫中山先生的革
命事跡、中國人奮鬥的艱辛故事相結合，則選
取老虎作為一種意象，確實最為合適不過了。

動感真實的文化圖騰
怎樣理解葉金城在藝術生涯中的虎意、虎

情，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他坦言，自己筆
下的虎介乎於大小寫意之間。而對虎的把握，
則應當合乎兩個特點：動態與富有精神。葉金
城說，老虎是一種帶有奮鬥特性、勇猛向上精
神風貌的動物，自己着力表現老虎，在根本
上，其實是通過對老虎的刻畫，展現一種理想
的人的狀態和塑造。
虎所具有的美感，從文化符號意義的角度去

解釋，則是一個最為顯性的中國文化的象徵。
葉金城表示，中國傳統文化中，依托於信仰和
禮教體系，龍和虎成為了兩個被賦予最多內涵
的動物。但不能忽略的是，龍是一種虛構的動

物，來自想像和寄託；而老虎則是現實中存在
的動物。正因為有了這種實在感，使得老虎在
中國歷朝歷代中，甚至在跨文化的圖騰表述
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葉金城舉了不少的例子，來向記者講述老虎

作為一種圖騰在文化和歷史層面的意義。他
說，動感與真實的虎，意義匪淺。在道德與傳
統倫理層面上，老虎不同於狐貍和狼等野獸，
老虎被賦予了正面的道德形象：牠所有的攻
擊，幾乎都是在正面進行的。而在氣勢層面
上，老虎被刻畫成了一種戰無不勝的威力之
王。例如，在中國古代，因為龍是君王專用
的，所以老虎被視為是官職權力和軍隊武力的
象徵。調兵遣將的兵符被稱之為「虎符」；勇
敢作戰的將領被讚譽為「虎將」；抗戰時期的
美國援華空軍，取名為「飛虎隊」，同時此一
名稱也是香港精銳的警察部隊的美稱。所以，
虎，作為一種深深根植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動
物形象，其背後所代表的中國歷史與社會價值
觀的流變，是藝術家進行藝術實踐的一個非常
重要的資源和領域。

文化理想：傳統與現代的勤力持守
在葉金城看來，任何藝術文化都不能夠脫離

於現實而存在。對虎的執着，在葉金城的心
中，具有人文與生活理想的多重意義。他對記
者表示，如果對虎的表達和刻畫，僅僅只是停
留在一種動物園飼養的虎的狀態中，使虎失去
了威猛的感覺，則這是一種對藝術創作和生活
關係的曲解。他認為，虎原本就是自然中的百
獸之王，如今處於瀕危狀態，所以藝術家的刻
畫，若能夠盡力去還原出其野生的狀態，可以
看作是從藝術角度對保育的一種貢獻。
另一方面，文化的前行動力，確實來自不斷

創新。這個法則適用於廣泛的人文藝術，也是
對社會領域的啟蒙提升的催化。葉金城不否
認，和過去相比較，如今的藝術創作環境，對
青年一代的藝術研習者而言，顯得非常艱難。
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不創新便沒有出路，
若因循守舊在一些傳統領域，則永遠無法突破
前人的標杆和框架。
此外，藝術的觸類旁通非常重要，對新生代

藝術家而言，熟識包括曲藝、詩詞、書法在內
的中國傳統文化，是實現創新的基礎。他以金
虎的創作為例比喻道，金虎的繪就需要金箔、
粉末的點綴，但是一切的基礎是筆墨；是對他
人批評的享受；是千百次的練習和修正，只有
奠基在此種基礎之上的創新，才會有意義，否
則為創新而創新，淪為搞怪，則會與藝術家的
文化理想愈走愈遠。

葉金城：「虎」，
不久前，為紀念孫中山先生忌辰，台灣、

香港以及中國內地的城市在台灣聯合舉辦了

藝術展覽。代表本港方面出席展覽的藝術家

葉金城在返港之後接受記者提問時談及，如

今的藝術習得和實踐，必須奠基於創新之

上，沒有創新則沒有前途；但創新絕非為了

創新而創新，而是立足於傳統的創新。而

「虎」，便是葉金城講述這一觀點的最佳範

例和橋樑。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是傳統是傳統、、文化與圖騰文化與圖騰

■葉金城

■威鎮一方

■歸家

■創作中

■鄉愁

■■參觀者在欣賞曾滌塵和野雲的作品參觀者在欣賞曾滌塵和野雲的作品。。 本報記者李青霞本報記者李青霞攝攝

■深圳某畫藝有限公司經理李沅。
本報記者李青霞攝

■中國著名畫家曾滌塵(右)與詩人野雲（左）接受記者採訪。
本報記者李青霞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晶晶）「翰彩文華——
劉懷山書畫展」日前在關山月美術館開幕，本次
展覽由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書畫交流分會、深圳市文聯、
深圳市美術家協會、深圳關山月美術館主辦。
劉懷山2012年受邀成為海協會書畫交流協會創
會理事，致力於向海外推廣中國書畫。此次展覽
展示了劉懷山多年來創作的近100幅作品，作品題
材涵蓋了山水、花鳥、人物等等，傳遞出他對世

間萬物的精微觀察和濃厚的人文情懷。劉懷山
說，繪畫之難，不在技藝，而在境界。
他研習筆墨藝術近五十載，上下求索。其繪畫

技藝取法中國傳統繪畫之精髓，深受中國傳統文
化之滋養熏陶，又參悟當下之時代精神，故其作
品風格蘊深植厚、情深淵默。
談及藝術之所成，劉懷山表示，他的花鳥、人

物畫受文人畫的傳統影響頗深，從筆墨的精神上
借鑒和師仿大師吳昌碩和齊白石；在山水畫的樣

式上以寫意與小寫意為主，延續了傳統美學對山
水畫的認識。
國畫如何在新的時代面貌上創新，畫家如何畫

出更適合現代人審美和欣賞習慣的作品？劉懷山
認為，首先要接受傳統的審美教育，在有格律和
框架的內在美的前提下，對傳統有所改變，力求
在藝術手法與表現方式上有所突破，「戴着腳鐐
未必跳不出舞蹈來，這在於你如何運用所學，融
會貫通。」

「翰彩文華——劉懷山書畫展」
延續傳統美學對山水畫的認識


